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結論 

本論文採取分別論述的方式，將夏丏尊的人生歷程分為學生、教師及編輯

三種身分以探討各階段的生活重心，也探究其人生思想中的改革意識、宗教情懷

及對日態度的雙重風貌。由於夏氏在教育界的獨特貢獻，因此另闢章節探討其教

育理念及實踐方式，也因為他在文學史上不容忽視的地位，而對其文學創作及其

他種類的作品進行探討，期能透過上述章節對夏丏尊其人與作品清楚而系統的論

述。整體而言，夏丏尊兼具「文學家」及「教育家」的雙重身分，筆者將從這兩

方面做一總結，分別探討夏氏在現代文學史及教育史上，該有何等的歷史定位？

而對照今日的文壇及杏壇，他又能給予人們怎樣的啟發與借鑒？以下便分述之。 

 

第一節 「教育家」的夏丏尊及其教育貢獻 

夏丏尊的「教育家」形象深植人心，學生將他的教育方式比喻為「媽媽的

教育」，教育界視他為「愛的教育」代表人物，夏氏因領導教育革新而被稱為浙

江第一師範學校的「四大金剛」，他主張要「豎了真正的旗幟，振起純正的教育」，

他也確實在教育崗位上堅持著這個信念，友人憶道：「魯迅以革命思想喚醒千萬

個青年，先生則從為文為人的基本作法上培育了無數的青年。先生的一生，長者

的形象多於革命者的形象。」1夏丏尊從未加入任何的政治團體與黨派，他只將

教育工作視為他的終身事業，可說是始終堅守教育本位的志士。 

夏丏尊的許多教育主張至今仍值得借鏡，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提出「人的解

放」、「個性解放」等口號，教育家們則提出「個性主義」、「發展個性」與之呼應，

夏丏尊主張以「人」為背景的教育，他認為學生求學的目的是受教育而非受教材，

「自由教育」也是發展學生個性的教育實踐，表現在知識自修、技藝自習、自律

自訓及自治活動等方面，學校行政制度也充分給予學生自由參與的機會，學生在

這樣的學習環境中，自然得以適性發展。當時教育界普遍認為學生應當為學習的

主體，夏氏反對傳統灌輸式的教學法，主張「自學」及「自己教育」，意即學生

應由消極的教學受體轉為積極的學習主體。受到周作人引進新村思想的影響，夏

氏也提倡生產勞動教育，他認為這是健全人格教育的重要方式，並可藉此領會人

類生活的意義，夏氏的這些教育理念在在顯示出他與五四時期的教育改革者踩著

一致的步伐。 

                                                 
1 柯靈、楊幼生：〈長者丏翁〉，同註 7，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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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摯愛的感化教育是夏丏尊另一重要的教育理念，他認為教育的本質當

是真摯的情感，否則只能說是空虛、無生命的教育，並主張真正的教育必須完成

被教育者的人格，這有賴於教育者秉持愛的教育理想。「人格感化」是情意教育

的實踐方式，他認為教育者應以高尚的情操、過人的才情及深厚的學養作基礎，

昇華為具感召力的精神氣質與人格魅力，如此被教育者方能心悅誠服。夏丏尊以

一貫的真誠態度面對教育工作，他不愧為一位真正的人師，嚴元章認為：「『良師』

該是一位『人師』。一位『教人』的教師，一位教學生學做人的教師。」然而經

師易當，人師難為，因此「一般教師大概傾向於當『經師』，不傾向於當『人師』。

所以兩千年來『人師』很少，『經師』卻不少。」2夏丏尊以宗教的精神獻身於教

育事業，不論是身教或言教，皆以其真摯的情感貫徹感化教育的理念，他為教育

界留下的是一個充滿教育愛的長者形象。 

夏丏尊致力於推動新文化運動，積極地領導語文教育的革新，極力擺脫舊

式私塾的教學窠臼，具體主張包括改採白話文、傳授注音字母、研究國語教授法、

提倡真實的作文態度等，其中最特殊的是根據杜威「五段式教學法」所擬定的「問

題教學法」，其特點在於注重教學雙方共同研討的過程，打破了傳統國文教學信

息單向流通的封閉狀態，充分展現了教學民主的精神，這種教學法在當時產生很

大的影響，然而這卻是研究者甚少關注的史實。探討夏丏尊的語文教育，必須論

及語文教學著作的範疇，如此才能全面地建構其語文教育理念，也才能為他在語

文教育史上的貢獻作出客觀的評論，夏丏尊編寫許多有益於語文教育的書籍，包

括語文教科書、國文輔導讀物及文學概論等種類，這些作品具備教學的科學性以

及學習的有效性，前者體現於著作編排的科學化及注重基本能力的訓練，後者則

表現在以故事體裁增加教材的趣味性、借助大量實例闡明文法規則、將抽象的說

理具體化等。五四運動之後，白話文被引進國文教材中，除了舊式教師能力的不

足外，語文教科書也面臨文白過渡的問題，夏丏尊的語文教學論著提供教師在這

個過渡時期教學法的參考，也提供語文指導讓學生有所遵循。夏丏尊認為閱讀可

以作為寫作的基礎，透過閱讀可以帶動寫作能力的提昇，這個觀點便提高了閱讀

在語文教育史上的地位。夏氏這些語文教學論著的問世，標誌著我國現代語文教

學理論體系的初步建立，也代表語文學科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夏丏尊自始至終都是位教育家，他早年投身於教育界奉獻心力，後期的人

生重心雖以出版編輯為主，然而他將編輯出版工作與教育充分地結合，透過編輯

與出版實現自己的教育理念，因而他主持的開明書店所出版的書籍刊物皆以中學

                                                 
2 嚴元章：《中國教育思想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 11月），頁 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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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擬想讀者，將出版視為教育改革的有效工具，且由於開明書店的工作者皆是

深具文學修養的學者，因此都將出版工作視為純正的文化教育工作，這群「開明

人」所營造出來的「開明風」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夏丏尊的一生孜孜矻矻於

教育本位工作，這正是他對「英雄」志業的實踐。 

白馬湖作家群的另一主將豐子愷曾比較上海與白馬湖兩地的環境，他指

出：「我覺得上海雖熱鬧，實在寂寞，山中雖冷靜，實在熱鬧，不覺得寂寞。就

是上海是騷擾的寂寞，山中是清靜的熱鬧。」3他們選擇在這幽靜的一隅腳踏實

地的從事教育工作，尉天驄曾經讚美白馬湖畔的文人們：「他們大多是五四時代

的知識份子，處於那個令人有著無限感傷的時代，曉得非從廣大的群眾教育著手

不足以徹底達成革新的工作。」又說：「中國人慣有的安詳和耐力，已讓人透過

那股寒風感到另一種無以言說的溫馨，為什麼呢？因為就在嚴寒中，已經讓人因

為有著泉湧而來的希望而在生命中展現了一個燦爛的春天。」4這群文人並非隱

逸於這湖光水色中，而是在這塊淨土實現他們的理念與抱負，後人可以從他們的

工作實績感受到他們所迸發出來的教育熱情。 

夏丏尊故居「平屋」已捐贈給上虞縣政府，據夏弘寧信上所言，白馬湖已

闢為名人文化園區，由政府出資整修，這些措施有利於史蹟文物的保存。八Ο年

代，愛的教育成為一種有效的教育方式，開始在對岸的各個中學推行，1993 年

上海創立民間性的「愛的教育研究會」，是由倪美琪等教師群自發地組成，並由

冰心、柯靈、謝晉等知名人士擔任該會的顧問，此研究會的「道德教育」理念獲

得社會各界的支持，因而發展為全市性的學術研究團體。1999 年，夏丏尊的故

鄉—上虞縣崧廈鎮籌建「夏丏尊小學」，並於 2001年 9月正式招生，一群具有熱

忱的教師們在這裡延續夏氏真情摯愛的感化教育，上述這些具體的例子證明了夏

丏尊教育理念具有不可磨滅的時代意義。 

 

                                                 
3 豐子愷：〈山水間的生活〉，豐陳寶、豐一吟編：《豐子愷文集（第一卷）》（浙江：浙江文藝出
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 6月），頁 12。 

4 尉天驄：〈白馬湖的春天〉，夏丏尊原編，曾議漢增編：《永遠的弘一法師（第二卷）》（台北：
帕米爾書店，1992年 6月），頁 51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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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學家」的夏丏尊及其文學表現 

魯迅曾說明現代文學的成績：「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

上。」5五四初期的散文擁有極高的成就，然而小說卻是近幾年來現代文學領域

研究的大宗，白馬湖作家群的作品以散文為主，風格又近於周作人散文沖淡一

派，這就使得此作家群長期以來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唐翼明道：「相對於二Ο

年代到三Ο年代，那些聲勢烜赫、旗幟鮮明、成員眾多、筆戰頻仍而激烈的文學

團體和流派，…白馬湖作家群也許只能算是一個並不那麼頭角崢嶸的小群體、次

流派，因此一般的文學史都不把它作為一個團體或流派來論述。」6八Ο年代後，

研究者開始著意突顯白馬湖作家群的存在，在學者先進們的努力考證下，這個文

學集體已然是現代散文史上的既定事實，當然，身為此群體代表的夏丏尊在文學

史上的地位亦是不容忽視的，這也是筆者進行這個研究的目的及價值所在。 

夏丏尊的文學創作包含豐富的體裁，其中以散文小品及雜文評論為主。五

四運動之後，夏丏尊發表許多冀求改革舊社會的文章，日本侵略中國時也為文痛

斥帝國主義者的惡行，他持續地撰寫投槍匕首式的雜文，我們從中看到他「熱情

的改革者」形象。作為一位敏感的文學家，他能迅速且直接地向社會現實發出不

平之鳴，對於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思想深入地分析解剖。他以關注現世的雜文創

作為時代的潮流推波助瀾，作品中表現出他關懷國家社會的心靈激情以及表現人

生的藝術才華，這是他身為中國人民的民族使命感以及作為文學家的良知表現。

夏丏尊為人真誠耿介，其作品勇於直面現實人生，他對於所描寫的生活擁有真實

的體驗，他的文字都是食人間煙火的真實感受，不僅表現出他眼中所見的世相，

也呈現出心靈所感知的世界，這是他的作品具備深刻力量的根本原因。 

夏丏尊是白馬湖作家群的精神領袖與情感中心，他的作品也是白馬湖散文

的正宗之作，朱惠民指出〈白馬湖之冬〉一文：「正是由於這篇佳作，使得白馬

湖從此出了名，散文白馬湖派也因此有了與其藝術特質相吻合的名稱。」7夏丏

尊在白馬湖時期所形成質樸清淡的風格是他在藝術上的極致表現，平凡、平淡的

格調與他平生處世的性格一脈相承，即使後來他離開了白馬湖而到了上海，但白

馬湖仍是他終生以求、魂縈夢牽的人生風景。文學創作是將生活真實轉化為藝術

                                                 
5 魯迅：〈小品文之危機〉，收於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台北：蘭亭書店，

1986年 10月），頁 96。 
6 唐翼明：〈讀張堂錡《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文訊》第 178期（2000年 8月），頁

24。 
7 朱惠民：〈紅樹青山白馬湖〉，收於《白馬湖散文十三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 5
月），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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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過程，必須是源於生活卻又高於生活，夏丏尊擅長從身邊的瑣事取材，透

過對日常生活的所見去領略人生、品味生活，由於他對日常生活細膩的觀察及深

刻的體會，因此能領悟到滲透在社會深層的生活底蘊，能用理性的光芒照亮生活

素材中的動人成分，因此他的散文總能發揮感染人心且於人有益的作用。 

夏丏尊認為文藝必須把經驗與事實通過感情的面紗來表示，亦即必須從感

情的方面刺激讀者，夏氏作品打動讀者的，首先便是真誠的人格力量，讀者可以

從單純明朗的文字中感受到作者真摯的情感與高潔的品格。作品的藝術風格是作

家掌握世界的獨特方式的綜合體現，也是作家的個性發揮到極致的藝術結晶，夏

丏尊散文所展現的是平淡自然與理趣抒情的和諧統一，他擅長從生活本身發現獨

到的意味，並透過縝密的構思呈現出精嚴的形式，運用流暢洗鍊的文字準確地表

達其思想內涵，因此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種情趣美。初讀他的散文覺之淡乎寡

味，但細細品嚐卻又令人陶醉，濃郁的情思出於清疏淡逸的文筆，在素淨平實的

文字中，自有深刻動人的內蘊，楊牧所言：「清澈通明，樸實無華，不做作矯揉，

也不諱言傷感。」8正是夏氏散文風格最好的註腳。 

夏丏尊也嘗試短篇小說的創作，然而卻往往被文學評論者所忽略，這是因

為夏氏的小說創作具有散文清淡自然的風格，且與散文之間的界線不易區隔所

致。夏氏的小說作品採取直接且深入的觀點展現人生，對於小說中人物的刻畫主

要是透過人物本身的話語呈現其情感及思想，角色的安排大多是功能性質，又因

作品篇幅不長，因此對於非主要人物的角色刻畫往往顯得不夠具體。從小說的結

構而言，夏氏對於情節組織的安排基本上是按照時間的先後次序，屬於直敘式的

小說體式，此外也是按照故事的因果排列，可說是最普遍也最簡單的故事結構方

式，但也不乏小說應當具有的懸宕、隱伏的效果。他僅運用少數的人物，以簡單

的結構來組織故事，由此也可見他在小說創作的初探性質，也或許是因為他小說

作品的數量不多，因而未能作多方的嘗試，然而以其文體家一貫的創作水準，仍

使小說作品具備清新自然且凝煉精緻的寫作風格。 

長期以來，文學史家在考察現代文學時，總是注重西方文藝思潮對它產生

的深刻影響，卻忽視了民族文化土壤對其藝術個性和審美特徵所產生的潛移默

化，若能將中國現代文學放在區域文學的座標中審查，將對現代文學有嶄新的認

識。文學研究者近來對於從區域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學現象愈趨重視，著名中國現

代文學研究學者嚴家炎曾言：「如果說五四時期文學的天空群星燦爛，那麼，浙

江上空的星星特別多，特別明亮。」9 陳國恩亦道：「如果把新文學比作一條歷

                                                 
8 楊牧：《文學的源流》（台北：洪範書局，1984年 1月），頁 51-58。 
9 嚴家炎：〈《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總序〉，《理論與創作》（1995年第 1期），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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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長河，則沒有浙江籍作家的推波助瀾，就不會有摧枯拉朽的巨大氣勢。」10浙

江突出的文學表現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問題，筆者也從浙東文化探討夏丏尊作品

「清以淑」的風格，浙東人素來以「硬氣」著稱，個性較直率且對人生抱持嚴謹

的理性態度，創作風格整體而論偏於冷靜寫實，夏氏作品具備浙東土味的素樸質

性，即單純洗練、自然質樸，且無雕琢藻飾之跡，這是研究夏氏文學風格的一個

特殊視角。 

除了文學創作，夏丏尊對於譯介外國文化亦不遺餘力。柯靈指出：「夏丏尊

先生個人的文學活動，翻譯多於創作。」11在夏丏尊所翻譯作品中，不論是就作

品的數量或所造成的影響而言，從日本所譯介的自然主義作品皆具有重要的地

位，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國木田獨步及田山花袋的作品。夏丏尊所屬的文學研究會

是中國譯介自然主義文學的主要媒介，他們一方面欲建設新文學，使之更好地為

人生；另一方面則是試圖借用自然主義克服傳統小說不忠實描寫的弊病。然而中

國文壇在攝取及整合自然主義時，並沒有建立起自然主義的理論本體，又由於理

論的探討勝過作品的實績，於是中國的自然主義熱潮終因水土不服而消退。夏丏

尊也透過日本接觸到俄國文壇，譯介作品中較重要是克魯泡特金及愛羅先珂等無

政府主義的作品。關於夏丏尊的翻譯作品，除了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外，向

來甚少研究者進行討論，且往往缺乏可資佐證的資料，筆者在蒐羅文獻方面投注

許多心力，盼對夏氏翻譯工作貢獻的定位有所助益。 

夏丏尊身為教育家，其作品大多發表在《中學生》雜誌，因此我們可以合

理地推測，他的作品意在使青年學子獲得為人處世的智慧，其作品也為自己的國

文寫作主張作了最佳的示範。夏丏尊認為文藝對人生有著指導的作用，他說：「文

藝實是人生的養料，是教示人的生活的良師。因了文藝作品，我們可以擴張樂悅

和同情理解的範圍，可以使自我覺醒，可以領會自然人生的奧秘，再以此利益作

了活力，可以從種種方向發揮人的價值。」12他的作品確實影響了整個時代的青

年，直至今天我們仍從中獲得啟迪。 

文學必須立足於作家的真情實感，體現其真生命及真見識，出於個性又訴

諸個性，如此方能具備親切感人的力量，夏丏尊以人格精神作為文章的肌理，因

而他的作品具有經久的魅力，不少當時及後代作家都曾受其啟迪，散文名家豐子

                                                 
10 陳國恩：〈論現代浙江作家群的崛起〉，《寧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 1期），頁

34。 
11 柯靈：〈欲造平淡難—夏丏尊先生辰百年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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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12 夏丏尊，《文藝論 ABC》，收於《夏丏尊文集˙文心之輯》（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編印，1983
年 12月），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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愷自承：「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13著名作家巴金

在〈談我的散文〉中曾說：「『五四』以後，從魯迅起又出現了不少新散文的能手，

像朱自清、葉聖陶、夏丏尊先生，我都受到過他們的影響。」14時至今日，白馬

湖作家群已是文學研究者所關注的論題，夏丏尊的作品是各種散文選集所網羅的

篇章，也屢見收於兩岸三地的中學語文教材，即使時代更迭，夏丏尊的作品仍具

有不朽的生命力。 

本論文以夏丏尊的精神思想與人生境遇的分析為基礎，對夏氏文學創作的

內涵及風格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論述，並兼及語文教學作品及翻譯作品。筆者在論

述的過程中，著力於夏氏思想、經歷與作品的內部融會，並考量作品與時代環境

的有機聯繫，以呈現其作品獨特的精神內質與藝術風格。作為一本初探性的論

文，這裡著重在文獻的蒐集與歷史的考證，受限於筆者的學力與研究時間，在理

論的深度上想必仍有所不足，但願將來學界在夏丏尊其人與其作品的研究上，能

出現深度及廣度兼具的作品。 

 

 

 

 

                                                 
13 豐子愷：〈悼丏師〉，豐陳寶、豐一吟編：《豐子愷文集（第二卷）》（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 6月），頁 160。 

14 巴金：〈談我的散文〉，轉引自陳星：《平凡˙文心—夏丏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
3月），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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