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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陳幸蕙是位自由的文學人，並當選十大傑出女青年。她善於描繪自己和身

邊的親人，也常調侃自己。《把愛還諸天地》是陳幸蕙的第二本散文集，她的

作品不注重詞句的華美，而是追求寧靜從容、井然單純的樸實文字，呈現清新

脫俗的作品風貌。本書將知性融合了感性，即使是生活在繁忙緊張的現代生活

中，她的文章仍能使人感受到生活的趣味與純樸的生命情調。陳幸蕙在此書中

將生活中看似平凡，但卻富有道理的小事物描繪的淋漓盡致。  

二●內容摘錄： 

  在廣大迷茫的世界裡，人要維持本色、安於本色，保有那一點赤子之真，

是何等不易？許多時候，為了某些荒謬的理由，甚至為了某些我們所不能了解

的原因，我們便在這浮華匆忙的世界裡迷失了，被淹沒了，再也找不到以前的

自己。精神上的墮落，使我們四顧無依，徬徨迷惑，但在內心深處，我們依然

嚮往一種歸真返璞的清純境界，渴望真正得輕鬆與自由。（p.28） 

 

  我忽然察覺出自己的幸運，因為婆婆媽媽式的嘮叨，實際上永遠是最溫暖

的叮嚀；但另一方面，我也不免為普天下的母親感到些為悲傷，因為婆婆媽媽

式的提醒，似乎也永遠是最被忽視忠告。（p.135）  

三●我的觀點： 

  陳幸蕙總是在日常的生活中發現人生的大道理，例如當她看見在巷子裡賣

臭豆腐的老人沉默的做著他的生意，她便能深刻的描繪出老人的形象，從粗糙

的雙手到黝黑的皮膚，如此細微的觀察使她能確實的在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看

似沒有價值，但卻富有內涵的「小人物傳記」。我想她是藉此表達現代人只知

道外表印象的重要，而忽略實質的內在，因此歷經風霜的長者選擇了沉默，不

與他們同流合污。 

 

  老一輩的思想總是容易被新世代的人推翻，並且被批評的體無完膚，被認

為是不切實際、和現代脫節的。然而有些長者的價值觀是應當要被保留下來，

但很少有人願意去爭取，畢竟人們不能否認時代是屬於青年的，而曾為青年的

長者，是該選擇沉默不語，還是挺身而出去糾正某些錯誤的思想？陳幸蕙並沒



有指出答案，甚至沒有拋出這樣的問題，她是不是想留下謎團要我們自己去思

考？  

 

  陳幸蕙的思想從不落窠臼，她讚嘆現代科技的進步，但也同時思索著它所

帶來的負面影響，「鎖」便是其中一篇充滿象徵的作品。「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無。」現代人在生活中對於鎖的需求越來越多，我們總是在無意

識中鎖來鎖去，家門用鎖、汽車用鎖，連個書櫃也可以上鎖。大家都認為這樣

很安全，的確，這樣可以有效防止別人去偷自己的東西，說好聽一點，就是不

讓他人有機會成為一個偷竊犯罪者。這在現代社會中顯然是必要的，因為科技

越來越發達，獲得各類資訊的方法也越趨容易，難免侵犯到他人的隱私，因此

用鎖適當的保護自己顯得理所當然。 

 

  然而隨著人們的鎖越用越多，心底那安全感也迅速膨脹著，我們似乎很享

受這種被保護的感覺，因此想要更多。鎖就像是戒不掉的毒品，給我們安心的

感覺，但卻使我們處處疑心他人，忖度著待會兒會不會有人來偷我的東西，而

給它上了一道鎖。殊不知真正被上了鎖的是我們的心，它阻礙我們去相信人性

是善的。然而世人只懂得去責備打破鎖的人，批評他們沒有道德，卻忘了，自

己不也是吝嗇的嗎？畢竟一個慷慨的人是不使用鎖，至少是不喜歡用鎖的吧！ 

 

  儘管現代社會對陳幸蕙來說並不算是個完全和平的環境，但我確信，她絕

對是幸福的，其中一個因素是因為她是一位賢妻良母。人人都說為母則強，因

為母親願意為了孩子犧牲自己的時間和精力，還不求回報，這真的是全世界最

偉大的工作了。至於如何做一位好妻子，那便是眾說紛紜了。長時間在外工作，

賺取薪水貼補家用，分擔家庭的經濟，這的確是一個讓妻子能奉獻給家庭的方

法。但是，與其稱讚她是一位「賢妻」，不如說她是一位「能妻」倒比較恰當。

而所謂賢妻就是在家中默默付出，不求回報，一點一滴灌溉家庭幸福的女人了。

她們具有無限的美德，她們的美，來自那含蓄、不誇耀、又堅守本分的柔和形

象。 

 

  陳幸蕙在書中提到：「之所退讓，之所犧牲，是比之所爭取，需要更多的

智慧與涵養的。」家庭主婦在丈夫和孩子起床前便打理好早飯，送他們出門後

就開始了她忙碌的一天，包括洗衣打掃、採買煮飯，這不也是一位能幹女性的

象徵嗎？但她們往往很自卑，因為沒有正職的工作，無法成為家庭的經濟支柱，

殊不知擁有這樣的女性在家裡才是真正的幸福。 

 

  而有些大男人主義的丈夫常常拿這些默默耕耘的妻子作為一個發洩的對象，

家暴事件頻傳，他們認為家庭主婦只能看別人的臉色過生活；而那些妻子居然

也是默不作聲，因為她們清楚明白，必須仰賴丈夫的收入維生。他們卻忘了，

構成一個幸福家庭的因素並不只是金錢上的收入，還有很大一部分是源自家的

精神力量，是誰在支撐整個家庭的和諧？是偉大的家庭主婦啊！當然在職婦女

回家後也能是位賢妻，但那些家庭主婦則是往往被遺忘的一群。 

 

  我認為陳幸蕙對於現代社會的某些現象感到痛心，就如上述，她並不是位

守舊派人士，她僅僅是覺得這樣的價值觀並沒有比過去更為先進，甚至有退步



的跡象，然而大多數人都毫無知覺。她並沒有批評，只是陳述真實的情況，而

且她相信事情並沒有絕對的好與壞，她僅僅是想要讓這個世界更美好，如此而

已，且她認為作家的使命就是要藉由對寫作的熱愛、對生命的熱愛、對世界的

熱愛，將自己的理念散佈出去。 

 

  陳幸蕙的理念是「愛」，她愛這個世界，不求回報，而且始終相信人心是

尊貴的。雖然人類壞起來比什麼都可怕，她仍然視這個世界為獨一無二的珍寶，

呵護它、關愛它，希望它能變得更好。「其感情越深者，其哭泣越痛。」出於

那無可救藥的對人類的大愛，她還是希望能去改變一點什麼。我們活在這個世

界上，需要感謝的很多，這次，我希望我們並不只是感謝上帝—萬物的起源，

並且能夠有一些實際的做為來回饋這個世界，哪怕只是寫一篇文章。 

 

四●討論議題： 

  書中提到陳幸蕙非常建議學生們讀偉人傳記，她希望學生們能像那些偉人

一樣，成為有理想、有目標的人。但是，是否抱著這樣的心態，和能不能成為

一位有名的成功者是兩回事。以偉人為目標努力的人肯定不在少數，但卻不常

聽聞有如此偉大成就的人。真能被世人記住的偉人只占成功者的極少部分，那

我們是否真的該把目標放得那麼遠大？我們又該如何設定自己可以達成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