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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前 言  

 

一 、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魯 迅 乃 是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的 巨 擘，其 思 想 以 及 對 於 這 當 代 社 會 的 批 判 對

後 世 皆 有 極 其 深 遠 的 影 響。原 本 是 醫 生 的 他 為 了 救 社 會 救 國 家，開 始

以 文 學 闡 述 自 己 對 於 當 代 中 國 的 一 些 建 言 與 思 維，除 了 指 出 中 傳 统 的

陋 習，更 引 進 西 方 的 新 文 化 新 思 想，所 著 的 小 說 除 了 抨 擊 流 傳 已 久 的

傳 统 弊 端，對 於 中 國 現 代 的 諸 多 事 件 已 有 獨 到 的 見 解 與 演 譯，因 此 ，

想 要 了 解 中 國 小 說 大 家 魯 迅 的 思 考 與 文 學 涵 養 。  

 

本 文 欲 藉 此 研 究，探 究 魯 迅 獨 到 的 思 維，涵 答 東 西 文 化 的 素 養，文 學

的 風 格 與 手 段，並 了 解 當 時 中 國 社 會 的 背 景 與 人 心，且 探 知 當 時 魯 迅

對 於 當 時 的 中 國 社 會 內 心 的 想 法（ 一 個 大 的 鐵 籠 子 ）與 批 判，透 過 一

個 文 學 家、思 想 家、革 命 家 的 雙 眼 透 視 當 時 夾 處 於 東 西 文 化、傳 統 新

潮 衝 擊 下 ， 以 及 內 憂 外 患 叢 生 的 動 盪 的 中 國 。  

 

二、研 究 範 圍  

 

01、參 考 文 獻 共 六 本 其 四 為 魯 迅 之 作 品 其 二 為 對 魯 迅 之 評 論 另 有 網 路

素 材 （ 將 於 參 考 資 料 詳 細 列 出 ）  

 

02、於 諸 多 作 品 中 挑 選 出 一 篇〈 長 明 燈 〉於 此 作 詳 細 的 分 析 與 研 究 。 

 

03、 佐 以 其 他 小 說 如〈 藥 〉、〈 幸 福 〉……等 架 構 出 當 時 的 中 國 社 會 背

景 及 其 諸 多 弊 流 與 魯 迅 於 此 之 看 法 和 批 判 ， 對 研 究 做 出 更 深 刻 的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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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04、 配 合 其 他 參 考 資 料 （ 他 人 對 魯 迅 的 評 斷 ）， 來 解 析 小 說 中 的 意 涵

及 魯 迅 之 思 維 ， 完 成 結 論 的 撰 寫 。  

 
三、研究之架構 
 
01、作者介紹 
 

02、 對 於 小 說 內 容 之 分 析  

A、 主 題  

B、 題 材  

C、 情 節  

D、 人 物  

E、 敘 述 角 度  

F、 場 景  

G、 語 言  

 
03、對 於 文 中 之 象 徵 隱 喻  
 

04、 對 於 文 中 角 色 行 為 之 意 義  

 
貳●正文 
 
一、作者介紹 
 

魯迅［1881/9/25–1936/10/19］﹐中國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樹人﹐字

豫才﹐浙江紹興人。出身於破落封建家庭。青年時代受進化論､尼採超人哲學和

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902 年去日本留學﹐原在仙台醫學院學醫﹐後從事

文藝工作﹐企圖用以改變國民精神。先後在杭州､紹興任教。辛亥革命後﹐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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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臨時政府和北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兼在北京大學､女子師範大學

等校授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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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迅的小說､散文､詩歌､

雜文共數十篇［首］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小說《祝福》､《阿Ｑ正傳》､《藥》

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註一) 

 

他曾經這樣說過：『在中國，小說不算文學，做小說的也絕不能稱為文學家，所

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路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說抬進『文苑』裡的意思，

不過想利用他的力量，來改良社會。」(註：《南腔北調集﹒我怎麼做起小說來》)』

（註二） 

 

二、小 說 內 容 分 析  

 

A、  主 題  

 

長 明 燈 之 主 題，乃 在 於 對 於 傳 統 迂 腐 觀 念 的 平 反，對 於 中 國 社 會 的 舊

有 迷 信 思 想 予 以 抨 擊。吹 熄 更 是 文 眼 所 在，吹 熄 傳 統 文 化 的 弊 病，但

在 千 夫 所 指 的 壓 力 底 下，反 成 為 罪 大 惡 極 的 瘋 子，所 謂 的 瘋 子 乃 是 對

於 傳 統 迂 迴 弊 端 的 看 清 與 批 判，奈 何 根 深 柢 固 的 習 性，反 而 迫 使 正 確

的 方 向 受 到 混 亂，然 而 在 當 時 的 社 會 觀 點 來 看 似 乎 是 天 經 地 義，但 以

現 代 的 角 度 來 看，卻 顯 荒 謬 了（ 與 狂 人 日 記 收 殊 途 同 歸 之 效（ 註 三 ））。 

 

B、  題 材  

 

以 一 個 相 當 常 見 的 瘋 子 於 鄉 野 做 為 題 材，一 個 從 小 到 大，幾 度 試 圖 吹

熄 象 徵 全 屯 精 神 與 重 要 信 物 的 燈 火 的 瘋 子 作 為 全 篇 的 主 角，長 明 燈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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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全 屯 極 力 守 護 的「 神 」物，兩 者 作 出 相 當 鮮 明 而 極 端 的 對 比，對 於

瘋 子 的 歧 視 與 嘲 諷，在 全 篇 裡 也 一 直 是 描 寫 的 對 象，正 描 述 了 中 國 傳

統 社 會 的 一 種 歧 視 心 理，以 及 守 舊 迷 信 相 當 強 烈 的 性 格，而 中 國 人 對

於 這 類 的 事，卻 總 是 十 分 的 團 結，以 另 一 個 角 度 觀 看 卻 是 諷 刺 不 已 。 

 

C、  情 節  

 

開 端：茶 館 內，吉 光 屯 的 人 們 討 論 著 瘋 子 想 要 吹 熄 燈 火 的 事， 接 著 ，

便 有 人 去 廟 裡 巡 一 巡 。  

 

發 展：發 現 瘋 子 站 在 廟 前 想 要 吹 熄 燈 火，於 是 眾 人 便 哄 騙 他 欲 讓 他 離

開，奈 何 瘋 子 堅 持 要 親 自 吹 滅 燈 火，於 是 眾 人 僵 持 不 下，突 然，瘋 子

揚 言 放 火 ， 令 眾 人 大 驚 ， 也 引 入 劇 情 的 高 潮 。  

 

高 潮：防 範 吉 光 屯 安 全 的 人，屯 中 年 高 德 邵 的 老 人，以 及 瘋 子 的 伯 父

討 論 後 決 定 將 瘋 子 關 在 廟 裡 的 閑 房 中 ， 已 去 除 邪 妖 。  

 

結 局： 瘋 子 被 關 在 房 中， 隔 著 厚 厚 的 木 柵， 仍 要 吹 熄 燈 火 ，最 後， 從

小 孩 子 嬉 戲 玩 鬧 的 歌 曲 中 顯 示 出 一 種 新 時 代 的 希 望 。   

 

D、  人 物  

 

扁 形 人 物 ： 方 頭 、 闊 亭 、 灰 五 嬸 、 莊 七 光 四 爺 、 郭 老 娃（ 都 是 單 純 性

格，以 幫 助 劇 情 發 展 與 圓 形 人 物 的 襯 托 ）小 孩 子（ 襯 托 圓 形 人 物，將

結 尾 蘊 出 意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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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形 人 物：瘋 子（ 雖 然 一 心 一 意 為 了 吹 熄 燈 火 但 是 本 身 並 不 傻，之 前

受 過 一 次 騙，便 以 此 為 戒，且，雖 然 表 面 上 是 為 一 丑 角，然 而 卻 有 相

當 堅 定 且 深 邃 的 意 志 ）  

 

E、 敘 述 角 度  

 

全 知 觀 點，非 劇 情 角 色 之 一，乃 是 以 一 個 超 脫 於 小 說 本 身 的 角 度，客

觀 而 依 序 的 娓 娓 道 盡 。  

 

F、 場 景  

 

這 個 場 景 是 建 立 在 小 屯，中 國 傳 統 社 會 底 下，一 個 相 當 標 準，守 舊 而

迷 信 的 屯 鎮，處 於 西 方 新 文 化 的 衝 擊 與 舊 有 東 方 思 想 的 矛 盾 中，的 一

個 企 圖 抵 制 新 文 化，保 全 舊 傳 统 的 風 俗 小 鎮 屯，在 新 舊 文 化 互 相 撞 擊

的 混 亂 的 動 盪 時 代 ， 民 風 淳 樸 的 屯 鎮 中 ， 不 准 許 傳 統 的 價 值 受 到 懷

疑，因 此 登 高 一 呼 之 下，飽 受 傳 統 迂 腐 觀 念 束 缚 的 屯 民 自 然 會 和 為 自

己 舊 有 的 認 知 而 聚 集 。  

 

茶 館：中 國 傳 統 社 會 中，十 分 常 見 的 一 個 聚 會 場 所，龍 蛇 雜 處，因 此

小 道 消 息 集 各 種 的 事 件 於 此 處 皆 能 獲 得 相 當 靈 通 的 資 訊，而 此 處，也

常 常 出 現 所 謂 村 里 的 捍 衛 者，常 是 壯 年、中 年 男 子，具 有 熱 血 的 態 度，

也 是 和 村 里 中 較 為 外 圍 卻 緊 密 的 一 群，另 外 也 因 是 公 共 場 所，因 此 也

會 出 現 吸 收 新 文 化 而 對 於 屯 內 的 迂 迴 思 維 嗤 之 以 鼻 的 族 群 『 不拘禁忌

地坐在茶館裡的不過幾個以豁達自居的青年人，但在蟄居人的意中卻以為個個都

是敗家子。』（註四）」， 雖 然 人 數 不 多 ， 卻 以 對 於 傳 統 觀 念 的 的 一 大 會

聚 地 「 茶 館 」 造 成 鮮 明 的 對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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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 ：  是 中 國 傳 統 社 會 裡 的 一 個 中 心 所 在 ， 除 了 是 人 們 內 心 中 的 寄 託

外，更 代 表 的 是 傳 統 迂 腐 的 迷 信 守 舊 思 維 的 核 心，其 中 得 長 明 燈 乃 是

流 傳 多 年 淤 積 已 久 的 弊 病 中 心，尤 其 在 莊 嚴 而 深 厚 的 廟 宇 之 前，瘋 子

的 存 在 就 是 一 種 難 以 抗 衡 的 挑 戰，放 火 的 挑 釁，更 被 認 為 是 種 褻 瀆 。 

 

客 廳：屯 內 中 心 的 所 在，比 起 廟 宇 精 神 上 的 象 徵，客 廳 乃 是 實 質 權 力

的 所 在，強 大 的 權 力 根 源，便 是 中 國 傳 統 的 地 緣 血 緣 關 係 結 合 與 迂 腐

的 迷 信 守 舊 思 維 聯 繫 ， 對 於 吉 光 屯 而 言 ， 是 相 當 崇 高 的 存 在 。  

 

閑 房 內 外：房 外 的 孩 童 們 天 真 的 嬉 戲 的 自 由 開 闊，與 房 內 的 瘋 子 昏 暗

的 的 孤 寂，形 成 相 當 強 烈 的 對 比，孩 童 們 隨 口 編 出 的 歌 謠 似 乎 受 到 瘋

子 的 潛 移 默 化，而 瘋 子 最 後 仍 受 到 燈 火 的 光 照，終 究 逃 不 開 傳 統 勢 力

的 影 響 。  

 

G、 語 言  

 

對 話 之 中，除 了 俱 有 相 當 多 口 語 的 外，也 有 屯 中 較 粗 野 的 說 話 習 慣 —

『 放你媽的屁！”灰五嬸怒目地笑了起來……』（ 註 五 ），將 人 物 的 刻 劃 更 加

鮮 活 生 明 ， 也 添 加 了 草 根 味 與 土 地 性 ， 使 小 說 更 為 自 然 有 力 。  

 

三 、 文 中 之 象 徵 隱 喻  

 

以 豁 達 自 居 的 年 輕 人 ： 新 文 化 出 現 鄉 里 的 象 徵  

 

長 明 燈：代 表 中 國 傳 統 的 迂 腐 思 想 與 諸 多 弊 端，由 梁 武 帝 傳 下 則 是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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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傳 統 觀 念 由 來 已 久 ， 根 深 已 固  

 

社 老 爺 、 瘟 將 軍 、 王 靈 官 老 爺 ： 中 國 傳 統 的 迂 腐 觀 念 與 繁 文 縟 節 。  

 

吹 熄：吹 熄 傳 統 文 化 的 弊 病，藉 由 吹 熄 燈 火 來 吹 醒 吉 光 屯 內 人 們 昏 聵

的 心  

 

放 火：挑 戰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弊 病 的 極 端 手 段，照 亮 屯 民 荒 唐 渾 然 不 覺 的

行 為 。  

 

嬉 戲 的 孩 子 所 編 的 歌 ： 代 表 著 在 混 亂 的 時 代 裡 ， 由後一代把這個任務接

受過來了，表示著新時代的希望。 

『雖然瘋子最後還是被禁閉起來，然而他的「我放火」的叫喊已經廣泛傳播，夾

入孩子們的歌唱，由後一代把這個任務接受過來了。《長明燈》結尾處的歌聲和

《藥》裡瑜兒墳上的花環含有同樣的意義。』（註六） 

 

『白篷船，對岸歇一歇。 

此刻熄，自己熄。 

 戲文唱一出。 

我放火！哈哈哈！ 

火火火，點心吃一些。 

戲文唱一出。』（註七） 

 

長 明 燈 依 舊 照 耀：則 是 表 示 中 國 傳 統 的 迂 腐 思 想 與 諸 多 弊 端 依 舊 根 留

人 們 心 中 ， 無 處 不 在 ， 甚 至 連 瘋 子 本 身 也 受 到 影 響 。  

 

四 、 文 中 角 色 之 行 為 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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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扁 形 人 物 而 言，其 主 要 意 義，便 是 幫 助 劇 情 的 發 展，意 即 是 對 於

傳 統 文 化 的 捍 衛，並 展 現 其 傳 统 迂 腐 弊 病 的 性 格。至 於 圓 形 人 物，也

就 是 瘋 子，其 個 性 的 複 雜 及 隱 喻 相 當 的 多，首 先 ，是 其 堅 定 的 意 志 ，

表 現 出 執 著 的 對 於 傳 統 的 弊 病 予 以 挑 戰 與 抨 擊 ， 其 荒 謬 的 言 語 與 行

為，乃 是 對 於 傳 統 腐 敗 觀 念 的 反 諷，並 欲 藉 由 吹 熄 燈 火 來 吹 醒 吉 光 屯

內 人 們 昏 迷 的 心，只 是 長 年 累 積 的 弊 流 遮 掩 了 屯 民 的 眼，只 好 藉 由 放

火 這 極 端 的 手 段 來 照 亮 屯 民 荒 唐 渾 然 不 覺 的 行 為。至 於 瘋 子 受 騙 及 其

第 二 次 不 再 上 當，而 發 展 出 放 火，而 被 關 的 情 形，讓 個 人 聯 想 到 其 中

的 涵 義，暗 喻 中 國 晚 清 的 一 連 串 轉 變，由 見 到 廟 中 神 明，而 驚 慌 失 措，

代 表 對 抗 英 法 聯 軍 的 失 敗，欲 熄 滅 燈 火，乃 是 對 於 文 化 的 改 革 就 是 自

強 運 動，第 一 次 受 騙，則 代 表 自 強 運 動 的 失 敗，放 火 則 代 表 著 百 日 維

新 的 展 開 與 其 極 端，被 關 閑 房，則 有 兩 層 涵 義，一 是 代 表 維 新 的 失 敗，

二 為 光 緒 皇 帝 被 軟 禁，小 孩 則 代 表 新 時 代 的 希 望，長 明 燈 依 舊 照 耀 則

是 表 示 中 國 傳 統 的 迂 腐 思 想 與 諸 多 弊 端 依 舊 橫 行 中 國 。  

 
參●結論 

 

在 當 時 的 環 境 底 下，會 排 斥 新 文 化 的 介 入 乃 是 在 所 難 免，然 而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仍 歸 咎 於 傳 統 觀 念 的 根 深 柢 固，新 舊 文 化 的 矛 盾，衝 擊 了 長 久

以 來，一 直 生 活 在 傳 統 文 化 的 人 們，尤 其 是 鄉 村 的 居 民，平 日 所 接 收

到 新 文 化 的 資 訊 本 來 就 比 較 少 了，更 何 況 是 直 接 對 於 自 己 文 化 的 中 心

思 想 強 烈 而 徹 底 的 反 對，對 於 當 時 社 會 的 人 們 這 樣 的 現 實 乃 是 無 法 接

受 的 以 致 於 產 生 諸 多 排 斥 的 現 象，畢 竟 對 於 中 國 傳 統 社 會 的 人 們，宗

教 是 自 己 的 中 心 精 神，抹 滅 掉 自 己 的 宗 教 等 於 是 抹 煞 掉 自 己 的 存 在 與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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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人 日 記 中，批 判 的 是 流 傳 多 年 的 儒 家 思 想 與 繁 縟 的 禮 教，然 而 宗 教

信 仰 的 傳 世 更 是 久 於 其 上，對 於 中 國 傳 統 社 會 的 影 響 更 是 深 遠，因 此

對 於 隻 身 挑 戰 這 禁 忌 大 門 的 人，對 於 當 代 社 會 而 言，乃 是 罪 不 可 赦 的

叛 逆 。  

 

『和《狂人日記》裡的狂人一個類型的，魯迅在《長明燈》裡又描寫了 

一個試圖吹熄「不滅之燈」的瘋子。「燈」和「塔」在舊社會裡是封建宗法統治

的象征，魯迅曾經在雜感裡歡呼過「塔」的倒掉，又在小說裡期待著「燈」的熄

滅，他再一次選中瘋子作為啟發人們向封建勢力宣戰的形象……』（註八） 

 

然 而，這 瘋 狂 的 行 徑，卻 是 真 正 使 中 國 根 治 的 方 法，追 求 瘋 狂 的 偏 差

而 打 壓 正 確 的 思 想，看 似 可 笑，實 則 悲 哀，魯 迅 正 是 描 寫 這 種 句 苦 口

良 藥 於 外 的 諷 刺 ，『 別 人 笑 我 忒瘋 癲 ， 我 笑 他 人 看 不 穿 』（ 註 九 ）， 處

於 當 時 的 大 鐵 籠 時 代，我 想 魯 迅 正 是 懷 著 這 樣 的 無 奈。但 他 的 燈 引 ，

確 實 影 響 了 中 國 的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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