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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歷史多是男性的聲音，女性是被壓抑和漠視的群體。女人之所以出名，不外乎憑藉自身具備德行、美色、才華和權力等條件，故能自歷史洪流中脫穎而出成為「名女人」。本論文以臺灣作家所創作的歷史小說為範疇，研究臺灣歷史小說中的名女人。本論文探討的對象為慈禧太后(1835-1908)、賽金花(1872-1936)和謝雪紅(1901-1970)，分別代表晚清至民國時期的三位名女人，透過臺灣文學史中三位分屬不同年代的作家高陽(1922-1992)、趙淑俠(1931-)與李昂(1952-)，各自有不同的寫作中心思想和藝術手法，「重寫」近代史上的三位名女人。三位作家重寫三位名女人，寫作動機、目的和藝術手法皆不同，透過其作品從中觀察臺灣歷史小說變遷，七○、八○和九○年代的三位作家有各自所關注的焦點，藉此探求歷史、小說、性別的關係，並管窺臺灣文學的多元性。
	摘要(英)	This thesis tri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novel, and gender, and to see the diversit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he renown women′s texts of three Taiwanese novelists-- Empress Dowager Cixi of Gao Yang, Sai Jinhua of Zhao Shuxia, and Xie Xuehong of Li 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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