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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韓麗珠是出生於1978年的香港作家，她對於小說有著實驗的精神，總是嘗試去突破既有寫作的窠臼，以荒誕的形式書寫人類生存的困境。故本論文旨在對韓麗珠小說進行研究探討：第一章，撰寫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第二章，梳理作家的寫作經歷與成長背景；第三章，探究小說主題的內涵，包含個體生存的困境、人際關係與現代人的精神生活等；第四章，分析小說的創作手法，包含小說敘事觀點、角色形象、空間場景的書寫，以及語言風格；第五章，總結論文重點，並提出研究的侷限和展望。顯然，韓麗珠的小說是關照存在的課題，她透過書寫表達出對世界的迷惘和關懷，且期望小說能促使人們重新檢視生存處境。
	摘要(英)	Li-Zhu Han is a writer who was born in 1978 in Hong Kong. She always tries to break the original stereotype of writing which describes the living dilemma of human being. This master’s thesis aims to investigate Li-Zhu Han’s novels.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motivation, purpose of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method are included.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writing experience and upbringing of Li-  Zhu Han are examined. Concept of novel, which included the individual survival, relationships and spiritual modern life are explored in chapter three. In the fourth chapter, her writing techniques are analyzed, including th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the role in the novel, the setting in the story, as well as the writing skill. In the final chapter, the summary and the key points of this thesis are included. It also brings up the limitation and future work that extend from this thesis. Li-Zhu Han’s novels are special works that express the confusion and concern of the world. These stories can encourage people to re-examine the surviv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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