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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讀理由  

1. 大師經典作品：作者被公認為臺灣當代重要的

鄉土小說家，而本書名列《亞洲週刊》與來自

全球各地的學者作家聯合評選出的「二十世紀

中文小說一百強」第 28 名。 

 

2. 改編成電影：1983 年由中影公司出資，侯孝賢、曾壯祥與萬仁擔任導演而拍成電影

「兒子的大玩偶」。(其中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及蘋果的滋味分別為電影

裡的三段故事） 
 

二、背景搜索  

黃春明，1935 年出生於生於宜蘭縣羅東鎮「浮崙仔」，筆名春鈴、黃春鳴、春二蟲、

黃回等，為台灣當代重要的文學作家。屏東師專畢業後曾任小學教師、記者、廣告企劃、

導演等職。創作多元，以小說為主，其它還有散文、詩、兒童文學、戲劇、撕畫、油畫

等創作，其作品曾被翻譯為日、韓、英、法、德語等多國語言。 

創作多元，亦深具人文視野的黃春明所關懷的對象包括鄉土小人物、城市邊緣人和

老人族群等，富有強烈的地方色彩和濃厚的文化意識。小說《鑼》於 1999 年入選「臺

灣文學經典三十」小說類，並曾獲吳三連文藝獎、國家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獎等。其

中〈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蘋果的滋味〉由導演侯孝賢先生改編為三段

式集錦電影《兒子的大玩偶》，隨後〈看海的日子〉、〈莎喲娜啦．再見〉、〈兩個油漆匠〉、

〈我愛瑪莉〉等七部著作，亦改編為同名電影。 

近年黃春明專事寫作之餘，亦致力於歌仔戲及兒童劇的編導，並陸續擔任過東華大

學、成功大學、中央大學、政治大學及臺東師範學院等大專院校駐校作家。現為蘭陽戲

劇團藝術總監、《九彎十八拐》雜誌發行人及黃大魚兒童劇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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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黃春明作品集》第二冊，收錄了〈兒子的大玩偶〉、〈蘋果的滋味〉、〈小琪

的那頂帽子〉、〈我愛瑪莉〉等十篇短篇小說，為黃春明描寫小人物的無奈和困境的寫實

主義小說集，故事反映出人性和人心，以及台灣在美日兩國經濟殖民下的社會圖像。 

 

三、內容提要  

〈兒子的大玩偶〉敘述一位父親因為工作關係，必須藉著扮成「三明治人」（人身

前後各掛一片廣告看板，似三明治），為電影院宣傳以維持一家妻小的生活。父親回家

後總是以小丑的臉蛋跟孩子玩，有一天孩子看到父親的真面目時，竟認不得父親而大

哭。同樣是寫父親的心理，〈甘庚伯的黃昏〉透過主角甘庚伯的視野，書寫日本殖民與

戰爭對人心的殘害和傷痛。 

  〈蘋果的滋味〉書寫受傷的工人阿發，在洋人餽贈的蘋果的滋味中，全然忘記自己

失去了一條腿，失去自主謀生的資本，反而對咀嚼到洋人贈予的蘋果，並與西方文化沾

上邊而雀躍不已的心情。而亦是書寫經濟文化殖民的卑屈，〈我愛瑪莉〉則以嘲諷戲謔

的口吻描述小人物在工商社會下為了生存掙扎，突顯出民族意識的矛盾。〈小琪的那頂

帽子〉則反映了農村青年被迫離鄉背井到都市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扭曲和掙扎。

〈清道伕的孩子〉則透過了孩童的眼光，點出了社會階級的不平等以及底層小人物的心

酸。 

 

四、名家導讀  

1. 沒有「矯揉造作的技巧、刻意安排的象徵、精雕細琢的文字」等仿造的現代主義的

「不自然」。──呂正惠《小說與社會》 

2. 黃春明在七○年代即敏銳地觀察到西方強勢文化滲透、台灣主體文化滲漏所衍生的

文化認同危機，他透過文字所預言的結果，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都已不幸言中，

做為一個作家，黃春明有其一貫的社會關懷與人性觀照，也有無可剝離的土地認同

與歷史記憶，以及向未來探照的纖敏觸角。──林瑞明〈目的與手段之別——試論

黃春明與陳映真〉 

3. 黃春明在臺灣文學史上有其不可抹滅的地位。他可算是國內當代重要的作家，在文

學界裡，黃春明經常被定位為七○年代的「鄉土文學作家」並認為他是悲天憫人的

人道主義者。──張錦德《鄉土之愛‧人物之情──黃春明作品研究》 

4. 讀過黃春明作品的讀者，都會為他高明的「以文字說故事」的才能吸引住。而這項

才能，卻是許多現代文學作家所缺乏的。呂正惠教授曾經這樣形容過他：「黃春明

之所以成為最純粹的小說家，是因為他擁有鄉土說書人的特質：他植根於鄉土，長

期在鄉土長大，了解鄉土人物的辛酸與命運。」──徐秀慧《黃春明小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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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黃春明先生是個說故事的能手，並以生動的文字來表達對臺灣社會的關懷；他所刻

劃的小人物，不僅栩栩如生，更且深刻的描摹心靈世界，使讀者能夠充分的了解五、

六○年代臺灣人的生活狀況。──秋樵〈黃春明電影小說集導讀〉 

 

五、心得感想  

如果說魯迅是欲透過寫作來救國，那麼便可以說黃春明的作品傳達出一種企圖改善

社會的盼望。他們一個人是醫生，一個當過老師，筆下的文字同樣充滿力量，不同的是，

後者相較於前者多了許多寬容和溫厚。 

黃春明真是一個說故事高手，從〈兒子的大玩偶〉到〈清道伕的孩子〉，沒有一篇

冷場！他的文字彷彿是充滿吸引力的黑洞，讀者在不知不覺便會被吸入小說的世界。在

這本小說集裡，我們在〈兒子的大玩偶〉、〈甘庚伯的黃昏〉中看到了華人文化下含蓄而

濃烈的父愛，後者更透過阿興的癲狂透露出戰爭對人民深刻的傷害；對於文化、經濟敏

感的讀者亦能在〈蘋果的滋味〉、〈我愛瑪莉〉等篇看到早期臺灣社會發展的痕跡。而作

者對於人性的關懷，跨越了社會的階級和族群的界線，〈兩萬年的歷史〉寫外省軍人的

愁思，亦在看似瘋狂、無厘頭的對話中提出了對戰爭幽微而猛烈的批判。〈清道伕的孩

子〉則透過孩童的眼光，傳達「職業無貴賤」的概念。他不猛烈批判社會的現狀，只透

過戲謔和寫實手法來引人深思反省，是以讀者便在感動鼻酸和莞爾一笑時，心也被深深

地撼動了。 

這十篇小說均有一共同的特色，便是善於塑造人物性格，黃春明不以大量形容詞直

接鋪敘，而是透過人物對白、獨白，使其性格鮮明起來；而對於情感和畫面卻又譬喻精

準、描寫細膩而充滿隱喻，讀來宛如看一場又一場精采絕倫的電影，無怪乎大導演侯孝

賢慧眼相中，將其作品改編為電影了。而筆者也在其作品的字裡行間，感受到小人物的

生命力。或許很多時候人生充滿無奈，但以一種寬容的態度來面對，不也是充滿了積極

的意義嗎？ 
 

六、佳言錦句  

1. 他在車站打了一回轉，備游離般地走回站前路。心裡和體外的那種無法調合的冷

熱，向他挑戰。坤樹的反抗只止於內心裡咒詛而已。五六公尺外的那一層黃膽色的

空氣又隱約地顯像，他口渴得喉嚨就要裂開，這時候，家，強而有力地吸引著他回

去。（p.18-19） 

2. 他憂慮重重地轉過身來，那濕了後又乾的頭髮，牢牢地貼在頭皮，額頭和顴骨兩邊

的白粉，早已被汗水沖淤在眉毛和向內凹入的兩頰的上沿，露出來的皮膚粗糙的像

患了病。最後，他無意地把小鬍子也摘下來，眼巴巴地站在那裡，那模樣就像不能

說話的怪異的人形。（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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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是，這一次阿珠一點都不害怕。她一味地想著當養女以後，要做一個很乖很聽話

的養女，什麼苦都要忍受。這樣養家就不會虐待她，甚至於會答應她回家來看看地

地妹妹。那時候她可能會有一點錢給弟弟買一枝槍，給妹妹買球和小娃娃。她想著

想著，一點也不害怕，只是愈想眼淚流得愈多。（p.46） 

4. 咬到蘋果的人，一時也說不出什麼，總覺得沒有想像那麼甜美，酸酸澀澀，嚼起來

泡泡得有點假假的感覺。但是一想到爸爸的話，說一只蘋果可以買四斤的米，突然

味道又變好了似的，大家咬第二口的時候，就變得起勁而又大口地嚼起來，噗喳噗

喳的聲音馬上充塞了整個病房。（p.71） 

5. 有很多次，有人叫他中文名字，他最後還是應聲回過頭，尷尬地對人說：「噢！對

不起！對不起！是你叫我啊！你一定叫我好幾聲吧？唉！我左邊的耳朵有毛病，聽

不見，小時候被老師打聾了。外國人向來就不體罰學生。」（p.111） 

6. 現在他才發現，他從來就沒有這般靠近，而專注地注意過阿興的顏面。尤其在他觸

及到，那一對清澈透底的，有如無任何雜念的稚童的瞳眸時，一陣冷震的微波，蕭

然滑過脊髓，突然令老庚伯感到，自己萎縮得變成渺小的微粒，而掉落到那清澈瞳

眸的深潭裡。（p.179） 
 

七、延伸閱讀  

1. 看海的日子（黃春明作品集一）               黃春明／聯合文學出版社 

2. 莎喲娜啦．再見（黃春明作品集三）           黃春明／聯合文學出版社 

3. 放生（黃春明作品集四）                     黃春明／聯合文學出版社 

4. 沒有時刻的月台（黃春明作品集五）           黃春明／聯合文學出版社 

5. 等待一朵花的名字（黃春明作品集六）         黃春明／聯合文學出版社（散文） 

6. 九彎十八拐（黃春明作品集七）               黃春明／聯合文學出版社（散文） 

7. 大便老師（黃春明作品集八）                 黃春明／聯合文學出版社（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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