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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后    记 
 
 

如果笔者没有来上现当代文学硕士班，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自己可以写出这

么长的中文论文。在写作的过程当中，除了熟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与

老舍与社尼成为了“好朋友”、还进入到《四世同堂》与《土、水和花》去拜访

祁家与自由泰人员，更还有机会学习到很多写作技巧与词句。 

刚开始写本论文是笔者在生命中 辛苦的一次，根本不知道该写什么题

目。谢玉冰老师是笔者的一位启蒙者，她的建议就是本论文的创新，倪金华老

师建议很多的主要观点，使笔者写作得更顺利，感谢老师帮我修改不顺畅的中

文，辛苦您了。还有李学志同学，感谢他的陪伴跟笔者一起去国家图书馆、帮

忙找数据、以及搬书上楼去影印，感谢他帮忙修改写稿。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楼

员工，感谢他们的忍耐找出很旧的书给我们。赵平老师，感谢他帮忙改目录，

让笔者的写作方向更清楚。萧楚娟，帮忙教论文的格式。 后是刘美春，不断

地推动笔者继续写论文。 后我们的班长陈伟林先生，感谢他的热情，，没有他

帮忙跟老师做很好联系，我们不可能毕业的这么顺利。 

本论文是笔者在生命中 专心、 努力的写作，每一词一句都是笔者尽心

尽力写出来的。不过，因为中文不是笔者的母语，可能很多地方有语法上的错

误，甚至不通顺，也请读者多多体谅。希望，我的分析能够帮助读者产生更多

的想法，甚至让大家在相同的题目之下寻找出新的创新点，而继续研究下去，

笔者也很乐意交换资料与想法，再次感谢大家！ 

 

                                柯芳芳  

     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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