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光中《藕神》詩作如何扣題 

＜再登中山陵＞ 

青琉璃瓦覆蓋著花崗石白牆（先描述「中山陵」外貌，建立古樸形象） 

在高處召我上去（「高處」雙關  國父之尊，「召」切合  國父身分，乃受其精神感召） 

去童年記憶的深處（時間之因素） 

鄉愁隔海的另端（空間之因素） 

召我，從巍峨的陵門起步（前 5 行，扣題目「再登」二字） 

兩側的雪松對矗成柱（「雪松」之象徵意義，一如杜詩「丞相祠堂柏森森」） 

是你的流芳嗎，松濤隱隱 

隨風更傳來秋桂的清馨（詩作於「重九登高前夕」） 

天梯垂三百九十二級（「天」誇飾其高） 

讓我昂然向崇高踏進（「崇高」轉品，借喻  國父之功德） 

踏著大鍵琴整齊的皓齒 

一長排音階，漸宏漸升 

深沉的安魂曲，由低而亢（用登高／寫詩為  國父寫「輓歌」） 

用腳趾，不是用手指，按彈 

一步比一步更加超邁 

直到氣象全匍匐在下方 

世界多壯麗啊，舉我到頂點（從「起步」始，至此完結「登」字，共 13行） 

一回頭千萬人跟在後面（想像畫面：千秋萬代，萬眾崇仰） 

而我，白髮落拓的海外浪子（呼應「鄉愁隔海的另端」） 

歷劫之身重九再登臨（「歷劫」雙關「典故／作者親身遭遇」） 

不為風景，更無心野餐 

不為費仙人有術避難（費長房謂弟子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

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

牛羊一時暴死。） 

只為歸來為自己叫魂 

叫回我驚散的唐魂漢魄（呼應「召我、一步比一步更加超邁、直到氣象全匍匐在下方」） 

為早歲的一場噩夢收驚 

容我在你的陵前默禱： 

「還記得我嗎，遠在戰前 

當年來遠足的那個童軍（呼應題目「再登」、「童年記憶的深處」） 

剪著一頭烏黑的平頂 

從前的他，或許你記得 

現在的我，只怕已難認 

難認半世紀風霜的眼神 

一念孺慕耿耿到現今（呼應「召我」） 

即使這高階再高九千級 

也難阻我此心一路向上（呼應「在高處召我上去」） 

只為了要對你說： 

不管路有多崎嶇，多長 

不管海有多深，多寬廣（呼應「隔海的另端」） 

父啊，走失的那孩子（呼應「一念孺慕耿耿到現今」） 

他終於回來看你了」（點題「再登」） 

＜紅豆＞ 

戴在腮邊就是叮嚀的耳環（兩句提示紅豆的小巧；「叮嚀」有永誌莫忘之意） 

佩在胸口就是體貼的項鍊（「叮嚀」令人聯想耳環碰撞聲的清脆；「體貼」有雙關義） 

讓郵票，傳說中的青鳥 

一路飛送銜來你掌中（與愛情聯想，用古神話增濃其情思） 

挑情的顏色豔如火紅（色澤暗示熱情） 

什麼都不用說，什麼 

都代我，羞澀的我，說了（主述者此時才現身，暗寫其「羞澀」，「郵寄」的動機緣此） 

我要說的，唐人早說過（再用古詩代言，王維＜相思＞：「此物最相思」） 

我怕說的，它說得更赤裸（再寫其「羞澀」） 

不能寄你一整個春天（王維＜相思＞：「春來發幾枝」） 

但請收下我長久的思念（強調「思念」，故在此斷句） 

凝結成的這一滴心血（強調「凝結」；「心血」總結對「紅豆」的描述，誇飾其相思已至「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