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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與和解：大一國文學期初的禮物 
● 王淑蕙  

 

 

幾乎每位通識中心國文組的教師，在課程的安排上都有大一國文的課程。雖然大

一國文的授課已有多次經驗，但對我而言，即使教材變異不大，但每個學期的新班，

都各有其特殊的風格，也因此在踏入教室之前，心情多少都會有些忐忑。今年有三班

大一國文，學期初的課程預備時，想像面對一群剛由高中、高職畢業的青春學子，我

要藉由課程設計帶給他們什麼樣新階段的「生命禮物」？  

大一新生，但好不容易進入期待已久的大學生活，正是由青澀邁向自主的關鍵年

齡。但一進入大學階段，18 歲熱切的眼神總是望向遙遠的未來與身旁的新事物，同時

也是許多新生第一次離家在外求學的人生體驗。為了使學生們提早適應大學國文的教

學方式，在大一國文上學期的期中考考試範圍，筆者在課程的安排上，希望能「銜接

過去」、「展望未來」，所謂「銜接過去」是對過去的學習或是人生記憶的部分銜接，所

謂「展望未來」是期望學生能培養深度思考的習慣，真正能表達出非死背答案的生命

議題。  

進入大學之後的大一新生，課業往往已非最重要的著力點，社團、人際……才是

學生們所重視的人生課題，然而在這群青春無敵的學子心中，往往非常的忽略或是排

斥與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展開「心靈的對話」。為了凸顯這個問題，我首先隨機抽樣部分

同學上臺寫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這個答案各班幾乎都是「家庭成員」，尤其集中

在「父母」成為各班都沒有異議的觀點。但是緊接著在課堂上和學生們一起溫習「我

                                                 
 王淑蕙，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國立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班進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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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這首兒歌：  

我的家庭真可愛 整潔美滿又安康    

姐妹兄弟很和氣 父母都慈祥  

雖然沒有好花園 春蘭秋桂長飄香  

雖然沒有大廳堂 冬天溫暖夏天涼  

可愛的家庭呀  我不能離開你  

你的恩惠比天長  

幾乎所有小學的音樂課都教過這首兒歌，但依不同的人生經驗，想必 8 歲、18 歲

、28 歲乃至 38 歲聽來、唱來，感受並不相同。今年我在 18 歲的大一新生前，以盡可

能溫馨的語調、神情來唱這首歌，然後逐句由「我的家庭真可愛」開始、「整潔美滿又

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氣」，到「父母都慈祥」結束，讓全班同學以舉手的方式表示同

意該句符合自我家庭的標準，我發覺僅有極少部分的班級，有 10 位以上舉手同意這首

兒歌符合自我家庭的標準，絕大部分都是在個位數，尤其是「父母都慈祥」這句。這

個結果，顯然與前一個活動，上臺寫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這個答案各班幾乎都是

「父母」，在情感上有極其明顯的落差。  

當這個矛盾點被凸顯之後，我趁機告訴學生們：「成為大學生後，生活上除了各種

社團與迎新活動之餘，在課業學習上，尤其是國文課將引導各位做『深度的思考』。相

信你們已發覺對父母存在著『情感上認同，理智上排斥』的矛盾。因此趁著離家就讀

大學，與家庭、父母開始有『美感距離』時，藉由國文課程的安排，好好省思從小到

大與父母所造成的隔閡，這就是我送給大家的大一國文的迎新禮物！歡迎來到南臺科

大！」  

這學期我仍採用本校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教學研究會所編輯的《大學國文選》，期

中考前的教學篇章為〈別再埋怨媽媽啦〉、〈一直無法原諒我媽媽〉、〈父親‧我們〉、〈

無關歲月〉、〈重荷〉主旨在於「理解與和解」。學生的感知是剎那即逝的，為了使同學

們在課程學習的同時還能深入自己的生命情境中，養成未來與人「理解」或「和解」

的能力，我依「和解」的主題課程，設計了「請說明王鼎鈞的<別再埋怨媽媽>一文中

如何將世代差異的問題解套，並以自己的實例分析之。」的作業。說來諷刺我們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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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情人的生命中，與之分享時時刻刻，但面對逐漸垂老的雙親，卻是冷漠以對？因

此這個作業其實有極大的困難度，在課堂上教師必需極力的點明學生對「父母」與「

好友」間情感的矛盾。為了我們喜歡與好友死黨徹夜長談，分享生命中的愛、恨、情

、仇，甚至與人發生了隔閡誤會，也只擅長於「理解」喜歡的好友，但「好友」不同

時期一直在變，只有自幼兒、國小、國中、高中至大一，一路上撫養著、關懷著的孩

子的父母，卻不曾改變，少數與父母相處無間的例子值得慶幸，但更多的是從小至今

所累積的「負面情緒」，不願走入彼此的生命中，做心靈上的交流，以「理解」進而「

和解」。  

為使同學們有較充裕的時間省思王鼎鈞〈別再埋怨媽媽啦〉提出的「以情與理為

世代的差異解套」，因此在授課順序上，先講解吳鈞堯的〈一直無法原諒我媽媽〉以及

回應吳文的〈別再埋怨媽媽啦〉，王鼎鈞提出的解套方法極好，可以應用在所有人際交

往上，但是若細讀王文可知對吳文的回應，仍有自說自話之嫌，因此在課堂上告訴所

有的同學：  

被誤解，是人生經常遇到的事，連吳鈞堯這樣的大作家都不免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如果能視「被誤解，是人生經常遇到的事」，那就可以消減許多不避要的

人際紛爭。 

其次，為了深化父母對子女的親情感受，鍾鐵民的〈父親‧我們〉正是一個絕佳

的例子，臺灣著名作家鍾理和一生坎坷，卻能給予子女無限的愛，這一點許多同學較

能感同身受，大一的同學們經常在閱讀此文時，頗能回憶起離家到南臺宿舍時，父母

親依依不捨的神情與再怎麼辛苦卻還是給予子女安穩的生活。上學期轉眼入冬，年關

將近很適合閱讀〈無關歲月〉中，家人過年的熱鬧與溫馨。日治時期的小說〈重荷〉，

雖著重在「殖民地少年的啟蒙之旅」，但故事情節中「殖民主」與「母親」雙線進行，

面對國家機器的冷酷與母親的溫暖，恰成極其強烈的對比。同學們很輕易的能受到：

所有的篇章都圍繞著「子女對雙親心血的理解」，並且企圖以此作業讓學生們能以王鼎

鈞的解套方法，分析親子間存在著不同世代價值觀念的差異。此套公式，其實可以適

用於未來工作上的「上司、下屬」之間、「婆媳、岳婿」之間，甚至若能純熟則可以廣

泛的運用在不同出生背景所建立的不同處世方式上，對學生一生之助益頗大，以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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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期中考前所任教 3 班學生「請說明王鼎鈞的<別再埋怨媽媽>一文中如何將世代

差異的問題解套，並以自己的實例分析之。」的課程作業實例，表列於下：  

（為尊重學生隱私，故不將真實學號、姓名列出。） 

1. :4A0K00   : 1  

請說明王鼎鈞的<別再埋怨媽媽>一文中如何將世代差異的問題解套，並以自己的

實例分析之。  

王鼎鈞在<別再埋怨媽媽>一文中分別以三種形式解套  

（1）「理」：因世代差異，而造成價值觀的偏差，所有的媽媽都是完美的，而缺點

是時代的。  

（2）「情」：母親為了孩子的安全，寧願放棄使孩子偉大。  

今年，為了適應我搬離家中出外租屋，家中多了幾間空房間，媽媽決定出租房間

來減低家中的負擔，於是我在仲介網張貼了許多廣告，也順利的找到了房客，仲介網

最大的好處，在於房客能清楚的知道房屋的資訊也包括設定好的租金等等…，因此來

看房子的房客，多半是已決定租屋，只是來探查屋內的情況。  

第一個來看房子的是一位女大學生，媽媽一看對方也是離開家中出外讀書的學生

，便同情心氾濫，主動將房屋的租金調降了三分之一，並幾乎將對方的要求照單全收

，只差沒乞求她簽合約而已，對方當然很樂意的接受這份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毫不考

慮的就搬進來住了。  

新房客住進來之後，媽媽對她更是百般的寵愛，不但每天煮白開水供房客飲用，

還像台傭一樣得幫新房客應門、倒垃圾，許多瑣碎的事務都幫對方處理的服服貼貼，

比 Fedex 還使命必達。  

終於有一天，媽媽的善良還是被辜負了，媽媽發現提供使用的床墊被房客棄置在

陽台上，在經過前幾日大雨沖刷之後，床墊內的彈簧早已生鏽，棉花也吸滿了雨水發

出惡臭，但媽媽也僅只是摸摸鼻子自認倒楣，彷彿壞的不是幾萬塊的床墊，而只是菜

市場買來的一雙鞋子。 

經過這件事後，媽媽憂鬱了好幾日，對於我的抱怨與憤怒，也只是回以一張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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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面的臉，她只是淡淡的說:「我只是希望你的房東也能像我照顧新房客如此對你。」

之後又回復了關照新房客的生活。  

「理」：媽媽出生於 50 年代，當時社會處於經濟轉型、人口顛峰的狀態，因為家

中的小孩多，父母又得出外工作，因為形成鄰居們輪流煮飯、照顧孩子的生活型態，

在這樣互相扶持幫助的環境下生長，養成母親「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觀念，因此

母親也不斷的教導我「為他人著想」、「樂於助人」的觀念。  

「情」：現代的生活環境變遷，高樓林立，將家家戶戶清楚的區別出，你的，我的

，造就了冷漠疏離的社會風氣，因此人人為我的觀念不再通用，善良的美意經過世俗

的眼光後，常常被曲解成阿諛奉承、別有所圖，甚至遭人利用、佔便宜，但媽媽總是

秉持著「施比受更有福」的精神，去包容關愛他人，甚至在生活上以身作則教導我我

為人人的重要，她不就是希望能延續早期的互助精神，才不會讓社會冷漠的風氣持續

蔓延，她不斷的吃虧、被占便宜，不就是希望能感動他人、溫暖社會，而當我們擁有

困難時別人才會對我們伸出援手。  

 

2. :4A0K00   :   

請說明王鼎鈞的<別再埋怨媽媽>一文中如何將世代差異的問題解套，並以自己的

實例分析之。  

王鼎鈞將錯誤歸咎於時代，任何人都無法預見未來的的潮流，媽媽只能以那個年

代所教導的傳授給下一代，因此產生許多價值觀的偏差，如在吳鈞堯<一直無法原諒我

媽媽>一文裡所說：「她成長的環境是窮困的，於是她便強硬灌注貧窮時代的價值觀。

照我看來，那是一套迂腐不堪的過時觀念。」就「情」來說，「母親為了使孩子安全，

寧願放棄使孩子偉大」，這是每個媽媽對子女的愛。  

媽媽總是為著我擔心，無論是多麼小的事情，平常的事情總是會先幫我準備好，

不管是多麼忙碌，甚至連吃飯都會先幫我買回來，之後再匆匆的離去忙工作的事情，

許多次都跟她說我自己能買，不過媽媽卻很堅持，還是會辛勞的買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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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要出門的時候，媽媽也都會不辭辛勞的載我安全到達！路上不免俗的都會來

幾句「路上的車要注意」、「別亂收別人的東西」、「別交到壞朋友」、「早點回來」、「隨

時要打電話回來一下」等等，不是嫌媽媽嘮叨，而是這些話從小聽到大了，自己也長

這麼大了，都應該知道。  

上了大學之後，到了學校宿舍，要開始自己的生活了，搬家的時候，幫我準備的

非常周全，而一如往常的，媽媽還是會擔心這擔心那的，總會打電話來關心，希望我

能早點回去，跟她說了不用擔心，但還是會聽到熟悉的問候聲，日複一日的，自己也

習慣了。  

生於 50、60 年代的媽媽所接受的教育正是如此，學會懂得保護自己，進而給子女

的觀念就是這樣，凡事幫我準備好，呼應了王鼎鈞「母親為了使孩子安全，寧願放棄

使孩子偉大」，媽媽最初想要的就是看見子女安全的歸來，無論孩子是多麼大了，在她

的眼裡總還是個小孩子，時時刻刻的叮嚀少不了，在那樣的時代，這是上一代所傳承

的最佳模式，而媽媽只是毫無保留的把這份愛傳達給子女。  

而這對我們全是好的嗎?我想這有待考驗，但這能說是媽媽的錯嗎？王鼎鈞解答：

「所有的媽媽都是完美的，而缺點是時代。」媽媽與我們的生長環境相差甚遠，媽媽

把最好的留給子女，但這對我們來說是不足夠的，時間是流動的，時代是改變的，「我

想，人生在世好比做一個醫生，媽媽只交了些基本課程，以後我們得不斷進修和自修

，知道病理上的新發現怎樣推翻了舊說，從而改變我們的醫術。」我們得向各處學習

與分析，吸取時代的精隨。我們不能掌控未來，但我們能夠掌握人生。  

  

3. :4A0550   :   

請說明王鼎鈞的<別再埋怨媽媽>一文中如何將世代差異的問題解套，並以自己的

實例分析之。  

王鼎鈞在〈別再埋怨媽媽〉一文中分別以兩種形式解套：  

「理」：由於時代的使然,造成兩代在價值觀方面有所差異。  

「情」：一種愛子親切、母愛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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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我國二時，有天同學們說要找一找班上同學去張姓同學家烤肉，於是我很

興奮的一回家就詢問媽媽是否可以讓我去同學家烤肉。媽媽依慣例的問了我:「有誰、

到哪裡去烤、幾點去幾點回來？」，我便耐心的一一回答：「班上的 10 幾位同學、就在

崙尾我們家到那邊不到 10 鐘、2.3 點去 10 點半之前我會回家」，媽媽也答應了讓我去

並且接送我。  

直到烤肉的前 3.4 天同學們嫌這樣還不夠好玩說：「我們下午就開始烤啦，然後晚

上去打保齡球、逛一逛再回來」，當下我的臉瞬間垮了下來。我知道依媽媽的個性是不

可能讓我晚上被同學載出去且又要去打保齡球，心中真的是百感交集，一方面想去一

方面又不知該如何向媽媽開口。最後我還是選擇了再問媽媽一次，就算她不答應但至

少我不會失去問的機會。當我回到家跟媽媽講了同學今天變更的行程後，媽媽的臉甚

瞬間變得很不悅說：「為什麼要這樣改來改去，還要去打保齡球那種地方最複雜了，一

個女兒子晚上還跟同學這樣在外面遊盪也很危險，不要去了啦，妳那一天不要想給我

出去。」對我來說媽媽可以好好跟我說，因為我是好好的在詢問「可不可以？」媽媽

竟然就先大發脾氣，於是我的脾氣也來了很不悅的說：「為什麼你們大人就可以要幹嘛

就幹嘛？我們小孩就都要聽你們的你們說不要就不要，我有時候也想要有自己跟朋友

一起出去的快樂時光啊！」語畢媽媽沉默的流下淚來……而我也驚覺語重了，默默的

走回房間……就這樣母女倆將近有一週都沒有講話……。  

「理」：雖說媽媽出生於 60 年代，但家中教育模式卻是外公、外婆那個保守的年

代，從小就給媽媽灌輸一個女孩子除了上課、上班不在家之外，其他時間應都待在家

中，無聊可以做點家事或者去餵食牲畜。由於外公、外婆保守的教育方式，促使媽媽

也如此認為一到了晚上就不該往外跑。因此時代的差異導致我們母女之間有觀念上的

差異，但這就是ㄧ種教育相信我以後跟孩子也一定會有觀念上的差異。所以媽媽的觀

念並沒有錯，只是世代一直不斷的改變而我們都還來不及應變。  

「情」：依我跟媽媽這樣相處下來，我知道媽媽其實已經很開放了，但是開放中也

不免俗的帶有點傳統。一方面媽媽跟著世代的不同也學習著改變、跟進，但只要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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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外婆家，外婆就會再用傳統的觀念訓誡她，並要求她以相同的方式來教導我們。

且過去外公、外婆在教導媽媽時，就規定她晚間不可以在外面遊蕩一定要下班就回到

家裡，因為媽媽的古厝對面在日據時代是個刑場，因此附近居民都相傳一到晚上就會

有不該出現的東西出現。外公、外婆深怕孩子們晚歸會因此而受驚，都要求她們必須

早歸。所以我想媽媽也是因為害怕我一個人晚上在外面遊蕩太危險了，才會如此的堅

決反對一個女孩子家晚間別亂跑。雖說時代已經不同了但是有些傳統的價值觀看似大

道理、老觀念還是有他的用處的，身處兩種觀念的教導下我應感到幸福，並學習不抱

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