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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這本少年小樹之歌(The education of little tree)，作者是佛瑞斯特‧卡特(Forrest‧Carter)出

生 1925~1979，由姚宏昌翻譯，屬於自傳體式的小說，描述一位的印地安少年的故事，主角小

時候和爺爺奶奶在美國東部查拉幾山區生活，書中亦描寫 30 年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生活狀

況，是一本激盪人心的小說。 

 

二●內容摘錄： 

        

  當你遇見美好的事物時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分享給你四周的人。(p.3) 

         

  在認輸的時候，最好先確定自己有沒有盡了全力。(p.13)    

         

  爺爺說要是世界上沒有那麼多字，麻煩是一定會減少很多。奶奶說彼此瞭解的程度會隨

著一起相處時間的長久而變得深厚。爺爺說過去親戚的意思是指任何能與你互相了解的族

人，而真正的涵義是-我所愛的族人。(p.59) 

         

  如果你能長得像巨人一樣高大，然後低頭俯視那條曲曲折折的小溪，你就會明白，那山

澗是一命之河。(p.86) 

         

  當你不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到底在那兒的時候.旅程就會變成一種漫長而遙遠的期待(p.265) 

         

         

三●我的觀點： 

        

  少年小樹之歌這是一本小說，寫的是三十年代美國東部查拉幾族(Cherokee)一位印第安少

年小樹，從自然中成長，對小孩子而言，在這個不完美的現實生活中，這本書(少年小樹之歌)

讓我們經歷一段生活教育，相信成長可以是高尚而有尊嚴的歷程。 

         

  大自然的生命，取之在我們如何面對它、如何在裡面學習成長，小樹告訴我們與爺爺奶

奶生活及生存之道，我們也應該明白自己的生存之道，才能面對現實、超越生活，從中繼續



生存下去。生活中我們要謙卑地向大環境學習，生存奮鬥、向上、不斷的閱讀，從過程中求

取經驗，聆聽任何一方給的資訊，從中去了解對與錯，而是與非則是靠自己去判斷。 

         

  所以我們要懂得樹的靈魂、大自然的語言和大自然的聲音，並且要知道應該如何讓自己

的聲音和自己腳步聲能與山中的融為一體。爺爺講了許多過去的事情給小樹聽，告訴他說:

如果不知道過去就不會擁有未來，假如你不瞭解你的親人過去的遭遇，你就也不會知道他們

將何去何從，所以小樹和爺爺奶奶彷彿回到過去，去了解過去的人如何生存下來，了解一些

不變法則，以及大自然的週期該如何去適應它把貧瘠的土地變得更有用處更有意義。相信村

子的人是能夠開墾新土地的也能夠捕捉獵物種種...用各式各樣方式存活下來。 

         

  凡是讀過這本書(少年小樹之歌)的人，一定忘不了他們的故事，每句話都會牢牢記住，

看完之後，也許對世界的看法將會改觀，翻開它、讀完它，你就會深深地被它所吸引。聆聽

少數民族以自然生態為生命法則的信念，洞悉人性後的寬容，其實才是我們住在地球的人與

大地萬物和諧共存的法則。 

         

  正努力探索這世界真相的我們，看到小樹如何努力向大自然學習，春夏秋冬一年又一年

經歷不同的生活，都深深讓閱讀者身歷其中，小樹的遭遇彷彿是自己的遭遇，彷彿自己也有

驚無險地經歷過故事中每一項事件、度過故事中每一個場景，書中的情景在在令人難忘。 

         

  書中的主角小樹是一位聰明又體貼的小孩，他在小時候，就失去父母，由爺爺、奶奶扶

養長大，他們在山林中過著生活，天天都過得很踏實。藉由小樹個人的經驗與爺爺奶奶的言

談中，小樹從中學習了信賴與愛，我覺得小樹他很堅強，雖然最後爺爺奶奶不在了，但是永

遠存活在小樹的心裡，他不會像一般人只會哭、只會鬧，他很堅強的面對這一切，這本書讓

我印象很深刻，書中的情節也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甚至這本書影響了很多人、感動很多人，

改變了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與想法。 

         

  當我們發現美好事物時，要懂得愛懂得分享給大眾，這樣世界才會更美好、更充滿人情

味!讓我們把世界變得更好、更有未來，希望天天都是美好的日子。 

         

四●討論議題： 

        

  如果你是小樹，你會如會面對失去爺爺、奶奶的情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