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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由溫昇豪、林柏宏、劉冠廷、陳庭妮主演的消防職人劇《火神的眼淚》自開

播以來，收視率從 1.08 節節高升，末集的收視達到高峰 2.60，也在臺灣 Netflix

排行榜盤踞前 3 名逾一個月。播畢後，除了引發臺灣社會對於消防議題的關注

外，更多的是回歸到人們對於生命的省思與關懷。誠如戲劇中的一句話，「在死

亡面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而這其中的「平等」，說明人在生命面前，

不論富貴貧賤、強弱優劣，終將面臨生老病死的議題，更在有限的生命裡找尋自

我生命的意義。 

徐超聖（2015）指出，在現階段的國小階段生命教育推動不能只停留在自己

生命的生存與生計，只求維持住生命和謀求未來生計的生涯發展與輔導，也要重

視生命的情懷、價值和意義的層面，讓學生知道生命追求的不是只有自己生命的

存在、存有、活著而已而需要對生命的意義、價值、理想的積極追求，進而能與

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界的共存共榮。 

因此本文將分析《火神的眼淚》劇中所面臨消防員在職涯與生命中所遭遇的

問題。而這些問題或許不僅限於消防員的生命議題，更可能是每個人生中都有可

能遭遇的困境。而在此脈絡下，我們在建構基礎的生命教育，除了在課程中融入

必要的議題，教師更盼望在孩子的心中可以種下使每個生命個體主動探尋意義的

種子。藉由更加貼近生活、與每個生命的故事、案例、戲劇、電影等，來豐富每

個孩子探索生命意義的旅程。最後在總結後給予在實施生命教育上的相關建議，

盼能從新的生命教育課綱中，在小學階段可以更有系統地探究生命教育。 

二、分析《火神》的悲歡離合 

身為國小階段的教育工作人員，教師期盼可以在不同的課程中，巧妙的利用

戲劇融入生命教育議題。可以更加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對生命的想像，以及能

夠更有溫度的帶給孩子們有關生命中不同階段的體驗與省思對於命中可能面對

的職涯選擇、情感認同、情緒教育、生老病死等。而《火神的眼淚》一劇不啻為

一部好的生命教育教材，可帶領人們進入不同的職業艱難以外，更可以重新思考

對於生命的價值。因此，以下根據劇中所呈現之議題，就主要角色其在職涯與生

命中所遭遇問題加以分析，並且對照戲外人們在生命中可能正遭遇的困難，用以

探討該劇可以作為生命教育啟發的議題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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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雄背後的創傷 

該劇除了探討消防人員的工作本質以外，更從不同的角色延伸出生命個體所

遭遇的問題。其一，林柏宏飾演的張致遠。這位看似家境富裕且教養良好，個性

清新陽光的大男孩幾乎可以說是整個同安分隊最不像消防員的消防員。他抱著不

為人知的殊死意念走上這條路，原來長期驅動著他的，是幼時痛失手足的愧疚與

罪惡感，迫使他不停於一次又一次的救人行動裡尋找救贖。總是不遺餘力將人拉

出火場，卻未曾看見活下來的人面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諸多難題；而後，錢小

姐一躍而下前的神情，成為一句「你在救人的時候，有想過那些人有想要被你救

活嗎？」讓他走到後來，只剩啞口無言，身心日漸被無能為力與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蠶食、鯨吞。 

而在職場上的壓力，並不侷限於消防員。近年來各行業別的憂鬱、自殺、過

勞等促發疾病事件頻傳，因此逐漸引發國人對於心理健康的重視。在臺灣，大多

數爭議仍圍繞在職業病認定與補償方面。因此筆者建議，預防工作壓力導致的健

康問題可從職場社會心理危害的定期調查與監測做起。學生雖然尚未正式步入職

場，但衛福部統計顯示，15 至 24 歲族群十大死因的第二名是自殺。而其中學生

自殺通報，有四成因壓力、憂鬱症等身心疾病困擾。因此，在實施生命教育的課

程中，讓學生認識心理疾病的病識感，與自我察覺情緒的能力是需要在小學階段

即達到的教學目標。藉由該劇致遠的角色故事，教師可以在觀後以問答或學習單

等方式，甚至以量表來測量學生的身心狀態，並且建立三級預防模式。校園學生

自我傷害三級預防計畫包括初級預防的增進學生心理健康免於自我傷害，二級預

防為憂鬱自殺高關懷群之及早辨識與介入及追蹤，以及三級預防的建置自殺事件

發生後的危機處理機制，以預防再自殺；並結合社區資源，提供多元輔導管道，

建構輔導資源網路。 

(二) 以命換命的犧牲 

劉冠廷所詮釋的林義陽，是為了家中經濟而報考警消的孩子。正直善良，敢

說敢衝。他的世界很單純，願扮演好一個可以撐起家計的支柱，成為工作職場上

的好夥伴，並且可以阻止更多憾事發生的角色。義陽衝動的個性會帶來困擾，卻

也展現許多人性的光輝。尤其拋磚引玉為同事募資，以及面對浪費公帑的酒醉大

叔時，從充滿嫌惡的眼神轉為側隱與理解，帶領我們從人性層面去包容不同困境

的邊緣族群。再者，很多事情不容妥協是有原因的，就如義陽打從一開始就道出

「火勢猛烈時不能直接射水」的基本守則，卻在最終因為上級錯誤的指示直接破

窗噴水下，死於火場。然而最後給至親的遺書也呈現出他的樂觀與敬業，直至生

命盡頭還能綻放光芒，還能笑著安慰女友「我是壯烈犧牲，是很帥的，沒有比這

更值得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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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場中犧牲生命，這恐怕是全劇最能引發悲傷情緒的橋段。在憐憫的眼淚

背後，在生命教育上產生構連的便是死亡教育。而意外的發生，並不是某種特定

職業的專利。生命的無常，總是無情的在世界的各個角落上演。劇中讓消防員是

先撰寫遺書的片段，在生命教育實施的課程中無獨有偶。雖然在臺灣的社會中，

關於死亡的話題往往被視為不祥的話題，但德國哲學家海德格在分析死亡的意義

時曾說：「逃避死亡的話題，只會使自己更遠離生命本質的真相（陳錫琦，2013）。」

當孩子在不了解生命真相的情況下，突然面臨生命中的生離死別，對心靈的衝擊

與悲傷更難平復（張淑美，2013），而失落的傷痛與情緒的壓抑也將影響其人格

發展。透過「死亡教育」，讓孩子學習如何面對死亡、如何適當抒發悲傷情緒，

此為「死亡教育」之預防性價值；藉由了解生命的有限性，讓兒童與青少年懂得 

珍惜生命，體悟生命的價值，進而開創生命的意義，即為「死亡教育」的建設性

意義。 

(三) 女性消防員的性別刻板 

而由陳庭妮飾演的徐子伶，在家身為女性的不甘示弱，來自於從小到大的比

較。母親把人生中所遭遇的不幸都轉嫁到她身上，藉以逃避不被人愛的事實，縱

然辛苦拉拔子伶長大，但總是以責備代替愛的教養方式，也讓子伶失去了自我。

在母親的失望中，反覆懷疑自己是不是不夠好，或說不被愛。子伶無法改變自己

的性別，也無法改變他人的無能為力，以及母親對於自己的不滿與偏見，殘酷且

尖銳的不被期待，就是她不分晝夜要對抗的性別不平等。直到義陽出現，她才越

活越踏實，原來被世界鄙棄的自己，還有人願意傾聽、珍視與支持，這份滿足，

即使義陽因公殉職，那封遺書也依然陪著子伶，讓往後的前進，都交疊著義陽的

影子。 

女性的生命在生命教育的中可以著力的點有許多，在臺灣先後被教育主管當

局視為提倡重點的乃是自殺防治和災後心理重建。兩年前生命教育在臺灣省匆匆

上馬起跑，其實肇因於一名資優高中女生為情尋短見的事件震驚社會，所以才從

中學生命教育著手。可見得女性在生命歷程中，可能遭遇更多因女性身份而生的

特殊境遇；例如女性倫理學、婚姻與職業選擇以及生育（childbirth）等。以女性

主義生命倫理學分析愛的教育三項議題：生育、避孕、墮胎，得以為這些行為賦

與道德上的意義。在女性主義者看來，掌握擁有自己身體的權力，方能享受由此

而生的權利。 

國內學者鈕則誠（2011）指出，將女性主義觀點導入生命倫理學，使得任何

一個涉及生命倫理的考量，都必須納入社會現存權力關係的脈絡。在權力關係消

長的省思下，所有性別宰制和歧視都無所遁形。而發生在衛生保健機構中的性別

宰制和歧視，無疑屬於生命倫理學必須正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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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綜合上述劇中角色的鋪陳與遭遇，觀眾可以感受到「人們的歲月靜好，往

往都是因為有人在負重前行」。而這些人的人生課題，同樣的也為正探索人生意

義的孩子們帶來省思。從 108 課綱開始，不再將生命教育視為獨立的科目，而是

融入在課程之中，因而提出生命教育的五大核心素養：終極關懷、價值思辨、靈

性修養、哲學思考、人學圖像。筆者認為國小階段的生命教育，可以緊扣上述五

大核心，按照劇情勾勒出的生命議題，將「珍視生命」、「悲傷輔導」、以及破

除「女性刻板印象」等元素，融入在生命教育課程當中。常見的實施方式有：講

述、體驗活動、小組討論、欣賞教學、參觀訪問、講座等；而本文討論之由劇本

帶入課程的實施方式建議以講述、小組討論、欣賞教學為主，倘若可以辦理相關

職人講座或者消防單位的參觀訪問亦適用於以劇情作為開展的鋪陳。 

不管是使用怎樣的教學方式，以戲劇欣賞帶入孩子對於生命教育的體驗，

便是期待可以引發學生對於生命經歷的共鳴，以及回到教育與生命中對於「愛」

的本質。從愛惜自己的生命，進而拓展到人際、社會，甚至與宇宙萬物的對話。

體認到每個生命都是特殊可貴的個體，我們藉由不同職業的認識，來反省自我對

於生命的價值，欣賞與關懷自己與他人的不同，珍惜生命、尊重生命、關懷生命、

實踐生命的所有可能。我們期待如此「用生命影響生命」的課程，可在孩子的心

中播下溫暖的種子，未來也盼外能影響更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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