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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父親》 

 
豐子愷《作父親》一文寫於 1933 年 5 月 20 日。這年春天，作者豐子愷一家遷入新居緣緣堂。

緣緣堂由豐子愷自行設計，位於他的家鄉石門灣。這篇文章當是作者遷居後寫成。 
 
 

學習要點 

 

 
• 本文寫「買小雞」一事，取材自平凡的家庭

生活，卻是以小見大，立意深刻。作者觀察

深入，記敍買小雞的過程有曲折之處，詳略

有致，謀篇佈局頗見心思；學習本文，正可

啟發學生平時多觀察生活，積累寫作素材。 
• 本文刻劃不同年齡大小的孩子和挑擔者的

生動形象，善於呈現人物的說話、行動和情

態等細節，文字淺白準確，平淡中流露真性

情。教師可帶領學生細讀本文，欣賞情節的

變化，掌握運用細節描寫的工夫，既有利於

提高賞析能力，也有利於改進寫作技巧，對

學習記事寫人有極大幫助。 
• 文章以小見大，結尾引人深思，謀篇佈局實

在也是本文值得學習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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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賞析 

觀察入微  人物形象生動  

第一層次 (1-3 段)                
第一層次寫幾個孩子在樓上聽到小雞聲音自遠而至，紛紛衝下樓，穿過庭院，直奔大門口，

要買小雞。作者以父親的視角描寫孩子的表現。 

  • 第 1 段寫樓下傳來的小雞的聲音自遠而近，引起全文。 
  • 第 2 段來一大特寫，聚焦於描寫一個孩子的連環反應，先是「抬起頭來」，然後是「睜

大眼睛傾聽一會兒」，繼而是「小雞！小雞！」叫了起來，動作說話一氣呵成。然後就

是四個孩子同時放下筆，飛奔下樓，動作異常迅速敏捷。作者具體描寫孩子的說話、神

態和行動細節，恍似一組充滿動感的電影鏡頭，形象十分傳神。作者又特意把孩子比喻

為路上的一群麻雀，聽見行人的腳步聲就馬上飛去，以加強形象的刻劃，亦間接反映出

小雞對小孩的吸引力。 

  • 第 3 段一開始就寫父親「扶起他們所帶倒的凳子，拾起桌子上滾下去的鉛筆」，父親的

行動間接描寫出一片狼藉的現場，孩子敏捷動作背後那異常興奮，急不及待下樓去看小

雞的心情可想而知。父親收拾的時候，「聽見大門口一片吶喊：『買小雞！買小雞！』

其中又混着哭聲」，連忙下樓到庭院，場景轉換自然。此時大的孩子早已走到大門口招

呼賣小雞的，最小的元草動作不夠敏捷，跌倒大哭，父親扶他到大門口，他馬上隨哥姐

且跳且喊，淚珠從他的臉上滾落。作者具體呈現出一片嘈雜、混亂的場面。幾個孩子的

年齡大小不一，行動和各種反應自然不一樣，作者沒有籠統地作一致的描寫，而是觀察

入微，寫出大、小孩子的不同表現。這種寫法在後文亦是一樣。 
 

 
刻劃心理  營造烘托氛圍 

第二層次 (4-5 段) 
第二層次敍述孩子看見父親出來，紛紛懇求買小雞。父親經過思量，招呼挑擔的讓孩子看小

雞。 

 • 第 4 段開始，場景自然地因父親帶元草到大門口而移到屋外。大孩子看見父親出來，都

興奮得包圍他繼續喊「買小雞」，只是語氣由命令變為請願，而聲音也更響。小的元草

卻直接拉住擔子喊。作者把喊聲的變化和大、小孩子反應的分別描寫得十分清楚。面對

孩子的懇求，作父親的心理十分矛盾，第 5 段就是父親的內心獨白。最終還是就「當做

長閑的春晝的一種點綴」，讓挑擔者給小孩看看小雞。「春晝」一句交代季節，也為下

文以春光襯托孩子一片傷感的氣氛，及以春光的光明正大襯托父親的虛偽奸詐作了鋪

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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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緻描寫  設置情節張力 

第三層次 (6-10 段) 
第三層次敍述挑擔的讓孩子看了一會小雞，便冒上蓋子。父親三度議價，交易不成。起初孩

子懷抱期盼，充滿歡樂，最後卻是以失望、傷心告終。 

  • 第 6 段先描寫小雞。開段寫小雞「咿喲」的聲音，然後採取從上往下望的視角，聚焦描

寫籠裏小雞的動態和形象。小雞出現眼前，孩子不禁一齊歡呼，甚至群起伸手進籠想觸

摸小雞。孩子發出的聲音和舉動，都反映了孩子興奮的心情，是全文中孩子情緒最高漲

的時刻。這時挑擔者竟然絕情地冒上蓋子。作者描寫孩子頓時只得「張望籠子的蓋，依

附在我的身邊，有的伸手摸我的袋」，以行動向父親表達渴望擁有的心情。孩子反應的

轉變，讓父親感到不忍，於是向挑擔者問價、還價，進一步開展情節。 
  

 
 

  • 第 7 至 10 段詳寫雙方議價的經過和結果。父親、挑擔者和孩子成了一個互動的三角，

彼此的語言、動作都隨事情發展而產生變化，具體活現三者的形象，其中大、小孩子的

刻劃亦自有不同。作者運用直接敍述(對話)寫父親與挑擔者議價。父親由問價而三度還

價，期間先後搖手止住孩子的喊聲，以及用手掩住元草的嘴巴。父親的語言和動作反映

一般成年人購物的心理──既恐防被挑擔者欺騙而買貴了，又想以更便宜的價錢買得

物品。挑擔者不是笨蛋，看準形勢，除了簡短地重複「沒有還價」外，還以實際行動表

示決不減價的立場──挑起擔子就走，愈走愈快，父親愈還價他就愈快跑，終於在弄口

轉角消失。作者運用層遞法，描寫挑擔者的行動由慢而快，行蹤由近而遠，以表示挑擔

者對父親討價還價的不屑。挑擔者的行動亦激起大、小孩子的不同反應。在作者筆下，

大的從不捨目送，到鎖着眉頭不絕探望挑擔者的背影，到注視父親臉色，察看轉圜餘

地，表現尚算冷靜；小的充滿童真，乾脆扯着父親衣衫喊「要買」，愈喊愈響，到最後

元草更是嚎啕大哭。大的描寫神情，小的描寫動作、聲音，皆恰如其分，可見作者對孩

子的觀察是如何入微，下筆描寫是如何細緻。 
 

父親
問價與還價

挑擔者
挑起擔就走

孩子的不捨
與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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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寫對話  善用襯托效果   

第四層次 (11 段) 
第四層次敍述對面家大嫂勸慰孩子，又間接肯定父親議價的表現。 

  • 大嫂說坍牆圈的小雞價錢便宜很多，作者借他的話肯定父親議價的表現，又借她的話解

釋了挑擔者不肯讓價的原因。大嫂和父親都是成年人，作者借大嫂襯托父親，突出成年

人的世故，爾虞我詐，充滿機心，處處防範別人佔便宜，其實潛意識也想佔別人便宜。 
 

 
反躬自省  揭示本文主題 

第五層次 (12-15 段) 
第五層次主要寫父親撫慰孩子。教導孩子下次買小雞該怎樣做的時候，驚覺自己在教 
孩子說謊、耍心計，最終還是說不下去，為自己竟是這樣的一個父親感到慚愧。 

  • 第 12 段的場景移返庭中。小的孩子仍在哭，要硬拉進門，大的懶洋洋地跟着，無精打

彩。作者仍不忘刻劃大、小孩子不一樣的舉動，孩子此時的表現正好與第 2 段描寫他們

群起招呼買小雞的表現形成對比，呼應第 5 段寫春晝。本段特意描寫庭院的柳樹在春

光中搖曳枝條，燕子在新巢上低迴軟語，一派和平美麗，藉此反襯因孩子失望和痛哭所

形成的一片傷感氣氛。 
  • 第 13 至 14 段敍述父親關上大門後撫慰孩子，自不免做一番勸說。承接大嫂的一番話，

父親解釋說挑擔者不肯讓價是因為大家吵着要買，大孩子聞言若有所思，小的自然聽不

懂，仍在抽噎。父親為了哄孩子，先是說「等一會兒再來買吧」，然後打算教孩子到時

怎樣做，才可以讓挑擔者讓價。說到這裏，父親覺醒了，說不下去了。末段，即第 15
段父親的一番心理獨白，是全文立意所在。父親醒覺自己將要教孩子說謊了──「看見

好的嘴上不可說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說要」，「看見好的嘴上應該說不好，想要的嘴上

應該說不要」，他對自己為了利益，不惜教孩子說謊的表現感到羞愧。全文以「在這一

片天真爛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裏容藏這樣教導孩子的一個父親呢？」收結，作者

運用反襯，以春景天真爛漫光明正大，反襯父親為人世故，虛偽奸詐。作者以「天真爛

漫光明正大」形容春景，春景正是孩子的象徵。孩子性情率真，沒有機心，不善隱藏好

惡，愈小的孩子自然就愈是誠實，就像文中的元草，心裏想得到的就形諸於外，以哭喊

等舉動積極表達渴求。作者以孩子光明正大，一片率真，反襯以父親為代表的成年人表

現世故、虛偽，既鞭撻了成年人，也肯定了孩子率真的可貴。本文的立意，與豐子愷多

篇文章和漫畫所表達的主題同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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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舉隅 

 了解豐子愷其人其事 
 豐子愷是現代傑出的散文家和漫畫家，了解他的生平事跡，欣賞他的漫畫作品，當可拓

闊學生的學習視野，有助學生體會文章的思想感情。 

 可讓學生自行搜尋及參考相關資料，例如： 
2012 年香港藝術館「有情世界──豐子愷的藝術：人間情味」展覽宣傳短片，片長約 4
分鐘，簡略介紹豐子愷的漫畫作品；2012 年香港電台拍攝的《有情眾生──豐子愷的漫

畫世界》，學者盧瑋鑾女士(小思)、豐子愷的女兒豐一吟等參與其事，片中可見上虞春暉

中學豐子愷的舊居小楊柳屋和 1985 年重建的緣緣堂，片長 45 分鐘，有助掌握豐子愷其

人其事。 

 欣賞豐子愷兒童漫畫集 
 豐子愷的漫畫內容多樣化，其中一部分以兒童遊戲和生活為主題，不少更是以他的子女

為原型。另外，豐子愷創作了一幅四格連環漫畫，情節與本文所述有相似之處。讓學生

欣賞這些漫畫，可增加學習趣味。 

 可讓學生自行搜尋及閱覽明川《豐子愷漫畫選繹》和莫一點、許征農編《豐子愷連環漫

畫集》(明窗出版社，1979 年，頁 6)。 
 

 感知文章的情節和感情 
 朗讀全文，掌握情節的發展和變化；讀出句子和人物說話的節奏，感知作品的情意。 

  
 劃分層次 
 嘗試劃分本文層次，有助思考情節如何鋪排，也有助投入課堂討論。 

  
 延伸閱讀 
 豐子愷作品：《給我的孩子們》、《孩子給我的啟示》、《兒女》、《談自己的畫》。 

明川作品：《從隨筆看豐子愷的兒童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