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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青少年小說巡禮第十回
《媽祖回娘家》

壹、前言

多元的民間信仰為臺灣的重要特色。而這些民間信仰不僅深切的影響了廣大信眾的價值觀

與生活型態，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祭祀活動，更廣泛而全面的影響所有臺灣人民的生活，涵蓋了

文學、藝術、娛樂與觀光等諸多面向。

本回將進行討論的《媽祖回娘家》，即以媽祖廟進香活動為題材。該作品曾獲得第九屆九

歌現代少兒文學獎首獎（2000年）、2002年小太陽獎最佳文字創作獎與文學語文類獎，與多項

優良讀物推薦，備受肯定。媽祖信仰，對臺灣人民來說，無論是信眾與否，皆耳熟能詳；在青

少年小說中，它會以什麼風貌，被運用、轉化與呈現呢？接下來，便為各位讀者進行討論評析。

貳、作品概要

《媽祖回娘家》，出版於 2001年 7月，作者為鄭宗弦。故事內容主要描述小學生阿源為了

完成春假作業，陪同阿嬤參加媽祖廟的進香活動。在這趟宗教活動中，阿源深刻體驗到信徒們

的虔誠、對活動的投入與相互扶持的溫情。而阿源更意外發現阿嬤此行，隱藏著另一個私密的

目的。隨著旅程的推進，阿嬤過往的人生不斷揭露，阿源才知悉阿嬤養女的身分，這一趟進香

之旅，同時也是她尋找原生家庭的尋根之旅。

叁、文本分析

一、敘事觀點：兒童之眼

故事以主角──小學生阿源的第一人稱觀點進行敘事。透過阿源的眼睛與敘述，除了展現

參與進香活動的見聞，也側寫書中最重要的角色──阿嬤。

阿源的兒童身分，與受祖父母隔代教養的經驗，賦予阿源在故事中扮演重要觀察者絕佳的

條件與位置，是最具關鍵性的安排。阿源在小學前的童年，都與農村的阿公阿嬤共渡，感情十

分親近，因此在阿公過世，阿源和阿嬤回到都市與父母同住後，他較其他家族成員更能夠站在

阿嬤的立場來體察其苦處，為阿嬤發聲。

如阿源這樣看似弱勢，無力干預成人的兒童角色，他們靜靜聆聽，悄悄觀看，在心中產生

的矛盾、困惑與憤怒，反而在文學作品中，形成隱微卻有力的批判。

少兒文學工作者│王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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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敘事結構：進香活動與阿嬤的人生

故事的第一條敘事線，也是表層的主要事件，為阿源陪同阿嬤參與進香的旅程；第二條敘

事線，則是阿嬤鮮為人知的人生。在主軸線的進香活動下，隱藏著伏筆，即是阿嬤此行的另一

目的──尋找自己的原生家庭。在進香團不斷前進的過程中，透過阿嬤與其他進香團成員對話，

加上阿源的記憶，阿嬤過往的人生不斷浮出檯面，她的秘密也逐漸明朗。原本平緩的劇情，到

了後半，隨著阿嬤莫名失蹤，變得緊湊起來。到了故事結尾，進香的旅程走至終點，阿嬤的人

生最大的缺憾和傷痛也得到了補償，兩條敘事線合而為一，畫下一個完滿的句點，全書結構編

排嚴密，展現了作者純熟嚴密的敘事技巧。

三、主題一：使命――宗教文化的紀錄傳承

宗教題材在青少年小說中少見，更難能可貴的是能夠細膩入微，生動呈現其文化，而非以

「宣教」為目的。《媽祖回娘家》一書，詳實生動的記錄了迎媽祖活動的諸多細節；溫馨自然

的故事情節，更讓讀者對這個臺灣宗教盛事能有貼近的了解，諸如活動中的儀式、信徒間的互

動扶持、以及過程中所必須承受的肉體煎熬，與精神上的磨練，都十分令讀者感同身受。透過

阿源第一人稱觀點生動的細膩敘述，增加了臨場感，引領讀者貼近「進香」活動有更深入的認

識。除此之外，我們更可以感受到作者本身對這些宗教文化，有著濃厚的情感與理解。

宗教信仰中，神蹟傳說是最令人感到神奇、敬畏，並且能夠凝聚信徒信念與向心力的重要

元素。而目睹神蹟或甚至親身體驗神蹟，則是更加撼動當事者心靈的經驗。

《媽祖回娘家》中，安排了三段阿源親身體驗的「神蹟」，一是阿嬤為兒子媳婦許的願，

全都實現；二是親眼見證原本昏迷不醒，差點成為植物人的阿公，在阿嬤向媽祖婆的祈求後，

突然得到新藥物的協助，而甦醒過來；三則是阿嬤在進香過程中找到了自己原生家庭的親戚。

無論讀者認為是穿鑿附會，還是認同神蹟，這些描寫都增添了宗教所帶來的神秘趣味，不慍不

火，恰到好處。而讀者應該都能認同，這個故事所隱含的啟示是：心存正向良善，並且凡事感恩，

便處處有神蹟。

四、主題二：婆媳問題――反映時代現象

《媽祖回娘家》除了紀錄媽祖文化，更紀錄、反映了當時臺灣社會的諸多現象：雙薪家庭、

隔代教養、人情澆薄、健康概念、老人問題、婆媳問題等，富有強烈的寫實色彩。

為了呈現「現代問題」，故事設定阿源是標準都市中產階級家庭兒童的代表：雙薪父母事

業有成，父親是大學心理系教授，母親則是會計師。這樣的背景設定，讓現代和過去、都市和

鄉村的探討有了一個討論的基準點。而當身為傳統農村婦女的阿嬤帶著阿源來到都市，與兒媳

同住發生的婆媳衝突，則是呈現其他諸多問題的主要切入點；阿源家婆媳問題的產生，不只存

在於女性地位的轉變，更存在在兩性權力結構與家庭結構上的轉變。

從作品中對阿源家族的社經地位設定來看，阿嬤可說是栽培子女相當成功。原本應是苦盡



  

2727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民國 104 年 5 月號第 197 期

臺灣青少年小說巡禮第十回：《媽祖回娘家》

甘來的阿嬤，到了都市生活，卻成為「擾亂」兒媳生活的外來者，更得要面對無所適從的陌生

環境，承受著多重生活衝擊與親情間衝突，未能擁有真正快樂的晚年生活。極受舊時傳統價值

約束的阿嬤的認命付出、壓抑忍受，從現代的觀點來看，無異於甘受壓迫，缺乏自我。然而，

服膺這樣的生命價值與實踐，卻也是阿嬤心中的自豪與成就。傳統農村婦女的阿嬤，逆來順受、

為家庭犧牲自我的特質，與阿源受過高等教育、高社經地位母親的犀利、有主見且敢於表達，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也加劇了婆媳之間、婆婆與兒子之間的三角衝突。另一方面，相對於阿源

母親的強勢，父親對妻子的順從在阿源的眼中就成了「軟弱」。書中阿源母親對先生說出的：「拜

託，先生，她是你老母耶 ! 一家人 ?」（頁 75）最為真實有力的點出了傳統與現代女性在兩性

及家庭權力與關係上的變化。

肆、思考延伸

一、續談鄉土與現代

童年的鄉土經驗、被透過各種形式再現與建構諸鄉土美好，形構了一種對「現代」進行批

判的基準，使得未曾有過鄉土生活經驗者，亦會對鄉土懷抱烏托邦式的情懷。對應於「鄉土」

所隱涵的溫厚人情，那麼都市代表的現代化，則是象徵了冷漠。

然而，從時間軸度來看，「傳統」和「現代」並非截然兩分的兩個極端，而是一個不斷過

渡的連續過程。《媽祖回娘家》中，沒有表達對農村田園生活的懷念與嚮往，卻客觀的呈現了

過去社會結構下常民生活的困苦與女性的悲哀，但我們卻能夠感受到阿嬤所象徵的鄉土，仍對

她所身處的「現代／都市」產生了批判性的映照作用。從故事的結構上來看，作者由過去與現

在、鄉村與都市、傳統與現代三個軸度，勾劃出奶奶在臺灣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變遷中的人生

變貌，同時也透過阿源之眼，批判都市的現代生活與價值，充滿了功利、冰冷與自我。相對於

象徵現代價值的都市生活，作品中仍散發對過去純厚人情風土的嚮往。不過，阿源父母認為「迷

信」的進香活動中，卻讓阿源得以體驗既往豐厚的人情溫暖，暗示了過去鄉土的寶貴特質，正

是透過這樣的傳統信仰而得以續存。

二、反讀文本

（一）再探題材與敘事手法

阿源的進香紀錄，主要敘事為阿源進香旅程的「見聞體驗」，並未有太多的曲折起伏。主

觀記錄進香活動，同時側寫阿嬤人生，透過一個小學生親身參與宗教活動並詳細記錄，成了一

種「紀錄片」式的觀點。在電影藝術中，有所謂「公路電影」的類屬。這類影片中，主人公藉

由一條公路展開遠行，在旅程中渡過各種困難，最後獲得了一次成長與啟蒙（當然也有些以負

面結局收場，但主人公的內在變化為重點）。《媽祖回娘家》的主角阿源的旅程，本身並無明

晰的心理成長動態，加深了一種間接觀察的距離感與靜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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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思考的是，「資料引用」與「資料解說」的呈現方式，是以文化、歷史為題材的小說

最容易採用的表現方式。書中不少以阿源在網路上查到的資料形式，以及阿源與長輩的「問與

答」形式來呈現的篇幅、固然具有易於向讀者詳細介紹媽祖與進香文化的優點，但這樣的呈現

方式，難免給讀者一種較為平面、知識傳達目的性的感受。文中可見的例子包括了媽祖的生平

與嘉義新港鄉特色（頁 41），又如「報馬仔」的介紹（頁 84）、「媽祖的由來」（頁 96-97）等。

此外，書中對於阿嬤等傳統女性生活的描述，包括過往女性的生活情貌與婚姻生活、婆媳

問題與老人生活，大量依賴阿嬤與阿婆兩位年長女性的對話來建構，仍是一種間接式的表達，

也使得主角阿源所進行的遊記／觀察紀錄的調性突出，小說中透過角色的實際行動營造出劇情

張力的敘事的特色被略為弱化了。

（二）反思主流文化的本位主義

2000年臺灣政黨輪替後，本土意識型態抬頭，成為政治論述的主流。在本土性政策的支持

下，以臺灣本土族群文化（尤其是閩南族群文化）為題材的作品尤其受到青睞，無論在數量上、

品質上也都有了較以往更為蓬勃的開展。

信仰題材的出現或受青睞，多少與文藝政策的風尚有關。《媽祖回娘家》除了出色的技巧、

緊密的結構與優美的文字外，在題材上也符合當時的本土文藝政策潮流轉向，頗具有註記臺灣

社會轉變的時代意義。

文學類型與題材，的確會因文藝政策而有不同的流行，產生意識形態上的主流。然而，「多

元文化」是臺灣珍貴的資產，多樣化的信仰，也同樣包含在這多元文化中。無論創作者和讀者，

都應當更加留意，在主流文化的強勢下，作品是否因迎合主流而使得呈現的題材面向趨向單一

化？非主流的文化，是否在主流價值下被忽略、邊緣化，甚至「消音」了？面對主流價值，作

家們能否保持客觀，省思並超越主流價值的誘惑或限制？

（三）思考更多可能性

以下，提出幾個有趣的假設，供讀者一同來思考。想想看，若有了下列的改變，故事可能

會有甚麼不同的結果／效果呢？

1.若阿源不是由祖父母隔代教養，與祖母不甚親近呢？

2.若阿源與祖父母不是住在鄉村，而是住在都市呢？

3.若阿源原本對整個進香活動原本便是興趣缺缺，甚至是反感呢？

伍、結語

《媽祖回娘家》阿嬤在進香過程中找到自己原生家庭親戚的過程，具有高度的巧合，除了

營造出不可思議的媽祖顯靈氛圍，也使作品饒富一種鄉土連續劇式的趣味；加上其中呈現了許

多貼近現實生活的家庭問題，《媽祖回娘家》應是一部不論讀者性別，隨著年紀增長，生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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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累積，產生更多體會的作品。

有別於不少宗教題材小說總難免具有對讀者宣揚教義、與增進神明與宗教領袖崇敬的目的

性，《媽祖回娘家》採用文化側寫的角度，以一個老婦人早年歷經滄桑，晚年衝突壓抑的人生

來呈現媽祖信仰予人的支撐力量，也隱含了神明對人民看似幽微，卻又無所不在的庇祐關愛，

避開了宗教小說的宣教目的，自然呈現了媽祖文化的豐富與動人。在這個三太子可以跳電音舞

曲、八家將陣式可以成為競賽、利用網路便能虛擬參拜、捐香油錢、點光明燈的時代，說明了

近年來，臺灣的宗教文化，正產生從嚴肅到通俗的質變。這質變並非動搖了神明在人們心中的

地位，而是軟化了神明與人之間的關係。神明與人的距離更為拉近，原本多在天上遙遠關照人

間的神明們，轉化為常在你我身旁的好鄰居，共享生活的空間，神與人的關係，較以往更加柔

軟而親密。且讓我們期待，在這樣的轉變下，以宗教題材的青少年小說，能有更具鮮活創意的

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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