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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春華
Live

Love
捐熱血
獻愛心 

郵我開始

中華
郵政「捐熱血 獻愛心 郵我開始」公益活動記者會現

場，突然響起了如雷的掌聲與歡呼，原來是活動代言

大使沈春華現身會場。黑色窄裙搭配米白針織小外套的她，幹練

中帶著柔和婉約，將主播的專業形象與活動代言人的親切隨和融

合得恰到好處，在臺上臺下的熱情互動裡，可以看見她的真誠與

投入，如何打動在場所有人的心。

永保一顆熱情的心

「不高調、不張揚、追求生活中的誠信與美好，當人們需要它時，

就竭力提供熱忱的服務。」這是沈春華對中華郵政的印象，在她

的心中這個百年企業許多經營理念和自己的價值觀十分貼近，這

也是沈春華欣然擔任本次公益活動代言的原因。

「身為新聞工作者，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脈動，如何完成每次傳

遞新聞事實的挑戰，除了嚴謹的自我要求，更重要的是一顆永保

熱情的心。」中華郵政的企業經營特質，吻合了主播工作部分重

要精神理念，「主播工作不僅需要保持對新鮮事物或社會脈動的

敏銳度，更要對這片土地以及生存其上的人們懷抱熱情，才能讓

數十年的新聞從業生涯，每一天都像是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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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新聞工作者，

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脈動，

如何完成每次傳遞新聞事實的挑戰，

除了嚴謹的自我要求，

更重要的是一顆永保熱情的心。

公益活動代言大使

沈春華

資深新聞媒體主播，前後榮獲 13座電

視金鐘獎，目前擔任八大電視 <黃金

六點晚間新聞 >主播，同時積極投入

各界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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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誠負責回應全心託付

在這次的代言過程，沈春華憶起兒時與郵局、郵務人員的第一次接觸，以及長久

以來帶給她安心踏實的感受。

小學時，沈春華依著老師的教導，按著格式規範鄭重地寫下書信，然後仔細地貼

上郵票，拿到郵局去寄，抱著忐忑的心情，期待信件能交付給自己最重視的人；

在確認抵達收件人的手中後，除了滿心的雀躍，她更體會到郵差先生對待每封信

的審慎態度。

或許是這種從小烙印在心中的深刻印象，讓她覺得中華郵政和商業機構有所不同，

更像是社會服務企業，無論是遠方遊子捎來的訊息，或是滿載著慈母關愛的特產

包裹，透過郵務系統的運作、郵務士風雨無阻的服務，都能確實地送達。

「信賴，永遠都在」這個讓人朗朗上口的標語，正是中華郵政想傳達給大家的精

神，無論是大城或小鎮，和鄰里民眾間一點一滴所建立起來的信賴，無可取代。

走向大眾 回歸初心

「信賴」也正是大家對沈春華這位專業主播的印象，什麼樣的魅力與特質，能夠

讓社會大眾對她產生堅定的信任感？「一位主播能建立在公眾心中的信賴度，依

靠的是日積月累對於資訊傳遞的踏實態度。」沈春華繼續分享，「我在媒體工作

中投入非常多的心力，但並非僅僅依靠著自己的努力，因為這份工作同時也得到

大眾非常多的支持，在恰當的時候，能夠將自己從工作中所醞釀的能量回饋給大

眾，是一件很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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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春華在忙碌的工作之餘，總是極力參與公益，她表

示：「現在社會進步的腳步太快，每個人承受許多壓

力，心思容易被多元的訊息所占領，能不能停下腳

步，回顧自己的初心，做一些讓心裡覺得踏實的事

情，是我一直給自己的提醒。」

為郵務士們捎上祝福

沈春華觀察到，中華郵政這些年積極地關懷社會中被忽

略的角落，當郵務士在家門前喊著「某某先生 /女士，您的

掛號信」，不止是單純的信件交付，還會主動關懷獨居

長者，在投遞信件時噓寒問暖，必要時給予生活上的協

助等，郵局除了保有原本的核心價值外，持續將關心化

為具體行動。她由衷表示：「整個郵政系統如此深

入你我的生活當中，這樣人際間的直接互動與連

結，在許多企業經營中是鮮少存在的，120歲的

中華郵政，一步一腳印走過來，與整個社會產生

的連結有多麼深厚，和鄰里間的信賴感有多麼堅

實，民眾感受最深刻。」

社會的變動日新月異，要如何因應新傳播時代的來臨，沈春華提

醒：「在新時代中，傳播或資訊服務的需求不減反增，如何將原

有深入社會每個角落的網絡重新連結，並以新的符號來賦予老字號

一個新形象，也許是數位化的、科技化的，讓它展現與時俱進的活

力，相信會是中華郵政未來要持續努力的方向。」

雖然科技不斷進步，許多工作仍然仰賴著郵務士在外的戮力奔波，

沈春華為每個打拼的郵務士們捎上祝福：「希望你們工作順利，

也感謝你們深入大街小巷將溫暖及訊息帶給每一個人！」

捐熱血
獻愛心 

郵我開始

主播臺上瞬息萬變，

每一句的播報不僅是對自己工作負責，

更是與觀眾間的重要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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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楊越涵    攝影／張濬瑋

─ 訪詩人余光中

手寫有溫度
寄信有真情
「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

一首
「鄉愁」，勾起多少人負笈遠行、離鄉打拼的回憶。那時打電話是一件奢侈的事，家裡

裝電話的更是少之又少，想跟遠方的家人說上話，得靠寫信。有時滿腹的話，在展開信

紙後反而左思右量，難以下筆，最終只剩下一句「一切平安，請勿掛記」，堪比今日的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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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思念乘坐綠色魔毯

12歲那年，余光中就讀四川教會學校，和父母相隔兩地的他，只能靠寫信一抒思

念之情，然而不論下筆時情感再豐沛，寫出的一字一句仍是恭恭敬敬，該有的格

式一個不落，在現代人眼中看來或許拘謹，但在那個年代，這份對父母的敬重，

就是「愛」的表現。

紙雖輕但情意重，他將信紙仔細折疊，收入信封後，貼上一枚小小的郵票，讓沉

甸甸的思念彷彿坐上綠色魔毯，輕盈的好像能立刻飛到母親手中，而從信件寄出

的那一刻起，身分立刻從寄件人變為收件人，殷殷期盼家人傳來的音訊。信件一

來一往間，雖然耗時，但幾乎準確無誤的送達，成為動亂環境中最大的安慰。

當男孩長大成男子，家書也變成了情書，但這份「情書」長得不太一樣，紙張正

面是譯稿，背面才是情書。這份《梵谷傳》的譯稿總是熱騰騰的寄到范我存手裡，

張曉風曾描述了這份情書的「長相」：「深藍色墨水，派克鋼筆，他的字硬瘦勁挺，

方正有稜角，像他的臉，也像他的為人。」

范我存是中文版《梵谷傳》的第一位讀者，也是「情書」的收件人，她除了將余

光中略零亂的譯稿重新謄寫過，也從「情書」的字裡行間感受到對方深藏的熱情。

余光中的長女珊珊曾形容，父親的個性外斂內溢，「似乎一座冰封的火山，只有

在筆端引爆才安全。」這些在紙上凝固的情意，同樣也是坐著「綠色魔毯」，才

一次次抵達目的地。

余光中

著名文學家，著作涵蓋新詩、散文創

作等，甚至曾跨界為音樂作曲填詞，

現職國立中山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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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溫柔的藝術

要說寫信、讀信的好，余光中認為其中之一，是「距離」。相較於通電話，他覺

得信件安靜許多，不必時刻擔心受到鈴聲驚嚇，也不需即時回覆意見或給予反應，

心裡壓力小了，轉肘的空間就寬闊許多，而且訊息往來之間多了綠衣人做緩衝，

所有的情緒早就慢慢被時間琢磨，餘下最深刻的情韻，得以回味再三。

其二，是書信可以留下，隨時再閱。雖然聽不見聲音、看不見表情，但紙上筆墨

飛舞的痕跡不就是一個人靈魂的細語？書寫者的個性、神情透過文字的堆疊變得

立體，還給人多了些想像空間。若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閱信，更可能品出另一

番心得，帶給收信人意料之外的收穫。

書信在西方被稱為「最溫柔的藝術」，在余光中眼中，不僅是信，連跟信件有關

的郵差、郵筒、郵票、郵戳都有情有韻。書信更可能成為一代文學作品，進可以

輝照文壇，退則以怡悅知己，想起妻子為他保留著當年與林海音、梁實秋的往來

信件，哪封內容不是細細讀來沁人心脾的佳作呢？

然而，閱信固然是人生一大樂事，但回信可就讓人難以樂在其中了。余光中曾在

＜尺素寸心＞中承認，自己欠下許多「回信債」，幾乎每一位朋友都是他的「債

主」，但每當鼓起勇氣想清償債務時，卻又不知從何下手，久而久之，也就接不

到朋友來信。無怪乎他要在＜寫給未來孩子的信＞中提醒，「你每天至少要拿出

兩小時來讀書，要回信給寫信給你的朋友。」

寫信是一種練習

不過，余光中的期許與提醒受到了極大的挑戰──現在的小孩子不寫信。在通訊

發達的今日，手機、電腦取代了紙筆，寫信早已變成了「打信」或「敲信」，這

還不打緊，現在許多人寫的可能根本不是「信」，而是缺乏組織的片言碎語，想

要分享訊息，按下「轉寄」就了事，大人如此，更何況是孩子。

余光中提到多閱讀、多寫作是寫好

文章的不二法門。手寫文字是余光

中的堅持，讓人有親切感也能從中

感受其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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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中華郵政推動「全國兒童寫信比賽」，余光中相

當贊同，認為寫信的習慣必須從小培養。許多孩子不

曾提筆寫信，拿起筆也不知道從何下筆，從字源上來

看，信的古文為「訫」，言必由衷之意。余光中認為，

小孩子不懂寫信，是沒人教他們如何表達心中所想，

而且缺乏練習。「寫作需要練習，週記、日記是最貼

近生活的練習方式，寫信、寫作只是它的延伸。」他

亦曾在＜我的四個假想敵＞一文中表示：「其實，我

寧可多情的少年勤寫情書，那樣至少可以練習作文，

不致在視聽教育的時代荒廢了中文。」

在電子郵件、簡訊，甚至 LINE的一波波科技浪潮中，

人與人、人與世界的距離一下子縮短了許多，大多數

人已無法體會寫信、閱信的古典浪漫，透過信件傳遞

的厚重情意，被機械和網路吞吐成大量且稀薄的消耗

品。余光中承認科技的確能快速的處理許多事情，但

「快，又有什麼意義呢？」這個疑問，余光中曾在一

場互聯網大會上說過。

受邀出席大會的他，被問到平日不使用電腦、網路要

怎麼生活？他不急不徐的回答：「互聯網無遠弗屆，

快的不得了，而你們走在科技的尖端，賺得盆滿缽滿，

但我問你們，你們快不快樂？」這一問，問傻在場一

干人，他接著道，「人想要快活，就要先慢活，不要

被科技追趕。」為這段問答及這個時代下了一針見血

的結語。

「慢」出生活好滋味

慢食，是發源自義大利的一股潮流，鼓勵人們細嚼慢

嚥，品味食物的真實滋味，寫信也是一種慢，慢慢寫，

慢慢讀，再慢慢回，透過書寫文字多留些時間給自己，

留些距離給彼此，自然能將事物與想法釀出韻味來，

最終，生活的好味道將由自己品嘗。

你有多久沒寫信了？提起筆，給許久未見的親朋好友

寫封信，也給未來的自己寫封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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