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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1914-1918 年日記體小說敘事手法分析（依發表年代先後排序） 

 篇名 作者及 

發表年代 

敘述者及視角 敘事時間 非敘事性話語 備註 

1 雪鴻淚史 徐枕亞， 
1912 年 

同敘述者，第一人稱內聚焦。 順敘。一章為一

月，不以日分段記

之。 

作者無直接介入敘述話語，而藉人物

作者之筆流露出作者觀念，一採議論

筆法，二是預示後文。 

1.長篇 
2.常比附紅樓人

物。 
2 花開花落 周瘦鵑， 

1914 年 
異敘述者，第三人稱內聚焦。 順敘，分日記錄。

多對話，為等述。 
作者無直接介入敘述話語，而藉人物

作者之筆流露出作者觀念。首日日記

所論與女子墜樓相互呼應。 

1. 短篇 
2. 提及《茶花女》 

3 斷腸日記 周瘦鵑， 
1915 年 

兩層敘述者。日記前的預想段為外／

異敘述者，人稱及聚焦情形有轉變。

日記部分為內／同敘述者，採第一人

稱內聚焦。 

日記前的預想段

具預敘效果。日記

為順敘。 

日記前有外敘述者的評論，日記末尾

的詩句為內敘述者的自評詞，呼應外

敘述者的預想。 

1.短篇 
2.提及《茶花女》 

4 珠珠日記 周瘦鵑， 
1915 年 

兩層敘述者。日記前為外／異敘述

者，為編輯者，起框架作用，日記為

內／同敘述者，採第一人稱內聚焦。

順敘。寫日記的日

期跨度較大。 
日記之前，作者擔任外敘述者的角色

帶出信函及日記。日記之後為作者回

信，緊扣孝道再論。 

作者的個人經驗

與珠珠的日記相

互呼應。 
5 怨 姚鵷雛， 

1915 
三層敘述者── 
1. 最外層敘述者：第一人稱內聚焦

2. 第二層敘述者：第三人稱外聚

焦，與結束全文者為同一人。  
3. 第三層敘述者：即日記部分，第

一人稱內聚焦 

日記部分為順

敘。等述與概述並

用。 

於三層敘述者外，日記後的「鵷雛曰」

為評論，獨立於全文之後。 
1.短篇 

2.敘述者跳動，

產生許多斷裂，

說故事、念日記

處為同一地點。 



6 林黛玉日

記 
喻血輪， 
1918 

兩層敘述者，日記前為外／同敘述

者，日記為內／同敘述者，皆為第一

人稱內聚焦。 

順敘。 
未標明日期，又可

稱為筆記體小

說。1 

作者無直接介入敘述話語，而藉人物

作者之筆流露出作者觀念。 
1. 長篇 
2. 延續病美人

形象。 

7 一日 陳衡哲， 
1917 

異敘述者，第三人稱外聚焦。 大致上是順敘，但

晚上的三個部分

彼此無時間先後

關係，或許是同時

發生，分景敘述。 

1.於對話中以（）括弧來加入「按」，

為作者的說明言語。 
2.括弧的按語，較文言，近書面語，

而人物的對話內容為較口語的白

話文，白描出現代人物聲口。 

1. 部分括弧用

以說明動作。 
2. 多錄對話，無

法進入人物

內心，似劇本

創作。 
8 蕙芳祕密

日記  
喻血輪， 
1918 

兩層敘述者，日記前為外／異敘述

者。日記為內／同敘述者，採第一人

稱內聚焦。 

順敘。 
每段日記皆有四

言標題。 

作者無直接介入敘述話語，而藉人物

作者之筆流露出作者觀念。 
1.長篇 
2.提及因心病而

死的女性。 
3.多對話，少獨

白。 
9 狂人日記 魯迅， 

1918 
兩層敘述者， 日記前為外／異敘述

者。日記部分為內／同敘述者，採第

一人稱內聚焦。 

1.日記部分，分十

三段敘述，未標日

期。 
2.順敘。每段落的

銜接關鍵為心理

意識。 

日記之前的解說為評論，但不代表作

者言語。 
內外敘述者相互

對比 

                                                 
1 此書在出版時，另一個名稱為《林黛玉筆記》，因每則日記未標日期，與筆記體難以分別。由此可知，時人對筆記體和日記體雖試圖分類，但尚未有完備的文體意

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