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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1.【全國閱讀心得寫作比賽】第 1120310 梯次全國中學生閱讀

心得寫作比賽，本校共有 84 篇作品參賽，本館預祝參賽同

學都能榮獲佳績，為個人與學校爭取榮譽(感謝老師們的熱

心指導)。 
 

2.【全國小論文寫作寫作比賽】第 1120315 梯次全國中學生小

論文寫作比賽，本校共有 51 篇作品參賽，本館預祝參賽同

學都能榮獲佳績，為個人與學校爭取榮譽(感謝老師們的熱

心指導)。 
 

3.【世界讀書日系列活動預告】本館將於 4、5月舉辦一系列活

動，內容如下： 

*懷鄉主題書展  3/20~4/21小藝廊 

*竹工說書人  4/11、12、14 12:00-12:30 本館小藝廊 

場次一：4.11(二) 綜二甲 吳伃巧 

分享好書：《 好好再見 不負遇見 》  

場次二：4.12(三) 室二甲 管中嫻 

分享好書：《 女生徒 》 

場次三：4.14(五) 機二甲 鄭唯佑 

分享好書：《Number the Stars》 

*圖畫書創作競賽 4/20收件截止 請將作品繳至典藏區 

*圖畫書創作展暨全校公投 4/24-5/12 小藝廊 

*資料摘要競賽 4/19 第 5-6節 閱覽室 

*高一二班級讀書會成果發表 5/17 班會時間 各班教室 
 

4.【全國學生美術比賽作品展】於 3/17-4/9在數位區展出，歡

迎全校師生蒞館參觀(感謝美術科劉靜蓉老師協助策畫)。 
 

5.【板金科畢業成果展】於 3/27~5/2在欣學樓地下 1樓戶外廣

場展出，歡迎全校師生蒞館參觀。 
 

6.【自造實驗室增設「自主學習書籍專區」】 

為鼓勵與方便學生閱讀，並協助發想創意與增進創造能力，

本館於上學期末與實習處合作，在自造實驗室增設「自主學

習書籍專區」，由本館每 2 個月提供 6 本書籍供師生閱覽，

歡迎全校師多加利用。 

  
 
7.【期刊停/創刊】廣受讀者喜愛的《漂亮家居》於 3月發行最
後一期，4 月起創刊《i 室設圈．漂亮家居》季刊，擴大了
報導領域，包括住宅、商業空間、設計跨界等議題，引進全
球視野，刺激在地學習，透過設計豐富生活內涵並共創美好
生活。 

 
8.【新期刊介紹】 

How It Works 擅長
將複雜的知識轉化
為活潑有趣的圖解
知識，編輯方式以

圖像化百科呈現，精簡易懂、精采動人、
深入淺出的圖文編排，讓各年齡層的讀者
們都能輕鬆閱讀。充滿智慧、簡單易讀再
搭配世界權威的知識結晶，就是 How It 

Works雜誌能暢銷全球、佳評不斷的發行優勢。 
 

 
Living & Design 住宅美學以
室內空間、建材百科、軟裝佈
置，以及居家生活美學作主

軸，提供第一手最具話題的趨
勢情報、實用知識與精彩案例；不論新居
落成或中古屋改造，都能在此找到適切的
設計靈感。建材和家具家電的產品情境運
用圖庫，串聯廠商和設計師，為漸趨重視

生活品質、講究空間細節的現代日常，迎來美好風格品味。 
 

優秀作品分享 

全國中學生閱讀心得寫作比賽優等作品 

作者：機二乙 陳以昕 

書名：《上帝的指紋》 
 

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作者葛瑞姆．漢卡克是一名英

國記者、考古歷史作家。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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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是遠古時代的迷團和巨石建築、遠古神話、天文學和占星

學方面的資料數據。在他很多的書中始終貫穿的一個主題：一

個全球性的母文明，他認為所有的文明都是從這個母文明中分

散出來的。在本書中，作者主要是以中南美洲的巨石建築、遠

古神話來尋找這個母文明的遺跡。 
 

內容摘錄： 

*因此，在鑑定技術取得突破之前，一般「專家」對印加文化的 

看法，大多只能視為猜測文辭，充滿主觀的成見。（p93） 
  

*以馬雅為尊的正統學界，刻意打壓史特林在崔斯薩波特古城的

重大發現，但真相是不會被封殺的。（p207） 
  

*神話術語的一大功能，就是讓講述故事和寓言的人，透過它將

某些知識扎實地、獨立地流傳下去。(p399) 
 

我的觀點： 

    剛開始我看到這本書，是抱著懷疑的態度，不太相信作者

的觀點，不過看完後，我發現作者在說明論點時，並不是只憑

自己的想像胡亂瞎扯，而是靠著考古的文物來推論。因為作者

並不是胡亂瞎扯，所以我開始思考為什麼作者對於相同的文物

會有不同的見解，要了解這個原因，就要先知道考古跟歷史的

差別。 
  

    歷史是有文字記載的，我們可以根據文字記載，來了解當

時人們的生活，雖然史書會因為撰寫者的立場不同，使內容跟

真實情境有些出入，不過我們可以透過把不同人撰寫的史書互

相比較，就可以大致了解事實了。然而在沒有文字或文字紀錄

不足的年代，我們要確切了解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困

難的。我們現在所認識的古文明，很多都是靠挖掘出的文物和

當地流傳的神話再加上考古學家的推論，拼湊出古代人們的生

活方式。 
  

    考古只能靠挖掘出的文物和口耳相傳的傳說取得「部分」

資訊，無法確切了解當時人們生活的全貌，因此我們只能藉由

「部分」的資訊來推論。 
  

    有時候會因為現有的資訊而影響我們對該文物的假設，像

是關於「薩克賽華曼城堡」的建造，書中提到：「建材不含任何

有機化合物，碳十四和發熱光鑑定根本派不上用場，而新的鑑

定法如氯三十六離實際應用還很遙遠」、「由於印加人長期使用

薩克賽華曼城堡，有些學者就據此斷定這座古堡是印加人建造

的」，由這兩段文字，可以說明這座城堡的建造時間，以我們現

在的科技（碳十四、發熱光鑑定法）無法得知，但是我們因為

印加人長期使用，就認定這座城堡是印加人所建，不過有些學

者包括作者，卻認為這座城堡的建造時間比「大多數考古學家」

認為的更早。 
  

    在推論的過程中，除了會被現有的資料限定我們思考的範

圍，有時也會因為得到的資料超出我們的認知，而刻意忽略。

像是史特林在崔斯薩波特古城挖出的石碑，文中提到：「正統史

學家堅決主張，馬雅文化是中美洲最古老的文明」、「他們敢保

證這個觀點絕對正確，因為馬雅人用圓點和橫線標示曆法，使

他們能夠精確鑑定大量碑銘製作年代」、「馬雅出土的石碑，年

代最早應是西元二二八年製作」、「史特林挖掘出的石碑上，用

點線符碼記載的日期可換算成西元前三十二年」、「崔斯薩波特

根本就不是馬雅文化遺址，它完全屬於奧梅克文化」，這些文字

說明了，在奧梅克文化出土的石碑，製作年代比馬雅文化出土

的石碑早很多，光是製作年代這一點，就可以證明「正統」史

學家所主張的不一定正確。「正統」史學家之所以會主張馬雅文

化是中美洲的母文化，是因為目前我們擁有關於奧梅克文化的

資訊僅限於雕刻的技術，我們並不知道奧梅克文化對於其他科

技方面的知識程度，但我們知道馬雅文化擁有先進的天文學、

數學、曆法，因此「正統」史學家寧願忽略這塊超乎我們認知

的石碑所提供的資訊，相信點線符碼是馬雅人發明的。 
  

    作者屬於「非正統」史學家，作者以自己的想法來討論古

文明。這本書讓我看到不同於大多數古文明的觀點。看完後，

我覺得對古文明的觀點並沒有絕對的對或錯，因為在資訊不足

的情況下，推論跟假設，最後也只有多數人的觀點會被視為「正

統」，這樣的情況在科學研究上也會出現，不過以前不被認同的

理論，到現在也有可能被大多數人所認同，考古也是一樣，或

許當挖掘出的資訊越來越多，舊的理論可能就會被視為不正

確，取而代之的是更新的各種假設和推論。所以當我們在分析

事情或是發表論點時，除了參考和自己論點相似的資料外，還

可以參考各種不同論點的資料，在思考問題時，也不要把自己

侷限在一個框架中，試著多方探索，正視每一個資訊，就算是

不被自己認同的資訊，也不要刻意忽略。 
 

討論議題： 

1. 在思考問題時，你是否能參考不同論點的資料？是否會把自 

   己侷限在一個框架中？ 

2. 你是否會因為資訊超出自己認知的範圍，就刻意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