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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論《笠山農場》之語言寫作藝術 

翁小芬 * 

摘要 

本文針對鍾理和《笠山農場》的語言寫作藝術，分別從語言風格

及寫作特點進行論述。形成風格的語言有意象的語言、細節的語言、

抒情的語言、樸實的語言。語言的特性有準確、生動、優美。其中「生

動」的表現在於運用：飽含情感的語言；具體、形象化的語言；表現

人物、聲調、感情、神態的語言；多種語言。「優美」的表現在於運用

色彩美及聲音美。 

關鍵詞：笠山農場、鍾理和、語言風格、寫作特點、寫作藝術 

語言文字是構成文學作品的要素之一，也是讀者最先接觸的。它可以是

語言的本身，也可以是小說中表現技巧，釀造氣氛，傳達思想，揭露主題的

工具。如果作者駕馭得當，往往就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 

「語言風格」的定義，至今影響較大、較為學術界公認的觀點是「認為

語言風格是語言運用中或言語實踐中各種特點的綜合表現。」1本文探討鍾理

和在《笠山農場》中如何驅使語言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學風格，並說明《笠山

農場》的語言特性。 

一、語言的風格 

鍾理和的作品有他獨特的風格，而語言的是造成語言風格的手段之一。

綜觀《笠山農場》的語言，包含了「意象的」、「抒情的」、「細節的」、「樸實

的」語言等四大類，「意象的語言」和「抒情的語言」是詩的語言、「細節的

語言」是細膩的語言、「樸實的語言」是自然的語言，這些語言使《笠山農場》

的風格在平實中見詩味，在抒情中展現自然之美。 

以下就依不同的語言特色，來表現《笠山農場》的文學風格。  

(一 )意象的語言 

「五四」以後的小說文體起了很大的變化，其與傳統小說主要的不同點

在於表現文風、詞藻、敘述格調等方面，但同時，在結構模式和塑造形象方

面，也有了比較大的變化，如情節的淡化、詩與哲理因素的增強、某些極度

                                                 
* 修平科技大學國文領域助理教授 
1 張德明《語言風格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 年 10 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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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張乃至變形形象的出現等等。 

小說文體之所以改變，主要是新時期的小說家有了一種發自內心的期

許，希望最大限度地發揮小說藝術的敘述功能，並能對外部世界和自身的意

識獲得最佳的語言表現，而這種情勢和要求，就是構成當代精美的小說語言

的一種最重要的前提條件。 2 

所以隨著文體變遷的需要，小說語言不應只是強調功能結構，而必須更

加接近於詩的表現性修辭，其具體的表現就是在小說的新敘述方式中，逐步

減少具象描摹而突出其主觀感受。 

西方以及我國「五四」以來，有許多優秀的作家能在小說語言的表現上

突出自己的主觀感受，鍾理和在閱讀這些作品後也深受影響，使《笠山農場》

的語言能夠構築出一種符號化的意象，讓人在象外之象中，獲得更多的領悟

和想像，使作品實現象徵性的藝術追求。 

《笠山農場》中關於意象的表現手法很多，各有其深淺層次的不同，以

下分作三個層次來進行說明： 

1.第一層次  

第一層次是鍾理和最慣用的「譬喻」，他喜歡將一件事物比擬成另一件事

物，所以在他的語言中，「像」、「彷彿」、「有如」、「似」等字眼層出不窮。   

例如《笠山農場》一開始，描述：「這是一面不很急的斜坡，像刮過的臉

孔一樣，已開墾成一塊乾淨的地面。」 (第一章，頁 1)作者把開墾過的斜坡比

作刮過的臉孔，表現地面的乾淨；隨後，又如：「河裡大石縱橫錯亂，彷彿一

群出了欄門的牛，摩肩擦背，秩序紊然。」 (第二章，頁 33、34)將河裏大石

的傾瀉比喻一群出了欄門的牛勇猛、紊亂；另外，還有：「兩位朋友說來說去，

彷彿一隻老鷹在雲端裡畫圈圈，畫著畫著，既沒有頭緒，也了無結局。」 (第

五章，頁 55)、「蒼鬱的樹木，像是青色帷帳，從河兩岸垂覆到河面。」 (第五

章，頁 55)、「氣根雜駁分生，好像老祖父沒有修飾過的鬍鬚。」 (第五章，頁

56)………等等，不勝枚舉。 

這是「以物比物」，「以實比實」的寫作手法，它往往會將意境局限住，

所以不是成功的表現方法。 

2.第二層次  

鍾理和跳脫第一層次的限制，進入了第二層次「以實比虛」、「以虛比實」

的境界。  

                                                 
2 傅騰霄《小說技巧》，台北，洪葉文化，1996 年 4 月，第七章〈語言--小說的詩情畫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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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笠山農場》的首頁，描述：「藍衫漿洗得清藍整潔，就像年輕女

人的心。」 (第一章，頁 1)將藍衫漿洗過後清藍、整潔的實在感覺，映照到藍

衫裏那顆年輕女人的心，那顆年輕的心是清朗、活跳的；又如：「那滔滔不絕

的水聲，那彷彿流向不可知的另一個世界裡去的洪流，它有如在劫後荒涼的

廢墟上四處徬徨的野獸，在聚群狂吼──向虛寂和毀滅的世界……」 (第十一

章，頁 167)以虛比實，再以實比虛，將水聲比擬成洪流、野獸，由洪流的不

知流向和野獸的徬徨、狂吼，象徵著虛寂和毀滅；以及：「山野籠罩在輕淡的

紫靄中，好像少婦新浴，嬌羞滿面，含情脈脈。」 (第二十一章，頁 277)以實

比虛，將籠罩在雲靄中的山野比擬成少婦的嬌羞。  

3.第三層次 

第三層次是作者在情思起伏時面對事物所產生的感觸，將情物合一而成

最有意境的景象。 

例如：「致平有點不願到農場來。看上去，那層巒疊嶂和一望無際莽莽蒼

蒼的大菅林，似乎就是衝著他的鼻子擺在那裡，使他有喘不過氣來的感覺。

而那有壓倒之勢的永恆的沉默和荒涼的深邃，尤其使他氣餒。」 (第三章，頁

21)由於致平心裡不快樂，所以面對自己所感悟那一份自然界的沉默與深情感

就更具象了。又如：「一陣溫暖的風輕輕吹過，草蟲的狂熱的嘶叫聲撒遍田野。」

(第十五章，頁 205)致平深深傾戀著淑華，當他親近淑華時，血液澎湃，有如

在田野間狂熱嘶叫的草蟲，達到情景合一的境地。 

鍾理和意象語言的表現，足見其強烈的感性色彩，能觀察入微，將生命

中的點滴注入其文學中，使作品具有個人感知的標記。 

(二 )細節的語言 

在情節與情感的相互調和上，鍾理和在《笠山農場》的寫作上，相當重

視細節的鋪陳，不管對人物的性格、語言、行動、肖像、自然環境、社會環

境等等，都能細心去觀察體會，以細節性的文學語言描繪出具體真實的人物

形象和外在環境。 

例如：第四章中，一班泥水匠在外壁上灰，取笑致平說：「梁燕妹你重意

麼？那是頭號的水桶！娶媳婦就得挑這樣的娶。」(頁 26)致平不以為意，因他

從未仔細打量過燕妹，忽然，燕妹迎面而來，他記起泥水匠說的「頭號水桶」

那句話，遂用貪婪好奇的眼光打量著燕妹，他發現燕妹散發著健康煥發的美。

致平游移的視線是這樣的： 

一條優美的曲線，自她的髮髻一直流到腳趾；那是一條軟軟的，但又

繃得緊緊的起伏。然後他的眼睛停留在她的肩部。那是圓圓的，柔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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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骨，它前下邊的胸脯是那樣的豐滿，由這裡不住散發出一股魅人的

力量。 (第四章，頁 27)   

作者仔細描繪燕妹在面對致平視線的濃重壓力下，身體的曲線和變化。

像這類細節性的語言描寫，在《笠山農場》的整部作品中多處可見，可見附

錄四，以下不再論述。 

(三 )抒情的語言 

文學語言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具有抒情性。文學語言抒情性的強與弱，在一

定程度上決定著作品感染力的強與弱。所謂的感染力，指的是感動讀者的力量。 

如何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出情感來，當然就必須靠作者的文學技巧。歸納

來說，增強文學語言抒情性的方法不外乎四種：即情溢言表、情蓄言中、情

隱言外、情融意境四種。所謂情溢言表，就是語言所傳達的思想情感十分鮮

明，彷彿情感直接由字面宣洩而出。情蓄言中則與此外露的情感大異其趣，

而是將情感蘊含存蓄在詞語之中。至於情隱言外，則是作者的旨趣不在字面

上的具體描述中，卻是隱寓在文字之外。而所謂的情融意境就是指用抒情性

的語言，創造一種意境，作品的思想情感正結合於其中。 3 

《笠山農場》的語言充滿著濃厚的抒情性，其語言情感是內歛含蓄的，

隨著不同的人物、情節與場景的更迭，表現出對人、事、景、物的情感，從

而反映客觀現實。由於整部作品具有濃鬱的抒情色彩，所以能夠以情動人，

引起讀者感情上的共鳴。 

《笠山農場》充滿抒情性的語言，可以從文中借景、借事、借物的抒情

方式，以及直接描述人物情感和描繪人物情狀中表現出來；也可以由意象語

言、細節語言和大量的語氣詞烘托出來。其中的意象語言是作者內心的真實

感受，鍾理和善以意象語言來呈現自己的情思，使讀者發揮更大的想像空間，

讓作者與讀者的情感交會於充滿意象的景境當中。細節語言也是一種發抒情

感的方式，《笠山農場》重視細節的鋪陳，使情節發展的節奏趨緩，情節也迂

迴環繞在一個細緻的焦點上，增加了抒情的效果。語氣詞是表達人物情感的

手段，《笠山農場》中人物的對話擅於利用語氣詞來表達情感，其中以哼、啊、

哎喲、啊喲、哎呀、啊呀、唉等感嘆詞最富有濃厚的意味，它可以使人物的

感傷、歡樂、無奈、氣憤等種種情緒，躍然紙上。 

總觀《笠山農場》的抒情方式，多屬內隱的形式，由情蓄言中、情隱言

                                                 
3 李潤新《文學語言概論》，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 年 10 月，頁 22 至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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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情融意境中，表現作者含蓄內歛的情感。 

(四 )樸實的語言 

樸實的語言，就是要求用語質樸實在、大方自然，不要刻意雕琢，矯揉

造作。鍾理和一生愛他的鄉土，愛他的國家，他用真誠的態度生活和創作，

使作品呈現真摯樸實之感，故張良澤曾言：「在鍾理和的作品裡沒有過分的誇

張與矯飾的情感，字裡行間流露出一股樸實醇厚的氣息。」 4 

確實，《笠山農場》中鑲嵌了客語方言、山歌和諺語，突顯客家的地方色

彩，以平實的文學語言將人物的一言一行真實簡單地描繪出來，使作品呈現

出自然、質樸的風格。 

《笠山農場》中雖有觀念性的陳述，但從整部作品來看，作者著重事實

的描寫，平鋪直敘的句子佔了大多數。在這些瑣碎細微的事件描述中，雖也

巧妙地融合譬喻的修辭手法，使事件和人物的感情更形象化，但這些譬喻給

人十分親切、生活化的感覺，例如：「河裡大石縱橫錯亂，彷彿一群出了欄門

的牛，摩肩擦背，秩序紊然。」 (第二章，頁 13、14)、咖啡就「像茼蒿菜」，

或「像黃梔子」 (第三章，頁 19)、「在這裡，如果時間不是沒有前進，便像蝸

牛一般進得非常慢。」 (第三章，頁 23)、「一切都還保留得古色古香，一切都

呈現著表現在中國畫上的靜止，彷彿他們還生活在幾百年前的時代裡，並且今

後還預備照樣往下在過幾百年。」 (第三章、頁 23)、「假使他的手頭積有幾個

錢，那麼這些錢就使他一下子年老幾十歲，好像他已是鬢髮斑白，兒孫繞膝

了。」(第三章，頁 24)等等，這些譬喻都以鄉村生活中的景物作為對象，自然

貼切，將《笠山農場》表現得自然、含蓄而不浮誇，呈現出農村的純樸風格。  

《笠山農場》的語言風格，它運用了意象的語言、細節的語言和抒情的

語言，將整部作品營造出濃厚的抒情效果。並以樸實的語言，平易真實地刻

劃風土人物的淳厚之美。使《笠山農場》帶著悠緩平和的抒情效果，又呈現

出樸實、自然的特色，因此，整部作品是屬於比較自然、含蓄的風格。   

二、語言的特性 

文章語言應該具備準確、生動、優美的特性，它們既是普遍適用的要求，

又側重適用不同文體、內容、風格的文章。《笠山農場》的語言運用也能符合

這些特性，說明於下： 

(一 )準確 

                                                 
4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論〉，《中華日報》，1973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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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就是用正確的語言表達方式確切地表達意思。它包括兩層意思，

一是使用語言表達的方式要正確，二是表達意思要確切。 5 

《笠山農場》能以明確的語言，描述出所要表達的意思和所要刻劃的對

象。例如：第一章(頁 4)中，描寫劉致平和胡捷雲由下庄來巡視農場時，中途

拜訪淑華的姨丈－－黃順祥的經過，首先，作者描述主人黃順祥的住處是「傍

山面河的幾間蓋茅的山寮」；其次，描繪黃順祥的樣貌，說他「四十多歲，看上

去有點傴僂，一對紅沙眼，彷彿從沒有睡過一個好覺，兩片薄嘴唇經常被檳榔

汁染得血一般紅。」；再次，刻劃劉致平進屋時的動作和面容，他一進屋便「揀

靠門的圓木凳坐下，摘了頭上的大甲帽往身邊的大板凳一扔，然後在屁股邊扯

下臉帕揩拭額角上臉上的細汗珠；他的白皙的臉孔也已透紅了。」然後，黃順

祥盡地主之禮，「由斷了嘴的茶壺倒了兩杯濃得發黑的茶遞給兩個青年。」 

這裡指明黃順祥家的地理位置是「傍山面河」的，而且用「茅」草建蓋

而成；黃順祥的年齡約「四十多歲」，雙眼佈滿血絲，有如「紅沙眼」一般，

雙唇很「薄」，由於有嚼檳榔的習慣，所以被檳榔汁染得「血」一般紅；當劉

致平走進黃順祥家時，致平自「靠門處」拿了張「圓木凳」坐下，然後將「頭

上」的「大甲帽」摘下，丟在「大板凳上」，隨後取下「屁股邊」的臉帕，拭

掉「額角上」的「細汗珠」，此刻，他的臉色已由「白晢」變成「透紅」了；

黃順祥見致平和胡捷雲進來，連忙取來「斷了嘴」的茶壺，並遞了「兩杯」「濃

得發黑」的茶給他們。 

運用了準確的詞彙表達出確切的意思，具體指出人物的年齡層，以及事

物的顏色、厚薄、位置、形狀、名稱、數量等等，沒有模稜兩可，含糊其辭，

使所表達的意思清楚鮮明，讓讀者能準確無誤地領會出來。 

(二 )生動 

生動，就是文章的語言生動活潑，它可以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增加文

章的效用，而《笠山農場》的語言，從以下幾方面可以表現出生動的效果： 

1.運用飽含情感的語言 

就是用詞語去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使語言形式和思想內容達到和諧統

一。這在《笠山農場》中可以看得出來，例如：致平對劉少興經營農場的方

法和態度一直不能認同，他憤慨地說：「這是我爸一貫的作風：新事業，老法

子！」 (第一章，頁 5)他的聲氣裡表露著內心不滿的情緒。……「這也是他的

                                                 
5 劉世劍《文章寫作學--基礎理論知識部份》，高雄，麗文文化，1996 年 4 月，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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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風之一：趕！」(第一章，頁 6)劉致平揮揮手，粗暴地說，說完便哈哈大笑。

這裡簡潔而鋒利的對話文字中，表露出致平強烈的批判和壓抑的情緒，直到

最後揮手，粗暴地說乃父的另一個作風時，整個心緒由痛定思痛和絕望中擺

脫出來，說完後大笑幾聲，笑聲中有著釋然般的嘲諷。氣氛的轉折非常快，

將個人的生命價值和衝突寓於語言之中。 

另外，標點符號運用問號和感嘆號；詞語運用語助詞；句式運用反問句

和感嘆句，也能使文章表達出強烈的情感，達到語言動情，自然生動的效果。  

2.運用具體、形象化的語言  

具體、形象化的語言，能夠引起讀者的想像和具體的感受，所表達的內

容也較鮮明生動。例如：《笠山農場》第二十章(頁 270)中描述著，在足足下了

四、五個月的雨後，「山岡、草木、地皮都濕濡而腫脹，像一隻爛蘋果。」此

刻，咖啡長得更高、更茂、更肥、更綠，正旺盛地發育著，它「那生機有如

泉水，一刻也不停地噴發著而不可壓抑，彷彿即可以聽見汁液在樹表皮下面

正明朗的歌唱，暢快的流動。」這情形是令人歡欣而鼓舞的。  

此處運用了立體的語言，將下過了一季雨的山岡、草木和地皮，比作一

隻濕濡而腫脹的爛蘋果，把咖啡旺盛的生命力比作源源不絕的泉水，還用擬

人的方法，將咖啡樹表皮下流動的汁液，寫得暢流快速，像人欣喜若狂地唱

著明朗的歌聲，使景物形更加象鮮明生動。  

3.運用表現人物語言、聲調、感情、神態的語言  

「口語」是表現生動語言的一個重要因素。魯迅對此曾說： 

倘要明白，我以為第一是作者先把識似非識的字放棄，從活人的嘴上，

採取有生命的詞兒，搬到紙上來；也就是學學孩子，只說些自己的確

能懂的話。 (《人生識字糊塗始》)6 

好的口語和敘述語能製造出如臨其境，如見其人的效果，將人物的語言、

聲調、感情和神態表露出來，而《笠山農場》的語言也有這樣的特點。例如：

第四章(頁 34、35)，致平與淑華為了菅草裡的樹枝起爭執的經過是這樣的： 

致平：用手裡的棍子點著菅草堆，責備地說：「你看！你們菅草裡有樹枝。

你們不知道農場叫你們一定要留下小樹木嗎？」  

青年：一個又瘦、又小，眼睛卻很大的青年，他謙遜地搔著後腦袋，一

邊賠著笑說：「嗯，樹枝倒有幾條，都是不小心砍了的，包在菅草

                                                 
6 劉孟宇、諸孝正《寫作大要》，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84 年 10 月，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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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看不清楚嘛。」  

致平：「假使大家都像你們這樣，你想想，農場讓你們伐菅草有什麼益處？」 

淑華：傲然地說：「請你說話客氣點兒，好不好？」 

致平：向淑華注視片刻，然後說：「我想我說的話一點也沒過分。」  

淑華：微怒地說：「你說話就欺人！現在，請你再仔細看看，是不是光是

我們的菅草裡有樹枝？」 

這裡將致平、青年、淑華三人不同的聲調、感情和神態，生動地表現出

來。致平：聲調微揚、不悅、直視對方；青年：聲調平和、謙遜、賠著笑臉；

淑華：聲調高昂、微怒、傲然。給與讀者真實的感受，也使作品更為生動。 

4.運用多種語言  

《笠山農場》運用了白話語、客語、諺語、山歌、童謠和北京語系的兒

化詞語，使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更富于變化，達到生動的效果。 

(三 )優美 

優美是對文章語言更高層次的要求，主要是對語體而言。它要求美化語

言，從而強化整篇文章的美感作用，使之能更有力地吸引讀者，打動讀者。 

文章語言優美，主要有色彩美和聲音美。 7生活本身是豐富多彩、有聲有

色的，也應使用色彩繽紛、韻律動聽的語言去表現它。 

關於《笠山農場》在色彩美和聲音美的語言表現，內容如下： 

1.色彩美  

色彩美，要求通過色彩的描畫，摹寫出事物的真實面貌，把讀者帶入那種

色彩的氛圍中去。如《笠山農場》第一章中的一段描寫：「兩人都穿著藍長衫，

袖管和襟頭同樣安著華麗的彩色闌干：藍衫漿洗得清藍整潔，就像年輕女人的

心。……頭上戴的竹笠，有一頂是安著朱紅色小帶的，卻同樣拖了一條藍色尾

巴……」(頁 1)藍色、朱紅色等各種鮮明的色彩相互映襯，烘托出年輕女子的心

境。又如第二十章中，描繪咖啡葉片上斑點顏色的變化：「它是圓的，淡黃色的。

後來圓形漸漸擴大，不久，就有指頭大小，隨著，顏色也加深了，由開始的淡

黃而深黃，而黃褐，而後則變成深褐，就像被香煙頭燙焦了一塊似的。」 (頁

269)完全圍繞著病變斑點的顏色在打轉，由淡黃－深黃－黃褐－深褐，病變顏

色的變化令人憂心不安，從色彩上表現出沉重、壓迫、恐慌的環境氛圍。  

                                                 
7 劉世劍《文章寫作學--基礎理論知識部份》，高雄，麗文文化，1996 年 4 月，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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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聲音美  

語言的聲音美，指文章語言讀起來音調要和諧，節奏要明快。音調和諧，

就是讀起來要朗朗上口。首先要講求的是節奏明快，也就是要注意句子的長

短搭配，注意句中的停頓，語調的緩急，使長短相間，停頓有節，緩急適宜。

如第四章中，描寫女工們做活的情況：「女工們排成一列，鐮刀此起彼落，叭

喳！叭喳！菅草成把的向一邊倒下來，她們的一著可用兩色分開；青藍和赤

銅色；笠上一律包著藍洋巾；手足都用有一排爪子形的黃銅鈕釦和黑裹腿，

手套，和膠底鞋武裝起來。」(頁 28)和第八章中，饒福全面對磨刀河的茫然：「河

水正不絕地，潺潺地，神秘地低語著，說著些他聽不懂的什麼話。在更遠的地

方，不時揚起男工們那發瘋似的無拘無束的歡叫。」(頁 117)以上兩段描述，交

叉著長句和短句，  表現出女工們工作的幹勁，和饒福全面對遠、近流水的心

思，語句急緩適宜，停頓有節，讀起來能夠朗朗上口，具有音樂的美感。  

對於節奏的進一步要求，則是語言表現的節奏感要與文章的內容、情緒

相契合，使讀者產生和文章內容相一致的心理節奏。如：「等阿康把三條鱸鰻

洗淨、剖開、切好，貴和也把東西借來了：一隻鍋一包鹽，一塊薑，幾隻碗。

另外還帶來一瓶––酒！」 (第八章，頁 113)用了一連串的短句，使動作和物

件一個跟著一個迸出，產生節奏極快的節奏感，將烹煮鱸鰻快速的動作和輕

快愉悅的心緒刻劃出來。  

總結上述，《笠山農場》的語言能符合寫作的要求，運用準確、飽含情感、

具體、形象化、多種語言、色彩美和聲音美的語言，以及能夠表現人物語氣、

聲調、感情和神態的語言，使作品的用語呈現出準確、生動、優美的效果，

這是鍾理和在語言寫作上成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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