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導讀

隨著全球化發展，認識多元文化，提高進入國際化社會的競爭力是必然的趨勢。透過來自各國的翻譯作

品，非但展現作家以在地者的日常觀察、民生掠影，讓讀者得以深入習俗背後的思維，理解或欣賞空間

中另一種地理、文化或種族，從而和某個時空互動，並產生知性或感性的激盪、反省、與意義。

以如此的期待，第一眼觸及《十三歲新娘》這本書的封面時，便會深深的被這充滿象徵意味的圖案所吸

引。女子身上那屬於印度風的頭巾、眉心的一點紅、長眉大眼紅頰的妝容、銀色耳環，以及背後花樣鮮

麗的織毯，無不展現印文化度濃厚的風格。因此藉由這本書，學生打開的不只是十三歲新娘的命運，更

是千年來印度人民生命樣貌的剪影。

故事是使人們認識自己和認識世界最重要的方法，教師在帶領學生閱讀這本書時，可由敘事情節、人物

分析、文化特色等三方面探討：

一、敘事情節

小說就是故事，整個敘述的核心圍繞著事件、角色、場景。情節就是事件的安排，是小說的靈魂。

完整的情節一般由「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等組成。

書名《十三歲的新娘》已訂下整個故事的身分以及敘述的位置，作者以內在聚焦的「我」來觀察

外在環境，形成濃厚的自傳性質。以當事人地位講自己的故事，我就是主角本人，如丹尼爾．笛

福的《魯賓遜漂流記》、喬納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查爾斯．狄更斯的《塊肉餘生錄》，

夏綠蒂．勃朗特的《簡愛》、琦君的《橘子紅了》等都是第一人稱敘事觀點。

第一人稱敘事的方式使小說敞開人物內心世界，縮短人物與讀者的距離。主角「我」彷彿一台攝

影機，帶領讀者進入一個才剛脫離童年，就跳到婚姻的生命，與她一起經歷印度的貧窮世界，一

起走入寡婦村，感受在飢餓、無依的絕望中，如何面對困境。同時利用主角「內心獨白」具體而

細微地表現主角內心的糾結、恐懼，以及強大的傳統文化所形成沉重而無可逃脫的陰影。

（一）理解故事

這篇以第一人稱「我」為視角的小說，採取順序法的方式，依主角十三歲當新娘開始，在時間序

列中展現故事情節。因此畫出情節線，或請學生說出故事內容、排列出故事重要事件的順序，由

此觀察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因果，是閱讀小說的基本功。教師可請同學分工，每一小組以下列表格

畫出一章的故事脈絡，然後上台說故事，不但能訓練學生掌握故事重點，也能培養其運用肢體、

聲音來表現情節。如第一章〈出嫁〉：

陪伴兒童在閱讀《十三歲新娘》中，

看見善良與才藝，
讓平凡生活變得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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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始 發　展 轉　點 結　果

蔻莉爸爸簽下婚約 蔻莉帶著繡好的棉被
和媽媽送的銀耳環嫁
妝，跟父母親到男方
家。

蔻莉盛裝打扮，新郎
竟是年紀小而病弱的
哈力。

蔻莉覺得自己像被關
進籠裡無處可逃。

此外，也可請學生閱讀後，將目錄中的篇名填入表格，也能輕鬆而有效地抓出故事流程：

開　始 發　展 轉　點 結　果

〈出嫁〉、〈小丈夫〉 〈成了寡婦〉、〈讀
書識字〉、〈珊朵拉
的婚禮〉、〈逃家計
畫〉

〈遠行〉、〈流落寡
婦城〉、〈寡婦之家〉

〈新的生活〉、〈屬
於自己的家〉

如此便能逐步扼要地標誌出整篇小說的情節：

開　始 發　展 轉　點 結　果

蔻莉十三歲當新娘 蔻莉成了寡婦 蔻莉被丟棄在寡婦村 蔻莉再嫁有了新生活

（二）敘事分析

情節指的是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所反映的矛盾衝突的發生、演變和解決的過程。情節和情節的

銜接是動機。當代文學女作家王安憶指出：「由於一個動機，就將人物和事件從一般狀態推到了

比較高級的狀態，從一個簡單的狀態推到了複雜的狀態。我們常說『彼岸』，如何到達彼岸？就

要靠有力的東西把我們渡過去，越是有力越是可能渡得遠，這個有力的東西就是動機。好的動機

還有再生能力，它生出果來，果又成了因，因果相承，環環相扣，直推到遙遠的彼岸。」

因此在閱讀中可就關鍵性的情節，如具悲劇性、懸疑、決定性的轉折，分析作者如何安排敘事脈

絡以呈現主題、人物個性、處世之道，教師可以「找出因果關係」的表格，讓學生分析蔻莉面對

困境的歷程，以及因應的方法態度：

因 果 分　析

出嫁 從此走向悲苦的生活。 印度習俗下許多貧窮女子的命運。

小丈夫的堅持 蔻莉得以跟隨至恆河，陪
伴小丈夫至死。

婚姻短暫，但完成到母親之河的
心願，讓蔻莉心安。

兒子死了，蔻莉的嫁妝錢用盡 婆婆惡言相向，厭惡與虐
待蔻莉。

忍耐是處於逆境中的必要方式。

公公教蔻莉讀書識字 蔻莉黑暗的生活裡閃現希
望與快樂。

讀書讓世界寬廣，也讓自己擁有
改變劣勢的能力。

珊朵拉的婚禮幸福而美麗 激發蔻莉逃家的勇氣。 幸福，是可以靠自己追求的。改
變，才能創造機會。

二、分析人物個性、思想

小說就是故事，整個敘述的核心圍繞事件、角色、場景。情節就是事件的安排，是小說的靈魂。

人物是小說裡的靈魂，就像布袋戲裡的木偶，代替小說家演出故事的事件。因此小說中的人物是

透過外貌、動作、語言、心理、神態的描寫而呈現，閱讀時必須觀察這些外在的描繪之外，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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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人物的思想性格。正如愛德華．摩根．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裡這樣講：「人有秘密的

夢想，所以小說寫人物是去寫人物內在有什麼秘密的夢想。」藉由正面的細節描寫或側面烘托言

行，來反映人物的心理、情感和想法。

（一）人物介紹

以這篇故事而言，所有人物都圍繞的蔻莉，老師可請學生在閱讀後一一找出，並整理角色的作用

以及在整個故事裡的位置，將有助於釐清人物關係以及帶動情節的因素，如

人　物 小說中角色 人物個性 小說中位置（作用）

蔻莉 女主角 堅強、善良 敘述者

蔻莉的爸爸 女主角的爸爸 樂觀 養育者、疼愛者

蔻莉的媽媽 女主角的媽媽 勤奮 養育者、疼愛者

蔻利的兄弟 女主角的兄弟 善良 疼愛者

哈力 女主角的先生 嬌縱、善良 悲劇人物

梅沙先生 女主角的公公 軟弱 教導者、支持者

梅沙太太 女主角的婆婆 勢利、現實 壓迫者

珊朵拉 女主角先生的妹妹 善解人意、活潑 女主角在婆家的貼心玩伴

瑞吉 車伕（女主角的第二
任丈夫）

勤奮、樸實、善良 共赴幸福人生的疼愛者

卡瑪拉 寡婦之家負責人 熱 情、 獨 立、 明 快、
果決

收留並培養寡婦能力的支持者

塔努 女主角在寡婦之家的
好友

隨和、善良 同病相憐的受難者

葛文先生 禮品攤老闆 迷糊、熱心 熱心協助者

戴維太太 寡婦之家的捐款人 溫 柔、 有 禮、 善 良、
敦厚

賞識者

達思先生 紗麗店老闆 專業、果決 肯定者、支持者

瑪拉 紗麗店同事 活潑、浪漫、灑脫 誘惑者、引薦者

卡賈爾 瑪拉的朋友 詭詐 誘惑者

（二）人物分析

故事人物可分立體的、圓形的，主要人物以及扁平的次要人

物。前者通常鮮明的主要人物，如蔻莉的婆婆、帶給蔻莉希

望的瑞吉，後者多是陪襯或烘托情節的人物，如同在寡婦之

家的塔努。至於哈力和瑞吉這兩位形成蔻莉生命不同階段的

兩個關鍵人物，教師可就此讓學生分析他們的行為、選擇，

藉以分析其個性、想法，命運與在小說裡所產生的作用。

蔻莉

哈力

瑞吉



夫家的光明
人物(小姑
珊朵拉、公

公)

蔻莉的家人是溫
暖的依靠

夫家的黑暗
人物(婆婆)
悲劇人物(小
丈夫、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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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可以是反面的，也可以是正面的。蔻莉成為十三歲

新娘之後，夫家人物在生命中的位置，其中有代表現實考驗

的婆婆，也有妥協於現實，過得無奈而默然的公公，以及懷

抱希望，卻因病痛無法像滿屋蝴蝶標本一樣無法燦爛、無從

飛起的哈力，心懷善意天真的小姑珊朵拉，在蔻莉灰暗的生

活裡揭開一絲溫暖的陽光：

（三）人物形象的刻畫方式

小說和散文詩歌最大的差別在於人物的刻劃塑造，透過外貌、語言、行動、神態、心理、環境渲

染來點活人物。教師可引導學生將故事裡重要人物的描寫段落找出來，然後一一分類，一方面可

藉以深入故事人物的內心世界，另方面可學習如何塑造人物形象，讓閱讀理解與寫作技巧得以同

時進行。

（１）藉環境烘托哈力

哈力因為自小身體瘦弱而百般被溺愛，發脾氣時便亂丟東西，故事裡透過他的房間牆上釘著數不

清的蝴蝶和昆蟲，都是他的收藏品，他知道牠們每一隻的名字來凸顯他曾經有對自然懷抱的熱情，

年輕的生命多麼嚮往外面廣闊的世界，藉以反襯所在病榻上的他內心的孤寂與憤慨。

面對懷抱著恆河是最後希望的父母，哈力自知「我的骨灰就可以灑在神聖的恆河裡，讓我的靈魂

獲得自由。」沉重的病奪去他對生命的希望，死亡竟成了解脫的方式。十三歲新娘嫁的雖是無法

共同生活的小丈夫，但蔻莉捎來的花香、細說的故事讓哈力認定她是妻子，並極力堅持蔻莉隨行。

當哈力把全身浸在恆河水中，他興奮地玩起水來，誇耀地呼喚可以讓自己浮起來，還對蔻莉潑水。

作者以這哈力唯一充滿活力的畫面，來凸顯更巨大的悲劇，恆河的水不是醫治的萬靈丹，而成了

飄灑骨灰的場域。同時以蔻莉腦裡中浮起的結婚畫面，「我是文字，你就是樂曲；我是種子，你

就是結果的樹；我是天，你為大地。」的婚禮誓言，來烘托蔻莉穿上白色寡婦之衣，愈加悲慘的

命運。

（２）藉具體事實寫蔻莉

以「我」為敘述的方式融合了敘述和內心獨白，讓人物更清晰生動。為表現主角蔻莉的個性，作

者並不曾描繪她的外型，反倒以具體的生活瑣事來呈顯她真實而多樣的面相，如：

快樂、滿足的學習，以改變自己的命運：「我看著人家說的話，就好像一隻又一隻的小鳥，被我

聰明的爸爸捉住了，然後永遠關進文字牢籠裡。」讀書識字，打開了蔻莉的眼睛，讓她學會寫句

子，聽見詩歌之美，追求藏著故事的書，更讓她得以與人分享，在她心目中，書是最珍藏的寶貝，

為此她以銀耳環換公公的傳家之寶《泰戈爾詩集》，讓詩集裡的青鳥陪伴她、鼓舞她。

將逆境轉化為創作的能量：蔻莉像她歷代家族的女人一樣，把心思和夢想都放進刺繡。那如仙女

般靈巧的織工，讓蔻莉不僅把記憶化為繽紛的錦繡，更包裹起她思家之情：「我把所有的憂愁都

化為針線，也把所有必須割捨的東西都繡起來帶走。」她在給珊朵拉的嫁妝被上則寄託了每一個

快樂的畫面，生活的景象：「我繡上了我們的小房間，繡上我們一起盤起腿，笑嘻嘻的坐在小床上，

我們一起在雨中跳舞，一起去那條小河洗衣服，還有那隻在樹上窺伺我們的翠鳥…婆婆在院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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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朋友聊天，公公在讀《泰戈爾詩集》的樣子…」。到了寡婦城之後，蔻莉的第一份工作是編金

盞花環，她又快又好的動作很快便勝任，還因此得到穿珠子手鐲的兼差，更因為能繡出內心情思

的本領而讓她賺足夠的錢搬離寡婦之家，博得大家的尊重，擁有了追求、獨立、自主的力量。

因為善良而有依靠：當蔻莉知道婆家為了哈力至恆河的旅費而迎娶她，她想的是「要是恆河真能

治好他，這一樁婚姻倒也不是太糟。」見到流浪狗，蔻莉「開始把自己吃剩的晚餐留一點給牠。」、

「幫牠把傷口洗乾淨，還輕輕地撫摸牠，讓牠不再對我有戒心。當牠蜷在我身旁的時候，我覺得

好溫暖。」

（３）藉行動凸顯瑞吉

瑞吉是把蔻莉從露宿街頭帶到寡婦之家的貴人，也是帶給她希望的寄託。他靜靜地聽蔻莉念泰戈

爾《漂鳥集》、跟著蔻莉學識字、偶而帶給蔻莉一包撒上胡椒和茴香的甜杏仁果、一把百合花，

或者坐在河邊聽風吹過樹梢的聲音、把沾滿沙土的腳ㄚ子伸進清涼的水裡，踩著水玩。

這些看似平淡的相處情況，流露出最真實的情感，瑞吉的話不多，而以實際行動為蔻莉與他的未

來構築了一片豐收的田地、一棟安家的房屋，和兩扇大窗可以享受日出和日落美景的大窗子、一

棵期待結果的羅望子樹，這點點滴滴都是瑞吉對蔻莉的愛，與對婚姻的幸福保證。

（４）藉話語點活卡瑪拉

卡瑪拉是寡婦之家的負責人，為表現她安頓寡婦自立、明快而果決的個性故事，作者先透過塔努

的話「卡瑪拉專門收容流落街頭的寡婦，然後幫我們找工作。她也幫我們拿寡婦津貼，而且讓我

們一直待到有能力養活自己為止。」說出這個慈善機構的制度、作法與理念。

隨後以卡瑪拉夫人一個個如指令的話語：「你們的傷心故事說夠了吧！」、「你們這樣子，就好

像豬在泥巴裡打滾。過去的就過去了！蔻莉，現在我們該做的事，就是幫你找個工作…」像春雷

一般既直接又俐落地結束了悲慘的過去，灑下亢奮而熱烈的希望火花。「快點！快點！」、「你

們不能遲到。」、「你跟塔努在同一個攤位做事。」、「她會帶你去。這是給你買午飯的錢。」

這些短促，有能量的句子彷彿進行曲的節奏，既展現卡瑪拉夫人自信、果斷的行動力與領導風格，

作為改變蔻莉的人物，具有鼓舞勇氣、激發潛力的功能。

（５）藉神韻呈現戴維太太

戴維太太是提供資金給寡婦之家的善人，故事裡透過蔻莉的眼睛，為我們引見這位高貴而溫柔的

女士，在寫作筆法上先以整體的概說：「我們的這位貴客是名老婦人，看起來身材臃腫、衣著樸實。

但她親切的對著每個人打招呼，而且說話的語氣十分爽朗，一點也不讓我們覺得自己是可憐的寡

婦。她的笑容還帶著一點頑皮的味道，好像她對我們的心思十分了然，而且對我們驚訝的神情感

到有趣。」帶出戴維夫人親和的神情。

接著藉由精緻配色的衣著，具體呈現她華貴的氣質：「這位貴夫人身上的紗麗有一簇簇綠葉，襯

著蛋黃和粉紅的花朵」。

最後以動作和臉上神情來凸顯她善良的品德：「她聽了我的故事後，溫柔的握著我的手臂，臉上

的神情就好像聽了一首悲歌之後，哀愁就一直縈繞在心，再也無法遺忘。」這悠長的敘述將感同

身受的同理心寫得具體而深刻，簡要地勾勒出人物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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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識印度文化特色

我們了解世界和自我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就是通過故事。在這本故事書裡，作者融入了許多印度

的文化與習俗，教師可提醒學生從最日常的敘述中，認識一個國家的傳統如何影響人民的思維，

如何形成現實：

（一）社會階級

（１）種姓制度

古代印度將人被分為四個種姓，也就是四大階級：婆羅門 ( 僧侶和有學問的人 )、剎帝利 ( 貴族統

治者和戰士 )、吠舍 ( 商人和地主 ) 和首陀羅 ( 僕從和手工匠 )， 另外還有被排除在種性之外的賤民。

最高的婆羅門是祭司貴族，掌握神權，占卜禍福。剎帝利是軍事貴族，包括國王以下的各級官吏，

掌握國家的除神權之外的一切權力。婆羅門和剎帝利擁有財富，是社會中的統治階級。吠舍是中

下階層的勞動者，包括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首陀羅是奴隸。各個種姓間保持嚴格的界限、職

業世襲，互不通婚，不同種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被看成是賤民，受人鄙視。

《十三歲新娘》裡＜出嫁＞這章提到，蔻莉爸爸在市場幫人寫信，公公是學校老師，屬於「門當

戶對」的婆羅門，也就是印度最高的種姓。不過，從故事裡可知這顯然是古代的階級意識，在現

實生活中並不保有必然的優裕生活。

（２）女性地位

種姓制度下的印度，女性的地位與賤民相當。印地語詩人杜勒西達斯所作的《羅摩功行錄》對印

度女性的地位作了描述：丈夫是妻子的天神，服侍丈夫是婦女最崇高的天職，沒有丈夫的婦女等

於沒有生命的軀殼和無水的江湖。

＜出嫁＞裡敘述道：「媽媽說女孩子上學是一種浪費。」、「妳早晚都得嫁人，讀書有什麼用 ?

還不如把買書的錢和學費省下來，多存點嫁妝，我們才好幫你找個像樣一點的丈夫。」這些話裡

透露出「女子無才便是德」，以及女方因為高額嫁妝才能為女兒選到好丈夫的嫁妝習俗，這意味

著婚姻如同買賣。印度傳統觀點認為，珠寶等貴重物品嫁妝是新娘送給新郎家族的財富，而每個

印度教家庭都會竭盡全力、翻箱倒篋地去為子女準備婚禮，這陋習使得女孩子生下來就被看做是

一種負債，而且幾乎沒有任何地位。

（３）寡婦

在種姓制度下，傳統印度教女性若失去丈夫，就是失去社會意義，特別是按照印度教的經典，寡

婦比任何不祥之物都更加不祥。通常印度寡婦只有三條路可走：被迫和家人斷絕關係，住進寡婦

村、嫁給丈夫的其他兄弟、跳進火堆殉葬。所以許多寡婦離家，到印度北方的維倫達文，找印度

神克里希納與拉達的神廟，尋求庇護，久而久之，當地就變成一個世界著名的寡婦村 註 1。又因夫

家不希望寡婦分得亡夫的財產，不願家裡多一口人吃飯，而逼迫寡婦離家。《十三歲新娘》故事

裡，蔻莉便被婆婆蓄意丟棄在寡婦城，衣食無著，身陷困境，靠慈善團體和朝聖者的施捨過日子。

註 1 資 料 來 源： 參 考 / 引 用 自 大 愛 電 視 台 網 站【 印 度 寡 婦 村 傳 奇 NGO 提 供 援 助 】( 國 際 新 聞
2014.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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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文化

印度是佛教、印度教、耆那教、錫克教和其他一些宗教的誕生地，因此信仰是重要的文化因素。

書裡敘述道：錫克教徒終生不能剪髮，而將頭髮塞入頭巾下面、耆那教徒臉上蒙著布，據說怕呼

吸時吸進昆蟲，就違反殺生的戒律。

（１）荷麗節

又叫灑紅節、歡悅節、五彩節，是印度人和印度教徒的重要節日，特別是對年青人而言。

在〈讀書識字〉這章裡寫到：「在二月的月圓之後，遠處傳來喧天的鼓聲。原來是荷麗節到了，

要慶祝克利須那神對美麗雷德哈的愛情」，「這一天，大家混用一種混了牛糞和尿的紅色粉末，

互相潑灑取樂。」「許多小男孩拿著水槍四亂竄，對著每個路人噴水。」從這些敘述可想見熱鬧

歡騰的景象如同中國的元宵燈節、泰國的潑水節、巴西的嘉年華會，是那樣充滿了聲光激情的慶

典。人們以互潑色彩水來祈福，爭奇鬥豔的大象妝扮迎接春天，這一天大家暫時忘記階級的差異，

用水和各種顏料互相潑撒、塗抹，學生可由此知道印度獨有的文化習俗。

（２）婚禮

數世紀以來，父母決定子女的婚姻是印度社會的傳統，成婚年齡很小，如本書的蔻莉十三歲便當

了新娘，丈夫甚至比她年紀還小。

在《十三歲新娘》這本書裡兩次描繪婚禮，一次是蔻莉的簡單而籠罩在神秘氣息裡的婚禮，一次

是隆重豪華而洋溢歡樂的珊朵拉婚禮。從書中可知印度結婚的過程是：先由媒人說親，交換男女

雙方的相片，占卜吉日，安排雙方見面，如果雙方合意了，再談嫁妝彩禮和婚禮費用等細節，然

後由婆羅門祭司選擇吉日成婚。女子穿上漂亮的紗麗，上面繡著華美的圖案或具有象徵意涵的祝

福裝飾，書中特別提及：「新娘紗麗花邊隨風飛散的種子象徵財富和豐收」。善於刺繡的蔻莉更

繡上「穿著綠色紗麗的媽媽、騎著腳踏車要去市場的爸爸、在踢足球的哥哥、弟弟，還有他們用

破布紮成的那顆球。繡上院子中間那棵有羽毛般樹葉的羅望子樹，和站在樹蔭下的那頭牛、曬進

院子裡的太陽和下雨前天上湧聚的雲朵，以及站在院子井前的自己、市場裡擺滿鬱金、肉桂、小

茴香跟芥末的攤子，有紫色茄子、綠色檸檬的菜攤、幫客人剪頭髮的理髮師、在幫人拔牙的牙醫、

掏耳垢的師傅、帶著一籃眼鏡蛇的弄蛇人。」從這些描繪中，顯現了蔻莉離家時依戀之情，與對

這充滿無法預知的婚禮的複雜心情。

書中還提到：印度教徒喜歡用硃砂和水米或檀香在眉心畫紅色小圓點，叫「蒂卡」，點蒂卡是印

度教徒的宗教文化與傳統，象徵一個人的第三隻智慧之眼，也是祝福及好運，美的記號。依照傳

統，只有已婚的印度教婦女才能貼上紅色的吉祥痣，而未婚婦女則貼上彩色反光的吉祥痣。

新娘的手和腳都用一種叫 Henna 的天然植物顏料畫上類似紋身彩繪，花朵都代表了對新娘「多

子多福」的祝福，孔雀和荷花是印度的國鳥和國花，婚禮習俗象徵著「美麗、富貴」，揚起鼻子

的大象則代表「家庭繁榮和好運」。

結婚當天新郎家裡要大宴賓客，在〈珊朵拉的婚禮〉中記載：新郎要引領一批壯觀的迎親隊，吹

吹打打到女方家裡去接新娘子。書上是這麼描述的：「瑞門 ( 新郎 ) 終於騎著一匹馬來了。那匹

馬的身上覆著一塊鑲滿小圓鏡的布，瑞門一邊騎，那些鏡子一直閃閃發光，就好像他是騎著陽光

來似的…」一路上唱唱跳跳，當新郎和迎親隊伍到來以後，「公公按照習俗用混了蜂蜜和乳酪的

香水迎接新郎」。



十三歲新娘 ／ 深耕計畫教案 103-2

至於蔻莉自己的婚禮則描繪新郎「前額也點了蒂卡，脖子上掛著金盞花環，頭上還帶著綴有金穗

的新郎頭飾。祭司把我倆的手拉了過去，交握在一小塊布下…。」接著新郎覆誦祭司的婚禮誓詞，

然後祭司把新娘身上紗麗的一角跟新郎襯衫的一角繫在一起，並在他們頭上灑上聖水。

據資料顯示新娘的兄弟或表兄、表弟帶領新娘和新郎圍繞火焰走數圈，新娘和新郎的手中拿著象

徵著財富、健康、繁榮和幸福的大米、燕麥、樹葉。最後，新郎的兄弟們向新人抛灑玫瑰花瓣以

驅除邪惡。典禮儀式過後，新娘要餵新郎五口印度糖果，說明照顧丈夫和給全家做飯是她應盡的

義務，新郎也餵新娘糖果，象徵供養妻子和全家是丈夫的責任。雙方的親戚給新人額頭點上紅點，

並向他們抛灑大米，祝願他們能長久，幸福的生活。

（３）喪禮

故事裡有兩處提及死亡，一是來不及長大的哈力，一是被無力管理學生取鬧的公公。

印度教徒認為能在瓦拉納西死去，就能夠超脫生死輪迴的厄運，而他們相信在瓦拉納西的恆河畔

沐浴後，可洗滌汙濁的靈魂，因此各式各樣的病患臉上安詳而愉悅，即使死亡，但能在瓦拉納西

的恆河畔火化並將骨灰灑入河中也能超脫生前的痛苦。書中寫道：「哈力火化以後，骨灰灑在恆

河上，讓他的肉體回歸水、火和泥土，他的靈魂就可以得到自由。」朗誦的經文唸著「讓哈利的

聲音飛向天，眼睛飛向太陽，耳朵飛向天堂，軀體飛向大地，思想飛向月亮」，最後說了一句「阿

馬拉罕」，也就是永生的意思。

貳、共讀前的討論

一、在正式進入閱讀前，可以和孩子聊聊曾去過哪些地方？那裡有甚麼特別的習慣風俗？如「原住民

的飲食」、「魯凱族的服裝」、「印尼的信仰」…以引起學生對文化觀察的興趣。針對印度的了解，

則可以地圖讓孩子了解其地理環境，再透過網路搜尋獲介紹印度的影片，讓孩子對該國史地有基

本認識。

二、老師可就書名《十三歲新娘》讓孩子想像會發生什麼事？遇見什麼困難？如做家事、如何和夫家

的人相處，進而引導孩子思考當生活中碰到突發情況，如迷路、家裡發生變故、父母都不在家時，

該怎麼辦？藉以提醒閱讀時，觀察主角如何改變命運。

參、共讀後的討論

一、蔻莉為自己繡了一條被子當嫁妝，她在被子上繡了哪些圖案？她繡這些圖案的原因是什麼？ ( 寄

託了什麼樣的情感與意義 )

二、蔻莉結婚時，媽媽在她前額上塗了蒂卡記號，有甚麼特殊意思 ?

三、婚禮誓詞：「我是文字，你就是樂曲；我是種子，你就是結果的樹；我是天，你為大地」裡，寄

託了什麼想法？

四、印度社會分為哪四大種姓？請說明這些階級的分類與規範？

五、蔻莉跟隨哈力一家人到瓦拉納西恆河的目的是什麼？結果為何？由書中可見印度人的宗教觀為何？

六、蔻莉被拋棄在寡婦之城後，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從描述中反應了印度什麼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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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蔻莉在寡婦之家遇到哪些事？這些事為她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八、試說明卡瑪拉夫人、戴維夫人在故事裡所扮演的角色，並分析她們的個性與特質。

九、在蔻莉生命中，哈力和瑞吉是兩個關鍵人物，請說明他們的經歷以及所造成的影響。

十、印度社會有嚴格的種姓之分，關於性別、宗教等的偏見根深蒂固，導致出身於低種姓如賤民的女

性往往受害，請說說你的看法。

肆、給老師的一些閱讀建議

文學或寫作訓練應說故事，電影、影集、遊戲都需故事，因此把說故事的能量、細節教學生，會讓學生

知道文學是有力量的。

在《說故事的力量》（臉譜）這本書裡，西蒙斯提醒我們具體的事實、數據與個案無法讓人心悅誠服。

故事，這人類歷史上最古老、富影響力的工具，反而能夠說服人們，得到激勵與啟發，更何況生動的情

節所含蘊的觀點深具吸引力。因此期待教師可藉讀故事、說故事相輔相成的模式，來喚醒孩子們的想像

力與創造力，體認書中的文化意涵。

印度是全世界人口僅次於中國的國家，也是三大古文明帝國之一，《十三歲新娘》所揭示的寡婦習俗，

身居美國的印裔導演曼德拉亞爾就拍攝了影片《白色彩虹》，電影以一位年輕寡婦莫西妮 ‧ 吉里的真實

經歷為原型，講述了四位不同年齡的寡婦被夫家抛棄到維倫達文的故事。

除此之外，印度是個喜好音樂和舞蹈的民族，寶萊塢電影的歌舞片與愛情片華麗而熱鬧，但在台灣並不

常見，《三個傻瓜》曾都帶給觀眾強烈的印象和感染。

與印度相關的書籍，如佛斯特的《印度之旅》（桂冠）、威廉 ‧ 達爾林普的《精靈之城：德里一年》（馬

可孛羅）、許芯瑋、上官良治的《報告！這裡沒有校長室：印度河濱學校的六堂課，化知道為做到的熱

血教育》（天下雜誌）、蕭富元等人寫的《貧窮創新－印度改變世界》（天下雜誌），以及繪本 Young 

Kim 的《烏夏阿姨的印度咖哩》（聯經）等，都有助於從不同的面相了解印度豐富而神祕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