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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本模組 
请 



 語文教學 

閱讀教學 

閱讀素養教學 



學科本質 

•閱讀理解：理解文本主
旨、情意及寫作技巧，
統整分析 

•表達與溝通：運用各種
形式技巧、創作 

•思辨與自省：透過文本
學習，對生命、生存、
生活不同層次的意義與
價值進行思辨 

文本 

讀者 作者 



課文結構 

一～二 
1.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2.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3.容忍定位：接受和自己不
一樣的 

三～六 
1.無鬼論：17歲，無鬼叢話—西遊記----

-32歲，西遊記考證/封神榜 

2.無神論：共產黨vs自己 

七～九 
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

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

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

- 進而產生迫害 

 

十 ～十七 
宗教革命：馬丁路德/高爾文- 塞爾圖斯 

政治社會：胡適/陳獨秀 信件 

十八 
自由，是胡適的根本信仰；同樣成為胡適根本信仰的

還是自由，但這不是自己的自由，而是承認別人的自

由，這種自由哪怕是和自己不一樣的，甚至是異己的。 

文本 



 

文本模組 



課文結構 

論點一 
1.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2.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3.容忍定位：接受和自己不
一樣的 

論據一：自我體悟 
1.無鬼論：17歲，無鬼叢話—西遊記----

-32歲，西遊記考證/封神榜 

2.無神論：共產黨vs自己 

論點二 
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

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

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

- 進而產生迫害 

 

論據二 
宗教革命：馬丁路德/高爾文- 塞爾圖斯 

政治社會：胡適/陳獨秀 

結論 

自由，是胡適的根本信仰；同樣成為胡適根本信仰的

還是自由，但這不是自己的自由，而是承認別人的自

由，這種自由哪怕是和自己不一樣的，甚至是異己的。 

文本 



 

文本模組 



一、文本模組 

問題四 問題三 

問題二 
問題一 

【概念性問題】 
 為什麼胡適不信神，還能誠心

的諒解一切信神的人？ 

【辯論性問題】 
自由是什麼？自由容忍哪一個重要 

【吸引性問題】 
你是否曾經因為主張
不同，而被群體同儕
排擠或排擠別人的經
驗？ 

【事實性問題】 
文中作者舉了哪些不能容忍異己的例

子？藉由這些例子說明什麼？ 

讀者 



•最早發表於民國
四十八年 

 

•自由中國雜誌創
刊十週年紀念，
胡適身為自由中
國創刊發行人，
應邀撰寫文章及
演講。 

 

作者 



胡適寫給誰看？ 
《政治家的風度》-《自由與容忍》-《容忍與自由》 



二 

議題課程 
● 人 權 與 生 活 實踐:人權，必須
落實在生活中的人際互動。 
 
●人 權 違 反 與 救濟；人權的違
反，必須被導正與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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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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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場被稱作「首都革命」的
群眾運動中，一群學生、工
人、車夫，在天安門集會和
遊行示威後，高呼 「人民有集
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口號，
高舉「打倒晨報及輿論之蝥賊」
標語 

•沖進宣武門大街的晨報報館，
搗毀報館陳設，點火燒了個
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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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現場記者的報導： •群眾遊行示威之際，由許多
人手豎旗幟，大書打倒《晨
報》及輿論蟊賊等語，遂蜂
擁至宣武門大街，將該報館
舉火焚毀。 
•接待室火先成災，火焰突起，
消防隊聞警趕到撲滅，結果
已延燒他處，該報館房舍大
半，業成焦燼，附近房舍，
又以撲救關係，拆毀破損甚
多…… 



晨報被燒的原因 

•一方面，《晨報》被視為主張憲政的“憲法
研究會”的機關報，得罪了當時的左翼黨派。 
•另一方面，1925年10月徐志摩主持《晨報》
副刊後，發起“對俄問題”大討論，多篇文
章反對蘇俄，自然被蘇俄在中國的崇拜者所
不容 
•僅就事件的導火索 - 蘇俄問題來講，當時
中國國內支持和反對的聲音混雜，莫衷一是。 



胡適寫給陳獨秀的一封信 
 

•前幾天我們談到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我對你
表示我的意見，你問我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
嗎？」五六天以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 

•我們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
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幾十
個暴動分子圍繞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
黨的負責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
是使我很詫怪的態度。 

 



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員警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

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

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

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前輩肯出名保爾，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

“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但這幾年以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園中。並不是舊勢力的

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

人物的人。我個人這幾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擊和污蔑。我這回出京兩個多

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 



•因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

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

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

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

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

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

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 胡適，則深深地為未來的祖國感到憂慮。 

•（摘自原文）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
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
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
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徐志摩，在1925年12月7日繼續主持《晨

報》出版。他在《災後小言》中說： 

「火燒得了木頭蓋的屋子，可燒不了我

心頭無形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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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州的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殺事件為導火索，5
月30日，美國50多個城市都爆發了摻雜和平示威與暴力衝突的反
警暴抗議。 



•遵守民主法治就不該參與政治抗爭？ 



 



 



• 台灣在經歷民主化數十年之後，民眾的公民意識抬頭顯示出大家都認同法治是民主的基礎，

但台灣民眾不會僅僅做安份又聽話的公民，相反地，因為公民意識高漲，所以大家更願意

關注現有法制是否符合社會的需要，在一昧相信「惡法亦法」之前，對政府及政客的不滿已

經讓台灣社會形成了集體的公民不服從氣氛，也因此促成台灣民眾願意接受用更激烈的手

段來修正「惡法」的結果。 



 





核心問題 

社會： 
民主與法治 

。 個人： 
容忍與自由 

人權： 
界線與戒線 

108 



延伸思考 

容忍與自由 

1 

2 

3 

個人:言論/體罰 

社會:公投/死刑 
 

世界:公民不服從 

聯考：５８年 自由與

守分 

學測：１００年 學校

和學生的關係 



 



三 結語 



容忍 。自由 
因果/相容/互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fe_seT9v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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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5 https://reurl.cc/EKq92m  



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 
「容忍，應該包括容忍不容忍的行為嗎？」 



 

•容忍有底線  善良有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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