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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黃春明的小說中蘊含著鮮明的民族意識及維護不屈情操的使命感。在「莎

喲娜啦．再見」中，被迫帶日本人到礁溪去嫖自己同胞姊妹的黃君，他內心的

衝突與掙扎，最後在他一手設計的假譯下，左批日人右打臺灣崇日學生，終於

得到宣洩的出口。儘管面對生活的挫折與現實的困境，但故事中角色的韌性，

卻總是讓人們對未來尚存一息的樂觀與希望。雖然外在環境不斷變遷，但不變

的是黃春明強調的人道關懷和對社會底層小人物的深刻關心。因此他的小說可

說是寫實也寫時，寫人也寫仁。  

二●內容摘錄： 

  世局的變遷，社會的變化，歷史給我們的使命，在我們心田裡種下的種子，

久而久之，也就像現在，只覺得偶做胚動，而未遇時機露芽，但在我的個人意

識中，根深柢固的這般，是無法拔除的。(P14) 

 

  我面對著像巨人般的社會，不幸衝上他打個噴嚏時，我將像遇到一陣狂風，

把我吹到十三層天外去。(P25) 

 

三●我的觀點： 

  當學生昂頭高唱國歌，望著國旗緩緩上升的同時，是否還會憶起黃花崗三

十二烈士的壯烈犧牲和國父孫中山高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十一次革命？

也許歷史已成過往，被我們遺忘，但歷史是依然活著的過去。那種種刻畫在我

們腦海裡的歷史畫面，仍然歷歷在目，對我們深具意義。 

 

  台灣在日本統治時期受到不少委屈及不平，但日本也在台灣有種種建設，

建立日後台灣經濟起飛及現代化的基礎。尤其是皇民化運動，鼓勵台灣人說日

語、改姓日本姓氏、穿和服，接受日本的生活方式，致使今日許多老一輩的長

者們都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要說日本人助我們一臂之力太牽強，改說日本人

置我們於死地也太誇張；但唯一不變的事實是，日本在統治台灣時，的確帶給

台灣另一種呈現。黃春明以作者的角度隱約述說著台灣受殖民時所受到的改變，

戰爭受到的刺激也好，皇民化運動下所推動的文化也罷，不管如何，台灣受到



日本的影響實在是太深太廣。時下許多生活層面處處充斥著這些改變的縮影：

街上門庭若市的日式餐廳、一旁小吃攤販賣壽司的師傅、親戚家中一整組壯觀

的人型娃娃，一年只在女兒節搬出來擺設一次、隔壁說得一口流利日語的鄰居、

繁榮的台北圓山大飯店，前身竟為深受日本神道教影響的台灣神社、日治行政

區劃下的台中州所建設的台中市役所和南部重要水利設施──嘉南大圳……等

景象，這些改變就像羅馬一樣，不是一天造成，都在現今的當下，深切的影響

著我們。 

 

  故事裡主角和日本人在回程的途中，因緣際會認識一位急於要到日本求學

的大學生。這位讀中國文學的大學生認為日本有許多中國的原版書及在日本研

究的情緒感覺和在中國研究不同，因此想離開中國，跑到異邦的地方去研究。

但在主角看來卻是種種藉口，依然主張值得研究的是中國的社會和中國各大思

想家的思想。其實不只是這位大學生，現今許多人也有著崇洋媚外的束縛。也

許是台灣受過許多其他國家的統治，發展出多元的文化，讓許多國人嚮往著外

國人的生活。在社會層面，就像故事中的大學生一般，多數人認為到國外留過

學、喝過洋墨水的學生，就比在台灣的土博士還行，薪水也拿得較高。就歷史

層面來說，建立中國現代化基礎的自強運動，因著英法戰爭堅強的船堅炮利，

而主張「師夷長技以治夷」的崇洋媚外心理。外國的月亮一定比較圓嗎？其實

不盡然，外國人甚至還欣賞我們的月亮有嫦娥和玉兔，浪漫又傳奇；而我們卻

只看到月亮的坑坑洞洞！其實多元文化是台灣的優點，又何必一味認為外國人

的好，一度嚮往阿兜仔的優呢？ 

 

  台灣文化其實不比外國差，只是差在於台灣人沒自信！外國人堅挺的鼻子，

帥氣的面孔，高大的身材，台灣人羨慕得不得了，但我們不要像作者所諷刺的

日本人一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內涵才重要！台灣親善的民情，熱絡的招

呼聲，正是外國人所沒有的。因此我們要堅定的發展自己的文化，拋開崇洋媚

外的枷鎖，向崇洋媚外大聲的高喊說「莎喲娜啦，再見」，使台灣能以本土文

化在國際上發揚光大！  

四●討論議題： 

  當我們被迫要執行不願意做的事時，該怎樣用不同的態度來化解？又在崇

洋媚外的時下，我們該如何保存本土文化不被外來文化淹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