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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以「我」與「人物」

為中心的意識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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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班二年級 

 

 

 

摘要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作者吳沃堯將晚清的政

治腐敗與社會種種亂象，用犀利的筆觸諷刺揶揄，上至宮廷官場，下至賭館妓院，

用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引領讀者感同身受的經歷。因此，本論文在其譴責意識

的生發過程作初步探討，再透過書寫策略的經營觀察敘事模式的系統建構。 

  首先可從晚清的社會背景中，看出作者本身的書寫意圖，由此提出譴責意識

的研究價值不容小覷；再者透過書寫模式的策略，分為「敘事視角」與「敘事人

物特性」為主軸的兩個章節一一論述；最後引導出結論，驗證《二十年目睹之怪

現狀》的譴責意識與書寫的研究價值。 

關鍵字：晚清；譴責小說；譴責意識；敘事視角；敘事人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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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晚清的政局紛亂動盪，知識分子在此局面下無力於挽救政治，因此，將其救

圖存亡的意念投射在「小說」之中，並且利用當時的社會風氣之轉變，成就書寫

背景的敘事要素，以故事敘事的方式諷刺揶揄當朝政治的腐敗與士人的痛心疾首

之感。如阿英所說的： 

在中國小說史上，有兩個時期是最突出的。一是唐代的傳奇小說，二是晚

清小說。這兩個時期的小說特點，就是全面地反映了當時政治、經濟以及

社會生活情況，和產生於當時政治、經濟制度急遽變化基礎上的各種不同

的思想。1 

所以，在晚清這樣的時局中，小說的敘事手法與隱含的社會反應便成為散播在民

間的重要思想之管道。 

  作者吳沃堯出自中落的仕宦家庭，對於政治的腐敗有著深刻的反思，因此在

他的作品中處處可見其針貶官場利益，以及揭露民間貪腐之勾當，將反覆於官場

的黑暗、三教九流的眾生醜態一一記錄轉化為小說筆下的書寫原形。然而，《二

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被歸類於四大譴責小說2，關於譴責小說的定位，可見魯迅

所曰： 

戊戌政變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

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

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

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至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

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3 

由此可見，譴責小說的譴責意識之形式與內涵皆與諷刺小說的針貶意味有著層次

上的差異。因此在書寫策略上，直接描繪其醜惡行為和直述對白的方式，成為譴

責意識彰顯的特色原型。 

    本論文即透過吳沃堯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的敘事策略研究，進一

部探討譴責意識的形成與意含抒發，藉以延伸至晚清時期的小說發展所呈現的意

                                                 
1
 阿英，《小說三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196。 

2
 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係指劉鶚《老殘遊記》、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

現狀》和曾樸《孽海花》。 
3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里仁書局，2006 年，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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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面向，在士人階層抒發與民間階層接受的雙向互動中，開啟不同以往研究的價

值。4 

 

 

二、書寫策略：以「我」為中心 

    在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清楚可見每回章節都由「我」作為敘

事的主軸，在此的第一人稱的視角選擇，看似主觀的經歷，卻是呈現客觀現實的

投射。比方說，主角是「九死一生」這樣的「我」，透過「我」的描述，將當時

社會的種種亂象，上至宮廷、官場，下至賭館、妓院，藉由這些人間的怪現狀暢

談晚清腐敗的風氣與憤世之情。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回中，開頭首段說道： 

只因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

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二十年之久，在此

中過來，未曾被第一種所蝕；未曾被第二種所啖；未曾被第三種所攫；居

然被我都避過去了：還不算是九死一生嗎？
5 

從這段論述中，隱含著諷刺世道的紊亂，也暗指「我」的存在得之不易。在全書

的開頭第二回提及自己的出身，用意在一方面彰顯往後的經歷見聞都由「我」作

為敘事的主軸；另一方面，也藉由此段的描述，開啟世道處處是險惡的氛圍；凸

顯出書寫意識背後的社會意識與存在。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的書寫策略以「我」為中心，第一人稱的主觀

視角在小說中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觀點，分別以下兩節論述： 

(一)主觀意識：作者心理的投射 

    從《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時常出現在主人翁「我」的獨白敘事中，常會

引出對於世事的感慨與譴責。比方說，在第四十三回中，對於科舉考試的議論便

                                                 
4
 以往研究的核心在場域的設定和人物敘事的描寫，對於其背後書寫意識的產生少有條件式的歸

納與驗證，本論文的重要價值即在從書寫策略中分析其書寫意識的建構，並在其書寫條件中凸

顯譴責意識的基本型態。 
5
 清‧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台北，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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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深刻的嘲諷意味： 

我一面走，一面想著，作了幾篇臭「八股」，把姓名寫道那上頭去，便算

是個舉人，到底有甚麼好榮耀的？這個舉人，又有甚麼用處，可笑那班人，

便下死勁的去爭他，真是好笑！6 

又如第五十回中厭惡官僚的話語： 

我敢說一句話，這個官，竟然不是人做的；頭一件要先學會了卑污苟賤，

才可以求得著差使；又要把良心擱過一邊，放出那殺人不見血的手段，才

弄得著錢。這兩件事我都辦不到的，怎麼做好官？ 

由此可看出，「我」的敘事視角反映著作者本身對抗官僚體制的心態，以及陳述

公正義理的價值。在官場腐敗著規矩，把制度變成爭奪利益的手段，作者一再於

小說敘事中闡述自我價值的伸張，以及對於現實社會的悲鳴與抗爭。 

    所以，在主觀意識的審視之下，「我」的敘事視角對讀者產生出小說中現實

的拉力，將小說的敘事環境反射出現實生活中的權力失衡面向，透過「我」的詮

釋，在敘事情節中灌輸譴責的意識。 

(二)客觀意識：社會現象的反映敘事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的書寫策略雖然以「我」為中心，第一人稱的

主觀視角在小說中卻呈現出客觀的經歷描述。也就是說，這個主體「我」是引導

客觀事實存在的媒介，透過他人的經驗與行為，反映出社會價值的扭曲和爭名逐

利的種種亂象。如第十九回中藉變賣田產惹出的事端看官民之間的欺壓與無奈： 

我道：「他有的是錢，既然要把田地連成一片，就是多出幾個錢，也不為

過。我的田，又未少收過半粒租米，怎麼乘人之急，希圖賤賣，這不是為

富不仁麼？」……「難道說重了舉人，就好強買人家的東西了麼？」雲岫

也冷笑道：「他並不要強買你的，他只把南北兩址也買了下來，那時四面

都是他的地方，他只要設法斷了你的水源，只怕連一丈也不值呢。你若要

同他打官司，他有的是銀子、面子、功名，你抗得過他嗎？」
7
 

由此可看出，「我」的敘事視角反映著作者本身對抗社會不公的心態，以及公平

正義的價值，另一方面，藉由對話的方式引領出社會亂象的產生在於階級間的利

                                                 
6
 清‧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台北，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頁 358。 

7
 清‧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台北，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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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關係。 

再如第十三回中對於禁菸一事的論述： 

繼之道：「……依我看上去，一省兩省禁，也不中用；必得要奏明立案，

通國一齊禁了才好。」我道：「通國都禁，談何容易？」繼之道：「其實不

難，只要立定了案，凡係吃煙的人，都要抽他的吃煙稅，給他註了煙冊，

另外編成一份煙戶；凡係煙戶的人，非但不准他考試出仕，並且不准他做

大行商店。那吃煙的人，自然不久就斷絕了。」8 

從以上的對話論述中，可以觀察到「我」之主體意識帶領出他人的客觀描述成為

敘事意識的主軸，並且作者對於社會弊病不只在譴責上大做文章，更是有建言提

供參考。 

    透過以上論述，「我」的兩種面向融入在小說敘事主體與客體表現之中，不

僅強化了敘事的結構背後的深刻意義，並連繫到現實與小說世界連結的影響，提

高了小說裡譴責意識的現實面價值。 

 

 

三、敘事人物特性 

    在小說中，人物的形象建立與其行為特徵的書寫十分重要，透過人物敘事的

手段，將其情節的鋪陳與內涵更具形象化的表露，使讀者深入在人物形象延伸的

世界之中，完成思想空間的凝塑。美國敘事學家查特曼在《故事與話語》中，強

調在人物的虛構性為前題下，堅持人物是由特性構成的觀點。他將特性界定為「相

對穩定持久的個人屬性
9」。情節與特性的區別，在於特性存在於故事，是一種內

在因素，在「隱喻的意義上被看成一個與構成情節的橫向事件鍊交叉的垂直集合

體10」這樣的特性意義，透過胡亞敏的《敘事學》中可得到驗證： 

情節在故事中有確定的位置，即使在話語中被顛倒交錯，但自然順序仍可

重建。特性不是一個時間鍊，而是一個整體共存。也就是說，特性是一個

                                                 
8
 清‧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台北，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頁 93。 

9
 查特曼，《故事與話語》，紐約，康乃爾大學出版社，1978 年，頁 126。 

10
 查特曼，《故事與話語》，紐約，康乃爾大學出版社，1978 年，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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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同一特性可以從不同事件中表現出來。11 

由此可知，敘事人物的特性藉由小說中行為表現的相互交錯得以存在。比方說在

第六回描寫旗人的形象特性： 

京城裡小茶館泡茶，……自己帶了茶葉去呢，只要一文京錢就夠了。有一

天，高升到了茶館裡，看見一個旗人進來泡茶，卻是自己帶的茶葉，打開

了紙包，把茶葉盡情放在碗裡。那堂上的人道：「茶葉怕少了罷！」那旗

人哼了一聲道：「你哪裡懂得？我這個是大西洋紅毛法蘭西來的上好龍井

茶，只要這麼三四片就夠了。要是多泡了幾片，要鬧到成年不想喝茶呢！」

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了。高升聽了，以為奇怪，走過去看看，他那茶

碗裡間，飄著三四片茶葉，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後來又看見他在腰

裡掏出兩個京錢來，買了一個燒餅，在那裡撕著吃，細細咀嚼，像很有味

的光景。吃了一個多時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個指頭，蘸著些唾沫，

在桌上寫字，蘸一口，寫一筆。……原來他那裡是寫字，只因他吃燒餅時，

雖然吃的十分小心，那餅上的芝麻，總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頭舐

了，拿手掃來吃了，恐怕叫人家看見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裡假裝

著寫字蘸來吃。……又忽然在那裡出神，像想甚麼似的。想了一會，忽然

又像醒悟過來似的，把桌子狠狠的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寫字。你道為甚麼

呢？原來他吃燒餅的時候，有兩顆芝麻掉在桌子縫裡，任憑他怎樣蘸唾沫

寫字，總寫他不到嘴裡，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記的樣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

悟的樣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來，他再做成寫字的樣子，

自然就到了嘴了。12 

又說： 

他餅吃完了，字也寫完了，又坐了半天，還不肯去。天已晌午了，忽然一

個小孩子走進來，對著他道：「爸爸快回去罷，媽要起來了。」那旗人道：

「媽要起來就起來，要我回去做甚麼？」那孩子道：「爸爸穿了媽的褲子

出來，媽在那裡急著沒有褲子穿呢。」那旗人喝道：「胡說！媽的褲子，

不在皮箱子裡嗎？」說著，丟了一個眼色，要使那孩子快去的光景。那孩

子不會意，還在那裡說道：「爸爸只怕忘了，皮箱子早就賣了，那條褲子，

是前天當了買米的；媽還叫我說屋裡的米只剩了一把，餵雞兒也餵不飽

                                                 
11

 胡亞敏，《敘事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43。 
12

 清‧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台北，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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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叫爸爸快去買半升米來，才夠做中飯呢。」那旗人大喝一聲道：「滾

你的罷！這裡又沒有誰給我借錢，要你來裝這些窮話做甚麼！」……說著

起來要走。那堂上的人，向他要錢。……他伸手在腰裡亂掏，掏了半天，

連半根毛也掏不出來。……只得在身邊掏出一塊手帕來抵押。……那旗人

方得脫身去了。13 

從這一大段對於旗人的人物特性描述之中，可以從旗人的行為動作到說話口氣，

以及周遭人物的看法與對話，交織建構出敘事人物特性的形象。 

    因此，在書寫策略中，「敘事人物特性」的營造手法在形象上確立故事人物

的性質走向，連帶引領出故事背景陳述的隱含意識。藉由「敘事人物特性」的完

整建構與交錯敘事，將譴責意識的發揮深入到故事敘事的模式系統之中，使得敘

事結構的原形同時具備著形象特色與意義涵養。 

 

 

四、結語 

    在晚清動盪貪腐的時局中，小說的盛行無論從論述或閱讀，或是從士人階級

往下層民間傳播，都可見到其書寫意識背後存在著深遠的精神意涵與形式進化。

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晚請四大譴責小說中最為明顯的，無論是譴

責的對象分布之廣，更是譴責的語言用辭之浮顯，一再說明，譴責小說的存在意

義與價值，對於晚清的時局來說，更不可或缺的反映之結果。 

    本論文所淺析探討研究的方向從形式與內涵著手，透過小說的書寫策略和背

後的意識形態確立當時其譴責小說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往後的研究方針可集中在

四大譴責小說中做出彙整研討，將譴責小說的意識與書寫做出更適當且更深刻準

確的命題與研究。

                                                 
13

 清‧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台北，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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