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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卡繆是一位法國的存在主義文豪，同時也是哲學家、戲劇家、評論

家。他正視人類處境及人自身的荒謬，在二戰期間出版了最能體現此觀點的代

表小說《異鄉人》，而長篇論說文《薛西弗斯的神話》及劇作《卡利古拉》，

皆為卡繆著名的「荒謬之作」。 

 

《異鄉人》的主角莫梭，對於身邊種種荒謬的情境十分冷靜及淡漠，他就像是

一個與既定社會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一個心靈上永遠的異鄉人。 

 

 

二、內容摘錄： 

漫長得度日如年不說，還膨脹到彼此交疊，最終界線消失，既定的名字也不復

存在。對我來說，只有「昨天」或「明天」這種詞彙還保有原意。（p.96） 

 

事實上，我沒有所謂靈魂，沒有一點人性，沒有任何維繫人心的道義準則能讓

我有所共鳴。（p.119） 

 

在這無可逆轉的既定安排下，有那麼一次，偶然和機遇曾經帶來了改變。

（p.128） 

 

 

三、我的觀點： 

「荒謬」是負面的字眼，是跳脫社會框架的形容詞，是看電視劇時用來解釋不

合理情節的詞彙，一個人平常幾乎不會想要和荒謬沾上邊，更是沒有人想被荒

謬一詞形容——在看完《異鄉人》和了解卡繆的人生觀之前，我一直都是這麽

想的。 

 

看這本書的前半段時，我認為主角莫梭就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他不因母親的

過世而悲傷，隔天就和戀人出外廝混，過著和平常差不多的生活。後來的莫梭



處於種種無理至極的情境，他卻一直像是一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情緒極為平

靜，甚至可以說是淡漠，連自己的戀人問他願不願意結婚，他也覺得無所謂。

她想結，那就這麼辦。我開始困惑這不符合常理的處事態度究竟是什麼，而

「荒謬」便是我得到的最終答案。對卡繆而言，「荒謬」並非一個負面的字

眼，而是人存在的真相，接受這個真相等於是抱持一個切合實際的人生觀，我

也因為這本小說，成為被卡繆深深說服的其中一人。回想自己的生活，荒謬的

事情其實也不少，但我們害怕與社會衝撞、與社會對立，所以選擇往符合道德

規範的路上前進，同時閃躲著迎面而來的荒謬情節。 

 

「那是因為我從來都覺得沒什麼好說的，所以寧可把嘴閉上。」這是莫梭在法

官審訊時回的話。想想也有道理，在連自己都不知道真正的答案時，為何不選

擇什麼都不說，而是把不合乎自己真實感受的想法公諸於世，也許是想取悅大

眾、是想讓自己更像個正常人罷了。在每個人都急於發表自己的意見、七嘴八

舌地批判大大小小的人事物的社會中，容易被影響也成為現代人喪失獨立思考

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誇張一點來說，擁有自己的思維逐漸被大家認為是一位

道德罪犯，如同書裡的莫梭，當他有的是和社會約定俗成的觀念相衝突的行為

模式時，則被大加指責為無情、不孝、不義，在故事的最後，社會也判了一個

死刑給他。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和我一樣，常常生活在無意識的生活習慣中而

至麻木，而莫梭就像是我們的放大版，對於生，沒有特別的喜樂，對於死，也

沒有很在乎。 

 

最後，我認為要等到我們學會忠誠地表現出自己的感受和接納我們其實正站在

荒謬路途上的事實之後，人們才會更接近自我，更真誠地存在於這個世界。

「正因為人生荒謬，更應面對並繼續活下去」卡繆的這句話讓我更堅信「荒

謬」的人生觀已經成為我內心的信仰之一。「道德綁架」幫我們定下的罪名不

一定是事實，而是普羅大眾的觀感，當他們設定這套遊戲規則的同時，他們也

慢慢地被這種固有的思維僵化在原地，但如果我能當一個異鄉人，至少能遵從

內心的信念和了解自我的意義，不再隨波逐流地生存在這個社會。 

 

 

四、討論議題： 

每個人都有不被他人認同的時候，也許是別人認為你的行為太過「荒謬」，也

或許是因為你的想法和社會上約定好的道德不相同，這時大部分的人們會因為

感到孤獨而最後承受不了無依無靠的壓力等因素，選擇忽略自己內心的意見。

如果遇到以上狀況，你會堅持自我嗎？又或者是跟隨著群眾的腳步呢？為什

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