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孔乙己遇上 Milgram 

我上到孔乙己這一課時，我問學生：「如果你也是坐在咸亨酒店裡的一位客人，當你看到孔乙

己被掌櫃取笑時，你會有何反應？選項 1 是：一起跟著笑（不管大聲或小聲）；選項 2 是；默不

作聲；選項 3 是說出一些主持正義的話語。」 

大部分的同學都很肯定的回答他們不會選擇一起笑，就算沒有主持正義的勇氣，起碼也只是沈

默不語的一群人。 

隨著學生這個反應而來的疑問是：既然大多數的人心都是不忍取笑孔乙己的，那麼咸亨酒店裡

的那「一群人」，發生了什麼事？難道是他們的心性特別邪惡嗎？還是有其他的原因才會導致

──孔乙己不斷遭受到類似「關係型霸凌」的難堪對待？我將這個問題拋給學生，請他們思考

討論。 

接著，我向學生介紹 Milgram 著名的心理實驗──電擊實驗，這個實驗的結果當年震驚了心裡學

者，此時也讓學生相當不能置信，他們瞪大了眼睛，屏氣凝神地去注意到原來一群來自各行各

業的受試著，他們在實驗主持人的權威驅使之下，竟然忍心按下一個比一個還高電壓的按鈕，

對扮演答錯題目的受害者施以電擊，並且聽到一次又一次的慘叫聲，一直到最後一個電壓高達 4

50 伏特的按鈕。儘管，電擊與慘叫聲都是偽裝的設計以取信受試者，但實驗過程之中，卻也顯

見了人性的弱點：人性的善良，很可能在某種權威的驅使之下，會出現扭曲的錯誤選擇，只要

他不必直接為所造成的傷害負責。 

透過這個實驗，學生開始有更多的省思，於是我們接著討論，咸亨酒店裡孔乙己所面對的人際

問題：那一群人為什麼會加入取笑孔乙己的行列？他們是否也受到某種權威的驅使暗示？或許

權威並不一定是具體的人，也可能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也可能是科舉考試的制度，當整個社

會將權力、地位都歸與科舉考試的得勝者，那麼一個在這個制度中徹底的失敗者──孔乙己，

自然也就不值得眾人的尊重，因此取笑他會造成他的傷害，也不是這些人所需要負責的了。 

（關於這項實驗的細節，可以參看 youtube 上 discovery所製作的專輯，也可以參看「電醒世界的

人」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