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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介紹夏目漱石的生平以及他的知名作品。 

共有三個章節，第一章節介紹夏目漱石的生平、求學歷程以及家人與朋友給他的影

響。 

第二章節介紹夏目漱石寫出的作品裡，最廣為人知的 11本作品。 

第三章節從各國文學作家或者文學研究學者的評論中看夏目漱石這個人。 

 

 

 

 

 

 

 

要旨 

本稿は夏目漱石について、彼の生涯や作品をたどることで深く理解することを目的

とする。 

第一章は夏目漱石の一生。学生時代の経験や、家族や友人が彼に与えた影響につい

て。 

第二章は、重要と考えられる十一作品の紹介。 

第三章では、国内外の作家からの漱石に対する評価や影響を考察してい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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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波三折」這句成語用來形容夏目漱石可說是再適合不過了，不論是

他的人生或是作品都跌宕起伏不定，令人難忘。在日本，夏目漱石可說是舉

世聞名的國民作家，如此被推崇的作家可說是寥寥無幾，在這個資訊複雜、

流通極快的時代中，能受到如此關注也是件難事，也被多次的在不同的遊戲

和動畫、漫畫中拿來二次創作。透過接觸這些作品也引起了我們對他的興趣，

在台灣大部分的人都只聽說過這位作家，並沒有多少人真正閱讀過他的作品

以及認識夏目漱石這個人，所以我們想透過這個專題讓更多人能了解這位作

家令人崇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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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作家介紹 

 

2-1 生平‧出生 

 

夏目漱石於 1867年二月九日出生於江戶的牛邊馬場下橫町（今東京都新

宿區喜久井町），是夏目小兵衛直克與後妻千枝的第五個孩子，本名為「
※
金

之助」，出生後沒多久，便被寄養在四谷的舊道具店中。 

一歲時被新宿二丁目的名君、鹽原昌之助收養，改姓鹽原，在 1876 年因

鹽原夫妻離婚而回到夏目家。在十四歲時母親千枝過世，於 1888年改回本姓

夏目。在二十二歲時與正岡子規成為好朋友，九月撰寫旅行漢詩文集《木屑

錄》並寄給正岡子規。 

 

※
夏目漱石生辰逢庚申之日，按照俗諺，這天出生的孩子長大後將會淪為

小偷，為了防範厄運發生，必頇在名字加上「金」字去除霉運，所以家人才

替他取名「金之助」。這帶有俗氣土味的名字曾讓夏目漱石在擔任東京大學講

師期間，遭學生私下嘲笑、奚落。 

 

2-2 生平‧求學歷程 

夏目漱石於 1883年由二松學舍轉入成立學舍，為進大學預科、學習英文，

於 1890年 7 月從一高畢業、九月進入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英國文學系，



5 
 

為文部省公費生。於 1891年七月成為特待生，受狄克遜教授之託、將《方丈

記》翻譯成英文。 

1893年七月於東京帝國大學畢業，並於《哲學雜誌》中發表「英國詩人

對天地山川的觀念」一文，曾於 1892年書寫「老子的哲學」，該文為東大文

科大學東洋哲學科的論文。 

1895年四月赴任松山中學，秋季以後受正岡子規影響開始熱衷於俳句。

於 1896年四月時由松山中學轉任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的英文講師；於同年六月

與中根鏡子結婚；於同年九月升任為教授。 

1897年「杜鵑」創刊，在俳壇與高濱虛子齊名，同年六月父親夏目直克

過世。於 1900年奉命前往英國留學研究英語，同年九月於橫濱港動身，隔年

五月與遊德國準備回國的科學家、池田菊苗同住兩個月，因受其影響在之後

撰寫了《文學論》。 

於 1903年一月從英倫回國，同年三月時搬至本鄉子駄木町，同年四月時

出任第一高等學校教授與東京帝國大學英國文學系講師。同年七月罹患強度

的精神衰弱，有傳言指出此時已發瘋，於同年十月前往蘇格蘭旅行。 

1905年一月於「杜鵑」發表《我是貓》，隨後刊出《倫敦塔》、《卡萊爾博

物館》、《幻影之盾》、《一夜》和《薤露行》，於隔年 1906 年推出《少爺》、《草

枕》和《二百十日》，隨後遷居於本鄉西片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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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平‧作家時期 

夏目漱石於 1907年刊載《野分》；同年四月辭去教職、進入朝日新聞社，

專心於筆耕工作；同年六月於朝日新聞上連載《虞美人草》；同年十月遷居於

早稻田南町七番地，此時已有胃病。隔年 1908年於一月、七月和九月於朝日

新聞、六月於大阪朝日新聞分別連載《坑夫》、《夢十夜》、《三四郎》與《文

鳥》。 

1909年於一月和六月在朝日新聞連載《永日小品》的一部分與《從那時

起》；同年九月接受滿鐵招待，旅行滿州、朝鮮；同年隔月，在朝日新聞連載

《滿韓所見所聞》。 

1910年於三月在朝日新聞連載《門》；同年六月因胃潰瘍住院、轉往修善

寺溫泉療養。隔年二月謝絕文學博士學位、七月於朝日新聞發表《格柏爾先

生》。1912年於一月和十二月在朝日新聞上連載《春分以前》和《行人》，隔

年因精神衰弱與胃潰瘍復發，臥病在床至五月底，十二月發表了《從漱石山

房》。 

1914年四月在朝日新聞連載《心》，隔年一月與六月在朝日新聞連載《玻

璃門之中》與《閒逛》。1916年五月於朝日新聞連載《明暗》；十一月二十二

日胃潰瘍惡化；於十二月九日與世長辭。 

葬於雜司谷墓地，而《明暗》底刊至 188回，成為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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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平‧為何會罹患重度精神病 

夏目漱石是八人兄弟姊妹中的老么，由於出生時母親千枝已經是為高齡

產婦，父母為了體面而將剛出生不久的夏目漱石送養到舊道具店人家。夏目

漱石的姐姐在路過舊道具店時，見年幼的夏目漱石被放在舊道具中，於心不

忍而將其帶回夏目家。 

被帶回夏目家的夏目漱石之後仍是被送養至同為名主的鹽原家，直至九

歲鹽原夫妻離婚才又回到夏目家 

夏目直克對夏目漱石不聞不問、也不關心，始終忽視著夏目漱石的存在，

導致幼時境遇帶給夏目漱石十分深沉的孤獨感與不信任感纏繞，並影響夏目

漱石終生，也因此導致夏目漱石成為一個個性彆扭、內向以及難以相處的人。 

於倫敦留學的兩年，夏目漱石在焦躁與孤獨中度日，以國家菁英之身前

往，卻被英國人歧視。因汙衊的眼神、嘲笑的嘴臉而導致夏目漱石產生了極

嚴重的自卑感，陷入了無法掙脫的憂鬱泥沼中。 

夏目漱石曾在《永日小品》中描述剛到英國時感受到的違和感，在留英

期間，原本就不穩定的精神狀況在英國人的反應下導致夏目漱石對於陰鬱的

倫敦、傲慢的英國人只有毫不掩飾的厭惡與生理上的反感。在夏目漱石返回

日本的四年後出版的《文學論》序文中，再次提到「因是銜命而只好前往，

而非依著自己的意願。若是能依自己的意志行事，我生涯絕不踏入英國之地

一步」。 

由此可知，夏目漱石厭惡英國的情緒仍未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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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平‧親人與好友 

父親：夏目直克 

母親：千枝 

養父：鹽原昌之助 

養母：鹽原安 

妻子：夏目鏡子（原名中根鏡子） 

長子：夏目純一 

次子：夏目伸六 

長女：夏目筆子 

次女：夏目恒子 

三女：夏目榮子 

四女：夏目愛子 

五女：夏目雛子（於一歲時夭折） 

好友：
※
正岡子規 

   高濱虛子 

   （兩人創辦的「杜鵑」曾多次發表過夏目漱石的作品） 

※
正岡子規：生於 1867年十月十四日（慶應三年九月十七日），卒於 1902

年九月十九日（明治三十五年）。俳人，明治時代的文學宗匠，於俳句、短歌、

新詩體、小說、評論與隨筆有多方面的創作活動。患結核病七年後過世，得

年三十四歲，本名「常規」，生於愛媛縣松山市，早期作品有小說《月亮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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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花枕》與《曼珠沙華》等。 

 

2-6 消失的童年以及親情 

日本近現代作家之中，有「國民作家」之稱的並不多，有些出自評論者、

愛好者主觀的推崇，其實無法「放諸四海而皆準」。夏目漱石，國民作家的美

譽，在日本人心中，可說已成為定論。 

夏目漱石初期作品《我是貓》、《少爺》、《三四郎》或者到《虞美人草》

為止，給人印象是幽默，以老練的筆調鮮明描繪好人或壞蛋，作品中人物有

如現實生活周遭人物，易懂，而且情節單純。全體而言可說是相當「通俗」，

日本人不拘年齡都會閱讀的，就此意義上稱之為「國民作家」。 

夏目漱石是一個不被母親喜愛的孩子，至少夏目漱石是如此認為的。關

於此事，只要讀《少爺》一書就可以明白。 

遺傳自雙親的魯莽、自幼盡是做些吃虧的事情。這是《少爺》的開頭語。

接著以清晰俐落的語調，開始敘述自己的淘氣事蹟，到底是多麼倔強的淘氣

鬼呢？ 

舉出四個有力的例子後，就認為因為自己魯莽的個性，所以「絲毫不得

物親疼愛，母親只會偏袒哥哥」——那有名的台詞就此帶出。 

所謂絲毫不得父親的疼愛、母親只會偏袒哥哥，只要有兄弟姐妹的人，

這種念投大抵都曾浮現過。 

「對啊！我也是如此！」有這種想法的讀者，應該不在少數吧。我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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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這是《少爺》能夠獲得眾多讀者青睞的理由之一。小孩在年幼的某些時期，

總認為只有自己不被父母喜愛，至少也曾一度懷疑過。諸如朱爾斯‧勒納爾

的《胡蘿蔔鬚》、下村湖人的《次郎物語》，同樣都是以不被母親喜愛的小孩

子為主題的小說，也都曾暢銷一時。 

不知如此的比喻是否合適？以《我是貓》為首，《少爺》和《虞美人草》，

還有所謂前期三部曲的《三四郎》、《從今而後》和《門》，後三部曲的《過了

彼岸》、《行人》和《心》，加上《道草》與《明暗》，若把夏目漱石的這些主

要小說當成了交響樂的話，《夢十夜》、《永日小品》還有《滿韓各地》、《往事

種種》、《玻璃窗內》等所謂小品，姑且稱之為弦樂四重奏。 

貝多芬自不在話下，即使對蕭士塔高維契而言，若說交響樂試穿著正式

服裝的招牌作品，那弦樂四重奏則是穿著家常服、觸動內心而來的作品，而

夏目漱石的小品也有如斯之處。 

《道草》是以從英國回國後在東京大學執教鞭之餘，執筆《我是貓》和

《少爺》之時的夏目漱石以自身作為模特兒的作品，在第九十一章裡，「現在

的自己是怎麼形成的呢」這一行字確實給人很深的印象，雖然有人會有「為

何被生在這世上呢」的疑問，可是「現在的自己是怎麼形成的呢」給人的印

象深刻。會發出如此疑問的作家著實罕見，持有如此視點的哲學家也很罕見。

人大抵都是從自己發出，而夏目漱石卻對應該是出發點的「自己」這樣的存

在，認為不知從哪裡形成的。這和其他人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 

有關夏目漱石留學倫敦的書很多，夏目漱石自己所寫的書比任何人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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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還忠實，那就是《文學論》。回過後，把東京大學的講義整理成文本書的

序文中，夏目漱石坦率談起自己的留學體驗。 

首先，夏目漱石不得不談到如何的機緣而來教授這門課、如何的經緯而

出版此書，然後再從官派留學談起。 

明治三十三年、也就是 1900年，擔任熊本第五高等學校教授的夏目漱石

明白的表示自己絲毫不想放洋，由於是高等學校的推薦，不能不答應。抵達

當地後，第一必頇決定的是留學的大學。 

參觀過牛津大學，就文部省所給的費用、時間以及自己的性格來看，牛

津大學也好、和此類似的劍橋大學也好，自己都不可能取得學籍而死心。因

為定居倫敦最適合語學的練習，但石學習兩年語學還不夠充分，因此把目標

訂為文學研究。然後，先到大學旁聽現代文學史，同時拜託私人教授講解不

明白的地方，此後的發展，只能說令人感到有趣。 

夏目漱石從養父母家返回原生家庭，卻未產生回到家的興奮與感動。當

時他的父親六十三歲、母親五十歲，他一直把他們當成祖父母看待，嘴裡喊

他們叫爺爺、奶奶，父母彷彿也習慣了這樣的稱呼，若無其事的聽任他如此

喊叫。回到家的夏目並未受到父母特別寵愛，這跟他不馴順的性格以及長期

跟家人分離有關。尤其父親對他冷若冰霜的態度，令人寒心。父親總覺得自

己擁有不少孩子，根本沒想將來要依靠金之助。既然沒有依靠他奉養的打算，

所以就不必在他身上多花費，要緊的是，金之助本人即使回來了，但戶籍還

沒恢復，一旦有事，恐怕又會被人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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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給他吃飯說不過去，所以讓他有飯吃。除此之外，我管不了其他，

當然該歸對方管。」這是父親抱持的理由。 

在父親與養父的眼裡，夏目漱石如同物品一般的被推來送去，區別在於，

生父當他是撿回來的破爛，養父倒希望他能帶來些有利的作用。這些不幸的

遭遇在夏目漱石幼小的心靈烙下深刻印痕，對於他日後形成的倔強、孤獨的

性格不無影響。 

 

2-7 與正岡子規的相遇 

夏目漱石在第一高級中學本科求學時代，唯一深交的朋友正是正岡子規，

兩人親密的友誼堪稱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雙方彼此尊敬、互相切

磋、詩文贈答不絕、書信往復不斷，讓夏目漱石著實受益匪淺。正岡子規是

夏目漱石人生中所遇到的第一個立志畢生從事文學創作的朋友，一個可以因

為志同道合而交往的人。夏目漱石和正岡子規同時進入第一高中，兩人互有

來往始於 1889年 1月。正岡子規曾用漢文寫道：「余之吾兄久矣，而與吾兄

交者，則始於今年 1月也。余出來東都，求有數年，未得一人。及知吾兄，

乃竊有所期，而其至辱知己。而憶前日，其所得於吾兄，甚過前所期矣。於

是乎余始得一益友，其喜可知也。」據夏目漱石的回憶，兩人交往的最初都

對曲藝別有興趣。正岡子規拿出余 1889 年五月寫成的《七草集》請同學傳閱、

也請夏目漱石指正，夏目漱石獨厚，大受刺激，一面在讀後感裡讚揚正岡子

規的才華樣一、喟嘆自己的才淺愚陋；一面卻又動起筆來。同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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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的漢文暑假遊記《木屑錄》脫稿，而《木屑錄》則為夏目漱石最早

彙集成冊的作品。 

 

2-8 四國的教師生涯 

1895年四月，夏目漱石辭去高等師範學校教職，隻身轉往位於四國愛媛

縣的松山中學任教英文，在室內光琳寺町賃屋而居。一方面松山中學禮遇破

格給他每個月八十元的高薪，這項待遇跟前任的美國英語教師相同，甚至比

校長還多出二十元，正好符合他打算存錢留學深造的願望；另方面恐怕還是

為擺脫對專業和工作失望的痛苦。這種複雜的心情明顯表現他在初到松山中

學不久，寫給正岡子規的五首詠懷漢詩。 

愛媛縣松山市是正岡子規的故鄉，同年八月，正岡子規來到夏目漱石的

住所，暫居夏目漱石樓下，時常召集住在當地的俳句門徒，辦起俳句會，夏

目漱石順勢加入俳句寫作會。據夏目漱石在後來回憶文提及，起初他是因為

樓下吵鬧、書讀不下去，不得已才跟著大家寫起俳句。不寫則矣，寫必有意，

沒料到一開筆便詩興大發，怎麼也停不住。十月，正岡子規離開松山，夏木

樹淑仍不斷郵寄詩稿給他，第一個月寫了八十八句、第二三個月竟高達兩百

四十句，其熱心俳句寫作的程度可見一斑。正如他寫給正岡子規的信所言：「小

生之拙於寫實，固然由於入門日淺；不過竊以為天性使然處，抑或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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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作品介紹 

 

夏目漱石在開始了作家生涯之後，寫出了許多名留青史的作品。以下的

11 本書便是目前夏目漱石的所有作品裡頭最出名、最多人知曉的作品。 

 

3-1 《我是貓》 

小說中的「我」——「貓」是虛構的、獨特的藝術形象，不傴具有動物

的習性、且具有人類的思想意識，在本作品裡，「貓」是敘述者、評判者，又

是一個完整的形象，起著多方面的作用。貓敘述著人類世界是小說花費篇目

最多的地方，本作品的寫作目的不是真的要描寫貓的生活，而是要借「貓」

這個載體來刻畫人類、來反映人類的社會生活，故事有力的揭露了資產階級、

批判了社會拜金主義風氣。 

本作品是一部諷刺小說，夏目漱石繼承了日本俳諧文學和西歐諷刺文學

的傳統，善於運用風趣幽默、辛辣諷刺的手法進行揭露和批判。夏目漱石的

描寫既誇張又細膩，言語詼諧有趣。 

 

3-2 《少爺》 

本作品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 年）發表於四月號的「杜鵑」。據小宮豐隆

推測，這是夏目漱石在同年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三日左右所寫的作品。 

夏目漱石有許多原稿已經失散，所幸本作品的原稿依然保存著，而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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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凸版印刷複刻的十分完整，這是昭和四十五年（1970 年）四月，經番町

書房的原稿所有人，柳澤真次郎之許可，限准複刻兩千冊。 

據柳澤真次郎所言，本作品的原稿是「杜鵑」初期的同仁、正岡子規與

高濱虛子的朋友，也就是大阪的俳句家水落露石送給他的。按柳澤真次郎《原

稿蒐集億錄》內所記，這位水落露石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二月到東京

去時，高濱虛子送他這稿與同號刊登在「杜鵑」上那篇《我是貓》的原稿。

眾所皆知，當時高濱虛子是「杜鵑」的名譽編輯。 

由複刻版可看出，當時夏目漱石書寫本作品時，所用的稿紙為「松屋製」

一面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的特殊用稿紙。也就是說，普通稿紙是正反兩面、

每面各十行、每行二十個字。即正反兩面共計四百字的稿紙，而夏目漱石所

用的稿紙，正反兩面共五百七十六字，比普通稿紙多出了 44%的字數。如此以

「松屋製」的特殊稿紙寫了一百四十九張的《少爺》，若改以普通四百字的稿

紙換算，應該有二百五十張。 

由此可見，夏目漱石以驚人的速度在寫小說，若依小宮豐隆的推測，本

作品執筆期間在明治三十九年三月十七日至同月二十三日一星期內的話，夏

目漱石是以每日三十一張四百字的稿紙的速度來寫的，就算花了十天的時間，

每天也必頇保持二十張稿紙的速度才行。無論如何，以這種質比速度來看，

造成本作品最大的魅力，是一氣呵成之創作力所產生的流暢而奔放的文體韻

律，這點應是無爭論餘地的。最能證明這點的是全文極少發現塗改或刪除之

處，幾乎不留下任何推敲雕琢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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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草枕》 

夏目漱石於明至三十八年的「杜鵑」上所發表的《我是貓》深受好評，

因此又接二連三的創作小說。本作品是《我是貓》發表後的第二年完成的，

這些是夏目漱石初期的作品。 

然而一般卻認為夏目漱石正式寫小說應該是後期。但對已經年逾日巡且

已經過「文學論」等研究的夏目漱石來說，本作品是否能稱之為「初期」實

在值得商榷。 

至少本作品絕非是年輕時期寫的書，夏目漱石以小說家的姿態活躍於文

壇，是自本作品起莫約十年的時間而已，因此無法想像其文學觀會在這段時

間內產生本質上的變化。 

 

3-4 《心》 

本作品分為三個章節，分別是上篇〈老師與我〉、中篇〈雙親與我〉跟下

篇〈老師與遺書〉。 

上篇內容主要描述「我」與老師認識之後，「我」漸漸深入接觸了老師的

思想、家庭和厭世的人生觀，且從與師母的談話之中，「我」得知了其實老師

一開始並非如此厭世，而老師一切的轉變，都與老師的某位葬在雜司谷的朋

友有關。 

中篇內容則在描述畢業後的「我」因為父親腎臟病惡化而回鄉，在照料

父親之餘，「我」應著家人的要求，寫信給老師詢問工作機會，收到的回信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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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師對「我」所陳述的對於自己過往的自白。 

後篇內容則是以老師寫信給「我」的書信體為主，敘述老師一直不願意

透露的過往，也就是老師和他的摯友——K的往事。信末老師以暗示的方式，

告訴「我」自己已用自殺的方式離開人世，並期望「我」能在不讓老師妻子

知曉信的內容的情況下，將老師的經歷公諸於後世以作為警惕。 

 

3-5 《門》 

本作品的男主角野中宗助與朋友的妻子阿米香愛結合，招致社會唾棄。

他們隱居在不見陽光的房子裡，一方面品嘗著真誠相契的甜蜜、一方面體會

著負疚於人的苦澀，陷入一種進退維谷的窘境而不能自拔。 

這是一部自由真摯的愛情不為社會所容的人性悲劇，也是知識份子追求

個人幸福又無法擺脫道德規範羈絆的心靈寫照。 

本作品是夏目漱石反自然主義的代表作之一，夏目漱石以表現實主義與

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手法，創作了一個感傷的世界。 

 

3-6 《個人主義》 

夏目漱石的個人主義，是漱石文學的思想核心。圍繞這一問題，夏目漱

石進行了一生不懈的探索。夏目漱石的文章、演講與小說等都非常完整的表

達了這種思想，與西方不同的個人主義思想，夏目漱石的個人主義是在西方

文明思想的影響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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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西方個人主義的基礎上，夏目漱石又給這種價值觀賦予了新的內

涵，從而形成了夏目漱石個人獨特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 

西方人的個人主義偏重於人之個性的要求、而忽視了人的義務及責任，

它把個人看得高於一切，主張個人的權力與利益凌駕於社會和集體的利益之

上，這就使得個人與他人、集體與社會處於尖銳的對立之中，最終形成了極

端的利己主義，使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陷入了深重的道德危及中。 

夏目漱石的個人主義不同於西方的個人主義，它體現了個人與他人、個

人與社會的對立統一關係。 

 

3-7 《三四郎》 

主角小川三四郎從熊本的高中畢業後，考上了東京的大學，來到東京這

個與他以前認知完全不同的世界後，在現代文明和現代女性的衝擊下，他徬

徨迷惘、不知所措。他被三種世界同時包圍，一是故鄉的熊本、二是野野工

和廣田老師所在的學問的世界、三是浮華世界。三四郎對美彌子一往情深，

可美彌子的態度卻曖昧含糊，她數次向三四郎提過“迷途的羔羊”一詞，最

終卻與哥哥的朋友結婚。平凡的青年人在與大都市形形色色的人的交流當中，

也慢慢得到成長。 

 

3-8 《從此以後》 

全文從代助的視角出發，借好友平岡苦於找不到工作而中向社會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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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知識份子身陷資本主義洪流的無奈；借父親堅信「誠者天之道也」的老

舊價值觀，對比代助「誠者天之道也，非人道也」諷刺社會道德的淪喪；借

朋友寺井「四處奔波借錢的窘迫」，隱喻代助可能走向的悲慘未來；而代助對

三千代的義無反顧，則是象徵奔向「自由」的龐大代價……他已經處在困境

當中，他應該讓自己和三千代隨著「自然」之力直線發展下去呢？還是完全

背道而馳，返回什麼都不知道的從前呢？ 

 

3-9 《彼岸過迄》 

本書以描述知識份子頇永自我意識的苦惱為主，〈頇永的話〉一章曾經在

夏目漱石的弟子鈴木三重卲自費出版《現代名作集》系列時，特別獨立收錄

成冊。但論及這部作品的有趣之處時，普遍認為小說中對主人公敬太郎所處

的都市空間、交通網及通訊網的如實呈現，更為本書帶來豐饒的趣味。 

 

3-10 《行人》 

全書以弟弟「二郎」的視角，如一面鏡子般，反射出兄嫂脆弱的夫妻關

係、親人相處的倫理碰撞、朋友的相遇相知，及照映身為知識份子的哥哥一

郎（夏目漱石的原型），他的內心矛盾及困無出路的糾結掙扎。 

 

3-11 《夢十夜》 

“夢十夜”是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在他 41歲時所寫下的作品，並以“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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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反映出個人對愛情、親情、童年與人生的深刻體悟。作品自問世以

來，內容離奇難解，卻深受讀者青睞，有年少舊事、有古今交錯、有惡夢與

現實交織，每一個夢境所呈現出的慾念，從愛情、恐懼、孤寂、憤怒、哀傷、

離情等，不傴是夏目漱石個人在人生中的體悟，更是普遍存在每個人心中赤

裸的本質。 

 

第四章－結論 

 

4-1 對文學界的影響 

除了漱石文學影響長篇小說之外，還有《文鳥》、《永日小品》等短篇和

俳句、漢詩的優秀作品。夏目漱石受到眾多門生們的愛戴，每週一次在自家

舉辦師徒聯歡的“星期四會”，小宮豐隆、森田草平、鈴木三重卲、阿部次

郎、內田百、野上彌生子與芥川龍之介等優秀人才的成長，對大正時期的市

民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東北大學收藏了相關的舊藏書，在熊本市有開設夏目漱石的記念館。 

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夏目漱石在 1896年去過熊本，任

教於熊本大學。在他客居熊本的四年三個月的時間內，夏目漱石總共搬了六

次住所。 

位於熊本市中央區坪井町 4-22的古建築是夏目漱石的的五個住所，夏目

漱石於此與家人度過了一年八個月的時光，是住在熊本時居住時間最長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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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在夏目漱石搬離熊本數年後，與妻子表示坪井町 4-22是他們在熊本時最

喜歡的家，該處目前是為夏目漱石記念館，並且在內展示了許多原稿與複製

手稿、以及夏目漱石與熊本大學的學生們的照片。 

 

4-2 於夏目漱石家舉辦的木曜會 

木曜會是由夏目漱石在教師時代的學生或者仰慕夏目漱石的年輕文學家

們聚集在夏目漱石宅邸裡討論各式各樣事情的集會，因是每週四開會而得

名。 

1906年（明治 39年）時，小宮豐隆、鈴木三重卲和森田草坪等文學作家

進出過夏目漱石的宅邸，但在同年 10月中旬左右，鈴木三重卲將會面時間訂

在每週四下午三點以後，這就是往後的「木曜會」。 

每週四不管是誰都可以自由參加集會，所以除了以前夏目漱石在教師時

期教導過的學生以外的學生或者其他人也都聞名而來。 

除了很常出現在集會上的小宮豐隆三人以外，內田百間和野上彌生子等

小說家們、寺田寅彥、阿部次郎、安倍能成與和辻等學者也在。而且之後因

新思潮派而有交集的芥川龍之介和久米正雄等人也在學生時期就參加了木曜

會，也因為這樣這些人們被後人們歸類為夏目漱石的門徒們。 

但夏目漱石本人並沒有所謂的門徒制，所以阿部次郎曾說「嚴正來說漱

石並沒有收任何門徒，所謂門徒只是固定每週四都到漱石家具及起來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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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 

對於傴傴只是到夏目漱石家參加「木曜日會」的芥川龍之介等人來說，

或許夏目漱石真的就跟後人所說的一樣，成了他們的老師也說不定，但夏目

漱石對此並沒有做出正面的回應，畢竟對他來說，到他家裡面來參加「木曜

日會」的人，只是跟他有著相通志向的作家們而已。 

 

4-3 漱石文庫 

「漱石文庫」是夏目漱石從出生到去世為止的舊藏書，日記、筆記、考

試題目及原稿等的親筆資料，以及其他與夏目漱石有關書記等等所構成的資

料文庫。 

「漱石就藏書」幾乎收藏了大部分的書籍，約 1650本的西洋文學書、約

1200本的和漢文學書為文庫中心，而西洋文學中包含了夏目漱石在英國留學

時所購買的約 500本圖書。 

全文庫的數量絕對說不上比學者的藏書更多，但依夏目漱石自身所書寫

的書為底線的話，藏書全部約 3%都是夏目漱石實際上讀過的書、打算要讀的

書，這是為「漱石文庫」的最大特徵、也是研究者們最注意的地方。 

 

4-4 夏目漱石的文學 

夏目漱石的文學通過虛構和想像力來展示文學空間，以不遺失真正的客

觀小說的方法，貫徹了強健的思想性與倫理性，並與同時代的自然主義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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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界線。 

夏目漱石的文學描述了東西方的裂縫、愛與自私、知識分子的孤獨和不

安等多種主題，作為關係現代生活和狀況的重要問題的文學吸引了眾多讀

者。 

 

4-5 各國文學家對夏目漱石的評價 

中國文學家魯迅在留日期間對夏目漱石的作品有著極高的評價，曾說「以

想像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登在俳諧雜誌《子規》上的《哥兒》與《我

是貓》諸篇，輕快灑脫、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是

無與匹敵者」。 

英國本文學研究加達米安‧佛萊那根則認為夏目漱石能與莎士比亞看在

同一個地位；美國日本文學家則認為夏目漱石有著文學開拓者的地位。 

三浦紫苑所言，「個人認為，夏目漱石的作品相當奇特，有種怪異的趣味。

漱石比喻總是與眾不同，明明是以前的作品，現在讀起來卻一點也不興苦，

原因就在於他的幽默感」。 

北村薰所言，「夏目漱石是一個擅長在作品中提出無法解決的謎團、來吊

讀者胃口的作家。心、門等幾部作品裡的手法便相當高明。唯有從頭讀完之

後再重新閱讀，才能看清人物行動背後的真相，並理解文章真正的醍醐味」。 

張維中所言，「現代日語中有許多習以為常的用詞，說法或優美的譬喻。

在許多日本人的心目中，最初的典故皆來自於夏目漱石。真正的經典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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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夏目漱石的作品一般，在時間的長河中得以從一個世代流傳到下一個世

代之中」。 

齋藤孝所言，「漱石的文體節奏很棒，內容鏗鏘有勁且容易閱讀，即使是

探討近代的自我孤獨這列沉重問題的深刻作品，也有文體節奏明快的時候。

這是一種讀者在閱讀文章時，內心會被深深吸引的文體。漱石無疑是最懂得

描寫內容的作家」。 

島內景二所言，「即使歷經時代變遷，仍總有醉心於漱石的讀者。他的作

品尖銳的一語道破近代文學的致命缺陷。這些缺陷即使百年後的現在仍未改

正，他的作品蘊含了宏觀的文明批評，這正是漱石文學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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