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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所謂的「家族書寫」是在文學範疇中透過家族歷史現實與群體活動的

記錄，加上文字敘述、記憶回溯、虛構想像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書寫策略與筆

法，透過經營、追溯家族史的書寫形式而成的作品，它們的特點是融合了歷史與

想像，在時空交錯的網狀結構下進行，經由書寫家族史的過程，及其內容、結構

以實踐認同，重構歷史。而在此之中，個人自我認同與性別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仍在不斷地被書寫著。在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當中，女性不存在於祖譜當中，女性

在家族歷史裡沒有名字。女性從書寫中確立自我認同，從女性的觀點追索自我的

身世，從女性群體當中的「自己」到「異己」，無論是內在血緣、情感或外在社

會關係所組成的人際網絡，都可以透過回憶、想像、書寫來建立女性的自我認同。 

本文欲從「女性家族書寫」的範疇當中，探討三大命題：一是歷史定義

的開放與女性敘事的特點，二是記憶與書寫，真實與虛構之間的辯證關係，

第三則是透過女性書寫所建構的女性主體。 

第一章共分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文獻探討」、「研究方法」，

及「篇章架構」簡要說明各章的論述重點。 

第二章主要是探討「書寫策略」的部分，如女性書寫策略當中的「瑣碎敘事」，

或是女性家族中的「姊妹情誼」，筆者認為這是女性書寫中建構記憶的「利器」，

皆援引女性主義加以申論，同時也輔助主題核心論點的確立。 

第三章則引用西方後結構女性主義學者西蒙‧波娃和精神分析學派的寇多洛

對於女性的研究論述，從「社會關係建構」與「精神分析」雙方面同時探究兩性

構成的家庭關係、母女關係和母職等議題，以突顯九○年代之後，家族重要成員

形象的轉變和家庭關係的呈現。  

第四章引用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以及後殖民理論，析

論家族與國族史交疊之下的女性書寫，進而追問女性主體在書寫過程中所展現的

面貌。關於「女性主體」的部分，則援引法國女性主義學者伊瑞葛來(Luce Irigagy)

的「流體力學」理論，及台灣中文學界學者劉人鵬所提出的「罔兩問景」的女性

閱讀法，從流動與曖昧的角度，建構女性主體的特質。 

最後一章則是結論，將各章的結果綜合彙整，集結各章的分析成果，以獨立

各章結論結合後，做較為宏觀的整體性析論。一方面針對本論文的分析成果所作

的結論，另一方面則是從文本考察的結果中，所延伸的看法與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