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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摘要


本論文分為緒論、本論上編、本論下編、結論等四個主要部分。


緒論分為四節，第一節，敘述本論文研究台灣當代海洋文學的動機與目的；第二節，說明本論文的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第三節，略述各章節的概要；第四節，以時間順序為敘述經線，以文學作品類型、作家為緯線，概述台灣當代海洋文學發展情況。


本論分為上編和下編，上編為海洋文學類型論，共五章，分別討論海軍文學、漁民文學、海洋生態文學、航海旅行文學、海洋幻想文學等五種海洋文學次文類，第一章除了分析海軍文學的書寫主題外，也試圖比較海軍文學前後期發展的寫作差異；第二章介紹台灣當代漁民文學的書寫主題，也進一步分析台灣漁民文學的特色；第三章先簡介海洋生態文學發展概況，再進一步分析目前海洋生態文學所呈現的主題內容，最後討論海洋生態文學發展的侷限與前景；第四章在介紹航海旅行文學的書寫主題之外，也分析其作品特色；第五章則先簡介海洋幻想文學的內容，再分析寫作特色及主題意識。


下編為海洋文學作家論，共七章，分別介紹覃子豪、朱學恕、汪啟疆、東年、呂則之、夏曼˙藍波安、廖鴻基等七位作家。其中，覃子豪是開創戰後台灣海洋書寫的代表性人物；朱學恕一生皆致力於海洋文學的創作和推廣，而他個人也橫跨海洋詩、海洋散文、海洋小說、海洋論述等文類的創作；汪啟疆則是當代最為人熟知的海洋詩創作者，他的作品無論質與量都是海洋詩的佼佼者；東年是1970和1980年代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海洋小說家；呂則之的《海煙》曾被葉石濤視為台灣海洋小說的代表作，他的幾部長篇小說始終以漁村生活為背景，以漁村小人物為主角，海洋是影響這些人物的關鍵因素；夏曼‧藍波安是蘭嶼達悟族的代表作家，而達悟族是台灣最具海洋文化的民族，他的作品代表台灣原住民的海洋文學，具有十足的族群特色；廖鴻基則是目前台灣最出名的海洋文學作家，他的出現引發媒體注意海洋文學的發展，也帶動了海洋文學的創作熱潮。


結論部分則總結本論文的研究成果及缺失，並提出未來可以再努力及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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