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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以魯迅所代表的「投槍匕首」式的雜文，與周作人為

首的「任心閒談」式的美文，並稱散文理論及創作的兩大主流。二Ο年代中期，

在這些主流之外，散文逐漸發展出多元的樣貌，「白馬湖文風」正是在此時，以

一種特有的姿態在現代文學史上發聲。此種風格的創作實績雖早已獲得肯定，然

因風格接近於周作人一派，往往被視為清淡散文小品的分支，再加上這群作家們

當時多附屬於正式的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1為了避免在研究上有另立門戶之

嫌，因此長期以來並未獲得研究者特別的重視。 

文壇上開始注意到「白馬湖作家群」的存在，是楊牧在1984年所出版的《中

國近代散文選》，他將五四以來的散文分成七種類型，其中「記述」一類便以夏

丏尊作為前驅人物。楊牧指出夏丏尊以一篇〈白馬湖之冬〉樹立了白話文的模範，

朱自清承其餘緒，稱一代散文大家，而郁達夫、俞平伯乃至今人林文月等人的作

品也都流露出「白馬湖風格」。2這是目前所見最早提出白馬湖風格的記載。此後

香港學者黃繼持、大陸學者陳星、朱惠民及台灣學者張堂錡等相繼投入白馬湖作

家群的研究，成就斐然。3 

如今因研究者的努力，白馬湖文風已受到應有的矚目，其中代表人物--夏丏

尊其人與其作品的探究更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檢視現代文學史，我們會發現夏丏

                                                 
1 王孫指出白馬湖派散文長期以來未能引起研究者關注的主要原因：「白馬湖派散文的作者，幾
乎都是清一色的文學研究會的成員，這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住了研究者們的手腳，使他們不敢或

不便再把他們劃分為另一文學流派，以免有強使他們另立門戶之嫌。」參見王孫為朱惠民選編：

《白馬湖散文十三家》所作之序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 5月），頁 5。 
2 楊牧：《文學的源流》（台北：洪範書局，1984年 1月），頁 56。 
3 黃繼持在 1985年發表〈試談小思〉，提及小思發表的《豐子愷漫畫選繹》和《路上談》時指出：
「即使單以此兩輯文章，小思似已可躋身於當年白馬湖畔散文作家之列。」（載於《香港文學》

（1985年第 3期）；陳星於 1991年發表的〈臺、港女作家林文月、小思合論〉中也提到：「白
馬湖散文作家群的作品風格是什麼呢？這在豐子愷、夏丏尊、朱自清等人的作品中可謂表現無

遺，即清澈雋永、質樸平易，從不矯揉做作，力求自然暢達。」（載於《杭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1年 1月），陳氏並於 1996年出版《教改先鋒—白馬湖作家群》（台北：幼獅文化公司）；
朱惠民〈現代散文『白馬湖派』研究〉一文中指出：「二十年代中後期，寧波分會作家群的散

文創作，確確實實已構成獨具一格的以清淡為藝術風格的散文流派。由於那些散文文格潔淨，

文味清淡得如白馬湖的湖水，加之作家此時都生活在上虞白馬湖畔，我們姑且稱它為『白馬湖

派』。」（載於《寧波大學學報》，1991年第 1期），朱氏並於 1994年 5月出版《白馬湖散文十
三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對於白馬湖風格作家及作品做系統的整理；張堂錡於 1996
年 7月出版《從黃遵憲到白馬湖—近現代文學散論》（台北：正中書局），並於 1999年出版《清
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台北：東大圖書），上述為近幾年來研究白馬湖文學的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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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長久以來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柯靈先生曾言：「夏丏尊的姓名，從不見於中

國現代文學史。」4此話或許失之武斷，卻也反映出這個失衡的現象。在筆者目

前所見的現代文學史相關書籍中，對於夏氏的相關記載相當有限，且目前學界對

於夏丏尊及其作品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時代背景與文藝創作之間的關聯性，多半

只限於對作家個人或者是作品進行獨立的分析研究，在缺乏時代聯繫與參照對象

的情況下，對於夏丏尊的研究便顯得過於平面化、簡單化，因此本論文擬將作家

置於時代脈絡、思潮更迭、文藝發展中加以觀照，以便更深入地掌握作家主體與

時代社會變化之間的互動。 

夏丏尊身為文學家，曾言對於文學「不大努力」，但卻留下〈白馬湖之冬〉

等佳作，而被譽為「白話記述文的模範」；他身為教育家，雖未建立系統的教育

學說，但憑藉著對教育的熱忱，在教育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功績；他身為編輯者，

雖然沒有在出版界大鳴大放，但卻作了許多深耕杏壇的工作。筆者大學四年就讀

的是教育學系，接著進入中國文學研究所，具備教育及中文的雙重背景知識，以

此研究身兼教育家、文學家的夏丏尊先生的教育理念及文學成績，期望能憑藉較

完備的理論基礎，對此議題開展新的研究視野。 

第二節 文獻歸納與探討 

目前所見關於夏氏的文集中，最完整的當推浙江人民出版社於1982年前後

所出版的《夏丏尊文集》，此文集共分三卷，分別是第一卷《平屋之輯》、第二卷

《文心之輯》及第三卷《譯文之輯》。其中《平屋之輯》所收包括夏氏的散文、

雜論及小說共八十九篇；《文心之輯》專收《文章作法》、《文心》、《文章講話》

等語文教學方面的著作；《譯文之輯》則收集《愛的教育》、《續愛的教育》等譯

作以及譯自日本作家國木田獨步、田山花袋等人的作品。然而這套文集仍有遺漏

之處，例如對於了解夏氏教育理念相當重要的〈春暉底使命〉、〈日本的一燈園及

其建設者西田天香氏〉，以及可以體現夏氏對日本文學觀點的〈《女難》譯後記〉、

〈芥川龍之介氏的中國觀〉等未見收錄，而極具語文教育著作編輯特色的《國文

百八課》、《閱讀與寫作》在第二卷中亦未含括，再者如夏丏尊首篇譯介的作品—

盧梭的《愛彌兒》以及透過日本轉譯的作品如《社會主義與進化論》、《女性中心

說》、〈俄國底詩壇〉、〈馬爾薩斯的中國人口論〉等亦未收於第三卷，這些缺漏，

使這套文集有美中不足之憾。 

                                                 
4 見柯靈：〈欲造平淡難—夏丏尊先生生辰百年祭〉，收於夏弘寧主編：《夏丏尊紀念文集》（浙江：
浙江省上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2001年 10月），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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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八Ο年代以後，夏丏尊及其作品方才成為學術界的研究課題，陳星即是

夏丏尊的重要研究者之一，他於近年全力投入白馬湖作家群的研究，《教改先鋒—

白馬湖作家群》是很重要的一本著作。陳星用心於資料的收集，掌握了相當豐富

的史料，對作家群中的弘一法師、豐子愷的研究有豐碩的成果，關於前者的研究

包括《芳草碧連天—弘一大師傳》、《弘一大師新傳》等，有關豐氏的研究包括《瀟

灑風神》、《人間情味—豐子愷傳》等，此外也述及作家群間彼此的交往，例如《弘

一大師與文化名流》、《君子之交—弘一大師、豐子愷、夏丏尊、馬一浮交遊紀實》

等。5作者對於這些人物的生平經歷、藝術表現及交往關係上，每每有獨到的闡

發，這對於筆者了解夏丏尊與友人間的來往互動有很大的助益。令人欣喜的是，

陳星這幾年亦將研究領域擴及夏丏尊，於2003年3月出版了傳記：《平凡˙文心

--夏丏尊》，對夏氏的一生有平實而中肯的敘述。陳星的研究偏重於史實的說明，

因此著作多屬傳記類的通俗作品，在論述上不免存在泛而不深的情況，6然而他

對歷史文獻的蒐集與整理，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可資運用的材料，在這方面的貢

獻是值得肯定的。 

在現代文學史書籍中，對於夏氏的相關記載數量甚少，偶有評論也顯得深

度不足，直至夏丏尊的後人夏弘寧先生於2001年出版《夏丏尊紀念文集》，以及

次年出版《夏丏尊傳》，方才填補了這段文學史上的不足。前者是夏弘寧多方蒐

羅友人及後輩對於夏氏的紀念文字，文獻資料十分豐富，而後者是夏弘寧據所能

收集的資料，以夏氏的求學經過、教學點滴、編輯理念、家庭生活及交友情形等

不同的主題記錄了夏丏尊的生平事蹟。夏弘寧先生對於祖父生平經歷的考察及相

關文獻的保存不遺餘力，上述兩部作品的貢獻主要在史料的整理方面，對於夏氏

思想內蘊則尚有進一步深究的空間。  

在學位論文方面，有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張堂錡的博士論文《白馬湖

作家群研究》以及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陳玉芳的碩士論文《夏丏尊、葉聖陶

讀寫理論研究》。前者是對白馬湖作家群的綜論，對於此作家群的形成、文人型

態、民間性格、崗位意識、教育理念及作品都有廣博而深切的探討，然而因論文

著重在呈現作家群體間彼此的互動、理念的交融及文風的共性，因此對於夏丏尊

                                                 
5 《教改先鋒—白馬湖作家群》（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12月）；《芳草碧連天—弘一
大師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4年6月）、《弘一大師新傳》（台北：新潮社文化事業，1996

年11月）；《瀟灑風神》（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年4月）、《人間情味—豐子愷傳》（高雄：
佛光出版社，1992年6月）；《弘一大師與文化名流》（高雄：佛光出版社，1992年1月）、《君

子之交—弘一大師、豐子愷、夏丏尊、馬一浮交遊紀實》（台北：讀冊文化，2000年8月）。 
6 陳星對此亦有自覺，在《豐子愷藝術世界》一書中曾言：「就我本人的感覺而言，此書在史實
方面較為注重—其實這也是我個人的學術觀點，在思辨方面顯得不足。」參見《豐子愷藝術世
界》（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年 9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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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論及，卻也僅能以有限的篇幅予以評析。至於後者亦非夏丏尊的專論，探討

重點是從夏、葉兩人合著的語文教育作品中，統整出閱讀及寫作兩方面的理論，

又由於夏丏尊研究材料的不足，因此論文明顯偏重於葉聖陶的部分，對於夏氏的

論述略嫌簡略。以上兩篇學位論文，前者對於本論文在方向引導及文獻收集上有

很大的幫助，而後者在探討夏、葉兩人的交往紀錄及對語文教育的建樹方面，亦

有啟發。 

除了上述關於研究夏丏尊的作品外，也有一些散見於各種學術期刊的單篇

論文，多為主題式的評論或憶念文章，例如評論夏氏文學創作的文章，包括陳信

元的〈夏丏尊—評介夏丏尊散文創作〉、張培杰與陳捷的〈夏丏尊的文學創作〉、

韋俊識的〈蓮荷風骨˙道德文章—夏丏尊散文簡論〉、楊昌年的〈具象與情緒--

夏丏尊散文〉；又如分析夏丏尊之語文教學理念的文章，包括周振甫的〈夏先生

談中學語文教學〉、陳大慶的〈略論夏丏尊的教育思想〉、潘新和的〈夏丏尊寫作

教學觀初探〉；又如剖析夏丏尊之佛教信仰的文章，如蔡惠明的〈夏丏尊的佛教

因緣〉、譚桂林的〈論夏丏尊與佛教文化的關係〉等，又或者是聯繫兩個主題而

寫成的文章，例如胡紹華的〈夏丏尊的佛教思想與散文創作〉、程稀的〈佛學與

夏丏尊的語文教育學〉等。上述多是針對夏丏尊其人或作品的某些特點予以闡

發，然因均非系統性、專門性的研究，在缺乏對夏氏作品全盤深入掌握的情況下，

研究成果難免有所局限。 

綜觀目前對夏丏尊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得知研究者的論述往往忽略了與

時代精神與文藝發展背景作密切的聯繫，因此往往局限於對作家或作品孤立的分

析評論，如此便不易突顯夏氏獨特的藝術個性，也不易確立他對社會所作的貢

獻。作為現代知名的文學家與教育家，其生活經歷與文藝思想、創作的關聯性，

至今尚未有研究者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在這方面有所突破精進，將是筆者在未

來撰寫與論述進程中的期待視野。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目前學界對於夏丏尊的研究概況如上節所述，針對研究成果的局限，筆者

認為欲對夏丏尊及其作品進行全盤而深入的研究，首先必須掌握夏氏思想構成與

社會環境之間的關聯，否則將無法透徹地了解夏丏尊的生命意義。近來浙江文教

工作者致力於文獻的整理保存工作，並且努力為浙江在中國的政治、社會、教育

及文學等發展史作定位，這說明了對夏氏的探究不能獨立於歷史承續及地理環境

之外。筆者不僅將對整個中國晚清到民初的歷史進行考察，也將從浙江出發，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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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浙江地理及人文環境與夏丏尊的作家性格及作品風格之間，究竟產生如何的互

動與影響。 

相較於其他作家的研究資料，有關夏丏尊行誼事蹟的記載並不豐富，研究

者僅能勉力將這些有限的資料拼湊還原，冀求能明瞭其人生歷程之梗概。有關夏

丏尊所處時代背景的記載，早期有姜丹書所撰的〈夏丏尊先生傳略〉及歐陽文彬

所編的〈夏丏尊先生年表〉，若再含納近幾年夏弘寧整理出版的《夏丏尊傳》、《夏

丏尊紀念文集》，以及陳星所撰寫的夏丏尊傳記，相信已能建構出夏丏尊人生經

歷的初步樣貌。此外，筆者也多方參考夏氏友人及後輩的有關作品，例如夏氏的

「文字侶」葉聖陶、聯繫佛門的弘一大師、忘年之交朱自清、學生兼同事豐子愷

等友人的文章中，尋找可以進一步了解夏氏行誼事蹟的資料。筆者擬按照夏氏人

生不同階段的人生重心，將他的人生歷程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1）二十一歲

以前的學生階段；（2）二十一歲至四十一歲的教師階段；（3）四十一歲以後的編

輯階段，7盼能條理清楚地呈現夏丏尊不同人生階段的殊異風貌。 

筆者發現夏氏的人生思想存在著許多雙重思考，意即他常常游移於事物究

極的兩端之間，因此第三章擬採取二元主題式的分析，進一步架構夏氏的人生思

維體系。將探討的內容包括：一、留日經驗使夏氏對日本的生活情趣及文學藝術

保持高度愛好，但日本侵華之後，夏氏以具體行動表達強烈的仇日情緒，此處將

探討夏氏對於日本態度的轉變。二、夏氏對於社會停滯不前的現狀予以痛斥，但

卻也對一味推崇革命者的高調不以為然，筆者將分析他如何扮演「熱情的改革者」

以及「冷靜的觀察者」兩種角色。三、與弘一法師的交往使夏氏對佛門心生嚮往，

然而儒家經世致用的思想卻對他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這裡將探討夏氏在「出世」

與「入世」之間的游移與取捨。 

夏丏尊身為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確有單獨成章、加以深究的必要。為了

確實掌握其教育理念與外在環境互動的關聯，必須先了解民國初年各種教育思潮

在教育界所引起的震盪，然後據此探討夏氏在這波教育改革洪流中扮演怎樣的角

色。惜因夏氏缺乏教育理念的專著，而是散佈於零散的篇章中，故而筆者將從他

的作品中蒐羅相關的文字，再加上後人對於他教學經歷的回憶文章，意圖從這些

有限的線索當中，歸納出較完整的夏氏教育理念之體系架構。 

本論文所談論的「作品」採取廣泛的定義，將不只限於夏氏的純文學作品，

而將涵蓋其語文教學著作及翻譯作品，冀求能全面性地了解夏氏創作的整體表

                                                 
7 這樣的分法是依據夏丏尊在開明書店的同事--徐調孚的見解，參見徐氏：〈夏先生和中學生〉，《中
學生》第 176期（194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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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關於「文學作品」的研究，首先必須確立創作的各種文類，包括雜文評論、

散文小品及小說創作。接著突顯夏氏最具代表性的主題內涵，而後歸納其表現的

技巧及以及文章的風格。夏氏語文教育家的身份，對其文學理論乃至文學與非文

學創作都具有深遠的影響，筆者將從夏氏語文教育的原則理念，貫穿其文藝思想

與作品風格。關於「語文教學著作」的研究將從文本表現的形式與特色談起，接

著歸納此類作品的特色與功效，並且探究這些作品在語文教育史上的意義。「翻

譯作品」首先從清末民初的翻譯風氣談起，接著介紹夏氏所譯介的文學作品，包

括從日本譯介的自然主義作品以及從日本轉譯的俄國文學作品，並討論他的翻譯

理念以及這些作品在翻譯史上所代表的意義。 

對於夏丏尊作品的析論，本研究以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夏丏尊文集》為主

要探討文本，但如同前文所述，這套文集仍有若干缺漏，若要研究夏丏尊的文學

理念及創作實績，前提須能夠對於夏氏的作品完整的掌握，否則僅粗率地據此探

討夏丏尊的文學理念及評估其文學成就，難免失之偏頗。緣此，筆者對於輯佚的

工作花費許多心力，希望這份研究能奠基於最完整的文本基礎之上。筆者並且注

意夏氏從事文學活動以及發表作品的時間順序，因而製作〈夏丏尊文學活動年

表〉，此舉有益於了解夏氏作品的時代意義。透過張師堂錡的引薦，筆者與夏弘

寧先生建立起聯繫的管道，彼此已有數次的信件往返，夏弘寧先生除了對筆者的

研究多所鼓勵外，也提供大陸方面最新的研究資料，能與夏丏尊先生的後人有直

接的溝通，除了帶給筆者相當大的激勵，也為筆者的研究提供更完整、詳實的資

料，使本論文的寫作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更進一步的開掘與拓展。 

論述的過程中，具體操作的理論如下：夏氏的教育理念及具體實踐將運用

「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等知識予以深究；文學創作則運用「敘事學」及

各種散文理論進行文本評析；其語文教學著作擬從「語法修辭學」、「文藝教育學」

的角度審視之；翻譯作品則側重與文學研究會所主張之「自然主義」理論的聯繫。

對於所掌握的資料，首先進行文獻分析，並進一步整理歸納出健全的資料體系，

涉及史實的部分，筆者將盡最大的努力進行歷史考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