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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本教學取材上結合文學和歷史資料，具體呈現「新文化運動」及文學革命的內

容。尤其在五四運動的背景、白話文正式取代文言文前賢士的努力和時代環境，都

加以整理，讓學生明白文史不分家。 

  當中亦重着重讓學生學習知識外，新文化運動的內容矛頭直指「孔家店」，因此

老師會以學生既有的知識（課文《論仁論君子》），回顧儒家的「綱常倫理」的本質，

解釋封建統治者利用儒家維護其統治的情況。 

  另外，老師也設計了以「我的澳門宣言」和「如果我能推翻……」為題的分組

討論，讓同學思考社會現狀，探索某些文化傳統或社會制度的本質，及其對現代社

會發展的優點與缺點，從討論和分享中，培養高中生獨立思考和批判能力，以及關

愛社會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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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設計主要內容 
 

1. 參賽編號：C042 

2. 學科名稱：中文 

3. 單元主題：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  

4. 教學對象：高二 

5. 教材來源：《中國文學》四（文達出版社有限公司） 

6. 教學節數：4 節課（共 160 分鐘） 

7. 

教材分析： 

  新文化運動是 20 世紀由陳獨秀和胡適等人發起的一次革新運動。本單元詳述

新文學運動的緣起，深入探討其背景、內容和精神實質，以及當中揭起的文學改

良和變革。 

  當中亦重着重讓學生思考，新文化運動的內容矛頭直指「孔家店」，因此老師

會以學生既有的知識（課文《論仁論君子》），回顧儒家的「綱常倫理」的本質，

解釋封建統治者利用儒家維護其統治的情況。 

8. 教學聯繫： 

一.  與歷史科聯繫：「五四運動」是近代史的重要事件，課題呼應歷史資料，探

索事件脈落。 

二.  與德育科聯繫：透過歷史事件中「愛國救國」的精神，激發學生的使命感。 

三. 與生活聯繫：在引起動機和延伸活動中，選取國際和本地革命事件與教學相

對照，讓學生把視野關注在現實生活中。 

9. 學生學習條件分析： 

一. 學生已在歷史科學過晚清至民國初年期間政局動盪與社會變遷。 

二. 學生已學過儒家典籍《論語》的篇章。 

三. 學生已學過魯迅生平，以及《孔乙己》、《祝福》等反封建禮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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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學法：注重史料教學；創設情景，巧妙設問，引導學生進行合作學習和探究

學習。 

11. 

 

 

教學目標 

一. 知識目標：1. 掌握新文化運動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背景。 

              2. 掌握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和內容。 

              3. 掌握文學運動主要內容和人物。 

              4. 瞭解現代文學的源起，以及文學社團百花齊放的現象。 

二. 能力目標：1. 提高學生搜集和整理解讀、判斷、運用歷史資料的能力。 

              2. 透過分析歷史事物之間的內在聯繫，加強學生觀察和思考社會

文化現象的能力。 

三. 德育目標：1. 增強在新時代條件下的民主與科學意識。 

              2. 培養學生的探索的精神，求真的態度。 

              3. 激發學生關懷民族、國家、社會的觀念，培養愛澳愛國的情操。

12. 教學重點：1. 新文化運動的內容和精神。 

      2. 文學運動的文學的形式和內容上的深遠影響。 

13. 教學難點：新文化運動為什麼把鬥爭鋒芒指向孔教？教師應在教學過程中，引導

學生認識孔子的思想，分析儒家的“綱常倫理” 以及封建統治階級利用

儒家維護其統治的本質，從而使學生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的分析方

法。 

14. 教學架構： 

一. 課前準備活動：教師蒐集課文相關資料、篩選選材、擬定教案、製作投影片、

製作工作紙、補充讀物。 

二. 教學活動：詳析新文化運動的始末、文學運動的內容及影響。 

三. 綜合活動：完成課本練習和工作紙，閱讀《狂人日記》。 

四. 延伸活動：「我的澳門宣言」和「如果我能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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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教材教具 

一. 課本：《中國文學》四（文達出版社有限公司） 

二. 教室設備：電腦、投影機、黑板。 

三. 課件制作：投影片、工作紙、課後練習。 

16. 教學評量 

一. 完成課本練習和工作紙。 

二. 課後延伸活動。 

三. 完成課後練習。 

四. 課堂表現。 

17. 創意與特色： 

  本教案結合文學與歷史，以圖讓學生明白文史不分家的文學現象。在大時代

的背景下，文學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嶄新的改革。 

  教學上主要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運動兩大重心，順帶梳理文學史上

的白話文傳統，介紹晚清文人的文學改良，利用具體作品《狂人日記》，展現和歸

納現代文學新形式、新技巧和新思維。 

  另外，老師也設計了以「我的澳門宣言」和「如果我能推翻……」為題的分

組討論，讓同學思考社會現狀，探索某些文化傳統或社會制度的本質，及其對現

代社會發展的優點與缺點，從討論和分享中，培養高中生獨立思考和批判能力，

以及關愛社會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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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日程表 

 

日期 節次 教學綱要 

4 月 26 日 第一節 

1. 引起動機。 

2. 新文化運動的背景。 

3. 新文化運動的內容。 

4. 討論：三個近代改革的不同、「打倒孔家店？」、創作新標語。 

第二節 

1. 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運動的關係。 

2. 白話文學傳統。 

3. 晚清文學改良運動及學術風氣。 

4. 文學運動的開端、主將、理論。 
4 月 27 日 

第三節 

1. 文學運動的內容、特徵、意義和實績。 

2. 現代文學的倡導和誕生。 

3. 現代文學的社團。 

4. 核對練習和工作紙。 

4 月 28 日 第四節 

延伸活動 

1. 我的「澳門宣言」。 

2. 如果我能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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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活動 

時間 
(分鐘) 

教學活動 教材和教具 

 
 
 
 
 
 
 
 
 

 

【甲、準備活動】 
一、 老師課前準備 
(１) 教師蒐集課文相關資料、篩選選材、擬定教案、製作投

影片。 
(２) 指導學生閱讀指定課文，並完成預習習題。 
(３) 申請或檢查課室教學媒體設備。 
二、 學生課前準備 
(１) 預習老師指定課文，完成習題。 
(２) 圈出生難字詞的，並查找其讀音和字意。 
(３) 歸納課文要點。 
(４) 寫下疑難問題，在課上堂向老師提問。 

 
 
 
 
 
 
 
 
 
 
 

 
5 
 
 
 
 
 
 
 
 
 
 
 
 
 
 
 
 
 
3 
 

※ 第一節課：40 分鐘 ※ 
一、以新聞時事導入主題 
由老師提問，學生自由回答： 
( 1 ) 什麼是茉莉花革命？為什麼北非和中東地區的人民要

反對國家政府？ 
( 2 ) 為什麼近年澳門有遊行活動？你們有參與嗎？ 
建議回答： 
( 1 ) 從去年年底，北非國家突尼斯，有一位 26 歲的年輕人，

擺了一個賣水果的小攤子，被當地的城管沒收了，結果

這個年輕人回家就自殺了，這件事情引起突尼西亞全國

嘩然，最後引起了全國的暴動。一個月後突尼斯總本阿

里宣佈辭職逃亡。事件由此北非地區連環的反政府浪

潮，反對糧食價格高昂、失職率高企的問題。事件主要

力量是 80 後的年輕人。 
( 2 ) 近年本澳經濟型態急速轉變，樓市和物價高脹，市民用

和平方式表達訴求，希望澳門變得更進步更美滿。這種

現象，也代表澳門人政治意識抬頭。 
 

【乙、發展活動】 
二、分析新文化運動產生的原因 
( 1 ) 遠因──政局動盪、民族自覺  
    政局動盪、民族自覺：中國自鴉片戰爭後，受列強環伺，

 
 

 
 
 
 
 
 
 
 
 
 
 
 
 
 

書本(p.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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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教學活動 教材和教具 

 
 
 
 
 

 
 
 
 
3 

 
 

 
 
 
 
 
 
 
10 
 
 
 
 
 
 
 
 
 
 
 
 
 
 

侵凌壓迫逾半個世紀之久，先後有英法聯軍之役、甲午

戰爭、八國聯軍之役。列強迫使中國簽訂諸多不平等條

約，要中國割地賠款、開闢通商口岸、承認協定關稅、

承認領事裁判權等。而有識之士幾次的革新變法（洋務

運動、維新變法）始終無法變革圖強。1911 年，辛亥革

命好不容易去翻幾千年的封建帝制，可惜民國初年，先

袁世凱稱帝，繼而北洋軍閥互成水火，或各自稱雄割據

或爭奪中央大權，卒演成南北分裂。這種政治困局，終

發為五四運動。  
( 2 ) 近因──外交失利、列國欺凌  

1919 年，中國以戰勝國身份出席巴黎和會，中方代表在

會中提出民族自決的要求：撒消各國在中國的勢力範

圍、收回租界、關稅自主、撤捎對日本的「二十一條款」

等。但西方列強偏袒日本，否決中國代表的提議。 
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中國，舉國嘩然，國人深表憤怒， 5
月 4 日，北京十三院校學生三千餘人，以「外爭國權，

內懲國賊」為口號，於天安門舉行示威集會，而各國各

地亦有罷課罷工，觸發五四運動。  
 
三、 新文化運動的內容 
( 1 ) 口號一：「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 
  「要擁護那德先生，便不得不反對孔教、禮法、貞節、

舊倫理、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便不得不反對舊藝

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便不得不

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 2 ) 口號二：「四提倡」和「四反對」 
    A. 提倡民主，反對專制：陳獨秀《青年雜誌》創刊號上，

發表的《敬告青年》一文中提出“民主” 和“科學”的口

號。民主是包括民主精神（共和、宪政、人权、自由、

平等等理念）和民主制度（議會制度、選舉制度、三

權分立制度等）。 
    B. 提倡科學，反對迷信：崇尚科學。強調的是用自然科

學一樣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來研究社會，反對封建

迷信，盲目愚昧； 
 

新文化運動的遠因—民族自覺

洋務運動（李鴻章、曾國藩）
師夷人之技以制夷

↓

百日維新（梁啟超、康有為）
立憲制、內閣制

↓

五四運動
民主與科學

器物
↓

政治
↓

思想

 
 

新文化運動的近因—袁世凱復辟

 
 

新文化運動的背景—北大學風自由

 
 

新文化運動的內容新文化運動的內容

民主民主 科學科學
德先生德先生 賽先生賽先生

 
 

封
建
專
制
愚
昧
迷
信

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兩先生……才漸漸從黑暗
中把他們救出來，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下認定，只
有這兩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
上、思想上一切的黑暗。
──陳獨秀

德先生──Democracy──民主

賽先生──Science──科學
──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制度、民主理念

──自然科學、科學精神

新文化運動

 
 

從第二卷開始，

《青年雜誌》改名為《新青年》。

從第二卷開始，

《青年雜誌》改名為《新青年》。

吾國之社會，惟吾國之社會，惟
屬望於新鮮活潑屬望於新鮮活潑
之青年。之青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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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教學活動 教材和教具 

 
 
 
 
 
 
 
 
 
 
 
 

15 
 
 
 
 

 
 
 

 
 
 
 
 
 

 

    C. 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要求人們從封建傳統下解

放出來，得到自由的發展； 強調從個人有獨立自主

權利的觀點出發，提倡獨立思考，反對依附古人，反

對盲從封建權威，反對做習慣勢力的奴隸。所謂新道

德，指男女平等、個性解放等。 
    D. 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胡適在《新青年》上發表

《文學改良芻議》，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魯迅

也發表白話短篇小說《狂人日記》。主張用自己的話

寫自己的文章，反對模仿古人，反對言之無物。把反

封建的革命內容同新文學形式結合起來，樹立了新文

學的典範。 
 
四、 討論和思考 
( 1 ) 比較三個近代變革的內容、倡導者和方向。 

洋務運動（李鴻章、曾國藩） 
師夷人之技以制夷 

↓ 
百日維新（梁啟超、康有為） 

立憲制、內閣制 
↓ 

五四運動（大學生、知識分子） 
民主與科學 

  三個改革運動都是愛國救國的表現。洋務派以經濟

改革為中心的“中體西用”，維新派為主的以政治改革為

中心的啟蒙主義文化思想，“五四”新文化運動以倫理革

命為中心的文化思想。可見「五四運動」是吸收了過往

變法圖強的經驗，直堵中國腐敗落後的問題核心──思想

──以著手，因此取得成功。 
 
( 2 ) 為什麼「打倒孔家店」？今天還適用嗎？ 

  新文化運動中其中一個口號是「打倒孔家店」，是主

張從舊的思想、道德、文化中掙脫，而過分偏激地要求

全盤西化、全盤否定儒家思想和傳統文化。於孔子本人

或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們主要是把批判的鋒芒

指向利用儒家經典來箝制人的思想與個性。 
然而，其育人「修身齊家」、「萬物並育而不相害，道並

行而不相悖」的價值並不能因此而否缺。若拋棄了優秀 

 
 
 
 
 
 
 
 
 
 
 
 
 

工作紙 
 
 
 
 
 
 
 
 
 
 
 
 
 
 
 
 
 

打倒孔家店?

• 全盤西化、全
盤否定儒家思
想和傳統文化

• 歷代君主利用
儒家經典來箝
制人的思想與
個性

經濟 
↓ 

政治 
↓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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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文化傳統，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會變成「無源之水，

無本之木」。故此這口號並不適用於今天。 
 
( 3 ) 如果你是當時北京大學的學生，在五四運動時期你會創

作什麼標語和旗幟呢？ 
  學生自由作答，如：「誓死力爭」、「保我主權」、「寧為玉

碎，不為瓦全」、「頭可斷，血可流、青島不可失」、 「中

國的人民可以殺戮而不可以低頭」 
 
( 4 ) 「五四」新文化運動要求的所謂「新文學」的形式為何？

五四白話文運動是思想解放運動，它之所以導致了漢語

語言體系的根本變革，是因為知識分子重視白話文的輔

助功能，它把白話作為“宣傳革命”、“開通民智”的工具。

試問用之乎者也的文字，如何向低下階層的老百姓傳播

新思想新觀念？因為，文字作為一種工具，被改良、被

革新，不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目的，而是愛國運動得以

成功的重要條件。 
 
 
六、總結和提問 

複習今天所講過的部分以及討論過的部分，讓學生提問。
 
七、布置作業 

 1. 完成書上(p.41-42)練習。 
 2. 完成工作紙。 

──第一節完── 

“中國的科學欲進步，必須將
人從自然中抽象出來，確立
了人的自主地位，主動地改
造環境，以自主精神求索真
理。＂

(李大釗)

 
 
2 
 
 
1 

※ 第二、三節課：80 分鐘（連堂）※ 
一、引起動機 

老師抽問學生有關上一節課的內容，檢討學生的學習狀

況，並延伸講解課文。 
 
二、新文化運動的分支：文學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次愛國運動，不單止在政法上

受到影響，其「五四」愛國精神，刺激知識分子對中國

文化的重新思考，於是形成中國現代史上一次波瀾壯闊

的思想、文化、文學變革。文字在此期間作為一種工具，

被改良、被革新，因此有白話文也逐漸取代文言文。 

書本(p.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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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梳理白話文學傳統 
白話文學是相對於中國古代文言文書寫的作品而言的，

是用口語為基礎的一種書面語形式的文學。就揚棄文

言、提倡白話一點來看，胡適認為它也有向傳統繼承的

意義。他在《白話文學史》上說：「文學者，隨時代而變

遷者，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因時進化，不能自

止。……以今世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正

宗，又為將來文學必用之利器，可斷言也。」他勾畫出

近千年白話文學的發展，指出以白話取代文言的正宗地

位是必然的趨勢。 
( 1 ) 漢魏六朝：漢朝、兩晉時期的樂府詩、民歌都來源民間，

是百姓用口語抒發生活感懷的先聲。 
門前一株棗，歲歲不知老。阿婆不嫁女，那得孫兒抱。

──《樂府詩集·橫吹曲辭‧折楊柳枝歌》 
( 2 ) 唐朝：唐朝民間的講唱文學「變文」，是當時流行於民

間的娛樂。而且白話民歌也不少，這些曲子詞也是白話

俗文學的表現。 
    前日瘦，今日瘦，看看越瘦。朝也睡，暮也睡，懶去梳

頭。說黃昏，怕黃昏，又是黃昏時候。待想又不該想，

待丟時又怎好丟。把口問問心來也，又把心兒來問問口。

──《掛枝兒》 
( 3 ) 宋朝：宋朝理學家的語錄體大盛，詩詞亦多用白話，尤

其歐陽修的詞淺易通俗，柳永的「凡井水飲處皆能歌」，

可見詩歌的口語的跡象。 
    都門帳飲無緒，留戀處，蘭舟催發。執手相看淚眼，竟

無語凝噎。──《雨霖鈴》 
  另外，宋朝興起的話本，也是後來白話小說的源起。 
( 4 ) 元朝：元雜劇的語言表現力十分豐富，代表作品有《竇

娥冤》、《西廂記》等。演員的唱詞和對白，皆以白話入

文。 
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來也這般順水推船。地

也，你不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

只落得兩淚漣漣。──《竇娥冤》 
( 5 ) 明清以後：四大名著的產生和普及，已正式奠定了白話

文學的民間的影響。然而俗文學要取代文言文的正宗地

位，也有賴於知識分子推行的文學改良運動。 

 
 
 
 
 
 
 
 
 
 

白話文學傳統

( 1 ) 漢魏六朝：

門前一株棗，歲歲不知老。阿婆不嫁
女，那得孫兒抱。──《樂府》

( 2 ) 唐朝：

前日瘦，今日瘦，看看越瘦。朝也睡，
暮也睡，懶去梳頭。說黃昏，怕黃
昏，又是黃昏時候。待想又不該想，
待丟時又怎好丟。把口問問心來也，
又把心兒來問問口。──《掛枝兒》  

 

( 3 ) 宋朝：

都門帳飲無緒，留戀處，蘭舟催發。
執手相看淚眼，竟無語凝噎。

──《雨霖鈴》

( 4 ) 元朝：

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來也
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不分好歹何
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
哎，只落得兩淚漣漣。─ 《竇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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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學改良運動及學術風氣 
文學改良運動 
( 1 ) 詩界革命：1896 年譚嗣同、夏曾佑、黃遵憲等人倡導「詩

界革命」，主張「我手寫我口」，帶出用白話寫詩的主張，

也採用了方言，學習民歌。雖然形式上仍是以五、七言絕

律為主，但其「舊風格含新意境」，表現著濃厚的改良色

彩。 
( 2 ) 新民體：1898 年梁啟超為了介紹西方進步民主思想，宣

揚政治主張，便創製了「新民體」。這種文體用的仍是文

言，但務求「平易暢達」、「筆鋒常帶感情」、不避俚語、

韻語、外國語法，很受當時知識分子欣賞。 
( 3 ) 小說界革命：1902 年梁啟超倡導「小說界革命」。他寫

《小說與群法的關係》一文，肯定小說的社會教育作用，

影響學術界非常深遠，白話小說大量出現，如晚清四大

譴責小說。作品初步吸取和運用了一些西方小說的新的

表現形式，主要體現在加強了第一人稱的敍事角度，直

接取材於現實中的人和事，甚至出現了對典型環境和典

型人物的刻畫，為新文學作家實現小說的根本轉變提供

了必要的經驗。 
 
學術文化風氣 
( 1 ) 對翻譯文學的高度重視：1896 年－1916 年，翻譯多種

外國小說，著名的女小仲馬的《茶花女》、狄更斯《塊肉

餘生記》等，林紓翻譯的小說被稱作「林譯小說」，引起

知識分子對西方文學研究的興趣。 
( 2 ) 西方文藝思潮的傳入：五四運動前夕，外國文學更大規

模的譯介到中國，知識分子都主張以外文學作為創建新

文學的楷模，因此《新青年》、《新潮》、等刊物都登載大

量翻譯作品和西方文藝思潮。故此五四時期的作家，早

期作品也深受外國文學影響，如魯迅的《狂人日記》受

俄國果戈理的同名小說影響。 
( 3 ) 科舉制度的廢除：1905 年，實行千年的科舉制度終被廢

除，八股文、試帖詩、策論都廢了，文人不再鑽研此種

僵化的文章，轉為以接近生活的白話文創作。長江下游

各省出現了白報紙有十多種，白話教科書有五十多種，

白話文趨勢日漸壯大。 

 
晚清文學革新

1. 詩界革命:譚嗣同、黃遵憲等人主張「我

手寫我口」

2. 新民體: 務求「平易暢達」、不避俚

語、韻語、外國語法

3. 小說界革命：肯定小說的社會教育作

用，仿西洋小說，加強了第一人稱的敍事
角度

 
 
 
 
 
 
 
 
 
 
 
 
 
 
 
 

學術和教育風氣

• 林紓大量翻譯西方小說

• 大量西方文學理論的傳入

• 科舉制度的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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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文學運動 
1. 開端：《新青年》雜誌 
  《新青年》在 1915 年 9 月在上海創刊，時名《青年雜誌》，

第二卷起改名《新青年》，陳獨秀主編，創刊號登載陳獨秀的

《敬告青年》一文，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開端。早期所刊文

章全部為文言，1916 年起，白話文開始增多。 
  最早《新青年》是一個綜合性的文化評論刊物，是青年

的總動員令，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

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重在「改造青年之思想，輔導青

年之修養」。後提倡文學革命陳獨秀、胡適等在上面發表文章

和通信，初步宣揚了文學革命的理論基礎，還廣泛介紹了俄

國等外國文學，以及歐洲文藝復興後的文藝思潮。1918 年 5
月第四卷第五期上發表了魯迅的《狂人日記》，標誌著中國現

代文學的開端。 
 
2. 主將：陳獨秀、胡適、李大釗、魯迅、周作人等。 
（1）陳獨秀：《敬告青年》，是新文化振聾發聵的宣言書。向

青年提出「自主的而非奴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利的

而非虛偽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六點希望。而《文

學革命論》，新文學而新政治、新社會；要寫平民、寫

實、社會的文學，廢除貴族、古典、山林的文學。陳獨

秀主要以一個社會革命者來談論文學。 
（2）胡適：是著名詩人、學者。其《文學改良芻議》，闡釋

文學的進化論，提出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號召。《建設

的文學革命論》，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作

為文學革命的宗旨。胡適主要側重於語言、形式等文學

外部因素談論文學變革。 
（3）李大釗：《什麼是新文學》，新文學應該有宏深的思想、

學理、堅信的主義。 
（4）周作人：《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認為新文學應該

重新發現「人」，在於助成人性的健全發展。周作人以

人道主義的觀念，從文學與人的精神聯繫出發談論文學

變革。 
（5）魯迅：現代文學重要作家之一，其 1918 年 5 月發表《狂

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其後多篇文章亦是

現代文學的實踐之作。 

文化思潮的源起文化思潮的源起

1915年9月
陳獨秀創辦

《《青年雜誌》》

 

‧興起標誌︰ 1915年，陳獨秀在上
海創辦《新青年》

‧代表人物︰陳獨秀、李大釗、魯
迅、胡適等

‧指導思想︰民主與科學思想
‧主 陣 地︰ 《新青年》
‧中 心︰ 北京大學

 

陳獨秀

胡 適

李大釗
魯迅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

陳獨秀（陳獨秀（18801880--19421942））

 

自主的而非奴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利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新文化運動的興起

 

〈文學革命論〉中的三大主義

‧曰：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

‧建設平易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舖張的古典文學，

‧建設新鮮的、立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腐的、艱澀的山林文學，

‧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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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理論和倡導 
（1）胡適在《文學改良芻議》（載於 1917 年 1 月《新青年》）

中提出了著名的「八事」 ，後改良為「八不主義」： 
1. 不用典 
2. 不用陳套語 
3. 不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律 
4. 不避俗字俗語。不嫌以白話作詩詞 
5. 不摹仿古人  
6. 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7. 不作無病之呻吟 
8. 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適的「八不」，其中「須言之有物」、「不作無病之呻

吟」兩項就文學內容而言，其餘六項是就形式而言，可

見他較偏重文學形式改革為白話文。在舊文學壟斷着文

壇的當時，他的主張對於反對舊文學僵死的語言，是具

有積極意義。 
（2）陳獨秀在《文學革命論》（載於 1917 年 2 月《新青年》）

中提出了「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 
     建設平易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 
          建設新鮮的立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林文學， 
          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作為文學革命的發難文章，《文學革命論》比《文學改

良芻議》更注意到新文學的內容問題，他主張建立重視

內容的新文學，他稱之為「寫實文學」。雖然內容含義

較籠統，但在新文學運動發展初期，是很好的理論根據。

（3）錢玄同提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 
（4）劉半農提出文章要分段，要打標點符號 
( 5 ) 周作人對思想革命的宣導——《人的文學》、《平民文學》

( 6 ) 李大釗對文學內容的要求——「巨集深的思想，深刻的

學理」 
 
※胡適和陳獨秀的新文學理論有何異同？ 
 胡以文學家的身分改善文章，較重文學形式；陳以社會學

家身分，希望文章能傳達新思想，較重文學內容。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

胡適（胡適（18911891--19521952））

 

• 在1917年發表《文學改良芻議》，提出文學改
革的「八不主義」

一.  言之有物

二.  不作無病呻吟

三.  不摹仿古人

四.  須講求文法

五.  務去爛調套語

六.  不用典

七.  不講對仗

八.  不避俗字俗語

 

• 1918年4月，

• 胡適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論〉，
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作為新文學運動的宗旨，將文學

革命與國語運動結合起來。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

李大釗（李大釗（18891889--19271927））

 

“中國的科學欲進步，必須將
人從自然中抽象出來，確立
了人的自主地位，主動地改
造環境，以自主精神求索真
理。＂

(李大釗)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

魯迅（魯迅（18811881--1936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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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4. 主要內容 
( 1 ) 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求得了語言和文體的解放，

解放了禁錮上千年的文學形式。 
( 2 ) 批判封建文學觀念（文以載道，代聖人立言思想），提

倡新文學的觀念（國民文學，社會文學，人的文學，平

民文學，恢復文學中人的尊嚴，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學

是人學」）。 
( 3 ) 注重吸收外國文學的影響。尤其是注重吸收蘇俄文學的

影響，傳播了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這影響到後來文學

的發展潮流。 
( 4 ) 創作方法提倡以現實主義（寫實主義）為主要方法。 

 
5. 特徵 
( 1 ) 理論預設，創作滯後； 
( 2 ) 功利為主，審美為輔； 
( 3 ) 反封建，重啟蒙為主，文學自身本體追求為輔； 
( 4 ) 語言、形式變革為主，文學的內涵更新相對滯後； 

 
6. 意義 
( 1 ) 體現了思想解放和思想啟蒙特徵。它與中國社會、人的

思想意識變革緊密結合，徹底批判和否定了封建制度及

其整個思想文化體系。 
( 2 ) 促進了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新文學獲得了古典文學語言

和文體的解放。傳統文學是建立在文以載道的基礎之

上，在「儒釋道」的背景上生長；現代文學建立在個人

主義、人道主義、科學民主觀念基礎之上。 
( 3 ) 使中國現代文學走向世界。現代文學廣泛吸收了世界文

學的影響，與之潮流匯合，成為世界文學重要的一環。 
 
7. 文學革命的實績 
( 1 ) 「文」和「言」統一：白話文取得了對文言文的勝利。

1920 年 1 月北洋政府教育部頒令全國國民學校，一、二

年級的國文教育統一採用語體文（白話）。 
( 2 ) 新文學社團大量出現，文學思潮的論爭和文學創作逐步

出現繁榮。 
( 3 ) 出現了一批創作成果，成績豐碩。 

白話文運動白話文運動
• 形式上以白話文為本，吸收西洋

文學的法度和技巧，注重文章的
分段和加標點

• 內容上要求文學刻劃國民和社會
萬象，主張文學應對社會和人生
提供積極服務，傳播時代思想，
反映社會及人生問題。

 

( 1 ) 思想解放，徹底批判和否定了封建
制度及其整個思想文化體系。

( 2 ) 傳統文學是建立在文以載道的基礎
之上，在「儒釋道」的背景上生長；
現代文學建立在個人主義、人道主
義、科學民主觀念基礎之上。

( 3 ) 使中國現代文學走向世界，成為世
界文學重要的一環。

文學運動的影響文學運動的影響

 

文學運動的成果文學運動的成果

( 1 ) 「文」和「言」統一：白話文取得
了對文言文的勝利。1920年1月北洋政
府教育部頒令全國國民學校，一、二
年級的國文教育統一採用白話。

( 2 ) 新文學社團大量出現，文學思潮的
論爭和文學創作逐步出現繁榮。

( 3 ) 出現了一批創作成果，成績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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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六、現代文學的誕生 
( 1 ) 詩歌：1918 年 1 月《新青年》上發表了包括胡適等人在

內的白話詩八首，這意味著新詩的真正產生。胡適，1920
年出版了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

集》，它平易通俗又有古詩詞的韻味，有反封建的內容

又不乏自己的情緒。劉半農的《教我如何不想她》，感

情纏綿，情真意切。《相隔一層紙》，言簡意賅，揭露深

刻。劉大白的詩，學習民歌，通俗易懂。 
( 2 ) 散文：1918 年 4 月，《新青年》4 卷 4 號開闢了“隨感錄”

專欄，為現代散文的創作提供了最初的園地。陳獨秀、

胡適、魯迅等人所寫的雜感，成為現代雜文最初樣品。

1921 年周作人發表《美文》一文，為後來小品抒情散

文打開了一條綠色通道。 
( 3 ) 小說：1918 年 5 月，魯迅發表了第一篇白話小說《狂人

日記》，這也是中國現代小說的第一篇。 
( 4 ) 戲劇：早期的春柳社(文明戲)──胡適的《終身大事》。 
   1906 年，留學日本的曾孝谷、李叔同、歐陽予倩等人

發起組織春柳社，主要般演西方話劇，是我國最早的話

劇團體。後春柳社的成員先後回國，西方的話劇也被移

植到中國。 
 
三、現代文學的社團 
( 1 ) 文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是新文學運動中第一個純文學

團體，成立於 1921 年 1 月，茅盾等人以《小說月報》為

陣地，積極宣導文學革命，提出文學要表現人生，尤其

應描繪被壓迫的人民。在創作方法上，他主要提倡現實

主義，反對唯美主義和浪漫主義。其成就主要在小說誕

生如茅盾的《蝕》三部曲、葉聖陶的《倪煥之》，許地

山的《綴網勞蛛》、冰心的《超人》等作品。 
( 2 ) 創造社：成立於 1921 年 7 月，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成

就最高、影響最大的文學社團之一，主要成員郭沫若、

郁達夫等，主要出版物有《創造季刊》、《創造週報》

等。主張為藝術而藝術，極力反對文藝的社會功用，重

作家個人感情，表現自己個性。如郭沫若的詩集《前

茅》、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等浪漫主義作品。

現代文學的誕生

( 1 ) 詩歌：1920年胡適出版了中國
現代文學史第一部白話詩集《嘗
試集》，它平易通俗又有古詩詞
的韻味，有反封建的內容又不乏
自己的情緒。

( 2 ) 散文：1918年《新青年》開闢
了“隨感錄”專欄，陳獨秀、胡
適、魯迅等人所寫的雜感，成為
雜文園地。  

( 3 ) 小說：1918年5月，魯迅發表
了中國現代第一篇白話小說《狂
人日記》。

( 4 ) 戲劇：早期的春柳社(文明
戲)──胡適的《終身大事》。

 

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
1. 成立於1921年1月，

2. 茅盾等人以《小說月報》為陣地，

3. 積極宣導文學革命，提出文學要表現人
生，尤其應描繪被壓迫的人民。

4. 提倡現實主義，反對唯美主義和浪漫主
義。

5. 其成就主要在小說誕生如茅盾的《蝕》三
部曲、葉聖陶的《倪煥之》，許地山的
《綴網勞蛛》、冰心的《超人》等作品。

 

文學社團－－創造社

1. 成立於1921年7月

2. 主要成員郭沫若、郁達夫等

3. 《創造季刊》、《創造週報》

4. 主張為藝術而藝術，極力反對文藝的
社會功用，重作家個人感情，表現自
己個性。

5. 郭沫若的詩集《前茅》、郁達夫的
《春風沉醉的晚上》等浪漫主義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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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3 ) 新月社：1923 年成立於北京，以探索新詩理論與新詩創

作為主的文學社團。主要成員胡適、徐志摩、聞一多、

梁實秋。以《晨報副刊》為陣地，後又創辦《詩刊》週

刊，《新月》月刊。針對自由體詩的散文化傾向，提出新

格律詩應富有美感，對於新詩在藝術技巧上的發展有重

要意義。 

( 4 ) 語絲社：1924 年在北京成立，因《語絲》雜誌而得名。

提倡自由思想，獨立判斷，美的生活。以魯迅、周作人

為中堅，注重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形成「任意而談，

無所顧忌」的「語絲文體」，對現代散文的發展產生深遠

影響。 

( 5 ) 其他：莽原社、未名社、淺草社等。  

 
六、總結和提問 

複習今天所講過的部分以及討論過的部分，讓學生提問。

 
七、布置作業 

1. 核對書上(p.41-42)練習。 
2. 派發《狂人日記》，同學回家閱讀並完成工作紙的思考題。

 
──第二、三節完── 

 

文學社團－－新月社

1. 1923年成立於北京，

2. 以《晨報副刊》為陣地

3. 以探索新詩理論與新詩創作為主。

4. 主要有胡適、徐志摩、聞一多、梁實
秋。

5. 提出新格律詩應富有美感。

 
 

文學社團－－語絲社

1. 1924年在北京成立，

2. 因《語絲》雜誌而得名。

3. 提倡自由思想，獨立判斷，美的生
活。以魯迅、周作人為中堅，注重社
會批評和文明批評，形成「任意而
談，無所顧忌」的「語絲文體」。

 
 
 
 
 
 
 

 

 
 
1 
 
 
 
5 
 
 
10 

 ※ 第四節課：40 分鐘※ 
【丙、綜合活動】 

一、引起動機 
老師抽問學生有關上一節課的內容，檢討學生的學習狀

況。 
 

二、完成和核對工作紙 
    由學生回答，老師作出指導和糾正。 

 
三、具體作品導讀──《狂人日記》 

他主要通過對現實生活的敏銳觀察，利用文學作品深刻

地揭露專制制度和綱常禮教的黑暗，對“吃人的禮教”的

抨擊即出自他的白話小說《狂人日記》。    

 
 
 
 
 
 
 
 
 
補充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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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狂人日記》是魯迅創作的第一篇白話小說，是中國現

代小說的奠基之作，同時又是一篇聲討舊勢力的檄文。 
    ※何謂「禮教吃人」？ 

——禮教是指儒家提倡的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倫理

道德。魯迅在《狂人日記》中，揭露了其「吃人」本質。

「吃人的禮教」的說法由此而來。 
魯迅在文中借「狂人」之口，道出了驚世駭俗之言：「我

翻開歷史一查，這歷史沒有年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

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不著，仔細看了半夜，

才從字縫裏看出字來，滿本都寫著兩個字是『吃人』！」

 ※結合所學知識，指出魯迅的小說《狂人日記》、《孔乙

己》、《祝福》等分別反映了哪一深刻的思想主題？ 

 ──《狂人日記》揭露了封建禮教的「吃人」本質；《孔

乙己》反映了封建禮教和科舉制對人才的摧殘毒害；《祝

福》反映了舊中國婦女的悲慘地位，揭露了封建制度的

罪惡。 

※三篇小說在小說技巧上（敘事法、敘事觀點、諷刺效

果），各有哪些特點？與舊式小說有何不同？ 

──《狂人日記》以日記體，第一人稱「狂人」──唯一

醒覺的人揭露舊禮教「吃人」；《孔乙己》以第一人稱小

伙計，較客觀者來看舊式讀書人的生活片段；《祝福》以

倒敘、插敘，第一和第三人稱交替使用，既主觀描寫魯

鎮風俗文化，又客觀描寫祥林嫂一生。 

古典小說多用第三人稱、順敘法展開故事，魯迅的作品

充份體現文學革命後，吸收西方文學的養分的成果。 

 
【丁、延伸活動】 

五、 思考分組活動 
( 1 ) 我的「澳門宣言」 

如果你要寫一篇「澳門宣言」，你認為下列四項的重要性若

何? 請按你對現時社會的了解，排列先後次序 (1 為最重

要、4 為最不重要)，你會怎樣編排？為什麼？具體的問題

是哪些？ 

 

古來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
可是不甚清楚。我翻開歷史一
查，這歷史沒有年代，歪歪斜
斜地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
德」幾個字。我橫豎睡不著，
仔細看了半夜，纔從字縫裡看
出字來，滿本都寫著兩個字
「吃人」！

(狂人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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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經濟繁榮  
 科技進步 
 自由民主  
 和諧團結 

( 2 ) 學生以五人為一組，就「如果我能推翻／改良……」為

題作出討論，列出合理的理據，組長代表匯報和分享。 
   曾經十一次被辭退，兩次生意失敗的林肯，廢除了美國的

奴隸制度；「聖雄」甘地四次絕食，解除了印度的殖民統

治；國父孫中山先生經歷十次失敗的革命，才成功推翻封

建皇權制度；在本單元中，陳獨秀和胡適等文人也能以鋒

利的文辭和創見，廢除了文言文。而你覺得哪一種固有的

制度應當被推翻和改良呢？ 
  列出一種傳統（或規制、制度），寫出改善或取代的措施。

 
活動成果 

 
 
第一組  主張：改良作官方語言，以英文取代葡文 
    理據：1. 澳門會葡語的只是少數葡藉人士 
              2. 英語是全球最重要語言 
              3. 使澳門能與全球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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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題目：澳門應全面實施膠袋徵費 
        理據：1. 邁向綠色生活 

      2. 台港兩地已有成效，澳門能借鑑 
       3. 每個五毫 
       4. 舉行環保袋設計比賽，推廣環保袋 

 

 
第三組  題目：取消非法旅館規限 
        理據：1. 在歐美，民宿 hostel 是富有特的旅遊文化

              2. 讓旅客除了五星級酒店外有其他選擇，民

宿比酒店便宜，吸引旅客來澳，而且民宿

更能反映澳門的風俗，更具人情味 
            3. 應設立妥善法例監管，不應一網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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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  題目：開設粵語能力國際證照 
        理據：1. 加深居民對廣東話自豪感 
              2. 令會說廣東話的人多一項國際認可的能

力和證書，增強競爭力 
            3. 吸引別人學習廣東話 
 
 

 
第五組  題目：中國應取消簡體字政策 
        理據：1. 國內教育水平已有改善 
              2. 繁體字才是中國文字的源流 
            3. 文字簡化規律雜亂，失去國字故有的意思

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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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教學活動 教材和教具 

 

 
第六組  題目：澳門政府應停止「派錢」解民困 
        理據：1. 應以財政盈餘作改善或強化民生基本需

求，如醫療體制（只有一間公間醫院對五

十萬人而言是不足夠 
              2. 一些合資格領錢的人根本不是澳門人，沒

有為澳門的進步作出任何貢獻 
 

──第四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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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試教評估 

1. 結合文史兩面：本教學取材上結合文學和歷史資料，具體呈現白話文

正式取代文言文前，各前賢的努力和時代環境，讓學生明白文史不

分家的現象。 

2. 運具多元教學法：教學上以老師為主導，採取了講解、提示、比較、

啟發、發表、討論、辯論、練習等教學法。教學過程活潑生動，引

導學生學習，啟發學生思維。而且教材羅列以列點為主，條理清晰，

學生更容易掌握重點。 

3. 啟發學生思維：傳統的中文教學，普遍集中作者介紹和範文賞析，而

本次借「新文學運動」改良和革新的特點，讓學生對照國際事件和

本地民生問題，嘗試設計標語和宣言，反思一些舊的傳統和制度，

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在具體成果方面，學生亦能如期地舉出社會問

題和弊端，個別學生能以獨到見解申論，令同學和老師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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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建議和反思 

1.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重要的歷史課題，其史料繁雜，而文學主題卻

只有一頁；老師為了平衡文史兩方面的分量，整理了相關的文學傳

統和現代文學作品，更飽和的呈現文化革命的前因和成果。 

2. 在本次教學，老師在預備和實踐時大感兩難。老師本欲加入《我的

1919》和香港電台的民主活動的新聞影片作教材，但又恐內容偏於

歷史方面；若播放某些文人作家的片段，又會超出課時，故教學上

沒有以視聽資源作輔助。老師以在課堂前加以整理重點和製作投影

片，但講解和說明繁多的史料和理論時，學生仍難免感到乏味。 

3. 在文章的自習和閱讀方面，魯迅的文章對學生的來說向來不易理解，

一來是時代已異，二來他多象徵諷喻。部分學生不自覺找資料，單

單看一遍兩遍，無法正確理解《狂人日記》的深沉思想主題。老師

在堂上討論內容前需另外補充資料。 

4. 學生通過分組活動，練習了說話的技巧，增加了合作學習的經驗，也

實踐了單元內人物的批判、革新、改良的能力。一些學生分別提出

「以英文取代葡文作官方語言」、「實施膠袋徵費」、「開設粵語

能力國際證照」等建議，反映學生能留意澳門發展民生、澳門文化

特色，雖然有點天馬行空，紙上談兵，但仍不失創意和獨特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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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學資源 

一. 課本：《中國文學》四（文達出版社有限公司） 

二. 參考書目： 

  1. 《中國現代文學史》，劉勇，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余英時，台北聯經 

  3. 《五四運動史》，周策縱，台北桂冠出版 

  4. 《國語活用辭典》，周何主編，台北五南 

三. 網路資料 

    1. 茉莉花革命的啟示──伍凡 

    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868/180155-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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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操作指引 

1. 光碟內有資料夾「文件」，其中「新文化運動.ppt」是課堂簡報。「新文

化運動.doc」是本教案電子檔，「新文化運動 附件.doc」是相關工作紙、

課後練習、分組活動和補充讀物《狂人日記》的資料。 

2. 光碟內有資料夾「影片」，內有教學影片。「第一節」是第一課時的教

學，「第二節」是第二課時的教學。 

3. 光碟內有資料夾「相片」，是第四節課分組活動進行期間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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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 課堂工作紙      姓名：       班級：      學號：    
 
 
1. 三次近代改革的比較表 

 
2. 如果你是當時北京大學的學生，在五四運動時期你會創作什麼標語和旗幟呢？ 

                                     

 

3. 為什麼「打倒孔家店」？這樣的標語今天還適用嗎？ 
                                
                                

                                

 

4. 晚清文學改良的內容 

 
5.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是哪一本刊物？ 

                                

考試 洋務運動 維新運動 五四運動 

年份    

倡導者    

口號    

實施重點    

結果    

 倡導者 主張 形式 

詩界革命    

新民體    

小說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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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試完成下列新文學的倡導者和主張表： 

 
7. 從胡適的「革命芻議」八事和陳獨秀的「革命論」，反映他們對文學改良的側重各

有什麼特點？ 
                                

 
8. 試完成文學社團的資料表： 

 
9. 閱讀《狂人日記》後，回答以下問題： 
  A. 何謂「禮教吃人」？ 

                                
                                

  B. 結合所學知識，指出魯迅的小說《狂人日記》、《孔乙己》、《祝福》等分別反映

了哪方面的思想主題？ 

                                
                                

  C. 三篇小說在小說技巧上（敘事法、敘事觀點、諷刺效果），各有哪些特點？ 

                                
                                

 文章 主張 特色 

胡適    

陳獨秀    

錢玄同    

周作人    

李大釗    

 主要人物 理論主張 代表作品 

文學研究會    

創造社    

新月社    

語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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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 課後練習      姓名：       班級：      學號：    

單選題 

1. 新文化運動的背景包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① 辛亥革命後，先進分子要求尋找新的出路； 
② 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 
③ 西方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④ 袁世凱推行尊孔復古的逆流。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2. 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            B. 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 
  C. 民族階級要求民主政治          D. 北洋軍閥用封建思想維護統治 
 
3. 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新青年》在上海創辦          B. 《新青年》遷到北京  
  C. 蔡元培任北京大學校長          D. 《狂人日記》的發表 
 
4. 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等先進知識份子強調科學與民主並重，- - - - (        ) 
 在政治上實行： 
 A. 民主制    B. 君主立憲制  C. 內閣制    D. 多黨制 
 
5. 新文化運動的口號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提倡民主和科學   B. 「打倒孔家店」   C. 文學革命   D. 「以俄為師」 
 
6. 新文化運動把儒家傳統道德作為矛頭所向，主要是因為：- - - - - - - - - -(        ) 
  A. 儒家思想是維護封建統治的理論基礎  
  B. 袁世凱掀起尊孔復古逆流 
  C. 儒家思想落後於資產階級文化      
  D. 儒家思想阻礙了社會主義的發展 
 
7. 深刻揭露封建禮教吃人本質的作品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敬告青年》  B.《文學改良芻議》  C.《文學革命論》  D.《狂人日記》 
 
8. 提倡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強調寫文章「須言之有物」的是：- - - - - - (        ) 
  A. 魯迅   B. 胡適   C. 陳獨秀   D. 李大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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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作人提出文學指引的文章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文學革命論》     B.《建設中的文學革命論》   
 C.《新青年》       D.《人的文學》 
 
10. 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A.《女神》  B.《嘗試集》  C.《死水》  D.《野草》 
 

多選題 

1. 文學革命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反對文言、提倡白話           B. 主張「文以載道」 
 C. 反對擬古，主張真實地寫人生   D. 提倡「寫實文學」 
 
2.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功績在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確立了民主和科學的主導地位   B. 批判了經濟改良主義思想 
 C. 揭開了傳播西方理論       D. 文學社團的興起 
 
3. 晚清文學改良運動描述錯誤的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黃遵憲等人倡導「詩界革命」，主張「我手寫我口」   
  B. 梁啟超創製了「新民體」，主張散文平易暢達 
 C. 康有為倡導「小說界革命」，肯定小說的 社會教育作用 
 D. 林紓大量仿西方詩體創作大量新詩 
 
4. 下列文學社團的描述錯誤的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文學研究會主張唯美主義和浪漫主義 
  B. 創造社主張為人生而藝術 
  C. 新月社主要是留洋學生組成，提出新格律詩應富有美感 

  D. 語絲社提倡自由思想，獨立判斷，美的生活 
  
5. 陳獨秀的文學革命「三大主義」的建設是：- - - - - - - - - - - - - - - - - - -(        ) 
  A. 國民文學   B. 通俗文學   C. 平民文學   D. 社會文學 
 
6. 胡適提出的「八事」重於內容上的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不摹仿古人   B. 不作無病之呻吟  C. 須言之有物   D. 不僻俗字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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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 課後練習（參考答案） 
 

一、單一選擇題  

 １.Ｄ    ２.Ｃ    ３.Ａ    ４.Ａ    ５.Ａ  

 ６.Ａ    ７.Ｄ    ８.Ｂ    ９.Ｄ    １０.Ｂ  

 

二、多重選擇題 

 １.ＡＣＤ   

 ２.ＡＣＤ  

 ３.ＡＢ   解析：(Ｃ)梁啟超。(Ｄ) 林紓大量翻譯西方小說 

 ４.ＣＤ   解析：(Ａ)清文學研究會主張文學要表現人生，反對唯美主

義和浪漫主義。(Ｂ)創造社主張為藝術而藝術 

 ５.ＡＣＤ    

 ６.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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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 思考活動 

 
1. 如果你要寫一篇「澳門宣言」，你認為下列四項的重要性若何？請按你對現時社會

的了解，排列先後次序 (1 為最重要、4 為最不重要) ，你會怎樣編排？為什麼？具體

的問題是哪些？ 

  經濟繁榮    科技進步   自由民主   和諧團結 
 

                                                                         

                                                                         

                                                                         

                                                                         

                                                                         

                                                                         

                                                                         

5. 曾經十一次被辭退，兩次生意失敗的林肯，廢除了美國的奴隸制度；「聖雄」甘地

四次絕食，解除了印度的殖民統治；國父孫中山先生經歷十次失敗的革命，才成

功推翻封建皇權制度；在本單元中，陳獨秀和胡適等文人也能以鋒利的文辭和創

見，廢除了文言文。而你覺得哪一種固有的傳統、規限、制度應當被推翻和改良

呢？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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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記   魯迅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時良友；分隔多年，消息漸闕。日前偶聞

其一大病；适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勞君遠道來視，然已

早愈，赴某地候補２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見當日病狀，不妨獻諸舊友。

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類。語頗錯雜無倫次，又多荒唐之言；亦不著月

日，惟墨色字体不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略具聯絡者，今撮錄一篇，以供醫家研

究。記中語誤，一字不易；惟人名雖皆村人，不為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易去。

至於書名，則本人愈後所題，不复改也。七年四月二日識。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不見他，已是三十多年；今天見了，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年，

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不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兩眼呢？  

  我怕得有理。  

二 

  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不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便怪：似乎怕我，似

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論我，張著嘴，對我笑了一笑；我便從頭直

冷到腳根，曉得他們布置，都已妥當了。  

  我可不怕，仍舊走我的路。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裡議論我；眼色也同趙貴翁

一樣，臉色也鐵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什麼仇，他也這樣。忍不住大聲說，“你告訴

我！＂他們可就跑了。  

  我想：我同趙貴翁有什麼仇，同路上的人又有什麼仇；只有廿年以前，把古久先

生的陳年流水簿子３，踹了一腳，古久先生很不高興。趙貴翁雖然不認識他，一定也

聽到風聲，代抱不平；約定路上的人，同我作冤對。但是小孩子呢？那時候，他們還

沒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睜著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這真教我怕，教我納罕

而且傷心。  

  我明白了。這是他們娘老子教的！  

三 

  晚上總是睡不著。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  

  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架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占了他妻子的，

也有老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麼怕，也沒有這麼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女人，打他兒子，嘴裡說道，“老子呀！我要咬你幾

口才出氣！＂他眼睛卻看著我。我出了一驚，遮掩不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便都

哄笑起來。陳老五趕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了。  

  拖我回家，家裡的人都裝作不認識我；他們的臉色，也全同別人一樣。進了書房，

便反扣上門，宛然是關了一只雞鴨。這一件事，越教我猜不出底細。  

新文化運動 補充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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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天，狼子村的佃戶來告荒，對我大哥說，他們村裡的一個大惡人，給大家打

死了；幾個人便挖出他的心肝來，用油煎炒了吃，可以壯壯膽子。我插了一句嘴，佃

戶和大哥便都看我幾眼。今天才曉得他們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樣。  

  想起來，我從頂上直冷到腳跟。  

  他們會吃人，就未必不會吃我。  

  你看那女人“咬你幾口＂的話，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戶的話，明明

是暗號。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著，這就

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雖然不是惡人，自從踹了古家的簿子，可就難說了。他們似乎別有

心思，我全猜不出。況且他們一翻臉，便說人是惡人。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論，無論

怎樣好人，翻他幾句，他便打上幾個圈；原諒坏人幾句，他便說“翻天妙手，與眾不

同＂。我那裡猜得到他們的心思，究竟怎樣；況且是要吃的時候。  

  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來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不甚清楚。我翻開

歷史一查，這歷史沒有年代，歪歪斜斜的每葉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

睡不著，仔細看了半夜，才從字縫裡看出字來，滿本都寫著兩個字是“吃人＂！  

  書上寫著這許多字，佃戶說了這許多話，卻都笑吟吟的睜著怪眼看我。  

  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吃我了！  

四 

  早上，我靜坐了一會兒。陳老五送進飯來，一碗菜，一碗蒸魚；這魚的眼睛，白

而且硬，張著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樣。吃了幾筷，滑溜溜的不知是魚是人，便

把他兜肚連腸的吐出。  

  我說“老五，對大哥說，我悶得慌，想到園裡走走。＂老五不答應，走了；停一

會，可就來開了門。  

  我也不動，研究他們如何擺布我；知道他們一定不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了一

個老頭子，慢慢走來；他滿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頭向著地，從眼鏡橫邊暗暗看

我。大哥說，“今天你仿佛很好。＂我說“是的。＂大哥說，“今天請何先生來，給

你診一診。＂我說“可以！＂其實我豈不知道這老頭子是劊子手扮的！無非借了看脈

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這功勞，也分一片肉吃。我也不怕；雖然不吃人，膽子卻比

他們還壯。伸出兩個拳頭，看他如何下手。老頭子坐著，閉了眼睛，摸了好一會，呆

了好一會；便張開他鬼眼睛說，“不要亂想。靜靜的養幾天，就好了。＂  

  不要亂想，靜靜的養！養肥了，他們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什麼好處，怎麼會“好

了＂？他們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不敢直截下手，真要令

我笑死。我忍不住，便放聲大笑起來，十分快活。自己曉得這笑聲裡面，有的是義勇

和正氣。老頭子和大哥，都失了色，被我這勇氣正氣鎮壓住了。  

  但是我有勇氣，他們便越想吃我，沾光一點這勇气。老頭子跨出門，走不多遠，

便低聲對大哥說道，“赶緊吃罷！＂大哥點點頭。原來也有你！這一件大發見，雖似

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便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 
中文 

 

2010/2011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35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了，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這幾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老頭子不是劊子手扮的，真是醫生，也仍然是吃人的

人。他們的祖師李時珍做的“本草什麼＂４上，明明寫著人肉可以煎吃；他還能說自

己不吃人麼？  

  至於我家大哥，也毫不冤枉他。他對我講書的時候，親口說過可以“易子而食＂

５；又一回偶然議論起一個不好的人，他便說不但該殺，還當“食肉寢皮＂６。我那

時年紀還小，心跳了好半天。前天狼子村佃戶來說吃心肝的事，他也毫不奇怪，不住

的點頭。可見心思是同從前一樣狠。既然可以“易子而食＂，便什麼都易得，什麼人

都吃得。我從前單聽他講道理，也胡塗過去；現在曉得他講道理的時候，不但唇邊還

抹著人油，而且心裡滿裝著吃人的意思。  

六 

  黑漆漆的，不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來了。  

  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曉得他們的方法，直捷殺了，是不肯的，而且也不敢，怕有禍祟。所以他們大

家連絡，布滿了羅網，逼我自戕。試看前幾天街上男女的樣子，和這幾天我大哥的作

為，便足可悟出八九分了。最好是解下腰帶，掛在梁上，自己緊緊勒死；他們沒有殺

人的罪名，又償了心願，自然都歡天喜地的發出一种嗚嗚咽咽的笑聲。否則驚嚇憂愁

死了，雖則略瘦，也還可以首肯幾下。  

  他們是只會吃死肉的！——記得什麼書上說，有一種東西，叫“海乙那＂７的，

眼光和樣子都很難看；時常吃死肉，連极大的骨頭，都細細嚼爛，咽下肚子去，想起

來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狼的親眷，狼是狗的本家。前天趙家的狗，看我幾眼，

可見他也同謀，早已接洽。老頭子眼看著地，豈能瞞得我過。  

  最可憐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不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還是歷來慣

了，不以為非呢？還是喪了良心，明知故犯呢？  

  我詛咒吃人的人，先從他起頭；要勸轉吃人的人，也先從他下手。  

八 

  其實這种道理，到了現在，他們也該早已懂得，……  

  忽然來了一個人；年紀不過二十左右，相貌是不很看得清楚，滿面笑容，對了我

點頭，他的笑也不像真笑。我便問他，“吃人的事，對麼？＂他仍然笑著說，“不是

荒年，怎麼會吃人。＂我立刻就曉得，他也是一伙，喜歡吃人的；便自勇氣百倍，偏

要問他。  

  “對麼？＂  

  “這等事問他什麼？你真會……說笑話。……今天天氣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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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是好，月色也很亮了。可是我要問你，“對麼？＂  

  他不以為然了。含含糊糊的答道，“不……＂  

  “不對？他們何以竟吃？！＂  

  “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狼子村現吃；還有書上都寫著，通紅斬新！＂  

  他便變了臉，鐵一般青。睜著眼說，“有許有的，這是從來如此……＂  

  “從來如此，便對麼？＂  

  “我不同你講這些道理；總之你不該說，你說便是你錯！＂  

  我直跳起來，張開眼，這人便不見了。全身出了一大片汗。他的年紀，比我大哥

小得遠，居然也是一伙；這一定是他娘老子先教的。還怕已經教給他兒子了；所以連

小孩子，也都惡狠狠的看我。  

九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別人吃了，都用著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  

  去了這心思，放心做事走路吃飯睡覺，何等舒服。這只是一條門檻，一個關頭。

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不相識的人，都結成一伙，互相勸勉，互相

牽掣，死也不肯跨過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尋我大哥；他立在堂門外看天，我便走到他背後，攔住門，格外沉靜，

格外和氣的對他說，  

  “大哥，我有話告訴你。＂  

  “你說就是，＂他趕緊回過臉來，點點頭。  

  “我只有幾句話，可是說不出來。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吃過一點人。後

來因為心思不同，有的不吃人了，一味要好，便變了人，變了真的人。有的卻還吃，——

也同蟲子一樣，有的變了魚鳥猴子，一直變到人。有的不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吃

人的人比不吃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  

  “易牙８蒸了他兒子，給桀紂吃，還是一直從前的事。誰曉得從盤古開辟天地以

後，一直吃到易牙的兒子；從易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林９；從徐錫林，又一直吃

到狼子村捉住的人。去年城裡殺了犯人，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舐。  

  “他們要吃我，你一個人，原也無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什麼

事做不出；他們會吃我，也會吃你，一伙裏面，也會自吃。但只要轉一步，只要立刻

改了，也就是人人太平。雖然從來如此，我們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說是不能！大哥，

我相信你能說，前天佃戶要減租，你說過不能。＂  

  當初，他還只是冷笑，隨後眼光便凶狠起來，一到說破他們的隱情，那就滿臉都

變成青色了。大門外立著一伙人，趙貴翁和他的狗，也在裡面，都探頭探腦的挨進來。

有的是看不出面貌，似乎用布蒙著；有的是仍舊青面獠牙，抿著嘴笑。我認識他們是

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曉得他們心思很不一樣，一種是以為從來如此，應該吃

的；一種是知道不該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別人說破他，所以聽了我的話，越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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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不過，可是抿著嘴冷笑。  

  這時候，大哥也忽然顯出凶相，高聲喝道，  

  “都出去！瘋子有什麼好看！＂  

  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他們的巧妙了。他們豈但不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預備下

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來吃了，不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見情。佃戶說的大家

吃了一個惡人，正是這方法。這是他們的老譜！  

  陳老五也氣憤憤的直走進來。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對這伙人說，  

  “你們可以改了，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來容不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們要不改，自己也會吃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了，同獵人打完

狼子一樣！——同蟲子一樣！＂  

  那一伙人，都被陳老五趕走了。大哥也不知那裡去了。陳老五勸我回屋子裡去。

屋裡面全是黑沉沉的。橫梁和椽子都在頭上發抖；抖了一會，就大起來，堆在我身上。  

  萬分沉重，動彈不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曉得他的沉重是假的，便掙扎出來，

出了一身汗。可是偏要說，  

  “你們立刻改了，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來是容不得吃人的人，……＂  

十一 

  太陽也不出，門也不開，日日是兩頓飯。  

  我捏起筷子，便想起我大哥；曉得妹子死掉的緣故，也全在他。那時我妹子才五

歲，可愛可憐的樣子，還在眼前。母親哭個不住，他卻勸母親不要哭；大約因為自己

吃了，哭起來不免有點過意不去。如果還能過意不去，……  

  妹子是被大哥吃了，母親知道沒有，我可不得而知。  

  母親想也知道；不過哭的時候，卻並沒有說明，大約也以為應當的了。記得我四

五歲時，坐在堂前乘涼，大哥說爺娘生病，做兒子的須割下一片肉來，煮熟了請他吃，

十才算好人；母親也沒有說不行。一片吃得，整個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

現在想起來，實在還教人傷心，這真是奇極的事！  

十二 

  不能想了。  

  四千年來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了多年；大哥正管著家務，

妹子恰恰死了，他未必不和在飯菜裡，暗暗給我們吃。  

  我未必無意之中，不吃了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輪到我自己，……  

  有了四千年吃人履歷的我，當初雖然不知道，現在明白，難見真的人！  

十三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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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八年四月  

 

注釋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一八年五月《新青年》第四卷第五號。作者首次採用了“魯迅＂這一筆名。它

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猛烈抨擊“吃人＂的封建禮教的小說。作者除在本書（《吶喊》）《自序》

中提及它產生的緣由外，又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說二集序》中指出它“意在暴露家族制度和禮

教的弊害＂，可以參看。  

２候補：清代官制，通過科舉或捐納等途徑取得官銜，但還沒有實際職務的中下級官員，由吏部抽簽

分發到某部或某省，聽候委用，稱為候補。  

３古久先生的陳年流水簿子：這裡比喻我國封建主義統治的長久歷史。  

４“本草什麼＂：指《本草綱目》，明代醫學家李時珍（1518—1593）的藥物學著作，共五十二卷。

該書曾經提到唐代陳藏器《本草拾遺》中以人肉醫治癆的記載，并表示了異議。這裡說李時珍的書“明

明寫著人肉可以煎吃＂，當是“狂人＂的“記中語誤＂。  

５“易子而食＂：語見《左傳》宣公十五年，是宋將華元對楚將子反敘說宋國都城被楚軍圍困時的慘

狀：“敝邑易子而食，析骸而爨。＂  

６“食肉寢皮＂：語出《左傳》襄公二十一年，晉國州綽對齊莊公說：“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

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按：“二子＂指齊國的殖綽和郭最，他們曾被州綽俘虜過。）  

７“海乙那＂：英語 hyena 的音譯，即鬣狗（又名土狼），一种食肉獸，常跟在獅虎等猛獸之後，以

它們吃剩的獸類的殘尸為食。  

８易牙：春秋時齊國人，善於調味。據《管子·小稱》：“夫易牙以調和事公（按：指齊桓公），公曰

｀惟蒸嬰兒之未嘗＇，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桀、紂各為我國夏朝和商朝的最後一代君主，易牙

和他們不是同時代人。這裡說的“易牙蒸了他兒子，給桀紂吃＂，也是“狂人＂“語頗錯雜無倫次＂

的表現。  

９徐錫林：隱指徐錫麟（1873—1907），字伯蓀，浙江紹興人，清末革命團体光复會的重要成員。一

九○七年與秋瑾准備在浙、皖兩省同時起義。七月六日，他以安徽巡警處會辦兼巡警學堂監督身份為

掩護，乘學堂舉行畢業典禮之機刺死安徽巡撫恩銘，率領學生攻占軍械局，彈盡被捕，當日慘遭殺害，

心肝被恩銘的衛隊挖出炒食。十指“割股療親＂，即割取自己的股肉煎藥，以醫治父母的重病。這是

封建社會的一種愚孝行為。《宋史·選舉志一》：“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廬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