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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 

八、愛蓮說 
 

第一段【 總說眾花並強調獨愛蓮花之君子特質 】 

文本閱讀範圍：水陸草木之花～予獨愛蓮   

1.請依據此範圍文本所提之花卉，整理出其相對應的喜愛者並完成下表。 

花卉 喜愛者（含朝代） 獨／眾之愛(勾選) 

菊花 晉 陶淵明 
□✓獨人愛  

□眾人愛 

牡丹花 李唐世人 
□獨人愛  

□✓眾人愛 

蓮花 北宋 周敦頤 
□✓獨人愛  

□眾人愛 

2.依據上表可推論出，「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一句在整篇文本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勾選） 

□✓總說提出本課所欲描寫的眾花  □✓暗示花的可愛因人而異  

文本閱讀範圍：出淤泥而不染～不可褻玩焉 

1.作者是從下列向度來描繪自己獨愛蓮花的特質，請同學找出這些向度相對應的文本證據，並依

據該文本勾選該向度的細項。 

向度 對應文本證據 向度細項 

生長環境 
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漣而不妖 

□✓爛泥      □沼澤 

□✓水中      □陸地 

表裡特徵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香遠益清，亭亭靜植 

□✓花梗中空，外表挺直 

□✓沒有旁生細莖枝條 

□✓香氣清淡遠播 

欣賞態度 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遠觀 

□接近玩弄 

2.作者藉由描寫蓮花的特質來譬喻君子的內外德行，請依此線索思考此部分哪句文本相對應於何

種君子德行，並完成以下表格。 

文本（蓮花特質） 譬喻君子之德 

出淤泥而不染 （A） 

濯清漣而不妖 （E） 

中通外直 （B） 

不蔓不枝 （D） 

香遠益清，亭亭淨植 （C） 

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F） 

◎「君子之德」參考選項：（A）不同流合汙（B）通情達理、為人正直（C）品德高潔遠播（D）

不拉攏勾結小人（E）質樸而不浮華（F）不容人侮慢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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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 比較三種花的譬喻對象、性格、處事態度與喜歡人數 】 

◎核心主旨 

本文乃是一篇詠【 物 】的文本，作者藉由描繪【 蓮花 】具備儒家【 有德 】

君子的各種特質來表達自己【 兼善天下 】、【 可隱可仕 】、為國效力的心志。 

1.「略喻」說明：此段文本用到了譬喻法中的「略喻」修辭，茲舉一句說明如下：文本中「菊，

花之隱逸者也」，「菊」是【 本體 】，「花之隱逸者也」是【 喻體 】，而【 喻詞 】被省

略，省略「好像是」。全句是說：「菊花【 好像是 】花中的隱士」。 

◎參考選項：本體（所要說明的事物主體。）喻詞（連結說明本體和喻體兩者關係。）喻體（用

來比方說明事物主體的另一事物。） 

2.請依據此段文本所提之花卉，整理出其相對應的譬喻對象及其喜歡人數多寡、處世態度與性格，

並完成下表。 

花卉 譬喻對象 喜歡人數多寡 處世態度 性格 

菊花 隱逸者 
□✓少 

□多 
（C） 

□✓出世（淡泊名利，超出塵俗）  

□入世（置身於紅塵俗世之中） 

牡丹花 富貴者 
□少 

□✓多 
（A） 

□出世（淡泊名利，超出塵俗）  

□✓入世（置身於紅塵俗世之中） 

蓮花 君子（有德者） 
□✓少 

□多 
（B） 

□✓出世（淡泊名利，超出塵俗）  

□✓入世（置身於紅塵俗世之中） 

◎「處世態度」參考選項：（A）追求富貴，貪名逐利（B）兼善天下，可仕可隱（C）保持節操，

獨善其身 

3.本課題目是「愛蓮說」，主角應是蓮花，可是作者卻同時描寫菊花與牡丹花，從這些花的「喜愛

者」到「譬喻對象」等向度，都將這三種花做了明確的比較，作者此種寫作方式是一種映襯的

手法。映襯分類眾多，其中與本課有關的是正襯（用類似事物襯托所描繪的事物，用「高」襯

托「更高」，用「好」襯托「更好」）和反襯（用相反或相異事物襯托所描繪的事物，用「矮」

襯托「高」，用「壞」襯托「好」），請同學綜合前面的內容，思考推論本課所描述的菊花、牡丹

花對蓮花來說，何者是正襯？何者是反襯？答：菊花對蓮花來說是【 正襯 】；牡丹花對蓮花

來說是【 反襯 】 

4.綜合上述，請同學思考：在作者心裡為何蓮花會優於菊花？答：因為菊花是【 隱居 】不當

官的君子，其處世態度是【 獨善其身 】，自然不比處世態度是【 兼善天下 】，有道德感，

可隱居也可【 當官 】為國做事的蓮花優異了。 

5.那為何這麼有價值意義的蓮花，作者卻認為喜歡它的人很少，作者這樣說的用意可能是什麼？

答：感嘆這世上像蓮花一樣具有【 道德 】理想的人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