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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格理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為英國諷刺作家強納森．綏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生平最有名的作品。此作品於 1726 年首次出版時，書名為《世界數個偏遠國家

遊記》（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作者則是賴謬爾．格理弗船長（Captain 

Lemuel Gulliver），並附上格理弗船長肖像為卷頭插畫（frontispiece），其下標明其年齡 58 歲

（剛好為綏夫特當時年齡）。而該遊記於 1735 年收錄於綏夫特作品集再版時，扉頁仍標明作

者為格理弗船長，卷頭插畫仍為其肖像，但關於其年齡、居住地之文字已不復見，其下引文

改為霍瑞斯（Horace）的詩句「高尚莊嚴地說謊」，前頁（front matter）首度增添格理弗寫給

表兄弟辛普森（Sympson）之信函。本文深入探討綏夫特於《格理弗遊記》不同版本對卷頭插

畫及前頁所做不同安排的背後意圖，並引諷刺文類傳統中諷刺家與角色面具（persona）、及諷

刺家與讀者／觀眾間交互關係之相關理論，試圖闡明綏夫特與其虛構角色格理弗間交叉重

疊、虛虛實實之複雜關係，及對讀者所可能產生之衝擊影響，以求呈現《格理弗遊記》之新

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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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lliver’s Travels is one of the most celebrated works by the Irish satirist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When the wor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726, the title as printed on the 

title-page is 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 author is not Swift 

but “Lemuel Gulliver, First a Surgeon, and then a Captain of several Ships,” with a portrait 

of the fictional author “Captain Gulliver” on its frontispiece, under which the caption 

shows that Gulliver was 58 years old at the time his travels were published (exactly the 

same age as the real author Swift in that year). When Gulliver’s Travels appeared in a 1735 

edition of Swift’s collected Works, on the title-page its author still reads “Lemuel Gulliver” 

with his portrait again displayed on the frontispiece, but in the caption the lines about 

Gulliver’s age and residence are replaced by a line from Horace’s poem: “Splendide 

Mendax. Hor.” [“Gloriously False”] (Odes III xi. 35). Moreover, in the front matter of this 

edition Swift for the first time inserts a letter by Gulliver to his cousin Sympson.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Swift’s intended purpose(s) in arranging the frontispieces and 

front matter in different editions of Gulliver’s Travels. I also deal with the satiric strategies 

such as persona and the satirist-satirized, and examine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atirist and the reader/audience in the satiric tradition, so as to illuminate the intersecting, 

partly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wift and his fictional character Gulliver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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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e how such an intriguing relationship might cast impact on the readers then and 

today. 

 

Keywords: Gulliver’s Travels, Jonathan Swift, frontispiece, satire, pers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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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理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為英國諷刺作家強納森．綏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生平最有名的作品，尤以第一、二部的〈大小人國遊記〉（“A Voyage 

to Lilliput and A Voyage to Brobdingnag”）為家喻戶曉的兒童文學創作。然而，綏夫特

當初絕非以兒童為目標讀者，而是以成人為主要對象，以諷刺模仿當時盛行的旅行

文學（travel literature）為架構來針砭時事、攻擊各種社會亂象。 

 

一、1726 年初版《格理弗遊記》 
∗ 

1726 年 10 月 28 日《格理弗遊記》首度由出版商班雅明．莫特（Benjamin Motte, 

1693-1738）於倫敦出版，扉頁（title-page）所印行書名為《世界數個偏遠國家遊記》

（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作者則署名「賴謬爾．格理弗船

長，原先為外科醫生，後為數艘船艦之船長」（“By Lemuel Gulliver, / first a Surgeon, 

and then a Captain of several Ships”，圖 1）。扉頁所列之書名乃仿照當時極為盛行的

旅行文學作家所常採用書名，例如：《曼德威爾遊記》（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1371）、威廉．丹皮爾（William Dampier）的《新世界之旅》（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1697）或托馬斯．赫伯特爵士（Sir Thomas Herbert）的《數年亞非旅行記實》

（Some Years Travaile...into Afrique and the Greater Asia, 1634）。此外，《格理弗遊記》

1726 年版之卷頭插畫（frontispiece）為格理弗船長肖像，下方文字標明「格理弗來

自雷地夫，現年 58 歲」（“Captain Lemuel Gulliver of / Redriff. Ætat, suæ 58”，圖 2）。 

大衛．派柏 （David Piper）在其研究《詩人的形像：英國詩人及其肖像》（The 

                                                 
∗ 本論文題目靈感源自本人於 2008 年春季修習耶魯大學英文系勞森教授（Claude Rawson）研究所

課程「散文諷刺與小說」（Prose Satire and the Nove）關於綏夫特散文作品之上課討論。本文之人

名、書名、地名、信函及文本引文之中譯主要參考單德興教授 2004 年出版之《格理弗遊記》譯

注本，該譯注本未提及之專有名詞則為本人所翻譯。本論文初稿「綏夫特即格理弗？探討《格理

弗遊記》卷頭插畫與前頁所透露作者身分與虛構性之複雜關係」發表於 2008 年 10 月 25 日在國

立宜蘭大學所舉行之「第十六屆全國英美文學學術研討會」，感謝單德興教授與劉紀雯教授在會

中就本人發表提出寶貴建議與評論。另外也特別感謝兩位匿名審查者提供本論文修改之方向建

議，並細心指正原稿諸多疏漏之處，使本文能更臻完善。本論文之標題經考量後採用匿名評審委

員之建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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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of the Poet: British Poets and Their Portraits）中，追溯卷頭插畫為作者肖像之

傳統至西元前五世紀希臘神殿中的詩人雕像。派柏指出，卷頭插畫的作者肖像通常

以大理石座為裝飾，其下附上希臘或拉丁古文題詞，就像「放置在壁龕上的雕刻紀

念半身胸像」（38）。此傳統延續了兩百多年，而在西元十七世紀逐漸成為英國書籍

出版的特色，到十七世紀中期發展成熟，而足以成為有心人士玩弄嘲諷的對象。例

如，威廉．瑪爾修（William Marshall）就曾在為約翰．米爾頓（John Milton）1645

年出版之《詩集》（Poems of Mr. John Milton）所繪製的作者肖像上，添加嘲弄肖像

藝術的希臘文，開了此傳統一個玩笑（Piper 35）。珍寧．芭爾克絲（Janine Barchas）

在《圖像設計、出版文化和十八世紀小說》（Graphic Design, Print Culture,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中提到，由於在書籍前添加作者肖像作為卷頭插畫必然會

提高成本，因此幾乎只有著名作家出版作品集才會附上。而格勒布街（Grubstreet）

到處充斥的僱傭文人所寫之廉價書籍或不知名作家的實驗創作裡，通常看不到此類

肖像，使得此一特色在十八世紀初間接成為區分作家階級的標記（22）。 

珍．威爾雀（Jeanne K. Welcher）在《〈格理弗遊記〉的圖像仿作，1726-1830》

（Visual Imitations of Gulliver’s Travels, 1726-1830）裡提到，綏夫特以格理弗肖像為

《格理弗遊記》卷頭插畫可能受到三種影響：雕版印刷藝術（engraving）、人物肖像

畫（portrait painting）和旅行文學卷頭插畫（frontispiece in travel literature）（xxviii）。

在歐洲中古時期，手稿上之圖案彩飾多以象徵手法表現聖靈、繆思女神或作者的贊

助者（patron）來取代作者本身圖像。在活字印刷術和雕版、木刻技術發明並普及後，

藤蔓花飾（vignette）等卷頭插畫便越來越流行，其內容包含簡單裝飾、作者素描或

文本所描述事件（Welcher xxvi）。到了十八世紀，卷頭插畫的種類、風格、主題越

來越多樣化，也開始採用作者以外的肖像畫，如書中角色人物或當時王公貴族顯貴

的圖像等。此外，關於航海探險或異地旅行的遊記書籍，通常會附上異地奇特動植

物、土著、風景等插畫。 

旅行文學在十六至十八世紀風行英國及歐洲大陸，此文類對綏夫特創作《格理

弗遊記》具有極大影響。綏夫特藏書中就包含理查．哈克魯特（Richard Hakluyt）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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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姆耳．珀切斯（Samuel Purchas）的旅遊概要數冊；1綏夫特藉格理弗之口在《格

理弗遊記》1735 年福克納版前頁（front matter）曾提到丹皮爾的《新世界之旅》，綏

夫特本人就藏有 1698 年第三版（單德興譯注，《格理弗遊記》，頁 5-6，註 2）。2綏

夫特在撰寫《格理弗遊記》的 1721 年至 1725 年間，曾大量閱讀旅行文學相關書籍

（Swift 2005: x）。例如，在 1722 年 7 月 13 日致女性友人凡妮莎（“Vanessa”，即Esther 

Vanhomrigh）的信函中，綏夫特曾說道，他已經「讀過不知道多少有趣的歷史和遊

記書籍」；約一週後在 7 月 22 日寫給查爾斯．福特（Charles Ford）的信函中，綏夫

特進一步評論這些書籍都是「一堆垃圾」（“an abundance of Trash”）（Correspondence 

II 424, 428; Swift 2005: x）。 

威爾雀指出綏夫特藏書中包含荷蘭著名商人探險家約翰．尼奧豪夫（Jan 

Nieuhof）於 1668 年出版的《東印度公司駐華公使見聞錄》（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ae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ae imperatorem [“Embassy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的拉丁文版本（Welcher xxix）；亞瑟．薛爾保（Arthur 

Sherbo）則認為綏夫特很可能讀過邱吉爾兄弟（Anwmsham and John Churchill）1704

年所出版的四冊《航海探險遊記集》（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Sherbo 

115）。《航海探險遊記集》第二冊裡包含尼奧豪夫所撰遊記，其卷頭插畫為作者尼奧

豪夫肖像（圖 3）；第三冊包含菲利普．巴爾狄亞斯（Philip Baldaeus）所撰遊記《馬

拉巴和克羅曼得、錫蘭東印度海岸紀實》（A True and Exact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celebrated East-India coasts of Malabar and Cormandel...Ceylon...），其卷頭插畫亦為作

者肖像（圖 4）（Welcher xxix）。將此兩幅肖像與格理弗肖像相比較可發現許多相似

                                                 
1 其他列於綏夫特藏書目錄的相關旅行文學書籍還包括：法蘭斯瓦．貝尼耶（François Bernier）1699

年出版的《遊記》（Voyages）二冊、1598 年荷譯英版《林蘇荷頓東印度群島遊記》（The Voyage of 
Joh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to the East Indies）、托馬斯．赫伯特爵士 1634 年對開版《數年亞非

旅行記實》（Some Years Travaile...into Afrique and the Greater Asia）、萊納．威佛（Lionel Wafer）
1699 年出版的《美洲海峽新遊記》（New Voyage and Description of the Isthmus of America）、1698
年出版《南美洲遊記與新發現》（Voyages and Discoveries in South America）一冊，以及約瑟夫．

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義大利遊記〉（“Travels Through Italy”）；其中兩本書——貝尼耶的

《遊記》和赫伯特的《亞非洲旅遊記實》——內頁甚至有綏夫特親手寫下的注解（Sherbo 114）。 
2 以下隨文註將簡寫為「單德興，頁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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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如三幅肖像均為半身坐姿面朝同一方向，臉部表情祥和平靜、衣著描繪細緻

具個人特色，以及肖像底下均附文字說明。尤其巴爾狄亞斯肖像與格理弗肖像最神

似：兩者均以橢圓形外框為飾，下方為長方形石刻底座，其上文字說明均採用拉丁

文，並標明肖像人名、出生地和年齡，可以看出綏夫特在《格理弗遊記》中採用格

理弗肖像之決定明顯受到巴爾狄亞斯遊記的影響。 

事實上，綏夫特創作《格理弗遊記》有部分原因乃在於嘲諷攻擊當時所盛行誇

大不實的航海旅行文學。舉例來說，十七世紀名聞遐邇的約翰．史密斯船長（Captain 

John Smith）出版過幾部關於北美大陸新英格蘭地區之遊記，包括 1616 年出版的《新

英格蘭記實》（A 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和 1624 年出版的《維吉尼亞、新英格

蘭和薩默爾群島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雖然這些遊記並未列在綏夫特本人或其雇主兼友人威廉．田波爵士（Sir 

William Temple）生前藏書目錄中，但這並不表示綏夫特未曾讀過這些遊記作品

（Wagner 47）。彼得．韋格納（Peter Wagner）在其書《閱讀圖像文本：從綏夫特到

法國大革命》（Reading Iconotexts: From Swift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指出，史密

斯這兩部遊記與其他遊記書籍僅略有不同，因其卷頭插畫為一巨幅地圖，而地圖左

上角均附上作者史密斯本人之肖像（圖 5 和圖 6）。若與綏夫特所出版之《格理弗遊

記》卷頭插畫相對照，這兩幅肖像與格理弗肖像同樣為半身胸像具橢圓形外框，且

圖中均以文字在外框上或半身胸像下方標明主角姓名、頭銜及年齡，似乎企圖提昇

讀者對作者的信賴（Wagner 50）。 

雖然同樣是將遊記「作者」之肖像置於卷頭插畫，但無論是巴爾狄亞斯或是史

密斯均真有其人，其遊記雖或有誇大不實之處，記載內容多確有其事；然而格理弗

船長卻是綏夫特筆下虛構出來的人物角色，《格理弗遊記》內容也全屬虛構杜撰。儘

管當時旅行文學盛行於書中增添具視覺效果的插畫，在虛構遊記（imaginary voyages）

之卷頭插畫擺上作者肖像卻極為罕見。威爾雀指出，虛構遊記在當時通常「匿名出

版，且很少附上卷頭插畫」，若附上肖像，則幾乎都為真實作者而非故事中虛構之旅

行者角色之畫像（xxxii）。威爾雀引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1516 年出版家喻

戶曉的《烏托邦》（Utopia）為例，說明《烏托邦》也是等到出版近一個世紀後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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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附上卷頭插畫，且該插畫乃真實作者摩爾而非虛構角色拉斐爾．希斯洛蒂（Ralph 

Hythloday）之肖像。另一虛構歷險故事——丹尼爾．狄福（Daniel Defoe）1719 年

的《魯賓遜漂流記》（Robinson Crusoe）——則以複合場景（composite scenes）做為

卷頭插畫，圖中包含主角魯賓遜、小島、船難等代表場景，而非單純主角肖像（圖

7）。事實上，摩爾的《烏托邦》和狄福的《魯賓遜漂流記》均為綏夫特撰寫《格理

弗遊記》時重要參考資料，藉其虛構探險記為藍本架構來仿擬嘲諷當時所盛行誇大

不實的各種航海遊記。這些綏夫特生前可能讀過或接觸過的虛構遊記，無論是第一

人稱或第三人稱敘述，皆從未將真實作者與虛構主角／旅行者身分混為一談

（Welcher xxxii）。3如此看來，綏夫特以虛構主角的肖像為卷頭插畫的作法在此文類

中可謂史無前例的創舉。我們也不難想像當 1726 年的讀者翻開《格理弗遊記》初次

看到卷頭插畫的「作者」肖像時，極可能按照旅行文學插畫慣例傳統，將其當作一

本真實遊記看待，而不小心一腳踏入綏夫特精心策劃的陷阱圈套。 

1726 年初版的《格理弗遊記》中，除了扉頁及卷頭插畫企圖以假亂真，綏夫特

並接著附上〈編者致讀者函〉（“The Publisher to the Reader”）作為本書序言，文末署

名理查．辛普森（Richard Sympson），不過未標明信函書寫日期。「編者」辛普森在

此函一開頭便聲稱為自己為格理弗親戚兼「舊交密友」，略為交代格理弗家世現況，

爾後更加上「我曾聽他說過家族來自牛津郡，為了證實這件事，我在該郡班伯里的

教堂墓地裡察看了幾個格理弗家族的墳墓和紀念碑」（“I have observed in the 

Church-Yard at Banbury, in that County, several Tombs and Monuments of the Gullivers” 

14/11）。4韋格納在《閱讀圖像文本》中論道，若有「缺乏想像力的讀者想要證實這

                                                 
3 威爾雀指出唯一的例外是西拉諾．德．貝熱哈克（Cyrano de Bergerac）於 1650 年出版的《月球

之旅》（Voyage dans le Lune），其中作者貝熱哈克聲稱自己被彈出外太空開始奇幻之旅，諸如此類

詼諧怪誕場景很顯然是幻想之作，而非有意要誤導讀者使其信以為真（Welcher xxxii）。另外值得

一提的是，傳統歸為狄福所創作但實際作者仍受爭議的 1720 年匿名作品《唐肯．坎貝爾先生生

平冒險史》（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r. Duncan Campbell），亦在卷頭插畫附上主

角坎貝爾先生之莊嚴肖像（Barchas 37; 225, n. 56）。此舉似乎顛覆卷頭插畫的肖像傳統，但與《格

理弗遊記》不同的是，《唐肯．坎貝爾》內容並非主角自述而是透過其友人身分記述，因此該卷

頭插畫應歸類為書中人物角色肖像，而非作者肖像。 
4 英文原文引自 Swift 2005: 11，中譯引自單德興譯注，《格理弗遊記》，頁 14；簡略隨文註記為 14/11。

以下引文出處皆依此原則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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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資訊，那麼結果只會令他越發困惑不解，因為他會發現的確曾有一格理弗家族住

在牛津郡班伯里，且其刻有家族姓氏格理弗之墓碑現今仍可見於聖瑪麗教堂墓園」

（Wagner 63）。換句話說，綏夫特的格理弗船長雖為杜撰角色，名為格理弗的家族

在歷史上卻是真實存在的。綏夫特虛實併用的高超諷刺策略由此可見一斑。綏夫特

藉由辛普森之口更進一步強調格理弗說話的可信度：「的確，作者以真實見長，以致

雷地夫的街坊鄰里間都有這樣的說法：有人要肯定一件事時，就說這件事真實得有

如出自格理弗之口」（“[...]indeed the Author was so distinguished for his Veracity, that it 

became a Sort of Proverb among his Neighbours at Redriff, when any one affirmed a 

Thing, to say, it was as true as if Mr Gulliver had spoke it” 14/11）。5辛普森在信函末了

甚至拍胸脯宣誓願意承擔一切因刪改格理弗先生手稿而產生漏誤缺失之責任，並聲

明作者手稿之全文隨時可供任何好奇的讀者調閱查看。 

由於《格理弗遊記》採用如此熟悉常見的遊記書名、栩栩如生的作者肖像、編

者中肯的評語和保證，加上故事開頭格理弗平淡的第一人稱自傳式敘述，據說 1726

年初版後果真曾誤導少數讀者以為其記載乃真人真事，令綏夫特頗為自豪。舉例來

說，約翰．蓋伊（John Gay）在 1726 年 11 月 5 日致綏夫特信函中提到，有一位船

長聲稱「熟識格理弗」（“very well acquainted with Gulliver”），甚至更正出版商的錯

誤，指出格理弗應該是住在瓦平（Wapping），而非雷地夫（Redriff，即Rotherhith）。

蓋伊於同信函中也提及另有一位年長紳士在拿到這本書後，立刻在其地圖上尋找小

人國「厘厘普」（Lilliput）的位置（Swift Correspondence III 180; Swift 2005: xiii）。

綏夫特本人在 1726 年 11 月 27 日6致友人亞歷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信函中

                                                 
5 此處辛普森援引當地俗諺之修辭策略，呼應日後綏夫特出版於 1738 年之未完成著作《文人雅談》

（Complete Collection of Genteel and Ingenious Conversation）。此諷刺作品乃綏夫特窮盡一生心力

蒐集編纂各種常見俗諺片語，將其誇大改寫成上流社會對話錄，藉以嘲弄譏諷當時人們彼此溝通

所用之陳腔濫調實際上是虛情假意、內容空洞而毫無意義。在《格理弗遊記》第四部第十章格理

弗描述安居慧駰國之情形時也提到「自然很容易滿足」及「需要為發明之母」兩諺語（單德興，

頁 419）。 
6 針對此信的日期，哈洛德．威廉斯（Harold Williams）認為《綏夫特書翰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早期版本中「11 月 17 日」的日期是錯的，因為該信函提到綏夫特回覆霍華德

女士（Mrs. Howard）11 月 27 日寄給他的信函，綏夫特乃在同一天寫信給波普。見 Correspondence 
III 189,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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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得意地提到，愛爾蘭都柏林有一位主教沾沾自喜地誇耀自己沒有受騙上當，宣稱

他認為這本書「充滿謊言，就他而言，幾乎一個字也不相信」（“full of improbable lies, 

and for his part, he hardly believed a word of it,” Swift Correspondence III 189; Swift 

2005: xiii）。就如克勞德．勞森（Claude Rawson）所言，事實上該愛爾蘭主教乃是受

誘騙到某一種程度才會以為該書本來就是要設計讓讀者信以為真（Swift 2005: 

xiii）。7綏夫特雖刻意營造氣氛，彷彿《格理弗遊記》真為格理弗船長所寫，然而少

數熟識綏夫特的友人應該很容易從文章修辭風格及年齡線索等，推斷出該遊記乃綏

夫特所寫（格理弗肖像上所標明的 58 歲正好為該書初版時綏夫特之實際年齡），並

為綏夫特的巧思故佈疑陣感到會心一笑。這些例子均指出，綏夫特《格理弗遊記》

初版前頁（front matter）設計的最初目的極可能在誘騙部分輕信的讀者，同時又留

下微細線索供細心的讀者抽絲剝繭、辨明真相。 

更甚者，《格理弗遊記》1726 年同一版本的後刷仍採用相同的肖像（圖 8），只

是格理弗的居住地和年齡移至肖像橢圓外框上（年齡從阿拉伯數字“58”改為古典羅

馬大寫數字“LVIII”），底下提詞則引用羅馬詩人佩修斯（Persius）《諷刺文第二集》

（Satire II）的詩句：「精神正直而負責，心思純淨，心靈充滿高尚與榮譽」（“compositum 

ius fasque animi sanctosque recessus / Mentis, et incoctum generoso pectus honesto” [“A 

spirit composed of right and duty, mind’s recesses / Undefiled, a heart in generous honour 

steeped,” Persius Satire II ll.73-74]），似乎暗示遊記敘事者格理弗品行端正且道德高

尚。由此看來，綏夫特似乎明顯企圖藉由卷頭插畫和扉頁以假亂真來誘導讀者卸下

心防，讓讀者以為該書真為某格理弗船長所寫，並因其端正莊嚴的肖像和羅馬詩人

的正面引文而對此格理弗船長兼遊記作者產生良好第一印象，不會有任何對格理弗

在說謊的質疑，因而輕信上當。 

《格理弗遊記》自 1726 年一出版便風行倫敦，甚至與狄福《魯賓遜漂流記》和

伊萊莎．海伍德（Eliza Haywood）《愛得太過》（Love in Excess, 1720）並列為在「英

                                                 
7 本論文兩位匿名審查者之一就此論點提出質疑，認為「由於該書的內容過於荒誕，不可能有如此

『輕信的讀者』（讀者至遲在看到 Lilliput 居民出現時便知其為虛構之作）」。針對此點，筆者將於

後文「《格理弗遊記》的諷刺策略」一節中進一步詳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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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說之父」撒姆耳．理查生（Samuel Richardson）的《帕梅拉》（Pamela, 1740）

出版前最暢銷之三本英文虛構小說（McBurney 250）。此遊記的暢銷加上其後綏夫特

為此遊記真實作者身份漸漸廣為人知，以致於虛構角色格理弗之相貌和性格反倒過

來影響牽動人們對真實作者綏夫特的印象。舉例來說，畫家法蘭濟斯．賓登（Francis 

Bindon, c.1700-1765）在 1730 年代為綏夫特所繪之肖像畫（圖 9）中，綏夫特不僅面

貌、姿態神似 1726 年初版《格理弗遊記》卷頭插畫之格理弗船長肖像，畫中綏夫特

更手指《格理弗遊記》第四卷手稿，顯示畫家賓登欲強調格理弗與綏夫特之密切關

聯。而觀察皮耶．佛德涅爾（Pierre Fourdrinier, 1720-1760）1734 年所刻綏夫特肖像

（圖 10），其上綏夫特之面貌與 1726 年兩刷版本卷頭插畫之格理弗肖像也有相似之

處。事實上佛德涅爾所刻綏夫特肖像乃為查爾斯．傑瓦思（Charles Jervas, 1675-1739）

1718 年所繪綏夫特油畫肖像（圖 11）之仿作。8由於傑瓦思所繪綏夫特油畫肖像早

於 1726 年初版《格理弗遊記》，按時間先後推斷，格理弗肖像最初設計刻印時也可

能受到傑瓦思綏夫特肖像畫之影響，而之後賓登所繪綏夫特畫像上，我們又可看到

格理弗船長及其遊記的影子。在此所呈現的是真實作者與虛構角色圖像間交叉影響

之複雜關係，這恐怕非綏夫特出版《格理弗遊記》之初所料想得到的。9 

 

二、1735 年福克納版《格理弗遊記》 

 

在《格理弗遊記》1726 年初版印行九年後，喬治．福克納（George Faulkner, 

1699-1775）在 1735 年於愛爾蘭都柏林出版《綏夫特作品集》共四冊（The Works of J. 

                                                 
8 若仔細比對單德興譯注版書中所附圖 1（〈緒論〉，頁（16））與此處所提兩幅肖像，該附圖應為佛

德涅爾仿刻版而非傑瓦思油畫原作。本論文初稿之「圖 11」圖片說明因參考威爾雀書中資料

（Welcher ii, Fig. A）誤寫為 1711 年，感謝單德興教授於研討會中提出質疑，經考證已更正為 1718
年。 

9 芭爾克絲指出，雖然沒有直接證據顯示綏夫特親自指示《格理弗遊記》卷頭插畫之繪製，但 1726
年初版之格理弗肖像上出現畫家約翰．史都爾特（John Sturt, 1658-1730）和刻印家薛爾帕德（R. 
Sheppard）之簽名，而史都爾特曾為綏夫特另一作品《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 1710）之第五

版設計卷頭插畫，間接透露綏夫特生前很可能認識畫家史都爾特，並指示史都爾特為其作品所繪

製插畫的細節。此外，綏夫特雖頻頻抱怨出版商莫特擅自竄改遊記原稿，卻從未批評該版本的卷

頭插畫，似乎也暗示綏夫特默許該插畫之設計（Barchas 225, n.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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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D.D, D.S.P.D. in Four Volumes），其中第三冊為《格理弗遊記》。值得一提的是，雖

然該遊記包含在綏夫特作品集中，然而此福克納版本第三冊的扉頁上卻看不到綏夫

特之名，而僅標明「作者作品集第三冊。包含《世界數個偏遠國家遊記》…賴穆爾．

格理弗……撰……」（“Volume III. / Of the Author’s Works. / Containing, / 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 / by Lemuel Gulliver, / first a Surgeon, / and then 

a Captain of several Ships”，圖 12）。此外，福克納版之卷頭插畫仍為格理弗之肖像，

只是關於其年齡、居住地之文字已不復見，其下引文改為古羅馬諷刺詩人霍瑞斯

（Horace）《頌歌》（Odes）的詩句：「高尚莊嚴地說謊」（“Splendide Mendax. Hor.” 

[“Gloriously False,” Odes III xi. 35]，圖 12）。伊恩．希金斯（Ian Higgins）在為勞森

編輯、牛津出版社印行之 2005 年版《格理弗遊記》所撰寫的註解中，說明霍瑞斯原

文其實具正面意涵，暗示格理弗雖為「大說謊家」（單德興，頁 3，註 2），但其說謊

乃出自於崇高的理念（Swift 2005: 281, n.2）。此外，我們若比較此版第三冊卷頭插畫

格理弗肖像與第一冊卷頭插畫作者綏夫特肖像（圖 13），兩者可謂極其相似：綏夫

特與格理弗皆面朝左方，面部表情、髮型、衣著相仿，同樣具有橢圓外框，且長方

形底座上均附有文字說明，刻印者顯然有意將兩者做緊密連結。 

此 福 克 納 版 前 頁 並 首 度 增 添 了 編 者 福 克 納 所 撰 之 簡 短 〈 啟 事 〉

（“ADVERTISEMENT”）和一封〈格理弗船長致辛普森表兄弟函〉（“A Letter from 

Capt. Gulliver, to His Cousin Sympson”）。格理弗在〈致辛普森表兄弟函〉文末所署日

期為 1727 年 4 月 2 日。關於此日期，單德興於其《格理弗遊記》譯注版〈緒論〉中

提到：「在 1727 年修訂版問世之前，書商[莫特]還印行了兩次未經修訂的版本。這說

明了為什麼書前的〈格理弗船長致辛普森表兄弟函〉……誌於 1727 年 4 月 2 日，因

為該函是為[1727 年]修訂版所寫」（頁 55）。他於該函一處註解又提到：「此信末所署

的日期是 1727 年 4 月 2 日（莫特的第二版於 5 月 4 日出版 [RD 273]），卻附加於 1735

年的福克納版，很可能是特地為了該版[1727 年 5 月 4 日版]所撰寫」（頁 5，註 1）。

此一日期（1727 年 4 月 2 日）也同時呼應格理弗於此信函中所提到書寫當下距離初

版之時間：「我有理由期盼，至少在此蕞茸小島，可以見到所有的弊端陋習完全終結。

然而，放眼望去，我警示至今已經超過六個月，卻不見我的書能像原先意圖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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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任何些微影響……而且，必須承認，如果犽猢具有絲毫朝向美德或智慧的性質，

七個月的時間足以改正各種易犯的罪惡和愚行。然而，至今遲遲未見你在任何書信

中回應我的期盼」（單德興，頁 8；粗體為筆者所加）。關於格理弗所言「超過六個

月」一詞，單德興於另一註解所引用不同學者論點則推翻先前說法：「原書初版於

1726 年 10 月 28 日，故應為五個月（ABG 343）。10此信若真寫於 1727 年 4 月，似

乎不可能犯此錯誤，故可能是為 1735 年福克納版所撰，但把日期提前，有意混淆。」

（頁 8，註 16）。 

筆者認為此信函應是為 1735 年福克納版所撰寫，但為加強諷刺效果故意將其日

期前移，捏造出「1727 年 4 月 2 日」之日期。希金斯在為《格理弗遊記》所撰寫的

註解中，提到 4 月 2 日「為四月愚人節隔天，或許暗指此遊記乃一場騙局。綏夫特

創作生涯中設計了許多絕妙的愚人節騙局。這對他可是一重要日期」（Swift 2005: 284, 

n.7）。換句話說，綏夫特很可能以 4 月 1 日為傳統西洋愚人節來藉機開讀者玩笑，

嘲弄諷刺那些光看表面字義的讀者就如同愚人一樣，被耍弄而不自知。至於究竟時

間應是「五個月」、「六個月」、或是「七個月」，筆者則認為不須過於拘泥於字面上

的意思。綏夫特這位超凡的諷刺作家著重在作品的整體架構、主旨、欲營造之氛圍

與企圖達成之效果，而對於瑣碎的細節反而不是那麼在意，因而會出現這種文句前

後不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形；這可能只是綏夫特無心之過，未必是他有心故佈

疑陣。因此，出版商莫特擅自刪改更動及修正《格理弗遊記》手稿，除了一方面害

怕「因文賈禍」（借用單德興用詞）受政治迫害而刪去敏感字句段落，另一方面也是

履行編者／出版商義務修正作者原稿中可能多處文法錯誤之字句或日期前後矛盾等

細節。舉例來說，綏夫特透過格理弗在寫給辛普森之信函中抱怨道：「我同樣發現，

你的編輯很粗心大意，以致混淆了時代，錯亂了我幾次出航和返回的日期，也未能

正確判斷真實的年月日」（單德興，頁 9）。如同單德興所言，這裡其實是綏夫特本

人的「推託之詞，因為全書的一些日期早已錯亂，其實 1726 年和 1735 年的編者還

作了若干修定，使其不致過於矛盾」（單德興，頁 9，註 20）。 

                                                 
10 “ABG 為單德興引用以下《格理弗遊記》版本之縮寫：A. B. Gough ed., Gulliver’s Travels (Oxford: 

Clarendon,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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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735 年福克納版本所增添之〈格理弗船長致辛普森表兄弟函〉內容也相

當引人爭議。1726 年的讀者在初次翻開《格理弗遊記》從第一部第一章開始閱讀時，

很可能以為自己只是在閱讀另一本類似狄福《魯賓遜漂流記》或其他遊記探險，因

這類書籍常以作者平凡無奇的自述起頭。然而 1735 年的讀者在進入《格理弗遊記》

正文之前，首先接觸的除了卷頭插畫、扉頁與編者啟事外，接著就是「旅人／作者」

格理弗寫給辛普森的信函，信中除了重複提到令初次閱讀讀者困惑不解的詞彙如犽

猢（Yahoos）或慧駰族（Houyhnhnms）外，更透露出格理弗接近瘋狂或神經質的憤

世嫉俗態度，此信函之語氣與格理弗在遊記正文第四部結尾之語氣不謀而合。舉例

來說，格理弗在寫給辛普森的信函中提到，「我再怎麼讚賞任何與我們構造相同的動

物，也不會超過對我的主人慧駰的盛讚」（“…as it was not my Inclination, so was it not 

decent to praise any Animal of our Composition before my Master Houyhnhnm” 7/6），呼

應格理弗在遊記第四部第十章所提到：「我向主人謙謝提供僕人協助造船……我告訴

他，我會努力維持殘生，倘若有朝一日回到英格蘭，會大力歌頌傑出的慧駰，推薦

他們的美德供人類仿效」（“after presenting him with my humble Thanks for the Offer of 

his Servants Assistance in making a Vessel, …if ever I returned to England, was not 

without Hopes of being useful to my own Species, by celebrating the Praises of the 

renowned Houyhnhnms, and proposing their Virtues to the Imitation of Mankind” 

262/424）。格理弗致辛普森書信末了結語說道：「在此氣憤之際，我還有其他怨言，

但勉為隱忍，煩擾你我雙方。我得坦承，自從上次歸來，由於不得不和你們一些族

類（尤其我的家人）交談，以致我身上的犽猢劣根性已有些復萌，否則絕不會嘗試

如此荒謬的計畫，企圖在這個國家改善犽猢族。不過，我如今已完全放棄所有這類

的虛妄計畫」（單德興，頁 11）。如此憤世嫉俗、高人一等的姿態，外加帶著敵意、

自我放棄和絕望的語氣，儼然是全書結尾語氣的延伸，儘管兩者寫作時間可能相距

十年之遙：「我在這主題上著墨甚多，是因為我想要以各種方式使一個英國犽猢的社

會不至難以忍受；所以我在此懇求沾染到這種荒謬惡行的人，千萬不要出現在我眼

前」（“I dwell the longer upon this Subject from the Desire I have to make the Society of 

an English Yahoo by any Means not insupportable; and therefore I here intreat those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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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ny Tincture of this absurd Vice, that they will not presume to appear in my Sight” 

277/449）。 

此外，信函中格理弗不滿其創作被人任意刪改的抱怨，更與真實作者綏夫特在

書信中對其作品被竄改的怨言有雷同之處。例如，格理弗在致辛普森的信函中向其

抱怨道：「我並不記得曾經授權你同意任意刪減，更別提增添了。因此，就增添的部

份，我在此鄭重全盤否認，尤其有關先女王安妮陛下那段最虔敬與榮耀的回

憶……」；「同樣的，在有關發明家科學院以及我主人慧駰幾段談話的記載，你不是

省略了某些重大的事實，就是修飾或更動得連我都幾乎認不出自己的作品」（單德

興，頁 5-7）。綏夫特本人在 1726 年 11 月 27 日致波普函末了提到：「如果我是格理

弗友人，我會要我所有親朋好友到處宣揚他的書如何被出版商卑劣地亂砍、摧殘及

胡亂增添塗改」（“that if I were Gulliver’s friend, I would desire all my acquaintance to 

give out that his copy was basely mangled, and abused, and added to, and blotted out by 

the printer,” Correspondence III 190; Swift 2005: xx）。同樣地，七年後正值與福克納接

洽出版作品集四冊（其中包含《格理弗遊記》為第三冊）時，綏夫特於 1733 年 10

月 9 日致友人查爾斯．福特（Charles Ford）信函中，仍不忘抱怨莫特先前對其手稿

的「摧殘」： 

 

你可能仍記得我先前如何抱怨莫特找朋友不僅刪除他自以為會冒犯當道

之處，也擅自增添一大堆垃圾，完全違反作者文筆風格和意圖。我想你那

裡還存有一本修改過的格理弗[遊記]，摧殘糟蹋之書頁已補正還原……我

無法忍受那出自莫特之手被摻雜、推殘的書。 

 

Now, you may please to remember how much I complained of Motts suffering 

some friend of his […] not onely to blot out some things that he thought might 

give offence, but to insert a good deal of trash contrary to the Author’s manner 

and Style, and Intention. I think you had a Gulliver interleaved and set right in 

those mangled and murdered Pages. […] I cannot with patience endur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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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ld and mangled manner, as it came from Mottes hands. 

（Swift Correspondence IV 197-98） 

 

除了在作品裡故佈疑陣以假亂真，現實生活中綏夫特和其友人通信也曾半開玩笑地

挪用跟《格理弗遊記》相關的暱稱或暗語。例如綏夫特在 1726 年 11 月 28 日致霍華

德女士（Mrs Howard）函中署名「賴謬爾．格理弗」，而霍華德女士早先在 1726 年

11 月 17 日致綏夫特函中即曾署名“Sieve Yahoo”（乃小人國人民對宮廷仕女的稱呼）

（Correspondence III 191, 186; Swift 2005: xx）。此外，綏夫特在 1726 年 11 月 27 日

致波普函中還故意寫道：「霍華德女士來函用詞神秘難解，若非收到一本名為格理弗

遊記的書，我可一個字都不懂」（“a Letter of Mrs Howard’s, writ in such mystical terms, 

that I should never have found out the meaning, if a Book had not been sent me called 

Gulliver’s Travels,” Correspondence III 189; Swift 2005: xx）。綏夫特也曾利用「理查．

辛普森」之名與莫特通信討論《格理弗遊記》出版事宜，如綏夫特 1726 年 8 月 8 日、

13 日，及 1727 年 4 月 27 日致莫特之信函（Correspondence III 152-54, 206; Swift 2005: 

xx），而莫特 1726 年 8 月 11 日回函致「辛普森」時顯然仍不知對方為綏夫特

（Correspondence III 154; Swift 2005: xx）。如波普 1726 年 11 月 16 日致綏夫特函所

描述，出版商莫特「不知從何處何人接到這本書稿，而是由一輛出租馬車趁著黑夜

放在他家門口」（Correspondence III 181；譯文引自單德興，〈緒論〉，頁 53）。 

這些例子顯示，綏夫特與格理弗之關係遠超過傳統上作者與角色面具的關係。

對作者綏夫特而言，格理弗絕對不只是他筆下可任意刻畫雕塑的傀儡而已，而更是

綏夫特在現實生活中可以實際扮演的虛擬角色，不論是在與書商接洽時掩飾其真實

身份，或者在與知情友人故作神秘中自娛娛人得到樂趣。 

 

三、《格理弗遊記》的諷刺策略 

 

《格理弗遊記》仿效旅行文學傳統採用第一人稱自述寫成，若將第一人稱的自

傳或日記歸類為對客觀歷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之主觀描述，而把小說歸類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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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另一端的虛構故事（fictitious stories），那麼散文諷刺文類可說是遊走在真實

（authenticity/actuality）與虛構（fictionality）之間。諷刺作家一方面模仿自傳或真

實遊記的敘事風格或文體架構，刻意營造某種情境氣氛，使讀者以為自己正在閱讀

真實發生的事件；另一方面，其內容卻又如小說般純屬虛構杜撰。 

就如同李奧．古赫梅特（Leo Guilhamet）在《諷刺文類與文類轉化》（Sati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re, 1987）中所描述，諷刺文類乃是文類的變形者，就像寄

生者（parasite）寄生在宿主身上，吸納並模仿宿主文類（host genre）的文體形式、

語言、風格特色，但將原宿主文類的應有內容加以轉化、變相，以達到諷刺攻擊的

目的。因此綏夫特一方面模仿旅行文學的敘事風格、文體架構，甚至扉頁及卷頭插

畫圖像，精心設計使讀者以為自己正在閱讀真實發生的事件；另一方面又將其內容

轉化、變相為小說般純屬虛構杜撰，並帶有諷刺文類慣有的嘲諷挖苦味道。綏夫特

之寫作策略一再以反諷手法（irony）強調遊記的真實性（veracity），顯示古希臘諷

刺作家呂修安（Lucian）的《真實歷史》（True History）對綏夫特撰寫《格理弗遊記》

之影響，事實上《真實歷史》的確為綏夫特靈感來源之一（Swift 2005: 286, n.11）。 

《格理弗遊記》並非第一本採用這種以假亂真策略來誘拐欺騙讀者的諷刺作

品。早在 1702 年狄福出版《處理異議者最短捷徑》（The Shortest-Way with the 

Dissenters）時，其殲滅所有異議者的仿擬提議（mock proposal）被許多人當真，因

而引起人心騷動，作者狄福本人也因此被套上頸手枷示眾受辱。另外，綏夫特在 1708

年就曾寫過諷刺模仿占星家約翰．派特瑞居（John Patridge, 1644-1714）的文章，不

僅大膽預測派特瑞居的死亡，更在當天宣佈其死訊，許多人都信以為真；在 1722 年

綏夫特也出版一位已故罪犯的「遺言」（The Last Speech and Dying Words of Ebenezor 

Elliston），暗示死者把所有其犯罪同黨的姓名和地址都留下來，因此據稱降低了街頭

搶案件數（Swift 2005: xiv）。最為愛爾蘭人稱道的是綏夫特為「伍德半便士硬幣」

（Wood’s Half-Pence）議題所撰寫出版於 1724-1725 年間的《布商書簡》（Drapier’s 

Letters），綏夫特化名布商“M. B. Drapier”，為杯葛英國政府企圖改變愛爾蘭貨幣制

度影響民生的計畫，隨著情勢發展連寫了七篇書信體文章，最後成功迫使惠格黨

（Whig party）執政的英國政府放棄計畫，此成就為綏夫特贏得了「愛爾蘭的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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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bernian Patriot）的美名（參見單德興，〈緒論〉，頁 27-28）。如此看來，勞森稱

綏夫特為「絕頂超高的說謊者」（“a consummate hoaxer”）並不為過。 

如勞森所言，即使是初次閱讀《格理弗遊記》的讀者，一旦真正進入格理弗大

小人國、飛行島、會說話的馬的世界，也應該會逐漸了解自己並非在閱讀真實的故

事，否則整部作品的諷刺意圖就可說是失敗了。像先前提到信以為真的船長、年長

紳士、愛爾蘭主教之殊例，乃是強有力證明諷刺家具有本領愚弄那些自以為什麼都

知道的人。但另一方面，若所有人都信以為真，卻又會失去整本書的宗旨目的（Swift 

2005: xiv）。換句話說，真正高明的諷刺作家所創作出來的虛構內容，旨在矇騙部分

漫不經心、毫無思考判斷能力的讀者；然而對於認真批判思辨、警覺心高的讀者來

說，看穿、拆穿諷刺作者所刻意營造為真實情境的一切假象，乃是閱讀諷刺作品之

一大樂趣。 

諷刺理論家梅納德．瑪克（Maynard Mack）在其重要論文〈諷刺文類的繆思〉

（“The Muse of Satire,” 1951）中，首度提出諷刺文類中敘事者——即他所稱的「繆

思」——應該與真實作者做區別的概念。根據瑪克的理論，古典諷刺文類修辭仰賴

三項要素使其對聽眾／讀者具有說服力：強有力的論證、訴諸聽眾的「興趣和情感」

（interest and emotion），以及提升聽眾對說話者個性（希臘原文為 ethos，即英文的

character）的評價而建立威信（195）。瑪克深入分析十八世紀諷刺詩人波普（Alexander 

Pope）的諷刺詩（formal verse satire），並指出波普常用的三種諷刺「角色面具」（拉

丁原文為 persona，即英文的 mask），也就是讀者在閱讀文本所聽到的說話者的聲音：

「好人／好公民」（拉丁原文為 vir bonus，英文直譯為“a good man”）、「天真無知者」

（拉丁原文為 naïf 或 ingénue），以及英雄（the hero）（195）。vir bonus 為有話直說、

誠實可靠的說話者，具有高度道德標準和判斷力，向讀者呈現出自己溫文爾雅、睿

智、忠貞不渝、獨立的一面。naïf 或 ingénue 為心思單純、理解力有限的說話者，透

過其表面上看起來天真無知的話語來挑戰長久襲用的社會習俗，使讀者能「看穿胭

脂底下所隱藏掩飾的爛瘡潰瘍」（“see the ulcer where we were accustomed to see the 

rouge” 200）。而以英雄作為諷刺說話者則強調其「公眾捍衛者」的角色，來率領讀

者毫不懈怠地向全世界的邪惡宣戰。 



蘇靖棻│綏夫特即格里弗？105 
 

羅納德．保羅森（Ronald Paulson）在《諷刺文類的虛構要素》（Fictions of Satire, 

1967）第一章「修辭與再現」（“Rhetoric and Representation”）中，探討古典拉丁文

學諷刺詩人霍瑞斯和朱文諾（Juvenal）作品中所呈現「愚人」（the fool）和「壞蛋」

（the knave）兩種角色的關係。保羅森指出諷刺文類中的虛構要素主要包含於「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愚人—壞蛋、贊助者—仰賴他人者（the dependent）、丈夫—妻

子、父母—兒女，以及朋友和朋友之間的關係（20）。對霍瑞斯來說，愚人常常「無

法看見自己所應採取最佳行動為何，並誤以為虛假的是真實善意的」，而壞蛋則經常

侵犯介入其他角色的生活（21）。愚人有時可以單獨出現在諷刺文類中，但是壞蛋則

一定要有愚人作為其受害者一起出現。換句話說，壞蛋總是至少有一個愚人、天真

無知者，或傻瓜作為其欺凌詐騙的對象；而一旦他的惡行產生反效果（backfire）或

者受到懲罰，那麼他就不再是壞蛋而轉變成另一個愚人。霍瑞斯的諷刺作品主要把

焦點放在愚人的愚行蠢事上，而朱文諾則強調壞蛋的邪惡破壞力量。對朱文諾來說，

原本羅馬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是理想而合諧的，因為每一個人都展現「相

互尊重、責任和義務感」（“reciprocal respect, duty, and responsibility”），但是此理想

規範既已喪失，朱文諾就藉著描寫愚人和壞蛋間的關係來反映社會理想與腐化之間

的落差，進而憤慨地攻擊羅馬社會墮落敗壞與世風日下（25）。 

保羅森也提出「諷刺者被嘲諷」（satirist-satirized）的概念。保羅森認為「諷刺

者主要是為求達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僅僅是用以批判諷刺標的（satiric object）的

準則」（Paulson 76）。然而，諷刺者身為有血有肉的人，其雖然關注諷刺標的的可憎

之處，事實上也同樣關注自己獨特傾向癖好，這些癖好有時是負面的，例如對自己

過度敏感的情緒失控便是其一。保羅森進一步指出兩種途徑來解決諷刺者—角色面

具「誘惑力與怪癖」（seductiveness and peculiarities）雙面性問題：其一是藉著傳統

諷刺辯白（satiric apologia）來建立其誠實可靠的人格（ethos），其二是透過「諷刺

者被嘲諷」之虛構要素來抑制諷刺者的「言外之意和曖昧不明」（“overtones and 

ambiguity”），作者藉由憤世嫉俗者（misanthrope）的言語將諷刺者這些負面特質吸

納包容，在嘲笑諷刺標的同時也嘲笑此諷刺者—憤世嫉俗者（76）。 

傳統上諷刺文類中便存在著一種三角關係：諷刺作家、諷刺標的（亦即受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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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以及觀眾／讀者。諷刺作家的任務在說服並拉攏讀者接受其觀點及立場，一

同抨擊諷刺家所欲嘲諷攻擊的對象；然而倘若讀者是站在被攻擊對象的陣營中，則

會受到冒犯而對諷刺作家產生敵意。這也解釋了為何不同讀者閱讀同一部諷刺作品

往往會產生兩極的反應：有人厲聲批評諷刺作家品味低俗擅自進行人身攻擊，也有

人欣賞讚嘆其高超修辭寫作技巧、創意及幽默感。在此三角關係中，「諷刺者被嘲諷」

的策略可以偏向諷刺家這一邊或是諷刺標的那一邊。羅伯特．艾略特（Robert C. 

Elliot）在《諷刺文類的力量：魔術、儀式和藝術》（Power of Satire: Magic, Ritual, Art, 

1960）中指出，傳說遠古時代的諷刺家曾具有魔幻力量，可透過開口咒罵致敵人於

死地，這種原始野蠻之口頭傳統日後逐漸發展成文學上的諷刺文類，其雖已不具神

奇魔力，卻仍保有遠古咒詛的痕跡。保羅森的論點主要從艾略特的理論上發展，主

張藉由「諷刺者被嘲諷」此一虛構策略，可轉移諷刺作品的焦點，不再只是攻擊諷

刺標的，而也可利用諷刺者做為工具來「分析探討好人（或悲劇英雄）如何因無法

克制自身良好特質或濫情而誤入歧途」（Paulson 79）。 

綏夫特的《格理弗遊記》可說是結合了傳統上古典諷刺詩的「角色面具」和曼

尼帕斯式諷刺傳統的「奇幻之旅」（fantastic journey in Menippean satire）。11筆者認為

綏夫特在《格理弗遊記》1726 年初版中所附的格理弗船長肖像畫乃是為了加強讀者

對格理弗良好的第一印象，使其從一開始打開書本看到敘事者格理弗的畫像就感受

到他是一位品格端正的「好人」，畫像加上第一章第一人稱自述顯示，格理弗受過劍

橋大學的高等教育、行醫多年、先後擔任船醫及船長，為社會身分地位中上的紳士，

已結婚生子成家立業並繼承父親家產地業（儘管從字裡行間讀者仍可感受到格理弗

不安於室，對安逸穩定的現狀不滿足、頻頻欲出海探索未知世界的好奇心與渴望）。

12 如前述瑪克和保羅森的理論所指出，傳統（古羅馬拉丁文學）諷刺文類往往會將

                                                 
11 呂修安為綏夫特極其欣賞、模仿的諷刺家（綏夫特生前藏書目錄中包含呂修安作品），而呂修安

正是曼尼帕斯諷刺文類傳統（Menippean satiric tradition）的創始者曼尼帕斯（Mennipus）之弟子，

因此曼尼帕斯式諷刺文類另有別名為呂修安式諷刺文類（Lucianic satire），詳見 Wang 23 和

Weinbrot 63。 
12 格理弗的這些性格特點與浪漫主義時期作家瑪麗．雪萊（Mary Shelley）1818 年出版的科幻小說

《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書中人物羅伯．華頓船長（Captain Robert 
Walton）有極多相似處。此外，雪萊利用層層書信往來為敘事外包框架，似乎也可能從綏夫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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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的說話者塑造為正直可靠的好公民／好人，使其對社會邪惡墮落敗壞一面的

描述、批評與嘲諷對讀者具有說服力。另一方面，綏夫特也在遊記前半部塑造格理

弗為「天真無知者」，可由其姓氏“Gulliver”之諧音“gullible”（「易受騙上當者」）略窺

端倪（Swift 2005: 283, n.7；單德興，頁 13，註 2）。再者，綏夫特筆下的格理弗又是

一典型普通英國公民之代表，其出生地設定在諾丁漢郡，位於英格蘭中北部（大約

居英國中心，既非愛爾蘭也非蘇格蘭或威爾斯，使其不帶任何特殊民族文化色彩），

其社會階級為中產階級（非王公貴族也非貧民鄙夫），已成家立業結婚生子（符合社

會期待），全盤接受當代英國社會文化習俗，這一切在在顯示其「居中」之位置。因

此我們也可說，對綏夫特而言，格理弗乃全人類之代表（everybody），雖心地善良、

具高尚愛國情操且樂於助人，在作品中一開始扮演正直的諷刺家角色，卻又漸漸暴

露出驕傲自誇、膽小怯懦、欺小怕惡、阿諛奉承諸多缺點，就如同保羅森所描述「被

嘲諷的諷刺家」，一舉一動皆透露出其性格之缺陷弱點，而成為被嘲諷對象。 

綏夫特在〈格理弗船長致辛普森表兄弟函〉以及遊記正文（特別是第四部末了）

多次用到「道德敗壞」、「邪惡」、「腐化」、「愚行」、「美德」、「除弊」、「革新」等等

諷刺文類修辭上常用字眼，彷彿說話者格理弗是站在諷刺作家的角色位置上，因為

自己嘔心泣血創作得不到預期效果——使世人皆棄惡向善——而失望、抱怨。如勞

森所言，像這樣描述理想與現實情形落差甚遠的方式，可謂傳統諷刺文類的慣用手

法（Swift 2005: xxi）。而格理弗滔滔不絕羅列人類——尤其是英國社會——腐敗墮落

世風日下的各種惡行惡狀，例如：「因此，我們之中許多人必然被迫以各種方式謀生：

乞討、搶劫、偷竊、欺騙、拉皮條、作偽證、諂媚、教唆、偽造、賭博、說謊、奉

承、威嚇、投票、繕寫、觀星、下毒、賣淫、偽善、誣衊、妄想，諸如此類的行當」

（單德興，頁 383）；格理弗描述在慧駰國安居不需懼怕在英國會碰到的各種邪惡犯

罪，則更為經典——「這裡沒有醫生來破壞我的身體，沒有律師來損毀我的財產。

沒有密告的人……沒有嘲諷的、指責的、背後中傷的……沒有……沒有……」（單德

興，頁 419-20）；或是慧駰國的種種高尚美德——「他們的審慎、團結、無畏、愛國」、

                                                                                                                          
《格理弗遊記》中得到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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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我們有關榮譽、正義、真理、節制、公益、堅忍、貞節、友誼、仁慈、忠實

的首要原則」（單德興，頁 444-45）等等，均是沿用諷刺作家常用的「諷刺列表」（satirical 

catalogue），即將一大長串形式相同或相似的字詞平行並列在一起，如連珠炮般列出

令讀者喘不過氣；其目的不在於把所有可能項目完整羅列出來，而在於強調對此嘲

諷對象的描述可無限延伸下去。 

綏夫特時而將格理弗當成傀儡操控於掌上，令其以平實口吻娓娓道出生平小傳

以搏取讀者之信任與認同（例如第一部開頭之格理弗自述），時而跳進格理弗角色與

之融合為一，透過其發聲表達對社會黑暗面的不滿並大聲撻伐（例如〈致辛普森信

函〉和遊記正文第四部結尾，在此讀者彷彿聽到、看到綏夫特本人親自開口說話抱

怨），時而站到一旁冷眼觀看格理弗身為人類典型代表的種種人性弱點，像自以為

是、驕傲自誇、膽小怕事、盲從狂熱、報復心結、欺善怕惡、阿諛奉承等等（例如

在第一、二部中格理弗與小人、大人的互動）。這些都顯示出綏夫特對各種諷刺策略

運用自如，而《格理弗遊記》之複雜內涵，以及綏夫特與其所塑造出之角色格理弗

之間的關係絕非三言兩語可道盡。綏夫特與格理弗之關係並非穩定的靜態關係，乃

是不穩定的動態關係，一變再變「攪擾」讀者，令讀者困惑不安、摸不清頭緒。 

 

四、結語 

 

的確，藉由創作並出版《格理弗遊記》，綏夫特的用意並不只是單純地「娛樂」

大眾甚或寓教於樂，而更是企圖「攪擾」讀者。綏夫特在 1726 年初版即附上的〈編

者致讀者函〉中，藉由虛構角色辛普森之口提到出版該遊記之目的，乃在於提供「更

好的娛樂」給「年輕貴族」：「在作者允許下，我把文稿送請幾位德高望重的人士過

目，並且遵照他們的忠告，大膽公諸於世，盼望至少能暫時為我們的年輕貴族提供

比政治和黨派的尋常雜文更好的娛樂。」（單德興，頁 14-15）。然而綏夫特本人於該

書初版前一年 1725 年 9 月 25 日致波普的信函中就曾提到：「我殫精竭慮的主要目的

是攪擾世界，而不是娛樂世界。」（引自單德興，〈緒論〉，頁 14）。無獨有偶，格理

弗在寫給辛普森信函接近結尾處表示：「我之所以寫作，是為了求得他們的改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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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他們的讚賞」（單德興，頁 11；粗體為筆者所加）。而在遊記正文最後一章格理

弗一開頭便說道：「因此，文雅的讀者，我已經向你述說了自己十六年七個多月旅行

的忠實歷史，力求真實，不重文飾。我本來也許可以像其他人一樣，用奇怪詭異的

故事譁眾取寵，卻寧願選擇用最簡單的方式和風格來敘述平白的事實，因為我的主

要目的是告知，而不是娛樂」（單德興，頁 440；粗體為筆者所加）。從〈格理弗船

長致辛普森表兄弟函〉我們可以看到，主角格理弗似乎與諷刺作家綏夫特同樣憂心

英國社會的道德腐敗、墮落及種種社會亂象，聲稱出版此遊記的目的乃在改革社會、

教化人心。甚至在用字遣詞上，格理弗與綏夫特都「巧合地」提到出版此書之目的

不在「娛樂」（entertain），而是在「攪擾」（vex）或「告知」（inform）。如勞森所言，

「不論兩處寫作時間先後順序為何，很難不將二者看成只是同一句話兩種些微不同

版本罷了」（“Whichever words were written first, it is hard to think of them as other than 

variations on one another,” Swift 2005: xxii）。換句話說，此處說話的格理弗儼然與綏

夫特結合為一，為綏夫特代言，令讀者在閱讀此書時彷彿見到真實作者出現在自己

眼前。 

從 1726 年《格理弗遊記》初版所附的卷頭插畫格理弗肖像、扉頁和〈編者（辛

普森）致讀者函〉，到九年後（1735 年）收納於綏夫特作品集的福克納版，綏夫特

不但不改故弄玄虛前風，反而變本加厲在前頁增添〈格理弗船長致辛普森表兄弟

函〉；而主角格理弗肖像題詞更從一開始仿真實自傳或遊記的主角頭銜、身家背景

等，到佩修斯的詩文「精神正直而負責，心思純淨，心靈充滿高尚與榮譽」，最後再

到霍瑞斯的「高尚莊嚴地說謊」。這些圖像文本策略顛覆了讀者所習以為常、視為理

所當然並全盤接受的卷頭插畫、作者肖像、前頁、自傳與旅行文學……等傳統，並

透露出作者綏夫特先行拐騙讀者，製造敘事者即真實作者／旅人且為「好公民」之

假象，進而一步一步故意露出馬腳，以「諷刺者被嘲諷」策略使讀者懷疑敘事者的

人格、道德與可靠性，至終因作者與敘事者動態不穩定的關係而達到「攪擾」讀者

的企圖，迫使其脫離安全穩定的範圍，而能認真檢視並省思綏夫特諷刺作品中所欲

傳達的隱含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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