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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大玩偶》

内容概要

《儿子的大玩偶》的作者黄春明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也是当代重要的小说家。
故事主角为了生计，打扮成小丑模样，穿梭在大街小巷。他内心的情感交战，以及他和妻子、小孩间
微妙的情感，深深扣住了读者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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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大玩偶》

作者简介

黄春明，1939年生于台湾宜兰。台湾当代重要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全方位艺术家。他的
书不仅影响深远，涉足领域之广、创作形式及内容每每开风气之先。他所写的故事传达出台湾的乡土
风貌与当时市井小民的悲观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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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大玩偶》

精彩短评

1、描写心理活动的时候觉得和某种西方戏剧非常相似，一时又想不起来具体的，但是非常的似曾相
识。
2、可愛的黃春明爺爺
3、因为电影而来的小说，荒诞，现代电影小说的主题。虽然没有看过电影，一边看小说文字都能够
想象侯孝贤会怎么拍，应该没有大段心理独白吧，应该是闪回以及凝固的表情吧。可能这是台湾电影
的始祖，有中国人特有的含蓄以及台湾内心的伤痛。
4、郁闷的时候看看，觉着自己活的还像个人样儿。
5、是很嫺熟的小說，也有好幾篇令人印象深刻。塗脂抹粉也掩飾不了的小人物世界。
6、清新的乡土趣味，和侯孝贤果然合拍。而更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乡土经验只有乡土阅读经
验的这一代读者，会这样地为他们所打动？
7、小人物的笑与泪~
8、亦喜亦哀，可悲可乐
9、底层人物生存之苦 以及沉默坚韧的父爱...无论何处的乡土文学台湾也好 大陆也罢立足于小人物的
辛酸的优秀作品总能令人的心为之一颤  
10、卻還是被改變的三篇最有意味
11、小人物的心酸往事
12、工业社会小人物的心酸。黄春明一贯的哀伤叙事。
13、20130220文字往往比電影細膩。
14、心酸。老师推荐的作家。
15、这份荒诞，又何尝不是你我。在朋友圈里粉饰装点自己的生活，又和线下那份真实又无可逃遁的
空洞与空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6、只买到两本
17、写的真不怎样，看在作者的份上才打个三颗星
18、灵的
19、故事主角为了生计，打扮成小丑模样，穿梭在大街小巷。他内心的情感交战，以及他和妻子、小
孩间微妙的情感十分丰满。
    一个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真实悲喜，悲伤中不乏温情。真实写出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及既复
杂又简单的心理情感——因为坚持着这份不喜欢的工作而使坤树得以有了阿龙，因为阿龙的存在而使
坤树继续坚持着甚至已经开始有点不厌恶和依赖这份工作。无奈中透着温情，这就是小人物最真实地
情感。

20、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会是“政治正确”的吧。。。
21、溺死一只老猫“贴在脸中央的半边红莲雾果是绝不褪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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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大玩偶》

精彩书评

1、大概上初中的时候，在语文读本上第一次读到黄春明的《鱼》，文章中鲜明的台湾乡土风情、拙
朴的人物形象让人印象深刻，非常明显的意识流、浅显易懂的描写，和那种故作深沉晦涩难懂的文风
简直是云泥之别。那时候反复读，读那种鲜明的地域语言味道，真是很欢乐，不过对于《鱼》的理解
，当时只是认为是小孩子不慎将鱼掉在路上被卡车压烂，很惋惜，很内疚，想要爷爷苛责自己，又想
要爷爷谅解，毕竟几个月才回一次家，那种别扭拧巴的心情，很能体会，不过现在重新读，却没有那
种欢乐的感觉了，也没有追随着阿苍蹬脚踏车在山路上颠簸起伏的心情了。可能是读了其他几篇对小
人物的描写，心里有了莫名的哀伤。阿公说住在山上想吃海鱼真不方便，去买鱼在摊位面前反复走，
看到一个看起来比较老实的鱼贩子，让她不要欺骗老人，不要缺斤少两，用一担山芋的钱换一条三斤
重鲣仔鱼，结果还是少了一斤半，我想以后的人很难体会这种数米下锅的困窘与无奈了，小孩子去木
匠家做学工，这可以视为一种离家闯荡，离开山村去镇上寻求另一种谋生手段，阿公让他带鱼回来，
可以看做是对于新生活的一种希望，小孩子终于带鱼回来了，却不幸被卡车压烂了，实际上是什么也
没有带回来，这种希望与回馈落空了，付出却两手空空的感觉最让人难过，小孩子想要向阿公展示自
己会有所成就，然而这种空头支票似的允诺因为没有带回来的鱼却让两人更加难以理解，小孩子所以
才相只小牛一样哞哞地哭了。《小琪的那一顶帽子》是我比较喜欢的，用第一人称来讲述的故事，这
里的人物是在小镇推销快锅的推销员，正线是我和小女孩小琪，副线是林再发和妻子美丽，对于快锅
质量如何，我真的没有从小说中看出暗示来，快锅也就是现在的高压锅，如果快锅本身是劣质产品 ，
那台湾人民使用日本输入的低劣产品可以算是对日本经济“入侵”台湾的大大讽刺了。林再发已经是
三十好几的人了，好不容易找到推销员的工作，不辞辛苦，笑脸迎对冷脸，就是多挣钱不让即将生产
的妻子再挺着大肚子去美容院上班，可是在演示快锅炖猪脚的时候，他却被突然爆炸的快锅炸瞎了眼
睛，脖子上还扎着玻璃片，生死未卜。这一边我出于好奇掀开了小琪的帽子，发现了她的癞头，像是
破坏了一件完美的东西，等着小琪父亲来痛骂自己的时候，又看到了美丽写给林再发的信，原来美丽
面临流产危险，让林再发请假回家。小琪的帽子就像是一个启动灾难的按钮，掀开了就是一连串的灾
难，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小琪和美丽，侯孝贤的电影是这样一个迷茫的结尾，不过小说结尾是我手握美
丽的信，去医院看林再发，不再害怕，决定如果林再发醒不过来就和美丽结婚，一起养他们的小孩，
悲惨现实面前作为小人物的我毅然决定承受，不管它是有多苦痛多沉重。这个电影拍得很压抑，非常
安静的画面，却是那种苦闷黏着的状态，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小琪非常漂亮，长了一张大人的脸，
王武雄看她拔猪脚毛的时候的眼神特别诡异，非常暧昧的感觉，吐着烟圈，盯着小琪，总共两次特写
，还以为要对她图谋不轨，掀帽子则非常突兀，没有那种镜头自然接到帽子上的，然后一掀，，，可
能是我看的马虎，总之那一段我不是特别能接受。《儿子的大玩偶》看小说因为坤树自己内心独白，
就是吐槽大伯，不干小丑的工作你也不给我米吃，有你这样的大伯反而会饿死。吐槽路人，看什么啊
，看我的广告不要看我的人，吐槽站街妓女，要的，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要，我要在旁边发呆的那个。
想与妻子阿珠的争吵，担心她不给自己准备茶水喝。因为这段吐槽，坤树是一个抓住救命稻草，即使
工作枯燥可笑，为了妻儿，也要拼命做下去，默默忍受人们的戏弄和嘲讽。有血肉的人，至少他会吐
槽，不吐槽怎么能这枯燥令人激狂的工作里挣钱养家，不过电影里面塑造的坤树非常可怜，看着儿子
阿龙，想着如果没有这个小丑广告工作，眼前的儿子就会变成一滩血水，坤树的脸一直很僵硬，木然
无表情，偏偏花上夸张大笑的小丑的脸，沉默回忆往事的时候真是让人揪心。最后不用干广告人工作
，换成蹬三轮车，手舞足蹈地回家去，卸妆后却发现儿子根本不认识他，只认识那个小丑，那个儿子
的大玩偶，坤树早已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和尊严，成为了社会的玩偶。《我爱玛莉》和《苹果的滋味》
反映了美国影响下的台湾，一个是崇洋媚外的买卖，一个是在遭遇车祸后得到美国人补偿反而让工友
羡慕揶揄的农民工。玛莉是个混血土狗，值不了几个钱，因为被美国人上司养过，在大胃眼里身价不
菲，因为养美国人的狗，是与美国人上司的一种联系，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不过大卫可一直认为
是正宗的洋狗，为了这条狗，掌掴妻子，妻子带走儿子也不闻不问，忙着给狗打胎，真是人间极品了
。苹果滋味则是影射用自己事务权换取美国经济好处的台湾当局，当然这个苹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吃。我读的这本《黄春明小说选》是1985年出版的，距离改革开放还没几年，书后时不时用虚伪的资
本主义文明关怀这种涉及意识形态的腔调来评论，我理解没那么深，不过像《两个油漆工》、《儿子
的大玩偶》、《我爱玛莉》《小琪的那一顶帽子》讲述的故事，即使现在看，也能在周围找到类似的
影子，谁说现在的社会没有这样一群底层人在尊严与生计挣扎呢，没有这样两面派在辛苦谋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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