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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___________座號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9-3 

 

第七課 孔乙己  魯迅 
 

【課程地圖】 

 
 

一、 作者簡表 

魯迅，本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  ) 補充一，字豫才。 

時代 生於清德宗光緒七年，民國二十五年卒於上海。 

籍貫 浙江省紹興縣人。(今浙江省紹興市)人 

經歷 魯迅與胡適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耀眼的兩顆星，如果說胡適是新文

化、新文學最重要最重要的倡導者，那麼魯迅便是新文學，尤其是小說

與雜文的奠基者。 

1. 閱讀興趣，學術奠基 
十二歲進入紹興城內最有名三味書屋學習，喜歡看雜書，對他日後創作小說與

研究中國小說史有很大的影響。 

2. 家道中落，體驗人情 
青少年時期因祖父入獄、父親重病等變故，飽嘗人情冷暖，形成敏感、多疑與

尖銳的性格。 

3. 進洋學堂，接觸西學 

4. 留學日本，棄醫從文 補充二 
原對西醫有興趣，但後來意識到只有「文藝」，能改變中國的「呆子、壞呆子」。 

5. 抨擊禮教，崛起文壇 
1918年，胡適、陳獨秀、錢玄同等人以新青年雜誌為媒介，介紹西方新思潮，

推展新文化運動。魯迅於新青年雜誌發表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藉此

揭發中國傳統社會禮教吃人的現象。奠定「新文化旗手」的文壇地位。 

文學 

理念 

 

 文學理念： 

1. 以(                   )：作品著力刻劃國民精神狀態，揭示國

民靈魂，用小說書寫中國國民性，以達到用文藝改造社會的目的。

魯迅曾說：「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

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2. (           )寫至性之思：魯迅曾言創作「不可憑空創造」，強調

「無真情，亦無真相」。 

作品 1. 

前言

•作者簡介

•小說介紹

正文

•篇章理解

•概念統整

結語

•國學常識

•補充資料

•試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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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補充一 魯迅依家境不得不選擇免費的江南水師學堂，當時學生多不願以本名註冊，而改換姓名，魯

迅因此另取名字「周樹人」。 

補充二「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

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儒和茁壯，也只能作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

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

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自序》 

補充三       

二、 文體、文類：(白話短篇小說) 

※「小說」要素： 

1.形象的藝術 需描寫一連串又一連串的形象。敘述與對話穿插。 

2.角色 角色的思想性格，描寫角度有正面和側面描寫。 

穿著、打扮、行動、語言……。 

3.環境 角色活動的環境和事情發生的背景。 

自然環境：角色活動的時間、地點、季節、氣候及花草鳥蟲的描寫。 

社會環境：對角色活動的具體背景，處所，分為以及人際關係。 

4.情節 作品所描寫的事件發展，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呈現角色性格與

主題。可使用插敘、倒敘、懸宕、佈疑……。 

5.主題 作者想呈現的核心思想、意義。 

※ 再閱讀文本時請特別留意這些要素。 

三、 篇章理解 

 

一 

A. 第一段交代小說的何種要素？ 

(1)空間：魯鎮咸亨酒店 

(2)時間：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時：追敘往事) 

(3)人物：短衣幫、長衫客 

B. 請連結第二段，作者從哪些面向來描述短衣幫與長衫客人的不同？ 

這樣的安排有何作用？(摘要文本訊息，依下表填寫) 

(1) 

外在穿著 長衫 短衫 

社會地位 讀書人 勞工階級 

消費模式 屋內坐著喝酒 站著喝酒，沒能力買葷菜 

經濟狀況 闊綽 困窮 

個性特質 比較難侍候 比較容易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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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顯示貧富懸殊與人們的階級觀念。 

※主旨：敘說故事發生的時間與空間，交代「環境/背景」。 

 

二 
※主旨：介紹敘事者 ── (專司溫酒工作的小伙計)。第一人稱配角觀點。 

接下來在閱讀時請你思考作者為何要作此安排。 

 

三 

、

四 

A. 孔乙己是穿著長衫的人，卻與短衣幫一樣站著喝酒，其中的意涵為何？→ 

失敗的讀書人，堅持讀書人的身分，只能廁(置)身勞工階級。 

B. 根據三、四段，請問作者從哪些面向描述孔乙己的形象？ 

1.「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 

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 描寫孔乙己的(面貌  )。 

   2.「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 

→ 描寫孔乙己的穿著。(不光彩、落魄潦倒、無尊嚴) 

3.「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 

→描寫孔乙己的(言語)。 

C. 孔乙己與短衣幫的相處狀況如何？原因是？ 

1.格格不入、短衣幫以嘲笑鄙棄的眼光看待孔乙己。 

(眾人把孔當笑話) 

2.(1)說著別人聽不懂的話(，迂腐不合時宜)。(2)讀書人偷竊，並掩蓋、不

承認事實。(3)孔廁身勞工階級，卻當自己地位跟長衫客一樣。 

D. 「你怎麼又憑空汙人家清白……」、「竊書不能算偷……」 

為何孔乙己不承認偷竊？  

→ 自欺欺人的強辯，維護身為讀書人的自尊心。 

※主旨：寫主要角色孔乙己的出場以及酒店裡人們對他的(嘲弄恥笑)。第 

五 A. 說明孔乙己愈過愈窮的原因是？ 

→ 科舉不第、不善營生、好吃懶做。 

※主旨：插敘孔乙己的(出身、性格與生活方式 ) 。 

六 A. 「孔乙己，你當真識字嗎？」、「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分析酒客

提出問題的目的？→ 藉此諷刺、嘲弄孔乙己。 

B. 孔乙己面對酒客的提問有何反應？試著揣摩角色的內心。 

1. 不屑置辯 → 露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一層灰色，嘴裡說些聽不懂的

話。 

2.連秀才都沒考上而感到羞慚沮喪，無力反駁、難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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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眾人故意詢問孔乙己， 

顯現世人對落魄者(鄙(薄輕)視 )的態度。 

七 A. 描述孔乙己與小伙計的互動情況？ 

                       懇切、熱心教學 

孔乙己                         小伙計 

                        輕視、不耐煩 

B. 承上題，十幾歲的小伙計為何對孔乙己會有如此態度？作者要藉此揭示何

種現象？ 

1.隨著大人瞧不起弱者(、社會上突兀的存在) 

2.(大人是小孩的示範，孩子是將來的大人，)國民劣根性一代傳衍一代。 

※主旨：敘述孔乙己(熱心教字 )，卻被小夥計(輕視 )的情形。 

 

 

 

 

 

八 

A. 孔乙己給孩子茴香豆吃，又說自己「不多了」，可看出他有怎樣的心態？ 

→ 善良但困窘之態。(想跟孩子分享，卻又無法全部分享。) 

B. 分析孔乙己對酒店眾人、小伙計、孩童的互動，分別屬於被動還是主動？反

映何種現象？ 

1.孔乙己對眾人是(被動)；孔乙己對小伙計是(主動)；孔乙己對孩童是(主

動)。 

2.反映孔乙己內心的孤寂，(冷酷的世道中，)他只能從單純的孩童當中尋得

一絲慰藉。 

C.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一句是巧妙

的過渡，彰顯孔乙己在這個社會上是(沒有價值的存在)。 

※主旨：描繪孔乙己與孩子(互動、相處)。 

九 A. 從酒客與掌櫃的對話當中，推估孔乙己許久未到咸亨酒店的原因？ 

→ 因偷竊打折了腿，可能死亡。 

B. 文中丁舉人可以隨意動用私刑，反映當時社會何種現象？ 

(1)中舉劃分人的階級界線。  

   (2) 權勢者能隨意傷害弱者。  

(3) 讀書並未使人通情達理，具悲憫同情之心。 

C. 分析酒客與掌櫃的對話，二者分別是以何種口氣(態度)在談論孔乙己被丁

舉人迫害的消息？ 

1.酒客：看笑話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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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櫃：漠不關心、冷淡涼薄 

※主旨：透過酒店裡的閒聊，敘述孔乙己因偷東西而被打斷了腿，藉此反映窮

書生的悲哀及(人們的冷漠)。 

 

十 
A. 本段孔乙己被打斷腿後再次出現買酒，已經不成樣子，只能用手爬進酒店，

思索作者在一開始與最後描繪孔乙己出場的樣貌，為何有這樣的安排？ 

→  一開始寫孔乙己(身材高大    )，與後來爬進酒店，象徵(讀書人高人

一等的虛幻心態，徹底低餒矮下。              ) 

B. 看見孔乙己淒涼的境況，掌櫃及顧客有何反應？反映當時社會何種現象？ 

1.掌櫃在意酒錢；眾人取笑、言語攻擊孔乙己 

2.深刻顯露社會對落魄者的殘酷。 

※主旨：孔乙己斷腿後再出現，但眾人仍殘忍地取笑他。 

十

一 
A. 分析掌櫃的言談，人事逐漸淡去，代表孔乙己(被人遺忘    )。 

年關 → 端午 → 中秋 → 年關 ； 說 → 又說 → 沒有說  

※主旨：以「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終結其一生的悲劇。 

四、 概念統整 

1. 創作背景 

    魯迅深信國民精神能健全，國家民族就能興盛，因此探討國民性以期從根

本解決問題，強健國民心理。為了「畫出國民的靈魂」，他的筆觸總是揭示下層

民眾所受的精神毒害，而不是著重他們所受的經濟剝削與壓迫。在陳獨秀等人

領導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向封建主義、孔 孟之道進行猛烈地

抨擊的時代背景下，孔乙己便是反映此思想氛圍的作品。 

2. 角色分析 

以小組為單位討論，分析〈孔乙己〉中角色形象。(他是誰？他做了什麼？與孔

乙己的互動當中，反映現實社會何種現象？) 

孔乙己 短衣幫 

(1)形象： 

 

 

 

(2)反映： 

 

 

 

(1)形象： 

 

 

 

(2)反映： 

 

掌櫃 小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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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象： 

 

 

 

(2)反映： 

 

 

 

(1)形象： 

 

 

 

(2)反映： 

孩童 丁舉人 

(1)形象： 

 

 

 

(2)反映： 

 

 

 

(1)形象： 

 

 

 

(2)反映： 

※補充： 孔乙己名字寓意：「孔」字指涉孔孟，魯迅用習字的描紅紙上「上大人孔

乙己」為其明，用以諷刺讀書人。文中孔乙己沒有真正的名字，魯迅曾說這篇小說

並非針對某一特定的對象而寫，而是描寫社會或一種生活。 

3. 這篇小說用小伙計的視角來敘述孔乙己，用意何在？ 

→ 

4. 請你任選 6、7、10一段，以孔乙己的視角改寫文本？(注意：並非是主詞替換

而已！) 

 

 

 

 

 

 

 

 

5. 主旨：藉小人物揭露、批判孔乙己所處的環境，以及澆薄、麻木不仁的世道人

情，以期「引起療救   」。 

6. 寫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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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小見大 以衣著與空間，將人劃分為兩個階級，並以酒店格局和經營型態

為分際，彰顯出階級分明的現實世界，將舊時代的中國縮聚在小

小的咸亨酒店，借孔乙己事件反映社會現象。 

 

五、 國學常識：科舉制度(搭配請閱讀小黃講義 p.86) 
始於隋、唐時代的科舉考試，步入明代之後，

增加了資格考—童試，所有的官僚都必須是通過

科舉考試的合格者才能出任。這使士大夫階層與

庶民的子弟到了五、六歲便開始學習如何通過科

舉考試。魯迅也是這樣勉力於科考的學習者之一。 

然而，「八股文」這種極端形式主義的文體，

對考生思想的箝制，弊害甚大。魯迅曾為文批判，

留學日本正是因為對八股文取士的失望，轉而學

習西方的科學、文化及精神。 

除了父親的悲劇外，其他族人的科舉血淚際

遇也深烙在他心裡：曾當過魯迅老師的叔祖周子

京，參加過多次童試都沒能考上，喪妻之後又被

兒子們所棄，他自己輪值時私用過公祭的費用，

為此痛責自己為「不孝者」，後發瘋而死。 

魯迅切身體會到由科舉制度所引起的悲劇，

不久便捨棄了科舉的道路，探索著作為自立的知

識分子的生存方式。孔乙己一文對科舉文化的批

判，魯迅自有其痛切的思索與觀察為依據。 

六、 補充知識  

 自嘲  魯迅 
    為現代文學家魯迅于 1932 年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詩。這首詩的首聯寫當時作者所處的險惡

處境；頷聯寫他堅持鬥爭的行動；頸聯寫他堅持鬥爭的內在動力，即強烈的愛和憎；尾聯寫他

戰鬥到底的決心。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1 運交華蓋：舊時迷信，以為人的命中犯了華蓋星，運氣就不好。 

咸亨酒店： 

舊時代的中國 

短衣幫、長衫客

與孔乙己等人物

劃分：階級分明

的現實世界舊時

代的中國 

孔乙己與眾人互動：

揭露人世的涼薄冷酷 

孔乙己本身： 

科舉對人性的戕害揭

露人世的涼薄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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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翻譯：交了不好的運氣我又能怎麼辦呢？想擺脫卻被碰得頭破血流，破帽遮臉穿過熱鬧

的集市，像用漏船載酒駛於水中一樣危險。橫眉怒對那些喪盡天良、千夫所指的人，俯下身

子甘願爲老百姓做孺子牛。堅守自己的志向和立場永不改變，不管外面的環境發生怎樣的變

化。 

 新文學運動 
五四時期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革命運動。西元一九一七年胡適 文學改良芻議、陳

獨秀文學革命論先後在新青年雜誌發表，提出文學改革的建議，主張以白話文學代替文言文。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知識分子學習西方民主、科學的同時，也革新了文學體裁形

式，使新體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都以嶄新面貌出現。 

 魯迅的重要小說篇章 
魯迅被視為文學革命的號手，吶喊、徬徨等二十餘篇小說樹立五四小說典範，為現代中

國寫實主義的理論奠定基礎。其具啟蒙性意義與成就尤在於示範寫實為基礎的言談模式。 

1. 狂人日記 
狂人日記是吶喊中第一篇小說，發表於西元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雜誌，這篇五千字不

到的作品旋即引起廣大迴響，也成為中國現代小說的濫觴。 

小說藉狂人說出當時舊社會的灰暗和恐怖。故事中的「狂人」患了時時怕別人迫害的心

理病，覺得四周的人，包含他自己的家人，都要把他殺了吃掉。這個迫害狂的妄想為魯迅提供

了一個很好的面具，讓他可以比較沒有忌憚地對歷史進行批判。就主題而言，「狂人」象徵五

四一代知識分子內心的掙扎，作為徘徊於「理性」與「瘋性」最戲劇化的告白。 

作者建構一個人吃人的意象，一個吃人的社會：文章由控訴「他們會吃人」、「我也是人，

他們想要吃我了」，到絕望「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乃至最後「救救孩子……」的呼

籲懇求，確認教育的功能並表現改造社會的抱負。魯迅以諷刺犀利之筆觸，刻劃社會不合理

的現象，那是一個真相隱而真理沒，理性被視為瘋狂，是非不明的世界。再者，對應於五四反

傳統風潮，「吃人」的意象也可以與「禮教吃人」、打倒唯我獨尊的理念結合。 

2. 藥 (搭配小黃講義) 
藥敘述父母為子女悲痛的動人故事，既真實暴露傳統生活方式，也是一篇革命的象徵寓

言。故事敘說夏瑜因為參加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而被斬首，在同一個城裡，華小栓因肺癆病

而奄奄待斃。華小栓的老父執於迷信，向劊子手買來半個沾了革命烈士鮮血的饅頭，以為吃

了可以使兒子起死回生，但吃了血饅頭的華小栓還是死了。 

這兩個青年之死，一個是為理想而犧牲的烈士，一個是無知愚昧的犧牲品，可是對他們

的母親來說，都是難以名之的悲痛。 

魯迅在這篇小說中嘗試建立一個複雜的意義結構。兩個青年的姓氏（華、夏是中國的雅

稱），代表中國希望和絕望的兩面，華小栓飲血後仍然活不了，象徵封建傳統的死亡，這個傳

統，在革命性的變動中，更無復活的可能了。夏瑜的受害表現了魯迅對於當時中國革命的悲

觀，然而，他雖然悲觀，卻仍然為夏瑜的冤死表示抗議。 

3. 魯迅小說：阿 Q正傳 
阿Ｑ正傳轟動中國文壇，主要因為中國讀者在阿Ｑ身上發現了中華民族的病態。阿Ｑ從

屢次受辱的經驗裡，學到了一個法則：被欺侮的時候感到「精神勝利」；遇到比他身體更弱小

的人，他就欺凌對方；遇到不如意的事，他就逃避而自我麻醉；在失敗面前裝作一副自命不凡

的樣子。在中國讀者心中，這一種性格，是對於國家近百年來屢受列強欺侮慘狀的一大諷刺。 

阿Ｑ正傳對於中國近代史尚有另一層諷刺意義。阿Ｑ最後被處死，因為他急於參加革命。

一方面為了自我標榜、重振聲威，另一方面也想恐嚇那些虐待過他的地方紳士。然而，當革命

黨進了村子以後，反而與當地士紳聯合，把阿Ｑ以搶劫案治罪。魯迅在此把阿Ｑ之死與辛亥

革命的失敗連在一起，認為革命絲毫沒有改善窮苦大眾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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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孔乙己的可憐，別讓他的可恨發生在你身上 (看看別人的不同的閱讀視角。) 
魯迅透過孔乙己的角色設定，說明舊社會制度底下一個小人物的悲劇，像孔乙己這樣一

個小人物，值不值得同情？如果你是小伙計，多給一點關愛和回饋，孔乙己的日子有可能好

一點嗎？孔乙己的生命會不會因為「被關照」而有了存在的價值？ 

孔乙己是個可憐之人，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魯迅自己也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這個可恨常常來自於某些原則的自我堅持，可能是有點白目，可能是有點不合時宜，「不幸」

就得力爭上游，證明自己有能力堵眾人悠悠之口，最好是讓眾人跌破眼鏡，一路爬著向你稱

臣。孔乙己讓人不屑的地方正是誤判形勢，讓自己失去擺脫 「下流」的能力。甚至連孔乙己

的誠實守信和心地善良都無法說服讀者，減輕對他的不屑。為什麼? 

孔乙己識不了時務，注定悲慘的一生。我們常說：識時務者為俊傑。《三國演義》在七十

六回中寫到關羽困守麥城之際，諸葛瑾來訪： 

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自古道識時務者為俊傑，今將軍所統漢上九郡，皆已屬他

人；止有孤城一區，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瑾之言，歸順吳侯，復鎮荊

襄，可以保全家眷。幸君侯熟思之。 

拿關羽來比孔乙己是屈辱了關公。不過，我們回過頭來看：在樊城戰事膠著，曹軍頑強抵

抗下，荊州又遭呂蒙偷襲。前方吃緊，後方失火，為了保本，關羽不得不撤軍回頭救荊州。關

羽不單單是英雄而已，他在羅貫中筆下幾近於神格了，他的義氣直逼雲天，他的忠誠日月可

鑑，至於他的勇猛，沒有人懷疑。只是連關公這樣一位集忠勇義於一身的好漢，仍免不了因時

局變化而遭受生命脅迫。困守麥城的同時是英雄末路，也是英雄轉機。諸葛瑾勸降，一句 「識

時務者為俊傑」道盡英雄轉身的靈巧抉擇。事實上，關羽的確了解當時的局勢已非自己的勇

猛能掌握，故主動派出使者提出投降的請求，雖最終被殺，但可看出關羽因應局勢的判斷力。 

連關公這樣的俊傑英雄都要識時務，更何況孔乙己不是英雄。不是英雄也沒關係，至少

有個一技之長，勉強謀生。至少自在，還可以搞個歸隱人生，人生別過得跟孔乙己一樣悲屈，

要翻身得靠學習。有基本的學力，讓知識進得來，能力轉出去，人生至少是彩色的。所以好好

培養你的能力，做好你該做的事，那是未來的優勢。至於能力不是口頭上說說就有。能力需要

經過挫折的淬鍊，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跟困難，一次又一次思考，一次又一次累積經驗跟

強大的心態。能夠了解自己如何面對失敗的窘境，擺脫可悲的過去，重塑應變的習慣。 

孔乙己在一次又一次的霸凌當中，沒有想到自我突破，也沒有想到向上提升，他讓自己

陷入無能的空轉。 

我們試著以皮亞傑的認知理論來理解孔乙己的問題所在。皮亞傑(Jean Paul Piaget) 認

為智力 (認知) 即為生命適應的形式，人類對世界的認知是以基模(schema) 為基礎架構，這

包含了兩種彼此互補的心理歷程：一是同化，指個體將新訊息掺入腦中現存的認知基模中，

二是「調適」，指個體改變自身的結構以適應這種變化。人類從一出生開始，就以其特有的一

組認知模式去認識這個世界，例如，一個人先認識一隻貓，之後再看到一隻狗，他可能會以對

貓的認知為基模，認為狗就是貓，因為牠們都體型嬌小、四隻腳、都有毛，這就是同化。但

是，當人們再多加觀察，就會發現牠們的叫聲不一樣，習性不同，據此進行分類，他的認知就

會進行調整，多了一組區分貓和狗有所不同的認知概念，這就是「調適」。之後當個體再看到

貓或狗，他就會以這樣的模式去認知新的物件，所認知的項目愈來愈多，他對世界的了解也

就愈來愈深入。基本上，人的共同點是學習，將新的事物納入自己的認知系統中，並進行認知

重組。 

「適應」 是引導認知發展的重要歷程，同化和調適二者必須均衡發展。當人們遭遇新的

事物或挑戰的時候，就必須要知道如何改變自己的基模，調適或創新以適應新的局面，過多

的同化或調適都不合宜。有如電腦程式，有時可以微調，但也有可能必須重寫程式。就人性來

說，同化比調適容易，大幅度進行徹底的改變，往往引發抗拒，尤其是要改變自己根深蒂固的

想法或作法的時候。然而，改變認知不斷進行重組，卻是認知發展必要的歷程。因此，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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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進步，就必須不斷接受新的想法，改變自己的認知基模，同時尋求調適，所以才說「活到

老，學到老，人不老。」 

孔乙己可憐在哪裡？面對一個科舉時代的不利，固守著既定的價值觀，卻無法認知到自

己無法及第的現實；面對別人的譏諷，無法認知回饋到自身而進行調整。想想，如果他可以及

時轉換跑道，做他可以做的事，是否就不會如此荒廢地過了一生?     (節錄自《文學想享》)  

七、 試題練習 

 文本反思：孔乙己的故事背景在清末民初之際，諷刺當年科舉制度廢除後，製造出

沒有謀生能力的書生。二十一世紀的現在，科舉其實並沒有消失，從孔乙己至今，

還是注重考試與學歷，一路從國小到高中、大學、研究所，書讀得更多了。 

Q1：思考孔乙己一文的時代性，帶給我們什麼啟示呢？(至少 50字) 

                

                

                

                

                

 

 文本應用：請與小組討論現今臺灣/世界/人類產生的問題，按魯迅孔乙己一文的呈

現方式，設計故事底稿。 

小說名稱： 

 

大綱(至少 80字)： 

 

 

 

 

 

角色(至少 2個，需介紹。)： 

 

 

 

 

背景： 

 

 

創作動機(靈感？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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