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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本書為作者琦君回憶小時候在中國生活的點點滴滴，帶著一貫的懷舊情調，

書中經常流露對父母的感激，也對曾經相處過的人有著濃濃的懷念。隨著年紀

的增長，她漸漸體驗到戰爭所造成的顛沛流離，使她與很多親戚朋友失聯，只

能用文字將他們曾經一起擁有過的回憶記錄下來。 

 

  《煙愁》是琦君的第一本純散文集，一共有三十八篇散文，作者將童年瑣

事及對師長朋友的懷念，透過詳細的描寫一一呈現在讀者眼前，帶領他們走入

書中的那段時光，共享回憶的快樂和哀愁。  

二●內容摘錄： 

  人在一個智慧過高的眼光裏看起來，就像太陽裏滾滾的微塵，有時會顯得

愚昧而可憐。但，那是連我們自己也在內。你不要太清醒了，太清醒時，這世

界就不值得再逗留。人世的愛、恨、恩、怨，以及榮譽、德性都將不復存在，

努力也不再有任何意義，那就太空虛、太痛苦。（p.228）  

三●我的觀點： 

  這是我第一次閱讀純散文集，以前總是認為散文集都是些乏味的文章罷了，

但《煙愁》徹底顛覆我對散文集的刻板印象，原來散文是輕鬆的，沒有需要消

耗腦力的謎團，也沒有一堆枯燥的知識，可以沒有負擔的閱讀散文，不必思考，

只需體會，用心去體會作者的心境。 

 

  回憶，光看這個詞就帶有些許寂寞。沒錯，琦君是寂寞的，在書中經常可

見到她與親人、朋友生離死別，很多人在琦君二十多歲時就離開了，父母、兄

弟、阿榮伯伯、三劃阿王、阿多叔……。當她前來臺灣時，身邊只剩下與母親

有諸多愛恨情仇的姨娘，她何嘗不寂寞！也因為如此，才會總是回憶那溫暖、

熟悉、充滿人情味和愛的童年吧！ 

 

  我認為本書可由《月光餅》做為分水嶺，前半部直接回憶童年，並沒有什

麼契機；後半部則由在臺灣的生活想起過去種種，尤其是與孩子的相處，如小

長輩阿多叔的風箏、安撫小孩的孩兒經、元宵節外祖父糊的紅花燈……等。 



 

  多數人在年輕的時候總會對父母的苦心不甚了解，將之視為干涉、囉嗦或

是束縛，等到自己為人父母親，才懂得珍惜那種被人呵護的用心。琦君也是，

直到她成為人母，才了解到撫養、哺育、教育和照顧孩子是多麼辛苦，需要花

費多少心力去打破與孩子之間的時代鴻溝。 

 

  琦君的文筆真的非常溫柔，總是能淡淡的就深入內心，使人產生強烈的共

鳴。三十八篇散文中，不知道有多少篇看著看著就紅了眼眶，像是描寫母女兩

人互相珍惜照顧的《毛衣》，即使對於分離有著強烈的不捨和不安，但母親卻

還是鎮定的叮嚀作者到了上海後去買毛線來自己織毛衣，作者織了兩件，其中

一件送給母親，然而她卻熬夜趕工拆掉自己的毛衣而在作者的多織上兩條袖

子……。那種互相為對方著想的舉動和心意，任誰看了都很難不為之動容吧！

而《阿榮伯伯》和《三劃阿王》凸顯出儘管琦君是一位官家小姐，卻不會因為

成見、面子而不與社會最底層的人交往，她認同、喜愛他們，不會因為他們的

社會地位而否決、無視他們的成就及奉獻，也會為了他們的離開而難過悲傷，

不只是為了打發時間而與他們往來。這需要何等純真的心才能做到呢？ 

 

  在本書中，也常看見琦君描寫老師，從《啓蒙師》、《聖誕夜》、《永恆

的期約》、《遙寄瞿師》、《不見是見、見亦無見》等文便可看出。我想啓蒙

師對琦君的影響之大，是千言萬語無法形容的，雖然嚴厲，但卻是秉持著玉不

琢不成器的觀念去培育琦君，替琦君打下良好的文學底子。而兩位外籍老師，

都是用溫柔的心去教育，讓琦君在英文的世界裡自在的翱翔漫遊。 

 

  要說我在這本書中看到了什麼，那就是教育的重要。不論是父母的身教、

老師的學教、環境教育及處事態度的教育，都對一個人有著很大的決定性。為

什麼琦君能夠以平常心與三劃阿王交往？因為她的母親支持她。為什麼琦君對

於煙不會上癮？因為有母親的訓誡以及四叔的勸告。為什麼琦君能夠成為文學

大家？因為有父親的苦心和老師的栽培。為什麼琦君能夠簡樸？因為母親從小

培養她節儉的美德。如此便可看出教育的重要。尤其是與乞丐交往這件事，更

是造就了琦君能屈能伸的身段，在家族逐漸衰亡後繼續生存下去。  

四●討論議題： 

  1.在本書中，隨處可見中國人濃濃的人情味，作者琦君的外籍老師施德鄰

也曾經說過：「這一點是你們中國人最可貴的地方，你們太重情感了。這也是

我熱愛中國的原因。」但隨著經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日漸冷卻，有些人

甚至連住家隔壁是誰都不知道！人情味減了，社會問題就多了。我們該如何重

建這古樸、熱情的中華傳統？ 

 

  2.琦君小時候接受啓蒙師的一對一教導，甚為嚴格，學的都是古文、詩詞，

連祭文都要用文言文寫。然而琦君喜愛的是白話文小說，因此他常常暗中閱讀，

連寫個文章都得偷偷寄給堂叔圈點。為何即使當時胡適提倡了白話文運動，社

會上多數讀書人還是以文言文為重？甚至唾棄白話文？文言文的好處究竟為何？

為何即使現代都只用白話文書寫溝通，我們卻還是必須閱讀、學習文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