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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語  

 

論文作者綜觀「藝術哲學三部曲」的文本現象、作家日記的文字記載

以及學界相關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假設並試圖論證：布寧在這三個短篇作

品中探討的不僅是死亡，而是旁及與死亡一體兩面的生命。由於布寧創作

的形式美相當值得注意，因此，筆者在提出以上的假設之後，選擇以形式

方法的敘事分析作為研究工具，探討這三部作品「塵世生存」主題的敘事

特點。  

 

本論文的研究成果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藝術哲學三部曲」顯著的敘事特點之一是使用重複手法。重複

本身具有美感，也是構成對比的基礎。作家藉由對比的敘事形式帶出關於

人類塵世生存的思索，這些透過重複手法實現的對比形式包括時間、空間、

生死、人物形象等範疇。此外，重複手法本身展現的文字美感也具有特定

敘事功能，敘事中的形象以及語音外殼之間相輔相成，不僅能夠提點作品

主題，也隱含作品思想的框架。  

 

二、作家靈活地交替運用不同敘事觀點的策略，帶出一層更勝一層關

於人類宿命的思考。《阿強的夢》裡狗的語式造成「陌生化」的效果，是一

種能夠帶出創作意旨的敘事形式。在「三部曲」這組作品中，作家也經常

以全知全能敘事者的身分，穿插利用人物的侷限視野來傳達思想內容。全

知敘事中看似平凡無奇的細節都由於他的視野而饒富意義，因而具有帶出

並強調主題的功能。至於人物侷限視野則是敘事者藉以拓深思想深度的敘

事工具。  

 

三、敘事速度與敘事韻律能夠幫助襯托主題思想，是作家藉以強調作

品主旨與思想重點的工具。作家經常運用大型句構經營敘事步調，在《從

舊金山來的先生》裡營造目不暇給的感受，造成緊湊的節奏，展現故事主

角的野心；而在《阿強的夢》裡則以長句的形式造成拖冗沉滯的閱讀效果。

作家透過敘事速度與韻律達到襯托主旨的效果，但是在兩個例子裡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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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度頗為不同，這是作家為了適應作品內容經營形式表現的結果。  

 

四、「藝術哲學三部曲」裡的細節描寫富有視覺性與寫實感，這些細

節描寫除了具有象徵或隱喻的功能，也具有敘事功能，是作家以形式之美

與感染力加強作品思想內容的手段。筆者將這組作品中細節描寫的視覺特

徵歸納為三項：具有攝影機運動特點的敘事引導讀者視野，是敘事者展示

事物的工具；讀者對於逼真、準確的文字描述內容產生感同身受的效應，

間接產生同理心與信任感；高度寫實而符合視覺生理特性的細節描寫，終

將讀者的信任感延伸推廣至心理上的信任感，作家所欲傳達的思想內容能

夠因此發揮打動、說服讀者的效果。  

 

五、作家在這組作品中以對比手法作為呈現不可言說的存在奧秘的文

藝形式，他的目的在於展示人類塵世生存道理的「不可說」，而不是詳盡地

說明這個道理「是什麼」。然而，作家在辯證人類生存奧秘的過程中，卻已

然透過對比的方式道出這不可言說之物的內容。對比辯證的手法是作家簡

潔卻深度呈現「塵世生存」主題的敘事手段之一。  

 

六、布寧在這三個短篇小說中雖然呈現的經常是死亡，但是最終目的

卻在於探討與死亡相對的生命：  

 

首先，在「自然／文明」這組對比框架之下，作家探討人類的生存是

在自然條件之上奮鬥，創建文明、追求幸福的過程，人類由於不能擺脫自

然條件設下的死亡，因此應當尋求與自然共處，尋求自然與文明的平衡點。

簡言之，也就是與死亡的可能性和平共處，並暗示人類塵世生存的重要意

義應當在於尋覓文明與自然的平衡。  

 

其次，作家藉由「肉身／心靈」這組框架提出人的心靈無窮，肉身卻

充滿限制，人的野心應當有所節制，不應該放任心靈慾望而毀了肉身性命，

人類塵世生存的重要價值也在於以有限的肉身力量為前提，盡其所能地發

揮，但是不應過份求索。  

 

最後，關於布寧創作中死亡主題研究經常探討「生命／死亡」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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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許多相關研究的切入點。相較於此，筆者抱持的觀點稍有不同，在分析

作品中「自然／文明」以及「肉身／心靈」等敘事設計的內涵之後，可以

看出布寧在作品中呈現死亡情節，但是其意義卻得由生命的角度切入才得

以窺得全貌，似乎生命的全部意義就由於不可預料、不能逃避、沒有道理

的死亡才得以確立。簡言之，作家透過死亡的角度來觀看生命，作品中的

死亡情節都引發關於存在與生命的探討。  

 

從作品的對比辯證模式可以看出，布寧在《兄弟們》、《從舊金山來的

先生》以及《阿強的夢》裡，都是透過兼具美感與功能的對比形式，呈現

關於人類生存的深刻思索。布寧以技巧純熟的敘事手法以及凝煉的文字，

以對比辯證的方式述說那難以窮盡的人生道理，這也是三篇作品「藝術」

與「哲學」兼備，而被稱為「藝術哲學三部曲」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