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0583002 歷史一 楊雅涵 

 

1 
 

 

    
 

「女兒的道歉信」可謂向田邦子散文作品中的經典。 

許多人會將「父親的道歉信」與「女兒的道歉信」兩者弄混，但兩者為不

同書，而且事實上女兒的道歉信的原文書名為「眠る盃」1，與父親的道歉信

（父の詫び状）沒有任何關係。另外《父親的道歉信》為向田邦子的第一本散

文集，而《女兒的道歉信》為第二本。 

「女兒的道歉信」一書是將向田邦子在各個雜誌上連載的文章集結成冊出

版。在每篇散文的文末皆可看到最初的刊登雜誌及刊登時間。 

因為是結集成冊出版的關係，所以除了章節二的後篇有一小標題「男性鑑

賞法」之外，整本散文並沒有其他章節標題，這點與有分類主題的另一散文集

《女人的食指》有極大不同。 

雖說沒有章節標題，但《女兒的道歉信》整本書卻有高度一致的風格。閱

讀完後，整體給人的印象是「溫暖」。不是過於灼燒的火焰，而是恰到好處的溫

熱緊貼皮膚，溫柔的拂在心尖上。 

 

                                                      
1 此名出自同名散文。向田邦子記錯的一句歌詞。女兒的道歉信亦出自本書的同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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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田邦子生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東京市。搬遷各地求學。曾任

職電影雜誌編輯，後轉為廣播、電視劇作家，乳癌病發後也開始寫作散文。 

昭和五十五年（一九八零）以〈花的名字〉、〈水獺〉、〈狗屋〉2獲得第八十

三屆直木獎（以「正在刊載的短篇小說」獲獎為一件極為難得的事情），此後開

始積極的寫作活動，卻不幸在昭和五十六年（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臺

灣三義空難中身亡，享年五十二歲。 

劇本類的代表作品有蘿蔔花、七個孫子、宛如阿修羅、隔壁女子、寺內貫

太郎一家等。著有：父親的道歉信、無名假名人名簿、靈長類人科動物圖鑑、

女兒的道歉信、父親的道歉信、女人的食指、回憶‧撲克牌等書。 

向田邦子的作品常與「昭和」、「父親」兩個關鍵字聯繫在一起3。因為向田

邦子的作品細細描寫了昭和時代的日本，具有濃厚且美好的昭和氛圍，而作品

「父親的道歉信」描述了父女之間的情感，其細膩溫暖的文字在讀者心中留下

極深的印象。除了經典的《父親的道歉信》之外，還有許多以「家庭」、「親人

關係」為主體所創作的小說或是散文。除了「昭和」與「父親」兩種特質外，

亦有談及戰時生活、食物、貓……等等。 

向田邦子的作品不僅勾勒了向田邦子的生活，也勾勒了整個昭和時代。 

 

「我想要和她活在同一個時空裡」。我無數次這麼想。 

但這個想法曾在許多時刻不停出現，在許多形狀各異的時刻出現。向田邦

子和她的書對我來說就是會讓我有這樣一種想法的存在。 

 

為什麼呢？為什麼我會不停的這樣想呢？ 

 

向田邦子是個可以看透故事的人。她不只理解故事背後的曲曲繞繞，也感

受到故事背後的那些曲曲繞繞。那些不可言說、不知道該如何說，總而言之就

是不會由口中、由文字、由任何一種形式表達出來的東西，她看的到，也理

解。 

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不是嗎？向田邦子生於一九二九年，亡於一九八一

年，是日本人，和我是完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人，我們的成長環境有極大

的不同，但在她的文字中可以找到自己，找到那些「其實我有，但我不知道我

有」的感受，找到那些換了一個形式但本質相同重壓在人的肩上的事物。 

 

「共鳴」是讀向田邦子的書的第一個感受。 

                                                      
2 以上三篇皆收錄於「回憶‧撲克牌」一書中（麥田，2006初版首刷）。 

3 例如：日本文學評論家川本三郎先生，有本書名為「向田邦子と昭和の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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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鳴有很多種形式。有些書的共鳴會讓人情緒加深，如果是悲傷便會更悲

傷，如果是快樂便會更快樂；有些共鳴會讓人覺得驚喜，想著「啊我也有經歷

過！」或是「我知道這種感受！」；有些共鳴會一開始不想承認，「我不知

道！」但其實是知道的，只是出於種種原因不想說。 

 

向田邦子的書讓我產生的共鳴都不是上述的這些模式。 

 

這種共鳴是「我知道。」──很淺很淡的「我知道」。不會回想起你知道這

種感受時的驚心動魄，不會挑起悲傷、高興、憤怒、難過、驚喜任何一種情

緒，但是會有一種心情：淡淡的「喜悅」，然後想著「我知道」。 

有時候也會有一種「悲」和「哀」混合的感覺從心底浮上來，泛在心田之

中，緩緩滲入血液、骨頭、骨髓。這種情況常常出現在向田邦子書寫人性的時

候──就我個人的情形而言──但我並不難過，向田邦子的文字與態度不會讓

我因為感受到自己有這種人性而難過或是生氣。「人性」給人的印象通常不太

好，若以顏色比喻「人性」，也許大家會認為「黑色」再適合不過。可是向田邦

子寫「人性」，會讓人覺得它是「灰色」，不好也不壞，這種「灰色」其實只是

人類性格中的一部份罷了。 

你只會覺得，有人理解你，理解你性格中很重要的一部份，不管那個部分

自己喜歡或是討厭，她終究是你的一部份。她理解，淡淡的自嘲中隱含著的不

是「認為這樣不好」，而是「這是我」。很有趣的是，向田邦子的自嘲不是嘲諷

自己，反而是接受然後肯定自己。 

 

我想這就是「我想要和她活在同一個時空」的原因。不只是想要聽她說各

式各樣的情境、回憶、感覺，也想要知道她會怎麼做，想要知道如果她是我們

這個世代的人，如果擁有和我們較為相近的環境或是想法，她會怎麼看、怎麼

做。 

 

「我想和她一起活著，一起感受、觀看、面對這個世界。」 

也許這才是這個想法的完型。 

 

我在二零一四年重遇向田邦子時，曾寫下「她的書會是我一輩子的書」，我

記得那時心惶惶，就怕此言誇大，但三年過去，我發現這件事也許是真的，也

許就是一輩子。 

 

向田邦子就是這樣。一回神，才發現自己已經如此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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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遇」向田邦子是二零一四年的事。 

第一次閱讀她的書是國一的時候，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超級討厭她的書，

忍著看完《父親的道歉信》，其他書連書名都不知道。那時候什麼東西都沒寫，

事過境遷，根本忘了自己為何不喜歡。 

可是現在，卻成了「迷妹」。我沒有喜歡一位作家這麼長的時間過，也從來

沒有超越書籍的喜歡一位作者過。 

最初我就發現了這件事──我評的不像是書本身，更像是「向田邦子」這

個人。其實最初要決定評什麼書時，其實我是先決定「要做向田邦子寫的書」，

然後才決定要以《女兒的道歉信》為主題的。 

對我來說，向田邦子與她的作品為不可分割的存在，也許是因為接觸太

久，「向田邦子」這個人與她的所有作品──不分小說與散文──都融合成一種

形象、一種感覺、一幀影像留在我的心中。所以每當觸發關鍵字──向田邦

子、書名等等相關詞彙──時，我便會直接浮出那已經纏繞在一起無法分開的

影像與感覺。在那融合而成的印象中，還摻雜著經年累月各式各樣我對於「向

田邦子相關事務」的體會及感受，以及各種想法。是一個有些複雜的存在。 

所以說起《女兒的道歉信》與談起「向田邦子」這個人時，我的第一想法

不是一本「它是散文集」，也不是「傳奇作家」，而是那一幀影像與感覺。 

而寫這篇報告，我就是從釐清心中那糾成一團、毫無章法的想法與感覺開

始，並同時處理自己對於向田邦子及其作品十分抽象、模糊不清的形容。 

我想這可能也是「評」的一種。當我能夠說清我的感覺及腦中浮現出的意

象時，我就能夠清楚說出向田邦子於我來說為何特別，而這特別之處，就是我

的「評」。這是我的想法。 

其實一直很煩惱應該要怎麼寫「向田邦子的特別」這一節──「到底要怎

麼寫才不會變成一篇單純的抒情文？」我害怕自己下筆便變成一篇通篇抒發感

覺、十分抽象的文章，所以我換了很多種寫法，最終才決定要按著上述的路線

來寫下筆。 

釐清模糊的東西很困難。不僅是因為模糊與複雜，更是因為我是一個不喜

歡把事情具象化的人，我喜歡抽象的樣子，但這同時也常造成我的困擾，我無

法說清楚到底為何向田邦子於我而言這麼特別，說出來的都是感受、一些很抽

象的形容，別人聽得一頭霧水，只有我說得很快樂。 

這次藉著這篇報告能夠有所前進，能夠比較清楚的說出到底為何自己喜歡

向田邦子，真的很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