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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前言 

    晚清時代科舉之途壅塞，致使許多士子不知該何去何從，此時的他們在科場

接連失敗，於官場又屢遭挫折，有雄才大略卻也無處施展，只好逃避到妓院梨園

裡，當然這樣的現象也不全然是科舉制度的錯，而是政治、社會大環境的急劇變

化所致，而狹邪小說正是反映這種現象的一面特殊之鏡。名士們不屑涉足官場，

與功名之路愈漸疏離，這也暗示著晚清已走向末路；晚清狹邪小說中的妓女們從

嚮往從良到拒絕從良，名士們更是用文章表達了自己對封建文化的否定與絕望，

一方面覺世、醒世功能希望能藉由小說醒世俗之庸愚，二方面希望達到洩憤、揭

露的主旨。在狹邪小說裡的主人公大多在中年時漂泊歡場，躑躅中年茫茫歧路，

天地之大卻無所容身，因此逃到小說、歡場裡罵盡人間讒諂輩，揭露一切社會弊

端與抒發心中抑鬱與不滿，所以晚清狹邪小說也是有其文學上的價值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晚清是章回小說開花結果並蓬勃發展的年代，而晚清狹邪小說卻也常常因為

敷寫豔跡、文學技巧不足而流於溢惡狹邪嫖界指南小說，所以狹邪小說才會常常

遭受到被忽視的命運。小說自古以來被稱為小道文學，而中國的文學傳統多以文

以載道為中心，因此一般研究者大部分是以是否能反映社會、是否有助教化、是

否具有現實意義為中心，並用這樣的方式來論定晚清小說的價值。狹邪小說往往

因為不具有以上傳統特質，因此不免被認為無足可觀，缺乏文學的藝術價值與意

蘊內涵，但是這樣的定位卻抹殺了狹邪小說的其他深層意義。 

    《花月痕》創作的年代正是兵馬倥傯的晚清末世，政治、社會、國際情勢等

動盪不安，這樣的年代下產生的《花月痕》不僅欲想用匹夫之力針砭國政，也想

透過小說呈現當時動盪的大環境，因此小說中處處可見作者對國政的用心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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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作者並未受到國家重用，但是小說內容裡明顯可以看出作

者的憂心忡忡，這樣特殊的年代為何產生狹邪小說，而這些作者想要透過狹邪小

說表現什麼？訴說什麼？也是筆者所要探討的重點之一。  

     《花月痕》被魯迅歸類為溢美類的狹邪小說，就內容上來說近似於明代以

降的才子佳人小說，不同的地方在於把純潔美麗的後花園場景轉移到商業性質交

易濃厚的歌樓酒館、妓院裡，人物也從才子文人與才女佳人變成了名士嫖客與名

妓優伶。《花月痕》與其他狹邪小說的不同處在於，內容上較多的是反映出作者

自己的人生遭遇，他將自己化身為小說中的主人公韋癡珠，訴說出自己的際遇和

人生感念以及心中對家國的責任抱負，無奈懷才不遇又生不逢時，國家的動亂導

致妻離子散家園殘破，因此在主人公韋癡珠身上所投射的正是作者魏秀仁的現實

人生，而作者也很巧妙的創造了另一人物韓荷生與韋癡珠在小說中雙線進行，或

者也可說是並行不悖，因為韓荷生正是作者理想人生的投射，在現實中無法完成

的欲望全都藉由韓荷生這角色一一實現，因此在小說中的韓荷生可以說是戰無不

敗，屢受朝廷重用，而且在愛情上也是極其圓滿令人稱羨。這樣雙軌式的方法進

行小說情節是《花月痕》的特色，兩種人生、兩種人格各代表著作者的現實世界

與想像世界，也反映著作者的心理特徵。由於以上這些原因讓筆者引發興趣，想

進一步剖析作者的人生與《花月痕》之間的關聯性，這些關聯不僅表現在作者與

主人公韋癡珠之間的心理印跡以外，另外也透過詩詞酒令傳達了一些較細微的心

理狀態，而這些表現手法是作者有意？意或無意的表現呢？作者的寫作目的為

何？他所表現的又是怎樣的心理狀態？這些都是引發筆者研究《花月痕》的主要

動機。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論文將研究範圍置於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期所形成的狹邪類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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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討論促進狹邪小說產生的時代養分，以及歷史原因和對後世小說發展的影

響，又根據學者魯迅的分類，狹邪小說一共分為三個發展時期，開始為溢美期，

此時期的代表有陳森《品花寶鑑》、俞達《青樓夢》、西冷野樵《繪芳錄》、魏秀

仁《花月痕》；中期為近真期，此時期的代表有韓子雲《海上花列傳》、二春居士

《海天鴻雪記》；末期則淪為嫖界指南的溢惡期，此時期的著作有張春帆《九尾

龜》、夢花館主《九尾狐》、孫家振《海上繁華夢》。在這些分期中，本研究所著

重的重點在溢美期的狹邪小說，其中又將討論重心置於魏秀仁的《花月痕》，探

討作者與小說的密切關聯性、創作技巧、象徵美學、女性塑造，以及精神分析。 

二、研究方法與目的  

    本論文的研究方法共分為三個部分，其中第二章到第三章研究晚清小說興起

如何帶動狹邪小說發展為主，使用的研究方法屬於傳統大範圍的社會研究，以及

晚清小說、狹邪小說發展的歷程研究，並且討論外在社會歷史環境的影響下，如

何讓晚清小說的內容更具有特殊性，進而探討青樓文化是否也提供了狹邪小說興

起的養分，晚清狎妓之風的盛行是否也帶動狹邪小說的發展？娼妓們既然為當代

社會的最低階層，她們的角色與傳統儒家背道而行，但是比起其他階層的婦女卻

更自由、更不受傳統束縛，因此對於文人墨客來說，她們更是激發藝術創作的重

要泉源，所以各個朝代對於狹邪類別的小說也從此開始慢慢發展。 

    第二部分集中在第四章、第五章為《花月痕》文本、作者研究，先探討文學

史上如何評價《花月痕》，而《花月痕》在文學史中又是如何定位？因為整體來

說，《花月痕》並不完全純粹是狹邪小說，就內容來說反而較近似於才子佳人小

說類別，而又以悲劇收束的這種方式，使傳統才子佳人的浪漫更臻至另一種完

美。關於作者的部份則採用傳統的人物分析，先討論作者家庭的生長環境背景，

以及作者生平梗概、著述等，利用作者的生平事蹟和其他著作，找尋並歸納《花

月痕》的創作機和小說內容中的各種影射以及抒發，再來就是直接開始文本分

析，討論《花月痕》在創作手法上的特殊性，雙線同時並進互相輔助相映，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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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出的意象美感，討論作者之所以將書定名為《花月痕》的原因，又依著這些

自然物象進而討論與小說內容的相關連性，甚至如何地影響著小說以悲劇收束全

文，存留殘缺完美的動因。  

    第三部分集中在第六章，主要以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各‧拉岡（Jacques Lacan）

的理論，以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的方式，討論《花月痕》文本與作者之間的心理

關連。在本章的一開始先將所會使用到的拉岡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作一個簡單的

介紹，包含：鏡像理論、三界說理論、隱喻與換喻作用等，之後實際將理論運用

解構《花月痕》，探討鏡像在作者與各主人公、說話者小子之間的相對映關係，

使讀者更能了解作者的創作實非偶然虛構。三界域理論讓《花月痕》的內容變得

更加緊密，想像界的韓荷生、杜采秋；象徵界的花與月；現實界的韋癡珠、劉秋

痕，三界相互交織、互相影響，也讓每一環更具有完整的意義，而想像界的韓荷

生又莫不是作者本身他者欲望的生成，藉以達到作者人生欲望的滿足與完滿。 

第三節  前人研究概況 

    《花月痕》雖然曾在晚清風靡一時，但是真正以它作研究的專書或論文卻不

多，有的多是單篇文章夾雜於晚清小說興起的研究裡，筆者就前人研究的幾篇論

文作一些簡單的討論： 

一、金洛喆〈《花月痕》研究〉1 

    以傳統文本研究方法研究《花月痕》的內容、人物、以及藝術分析，首先討

論了狹邪冶遊風氣之承襲，以及《花月痕》是否為才子佳人模式之延續，進而用

失意文人的主題說到小說的創作背景以及寫作特點，在對於人生的富貴功名以及

美好愛情方面也多有論述，認為主人公韋癡珠是當代亂世的犧牲品，說明了主人

公在現實環境與用世理想交戰下，精神倍受痛苦的煎熬，原本滿腔熱血報效國

家，反而變成失望，因此他蓄積了對社會、時代的不滿，一股腦兒宣洩在小說中，

將懷才不遇的悲痛娓娓道出。在愛情方面用較多的筆墨討論韋癡珠與劉秋痕愛情

                                                 
1 金洛喆：《《花月痕》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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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遇、困境以及生離死別，在宣洩的同時則用韓荷生以及杜采秋有情人終成眷

屬的美滿結局，將作者對現實缺陷與不足予以補償，也可以說是作者游離於現實

之外所尋找的另一條精神出路。 

    對於人物塑造方面，本論文研究者將人物分為形貌、心理、動作等三種刻劃

方式，而研究的方法多屬於就文本作者的語言文字敘述功力加以將人物活現為

主，外加討論小說中人物常用內心獨白方式描述人物的心理活動以及狀態。最後

針對《花月痕》的藝術手法加以分析，在結構上也有討論小說雙線行進和尖銳的

對比現象，而且認為《花月痕》中作者所使用的對比是自覺的、有意識的進行，

是經過作者的匠心佈置以及藝術加工的，不像早先的古典小說那樣，對比大多屬

於無意識的、不自覺的、自然形成的，因此往往也較為平淡。在文字技巧方面，

金氏討論了學者對於《花月痕》典麗詩詞文筆的兩派不同意見，其一是讚揚其文

采華茂，典麗纏綿；其二是貶斥其詞藻誇飾，其中最為人所詬病的是聯列太多蛇

足的詩詞。而金氏對於這樣的狀況提出了他的看法，認為魏秀仁的詩詞並非十全

十美，從作品藝術性來說，高逸有餘卻雄厚不足，給人有纖弱的感覺，題材方面

也過於狹窄，格調太過悲涼，表現出濃厚的厭世思想和惆悵幻滅的情調。這樣的

藝術手法分析也是本篇論文較為精采之處。 

    本篇論文通篇較著重在主人公的悲劇性人生與命運，強調的是人生的黯淡、

無可奈何的一面，最後更將韋癡珠之死套上了謫仙模式，解釋了主人公之死的悲

劇必然性，也抒發了作者心中的憫然悲憤。雖然本論文沒有使用許多外國心理學

家的心理分析來探討有關人物心裡那部分，他所用的研究方法多為傳統文本研究

法，因此這樣的前人研究成果下也剛好促使後進有更多的研究空間。 

二、戈壁〈《花月痕》析評〉2 

    本篇論文簡單討論了有關作者的生平、著作以外，對於小說情節的部分也有

交代清楚，在主題分析的部分事本篇論文最精彩的所在，研究者說到小說以窮通

                                                 
2 戈壁：〈《花月痕》析評〉（共分兩期，載於《明道文藝》222 期、223 期，1994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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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線的對比表現自傷並謀求假象的平衡，用宿命關來詮釋人生，韋癡珠、劉秋痕

是自況，並表現出自憐的感傷；韓荷生、杜采秋則是作者假象平衡的寄。研究者

還指出《花月痕》藝術創作上的特點不僅伏筆手法用詩籤暗示主角的結局外，花、

月、痕的這些意象的象徵手法也運用得極為巧妙。最後面有關於作者魏秀仁的學

藝表現方面，戈氏做了許多的研究，包含《花月痕》對《紅樓夢》的承襲，以及

小說中各種各類的詩詞、酒令、聯句、駢文、對聯、燈謎都做了一番透徹的歸納

與整理，也提供筆者一個很好的材料研究方向與思考。   

    本論文最特別之處是對於後八回的質疑，並且提到後八回與成書時間不合，

推測有可能是作者返閩之後自行增補，也可能是他人妄增，原因在於，後八回的

行文風格與前面迥異，不僅橫生枝節，也多添加了許多通俗小說的俗套、歪曲史

實的假想成分，並雜以妖怪鬥法令人無法與前面接連是同一人所著，這樣的看法

也確實有其令人存疑的疑慮。 

三、劉紹鈴〈《花月痕》評點的敘事想像〉3   

    本篇論文主要是藉用《花月痕》評點，討論「評點」作為一種文學批評形式，

並說明整個評點文類的流行，事實上是隨著中國逐漸形成的市民社會所共同建構

而成的。在《花月痕》中所出現的評點方法如：插敘、補敘、實筆、虛筆、山斷

雲連法、草蛇虛線法等，逐漸成為《花月痕》自身一套完整的批評公式予規範，

將一個看似線性發展的故事敘述中，企圖找到其內在的規律性，以及有著時間、

空間緊密關係的序列結構。 

    本篇論文還討論到所謂的敘事節奏，說明小說與音樂之間的神秘親緣，認為

小說主題如回旋曲一般，不斷的有規律性的重現，並與幾個次要的主題交替而形

成一種節奏，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將「重複」概念運用在小說中，研究者指出

《花月痕》確有這種重複的節奏，藉由一個不斷重複的關鍵詞，進而發展一個長

的思索，小說的旋律之美也就此汩汩流洩，但是在《花月痕》評點中一些反覆出

                                                 
3 劉紹鈴：〈《花月痕》評點的敘事想像〉（《中極學刊》第三輯，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03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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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詞語：花痕、月痕、風、雨、哭、笑、淚、梅等，只有在回到敘事結構當中，

才能突顯其重複存在的價值。    

    本篇的研究者跳脫了一般研究《花月痕》的傳統作者、文本、人物分析，反

而將整部小說的語言完全拆解開來，試圖在語言文字表面找到《花月痕》的內部

關聯性，用不同於其他研究學者的方式從批評文學方式下手，使得此論文開創了

一個他個人所獨有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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