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市‧義診‧熱血魂——與蔣渭水的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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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夏夜。夜市裡的香氣混著汗味、吆喝聲和音樂，台

灣人熟悉的日常場景。但在那一排排夾娃娃機與鹹酥雞之間，我看到一個讓人

無法忽視的小攤位——木桌、油燈、一塊手寫布條：「義診，免費」。 

我本想當個吃瓜群眾，拍拍照回去發限動，卻被那位白髮老者溫和又深邃的眼

神攔住。 

「年輕人，你信不信前世今生？」 

我一愣。「嗯……你是說你？」 

他笑了笑。「我是林獻堂。重返塵世，只為看看這一代的台灣走到哪了。」 

 

我以為這是裝神弄鬼的江湖郎中，卻從他口中聽見一串真誠的、沉穩的台

灣話，音韻之間，有種老靈魂的溫度。正當我懷疑是不是遇上了一場行銷演

出，身旁又出現了一個身影——白衣整齊、圓眼鏡後閃著銳利的光。 

「獻堂兄，好久不見。」那人說。 

「渭水！」老人起身，語氣帶著難以抑制的喜悅。 

站在我面前的，竟是蔣渭水——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運動的先鋒、醫師與《台灣

民報》創辦人，竟然也來了夜市？ 



「你們……真的回來了？」 

「你見得著我們，代表你心裡還有個問題想問。」蔣渭水說。 

我張口結舌，終於問出口： 

「你們那一代的青年，為什麼這麼願意犧牲自己？現在的台灣青年，很多人其

實也關心社會，但……更多人只是想好好活下去。」 

林獻堂輕聲說：「我們的時代，沒有選擇。當你活在壓迫裡，夢想就變得極為簡

單——要讓我們的鄉土不再沉默，要讓我們的話語留下來。」 

蔣渭水點頭：「你知道我為什麼辦《台灣民報》嗎？因為在那個時代，『寫下

來』本身就是反抗。醫人之病，不如醫人之魂；要治國，先治心。」 

我沉思了一下。「那……你們覺得現在的青年呢？我們有網路、有自由，卻也充

滿焦慮與失落。夢想變成現實壓力前的幻影，責任……常常是被逼的。」 

蔣渭水看著我，語氣忽然變得激昂：「我們那時想要說話，得冒坐牢的風險；你

們現在只要一支手機，就能讓世界聽見——這不是無力，是無限！」 

我忍不住低頭：「但我能做什麼呢？我只是個大學生，沒什麼影響力，也不知道

自己要為什麼而奮鬥。」 

林獻堂看著我，眼神溫和卻堅定：「夢想，不該被比較。有人追求創業，有人追

求社運，有人只是希望自己的家能平安——這些都是夢。但若你能保有熱情與

良知，哪怕只是幫別人一句話、一個選擇的勇氣，這世界就已經多一點光。」 

他頓了一下，又補充：「當年的我，也沒想過自己會變成什麼英雄。只知道，如

果我們都沉默，那就真的什麼都不剩了。」 

他抬頭望向夜色：「文化的自覺，比政治的高聲更重要。喊口號很容易，但能不

能活出那個價值、留下那份記憶，才是關鍵。」 

蔣渭水拍拍我的肩。「只要你還會問：『我能為台灣做什麼？』——台灣就還有

未來。」 

我被這句話震住了。 

「那……如果你們活在今天，你們會做什麼？」 

蔣渭水大笑：「我會辦一個網路診所，結合醫療與社會教育，拍影片、寫專欄，



用手機當手術刀，割開虛假的謊言。」 

林獻堂點頭：「我想辦一所線上公民書院，讓歷史不只存在教科書，也活在生活

裡。」 

我忍不住問：「你們不會覺得現在的青年太脆弱嗎？」 

林獻堂說：「脆弱不可恥，冷漠才可怕。只要還有人關心、還有人記得，我們就

不曾白活。」 

我們一同看著夜市上空的燈泡，那一盞盞微光不再只是裝飾，而像是一座座小

小的燈塔。 

蔣渭水笑說：「我們不是為了被記得而奮鬥，而是為了點燃後來者心中的火

焰。」 

林獻堂也點頭：「點燃一人，就不枉此行。」 

夜市的聲音漸漸遠去，當我再轉頭，那兩人已不見。只剩那塊泛黃的布條，在

風中微微晃動：「義診，免費。」 

但我知道，他們真的來過。也許從此，我也要試著成為那盞燈，照亮自己，也

照亮別人。 

 

當夜市的喧鬧聲逐漸遠去，手中攥著的那張小紙條，我的腳步不自覺地放

慢了。鹽酥雞的香氣依舊撲鼻，遊戲機的吆喝聲還在耳邊回蕩，年輕情侶和大

學生們依然在忙碌地享受這個屬於他們的夜晚，但我感覺到，這一切似乎都與

我無關。我的思緒飄回到與林獻堂、蔣渭水的對話，那一刻，他們的話語深深

地印在了我的心中。。 

他們無法選擇自己的時代，卻選擇了不沉默。以筆為槍、以知識為盾，創辦報

刊、組織協會，甚至入獄，也要捍衛島嶼的尊嚴與自由。他們的夢想不浮誇，

是那麼基本、那麼迫切：讓台灣人當台灣的主人。 

而我們呢？生活在相對自由的現代，青年有更多的可能，也面對更多的混亂。

資訊爆炸、就業壓力、政治冷感……我們不像他們那樣被逼上絕路，但也因

此，更容易迷路。 

我想起那句話：「這不是無力，是無限。」正因為我們活在一個能說話的年代，



更該思考怎麼說、有沒有誠實地說。正因為我們可以自由選擇未來，責任就不

只是壓力，而是一種擁有。 

我們不需要重現他們的犧牲，而是延續他們的精神：對家鄉的熱愛、對社會的

關懷、對真相的堅持。哪怕只是個願意挺身的志工、一個在網路上說出公道話

的人……都在繼承那盞火焰。 

夢想，不是非得偉大到改變國家；責任，也不只是國族大義。它可能藏在一個

選擇、一句話、一個擁抱中。 

夜晚，風輕輕吹過肩頭。我望著天邊的微光，就如心中有股從未熄滅的火苗，

仿佛林獻堂和蔣渭水的精神從歷史中穿越而來，點燃了我們這一代的光。那是

屬於所有世代青年的火——點燃一人，就不枉此行。 

 

 

AI 指令過程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