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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我們所認識的琦君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至於她的小說對我們來說是陌

生的，〈橘子紅了〉是琦君難得的小說作品，這篇將近四萬字的中篇小說，

原載於民國76年6月號，第32期的《聯合文學》，但隨著電視劇的改編而聲

名大噪。

〈橘子紅了〉說的是這樣一個故事：老爺在外當官娶了個交際花當二

房，誰知她也像大太太一樣，久婚不孕。大太太遵從老爺的指示，為他尋

覓了一個鄉下女孩，這個買來的女孩的重責大任就是要為他們家傳宗接代，

這事讓家裡接受新式教育的六叔和姪女十分不苟同。在等待老爺回鄉圓房期

間，六叔和三太太之間產生了一段若有似無的情愫。老爺回到城裡不久，三

太太懷孕的喜訊也隨著傳到。二太太親自下鄉，要將三太太帶回城裡，表面

上是要照顧她，實際上是想監控她。三太太嚇壞了，流產了，她對大太太感

到愧疚，最後抑鬱而終。

〈橘子紅了〉是琦君以追敘的方式，以紀念逝世的親人長輩的心情所寫

成的小說，曾被改為廣播劇，今又被改編為電視劇演出，可見相當具有戲劇

張力。

〈橘子紅了〉的敘事觀點是屬於限知觀點裡以第一人稱配角敘事的。

限知觀點，顧名思義是有所限制的，它不像全知觀點那樣的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它必須受限於敘事人的角度。第一人稱的敘事者，是作者化身為

小說中的主角或配角，用第一人稱「我」的形式，親身去演述整個故事的

進行，並參與小說人物的交談、動作和對話。第一人稱的角度所以常用，

是因為它是最容易藉以去講述故事的一種觀點，其特色就是作者已被揉合於

故事中，變成小說人物的一份子，成為推演故事的媒介，除了講述小說裡的

「我」對人物事件的所見所聞外，更可以把「我」本身的思想感受、心理活

動或對主要人物的看法和感覺，直接而細膩的告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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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類以配角作第一人稱「我」敘事的小說，是表現主角的視點和手

段，在這種敘述模式下，作者透過配角這個「我」的觀察和思想去展現有關

主角的故事，而建立起讀者對這個「我」的同體感。而這個「我」只能告訴

讀者他所看到的、所聽到的有關主角的一切種種，雖然使用此種觀點固然有

所限制，但比起其他觀點來，還是僅次於主角敘事較容易引起讀者的親切之

感。

〈橘子紅了〉是琦君就她的年少經驗寫成的小說，琦君化身為故事中

十六歲的秀娟，以她「純真」的眼睛去看主角令他們難懂的世界。

這個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子秀娟，慶幸自己不過和秀芬相差兩歲，但卻有

著天壤之別的命運。她同情秀芬「要跟一個像她父親一般老的男人過一生

世，卻又不能經常在一起，我心中又不由得為她擔起沈重的心事來。也有點

怪大媽，她一廂情願地製造這麼一件古里怪氣的事，安排了一個年輕女孩的

命運，究竟是憐惜她，還是害了她呢？」
1

以下我們便從秀娟的角度來看看〈橘子紅了〉所呈現的意義。

2
小說所呈現的意義

（一）傳統女性的悲情

長久以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錯誤觀念一直深植民心，傳統的女性因

為沒有機會接受教育，思想封閉，沒有自己的想法；她們無法發掘所長，在

沒有一技之長的情況下，當然也無法從事生產，自然經濟就不能自主，一切

都要寄生於男人，出嫁前，父親代表著權威；出嫁後，丈夫成了她的天；丈

1 琦君：《橘子紅了》，臺北：洪範書店，2001年5月，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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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死後，兒子又成了她的寄託，在男系社會權威的控制下，身為從屬地位的

女子是卑賤的。

琦君說秀芬「是好幾個舊時代苦命女孩子的揉合。我狠心地讓她承當了

更多的苦難。」
2

無知的女人其實是最可悲的，小說裡的女人，不論是主張：「女人家

一定要做一個賢妻，成全丈夫。」
3
的大媽；為了保有丈夫而耍手段的交際

花；還是像秀芬一天到晚忙進忙出，伺候大伯的起居飲食，無微不至，因為

大媽要她好好服侍老爺，她說「侍候」兩字，還顯出一副死心塌地的神情。

這三位女性共有一位丈夫，各有各的悲情。

傳統觀念的迷思，讓大媽自認為是自己的肚子不爭氣，沒有資格氣丈夫

討二房。她遵從丈夫的口信，找一個清白的鄉下姑娘，身體要好，早點給他

養個兒子。大媽說：交際花「不會養兒子，再漂亮的花又有甚麼用？」「早

點給他養個兒子，我也安下了心。再說，那個交際花也威風不起來了。」
4

雖然大媽像疼女兒般地疼惜著秀芬，但秀芬不過也只是大媽利用的一個工

具。

女人與女人之間勾心鬥角的戰爭，也是處在兩性不平等的社會中的另一

項悲情。

認命的宿命觀，也是傳統女性的可悲所在，其中還涵蓋了一些迷信的成

分。

十八歲的秀芬，小學沒念畢業就休學了。她娘是填房，爹死了，娘就改

嫁了。娘死後，跟著沒有血緣關係的哥嫂在一起，日子很難過。哥哥嫂嫂甚

麼事都叫她做，還嫌她在家吃閒飯。又嫌她命硬，訂了親，新郎不久得痢疾

死了。這樣的望門寡，連做填房都沒人要，只有做偏房的。大媽打聽了她家

左鄰右舍都說她又勤快又規矩，就叫人去說媒，她哥嫂一聽就願意了，說好

2 同註一，頁106。
3 同註一，頁15。
4 同註一，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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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銀元當禮金，以後兩家就不來往了。

「算命先生說她八字太硬，做新娘一定要從豬欄邊進來，對男家才會吉

利。新娘衣服外面還得罩件黑布衫，跨進豬欄邊門，把黑布衫脫在門外，晦

氣也就攔住在後門外了。」
5
當然從小說的結局來看，這個所謂的化解的方

法，也是沒什麼效果。

在秀娟的眼裡，秀芬「對自己沒有一點期望，只是依順著命運的安排，

無怨無尤。」
6
秀芬並不抱怨老爺的來去匆匆，「他是當差使的人，公事

忙。我哥哥對我講過，凡事都要忍耐。」
7

秀娟的家教先生對秀娟說：「真可惜了，她沒有你命好，可以讀

書。」
8
他指的是秀芬只能做大伯的偏房。秀娟覺得家教先生是個有學問的

人，怎麼也相信命呢？

「當初我肯來你們家，是因為記著娘改嫁時對我講的話，娘說：『女人

家的命就捏在男人手裡，嫁個有良心的男人，命就好，嫁個壞良心的，命就

苦。』我想你們大戶人家的男人總是好的，做小有甚麼要緊？況且一看見你

大媽，我就放心了，我原不知還有個姨太的。」
9

先生常講一些三從四德的故事給秀芬聽，為的就是要她認命，傳統的女

人本該認命嗎？秀娟對於一向自作主張，從城裡回來一共不過半個多月的權

威大伯。在心中提出了質疑：

她到我們家來，就是要給大伯生孩子，不生孩子，大伯不

會再要她，大媽也會不喜歡她了。我心中萌起對她無限的同

情。我與她只差兩歲，但我們的處境完全不一樣，我可以無憂

無慮地讀書、玩樂，在大媽跟前撒嬌。但她得天天像個大人，

5 同註一，頁26。
6 同註一，頁36。
7 同註一，頁67。
8 同註一，頁32。
9 同註一，頁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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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千依百順的婦人，命運都繫在生不生孩子上面。然而她要

的是愛，她已經在愛大伯了，但大伯會愛她嗎？10

女人不但擅長等待，還容易滿足，因為她們的生活範圍狹隘，丈夫便是

其中心與重心。大伯給大媽的信，仍舊是簡簡單單幾句，最後加了「秀芬均

此」四個字，秀芬看了後和大媽看見「賢妻妝次」嘴角笑咪咪是一樣的。

作者在小說中還利用「物件」和「夢兆」做了細節描寫：

大媽到廟裡為秀芬求了一個磁娃娃，秀芬懷孕後，二太太到鄉下說是要

把秀芬帶回城裡，秀芬嚇得逃回娘家，被娘家拒絕，回到家後才發現她帶在

身上的磁娃娃在她跌跤時給砸碎。

有一次，秀芬夢見在一間空空的屋子裡轉，找不到一扇門，好容易看見

一扇邊門，卻又被一枚大釘子釘住，拉不開門閂。廟裡的法師說，門上有枚

釘子是個好兆頭，表示家裡要添丁了。

秀芬流產後，耿耿於懷，覺得對不起太太：「觀世音菩薩給了我娃娃，

我不當心砸掉了。我還記得在廟裡求的夢，那扇厚門上給一枚大釘子釘死

了，明明是個不吉利的夢，老法師還說是添丁呢，現在不是不準了嗎？」
11

這個情節設計，為迷信之說，不攻自破。

家教先生得知秀芬小產生病後表示：「世間事，都不是人的力量能挽救

的，秀芬是個好姑娘，菩薩會保佑她的。萬一有甚麼，也是她前生數定。你

也十六歲了，讀了一些書。世上許多事，看去都是不公平的，但我們也不能

抱怨。這都是佛家說的因果，都是數定的。」
12

而同樣接受新式教育的六叔，在秀芬死後卻對秀娟說，不可相信前生數

定，「命運是靠自己奮鬥的，幸福是要自己爭取的。先生年紀大了，唸經拜

佛，思想古老落伍了。現在是個新的時代，你可不能這樣想法。我不是帶許

10 同註一，頁63.64。
11 同註一，頁85。
12 同註一，頁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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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新書給你看嗎？我認為拜佛是幫你增加自信心和勇氣，不是依靠佛。」
13

小說中的三位太太的悲劇在於她們不自覺地認同了男性中心意識對女性

的價值期待，甚至不曾對於封建包辦婚姻產生質疑，當然也談不上有勇氣提

出反擊，甩脫傳統包袱。

在這裡我們見到了在傳統婚姻角色扮演下，喪失自我的女性，她們受到

傳統觀念的捆束，甘願淪為男性的附庸，為男性的需求去調整自己，充滿了

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不確定感。

儘管一直到五四時期的女性高舉著反傳統、反封建的大旗，其自我意識

逐漸被鼓吹、被喚醒，但是她們仍舊有著共同的普遍重視傳統的時代特性，

宿命地把愛情和婚姻視為生活的重心，可以想見她們在開闢這條女性解放的

道路時，是何等地艱難和狹窄。

（二）女性受教育的必要

秀芬雖然只念到小學四年級就被退學了，但是卻認得不少字，她一直背

著哥哥嫂嫂偷偷看書，有一次不小心被嫂嫂看見了，嫂嫂把書都燒掉了。

老爺知道秀芬會認得一些字很高興，他要秀芬再跟著秀娟讀書寫字，他

說會寄些淺的故事書給她看。男人喜歡有見識的女子，卻又害怕女子有見識

後，就會有主張。

大媽雖然不反對秀娟教秀芬讀書認字，但卻對秀芬說：「說實在的，女

人家少認幾個字也好，像我這樣的，心裡頭清靜，甚麼也不想了。」
14
這話

卻是從另一個角度，肯定了讀書識字的重要性。男人說話沒有女人插嘴的餘

地，因為女人沒有受教育，沒見識。女人一旦接受了教育，有了自我的主見

與看法，首先大亂的一定是她心中的疑惑，她必定要和過去傳統根殖在她心

中已久的傳統約制交戰，心裡頭當然是「不清靜」了。

鴉片戰爭以後，西風東漸，有些人開始意識到中國各方面的落後，與婦

13 同註一，頁101.102。
14 同註一，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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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不受教育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清如在〈論女學〉一文中開頭就說：

「女學興廢，綜其關繫大要，約有五端：一曰體質之強弱，二曰德性之賢

否，三曰家之盛衰，四曰國之存亡，五曰種族之勝敗。」
15
梁啟超先生更是

語重心長地說：「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
16
這兩段話確

實言之有理。女性人口占了全國總人口的半數，怎可等閒看待！

自光緒20年，甲午戰爭之後，才有興辦女子學校的運動；江蘇金一的

《女界鐘》，在光緒29年出版，是一部鼓吹女權與革命的書，書中極力宣傳

女子應受教育及其受教育的重要性。

辛亥革命爆發後，女權運動隨即趁勢展開，而中國女性教育的解放，也

因為該運動的鼓吹與推動，而大見效果。中國女性的生活在此時有了很大的

轉變，而「五四」是一個相當重大的關鍵。

受到「五四」思潮的影響，女作家筆下出現了接受教育洗禮，而正視自

我存在價值意義的女性，在那些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為什麼許多鼓吹應該

重視女子教育的人會認為：「『教育』是解決『女子問題』，達到『婦女

解放』的根本。」
17
冰心在關注女性命運的問題上，直接點出了封建性的根

源，告訴讀者唯有「教育」才是解放女性的途徑。

（三）婚姻當以愛情為基礎

六叔，周平，二十歲，現在是城裡師範學校的學生。以前和秀芬兩人念

同一所小學，秀芬低他兩屆，有一次秀芬在學校後山採山楂果跌下來，跌破

了額角，流了不少血，是六叔看見把她帶回家，還幫她擦藥。秀芬說六叔是

全校學行兼優的好學生，加上他對學弟妹都很和氣，所以大家都很喜歡他。

有一次在橘園裡，六叔給秀芬一個梨，說不要跟她分梨。秀芬對秀娟

15 李又寧、張玉法：《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984─1911）》，臺北：傳記文
學出版社，民國64年10月，頁556。

16 前引書，頁549。
17 喻蓉蓉：《五四時期之中國知識婦女》，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民國76年6月，頁57。



Chapter 1

淺談琦君〈橘子紅了〉所呈現的意義　9

說：我怎麼不難過？我們怎麼能不分離呢？

有一天晚上，大媽對六叔說希望大伯早一點回來和秀芬成親，以免秀芬

心不定，六叔了解大媽的意思，馬上表示以後不會常回鄉下來了。

秀芬夾在老爺和六叔之間，對於愛情她感到疑惑。她對秀娟說：「你大

伯來了，我起初真想逃走。沒想到他待我也那麼和氣，他那滿口的濃茶與香

菸味薰到我臉上，我就作不了主了。躺在他被窩裡，就像躲在一個沒有風、

沒有雨的山洞裡，暖和又安心。但是一到白天，爬出山洞，他就像高高站在

山頂上，看也不看我一眼了。那時，我就會想念六叔。若是跟著他，就完全

不一樣了。他會教我讀書寫字，帶我爬山釣魚下棋。那該多快樂。但我那裡

會有那樣好的命，我的命已經捏在你大伯手裡了。因此我只好一心一意地等

生孩子，等他回來，等孩子長大了過平平安安的日子。那裡想到胎會掉，他

也不再理我了！」
18

秀娟在心中又怨起逍遙在遠方的大伯，「他可曾想到他的冷漠與自私，

給予秀芬精神與肉體上的折磨有多大？他收到我的信後，究竟會不會兼程趕

回？純潔的秀芬，她貢獻了全部的愛，真個抱著一夜夫妻百夜恩的痴情。而

大伯只不過是要她為他生個男孩，回去以後，連一封信都吝惜地不給她寫，

秀芬為這樣一個陌生的薄情人，病到這步田地是值得的嗎？而六叔？明明對

秀芬一見鍾情，卻是相見已晚，單是在橘園裡他對她的注視神情，就可看

得出來。但因彼此礙於身分，不得不強自壓制。我知道秀芬的心情是非常複

雜，也非常迷茫的。她可能自己也分不清愛的是大伯還是六叔，為甚麼她盼

望大伯回來，又那麼希望見到六叔呢？」
19

秀芬迷失在愛情與婚姻的徬徨中，也許正因為不曾談過愛情，所以也就

不明白婚姻的基礎是愛情。

秀娟在生氣大伯之餘，也不免怪大媽。如果她不把秀芬討進來，她可能

會遇到一個心愛的如意郎君，一夫一妻，生兒育女。

18 同註一，頁90.91。
19 同註一，頁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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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岸

秀芬往生後，秀娟在收拾她的東西，發現木箱裡有六叔送給她的一本筆

記本，第一頁上寫著：「給秀芬寫生字，一天認兩個字也好。」第二頁是六

叔用鉛筆畫的自畫像。

清末以後，西方婚姻自由的觀念傳入中國，到了五四時期，知識份子接

受新思潮的激盪與影響，開始對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質疑

並反抗，他們要爭取的是自由的戀愛婚姻。

在當時的女性小說中，我們見到知識女性因為受到新思潮──「戀愛自

由」、「婚姻自主」的影響，越來越多的人反抗不自由的舊式婚姻，退婚、

逃婚或以生命抗議的事例層出不窮，父母代定的專制或買賣式的婚姻，往往

造成無愛的婚姻以及有愛情但不得結婚的痛苦，因此受到嚴重的抨擊。為彌

補舊式婚姻的缺陷，戀愛自由便成為她們追求的目標。當時瑞典女作家愛倫

凱（Ellen Key）所主張的戀愛理論，高唱以戀愛為主的婚姻，影響了中國的

婚姻觀念：「無論怎樣的婚姻，有戀愛的便是有道德，即使經過法律手續的

婚姻，沒有戀愛總是不道德的。」
20

女性的生活與地位受到傳統婚姻制度的束縛，其不幸絕大部分來自婚姻

與家庭。我們要要求所謂的男女平等，就必須改變女性在婚姻生活的不合理

的情況。當時的知識女性有變革自己命運的決心，婚姻自主成為女性解放的

重要課題。

在當時為著經濟利益而結婚的女性還算不少，當然女性依賴男性的傳統

性的社會心理，和女性無法在經濟上獨立，有著直接的關係。

把婚姻當成交易，把自己的幸福寄託在男人的金錢上，這種金錢婚姻，

是會使女性徹底的物化、俗化，而這也一直是中國長期封建社會婚姻的主要

特徵。

在過去有太多因為長輩代訂、政治因素、甚至是利益輸送而結成的夫

妻，這種婚姻一定是痛苦的，作者似乎有意在小說中直接或間接地宣揚志同

道合的愛情的重要性──唯有有著共同語言的終身伴侶，才能在生活與事業

20 同註一，頁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