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論文以晚清四大小說為研究對象，就其著述意識、時代背景、結構敘事、人物讀者以及

文學思想等面向做一探究。

晚清作者著述意識極為強烈，本文探究其形成之中外根源，並說明四位作者各具特色之不

同表現。晚清外患頻繁、政治污亂、新舊文化雜糅，本文探究時代具體情況，對作家、作品之

影響，以及在小說內容之呈現。

由於域外小說之輸入，以及報章雜誌之媒體傳播，使小說在形式結構上產生變化，本文細

察此一改變，並重新審視四大小說之個別整體結構及敘事藝術之評價。讀者是四大小說極重要

之一環，新聞傳播之興盛使讀者與作家、作品之互動產生改變，本文探究此一改變，說明讀者

對作家、作品之影響。

四大小說之著述意識強烈，以故作品在文學性上亦表現較強之思想性。在文藝表現上以直

諷、暴露、譴責為多；在文學思想上則對新舊文化、社會亂象有理性之針砭。本文不止於四大

小說之時代環境、形式敘事，又兼及作者意識及內容思想，以全面性之研究，冀以提供對晚清

四大小說具體而整體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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