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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文藝春秋》「後設敘事」的歷史書寫意義 

一、前言 

以《文藝春秋》充滿想像的故事情節，搭配真實歷史的作家故事及當代集

體記憶中具影響力的文化產品，透過十一個不同時空的短篇小說道出 6、70 年

代對自我認同、愛情觀、政治、語言的衝突和迷惘。看似獨立的故事之間，有

一條隱形的線，以文學串起多元、立體的臺灣形象。 
《文藝春秋》的十一個短篇小說主題包括多位作家如瑞蒙．卡佛、聶華

苓、黃靈芝、鍾理和、柯旗化、楊德昌、袁哲生，以及千禧世代最熟知的漢聲

小百科、狄克森片語、多部電影、漫畫和流行歌曲，拼湊一幅屬於作家黃崇凱

的 6、70 年代臺灣文藝文學史。令筆者感到特別的是，在一本書寫臺灣歷史的

背景架構下，作者在不只一篇的故事中加入了後設敘事，例如：在〈如何像王

禎和一樣活著〉中，從小生活於火星的主角「我」為了完成研究王禎和的家庭

作業，和曾在地球生活的爺爺一起重新翻閱被火星科技拋棄的書籍，尋找被遺

忘的故事，並探討火星與地球的身分認同；〈七又四分之一〉中，描述 2071 年

的人類將楊德昌的作品以虛擬投影技術重現場景，透過高科技穿戴裝備使遊客

有身歷其境的五感體驗，打造出一個個人工智慧管理的片場園區，討論看似真

實的虛構外，簡陋空洞的現實。這使我感到相當好奇，為何作者會在歷史小說

中安排這些對後設敘事的想像？作者是否想傳達什麼？  

為了探討後設敘事在歷史書寫下的意義，首先，我將對此一寫作手法進行

探討；其次分析〈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七又四分之一〉兩篇文章內容的

後設手法；最後討論此手法對這兩篇短篇小說的意義。 

二、後設虛構的概念 

(一) 具有自我意識的後設敘事手法 

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s）最早由法國哲學家李歐塔 (Jean-François Lyotard)

在《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中所提出。1後來以此概念形成的作品或小

說一般被稱為後設作品或後設小說（Metafiction）。臺灣文學家陳芳明將後設小

說定義為：「一種具有自我意識的創作技巧，意味著小說的書寫過程中，作者從

未忘記自我身分的存在。」2由此可知，後設小說的目的是藉由虛構的情節，使

作者進入作品中，藉由隱喻的方式表達對主題的主觀評價，使讀者在了解故事

內容的同時，關注到作者本身對事實的批判與解讀。3後設作品具有強烈自省及

 
1李歐塔，敘事的合法性，是知識的第一問題，香港 01，(2020 年，4 月 21 日)，
https://www.hk01.com/article/46359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2陳芳明，後設小說改變了什麼，文訊雜誌社，(2014 年，12 月 1 日)，
https://www.facebook.com/wenhsunMAG/posts/854643157912868/?locale=zh_TW 
3施煒欣，《黃錦樹的後設小說研究》，拉曼大學中文系畢業論文，(2018)，頁 1。 
http://eprints.utar.edu.my/3194/1/fyp_CH_2018_SWX_-_1600763.pdf 

https://www.hk01.com/article/46359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https://www.facebook.com/wenhsunMAG/posts/854643157912868/?locale=zh_TW
http://eprints.utar.edu.my/3194/1/fyp_CH_2018_SWX_-_16007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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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解構意味，常見手法有「以作品詮釋另一部作品」、「以故事中的人物延伸

發展出另一個故事」，這種故事中還有故事的敘事，能讓作者輕巧的進入作品並

探討自我意識，思索自我發展的侷限性與可能性。4 

(二) 後設手法對主觀歷史的再詮釋 

後設小說的出現，與新歷史主義的出現有關。臺灣文學在 1980 年代漸漸受

到「新歷史主義」的影響而蓬勃發展，後設敘事的手法成為台灣文學的常見敘

事手法。依據「新歷史主義」中對歷史的主張：台灣文學史突出了歷史脈絡的

存在，即是將歷史前景化，與文學文本互相敘述、互相解釋；不追求歷史事實

的客觀性，主張歷史是由各自視角敘事而成的觀點，及歷史的文本性。在新歷

史主義的概念中，歷史事實的合法性和權威性被人們重新審視。當歷史事實不

再被視為絕對客觀，歷史事實與歷史意義之間便產生一個能容納書寫者與讀者

加入想像與詮釋的空間。5 

歷史始於人的主觀回憶，是時代脈絡下的集體記憶，因此我們很難完全客

觀的描述歷史，在對歷史的解讀與叩問中，是不斷的尋找與反思。後設敘事的

手法與歷史文學相結合的史學後設作品即是透過對歷史的重述，呈現作者對歷

史文本的解讀與闡述，使讀者能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發現作者對歷史的詮釋、

隱喻和諷刺，或是利用真實與虛構間的空隙，連結自身經驗對作者欲探討主題

近一步的反思。 

三、〈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七又四分之一〉中的後設敘事手法 

(一) 以作品詮釋另一部作品之後設敘事手法 

 王禎和是一位出生在花蓮的作家，也是名編劇，曾將《嫁妝一牛車》、《香

格里拉》等小說改編為劇本，是鄉土文學作家之一。 

 〈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這篇文章的主角「我」從小出生火星，故事先

是描述來自地球的爺爺常感嘆未來科技帶來的改變，像是拋棄厚重的實體書

籍，依賴用大腦資料備份和實境體驗取代閱讀時的自由想像；或是分享主角奶

奶對於爺爺利用科技在死後花一筆管理費，將奶奶的大腦剖出後，藉由機器維

生的憤怒和不自由。最後，他們聊到主角「我」研究關於王禎和生平的作業。

爺爺分析王禎和的兩部作品，指出火星與臺灣在身份認同上的相似之處，以及

對王禎和作品中美國文化對臺灣的強勢侵入，使人民無所適從表示慨嘆。 

從後設手法的分析來看，作者嘗試以作品詮釋另一部作品。祖孫倆一起分

析王禎和的作品，其中一段提到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當中以黑色幽默

的方式描寫臺灣人接受美援時接待美國人的故事。對照火星共通的生活景象，

讓主角「我」感受到文字中，美援時期的人民既複雜又矛盾的心境。透過主角

 
4李秀娟，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楊德昌電影中的後設「新」台北，中外文學，33:3，
2014，頁 7，https://doi.org/10.6637/CWLQ 
5 陳俊榮，新歷史主義的台灣文學史觀，中外文學，32:8，2003，頁 37-40，
file:///D:/USER/Downloads/A04000070.pdf 

https://doi.org/10.6637/CW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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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比自身的經驗——火星從屬地球殖民地的議題，以及長久以來產生關

於自我身分的認同與混亂，對爺爺的無奈有更多同理和反思。由此能看到作者

以一部既有的作品《玫瑰玫瑰我愛你》為對象，將新的故事〈如何像王禎和一

樣活著〉重新描述，藉以把自身想傳達的價值觀合理的安裝進去，藉由爺爺和

主角對火星和臺灣的認同感追尋的共鳴，投射出作者對於當代臺灣的看法，表

達對歷史事實的自我省思和詮釋，清楚示範了後設敘事的一個常見手法。 

後設敘事的手法，同樣出現在另一段，爺爺提到，小說的迷人之處在於透

過對場景逼真的描述，讓閱讀的人自行想像畫面，達到和角色共情共感的效

果。以王禎和的另一部真實作品——《美人圖》為例子，講述臺灣在中共打壓

下，美國選擇與臺灣斷交為歷史背景，一位航空公司的副總要求底下職員簽屬

聲明，請求美國保護臺灣不被中共持續打壓的故事。王禎和藉由創作《美人

圖》諷刺這些懷著成為美國從屬的「美人」，另一方面也是在控訴大陸霸道宣稱

臺灣是大陸不可分割的主張。回到本書小說〈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爺爺將

這段故事連結到火星、月球這些新興開發的星球，點出可預見的未來，火星和

月球會像當時的臺灣一樣渴望獨立於地球和大陸，卻又被其不斷聲明著附屬地

位。而爺爺解讀《美人圖》中從屬認同不定的「美人」們，則認為是中美間的

政治操作，讓台灣像一顆棋子般被夾在中國和美國中間，成為任人擺佈的籌

碼。作者將《美人圖》作為虛構元素下既有的例子，用過去存在的《美人圖》，

讓主角「我」對王禎和的故鄉——臺灣產生同理的共鳴情緒之外，能回顧自己

生活的火星議題進一步反思。後設敘事強調透過後來產出的故事對於既有故事

的詮釋，反映出作者的自我解構和對真實歷史的再評價。根據《美人圖》中的

敘述，有些臺灣人面對中共的打壓，荒謬的選擇向美國請求保護，好似將臺灣

轉手送到美國面前自願成為美國的殖民地；對比故事〈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

著〉中，相較火星認同，另一個聲音反而希望歸屬於地球，此一虛構的火星現

況竟然與過去既有故事所描述的內容不謀而合，使爺爺感到相當諷刺和感慨。

經由爺孫倆的對話，作者彷彿進入了文本中，而爺爺則化身發言人，透過爺爺

的回應反映了作者對歷史的觀點。利用後設手法，使作者的這些經歷一番自我

解構後的內在對話能更清晰地被讀者所察覺，達到作者希望傳達的效果。 

在〈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中，藉由討論火星與地球認同，回溯作家王

禎和的兩部真實作品《玫瑰玫瑰我愛你》、《美人圖》，巧妙的對照臺灣的歷史。

這其中使用的後設手法意義是試圖帶出作者對自己那個年代的臺灣人，包括作

者自己對於臺灣或大陸的身分認同不同的自我定位和經歷自我叩問後的解答。

這些感悟與生於千禧年代的作者所處的時代脈絡脫不了關係。作者正好處於戒

嚴轉向解嚴的時期，在當時最是追求自由的年代，後設敘事的主題往往包含作

者對國族意識的討論。如同小說中描述的片段： 

 

「火星認同是件麻煩事。像我阿公那輩人最老番顛，伊們來到火星卻老是

在講地球哪裡好、呼吸比較自由，既然那麼愛地球，怎麼不留在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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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很能體會伊的心情。這裡就是我的家園，從小到大在這裡成長，

沒覺得哪裡不方便，……。」6 

 

從後設手法來看，這兩段文字以星球認同映照出臺灣社會世代交替間對於

臺灣身分認同的差異，對新一代的臺灣人而言，臺灣的獨立是理所應當的，因

為他們從小深長在臺灣，目光所及，五官所感受到的皆和臺灣有關，自然對臺

灣產生認同與歸屬感。 

在〈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中可以看到「以作品詮釋另一部作品」，是後

設小說的重點手法之一，透過討論王禎和的作品《玫瑰玫瑰我愛你》中將美國

視為幕後殖民者的概念，作者以後設手法對殖民歷史被簡單劃分為殖民與被殖

民的單一描述提出反思，不難從文本中爺爺與主角「我」的對話看出，作者對

於美國強勢文化的介入和表現出的「抵文化」態度提出批判。接著作者利用故

事中的虛構人物——爺爺——對真實故事《美人圖》的詮釋，對於火星之於地

球、臺灣之於大陸的對比敘述，揭露作者在自我省思後，認知到臺灣政治歸屬

具有不確定性，表達對歷史事實的再評價；對於在政治操縱下強迫表態的人民

的真實故事中的敘述，透過虛構故事的轉述，彷彿撐起一個虛實間的模糊隙

縫，讓讀者更容易關注並反思對歷史事實的態度。 

(二) 以故事中的人物延伸發展出另一個故事之後設敘事手法 

〈七又四分之一〉一篇的背景設定在西元 2071 年的未來軸線，開頭藉由主

角「我」應徵管理員，在面試時千篇一律的面試模板，討論過度依賴科技後人

際互動的疏離。接著描述主角「我」上班後偶然到影視園區溜達，發現人們只

專注於虛擬的影像，對比出了現實環境的蒼白無趣。故事中間敘述到老闆的驟

逝，讓主角「我」開始思考生命的存在與失去，與遊園者小青以及楊德昌的投

影，經歷一番討論後有了感悟。 

故事以一位應徵影視園區管理人「我」的視角展開，主角「我」在成為正

式員工後，老闆將所有工作丟包，主角只得認命做起中控室管理員。在老闆意

外身亡後成為園區所有人，接手整個園區。2071 年的台灣，早已是科技產業的

天下，整個園區的工作人員只剩主角一人。在他漫步園區的過程，諷刺地發現

華麗仿真的體驗場景在關掉投影、摘下裝備後，是如此殘忍、蒼白和粗暴的現

實，好比完美動人的外表，卸妝後只餘簡陋而空洞的虛無。7 

此處直白的展現作者對現代人不斷追求全自動的境界和對科技過分狂熱與

著迷的諷刺，當未來幾乎所有任務都自動化以後，人與人之間的人際網絡將被

無情斷連，一切的生活只從在虛擬之中，缺乏與現實的連結，人們減輕了和群

體溝通的壓力，但同時也失去了豐富的情感交流，變成一個只有標準答案的制

式化人生。 

 故事描寫到在進入影視基地後一年老闆意外身亡，主角「我」以〈牯嶺街

 
6 黃崇凱，《文藝春秋》，頁 60-61。 
7 黃崇凱，《文藝春秋》，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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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殺人事件〉中小明的死法形容老闆倒地的身影。老闆的死亡似乎在呼應影

視基地的玩法，讓每個人都成為劇本中的角色，直到劇情結束，每個人都為劇

本貢獻自己對這部作品的理解，並透過親自表演來詮釋。 

老闆的驟逝讓主角「我」一時無法適應，引發其對生命的思考，他決定親

自去楊德昌的教室詢問這位前輩的投影，楊德昌告訴主角在他自己的那個年代

同樣有很多複雜無解的小事，鼓勵主角去正視充滿不幸的生命中每一份小幸，

透過前輩的回答，讓主角「我」開始思考如何延續生命，和與電影的關聯： 

 

「人為甚麼還需要電影？他說『我一直認為，電影或藝術本身，…，只關

連到一件事，那就是人性。只要是人，電影就是最好的生活經驗…『電影

發明了以後，我們的生命延長了三倍』…。」8 

 

從文章中對生命逝去的定義，以及電影與生命經歷關聯的討論，使主角開

始思考如何把楊德昌的這些心血融合，創作出另一部新的作品。此時，主角

「我」從虛擬投影的楊德昌中，看到另一個站在投影面前酷似楊德昌的身影，

忽然意識到了自身所處的虛構，甚至自己就是虛構： 

 

後設小說也被稱為「自我意識小說」一種根植於歷史、社會、現實等外部

世界的自反模式，既強調自我意識又悖論地彰顯了歷史和現實的維度。”
 

9  

 

根據對後設敘事的研究，當小說中的角色清醒的認知到自身所身處的虛

構，讀者才會自覺地去觀察身邊的虛構世界，才能脫離角色給予的框架，思考

既有事實帶給我們的任何正面的啟發，或骯髒醜陋的警示。穿梭於既有小說與

後來創作的小說，就像造訪影視園區的玩家一樣在扮演歷史的同時，詢問自己

是如何詮釋自己的生命故事。10 

在書中最後一段，隨著「我」的消逝，原本死去的老闆出現，原來老闆是

楊德昌的某位學生，一生追求重新塑造出一個「新的」楊德昌，能夠完成他未

完成的拍攝。在這篇小說中呈現另一個常見的後設敘事手法「以故事中的人物

延伸發展出另一個故事」，故事中的老闆身為楊德昌的助手，終其一生研究楊德

昌的電影，以復活新的楊德昌為目標；而延伸發展另一個故事，以「複製版」

楊德昌的視角書寫〈七又四分之一〉的另一個虛構故事。 

相較〈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探討作者所生的「七零年代」，〈七又四分

 
8 黃崇凱，《文藝春秋》，頁 270。 
9 單建國，〈論元小說的「自我意識」和「歷史意識」〉，《重慶師範大學學報》2017 第 2 期，頁

30-34。 
10 單建國，〈論元小說的「自我意識」和「歷史意識」〉，《重慶師範大學學報》，2017 第 2 期，

頁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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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以未來觀點切入，表現後現代主義的文學手法。 

楊德昌對生命的解惑開始讓主角「我」思考即使人看似消亡了，我們所創

造的事物是否還有意義，我們又該如何延伸意義，如何利用這些載體，為自己

在這世界的停留，留下一筆證明： 

 

「這是一本將『後設』造建成『可能和作者真實生活的那個年代』、『作者

在作品中摺縮隱密的那個世界』，另一個平行宇宙。」11 

 

根據駱以軍對後設敘事之於〈七又四分之一〉的描述似乎可以一窺作者投

設在書中的野心，藉由後設敘事，好像就打造了一個平行宇宙的可能，若創造

出「新的」楊德昌的夢想實現，就能借其之手繼續完成過去楊德昌未完的電影

大業，彌補另一個充滿遺憾的平行時空。 

除此之外，從文章全篇對記憶媒介的轉換——從電影、文學，轉而依賴影

像投影、虛擬實境，以及對生命和死亡的描述可以發現，作者似乎將自己投入

於書中的主角，當作者「我」在面對死亡時，表達出迷惘和不安的感受，同時

也在提問，假使當科技如暴風般席捲人類的生活，替代過去人們大多數的資訊

獲取途徑，逐漸取代傳統藝術載體，文學是否仍有存在的意義？文章藉由對未

來的想像和假設的後設概念，隱隱透露出新時代媒體下，作者在文學、影視、

刊物的呼喊，傳達對傳統藝術載體逐漸被淡忘的徬徨不安。12 

四、後設手法對〈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七又四分之一〉的意

義 

(一) 後設手法對〈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七又四分之一〉的意義 

筆者在整理各種文獻的同時，對於〈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七又四分之

一〉兩篇中，後設手法想傳達的意義也有自己的見解。 

初看〈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就被火星時代的背景設定所吸引，令人更

驚喜的是內文竟以台文書寫，雖然有時在閱讀上有些不流暢，但尤其在瀏覽阿

公的對話時卻更有帶入感也更加親切，充分展現出台灣意象，如此矛盾卻又創

新的組合，不僅使讀者有全新的閱讀體驗，結合王禎和過去所創作的小說，使

讀者在閱讀的時候能跳脫出固有思維和既有立場，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作者的解

讀、王禎和的解讀，最後回來反思自己的想法又是如何？後設敘事的其中一個

目的便是自我批判，這種未來虛構的的設定能讓讀者較不易被自己生活的文化

脈絡所影響，而是跟著火星上生活的主角「我」的視角，看著未來火星上的人

們對於另一個似乎是更高層級的地球懷抱的憧憬；亦或看著主角「我」對於這

 
11 駱以軍，〈哭笑不得的臺灣心靈史〉，《文藝春秋》附錄，新北市：衛城出版，2017，頁 324。 
12 詹閔旭，媒介記憶：黃崇凱《文藝春秋》與台灣千禧世代作家的歷史書寫，中外文學， 
49:2，2020，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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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嚮往前往地球的人們產生的不理解，同時對於這種似乎不認同原生的火星的

此番舉動感到不認同。再經由故事提及王禎和的小說點醒讀者思考自我的身分

認同是如何？也能更明顯的從阿公的分析中了解原來作者的立場和想法是什

麼，並與其產生共鳴或更多不同的想法。 

對於〈七又四分之一〉一篇，筆者在認同前段駱以軍分析作者欲以後設敘事

打造平行時空的想法之餘還有更多的感受，筆者以為作者在此使用的後設手

法，從某個面向打造出一種對希望的想像——只要在意的人還活著，意識還留

存著，還有人能記得自己，有事物能記錄曾經停留在這世上的紀錄，那麼此人

的精神便不曾消失，就像在另一個時空繼續發熱。對於生命的省思是這篇故事

帶給我的最大啟發，如同書中楊德昌所言：「電影就像是永遠存在著的一種夢

想，一種嚮往，一種對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地存在的信心、期待、依據。」13生

命的意義對我而言也是如此，我將永遠懷抱著對生命赤誠而熱烈的正面想像。 

(二) 作者使用後設手法的用意 

在 70 年代的臺灣歷史下，正在經歷從戒嚴的冰封中消融的黃金時代。曾經

被三緘其口的生活、被篩選過後的官腔發言，這些沉痛創傷在後來的臺灣文學

中也一再被提及，就像刮去腐肉的痛楚後，傷口的自我修復。在解嚴後，臺灣

人民的民族意識格外團結統一，與臺灣歷史書寫相關的的文學創作達到新的高

度。
14自由風氣迅速覺醒，加上天時地利人和，「千禧世代」的臺灣人不只逐漸

成為臺灣文壇的中流砥柱，同時也活躍於國際舞台上，獲得比過去更多的資源

和更寬廣的視野。作者在文學手法上採用後設敘事創作出多部小說，包括筆者

選讀的《文藝春秋》。在後設小說中，作者既是敘述者，同時也進入故事中，藉

由角色表現對主題的看法，也將個人情感投射於角色，在書寫的同時自我釐

清： 

 

因對於虛構性質的清晰認知，作者往往在內容中融入個人對真實的批判，

因此後設小說可以說是同時具有敘事和批判的意味。15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作者以文學直面處理當下的問題，誠如張誦聖形容

《文藝春秋》中探討的某一問題：「數位革命對傳統文學形式日益加劇的挑

戰」。16作者以虛擬角色延伸出的另一個虛擬故事，讓後設敘事為場景服務，就

像駱以軍提到：「藝術表意的關鍵在於『再現』。」17在〈七又四分之一〉中，老

闆以楊德昌的一部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一幕死法倒在主角面前，何

 
13 黃崇凱，《文藝春秋》，頁 271。 
14 詹閔旭，媒介記憶：黃崇凱《文藝春秋》與台灣千禧世代作家的歷史書寫，中外文學， 
49:2，2020，頁 102。 
15 施煒欣，《黃錦樹的後設小說研究》(拉曼大學中文系畢業論文，2018)，頁 1， 
http://eprints.utar.edu.my/3194/1/fyp_CH_2018_SWX_-_1600763.pdf。 
16 張誦聖，〈迂迴的文化傳遞〉，《文藝春秋》附錄，新北市：衛城出版，2017，頁 302。 
17 駱以軍，〈哭笑不得的臺灣心靈史〉，《文藝春秋》附錄，頁 324。 

http://eprints.utar.edu.my/3194/1/fyp_CH_2018_SWX_-_16007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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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不是對生命與死亡的致敬。對於主角詢問楊德昌投影後產生疑問的文章段

落，作者在情節設計上層層遞進：從對生命價值的延續，推進到電影對生命經

驗的重要價值，最後引導讀者思考科技迅速發展是否取代了昔日戲劇、文學的

地位，同時也能看出作者在書寫時經歷的一趟反思之旅。 

作者面對臺灣的後殖民議題，不像歷史小說般，明白的告訴讀者所有情節

和人事物都是「真」的 18，而是如同張誦聖所說，讓《文藝春秋》「以另類姿態

介入臺灣文學史的書寫」19，坦然地在文章中直面拋出對自己和全體的疑問，試

探讀者的反應。一直以來，臺灣文學都在尋找自身定位，探問「臺灣的歸屬是

什麼？」「臺灣的文學風格是什麼？」透過多部現實的歷史小說的描述，在虛構

故事中呈現作者的用心。在〈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中討論臺灣多元的被殖

民史以及在被殖民歷史下堅韌而包容的臺灣脈絡文化。作者從自身經驗出發，

思考臺灣文學的存與亡、樂觀與悲觀、虛構與真實，企圖從各個面向、各個維

度書寫臺灣歷史。 

作者在一次訪談中說過這本小說某程度上確實是一種對自己的盤點，被留

下來的人便是值得深入理解和閱讀的人。20作者使用後設手法的原意使讀者在閱

讀作品時，更加關注到作品內容之外，不論是諷刺也好，對歷史的評價也罷，

使讀者進一步品味到作者更深一層的討論和寓意，在閱讀作品的過程中收穫某

種情緒的抒發、對某些事的感悟與反思、對作者的認同與思考，如此一來，小

說便完成它的的最大功能了。21 

五、結論 

呂思勉在《論學集林》對歷史的描述：「歷史上的事實，所傳的，總不過

一個外形，有時連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們根據事理去推測他、考證他、解釋

他。」
22
由此可以看出歷史不僅是一種事實，同時也是處於脈絡下的人們從各自

的視角，帶入自己的價值觀形成的解釋。後設虛構之於歷史文本的意義在於透

過作家對歷史的重新詮釋，一方面讓讀者更容易關注到作家透過故事想表達的

隱藏意義；另一方面，保留想像空間的文本中使讀者投射內心的觀點，對歷史

事實與文學有更多的思考和啟發。 

《文藝春秋》中有許多後設敘事的應用，作者將所謂有著歷史事實的既定

文本，加入作者所創作的新故事表達作者對既有歷史的重新建構，再藉由新作

品虛構的想像闡述某種作者的隱喻，反映作者的意念或對歷史事實的評價。23本

 
18 詹偉雄，〈歷史、虛構與疼痛〉，《文藝春秋》附錄。新北市：衛城出版，201，頁 311。 
19 張誦聖，〈迂迴的文化傳遞〉，《文藝春秋》附錄，頁 302。 
20 BIOS monthly，為甚麼是楊德昌，屬於誰的新電影：黃崇凱×陳浩平對談《文藝春秋》，BIOS 

monthly，2017 年 9 月 18 日，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9187 
21 詹偉雄，〈歷史、虛構與疼痛〉，《文藝春秋》附錄，頁 310。 
22 呂思勉，《論學集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23 詹偉雄，〈歷史、虛構與疼痛〉，《文藝春秋》附錄，頁 310。 

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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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報告以〈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以及〈七又四分之一〉為例，分別說明其

故事內涵、後設手法，與此手法對文章的意義。〈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採

用「以作品詮釋另一部作品」的後設手法，以王禎和的作品成為虛構故事中的

呼應角色，藉著虛構人物的互動對話，道出作者對臺灣過去的被殖民事實提出

反思。〈七又四分之一〉則採用「以故事中的人物延伸發展出另一個故事」的

手法，透過虛構的老闆一角，在創造楊德昌的「接班人」後，由複製品「我」

的視角的展開另一個虛構故事，提及對生命的關注，並藉此延伸到文學、影視

在科技的火箭式發展下，未來是否會逐漸失去地位的叩問。 

連環的臺灣創作者群像或曾深具影響的文化產品為題材。…以虛構層層逼

近真實，繪成臺灣精神史。24 

誠如《文藝春秋》寫於封底的這段話，〈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七

又四分之一〉兩篇短篇小說不只維持整本小說的中心主旨，也向所有閱讀本書

的人提出疑問「臺灣的文學是什麼？」除此之外，透過一連串的過程——從作

者預設的既有文本討論小說的情節發展，再由作者所創造的小說內容反映作者

對於歷史事件的重新詮釋，顯示出作者對歷史描述的一種反芻，在內心抽絲剝

繭後得到對歷史記憶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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