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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論文摘要

新刻的石像—王文興與同世代現代主

義作家及作品研究

洪珊慧，中央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康來新

台灣戰後的現代主義文學風潮在1960年

代興起，其成就在台灣文學發展歷程上佔有

相當重要的位置，王文興是這一波現代主義

文學風潮中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本論文以

「世代」的概念，將王文興與同世代現代主

義作家，如白先勇、歐陽子、陳若曦、郭松

棻、王禎和等人的作品，作一對話參照，突

顯他們在台灣現代小說發展里程中的創新與

時代意義。

研究者探討台灣現代主義文學中「家

與個人」的關係，在這個層面上現代主義作

家企圖表現人性的複雜與多面性，挑戰傳統

既定的社會道德與倫理秩序。在「現代與傳

統」的關係上，研究者認為現代主義作家除

了學習西方現代文學的精華與技巧之外，亦

有深厚中國古典文學與藝術文化的根底。關

於現代小說語言文字的思索與策略，現代主

義作家反思現行的小說語言，並進行小說語

言的精煉與再創造。他們嘗試跳脫一般語言

文字的表現模式，不斷創新突破以達最佳藝

術效果。在現代主義與鄉土的關係上，他們

對離散、城市與台灣的在地觀察，也為台灣

文學留下深刻的印記。

王文興與同世代現代主義作家們，試圖

在1960年代由官方長期掌控的封閉文學環境

中，走出一條新的創作道路。他們將中文敘

事語言的藝術推向新的境界，突破現有白話

文的框架，創造出屬於他們那個世代特殊的

小說美學。

閩台唸歌研究

吳姝嬙，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金榮華

本論文運用豐富的文獻和研究成果為基

礎，並透過長時間的田野調查，深入探究說

唱藝術「唸歌」的發展脈絡、文學內涵、社

會功能、表演型態、說唱者經歷及唸歌當前

的現況，對唸歌進行總體的研究和探討。

唸歌於清道光年間就已存在，盛行於閩

南及台灣一帶。二百多年來，唸歌深入民眾

的生活，不僅是人們重要的生活娛樂，同時

更發揮勸善教化、新聞傳播、政治宣導、宗

教宣揚、歷史傳述等種種社會功能。它的題

材豐富，有民間故事、新聞、歷史、宗教、

政治、禮俗、敘情等各類題材，傳統與現代

並蓄，蘊含豐富的文化內涵。其表演型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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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變遷不斷改變，閩南和台灣因為文

化和政治環境的差異，發展出各具特色的表

演型態和內容。

本論文探討歷史的沿革和形式，並將唸

歌分成愛情故事、公案故事、三國故事、孝

順故事、神魔故事、宗教故事、新聞時事、

台灣史歌、勸世歌謠、敘情歌謠共十大類。

研究者肯定唸歌的語言資料、文學價值及社

會功能，並針對唸歌的唱本、出版者、作者

以及說唱者進行深入的探究。研究者將唸歌

的說唱型態分為走唱、歌仔館、賣藥團、電

台說唱、視聽說唱等型態，最後以說明唸歌

的現況作結。

歷史的謊言．鄉土的真實—李喬小說

創作研究

黃小民，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李進益、嚴紀華

本論文討論主題包含李喬的創作生平、

短篇與長篇小說呈現的主題思想、以及作品

中所使用的特殊技巧等。研究者並在結論中

將李喬的創作分為摸索期、豐收期、轉向

期、沈澱期、反省期、活躍期6個時期。

研究者認為「反抗」是李喬創作中非常

重要的主題，其反抗書寫自成一家，表現出

對生命與國家社會的關懷。人的生存即是存

在一個反抗結構中，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

痛苦，人無法完全解除痛苦的狀態，只能透

過不斷的反抗來獲得短暫的平衡。從社會關

係的層面來說，反抗作為一種政治實踐以及

追尋主體性的理念基礎，必須落實在人的反

抗意念與行動上，李喬就是透過建構他的文

學世界來實踐這種反抗哲學。

在歷史書寫方面，李喬閱讀大量歷史檔

案，並實地進行田野調查，以自身的角度再

次重新詮釋，並將重點放在背後所延伸來的

意義。李喬以自身的想像填補真實歷史的空

隙，重構心中想像的歷史，展示殖民之後的

歷史思考與自身的生命觀和歷史觀。

李喬的文學思想以文化根植於土地為

基礎，說明土地與主體性的結合。在許多作

品中試圖喚醒共同的台灣記憶，呈現出命運

共同體的觀念，並把母親與土地的意象相互

連結，建立台灣主體性的概念。在寫作技巧

方面，李喬嘗試著以不同的手法表現不同題

材的創作，並且展現了多元的書寫語言以及

獨特的書寫風格。他將台灣社會的脈動表現

在創作之中，並將視野拓展到社會的每個角

落，對台灣文學有卓越的貢獻與影響力。

媽祖故事與媽祖文化研究

楊淑雅，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金榮華

本論文主要以媽祖的故事為主軸，探究

故事對媽祖文學及媽祖文化的影響。媽祖傳

說故事在華人圈流傳已久，媽祖信仰貼近百

姓的生活，媽祖文化對民間社會影響甚大，

其相關的文獻資料亦相當豐沛，具有相當的

研究價值。

本論文首先探討古今文獻的媽祖生平與

歷代封祀。其次探討媽祖故事的分類，研究

者將媽祖的故事分為四種類，分別為媽祖救

難解厄的故事、媽祖建護廟宇的故事、媽祖

收伏神魔的故事及媽祖與其他神衹互動的故

事，說明故事的特色及其廣為流傳之後對社

會及百姓的影響與價值。第三，本論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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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傳說故事的特性與流傳地區，主要探討

媽祖傳說故事歷經歷代官方的重視與宣揚，

加上民間廣為流傳產生之區域性，研究者區

分為宗教性、政治性及區域性三種特性加以

論述。第四，分析媽祖信仰所形成的媽祖文

化，探討媽祖信仰因中國朝代遞嬗及環境的

變遷而產生遷移的情況，研究者認為因為人

民的遷徙，媽祖信仰得以傳播到世界各地。

第五，審視媽祖文化影響下的文學與藝術，

如媽祖為主角的小說、戲曲、舞蹈，電影動

畫等文學與藝術作品等。第六，整理媽祖文

化與民俗活動，以三大媽祖廟為例，探討媽

祖廟的歲時祭儀、廟會活動型態，以及廟會

形成的相關產物。最後，研究者耙梳媽祖文

化與現代社會的關聯，主要探討媽祖文化受

現代社會環境變遷的影響所產生的改變，分

別衍生出現代管理、社會事業、公益活動及

旅遊觀光等諸多嶄新的面向。

激越與戰慄：台南地區的文化發展—

以龍瑛宗、葉石濤、吳新榮、莊松林為

例（1937-1949）

陳祈伍，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

指導教授尹章義

本論文以1945年為分界點，分析光復前

後龍瑛宗、葉石濤、吳新榮以及莊松林4人不

同的發展，考察台南地區在政治、文化轉折

之時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活動內容。並以他們

為代表，呈現出時代轉變時，台灣知識分子

必須在短時間內面臨的國籍、文化等重大認

同課題。研究者認為這些知識分子的精神心

靈史，就是台灣歷史的縮影。

台南地區在光復前後曾在文學上蓬勃

發展。日治時期，龍瑛宗、葉石濤、吳新榮

及莊松林分別活躍於以日本人為主和以台灣

人為主的文學團體。光復後，龍瑛宗主導的

《中華日報》日文文藝欄展現出戰後的另一

股文化氣象，龍瑛宗及葉石濤對於文學有清

楚的理念，他們以文學作品和評論豐富台灣

文化的內涵，可惜後來一人離開台南，一人

身陷牢獄之中。吳新榮和莊松林曾在日治時

代從事文獻調查，期盼借用民俗材料寫出重

要的文學作品，達成抵殖民的目標，光復後

兩人繼續從事民俗文獻的調查。

在光復初期短暫的榮景之後，禁用日

文、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事件，皆對台

南文學及文化地位的發展造成莫大的衝擊。

年紀較長的龍瑛宗、吳新榮、莊松林在文學

創作方面大多停筆，只剩年紀稍輕的葉石濤

繼續在文壇奮鬥。因為前述政策及政治的壓

抑，使得台南文學走向文獻民俗方向，最終

在文學領域失去了全島性的發言機會。但無

論如何，台灣本土文學意識的興起，仍然是台

南地區文化發展歷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成就。

李炳南《雪廬詩集》及其詩偈之研究

鄭雅芬，中興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林文彬

本論文以李炳南的《雪廬詩集》及其詩

偈為研究焦點，研究者認為書中可見作者的

史家記實之筆，亦可感詩人比興之意，其詩

歌融情、景、事於一片，具「變風、變雅」

的特色，頗具詩史的韻味。李炳南生於1890

年，卒於1986年，自嘲為逃難專家，在亂世

中眼見時局動亂、百姓顛沛流離，寫下二千

多首詩歌抒發感受，其詩歌作品不僅善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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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也針砭世道。

李炳南來台後潛心佛學，弘法護教不

遺餘力，並運用古典詩學的造詣，寫下許多

淨土詩偈。其淨土詩偈是修學淨土念佛法門

的心得，研究者認為其中所呈現的終極關懷

是「導歸極樂」，所欲表達的重點則是信、

願、行。李炳南的詩偈與詩歌作品是藝與道

的結合，詩偈中展現出深層的佛心底蘊，作

品中對生命終極的宗教探尋不遺餘力。

研究者試圖透過本論文證成李炳南作品

之中的史意與佛心，前者具有儒家悲天憫人

淑世的胸襟，後者則以佛教作為生命終極的

歸宿。儒與佛既是其生命的歷程，也是構成

其詩歌作品的兩大部分。論文中依序探討其

人生平與著作、詩情史筆、生活雜詠及其詩

偈。並期盼透過本研究來說明李炳南在當代

台灣佛教界與學術界的特殊意義。

李潼「台灣的兒女」系列作品中的兩性

書寫研究

林宜青，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所

指導教授蘇伊文

「少年小說」是針對青少年讀者的年

齡、興趣、所關心的事物、能理解的語彙、

應該明瞭的道理，所創作出來的小說作品。

這樣的作品對於青少年的啟蒙與成長具有重

要的意義，因此不僅要符合讀者的身心發展

訴求，還須兼顧教育性、文學性與趣味性。

本論文以李潼的少年小說「台灣的兒女」系

列為本，探討小說中塑造出來的男女形象特

質、兩性互動情形、性別角色歸屬以及兩性

意識，並且藉此了解作者透過小說所要傳達

的人生哲理與生命意涵。

「台灣的兒女」系列小說以「台灣人」

為描述對象，以「台灣事」為情節主軸，以

「台灣情」為訴求主題，共計16本，時空橫

跨1872年至1996年，並獲得最佳少年讀物及

性別教育平等優良讀物等獎項的肯定。研究

者認為書中所塑造出來的兩性角色大多數都

屬於傳統認知中的男性與女性概念，男性較

為陽剛，女性較為陰柔，但亦有部分角色具

有兩性化特質，即同時具有某些顯著的女性

化及男性化的特質。兩性互動方面大抵和諧

而互重，細微差異在於小說中的男性尊重女

性，女性卻批評男性。整體而言作者的書寫

態度及作品中人物的言行表現，都展現出對

女性的尊重肯定，呈現兩性平權思想，對於

台灣社會對於女性的不平等待遇，也展現關

懷與省思。

研究者認為，這套小說明確寫出青少年

男女自我認同的過程與自我意識的覺醒，書

中角色亦傳遞出樂觀幽默的生活哲學與悲苦

不移的生命韌性，能夠成為青少年讀者生活

態度與生命價值觀的良好示範。雖然在寫作

技巧以及書籍排版仍有侷限及不足之處，但

是仍可以從李潼的創作中看出他對兩性議題

的重視與努力。

台灣客語勸世文之研究—以〈娘親渡

子〉為例

楊寶蓮，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所

指導教授古國順、鄭榮興

勸世文是台灣客語說唱藝術的重要內

容，本論文以〈娘親渡子〉為例，從唱片、

文獻與田野調查中，耙梳〈娘親渡子〉的傳

承及書寫系統，並對其修辭、襯字、語言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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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殊字詞及行腔做韻技巧進行深入的探

討，以期對台灣客語勸世文、客語說唱藝術

及客家俗文學做出貢獻。

〈娘親渡子〉源自唐、五代敦煌俗講

〈佛說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以及歌讚〈十恩

德〉，再傳承於〈懷胎寶卷〉、贛南儀式說

唱〈十月懷胎〉，後隨著採茶、八音藝人或

道士傳至閩、粵以及台灣。旨在傳達父母恩

重以及報恩思想，傳承了中古敦煌十月懷

躭、迴乾就濕、三年乳哺、洗濯不淨的育兒

風俗，體現客家健婦持家的辛勞，並保留許

多古老特殊的詞彙，表現出客家文化的特

色。直至今日，楊玉蘭改編自〈娘親渡子〉

的〈玉蘭勸世歌〉仍在民間廣為傳唱。

研究者認為〈娘親渡子〉源遠流長，是

客語勸世文及說唱藝術的結晶。它具有民間

文學自發性、集體性、匿名性、口傳性、變

動性、言習性等特質，思想以儒為主，內容

在於勸孝，形式輕薄短小，表演方便，因此

從古至今能夠持續傳唱不墜，亦能帶動其他

客家表演藝術風潮，不僅是敦煌說唱藝術的

活化石，同時也是研究客家文化的好素材。

日治時期台灣唱片流行歌之研究—兼

論1930年代流行文化與社會

黃裕元，台灣大學歷史學所

指導教授吳密察

本論文考察1930年代日治時期台灣唱片

流行歌，探討其發展特色及社會文化意涵。

這個時期的台語流行歌曲熱鬧而多元，後來

雖因戰事的展開而悄然走下歷史舞台，然而

這個時期的創作與演出，不僅奠定台灣近代歌

唱文化的基礎，更留下許多珍貴的文化資產。

20世紀之初，唱片業隨著錄音技術的

進步而不斷發展，台灣受日本、上海等流行

歌市場的刺激與帶動，在1930年代亦開始出

現以台語演唱灌錄的唱片歌曲。在形式上以

西洋管弦樂伴奏的民謠長歌為始，逐步發展

出形式較短、多段歌詞的創作歌曲，配合電

影與唱片的宣傳販售，也就是所謂的「流行

歌」。

研究者認為，台灣本土流行歌在初期

帶有濃厚的都會青年性格，以爵士樂及愛情

作為歌曲主題，而後新創短歌的形式逐漸定

型，歌詞與音樂內容也逐漸偏向歌仔、南北

管與山歌等本土歌樂文化。由於創作習慣不

同，唱片歌曲對於社會流動議論的現象與觀

念，形成了一套不同於文學與西洋樂界的詮

釋慣例，發展出獨特的風格。

在社會文化方面，研究者認為，流行歌

顯露出台灣人對「現代」、「摩登」、「毛

斷」等新觀念所產生社會現象的矛盾情結，

先是以新奇的眼光端視，在狂歡後卻表現出

更多的孤寂與疲憊，對快速流動的都會生活

表達深刻的無奈與反感。在愛情抒情歌曲當

中，雖然自由戀愛的觀念已經深植年輕世

代，但從空洞的男女互動描述中可以看出，自

由戀愛不過是流行文藝家們編織的綺麗夢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代以來政治

運動者標舉的台灣群體認同，以及扮演亞細

亞的和平關鍵角色等主張，雖在1930年代的

唱片界得到呼應，可惜在中日兩國全面開戰

後，台灣本土流行歌並對此未做出太大的反

應，面臨時局的變化，自陳要促進日華親善

的台灣人也只能無言地旁觀。第一代的台灣流

行歌，也就在戰爭的夾擊中走下歷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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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浮現：台灣現代海洋文學的發展

李友煌，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

指導教授呂興昌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釐清現代海洋文學如

何再現島嶼的海洋、土地與人民。台灣現代

海洋文學歷經90年的發展，成為台灣主體意

識重要的論述象徵。海洋作為一種地理的、

物質的客體，吸納、凝聚島嶼人民投射的個

人與群體情感。在島、岸與海的特殊自然空

間裡，海洋影響島嶼土地與人民，形成特殊

的海洋文化。移民與殖民歷史，更形塑島嶼混

雜多樣的文化，涵養人民獨特的主體內涵。

本論文以時間作為區隔，將海洋文學的

發展與台灣主體意識的演變作一參照，區分

出1920～1945年代台灣主體意識萌芽、1945～

1960年代台灣主體性的抹殺與沉潛、1960～

1970年代台灣主體性的再出發、1980年代台灣

主體內涵的深化、1990年代以降台灣主體的

確立與挑戰。由於殖民海禁海防隔離了人與

海洋，一直到90年代社會風氣轉變，海洋本

身才漸漸獲得重視。具內在價值及系統價值

的海洋生態在環境倫理的實踐中，從他者、

客體高抬為主體，脫離被人類宰制的命運。

海洋的開放特質同時鼓舞人心走出封閉的島

嶼視野，並以此作為新時代象徵，將海洋精

神納入主體內涵，「海洋台灣」遂成為更具

獨特性的主體。

研究者認為此一政治的、國族的主體，

乃是建構在前述海洋文化內涵、海洋空間、

個體及群體主體性的基礎上。在主體浮現的

同時，海洋生態面臨海洋經濟開發的威脅、

海洋台灣亦面臨遭到海洋中國吸納的危機，

台灣的未來也將持續透過海洋文學再現。

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世界主

義」的實踐：以基督教受容為中心

鄧慧恩，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

指導教授呂興昌

研究者認為日治時期的台灣知識份子主

要透過日本、西方與中國這三種途徑來理解

世界。本論文從世界主義的實踐切入，分別

審視受到日本、西方與中國影響，並且接受

基督教的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進一步分

析整理他們的文化活動與社會參與。透過前

述探討，以期能夠探究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

子的心靈、世界觀與國族認同。

日本部分以周再錫為主要研究對象。他

出身台灣早期基督教家庭，在面對日治初期

台灣現代化的轉變、新式教育的引進以及嶄

新世界觀的建立，其應對的態度是本論文研

究的焦點。順此，無教會主義曾在日治時期

風靡於留日學生與台灣本島，許多基督教知

識分子深受影響，其精神內涵以及在台灣擴

展的情形亦是本論文關注的重點。

受西方觀點影響的知識分子則以陳清

中以及林攀龍為主要研究對象。本論文探討

陳清中在留學返台後，如何落實留學時領受

的西方文學以及社會改革。並分析林攀龍的

《人生隨筆》，對其文學與思想內容進行詮

釋，文中亦對「一新會」的設立過程和推行

重點進行討論。

中國部分以黃呈聰、謝萬安、須田清

基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真耶穌教會的基督

教信仰，對他們三人的作品、社會參與以及

世界語推行運動的影響。其中須田清基的入

信，代表著信仰無分國界與種族，他對台灣

的理解與付出，以及對真理追求的態度，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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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當的時代意義。從這一系列的探究，

可以幫助當代的研究者更加清晰地掌握日治

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與活動狀況，

提供後續研究更為豐富的參考資料。

台灣閩南疾病諺語的文化詮釋—以醫／

病關係為研究視角

許蓓苓，東吳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林明德

疾病的定義與詮釋往往受到文化與習俗

的影響，包括病因的解釋、相關的病痛、症

狀的陳述，以及正常／異常的判斷，都和文

化息息相關。在口傳文學中，諺語和相應的

文化具有緊密的關係，能夠表現語言的功能

與特色，是文化研究中相當重要的主題。有

鑑於此，本論文嘗試從文化詮釋的角度，探

討與疾病以及醫療有關的台灣閩南諺語。

諺語／文化／疾病三者可以相互反映

與詮釋，透過諺語呈現疾病文化，也從諺語

看見文化是如何形塑疾病、如何醫治疾病。

醫學上所稱的「疾病」，是一個生物過程，

指得是「個人的身體產生缺陷、器官機能異

常、身體的生理狀態不平衡」。因此包括病

名、病徵、病因、病患、病情以及心理狀態

的異常等，皆是本論文取材的範圍。除了直

接闡述疾病議題的諺語外，本論文不侷限於

醫療上的疾病定義，任何能決定個人生活態

度的元素，都會對其疾病傾向發揮巨大的影

響，因此也都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這些疾病相關的諺語，直接或間接架構

起台灣社會的疾病文化。「文化」不單只是

某一個族群精神與物質文明的總稱，更是能

夠加以解釋分析的「語言」，諺語就是能夠

提供文化研究的語言文本。台灣閩南疾病諺

語代表的是台灣閩南族群面對疾病以及相關

問題時的應對，其中包括定義問題的方式、

解決問題的知識體系，以及面對問題時的生

命情調。

本論文將依序討論台灣疾病諺語的醫療

環境與醫療體系；疾病、信仰與民俗醫療；

疾病文化的身體意涵；疾病與醫療的社會闡

釋；疾病、飲食與養生文化。期盼透過這些

研究，能夠對相關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

洪棄生的旅遊文學—《八州遊記》研究

程玉凰，東海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吳福助

本論文主要研究洪棄生的旅遊文學作

品—《八州遊記》，並希望藉此將台灣古

典文學的研究題材拓展至新的旅遊文學領

域。洪棄生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與祖國情

懷，於大正11年（1922）9月6日（壬戌7月15

日）前往嚮往已久的中國大陸遊覽，足蹤遍

及十省，返家後始撰寫《八州遊記》、《八

州詩草》。其中《八州遊記》以日記體寫

成，內容豐富，包括自然景觀描述、人文景

觀記述、文史地理考據、感慨議論抒發等，

長達21萬餘字。

研究者先簡介洪棄生的生平及其旅遊

文學作品，然後探討其「壯遊中華八州」的

動機、目的與收穫（親賭壯麗風物、會友交

友、驗證所讀、得江山助增文章奇氣）；之

後獨立一章討論《八州遊記》的體式與版

本，將所蒐集的6種版本進行分析比較；對於

遊記的內容，則分由描摹自然景觀、記述人

文景觀、考實述異與辯駁正偽、抒發感慨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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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四面向進行詳細分析；研究者並指出洪棄

生的遊記寫作自然流露出對台灣的鄉土之愛

與濃厚的祖國情懷，在這當中並無所謂身份

認同焦慮問題；之後歸納分析《八州遊記》

的寫作方法，其中將景點或時間相互比較的

「對照比較法」，前人遊記並不多見，而引

證詩文典故和考查古代典籍則為洪氏強項，

他並重視地理形勢與數據紀錄；由於《八州

詩草》與《八州遊記》為同時而體裁不同之

作，因此另立一章將二書參酌比較，以使洪

氏遊歷大陸的整體面貌更加清晰，並說明兩

書之間互補的密切關係。最後由《八州遊

記》探討洪棄生的思想與人格特質，歸納出

他的人道主義與反戰思想、科學求真精神、

雅俗觀，並呈現出他幽默隨遇而安且喜好臧

否人物的性格面貌。

駱香林：儒家型知識分子研究

黃憲作，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所

指導教授顏崑陽

所謂「儒家型知識分子」係指中國傳

統帝國獨尊儒術以來，掌握知識、承擔道統

與政統延續的代表，是中國傳統社會倫常與

道德的代言人。儒家型知識分子常侷限於意

識型態而代表上層社會，向下層社會灌輸與

傳播意識型態，自覺或不自覺的為當權者建

立文化霸權。本論文綜合駱香林的思想與行

動，將其歸類為儒家型知識分子。

駱香林生於1895年日本統治下的台灣，

因其遺民意識使然，堅持成為漢文化的傳播

者，以書房與詩社作為文化抵抗的場域，深

受花蓮民眾尊崇。終戰後，二二八事件造成

許多台灣人的祖國夢破滅，進而促成台灣意

識覺醒。駱香林在此時出面擔任「中國化」

的協力者，竭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建，建

構統治合法性與正當性的文化霸權。他擔任

《花蓮縣志》的總編纂，協助《台灣省通

志》〈名勝古蹟〉的供稿與攝影，透過地方

歷史的想像與建構，從遠古的中國歷史溯

源，強調漢人在此地的活動，並淡化各種差

異，建構中國化的國族認同。

隨著現代化的開展，物質文明在無形中

傳播影響力，逐漸改變傳統的價值觀，駱香

林對現代化的態度也逐漸發生轉變。早期他

對工業化充滿肯定與期許，後來轉而趨於保

守，感慨傳統倫常在西化後淪喪，對儒學在

現代社會被邊緣化充滿無奈，在其詩作中可

以看出這些轉變。

研究者認為，駱香林的矛盾之處在於他

所堅持的傳統中國文化路線，與工業生產以

及資本主義緊密結合的現代國家型態產生相

當程度的落差。而根據儒家型知識分子肯定

集體主義的邏輯，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儒家

型知識分子只能選擇犧牲個人而成就國家。

順此，若儒家型知識分子依舊將自己定位在

上層結構，協助當權者教化百姓及維護文化

霸權，則永遠只能屬於依附型的知識份子，

無法獨立於體制之外，這也是現代儒家型知

識分子應該深刻思考的問題。

想像的系譜—清代台灣古典詩歌知識

論的建構

余育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黃美娥

本論文旨在建構1683年清廷領台至1895

年乙未割台期間台灣古典詩歌的知識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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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以台灣本土文人為主，從「詩歌知

識論」的角度出發，審視清代台灣文人如何

認識詩、如何寫詩、如何評賞詩，從詩歌的

本質、功用、創作、審美等面向，考察清代

台灣詩歌生成的歷程。

學校教育的知識養成、方志藝文志所

形塑的集體文學觀、以及宦遊詩歌入台後所

奠定的書寫模式，三方相互交錯、辯證，而

詩歌典律也就在此權力／知識的網絡中應運

而生。清代台灣的詩歌，仍處於初步發展的

起始階段，這時的台灣文人對詩歌本質的認

識，仍有許多矛盾、模稜的空間，創作觀念

並無具體的詩法主張。詩歌知識系譜的建

構，不只是為了瞭解清代台灣古典詩的面

貌，更為了確立清代台灣詩歌發展在台灣文

學史上的位置。

在清帝國有秩序地推動文教建設下，台

灣文人如何將來自中國的文學知識轉化成自

我的範疇，並安置在台灣古典詩歌體系中，

呈現屬於台灣的詩歌知識系譜，均是本論文

關注的重點。尋此脈絡，研究者開展出「詩

歌知識的移植與傳播」、「詩歌體用論」、

「詩歌創作論」、「詩歌審美論」四個章

節，論述文化／文學的傳播促進「體用論」

的形塑，而「體用論」又促進「創作論」的

產生，最後「創作論」又影響「審美論」的

形成，台灣古典詩的獨特性、連續性與發展

性也因之顯現。

跨界交會與文化「番」譯—海洋視域

下台灣原住民記述研究（1858-1912）

陳芷凡，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孫大川

現今台灣古典文學研究中，台灣原住民

形象的論述，往往側重於清廷的話語霸權，

從帝國的角度來看待邊疆民族。研究者希望

透過探討前述不同視域的交會與碰撞，擴大

相關研究的邊界，跨界思考同一歷史情境底

下，歐美與日本對東亞秩序的關切與影響

本論文嘗試從海洋視域探討1858年至

1912年間，台灣原住民的形象再現、歷史情

境與文化詮釋。各自耙梳清廷、歐美、日本

三種視域再現台灣原住民的觀點，審視不同

層次的觀點流動，諸如清朝17、18世紀與19世

紀中葉漢番論述的變化，以及晚清治台與歐

美列強、日本海權思想的互動與微妙張力。

1858年清帝國簽訂天津條約，台灣開

埠，西方與日本以物產、傳教、踏查為名，

順著海路，聚集台灣。這些經由海洋而來的

海外勢力，與清帝政府思考台灣後山番地、

開山撫番、設省等政策，形成多層次的拮抗

與論辯，台灣原住民於此成為各方勢力斡旋

與角逐的籌碼。從台灣進入歷史時代至今，

原住民形象／異己面貌的再現仍未停止，對

於這些刻板印象的反思亦是本論文關懷的重

點。

戰後台灣對原住民的既定思維，或可思

考日治時期體質人類學的發展，並上溯至清

帝國的華夷之別，不同時代與不同作者雖各

有其關注焦點，然而原住民印象卻存在某些

跨時代的相似思維。面貌的差異僅是表象，

數個文化概念的衝撞與交會，方為論述異己

形象的重點。本篇論文從海洋視域觀察台灣

原住民的記述文獻，作為這種思考的驗證與延

伸，並期待更多不同向度的文化交會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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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認同困境與台灣文學—以吳濁流

與王幼華為例

黃信洋，政治大學社會學所

指導教授顧忠華

本論文嘗試釐清多重認同的理論意涵，

並以吳濁流及王幼華兩位客家作家為例，說

明這兩位作家作品之中所呈現的多重認同觀

點，以及多重認同概念對台灣社會的重要性。

研究者認為吳濁流在《亞細亞的孤兒》

中已經蘊含了多重認同的想法，並在隨後的

《無花果》以及《台灣連翹》中提出了類似

民主化的論點，期望不同的族群可以藉由認

同台灣來解決認同歧異性的問題。解嚴後崛

起的小說家王幼華更是表明自身早已具備多

重認同的思維，在他的長篇小說《廣澤地》

以及《土地與靈魂》中皆體現了多重認同的

概念。

對吳濁流來說，族群認同不應構成國家

認同的障礙，人民應該秉持民主的精神，共

同為台灣的發展而努力，不同族群之間的多

重認同，應該也可以是促成台灣進一步民主

深化的要素。對王幼華來說，若是肯定多元

文化的發展將有助於台灣民主的深化，則多

重認同的概念有將有助於民主化的進展。

研究者認為台灣的民主制度保障了多元

文化論述的眾聲喧嘩，無論中國民族主義者

以及台灣民族主義者，都在這套制度下獲得

保障，而這種制度便是台灣人的政治認同與

國家認同。在這個狀況下，唯有成為一個尊

重差異的「民主公民」，台灣的族群藩籬才

會消失。公民社會不僅可以保障主體之間的

多元共存，更能形塑共識，促進族群和諧的

可能性。

清代台灣儒學詩研究

洪素香，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林文欽

本論文以清代在台灣實施儒學教育始

末作為背景，透過當時被清廷調派來台負責

教育工作之宦台儒官以及台灣本土儒師的詩

作，檢視清廷在台灣實施儒學教育的情況與

利弊得失。研究者將這類與儒學教育相關的

詩作稱為「儒學詩」。

回顧清代台灣儒學詩，其歷史價值在

於它真實反映清廷在台灣施行儒學教化的過

程與樣貌，可以彌補史料之空缺；其文學價

值則展現在這些儒學詩的聲韻格律、修辭技

巧，以及表現出儒家精神的詩作內涵。由於

這些儒學詩的創作者，無論是宦台儒官，或

者台灣本土儒師，皆是一時菁英，對於當時

的社會具有示範及引領作用，亦是教育台灣

本土士子以及在日治時期延續文化傳承重要

的力量。

研究者認為清政府在台灣施行儒學教

育，將儒學思想輸入台灣以教化百姓，其功

在於使台灣因此步入知識文明時代；其過則

是在教化過程中，無視台灣多元種族之差

異，將儒學思想加諸於不同種族身上，致使

台灣人民高度漢化，無論在生活型態、行為

表現，或者思想模式，皆成為與中國相同的

複製品。而儒學的影響並沒有隨著台灣割讓

日本而結束，反而在日治時期成為對抗日本

統治壓力時，一股慰藉人心的精神支撐力

量。直到現在，台灣不管在學校教育、社會

教育，或是家庭教育中，仍然以儒學教育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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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灣詩之海洋書寫研究（1683-

1840）

陳思穎，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林文欽

描寫海洋及一切與海洋相關的作品皆屬

於廣義的「海洋文學」，包含描寫海洋的自

然風景、人類活動、作者感受以及蘊涵於各

種海洋意象中的情感皆屬之。本論文以1683

年台灣納入清朝版圖為始，1840年第一次鴉

片戰爭爆發為終，探討這段期間台灣古典詩

作的海洋書寫。

這個時期台灣本土文人尚未大量崛起，

宦遊詩人來台以欣賞異地風景或蒐奇志怪為

主。由於帝國思想封建之故，此時的台灣海

洋詩以自然書寫為主，對人文海洋的關注較

少。渡海詩、宦遊詠海物詩、八景詩以及竹

枝詞，皆累積了相當可觀的詩作。依據內容

可以區分出四大意識，分別是神仙意識、懷

鄉意識、中國文化思考及宣揚清威意識。神

仙意識可以窺見當時詩人對海洋豐富有趣的

想像；懷鄉意識能夠發現宦遊文人與本地文

人之間對台灣認同感的差別；中國文化思考

及宣揚清威意識則能顯現詩作中的情感投射

及政治意涵，凸顯帝國中心與邊陲島嶼之間

的差別。

相較於明末及明鄭時期，清朝領台後，

大批官員渡海來台，台灣本地文人也逐漸興

起，台灣海洋書寫的內容更加豐富多元，也

呈現出這個時代特有的海洋文藝特色。研究

者認為，要選出這個時期台灣海洋詩壇的代

表詩人及作品，不僅要考量創作的多寡，更

要注重題材之多元、文字的可讀性及詩作獨

特的價值。其中宦遊詩人孫元衡、錢琦、朱

仕玠、胡健、周凱，及本地文人卓肇昌，以

上6人的海洋詩各有巧妙之處，都是這個時期

優秀的海洋詩家。

台灣殖民文化及其歌謠書寫研究：以女

性、平埔族為論述主軸

楊克隆，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林文欽、莊萬壽

本論文以女性與平埔族的受殖現象為

論述主軸，企圖建構並印證台灣歌謠與殖民

文化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傳統舊志文獻向

來較為缺乏對於底層群眾內心世界的探討及

刻劃，所透露的弱勢者訊息，都是被動經由

權力者所選取、書寫及定義，弱勢者是無聲

的「客體」。相對於舊志文獻，歌謠更能精

確傳達底層群眾的喜怒哀樂、痛苦願望與心

聲，歌謠不僅具有民間文學的價值，更是建

構台灣庶民生活史的重要史料，當庶民社會

史料極度缺乏，歌謠便成為研究底層群眾心

靈世界的重要資料。

研究者對歌謠文本以及舊志文獻進行

耙梳，透過兩者相互參證期盼達成更完備的

歸納分析。針對歌謠文本、舊志文獻互通之

處，透過「以謠證史」、「以史解謠」來達

到「謠、史互證」的功效。針對歌謠文本、

舊志文獻歧異之處，進一步「以謠疑史」，

尋求更可靠的證據。針對僅有歌謠傳唱、舊

志文獻卻缺乏記載之處，亦可達到「以謠補

史」的研究價值，補充正統官方舊志文獻的

不足之處。透過以上研究分析，以利破解父

權制度對女性，以及漢人社會對平埔族的污

名化，並藉以重新發現女性以及平埔族受殖

時期的心靈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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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要探討台灣漢人社會的父權體

制與種族主義，是如何透過經濟殖民以及思

想殖民的過程，來完成對女性、平埔族的普

遍支配，並得以遂行一連串經濟剝削、思想

馴化的殖民行為。其次並分論女性歌謠和平

埔族歌謠所呈現各類型之受殖文化內涵，並

據以釐清台灣殖民文化之特色及演進過程。

台灣內台歌仔戲定型劇本的語言研究 

—以拱樂社劇本為例

劉南芳，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王安祈、蔡英俊

50年代台灣的歌仔戲班出現定型劇本，

代表著歌仔戲由口傳的「活戲」到「定型書

寫」、從即興集體創作的「口頭文學」逐步

過渡到作家的「書面文學」。本論文以現存

的內台歌仔戲劇本為基礎，透過分析唱詞及

道白，討論其台語書寫特色、敘事結構和人

物情節佈局，進而瞭解內台歌仔戲的演出生

態及其獨特的審美觀念。

在內台歌仔戲定型劇本的產生背景方

面，研究者描述了由「活戲」到「定型戲」

的發展過程，並指出這些劇本中「連台本

戲」多而「孤本戲」少、「新編戲」多而傳統

戲少，這是受到海派京劇在台發展所影響。

而內台定型劇本大部分以台語書寫，由

於屬「工作本」性質，故以「讀音」、「實

用性」為主要考量，而不講究中文書寫上的

「正確性」。在本章中研究者討論了劇本中

「語文合一」的特色、標記方言的必要性，

並比較不同作家之用字。

內台定型劇本中的戲劇語言豐富多變，

除「四句聯」的規律外，還發展出八言、

九言等詞格；而劇本在「黌門白」及「新劇

式」的道白上也有長足發展，並開拓了新詩

式的戲劇語言。在唱詞與道白的選擇上，道

白篇幅遠勝於唱詞，地位十分重要。

最後研究者概敘內台定型劇本的敘事特

色，包括人物、情節的構成與分布、旁白與

敘事時間的轉換、「套路」的使用，以及內

台歌仔戲結構上的潛在規律。

意識的表述：楊牧詩作中的生命時間意涵

劉益州，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

指導教授鄭慧如

本論文選定「詩」與「時間」作為研

究範圍，並考量楊牧在文學創作上長期經營

「生命時間意識」的表述，其詩作質量俱

佳，相關的研究資源較為豐沛，故以楊牧已

出版的詩集作為討論文本，希望藉由楊牧詩

作中所呈現的生命時間意涵，釐清生命主體

和語言表述在文學作品中的具體關係。

研究者認為，作者透過作品所表達的，

不僅是現實中具體事物的再現，更包含了非

現實事物的表象和再現，文學作品的形成過

程中就已有作者主體意識的參與，意向主體

的意識透過文學作品的語言表現出來，而詩

作恰是能夠凸顯意識與表述的文類。

時間是生命主體的基本界域之一，時間

較為抽象而且與存有的關係密切，人的意識

與表述都與時間相涉，加以楊牧在這個主題

上的關切，透過對時間的討論，將能闡明存

有的意識與表述意涵之間呈現出來的關係。

循此，研究者依序探討生命主體意識

對「身體」的時間意識觀察，進一步分析楊

牧詩作在感受的瞬間所進行的表述。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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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探討生命主體意識如何跳脫身體當下

存有的時間流，對歷史時間進行意向活動並

進行表述，並討論楊牧詩中的死亡想像與超

越，最後探討時間的意識表述以及想像與指

涉。透過前述討論，研究者釐清「存有」、

「時間意識」和「表述」之間的關係，並歸

納出楊牧詩作中的生命時間意涵，期盼透過

深入領會創作者的意識活動，來更接近創作

的本源。

清代台灣文獻中所反映的疾病經驗與文

化想像

郭侑欣，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指導教授林明德

本論文以清代的台灣文獻為基礎，探

討中國傳統的醫學視域下，以瘴癘為中心所

擴大的疾病經驗與文化想像，並考察清代台

灣如何被納入中國南方醫學的一環，以及中

國醫學文化在台灣傳播與變遷的軌跡。瘴癘

是中國對南方風土病的統稱，是生物學與環

境論述、歷史修辭、文學語境、也是醫學術

語，既是中華帝國南方論述的核心，也是文

化符碼，從疾病投射為對國族的隱喻，用以

描述異文化。

台灣被納入清帝國版圖後，醫學文化

深受漢人影響，延續了對南方水土表述的傳

統，以炎方瘴海來形容台灣炎熱潮溼的氣候

與帝國邊陲的地理位置。知識階級在醫學典

籍與方書裡尋求自我療癒，底層的民眾則信

巫好鬼。台灣開放為通商口岸後，雖有傳教

醫療和海關醫員的進駐，但並未改變大部分

台灣人的就醫習慣，生病時仍以求助中醫為

主，絕少求助於西醫。

由瘴癘醫學所衍生的衛生保健觀以及補

養文化，被漢人移民發揮到極致，甚至產生

了駭人聽聞醫療行為，以原住民的肉和骨髓

作為醫治各種疾病的特效藥，而人肉入藥不

單只是台灣人的迷信而已，在中藥典籍裡也

可以找到相關的記載，再次驗證了中國醫學文

化對台灣的疾病觀念與醫療方式深刻的影響。

文本記載的疾病經驗，扮演了傳播台灣

瘴癘負面形象最關鍵的角色。這些記載進一

步型塑了南方的卑濕、高溫與不利人居，也

成為貶謫文學中常見的焦慮、恐懼與懲罰的

符碼，更是社會與文化建構的重要記憶。瘴

癘作為一種疾病的表述，實則隱喻了對於熱

帶氣候的未知、恐懼、以及對於蠻夷異族的

歧視和想像。即便到了清末，雖然台灣的瘴

區已經大幅減少，台灣的宦遊文人對瘴癘的

描述仍與清初相去不遠，足以見得疾病經驗

與文化想像影響之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