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論文採用民間故事的研究領域中已世界通用的 AT分類法為基礎，再以分類歸納的方法，

將所研究之原始資料――《全元雜劇初編、二編、三編、外編》之劇目的「情節單元」分

門別類，並將成故事類型與不成故事類型的劇目作一區別，再以比較分析的方式，論述各故事

類型的特色，並探索其相互結合的內蘊意義。以期建立元雜劇的「情節單元」與「故事類型」

之研究的初步系統，使元雜劇的故事情節與它類或它國的故事情節，得以有相互比較的憑藉，

並為比較文學的研究有更深廣的認知而獻力。

本論文研究結構主要分為五大章，第一章緒論，主要在介紹元雜劇及元雜劇觀眾群之來源

的主要特性及本論文的研究方向、目的與撰寫方法。第二章有「情節單元」之元雜劇則分為

四節，第一節主要在說明「情節單元」的定義，以及各類別之「情節單元」的分佈情形；第二

節則陳述具有「情節單元」之元雜劇的實際分類情形；第三節則分為主題顯現的焦點、人物形

象的強化、內容發展的高潮、劇本結構的骨架等四個單元來敘述「情節單元」在劇本中的運

用意義；第四節則分成觀眾身分的基層性、行為思慮的講智慧、鬼魂迷思的深滲透、宗教信仰

的奇幻性、人倫道德的世俗化、情節單元的社會價值及其它等六個單元來敘述「情節單元」與

元雜劇觀眾之反饋訊息。第三章成「故事類型」之元雜劇亦分為四小節，第一節敘述戲曲之分

類型態，先敘前人對戲曲分類與批評的幾種主要方式及優缺點，再述「故事類型」的定義及運

用；第二節陳述可以成「故事類型」之元雜劇的實際分類；第三節述各類「故事類型」與

「情節單元」的結合情形；第四節述元雜劇各「故事類型」的發展與特色。第四章無「情節單

元」及不成「故事類型」之元雜劇也分為四節，第一節敘述此類劇目之生成及存在的因素，第

二節述無「情節單元」及不成「故事類型」之元雜劇的實際分類。第三節述此類劇目的內容路線，

第四節述此類劇目的文化意義。第五章為結論―― 一個新途徑的嘗試與開展，則在說明本論文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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