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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

内容概要

一個生於台北、長於蘇澳的日本女子，
三代世居台灣，十五歲前過著殖民地生活。
台灣是她的故鄉，也是他鄉。
眼見有台灣經驗的日本女性逐漸凋零，
她懷志二十年，研究十年，
從明治、大正到昭和，
以百萬字記錄殖民地的生活百態。
透過她的眼睛，異文化中的日本女人
輝映著多樣卻樸實的庶民風采。
進入昭和時期，台灣各種文化休閒活動和社會運動盛行，講習會、咖啡廳與舞廳一樣蓬勃。然而，隨
著世界經濟不景氣持續惡化，日本法西斯分子加快侵略的腳步，戰爭一觸即發。總督府逐漸推動軍國
化與皇民化運動，謀求同化台人，統制人力物力資源，以達成軍事目的。
婦女運動亦於一九二○年代興起，在台生活的日本女性組織各種婦女團體，倡議和平，主張婚姻自主
、經濟獨立、教育平等，積極爭取參政權，並在台灣推廣節育，企圖免除墮胎的罪行和污名。然而，
滿洲事變爆發之後，婦女組織不再舉行和平運動，反而日益熱中國防軍備，當局也禁止墮胎，強調生
育報國。
愛愛寮的施照子
生長在日本富貴家庭的照子，不顧雙親和親戚的反對，嫁給喪偶的施乾，協助照顧艋舺愛愛寮的院民
，當地人稱她為「乞丐母」。
芳乃館的永戶朋
台灣娛樂界的「開拓者」是芳乃館的永戶朋（永戶??）。在日本與台灣各地數千處的劇場、電影院裡
，一開始就由女人一手打造並擔任館主的，只有永戶朋一人，堪稱女中豪傑。
跳舞時代
到了昭和時期，台北業者逐漸突破禁令申辦舞廳，並舉行舞蹈試演會，內地人、本島人不分男女一起
跳起來。在不景氣的時代，也要及時享樂、自由戀愛。
內台通婚
日本人與台灣人通婚已是合法，然而日本婦女嫁給台灣男性時，因為戶籍法尚未在台施行，即使結婚
幾十年，在法律上妻子的戶籍仍然設在日本或是變成無戶籍者。
女人的子宮
昭和經濟恐慌階段，有關避孕的演講會及諮商所，都能獲得寬容的對待，婦女與貧苦家庭盼望節育能
夠全面合法化。隨著戰爭逼近，當局再度逮補了推廣節育或是墮胎的女子，對女人的子宮展現強硬的
姿態。
本書目錄
推薦序：女人才能寫出歷史的血肉來－－與現代相連結的台灣昭和時代漫步／劉黎兒
第一章  從大正至昭和
一、邁向戰爭的序曲
天皇駕崩與年終
戰爭的跫音逐漸接近
引發混亂的台灣銀行危機
「台灣黑色青年聯盟」與小澤一
台灣所造就的作家
二、女性群像的光與影
本島婦女解放運動
「人妻長期契約論」
方面委員的誕生與女看護的品質
藝妓的自救活動
台灣第一家托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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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校女童的強姦事件
和歌作家重松芳子自殺
本島女教師的殺嬰事件
藍眼睛的洋娃娃
三、新時代的風俗
昭和二年台灣的夏天
短髮的流行以及舞廳開業的動向
原住民
第二章  思想鎮壓與精神主義的抬頭
一、悄然掩至的陰影
「流汗鍛鍊同胞相愛」
婦女參政權與本島人的思想問題
榨取殖民地的特別會計
渡邊政之輔的自殺
迫待解決的內台共婚法
供奉一萬五三五○尊神靈鎮座
第一次普通選舉
「恩給亡國論」與批判官吏
關於官服的爭論
二、女性的地位向上提升
公學校畢業生升學不易
女子演習科的設立
不敬事件
汽車時代的來臨
從事勞動的日本婦女
修正藝娼妓女業契約
對社會問題覺醒的本島人女性
第三高女的「月夜修養旅行」
三、邁向近代化
開始準備對全島廣播
馬拉松競賽與飛航表演
第三章 未曾有過的不景氣
一、變質的政治、思想運動
日本人極其荒唐的自負
文明化的高砂族
北一輝批判世局
朝令夕改的官吏減薪政策
內地人、本島人論
二、堆積如山的行政課題
傷寒對策與下水道問題
台灣交通情況
女學生教育的各種問題與體育
東京的台灣博覽會
三、女性進入社會與愛國精神
接連不斷的女性受難與問題
第一位櫥窗女郎
聘金制度與「娶妻互助會」
招募看家的婦人
高橋鏡子與台北婦人修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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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活力的演藝與藝術活動
性的遊戲化
新渡戶稻造的主張
東伏見宮周子
獻體話題
昭和四年的女性群像
第四章  經濟恐慌的陰影籠罩與滿洲事變
一、社會秩序開始崩解
「隱忍持重」的新年開始
從廣告看新年的台灣
花蓮港廳?股夫人
第二西瀛號失蹤事件
婦人文化演講會與北村兼子
節倫夫人與吳夫人
宗教的勃興
關於節育
設立精神病院的訴求
「你仔」論爭
年輕人自殺事件與不良少年急速增加
頻頻發生的「無賴漢」事件
救世軍與公娼主動廢業申請
二、新女性群像
「滿洲事變」及事變前後
內地人也經濟蕭條
台灣人養育的少年
雖然大學畢業了⋯⋯
台北帝大首位女學生
傾聽年輕女性的意見
文教局長對改善「（女查）媒（女間 ）制度」的訴求
熱情的婦女、家庭投書欄
邁向新領域的女性
烏來蕃童教育所的日本女教師
三、關於妻與夫
昭和的「灣妻」
靠女侍養活的丈夫有夫權嗎
上班族妻子的六大心得
留學生的愛恨情仇
聲名敗壞的女子高等學院
走出女學校當女侍
「台灣的第一」
第五章  霧社事件中的女性
一、霧社事件的導火線
二、訪問池端秀
三、杉浦安子的手札
四、川島多音、三浦年枝等
五、來自「霧社會」的證言
六、兩位校長
七、下山敏子
八、花岡一郎、二郎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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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霧社事件的背景
十、消失的情報
十一、愛國婦人會的活動
十二、池端校長的結局
十三、霧社事件一週年與有水巡查夫婦
十四、面對「負面遺產」
十五、事件後的台灣社會
十六、比壽潭事件
第六章  軍國主義與皇民化教育
一、教育界的悲劇
軍國主義熱潮日益高漲
「娘子軍」也到滿洲
協助加強軍備的婦女
水戶訓導夫妻之死
震撼教育界的山崎照子事件
燃起對西洋裁縫教育的熱情
在台灣成長的女性
中學生、女學生的全台學力調查
就業困難與生活貧困
來台者
二、生活樣式的轉變
內台結婚的家庭訪問記
女子青年團
女性降落傘員
台灣的享樂
颱風與「貢朵拉」遇難
被誘拐到福清的女性
第七章  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
一、國防意識高漲
「皇紀二五九三年」的新年
假借神意的「建國祭」
爆彈三勇士的替歌
阿岩遇害
愛婦支部成為台灣本部
「台北觀光」
戌年年初醉心於大亞細亞主義
兒童與原住民亦捐獻國防獻金
水島爾保布
展開台灣共產黨事件的公審
活躍於特殊演習的婦女團體
二、「日本精神從國語開始」
國語普及與全國演習會
原住民的近代化
增設國語講習所
常用國語公約
三、尋求自立
「主婦的價值」
開始檢討廢止遊廓
「拯救花柳界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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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的女性論、夫妻生活須知
高雄孤兒院與山內朋子
對本島人女性劃時代的判例
逃避現實的行動
賢內助的功勞
話題女性
教會學校進入苦難時代
《台灣婦人界》創刊
愛愛寮的施照子女士
「養女制度的廢止」
四、台灣的個性與多樣性
《台日》創刊三十五週年
森於菟博士與台灣色
訝異於台灣發展的福建考察團
炸藥事件
基隆七號房慘案
來訪者
第八章  施政四十週年之時
一、搖擺的教育問題
凱達格蘭最後的老婆婆
因欠缺女傭而舉辦初次的講習會
台灣帝國大學何去何從
與內地相反，升學率向上提升
災情慘重的台灣大地震
二、台灣的本貌
〈君之代〉少年美談
宜蘭殺人事件
珠諾號事件
旭櫻會
原住民政策
盛況空前的台灣博覽會
台灣地方制度的改革
三、悲劇女性
僧侶的新婚妻子松本千代子自殺
女性的月經與少女雛子的自殺
志賀曉子的墮胎事件
軍服姿態的皇族
台北名產「美樂」
第九章  邁向軍備擴充、國防的時代
一、活躍於「天空中」的女性
介紹「國語之家」
各國的軍備擴張與婦女活動
小林新總督的施政方針
愛國婦人會創立三十五週年
制服也變成清一色的國防色調
護衛天空的浴衣
建設機場及開設內外航線
為了愛國而改善娼妓的待遇
二、關於教育的話題與地方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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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的弊病與理想主義教育
教育者、官員的樣態
彰化的蘭大衛博士返回英國
電影《嗚呼芝山巖》
在各地議會白熱化的議論
依舊未改進的都市環境
花蓮港的原住民
三、反映時代的女性群像
第一所新娘學校
來自東京的小姐前往高雄拘留所
永戶朋與古屋仙
活躍於台北廣播界的女性
遭遇經營困難的《台灣婦人界》
生活改善與結婚費用的調查
有關各種競技大會與奧林匹克的話題
櫻和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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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竹中信子
一九三○年出生於台灣台北市，從台北州蘇澳郡蘇澳小學校畢業後，進入台北州蘭陽高等女學校就讀
。十五歲日本戰敗投降才回日本，後畢業於福岡縣立門司女子高等學校及武藏野音樂大學。
三代世居台灣，是標準的「灣生」。祖父為「仙台號」輸送指揮官竹中信景，一八九五年率部隊自蘇
澳港登陸，二年後退役回蘇澳定居，並開發冷泉，創立「那姆內」彈珠汽水工廠。母親為「靜修女學
校」第一屆畢業生，曾返母校任教。
目前是公司職員，並擔任財團法人台灣協會理事。蘇澳是她的第二故鄉，近年多次回台拜訪兒時好友
，並於二○○七年七月特地回蘇澳參加冷泉文化節。
作者相關著作：《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昭和篇 1926-1945）下》
譯者介紹
熊凱弟
現為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土地資源系兼任講師、私立致理技術學院財金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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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日治时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湾》一套四本，拼死拼活读完《昭和篇（上）》，看竖排版
还是慢啊。推荐一下，女性视角不稀奇（小说《海神家族》在这方面非常独特，只是有点幽暗，看完
几天憋闷），胜在细节，若读过写上海的《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此书风味相类。台版书，图书馆借
的，在考虑要不要买一套。 
2、细致乃至细碎的历史场景俱能还原，呕心沥血，可以想象。以日本人视角看雾社事件，十分震撼
。历史常常陷入这种困境：个体是清白的，集体确实有罪的；个体是可怜的，集体却是可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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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昭和篇 1926-1945）上》的笔记-第13页

        每一個被認為在歷史末梢的人其實都是歷史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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