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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己的一生，實在是一齣毫無意義的悲劇，而這悲劇的釀成，實在也只可

以說是時代造出來的兒戲。自己終竟是一個畸形時代的畸形兒，再加上以

這惡劣環境的腐蝕，那就更加不可收拾了。第一不對的，是既作了中國人，

而偏又去受了些不澈底的歐洲世紀末的教育。將新酒盛入了舊皮囊，結果

就是新舊兩者的同歸於盡
1。 

 

郁達夫（1896 年 12 月 7 日－1945 年 9 月 17 日）成長於一個複雜動亂的時代，

出身自一個落魄家庭，自小離鄉求學，青年時期又遠赴日本唸書，因此形塑內心

憂鬱寡歡的性格，其自傳嘆道：「從此野馬韁馳，風箏線斷，一生中潦倒飄浮，變

成了一只沒有舵楫的孤舟。」2可想見郁達夫隻身的孤寂。由於成長經歷的精神苦

悶，他的作品具有強烈的個人意識色彩，其小說更有一種抒情化的傾向，不以情

節、人物的描寫取勝，而以詩化的文字風采營造出獨樹一幟的意境和情韻；而他

對文藝的論述，主要是從自身創作的體會和文學作品的大量閱讀中總結出來的。 

近十年的留學生活，使郁達夫在學習上受到極大的文化刺激，除中國古典詩

文等傳統閱讀外，留學日本期間他也廣泛涉獵外國文學，深受近代歐洲、日本各

種社會思潮和文藝作品的薰陶；但同時郁達夫也飽受了屈辱和痛苦，激發他的國

族意識：「新興國家的氣象，原屬雄偉，新興國民的舉止，原屬豁蕩，但對於奄奄

一息的我們這東方古國居留民，尤其是暴露己國文化落伍的中國留學生，卻終於

是一種絕大的威脅。」3青年留學經驗、祖國落後的悲哀、對現實的不滿等壓力塑

造郁達夫憂悶、憤世而近於病態的心理狀態。1921 年創造社發起的前後他開始了

小說的創作，早年多以描寫留學生生活的片斷為主，如《沉淪》、〈南遷〉、〈銀灰

色的死〉著重表現其內心的悒鬱、苦悶，體現「文學作品，都是作家的自敘傳」4

                                                 
1 郁達夫，《蜃樓》，《郁達夫文集》第二卷(台北市：台灣啟明，1957 年)，頁 193。 
2 郁達夫，《郁達夫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年 7 月)，頁 42。 
3 郁達夫，《郁達夫自傳》，頁 44。 
4 郁達夫，《郁達夫文論集》(浙江：浙江文藝，1985 年)，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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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非客觀的文藝態度。表達個人對社會的憤懣方面，郁達夫的書寫具有自己的

特色，是一種帶點灰色、感傷的筆調，又如同是一些不甘沉淪卻又無力掙扎者所

發出的吶喊，這是郁達夫面對洶湧時代的無力反應，或者又可說是孤獨憤世者的

控訴與歎息。 

跨越性不僅指涉空間之於形體、文化之於心靈的移動，也是於各種生活型態

間的穿梭、語言的切換、口舌的散步。從文化傳播和接受之層面來看，面對不同

以往的速度、頻度或內容，文學現象已非僅限於單方面的跨越，論及台灣新文學

運動與中國之間的文化受容關係更是如此，當中出現多種不同運作及整合的情

形。一個作家的文學研究本就需要整體性脈絡的支撐，「東亞」作為一種研究視角

的意義，即以西方中心的世界史展開過程中被迫走上非主體化之路的立足點，以

及被東亞內部等級秩序所壓抑的東亞代表的另一個視角。如同「魯迅現象」的時

空旅行，在經過不同區域的吸收詮釋後，都會刷新既有對魯迅的見解。 

在這樣的視角之下，討論與「中國新文學」有關的台灣文學研究，台灣文學

是怎樣吸收郁達夫、沈從文、徐志摩甚至是梁實秋等中國作家？都是相當值得進

行。且在後殖民文化重整的領域之中，召喚過去的歷史並予以重述是一重要課題。

台灣現代文學的歷史發展中，日治時期是一個非常重要且複雜的階段，它一方面

是殖民文化系統全面支配台灣現代文學書寫的開端，另一方面也是文學語言最為

多樣的時期。在殖民當局為了配合戰爭需要而採取的種種壓迫之際，書寫行為本

身已成了一種抉擇。緣此，文化生產必然日益受到殖民主義的條件所限制，書寫

成為一個無法澈底免除越界可能性的場域。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的東亞，抑

或是日治到戰後的台灣文學，無論作家是以社會主義的思想來對抗日本帝國主義

的壓迫，還是以寫實主義的精神，對各區域的現代化加以反思，都在不同層次上

為文學日後的書寫開拓了豐富的視野。郁達夫正是存於東亞內部秩序壓抑下，社

會主義理想與寫實主義道路的文學創作典型，他不但對中國政治、文化、社會、

政治處境展開關注，更對當時複雜文化中的國族處境，有著深刻的體察與描寫。 

    接受美學(Aesthetics of Reception)的理論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1997)

認為文學應被視為作家與公眾交流的辯證：「一部文學作品，即便它以嶄新面目出

現，也不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絕對新的姿態展示自身。但它卻可以通過預告、公

開的或隱蔽的信號、熟悉的特點、或隱蔽的暗示，預先為讀者提示一種特殊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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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5文學作品通過讀者的媒介而進入某種連續性的期待視野，在這樣的內化過

程中，原來的接受與審美標準將轉化為新的文學生產。作品的價值也隨著接受者

的參與，得到不斷的修正、豐富和補充。二○年代起台灣受中國五四運動之影響，

開始反思白話文運動在文學上的可能性，這便是文學傳遞受容的最佳例證，亦呼

應文學的接受史實際上為讀者期待視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構成、作用及變化

史的意義表現
6。期間至 1945 年日本殖民政府所推動的文化政策，讓台灣知識分

子一面使用古典漢文的書寫模式，一面學習日文書寫的系統。可說台灣新文學運

動萌芽之初，中國新文學運動扮演著重要的引導角色，除前人常論的魯迅與台灣

文學之關係外，中國現代文學作家先鋒之一的郁達夫，亦可為我們開啟另一條台

灣與中國文學連結的脈絡。 

    從三○年代至今，論及郁達夫不外乎是頹廢、感傷等研究取向，而其與魯迅、

左翼文學的關係及抗日經歷，亦是形成郁達夫複雜矛盾性格的重要成因。郁達夫

的作品向來具有強烈的自傳色彩，文藝論述上除中國文學的傳統閱讀外，留學日

本期間亦深受近代歐美、日本各種社會思潮和文藝作品的薰陶。這個「畸形時代

的畸形兒」表現的感傷和頹廢色彩，是基於人主體的自我意識上所展開的苦悶抒

懷，更可推想關於郁達夫個人內心的書寫往往指涉著更大的族群。其著重表現個

人內心的悒鬱、苦悶，體現了作者自我寄託的成分，在表達個人對社會的憤懣方

面，郁達夫的文字更具有自己的特色。外來的文化種子傳播在不同的土地之上，

每粒文化種子都會受到它生根成長的泥土與氣候影響。因此溯及日治時期至現今

的台灣文學界，就文化傳播供與求之間必定與郁達夫有著一個存在的關係。緣此，

本文試圖從日治時期以來相關的雜誌報刊及史料資料，探索郁達夫在台灣文學中

文學受容的痕跡及其影響伏流，以及當時中、臺兩地知識分子文學精神的共時意

義、傳承，皆為關懷議題所在。 

                                                 
5 轉引自朱立元編，〈解釋學與接受理論〉，《當代西方文藝理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年 9 月)，頁 289。原文出處姚斯（Hans Robert Jauss），Holub, Robert C.、周寧、金元浦等譯，

〈文學史作為向文學理論的挑戰〉，《接受美學與接受理論》(瀋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87 年)，
頁 29。 
6 1967 年 4 月姚斯於德國康斯坦茨大學(Konstanz U)的就職典禮中發表了〈研究文學史的意圖是什

麼，為什麼？〉(Was heiss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Literaturgeschichte?)的講座，被視為

接受美學的重要宣言。講座內容後收入論文集《文學史之煽動》(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70)，並更名為《文學史作為向文學理論的挑戰》(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關於「期待視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論述部分參見頁

171-206：「期待視域」是指文學在接受過程中，讀者依照自身的各種經驗、趣味、素養和理想等

因素，將這些因素綜合起來形成一種對文學作品的欣賞要求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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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壇已站在世界文學的角度上，開始閱讀並接受中國作家的

文學，所以在看待郁達夫與台灣文學的關係之時，並不能完全作一個切割，認作

毫無關係，而應該將郁達夫放置在東亞之中台灣文學發展的延伸範疇裡，從中尋

求其作品及思想傳播的歷史語境，以連接至戰後郁達夫之於台灣文學場域的種種

脈絡。說明郁達夫或中國文學確曾對台灣文學的發展產生作用，對其人、其文學

展開文本中社會與歷史的鏡像互動提出解釋，客觀證成台灣文學開放性的特色。 

 

第二節  研究課題與前行研究之回顧 

 

    本文既以台灣文學與郁達夫文學之間的傳承、受容作為研究課題，應當針對

台灣方面有關郁達夫的研究成果加以集中整理、概述。郁達夫的創作時間從 1911

年至 1945 年止，共三十多年。而台灣目前對於郁達夫的論文專著討論已有小成，

從 1992 年德利士(A. J. Beare )的《郁達夫的小說研究》碩士論文，至 2007 年張惠

婷《郁達夫小說的接受研究》為止，約莫十來篇學位論文討論過郁達夫；台灣方

面相關的期刊論文研究從九○年代中後期才顯增加。除去回憶印象、作家軼事紀

錄以及讀後印象的批評之外，對於郁達夫的相關研究，大概集中於下列三個方向： 

 

一、作家作品風格之討論 

 

    這部分的研究多注重於作家個人的文學創作風格、影響及生平解析，重點講

述作家生平的各個階段，以及當時的小說流派和創作思潮，並對這些流派與思潮

如何影響作家及其成因、風格特點和成就作說明，且從文學作品語言的殊異窺探

作家個性與作品風格。以下列舉出台灣方面相關的論文研究成果： 

 

研究生 論文名稱 校院系所 出版年度 附註 

德 利 士

(A.J.Beare ) 

《郁達夫的小說研究》 國立台灣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 

1992 年 碩 士

論文 

魏福康  《郁達夫小說研究》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

文硏究所 

1993 年 碩 士

論文 

莊貽麟 《郁達夫小說中的「情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中 2000 年 碩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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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觀」與「女性描寫」》 國語文研究所 論文 

高彩雯  《郁達夫小說中的「自

我形象」研究》 
國立台灣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 
2004 年 碩 士

論文 

羅國珠 《從作者生命史探究中

國文人主體性之建構與

困 挫 — — 以 郁 達 夫 為

例》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人

資處語文教學研究所 
2006 年 碩 士

論文 

耿秋芳 《郁達夫遊記散文創作

之研究》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中

國文學系研究所 
2006 年 碩 士

論文 

    

    台灣首篇學位論文 1992 年德利士(A. J. Beare )的《郁達夫的小說研究》，就郁

達夫小說的主題和寫作技巧加以分析與討論，論述一個轉型期社會裡的過渡人或

零餘者的形象，選出郁達夫代表性的小說作個別分析和討論，顯示出郁達夫小說

創作的不同形式、風格和格調，進一步了解作者在主題和寫作技巧兩方面的發展

過程；翌年，則有魏福康的《郁達夫小說研究》闡釋作家的小說創作，並進而分

析其人的性格及心路歷程，可說在前人基礎上更進一步考察當時文學家與社會的

關係。作家作品層面之基礎性考察，這一部分也多為早期學界對於郁達夫的討論

方向。 

近期內的研究則承接基本的作家研究成果，緣一主題切入郁達夫的相關研

究，專題式的結合郁達夫此人與作品之間的關聯。例如莊貽麟的《郁達夫小說中

的「情愛觀」與「女性描寫」》，全文以探究郁達夫小說中的「情愛」認同，筆下

所開展的女性形象描寫，所代表的不同愛情意義之探知，藉由郁達夫小說的探討

助於對中國「轉型期」的文學背景了解與詮釋。又如羅國珠的《從作者生命史探

究中國文人主體性之建構與困挫——以郁達夫為例》，以生命史角度切入作家個人

生命歷程中的經驗與事件，並針對這些材料進行分析與詮釋，試圖以生命整體的

面向，達成對個人全面性的理解。理解郁達夫身為中國文人的感受，並省思中國

政治社會的問題，提高對自我的主體認知，鋪陳建構中國文人的主體性。然而上

述的論文裡卻都未能提出郁達夫之於中國以外的其他地區(如台灣、新加坡)的詮

釋創見，就此實有其討論之必要。 

或者，就專一文體探討郁達夫的創作風格與意義，如耿秋芳《郁達夫遊記散

文創作之研究》，透過討論郁達夫其人、事及遊記創作的動機、觀點，從自然觀、

地理觀到文化觀點，反映當時一九三○年代郁達夫創作語言的獨特性，及其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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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的獨特美感。從研究郁達夫遊記創作的角度切入當代散文，以把握遊記文學

之一環；其他還有高彩雯的《郁達夫小說中的「自我形象」研究》，試圖由自我形

象的角度研究郁達夫，探究郁氏小說與各種話語的交流，結合文本細讀和歷史性

的研究，考掘其自我形象的各種內涵與樣貌。 

 

二、文學史脈絡上考察的研究角度 

 

此一方向則嘗試從知識結構和文學視野的角度，來解釋郁達夫文學活動中所

表現出來的進展時程，將郁達夫的文學放在中國文學的整體中去觀照考察，使文

學史的脈絡纖毫畢現。從文學史脈絡考察之目的正是在於釐清歷史發展過程的脈

絡，從而說明郁達夫文學在文學史的定位。 

 

研究生 論文名稱 校院系所 出版年度 附註 

柳烈 

 

《創造社研究》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1993 年 

 

碩 士

論文 

蘇敏逸  《「社會整體性」觀念

與中國現代長篇小說

的發生和形成》 

國立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2003 年 博 士

論文 

 

周綠娟  《郁達夫小說受日本

近代作家影響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碩士在職專班 

2006 年 碩 士

論文 

張惠婷 《郁達夫小說的接受

研究》 
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 
2007 年 碩 士

論文 

 

    上表中柳烈的《創造社研究》，透過對創造社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探討，以研

究創造社如何實踐他們的文學主張，進而明瞭一九二○年代中國新文學運動發展

的真面目。郁達夫就是被置於這環節上，來重新評估其與創造社在中國新文學發

展中的歷史地位。又，蘇敏逸的《「社會整體性」觀念與中國現代長篇小說的發生

和形成》，考察了中國二○年代中期以後到四○年代期間表現知識分子「社會整體

性」觀念的長篇小說，論文的討論脈絡上溯到晚清「政治小說」和「社會小說」，

以至五四之後的新文學。由五四個人精神的覺醒和勃發，進而討論郁達夫「個人」

小說強烈的「自敘傳」特質。或如周綠娟的《郁達夫小說受日本近代作家影響之

研究》，轉從郁達夫的文藝養成背景著手，深刻剖析郁達夫其文學書寫與日本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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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思想的關係。郁達夫小說在題材、風格、或文體上都有著日本近代小說的

「血緣」，透過文本對文本的比較，從二者相同之處探求其源流，從二者相異之處

探求其意義，分析和探討郁達夫文學受日本近代作家影響之研究，以求對郁氏作

品得出客觀而正確的認識和評價。可謂郁達夫出身、求學經歷、文學影響、思想

傾向已在基礎上建立深化的學術研究成果。另外，張惠婷的《郁達夫小說的接受

研究》碩士論文，初步整理國內外對於郁達夫研究的論文資料。內文首從中國五

四運動談起，看五四運動對當時中國社會與知識分子的衝擊與影響，從創作進程

與創作觀理解郁達夫對創作的態度與堅持。更從接受理論概述讀者對其小說的接

受及評價，考察二○年代迄今的讀者接受過程中審美價值的轉變。 

以上就作家作品風格以及文學史脈絡的兩個研究方向，概述台灣方面的郁達

夫研究成果。總括來說，迄今台灣對於郁達夫的論文研究已有基礎且多元的觀察

視角，但一個作家、文學形成的過程絕對不僅於如此，還必須對其文學閱歷、文

壇交往，甚至異域的文學活動經驗加以掌握，方能描繪出多元互動的文學網絡。

既然郁達夫（1896－1945）的主要文學活動時間相當於台灣被殖民時期，應以歷

史之長切入文學研究，對台灣、中國、日本的相關殖民地文學提供一點外緣累積

或另類觀察角度，這才是本文亟待努力的部分。 

 

三、郁達夫相關史料研究成果 

 

由於本文研究對象郁達夫在東京帝國大學留學並與當地文士往來，因此郁達

夫的史料、相關研究在日本學界也稱豐富，其研究方向主要有三：一是就地緣關

係考察郁達夫在地的生活行跡；二是彙整郁達夫的相關史料；三是翻譯郁達夫的

相關文論作品。實際上，日本在 1923 年便開始談論郁達夫
7，當時日本方面主要

的研究焦點在於郁達夫文藝創作的討論，所屬社團創造社的動向，以及與郁達夫

關係密切的魯迅、郭沫若等文學家的報導。此外譯著方面，有日本學者岡崎俊夫、

小田嶽夫等人翻譯郁達夫的日記、小說、散文、自傳及文論作品8。1969 年，伊藤

虎丸、稻葉昭二、鈴木正夫合編的《郁達夫資料》整理郁達夫的作品以及雜誌所

                                                 
7 1923 年 11 月 15 日《雅聲》第 28 集，嘯雲山人〈如是錄〉中談及郁達夫的近況，見伊藤虎丸、

稻葉昭二、鈴木正夫編，《郁達夫資料總目錄》(上)( 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

文献センター刊行委員會，1990 年)，頁 19。 
8 伊藤虎丸、稻葉昭二、鈴木正夫編，《郁達夫資料總目錄》(上)，頁 19-36、16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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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的篇章、作家卒後出版的資料，以及三○至六○年代郁達夫的研究專書、期

刊論文，並編訂作家年譜，其後陸續出版《郁達夫資料補編》(上)(下)、《郁達夫

資料總目錄》。鈴木正夫更深入探析郁達夫晚年於南洋的活動經歷，訪問與郁達夫

有過接觸的且住在蘇門答臘的日本商人、憲兵，將考察資料、研究論文於九○年

代集結出版，提供更為詳盡的田野訪查資料
9。 

中國方面，郁達夫《沉淪》問世同時即有評論文章出現，三○年代則有研究

專書進行更為廣泛的探討10，1945 年郁達夫逝世後，與他同時代的友人郭沫若、

鄭伯奇均寫了相關回憶文章
11，不過五、六○年代因為中國人民共和國的政治力影

響，郁達夫的相關研究則受到侷限，直至八○年代研究才逐漸熱絡，有陳子善、

王自立編《回憶郁達夫》、《郁達夫研究資料》、張恩和《郁達夫小說欣賞》、許子

東《郁達夫新論》；台灣方面，七○年代末即有秦賢次先生的《郁達夫南洋隨筆》

及《郁達夫抗戰文錄》，蒐集郁達夫南洋的抗日政論與隨筆文章。八○年代有王潤

華《郁達夫卷》、周玉山編《當代世界小說家讀本──郁達夫》、桑逢康《郁達夫

王映霞戀愛的悲劇》等專著選集。此後中國與台灣相關評論與傳記皆接續出版，

如曾華鵬、范伯群《郁達夫評傳》、孫百剛《郁達夫外傳》、郁雲出版的《郁達夫

傳》、丁言昭訪談著作《王映霞自傳》等12。九○年代後，台灣的專書與期刊論文

之於郁達夫生平與郁、王映霞之間的愛情故事討論便已不勝枚舉13。 

                                                 
9 鈴木正夫：〈聞き書「郁達夫の流亡と失蹤－－元スマトラ在住邦人の証言」〉，收於伊藤虎丸、

稲葉昭二、鈴木正夫編，《郁達夫資料》(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献センタ

ー刊行委員會，1969 年 10 月)；《スマトラの郁達夫——太平洋戦争と中国作家》(東京：株式會

社東方書店，1995 年 5 月)。鈴木正夫，《郁達夫——悲劇の時代作家》(東京：研文出版，1994
年 7 月)。 
10 張恩和編，《郁達夫研究綜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年 7 月)，頁 29。 
11 鄭伯奇：〈懷念郁達夫〉，1945 年 12 月 9 日；郭沫若：〈論郁達夫〉，1946 年 3 月 6 日。現收於

陳子善編，《逃避沉淪——名人筆下的郁達夫 郁達夫筆下的名人》(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年)，
頁 13-19、頁 3-12。 
12 如陳子善、王自立編，《回憶郁達夫》(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年)、劉心皇，《郁達夫的

愛情悲劇》(台中：晨星，1986 年)、張恩和，《郁達夫小說欣賞》(南寧：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
年 4 月)、許子東，《郁達夫新論》(杭州：浙江文藝，1984 年 3 月)。曾華鵬、范伯群，《郁達夫評

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 年 11 月)；傳記方面：孫百剛，《郁達夫外傳》(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1982 年 4 月)、郁雲，《郁達夫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年 4 月)、王映霞，

丁言昭訪談：《王映霞自傳》(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1990 年)等專書論著。 
13 如曾華鵬，《零餘者的歎息—郁達夫》(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1 年)、袁瓊瓊、潘寧東，《多

情累美人：郁達夫、王映霞的時代苦戀》(台北：聯經出版社，2000 年)、林慶彰、陳仕華編，《近

代中國知識分子在台灣》(台北市：萬卷樓，2002 年)、蔡振念，《郁達夫》(台北：三民書局，2006
年)等等郁達夫傳記與郁王愛情討論專書出版。期刊論文方面則有馬森，〈從寫實主義到現代主義：

論郁達夫小說的承傳地位〉，《成功大學學報》第 32 期(1997 年 11 月)、周昌龍，〈從「沉淪」到「毀

家」--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情緣始末〉，《聯合文學》第 15 卷第 11 期(1999 年 9 月)、張堂錡，〈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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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編者 書名 出版社 出版年度 

胡愈之 《郁達夫的流亡和失蹤》 香港：咫園書屋 1946 年 

溫梓川 《郁達夫南遊記》 香港 : 世界  1956 年 

伊藤虎丸、稲葉

昭二、鈴木正夫

編  

《郁達夫資料》 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

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

献センター刊行委員會 

1969 年 

秦賢次 《郁達夫南洋隨筆》 台北：洪範書店 1978 年 

秦賢次 《郁達夫抗戰文錄》 台北：洪範書店 1978 年 

孫百剛 《郁達夫外傳》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年 

曾華鵬、范伯群 《郁達夫評傳》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3 年 

郁雲  《郁達夫傳》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年 

許子東 《郁達夫新論》 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1984 年 

小田嶽夫、稻葉

昭二著，李平、

閻振宇、蔣寅譯 

《郁達夫傳記兩種》 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1984 年 

王潤華 《郁達夫卷》 台北：遠景 1984 年 

陳子善、王自立

編 

《回憶郁達夫》 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6 年 

 

劉心皇 《郁達夫的愛情悲劇》 台中：晨星 1986 年 

姚夢桐 《郁達夫旅新生活與作品研

究》 

新加坡：新加坡出版社 1987 年 

周玉山編  《當代世界小說家讀本──

郁達夫》 

台北市：光復書局 1987 年 

桑逢康 《郁達夫王映霞戀愛的悲劇》 台北：百川書局 1988 年 

張恩和編 《郁達夫研究綜論》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 年 

伊藤虎丸、稻葉

昭二、鈴木正夫

編 

《郁達夫資料總目錄》(上)、

(下)  

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

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

献センター刊行委員會 

1990 年 

王映霞，丁言昭

訪談：  

《王映霞自傳》 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 1990 年 

鈴木正夫 《郁達夫——悲劇の時代作

家》 

東京：研文出版 1994 年 

                                                                                                                                               
現代小說中的成長意識──以郁達夫、丁玲、巴金作品為例〉，《幼獅文藝》第 558 期(2000 年 6
月)、楊聰榮，〈郁達夫與陳馬六甲的越境之旅──現代亞洲民眾交流的境界與印尼／馬來／馬華

文學的周邊〉，《中外文學》第 340 期(2000 年 9 月)、駱志伊，〈郁達夫和郭沫若的一段往事〉，《中

外雜誌》第 485 期(2007 年 7 月)等討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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鈴木正夫 

 

《スマトラの郁達夫——太

平洋戦争と中国作家》 

東京：株式會社東方書

店 

1995 年 

陳子善編 《逃避沉淪——名人筆下的

郁達夫 郁達夫筆下的名人》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1998 年 

袁瓊瓊、潘寧東 《多情累美人：郁達夫、王映

霞的時代苦戀》 

台北：聯經出版社 2000 年 

曾華鵬 《零餘者的歎息—郁達夫》 台北：文史哲出版社 2001 年 

林慶彰、陳仕華

編 

《近代中國知識分子在台灣》 台北：萬卷樓 2002 年 

 

    以上是目前中、日、臺三方郁達夫研究考察的約略分類與重要成果，綜觀整

體的郁達夫研究成績，仍以生平傳記為多，小說研究居次，並知道各方學界對郁

達夫的研究是從八○年代以來才顯熱絡，但也有不夠全面及流於泛論的問題。以

台灣方面而言，學院內研究無論就作家個人創作風格的研討、文學史脈絡的觀點，

或是專一主題角度切入考察，皆源於中國作家身份的郁達夫個人文學或對中國文

化的內部影響作討論，在郁達夫的文學結合其他區域的文學生成研究上仍顯有

限。因此，本論文希望在這些既有成果的基礎上，所延伸討論的是郁達夫這位個

人色彩濃厚的作家，在東亞文化場域中於中國、台灣、日本間的文化跨界歷程，

尤其自台灣日治時期起至戰後對於作為複雜文化函數的郁達夫之相關資料中，逐

步建構其與台灣文學的連結。 

 

第三節  研究範疇與方法 

 

一、研究範疇 

 

    台灣文學的實質內容實包含地域性、意識形態、立場論述三大部分。而本文

的研究範圍從中國作家郁達夫為出發點，擬從其已結集出版的作品、文學活動史

料、相關評論進行探究，視之為東亞視角下連結整個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間的

鎖匙，以考察一個殖民時期中、日、臺文化圈的互動脈絡與發展。 

本論文考察期間涵蓋將近一半的日治時期和戰後台灣。分就兩大部分進行，

以郁達夫的文學文本研究範疇而論，時間上涵蓋 1911 年開始創作舊體詩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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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 年作家一邊預備留學日本，一邊嘗試創作小說，1921 年 6 月與郭沫若、

成仿吾、張資平等人醞釀成立了新文學團體創造社。以及期間郁達夫在文學創作

的同時，積極參加各種反殖民組織，所從事抗日救國宣傳活動直至 1945 年為止；

史料記載研究上，時間軸則起二○年代迄今(2007 年)。因此郁達夫各種文化活動

的史料及報導，旁及其傳記與相關之文學、生平評論，都為本文研究之範疇。 

研究背景之場域設定，則以殖民時期郁達夫實際從事文化活動的中、日、臺

三地為主要討論空間，並著力建構戰後台灣對於郁達夫資料的各種詮釋，企求郁

達夫文學與台灣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時空場域，凸顯殖民時期文學生態環境和價

值取向的獨特性。透過郁達夫研究的視點移動，盼得以探索一個時代的縮影，一

個中、日、臺三地知識文化青年的共貌，以及台灣知識分子對於文學、國族解放

的想望，與台灣文學對中國新文學作家郁達夫的受容。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既以郁達夫在台灣的接受過程為討論主軸，所探求的不僅是郁達夫本

身的文學成就，其與日本近代文學、台灣文學的內外在聯繫與受容亦是本文所論

述的焦點。郁達夫作一研究對象為題，又「東亞」是為研究內容的場域，時間為

郁達夫 1911 年文學活動的展開開始，必然要涉及當時各地社會的時空背景之討

論。分析上，本文將台灣文學結合中國新文學作家的研究，藉由當時的報紙、期

刊的文學討論、評論、編輯記事、文學活動消息為主，輔以當時及其後作家的回

憶文字及若干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進行探討。以文本或以理論重述歷史以前，

實有必要對記憶構成的歷史基礎、記憶再現的歷史情境、記憶重構的後設過程詳

加詮釋考究。然而文化生產與創造並不能被孤立地看待，必須透過各種史料資料

與理論詮釋的分析及比較，方能對中國作家郁達夫文學作品之書寫，有較為深入

的理解。因此，本論文的進行程序分為四個層次展開：首先，探討具有多重文化

經驗的郁達夫其人其事，並對其文學歷程作一介紹，進行作家全集作品的閱讀
14，

搭配戰後台灣出版的單行本以及選集、作家合集；次者，分析殖民時期郁達夫的

                                                 
14 以台灣出版的《郁達夫全集》(台北市：文化，1974 年)為分析底本。以《郁達夫文集》(廣州：

花城出版社暨香港三聯書店，1991 年)為輔助閱讀文本。(第一卷-小說、第二卷-小說、第三卷-散

文、第四卷-散文、第五卷-文論、第六卷-文論、第七卷-文論、第八卷-雜文、第九卷-日記、書信、

第十卷-詩詞、第十一卷-譯文、第十二卷-譯文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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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活動，以當時台灣主要的史料報刊，《台灣民報》與《台灣日日新報》報系對

中國作家的譯介概述為起點討論，接續郁達夫與日本近代文學、台灣文壇之間的

共時關係，描繪出台灣知識分子心中的郁達夫圖像；再者，討論郁達夫在戰後台

灣的文化接受歷程，分從戰後解嚴前、後史料與相關討論資料上，鋪敘郁達夫個

人形象在台灣的形構；最後，綜述郁達夫台灣文學場域之中的文化脈絡與對話，

顯出郁達夫在台灣各個歷史階段中的獨特角色。 

在台灣傳統脈絡下的文學中，鮮少看到郁達夫此種大膽且寫得深入、明白的

自傳書寫。其實現實生活裡，除了生存的種種慾望之外，生活中必定有著各種掙

扎矛盾的經驗，書寫中自然對這些內在情緒有了種種的自我扭曲。這種文學趨勢

顯影在郁達夫的創作上，是常以自身的心理狀態作無限延伸，故輔以心理學的角

度來分析闡釋郁達夫內心的轉折變化，及觀察其有關國族的內在認同問題也大有

可觀。「人」的活動在某一種程度上已成文學研究思考的主要場域之一，因此透過

作家文學作品與活動史料相結合下所發展的文化生命研究，可謂具有時間性脈絡

的觀察特質，研究中不只能看到個體本身，更看到個體所處時代的樣貌及時代中

相關的人物。因此，各區瑣碎的史料調查與重建、細部傳記與文本的交叉比對，

亦能結合歷史、文學的研究與比較視角，進一步將中國作家郁達夫放置東亞視角

下的台灣文學之延伸範疇中，說明郁達夫或中國文學對台灣文學發展所產生的影

響，或是間接證明台灣文學與東亞各地域乃至與西方論點的跨界交流與對談。 

過去「歷史」和「文學」的研究方法是分道揚鑣的，現在加入「歷史」觀點

研究台灣文學的可能，破除以往典律化的作家研究。文中將特別注意闡述作家與

文本、閱讀、作家與作家、讀者之間的各種文化實踐現象。從史料運用的基礎出

發，酌以台灣本身文化的歷史脈絡，正確地結合理論。以郁達夫作為探求中國、

日本與台灣的文學互文關連的起點，必須思考文學發展除了其原有的地域性，更

應並置等觀才可更為凸顯各地文學的殊貌。改以「東亞」的視角研究台灣文學的

時候，去除了文化、政治收編問題之外，亦可彰顯文學藝術上的流動性，延續思

索台灣在東亞文化史書寫的敘述(narration)建構。因此，本論文即以東亞的文化視

野出發，以文學史和作品分析為脈絡基礎，輔以作家個人文化活動史料資料，因

以「尋根」的態度進行比較探討，企求從文藝與歷史的接點定位郁達夫在每個階

段台灣文學場域的文化地位，從而評估其與台灣文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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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論文章節提要 

 

本文旨在逐步釐清東亞文化場域中新文學作家郁達夫與台灣文學之間的連結

與影響，共計六章。第一章就研究動機、課題、方法作一闡述，第二章敘述郁達

夫個人文學歷程及其活動範圍，其與中國、日本新文學之關係，第三章則就日治

時期郁達夫的人文活動及台灣受容歷程作討論，第四、五章為戰後史料及相關研

究討論，以解嚴前後為分期階段進行分析，綜合郁達夫的文學風格與活動，以論

述其與台灣的文化對話脈絡。第六章則為結論，再次提示本文研究重點與意義。 

 

第一章 緒論 

     

    緒論本章為全文框架說明，說明研究動機與目的，檢討台灣相關的前行研究

與現況，及其可能的發展，指出主要研究資料、範疇及研究方法、進路，並摘錄

研究內容的大要。本章意在作為全文的提要，提示本文即將進行的討論之資訊。 

 

第二章  郁達夫在東亞的旅行 

 

    第二章郁達夫在東亞的旅行。追尋郁達夫(1896-1945)五十年文學生命所及之

處，包括早期留學日本東京，爾後載學返回中國，於北京、上海、杭州、福州等

地從事文化活動，又訪日本、台灣，晚年旅居新加坡、蘇門答臘等經歷，呈現活

動於東亞區域中的郁達夫詳細行跡，以刻劃東亞文化圈內的交流互動過程。並由

內緣與外緣二路進行郁達夫生平的建構，陳述郁達夫生平，交代作家的婚姻與愛

情，討論其在日本留學的情形、成立創造社的過程。這部分亦介紹郁達夫的文藝

思想形成之背景，及其小說主題的流變和主題意識，在每期文學階段中各舉代表

作數篇，了解其情節與意識。探求其創作風貌，進而分析他的性格及心路歷程，

考察當時郁達夫文學與日本近代文學的關係，如田山花袋、谷崎潤一郎、佐藤春

夫等日本作家與郁達夫彼此間的承襲脈絡。由其人文藝思想的形構、活動過程中，

以求對郁氏文學作出客觀而正確的認識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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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二○至四○年代郁達夫的人文活動 

 

本章節研究焦點時間帶為郁達夫人文活動主要展開的時期。第一節試從日治

時期相關的雜誌報刊及史料資料探索郁達夫在台灣文學中文學受容的痕跡及其影

響伏流，概述台灣日治時期《台灣民報》及《台灣日日新報》對中國作家的譯介

情形，作一背景知識的構築，陳述其在台灣是如何被闡述、被觀看、被想像。其

後從文化接受歷程之層面來論郁達夫公職身份，以及其與台灣文學的連結，銜接

台灣新文學運動與中國之間的文化關係，討論當中多種不同運作及整合的情形。

另一方面考察日治時期台灣作家購讀中國新文學的作品的情形，結合 1936 年郁達

夫在台灣與日本的拜訪活動及當時台灣作家對於郁達夫的閱讀，探尋中、日、臺

兩方知識分子互動的道路，以得到當時中、臺兩地知識分子文學書寫的共時意義。 

 

第四章  戰後初期至解嚴前郁達夫文學的受容 (1945—1987) 

 

此章節研究觀察的時間軸是從 1945 年國民政府來臺迄解嚴的脈絡。主要從台

灣戰後關於郁達夫的資料進行作家個人形象在台灣的形塑想像，傳達出作者與所

屬環境的對話、交往和認同關係。且處理戰後初期至六○年代末、七○年代初的

台灣社會、政治、文化與當時台灣文學對郁達夫文學受容的連結，剖析各個評價

背後形構的影響因素，找尋出郁達夫文學所被隱蔽的部分，解釋其於台灣場域接

受過程中階段性的變化與挪用現象。 

 

第五章  解嚴後郁達夫文學的受容 (1987—2006) 

 

1987 年 7 月由於政治解嚴，言論漸趨自由，文學作品題材與內容指涉的尺度

大大地放寬。伴隨著解嚴而來的言論自由、街頭政治運動、社會文化的轉型以及

經濟力量的趨動，似乎讓戰後台灣的郁達夫研究蘊含一股蓄勢待發的動能。八○

年代以來漸趨熱絡的郁達夫研究論著，或許有不夠全面及流於泛論的問題，但在

既有研究成果上結合解嚴後台灣蓬勃的社會文化現象，亦可發現台灣對於郁達夫

接受與呈現的另一面光影。在文學與歷史的基礎上，一方面由台灣對郁達夫傳記

評論出發，另一方面，著眼於學界的研究成果，兩相組合出中國作家郁達夫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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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解嚴後的文學受容與形象的階段性演變。說明解嚴後迄今台灣對郁達夫小說研

究方式、視角、重點的轉移，以玆台灣文學本身發展的輔助說明。 

 

第六章  結論──郁達夫文學之到達台灣 

    本章總結全文，首先進行郁達夫的學識養成背景之概述，並回顧日治時期台

灣是如何介紹中國作家的文學至台灣文壇中，進一步陳述郁達夫文學活動之意

義，及其與台灣文學團體、作家的關係及異同，指出郁達夫個人身處東亞文化場

域中的重要位置。再來剖析作家郁達夫與台灣文學之間的實質連結與影響，透過

戰前、戰後史料與相關研究的統整，形構其在台灣的形象演繹與受容歷程，從台

灣文學的場域中重新出發，提示郁達夫研究的當代意義與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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