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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論文摘要　

台灣日據時期一旦色與藝之研究—以

「風月報系」文人書寫為例

詹金娘

本文旨在探討日治時期現代都市興起

後，在報刊與大眾傳播機制介入下，藝旦形

象的質變，尋繹象徵風雅典贍的藝旦，在新

舊時代交替轉型之際，藝旦色藝形象塑造與

文人書寫敘事模式。台灣因移民文化使然，

「藝旦」在台灣是非常特殊的角色，藝旦除

了必備姣好的面貌外，清婉的歌喉、婀娜多

姿的身材、唱曲、彈琴，賣藝謀生技術的養

成，亦是必備的基本條件。以通俗刊物「風

月報系」為研究對象，聚焦在1935�1945年

間，藝旦存在現象的複雜面貌。窺探作家編

輯群觀看藝旦色藝群像的文化視域，並與其

他小說文本並列比較，從而顯豁「風月報系」

文人書寫有關色藝蘊含的意義，建構藝旦書

寫與品藝專欄文章，在不同時代中迎合文士

風雅移轉的審美觀。進而深入剖析在文人書

寫中，藝旦真實人生現象與文學虛構圖像的

交錯互映；延展至文人對藝旦的心理寄託與

編輯文人之矛盾，及其所擁有媒體傳播訊息

圈，在花榜明星效應催化下，對藝旦「色與

藝」形象影響的質變，提出另一種詮釋空間，	

並進一步探索台灣藝旦藝術史的研究向度。

八、九○年代台北城市「生活空間」文

學書寫研究

張志帆

本文以城市學裡的「空間」理論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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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充滿變數，使「話語」的意義無法被說話

主體所保證，因此，在任何限定的文化和歷

史時間裡，每種語言的說者／寫者都會產出

不同類型的話語。被說的話語會隨改朝換代

或文化思潮、美學思潮、經濟生產的改變而

變化，其中既具有權力的運作，也呈現社會

變遷的趨勢與動力，可以說影響和控制「話

語」的根本因素，就是權力，而「話語」就

是掌握權力的有效途徑。首先，從美學角度

觀察作家如何處理各種人物之間的對話；其

次，觀察作品中所映現的社會生活樣貌，以

及文人之間的互動、交際溝通，包括在動盪

多變的時局中，文人們如何對應殖民文化？

提出怎樣的文化主張？表達怎樣的意識型

態？各個社會主體通過怎樣的話語活動構建

不同的身分，以凸顯自我的立場，並探究話

語背後的權力操作、文化語境，以及不同話

語之間的競合與消長；其三，觀察傳統文化

社會生態—作品中運用了哪些具有民族集體

意識與傳統文化記憶的諺語、成語或民間故事，

以延續即將失根的在地語言、文化與歷史等。

呂碧城《歐美漫遊錄》與林獻堂《環球

遊記》比較研究

劉萱萱

本文以呂碧城和林獻堂兩人歐美遊記為

研究主題，使用文本分析法進行深入討論，

詮釋遊記內在意涵與社會脈絡的交互關聯，

及其論述形構。包括作者性別、成長背景、

思想差異乃至文本背後呈現的社會情境，均

有可相比較探究之處，探勘文本與社會的對

話關係，及其所呈現中國與台灣的關係與異

同。首先從時代背景、作者生平、性格以及

礎，進一步探討作家筆下所書寫的八、九○

年代台北「生活空間」的內涵，以了解作家

關心的課題與作品裡的社會關懷。首先就城

市發展、城市學與城市空間理論進行整理，

進一步為主題的「背景」探討。「背景」的

探討，包含了時間與空間：先以「時間」層

面了解台北城市「生活空間」文學書寫的發

展歷程；再由「空間」層面耙梳八、九○年

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情況。透過外緣研

究，進而深化並理解作家「文本」裡的內在

涵義。在「文本」的內在研究裡，先就「城

市地標」的文學書寫進行探究。分別列舉各

一代表性地標的文學書寫進行研究，期待

透過作家對「城市地標」的書寫以了解時

代風華。再由作家「文本」裡的城市「生

活空間」進行細部探討，包括：食、衣、

住、行、育、樂，六個領域中，逐一探究該

八、九○年代裡的城市生活。最後再針對作

家「文本」的書寫策略提出討論，以明白作

家創作的意圖。藉此加以釐清八、九○年代

台北城市「生活空間」文學書寫的特色與內

涵，探討作家「文本」裡的城市意象，真正

傳達出作家的人文關懷與台北城市精神風貌。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話語生態研究

石美玲

本文旨在運用巴赫金的話語理論、米歇

爾‧傅柯的話語理論、語言學家韓禮德的社

會符號學理論，以及批判語言學家諾曼‧費

爾克拉夫的話語分析理論，從話語生態角度

切入，觀察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作品內部的話

語生態。「話語」由符號組成，是實際的語

言運用，也是意義生成之地。符號的指意過



494 2017 台灣文學年鑑

文學觀討論起，這些都是影響兩人遊記寫作

的因素。接著比較兩人的旅遊動機、行程安

排、交通食宿、語言溝通、人際互動等，發

現作者的性格與經濟狀況是影響旅程的最大

因素。隨後深入分析文本內涵，觀察相同城

市或國家在兩人筆下如何展示出不同面貌，

其背後反映了兩人價值觀及成長背景有顯著

差異，來自中國的呂碧城在遊記裡透顯的國

家情懷是恨鐵不成鋼的無奈，政局的紛亂讓

其既關心卻又想逃離；來自台灣的林獻堂在

遊記裡充滿濃厚的政治思維，字句不離廊廟蒼

生，背後是對台灣同胞的關懷、對中國的不捨。

兩本遊記的核心價值是中國文明的求道精神，

都是以儒家人文思想為中心，傳達出真善美的

理想境界。不論是偏向女性視角的《歐美漫遊

錄》，還是男性視角大敘述的《環球遊記》，

都可說是中國傳統文化視野下的旅遊文學。

台灣現當代漢人社會精怪文化現象研究

黃宏文

本文旨在探討台灣人思想觀念中的精

怪，敘述與分析精怪文化的傳播現象及其所

涉的社會生活面向，揭示精怪文化在現當代

漢人社會中的意義。所謂精怪，就是精靈和

鬼怪，它們多出於人類的傳聞與幻想，卻是

重要的文化資產。這些精怪傳聞，有見於人

們口頭流傳，有散錄於典籍文獻，其中反映

的文化現象牽涉甚廣，值得深入研究。本文

以歷史研究法、內容分析法及文本分析法三

種方式，將精怪的文化現象區分為人群思想

觀念、傳播表現及社會生活三方面進行探

討。從研究結果發現，台灣人對於精怪既敬

且畏，呈現一種矛盾心態，可說是功利思想

的投射。二者，精怪文化之傳播，不但具有

民間文學之特性，在「全球化」之浪潮中，

也涉及創造與接受之交流，逐漸從「全球在

地化」朝「在地全球化」前進。三者，這亦

與多元之社會生活面向相關，擁有獨特的功

能與作用，蘊含良好的能量與潛力，亟需加

以振興。最後，本研究為在地文化、精怪類

型研發、文化符碼化、成功經驗複製等提供

省思與建議，以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台灣童書出版發展史研究（1945-2016）

王蕙瑄

本文旨在建立台灣兒童讀物出版發展

的歷史脈絡，歷數台灣光復以後，多元文化

的後殖民社會中，眾聲喧嘩的童書出版社

如何逐漸蛻變出今日的風貌。本文針對台

灣社會兒童讀物出版的發展活動，以年代

分期斷代，以重要事件界分，分成四個階

段：第一期「政府主導，民間起步」（1945�

1 9 6 4），第二期「審查、翻譯與套書」

（1965�1986），第三期「交流、多元、文學

獎」（1987�2000），第四期「變動與轉型」

（2001�2016），並分別以「時代背景」、

「出版單位」、「出版人」、「出版品」、

「現象觀察與思考」等項目，析論出72年來

台灣的教育文化樣貌，以及每個時代台灣人

對兒童的不同期待，呈現由窘迫缺乏到豐富

多元、由審查管控到開放自由、由教育取向

到讀者需求取向的轉變。也同時關注台灣作

為後殖民社會的文化思想，如何在全球化國

際化中，掌握本土在地化的特色，發展屬於

台灣自我的亮點。鑑往知來，為出版業界與

兒童文學工作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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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兒童文學美學現象

顏志豪

本文透過對於後現代兒童文學作品的研

究，站在創作者和研究者的雙重角度，剖析

後現代兒童文學作品的風貌。後現代兒童文

學的創作，開始邁入專業化與商業化，兒童

文學創作者的身分從自由創作，逐漸轉變為

團體創作。因此出版社為了提升銷售量，經

過市場調查與評估，由編輯提出企劃案，再

交由創作者執行，成為後現代兒童文學作品

的生產模式。所以兒童文學商品與其說是一

種創作，不如說它是一種「設計」，創作者

為了特定的消費族群，創作出適合他們的作

品，以滿足他們的特定需求。在消費文化之

下，似乎所有的價值都可以變成商品購買獲

得。讀者變成消費者與玩家，他們閱讀兒童

文學的方式已經開始透過手機遊戲、電影、

電視閱讀。後現代的兒童文學是一種揉合童

心、童年、樂趣、遊戲的文學。由此可知，

後現代兒童文學的確起了不小的變化，在科

技的發達與視覺為主的社會下，兒童文學已經

從兒童讀物的形式，發展出更多的可能性。

認同與權力—當代台灣創作型歌手流

行歌曲研究（1980迄今）

劉建志

本文以1980以降台灣創作型歌手及樂團

的流行歌曲創作為研究對象，以認同、權

力、跨界流動為研究核心論述，聚焦鄉土認

同、國族認同、社會事件參與相關之歌曲。

內容以主題式研究流行歌曲的文學與文化問

題，希冀建立流行歌曲在文學學門中可能的

研究範式。首先略論流行歌曲與社會脈動之

關係和從文體角度討論歌曲文體變遷之現

象，並置入後現代的文化圖景中思考當代歌

曲的認同的多元、流動。其次，探討流行歌

曲中各自表述的鄉土認同，由詞、曲、專輯

等展現不同於書面文學的鄉土文化認同型

態。接著以「歌詞現實主義」思考當代台灣

抗議歌曲與社會運動、官方體制、國族認同

之關係。再來，探討台灣流行歌曲的語言權

力關係。最後，流行歌曲以其複合性的文體

特質，展現了有別其他文體的特性。本文嘗

試提出一種適合此文體的文學研究方式，並

試圖引進文化工業理論、文化主導權理論、

文化記憶理論、文化認同理論，乃至探討類

比與數位的認知結構的差異，討論流行歌曲

如何反映時代現況，呈現時代氛圍和呈現後

現代多元、流動之認同型態。

戰爭之框：兩岸當代戰爭小說的演變

吳明宗

本文旨在探討在兩岸當代文學發展中，

作家們面對戰爭歷史，透過不斷筆耕，寫出

數量龐大的戰爭小說作品以「戰爭之框」的

角度，觀察兩岸當代戰爭小說在生成過程中

對戰爭之框的接受，以及這些小說對戰爭之

框造成的影響。從而歸結出兩岸當代戰爭之

框以及戰爭小說之生成，經歷第一階段：

「出現與初始化：『共同體』中的集體與個

人」，以陳紀瀅、徐鍾珮、林衡道、孫犁

與茹志鵑之小說為研究對象，探討「共同

體」下的集體與個人。第二階段：「延伸與

修正：論台灣現代主義與中國文革戰爭小

說」，就白先勇、王文興、陳映真、鍾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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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李渝與浩然等作家之小說加以討論，分

析他們對戰爭之框以及戰爭敘事的「延伸與

修正」。第三階段：「顛覆與重構：新敘事

主體的出現」，以陳千武、巴代、莫言以及

嚴歌苓之小說為研究對象，說明這些小說對

戰爭之框構成的顛覆意義。最後本文嘗試打

破兩岸學界多以各自社會內之戰爭小說為研

究對象的現象，和台灣學界在戰爭小說研究

上的省籍界線，將兩岸之間對特定戰爭歷史

經驗之書寫並置觀看，以此做為觀察兩岸自

1949年後社會發展之切口。

戰後台灣商業劇場東華皮戲團表演活動

研究

張能傑

本文以戰後台灣皮影戲進入商業劇場

發展為研究主題，探討1945�1970年之間，

劇場中皮影戲發展與表演文化演變。透過文

獻與史料的相互分析，梳理戰後的皮影戲進

入商業劇場後，如何在商業劇場的競爭下，

發展出獨特的表演風格，以及在商業劇場中

有何種表演、音樂、視覺上的變異，嘗試以

皮影戲劇團在商業劇場的表演活動、藝術展

現為討論對象，解讀戰後台灣皮影戲在商業

劇場的始末。本文以唯一成功將皮影戲帶入

商業劇場體系中表演的東華皮戲團為研究對

象，藉由東華皮戲團所留下的商業劇場文獻

史料，分析皮影戲在商業劇場的發展過程，

以及在劇場中發展出何樣的劇場表演美學，

如何延伸出新式的表演形式，與商業劇場的

演出，對於日後皮影戲表演藝術的啟發。另

一個重點是探討皮影戲走入商業劇場演出的

劇本特點，針對皮影戲商業劇場的演出劇

本，進行分析。分析商業劇場有何種演出劇

本，在商業劇場的演出下，演師又創造出什

麼樣迥異傳統的劇本表演形式，這些劇本又

具有哪些風格與在地化的特徵。而後在1966

年後，皮影戲的劇本寫作模式，有何種的變

革？商業劇場的演出劇本，對日後台灣皮影

戲的演出，又產生了什麼影響。

當代台語電視連續劇語言使用與變異

潘惠華

本文以當代台語電視連續劇《風水世

家》的語言使用為研究主軸，探討目前台灣

以雙語相互滲透、融合的社會為主流的語言

發展中，台語的使用面貌與變異現象，並歸

納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其次，結合台語劇本

書寫分析與從業人員訪談，從中了解電視戲

劇從業人員進行台語書寫及演出時的操作過

程所面臨的困境與瓶頸；再進一步延伸進行

平行式的觀察，比較新加坡、中國兩地閩南

語影視劇的語言使用現象，探討其間的同質

性與異質性，從中借鑑省思台灣面對當前語

言潮流應有的態度，然後歸結文本分析與實

務訪談，藉此審視台灣的國家語言政策得

失、本土語言推展的反省，並提出針貶與芻

見；最後則就如何增進台語電視節目的傳播

與教育功能，以及台語影視語文製播的專業

化提出芻見。

行向一個用Siraya做基礎ke台灣女性主義

鄭雅怡

台灣民族主義理論向來以男性、漢文化

為中心的缺陷，本文從後殖民女性主義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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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出發，重新追溯Siraya母系傳統的價值和台

灣歷史圖像，試圖以Siraya為「切線」，探

尋性別、階級、族群、宗教、文化、帝國主

義以及其他政治原動力之間的交互關係。屬

於南島語族的Siraya，原是母系社會，卻在

近四百年來被不同的外來政權統治，並在各

殖民政權所推行的父權體制中遭到邊緣化。

1990年代起，Siraya族裔致力於族群復振運

動，他們的集體努力不僅喚醒Siraya社群，

甚至跨越族群界限，影響整體的台灣社會。

Siraya母系文化的特質體現於家庭和社群網

路、經濟生產，以及宗教和文化的實踐當

中，儘管備受主流父權結構的制壓，仍可做

為一種激勵，引動對抗中國漢文化霸權和重

新開創台灣主體性的潛在能量。類似Siraya的

情境，歷史上台灣婦女相較於台灣男性，經

歷更深重、更多重層面的壓迫和創痛，因為

台灣女性不只面對殖民暴力，甚且長期遭受

父權宰割。正因如此，Siraya和台灣女性蘊含

更深透、鉅大的底層人民反抗潛能，更能夠

挑戰各種不公義的社會結構。最後採取Siraya

和女性主義做為雙視角論點，重頭思索台灣

性的內涵，從一個植基於Siraya和女性主義的

跨領域論述，來探究建構一個以台灣為基礎

的知識系統的可能性。

巨 靈 ： 百 年 新 詩 形 式 的 生 成 與 建 構

（1917-2017）

許舜傑

本文以「詩行」為核心，探討新詩的基

本形式「分行自由體」的生成，以及在分行

自由體的主導下，新詩如何建構起千變萬化

的形貌。本文從「詩行」的角度，提出新的

現代詩歌分類方式。首先探討百年來漢語詩

歌從破體再到定體的過程，發現新詩形式不

完全移植自西方詩歌，而是古典漢詩破體後

的自然演變。其次探討新詩的組成份子「漢

字」以及「標點符號」、「空格」，提出漢

字外型的「字元化」特徵，正是新詩能夠採

取分行形式完成現代化的關鍵。再來探討新

詩的「句式」，以及「書寫方向」、「對齊

方式」，說明新詩是如何由延續舊詩「兩句

一聯」的敘事結構，產生今日主導的「單層

短句」句式。接著探討新詩的「詩型」，以

往分成分行詩、散文詩、圖像詩三種方式，

在今日已不能用以說明新詩的形式，故以詩

行的使用方式將新詩重新劃分為八種基本詩

型，重新檢視新詩的形式結構。再來探討新

詩的「定行化」，固定詩行數目是近年新詩

定型最主要的方向，使新詩從完全的自由

體，成為一種有條件的準定型的半自由體。

最後歸納出新詩形式的發展歷程，並發現新

詩的形式變化與社會思潮、印刷排版技術密

切相關，今日的數位行動時代正帶領了一波

新的形式變革。由形式直指新詩美學的根

源，亦即現代人如何透過新詩表現出內心的

詩意，而新詩的形式在傳達個人情志的過程

中，發揮怎樣的作用。

從傳統到現代—新竹地區詩社研究

武麗芳

本文梳理新竹地區詩社從傳統到現代

的發展脈絡。「竹社」從清領、日據、台

灣光復到今日，已經在竹塹地區活動了154

年，在新竹詩壇始終騷風持續，可謂是台灣

詩壇的傳奇，亦是新竹的驕傲。光緒年間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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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運等諸名士，將「竹社」、「梅社」及竹

城各詩社合併為「竹梅吟社」，於是騷風再

振；乙未滄桑，詩人紛紛內渡或跡隱，傳統

古典的漢文詩社卻於日據時期百家爭鳴於全

台。從傳統到現代，「竹社」一直扮演著保

存鄉土語言與漢文詩學傳承的重要角色。時

至今日，時移境轉加上社會價值丕變，傳統

詩社與詩學的功能幾近沒落，面臨著嚴酷的

挑戰；但在「竹社」耆老們的努力與號召之

下，「竹社」再度注入新血，並依政府「人

民團體法」之規定，重新籌組立案且完成法

定程序。而「竹社」始終秉執著「溫柔敦厚

詩之教」的百年社訓，一直以來持續推廣，

及辦理古典詩學、鄉土語文與雅韻薪傳等教

學研習，並以文化傳承為己任，希冀為斯鄉

斯土盡一分讀書人應有的本事及責任；在詩

學的道路上，不止曙光再現，更讓人們感受

到了別有真意的赤子心鄉土情。

昨日之日：論王鼎鈞回憶錄書寫之集體

記憶與重構

曹世耘

本文以文本分析的方式，探討王鼎鈞回

憶錄四部曲《昨天的雲》、《怒目少年》、

《關山奪路》、《文學江湖》中每一部作品

的敘事動機，以及如何以概念先行的方式，

決定回憶的內容與陳述模式，希望從這樣的

討論中，去探尋王鼎鈞個人在每個不同時

期，藉著大量的史料來佐證記憶的原因，究

竟是為了驗證個人記憶的真偽？還是為了發

掘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落差？或者是

驗證一個親身經歷的歷史因果。王鼎鈞的回

憶錄寫作問世之後，在傳記文學的領域內豎

立了一個里程碑，也開啟有關對日抗戰、國

共內戰的討論，但在這一波論述的熱潮中，

論述的焦點經常被擺放在「歷史真相」與

「集體記憶」之上，甚少論及王鼎鈞親自撰

述回憶錄的敘事策略與結構。從他的回憶錄

可見其企圖與規模宏大，而論述方式亦可視

為要建立一個回憶錄寫作技巧的體系，並且

也給後來研究者將之理論化的契機。

「軍中三劍客」的文學創作與活動研究

 翁柏川

本文旨在重新檢視在文壇擁有「軍中

三劍客」稱號的朱西甯、司馬中原與段彩華

三人的創作軌跡，勾勒他們成為「作家」的

過程。唯有將文學創作內容的變化與作家參

與的文學活動一起討論，方能還原其文學真

貌，亦是客觀評價作家作品的必要途徑。本

文把他們的文學創作及文學實踐，從更大的

社會與歷史脈絡中重新檢視，探討戰後文學

發展與「國民黨文藝體制」及「美援文藝體

制」的深刻關連。首先分析他們成名前的文

學活動，主要論述「軍中三劍客」如何從

「軍中」到「文壇」的過程。先是他們投稿

香港美援文藝雜誌的情形及對他們後續文學

實踐的影響；其次是他們如何重返台灣文

壇，受到肯定與傳播。接著探討此一時期文

學創作的特色以及如何進入文學史書寫。

二是成名後的文學實踐，他們在官方文藝

體制中得到權力位置，並且成為官方意識形

態的擁護者與守門人。而隨著台灣社會回歸

現實的風潮，文學典範轉移，他們在台灣文

學場域的權力位置明顯邊緣化。最後可歸納

出「軍中三劍客」的文學創作，一開始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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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黨國體制的支持與鼓勵。成名後，他們協

助官方形塑與鞏固軍隊與校園的意識形態工

作，因此被賦予在文學生產與傳播過程中的

權力位置。由此，得以見證政治與文學間複

雜糾葛的關係。

「聽—見」城市：戰後台灣小說中的台

北聲音景觀

高鈺昌

本文採用城市社會學和音樂社會學的

「聲音景觀」概念，用以作為分析台灣文學

與空間研究的嶄新取徑。過往的文學地理、

文學與空間的相關研究，側重於文本中視覺

空間的建構與闡述，而本論文則以聲音作為

方法，嘗試考掘、分析戰後台灣小說的書寫

中，各種台北聲音景觀的建構與聽覺空間的

生產，及其與文學場域、社會、城市發展、

文化、政治、生態等之間的關係。白先勇的

文本，以各種族群的通俗歌謠，建構出不分

階層的聆聽者，皆能獲得短暫救贖的聽覺空

間。林燿德與黃凡的後現代實踐，側重於建

構台北社會音景的噪鬧。朱天文與朱天心的

文本，則是反映了台北作為全球化的節點之

一，其各式文化樂音的混雜；並以多元文化

音景的生產，作為其建構特定族群、個人歷

史音景的美好寄託。最後，台北的城市文明

之聲，呈現出變奏與多音的聲音景觀。台北

的聲音景觀與聽覺空間，呈現出都市文明、

鄉村與自然等多重聲音線條的延續、變形與

拮抗；在都市文明的內部，以及都市文明與

自然的對話之間，將不斷歷時形成更為繁複

多重的聲音關係。

1950年代台灣兒童讀物研究

蔡明原

本文旨在討論文藝動員為國家服務（反

共復國）的1950年代，台灣兒童讀物是怎樣

回應的。其次，文藝發展在政治力主導下，

並以「中國化」為依歸的情況，兒童讀物中

「台灣」的意義是如何被挪用與展現。因

此，兒童讀物作為一種啟蒙的資源，透過閱

讀行為幫助兒童獲得各種層面、意義上的知

識、技能之外，也藉由本質性的敘事策略建

構起了特定的意識形態。像在1950年代的兒

童讀物中，「新中國兒童文庫」所收錄的不

論是知識類型讀物或是歷史類型讀物，皆意

圖塑造在日常生活中是要為反共做準備的想

像。台灣不僅被去脈絡，也成為了復國的基

地、暫居的住所，生活在此地僅是為了找到

重返家園的方法，這種情況頗為常見。不

過，《東方少年》在當時兒童刊物的內容編

排是最為多元的，也是本省籍作家發表創作

的主要園地之一，當中更有許多以「台灣」

為主題、題材的作品出現，和當時的「中國

化」主流形成了對抗，並且為兒童讀者開闢

出了認識、親近生活的土地的契機，這樣

的表現是十分特殊的。因此，研究1950年代

兒童讀物的同時，也是在分析不同世代「兒

童」這個詞彙概念的演變以及對他們的期待。

國族認同迷思的辯證—台灣皇民文學

本質之探析

褚昱志

本文旨在分析台籍作家及在台日人作

家對國族認同立場上的差異，以此切入其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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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皇民文學作品的內容，說明作家們欲藉這

些作品傳達的意涵，最終以證明台灣皇民文

學的本質，是根植於國族認同的論點，並希

冀化解台灣文學界對台灣皇民文學解構的迷

思。今日在台灣新文學史，皇民文學的本

質，在台灣文學界仍難有共識，是配合日本

戰爭國策而創作的宣傳文學，或是傷害中華

民族情感的漢奸文學，彼此爭議不休，但兩

中說法皆有所偏頗。由於當時台籍作家及在

台日人作家在國族認同立場上的差異，彼此

對於當時所創作的皇民文學，自然有著各自

不同的想法。如果只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

再考量國家、民族認同的要素，將它視作單

純地配合戰爭國策的宣傳文學，乃是狹義的

皇民文學之概念。因此除了配合國策的宣傳

文學之外，還包含了解決台灣人為何要皇民

化，以及如何皇民化的議題，才是廣義的皇

民文學之概念。最後這樣概念下的皇民文學

定義，也就是台、日籍作家們，站在各自國

族認同的立場上，為國家、民族的生存發展而

發聲，這才是皇民文學真正的本質之所在。

拱樂社內台連本歌仔戲劇本研究

葉嘉中

本文旨在探討與台灣歌仔戲關係密切，

無論是與內台歌仔戲、電影歌仔戲或電視歌

仔戲等都扮演相當重要角色的拱樂社；「拱

樂社」亦是開風氣之先的歌仔戲劇團創作

新劇本以適應內台戲院商業演出的需要，另

「囝仔生」的創造與「錄音歌仔戲團」的發

想在當時亦造成不小的影響。本文就拱樂社

的興起與發展，包含經營與管理、編劇家及

其風格、內台連本歌仔戲劇本研究（包含劇

本屬性、題材類型、思想旨趣、人物塑造、

語言詞句、程式套路、音樂設計、舞台藝

術）及其貢獻與影響（包含對戲曲人才的培

養、對創作戲曲劇本的啟發、對戲劇推展的

影響、對發展文創產業的省思）等章節來論

析拱樂社相關議題。最後可歸結出四個方

向：一是彙整前人的研究結果，歸納整理相

關資料，以期能有更完整的拱樂社相關資料

呈現。二是再次著墨拱樂社的興衰與歷史脈

絡，以裨益相關歷史真相的釐清與考證。三

是參酌「評論中國古典戲劇的方向」分析古

典劇本，以建立既客觀且不失劇作真面目的

評論方法。四是透過拱樂社的貢獻與影響，

啟迪現今歌仔戲的新思維。希望藉由這樣的

分析來瞭解拱樂社，同時也希望在爬梳與分

析這些資料的同時，能替台灣歌仔戲的未來

提供不同的思維。

殖民地前衛—現代主義詩學在戰前台

灣的傳播與再生產

陳允元

本文從既有台灣新文學史建構背後的

三個框架：本島人中心、本島文壇中心、台

灣新文學運動（寫實、抵抗）中心的檢討

著手，在詩人身分上採取複數的「台灣出

身」—台灣血統（本島人）、土著化於台

灣的在台日人（第一代移民‧久居者）、出

生於台灣的日本人（灣生）—取代本質主

義的血緣論、在地理空間上則著眼於戰前東

亞文學場域內的人員移動及文本交涉，說明

「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風車詩社」的「文

學史孤例」想像，重新就戰前誕生於殖民地

台灣的、或複數「台灣出身者」的現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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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進行更大規模的基礎性研究，在日本

帝國圈內中央文壇與台灣文壇交織連動的脈

絡之下，論其生成、文學表象、發展軌跡，

連繫的美學系譜與轉化，並就文學史的層次

上說明三個課題：一、現代主義美學的引進

如何衝擊殖民地台灣既有的文學場域？二、

殖民地台灣及其出身者如何參與世界性的

現代主義運動並將之進行改造？或者說，現

代主義的傳播以台灣為介質產生了什麼樣的

變化？三、如何給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

一個解釋？其前衛性究竟為何？最後除了勾

勒出諸多個案的現代主義的文學軌跡與美學

表現，在整體上主要得到幾個結論：一、現

代主義詩學在戰前台灣的傳播並非僅是「帝

國→殖民地」的單線、單向的傳播，而是複

線的、往復的。二、台灣的現代主義發展雖

與帝國中央文壇有緊密連動，但並非亦步亦

趨，案例間也呈現了系譜的非均質性與發展

的非同步性。三、在殖民地台灣，現代主義

的前衛性基礎是由於時差所致，但對於世界

性的現代主義運動而言，其前衛性毋寧是因

為透過台灣的在地轉化而產生的「現代主義

的台灣解釋」。

台灣軍旅詩研究—以《家國、戰爭與

情懷—國軍文藝金像獎歷屆新詩得獎

作品選輯》為主要討論文本

田運良

本文旨在以《家國、戰爭與情懷—

國軍文藝金像獎歷屆新詩得獎作品選輯》為

主要討論對象，並以各屆次之得獎作品集互

相補充，期以完整的作品文本來分析「軍旅

詩」的形式與主題，進而析論軍旅詩人敏銳

的心靈意識、與時代社會的互動、在軍旅週

遭環境中的反應，以及其內更為深刻的哲

思與美學意蘊，以管窺國軍文藝現代詩的

發展歷程。現代詩的類型與主題多元，其

中「軍旅詩」尚未有明確定義與界定。從

創作者的角度而言，凡從事軍旅、具現役

軍人身分的創作者所書寫的詩，可概稱之

為「軍旅詩」；據此定義延伸，與「軍旅

詩」意涵近似的「從軍詩」、「戰鬥詩」、

「革命詩」等，也因具有軍旅色彩，所以也

可視同「軍旅詩」。這裡「軍旅詩」的研

究對象是以「國軍文藝金像獎」獲獎作品為

主，因「國軍文藝金像獎」之參與者有現役

軍士官兵官及各軍事院校學（員）生和國防

部所屬各單位文職、聘雇人員、現役軍人，

另外，主眷（配偶）及尚在撫卹中之國軍遺

族也包含在內，是以「軍旅詩」的內容將跨

越「戰鬥」、「家國」等議題，出現有不少

「情懷」抒寫，而與民間文學	之內容有所差

異。由於「軍旅詩」蘊涵著軍人身分的文化

因子，故而擁有豪放風格、細緻情感、雄奇

意境、鏗鏘音韻等軍人的精神文化內涵。因

此，國軍文藝金像獎既有特殊的訴求，當然

必須建構出屬於自己的理論與特色，才能讓

該文學獎項的價值能得以確立，進而發揮影

響力，在文壇、甚至文學歷史上找到定位。

日治時期魏清德報刊文章書寫研究

曾玉惠

本文以身為新聞記者角色的魏清德之報

刊文章為研究範疇，試圖對其報刊文章進行

初步考察。魏清德在漢詩表現受時人推崇，

他歷任台灣第一大報記者、漢文部主任，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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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媒體重要職務逾三十年，其生存年代橫跨

三個政權，角色身分多元，不同面向的表現

帶給學者不同向度的研究空間。首章為緒

論，包含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研究成果、

範圍和方法以及探討魏清德從教師到記者的

自我實現追尋之路。第二章是對報刊文章的

文本形式，包含文體分析、敘事特性、敘事

策略等特色加以探討。第三至五章則針對報

刊文章不同主題加以析論，有為歷史記憶，

包括異文化記憶、世變記憶及重塑台灣島

等，也有為人物敘寫，探討不同族群，包括

「士」族群、女性人物、戰士等。還有旅遊

敘寫，從傳統遠遊到現代觀光休閒的演變、

島內的旅遊、島外的旅遊等加以討論。最後

歸結：第一，魏清德報刊文章對傳統古文的

繼承與新變，包括保留傳統古文之遺緒及現

代新聞文體結構之產生。第二，他文明啟蒙

的內涵乃承繼傳統漢學而有所革新，傳遞西

方新學而有所揀擇。第三，他身為協力文人

以詩文創作服務殖民政府，另一面則以婉飾

諷諫殖民政府的幽微心境。第四，他為充滿

理想性的文人記者，報刊文章以追求台灣島

現代化富庶繁榮為目標，表現出以殖民政權

的合法性為依歸、倡導「自覺心」以盡義務

效忠天皇等社會框架。

行動博物館服務設計研究

黃佳慧

本文旨在探討博物館該如何透過服務設

計，積極發展新形態「博物館服務」，以滿

足觀眾需求、提升滿意度。今日現代博物館

面臨各種休閒活動及娛樂場所的競爭，非營

利組織的博物館為了永續經營，也思考如何

提供優質服務讓參觀者滿意。為此，本研究

以個案研究法，運用服務設計相關理論為基

礎，以國立臺灣文學館（NMTL）所屬之「台

灣文學行動博物館（MMOTL）」為案例，對

其進行服務設計的過程及內涵的了解，並建

構出「行動博物館服務藍圖」。根據本研究

可知，行動博物館的博物館服務流程與一般

的服務業相似，差異點在於服務的呈現，關

鍵點在行動博物館後臺的支援，精神上以內

涵的豐富性為後盾。行動博物館服務，是以

公共服務設計為路徑，注重的是服務系統之

間的整體設計方案。透過整體設計之間的配

合，在提供及互動的顧客旅程中，達到感動

與創新的標的。最後透過研究，從模型顯示

來看必須對現有及潛在的使用者、現有及競

爭的服務的創新、強化服務品質及觀眾滿意

度來著手。分別為市場情報、單位情報及功

能增強。期待透過提供行動博物館的研究成

果，未來博物館在提升觀眾需求與滿意度時，

能作為服務設計運用之策略的依據與參考。

台灣古典詩的疾療書寫研究

涂淑敏

本文旨在以台灣古典詩歌為主要研究

對象，觀察其中關涉疾病、疫病、醫療、醫

藥、醫者的詩歌作品。以文人的疾病見聞經

歷與醫療體驗為基礎，分成幾項加以論述：

一、古典詩中記錄的疾病以及治療的分類。

二、疾療詩歌反映出來的醫療發展概貌。

三、疾病醫療的隱喻，其中又分幾個子題，

有政治的、文化的、生命的—看文人如何

藉著醫病療疾作為一種隱喻符碼以喻及時

局、或對文化的認知、對生命的態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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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疾病醫療書寫的療癒功能—藉著疾療

書寫，或為心理獨白，或與友人唱和，表面

是病中心理的表述，實則透過這樣與自我對

話的紓解，在疾厄混沌的處境中，讓心靈得

到淨化，成為一種自我療癒之方。其五、改

朝換代與不同政權之下疾病醫療的隱喻—

理出在鼎革之際或世局變動之時，文人透過

疾病或醫療，所表述的自我存在感受、身分

認同等生命姿態或安頓之道；或將人身病痛

的醫療與國事良窳的針砭，二者相況互喻。

總結疾療詩跳脫個體的苦痛，以更高的視野

去審視個人生命、社會文化、與時局歷史，

賦予疾病醫療經驗更深刻的內涵與意義，一

如西方心理學的「意義治療」。以此定義台

灣古典疾療詩歌的價值。最後其目的在大觀

詩中所記之疾病本身的各種症狀樣貌，並著

重探討疾病表象底下的隱喻意涵。探討文人

透過疾病經驗，建構出何種對生命、文化、

乃至政治的想像認知，並延伸至於透過書寫

而獲致的心理療癒功能。

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所

鄒政翰　創作的內與外：論羅智成詩文中的

歷史題材

陳睿賢　論白先勇《台北人》中的移情作用

與諷刺藝術

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

張悅華　二魚版台灣年度詩選研究（2003�
2016）

中國文學所

王瑜密　重寫名女人：台灣歷史小說的案例

考察

客家社會文化碩士班

羅金珠　台灣北部客家笑科研究

客家語文碩士班

溫孟樺　客家戲曲中的人物塑造—以榮興

客家採茶劇團之《大隘風雲》為例

莊沛祺　李喬《情歸大地》劇本與電影

〈一八九五〉比較研究

陳韻如　南庄地區伯公信仰與傳說楹聯研究

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所

潘玟沂　論夏曼‧藍波安的作品中「想要的

生活」

台灣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平英驊　布農族獵人的狩獵文化敘事：一個

自傳式民族誌

許麗卿　韓良露城市空間書寫探析

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所

江嘉玲　解嚴後台灣女性自行車品牌發展之

研究

林桂杏　黃得時《台灣遊記》研究

許家綾　台灣紀錄片中的兒童形象：論《野

球孩子》、《翻滾吧！男孩》、

《拔一條河》

蘇國賢　黃溥造生平及其詩作研究

吳翊豪　伍佰研究：音樂、符號與代言

王珮蓉　傳承與創新：黃立綱「天地風雲

錄」系列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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