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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愛情也是古今中外、文學藝術中永恆的母題。這個看似普遍存在，跨越時空、

國界、種族的課題，古今中外的創作文本亦如花爛映發、燦美如夜空繁星；然而

檢視體制教育的課程時，卻可能因「愛情」的特殊質性，不易進行設計而遭到相

對漠視，甚至在研究領域亦難登大雅之堂。但情感教育應是人文教育的基礎，愛

情又是情感教育中最難以倫理道德、理性知識框範的範疇；因此，如何透過課程

設計，構築出愛情的多元面相，形成豐厚的生命向度，是本論文論述的重點。希

藉由相關文本的導讀與討論、作業與活動的設計、延伸閱讀與導讀的引領，真正

落實人文教育「知、情、意」兼融的教育理想；也希冀拓展大學國文通識化、人

本化的教學內涵，進而提升這門基礎學科的教學品質。 

關鍵詞：愛情文學、通識課程、生命教育、人文教育、大學國文 

一、前言 

國文作為大學教育的基礎學科，是所有學生必須修習的共同科目，當檢視現

行國文教育的授課常模、依學生與教師的專業屬性分類時可能發現：受教學生少

數來自於中文相關科系，大多數屬於非中文相關科系，授課教師則多數為獲取中

文相關科系學位的專業教師2。因此大多數擔任國文相關課程的教師，勢必面對多

數非中文專業的學生，因此如何將中文專業知識轉化、讓非中文專業學生能夠理

解，如何讓課程內涵進入學生生命，引領終身學習，進一步發生作用，如何讓國

文教學不只停留在繁瑣的知識與修辭技巧、或專業的記問之學，如何讓多數非中

文相關學系學生領略文學、文化之美，培養批判性、反省性的思考能力，建立獨

                                                
1 本文於 97 年 9 月 29 日收稿，97 年 11 月 4 日審查通過。 
2 目前確實尚有少數學校的國文教師並非來自中文領域的相關科系，也說明重視中文教學的專業  

性與觀念性尚待加強；中文雖然是多數華人的母語，但並非能聽說讀寫的華人都可以教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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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價值體系，皆亟需恢復國文教學的通識化、人文化的特質3。  

因應教育部、各大專院校對通識教育的逐年重視4，大學國文課程或教科書的

選文亦更趨多元，也有許多教師對國文課程的教學法、選文投入研究5，教學重點

也在傳統側重知情意涵養的基礎上，更強化學生在日常生活、未來職場的應用能

力；除此之外，依生命所處境遇或年輕學子關心的議題、職業的特殊需求，國文

分類性教材也日趨多元，如：醫護文選、飲食文選、旅行文選、自然或環保類文

選……6，都是不同於傳統、較新提出的類別。相對於各主題類型選文的蓬勃發展，

更存在於人類生命之內、在不同年齡層、不同時空境遇都可能發生，也可能是生

命最大喜樂與最深痛苦來源的「愛情」課題，雖然寫作的文本眾多，卻未得到相

對的研究重視。本文則希望以「愛情文學」作為課程建構的主題，探討這個看似

自然發生，實際容易牽動生命本身或存在本質的複雜面向，如個體自我：不同的

個性、成長背景、原生家庭、價值觀…，或與社會主流價值的扞格、與存在同時

並存的無常變化…等因素，透過不同文本的閱讀引導，期使學生瞭解愛情課題的

多元面向，進而善於珍重自己與他人的情感，能在情感中成長。 

其次，教育傳統受限於許多制式規定，如：教學目的、教材內容、課程進度、

評量測驗……，具體化、具象化的指標確實有利於教學者的教授與受教者的學習，

但仍多側重知識的傳授與技術的教導，偏向理性能力的培養，但相對於人類本有

                                                
3 筆者曾發表相關論文：〈國文教學的人本化與通識化〉，收在成功大學中文系主編《第二屆國文科

教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萬卷樓，2004 年）、〈談道德教育的實踐──國文教學通識化舉隅〉，

收在《高餐通識教育學刊》創刊號（2004 年）、〈大學國文通識化舉隅──現代文學在生死教育

的應用〉，收在嘉義大學中文系主編《文思與創意──大學國文教學論集》（2008 年）。因此，本

文可以視作在這些論文的基礎上、持續性的研究。 
4 如教育部在 95 學年度之前曾規劃兩階段的「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目前則有「教學卓越計 
畫」、「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也有針對人文學門數位化典藏與創作的「人文數位教學計畫」，

或鼓勵個別通識課程申請的「個別型通識教育計畫」、「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或舉辦全國傑

出通識教師的選拔、通識教師研習營…等，經費與資源的挹注對提升通識教育的品質有莫大助

益；然而經費畢竟有限，計畫也有終止時刻，對多數在通識教育中心擔任國文相關課程的教師而

言，依舊必須回到根本的課程設計與反思，這也是本文撰寫的動機之一。 
5 除了研究性的論文，各校國文除了沿用傳統名稱「國文」外，許多學校改用分類性課程名稱，如：

專書選讀（《史記》、《現代小說》《經子名著選讀》……），或稱「華語文學」（但「華語」的使用

對象多用於外國人士，因此以這個名稱用於本國語文的教學是否事宜？可能尚有爭議）。國文教

科書除傳統以「大學國文文選」為名，採用「文學史」、散文與韻文的概念行選文外，亦有採主

題分類進行選文，如：空中大學的《國文文選》、三民書局出版《文學與人生──文學心靈的生

命地圖》，或如溢出傳統名稱之外，如：淡江大學的《創意寫作與非創意寫作》（台北：里仁，2002），
逢甲大學主編的《大學國文魔法書》（台北：聯經，2007）、《大學國文交響曲》（台北：聯經，2008），
單從課程與用書名稱的改變，益見大學國文教學確實也隨著時代的改變日趨多元化發展。 

6 相關的參考書籍，如焦桐《台灣飲食文選Ⅰ、Ⅱ》（台北：二魚文化，2003），吳明益《台灣自然

寫作選》（台北：二魚文化，2003）、胡錦媛《台灣當代旅行文選》（台北：二魚文化，2004）、焦

桐《台灣醫療文選》（台北：二魚文化，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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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性直觀能力，在教育體系下確實設計不易、成果考核困難。而情感課題從開

始、經營到結束，其間存在許多非邏輯性、思辯性、難以推估與掌控的變數，確

實也是傳統課程設計難以照應的關鍵；因此本文希藉由「愛情文學」的課程設計，

除引領學生理解情感世界的多元課題外，亦藉此稍微照應感性直觀的能力，幫助

學生理解超越邏輯性的邏輯、混亂中可能仍有平衡的秩序、非量化與模糊性的精

準也是人類能力與宇宙秩序的一部份
7。也其藉著愛情文學的課程建構，為大學國

文的教學內涵增加兼顧通識與專業間、中文專業與非中文專業間的平衡8，從課程

議題的本質建立誘發學生學習的興趣、關懷議題的主動性，建立通識化、人本化

的終身學習。 

二、問世間情為何物──愛情文學的概覽與文本建構 

   愛情文學 既是文學母題，從古典文學到現代文學所書寫的文本為數眾多，如

星河般燦美，本節希藉由概覽式的彙整，便利欲以愛情文學建構課程的教師選取

文本。 

＜詩大序＞認為：「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心中情感有所波動而發諸筆端，這

是詩歌創作的源頭，也是所有文學創作的基礎。當個體斷臍、脫離母體，墜落人

間的同時也註定得面對本質的孤獨，愛情成為不同生命重新尋覓原始交融的極

致，因此：「其情之纏綿悱惻，令人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哀，可以樂，則三百篇

及楚騷等皆無不然。」（清‧洪亮吉《江北詩話》卷二），都點出了愛情這個容易

歸類在通俗文學的主題，應值得重視的內涵。 

在文學傳統裡，愛情成為寫作表達的主題甚早，一般研究以大禹時代的＜塗

                                                
7
 對此，東方式的哲學思維較能貼近，如：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第一章）、莊子的「天地有

大美而不言」（〈知北遊〉），或如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禪

宗更提出「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都點出語言文字之外表達的可能與表境的寬廣。當然這部分

的課程設計也僅能進行導引，難以評量或驗收成果；但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若僅著眼於可量

化、考核的成果，也可能揠苗助長。因此，在評量之外，提供學生個體自由成長的課程設計，也

應是質化、量化的評鑑外，允許教學者可以保留的教學內涵。  
8
 如果課程設計僅從施教者角度，課程的內容與要求可以無限上綱，課程能呈現的精彩度當然可

期；但精彩背後的付出必然也產生排擠性問題，包括時間的排擠、其他學習的排擠、不同專業的

排擠，若多一些從受教者的角度考量，課程設計的平衡性則更顯重要。同一主題面對中文專業與

非中文專業需要知識性深淺不同的設計與轉化，非中文專業的學生也各自擁有其本科專業學習，

原就應該花費多數時間在其專業學習，國文教學需面臨如何在較少的時間、學習比重較輕的狀況

下，讓學生體認其不亞於專業的重要性；重視並不能等同於學習時間的增加，或專業難度的加深，

若能引領學生即使完成國文學分後，依舊願意持續學習，應該是國文課程通識化的更重要的設計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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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氏之歌＞：「候人兮猗」，為愛情書寫的濫觴（《呂氏春秋‧音初篇》）；然而大禹

治水仍未有文字信史的記載，應屬口耳相傳後被紀錄的情歌。但被稱為文學總集

的《詩經》、《楚辭》，已蒐錄許多情感熱烈或相思等待的作品，雖然歷代注家也提

出各種微言大義的詮釋，姑且暫時擱置「詩教」或更深的研究意涵，直接閱讀文

字，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經‧周南‧關雎》）、「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詩經‧邶風‧擊鼓》）、「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詩經‧王風‧采葛》），「惟草

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楚辭‧離騷》）、「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楚辭‧九歌‧湘君》），文字表象依舊可以傳達動人的力量，甚至成為文化傳統

裡表達情感的陳辭。《詩經》、《楚辭》表達情感的文學形式，從直接鋪陳的賦法、

藉此喻比的比法、託物起興的興法，到「香草美人」的象徵，都奠定了重要的文

學傳統
9，在愛情的主題上，或熱戀、或相思、或負心決裂……，都提供了豐富的

情詩素材。 

先秦之後，漢樂府如＜上邪＞、＜有所思＞展現民間質樸率真的愛情表達，

＜孔雀東南飛＞以長篇敘事詩的方式，寫出父系社會裡的愛情悲劇，＜古詩十九

首＞在漢末離亂的時代背景下，展現了相愛無法相守的無奈與哀傷；這份哀傷延

續到了曹氏兄弟與建安文人的詩歌創作，以男性作家的身份書寫女性閨怨、愁思

的「代言」形式甚為普遍，如：「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曹丕＜燕

歌行＞）、「願隨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曹植＜七哀＞）；曹植＜洛神賦＞更上

承宋玉＜唐高賦＞、＜神女賦＞，創造了「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凌波微步，

羅襪生塵」絕美的女性形象，卻也是情感無法企及的精神性存在。西晉潘岳的＜

悼亡詩＞，寫對亡妻的深情與思念，也成為愛情文學的主題之一。徐陵《玉台新

詠》是漢魏至南朝梁的詩歌總集，其中有許多作品以情愛為主，甚至是豔情為主

的宮體詩。 

大唐盛世曾建立了政績輝煌、經濟富庶、社會穩定開放的朝代，詩仙李白擅

寫各類題材，＜清平調＞、＜長干行＞、＜秋風詞＞，寫女性的美與溫婉，也寫

相思與閨怨，王昌齡亦擅寫閨怨詩，白居易則有數首宮怨詩，其＜長恨歌＞更是

膾炙人口，元稹的＜遣悲懷＞亦為悼念亡妻之作，「貧賤夫妻百事哀」，也成為情

愛面對現實挑戰寫照的名句。晚唐李商隱、杜牧的詩，溫庭筠、韋莊的詞對情感

                                                
9 詩歌在文學傳統中是許多文人抒發心緒、理想的重要書寫，所謂「詩無達詁」，已點出詩歌意象

的豐富性與多義性。本文乃針對「愛情文學」作為教學應用的文本設計，因此全文所舉的詩例皆

朝貼合愛情主題進行詮釋，至於真正的詩旨或有其他研究意見，因篇幅與主題所限，暫時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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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刻畫，都產生許多經典名句，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李商

隱＜無題＞）、「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同）。除了詩歌外，唐傳奇

是文言短篇小說成熟的階段，其中多篇以愛情作為主題；如：元稹《鶯鶯傳》、白

行簡《李娃傳》、蔣防《霍小玉傳》、陳鴻《長恨歌傳》、李朝威《柳毅傳》……，

不僅歌頌了戀愛的自由，書寫對象還包括社會底層的娼妓，相當程度地顛覆了封

建倫理，更觸碰愛情在本質上的各類型超越，也是明清戲曲本事的重要來源。 

五代雖屬亂世，但來自民間的敦煌曲詞，書寫多半與愛情有關，趙崇祚編選

的《花間集》是最早的詞集，內容也多與愛情有關，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李

煜都是集中重要詞家；李後主早年詞作寫與大周后調情的＜一斛珠＞，或與小周

后偷情的＜菩薩蠻＞，也開展宋代文人以詞這類文體表達私情的風氣。北宋的晏

殊、晏幾道父子，范仲淹、歐陽修、蘇軾都有愛情相關的詞作，柳永、周邦彥、

秦觀尤為本類主題的寫作大家，女詞人李清照早年寫與夫婿分別的相思之情，中

年以後國破、夫死，顛沛流離中的情感書寫更碰觸到生命的本質；南宋精通音律

的姜夔、擅寫家國大愛的辛棄疾、陸遊也都有相關愛情作品。 

元代除了元好問＜摸魚兒＞外，張可久＜塞鴻秋＞、徐再思＜折桂令＞都是

書寫相思之情的散曲；具有完整的故事結構、書寫愛情故事的劇曲更為有名，如：

關漢卿的《拜月亭》、王實甫《西廂記》、白樸《梧桐雨》、馬致遠《漢宮秋》、鄭

光祖《倩女離魂》。明代高明《琵琶記》、《荊釵記》、梁辰魚《浣紗記》、湯顯祖《牡

丹亭》、……，都是與愛情主題相關的戲劇，《金瓶梅》更從食、色的人性自然觀

點來談情愛10。清代吳偉業、朱彝尊、納蘭性德，都有相關詩作與詞作；洪昇《長

生殿》、孔尚任《桃花扇》表面以時代的動亂作為愛情故事的背景，深層則寄遇著

遺民的亡國之痛，蒲松齡《聊齋誌異》則有多篇人鬼相戀的故事，將愛情建構在

超越生死之上，曹雪芹《紅樓夢》不但創造了天上、人間再相見的愛情故事，更

穿插許多描寫深情的詩詞。 

檢視古典文學對愛情主題的敘寫，從形式與內容上大致可以歸納出下列特

點，以作為與現代文學比較或發展檢索的參考： 

1. 寫作形式的特質──在文類的選擇上，古典文學較傾向選擇韻文作為書寫文

                                                
10 在文化傳統的人性觀點多落在善、惡的道德層面進行探討，與儒家強調的成得確實有關；人性自

然，即正視人類與生俱存的本能欲求的觀點，在德行傳統裡較不受重視。因此《金瓶梅》與明代

特殊的時空背景與商業發達後、庶民文化的興起有關，在人性議題的研究上值得重視；本能與慾

望的探討在現代文學裡亦趨普遍，益見《金瓶梅》在特定主題研究性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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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從《詩經》、《楚辭》到各朝各代流行的樂府詩、古體詩、近體詩、詞、曲，

無論是士大夫或民間無名氏的作品，情詩是愛情在古典文學裡的主要呈現方

式；即使是擅長韻文、散文寫作的作家，也習慣選擇詩歌作為表達私情的文體，

這個發展可能與詩歌本身的節奏性、模糊的多義性、直書性靈的特質有關。更

重要的原因可能與愛情屬於私領域、無關家國大事有關，所以即使同屬詩歌，

在不同時代分屬廟堂文學或民間流行時也有不同的選擇，如近體詩到了宋代已

具崇高的文學地位，甚至有「宋詩重說理」之說，因此宋代文人在表達私情時，

多半選擇相對新興的「詞」文體11。 

以故事鋪陳為主的愛情表達，主要呈現在唐傳奇至宋、元、明、清的戲曲、

小說，這個發展還是與通俗大眾的娛樂、流行性有關，所以在這個文本傳統裡

原就不受重視，或許又受到「壯夫不為」的限制，導致部分作品難以考察其作

者的真實身份。從寫作形式、文類選擇在文學史的發展，也可以窺出愛情主題

確實「難登大雅之堂」，研究上可能也相對漠視的實相。 

2. 寫作內容的特質──古典文學在愛情的表現上，詩歌多半直書情感，小說戲曲

的主題則多與情愛的自由、封建倫理的衝突有關，應與傳統社會愛情必以婚姻

作為依歸有關，婚姻又必須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門當戶對成為

愛情選擇的重要關鍵；當世俗價值主導私情的選擇時，個體的自由必然斲喪，

甚至無情愛可言、只保有倫理的完成。 

另外，「歌妓」這個在封建傳統地位卑賤的角色，卻經常成為愛情書寫的

主角，如《李娃傳》、《霍小玉傳》、《趙盼兒風月救風塵》、《海上花列傳》……，

這個現象也可能與在婚姻傳統下，文人的愛情缺乏自由選擇，情愛的心靈寄託

反而與禮教相對寬鬆的市井有關；相對於現代文學的書寫，可以擺脫封建包袱

進行更自由的探索，在題材內容的開展上，現代文學確實超越了古典文學。 

 

隨著專制君權的瓦解，民主社會的多元、開放，無論在書寫的形式或內容上，

現代文學作家都有更自由的發展空間，由「愛情」涉入更深刻的自我解析、人性

幽微、價值選擇、異質超越12……；作家的地位、書寫與發表的場域、讀者閱讀的

                                                
11 陸遊為表達對唐婉深摯的私情，除＜釵頭縫＞為詞作外，更多的是詩作，如＜沈園＞、＜菊枕

＞……，較為特殊；對此可以由陸遊在文體的選擇，透析此份情感在陸遊心中的特殊性。 
12
 此處的異質，主要指涉人類社會慣於區分的界線，如年齡、社會地位、種族、國族、性別……等

牽涉社會習慣的主流價值或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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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都日趨多元，可謂是創作花爛映發的時代，愛情文學可以運用的文本也

豐富而多元。 

也許因為女性在傳統社會較受壓抑，或也因為女性比男性更被允許表達情

感，再加上現代教育機會的均等，社會相對開放讓女性得以在文壇嶄露頭角；因

此，書寫愛情文學的作家也以女性居多。早期如：丁玲、冰心、蕭紅、蘇青、張

愛玲、鍾梅音、琦君、……，台灣經濟起飛後，女性作家更多，如：瓊瑤、李碧

華、嚴歌苓、張曉風、席慕容、鍾玲、李昂、蕭颯、廖輝英、施叔青、蘇偉貞、

朱天心、朱天文、廖玉蕙、陳幸蕙、簡媜、吳淡如、張小虹、朱少麟、鍾怡文、

周芬伶……等。男性作家如：曾昭旭、吳若權、王文華、蔡詩萍，擅寫愛情與婚

姻的經營；蔡智恆、藤井樹則擅長以網路寫作都會愛情故事，繪本作家幾米也有

相關作品；文學大家白先勇、陳映真、馬森、鄭愁予、余光中、蔣勳……或以小

說、或現代詩形式，寫出愛情的不同面相；被稱為第八藝術的電影（紀錄片）更

是新興的立體文本，華人導演侯孝賢、蔡明亮、王家衛、陳凱歌……，都有關於

愛情探討的經典影片
13。在殷美的愛情文學長河裡，汲取的文本確實眾多，但如何

透過文本引發學生深刻的認識與思考？仍賴課程設計的規劃。  

三、眾裡尋他千百度──愛情的多元課題與單元設計 

本文為教學之便，配合課程設計所擬出的文本以華文作家為主，但二十一世

紀已屬全球化世紀，國際視野備受重視，許多華文作家的創作亦深受外國作品影

響，因此也提出一些筆者課堂曾運用過的外國作家文本為輔，以資教學者多元參

考。 

在課程的設計上，以單元教學作為主軸，即以每星期的兩堂課作為一個課題

單元，期透過課題建立相關愛情面相。茲以「愛情」的生發、流變與斷滅過程，

分為十個向度，以作為單元教學的主題與內涵，單元理念與文本參考說明如下14： 

（一）、愛情的地老天荒： 

愛情的迷人、教人生死心許，也許徘徊在許多可解與不可解的朦朧裡，迷濛

                                                
13
 近日被譽為振興國片的《海角七號》，以台灣本土作為背景，但劇情的發展主軸依舊圍繞著愛情

主題。 
14 本節的寫作以作家與單一作品舉例為主，不同於前節以文學史的整體面相或作家介紹，但同一位

作家常有多篇類似主題的創作，但限於論文篇幅，無法一一列舉，僅以作家為相關文本的尋覓線

索。其次，優秀的作品所牽涉的主題與內涵往往複雜，此處的分類亦為教學之便，同一作品可能

有跨類現象，亦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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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產生美感，更可以令人逐步陷入而無法拔；在愛情的世界裡可以激盪人類高

貴的情操──無我、無畏地付出，可以「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柳

永＜鳳棲梧＞）。張愛玲＜愛＞寫出情緣生發的珍貴，《詩經‧邶風》的「死生契

闊」、「與子偕老」、蔣勳詩作＜願＞寫深情的祝禱，白居易＜長恨歌＞的「在天願

做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寫深情可以超越形貌、可以轉化為無情的草木，湯

顯祖《牡丹亭》則寫出深情可以令死者復生（原名「還魂記」），曹雪芹《紅樓夢》

更創造出天上、人間再相見的浪漫愛情，鍾玲《大輪迴》、金庸《神鵰俠侶》都勾

勒出生死與共的愛情。地老天荒的情愛是文學裡亙古的謳歌、戀人永恆的嚮往。 

（二）、愛情的永續經營： 

愛情的萌芽之初，若兩情繾綣，總期盼地老天荒，但畢竟是兩個不同的生命

個體──個性、性別、原生家庭、成長背景、價值觀……，都可能成為情感磨合

過程的重要變數，情感的維繫需要用心經營、共同成長，相關文本如：曾昭旭《曾

昭旭的愛情教室》、吳若權《每段感情，都是幸福的記號》、吳淡如《做個好情人

該懂的事》、王文華《蛋白質女孩》都是以情感經營、或都會愛情特質為主的散文，

張曉風《再生緣》、《步下紅毯之後》、張曼娟《緣起不滅》、蔣勳《寫給 ly's M》

透過個人生命經驗、細膩的觀察與體會寫愛情與人生，錢鍾書《圍城》、廖玉蕙《一

枚戒指》則以小說形式呈現愛情進入婚姻後的種種困局。《詩經‧蒹葭》、李白＜

秋風詞＞、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李商隱＜無題＞、李清照＜一翦梅＞、余光

中＜等你在雨中＞寫深情的等待與相思，洛夫＜愛的辯證＞以現代詩的形式重新

詮釋「尾生抱柱」的傳說，提供了堅守諾言與理性選擇的兩種愛情形式的辯證。 

（三）、愛情與自我： 

  失去自我的愛情恐難以長久或無悔無憾，愛情也提供認識自我、近距離觀照

的機會；因此透過愛情文本的閱讀，進行實際的自我追尋，也是愛情文學可以觸

及的生命面相。如：漢民歌＜上耶＞，寫情感堅貞的誓約，也可以感受主角個性

的剛烈；七等生＜我愛黑眼珠＞是以小說形式表達存在哲學的創作，「黑眼珠」是

妓女的、也是晴子的，也可能是李龍第自己；余德慧《感應之情》以其心理學背

景，透過散文形式切入愛情與自我；朱少麟《傷心咖啡店之歌》，寫失戀、懷疑到

自我與自由的追尋。由於女性在傳統社會較無地位、較受壓抑，因此關於愛情與

女性主義的書寫作品也值得關注；如：李昂《殺夫》、廖輝英《油麻菜籽》、蕭颯

《走過從前》、周芬伶《影子情人》，電影《時時刻刻》更是女性主義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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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慾與人性： 

    「食色，性也」，情感與慾望都是人性本有的現象，教育裡多側重「以理化情」，

對人性裡的慾望、幽暗面較少觸及，「性」在東方社會更是禁忌話題，許多相關研

究亦指出台灣的年輕學子「性行為開放，性教育不足」。愛情文學透過文本情節的

鋪陳，可以引領學生進行許多實境的思考，亦可以作為善巧的教育路徑。如：《紅

樓夢》寫深情（如寶玉與黛玉），也寫在慾望裡的無法自拔（如十二回賈瑞的正照

風月鑒）；《金瓶梅》以明代商業發達的背景寫慾望與感官的刺激，也可作為現代

化生活的思考借鏡；張愛玲《傾城之戀》將情感書寫措置在人性猜忌、時代動盪

間激盪出的微妙變化，她的《怨女》與蕭麗紅《桂花巷》都寫出身貧窮的女性埋

葬了短暫的愛情，換取物質安穩的悲劇；導演蔡明亮更以一系列的電影刻畫現代

人在情、慾間的掙扎與荒涼，如：《愛情萬歲》、《天邊一朵雲》、《黑眼圈》；日本

作家渡邊淳一運用其醫學背景創作許多與愛情有關的小說，其散文集《反常識講

座》對情與慾都有獨到的剖析。 

（五）、愛情的質變： 

愛情路途上，相愛未必能相守；愛情可能因瞭解而褪色，可能因他者出現而

差出歧路，也可能因原生家庭、社會禮教、種族國家……種種因素，使愛情無法

繼續而緣滅。尤其在封建社會裡，愛情走向婚姻需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個人

難有自由愛戀的機會，因此許多古典文學的相關文本，主題也多與此有關；如：

＜孔雀東南飛＞、陸遊詞作＜釵頭鳳＞、詩作＜沈園＞、或短篇小說《韓憑》（干

寶《搜神記》卷十一）、＜杜十娘怒沈百寶箱＞（馮夢龍《警世通言》三十二卷），

其中的悲劇都與封建倫理、階級價值觀扼殺愛情自由有關，《白蛇傳》創造出人、

蛇相戀的故事，但白素貞終仍被代表禮教的法海鎮壓于雷峰塔下，《西廂記》繼承

唐傳奇《會真記》，並將鶯鶯被棄改為喜劇收場。金庸小說裡愛情故事的阻難也常

與封建禮教有關，如：《神雕俠侶》的楊過與小龍女、《倚天屠龍記》的張無忌與

趙敏、《天龍八部》的喬峰與阿朱。張愛玲的＜封鎖＞則創造一段曇花一現的愛情，

隨著封鎖結束、回到現實而迅即幻滅。除了禮教外，愛情更常因第三者出現產生

不同變化，如：＜陌上桑＞、＜節婦吟＞，只是女主角依舊忠於原來的選擇，而

蕭颯《小鎮醫生的愛情》、琦君《橘子紅了》、電影《大紅燈龍高高掛》（原著為蘇

童的《妻妾成群》）、電視劇《人間四月天》，都構築出愛情世界裡的錯綜複雜與質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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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緣滅與新生： 

愛情的美好也許令人刻骨銘心，愛情的甜蜜也許使人黯然銷魂，雖然相愛的

時刻總期盼地久天長，但每一份情緣未必都能白首偕老；即使緣起的怦然心動、

緣續的兩情繾綣，更那堪緣滅時的失落與痛苦、漫漫寂寥？「分手」可以讓人毀

滅，也可以讓人成長，讓人更懂得「情之為物」。但如何面對緣滅？如何尊重不同

的選擇？如何在灰燼中重生？是否可以繼續保有生命曾經共有的美好記憶？甚至

寄予珍貴的祝福？都是情感教育裡的重要課題。關於緣滅的愛情文本眾多，如：

李商隱＜錦瑟＞、敻紅詩作＜水紋＞、鄭愁予詩作＜雨絲＞、＜賦別＞、沈從文

《邊城》、鍾曉陽《停車暫借問》、白先勇＜一把青＞（收在《台北人》）、電影《胭

脂扣》、《阮玲玉》、《偶然與巧合》，《紅樓夢》裡寶玉與黛玉、柳湘蓮與尤三姊

的故事。有情人未能終成眷屬，俗世的角度多視為悲劇，但在眾多「悲劇」裡仍

提供許多深刻的生命思考、成長契機，席慕容＜無怨的青春＞、＜印記＞則從提

升情感的高度看待情感的失落，流行歌＜分手快樂＞（梁靜茹）更被視為可以療

傷的情歌。 

（七）、無告的情絲： 

深情告白可以投向愛戀的思慕者，也可能永藏心底、無緣告白，彷若遊絲般

的情愫依舊可以低迴蕩漾；無告的情絲可能是純純單戀，也可能是生死兩隔、無

法傾訴。相關文本如：席慕容＜一棵開花的樹＞、李昂＜一封未寄的情書＞，都

是熱情燃燒過後凋零的心，但依舊情意綿綿。即使是生死兩隔的絮語，仍然觸動

人心，如：潘岳＜悼亡＞、元稹＜遣悲懷＞、蘇軾＜江城子＞、朱自清散文＜悼

亡婦＞、白先勇＜樹猶如此＞，雖然已是無法傳遞的情絲，單向性的愛情表達仍

織出厚實的錦緞，西班牙電影導演阿莫多瓦的《悄悄告訴她》，則傳達了以生命相

許的單戀故事，亦令人感傷動容。在現實的人生裡，愛情的失落與無法告白可能

產生痛苦，也是一般難以超越的困境；但在文學的世界裡，卻可能得到「美」的

轉化與提升。 

（八）、愛情與性別： 

雖然愛情的世界裡多數是異性相戀，但隨著社會的開放，同志戀情也日漸受

到尊重；性別不應成為區隔愛情的關鍵，在愛情的本質與經營上，同性戀與異性

戀可能無異，但受到社會的主流價值、疾病威脅的影響，同性戀情缺乏法律許可

的婚姻保障，同性戀者被污名化、被歧視的現象仍普遍存在。透過相關文本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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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可以幫助理解，多一份瞭解，少一些誤解，應可增進和諧。如：白先勇《孽

子》被譽為：「將悲情研成金粉的歌劇」（法國書評家雨果‧馬爾桑 Hugo Marsan），

可以視為同志文學的重要先驅，邱妙津《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側重女性同

志的書寫，張小虹《性別越界》則從本質思考性別問題。相關的電影文本表達更

多，如：《夜奔》、《藍宇》、《孤戀花》、《十七歲的天空》、《春光乍洩》、《霸王別姬》、

《刺青》、《斷背山》。「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也出版了許多相關書籍，希望幫

助在黑暗中掙扎的生命找到出口，如《親愛的爸媽，我是同志》、《出櫃停看聽：

同志子女必讀寶典》。 

（九）、私情與大愛： 

情愛永續的過程中，若所處在動亂的時代，許多變數皆非小我所能掌控，尤

其在文化傳統裡，「捨小我就大我」，成為長久傳頌的價值觀；然而在新世紀強調

個人化、獨立化的體系中，私情與大愛也應增添更寬廣的對話與思維空間。相關

文本如：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斑駁血淚都是真實的愛情訣別，戲曲《漢宮秋》、

《長生殿》、《桃花扇》，寫出小我情愛在成全大我下的兩難與悲痛，張愛玲＜色戒

＞、陳映真《山路》的女主角為了大愛犧牲個人的生命或青春，蔡琰＜悲憤詩＞、

舞台劇《暗戀桃花源》都寫出時代動盪下個人情愛的無奈。在傳統禮教裡，私情

與大愛的界線分明，但在文學世界裡，二者的界分其實模糊，正如短篇小說＜色

戒＞裡女主角扮演的間諜，幽微地愛上預定暗殺的對象，這個安排或許可以視為

張愛玲對禮教的顛覆，在顛覆中才能挖掘更深邃人性與人情的真實。 

（十）、日暮裡的愛情： 

愛情不只是年輕人的專利，她的生發可以在青澀稚齡，可以在花樣年華，可

以在懂得哀樂滋味的中年，也可以在垂垂老矣的暮年。拜醫療科技的進步，人類

壽命普遍延長，高齡化時代來臨，許多老人問題逐漸受到重視；年老也許只是肉

身的衰頹，但心靈與情感未必枯竭，尤其失婚或喪偶的老者確實增多，對年輕學

子而言，透過「日暮裡的愛情」單元，也許可以幫助他們理解父母或祖父母、甚

至是自己的未來。相關文本如：黃春明《放生》、馬森《府城的故事》皆有數篇與

老者有關的愛情或婚姻故事；渡邊淳一的小說《失樂園》、自傳性散文《我的感傷

之旅》，電影《推手》、《麥迪遜之橋》、《戀戀三季》亦可參考。「日暮裡的愛情」

也許不是熱情狂野、慾望翻騰，或者更與肉體衰敗的難堪、死亡有關，但在情感

的涓涓細流中，依舊可以捕捉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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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詞中有誓兩心知──單元內容與作業設計 

依據上述十個向度，本節寫作加入配合的單元目標、落實單元與文本間的具

體化，及整體課程的作業設計。每一單元採獨立性設計，但不同單元間實具有相

續性關係，同屬「愛情文學」不同向度的觸發；希望便利以「愛情文學」作為學

期課程或僅為數週課程都能採用的參考。選文與課程安排原則盡量保持多元面

相：涵蓋古典文本、白話文本，包括傳統文類的散文、詩歌、小說，也包括新興

文類，如：電影、戲劇、網路文學（簡訊）、繪本、流行歌詞……，兼融中文專業

與通俗流行，期建立最大殊別相與共相的文本閱讀思考
15。 

（一）基本單元的目標與內容： 

    「基本單元」即以前文所述十個向度作為設計，茲擬出十週的進度、學習目

標與文本，每個單元文本皆循「主要讀本」、「參考讀本」、「延伸閱讀」三部分規

劃。「主要讀本」與「參考讀本」皆編印於講義中，為學生在單元授課前必須先閱

讀的讀本，教師課堂以「主要讀本」為主要授課內容，「參考讀本」則採提契式重

點帶過，並將二者與單元目的進行連結，使學生清楚學習目標。「延伸閱讀」則僅

於講義中列出書目與篇目，並不印出全文，也不作為授課或討論的內容，希望提

供對單元有興趣的學生進一步學習的引導；與單元結束後、教師於教學網站書寫

的「延伸導讀」目的一致，希冀建立學生主動自學的能力與習慣。三者的結合，

期使課程設計更趨縝密，課堂教學與討論更形便利，並能兼顧學生主動自學的能

力、終身學習的目標。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主要讀本 參考讀本 延伸閱讀 

1 
愛情的 

地老天荒 

1.體認情感本質

的尊貴與雋永 

2.感受愛情文學

與生命美善的

激盪 

1.詩經‧邶

風 

2.張愛玲＜

愛＞ 

3.《牡丹亭》

導讀與立

1.蔣勳＜願＞

2.紅樓夢第一

回 

 

1.長恨歌 

2.紅樓夢第三

十三回 

3.金庸《神鵰

俠侶》 

4.青春版戲曲

                                                
15
 古典文本因時代限制，許多愛情書寫與封建制度、禮教傳統的對抗有關；現代文學（廣義）則因

民主化、個人化的開放，整體書寫複雜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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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文本節

選欣賞 

《牡丹亭》

2 
愛情的 

永續經營 

1.認識情感並非

單一存在，而是

多元性的連結 

2.提升溝通與情

感表達的技巧 

3.思索如何轉化

相思之情的方

法 

1.洛夫＜愛

的辯證＞

2.張曉風＜

情塚＞  

3.周芬伶＜

紅唇與領

帶＞ 

1.詩經‧蒹葭 

2.李清照＜一

翦梅＞ 

3.余光中＜等

你在雨中

＞ 

1.吳若權《每

段感情，都

是幸福的

記號》 

2.王文華《蛋

白質女孩》

3.錢鐘書《圍

城》 

3 愛情與自我 

1.認識自我與愛

情間的錯綜 

2.尋找愛情與自

我間的平衡點 

1.＜上邪＞ 

2.七等生

《我愛黑

眼珠》 

1.余德慧《感

應之情》 

2.電影《時時

刻刻》 

1.朱少麟《傷

心咖啡店

之歌》 

2.廖輝英《油

麻菜籽》 

4 
情、慾 

與人性 

1.認識情感與人

性、慾望間的

連結 

2.瞭解提升情感

純粹度、轉化

慾望的可能 

張愛玲＜傾

城之戀＞  

1.張愛玲《金

鎖記》 

2.渡邊淳一

《反常識

講座》 

1.蕭麗紅《桂

花巷》 

2.電影《黑眼

圈》 

3.電影《春去

春又來》 

5 愛情的質變 

1.瞭解愛情與原

生家庭、社會禮

教的可能連結 

2.思考面對情變

的療癒可能 

1.＜節婦吟

＞ 

2.＜韓憑＞ 

3.張愛玲＜

封鎖＞  

1.＜孔雀東南

飛＞ 

2. 陸遊＜沈

園＞ 

1.陸遊＜釵頭

鳳＞ 

2.電影《大紅

燈龍高高

掛》 

6 緣滅與新生 
1.認識情感的發

展存在著緣起

1.敻紅＜水

紋＞ 

1.鄭愁予＜雨

絲＞ 

1.《紅樓夢》

第六十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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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緣滅 

2.學習以更寬容

的心量尊重不

同選擇並疼惜

自己 

2.席慕容＜

無怨的青

春＞  

3.白先勇＜

一把青＞

2.梁靜茹＜分

手快樂＞ 

3.周芬伶＜凝

望男樹的

女樹＞ 

2. 沈從文《邊

城》 

3.黃磊＜等等

等等＞專

輯 

7 無告的情絲 

1.接納無法表達

的表達也是深

情的內涵 

2.學習轉化失落

的情緒 

1.蘇軾＜江

城子＞ 

2.李昂＜一

封未寄的

情書＞ 

1.席慕容＜一

棵開花的

樹＞ 

2.白先勇＜樹

猶如此＞ 

1.朱自清＜悼

亡婦＞ 

2.電影《悄悄

告訴她》 

8 愛情與性別 

1.學習尊重不同

於主流價值的

愛情性別選擇 

2.認識性別跨越

與愛情本質的

聯繫 

1.白先勇

《孽子》導

讀與節錄 

2.蔣勳＜我

們的愛沒

有血緣＞ 

1.張小虹《性

別越界》 

2. 邱妙津《蒙

馬特遺書》 

3.電影《夜奔》

1.電影《霸王

別姬》 

2.電影《春光

乍洩》 

3.《親愛的爸

媽，我是同

志》 

9 私情與大愛 

1.認識超越兩情

繾綣的大愛可

能 

2.體認生命共同

體的內涵 

1.陳映真＜

山路＞ 

2.《桃花扇》

導讀  

1.張愛玲＜色

戒＞ 

2.林覺民＜與

妻訣別書

＞ 

1.電影《色戒》 

2.戲曲《長生

殿》 

10 
日暮裡 

的愛情 

1.理解情感可以

超越年齡的限

制 

2.認識不同年齡

層的情感變化 

1.馬森＜黑

輪‧米血‧

關東煮＞ 

2.黃春明＜

放生＞ 

1.電影《推手》

2.舞台劇《暗

戀桃花源》

1. 渡 邊 淳 一

《 我 的 感

傷之旅》 

2.電影《麥迪

遜之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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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元討論與報告設計舉隅： 

由於國文課程尚須提升學生口語表達能力，因此除以教師主授課外，透過討

論與報告，除了可以加強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外，也可以透過不同觀點的激盪擴

大議題的深度理解。 

1. 單元討論題綱舉隅： 

所列題目除供討論時的方便聚焦外，也希望作為學生預讀時引發思考的參照，

可以彌補課堂時間的不足。茲以張愛玲《傾城之戀》為例，帶領討論組可由下列

題目中選擇 4-5 題進行實際討論（討論時間為一節課 50 分鐘），或自行提出新的題

目，其餘問題可透過教學網站進行後續討論。 

(1.) 你認為張愛玲將范柳原與白流蘇的愛情冠以「傾城之戀」，用意何在？ 

(2.) 你認為范柳原與白流蘇二人的結合是真情？抑或是生命的巧合？ 

(3.) 你如何看待流蘇不顧「倫理」、「道德」，搶了寶絡的相親對象？ 

(4.) 經常奚落流蘇的四奶奶竟也以離婚收場，你對這個角色的言行看法如何？你認

為張愛玲安排這個角色，希望帶出什麼樣的愛情課題？ 

(5.) 本書的經典名句：「（流蘇說）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該完了。炸死了我，你的

故事還長著呢。」這段文字可能反映在愛情世界裡存在什麼樣的問題？ 

(6.) 范柳原說：「我們那時候太忙著談戀愛了，哪裡還有工夫戀愛？」所謂的「談

戀愛」與「戀愛」有何不同？點出了什麼樣的愛情意涵？ 

(7.) 張愛玲筆下的白公館可以視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縮影，從哪些地方可以得到印

證？對這部分的傳統，你認為可能產生什麼樣的婚姻愛情觀？ 

(8.) 本文的哪一段情節或文字最令你印象深刻？為什麼？ 

(9.) 有人認為張愛玲小說可以視為新女性主義的小說，同意嗎？本篇小說的女性具

有什麼樣的特質？ 

(10.) 一般評論認為張愛玲小說的特質是華麗中帶有蒼涼，本文哪些地方或用字讓

你感受到生命的蒼涼？她寫出哪些在愛情裡的人性幽微？ 

 

2. 分組報告主題舉隅： 

    本單元的設計以一般大學學期制為設計基準，即一學期 18 週，扣除期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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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開學第一週的課程介紹，基本單元的 10 週議題，剩下的週數為 5 週；擬出 6

個單元，主要為便利學生的自由選擇，同時也接受在這 6 個主題外，學生希望進

行的主題；為增加學生的自主性，因此參考與延伸讀本盡量僅提供可以作為尋覓

資料的大方向為原則。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參考、延伸讀本 

1 繪本（漫畫）裡

的愛情 

1.捕捉繪本（漫畫）裡的愛情

圖像 

2.提升繪本（漫畫）閱讀的深

度 

1.幾米繪本 

2.《蔡志忠哲學漫畫選》

（愛情、童年、青春、

人生、快樂的哲學） 

2 童話（神話）裡

的愛情 

1.檢視童話（神話）裡形塑的

愛情觀與價值觀 

2.思索自己生命裡「原型」的

影響程度 

1.《令人戰慄的格林童話》 

2.《巫婆一定得死》 

3 電影（戲劇）裡

的愛情 

1.捕捉電影（戲劇）裡的愛情

圖像 

2.深化立體文本的閱讀興趣 

1.王家衛作品 

2.侯孝賢作品 

3.李國修作品 

4 流行歌詞裡的愛

情 

1.捕捉流行歌詞裡的愛情圖

像與價值傳遞 

2.解構流行文化的價值影響 

1.周杰倫作品 

2.王菲作品 

3.梁靜茹作品 

5 網路（簡訊）文

學裡的愛情 

1.捕捉網路（簡訊）裡的愛情

圖像 

2.認識網路（簡訊）文學的特

質與寫作 

1.蔡智恆作品 

2.藤井樹作品 

6 武俠（歷史）小

說裡的愛情 

1.捕捉武俠（歷史）小說裡的

愛情圖像 

2.培養廣泛閱讀的興趣 

1.金庸作品 

2.古龍作品 

3.高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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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設計與教學目標： 

本節的作業設計以書面性的文字表達為主。文字書寫可以幫助個人整理情感

與思緒，可以強化邏輯的縝密性與表達的完整性；若將書寫轉向心靈的探勘，更

可能成為認識自我、療癒自我的方式之一。有不少作家認同「寫作是自我的救贖」

（如陳幸蕙、蔣勳、吳淡如……），關於「敘事治療」的相關研究亦豐16，尤其當

情感陷落時，書寫是相對較平緩、較不具傷害、隨時可以進行的轉化方式。因此

針對「愛情文學」主題所進行的作業設計亦以此為主軸，分為兩類進行： 

1. 以個人或擴延情感經驗作為書寫： 

甜蜜印記的捕捉、無告情絲的自白、失戀情緒的療癒、或周遭親友情愛故

事的感懷……；以隨筆方式書寫，即不預設觀看對象，專注於自我心靈的對話

與感受的探索。由於本類作業高度牽涉個人隱私，因此操作時還必須注意： 

（1）師生必須建立信賴關係──尤其是教師本身的開放度與接納度，必須使學生

安心書寫、表達，否則學生亦多半應付了事，難以進入真正的心靈書寫。 

（2）教師須具備輔導特質與素養──由於心靈寫作可能碰觸個人傷痛，甚至是長

期積累的生命狀況，有時並非一次作業批改即可完成輔導，教師需要花費更

多時間與心力。 

（3）尊重學生個別狀況──信賴關係的建立或心靈碰觸，不同個體所需的時間與

差異往往大不相同，有些學生完全沒有愛戀的對象與經驗、或不願碰觸、或

不願裸裎心情底事，教師仍應給予尊重；因此，本項作業操作同時也必須提

供其他選擇，如：書寫周遭親友的故事（或將自己隱匿於「路人甲」中），

或選擇感觸最深的文本，利用文本的故事寫個人的感受或思考。 

2. 以價值反省作為書寫： 

選擇相關文本，連結社會新聞或周遭相關事件進行反省思考。愛情雖然多

半是個人私情，但在個人主體較不受尊重的東方社會裡，經常與道德、禮教連

結，媒體放送的價值批判更經常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甚至形成不自覺的集體

盲點。透過本作業的書寫，希望幫助學生進一步釐清公、私領域的界分，進而

                                                
16 如：張嘉真、楊廣學《作文與敘事治療》（台北：五南，2006）、娜妲莉‧高柏（Nataile Goldberg）
《心靈寫作──創造你的異想世界》（台北：心靈工坊，2002）、《狂野寫作──進入書寫的心靈

荒原》（台北：心靈工坊，2007），都針對書寫與心靈探勘間的關係進行緊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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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情感與生命的基本尊重。 

五、結論 

翻閱愛情的經典名句，無論是「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元好問＜

摸魚兒＞），抑或是「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歐陽修＜玉樓春＞），

詩人將情愛的重量推擴到宇宙自然，甚至超越生死。但當情愛失落時，造成的痛

苦、焦慮，甚至存在價值的衝擊與否定，又經常形成所謂的「情關」；情感發生困

境，無關年齡大小、學歷高低、社經地位，甚至是道德良窳……，是超越時空、

國族的人類普遍性問題，令人遺憾的社會新聞更屢見不鮮。但若審視現行教育與

課程時，情感教育的貧乏、單一面向，可能更令人遺憾。因此，如何透過兼具知

情意內涵的國文教學、多元的愛情文本，引發學生認識情感的複雜與細膩，思考

愛情無法脫離人性、個性、社會……等因素而單獨存在17，廓清情感的不同變化與

向度，甚至緣滅時的自處與善了，都是本文在設計以「愛情文學」為課程主軸時

希望達成的教學目標。 

    愛情能激盪人類最高貴的情操，也可能使人陷入絕地困境，其中又摻雜許多

主、客觀的變數，相愛未必能常相廝守，即使全心投入情感，也無法保證能享有

一絲的回饋與收穫；愛情課題普遍存在，但又因其特殊的狀態，在教育體制內確

實較難設計或操作，也因此較受忽略。然而教育內容究竟應教給學生什麼？教育

重心應聚焦在哪裡？情感應該是人文教育裡的核心之一，也應該更受到重視。 

本論文僅為拋磚引玉，從愛情文學的主題內涵、文本的彙整與選擇、單元課

程與學習活動的設計，希冀正視愛情文學應該擁有豐厚內涵，可以登大雅之堂，

愛情教育足以引領更深刻的生命教育，協助學生在愛情中成長、在困境中豐厚、

在了悟中提升，或許社會的浮淺可以相對得到改善。也希望藉由愛情文學的課程

設計，協助拓展大學國文通識化的進程，讓這門基礎學科擁有更穩固、值得重視

的基礎。 

六、附錄──延伸導讀舉隅 

    所謂的「延伸導讀」，是希望教學者以文字方式進行書寫，可以彌補課堂時間

                                                
17 如《愛情的正常性混亂》（伊利莎白．貝克－葛恩胥菡（Ulrich Beck．Elisabeth Beck-Gernsheim ）

合著，蘇峰山、魏書娥陳雅馨合譯，台北：立緒，2000），從社會學角度針對愛情與個人自由、

家庭與群體間的衝突進行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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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但大學教師必須兼顧「教學、服務、研究」，工作負擔龐雜，若有多位教

師協同寫作，可能更易達成。茲以筆者張貼於個人教學網站的書寫為參考範例，

期能拋磚引玉。 

驚世的平凡——《傾城之戀》導讀  

《傾城之戀》的作者張愛玲（1921-1995），出身名門貴冑，祖母是李鴻章最疼

愛的女兒，祖父是清末重臣張佩綸，父親是清末遺少，母親在那個文盲仍多的年

代，卻與姑姑一同遊學歐洲。張愛玲小說風格上接紅樓夢，許多台灣現代作家深

受她的影響，是現代小說史上的重要作家。她成名很早，寫作內容多為男女間的

情愛故事，當時被稱為「鴛鴦蝴蝶派」；相較於魯迅以文學從事的社會改革，總覺

得張愛玲的「輕」，也可能平衡掉五四文學的「重」（註），私情與大愛的兼蓄並陳，

更形成文學世界的多元豐富與精彩迷人。 

大學時代，和許多中文系學生一樣自詡為張迷；愛張愛玲通俗卻貼近真實人

生的故事、愛她文字的靈動、描寫譬喻的精妙、愛她華麗中的蒼涼，更愛她對人

性觀察的透徹。尤其是小說鋪陳情節的過程中，突然冷不防的側寫，往往一針見

血；雖有真實的殘酷，但戳破虛偽或不自覺的表象，更有另一種坦蕩的過癮。 

《傾城之戀》以出身沒落名門、卻離婚在家的白流蘇，與出身曖昧（可能是

私生子）、卻正發達的新貴范柳原為主角。流蘇希望嫁給柳原，以改變自己在娘家

困窘受辱的境遇；柳原則希望維持情愛的遊戲現況，增添生活情味卻仍保有單身

的自由。然而一場太平洋戰爭，在被隔絕的孤島香港，飽受毀滅的陰影威脅，兩

人終於定下「死生契闊」的婚姻盟約，誠如張愛玲文末描述：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

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到處都是傳奇，

可不見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胡琴咿咿啞啞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

過去，說不盡的蒼涼故事——不問也罷。 

「傾城之戀」典故原出自漢武帝時樂府官署李延年，寫自己的妹妹有絕世佳

容、傾國傾城之貌，後成為武帝寵妃的李夫人，是段帝王與佳人的偉大戀歌。張

愛玲的「傾城」卻是平凡不過的一對男女，傾國傾城都非他們所能決定，他們也

只能在宿命安排下，進行屬於自己的故事。然而什麼叫傾城？每一段個人的生命

刻痕，都經歷過點滴心頭的真實；每一段銘心的愛戀，都可能經歷內在的成住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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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也許外人看來平凡、不足為道，對個體生命都是傾城。佩服張愛玲創造小說

的精到，她用個體生命的輕，平衡群體生命的重，平衡的過程中更容易發現在這

個文化裡，輕與重可能根本錯置了，群我的重新定位，也許才能產生真正的平衡。 

    張愛玲小說更擅長女性書寫，她對女性幽微心緒的捕捉、傳統給女性的限制

枷鎖、許多女性的自覺與不自覺，在她的筆下都見精彩描繪；表面上張愛玲寫的

是十九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女性，其實更寫出上千年來這個文化裡某種共相的存

在，放諸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還能深切感受到這些女性的共相，真是永恆的文學。

如柳原本預備介紹給流蘇的妹妹、待字閨中的寶絡，因此當相親結束後，流蘇竟

與柳原同進同出時，整個家族對流蘇的唾罵與責難絕不留情；但罵聲最大的四奶

奶（流蘇的嫂嫂），最後也效法流蘇選擇離婚，是個有趣的象徵、張愛玲式的嘲諷。  

  仔細品味張愛玲筆下的白公館，幾乎已成為民族傳統的縮影，維繫日常運作

規則的恐不是實質客觀的法律，卻是主觀的倫理道德要求；然而因為主觀，人人

各自解讀，解讀自己，也解讀他人，倫理道德缺乏內在自省與自主的提升，又與

存在本質的慾望衝突，最後變成關心他人八卦永遠超過關心自己，責難他人過錯

永遠超過面對自己。小說雖為虛擬，但它勾勒出的人性細節與提供的思考空間，

也許是幫助膚淺深化的動力；與其鎮日面對社會的吵嚷浮動，不如回到文字的閱

讀，尋覓一方清靜的安頓吧。 

 

註：十多年前，數位大陸知名作家組成參訪團至高雄師大，座談會中，有人問起

大陸作家對張愛玲的看法；只見他們略顯失措、謙虛地答道：「我不懂張愛

玲」，然後恢復自信、義正辭嚴地說：「我想與魯迅相比，張愛玲當然是不及

的」；對照當時台灣嗜讀張愛玲應遠多過魯迅，這個閱讀評論也是個有趣的兩

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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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仲聯、范伯群主編  中外愛情詩鑑賞辭典  台北  國文天地  1990 

鍾怡雯  因為玫瑰：當代愛情散文選  台北  聯合文學  2006 

鍾玲  生死冤家  台北  洪範  1992 

鍾玲  輪迴  台北  時報  1983 

鍾曉陽  流年  台北  洪範  1986 

鍾曉陽  停車暫借問  台北  1989 

藤井樹  貓空愛情故事  台北  商周  2001 

嚴歌苓  白蛇  台北  九歌  1999 

蘇偉貞  流離  台北  洪範  1990 

蘇偉貞  舊愛  台北  洪範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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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童  妻妾成群  台北  遠流  2003 

Leo Buscaglia 著  徐麗玲、林亞屏譯  愛‧被愛  台北  遠流  1985 

Nataile Goldberg  韓良憶譯 心靈寫作──創造你的異想世界 台北 心靈工房 

2002 

Nataile Goldberg  詹美娟譯 狂野寫作──進入書寫的心靈荒原 台北 心靈工

房 2007 

Sheldon Cashdan 著  李淑珺譯  巫婆一定得死  台北  張老師文化  2004 

Ulrich Beck．Elisabeth Beck-Gernsheim 著  蘇峰山、魏書娥、陳雅馨合譯   台北   

立緒  2000 

「中國情詩文選」網站（點入元智大學「網路展書讀」網站→「古典文學館」→

「古典詩詞館」）網址：http://cls.hs.yzu.edu.tw/love/all/Poem_bestchoice.asp 

 

李玲珠 〈國文教學的人本化與通識化〉 收在成功大學中文系主編《第二屆國文

科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萬卷樓  2004 

李玲珠 〈談道德教育的實踐──國文教學通識化舉隅〉 收在《高餐通識教育學

刊》創刊號  2004 

李玲珠 〈大學國文通識化舉隅──現代文學在生死教育的應用〉 收在嘉義大學

中文系主編《文思與創意──大學國文教學論集》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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