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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作家簡介
1.     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生於南京，因家人等背景因素，曾自言：

「大陸（中國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

余光中與妻子范我存結婚61年，兩人相知相惜，互信互補。作家張曉風曾形容，余光中是眾人

汲飲的井，而范我存，就是那位護井的人。

余光中創作文類包括詩歌、散文、論述等。 以詩歌創作為主，復以散文及評論成名。

曾於香港與臺灣多所大學任教。曾參與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論戰，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發表

的〈狼來了〉一文引發爭議。

梁實秋評價余光中：「右手寫詩，左手寫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余光中作品、獲獎無數，

在詩壇上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

2. 著作等身

余光中一生的作品多、且十分有份量。雖然余光中本人不高，但出版的作品疊起來已經可以和
他等身，非常厲害。

3. 地圖癖

余光中喜愛收集地圖，喜歡到會把飛機餐、各種包裝上的地圖保留。

貳、作品簡介
書名：白玉苦瓜

作者：余光中

出版社：大地出版社

出版時間：民六十三七月(第十四版)
1.余光中的第10本詩集

2.是「鄉愁詩人」余光中的眾多作品中最暢銷的代表作

3.主題橫跨鄉愁、情感、人生、命運

4.羅大佑、李泰祥等音樂人曾將他的詩譜成民謠傳唱

參、推薦語
余光中的這本《白玉苦瓜》中最膾炙人口的作品有：〈江湖上〉、〈小時候〉、〈民歌手〉、〈車過

枋寮〉、〈白玉苦瓜〉，其中〈鄉愁四韻〉更曾改編成風行一時的校園民歌。這本詩集中有余光中

對親情、故鄉的眷戀，還有他對人生的各種觀點與體悟，余光中自己說，如果讀友要讀他的詩

就讀《白玉苦瓜》，可見此書集結了他所著的精華。

肆、作品導讀
白玉苦瓜為何會是這本詩集的主題呢？余光中對故鄉的思念；對當時政治的沉默；對傳統

文化的堅守。白玉苦瓜在戰亂中跟隨著其他古物，跟隨著余光中的不捨一同進駐台灣。〈小時

候〉的回國夢、〈小小天問〉的雛鳳、〈水仙操〉的湘江、〈蒙特瑞半島〉的茫轉、〈白玉苦瓜〉的瓜

果，思鄉之情一點一滴的透露著......
小時候在母親的懷中，朦朧的思緒，半睡半醒。在夜夜哭睡的夜晚中，大陸浮現。尋尋覓

覓間，母親早已不在，隻身一人，夜夜哭睡的回國夢。仰頭、回眸，大陸早已遠去。

3



時間的推移，令我不禁問天，問天如何挽留；問天如何回去，但它卻從不回答。時間一點一

滴的從指間溜走，年輕時的熱血，在掌心中翻滾，燃燒著時間，然而我希望他可以倒流。

戰爭的悲戚，楚歌從遠處傳來，拔起劍。微薄之力，驅使著湘水的流動，小舟緩緩漂泊著

，山長水遠，鄉愁遠播。

燈光壟罩，轉呀轉，花蓮的峭壁、宜蘭、廈門，環繞著......。似怒似笑的海浪，一波接一波，倒

向了大陸。風吹拂著海浪，述說著那空空的祖國。

漂泊。前身、今生，碩大的土地，中國的擴張，慢慢結果。一捏一按，外型浮出，靈魂在白

玉里流轉，瓜的苦、瓜的甘，時間流逝，苦轉甘。

一篇又一篇，白紙黑字間，情感裸露，想家、返家、離去。夜夜哭睡的夢境，上演著一首首

楚國之歌。環顧著四周，孤身一人，離去的大陸，鄉愁不禁湧起。時間帶走了年輕的歡笑、熱血

，空空的，握住卻又從指間溜走，時光倒轉，不可能的。海浪時高時低，望著遠方，思緒挑起，

問著天，問著天如何返回那已遠走的大陸。漂流著，一觸即發的戰爭帶走了苦瓜；帶走了小舟；

帶走了靈魂。祖國已離我遠去，空空的祖國。

伍、佳句摘錄
【27陳祖玉】

1.前有古人，後有來者/中間的一炬火你挈傳/一手手，從前接來/一手手，向後傳去～P21
說明:
引用唐代詩人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並改寫，將古詩及現代詩加以融合。從「前不見古人，後不

見來者」改成「前『有』古人，後『有』來者」可知陳子昂雖生不逢時，但他正言不諱的精神已透過

「火炬」傳承。

2.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酒一樣的長江水/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
江水～P18
說明:
以長江水聯想到酒醉，表現出對故鄉的渴望，只能借酒消愁，心情無法輕易平復。利用類疊、

譬喻等修辭表現出急切的思念，並將情感具體化，產生立體印象。

3.不知道時間是火焰或漩渦/只知道它從指隙間流走/留下一隻空空的手/老得握不成一把拳頭

～P40
說明:
把時間譬喻成火焰、漩渦，並用「流走」形容時間稍縱即逝，即使想抓也無法握住。年輕時的壯

志、抱負，經過時間不斷流逝，慢慢的從指隙間流走，剩下的，只有歲月走過的痕跡，還有曾經

夢想存在如今卻無法實踐的「手」。

【29黃郁琁】

1.一片大陸，算不算你的國？/一個島，算不算你的家？/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輩子，算不

算永遠？/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風裡~P3
說明:
用連續四個整齊、富韻律感的問句點出自己漂流海外，卻思念著故鄉。這裡的「大陸」可指的

作者當時所處的新大陸——美國，也可代表中國這塊舊大陸，「島」指的是作者年輕時移居到

的台灣島，「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輩子，算不算永遠？」感嘆時光流逝，而自己仍無法回到

故鄉——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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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然然他收集自己的美名/聽眾的掌聲/讀者的信/幾捆以後已經很疲勞/一把高額的冥鈔/那樣

子握者/四十歲以後他不再收集什麼/除了每晚袋一疊名片/一疊蒼白難記的臉/回去餵一根憤怒

的火柴/看餘燼裡竄走/一隻蟑螂~P25
說明:
依照時間順序，用明確的物體，寫不同年紀所追求的東西，年輕時人們總會渴望得到功名利祿

，然而隨年紀增長才意識到，那些勢利之交早已不存在你我的生活裡，一切都只是一場空。我

們不也是空手而來，空手離去的嗎？

3.秋天，最容易受傷的記憶/霜葉一咬/噢，那樣輕輕/就咬出一掌血來~P97
說明:
這是一首描寫景物的短詩，詩中作者以一掌血來比喻火紅的楓葉，被秋天特有的霜咬了一口，

使用擬人法表現出活潑、生動，是值得學習的譬喻及轉化手法。

【33趙苡均】

1.一開就落，那是什麼樣的樹？/一吻就失蹤，什麼樣的嘴唇？/一抖就放手，什麼樣的手？

~P5
說明:
用三句排比呼應著作品名<白霏霏>，白霏霏如若是他心心念念的女子，那便是在思念他與她

的相遇、別離；又或者他將他的故鄉--中國比喻成人，述說著被迫遷移至台灣後的鄉愁。

2.群蛙頓歇/——寂靜/寂靜在說些什麼？~P69
說明:
在詩中提及到代舌人，在一遍咕呱之中突然的安靜下來，用問句讓讀者思索為何突然的安靜。

或許是在體現遷至台灣後的白色恐怖，無法自由的談論政治和觀點，而導致的沉默；亦或者是

用寂靜展現自身對那時的不屑。

3.最後的守夜人守最後一盞燈/只為撐一幢傾斜的巨影/做夢，我沒有空/更沒有酣睡的權力

~P105
說明:
詩中的守夜人可能是指思想的傳承者、鞏固者，然而大多數的人都有了新的觀點，而導致只剩

下寥寥幾位支撐著他們的想法，為了宣揚，作者便沒有休息的時間，持續守著那盞燈。

【35魏鈺軒】

1.短暫而容易受傷的，在一首詩歌裏，變成永恆而不可侵犯的，這便是詩的勝利。~P7(自序部

分）

說明:
我們所接觸的人事物都是有期限的，但當我們把感受付諸於詩歌，則它不再一揮就滅，變成永

恆傳唱的文字。

透過短暫、永恆，受傷、不可侵犯，相互對比，突顯出詩的力量，與作者對詩的寄托。

2.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輩子，算不算永遠？答案啊答案 在茫茫的風裏~P3
說明:
時間緩緩流逝而人卻無感，眨眼的一瞬彷彿人的青春稍縱即逝，再度回首，我什麼時候會不再

是少年？一輩子過得漫長，但在時間的跨度裏又是如此短暫。詩人提出兩個懸問， 至於答案

——彷若縹緲的風難以捉摸。

5



3.有一天 任何兒戲都不能推倒 一座孤獨 有那樣頑固~P55
說明:
此句出自〈積木〉詩人用積木借代詩，曾經能一起把玩詩的人已不在了，歲月悠悠，只剩自己依

舊堅持。詩人把詩比作一種兒戲乃絕妙之舉，雖在他人眼中並不重要，但透過孤獨時光的淬煉

，他相信詩的頑固。

4.不知道時間是火焰或漩渦  只知道它從指隙間流走  留下一隻空空的手~P140
說明:
把無形的時間比作實質的火焰和漩渦，透過實質可觸碰的流逝，更加體現歲月奔流的茫然，我

們到底抓的住什麼？

【36蘇慈嫺】

1.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鄉愁~P57
說明:
從小時候一直寫到現在，雖然海峽已經淺淺的了，卻還是無法輕易越過，增加了那種思鄉卻無

法回家的無力與無奈感。

2.當我年老，千尺白髮飄/該讓我曳著離騷/嫋嫋的離騷曳我歸去——大江東去~P85
說明:
詩人想著當自己年老時，想和屈原一樣在江水中滌罪，不知是離騷拉著我，或是我拉著離騷，

用來回拉扯。

3.彎下你腰來垂下你常常的頭髮/拂我的臉呵我的腳心/癢癢的亂絲裡讓我迷失~P52
說明:
詩人用轉化擬人的方式描寫淋著小雨的感受，像母親在逗弄孩子一般，讓詩人迷失在朦朧的

細雨中。

陸、閱讀心得
【27陳祖玉】

「別問我心裡有沒有你，我余光中都是你。」——余光中的浪漫

在簡報中因為版面、時間等因素，我原本想要報告的余光中愛情故事被刪減了，但我仍對

這個主題有興趣。因之前在上有關徐志摩的故事帶給我「詩人都很多情」的刻板印象，我看余

光中的濾鏡在一開始就訂定，認為他的感情生活一定很精彩。沒想到在實際查資料後發現，余

光中並非渣男，而是一個非常專情、稱職的丈夫。

他與妻子范我存的母親是堂姐妹，在得知這個資訊後，我非常驚訝，也對這段感情關係產

生好奇心，進而成為了寫這篇心得的動機。

他與范我存在少年時期認識，正值青春的他們與異性相處難免羞澀，不過，這並沒有阻礙

他們發展關係。余光中作為一名才華洋溢的少年，在一見傾心的情況下，余光中悄悄記下表妹

的小名「咪咪」，並寫信寄給這位女孩。而這位女孩，早已聽說表哥的優秀，也漸漸地對他產生

仰慕之情。

五年之後，余光中已小有成就，經多方打聽下，得知了咪咪得了肺病。不過，這無法阻止

愛情的發生。讀到這裡，我想這或許就是真愛吧。不顧病魔、家人的反對，陷入愛情中的人，總

是團結而堅強的。

而且從余光中的詩中，可以看到他對范我存的愛戀有多麼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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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蜜月——給仍是新娘的妻》中寫道：「如果你愛我，你可以把蜜月延長——到七十歲

（像你的白髮像我的白鬚）那樣的短」。

在外出差，也不忘妻子——《風箏怨》：「只因有你在地上牽線，才能放我到天外飄浮」，

……，「這顆緊繃的心，正在倒數著歸期，只等你在千里外收線，一寸一分」。他給了范我存十

足的安全感，已經可以稱為模範丈夫，原來詩人是可以這樣專情的。

在查的各種資料、情詩中，都表達著余光中對妻子的愛意。我領悟到，原來他不是只會寫

《鄉愁》、《狼來了》，他的浪漫，也都展現在他的作品裡了。

【29黃郁琁】

余光中大剖析

當時會選擇這本書作為報告的主題，是因為很少看到有人用食物作為書的名字，而且好

奇「白玉苦瓜」和普通的苦瓜究竟有什麼分別？原來它代表著從中國逃離來台的逃避感，「苦」

表示生命的現實，苦瓜是會腐敗的食物，也象徵詩的短暫、易受傷，此外，白玉苦瓜是一件國

寶，代表了永恆、不可侵犯的至高意義，我覺得「白玉苦瓜」確實能夠表達作者的心境。

本書中，余光中的詩可分為至少四種類別，詩人類、寫景類、古典鄉土類，以及最具代表

性的鄉愁類。詩人類寫出他對於「寫詩」這件事的看法，並呈現詩人的孤獨，在〈積木〉裡，藉由

象徵的手法，用積木代表方方正正的中文字。而古典鄉土類則是作者寫詩來呼應中國古代詩

人，例如〈戲為六絕句〉就是回應杜甫寫的〈戲為六絕句〉，可見余光中寫詩時注重縱的繼承，常

引用古典詩詞。除此之外，他最受矚目的就是鄉愁類，畢竟他離開故鄉中國搬到台灣，又有四

次住在美國的經驗，因此不免思念故鄉，〈江湖上〉、〈蒙特瑞半島〉都是他在美國時所作的，白

玉苦瓜裡甚至還有一首名為〈鄉愁〉的詩。

研究他的寫作風格時，查找有關余光中的資料，會發現當時文學家之間容易無法苟同對

方的理念、政治立場，這又稱為文學論戰。陳映真、陳芳明和余光中三人都有參與的鄉土文學

論戰就是如此。那些文人也不時會互相決裂，少數最後又重修舊好，關係實在複雜，難以釐

清。

經過這次的研究，我體悟到「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面向，你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面。」被稱作詩

壇祭酒，文采斐然的余光中，也有著會和其他作家筆戰，頑固、堅定自我的一面，同時也有另

人意想不到的，例如余光中的地圖癖、與表妹結婚、著作等身……等等，這些也是透過一次又

一次和老師討論、查找資料，才發現到的。因此，下次遇到看似完美、令人羨慕的人，別忘了，

那只是完美的一隅而已，他們仍然會有不擅長和不盡完美之處。

【33趙苡均】

遙遠的祖國，鄉愁——余光中
微稀的燈火，一旁的思念；沿岸的沉默；文化的堅守。在戰亂中白玉苦瓜跟隨著其他古物，

跟隨著余光中的不捨一同進駐台灣。夜夜哭睡的〈小時候〉、時間漸進的〈小小天問〉、戰爭下的

〈水仙操〉、空空的〈蒙特瑞半島〉、注入著靈魂的〈白玉苦瓜〉，思鄉之情隨著余光中的筆墨一點

一滴的透露著......
在母親的懷中，剛睡醒，朦朧的思緒，在半睡半醒間想起那夜夜哭睡的小時候。在夜夜哭

睡的夜晚中，大陸浮現。尋尋覓覓間，母親早已不在，隻身一人，夜夜哭睡的回國夢。仰頭、回

首，祖國離我遠去。

時間的推移，令我不禁問天，問天如何留住；問天如何回去，但它卻從不回答。時間從指間

溜走，一滴一滴的慢慢滑出。年輕時的熱血，燃燒著時間，希望他可以倒流......
悲戚的戰爭，遠處傳來的楚歌，拔起劍，挺起胸。微薄之力，湘水流動著，緩緩漂泊在上的

小舟，山長水遠，鄉愁遠播。

燈光照耀，轉呀轉，花蓮的峭壁、宜蘭、廈門，環繞著......。似怒似笑的海浪，波濤洶湧，倒向

了大陸。風吹拂著海浪，吹拂著思鄉，述說著那空空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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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前身碩大的土地，擴張中的中國，慢慢結果。一捏一按中，外型逐步浮出，靈魂在白

玉里流轉，瓜的苦、瓜的甘，時間流逝，現今，苦轉甘。

白紙黑字間，情感裸露，想家、返家、離去。夢境中演著一首首楚國之歌，眼淚滾滾留下。

環顧著四周，離去的大陸，孤身一人處在陌生的環境，鄉愁不禁湧起。時間帶走了年輕的歡

笑、熱血，空空的，握住卻又溜走，時光倒轉，只是希望。海浪時高時低，望著遠方，思緒用上，

故鄉啊。問著天，問著天如何返回那已遠走的大陸；問著天如何回到過往的回憶。漂流著，一

觸即發的戰爭帶走了苦瓜；帶走了小舟；帶走了靈魂。祖國已離我遠去，空空的祖國。

【35魏鈺軒】

鄉在遙遙無期的愁裡——余光中
左手的繆思、手拿五色筆，再掛上詩壇祭酒的名號，這便是我從前認識的余光中，被吹捧

著，散發近乎不可侵犯的光芒⋯⋯

「如果要認識余光中，那就讀《白玉苦瓜》吧。」此話不假，透過閱讀《白玉苦瓜》余光中不再

只是課本上三言兩語的簡介，他有巨大的思念，他有喜、有怒、與人交善，也留下些污點，這次

我不再是從雲縫間窺探仙人，我看著他下凡，走到我身邊，兩人對視，才突然驚覺他身高竟不

足160，才突然發現「鄉愁」兩字在他詩裡的份量。一翻開書頁，前幾首詩便給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輩子，算不算永遠？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風裡。」紙張上凹凸

不平的文字象徵著時代，時代的痕跡、墨水殘留在此「新大陸不可久留，舊大陸不能歸。」我其

實一開始不是很能感受到其中的悲傷之處，直到閱讀《臺北人》後整個戰後的大時代才在我腦

中逐漸清晰，渡海的人們，帶著不多的行囊，渡海的人們，不再回家，他們與家鄉將永遠隔著

一道長長的海峽，至死無論如何呼喊，都傳不到陸上，曾經鄰居家放牛的孩子是生是死？成為

永世的難題，那綿綿的思念長滿了光禿禿的島，卻怎麼也搭不成一座橋，思念是一張小小的郵

票，一張寄不出去的信，因為在那個年代兩岸連通訊都是不允許的。新大陸可以是任何地方，

人們看著有無限可能的新大陸理應感到興奮，但詩人卻說「不可久留」顯示他始終無法完全認

同一個新的身分，舊大陸卻因為各種不可抗力而「不能歸」，自己彷彿哪裡也不屬於，宛如在淤

泥裡掙扎，被時代拋棄的人，無法完全改頭換面，緊握一截斷了的臍帶，想把自己撥出去，撥

出這電話亭，撥通風的聲音，一個島算不算我的家？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風裡——
「有一天/任何兒戲都不能推倒/一座孤獨/有那樣頑固」——〈積木〉

〈積木〉是我在《白玉苦瓜》裡數一數二喜歡的詩，詩人巧妙的將詩譬喻成積木，一塊塊的

堆疊，正如一首詩在排列，築起，一座高塔，總有一天，詩成，它變頑固，任誰也不能推倒，「孤

獨」兩字引起我的注意，各種創作者在創作時「孤獨感」好像是無法避免的，但所謂孤獨並不一

定是哀傷的，而是深層內心的寂靜，就像一直下著一場雨，隔絕了你與外界，即使身邊有再多

的助手，依然化解不了，唯有等到作品完善堅固，那場雨才在不知不覺中離開，詩人與作品似

乎總是有種獨特的聯繫，既可溫柔、細膩，也可以灑脫，就像積木可以堆成各種不同的模樣，

句子是一塊塊機木，詩人是不死的頑童，執著於將這場兒戲，二十、三十年後所有短暫而容易

受傷的，在一首詩歌裡，永恆而不可侵犯，這便是余光中相信的「詩的力量」。

「不知道永恆是烈火或洪水/或是不燃燒也不迴流」——〈小小天問〉

詩人似乎總是在詢問，詢問每個字的意義，詢問每個世俗常理，〈小小天問〉裡余光中向天詢

問「人的壽命是火焰？漩渦？兩者皆非？」天空不會回答。 為什麼原本年輕激盪的心只剩一堆

灰？答案只能由詩人推敲、譬喻、探詢。我很享受這首詩懸問的結尾，永恆是什麼？我們永遠

不會知道，小小的問懸在天邊，入不了天聽，但小小的鳥，小小的人，依然要顫抖著翅膀飛。

鄉在遙遙無期的愁裡，愁浸泡在一首首詩裡，讀完《白玉苦瓜》我好像重新認識了一遍余

光中，搭配整個報告所查的資料，他的形象不再扁平，而是立體有稜角。我在閱讀本書前從來

沒有想過余光中會對大陸這麽思念，這些鄉愁甚至多到可以集成一本詩集，但轉念一想，遠離

熟悉的家鄉、童年又有誰會是不哀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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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瓜而苦/成果而甘」如白玉苦瓜，鄉愁折磨得人難耐，成詩則甘，所有情感被完好的保留，

供日後的我們欣賞、玩味、傳頌。

【36蘇慈嫺】

世人所不知的余光中

一開始知道余光中，是讀到他的〈星之葬〉，他的詩，從用字遣詞到情境營造，不誇張的說

，就是會讓人一見鍾情。這次的閱讀專題報告我們選了余光中，也讓我再次有了深入了解他的

機會，尤其是跟老師談過之後才知道原來余光中的身高沒有160公分，而且他是個地圖控，對

地圖有強烈的執著，這些都是網路上搜尋不到的。在《白玉苦瓜》中，余光中一次又一次的重複

訴說著對故鄉、對家人的思念，或許是因為他的詩觸動了許多同在異鄉漂流的遊子的心，所

以才能被世人傳頌。余光中的詩非常重視音樂性，他喜歡朗誦自己的詩，所以在許多演講中他

都會安排朗誦的橋段，網路上也都能找的到他的朗讀影片，也因為他的詩富有音律感，因此許

多歌手或詞曲作家會將他的詩改編為歌，甚至曾成為風行一時的校園民歌，像是羅大佑、李泰

祥等人都曾將他的歌改編成民謠傳唱。在這本詩集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詩是〈戲為六絕句〉，第

一次讀到這首詩的其中一篇，是在考卷的題目上，那時只想著這首詩還頗有趣，沒有去找出全

詩，因為這次報告在書裡讀到才又想起來。在這六篇裡，我最喜歡的是〈水〉和〈楓葉〉，雖然只

有短短的三、四句，卻能在寥寥數字裡繪出一幅動靜並存的畫面，融入了轉化和譬喻，前者留

下漣漪波動的餘韻，後者把秋天寫得憂傷一些，再結合楓葉鮮紅且掌形的特色，讓這兩首詩更

有可讀性。《白玉苦瓜》這本詩集是余光中本人親自認定最能代表他自己的書，他曾說：如果讀

友要讀他的詩就讀《白玉苦瓜》，可見此書集結了他所著的精華。

柒、問題討論
【27陳祖玉】

問題：〈鄉愁四韻〉一詩中，為何作者要以長江水、海棠、雪花、臘梅喻鄉愁？

答：長江水令余光中聯想到酒醉，表鄉愁只能以酒來解；海棠紅表詩人有如沸血的錐心刺骨；

雪花白的信表詩人在盼望家信，抒發他對故鄉的思念；母親一樣的臘梅香就像溫柔而悠長的

愛一般，表鄉愁令人難以忘懷。

【29黃郁琁】

問題：〈收藏家〉一詩中，作者人生中不同階段所追求的為何？

答：小時候是單純的美，高中是戀愛的滋味，成年後是名利，中年以後便不再有所追求。

【33趙苡均】

問題：〈水仙操〉一詩中，作者所描述的究竟是過往的人生，還是戰爭所帶來的影響？

答：我認為作者所描述的是戰爭的影響，因為文中提及到了劍、楚歌，而且如果是在描述戰爭

比較能跟鄉愁連結。

【35魏鈺軒】

問題：〈江湖上〉寫到「新大陸不可久留，舊大陸久不能歸」代表的是？

答：舊大陸代指中國大陸，新大陸則指現在所處的地，舊國因為嚴格的禁令而不能歸，新國卻

也無法完全認同。闡述自己迷惘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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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蘇慈嫺】

問題：為什麼〈呼喚〉的第二段寫到晚年聽到的呼叫比小時候更安慰、動人？

答：我有三種推測，一種是因古屋中的呼喚是主角的伴侶，已不是小時候的母親，語氣不像母

親帶著嚴厲而只有溫柔與愛意；另一種是因小時候只覺得母親的呼喚打斷了自己的玩樂時光

，長大後才懂得珍惜從古屋傳來的母親的呼喚；最後一種是其實古屋中沒有人，主角回到小時

候住的屋子，感覺屋裡還像從前那樣亮著燈，召喚著他回「家」。

捌、小組讀書會

小組討論1 111  年  10  月  12  日    上午  8  點  30  分 地點：一射教室

討論方向

及進度

進度安排：

10/24報告進度(使用line)
10/31打成文本(包括600字心得、三句佳句、一個問題、200字後記)
11/7完成其他文本(包括參考文獻)
11/7中午進行第一次討論

11/12、18ppt製作、專題

12/3、4製作學習單

小組分工：

35 A. 作家身影

27 B. 作家簡介

36 C. 作品簡介、D. 推薦語

33 E. 作品導讀

29 I. 小組讀書會記錄、L. 討論紀錄、詳細分工表與作家作品專題研究小組計畫

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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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2 111  年  10  月  24 日    下午  12  點  10  分 地點：一射教室

討論方向

及進度
分享、討論各自對於白玉苦瓜內新詩的見解。

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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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3 111  年  11  月  20  日    上午  8  點  30  分 地點：各自家中

討論方向

及進度

製作ppt、分配報告內容：

1.作品簡介36
2.作家身影27
3.內容分類
作品導讀：33白玉苦瓜（詩的三位空間）

景：36 絕 水仙
鄉愁：29江湖、蒙特瑞
詩：35 積木 小小天問

古典印象、方言：27 詩人、八卦、羅二娃子

4.小趣事

5.心得

6.參考資料29

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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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專題報告——友誼和信念的衝突

〈狼來了〉

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

不見狼而較「狼來了」，是自擾

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

問題不再帽子在頭，

如果帽子合頭，

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

在大嚷「戴帽子」之前，

那些「工農文藝工作者」，

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

——1977聯合報

人物介紹：

1、陳芳明aka芳明哥

性別：男

出生：1947年6月10日高雄市左營區

屬性：超現實主義/鄉土文學派
生平：

（1）施敏輝：眾多筆名之一

（2）《鏡子與影子》：在余光中刊出〈狼來了〉一文後，因政治理念不同與之決裂，並在此書中負

面批判余光中，後雖因太平洋國際詩歌節重修舊好，但已不如當年（曾經兩人關係密切，陳芳

明時常會是余光中未出版作品的第一位讀者）

（3）評論：詩評集《詩和現實》

文學評論集《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孤夜 獨書》

（4）民進黨：《中國時報》發表〈記得清廉、勤政、愛鄉土？〉，批 判民進黨。曾表示「我不會因為
我是『綠色』支持者，就看不到綠色的缺點。」

（5）創立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2、陳映真（假）

性別：男

出生：1937/11/8日治新竹州

逝世：2016/11/22（79）中國北京

屬性：超現實主義/鄉土文學派
（1）鄉土文學論戰中鄉土文學派主要作家
（2）《人間》雜誌：臺灣報導文學先驅

（3）評論：《中國結》、《現實主義藝術的新希望》

「從而人和人之間生動活潑的關係的偉大的、這個時代的、這個民族的現實主義之藝術。」

（4）散文很多但多發表於各種報章雜誌，很少成冊。

（5）1968年7月，蔣政府以「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

，逮捕陳映真和他的朋友，1975年，出獄後仍然從事寫作。

（6）在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中發表〈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鄉土文

學的盲點〉，反擊余光中等人對鄉土文學傾向工農兵文學的攻擊。

（7）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陳映真代表台灣文化界訪問北京，表達支持平亂的立場，獲

得江澤民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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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考書目、資料
一、余光中（1947）。白玉苦瓜（十一版）。大地出版社。

二、余光中（2004）。飛毯原來是地圖。三聯出版社。

三、王雅芳（2013）。余光中紀遊詩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四、天下雜誌video (Ed.). (2017, December 14). 【為台灣築夢的人】風也聽見詩的聲音－余

光中. 天下雜誌video. https://www.cw.com.tw/video/video.action?id=605
五、玉如老師

六、國立台灣文學館

拾壹、討論紀錄、詳細分工表與作家作品專題研究小組計畫

111學年度上學期一忠、一射作家作品專題研究小組計畫

組    別 一年   射   班 第   四   組

組    長 35魏鈺軒 組長分工：A作家身影

組    員 27陳祖玉 29黃郁琁 33趙苡均 36蘇慈嫺

分    工 B作家簡介
I小組讀書會紀

錄、L討論紀錄
E作品導讀

C作品簡介、D推

薦語

研究作家 余光中

研究作品 白玉苦瓜

特約討論1 111  年   11   月    14   日     下午   12   點   30 分

特約討論2 111  年   12   月    13   日     下午   12   點   20 分

小組討論1 111  年  10  月  12  日    上午  8  點  30  分 地點：一射教室

討論方向

及進度

進度安排：

10/24報告進度(line)
10/31打成文本(包括600字心得、三句佳句、一個問題、200字後記)
11/7完成其他文本(包括參考文獻)
11/7中午第一次討論

11/12、18ppt製作、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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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學習單

小組分工：

35 A. 作家身影

27 B. 作家簡介

36 C. 作品簡介、D. 推薦語

33 E. 作品導讀

29 I. 小組讀書會記錄、L. 討論紀錄、詳細分工表與作家作品專題研究小組計畫

小組討論2 111  年  10  月  24 日    下午  12  點  10  分 地點：一射教室

討論方向

及進度
分享、討論各自對於白玉苦瓜內新詩的見解。

小組討論3 111  年  11  月  20  日    上午  8  點  30  分 地點：各自家中

討論方向

及進度

製作ppt、分配報告內容：

1.作品簡介36
2.作家身影27
3.內容分類
作品導讀：33白玉苦瓜（詩的三位空間）

景：36 絕 水仙
鄉愁：29江湖、蒙特瑞
詩：35 積木 小小天問

古典印象、方言：27 詩人、八卦、羅二娃子

4.小趣事

5.心得

6.參考資料29

報告大綱

1.作家簡介（一分鐘）

2.作品簡介（一分鐘）

3.內容分類、詩作介紹（四分鐘）
4.小趣事（一分鐘）

5.心得（兩分鐘）

6.資料來源和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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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後記
【27陳祖玉】

這是一個相比之前較大、需要花較多時間準備的專題報告。從選擇作者、作品，到開始討論研

究方向、專題等，組員們都付出了許多心力、犧牲了許多時間。我想謝謝他們，沒有這些好組

員，就沒有這份傑出的報告。

從前，只要遇到有關新詩的課文、考題，都令我頭痛，我總是無法揣摩詩人在詩句中想傳達的

想法，每每都卡在那些明明看似單純，卻運用奇妙的詞上。新詩和作者的背景、思想、價值觀

的都有關聯，想準確的剖析詩，就必須先了解作者。

這次研究了余光中的《白玉苦瓜》，我獲益良多。不論是他的寫作風格的轉變、別人對他的評價

又或是他曾引起的風波，每研究一次，我都彷彿離他、離《白玉苦瓜》更近了。

【29黃郁琁】

讀余光中的詩能讓我學習到怎麼自己詮釋一首詩，因為在閱讀過程中，有時看不懂作者想要

傳達的意思，我就會開始臆測，然而有時會想不太到，或者是猜想的跟網路上查到的有出入，

儘管如此我也會抱持著懷疑的態度，閱讀網路上的解釋。我認為每個人的想法本來就有差異

性，或許對於詩作內容的解讀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是我們可以參考其他人的看法，讓整合後

的解釋更加貼近作者想表達的。雖然我偶爾也會想，就算詮釋得跟作者原始想法不同又何妨

呢？閱讀不就是結合自己以往經驗，不斷與內心對話嗎？

【33趙苡均】

在這次的報告中，我認識到了不同的工具——canva。每一次的報告，我都會去嘗試著這個新

工具的功能。一步步的了解中，我發現他的排版，他的動漫都比ppt好用許多。在讀《白玉苦瓜》

時，我讀到了余光中是有多麼的想念故鄉，也讀到了他如何把他展現出來的文筆。他的每一篇

文章雖然都需要慢慢細品，但讀懂了都有一種韻味。在報告的製作過程中，我們查找了許多資

料，讓我更加認識余光中，他的愛情史、觀點、以及鄉土文學論戰的過程。

【35魏鈺軒】

這次的報告帶給了我許多特殊的經驗，不論是一起討論到半夜，還是特約討論，都是彌足珍貴

的經驗，選擇《白玉苦瓜》作為報告的主題很有趣，透過資料查詢我認識了余光中更多不同的

面向，〈狼來了〉一文我是早有耳聞，但總是聽了事件的前因後果，卻始終沒有去讀文章本身，

在我親自閱讀過後，我才更能體會〈狼來了〉指控了什麼？不適當的地方在哪？而不只是跟著

一起罵。在製作簡報時，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大家要各自解讀一首詩，解讀詩，大家在考卷上都

做過，但與之不同的是「這次是從零開始」沒有任何答案，一首詩是無邊無際的，我們用盡全力

把詩所帶給我們的情感，付諸文字，再帶給所有聽眾。

【36蘇慈嫺】

在做這份報告的過程中，我們查找了很多資料，但對余光中的認識還是不夠深入。但在跟老師

討論過後，得知了很多我們後來在網路搜尋也找不到的資訊，像是余光中的身高、熱愛收集地

圖...等等，還告訴我們他跟陳映真、陳芳明等人的關係也許可以作為報告的一部份，還幫我們

計算大約的時間分配，沒有老師的幫助，我們的內容豐富度會貧乏許多。組員們在製作報告的

過程中也非常認真，事項分工也很清楚，我才能順利一步一步將自己的拼圖嵌入，拼湊成屬於

我們的勞心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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