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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思的旅程、家鄉的回望：

閱讀張友漁與《再見吧！橄欖樹》

蔡明原 ◎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生

  閱讀張友漁

閱讀張友漁的經驗一直都是很美好的，

也對於她的「下一本書」總是有種莫名的期

待與好奇。因為出版過數十本兒童文學著作

的她，寫作題材涉及的層面十分廣泛。一

直以來對於社會、性別、族群、國族等議題

持續的關注也使得張友漁作品的反思性格相

當強烈，從其早期的作品像是〈誰在橋上寫

字〉、〈我的爸爸是流氓〉、〈尋找阿莉萊〉等

就能看出這種現象。例如〈誰在橋上寫字〉

是透過小孩子童稚的眼光呈現人們在五○年

代那種高壓統治、當說話（思想表達）都成

了一種禁忌的環境之中到底要怎樣安頓自

身、尋求自保。只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成人世界的運作邏輯根本不是小孩子所能想

像的，主角阿稻一直沒能了解他所寫的「中

國不好，共匪很好」這八個字到底是什麼意

思，但到處擾嚷著要再寫字的這個動作竟然

成為了免除責罰的護身符。讓這個充滿追

逐、打鬧場面、看似好玩趣味的故事背後多

了一層嘲諷的意味。此外，〈尋找阿莉萊〉寫

族群融合（漢人和原住民）過程中產生的衝

突情形，以及後來以國族差異為題的《西貢

小子》裡描述越南新娘（新臺灣之子）在異

鄉因為語言、形貌、文化不同而遭受到許多

歧視性眼光的生活現實。或者是《老番王與

小頭目》和後來添加了奇幻元素的「小頭目

優瑪」系列等書的出版，顯示的是作家對於

原住民文化快速流失的擔憂與訴求保育自然

環境的用心。

關於這本《再見吧！橄欖樹》的出版，

若從張友漁一路以來的寫作歷程去觀察，

可以發現其實是有脈絡可循的，就如同序

言所說：

 我必須寫這本書，分享我愛上一棵樹，

有多麼的幸福。

 我必須寫這本書，將我自己以及在溪水

中載浮載沉的妹妹拯救出來！

 我必須寫這本書，將自己從山溝中解放

出來，為夢境尋找出路。

作家揭示了這本書之所以會成就的理由，也

彷彿終於圓滿了長久未竟的想望。這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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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張月春為張友漁的書《尋找阿莉萊》所

寫的序言中就能看出端倪：「〈想家〉這篇故

事，其實是作家自己的故事，那棵橄欖樹，

也印著我的指紋，我也想念老樹下的日子，

只有作家可以用這麼深情的筆，寫出對橄欖

樹的眷戀。」（注 1）〈想家〉這篇作品藉由祖

孫在鄉間和大自然為伍的起居的生動敘述對

比出都市生活的單調，也透過主角「我」傳

達出了「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他說：「我想

起阿公說過的關於土地的故事，土地讓人心

裡踏實，讓生活有了起碼的保障。我彷彿能

明白阿公和土地之間的感情了，耕種雖然辛

苦，雖然不會帶來富裕，卻給人一種安全與

寧靜的幸福。」（注 2）

早期臺灣社會的經濟發展型態是以農業

為主，所以人和土地之間的依存關係是很深

刻的，可以說是生活的根本。只是這樣子的

觀念在現今社會已經出現相當大的差異，或

者說對於土地價值的判斷已經有了質變。譬

如作品提到的栽種作物、收成與被收購來換

取生活的維續是主角的家人對於土地利用的

一貫做法，也是種永續經營理念的發揚。相

較於多以商業、工業開發為主要使用方式的

今天，似乎在提醒我們思考是否有著更友善

對待土地態度的可能。這樣的意念在《再見

吧！橄欖樹》中發揮得更淋漓盡致，我以為

可以試著將〈想家〉一作視為此書寫作的初

衷、想像的原點。

《再見吧！橄欖樹》是透過一棵橄欖樹

的視角帶領讀者認識一群居住在山坡林野間

的人以及萬物的生活。這棵已經生長有八十

年歲月的樹可以和動物、昆蟲鳥禽與草木對

話，並藉此言談細膩、生動地鋪述了自然界

運行的法則，像是颱風過後昆蟲們為了重新

建立、修補家園做的努力：「蟻巢也被風雨打

擊得像一個被炸開的籃球碎片……牠們精神

飽滿的幹起活來，數萬隻螞蟻彷彿訓練有素

的軍隊，自動分成兩支隊伍，一批去覓食，

一批去蒐集樹皮咬成紙漿以便重新搭建蟻

巢」（頁 202）

此外，毛毛蟲大舉入侵後和橄欖樹、小

狗波吉之間對於供給失衡、接近於哲學性質

的討論也非常能發人省思。而橄欖樹和主角

一家人則是培養出了難以割捨的情感，雙方

就如同親人般習慣、熟悉彼此的存在。

本書一開始交代了一家之主多元的身世

與山坡聚落的風土民情。就如篇章名稱〈橄

欖樹大旅店〉所提示的，萬物對於大自然來

說其實只是過客，生命的更迭只是種常態罷

了。因此透過橄欖樹、多元以及六悅等三位

主要敘述者，我想從幾個不同的面向來分析

這本書。

  傳統思維下的女性

多元的老婆阿梅是童養媳，生父母因為

經濟困頓的關係將仍在襁褓中的她送走。對

收養的家庭來說，他們著眼的不僅是可以免

去日後娶媳婦的開支（聘金聘禮），等待女孩

稍長後又會是可供驅使的勞動力。所以當初

識世事的多元被大人們開著你太太如何的玩

笑的時候，他意識到的是這個愛哭的女娃和

自己的關係並不尋常：「同伴們的嘲笑仍然繼

續，童言童語的嘲笑轉換成曖昧的關於愛情

的想像。」（頁 57）多元和阿梅之間的情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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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矛盾，在生活上就像是兄妹的他們在不久

的將來即將成為夫妻，這種看似不可違逆的

結果讓兩人都在想辦法逃避或抗拒。           

為自己在家庭中所受到的待遇感到困

惑，首先是從受教權被剝奪開始的。當阿梅

不停的問阿公自己何時才能和兩位妹妹一樣

背著書包去上學或者是想要學裁縫，得到的

答案總是千篇一律的「以後再說」。這意味

著接受教育或者學習技術背後被認為是具有

某種危險性的，反映出的是「女子無才便是

德」的傳統思維。換句話說，當女性開始讀

書識字、習得技能，她就有了能掙脫束縛獨

立自主的資本和可能。於是在這種情況下阿

梅只能選擇以逃離來面對，只是夜半時分當

她來到了大橋上卻無法跨越它，彷彿「感覺

到有一股強勁的力量」在拉扯著。她懷疑自

己早已經被下咒了，無助之餘怨嘆起生父母

在眾子女裡為何獨獨要送走她？也許飲服符

水是接近絕望情緒下的臆想，因為當阿梅站

在橋頭面臨自由但充滿不確定的未來與沒有

自我卻熟悉、穩定的人生的抉擇時，她只是

順從自出生就已經加諸於己身的安排。

而在兩人陸續生下多名子女後，多元的

雙親因為經濟因素先後要求把阿梅即將出生

的女孩送走，他堅定的反對：「既然生下來，

她就是我張多元的孩子，沒有任何理由讓她

和其他的兄弟姊妹分開，一個人孤孤單單的

在外面，將來誰來照應？」（頁 63）這或許

可以回應書中對於多元個性的描述，讓人感

覺內斂、踏實沒有多餘的情緒的他，對於不

公義、不合理的事情則會以堅毅的態度反

對、反抗（如盤商的剝削）。阿梅的命運終究

沒有再一次的輪迴到親生骨肉身上，性別價

值在傳統思維下截然兩分的狀況在多元這一

代已不復見。

  與自然共生的執著

如前所述，土地是這部作品中一再被強

調與提起的概念。多元一家人以及居住在山

坡附近的鄰居都是與土地緊緊依息著，並且

有著十分深沉的依賴。他們相信只要肯認份

的耕種就能得到相對等的回報，這想法如同

信仰般執著地根植於每一個人的心中。只是

在一次天災過後，這種信念遭遇到了嚴峻的

挑戰：「這些滾進園子裡的土石，撼搖了多

元這幾十年來對土地的信任。以前，颱風來

了無數次，樹枝折了，樹倒了，沒多久斷枝

旁邊的新枝長出來，重新種下的果樹也長得

健健康康，充滿生機，他相信土地和果樹復

原的力量，他只需要耐心的等候。但是，此

刻，多元幾乎絕望了！」（頁 189）

不只是果園損毀，因為溪水暴漲的關係

小女兒七寧在上學途中也差點被沖走。原本

再熟悉不過的土地似乎變得陌生甚至面目可

憎，許多房屋被土石掩埋的鄰人被迫遷至他

處。文中沒有說明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次風災

會帶來如此慘重的災害，但多元和阿梅在喪

氣之餘，開始動手把土石清掉，思考接下來

要栽種什麼作物並期待收成後能為元氣大傷

的家裡帶來希望。即便是要耗費極大的心神

體力來整理家園、甚至不確定是否能回復到

原始的模樣（包含作物收成），搬到平地生活

的想法卻是從來沒有出現在多元或其他人的

腦海中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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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切不斷多元和土地的連結，但接連

而來的債務問題使得多元終於不得不放棄這

塊由父親傳承給他的土地。搬到小鎮上以後

大家對家園的思念有增無減，六悅便時常瞞

著父母親偷偷來探望橄欖樹，即使父親曾經

嚴厲的禁止小孩再回到老家，「他希望孩子們

斬斷對老家的眷戀。」因為六悅和兄妹們很

快就知道小鎮不如想像中好玩，「看看我們

的家吧！冷硬的水泥再貼上冰涼的磁磚」。

對照山坡上多采多姿的一切，再加上如血脈

般的情感連結讓六悅最後明白了為何自己要

一再的回到老家與橄欖樹的身邊：「那是因

為，你最深刻的愛鑿在哪裡，哪裡就烙下你

最深刻的牽掛。」

  鄉土文學書寫的思考

這部小說我認為可以試著將它放在臺

灣文學中的鄉土文學這一條脈絡中去思考。

1970 年代臺灣在政治、外交上出現了騷動

不安的現象，知識分子、作家逐漸將目光移

擺至眼前的這塊土地。如一直以來偏重（偏

愛）西方事物的文化界開始了民歌的採集，

民俗（庶民文化）的推介等工作，文學所關

懷的面向也被重新檢討與辯論（對於現代主

義的反思與鄉土文學論戰）等。如陳芳明所

言：「鄉土文學被定義為一種運動，在於彰顯

它的動態與轉變，不僅活潑地與臺灣社會、

政治互動，也相當生動地與臺灣住民、生

活、語言交互作用。」（注 3）作家們開始注

視這個社會被壓迫的大眾如女性、勞工、農

人們是遭遇了怎樣的不平等對待，也將筆尖

指向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過程中所帶來的種

種問題。

《再見吧！橄欖樹》裡關於作物收成與

銷售之間的描繪，不論是一開始的柳丁或者

是天災過後農會建議種植的李子，我們可以

看到農民認份知足的勞動但往往脫離不了窮

困的事實，關鍵就在於自己的農產品進入市

場之前得承受盤商們的聯合剝削。這樣的場

景在臺灣文學作家宋澤萊的作品中有許多著

墨，以〈打牛湳村〉、〈糶穀日記〉兩篇鄉土

小說為例，處理的便是農民的付出（收成的

瓜菓稻穀）在面臨價值不對等的經銷行為

時，他們將以甚麼樣的態度去面對。〈打牛湳

村〉裡的貴仔認為自己在思想上是高於其他

愚昧的鄉民，所以當他的價值觀（瓜菓的價

錢）和商人、瓜仔販的認定有所出入時兩者

便會產生衝突。但抵抗的行為並無法動搖緊

密相連的剝削結構（商販們），能量在經過一

次又一次的抵銷後，貴仔終究屈就到沙仔埔

（更為鄉下的地方）低價販賣他的瓜菓。而

一直把貴仔當笑話看的鄉民們的消極態度，

則是讓這不公義的一切變成是輕鬆平常的事

件。〈糶穀日記〉裡收購稻穀的糧商嗅聞得到

政府的農業政策，因此打牛湳村的農民們收

成的稻穀價格總是被壓的很低廉。即便是政

府官員的到臨座談希望可以解決水患造成的

稻穀歉收問題，但其推諉的處事態度讓問題

答案似乎永無浮現的一天。

而在張友漁的小說裡盤商貪財圖利的面

目是很鮮明的，在柳丁產收的季節多元和阿

梅其實相當厭惡和批發商阿昌合作，因為他

們不喜歡自己辛苦的成果被貶損的一文不值

只是為了壓低價格。於是兩人「決定不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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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批發商之後，心裡確實舒坦了許多。」拿到

市場販賣的柳丁也的確受到大家的喜愛。擺

脫了盤商的控制與操作後不僅在經濟上獲得

了成就，心理的反應也相當正面。不過天災

後多元接受農會建議栽種李子樹，最後卻得

到滯銷的結果，因為鄰近的農戶們都有志一

同的種起了李子。多元起初還抱著希望到處

詢問是否有更好的價格，但「很顯然的，整

個李子市場已經落在少數幾個販仔手上，價

錢被全面操控了。」（頁 283）阿梅也無法像

上次一樣拿到市場販賣，因為李子早已熟透

而家裡又遭逢事故急需用錢，只得無奈地接

受販商開出的收購價。小說裡提到一句話：

「他們這麼信任土地，土地卻辜負了他們。」

土地到底有沒有辜負任何人？我認為作家想

說的是：這個社會得重新思考對待土地與農

民的方式。如果真正能夠站在農民的立場去

想像生活的維續、土地的使用等切身相關的

問題，例如小說裡在栽種事務上備受信賴、

給出許多植栽建議但在作物滯銷後卻又不積

極作為的農會，便不會只是一味地滿足了既

得利益者不合理的奪取。

宋澤萊、張友漁對於土地剝削議題已經

涉及到了經濟層面；小說裡鄉村（邊陲）的

產業模式是固定的（農業：瓜菓、稻穀），

但其勞動效益（附加價值）卻是得由城市

／小鎮（商販）來決定，相對的位置關係

（本質是剝削的）已經被確立並且日乎很難

被打破。

  結　語

六悅對橄欖樹的感情令人動容，她一

次又一次的回望並四處探問移植樹木的可

能，像是一再的確認自己對家鄉的感情可以

堅定到何種地步。橄欖樹接受到了她真摯的

對待，「有一種不確定是什麼的東西在風的

拂動下變濃。我是怎麼了？怎麼六悅才剛剛

離開，我就開始期待她的歸來？」如同本文

一開始所說的，作家想要跟大家分享愛上一

棵樹的幸福，而每一次的回歸、每一次的想

念都是一趟尋思的旅程。到最後我們會發現

那不只是單純的找尋橄欖樹、思考任何可以

接近它的可能，更是種對待土地最本真的姿

態，因為那是家鄉的所在，也是生命起始的

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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