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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余光中

•原籍：福建永春（出生於南京）
•藍星詩社創辦人（夏菁寓、覃子豪等人）之一，
•一生從事詩、散文、評論、翻譯
•文學評價不錯，政治評價不高
•學生上課想睡但不敢睡
•學生表示從來沒看過老師著急的樣子

•總的來說：斯文儒雅



作品簡介 《白玉苦瓜》

•余光中第十本書籍

•正值盛年的代表作

•主題多元

•兼具古典傳統與現代感

•跨越中國與西方的界線

•反映濃厚的「中國意識」及「詩人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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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苦瓜〉

•詠物詩

•以物寄情

•故宮博物館所藏的一件古物

•寓意對中國故土和文化的依戀

•寄託個人在藝術上的追求，以不朽永恆為念



〈白玉苦瓜〉

似醒似睡，緩緩的柔光裡

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

一隻瓜從從容容在成熟

一隻苦瓜，不再是澀苦

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瑩

看莖鬚繚繞，葉掌撫抱

哪一年的豐收像一口要吸盡

古中國餵了又餵的乳漿

完美的圓膩啊酣然而飽

那觸覺，不斷向外膨脹

充實每一粒酪白的葡萄

直到瓜尖，仍翹著當日的新鮮

 第一節：描寫苦瓜的型態



〈白玉苦瓜〉

茫茫九州只縮成一張輿圖

小時候不知道將它疊起

一任攤開那無窮無盡

碩大似記憶母親，她的胸脯

你便向那片肥沃匍伏

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

苦心的悲慈苦苦哺出

不幸呢還是大幸這嬰孩

鍾整個大陸的愛在一隻苦瓜

皮靴踩過，馬蹄踩過

重噸戰車的履帶踩過

一絲傷痕也不曾留下

 第二節：以物寄情



〈白玉苦瓜〉

只留下隔玻璃這奇蹟難信

猶帶着后土依依的祝福

在時光以外奇異的光中

熟著，一個自足的宇宙

飽滿而不虞腐爛，一隻仙果

不產生在仙山，產在人間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為你換胎的那手，那巧腕

千眄萬睞巧將你引渡

笑對靈魂在白玉裡流轉

一首歌，詠生命曾經是瓜而苦

被永恆引渡，成果而甘

 第三節：詩人靈魂的融入，不朽的藝術



〈白玉苦瓜〉

「白玉苦瓜」是苦難中國的化身，也是藝術的

結晶。余光中以「白玉苦瓜」暗喻自己的詩作把

中國苦難「換胎」為永恆的藝術，「曾經是瓜而

苦」，經過引渡而「成果而甘」，而達致不朽。

結尾預言苦瓜，「不再是澀苦」，表明作者對

中華民族崛起的期許。



辯論：



正方核心思想：



反方核心思想：



•余光中先生說：「在現今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拉扯中，我的詩是

在傳承中國文化之美。時代在變，但美是不變的。」

•而他的詩，重在表達中國文化中的不朽接力。他的鄉愁，就是「堅

持民族的認同感」，他說：「我們不應該因為50年的政治，而拋棄

5000年的歷史。」

•苦瓜就如同所有的生命一般，終將腐朽，但是透過白玉而永存。

•「一首歌，詠生命曾經是瓜而苦／被永恆引渡，成果而甘」—出自

白玉苦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