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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從黃凡小說〈命運之竹〉談都市變遷與人的適應問題 

施又文  

摘要 

黃凡小說〈命運之竹〉描寫靠賺取微利謀生的台北小市民，錯過

投資置產的機會，隨著東區的發展，這些小商、小工階級成為高度資

本化都市的受害者；加上都市人與人之間相互的隔離，進而產生生理

和心理的失調。 

對比於舊階級的敘述者，他的父母雖然是都市快速變遷下的失敗

者，但他靠著高學歷而有不錯的工作、相當的資產與消費能力，晉身

為新興中收入階級且身心相對平衡。然而上一代的不安與焦慮依然揮

之不去，不安與焦慮似乎成為八○年代台北市市民的集體潛意識了。 

關鍵詞：黃凡、都市小說、命運之竹、八○年代、都市變遷、適應 

一、前言 

黃凡的小說不僅足以做為八○年代小說的代表之一，在學術界更受到

廣泛的關注，多方討論方興未艾，諸如研析黃凡的政治小說與都市小說的

學位論文，
1
或者作主題性的探討而兼及政治與都市議題的研究論文。

2
至於

單篇的期刊論文，所討論的黃凡小說包括：〈小說實驗〉、
3
〈大學之賊〉、

4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 楊雅雯，《黃凡的政治小說》，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廖家

均，《黃凡八○年代都市小說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 
2 藍建春《黃凡小說研究：社會變遷與文學史的視角》，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1997 年)。黃政榕，《曖昧的戰鬥--黃凡小說的討論與實踐》，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4 年)。 
3 簡月娟，〈現實與虛構的衝突--試論黃凡〈將軍之淚〉、〈小說實驗〉〉，《空大學訊》，291

期(2002 年 6 月)，頁 71-82。廖宏霖，〈小說再實驗--續寫黃凡的〈小說實驗〉〉，《文

訊》，395 期(2018 年 9 月)，頁 72-77。 
4 李吟臻，〈馬庫色與黃凡的對話：《大學之賊》中的單向度思維〉，《雲漢學刊》，17 期

(2009 年 3 月)，頁 81-101。郭強生，〈從超載到失重--評黃凡《大學之賊》中的政治

隱喻〉，《文訊》，230 期(2004 年 12 月)，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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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索〉、
5
〈反對者〉、

6
〈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

7
〈人人需要秦德夫〉、

8

〈慈悲的滋味〉、
9
〈青州車站〉、

10
〈30 號倉庫〉、

11
《躁鬱的國家》、

12
〈將

軍之淚〉、
13
〈都市生活〉、

14
〈傷心城〉等。

15
 

本文探討的〈命運之竹〉這篇小說，敘寫八○年代突然富裕起來的台

灣，一些無法適應社會變遷者的生活狀態。文中提到靠蠅頭小利謀生的小

市民，捨不得將錢投資房地產，等到八○年代台北東區房地產暴漲，他們

                                                       
5 季季，〈冷水潑殘生--評黃凡〈賴索〉〉，《書評書目》，80 期(1979 年 12 月)，頁 73-86。

林依潔，〈揉和傷感與嘲諷的熱情--黃凡筆下的知識份子(賴索)〉，《明道文藝》，67 期

(1981 年 10 月)，頁 115-121。楊佳嫻，〈時差讀「賴索」〉，《聯合文學》，231 期(2004
年 1 月)，頁 85-86。 

6 龍應台，〈很累人的一本小說--評黃凡的《反對者》〉，《新書月刊》，15 期(1984 年 12
月)，頁 30-32。陳宜武，〈評〈反對者〉的反對者〉，《新書月刊》，17 期(1985 年 2 月)，
頁 46-49。王德威，〈凸現了一則政治神話--黃凡《反對者》〉，《聯合文學》，1 卷 4 期

(1985 年 2 月)，頁 203-204。蔡英俊，〈主題與呈現--試論黃凡《反對者》的兩難〉，

《文星》，103 期(1987 年 1 月)，頁 98-103。譚嘉，〈一本考驗讀者的小說--黃凡的《反

對者》〉，《文訊》，39 期(1988 年 12 月)，頁 90-96。古嘉琦，〈可憐者必有可恨之處--
讀《反對者》〉，《聯合文學》，231 期(2004 年 1 月)，頁 87-88。 

7 余詠雯，〈巴代耶「排泄書寫」與「踰越」理論--黃凡〈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的分析〉，

《台灣文學教學集刊》，1 期(1998 年 6 月)，頁 23-51。許榮哲，〈請問黃凡先生：「如

何測量水溝的寬度」〉，《聯合文學》，231 期(2004 年 1 月)，頁 90-91。張耀仁，〈如何

測量水溝的寬度？訪黃凡〉，《明道文藝》，393 期(2008 年 12 月)，頁 43-47。 
8 李志薔，〈一九八○年，我們的大亨小傳--讀「人人需要秦德夫」〉，《聯合文學》，231 期

(2004 年 1 月)，頁 86-87。詹宏志，〈資本主義社會的疏離人--黃凡〈人人需要秦德

夫〉〉，《書評書目》，86 期(1980 年 6 月)，頁 109-117。 
9 王德威，〈「新」台北的浮世繪--評黃凡〈慈悲的滋味〉〉，《聯合文學》，第 6 期(1985 年

4 月)，頁 215-216。伊格言，〈一輩子的隱喻--讀「慈悲的滋味」〉，《聯合文學》，231
期(2004 年 1 月)，頁 89-90。 

10陳佳琦，〈冷戰下的中國想像與反共意識形態：以黃凡〈青州車站〉、《零》為例〉，《台

灣文學研究》，3 期(2012 年 12 月)，頁 111+113-174。詹宏志，〈晦黯的、飄搖的希望

--評析黃凡的〈青州車站〉〉，《書評書目》，88 期(1980 年 8 月)，頁 86-95。 
11未著作者，〈黃凡 30 號倉庫〉，《聯合文學》，231 期(2004 年 1 月)，頁 68-84。 
12張耀仁，〈票開出來了--讀《躁鬱的國家》〉，《聯合文學》，231 期(2004 年 1 月)，頁

91-92。 
13簡月娟，〈現實與虛構的衝突--試論黃凡〈將軍之淚〉、〈小說實驗〉〉，《空大學訊》，291

期(2002 年 6 月)，頁 71-82。 
14王德威，〈人間喜劇：評黃凡的〈都市生活〉〉，《聯合文學》，3 卷 7 期(1987 年 5 月)，

頁 212-213。 
15鍾鳳美，〈讓一切都隨風而逝--談黃凡小說〈傷心城〉〉，《文藝月刊》，209 期(1986 年

11 月)，頁 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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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不上經濟快速的脈動，而永遠活在焦慮當中。這篇小說記錄了八○年代

都市的變遷與人們的因應問題，相當具有代表性，相關的論述文字散見各

專書某一小段，
16
而且都只是淺略帶過，因此筆者才會想要進一步做專題性

的論述。 

二、作者介紹 

黃凡，本名黃孝忠，1950 年出生於台北市萬華區，畢業於中原理工學

院 (今中原大學 )工業工程學系。曾任職於貿易公司、食品工廠、建築公司，

也做過台灣英文雜誌社企畫、聯合文學特約撰述，聯合文學社務顧問等出

版工作，生活經驗豐富。1979 年他以短篇小說〈賴索〉獲得第二屆時報文

學獎小說獎首獎而崛起文壇，在 1980 年代陸續出版了 15 部小說，種類包

括政治小說、都市小說以及科幻小說。1981 年《大英百科全書》將其評價

為 80 年代台灣 有代表性的小說家。
17
 

黃凡的政治小說如前述的〈賴索〉以及《大時代》、《傷心城》、《反對

者》等等，描寫政治對社會生活的侵蝕和人們深陷政治漩渦無以擺脫的困

境 。 而 他 的都 市 小 說 ，如 《 財 閥 》、〈 人 人 需要 秦 德 夫 〉、〈 范 樞 銘的 正 直 〉

等等，將資本主義的都會中，人們追求財富的諸多面貌、壓力、焦慮和社

會問題展示出來。  

作家白先勇特別激賞黃凡的才華，認為〈賴索〉的主題：「深而且廣，

觸及台灣現實的核心」，而小說的表現手法，「異常突出，完全是現代的，

運用時空交錯意識流技巧，將七十年代後期，台灣都市工業化後，急促喧

囂的步調，表露無遺。」18葉石濤曾稱他：「是屬於知性型作家，他已超過

                                                       
16張大春等著，林燿德編，《甜蜜買賣：台灣都巿小說選》(台北巿：業強出版社，1989

年)，〈〈命運之竹〉評析〉，頁 140-141；辜韻潔，《台灣當代商戰小說主題研究》，中

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7-18；林秀姿，《重讀 1970 以後的台

北：文學再現與台北東區》，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頁 38、

41；王國安，《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以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燿德的創作為觀

察文本》(台北巿：秀威資訊科技，2012 年)，頁 114；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

主義」與台灣小說生產》(台北巿：秀威資訊科技，2016 年)，頁 371。  
17黃凡基本資料，參考如下幾種文獻重新整理：高天生，《台灣小說與小說家》(台北市：

前衛出版社，1994 年)，頁 206-207。辜韻潔，《台灣當代商戰小說主題研究》，中央

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53。「台灣文學網-文學史-大事紀-黃凡」

網頁：https://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c_2.aspx?person_number=L45002 查

閱 日 期 ： 2019.4.19. 「 黃 凡 」 ， 維 基 百 科 網 頁 ， 網 址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5%87%A1  查閱日期：2019.4.19. 
18白先勇，〈邊際人--賴索〉，收錄於黃凡，《賴索》(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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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鄉土文學。從現代社會各種活動現象，來凝視人性和行為。他代表了八

○年代的創作目標與創作的方向。」19呂正惠認為黃凡「更像一個社會學家，

想要探索動盪不安的台灣社會的種種面向」，20可以說是近二十多年台灣小

說家中 掌握台灣社會整體「動態」的人。  

我認為，林秀姿評析八○年代都市文學與黃凡的關係 為中肯，他說：

｢黃凡作品再現了一個經濟大變動的 1980 年代，……他所再現的台北，非

僅止於經濟狀況下的東區與都市生活，其實更包括了在 1970 年代資本主義

經濟再結構以來，台北市東區被納入了全球經濟的一環，整個台北市東區

的政治、經濟、社會關係的轉變與調適，都是黃凡所處理的時代。……在

黃凡的老台北人眼光底下，試圖再現一個 1980 年代中期台北資本造成的社

會變遷，塑造新中收入階級的新文化，以及相對被替代掉的人群們情境，

這正得以對照陳映真所強調的資本城市的面向。｣
21
 

三、〈命運之竹〉故事大要 

民國 46(1957)年的仁愛路還是農村景緻，敘述者的母親梁老太 (為避免

與敘述者的妻子混淆，故此稱呼，下同。)隨著相命師連城伯前往松山看地，

然而目的地卻是一大片的竹林水田，梁老太拿著打蛇用的竹子探向田裡，

感覺碰不到底的不踏實，她怎麼也不相信這塊地日後有增值發展的機會，

於是放棄了當時一甲才十萬塊的水田。但是從「民國五一年開始，這塊水

田每隔三、四年地價便上漲一倍。」等到民國 61(1972)年，國父紀念館落

成那一年，它的身價｢每坪二十萬元，總值六億元。｣土地的計算單位由田

地的「甲」，轉變為住宅的「坪」了。 22 

梁老太老是唸著「未來是有錢人的天下」，卻沒有把握住成為有錢人的

機會，讓她在往後的三十年中天天後悔，後來梁老太經營的小雜貨店漸走

下坡，加上敘述者的父親因竹編鷹架斷裂而死，多重壓力使梁老太精神失

                                                       
2006)，頁 198。 

19見「台灣文學網-文學史-大事紀-黃凡」網頁，網址：

https://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c_2.aspx?person_number=L45002 查閱日期：

2019.4.19. 
20呂正惠，〈八○年代台灣小說的主流〉，收錄於《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市：新地

文學出版社，1992 年)，頁 81。 
21林秀姿，《重讀 1970 以後的台北：文學再現與台北東區》，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

所博士論文(2001 年)，頁 26。 
22本文所引〈命運之竹〉原文，悉參照黃凡，《曼娜舞蹈教室》(台北市：聯合文學出

版社，1987 年)，頁 113-127。茲此說明，後文引用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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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而住進療養院，念茲在茲的仍然是房地產，猶如台北人集體焦慮的象徵。

小說寫出了「特定時空下生產方式與社會結構變遷的人文面」；那令敘述者

母親精神失常的是「使那塊土地變成『不動產的動產』的新社會。」 23 

〈命運之竹〉還不滿 5000 字，時間橫跨了 30 年，它呈現了一個由於

資本推動所造成的社會變遷，帶來了台北小市民集體的不安與焦慮。  

四、1980 年代的台灣與小說所呈現的社會變遷 

黃凡生長於都市，從 1950 年代到 2000 年代的 50 年間，台北市歷經

農、工、商、服務業等各種產業的轉型，黃凡以其自身經驗作為主要背景

來書寫都市小說，〈命運之竹〉塑造了適應不良的舊階層小商工，與新興的

中收入階級，這篇小說可以說是反映了台北這座資本城市的第一手資料。

王國安說，黃凡在〈命運之竹〉中以懷疑、旁觀、嘲諷的書寫態度，表現

都市變遷的故事，顛覆了七○年代鄉土作家的理性說教、社會責任感的書

寫方式。
24
 

(一)〈命運之竹〉所描述的社會變遷與新舊階級 

〈命運之竹〉鋪寫的時間橫跨西元 1957 年―1987 年的 30 年時間，小

說以倒敘的方式書寫 60 歲的母親已經長住消費昂貴的精神療養院 10 年了，

敘述者梁先生也就是病患的兒子定期到療養院探望母親，他回到東區用晚

餐的當下，由天池餐廳的環境回溯到 30 年前――梁老太錯過了投資水田

的機會，竟由於是梁老太用了一支竹子探不到水田底而放棄買「一甲才十

萬塊」的水田，沒想到此後這塊水田的價值連年飆漲，等到國父紀念館落

成那一年 (1972)，它已漲到六億元。  

文本說：｢我母親正活在兩個世界的夾縫裡｣，五○年代普遍匱乏的生活，

敘述者的母親經營雜貨店，使用五燭光的照明設備，貨架式的陳列物品，交

換的貨幣還有｢一毛、兩毛、五毛的硬幣｣這種型式，梁老太每天用碎紙條將

堆成一疊的每十個硬幣再翻捲成筒狀，賺取蠅頭小利謀生。她曾經和相命師

搭三輪車一齊前往東區看地，當年還是一片竹林水田的仁愛路一甲才十萬元，

30 年後它成為全台灣 有名的觀光道路，其上每坪售價 12 萬元的大樓，而

2019 年的現今每坪售價已經超過 100 萬元。1972 年梁家經營的小雜貨店面

                                                       
23張大春等著，林燿德編，《甜蜜買賣：台灣都巿小說選》(台北巿：業強出版社，

1989 年)，〈〈命運之竹〉評析〉，頁 141。 
24王國安，《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以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燿德的創作為觀察文

本》(台北巿：秀威資訊科技，2012 年)，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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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頹勢，敘述者的父親做營造業的水泥工，在扛水泥上工地的過程，因為靠

著竹編欄杆休息，沒想到因為一根竹子突然斷裂，而從鷹架上摔下死亡。 

本篇利用農村景象的變遷，1957 年台北東區仍是竹林水田、三輪車，

15 年後國父紀念館等相關重大公共建設的落成，帶來東區的發展而轉變為

大樓、建築工地等景觀，梁老先生從工地鷹架上摔死，由梁家與竹子的關

連性，搭建出小說的架構與發展。1987 年敘寫者描寫的當下，東區是滿街

的有錢人與轎車，林立的大廈、公寓，一到晚上燈火輝煌，噴水池廣場、

電梯大樓地下停車場、經過裝潢的餐廳或醫院等公共空間越來越多。 

敘述者的母親在面臨收入遠遠跟不上房地產的漲勢、生意日漸蕭條、

先生意外往生等多重變化後，並沒有像吳濁流小說〈先生媽〉的先生媽、郭

良蕙〈四月的旋律〉的律師之妻石砏尼，把希望寄託於兒女；又或者像黃凡

小說〈梧州街〉搬回老社區的媽媽，引入新的產業資本，注入了現代經營管

理的形式的便利商店、麥當勞等，而成為社區的驕傲。梁老太跟不上時代的

變化快速累積金錢，又無法轉變經營模式，她相信命運、卻不能安於命運，

甚至屢次打碎觀音瓷像，始終自怨自艾。先生意外往生後，她封閉自我、不

再與外界接觸，｢梁老太｣成了被金錢與慾望纏困糾結的台北小市民的縮影。 

敘述者的童年，「坐在小櫃檯邊，幫著她(母親)數硬幣，有一毛、兩毛、

五毛的硬幣，我將各種硬幣每十個堆成一疊」。可步入中年後，他觀看到都

市的小孩普遍能享受可樂、汽球、漢堡、土風舞的慶生會，玩風箏、溜冰

鞋，他不禁感嘆：「現在的兒童活在天堂裡，住漂亮公寓、彈鋼琴、玩遙控

玩具。」因為貧困，需要兒童幫忙家務的過去年代；與科技化、富裕化，

兒童享受吃喝玩樂的現在時空，亦形成截然的對比。 

再者，〈命運之竹〉提到 1970 年代以前，敘述者梁先生與祖父、雙親

同住，屬於折衷家庭的型式；1980 年代成家的梁先生則與妻兒同住，患病

的母親住在專業醫療機構，屬於核心家庭(小家庭)的型式。是否，小家庭已

經成為 1980 年代台北家庭的主要形態？ 

不同於過去小商、勞工的舊中產階級，1987 年敘寫者描寫的當下，小

說中出現了學有專業的受薪階級，如梁先生、
25
醫師、護士，或者是屬於服

務業的櫃台小姐、餐廳侍者、餐廳琴師。 

                                                       
25小說描寫，大學高學歷使晉身新中收入階級的敘述者有汽車可開，付得起一家四口

的生活開銷與母親長期的住院費用。敘述者的休閒方式是每個月一、兩天到高級餐

廳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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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路走來的 1980 年代的台灣 

1950 年代，台灣經濟仍處於停滯狀態，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僅能糊口，

沒有儲蓄，更別說有發展工商業所需要的資本。
26
1960 年代，政府陸續推動

《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外國投資人條例》、《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及《獎

勵投資條例》，設置加工出口區，對美日與歐洲的跨國公司提升了很大的吸

引力。跨國公司開始在台灣投資勞力密集工業，尤其是美國民間跨國公司的

投資，取代了美國對台灣的經濟援助，使得台灣繼續獲得推動工業發展所需

的外來資金。這些跨國公司打開台灣工業化的大門，創造眾多的就業機會，

吸引大批的鄉村勞動力湧入工廠或都市。除了跨國公司帶動經濟成長之外，

台灣從 1953 年實施多期的經濟建設四年計畫與一期的六年經濟建設計畫，

同時帶動工業發展，促成工業區及加工出口區在都市地區及都市邊緣地區廣

泛設置。工廠由於地緣接近的關係，在眾多工廠附近形成具有工、商、服務

等機能的新都市，工業化從而促成了都市化。
27
更大的都市除了生產以外，

另有商業、金融、教育、法律活動，經由彼此相互需求的相乘效果，產生激

勵經濟成長的作用。到了 1970 年的台灣，都市人口已經佔總人口的 55％。 

據夏鑄九主持的研究指出，1980 年代以後，台北市六層樓以上的建築

超過 50％以上，成為主要建築類型，十層樓以上者，在 1990 年代以後更成

為新的支配類型。特別是 1975 至 1989 的 15 年間，是台北辦公大樓的重要

發展時期。1980 年代之前主要是發展企業總部辦公大樓和出售辦公大樓，

1980 年代以後，湧現另一波企業大樓的興建熱潮，多集中於東區，成為區

域性甚至全市性的新地標，如第一銀行總行、國泰建設大樓、惠普大樓、

中國信託大樓、IBM 大樓等。這些新地標是本國金融、土地資本和跨國高

科技產業資本的表徵。台北市「東區」，由於 1982 年建國南、北路與新生

北路高架道路完工所造成的地理分割，成為 1980 年代 主要的空間變遷，

房地產業者也以此來界定。特別是 1980 年以後的信義計畫分項實施，「東

                                                       
26林鐘雄，《台灣經濟經驗一百年》，(台北巿：三民書局，1998 年)，頁 203。 
27劉曜華在〈台灣都市發展史〉一文提到：｢工業革命不但帶來製造業工作機會與投資

機會，改變傳統一級產業為主的社會結構，帶動農村人口流入都市就業區，就業區

的組成也帶動了關聯性工業及商業機會，促成都市的成長與擴張，造就了都市文明

的新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網址：

http://www.taichung.fcu.edu.tw/%A5x%C6W%B3%A3%A5%AB%B5o%AEi%A5v2004
.pdf  查閱日期：201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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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傳達出進步、國際化乃至高級化的意象。
28
  

再從台灣的人民平均所得來看，
29
1960 年人均所得 154 美元，1965 年

人均所得 217 美元，1970 年 389 美元，1973 年 695 美元，1980 年 2344 美

元，1987 年 5298 美元，1994 年 11604 美元。
30
1980 年代，多數的台灣家庭

已經擺脫過去貧困的生活，溫飽之餘外，有儲蓄、也能享受更多的休閒娛

樂。林鐘雄說： 

經濟成長既帶來了人均所得增加，也使家庭及其勞動力的閒暇時

間增加，……而多餘的閒暇時間當需有去處，公園、遊憩場所及

交通設施都是不可或缺的，且其需求膨脹甚快。
31
 

這就促成公共設施的規劃與興建，勢在必行了！ 

台灣工業化之後，工業升級也是發展中的必然趨勢，工業升級需要人

力資源素質的提高，需要更專業的管理人才與技術人才，高教育人才普及，

種種因素促成中產階級的興起。章英華說，｢都市提供了眾多的就業機會，

而其居民教育程度也較高｣，
32
而專業技術、行政主管和監督佐理人員的比

例也 高。
33
 

台灣中產階級的形成，多半受惠於高學歷而養成的專業人才，這樣的

階級有別於以往的小農、小商、獨立工作者的舊中產階級，台灣的經濟結

構於是由 日 治時期的｢地主/佃農｣的農業體 系 ，發展至｢資本家/勞 工｣的基

本工業體系，再發展成｢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工｣的多元工、商業體系。學界

                                                       
28夏鑄九主持，《空間實踐與後現代論述：台北東區之都市象徵研究》，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補助計畫(1991 年)，頁 93、103－104。 
29人均國民總收入是指一個國家的 近一年的收入除以人口的價值。它反映了一個國

家公民的平均收入。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需求，第一步應了解它的人均國民

總收入，對理解該國的一般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很有幫助。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總

收入與其社會，經濟和環境指標密切相關。例如，居住在較高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國

家的人民往往有較長的壽命，更高的識字率，更容易獲得安全飲用水，更低的嬰兒

死亡率。「各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列表」，維基百科網頁，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4%BA%BA%E5%9D%87
%E5%9B%BD%E6%B0%91%E6%80%BB%E6%94%B6%E5%85%A5%E5%88%97%
E8%A1%A8 查閱日期：2019.4.19. 

30同註 26，頁 203-285。 
31同註 26，頁 215。  
32章英華，〈都市化與機會結構及人際關係態度〉，收入楊國樞、瞿海源編，《變遷中的

台灣社會：第一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分析》(台北巿：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1988 年)，頁 171。 
33同前註，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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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產階級尚未有一明確定義，但是一般咸認定是指有較高的學歷，有專

業的技能，有穩定收入，有相當購買力，有不錯的社會地位等。
34
 

鄧宗德的研究指出，特別是憑藉技能、學歷、文憑為取向的事業及管

理人才等新中收入階級的興起，在 1980 年代中被突顯為都市人的典範與社

會菁英。他們之能在社會結構中佔重要位置，固與台灣連繫上新國際分工

的經濟網絡有絕對關係，同時，一種追求文化品味的生活方式，透過這些

社會菁英的大量實踐，也正被合理化為都市人追求的生活目標。新興中收入

階級居住在具有區隔性、表徵社會地位的大樓，藉由喝下午茶、穿名牌服飾、

健康休閒……等多種消費方式、生活方式來建構自己的社會位置。
35
 

很不幸地，隨著台灣現代化的加快、加深，工業化、資訊化、都市化

帶來了大量壓力，伴隨而來不少的併發症，諸如：人際關係疏離、對於工

作與情感的不安全感、競爭的壓力、經濟的拮据，過度或持續的壓力對身

心健康造成損害。36早於 20 世紀初，美國精神科醫生已經發現，精神病院

中原居於城區的病人比例較高。而城市生活所帶來的兩種負面情緒——疏

離感與壓迫感，對認知錯亂及驚恐症特別相關。德國曼海姆中央心理健康

研究所 (Centr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in Mannheim)的腦科學家 Andreas 

eyer‐Lindenberg 於 2011 年的研究發現，在面對壓力時，成長於市區的研究

對象，他們的杏仁體反應較高，顯示他們的對壓力會產生較激烈的情緒反

應，而調節杏仁體反應的大腦皮層區域 pACC 則較容易與杏仁體產生衝突，

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常見的腦內狀況。 37  

五、小說人物在都市與資本主義擠壓下的身心失衡與調適 

首先，從象徵台北東區舊階級的梁老太與梁老先生(為避免與敘述者混

淆，故此稱呼，下同。)來說。 

                                                       
34張光球，〈張光球觀點：台灣的中產階級哪裡去了〉，見｢風傳媒-評論｣網頁，網址：

https://www.storm.mg/article/454131   查閱日期：2019.4.19. 
35鄧宗德，《八 0 年代台北市支配性都市地景形成之研究》，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1 年)，頁 92－93。 
36參考張典齊，〈我病了嗎？－論現代人的文明病〉，見「曠野專欄－專刊－心理健

康」網頁，網址：http://life.fhl.net/Desert/980312/008.htm 查閱日期：2019.4.19.楊國

樞，〈如何適應都市生活〉，見「心理學空間－心理學人－楊國樞」網頁，網址：

https://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2180 查閱日期：2019.4.19. 
37程玉然，〈「孤獨」這種都市病，會影響居民的精神健康？〉，見「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台灣-健康」網頁，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7140    
查閱日期：201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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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之竹〉梁老太出現的時間橫跨 1950-1980 年代，1987 年的她已

經 60 歲。30 年前，她錯過機會購買仍是竹林水田的東區土地，當時一甲

地才十萬元。爾後跨國公司進入台北市，大量勞動力湧入這座城市，重大公

共建築東移，公共服務設施現代化，東區的土地一直在飆漲。梁老太每天一

個硬幣一個硬幣的積攢小錢，可房地產在 1962 年以後成倍數上漲，漲到了

1972 年，她錯過的那塊地已經漲到每坪 20 萬元、總值 6 億元。她攢錢的速

度被房地產高漲的速度遠遠拋在後面，致使她一直深陷於後悔的情緒當中。 

再看看梁老太經營幾十年的小雜貨店，裡面空間昏暗、貨色有限、經

營方式傳統，跟不上現代化經營、乾淨明亮的超級商店，以致生意越做越

差。她樸實勤儉，相信傳統的一切，卻被快速流通的大額資本、通貨膨脹、

都市開發、房地產高漲、現代化給打敗了。 

1972 年，梁老太意外喪偶後，她不再踏出家門；住到精神療養院的 10

年，也未曾下樓過。她的床頭櫃塞滿了房地產廣告傳單還有算盤，她跟探

訪的兒子交談，內容千篇一律的是房地產的漲跌。 

簡單地說，梁老太一直沉浸在後悔、悲哀、焦慮的情感中，她跟不上時

代快速的變遷，又無力去改變現狀， 後乾脆封閉自己，不再與外界接觸。 

梁老先生只出現在 1972 年，面臨生活的需要，大病初癒的他仍勉強扛

水泥上工地，卻意外喪生。小說中梁老太、梁老先生的不幸遭遇，都跟一根

竹子有關，竹子面對都市的快速變遷、體制的龐大嚴密時，既搆不著邊且體

質脆弱，完全顛覆了傳統文化對竹子的解讀――君子、虛心、不屈等意涵。 

屬於小商、小工舊階級的梁老太與梁老先生，被快速變遷的資本都市

給淘汰掉，前者精神失常，後者工安意外喪生，他們象徵都市與資本主義

擠壓下的失敗者。許琇禎認為，｢封閉破碎的個體在對抗龐大物質體系｣時，

註定要｢充滿焦慮與虛無｣。
38
 

貨幣本來是人們為提高交易效益，對一種媒介所達成的共識。然而到

了高度資本主義的都市社會，人的價值能力卻體現在對貨幣的控制和佔有

上，金錢反過來支配人、控制人，甚至使人的身心受到殘害。面對異化與

物化交織的高度消費社會，〈命運之竹〉關注的是房地產與資本主義雙重擠

壓下，失敗的小人物。 

                                                       
38許琇禎，《台灣當代小說縱論：解嚴前後(1977-1997)》(台北巿：五南圖書公司，

2001 年)，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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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從象徵台北東區新興中收入階級的敘述者梁先生來看。 

在小說的開頭，藉由敘述者梁先生的口說出：｢我隱隱約約覺得自己愈

來愈像那些失常的病人。我想也許只有死亡才能終止這種不安的狀態。｣這

種恆常的不安，來自敘述者的母親長年住在消費昂貴的療養院卻不會復元

的衝突焦慮，來自敘述者經年累月的身心疲憊，更多的是來自社會快速變

遷帶給他的不安全感。 

敘述者梁先生也是處在 兩個世界的夾縫裡--普遍匱乏的童年與物質 豐

裕的中年；永遠活在過去的母親與流動不居的都市。敘述者每天在工作圈

―家庭圈―其他空間快速移動，不管他怎麼去適應這個環境，他依然神經

質地惴惴不安。他一直在思考自家的問題：｢我們究竟什麼地方犯了錯？｣、

｢我媽為什麼要這樣，我是不是也受到她影響？」大學畢業、工作有成的敘

述者，開自家轎車、擁有房產、付得起母親的住院費與一家四口的開銷、

一個月兩次上有品味的鋼琴餐廳吃飯，這些物質享受是他的上一代一輩子

不曾享受的。然而，誠如劉偉彥說的，｢1980 年代台灣中收入階級仍屬新生

狀態，對於本身的地位普遍有極大的不安全感｣，藉由｢消費及物質上的擁

有｣以建立自信。
39
台北東區新興中收入階級就是以消費及物質上的擁有來

緩解不安的狀態，藉此保持身心平衡，以便繼續過生活。 

敘述者說：｢把自己交給神、上帝、菩薩，不曉得是什麼滋味。大學畢

業後，我便不再去思考宗教、理想、人類未來這些傷腦筋的問題。｣與此相

關連的是精神院裡面，他的母親屢次打碎觀音瓷像，進而接受塑膠佛像。是

否在都市與資本主義的擠壓下，物質已經取代了神成為都市人的信仰，敘述

者從頂樓餐廳俯視周遭的當下，彷彿真的擁有那一塊地，而其實這是他付費

用餐時眼目所及的錯覺。付費用餐的錯覺，成為一種暫時性、替代性的滿足。 

簡單地說，新興中收入階級的敘述者梁先生因為擁有不錯的工作、相

當的資產與消費能力，使得他在都市與資本主義社會獲得地位上的認可，

而有相對平衡的身心繼續安穩過日子。 

六、結論 

1980 年代，台灣的人均所得翻倍成長，社會體系日益走向資本化，經

濟力逐漸取代政治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富裕繁榮成為 1980 年代的標籤，

                                                       
39劉偉彥，《台北東區之空間文化形式--一個初步的社會分析》，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

所碩士論文(1988 年)，頁 11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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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更為首屈一指的城市。  

黃凡〈命運之竹〉收入 1987 年出版的《曼娜舞蹈教室》一書，小說描

寫的時間橫跨西元 1950 年-1980 年代，而特別著眼於 1950 年代經濟匱乏，

小商階級勤儉刻苦過日子；1980 年代高度資本化的力量延伸到台北東區的

每一景觀，包括精神療養院、噴水池廣場、電梯大樓、休閒餐廳等。敘述

者梁先生大學畢業，靠著高學歷與專業知識成為台北市中收入階級，他的

生活與消費形式大不同於上一輩的情況。 

再來看看都市快速變遷下小市民的身心調適問題。 

〈命運之竹〉的梁老太 後跟社會隔絕、精神失常，常用悲哀的眼光、

憂傷的神色來看待來訪的人。梁老先生大病初癒，為了糊口勉強去工地扛

水泥而喪生，他們都是快速變遷下高度資本化都市的失敗者、也是身心不

適應者。都市小市民無法適應快速變遷的高度資本化社會，連帶地反映在

他們的身心上。黃自鴻說，黃凡小說中的空間是壓迫衰弱者身體的環境，

小說的主人公絕大部分是身體孱弱或衰老的身體，無可避免的成為都市的

受害者，這既能映襯出主角被打擊，也使得都市空間成為讀者可以捕捉、

加以評說的對象。
40
 

雖然小說的敘述者受到母親的影響而有些神經質，但是有社會地位、

中收入的他，能夠以物質消費來換取心理上的平衡，顯然是相對的健康了。

至於形而上的心靈或宗教信仰，似乎都被物質化的潮流給掩埋了。以物質

的暫時性滿足、替代性滿足，紓解恆常的不安，似乎成為〈命運之竹〉所

揭示的都市人的解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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