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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孝文化探析：

你知道這兩個是什麼字嗎？

• 上半部是「老」字的省略，是一個彎腰弓背，手持拐杖的老人；

• 下面是個「子」字，意為「孩子」，孩子把雙手朝上伸出，托著老人。

《說文解字注》：
「善事父母者。《禮記》：『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
之謂畜』。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



儒家孝文化之體現──《孝經》

• 《漢書‧藝文志》：「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言
者，故曰《孝經》。」

• 全書1800多字，是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中篇幅最短的一本。

• 儒家經典中，以《論語》、《孝經》流傳最廣，尤其以《孝經》，
成為天子至庶人所共同遵行的道德經典。

• 主旨是從個人及社會政治角度，讚美孝之美德，宣揚孝是人的立身
處世之本，亦是施政取民之基要。



行孝之意義：

• 《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

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

• 《孝經》〈紀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驕則亡，為下而亂

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孝之實踐：

• 南宋袁采《袁氏世範》卷上〈睦親‧人不可不孝〉：

「人當嬰孺之時，愛戀父母至切。父母于其子嬰孺之時，愛念尤厚，撫

育無所不至。蓋由氣血初分，相去未遠，而嬰孺之聲音笑貌自能取愛於

人，亦造物者設為自然之理，使之生生不窮。雖飛走微物亦然，方其子

初脫胎卵之際，乳飲哺啄必極其愛。有傷其子，則護之不顧其身。」

• 人在嬰孩時，因為剛與母體分離，愛戀父母至切。而聲音笑貌又能令人憐愛。

• 父母對兒女的愛是造物自然之理，不單人類，動物亦然。



然人於既長之後，分稍嚴而情稍疏。父母方求盡其慈，子方求盡其

孝。飛走之屬稍長則母子不相識認，此人之所以異於飛走也。然父

母於其子幼之時，愛念撫育，有不可以言盡者。子雖終身承顏致養，

極盡孝道，終不能報其少小愛念撫育之恩，況孝道有不盡者。凡人

之不能盡孝道者，請觀人之撫育嬰孺，其情愛如何，終當自悟。

• 人長大後，開始與父母疏離。但作者指出人類親情與禽獸之分別，在於禽獸長大會離開父母

而不相認，但人類則是骨肉親情，為人子女應念及年幼時父母的盡心撫育，而極盡孝道。

• 為人子女，應將心比己，自己曾作嬰孩，得父母愛護。今天父母老了，我們應反過來愛護父

母，如同當日父母愛我們一樣。如不能盡孝者，應觀察他人撫嬰孩之情，定必有所感悟。



書寫「母親」

• 每個人的成長，都與其家庭，尤其父母影響最大。所謂「三歲定八十」，父母的教

育，即是現代人所講的「身教」，父母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印在兒童的腦中。

• 古代的母子有著不分割的紐帶。古代社會裏，撫育子女的責任幾乎都在母親身上。

幼子日常的吃喝拉撒由母親照料。

• 倘若不幸父親去世，母親還得承擔維持生計的重任。母親的操勞，為家庭奉獻和犧

牲，令許多孩子主觀上認為母愛更偉大。

• 過去許多學者在記述自己的長輩，或追念親人的時候，常論及父母親對自己的影響，

歌頌母親的記載更佔多數。



外國人以康乃馨為母親之花，
中國的母親之花是什麼呢？

• 萱草是中國「母親之花」，古人稱母親為「萱堂」。

• 中國以「椿萱」代稱父母。椿樹通常種於庭園之中，與生長在北堂的萱草相對，
故有「椿庭」、「萱堂」之稱。

• 《詩經‧衛風‧伯兮》：「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 詩中「諼草」即萱草，據說萱草能令人歡樂忘憂，所以古人又稱之「忘憂草」。
「背」指北堂，是古時婦女的居室，後世遂以「北堂」借指母親。

• 〈伯兮〉本為描述婦女思念遠行的丈夫，希望找到忘憂的萱草，種在北堂上，以解憂思。

• 相傳隋朝末年，李世民與父李淵征戰南北，其母思兒成疾，大夫以明目安神的萱草煎煮

給李母服用，並在北堂種植萱草，以解憂思。



以「萱草」為題的文學作品

唐‧孟郊〈遊子〉︰

「萱草生堂階，遊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門，不見萱草花。」

元代王冕〈墨萱圖〉上題詩：

「燦燦萱草花，羅生北堂下。南風吹其心，搖搖為誰吐？慈母倚門情，遊子行

路苦。甘旨日以疏，音問日以阻。舉頭望雲林，愧聽慧鳥語。

萱草生北堂，顏色鮮且好。對之有餘歡，背之那可道？人子孝順心，豈在榮與

槁？昨宵天雨霜，江空歲華老。遊子未能歸，感慨心如搗。」

甘旨：指養親的食物，後引申為對雙親的奉養。

古代遊子在遠行前，為免母親憂心牽掛，會於母親的居所(北堂)庭前種植萱草，以期花開之日，金黃燦爛的

萱草可以代替自己陪伴在母親身邊，緩解慈母之憂、遊子思親之苦，因此「北堂植萱」引申為母子之情。



《論語‧學而》「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論語‧陽資》：「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

母乎﹖」

《孝經‧喪親章‧第十八》：「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

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

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

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

事親終矣。」

喪祭文化中的孝：

喪祭文化目的：

• 報答父母養育愛護之恩。

• 表達父母離世所帶來悲痛。



歸有光的散文：

• 歸有光與唐順之(1507-1560)、王慎中(1509-1559)均崇尚內容翔實、文

字樸實的唐宋古文，並稱為「嘉靖三大家」。

• 歸有光在散文創作方面的極深造詣，上繼司馬遷敍事手法，及唐宋古

文的樸素簡潔文筆，下啟桐城派散文的先河。

• 後人稱讚其散文為「明文第一」，著有《震川集》、《三吳水利錄》

等。



桐城派：

• 清代古文運動中的流派，由方苞所開創，繼有劉大櫆、姚鼐等加以闡發。

• 因其代表人物均是安徽桐城人，故稱為「桐城派」。

• 他們主張古文應嚴整簡潔，並須學習《左傳》、《史記》、先秦、兩漢的散文，
及唐、宋八大家的古文。

• 提倡義理、考據、辭章並重，要求語言雅潔，筆法清朗，作品以典雅、凝鍊見稱。

桐城派的女性觀：

• 歌頌貞潔女性：桐城派作家筆下的女性，重視個人名節。戰亂之時，在面臨投降苟活，還是自盡守
義的抉擇時，會毫不猶豫選擇赴死，以保女性貞節。

• 頌揚孝女孝婦：女性自幼學習孝道，以實際行動盡孝，例如以血為藥引、割肉療親等，有時甚至會
為父母而不惜犧牲性命。

• 宣導賢妻良母：認為女性要作為丈夫的賢內助，操持家務、維持家庭的和諧。在丈夫死後，堅強地
代夫事親與撫孤成立。



歸有光的經歷和情感：

• 歸有光生於昆山一個百年望族，到了他這一代，歸

氏已家道中落。

• 歸有光8歲時母親離世；28歲時原配魏孺人去世；30

歲時女兒如蘭夭折，不久，女兒二二夭亡；43歲又

痛失長子，46歲時繼室王孺人去世，接連失去六位

至親。

• 幼年喪母，中年喪妻喪子，飽嘗人間死別之痛。

• 所以歸有光的散文題材雖著筆於身邊瑣事，但就能

給人清新之感。特別是言及家人之情，更加感人肺

腑。

• 歸有光為親友撰寫碑誌文或哀祭

文，包括母親、岳父、伯母、從

叔父、妻子、兒子、女兒、好友、

家婢等。

• 其中28篇是為女性而寫，其碑文

感情真摯，讀之令人動容，其中

〈項脊軒志〉、〈寒花葬志〉、

〈先妣事略〉最為人稱道。

 〈項脊軒志〉→ 祖母，母親，
元配魏氏

 〈先妣事略〉→ 母親

 〈寒花葬志〉→ 婢女寒花

 〈女如蘭壙志〉→ 女兒如蘭

 〈女二二壙志〉→ 女兒二二

 〈世美堂後記〉→ 繼室王氏



• 明代中葉，樹碑立傳之風盛行，一些平凡百

姓也期許死後留名。歸有光當時在江蘇昆山

一帶以散文著名，因此許多相識或不相識者

皆前來請銘。

• 為別人寫的碑誌文中，歸有光未直接提及與

傳主的親友關係，行文中也看不出二者有任

何交往。

• 但他既能尊重事實，客觀真實地記述逝者生

平，也能照顧孝子榮親之心，真誠地評述逝

者品行。

• 墓碑文包括墓誌和墓誌銘，還有碑、

碣、神道碑、墓表等稱謂。

• 墓誌：立於地(碑)上，多用散文寫成，
記述死者的姓名、籍貫、生平等。

• 墓誌銘：埋於地下，放在墓裏刻有死
者事蹟的石刻。包括誌和銘兩部分。
銘是韻文，用於對死者的讚揚、悼念。

• 葉昌熾〈語石〉：「宋賢以傳狀之體
為碑誌，而文又繁，元姚牧齋諸家是
其靡也。其後再由繁而簡，實自明之
荊川、震川始。」 (荊川即唐順之)



立足孝子角度寫母親：

《震川集》卷21〈葉母墓誌銘〉：

葉裕居太湖洞庭山中，泛湖，徒步行二百里從余遊。然又不常留，數往來江海

間，所至語合意，即止數日，飲酒高歌甚歡，即又去江海間，人皆以為狂生。

然與余言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母卒，且葬，來

請銘，悲不能自止。予未為銘，會有倭奴之難，裕亦去，三年不復見。予念裕

平生好遊，連年兵亂，道途之梗，存亡殆不可知。一日忽復至，則又請其母之

銘，悲泣如故。蓋江海間以為狂生，而不知其於孝誠如此也。

• 傳主陸氏是歸有光的門生葉裕之母。歸氏與葉母並無直接往來，對其瞭解甚少，歸有光遂通過寫葉裕的純
孝事蹟來烘托其母的慈愛形象。

• 歸有光立足孝子的角度，寫孝子與母親之間的深情厚誼。開首多次提到葉裕「人皆以為狂生」，但每當憶
述母親生平，便淚流不止，以狂生 / 孝子的反差，表達孝子之心，也傳達了歸有光對母子之情誠摯的讚揚。



以情景烘托母親慈愛之形象：

洞庭人依山居，僅僅吳之一鄉，然好為賈，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至其於父母妻

子之歡，猶人也。而裕母其所遭異是，獨煢煢以終其身。裕年逾四十，尚未有室家，凡

生人之所宜有者，皆無之。裕自言：初生時，祖母旦夕詛咒，拜其祖之主而字之曰：

「葉士貞，何不以兒去！」母患之，寄之外氏。時葉氏居在澄灣，其外家在湖沙灣，東

西相望一里所。外母抱裕倚門，望西山夕煙縷起，裕思母黯然淚下。裕每道此，尤悲也。

母姓陸氏，卒時年六十五。裕後娶沈氏，生子一人，予憐其意，而為之銘曰：

五湖洞庭，於是焉生，於是焉死。我為是銘，其尚何恨，可慰幽靈。

• 歸有光先寫葉裕出生後，祖母日夜詛咒，葉母擔心兒子受到傷害，不得已將其送至外家。

• 繼而運用對比的手法，描繪母子隔灣相望時，葉裕思母淚下的場景，從而烘托一位母親對
幼子的關愛與思念。

煢煢：形容孤獨無依靠。



為母親寫墓誌：歸有光追憶中的母親

• 卷25〈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提到：「有光之

先妣，與公同祖，不幸蚤逝。嘗念少時之母家，群從諸舅，

每見輒哀憐慰藉，為談先妣生平，相與淚下，至今使人有

戚戚渭陽之感。」

• 〈項脊軒志〉裏亦曾提到母親：「家有老嫗，嘗居於此。

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

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余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

『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

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

泣。」
蚤：早
戚戚：憂傷的樣子。
渭陽之感：渭陽是舅父的代稱，出自《詩經·秦風·渭陽》，這裏指甥舅的思念與懷舊之情。
中閨：內室。

• 歸有光對親人 (母親、妻子、
女兒等) 至親女性的書寫含
蓄，往往以側面烘托方式，
藉細微瑣事的回憶流露真
摰的情感。

• 例如〈項脊軒志〉中，透
過老嫗憶述母親在項脊軒
中的言語舉動，母親的慈
愛形象躍然紙上。

• 其散文雖取材於家庭瑣事，
看似輕描淡寫，但卻流露
出時光流逝，物在人不在
的悲哀。



歸有光〈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

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

有尚，姙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

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為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

後姙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

• 〈先妣事略〉寫於歸有光23歲，與魏孺人婚後，並剛生下女兒，疼愛女兒的同時，思念起早
逝的母親。

• 文章開首交待了母親出生年月、婚姻年齡、生育狀況，並由母親生育之苦，令人聯想周氏早
逝之因。

顰蹙：皺眉蹙額，形容憂愁的神情。
喑：啞。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

泣，然猶以為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

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

也。

• 周氏年僅26去世，留下六個幼小的孩子。

• 「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是以孩童的懵懂寫母親早逝的悲哀。

• 以歸有光與其大姐作為母親肖像的原型，來烘托母親去世的倉促與淒苦。



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
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
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
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

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
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
月罏火炭屑，使婢子為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
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
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
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

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
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
讀無一字齟齬，乃喜。

• 周氏是傳統慈母的形象，
課子夜讀，對歸有光的
關心和溫暖，襯托出歸
有光寫作時的悲哀。

• 轉入正面敘寫母親的事
蹟，包括家世及娘家狀
況。

• 歸有光從外祖父的家族
寫起，以突出母親優良
的品性皆從外祖父一脈
傳承，而其對歸氏的貢
獻，是賢妻良母的典型。

貲雄：富有。
姁姁：言語溫和親切。
緝纑：緝是織的意思，纑是麻線，這裏指搓麻
線。
灑然：整齊的樣子。
箠楚：鞭杖。
齟齬：彼此不合。



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
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
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
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余則茫然矣。
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 文章末的兩個部份，講述外祖父家庭的不幸、大姐和自己的婚姻，續寫母親逝
世後人世的無常。

• 對母親的懷念、痛惜母親早逝的悲哀，在時光流逝中被擴大和延續，借最後的
悼辭(銘)，營造出滿紙嗚咽的感人效果。



歸有光〈先妣事略〉之評價

• 梅曾亮〈艾方來家傳〉 : 「歸熙甫撰〈先妣事略〉，皆瑣屑無驚人事，失母者讀之，
痛不可止。」

• 唐文治〈國文大義•論文之神〉： 「情溢於中，淒入心脾，專以白描勝。如韓文
公〈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寄許孟容〉、 〈與蕭翰林、李翰林書〉，歐陽文忠
〈瀧岡阡表〉等，皆是也。至近人優為之者，震川為最。講式三:歸熙甫 〈先妣事
略〉、歸熙甫〈項脊軒志〉、張皋文〈先妣事略〉。」

• 唐文治〈國文經緯貫通大義•淒入心肺法〉中評述歸氏〈先妣事略〉說: 「純用白
描法，令無母之人讀之，自然淚涔涔下，真血性文字也。張皋文先生〈先妣事略〉，
與此相類，然微有不逮者，非天性之不如，蓋文字稍亞耳。學者宜參閱之。」

涔涔：淚流不止。



歸有光〈先妣事略〉的題材開創

• 歸有光〈先妣事略〉之後，出現了很多追憶與描寫自己母親生平事蹟的傳狀類作品，可謂

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文章範式。

• 除了交待生卒年及所育子女、家庭背景等情況之外，〈先妣事略〉著重描寫的幾個內容，

都是後世作家所沿襲 。

• 法式善〈先妣韓太淑人行狀〉
• 張裕釗〈先府君暨先妣事略〉
• 薛福成〈先妣事略〉
• 蕭穆〈先妣事略〉
• 馬其昶〈先考妣蓮花岡墓誌〉
• 林紓〈先妣事略〉
• 姚永樸〈先妣事略〉
• 姚永概〈記先妣逸事〉

• 方苞〈先母行略〉
• 陳用光〈先母事述〉
• 秦瀛〈先妣行述〉
• 方東樹〈先母行略〉
• 姚瑩〈先太宜人行略〉
• 張惠言〈先妣事略〉
• 王拯〈先考妣行實〉
• 吳敏樹〈先妣氏墓道述〉



超越階級的母愛：

• 許多母親由於生下孩子後，母奶少而不足以哺乳；又或母親生育後身體虛

弱，迫於以乳母代勞。

• 有的是母親難產而亡，所以嬰兒喂哺的工作要由乳母代勞。

• 許多乳母遺下自己的親生骨肉，去哺育別人的兒女，由乳母湊大的小孩，

與乳母有一種親密的感情。

• 有僱用乳母的家庭，孩子與父母相處時間遠遠不如與乳母相處的時間，孩子在嬰

兒時期，在乳母的扶持下學會走路，學會說話，母子間的依戀油然而生。

• 有些孩子更把乳母視為親生母親般看待，在長大後懷念和感激乳母哺育之恩。



為乳母作銘始自唐‧韓愈〈乳母墓銘〉：

乳母李，徐州人，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愈生末再周月，孤失怙恃，

李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曆佐汴徐

軍，入朝為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

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卒三

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於石，納諸墓為銘。



北宋‧蘇軾〈乳母任氏墓誌銘〉：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

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

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

於黃之臨皋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於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

魂氣無不之也。



以母子為題的書寫

• 古代女性夫死後要跟從兒子生活。兒子小時依

賴母親，母親老年反過來依從兒子。

• 母與子是互相依存的一個關係。在傳統社會重

男輕女的思想下，婦女本人幾乎不可能得到任

何公開的讚揚。

• 她的個人抱負或彰顯其社會地位，都必須透過

男性才能實現。

• 所謂「母憑子貴」而她的兒子就是幫助她實現

願望的最佳人選，。

• 王繼藻〈勖恒兒〉：「婦人無能為，所望夫與

子。撫子得成立，私心竊自喜。」

張佩蘭〈課兒夜讀〉：

紡績深更伴未眠，不辭辛苦對青氈。
看他把卷能忘倦，未免私心半愛憐。

陳勤〈夜績課兒作〉：
絲絲繅不斷，似我淚珠長。
松靜傳虛籟，燈孤作細光。
銜環非望報，畫荻自堪傷。
絡緯聞深夜，同茲苦織忙。

虛籟：空寂無聲
銜環：感恩報德
畫荻：用蘆葦在地上書畫教育兒子讀書。用以稱讚母親教子有方
絡緯：蟲名。即莎雞，俗稱絡絲娘、紡織娘。夏秋夜間振羽作聲，聲如紡線，
故名。



嚴慈兼備的母親形象

• 孩子出生之後及成長期間，母親施予母教。基本上，父親、母親均會教育兒
女，但因父親須要出外工作，或父親早逝，教育兒女的職責就落在母親身上。

• 《女論語》：「訓誨之權，實專於母。」

• 尤其教女兒，更必須由母親負責，母親可說是兒女的啟蒙老師。雖然「養不
教，父之過」，教子之權，實質在於母親。

• 母親的教導影響著兒女成長及人格發展，所以朱熹〈太孺人陳氏墓誌銘〉云：
「母之賢，足以成其子；子之賢，足以顯其親。」從一個人的品德言行，可
反映出其母教足夠與否。

文人筆下的母親，既是慈母，又是嚴母。



鄉愁文學中的「母親」意象

• 中國以農立國，古代中國人以家庭為單位從事農業生產，農耕文化

孕育了家庭、家園意識，使人與土地緊密連結在一起，鄉愁的內涵

之一就是對家的牽掛、思念。

• 中國人受儒家思想影響，家族觀念比較強。當離開家人親友所在的

地方時，就會格外想念。中國人注重血緣關係、親情倫理，家永遠

是中國人情感匯聚之所在。

• 「家」是有母親的地方，母親與故土緊密相連。

• 鄉愁文學的故土和母親是互文的，遊子在兒時記憶的書寫中，回到故鄉的懷抱，

回到母親的懷抱，回到故土的懷抱，也照出自己生命的影像。



琦君的筆下的桂花與母親：

• 琦君的散文讀來溫婉淡雅，題材大多是生活體驗，回憶兒時點滴，訴
說著過去在家鄉發生的許多趣事，以及悲傷的回憶。

• 藉著思念故鄉親人、回憶故園鄉土風情等內容為主，將鄉愁演繹為對
祖國故土依依不捨的深情。

• 所以她以「童心」創作散文，以「愛」為理念，她筆下的 「母親」成
為了她的作品中「故鄉」意象表達。



余光中的鄉愁詩中的母親意象

• 余光中鄉愁詩中的「母親」代表的是對祖國之情懷。將對親人特別是母親的思

念，與對祖國的思念融合起來。母親的形象與祖國的形象重疊，母子之情與中

華兒女的民族之情合二為一。

• 余光中的鄉愁詩抒發了對故土親人的纏綿悱惻，表達對祖國母親的魂牽夢繞，

闡釋儒家思想中「家國同構」：國中有家，家構成國，家國共存，國家一體的

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