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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加科夫長篇小說「大師與瑪格麗特」中  
邪惡勢力之結構形成和作用分析  

 
一、主題的當代意義  

布爾加科夫是俄羅斯二十世紀著名作家之一，但在台灣鮮被研究，因

此，針對其著名作品「大師與瑪格麗特」做研究，以展現其當代意義。  

    布氏以十年多的時間創作「大師與瑪格麗特」，主要創作期是在 1937

－ 1938 年間，此時當值史達林無情鎮壓時期。當時虛偽的生活型態，諷刺

性地在官方宣傳中是美好，在這十分危險的時期，有些人決定要將當時生

活怪誕現象描述出來，布氏就是其中之一。  

    該作品自 1966 年（作者去世 26 年後）出版起就受到讀者及文學研究

者的極度關注，俄羅斯及國外學者都認真地研究布氏。但對「大師與瑪格

麗特」之研究並未臻完善，需要再加以詮釋及細究。  

    許多內文的灰色地帶顯示出布氏未完成這部他最後的作品，並且未能

將其所寫各版本合而為一。因此並無所謂「大師與瑪格麗特」標準版本，

最後的版本是由作者將其較早版本的加以校正、增添，出版者再將其補充。 

    俄羅斯國內對這部作品的評價十分兩極，受到十分熱烈歡迎及極端否

定，教會則對其嚴厲譴責。如此矛盾的評價主要與「邪惡勢力」－－指沃

藍德及其黨羽在小說中所扮演的角色有關。  

    作品的主要構思在三十年代的莫斯科市出現「黑暗之神」及其黨羽，

這些惡徒以擬人化形式出現，不被任何邏輯法規所規範，此構思是一創新

思想。撒旦－沃藍德出現在莫斯科市要考驗作品中的各個角色；賜予大師

及瑪格麗特應得的獎賞，即相愛及互信；懲罰貪污、卑鄙者及叛徒。受懲

罰者是以最高真理來審判而非以有所缺失具世俗觀點的人類法律為準。  

    布氏以二元論觀點處理沃藍德的角色，重新闡述善與惡的關係，捨去

傳統教會認為二者是完全對立的看法，這論點是布氏多年深入思考「善與

惡」這永恆問題所得的結論。他對現實各方面的領會及其非凡博學的人道

主義精神對歷史各事件的審視，進而拒絕狹隘且只有單一面像的傳統歷史

解釋。  

邪惡勢力在「大師與瑪格麗特」文中扮演非比尋常的角色。他們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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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善良、正派的人受到傷害，但卻積極的干涉卑劣小人的生活，處罰惡人，

故意製造出有時戲劇性，更常是笑鬧性的場景。其對惡人所做所為皆具破

壞性。如此非傳統性地描寫沃藍德及其黨羽在俄羅斯引發一系列的批評（特

別是在近幾年間），在批評的文章中稱布氏的小說是「撒旦之書」並對作者

加以詛咒。  

對該小說多樣化的評論，清楚地證明了並非所有布氏在書中所提出的

問題都在研究中找到了答案，因此本篇論文重新審視其顯著的當代意義。

在所有與小說主旨及人物有關的的問題中，本論文選擇邪惡勢力之結構形

成和作用分析作為研究，承如上述，該題目在小說的文藝中心思想佔重要

地位。  

 

二、學術新論點  

    學術創新點在於將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麗特」首次在台灣文學

研究領域做深入做學術性的研究。研究的對象是在主旨及文藝思想關係極

為複雜的一群角色，即所謂「惡魔的體現者」。在論文中探究這些角色的起

源、作者對其之詮釋及各角色在作品中的演變轉換現象。特別專注在惡勢

力在小說中的功能，及分析每一個惡魔角色在文中的行為舉止。  

 

三、研究目標  

研究目標在於對作品中所謂邪惡勢力之各個角色之結構形成和作用

加以分析。論文以探討下列系列詳細課題以達到研究目的。  

1) 從聖經、文學作品、戲劇作品及民間文學等來源，研究布氏創造各個惡魔

角色之依據。  

2) 研究該小說的創作歷史及各版本的特徵，據以對布氏對邪惡勢力的演化過

程做出推論。  

3) 追溯各個在最後版本出現惡魔角色的起源。  

4) 分析創造各個荒誕不經角色的文藝創作手法，探求各角色的特色，比較「惡

魔的體現者」在小說中所表現出「戲劇面」及「實際面」。  

5) 研究「惡魔的體現者」之角色功能，其功能確定該角色之內在本性及各角

色間不同層次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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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1.比較對照法：比較歷史法的一種。檢視不同客體的本質，以分析並對照

研究客体的發展層次，記載其變化，並對其發展趨勢下定義。  

  比較對照法能夠追蹤我們感興趣的各個角色的起源。這些角色出現在最

初到最後的版本中。擬以此研究法研究下列課題：  

1)定義作者在小說創作過程中的思考發展方向  

2)定義各角色之起源、特色及他們在小說中的演變  

2.功能作用分析法：以「功能單位（指角色）系統」 研究文學作品。（Ю .Н .  

Тынянов）他建立了一論點，即透過了解文學中各角色的功能以了解該作

品的涵義。  

功能作用分析法能夠探求「惡魔的體現者」的在小說中基本作用。擬以此

研究法研究下列課題：  

1) 角色系統的組成分析  

組成要素之分析能夠找出邪惡勢力這一群角色間的異同及原因。  

2) 語言分析  

語言分析能解釋小說中各角色所說笑話及雙關語之笑點。  

3) 角色的功能分析  

角色的功能分析能解釋各角色之任務、功能及其邏輯性。  

3.文獻學分析法：是輔助性的文學分析法，為邏輯性比較同一部作品的不

同版本，並找出其差異處。  

 

五、研究資料為「大師與瑪格麗特」小說內文。  

 

六、研究之實際意義  

論文研究結果可以運用於「二十世紀俄國文學史」課程，人文專修課

程（如語文學、哲學、歷史）等下列專題：「二十世紀俄國文學及聖經」、「史

達林鎮壓及三十年代文學對其之反映」、「二十世紀前半葉俄國文學發展傾

向」及「俄國幻想文學史」等。  

 

七、論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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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文由緒論、三章、結論、參考書目及附錄構成。  

 

緒論：說明題目之適當性。  

第一章：「小說中惡魔角色的歷史文化根源」－研究沃藍德、卡羅維夫－巴

松管、阿扎澤勒、黑貓、赫勒及亞巴頓的起源。  

第二章：「在小說角色系統中的幻想形象」－說明「大師與瑪格麗特」小說

的創作過程，探求「惡魔的體現者」各角色的創造手法，研究各

角色的特色及其相互關係，比較他們在小說中所表現出「戲劇面」

及「實際面」。  

第三章  ：「最高的審判亦是邪惡勢力在小說的文藝中心思想中最主要功能」

－研究「惡魔的體現者」之基本功能，其功能確定該角色之內在

本性及各角色間不同層次的互動關係。  

結論：將各章之結論總結。  

參考書目：用於論文書寫所用之參考文獻  

附錄：布爾加科夫肖像及「大師與瑪格麗特」不同版本之手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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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加柯夫長篇小說「大師與瑪格麗特」中  
邪惡勢力之結構形成和作用分析  

 
論文章節  

緒論：說明研究目的，闡明研究之新見解及意義，對該小說及其架構提出

理論及實用分析。  

第一章：「惡」在作品中的歷史文化根源。  

具摘要性，從聖經、文學、戲劇及民間文學探討惡魔的起源。並研究

其出現在小說中的相關情節。  

1.1 布爾加科夫小說中的有關耶穌及惡魔的神話  

1.1.1 惡魔角色的學術根源  

1.1.2.  惡魔角色的聖經根源  

1.1.3 惡魔角色的文學根源  

1.1.4 惡魔角色的戲劇根源  

1.1.5 惡魔角色的民間文學根源  

1.2 布爾加科夫神學觀點的現實面  

第二章：各幻想角色在小說中的地位。  

說明各幻想角色在「大師與瑪格麗特」各主要版本中的演變情形。並

在人物描寫及其對話間將沃蘭德及其黨羽之相互地位及關係做一比

較。  

2.1  小說創作過程及各惡魔角色的轉變過程。  

2.2  描寫各各惡魔角色的藝文手法  

2.2.1 沃蘭德  

2.2.2 阿扎澤勒  

2.2.3 赫勒  

2.2.4 卡羅維夫－巴松管  

2.2.5 黑貓  

2.2.6  亞巴頓  

2.3  各角色間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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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最高的審判亦是邪惡勢力在小說的文藝中心思想中最主要功能。  

本章具分析特點：探討邪惡勢力各角色與小說中其他角色間的相互關

係，深究惡力在小說中的主要功能及研究布爾加科夫對命運的觀點。  

3.1  小說中最高審判的議題  

3.2  「邪惡勢力」是最高審判的執行者  

3.2.1 沃蘭德  

3.2.2  卡羅維夫－巴松管  

3.2.3  黑貓  

3.2.4  阿扎澤勒  

3.2.5  赫勒  

3.2.6  亞巴頓  

3.3   「彼世」及人世間的「邪惡勢力」  

結論：將各章之結論總結。  

參考書目：用於論文書寫所用之參考文獻  

附錄：布爾加科夫肖像及「大師與瑪格麗特」不同版本之手稿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