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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作品與高中教學

 舊會考中文科：〈店鋪〉(散文)

 現行文學科：〈碗〉(小說)

 近年部分中文教科書選用：

〈貴子弟〉、〈浮城誌異〉(小說)

〈家具朋友〉、〈店鋪〉(散文)



《我城》簡介

 教育統籌局課展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

《中六中國文學─ ─名著選讀簡介》(2003)：

……(《我城》)是香港以城市為題的小說中，最

具代表的作品。西西寫《我城》，最初是感到七

十年代中期文學上那種「冷漠而陰暗」的調子不

合她的「個性」，於是她「決定寫個活潑的小說

，就寫年輕的一代，寫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城，用

他們的感覺去感覺，用他們的語言去說話。」(節

錄自《我城》的序文)



《我城》簡介

「《我城》以人物(我)為經，空間(城)為緯。」

(見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 《我城》裏不

少事件都是取材自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當時發生

的大事件如石油危機、人口問題、環境污染問題、

香港水荒和治安問題等，都一一融入小說裏。至於

本地市民生活，例如小市民日常的消遣娛樂、年青

人的衣著打扮，以及書中很多街道名稱或事物，都

是當時本地生活的寫照。



《我城》的出版

 《快報》連載 (1974-75)

 素葉版 (1979)

 允晨版 (1989)

 素葉增訂版 (1996)

 洪範版 (1999)

 廣西師範大學版 (2010)



《我城》教學的「難點」

 長篇小說

 不是以情節為主導的敘事模式

 多重觀點敘述故事

 超現實的想像

 特殊的「文學語言」

 童話化的手法和兒童的口吻 (童趣)

 規範以外的表達，例如破折號代替引號



《我城》教材選取準則

 大前提：選取合乎教學需要的章節段落

 對 象：文學班為主 (備評估練習)，

語文班亦可按校情採用

 程 度：一般程度高中學生

 篇 幅：結構相對完整，不宜太長。

 內 容：《我城》時代和現實的反映

→ 呈現七十年代城市和社會生活面貌

→ 年輕人抱著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

(有助品德情意培養)



《我城》的教材選取

 有利創作學習：

→ 觀察的角度、抓住特徵

→ 具體呈現的表達手法

→ 敘事觀點和人稱變換

→ 想像和聯想

(超現實的想像，以容易理解為合)

→ 人物形象刻畫

→ 多樣化的表達手法



《我城》的教材選取

 以洪範版為依據

 選用學習材料

1  第 5 章 (節錄)，頁51-55

「阿髮有一張寫字桌。……把所有的三明治都

吃掉了。」

2  第 8 章 (節錄)，頁100-109

「我來幫他們做事了，……送給大會堂的兒童

圖書館。」



學習重點

 理解作品的內容，分析作品呈現的時代風貌，例

如社會問題、市民生活等，領會作品的思想感情。

 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

 分析作品的藝術特色，例如人物描寫手法、語

言特色、超現實想像等。

 欣賞作品的創意。

 提高閱讀西西作品的興趣。

 培養創作的興趣。

 培養積極正面的人生態度。



教學資源：短片

 《我們在島嶼寫作：西西〈我城〉》

 香港貿易發展局《2011年度作家西西：創作驚喜

不絕 說夢童心未泯》

 「我城我書」計劃訪問短片

 許迪鏘編劇《我們總是讀西西》

 《作家的作家 | 梁靖芬：遇見住在我城裏的西西》



教學資源：參考資料

 教育統籌局課展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

《中六中國文學──名著選讀簡介》(2003)

 西西〈《我城》序〉

 西西〈胡說怎麼說──談《我城》〉

 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

 黃繼持〈西西連載小說：憶讀再讀〉

 潘國靈〈《我城》與香港的七十年代〉

 梁敏兒〈童話小說：《我城》的人物、魔幻與喜劇手法〉

 王家琪等編《西西研究資料》



教學導引

 選取短片觀看，閱讀參考資料，對《我城》一書

要有概略的認識。

 《我城》雖以20世紀70年代的香港為原型，不少

情節和描寫內容取材自當時的社會，但是小說經

過藝術加工，「我城」就是「我城」，不一定等

同於香港。

 賞析《我城》的節錄文本，需要了解作者的創作

原意，包括目的、表達手法等，並透過小說體裁

的特點切入閱讀。



教學導引

 西西〈《我城》序〉：

我決定寫個活潑的小說，就寫年輕的一代

，寫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城，用他們的感覺去感

覺，用他們的語言去說話。



教學導引

 西西〈胡說怎麼說──談《我城》〉：

一般小說都寫成年人，悲哀愁苦，板起臉孔

，寫十分嚴肅的問題。……為甚麼不寫寫青年人

的生活，活潑些，從他們的角度看問題呢？……

寫年輕人，我想用一種活潑，接近年輕人的語言

，最好能夠產生喜劇效果，是否也能夠產生陌生

化的效果呢？



《我城》第 5 章 (節錄)

 第5章選取前半部分，約2300字。

 運用第三人稱敘述，寫小學生阿髮面對龐大的

學習壓力，仍然勤奮上進，積極準備，對未來

懷有希望和理想。



第 5 章 (節錄)：主題與情節

 以阿髮日常在家的學習生活為情節

描寫阿髮的學習工具 (寫字桌、書架、字典等)，

敘述阿髮作息的情況，具體呈現阿髮準備升中考

試的過程。文中亦提及老師對阿髮的期盼和影響

。



第 5 章 (節錄)：主題與情節

 整理情節，概括歸納

學習 特點

學習條件 學習條件相對充裕

學習課程 中、英、數為主

學習方法 反復操練

學習生活 生活刻板



第 5 章 (節錄)：主題與情節

 升中教育弊端：

→  學生功課繁重，壓力大

→  過份重視主科(中、英、數)學習

→  反復操練令學習枯燥乏味

→  學生缺乏休息和遊戲的時間

 主題：

暴露當時升中教育現象的弊端。



第 5 章 (節錄)：人物形象與塑造

 西西〈胡說怎麼說──談《我城》〉：

我們的生活環境的確有許許多多的問題。而

年輕人怎樣應付呢？……用另外一種眼光去看，

另外一種態度，一種樂觀、善意的態度。……年

輕人大概只能這樣，做好本份，一切從自己開始

。然後，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否則，沒有希望

的話，人怎麼活下去呢？



第 5 章 (節錄)：人物形象與塑造

 阿髮的形象：

勤奮上進、自律堅毅、懷抱理想、聽從教導。

 人物描寫手法：聚焦間接描寫

例如以書架全是練習和書架的負重間接描寫

阿髮的學習壓力沉重。 (頁52) 



第 5 章 (節錄)：超現實想像

藉著超現實想像塑造阿髮的形象

 掛在頸上的鬧鐘(頁52-53) → 象徵學習壓力

→ 鬧鐘與時間有關，阿髮功課繁重，要爭分

奪秒地完成。

→ 鬧鐘掛在身上，她總是跑得很慢，可見她

的學習壓力沉重。

→ 阿髮按鬧鐘響鬧做作業和遊戲，藉此刻畫

她適當分配時間，懂得自律，勤奮上進。



第 5 章 (節錄)：超現實想像

 比電話簿還厚的字典 (頁54-55) → 

象徵大量知識或溫習內容

→ 把字典當作枕頭，休息也要把頭擱上去，

想像字都擱進腦袋，一方面象徵阿髮學習

壓力沉重，上床也不忘溫習，一方面刻畫

阿髮學習主動積極。



第 5 章 (節錄)：超現實想像

 作業變成三明治吃掉(頁55) → 

象徵作業繁多，反復操練，枯燥乏味

→  作業變成三明治，早午晚三餐都吃，象徵

作業繁多，日夜反復操練，且操練的都是

相同的內容，枯燥乏味。

→  幾個星期才吃掉，暗示為了應考，三個星

期作密集的操練。



第 5 章 (節錄)：具象呈現

 通過比較掌握具象呈現的表達手法

原文 改寫

阿髮有一個書架。/ 書架站在大木
頭寫字桌的旁側牆邊，它和阿髮
一般高，可是書架上一本圖書也
沒有。那麼，書架上有些甚麼呢？
有人不免要問了。有的是，全是，
作業簿。/ 一格中文作業，兩格數
學作業，三格英文作業。/ 因為作
業多，把書架堆得塌彎了，故此，
阿髮給倒霉書架起了個名字，稱
它為阿髮斜塔。

阿髮有一個書架。/ 書
架上沒有書，只有作
業。 / 其中英文最多，
數學次之，最少是中
文。/ 因為作業多，把
書架堆得塌彎了。/ 阿
髮的學習壓力真大。



第 5 章 (節錄)：延伸閱讀

 《我城》第 2 章，頁15-16

賞析作品怎樣具體呈現悠悠居住空間狹窄

的情況

 〈貴子弟〉(西西《手卷》)

以創新的形式探討教育問題



第 8 章 (節錄)

 第 8 章選取後半部分，約4300字。

 以阿果為第一人稱敘述。阿果是電話技工

，剛出來社會工作。本章寫阿果第一天上

班，跟隨麥快樂上街換電話線的遭遇和所

見所聞。結尾寫過了幾天，阿果已經完全

適應工作。



第 8 章 (節錄)：主題與情節

 以阿果首日上班的遭遇和所見所聞為情節

→ 劃分層次，概述大意。

→ 以時間為序，製作圖表以整理阿果第一天上

班遭遇的事情和見聞，以及上班幾天後的收

穫。



第 8 章 (節錄)：主題與情節

 本章詳細敘述換電話線的工作，包括群體在街上

換電話線、二人一組梯上梯下合作的方法、電話

線分辨、更換工序、在牆上釘碼子的方法等。

 潘國靈〈《我城》與香港的七十年代〉：

小說有很多關於電話群體工作的描述，如在

街上鋪設電話線、上門修理電話、到郊外種「電

話柱」(第16章)，小說以陌生化語言形容為種植

「郊外的新生樹木」、「現代的稻草人」，有趣



第 8 章 (節錄)：主題與情節

地帶出「我們沒有使甚麼倒下，我們豎立。我們

不破壞，我們建設」的正面訊息。……

七十年代初，香港眾公用事務發展中，電話業務

佔重要地位。小說中，這群體工作象徵著社會的

集體建設、城市的進步和現代化，及與外界溝通

的上升欲求。小說裏，電話技工這職業選擇並非

隨意，而是富有時代意義的。



第 8 章 (節錄)：人物形象與塑造

 阿果和麥快樂是年輕人的代表，阿果在街
上也看見其他年輕人。

 通過阿果眼中所見，以及和麥快樂的對話

，用圖表整理與當時年輕人衣著打扮和放

假消遣有關的內容，歸納年輕人的形象特

點。



第 8 章 (節錄)：人物形象與塑造

 年輕人的形象：

→ 男生長頭髮、穿牛仔褲、涼鞋，有些電髮、長

鬍子等；女生穿高的水松底鞋 → 適性隨意，

不受拘束，突破傳統

→ 牛仔褲漂得又舊又白、褲管鑲布花邊、鞋子

畫圖案 → 顯露個性，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 放假去游泳、爬山、釣魚、遠足、踢足球、

划艇等 → 喜歡戶外活動，活潑、健康、有朝

氣，敢探索冒險。



第 8 章 (節錄)：人物形象與塑造

阿果有別於「他們」 (其他工人)(頁106)

 阿果與「他們」一起上茶樓午膳，通過他的所見所聞，

刻畫「他們」生活的一面。

 「他們」不少人專心鑽研動物報 (馬經)，也有少數人流

連馬加澳 (澳門) 的賭場 → 沉迷賭博，希望一朝發達。

 阿果說「我做了幾種他們做的事，如喝普洱茶，來兩碗

白飯，用牙籤剔牙」，但十分刻意強調「我也有沒有做

他們做的事。我沒有把腳擱在凳上，也沒有研究動物報

」可見阿果與他們有不同之處。



第 8 章 (節錄)：人物形象與塑造

 西西〈胡說怎麼說──談《我城》〉：

我們的生活環境的確有許許多多的問題。而

年輕人怎樣應付呢？……用另外一種眼光去看，

另外一種態度，一種樂觀、善意的態度。……年

輕人大概只能這樣，做好本份，一切從自己開始

。然後，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否則，沒有希望

的話，人怎麼活下去呢？



第 8 章 (節錄)：人物形象與塑造

阿果換電話線敬業樂業的工作態度：

 虛心學習：

向麥快樂學習分辨和拆電話線、摸索釘牆經驗。

 不畏辛苦：

不畏滿臉是灰、鎚敲在手指上仍沒退縮。

 熱愛工作：

覺得工作有趣、學會在大街上度過快樂時光、想

像可以爬上天。



第 8 章 (節錄)：人物形象與塑造

麥快樂對待新人的態度：

 用心照顧：收拾工具、帶他午膳。

 用心指導：

示範和指導工作、指導衣著、教他工作程序。

 表達關心：

叫他不要抬頭看他在梯上工作，免得灰泥掉下來

要擦眼睛

 親切友善：

聊興趣、請飲汽水、分享畫鞋和改褲的經驗。



第 8 章 (節錄)：人物形象與塑造

 西西〈胡說怎麼說──談《我城》〉：

那時，香港也有許多這樣的青年人，活潑，充滿

朝氣，穿牛仔褲唱民歌，難得的是相當明白事理，有正

義感，但這種正義感不會放在嘴邊，對生活的要求很踏

實，很樸素；他們不肯認同，不肯依循上一輩的法則，

──上一輩當然覺得奇怪，但他們其實很善良。……我寫

他們，寫他們的生活態度。……他們做的不過是卑微的

工作：看守公園，修理電話，沒有甚麼了不起，生活環

境卻困難重重，可都努力去做，而且做得快快樂樂。這

小說是獻給這些無名英雄的。



第 8 章 (節錄)：人物形象與塑造

 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

如果說《我城》是有關某個時空的年輕人的小說，

……他體現了年輕人美好的質素：開放、樂觀進取、不

斷發展、充滿可能。……《我城》的眾我，是對這平凡

、大眾的肯定，一種出於對群體的『同命感』；又同時

意識到自身與環境的困限，這個我，置身在各樣的人際

關係、城裏城外各種環境裏，不過是群體裏的一號，沒

有甚麼了不起，必須謙虛地學習，要改善環境，就得從

改進自我出發，踏實虔誠，彼此協心，然後才能眾志成

城。然則這樣子的我，平凡裏已見不平凡。



第 8 章 (節錄)：人物形象與塑造

 陳燕遐〈文學之必要，想像之必要：從《我城》
、浮城，到《飛氈》〉：

《我城》的主人公盡是草根人物：電話修理員阿果

、小學生阿髮、家庭主婦悠悠、公園管理員麥快樂……

西西讓這些小人物用單純的眼光看世界，他們對生活有

不同的關注，有各自的煩惱與難題，相同的是，對世界

充滿善意，積極樂觀。……電話修理員阿果對世界充滿

好奇，把每天工作上學到的大小事情都看作學問，慶幸

學會了如何在大街上度過每日快樂的時光。這些青年人

平凡微小，卻腳踏實地，生活積極，敢於探索冒險……



第 8 章 (節錄)：人物形象與塑造

 人物描寫手法重溫：

外貌描寫、語言描寫、行動描寫、

心理描寫

 間接的人物描寫手法

正襯：以麥快樂正面襯托阿果

反襯：以其他工人反襯阿果



第 8 章 (節錄)：敘述觀點和人稱

 以阿果為第一人稱敘述觀點，以麥快樂為

第一人稱敘述觀點，各有甚麼表達效果？

或 哪種表達效果較為理想？

 以阿果為第一人稱敘述，或全文改為第三

人稱敘述，哪種的效果較為理想？



第 8 章 (節錄)：其他表達手法

 頁108-109寫認識了牆。這段描寫有甚麼特
色？產生甚麼效果？

把牆擬人化，想像不同的牆為不同類型的人，需

要以不同方法應對，超現實的想像富有童話味道

。阿果不以應付不同種類的牆為苦差，童話的想

像傳達了享受工作的態度。



第 8 章 (節錄)：其他表達手法

 頁109 末段引用童話故事帶來甚麼表達效果
？

融化童話故事，加以轉化。爬上天有所獲象徵志

比天高，終有得着；把生金蛋的母雞送給兒童圖

書館，是想告訴兒童，「童話」是會實現的，要

敢於做夢，敢於追求，夢想終會實現。



第 8 章 (節錄)：延伸閱讀

 西西《我城》第 3 章，頁25-28

節錄寫搬家的部分：「他們帶來十個竹籮

，……並且各式線路也已裝置妥善。」

賞析作品如何運用童趣的語言和角度寫搬

家，充滿創意。



第 8 章 (節錄)：延伸閱讀

 西西《我城》第 12 章，頁137-163

寫阿果跟隨麥快樂等一群年輕人往離島進

行戶外活動，欣賞年輕人活潑、健康、有

朝氣，敢探索冒險的表現。

 西西〈方格子襯衫〉 (西西《鬍子有臉》)

以襯衫為第一人稱敘述，運用擬人法寫襯

衫「我」和主人「你」，別具創意。



分享完畢

衷心感謝各位參與

特別感謝馮志弘博士和梁敏兒博士
在教學設計過程中給予寶貴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