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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作品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由十四篇獨立短篇小說所組成且深具複雜性的作品，每篇故事的寫

作技巧及篇幅長度皆不同。作者描寫了當代台北都市的日常生活，主角擴及了不同社會階層的

人士且都是出生於大陸，國共內戰失利後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臺，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難忘、

輝煌的過去，有今昔比較之感。此類故事主題看似平凡且廣闊，想表達的意義卻都不僅僅只有

表面上所看到的，而是希望我們能夠更加深入探討、挖掘其作品真正含義及不同的人生觀和宇

宙觀。 

 

貳、作家——白先勇 

父親白崇禧是中國國民黨桂系將領，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與第一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部

長。他出生時，七七事變剛剛爆發，白崇禧沒有為這個新生的孩子慶生，就匆匆趕往前線，雖

然出身顯赫，但白先勇從小就對生活在底層的老百姓非常同情，他日後的作品中，有很多都是

以勞苦大眾為創作題材的。 

1960 年，與王文興、歐陽子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引介西方文學與文藝理論，亦對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與現代文學評論有所貢獻，更重為許多作家創作的園地，引領現代主義文學

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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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有很多的作品，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長篇小說《孽子》，

散文集《樹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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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作品導讀 

台北人是一部寫舊時代台北的作品，其中描寫大多為從上海來台的人在台北的生活與故

事。共有 14 篇短篇小說，每篇的主要角色大多都很懷念過去。 

我們選擇這本書的理由是因為本書是白先勇的代表作，而其中描寫了我們生活的地點——

台北。 

本書是描繪在民國初期間一些戰後的大陸文化所深植在台北城市的印象故事。雖然說裡面

的 14 篇小說都是虛構的故事，但是作者對於每個人、每一件事所用的字詞語句都非常的精確到

位，對於人物性格的描述也是格外的獨樹一幟。讀起來讓人有一股回到過去的懷舊之感，而這

些小說的情節總是一幕幕的在眼前浮現。在角色刻畫的部分，從上流社會到酒家女、舞女，從

軍人、教授到學生……台北人的種種面貌、每個人對於過去跟現在的環境改變與思想的分歧出入

都十分精彩。以部分篇章為例：在《永遠的尹雪豔》中，因為尹雪豔命中的重煞而害死了三個

男人，但害死他們的不是尹雪豔，而是他們自己心裡的貪慾。在《一把青》之中，朱青原本因

為丈夫的殉職而痛不欲生，但經歷過人生的滄桑後變得不甚在意，只是過好自己的生活。這種

轉變也許是因為對愛情的傷痛癒合了，也說明世事無常、歲月其實醫得好人。 

本書的時空架構與現在的台北完全不同，讀起來雖然有些辛苦，但理解後也能感受到作者

的喟嘆，彷彿這些人、這些事就發生在我們眼前，而我們是透過作者的眼睛去看這些故事。 

 

四、問題與討論 

(1) 問：請問貫穿《台北人》此書的寫作技巧為？此何可看出？ 
     答： 

 
 
 
(2) 問：爲什麽王雄最後選擇跳海的方式自殺? 

 
 
 
(3) 問：為什麼白先勇抱著一種「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類似道家哲學思想？ 

      答： 

 
 
 
(4) 問：在〈永遠的尹雪艷〉一文的最後，描寫了祭悼會後的牌局，象徵著什麼意思？ 
      答： 

 
 
 

伍、延伸問題 

(1)對這本書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2)聽完報告後有沒有讓你改觀？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