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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大一時，學長姊送了一本林文月的《讀中文系的人》，那是我接觸林文月散

文的開始。之後因任教高中，在準備課程中得以更深入地賞讀了林文月的文章，

像是收入在教材的＜蘿蔔糕＞及＜給母親梳頭髮＞，在林文月淡淡的文字筆觸

下，讓我感受那潛流在筆下的深情。林文月以散文集《京都一年》崛起於七 0

年代，此下三十年，創作不輟，數量雖不甚多，但不斷突破自我，且不同性質的

文筆相互滋養、充實了她的文學生命，構成她散文獨特的美學，非常值得深入研

究。 

林文月有三種不同的文筆，依發展順序而言：一是學術評論，二是散文創作，

三是以日本古典文學為主的翻譯。學術方面，她專攻六朝文學；創作方面主要在

散文；翻譯則以日本古典文學為主。 林文月是《台灣通史》作者連橫的外孫女，

童年時家住上海的日本租界裡，來台後的大學及研究所生涯，皆於台大中文系所

完成。台灣歷史的餘韻、中國傳統的薰陶以及日本文化的流風，這些都構成她散

文呈現獨特風味的元素。1 

1969 年對林文月來說是文學創作極為重要的一年，那年她獲國科會資助前

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修中日比較文學一年。出國前夕，主編《純

文學》月刊的林海音向她邀稿，讓她重拾自研究所畢業後，幾乎停滯的創作之筆。

那些以京都為中心的散文篇章，回國後於 1971 年 2 月由純文學集結成出版《京

都一年》，這是林文月學術論著以外的第一本散文集，2內容呈現她個人對京都的

各種觀察、感懷，頗受到國內文壇的矚目，其性質可列為遊記。 

林文月在京都遊學的一年生活，當時因撰寫中日比較文學論文的需要，接觸

了日本平安時代的鉅作《源氏物語》，這個機緣成為她自 1974 年開始持續投注五

                                                 
1 陳芳明，《深山夜讀》，台北：聯合文學出版社，2001 年 3 月初版，頁 198。 
2 林文月，《回首‧京都，我心靈的故鄉》，台北：洪範書店，2004 年 2 月初版，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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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半的時間，專注於中、日兩種文字的過渡與跨越，去譯註那一部書。1972 年

至 1977 年，因教書生活忙碌，寫作方向又分散，使她的散文創作量較少，但仍

撰著出版兩部傳記文學：《謝靈運》(1977 年 5 月)及《青山青史－－連雅堂傳》(1977

年 10 月)。尤其《青山青史－－連雅堂傳》以輕緩的速度、抒情的想像，全然擺

脫傳統傳記文學的書寫方式，可以視為一部長篇散文來閱讀。 3 

    從 1971 年第一部散文集《京都一年》開始，三十多年來，林文月至今有 11

本散文集 (這其中不含 4 本散文選集、2 部傳記)。《讀中文系的人》(1978 年 3 月)、

《遙遠》(1981 年 4 月)和《午後書房》(1986 年 2 月)，這三本書連同第一本散文

集《京都一年》，此四本書可視為林文月散文前期的作品，行文筆觸偏於理性。 

《讀中文系的人》所收的文章包含分為散文隨筆類、文學的賞析評論類、翻

譯《源氏物語》的相關文章。儘管這三種的類型與內容性質有別，卻都是讀中文

系的林文月始終用功的三方向，透過這些文章，我們可窺探林文月的生命與思想

樣貌。《遙遠》在親情、旅遊、出國研究講學的行文脈絡中，看出她對祖國之愛，

對親人師長和異國故舊的情誼，對學術與文學的沉醉，和對中文系學子的期望。

《午後書房》內容不離林文月個人生活中的所接觸的人物、事件及風景。其中旅

遊的記錄，又因林文月常到外地開會訪問的機會，故以寫外國者多，此時作品的

文字與題材與前幾部作品相較，已進入銳化的過程，更注重散文的經營。 

    1988 年 2 月出版的《交談》一書，成於林文月五十歲之後，作者身旁的人離

逝多於存在，許多過往的人事歡愁，回思時既熟悉又陌生，筆調增添了感傷與蕭

瑟。1993 年 7 月推出的《作品》，分為兩部份：上卷的散文隨筆，多篇寫她失去

的長輩和老師，筆調充滿了緬懷傷逝之情。下卷收她早年翻譯日本現代作家川端

康成及曾野綾子的短篇小說。 

1993 年的夏天，林文月自台大中文系退休，旅居美國舊金山，但她對教育

工作的熱忱並未完全停歇。後陸續於 1993 年任美國加州史丹福大學客座教授、

1995 年任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分校客座教授、及 1999 年任捷克查理斯大學客座

                                                 
3 陳芳明，《深山夜讀》，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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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期間，大陸長江文藝出版社和百花文藝出版社，分別為林文月推出了《風

之花》(1993 年 9 月)和《夏天的會話》(1997 年 8 月)兩本散文選集。日後林文月

也展現旺盛飽滿的創作力，相繼推出精彩的散文創作。  

    1993 年 9 月出版的《擬古》和 1999 年 4 月出版的《飲膳札記》兩本書是林

文月在散文體裁與題材上，力求突破與創新的成果表現。《擬古》是散文擬古，

由擬古鍛鍊出一種新的文筆，形式別具一格。《飲膳札記》是飲食文學，它並非

純粹的食譜，而是食譜與回憶文學的綜合體。 

2002 年 3 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了《生活可以如此美好──林文月自選

集》，同年的 7 月年台灣九歌出版社也為她推出了散文選集《新世紀散文家：林

文月精選集》，為其散文集作一歸納整理。 

2004 年 2 月和 3 月，林文月分別先後推出散文《回首》和《人物速寫》，兩

本書多以人物題材為主，憶舊憶往，撫今追昔，作為這十年來她羈旅海外，奔波

講學的浮世心影錄。2006 年 8 月問世的《寫我的書》，是寫人與書的對談，又指

涉人與人的心靈應對。 

茲將林文月的散文創作及出版狀況表列如下： 

書 名 出 版 社 出 版 時 間 類 別 

京都一年 純文學出版社 1971 年 2 月 遊記 

謝靈運 河洛出版社 1977 年 5 月 傳記文學 

青山青史—連雅堂傳 近代中國出版社 1977 年 10 月 傳記文學 

讀中文系的人 洪範書店 1978 年 9 月 散文、論著 

遙遠 洪範書店 1981 年 4 月 散文 

午後書房 洪範書店 1986 年 2 月 散文 

交談 九歌出版社 1988 年 2 月 散文 

作品 九歌出版社 1993 年 7 月 散文 

擬古 洪範書店 1993 年 9 月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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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花 湖北長江文藝 1993 年 9 月 散文選集 

夏天的會話 天津百花文藝 1997 年 8 月 散文選集 

飲膳札記 洪範書店 1999 年 4 月 散文 

生活可以如此美好： 

林文月自選集 

香港天地圖書 2002 年 3 月 散文自選集 

新世紀散文家：林文

月精選集 

九歌出版社 2002 年 7 月 散文選集 

回首 洪範書店 2004 年 2 月 散文 

人物速寫 聯合文學出版社 2004 年 3 月 散文 

寫我的書 聯合文學出版社 2006 年 8 月 散文 

 

綜觀林文月的生平經歷以及散文創作，其散文作品呈現出多元豐富的樣貌。

若不包含四本散文選集及兩部傳記文學，林文月迄今出版的散文集共 11 本，數

量雖不多，但質精，曾獲多項文藝獎項的肯定。4 

然林文月的散文，在台灣當代文檀中，和許多好作家一樣，被讚譽的程度遠

超過被研究。在余光中八 O 年代初的評比裡，林文月已經(和張曉風)穩坐台灣當

代散文第三代的代表人物。5八 0 年代末，何寄澎也以專文＜真幻之際‧物我之

間──林文月散文中的生命觀照及胞與情懷＞推崇林文月的散文風格。但余、何

二位教授當時所據文本僅止於《京都一年》、《讀中文系的人》、《遙遠》與《午後

書房》等前期作品。縱使 2002 年何寄澎又有評論文章＜林文月散文的特色與文

學史意義＞，研究範圍只含括《飲膳札記》之前的文本。揆諸林文月 2004 年以

來近期作品，《回首》、《人物速寫》與《寫我的書》，更啟新局，實足以研究探看。 

基於前述的研究動機，筆者希望透過對林文月的散文作品研究，達成下列的 

                                                 
4 她的第一本得獎散文作品《遙遠》榮獲第五屆中興文藝獎散文項獎章。其後散文、翻譯獲獎多

項，見本論文附錄一，頁 191。 
5 張瑞芬，＜生命的行旅－讀林文月《回首》與《人物速寫》＞，《文訊雜誌》，第 223 期，2004 
年 5 月，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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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一)透過林文月生平經歷，探索她生命中各個階段所受到的外在環境影響，

以及內在心靈的成長與轉變，藉以瞭解林文月的文學因緣及心靈樣態。並將以此

「知人論世」的分析，作為深入其散文作品的基礎。 

(二)分析林文月散文創作的歷程，探究其在各歷程中的散文內容與寫作特色 

。又從而了解林文月在散文的語言、結構、內容和創作態度等面向，所強調著重

的文學觀。並透過她的學術著作與翻譯作品的演出，溯源並旁證她的散文美學之

原則。 

(三)藉由林文月個別散文作品集的分析，從旅行文學、生活抒情、人物書寫、

傳統文學探究與日文翻譯相關文章等不同層面，來探究其散文創作主題所呈現的

不同樣貌及特色。 

(四)對林文月散文作品的藝術表現加以剖析，探究其在敘事、狀物、寫人之

上表現出其獨特的經營，及呈現的獨特風貌。再者全面觀照其語言筆法的多元融

合，最後歸結出其散文書寫的策略，藉此更進一步欣賞林文月散文的藝術風格。 

(五)歸納林文月散文的主題內涵與藝術表現，並論其在當代散文史上的意義

與成就。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筆者撰寫本論文時，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的李京珮與東吳大學中 

文所碩士班的許婉姿，已分別著手寫《林文月散文藝術風格的傳承與新變》及《林

文月散文創作觀及及實踐》兩本論文。只是她們的論文，乃在我論文寫作將竟之

際，才輾轉獲知，所以撰寫過程中無由充份參考其成果。然而，也因此使得我在

誤以為「前無古人」的狀況下，得以戰戰兢兢摸索前進，而不致產生僥倖依賴的

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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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林文月其人，不乏多篇的個人訪談資料。然就其散文作品的研究，書刊 

報紙大多屬簡短評價；碩士論文截至目前為止，有前述所提的兩本。故以所蒐尋

的資料且與本論文研究焦點緊密關涉來看，擬將分以下幾類，來探討林文月的研

究概況： 

 

(一) 研究林文月散文的題材為主者 

1、何寄澎：＜真幻之際‧物我之間──林文月散文中的生命觀照及胞與情懷＞

(上)6 

何寄澎一文闡述林文月的散文內涵蘊涵了她對生命的觀照及對事物的同情 

與關懷。但此文完成於 1987 年，討論範疇僅止於《午後書房》等四本散文集。 

2、何寄澎：＜感傷與喜悅──簡評林文月《作品》＞7 

何寄澎對《作品》一書的書評，討論範圍限於上卷，不及於下卷現代日本文 

學作之翻譯。何寄澎認為林文月此時期散文內涵題材上，著重人物的刻畫，記敘 

她晚近的心境變遷，行文筆觸多了「感性」色彩，有別於以往的「理性」。 

3、許秦蓁：＜再見童年記憶的地理版圖—細讀林文月「江灣路憶往」＞8 

本論文＜再見童年記憶的地理版圖—細讀林文月「江灣路憶往」＞，論及上

海江灣路是牽繫林文月童年記憶的重要地標。本文環扣了林文月《讀中文系的人 

‧說童年》、《午後書房‧上海故宅》及《作品‧迷園》等其他文本，以想像和懷

舊筆調，呈現她成長中的記憶版圖。 

 但鄭明娳講評此文時，認為「國族認同的問題」是林文月童年最特殊的地方，

該論文對此重點論述稍嫌不足。9因此「國族認同的迷思」在林文月童年書寫中

                                                 
6 何寄澎，＜真幻之間‧物我之間—林文月散文中的生命觀照及胞與情懷＞(上)，《國文天地》， 

第 25 期，1987 年 6 月，頁 82-86。 
7 何寄澎，＜感傷與喜悅—簡評林文月「作品」＞，《文訊雜誌》，第 95 期，1993 年 9 月，頁 

20-21。 
8 本篇選自作者其博士論文的一部份。許秦蓁，《戰後臺灣的上海記憶與上海建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3 年 1 月，頁 63-84。 
9 鄭明娳講評參見＜第六屆青年文學會議----許秦蓁：再現童年記憶的地理版圖──細讀林文月

〈江灣路憶往〉講評＞，《文訊雜誌》，第 206 期，2002 年 12 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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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什麼樣的呈現和意義？尚有研究的空間及必要。本論文將以此論點為基礎，

加以深入分析。 

 

(二) 研究林文月散文的風格為主者 

1、陳昌明：＜淡中藏美麗──讀林文月《午後書房》＞10 

2、鄭明娳：＜羞澀的對話──評林文月《交談》＞11 

這兩篇皆屬於書評性質。陳昌明評介林文月的《午後書房》一書，點出了林文月 

散文的「淡而有味」的特色，他說： 

 

      多年前我初讀其作品時，卻因為「太淡」而未付予應有的關注。有一次友

人介紹其作品，並建議我多讀幾篇或多讀幾遍，那時我才深深為其「以沖

淡代濃麗」、「以平易代奇崛」的文風吸引，經過細細品味，才能如啜飲清

泉，讀出其中所透視的那份綿細不斷的真情。12 

 

    陳昌明過去誤以為林文月散文風格的「淡」，是「平淡寡味」。但經深入碰觸 

後，發現是種「沖淡、清淡」，是繁華落盡後的真淳，亦是作者秉性的展露。這 

一「淡中有味」的特色，也正是林文月散文值得深究之處。 

    鄭明娳對《交談》一書作扼要的評介，肯定林文月在散文中顯露的特有清冷 

本質及女性細緻敏感的處理表現。但是鄭明娳認為林文月生命的束縛多，限制了 

她生命的彈性及想像空間，影響在散文創作上，則是中規中矩、一板一眼的風格 

與形制。13 

3、黃秋芳：＜午後書房──林文月的散文世界＞ 《自由青年》14 

                                                 
10 陳昌明，＜淡中藏美麗—讀林文月「午後書房」＞，《文訊雜誌》，第 23 期，1986 年 4 月，頁 

179-182。 
11 鄭明娳，＜羞澀的對話—評林文月「交談」＞，《聯合文學》，第 44 期，1988 年 6 月，頁 197-198。 
12 陳昌明，＜淡中藏美麗—讀林文月《午後書房》＞，頁 179-180。           
13 鄭明娳亦曾評析八 0 年代「私散文」說：「在當代作家中，林文月、顏元叔、丘秀芷等的創作

真誠度無可置疑，但是深掘力不足。」語見鄭明娳，《現代散文現象論》，台北：大安出版社，

1992 年 8 月初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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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篇是對林文月的散文風格、特色做概括性的析究。黃秋芳一文乃從林文月 

的生長背景、求學過程中去了解她的散文創作風格，且旁從她的散文集中所透露 

的散文觀來了解她的散文世界。 

4、陳芳明：＜她自己的書房－林文月的散文書寫＞15 

陳芳明在此篇章論及林文月散文性格的構成基礎，他說：「三種不同的文化 

氣質匯集在林文月的散文書寫中，一是台灣歷史餘韻，一是中國傳統的薰陶，一

是日本文化的流風。」中國、日本、台灣的三重文化結構，展呈在林文月的散文

書寫中，則匯淬成獨特的風格。 

 

(三)研究林文月散文的語言修辭、藝術手法為主者 

1、何寄澎：＜真幻之際‧物我之間──林文月散文中的生命觀照及胞與情懷＞

(下)16 

    本篇旨在討論林文月《遙遠》及《午後書房》二書的藝術表現手法，從時空 

的安排、意象的運用與氣氛營造等，看出林文月在散文上的精心經營。 

2、郝譽翔：＜婉轉附物，迢悵切情—論林文月《飲膳札記》＞17 

    此篇是針對《飲膳札記》一書，討論林文月此書的寫作態度、組織結構、文 

筆修辭，乃至於主題精神等都加以剖析、闡發。以羅蘭‧巴爾特「語言—言語」 

的符號象徵，探討林文月《飲膳札記》欲將飲食符號化，成為溝通人我的語言橋 

樑，此意見精彩，可惜未深入探討。 

3、沈謙：＜萬物靜觀皆自得—評林文月「蒼蠅與我」＞18 

    此篇是對＜蒼蠅與我＞一文的賞析，沈謙的評析相當細密，將林文月的原文 

                                                                                                                                            
14 黃秋芳，＜午后書房—林文月的散文世界＞，《自由青年》，第 694 期，1987 年 6 月，頁 36-41。 
15 陳芳明，《深山夜讀》，頁 198-205。 
16 何寄澎，＜真幻之間‧物我之間—林文月散文中的生命觀照及胞與情懷＞(下)，《國文天地》，

第 26 期，1987 年 7 月，頁 68-71。 
17 郝譽翔，＜婉轉附物，迢悵切情－－論林文月《飲膳札記》＞，收錄於焦桐、林水福主編，《趕

赴繁花盛放的饗宴－－飲食文學國際研討會論文集》，台北：時報文化出版社，1999 年 12 月

初版，頁 513-542。 
18 沈謙，《獨步，散文國－現代散文評析》，台北：讀冊文化公司，2002 年 10 月初版，頁 10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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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結構的分析，並就主題、語法、意象上切入，可從中探得她的生命態度及散文 

特色。 

4、余椒雪：＜林文月散文中的重要意象＞19 

   此篇就林文月散文的意象經營作一番探討，說明她如何巧妙運用，加強文章

的深刻性。但是此篇探討範圍未及《京都一年》及《飲膳札記》以下的文本。 

5、許婉姿：《林文月散文創作觀及其實踐》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 

    許婉姿的《林文月散文創作觀及其實踐》，先探討林文月的創作觀，闡析其 

散文的主題內涵，進而歸納出林文月散文藝術的內部規律和價值取向，詳細且深 

入，唯在林文月書寫策略的歸納及展現上，稍嫌不足。此書的附錄：林文月發表 

單篇散文及評論、林文月著作評論、傳記與訪談、林文月散文分類一覽表，鉅細 

靡遺，為本論文提供了寶貴的參考。 

 

(四)研究林文月散文的文學史意義為主者 

1、何寄澎：＜林文月散文的特色與文學史意義＞21 

    何寄澎從散文史的意義看林文月的作品與價值，採兩部分說明：第一部分是 

分析林文月作品的特質，包含：思想性，二、抒情性，三、記述性，洵為精闢的 

見地。第二部分是分析林文月在散文史上的意義，包括了：一、題材的新變，二、 

體式突破與風格塑造，三、風氣的先導。 

此文可貴處在於就林文月作品做多面分析。但此專篇完成於 2002 年，對於 

林文月之後在 2004 年 2 月和 3 月分別推出的《回首》和《人物速寫》兩本散文

作品，及 2006 年 8 月推出的《寫我的書》尚不及在篇幅內觸談。 

2、李京珮：《林文月散文藝術風格的傳承與新變》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22 

                                                 
19 余椒雪，＜林文月散文中的重要意象＞，《國文天地》，第 214 期，2003 年 3 月，頁 27-37。 
20 許婉姿，《林文月散文創作觀及其實踐》，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7 月。 
21 何寄澎，《新世紀散文家：林文月精選集》，台北：九歌出版社，2002 年 7 月初版，頁 13-22。 
22 李京珮，《林文月散文藝術風格的傳承與新變》，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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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京珮的《林文月散文藝術風格的傳承與新變》，針對林文月的文學歷程、 

散文美學的淵源傳承、藝術技巧的新變等皆有論述，為林文月的研究奠下良好的 

基石。然對於林文月散文寫作技巧、語言結構之探究，原非李京珮用心所在，故 

深度略顯不足。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論文擬採文學史料、散文文本及相關研究成果等項目參證的方式，就林文

月散文創作，進行探討。林文月的文學生涯橫跨三個領域：學術研究、散文創作

與日文譯註。由於她的啟蒙教育為日本語文，大學及研究所都是台大中文系所就

讀，具有紮實深厚的古典文學根柢。1958 年自研究所畢業後即獲留系任教，加

上她對文學創作的喜愛，種種因素的交互影響，使得她的散文呈多樣發展。因此

在研究其散文作品之前，自然有釐清研究範圍的必要。 

首先，本論文乃為對林文月散文進行研究，此處所謂「散文」之指涉，則含

括了她的「隨筆類散文」、「文學賞析評論類散文」與「日文翻譯相關散文」三方

面。這三者儘管內容性質有別，卻都是林文月一直努力用功的三個方向。譯文與

隨筆在林文月的散文中緊密結構不可分，正如她自言：「翻譯，從另一個角度言

之，應屬於『再創作』，或者也可說是『受限制的創作』。我面對他人作品時，無

論古典或現代之作，總是十分投入，所以翻譯之餘，又往往有隨筆抒寫感想。」

23本論文希望透過林文月的散文書寫，了解作家其思想、生命、人格及其在散文

史上的地位。內容比重上，「隨筆類散文」最能大量、全面地提供探知，而「文

學賞析評論類散文」與「日文翻譯相關散文」乃是支撐林文月散文美學獨樹一幟

的原因之一，故亦列入本論文作為部份的探討範圍。 

                                                                                                                                            
年 6 月。 

23 林文月，《作品‧自序》，台北：九歌出版社，1993 年 7 月初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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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以林文月已集結成書的作品為主，此外，她在部份散文集中的自序、

後記等篇章，提及創作的心歷路程或經營原則，也是優美的散文，因次也採之納

入探討，以為探討其思想及作為表現時的參考資料。另外，她撰有的《謝靈運》

與《青山青史－連雅堂傳》兩部傳記文學，亦是散文類型的一種，24雖與林文月

「平淡細膩」的記敘抒情之散文本色關連不大，但從其中可了解林文月的家族生

命與其寫作的淵源，具有高度的文學思想，可作為周邊輔助資料。 

    本論文主要的研究範疇有林文月在台灣出版的散文集共 11 本：1《京都一

年》，2《讀中文系的人》，3《遙遠》，4《午後書房》，5《交談》，6《作品》，7《擬

古》，8《飲膳札記》，9《回首》，10《人物速寫》，11《寫我的書》，以及其相關

本論文但散見在報章期刊上的文學性散文，來探看林文月的散文風貌。 

    再者，旁及林文月其他文學作品，作為周邊輔助資料，如文學論著及論文：

《謝靈運及其詩》、《澄輝集》、《山水與古典》、《中古文學論叢》及《中國文化對

日本文學的影響》。日本文學翻譯作品：《源氏物語》、《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

《伊勢物語》及《十三夜：樋口一葉小說選》。其一是避免不當割裂作家的創作

生命；其二是文學史上常有文類之間常有彼此影響、融合的現象，期能輝映出林

文月散文的精到之處。 

    最後，其他相關文獻資料，如：林文月所主編的《臺靜農先生紀念論文集》，

是脈絡其文學思學思維的重要之書，柯慶明《昔往的輝光》可對照出林文月的時

代與心情，同時代女作家如林海音、琦君、齊邦媛的散文中，也能端見林文月情

感生活的樣態，這些都可作為重要參考資料。 

第四節   各章研究提要 

第一章   緒論 

                                                 
24 鄭明娳將傳記文學列入特殊結構類型探討，她指出：「傳記文學是以個人真實歷史為主題的散

文類型。它兼具文學性與報導性，其貫時性與以特定個人生涯為中心主題的特質，則與報導文

學較偏重時空橫斷面，及以特定種族或生物集團的動向為中心主題的特質有所不同。傳記文學

雖重事實，仍須著重其文學的素質，因此傳記文學在求真與求美的雙重尺度下，兼有史學與文

學雙重的性格。」鄭明娳，《現代散文類型論》，台北：大安出版社，1987 年 2 月初版，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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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首先概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次就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作釐清說明，最後

整理前人對林文月散文相關的評論，做一檢討，並附各章提要，指出章節重點。 

第二章   林文月生平經歷與文學因緣 

    本章擬從林文月個人生命史出發，針對其生平經歷及與文學因緣加以研究，

分析她生命各階段的重要事件、經歷對其內心世界與創作所造成的影響。觀察她

一路行來的足跡，探究其文學集學術、創作、翻譯於一身的原因及特色，以此作

為進一步分析其散文創作的基礎。 

第三章   林文月的散文創作分期及其文學觀 

    本章首先探討林文月散文創作的歷程，筆者依其書寫的風格特色予以分期探

討。從散文創作的進程，進而觀察探究其創作觀的形塑與內涵。 

第四章   林文月散文的創作主題     

    以林文月的生命體驗為基礎，對其散文作品做全面的解讀與觀照。旅遊見聞 

、懷舊抒情、人物描寫、傳統文學探究與日文翻譯相關文章等創作主題架構出林

文月整體的散文內在世界。再者，參酌其學術研究與日文譯註的內容，作為散文

主題內涵的補充與旁證。經由主題內容的分類與探究，進而了解其散文作品所顯

露的思想 內涵和風格特色。 

第五章   林文月散文的藝術表現 

    林文月以深厚的古典文學根柢發為文章，不管是敘事、描物或寫人，皆呈現

獨特之美學，本章將深入文本，並參考當代散文理論，萃取出林文月散文的藝術

性。此外，結合本身特殊的教育背景，使其語言筆法多元多面。最末歸納分析其

散文書寫的策略，以觀察林文月在長期的散文創作實踐中，所形塑的個人風貌。 

第六章   結論──林文月在散文發展史上的意義與成就 

    總合各章所獲致的研究成果，對林文月的散文作綜合評述。指出林文月的散

文融有「白馬湖」的風格，並且透過林文月散文作品的特質，歸納其在現代散文

史上的意義與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