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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冊第三課〈母親的教誨〉補充講義   (改編自崇林國中洪玫玉老師) 

 

 

問題一、認識胡適。閱讀課本 p.30-31 與資料一。 

【基礎題】 

(一)胡適畢生提倡哪三個重要的理念？(課本作者欄) 

 

(二)胡適，字適之，說明其字有何由來？有何期許？ (資料一)  

【進階題】 

(三)鐵花路是紀念誰？在什麼地方？(資料一) 

(四)說明胡適母親在家中的地位與辛勞。胡適認為最可惡下流的事情是什麼？ (資料一) 

 

 

 

 

 

 

 

 

 

 

 

 

 

 

 

 

 

 

 

 

 

 

 

 

 

問題二、認識五四運動。閱讀資料二。 

【基礎題】 

(一)白話文運動的先驅是誰？ 

 

(二)「德先生」和「賽先生」分別指什麼？ 

 

(三) 中國第一本新詩集是哪本書？ 書名的意涵為何？ 

 

【進階題】 

(四) 欣賞胡適的新詩，選一首，說明這一首詩符合他自己 

    提出的文學主張的哪一點(或多點)？你最喜歡哪個句子？  

 

 

 

 

 

 

 

 

 

 

 

 

 

 

 

 

 

 

 

 

 

 

 

 

 

資料一 

1.胡適的字 

胡適十四歲到上海就學，他在學堂的名字是胡洪騂(ㄒㄧㄥ，赤紅色的牛或馬，古代結盟的祭

品)，此時他開始接觸英文、數學，思想進入一個新的領域，深受生物學家赫胥黎天演論(生物為

了適應環境而不斷演化，例如魚為了在水中呼吸就演化出鰓)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理論的影響(物

種互相競爭，適合環境的才能生存下去，不適合的被大自然淘汰)，因此以「適之」為字（胡適二哥

字紹之，三哥字振之）。 

2. 胡適的父母 

胡適母親姓馮，名順弟，小丈夫三十歲的她，十七歲時嫁給胡適的父親胡傳做填房（前兩

任太太死了再娶）。胡傳，字鐵花，為人剛毅正直，能使「八都的鴉片煙館和賭場都關了門」。

然而正直的他為官不容於當道，被貶(ㄅㄧㄢˇ)官至臺灣，又從臺南貶到臺東任「代理」知州，

剛出生不久的胡適就這樣跟著在臺東住了一年餘。乙未年(甲午戰爭將臺灣割給日本，日軍進入臺灣，

各地起兵抵抗日軍)胡適跟媽媽回故鄉，胡適的父親仍留守臺東，後病死於廈門，胡適只有三歲。

現在臺東縣政府為了紀念胡適的父親胡傳，特別在鯉魚山麓建了一座紀念碑，並且把在臺東火

車站前的光復路更名為鐵花路。 

3.胡適的母親 

胡適的母親十七歲嫁入胡家，比前幾任太太生的小孩還年輕(胡適的大姐比胡母大七歲，胡

適的大哥比胡母大兩歲)二十三歲成了寡婦後，無人依靠，日子過得十分困難、痛苦。 

當時全家的生計全靠胡適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因此胡適母親即使買一塊豆腐都要記帳。

胡適大哥從小就是敗家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花光，見了香爐就拿出去賣，撈著錫茶

壺就拿出去押，到處欠下煙債毒債。每年除夕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胡家大

廳上不肯離去。胡母只好到處籌錢還還。 

胡適的二嫂是個不懂事的人，妯娌間常常鬧意見，並遷怒於他母親。胡適曾回憶說：「二嫂

生氣時，臉色變青。我起初不懂，後來也漸漸懂得看別人的臉色了。這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

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馮氏對胡適的期望甚大，即便家中經濟已大不如前，但當她知道鄰居有一套胡適求之不得

的圖書集成時，趁其降價，借貸買來給他。為了資助兒子讀書，馮氏不惜典當自己的首飾，甚

至當她罹患重症時，不僅不准家人告訴在美國留學的胡適，還囑咐家人，倘若自己一病不起，

仍要請人按月寫信給他，裝出自己還活著的樣子，不能讓他因此中斷學業。胡適學成歸國後，

便在北京大學任教，可惜辛勞一生的馮氏還未享清福，就撒手人寰了。徒留胡適「生未能養，

病未能侍，畢世勤勞未能絲毫分任，生死永訣乃亦未能一面」的遺憾。 

資料二 

一、白話文學的先驅 

    胡適於民國七年四月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主張「國語的

文學，文學的國語」，為倡導白話文之先驅。 

二、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起因於政治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政府允

許日本在山東擁有許多不平等的權益(例如鐵路與海關歸日本人

管理，日本駐軍於青島，形同佔領山東)，於是學生們上街遊行

抗議，喊出「外爭強權（對抗列強侵權），內除國賊（懲除媚日

官員）」、「拒絕合約簽字」等口號，各大學停課響應，軍警開始

鎮壓，逮捕學生。隨著遭逮捕的學生越多，各地的日商工廠、印

書館、鐵路工人紛紛停工響應學生，政府迫於局勢，終於沒有簽

訂此不平等條約。 

    在學術上，知識分子高舉民主、科學、人權、自由等大旗。

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

代表人物是胡適和陳獨秀。 

    胡適曾高喊「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兩

個口號，前者是民主，後者是科學。胡適在《新青年》發表了「文

學改良芻(ㄔㄨˊ)議」，提出八項主張：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

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

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白話文運動的詩人代表有：聞一多、徐志摩、冰心等，散文

小說家有魯迅、朱自清等。 

三、白話作品《嘗試集》： 

    胡適的《嘗試集》，是中國第一本白話詩集。集名得由來是

胡適把陸游的話「嘗試成功自古無」反過來說：「自古成功在嘗

試。」 

夢與詩 /胡適 

 

都是平常經驗， 

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湧到夢中來， 

變幻出多少新奇花樣！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語， 

偶然碰著個詩人， 

變幻出多少新奇詩句！ 

 

醉過才知酒濃， 

愛過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詩，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秘魔崖月夜 /胡適 

 

依舊是月圓時， 

依舊是空山，靜夜； 

我獨自月下歸來，—— 

這淒涼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 

驚破了空山的寂靜。 

山風吹亂的窗紙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小詩  /胡適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 

幾次細思量，情願相思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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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閱讀課文。閱讀課本 p.32-33 第一、二段。 

【基礎題】 

(一) 第一段，胡適的母親每天早上對胡適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請在課本上的課文對應處畫線) 

(二) 第二段，為什麼胡適的母親從不在別人面前罵他打他？ 

      (除了說明，還要舉課文中的句子為證據，而非過度聯想) 

 

【進階題】 

(三)你覺得胡適母親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如果換成睡前做，效果如何？你選哪一種？ 

 

+++++++++++++++++++++++++++++++++++++++++++++++++++++ 

問題四、閱讀課文。閱讀課本 p.34-35 第三、四段。 

【基礎題】 

(一) 第三段中，姨母說：「天涼了」，胡適回答：「娘什麼，老子都不老子！」 

    胡適把「涼」字聯想到「娘」字，這兩個字有何相似之處？兩個「老子」的意思為何？  

 

(二) 第三段，胡適舉了什麼例子，說明母親的慈愛。 

 

(三) 第四段，胡適說他在母親的身上學到什麼？ 

 

問題五、統整問題。 

1.作者認為他的母親具有哪兩種對立的身分？  

    

2.你認為胡適母親在哪些事的處理，具有嚴父的特質？並進一步說明你的理由。 

嚴父特質 理由 

    

3.你認為胡適母親在哪些事的處理，具有慈母的特質？並進一步說明你的理由。 

慈母特質 理由 

    

4.文中所敘述的教養方式，哪些是你贊成或不贊成的，請各舉一例，並進一步說明理由。 

項目 例子 理由 

贊成     

不贊成     

問題五、諧音雙關 

【基礎題】 

(一)「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屬於(           )雙關，為什麼？ 

 

(三) 根據資料三，金聖嘆為何被判死刑？行刑前他對家人說了什麼？ 

 

【進階題】 

(四) 說明「蓮子心中苦，梨兒腹內酸」的雙關為何？(字面上是什麼意思，又哪個字諧音成

什麼字、什麼意思？)  (提示：字面上是食物的本質，有兩個諧音字；雙關之後，是金

聖嘆對兒子悲傷的心情與安慰。) 

 

 

 

 

 

 

 

 

 

 

 

 

 

 

 

 

 

 

 

 

 

 

 

 

◎段落大意排排看── 

(A)母教的影響(B)母親平日對他的管束(C)母親每天清晨的訓勉與督促(D)舉例說明母親的嚴格與慈愛 

資料三 

一、雙關的定義：字或是詞同時有雙重意義的修辭法。(按：就是一個字詞有兩個意思。) 

二、雙關的種類：可分為諧音雙關、諧義雙關兩種。 

(1) 諧音雙關： 把句子中原本的字，換用另一個同音字，以表達另一個意思。 

例：涼（娘）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    )與(     ) 雙關 

例：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與(     )雙關 

(2) 諧義雙關：沒有換字，一個字詞有雙重意義。 

例：人到了非洲，就要開始過「非人」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非洲人的生活。 

三、諧音雙關的判斷方法： 看一個詞有沒有被換成同音字，若有就是諧音雙關。 

例：張惠妹的演唱會標題：「妹力四射」。--諧音雙關。 

    因為原本的成語應該寫作「魅力四射」，但把「魅」換成張惠妹的「妹」，同指兩義。 

四、蓮子心中苦，梨兒腹內酸。 

    清初，吳縣知縣任維初，徵收公糧(賦稅)時採取高壓手段，若有人不按時繳納，便用竹

片毒打一頓，結果打出人命。以金聖嘆為首的幾個秀才便聚集抗議，發表演說，引起更大

規模的遊行。最後官府將金聖嘆等人判決死刑，「至辰刻，獄卒于獄中取出罪人，反接，背

插招旌，口塞栗木，挾走如飛。親人觀者稍近，則披甲者槍柄刀背亂打。俄爾炮聲一震，

一百二十一人皆斃死。披甲者亂馳，群官皆散。法場之上，惟血腥觸鼻，身首異處而已。」 

    刑場之上，行刑之前，金聖嘆的家人帶著他平日愛吃的梨子和蓮子等食物來訣別。家

人悲傷地哭哭啼啼，金聖嘆看著食物，神色自若地做出對聯： 「蓮子心中苦，梨兒腹內酸」，

家人一聽，就更心酸難過了。可惜一位忠良才子就這樣喪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