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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110-07-閔湘云 

〈鏡中之我〉 

人都說：「眼睛是靈魂之窗。」我的雙眼總在注視著各種事物。看向他人時，

內心常不受控制的浮出刻薄的批評，批評他人的相貌、衣品、「一事無成」。然而

當遇到比我優秀的人時，內心又不自覺的浮出嫉惡，轉而批評自己比不上他人的

缺點。而我的眼睛看入鏡中的自己時，我看見了「我」，一個如此扭曲，尖險，

醜陋的小人。 

是的，眼睛是靈魂看出去的窗口，但鏡子才是能看見靈魂的媒介。在鏡前，

我總是自慚行穢的欲遮掩住那個「鏡中的自己」，我看出了自己臉上的瑕疵；我

看出了自己的不足──我看出了愛批評的自己，根本不能，也不該批評別人。但

離開鏡前，別開視線，我又陷入了嫉妒他人，批評他人的內心迴圈，任舊無法控

制自己自卑又刻薄的一面。每每望入鏡中，過量的優越感和慚愧一齊浮現，伴隨

著點點失望與絕望。將手掌和鏡中的自己的手掌對接，除了一片冰冷什麼也感受

不到。或許我今生不曾真正與他人牽過手，或許我就是這麼糟的人，這輩子不曾，

也不能夠和他人建立任何溫暖的，真心的連結。 

然而某天，我在書中讀到了一句話：「不要將腦袋中所有的想法，都當成是

自己。你不是你心中的黑暗，你是你。」我才驚覺，或許，我對待他人和自己，

都太過嚴厲了。把注意力都放在腦中閃過的批評上，難怪我會不斷地陷入迴圈裡，

我意識到我應該為自己的渴望做出行動。想和他建立感情，不能只在心中想著，

而是該說出口，向他人說出我的欣賞與讚美。透過這個轉變，我不只交到了朋友，

也認識了自己心中原來也有著的光明，我發現到，每個人都有美好的地方，就連

我也不例外。 

又看入鏡中，我看見了那個鏡中的自己。批評和優越仍然浮現。但現在，我

選擇原諒那些醜陋的想法，不再緊抓不放，而是任它們逕自出現又消失。因我明

白我的軟弱，也明白他人和我的美。我明白鏡裡鏡外，都是一個面向的自己，也

只是一面向的自己，僅此而已。我不只是那些醜陋的，我不只是那些。透過鏡中

之我，我學會了如何去原諒，與如何去愛──愛自己，也愛別人。 

 

 

 

 



特優 111-26-林少軒 

〈鏡中之我〉 

 鏡子，一個你我都再熟悉不過的物品，出現在我們生活中的每個角落，小

孩子用他觀察自己稚嫩的臉，青少年用他檢視臉上的妝容是否合乎流行，中年

人用它來發現眼角的細紋，老年人用它來感受歲月的痕跡。大家之所以都愛用

鏡子，就是因為鏡子永遠誠實，把你所有想看和不想看的，一一映在上面，如

果我們都能從鏡子中獲得些啟示，讓我們能更了解自己，這何嘗不是一件喜事

呢？ 

  記得那是我剛上國中的時候，除了課業壓力之外，人際壓力也大得驚人，我

總是很在意他人對我的看法，怕我無法被他們喜歡，怕我因為自己的缺點無法

跟他們做朋友。那時的我常常想把自己打造成沒有缺點的人，我以為這就是建

立人際關係的最佳方式，雖然活得有些痛苦，但我卻不以為然，絲毫沒有發現

有個叫「自我」 的東西正在悄悄逝去。 

   某天我一如往常地回家，正準備去洗澡，看著浴室前的那面鏡子，我忽然有

點愣住了，定睛一看又看不出眼前這張臉跟往日有何不同，但總覺得有點奇

怪，好像有點認不出自己，在這一刻我發現，發現我失去了自我。太過於在意

別人的看法導致失去「自己的樣子」，這就是我當時的情況。透過鏡子的映照，

我發現我不能活在別人的嘴裡，我的人生是要用我的腳走出來，用我的手建造

起來，絕不能你們說了算！用不真實的性格也只會交到不真實的朋友，內心的

自我認同是遠遠比其他外在條件來得重要的。想完這些，我心裡舒坦了許多，

再看一眼鏡子，那熟悉的臉回來了，我也暗下決心要當最真實的自己。 

  在之後的日子裡，我感受到了做自己的快樂，身邊也多了幾個真心的朋友，

我也謝謝鏡子呈現了我最真實的狀態，雖然他不會說話，但就如我前面說的一

樣，只要你願意花點時間觀察，一定能從中得到一些什麼，在未來的日子裡，

我也會繼續帶著鏡子給我的啟示，時刻提醒自己別忘了自己是誰，走向更美好

的人生。 

 

 

 

 

 

 

 

 

 

 

 

 



特優 113-22-王宥硯 

〈鏡中之我〉 

活潑的外表底下藏著孤獨的內心，滿口的毫不在意背後卻無與倫比的重

視。人的心中藏有一面屬於每一個自己的鏡子，映照出不為人知的一面，映照

出最真實的自己。 

記得高一上的第一次段考，我拚了命的準備，想為高中生活寫下完美的開

端，幾乎每天晚上都看書到十一點甚至更晚，我以為這樣的我就是努力，但換

來的卻是小考一次次的不如意。他人眼中的我好像廢寢忘食的學習，我心中的

鏡子卻照出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每天晚上亮著的檯燈是因為我沒有在周末合

理分配時間、進度，導致必須犧牲睡眠時間來彌補念不完的內容。不足的睡眠

導致精神不集中、效率低下，如此惡性循環最終又豈會有好的結果?可笑的是我

還以為自己很「努力」。 

補習班老師曾說過「結果不會陪你演戲。果然現實就血淋淋的甩了我一巴

掌。一段成績單下來，一個我從未想過的」「爛成績」就這麼躺在我的桌上。我

沒有多說什麼，它也沒有多做回應，似乎它早就預期會有這樣的結果，只有我

活在自己的期待中。此刻在心中的那面鏡子上彷彿我所有的努力都是泡影，一

點一點地消失，直到再也不見一丁點痕跡。 

現實的當頭棒喝狠狠地讓我看透我的內心，我開始摒去懶惰的性情，規劃

讀書的進度，每天分擔一點，不讓堆積如山的高中知識將我壓得喘不過氣。除

此之外，我嘗試念不完還是睡覺，用明天的時間補救，以保證精神的品質。倘

若因念不完，成績不理想就是自作自受，必須承擔時間分配不當的後果。自己

的規劃固然重要，但能在老師授課的期間就將知識整合，轉化為自己的內容絕

對大有幫助！ 

正式自己的內新並嘗試改進後，成果立馬隨之而來。我向來都是相信「一

分耕耘，一分收穫」，沒想到這次賣出去的一部居然能有立竿見影之效。在高一

上最後一次段考，我拿到了自己理想的成績單，這次他不再躺在桌上和我尷尬

對視，而是在我手中和我相視一笑，這一次我戰勝的視自己，那個自以為努力

的自己！ 

生活中有許多時候心中的鏡子都會照出自己醜陋的一面，但或許鏡子的背

面就是迎向光明的契機。 

 

 

 

 

 

 

 

 



優等 101-24-李博約 

〈鏡中之我〉 

 自小，我就對那些追求功名的大人們很反感，他們一味地渴求利益，導致

時常忽略了他們當初做這件事的初心。而我也在不知不覺中漸漸地步上他們的

路。 

二年級時，我開始學習樂器，一開始都是以「學個興趣」的態度在練習，

後來被啟蒙老師鼓勵進而參加比賽，當我贏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個獎項，之後我

便受到了親友們的恭賀。從那次之後，我彷彿被開啟了某種開關，我開始享受

被別人稱讚的喜悅，因此，我更積極地去參加比賽，享受著被別人追捧和受人

敬仰的感覺。曾幾何時，我早已無法體會到比賽的樂趣，每次比賽的目的都是

帶著強烈的目的性：「就是要把別人比下去」。我到上高中都還是以這種心態來

練習，我早已失去了當初學音樂的熱情，也早已不知為何而練，更不曉得下一

步該怎麼走？強烈的空虛感頓時湧出，然當我崩潰照著鏡子時，鏡子裡那空虛

且落寞的樣子，彷彿像是這幾年來的寫照：沒有朋友，只有阿諛諂媚的同儕；

沒有可敬的對手，只剩一匹驕傲的孤狼。我悟了，但也累了......。  

之後我依然參加比賽卻越來越迷茫到底為了什麼而比賽，又或者為了誰？

我找了老師來尋求答案。他先是感到震驚，隨後又問：「那你打算放棄嗎？」在

我明確的給出「是的」之後，我媽和老師都哭了！老師為自己沒能讓學生喜歡

音樂而感到愧疚，而我母親卻是為她無法察覺兒子的心態而感到無力。此時我

才知道，原來之前老師都以為我是因熱愛音樂而比賽，殊不知我早已失去熱情

與動力，甚至是為了達到身邊人的期待，為了某些虛榮，而變成了一味追求功

名來證明自己的人。  

最後，我參加可能是高中最后一次的全國賽後，我把獎狀給了老師並由衷

感謝他的諄諄教誨，我不想再追逐名次，而是認真去探索自己的心之所向，重

新尋找做一件事的初心。 

 

 

 

 

 

 

 

 

 

 

 

 

 



優等 101-44-蔡易澄 

〈鏡中之我〉 

有人說：「人生苦短。」，但對一個剛上高一的學生來說，人生真的苦短嗎？

或許「苦」，與大人比起來，卻微不足道；或許「短」，卻還有六十多年在等著我

們。這句「人生苦短」應該是為了那些已經發現真實自我的人所說的，我還需要

在社會這面大鏡子中，找到真正的我。 

對我來說，任何對外的自我描述都是經過包裝的，我相信人要領悟自心不可

能那麼簡單。就如：照著鏡子，覺得自己長相比不上他人，過著一般高中生的日

常，更發現各方面都比不上同學，卻強顏歡笑的與大家閒聊，到最後都只是將內

心藏到一個沒人發現的到的地方。這大概是現代人普遍的狀況吧！當然我也是那

種人。 

剛升上國中時，課業壓力的轉變，讓我一直在逃避現實，對於國文跟英文，

都處在一個半放棄的狀態下，到了國二，壓力還是迫使我去看了心理醫生，醫生

在與我交談後對我說：「為何要因為自己的一項缺點，去抹除其他各方面的優勢？」

後來，我理解到：我應該要去正視自己，堅定地看著鏡中的自我說：無法改進的

弱點，就用優勢來補強吧！轉眼會考已經考完了，準備的過程，壓力沒有想像中

的大，應該就是面對了那些困難的原因吧！ 

謝謝那位醫生，他讓我能夠去面對困境。從鏡中發現了那個面對弱點的自我，

比辛苦包裝的樣子好看太多了，活得更有自信，看待生活的方法也有了轉變，我

不再逃避問題。到了高中，我相信國中的那些問題會再一次的出現，這次我要怎

麼面對它，這個我也還不清楚，但我有更大的信心去面對。。 

也許「人生苦短」的「短」我現在還沒辦法體會，但是「苦」，我想一定不

是辛苦包裝自我、只為求生存的苦，而是面對鏡中自我時，直視自我、要接納自

我的苦。我還未真正理解我自己，這個經歷只讓我離自我更近了一點，仍然有許

多挑戰在前方，鏡子中，我也還是會一直改變，而我也還需要一遍遍的體驗直視

問題的苦。 

 

 

 

 

 

 

 

 

 

 

 

 



優等 108-07-陳培文 

〈鏡中之我〉 

每個人都希望讓他人看到自己最完美的樣子，而將有缺陷的部分遮掩起

來。縱使那面只有自己知道的缺點可能時不時就會在心中浮現，多數人還是選

擇沉浸在讚美中，不願與內心的陰影直球對決。 

與朋友一同成長、彼此競爭，理應是令人快樂的事，但國中的我可不這麼

覺得。為了成為首位衝向終點線的全場焦點，我總是不惜一切代價地專注於自

身，明看到了賽道上受傷的對手、需要幫助的同伴，我卻選擇漠視他們，因為

我眼中唯一容得下的，是那個耀眼奪目的冠軍寶座。由於國中時名列前茅的成

績，總有不少的同學會向我請教課業，即使大部分時候我都會幫忙，但其實心

中充滿千百個不願意，而且也只是隨意應付，不願把自己的解題關鍵或特殊記

法告訴他們，有時甚至會假裝自己不會，只因不希望對方考試時多答對一題。

確實，這個方法不只一次的讓我在競爭中奪下致勝分，我也長期維持高水平表

現；但在這些亮眼的分數、排名背後，只有我知道自己其實是怎樣的人——見

不得別人好，踩著他人的失敗步上雲梯。 

當我意識到這件事而試著敞開心胸後，不像原先所想，我的成績反而變得

更好。即使有時暫居下風處，但這種良性競爭卻也讓我們一起進步，突破自己

的最佳成績。當看到對方贏過自己時，那股原以為會有的沮喪、失落、嫉妒、

憤怒，也好似根本沒在心底滋生，反倒會替對方開心，也對付諸全力的自己感

到欣慰、釋懷。與同伴一起衝破阻擋自己的高牆，在路途上彼此陪伴、治癒、

鼓勵，支持的那種滿足感及成就感，是遠遠超過獨自一人在成功的路上疾馳而

穩居高位的，現在的我也以此為目標策勵自己。 

鏡子反映出的那一面，總是特別殘酷而難以直視甚至面對，但它同時也是

最真實、最確切的。唯有靜下心來坦然、誠實地面對那些缺陷，才可能徹底根

除它。這面鏡子並非為了用來責備、咒罵自己而存在，而是為了讓我們看清毫

無偽裝的自己，體認到自己的缺點而加以改進，變成自己從沒想過能成為的更

完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