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魯迅與阿 Q正傳 

1 

 
 
 
 

篇名 

魯迅與阿 Q正傳 

 

 

作者 

蘇婉柔。曉明女中。高二丁班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魯迅與阿 Q正傳 

2 

壹●前言 
 

魯迅──一個中國思想家、革命家和現代文學的重要奠基人。他的小說思想深

刻，是反映中國民主革命趨勢的一面鏡子。他創造阿 Q這個不朽的典型形象，批

判人們在失敗時以「精神勝利」來自我安慰的劣根性。他不拘一格，以寓熱情於

冷峻之中的文筆，藉由抨擊時政和鞭撻習俗隱喻生活哲理。從對《阿 Q正傳》的

進一步認識，將更貼進魯迅。 
 
貳●正文 
 

一、魯迅小傳 

 

魯迅（1881～1936），中國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樹人，字

豫才，浙江紹興人，1881年 9月 25日誕生。出身於破落封建家庭。1902年去日

本遊學，原在仙台醫學院學醫，後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 

1918 年 5 月，首次用“魯迅”的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

《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 

1918年到 1926年間，陸續創作出版了小說集《吶喊》、《彷徨》、論文集《墳》、

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雜文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

編》等專集。其中，1921年 12月發表的中篇小說《阿 Q正傳》，是中國現代文

學史上的不朽傑作。 

魯迅的一生，對中國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熱忱關懷、積極培養青年作

者；大力翻譯外國進步文學作品和介紹國內外著名的繪畫、木刻；搜集、研究、

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學，編著《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整理《嵇康集》

等等。小說《祝福》、《阿 Q正傳》、《藥》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魯迅的作品充實

了世界文學的寶庫，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語等 50多

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  

 
二、阿 Q正傳內容探討 
 
1.阿 Q正傳的成因 
使魯迅成為「中國文學的驕傲，而且也是世界文學的著名代表人物」〈註一〉的

主要代表作品，就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至一年二二年二月十日在《晨報副刊》

上連載的署名「巴人」的中篇小說《阿 Q正傳》。魯迅在東京留學的時候，就經

常和同學討論中國國民性問題，他一直認為，如果想要改變中國國民性的問題，

首先一定必須改變國民的精神。 

到了北京，他經歷了一次次的反革命封建復辟。因此，從《集外集》俄文譯本＜

阿 Q正傳＞序中，可以看出，他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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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是一件難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

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人生。」這就是《阿 Q正傳》的成因〈註二〉。 
魯迅在《華蓋集續編補編》中的〉阿Ｑ正傳的成因〉一文，說明他寫《阿Ｑ正傳》

的動機和如何去寫的。當時，因為在「晨報」編副刊的孫伏園〈註三〉先生，忽

然要添一欄叫做「開心話」的專欄，所以每周一次來找魯迅索稿。魯迅在文中說

道： 
阿 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

思。……就是第一章：序。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

滑稽，其實在全篇裏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註四〉，

並不高雅的意思。 

當《阿 Q正傳》剛發表的時候，有人在《小說月報》上表示對這篇文字的不滿，

認為阿 Q不像真有其人，作者形容得太過火了。 

魯迅不知道闖了禍，直到他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盧（即高一涵）〈註五〉

的《閒話》才知道，文章大略是－－ 

      我記得當《阿 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懼，恐怕以

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 Q正傳》上某一段仿

佛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 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只有某人

知道他這一段私事。……等到他打聽出來《阿 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

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 

蘇雪林女士對於這件事，也曾提出過她的看法：「這類笑話記得西洋文學界也曾

有過。像英國梅臺斯（G . Meredith）寫《自私者》（The Egoist），他有一個朋友對

他提出責問，說書中主人公威羅比先生正指著他。又如俄國岡察洛夫寫《奧勃洛

摩夫》，一時讀者都覺得自己血管裡有著『奧勃洛摩夫』氣質的存在。《阿 Q正

傳》可以與這兩個故事一並流傳為美談了。」（註六） 

      「第一章登出之後，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並不忙，

然而正作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 

      這樣一週一週挨下去，於是乎就不免發生阿 Q假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

中國倘不革命，阿 Q便不做，既要革命，就會做的。……到最後末一章，伏園倘

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 Q多活幾個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週』，他回去

了，代庖的：對於阿 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待伏園回來，阿 Q

已經槍斃了一個多月。……」〈註七〉 

沒想到，這部被譯為日、英、德、法、俄等各國文字的大作，竟然是在這樣的情

形之下產生的。正如同魯迅在《阿 Q正傳的成因》一開頭所寫的，「我常常說，

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註八〉 

起初，因為孫氏開闢「開心話」幽默專欄，所以向魯迅約稿。魯迅捨棄過去小說

的架構，改變風貌。於是在開頭時，便充分表現了不同的氣氛，連筆名也改用全

新的「巴人」，採用舊形式章回小說的說法。他脫出了舊式的窠臼，依照孫伏園

的要求，寫成了《阿 Q正傳》。〈註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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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 Q正傳簡介 

《阿 Q 正傳》的主人公---阿 Q，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和籍貫，只知道阿 Q 沒有

家，住在未莊的土榖祠裏；也沒有固定的職業。雖然，阿 Q 看來只不過是農村

裡的窮小子，但是他又很自尊。 

似乎全未莊的人都可以欺負阿 Q，唯一能讓阿 Q欺負的，大概只有小尼姑。摸她

新剃的頭皮，又扭住她的面頰，把小尼姑弄哭，引起旁人哈哈大笑，阿 Q 覺得

是真正的勝利。不過，這一次的勝利，卻讓阿 Q飄飄然的睡不著覺，認為是「女

人」害了他。 

阿 Q離開未莊，到城裡發展去。一回來，他將在城裡看到的新鮮事說給大家聽，

還有看到革命黨人被「殺頭」的景象，嚇壞了未莊人，阿Ｑ的地位在未莊人眼中，

大大提升。沒想到，阿Ｑ樂昏了頭，大家都要探他的底細，他還毫不諱言地說出

事實，原來他到城裡，幹的是「雞鳴狗盜」的勾當，因為被人發現，只好連夜逃

回未莊，根本不是「衣錦還鄉」，阿Ｑ終究還是個無賴罷了。 

時值辛亥革命，熱潮蔓延到未莊，人心也很動搖。阿Ｑ對革命這件事並不陌生，

於是阿Ｑ開始想要如何教訓村裏那些曾欺負他的人，好好地「革」他們一「命」。 

雖然革命黨進了城，但是沒什麼大異樣，原來的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只是改了

個名稱，其他也是如此，只是盤辮子的人逐漸增加起來。阿Ｑ當然也跟著盤起辮

子來，讓大家知道他也是「搞革命的」。 

沒想到，城裡的趙太爺家裡被搶，阿 Q 被誣陷為兇手，就這樣被抓進衙門。在

大堂審問時，阿 Q嚇得跪下去，又無法回答大人的問題，糊裡糊塗的畫押， 

要被槍斃了。阿 Q在遊街、示眾的路上，他安慰自己說：「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

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很多人來看熱鬧，結果阿 Q被槍斃的那一刻，

大家卻覺得不滿足，認為槍斃並沒有殺頭這麼好看，可憐的阿 Q就這樣犧牲了。 

 

3.阿 Q正傳的人物性格探究 

《阿 Q正傳》中，阿 Q在故事中是一個無賴的角色。不過，他在生活當中，卻
處處碰壁，遭人欺負，一點地位也沒有。蘇雪林女士在〈《阿 Q正傳》及魯迅的

創作藝術〉一文中說： 
《阿 Q正傳》這麼打動人心，這樣傾倒一世，究竟是什麼緣故呢？說是為了它描

寫一個鄉下無賴漢寫得太像了麼，這樣文字現在也有，何以偏讓它出名？說是文

筆輕鬆滑稽，令人發笑麼，為什麼人們不去讀《笑林廣記》，偏偏愛讀《阿 Q正

傳》？告訴你理由吧，《阿 Q正傳》不單單是刻畫鄉下無賴漢為能事，其中實影

射中國民族普遍的劣根性。〈註十〉 
《阿 Q正傳》所影射的中國民族的劣根性，相當實際貼切，這正是《阿 Q正傳》
的魅力所在。 
以下列舉出數種《阿 Q正傳》所影射的中國民族的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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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攀龍附鳳 
如果能和有地位的人沾上關係，自己的地位好像也會跟著上漲似地，而阿 Q就
是如此。阿 Q曾自稱是趙太爺的本家，當時在鄉民眼中，阿 Q地位水漲船高，
對他生起一股敬意，阿 Q自然也顯得意氣風發： 
那是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的時候，鑼聲鏜鏜的報到村裏來，阿Ｑ正喝了兩碗黃

酒，便手舞足蹈的說，這于他也很光采，因爲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細細的排

起來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其時幾個旁聽人倒也肅然的有些起敬了。〈註十一〉 
不過，如果當對方知道有人自稱是他的親戚到處招搖，而且又是阿 Q這樣的無
賴，或許會給予教訓一番。當趙太爺聽到阿 Q這渾小子自稱是他的本家，火冒
三丈，馬上找阿 Q算帳去： 
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Ｑ到趙太爺家裏去；太爺一見，滿臉濺朱，喝道：「阿

Ｑ，你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麽？」阿Ｑ不開口。趙太爺愈看愈生氣了，

搶進幾步說：「你敢胡說！我怎麽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麽？」阿Ｑ不開口，

想往後退了；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你怎麽會姓趙！——你那裏配

姓趙！ 」 

像阿 Q這樣的行為，在當時未莊人的眼中是太荒唐，即使他真的是趙太爺的本

家，但趙太爺可一點都不想和阿 Q這渾小子有任何關係，所以他想拉關係可就

說是自討苦吃。 

 

②誇大自尊 

阿 Q這個人可以說是很自尊的，不把別人看在眼裡，他常說「我們先前---比你

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但未莊的人們對於阿 Q過去的「行狀」卻完全

不知。 

又因為阿 Q常常到城裏去，所以見識了不少新鮮事，這讓他更加自負了，認為

未莊的人是無知的，但他也鄙視城裡人的行為起來： 

譬如用三尺三寸寬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莊人叫「長凳」，他也叫「長凳」，城裏

人卻叫「條凳」，他想：這是錯的，可笑！油煎大頭魚，未莊都加上半寸長的蔥

葉，城裏卻加上切細的蔥絲，他想：這也是錯的，可笑！然而未莊人真是不見世

面的可笑的鄉下人呵，他們沒有見過城裏的煎魚！  

 

③多忌諱 

阿 Q身體上有一些缺點，那就是他頭皮上的癩瘡疤，雖然表面上不在意，但從

他諱說「癩」以及一切近于「賴」的音，之後連「光」、「亮」、「燈」、「燭」也都

諱了，只要一觸犯禁忌，阿 Q就會給對方顏色瞧瞧： 

一犯諱，不問有心與無心，阿Ｑ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

便駡，氣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麽一回事，總還是阿Ｑ吃虧的時候多。于是

他漸漸的變換了方針，大抵改爲怒目而視了。〈註十二〉 

沒想到，阿 Q改用怒目而視主義之後，反而閒人們愈喜歡開他玩笑，阿 Q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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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了，只好再拿出「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這一招，

將自己的地位昇華，認為別人沒資格說他的閒話： 

一見面，他們便假作吃驚的說：「噲，亮起來了。」阿Ｑ照例的發了怒，他怒目

而視了。「原來有保險燈在這裏！」他們並不怕。阿Ｑ沒有法，只得另外想出報

復的話來：「你還不配……」這時候，又彷彿在他頭上的是一種高尚的光榮的癩

頭瘡，並非平常的癩頭瘡了。〈註十三〉 

之前說過阿 Q的自尊是很高的，他絕不會輕言低聲下氣，承認自己是失敗的一

方，表面上雖然失敗，但在阿 Q內心裏，他永遠有辦法將自己當作是贏家！  

除了上述六種劣根性之外，還有像是「精神勝利法」、「欺善怕惡」、「善於投機」、

「色情狂」、「狡猾」，從書中的角色裡都清晰可見，如此切中中國民族的劣根性，

魯迅用這樣嬉笑的文筆寫出，可以看的出他的內心有多麼地沉痛了! 

 
參●結論 
 
《阿 Q正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公認的名作。

魯迅將民初的農村社會景象描寫地淋漓盡致，暴露了中國國民的弱點，小說就是

這樣深刻地鞭撻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國民靈魂上的弱點，哀其不幸，怒其

不爭。形象而深刻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總結了因為沒有一個大的農村

變動而「革命尚未成功」的教訓。 

《阿 Q正傳》成功地描寫出中國民族的劣根性，而且是每個人都普遍存有的，

所以每位讀者都會覺得《阿 Q正傳》好像就是在寫他自己，當時的人看了會這

麼覺得，而現代的人看了也是一樣，這就是《阿 Q正傳》成功的原因。 

然而，過去的阿 Q精神所表達的是中國民族在遭受挫敗或是面臨危機時，一種

自我安慰的心態，將真實的挫敗轉化為幻想的勝利，逆來順受，而不思長進；然

而，現代的阿 Q精神，是人們在社會的壓力挫折下，適當運用精神勝利法來化

解自身所遭受的壓力苦痛，降低心理的傷害，保有繼續前進的動力。因此，阿 Q

精神在現代已經成為一種心理學上的「防衛機制」，適度地運用有助於壓力的減

低。魯迅寫作藝術和技巧的高明，還有阿 Q式的精神勝利法對現代人的抒壓幫

助，不得不再度佩服魯迅文筆思緒的遠大，創作出如此傑出的作品。 

 
肆●引註資料 
註一：見戈寶權《魯迅的作品在世界各國》 

註二：見《五四時期的魯迅》 王明仁 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 第五期 

註三：孫伏園（1894-1966） 原名福源，浙江紹興人。 

註四：下里巴人：古代楚國的通俗歌曲。 

註五：高一涵：安徽六安人。這裡所引文字見於他發表在《現代評論》第四卷第

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閑話》。 

註六：見《文學評論》 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註七：見〈阿 Q正傳〉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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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八：出自《華蓋集續篇補篇》。 

註九：高田昭二語，見《魯迅的生涯及其文學》，頁 82，新潮社。 

註十：見蘇雪林〈《阿 Q正傳》及魯迅的創作藝術〉。 

註十一：見〈阿 Q正傳〉一文。 

註十二：見〈阿 Q正傳〉一文。 
註十三：見〈阿 Q正傳〉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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