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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求快還要更快的電子通訊時代，樣樣講求要「即時」、「同步」。大

學生人手一支 iPhone 或 iPad。 老式的手動打字機，最近竟然在麻州的安城

學院(Amherst College)忽然捲土重來。像大多數美國院校，安城學院課後學

生玩樂花招不落人後，不想念書的學生可以找地方喝幾杯酒，隨著熱烈的音樂

起舞消磨整夜。「但我們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學生真的不想在黑漆漆的地下室跳

舞，」學務處副處長克麗斯‧理德女士說。因此，該學院今年秋季開始推出

「安城之夜」活動，由晚上 10 點到凌晨 2 點給想要有夜晚社交活動但希望保

持清醒(不喝酒)的學生提供一系列另類輕鬆身心的選擇。 

在 9 月的「安城之夜」活動之一是由里德女士提出的「寫信派對」。這活

動緣起於里德女士當年還是阿諾克學院青澀的大學新鮮人時，她常避開吵鬧的

社交活動，躲在安靜角落寫信給遠方家人和高中的朋友。今年秋季里德女士買

來三個手動打字機，一些手工製的鵝毛筆，信紙，明信片，郵票，甚至熱膠

槍，讓學生在不需使用燭火的情況下可以很「藝術 」的用臘印密封他們的信

件。她本來預計會有 150 至 200 名學生參加，結果有 350 名學生到場參予。 

羅漢‧麻松達爾，一位物理和經濟學主修的大四學生表示，「我對這一活動的

反應可用心花怒放來形容」他笑著說道， 「讓我感覺學生生活更圓滿」。他

在這活動中寫了信給一個在他印度家鄉的忠實筆友，也寄了幾張明信片給在安

城的幾個朋友。 

里德女士說：「很多的同學來參加寫信派對。我們有很多國際學生們寫信回家

向家人問候。我們也有些人寫信給教授，所以這真是很貼心。」 

愛瑞卡‧莎羅古倫，一個主修環境研究的大三學生，因早早趕到搶到一臺手動

打字機。「實際上這(打字)是小具有挑戰性的，因為我從來沒有使用過這種古

董，」愛瑞卡說。她花點時間終於搞懂這機器的竅門。「超有懷舊的 fu。」里

德女士指出，大多數學生們還是需要簡短示範教學，才會使用手動打字機。

「如果你在同一時間打到太多的鍵，所有字錘會絞在一起被鎖定了，這時學生

就會嚇了一跳大喊：「我把它弄壞了！」」。由於手動打字機如此受歡迎，安

城學院在校園遊戲室結帳處旁也加放了幾臺打字機。里德女士說，「我常在下

午時間經過大廳時聽到有人打信(打字機發出)叮叮的聲音」。 

里德女士將在先前排定的「工藝之夜」--另一項「安城之夜」活動同時再加入

一次寫信派對。麻松達爾先生說他已計劃要參加而且這次他不會重蹈覆轍，他

一定會記得帶他祖母的地址。他的祖母經常通過蝸牛郵件(傳統郵遞)寫信給

他，他想祖母一定很高興能收到同樣手寫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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