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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從文章結構的觀點來探討日文文章諸多形式之表現》報告 

2005年10月31日  

主持人：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落合由治 

 

（一）研究計畫之目的 

本研究計畫，是延續本人博士論文中所得到的成果，擬繼續探討未完成之研

究課題之一。在本人博士論文中，最值得一提的成果之一是：導出在日本被譽為

〈小說之神〉志賀直哉的小說作品的文章結構。研究成果顯示：一般所言的不同

創作的形式，例如：小說、隨筆、評論等，其實是有共通的文章結構。本研究計

畫，換言之，即是繼續鑽研文章結構的研究之外，並考察超越各種不同創作形式

的文章結構，有無共同之機能？ 

在文章研究上、時枝誠記所主張的文章結構的典型不同，注意到文章本質上

的歧異，進行文章分類的有永尾章曹；其研究成果呈現在著作的《國語表現法研

究》中，將文章分類成二種三類的基本類型。永尾章曹並延續本身的學說，定義

僅發生過一次的「提及事件的文章」，為文章之最基本的結構，下一個階段乃是

「說話者抒發本身的想法、心境的文章」。在本人博士論文的考察中，的確也發

現「提及事件的文章」常常出現，是有其普遍性。並驗證了「提及事件的文章」，

用於日文文章寫作之非凡效益。再次將話題拉回到文章創作形式。如前述，永野

賢以所謂的現象文章定調為小說的基調，而將判斷文章定調為論說文的基調，來

區別小說與論文之不同；另外，永尾章曹認為「提及事件的文章」是小說或是童

話中常見的典型，而「說話者抒發本身的想法、心境的文章」是詩或論說文中常

見的典型。再者，土部弘綜合先行諸多研究後，根據文章欲表現的主題，而仔細

將文章分類成：小說文、感想文、說服文、論說文、解說文、紀錄文、記事文。

如此的，截止目前在文章研究的領域上，皆認為小說、論說、隨筆三者，基本上

是截然不同形式的創作，但在本人博士論文中所考察出的結果顯示：不同形式創

作中，仍存在著共同之處。像是志賀直哉全集中的所有創作，可分類為聚焦於「提

及事件的文章」，以及雖然有包含了「提及事件的文章」之要素，但整體並非聚

焦於「提及事件的文章」的兩大類別。前者可視為是小說的創作；後者一般通常

是為隨筆或論說文。此點的發現，對於目前廣泛且被認定的一般文章形式的分

類，提供了一個重新思考的觀點，以及重新審視目前的文章分類是否合乎時宜的

實際問題。 

綜合上述，本研究設定以下五個課題，考察文章中超越各種不同文章表現形

式的侷限，普遍存在的諸種現象。 

（１）以「提及事件的文章」所具備的要素為基準，考察各種形式文章之創作是

否有同樣的要素？若無「提及事件的文章」要素的話，那又是以何種型式

所組織而成？此類文章的基本構造，必須先加以釐清。 

（２）「提及事件的文章」雖為小說創作中之基本要素，然而不可否認地仍同時

存在著有非「提及事件的文章」的部分。此非「提及事件的文章」部分之



機能為何？再者，此非「提及事件的文章」的部分，是否也常見於隨筆或

論文之中？另外，小說中除了「提及事件的文章」的共通之處外，是否也

有其他之共通點？ 

（３）從「提及事件的文章」為主要構成要素的作品中，找出是否有從「提及事

件的文章」之要素，衍生而至於以其他要素為主之文章構成上？如果有的

話，那又是何種原因才能使其變成如此的可能？從小說而至隨筆、論說文

來廣泛搜尋使其成為可能之要件，且其共通文章結構所扮演的的機能如

何？亦是必須深究的問題。 

（４）超越各類不同形式的文章構造，諸如「提及事件的文章」等等，其在的各

類文章的表現形式上，展現何種機能？ 

（５）依據實際考察上述四點所得知的結果，從文章的本質分類的觀點上，檢測

與重新評估目前的文章分類基準之延伸、推廣程度。如此一來，從由基本

分類基準的檢測與評估，釐清在各類文章中，所謂文章之言語單位的機

能，此乃本研究計畫之主要目的。繼之，在下一個研究階段中，將活用文

章之言語單位的機能，重新審視現在使用的讀本或作文課程等教材，藉以

思考出有效，且適時適宜的教授方法。將研究成果實際應用於教學上之視

點納入觀察重點本研究計畫，應可謂是理論與實際並重的一項日文文章的

研究。 

 

（二）研究方法、進行步驟及執行進度 

本研究計畫將按照以下之步驟，進行93年度研究計畫。 

1．回顧與展望日文文章的研究現況，並掌握目前日文文章的研究現況之諸問題

點，藉以截長補短。 

2．依據素有〈小說之神〉美稱的志賀直哉文章中普遍可見的「提及事件的文章」

為基準，以其所具備之要素為具體的指標，考察各種形式文章之創作是否有

同樣之要素？若無「提及事件的文章」之要素的話，那又是以何種型式所組

織成？此類文章的基本構造，必須先加以釐清。 

3．「提及事件的文章」雖為小說創作中之基本要素，然而不可否認地仍同時存

在著有非「提及事件的文章」的部分。透過考察數位作家的作品，釐清此非

「提及事件的文章」的部分之機能。有關「提及事件的文章」部分的多樣性

此點上，將透過歸納、分析出數位作家中的共同點，以此共通點中找出基本

得書寫典範，而至進階應用範例。 

４．本計畫執行，將選定廣為人知且評價較高的近現代小説家・随筆家，川端康

成・向田邦子的隨筆・論說文作品，其主要取材自新潮社的《川端康成全集》

與講談社出版的《向田邦子全集》。 

5.將研究對象的作品，先轉換成為可以用電腦檢索的版本，以便利本研究計畫之

檢索、查詢作業與分門別類。 

本研究計畫將按照以下之步驟與方法，執行93年度研究課程。 



 

1．本計画以整理分析資料為主要工作內容。從小說乃至於隨筆、論說文諸類的

文章廣泛搜尋資料，藉以探尋出找出共通的文章結構，在各自的作品表現上，

展現如何之機能？ 

2．考察如同「提及事件的文章」之類的基本文章架構，是否出現在不同形式的

文章中？換言之，超越不同形式的文章構造，諸如「提及事件的文章」等等，

其在的各類表現形式的文章中，展現何種機能？依據第一點中所整理出的資

料，歸納出其共通點之部分，並對於共通之機能，加以順序地分類。 

3．依據上述考察的結果，從文章的本質分類的觀點上，檢測與重新評估目前的

文章分類基準之延伸、推廣程度。 

 

（三）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本研究計畫，依東呉大學日本研究所研究生劉賢良、輔仁大學日本研究所研

究生頼信安兩個人的協助，順利完成轉換成可以用電腦檢索的版本、順利執行預

定的資料分析。於93年度完成時，獲得以下三項成果。 

 

成果1：歸納出日文文章之基本類型與架構，以及各形式類別不同文章之基本類

型與架構。 

成果2：整理出具體之定型的包含敘述時間經過之文章範例，明確地區分出隨筆、

論説的文章的架構之不同，且明示文章組織上之共同點以及不同之處。 

成果3：超越表現之創作形式之不同，而覓得文章表現之共通特徵。 

 

有關成果1與2、已發表論文如下： 

落合由治2004．12《文章の基本的構成について─基本的構成から次の段階の構

成へ─》台湾日本語文学報19 169-194P 

落合由治 2005.5《ストーリーの変容》淡江外語論叢 5 177-198P 

 

  本計画、如預期解析了日文文章之基本類型與架構及文章表現之共通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