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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作者幼年時生長在官宦世家中，直到祖父入獄，父親得病，家裡貧困常受

盡別人的不屑目光。但他努力考取了水師學堂，後來有機會被分到機關中學

習，他也在學習過程中發現了社會中的烏煙瘴氣感到不滿，而作者本身的個性

就會為了不正義發聲，進而接觸了當時的維新思維。作者的第一篇小說發表在<

新青年>雜誌中為「狂人日記」，陸續極短篇小說「吶喊」也推出奠定其地位，

其著作還包括「阿 Q 正傳」、「故鄉」、「孔乙己」等。  

二●內容摘錄： 

  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臉上打了兩個嘴巴，熱辣辣的有些痛；打完之

後，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久彷彿

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雖然還有些熱辣辣，心滿意足的德盛的躺下了。〈p22〉 

 

  村人對於阿 Q 的「敬而遠之」者，本因為怕結怨，誰料他不過是一個不敢

再偷的偷兒呢？這實在是「斯亦不足畏也矣」。〈p44〉 

 

  而城裏的輿論卻不佳，他們多半不滿足，以為鎗斃並無殺頭這般好看；而

那是怎樣一個可笑的死囚呵，遊了那麼久的街，竟沒唱一句戲；他們白跟一趟

了。〈p63〉  

三●我的觀點： 

  在這本書的許多章節中都能分析出一個作者想要表達的理念。從「優勝記

略」中，可以看到主角阿 Q 雖然在許多處境中明明處於下風，卻還是自己能馬

上轉換法。每次都不覺得自己輸了，而是被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欺負，世界倒反

了，自己被這樣對待，也算是另類的第一名，然後馬上忘記屈辱，又得意起來

了。其實從歷史中不難發現以前中國的天朝思想中便有這種成分存在，明清時

期都有朝貢的慣，當時的中國人都覺得中國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西方國家也

對中國敬畏三分，直到清初外國不停的攻打中國試探其真正實力，發現其實連

一隻沉睡的獅子都無法形容中國的實力，只是個空有虛表又自以為是的國家罷

了。最讓人難過的不是每次戰爭輸了之後的割地賠款，而是類似阿 Q 的精神得

勝法，就算戰爭輸了，依然覺得自己是第一名，把自己跟世界隔絕起來，沒看



到別人其實是用實力贏的，繼續天真的用朝貢來麻醉自己不認清事實，其實如

果當代的君王能早點清醒的話，或許可以寫下不一樣的歷史。作者會用在故事

中安排主角有這種個性應該可推斷在當代有者種觀念的人不少，也可知道作者

想要藉諷刺的方式來警惕百姓，不應該像故事中的主角那種精神得勝法來麻痺

自己，要改掉這種觀念以利進步。 

 

  從「續優勝記略」中，除了看到阿 Q 的精神勝利法之外，還可以看到當時

百姓對趙太爺這種有權勢的人的懼怕，總覺得有權有勢的人說話就能比較大

聲，而且說的話都是對的。因為從前的人有著這種觀念所以可以發現為什麼以

前人總搶著當官，除了能變有錢之外，就是因為能仗勢欺人。當百姓的舊有觀

念讓權貴的氣焰水漲船高時，只會讓社會更沒有彈性，覺得其他人說的沒參考

價值，他們便成為當時社會中主要的發聲者，百姓也不敢反對其意見，只會讓

一般人表達意見的意志愈來愈消沉，最終便成漠視社會的一群人。 

 

  從「戀愛的悲劇」中，阿 Q 對尼姑的動作和之後他自己的心裡獨白，可以

看到當時對宗教上的不尊重和女性的地位真的不高。在現代中，我們對各宗教

的信仰者都帶著敬意，都尊重他們的規範，而主角對尼姑的舉動則帶有輕蔑的

意味，隨便便摸了尼姑的頭，而且還覺得沒做錯什麼，最後加上「凡尼姑，一

定和和尚私通」代表著對於此宗教上的見識淺薄還有對尼姑的不尊重。後來又

說因為摸了尼姑的頭讓他小鹿亂撞，說到女人不是好東西「中國的男人，本來

大半都可以做聖賢，可惜全都被女人毀掉了」表現出了當代依然是男尊女卑的

觀念，把過錯全推到女性的身上，而且看出當時並不覺得女性有任何實質方面

的能力，只被認為是空有的花瓶，只會礙事，媚惑君王等等的，對於其能力是

給予很低的地位，因此男性才會表現出對其不看重，賦與否定的評價。 

 

  從「中興到末路」中，可看到阿 Q 在其他人眼中的地位從天堂掉到地獄般

的天差地遠。其他人看到其進城回來之後幾乎變了一個人，衣服不再是破舊，

也不用積欠酒錢，以為他也是官宦世家出身，或是至少牽扯的上邊，但是最後

發現他身上的那些東西都只不過是他偷來的，便不再看的起他。由此可看出其

會做出這種事來是因為自尊心作祟，想要當社會上能被看的起的人，但自己又

沒有實質上的能力，只好走旁門左道，這件事中出乎他意料的便是被別人發現

那些東西只不過是騙人的幌子，自己也嘗盡苦頭，從原本的意氣風發，到最後

落的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落魄，還要被譏笑是小偷，可見當時人因為要在社會

上要立足，只好做些事情打腫臉充胖子了。 

 

  從「大團圓」中，其實可以看到作者大概把前面所提到的當時人們有的詬

病都提了一次，而增加了能看到當時有權力的人在辦事上的隨便，只想要顧及

自己的面子，即使濫殺無辜也沒關係，不把百姓的權利看在眼裡。阿 Q 的本性

依然沒有改變，在劃押時還是不知道自己大難臨頭，雖然到示眾時發現那是要

去砍頭的儀式，他然再下一秒馬上換了一種心態，還想要唱首曲子，他會想這

樣做還是要顧及自己的面子，而影響其想法的不免俗是那些想看戲的人所造成

的，在一旁袖手旁觀就算了，竟然還冷血的說道「鎗斃並無殺頭這般好看」，

看出當時人民真的對社會上的事情能躲多遠就躲多遠，並且對於不關自己的事

就抱著看戲的態度，不留一點人性，對於官員所做出的錯誤決定也沒有提出一



點質疑，就任官員造成這種冤死的案件，有點像是欺負不懂法律的人，然後也

沒把話聽完就誤作判斷的草率態度也讓人髮指。 

 

  作者是藉著阿 Q 來諷刺當時的人，並且用主角的個性和缺點來影射當時社

會上的問題，而主角遇到的問題，其他人的舉止，也表現出當時社會的狀況，

作者描寫的特徵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大概都是我們認知中古代人舊有的觀念。

藉著作者的筆法，會不自覺的覺得阿 Q 是一個不聰明的人，但配合上時代背景

後，也會覺得他是一個蠻可憐的人，當時社會對沒權沒勢的人的看不起，和對

於他所做所為的嘲笑，以及對於他的無辜的漠不關心。讀完後不只了解當時人

們的毛病，也更了解當代的背景，可以看到現代人類思想的進步，和環境、權

利都比以前進步很多。  

四●討論議題： 

  文中主要是在提當時人民的詬病，但要如何徹底讓精神得勝法中的人民清

醒呢？而且如何讓人民能對於社會的事情多一點關心呢？除了廢除科舉制度還

有什麼方法能改善那些權貴自以為是的態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