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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作家身影 

 
 

 

B.作家簡介 

  

在讀國小和中學時深受中國古典小說和「五四」新文學作品的浸染。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現

代文學的寫作技巧，融合到中國傳統的表現方式之中，描寫新舊交替時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

富於歷史興衰與人世滄桑感，曾被譽為「當代中國極有才氣與成就的短篇小說家」、「當代中

國短篇小說家的奇才」。 

 

白先勇善於刻畫時代變革、新舊價值交替與中西文化衝擊下的人物心理，富有歷史興衰與

人世滄桑之感。在文化懷鄉之餘，亦對臺灣風土人情著墨甚多，不僅有現代主義的技巧，亦有

寫實主義的精神，關懷弱勢，筆下悲憫有情，貼近臺灣與華人世界的脈動。融合中國傳統文學

的語言質素與西方當代的文學技法，創造獨樹一格的文字藝術，也形塑了古今融合的美學典

範。 

 

 

C.作品簡介 

 

《臺北人》為白先勇於 1971年集結終 1960年代於《現代文學》發表的 14篇短篇小說而

出版的小說集。 小說集中各篇長短不同，寫作技巧也相異，但題材皆關於 1950年代從中國大

陸來台灣的形形色色的人們以及他們的生活。 部份篇章曾於 1967年文星書局出版的《謫仙

記》中收錄。 該書雖以臺北為名，然書中所寫的並非土生土長的台北人的故事，或對台北的

感情。 

 

全書對台灣土地上的人文世故一筆帶過，著力描寫大陸遷台外省族群在臺北的生活 。 書

中各個故事的主要角色都對過去懷抱深切的依戀。 有的人與現實脫節，一路走向終局; 有的被

冷酷現實改變，成為完全不一樣的人。 本書曾被譯為包括英文在內的多國語言版本，其中的

短篇故事也曾經被編成劇本於台灣、香港等地上演，也曾經拍成電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5%85%88%E5%8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AD%E7%AF%87%E5%B0%8F%E8%A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A4%A7%E9%99%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A4%A7%E9%99%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C%AB%E4%BB%99%E8%A8%98_(%E5%B0%8F%E8%AA%AA%E9%9B%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C%AB%E4%BB%99%E8%A8%98_(%E5%B0%8F%E8%AA%AA%E9%9B%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C%97


D.推薦語 

 

作者白先勇以細膩的筆法，清晰地勾勒出由大陸遷台的那群人們的生活困境。以大中國思

想出發，描述那些人們不將台灣視為一個能夠安身立命的家，卻又常常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的

情節，既矛盾又心酸的故事，讀完後留給讀者的不只是繞之不去的感嘆以及一個我們無法想像

的寫實世界，更多的是無窮盡的同情與自我反思。值得細細品讀。 

 

 

E.作品導讀 

1、 永遠的尹雪艷 

尹雪艷——「總也不老」的高級交際花，從上海到台北，不管時空如何變換，她卻是凝固

不動的，「總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風情」，「有她自己的旋律，有她自己的拍子」，「絕不因外

界的遷移，影響她的均衡」，然而她卻「八字帶著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輕者家敗，重

者人亡」。圍繞著尹雪艷身邊的男子都劫數難逃。此篇故事敘述了尹雪艷之人情世故和其身旁

簇擁的男人們的命運糾葛。 

白先勇賦予尹雪艷一種神性，好像在用一隻無形的手操縱著眾人，如一個命運之神在毫不

留情地撥弄著眾生，肆意張揚地擺布著人類。 

2、 秋思 

華將軍夫人為赴萬大使夫人之約，召來美容院的林小姐梳理門面。林小姐極力稱讚其駐顏

有術，外貌遠勝萬夫人。然而華將軍離世已久，萬大使卻前途看好，華夫人不得不忍受萬夫人

之刻薄言語，並應其所請，折取自家院中名種白菊「一捧雪」供其作為花材。盛放的花海下，

卻充滿著不堪入目的殘敗景象。 

華夫人褪去原有的光環避走台灣，雖地位不變，但名譽與實際權力卻不如以往，有如移植

台灣的一捧雪，雖擁有名種該有的華麗外表，但內部卻腐萎不堪。白先勇隱晦地寫出了這類人

精神主旨的缺位，其中的憂患意識在小說結尾通過華夫人殘存的堅定進一步得到提點。 

 

 

 

 



F.佳句摘錄： 

吳冠儀 

1.一把青 

他知道什麼？他跌得粉身碎骨那裏還有知覺？他倒好，轟地一下便

沒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卻還有知覺呢。 

朱青接獲丈夫郭軫死訊後，以冷冷的話語道出心中的絕望與無奈。 

2.那片血一般紅的杜

鵑花 

好像一腔按捺不住的鮮血，猛地噴了出來，灑的一圈子斑斑點點都

是血紅血紅的，我從來沒看見杜鵑花開的那樣放肆、那樣憤怒過。 

被富家小姐與其他傭人嘲笑與欺負，最後的冷落讓王雄性情大變，

滿是傷口的王雄之死，讓人對他平時照顧的杜鵑花也戴上眼光。 

3.孤戀花 

她那張小小的三角臉，顯得愈更蒼白消瘦，可是奇怪的很，她的笑

容卻沒有了從前那股淒涼意味，反而帶著一絲瘋傻的憨稚。  

娟娟自小在不人性的環境，長大後經歷過種種痛苦，她瘋了，卻得

到了單純與解脫。 

邱皇慈 

1.永遠的尹雪艷 

尹雪艷著實迷人。但誰也沒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 

尹雪艷的優點說不盡、數不清，從來不會乏善可陳。然而，正因為

她是如此完美的一個女人，人們反而無法不約而同地道出她真正的

吸睛點。 

2.一把青 

自那次以後，隔一兩個禮拜，朱青總要來接我到她家去一趟。可是

見了她那些回數，過去的事情，她卻一句也沒有提過。 

朱青在多年前經歷了空軍丈夫的死亡，當時的消沉不振、生無可

戀，如今彷彿化作泡影。 多年後與師娘重逢，臉上不帶一絲悲哀，

反若回春般活得更人模人樣，如此並非逃避，而是早已欣然釋懷。 

3.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金大班連珠炮似的把這番話抖了出來，也不等童經理答腔，逕自把

舞廳那扇玻璃門一摔開，一雙三吋高的高跟鞋剁得天價響，搖搖擺

擺便走了進去。 

以動作、姿態摹寫顯現出金大班的高傲，以及其對童經理的訓斥豪

不屈服。 



陳晶均 

1.永遠的尹雪艷 

尹雪艷站在一旁，叼著金嘴子的三個九，徐徐的噴著煙圈，以悲天

憫人的眼光看著她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壯年的、曾經

叱吒風雲的、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狂熱的互相廝殺、互相宰

割。 

這段文字透漏了作者白先勇對於人生在世的評論:人們皆不免於一

死，而人們依舊執迷不悟，互相廝殺、互相宰割。 

2.遊園驚夢 

你這麼久沒來，可發覺臺北變了些沒有？」錢夫人沉吟了半晌，側

過頭來答道：「變多嘍。」走到房子門口的時候，她又輕輕地加了

一句：「變得我都快不認識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樓大廈。」 

透過書中的角色對白，傳達時代變遷快速的感嘆 

3.國葬 

秦義方站在車上，一聽到這聲口令，不自主地便把腰桿硬挺了起

來，下巴頦揚起，他滿面嚴肅，一頭白髮給風吹得根根倒豎。 

主角回憶曾經燦爛輝煌的過往，對比現今長官過世以及今非昔比的

空虛。 

鄭芷昀 

1.一把青 

那晚回家，洗臉的當兒，往鏡子裡一端詳，才猛然發覺原來自己也

撒了一頭霜，難怪連朱青也認不出我來了。 

以霜象徵蒼白的頭髮，更顯示歲月忽逝。在逃難的過程中，師娘只

顧逃命，到台灣之後也天天忙著過活，完全沒發現自己已逐漸老

去。 

2.那片血一般紅的

杜鵑花 

王雄佝著頭，呆呆地望著那兩條垂死的金魚，半晌，他才用手拈起

了那兩條金魚的尾巴，把魚擱在他的手掌上，捧著，走出了花園。 

王雄被麗兒捨棄，而麗兒正是他對過去的寄託。兩條金魚象徵王雄

與麗兒的情感。 

3.那片血一般紅的

杜鵑花 

天天夜裡，我都聽見有人在園子裡澆水的聲音。 

王雄即使死後仍回來園子裡照料他的杜鵑花。 

 

 

 



G.閱讀心得 

當我徹徹底底地讀過這本書，留下的，是一陣難以想像。那些歷史課本上雲淡風輕寫過的

戰爭、難民，無非是充斥距離感的名詞；在《臺北人》的字句裡，卻是活生生的，撤退來台的

老兵、進入酒家的外省女子、到有錢人家當男工的大陸兵……等等，不管是敘述背景故事的文

字，還是人物之間的對話，擁有抱負的，帶有絕望的，經過歷練的，度過滄桑的，逼近病態的，

他們和它們都是如此又如此地栩栩如生，好像在眼前上演，留給讀者的，是無可奈何的旋律。 

我很佩服白先勇先生，在這一本由十四篇文章所組成的短篇小說，每篇都有不同寫作技巧，

不同篇章也出現了不同的視角，像在〈永遠的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等，是客觀的

第三人稱視角；在〈一把青〉裡卻是故事中師娘的角色，以第一人稱的視角來寫作；在〈金大

班的最後一夜〉中，以回憶帶出故事……雖然知道《臺北人》是集結白先勇先生在《現代文學》

中不同時期所發表，但集結成小說集，篇章之間的身分變換，著實讓人有些錯亂。不過，這種

錯亂感卻也有種莫名疊加的作用，像在讀〈孤戀花〉時會因為〈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同為酒家

女的劇情，更放大了令人惋惜之感。 

看著書中動盪的年代，那麼容易支離破碎的家庭，移民的心酸、軍人的脆弱……反觀現在

的世界，真的有更好嗎？烏俄戰爭從二月延燒至今，未見平息；台海危機，還在燃燒……故事

裡的情節，逃難遷徙後的悲歌，會再重演嗎？ 

 

——〈逃難遷徙後的悲歌〉吳冠儀 

 

對於艱困時期的民生實況描寫，我想最能透過文句傳來人情的溫度之作，非《台北人》莫

屬了。 此書名為台北人，並將文中的地點設定在台北，然而，其故事題材卻不是來自於土生

土長的台北人，書中角色之情感更與台北扯不上關聯。 初讀此書時，我多注重在理解各篇故

事中諸多角色之間的情感、關係，這源自於我過去的閱讀教訓：視角、角色錯亂。 但是白先

勇的這部作品，透過滿溢的人物情感於紙上傳來溫度，並將人情事物間的糾葛描摹的如此淋漓

盡致，令我想不過度投注自身於其中都難。 

我很欣賞白先勇老師的寫作筆法：即透過各種感官摹寫呈現人物特色與將情感有形化。其

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其中一段：「金大班連珠炮似的把這番話抖

了出來，也不等童經理答腔，逕自把舞廳那扇玻璃門一摔開，一雙三吋高的高跟鞋剁得天價

響，搖搖擺擺便走了進去。」此段以動作、姿態摹寫顯現出金大班的高傲，以及其對童經理的

訓斥豪不屈服，便與平鋪直述相較之下更能彰顯情感的波濤洶湧，以及人物特色的張力。 

透過白先勇老師筆下看時局軼事，往往能有不同凡響的體驗；你不只是旁觀者，你彷彿也

身臨其境。跟著文字漫步，感受一橫一豎的人情冷暖；隨著劇情推展，於時空裂縫中遨遊。白

先勇不只是一位作家，更像是一位導遊，帶領讀者們一窺時代的面貌；他亦如一位鑑賞家，大

縱味蕾於人事物間的夾心，放肆地品嚐，精細地撰寫，〈台北人〉就是他最有價值的鑑賞合

輯。 

——〈人性的鑑賞合輯-我讀《台北人》〉邱皇慈 

 

 

 



讀完台北人這本書後留下的是無限的感嘆。書名雖命名為「台北」人，不過作者並未極力

描寫台北的風光或生活，反而將重心放在由中國大陸因戰亂而遷往台灣的大小人物對於過往的

眷戀，揭示在大中國思想下的台灣。台北人由十四篇短篇小說組成，故事的角色遍佈各階層，

也擁有著不同的生活。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這一篇中，女主角金大

班在她工作的最後一天得知了門下一個年輕的酒家女懷了孕，並帶出了她年輕時候的回憶，令

她不禁感嘆就算歷經時代變遷，現實依舊殘酷。女主角從最初的風華逐漸衰退，令人感到不勝

唏噓。看著金大班既不把台灣當作一個能夠避風的家，卻又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這矛盾古怪

的行為，不僅把當時外省人們描述得十分貼切，似乎也能為現在的人們所理解甚至產生與當代

的共鳴。 

而作品一把青中，明顯的呈現出了故事中角色朱青的前後變化。從青春稚嫩對於愛情充滿

想像，到空難發生後的痛不欲生，最後當師娘來到台灣後再見到朱青時，她已退去了過往的清

純懞懂，搖身一變為歌姬。令人意外的是，故事結尾朱青面對摯愛的死亡，已經失去了情緒，

彷彿習以為常。讓讀者對於朱青夢碎的前後變化產生感受，並寄託同情。 

這本書細細品讀來，發現作者在各篇中善用隱喻技巧，甚至在編排上也別有用心，使讀者

產生前後共鳴，別有特殊感受，令人更容易進入書中角色的情境。 

書中許多篇的結局都使角色走向終局。其中經歷的往往，時常使故事中角色做出瘋狂近乎

病態的行徑。不過細細品讀這本書後，他們的作為也能夠被原諒：緬懷過往成為了無法面對殘

酷現實的唯一出路。令我感嘆的是，人生就如同夢一場，人們都不免於一死，然而人們仍舊為

著風華名利互相鬥爭著，執迷不悟，不料人死後那些功名利祿與金錢是帶不走的。  

 

——〈現實與過往的角力-《台北人》讀後感想〉陳晶均 

 

 

 

掀開《臺北人》一書，我被捲入時代的洪流，深陷於時空的漩渦，難以自拔。我乘著輕

舟，有時像是個平凡的旅客，對於所到之處及所見之物無不嘖嘖稱奇；有時像是個考古學家，

極力鑽研字裡行間的寓意；有時像是個詩人，悠悠的享受這裡的一切。 

最令我深深著迷的無非是白先勇的筆法。他用最平淡的文字述說著風譎雲詭的故事，用最

淺白的字詞闡述撲朔迷離的情感。看似平平無奇的寫作手法，卻更能襯托出故事的悲戚、情感

的複雜。 

而令我相當有感觸的一篇是〈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故事以王雄的死作為開頭，再倒

敘回王雄的經歷，而其中也暗藏伏筆。故事的敘述者曾提到，海邊能看到對面的大陸——王雄

的家鄉。王雄的屍體被發現的地點在海邊，其實正是因為他想念他的家鄉、家人，而海邊勉強

能看到對面的大陸，或許這樣就能離他們近一點吧。麗兒與他少年時，湖南鄉下定了親的「小

妹仔」，合而為一。他今日對麗兒的迷戀，其實正是他對「過去」的迷戀。然而時間不能永

駐，麗兒必須長大。麗兒步入中學後的影像已開始無法符合王雄心目中小妹仔的形象。麗兒的

疏遠著實對他造成了嚴重的打擊，也與他的死有著很大的關聯。白先勇也暗示，四十多歲的大

人，內心卻停滯在幼童的心理年齡是如此的不正常、奇特，但卻為了相同的理由，因為王雄拒

絕接受及面對事實而特別同情他、憐愛他。這篇短篇小說採用的雖然是簡易文字和客觀事實的

架構，白先勇卻透過隱喻及象徵的高明使用，把王雄的心理赤裸裸呈現在我們面前。 

在這場旅程中，我看到了歷史的滄桑和社會之「眾生相」，也得以一窺隱藏作品內的作者



之人生觀與宇宙觀。故事中所有人物的共性都是從大陸來到台灣，之前擁有過輝煌的生活，但

如今都已落敗。白先勇也進而帶出各個階層的情感共鳴，那就是個人在夕非今比的世事變遷中

的刻骨悲傷。 

回程的路上，我乘著一樣的輕舟，哼著同樣的調子，卻覺得船特別沉，旋律格外悲戚。 

 

      ——〈倒流的旅程——我讀《臺北人》〉鄭芷昀 

H.問題討論 

1.在〈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為什麼王雄最後選擇在海邊自殺？ 

表少爺曾跟他說在金門島上看的到大陸，而他十分思念他的家鄉及親人。在和表少爺的談

話之中透漏，過世的人是要回去找親人的。故事的重點就是王雄對於過去的執著。而當王雄被

麗兒捨棄，被「過去」捨棄，他不肯接受現實，接受喜妹，而決定回老家找親人，因此選擇了

在海邊自殺。 

2.在「遊園驚夢」中，為什麼在文章後段，當徐夫人唱〈遊園〉時，後面會有一些括弧和紊

亂、重複的字句呢？ 

那是在描述藍田玉的思緒紊亂，括弧代表與正在吹笛的吳師傅的對話 

3.〈一把青〉中，從南京到台北，朱青有了什麼變化？ 

 南京 台北 

個性 膽小怯生 大剌剌 

失去心上人 以淚洗面 坦然面對、理性處理 

4.本書中的人物，有甚麼共通點嗎？ 

書裡的人物，大多是大陸的軍眷移民，戰後在台北相識、重逢，雖然到了異地——台北，看似

成了「台北人」，但實際上卻不肯放棄過去，他們習慣講著之前的用字，習慣哼著自己熟悉的

歌，作者也巧妙運用了鄉土歌名，貫穿故事的篇章。 

 

 

 

 



J.專題報告 

在〈孤戀花〉中，娟娟從小便被父親性侵，從此對於「性」的觀念大受影響，並影響了她

日後的發展和心境。故事中的兩位重要角色——五寶和娟娟，年紀輕輕便做起了酒家女這份職

業，但發生性行為對身體尚未發展成熟的年輕少女是一個偌大的傷害。20歲以下的女孩，子

宮頸尚未發育成熟，因此防禦機制較弱，病毒會大量生長，且不斷破壞子宮頸細胞。 

近年來有關性剝削最有名的莫過於韓國「N號房事件」，發生在 2018年下半年至 2020

年 3月間南韓。作案人在加密即時通訊軟體 Telegram上建立多個聊天室，將對女性進行性威

脅得來的資料、相片、影片等發布在聊天室中，部分受害者亦於線下遭受性侵。而最近被害者

年齡有下降的趨勢。 

如同五寶與娟娟，這些傷害不僅會造成他們童年陰影，更會對未來造成不可逆的嚴重後

果，身心皆受創。我們認為政府應加強法條規範，並加重刑罰。尤其是近年來爭議不斷的「反

抗行為」應更加明確規範及修改。年少的兒童並不一定了解「性」，對人的戒備心也尚未成

熟，「反抗」的定義應加以修改。人們應更加重視兒少的發展及保護，因為這嚴重影響了兒少

的身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