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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宗教與民俗在漢文文化之中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其更是提供文藝創作豐

富的題材。然而當台灣人面對殖民現代性之衝擊下，此類「傳統」元素可否透

由文藝之管道作為鞏固台灣人身分的重要手段，抑或是在除魅思維的影響下遭

社會遺棄？本論文試圖運用 James Scott、Michael Szonyi 等學者的理論，來初探

日本殖民時期，「傳統漢文文化」此一應遭現代性批評落後而消逝的文化，如何

透由創作者之手於此一時期存活，甚至向著下一世代延續，並透由《三六九小

報》作為觀察之對象。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為緒論，將討論何以選擇《三六九小報》作為研究

題材與題目之關係，並簡單回顧數位學者對於小報中神鬼故事與奇聞軼事的相

關研究。第二章為文獻回顧與理論概念探討，將會針對本文常用之幾個術語進

行解釋與定義，並更深入的回應學者對於小報之研究，除此之外會對本文欲討

論之問題進行釐清。第三章為現代性與西方性案例分析，將會運用引用之理論

針對小報內容進行分析，聚焦於廣告、神鬼故事與奇聞軼事等類別，以期觀察

出創作之目的與結果。第四章為結論，將再次把各種理論與筆者的觀察做一整

理與結論，可發現在日治殖民的環境下，彰顯漢人民族性的特色是維持自我

性、並反抗殖民的一種手段，而宗教與民俗正是素材的一環，才因此在除魅化

的過程中從不消散。本文欲以 James Scott、Michael Szonyi 等學者的觀點觀看

《三六九小報》，呈現傳統文人透由非現代性、非世俗化的題材實現弱者的武器

作為反抗殖民的手段。 

 

關鍵詞：《三六九小報》、宗教與民俗、殖民現代性、傳統漢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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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riters’ “Uncivilized” 

Resistance to Colonial Modernit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 A Study of “San Liou Chiou Tabloid” 

Abstract 

Religion and folklor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culture, moreover they 

provide plentiful materials for literary creation. However, while Taiwanese were 

facing colonial modernity, could these tradition material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consolidate Taiwanese’s identity through literature? Or had it been abandoned by the 

socie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senchantment? The thesis will utilize theories of 

scholars such as James Scott, Michael Szonyi etc. to rethink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which should have vanished 

through the criticism of modernity. The thesis also explores how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d survived the period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se Chinese writer, and 

transferre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by using “San Liou Chiou Tabloid” as an example. 

The thesis has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introduction, answering why the 

author chooses“San Liou Chiou Tabloid” as the subjec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me question of the thesis; moreover, I will give an abridged review about 

various studies about myth, ghost story, and anecdote. The second chapter consist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cept discussion, which will explain and delimit those terms 

that will be applied frequently; moreover, it will clarify the theme question of the 

thesis. The third chapter will analyzes the tabloid’s content, hoping to seek the 

purpose and result of the contents. The conclusion chapter will sort out what I have 

discovered,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demonstrating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s a way to maintain self-identity and resist colonial, in this situation 

religion and folklore are the materials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why 

they never vanish due to disenchantment . The thesis expect to explore the “San Liou 

Chiou Tabloid” by using the theory of scholar such as James Scott, Michael Szonyi 

etc., to show how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riters use topics that are non-modernity 

and de-secular become the weapons of the weak to stand against colony. 

 

Key words: “San Liou Chiou Tabloid”, Religion and folklore, Colonial 

modernit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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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動機與目的 

 宗教與民俗作為漢民族的一個日常生活重要的因素，如何在面對現代性的

除魅衝擊下去存續，並且做為維持民族自我的手段，這是個相當值得探討的問

題。本文試圖透過觀察《三六九小報》之中談論宗教、傳統民俗以及鬼怪的文

章和廣告，來討論這些寫作的知識分子與他們的觀眾的互動，如何與殖民者帶

來的現代性與文化產生碰撞，以及如何面對殖民論述的鴻溝。 

過往對於殖民的論述，通常都會建構出一個先進、文明的殖民母國，而被

殖民的地區被塑造成一個落後、文明停滯、裹足不前的區域。為了獲得殖民的

正當性，兩者的論述就需要被區分，且透過反覆地散播殖民論述來加深鴻溝，

在此前提之下，無論對於外在的觀察者，或內部的參與者而言他們都會看到一

個殖民地被文明化的過程，在這樣的時間之中，人們開始接觸新的科技、新的

概念，如：新的時間概念、何謂健康的身體等都是這時代所留下的痕跡。透過

閱讀這些紀錄，我們可以理解被殖民者，不管願不願意，在殖民時代他們經歷

了啟蒙、除魅的階段。而被殖民者，很快就會開始學習這些新的論述語言，並

將它轉化進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得他們覺得自己與殖民者的距離被縮短，

對於權力弱勢者，他們其實更傾向於保有在權力體系下自己的能動性和自主

性。透由書寫下來的文字，我們可以抓到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如何看待當時的

時空環境，他們使用的文體、詞彙代表了當時所流行且最為通俗的文字使用方

式，而闡述的內容也反映了當時人們感興趣且會投射注意力的話題。從這些面

向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分子掌握了哪些「語言」並且試圖將他們傳達給底層的民

眾，而民眾感興趣的內容也凸顯出了當時的風氣，互相參照下，可以交織出一

個時代對於文化層面上的認識有什麼樣的想法。擁有強力衝擊的不只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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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層面上，還有實際的科技物所帶來的影響，如何透過科技物來包裝舊有的

民俗、宗教概念，使得他們不是一種落後、無法跟上文明的事物，並提高其可

信度用以與新的科學概念作競爭。在殖民的體制之下，此般的權力不平衡使得

權力弱勢者需要尋找一些手段來與強勢者互動。他們或許無法做出強力的衝

擊，直接翻轉權力結構，但是可以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甚至在物質層面的進

步下，獲得比過往更好的生活。 

 

第二節問題意識 

 傳統上在討論殖民的問題，眾人會把焦點放在權力的結構上，去觀察殖民

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不對等關係，這不僅僅在殖民的議題上發生，在談論有關

權力結構的議題上，如此的關係都是相當被重視的。很多時候權力弱小者會被

塑造成無法反抗該結構，受盡壓迫之人；然而，自 James C. Scott 的《弱者的武

器》”Weapon of the Weak”1、《不受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2以及 Michael Szonyi 的”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3三書中可以看到，這些弱勢者他們與權力結構

之間會運用一些行動去保有自己的基本權利。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相同的觀

點可以幫助我們反思台灣於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而台灣人需要反抗的權力，

就是挾帶著西方現代性的殖民論述，因此在這時代下的台灣人民如何與這樣的

力量去周旋，想必是值得去觀察的。但若要能與現代性的權力去互動，論述者

們是需要學會它的敘事手法，才有辦法使用相同的語言去發聲，將自己的權力

地位與對方拉到相近的起跑線上。故而在這前提之下，知識分子是最有可能把

新的「語言」運用得宜的一群人，而他們寫給一般人的文章，並非那些正式且

                                                      
1 James C. Scott(2007)。弱者的武器(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中國：譯林出版社。(1985) 
2 James C. Scott(2018)；不受統治的藝術(李宗義譯)。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09) 
3 Michael Szonyi(2017).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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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經的文章，更有可能包含了戲謔、玩味這樣性質的成分，可以呼應 J. Scott 的

觀察。基於以上的前提，筆者選擇了《三六九小報》之中描寫宗教、傳統民

俗、鬼怪甚至一些介紹西方奇異的文章，透由對他們的分析可以觀察學習現代

論述方式的台灣知識分子們，如何運用這些概念，可能是服膺於現代性文明抑

或是產生了新的批判思想，而這些想法，都將會使被殖民的台灣人們，產生屬

於自己文化的自我性與能動性。 

 

第三節文獻回顧 

 本文將文獻回顧區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段落會先回顧有關《三六九小

報》之研究並解釋選擇三六九小報作為研究對象的理由，且著重於針對類似題

材的文章。第二部分則是會注重於 J. Scott 與 M. Szonyi 以及台灣學者對於殖民

現代性的研究，其中的理論與案例所要表達的景象會是後文討論的重要依據。 

第一項《三六九小報》研究回顧與選擇 

 《三六九小報》發行於台灣日治時期昭和五年到昭和十年之間，因每月逢

日期尾數為 3、6、9 發刊，故而命名為《三六九小報》。其刊物內容，引用總編

輯兼發行人趙雅福於〈發刊小言〉所說：「讀我休閒文字。為君破睡功夫。凡知

我者珍以敝箒可也。棄我者。覆以醬甕亦可也。同人都以一笑了之。」4可見其

中之文章並非以正經新聞與社會評論為主，反而充滿了各式有趣、休閒為主的

內容，舉凡是風花雪月或者是光怪陸離，甚至是外國趣聞、各式小說與詩作都

是小報的內容。5在如此的背景之下它提供了研究者相當多的挖掘題材，而其中

以有關女性的文章所做的研究數量尤多，不管是針對小報上風流場所相關的文

                                                      
4 刀水(1930/09/09)。發刊小言。三六九小報，創刊號，一版。 
5 江昆峰(2004)。《三六九小報》之研究。銘傳大學應用語文研究所中國文學組碩士論文，未出

版，桃園市。( pp.1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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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或者是報中對於女性的描寫，都有研究；其次是針對單個作者或者特別系

列的文章，如小說、或者笑話專欄都有人進行研究。當然與本文類似對於小報

中，談論宗教、傳統民俗以及鬼怪的文章有興趣者並非沒有，甚至也有文章點

出了其中是否有對於殖民體制的思考，然而這些研究其觀點與筆者並不一致，

因此將在隨後的章節中對於這些研究進行回顧並提出個人的反思以及想法。 

 小報的特色在前一段做了簡單的論述，可是除了各式各樣的休閒、娛樂題

材之外，它還作為了保存漢語文化的重要手段，白話文抑或是文言文的文章皆

能刊載，同時小報之上不乏大量的詩作，從古典詩到新詩都能自由地發表。這

樣的一個全漢語的報紙，成了漢語文化，在現代性所代表的日本文化開始向台

灣大力推廣的時候，一個持續發聲且保存的重要載體。6在這個時期，經歷了

新、舊文學論戰，以及白話文、文言一致等多次的漢語文學使用的爭執，在台

灣人的心目中，已經開始出現了新時代與舊時代的文化之間的區隔，而這種眼

光，正是接受了當時現代性在亞洲地區吹起的風潮，而最具影響力的是日本人

帶來的殖民的現代性。文言文代表了舊有落後的文化，而白話文代表了流行進

步的文化。但殖民現代性之下又產生一個矛盾，便是這個舊有落後的文化卻又

是一個民族的象徵，這使得知識分子在文體的採用上出現了拉扯與辯證，自我

民族的認同問題就在這時與殖民現代性產生了重疊。7這樣的時空環境之下，

《三六九小報》的保存漢語文化的特性成了重要的著眼點，他不僅僅是一個漢

語文化延續的空間，也是知識分子與殖民現代性拉扯的據點，故而選擇小報作

為研究的題材。除此之外就與面對於人事物的描寫一樣，對於書寫者而言題材

經常來自於日常生活，因此可能不是有意的書寫，而是無意的就將對於社會變

遷的觀察放進入了文章之中，無意史料反而可能更為接近真實，為此是相當值

得從這些作品之中撿拾出來做進一步討論的。 

                                                      
6 江昆峰(2004)。《三六九小報》之研究。銘傳大學應用語文研究所中國文學組碩士論文，未出

版，桃園市。 
7 黃美娥(2004)。重層現代性鏡像。台北市：麥田出版社。(pp.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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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文芳的論文〈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之中

他針對了小報進行了元素上的拆解，將之以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個個性作為小

報的根基，進而提出《三六九小報》在新舊文學論戰後，作為一個傳統文人發

聲的空間，在通俗性與商業空間上，更貼近一般大眾。從自我審視的觀點來切

入，可以視小報為運用遊戲、休閒的特色尋求一個社會上有利的地位。採取遠

離政治的手段來保存民族文化、維繫漢文命脈的意思，因此毛文芳進一步認為

這樣的一個書寫空間，可以視為一種現代化下的遺民文化。小報內容中對於異

國與新知抱持著瑣碎的態度，以報導的口吻去描述外國發生的事情，卻並非人

和國際大事而是值得玩味的日常瑣事。而廣告的部分，則不斷營造出新潮、現

代化生活的消費需求，有趣的是在西醫開始盛行的時代，漢醫的廣告投放特別

的大量，並以各種例證作為後盾，以期可以與西醫一樣以科學手法說服觀眾。

除了醫藥的廣告，圖書的廣告也是相當吸引人的一環，相同的，他們透由各種

專家的保證，來替各種的奇術打廣告，進而吸引顧客。《三六九小報》這樣的一

個媒介，看似傾向守舊傳統的一方，透由大量的傳統文藝來發洩文人的文采，

然而又同時參與了文化生產的現代性。使用了傳統的技法，但是實際上書寫的

內容卻是反傳統的。可以看做是台灣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矛盾的現象。8

這樣的討論焦點相當接近筆者欲描述的對象，但是毛文芳僅提出了他所觀察到

的現象，對於這些現象卻沒有更深入的討論，只將其歸因於前述的三項個性，

故本文希望針對這些實例以其他研究者的思想，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 

 劉柳書琴的論文〈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台灣的

讀書市場》認為《三六九小報》整合了當時不同派系的漢文文化，不管是本土

的抑或是殖民性下的，將之轉換為一個通俗文藝的場域。在文學的空間上，文

化的延續與觀眾的掌握是最重要的課題，然而在新舊文學論戰之中，新文學的

獲勝使得傳統文人與舊文學漸漸失去主宰甚至發聲於文藝空間的能力。但是小

                                                      
8 毛文芳(2004)。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近代史研究所期刊，第 46

期， 159-22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413

12 
 

報的出現改變了這樣的氛圍，表面上以詼諧、自娛等手法退出文學的爭霸之

中，然而實際上他們得以重新開始進行文學生產，是他們累積自己的文化資本

的手法。他們已抓住底層觀眾的方式，去進行屬於他們的文化生產以及自我民

族性的建構，以期可以獲得在形式上與日本人進行文化的劃分。將漢文作為台

灣的主體性之時，小報這樣的空間展現了屬於這些傳統文人的反殖民抵制。劉

柳書琴選擇以 Pierre Bourdieu 的看法切入《三六九小報》對於當時代文人們的

影響，可以說是遠超於其他人於小報研究上的觀點，筆者亦相當同意如此的解

讀，此種思考邏輯將會用於 J. Scott 的觀點之外的另一條思考路徑。9 

第二項針對鬼神故事研究 

 薛慧娟於他的論文〈《三六九小報》鬼神故事研究-以反映台灣諸文化現象

為核心〉一文之中，針對小報上的鬼神故事做了相當細緻的分析。首先勢必要

先了解當時的台灣社會對於宗教、迷信抱持著怎麼樣的心態進行解析，薛慧娟

認為源自於台灣發展的歷史，尤其是台灣未開荒的地區難以生存的特性，使得

早期巫術的觀念頗為流行，而當漢人大規模的進入開始拓荒之後，中國東南沿

海地區的信仰被一併帶入，當社會趨於穩定之後，這些信仰與舊有的民俗開始

融合發展，產生台灣地區的宗教特色。而早期日本對於台灣宗教的管制是相當

鬆散的，甚至日本人也會參與台灣人的宗教活動，一直到了 30 年代開始要進入

戰爭時期才開始趨於嚴格的管制。透由他的整理可以發現，在小報發行的時

期，知識分子對於宗教、迷信的觀念上，仍未受到日本政府的強烈管控與影

響，故而可以視他們在以這些題材在寫作的時候，是仍保有他們個人創作的自

主性。隨後薛慧娟開始對故事之中的鬼神以及陰陽兩界的世界觀進行進一步的

分析，把人與鬼神之間的互動也做了整理，歸納出了他的看法，這些故事是反

映了台灣當時社會的鏡子，透由故事中出現的人事物，可以看出在經歷日本治

                                                      
9  劉柳書琴(2004)。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台灣的讀書市場，中外

文學，第 33 卷第 7 期，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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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過後的台灣，在物質社會上的變遷，還有台灣人在思想層面上的轉變，這些

都透由創作者的書寫被有意無意之間給記錄了下來。而知識分子的態度，薛慧

娟認為除了休閒娛樂之外，可以視為對台灣社會諸多「落後」現象的批判。10

該文可以說是針對這些鬼神故事做了相當完整且有系統的整理與分析，筆者也

相當同意他在文章中對於故事內容這些人事物的觀察，然而薛慧娟多次提及了

小報本身以休閒消遣為目的，因而不包含了政治的話題。筆者反而認為很多的

思考方式其實隱含了某些的意識形態，非刻意的書寫經常闡述了書寫者的思考

方式，應該視為小報的投稿者們對於當時社會的觀看與反思的結果，其中也可

能包含了對於整個現代性知識的權力結構的看法。在後文的章節會詳細的討

論，書寫者們對於角色形象的描寫，特別是鬼怪故事次種被視為與現代性相違

背的作品，它如何表達對於現代性的看法，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消遣娛樂。 

第三項針對奇聞軼事研究 

 李麗卿在他的論文〈《三六九小報》中的「奇怪」敘事暨其現代性意義研

究〉將眼光放到了在受到了現代性科技物的影響後，台灣人民的轉變。他將小

報中介紹了外國新科技的文章拉出做介紹，除此之外，還有各地的特殊的風

俗、迷信做了完整的整理，例如：婚姻、食人等，另外，李麗卿以一個完整的

章節也整理了小報中對於新女性的描寫的文章。這些篇章構成了他看到日治時

代台灣在現代化下的樣貌，他認為因為地緣的關係台灣有機會接受到這些西方

現代性的新東西，進而促使知識分子們書寫，這些行為會更進一步推動社會。

另一方面因為東西方的知識水平不同，人們習慣性用超自然的方式認識新事

物，但小報中這些提倡科學理性的知識分子們，正是用文章來匡正並縮短東西

方的認識差距。11筆者同意有一些作者們，他們是相當提倡科學理性的除魅概

                                                      
10 薛慧娟(2015)。《三六九小報》鬼神故事研究-以反映台灣諸文化現象為核心。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11 李麗卿(2010)。《三六九小報》中的「奇怪」敘事暨其現代性意義研究。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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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但我們仍然要重視那些並沒有提及現代化、理性化的作者，就如同在前一

個段落所說，每個人都有他對於現代性知識結構的看法，因此特地將西方的奇

聞軼事作為一種娛樂的題材來書寫，其背後的心態或許會更接近一種嘲諷、玩

味的想法，他們的確是要試圖縮短東西方的認識差距，但或許並不是李麗卿所

提，用提升東方人的知識此種手法，而是以貶低西方人的方式，視他們也擁有

許多不文明的行為。這種手法會在隨後的篇章之中，在進行更多的討論。 

第四項有關權力互動的研究 

 江昆峰在他的論文〈《三六九小報》之研究〉之中，就提出了相當值得深思

的論點。這篇文章算是非常詳盡的對於《三六九小報》做了整理與分析，相較

前幾篇該篇文章中對於《三六九小報》本體做了更多的描述，包含了小報的發

展歷史從文化環境與經濟狀況去切入，還有針對常見的數名作者進行了簡潔明

瞭的介紹，再加上文章內容的歸類分析不單單是長篇的小說、論述，還包含了

許多的詩作，非常完整且清楚的建構了這份報紙在日治時期社會上的樣貌。在

如此的整理之下，江昆峰認為小報因為它的特性，一個休閒、迴避政治的環境

反而成為了一種延續漢語文化的空間，除此之外也保存很多民間文化，如鄉土

故事、地名由來等。此一書寫空間使得在日本人到來後，劃分出來的漢人意識

得以抒發，對於時事的針砭，甚至一些遊走在政治邊界的論述，也可以透由此

一載體去發聲，並且規避了思想上的審查。而當來到了思想管制更為嚴格的皇

民化時期，有了小報的經驗，為之後像是《風月報》之類的其他報章雜誌，知

識分子們有一個模仿的對象去保存漢文文化，以及隱喻政治的機會。江昆峰於

他的結論中又再度點出，他認為小報最大的價值在於使得漢文文化得以被保

留，不管是中文閱讀者的休閒滿足，或中文創作者的書寫，還有台灣語文的書

寫實踐，這些都透由了它與政治制度之間的周旋所產生的自由空間有關。12這

                                                      
12 江昆峰(2004)。《三六九小報》之研究。銘傳大學應用語文研究所中國文學組碩士論文，未出

版，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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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除了對於《三六九小報》做了相當清楚的分析之外，也點出了筆者想討論的

與權力結構互動的關係，不過它更偏重於對於漢文文化上的影響，尤其在文學

上的展現，但這是相當殖得更深入去探索的議題，從這般角度去看這份報紙，

或許我們可以對於前面提及的妖怪、奇異、神鬼……等主題有另一個層面的見

解。 

第四節相關理論回顧 

殖民的論述需要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兩者的存在才有辦法成立，透由上對下

的權力關係，得以找出分化兩者文明與不文明的界線。這條界線是否真的存在

或者是由殖民者所建構的都有可能，但殖民者首要的是擁有界定這條界線的權

力，透由對知識的壟斷可以迫使被殖民者改變本身認知的根本，在對於殖民者

較為有利的解釋體系下成為不文明的一方。整個殖民體系的建立並不是瞬間且

單一線性的過程，如何清楚劃分出文明與不文明的界線，並使人們進入這種思

考方式是需要時間已經多角度的努力。而通常用於建構這條界線最常見的基礎

便是現代性，在進步史觀的影響之下，我們總認為人們應當不斷追求進步，而

這般過程中越為進步的文明、文化，他們應當是正確且成功的，故而使用是否

跟得上現今世界上所見之成功的模型，決定一個國家、文明是否足夠進步。當

我們發現，有些族群離所謂的現代、開化、文明較為遙遠的時候，身為文明者

應當幫助那些落後者脫離現況，使他們得以到達以開化的生活水平以享受文

明。身處傾向包容多元文化的現代，我們仍然會覺得基礎建設不足的地區，是

落後的需要被開發及幫助的，甚至「基礎建設」這一概念就落入了進步現代性

的思維之中，那麼，那些活在帝國主義時代的人們，更是無法脫離這般思考方

式。因此殖民論述就在這種背景之下完成了，由一群學習了現代知識的人們，

要來幫助仍未進入現代的野蠻人，得以開化。殖民主義的根本是現代性，那現

代性的核心是甚麼，那便是理性主義所帶來的除魅化，當宗教的力量從社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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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除，轉由技術官僚的體制；當神學漸漸被科學給取代，人們相信該過程就

是在走向文明。但事實上，我們知道宗教從來沒有從現代社會之中去除，縱使

我們相信相較於百年前的社會更加進步、文明，顯然在面對殖民現代性這樣的

一個問題，宗教甚至是妖異擁有一套與之對抗或者相處的手法。 

在討論宗教與現代性的如何相處之前，想要先提起 James C. Scott 的著作與

想法。在《不受統治的藝術》之中，James Scott 針對了贊米亞地區的高地文化

有了一番介紹，他將廣西以南以及東南亞的山地地區劃入了贊米亞的領域，指

出這個區域的山中有著許多的民族散居其中，而他們與存在在山下的谷地國家

有著複雜且多變的相處關係。這些居住在山地的人們，並不是自願搬到山上去

住的，他們多是為了逃避某些情況而來到了山地，而新的逃避者又會把舊的逃

避者趕往更深的山區，該過程不斷地複雜化了山地的民族多樣性。那麼這群人

在逃避的對象是甚麼？是那些圍繞在他們四周的定居農耕王國，他們的抓丁、

課稅使得不願意順從帝國規矩的人們往山裡逃避。13脫離了帝國規矩的人逃進

了山中，他們與「文明」所呈現的行為不一樣，與此相對的這些谷地王國他們

認為自己是文明的，因此不斷試圖去控制山地，將這些野蠻人納入文明的版圖

之中。有趣的是，當其他的文明入侵了這些谷地王國後，舊王國的臣民們也只

能逃入山中，進而成為新的王國眼中的野蠻人。當然這些「野蠻人」並不是單

方面的被谷地王國給壓迫，他們對這些谷地王國也是會發起侵略與反抗，而

James Scott 就有提到，除了一般的劫掠之外，還有許多是由宗教領袖或者先知

所發起的反抗運動，但是從這些紀錄來看讀者會覺得，宗教仍然是一項「不文

明」者對抗「文明」的手段，無法改變這群人屬於權力低下者的事實。14當然

這些不文明者的反抗手段，並不是只有武裝暴力的侵略方式，James Scott 在另

一本書《弱者的武器》之中，他以馬來西亞的鄉村農民作為研究對象，在他們

                                                      
13 James C. Scott(2018)；不受統治的藝術(李宗義譯)。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09 pp.11-95) 
14 James C. Scott(2018)；不受統治的藝術(李宗義譯)。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09 pp.121-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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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生活之中，在面對地主、官員以及其他的富農所帶來的權力壓迫的時

候，這些小農民們有他們的一套方法去反抗。透由各種方式的不配合來做為談

判的籌碼，用以彌補權力上與資本上兩者之間的差距，這些文明人要推行他們

口中的現代化，必定仍然需要底下這些野蠻人的接受，當他們以不配合來反抗

的時候，這些文明人將被迫做出些退讓。15另外經由日常生活中取綽號、背地

裡貶低的手法，這些小事會滿足小農民的日常慾望，使得他們不會直接採用更

為暴力的手段作為反抗。從兩本書之中就可以看到，對於無權力者，他們在面

對高位者的壓迫的時候，並不是不存在著反抗的心理，但是他們更傾向於滿足

於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報復，透由在私底下進行不文明的手段，使得他們有動力

在表面上服從並執行現代化的「文明」。但是當有一個帶領反抗的象徵出現後，

常常是那些被認為不文明的文化，這些被壓迫者仍然願意站出來對權力者進行

更為激進的反抗。常有針對 James Scott 論點提出的反對便是《弱者的武器》中

所提到的行為，從根本上無法對權力者有任何實質的影響，至多是底層的自我

滿足而已，但這是因為當進入了現代國家之後，國家權力透過警察深入了基

層，不再像是過往只透過軍隊鎮壓的手段，武裝反抗的難度非常的大，日常生

活的抒發是僅剩的方法，否則就如《不受統治的藝術》之中所描述，只要有適

當的圖騰他們一樣是會起身反抗。與此相對的 Michael Szonyi 在《被統治的藝

術》之中運用了明朝的軍事制度-衛所制的生活方式向我們揭露了在舊帝國時代

底層人們是如何與權力相抗衡的。因為衛所制的影響，一般民眾必定會面臨家

中徵兵的問題，而這種議題一直都是不受歡迎的，於是對於每戶家庭而言如何

逃避自己的子孫需要被徵兵就是首要的任務，縱使被徵兵了該如何開小差偷

懶，降低在軍中出意外的機會也是重要的一環。對於一般家庭而言唯有讓不影

響家族的傳承的孩子來從軍才是最好的，甚至是希望不要被調到過遠的衛所

去，而有錢的家庭，更有可能透由讓家族中地位較低的族人去擔任。另一方

                                                      
15 James C. Scott(2007)。弱者的武器(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中國：譯林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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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衛所之中他們也自己產生了一套屬於他們的權力體系，透由與當地的人

通婚，或者帶來自己的家眷，這樣與單身赴任的時期衛所的政治關係就有了改

變。當地衛所的指揮官其權力將可以一代一代往下傳。但對於傳統中國人而

言，掌握武力並不等於擁有完全的權力，當官才是權力的來源，於是這些在衛

所生根的軍隊們，也開始會建立起自己的學校來培養自己的子弟，以期他們可

以考取功名。而在這些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還有一件事情是相當重要的，那就

是神明，作為一地的守護神，供奉誰能展現很多文化的蛛絲馬跡。但是一尊神

在一處的地位取決於祂的正統性，透由繼承自他處的香火來彰顯祂的神聖性，

若沒有一個夠顯赫的背景，一尊神是難以成為具有代表性的，甚至是受到當地

居民輕視的。所以對於住在這些衛所中的人們，對他們而言世俗的權力關係並

不是唯一需要被重視的，反而透過鞏固宗教的力量，就可以在既有的權力體制

之中，維持自己的能動性。16攤開來看，在一個權力體系下，這些底層的被壓

迫者很多時候並不是完全沒有力量的，但他們並不全然想把它用來反抗，相對

的，能保有自己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與能動性，或許才是他們追求的。在初納入

權力體系之中的時候，動用暴力或逃跑或許是最能保有目標的手段，但當人們

開始了解規則之後，如何運用規則來創造一個舒適的環境，才是他們最重要的

課題。納入現代性這樣的議題來看，最一開始當然會反對這個由殖民者帶來的

新潮流，但是在實際接觸之下，又將不得不接受其帶來的便利性，當便利性融

入了日常生活，人們開始慢慢地適應現代化的概念後，他們就會運用現代化之

中的概念去與殖民者之間周旋，運用殖民者的語言去包裝自己的行為，使得自

己也成為文明的一員。 

而宗教作為一直存在在人民的基本日常生活之中，他很快就會學會新的體

系下的敘事語言，使得宗教不再只是野蠻人所相信的，這也是為甚麼宗教在面

對現代性這種問題，並不能完全的使之消失。如何使用權力者的語言，林承緯

                                                      
16 Michael Szonyi(2017).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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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在他的《台灣民俗學的建構》一書中就有提到，這些外來文化，對於當地

人而言總是可以找到類似的部分，這些相似的部分就會作為混淆的媒介，使得

當地文化與外來文化有了同樣的敘事方式。17因此當我們簡單的就認為殖民論

述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權力關係是宰制性的壓迫，那我們顯然就忽略了被殖

民者自身的能動性了，不能否認的是他們的確會進入殖民者的知識體系之中，

但是他們是會學習這樣的知識體系，進而加以運用，故而面對這種局面，殖民

者需要重新劃分出一條新的界線，持續將被殖民者塑造成落後的地區，用以維

持殖民論述。 

 回到有關於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的觀察，黃美娥於她的《重層現代性鏡像》

中提出值得重視的觀點。文明對於台灣人而言，不僅僅是一種認同的變化，還

有社會實踐的過程，不只是被動地接受了殖民者所帶來的現代性，也包含了主

動探索其可能。近代學者傾向於指出日本所帶來的現代性，根本上仍然是殖民

主義的剝削與掠奪。而日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們，一部分是對於日本有著明確的

抵抗意識，令一些開始對於日本化與現代化之間的認同開始產生混淆。新文學

家為了推廣新思潮，而批判了舊文學家，也因為新文學家多半支持西方思想，

舊文學家支持東方思想，轉變成了東西方的衝突。對於日本人帶來的新事物，

台灣人抱持著一個驚懼又欣喜的心態，這些東西與制度，是會造福台灣人的，

這些傳統文人，對於新文化尤其是科技物，通常抱有嚮往以及好感，進而使得

大部分人心中已經產生了文化二元區分的心態，尤其是在精神層面之上，反而

造成當漢學受到新文學的壓迫之下，傳統文人將排斥的對象轉為西方文明，但

是他們也意識到了新舊文學的兼容並蓄有其必要性。在受到西方文化影響下，

傳統文人對舊有的文學典律產生了反省，期待文學可以與時俱進。現代文明對

於傳統文人的影響不只是在物質層面上，也包含了思想進一步應想到了文字的

表達。其實傳統文人在面對新的文明與現代性的衝擊之下，早早開始思考了轉

                                                      
17 林承緯(2018)。台灣民俗學的建構。台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pp.3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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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必要性，但又遇到了舊文學本位的捍衛，使得新舊文學之間的衝突必然發

生，也拖緩了新文學的誕生。大部分對於日治時期的現代性的看法，都以遲到

的現代性所帶來的文化/殖民壓力，以及在現代化進程上所引發的啟蒙/抗拒的兩

難處境。其實傳統文人對於西方文明同時肯定，但是又懼怕其破壞了傳統的人

倫道德。然則他們並非一群不思進取，不肯進步的人士。傳統文人在新時代的

自覺意識，使得他們也發展出了改造社會、文化議題的企圖與聲音，並將現代

性的美學體驗加以應用，將詩歌帶入日常文化與休閒娛樂之中。傳統的改造過

程，應當視為現代性進展的一環。我們不該將傳統文人在這個時代單純的視為

一個落後、反文明的角色，他們實際上提供了一定程度對於文化的改革。但我

們也不該過度美化他們，傳統文人實際上仍然使得台灣的文化推進遭受了很大

比例的阻礙與遲緩。18 

 另一方面，游勝冠在《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提出了與其他人不同的角度

傳統文人推動儒教、設立詩社的行為，對於某些研究者而言，這是一種隱性的

與殖民政府的對抗，但他們或許忽略了，傳統文人可能將漢學也視為一種日本

性之一，是同化的一種附帶的狀況。故而應當視這些傳統文人為接納殖民統治

與殖民主義的典型。而他們的下一代被送入了新文化的教育之中，源自於老一

輩們的功利主義傳統思想，然而這些年輕人反而在新思潮的影響下，產生了文

化抗爭的意識。經過身分認同的建構，知識分子似乎比一般人還要文明，但是

實質上在殖民者眼中，仍然無法站上相同的地位。而這些新式教育也證明了殖

民者永遠需要一個呈現自己是文明象徵的對象物。為了要凸顯自己的文明，這

些知識分子就要將本土文化不文明化，因此傳統文化被放在野蠻的一塊。這些

知識分子從來沒有質疑過進步的概念，因此他們難以鬆動進步概念的權力關

係，甚至可能融入殖民政府的合法性之中。在左派批判者的眼中，反對前論的

知識文明化，肯定被遺棄的台灣本土化才是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核心。所做的目

                                                      
18黃美娥(2004)。重層現代性鏡像。台北市：麥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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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將知識分子與大眾、世界與本土區分開來，將那些被遺落的傳統重現，同

時破壞了原本的文化階級。反殖民的立場從過往不向權力屈服的文人，到現在

批判資本主義下異化的有錢人，都在描寫一個反支配的過程。在戰爭動員時

期，因為皇民化、國家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等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人們漸漸淡

忘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界線，然而殖民主義的文化建構差距一直存在。

總歸來說，大致台灣的知識分子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傳統知識分子，他們

很快就發現殖民者是支持漢學的，因此就接納了日本殖民者的正統性，因為自

己仍處於一個既得利益者的地位，故而容易接受了殖民者的統治。第二類為啟

蒙知識分子，他們是反對殖民者的壓迫，但是他們是體制之中的發聲者，這樣

的行為在根本上已經承認了殖民者的統治合法性，且將自己置為一個落後的野

蠻者，不管怎麼樣的行動，都將走向同化的結局。第三種是左翼知識分子，他

們才是真的挑站殖民主義正當性的，並揭露了殖民主義的真正背景：政治和經

濟利益的掠奪與支配。並在文化上打破了二元對立殖民文化的支配企圖。19 

第五節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兩個領域，一個是與權力結構和殖民論述相關的理

論分析，另一個方面是《三六九小報》的文章中的內容分析，特別針對其中的

神鬼故事、奇聞軼事以及各式廣告。本文會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會是透由文獻

分析來蒐集上面所述兩者的資料。此處要特別提出《三六九小報》的資料來

源，將會使用成文出版社所整理之四百八十號的報章，截用其中所全版整理出

來的小報內容，進行所需要篇章的內容分析。而理論方面會側重於前文文獻回

顧所提及的三本書《弱者的武器》、《不被統治的藝術》與《被統治的藝術》三

書，並佐以台灣本土學者的著作如《台灣民俗學的建構》、《殖民地摩登》，將其

中對於殖民論述與現代性的理論概念抽出並加以討論。透由這兩個角度的素材

                                                      
19 游勝冠(2012)。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台灣解殖文學。台北市：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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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獻分析，筆者希望可以如前面所說，將一個殖民論述下的台灣社會，其知

識分子如何透由他們的創作去與不公平的權力結構對抗，使得台灣人或者是漢

人文化這種自我身分認同，可以持續在新時代的衝擊之下延續下去。再進一步

來看，若我們想運用相同的研究角度帶入傳統的民俗與宗教場域，如何與不斷

翻新的現代性思潮對抗與互動，那本文將會是該觀看視角的一種初步的嘗試。 

在現代化的過程之中，書寫的改變是重要且明顯的一環，不管在日本、中

國還是台灣，都經歷了書寫文體改變的現代化的行為，而對於文體的使用的爭

論後來的研究也漸漸視之為一種與現代化之間的對抗。書寫的文體的轉變所帶

來的近代文學，或者說現代性的文學是一步步建構而成的，最重要的特色便是

「內面」的產生，「內面」源自於對外在其他場域的慾望受挫或失去目標，轉而

向個體內部發展，而柄谷行人認為這樣的思考方式可以成立，源自於言文一致

的書寫方式，使得使用者可以進行抽象的思考。20就如同開頭所說，不單單在

日本有這樣的現象，台灣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也面臨過相同的衝突，而且不只有

舊的問題與新的言文一致的爭論，還有一派人是支持來自中國現代的白話文，

而這些多重文體的綻放，在小報上是可以清楚看見的，故而小報這個媒介它本

身就是現代性與對抗力量呈現的結果。 

這裡簡單地介紹本文會聚焦的三類文本並以簡單的分析做為案例，隨後的

章節將會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神鬼故事像是以筆名為雨的作者所寫之《捉鬼記》描述道士捉鬼的場面，

完事後作者上前質疑是否道士在裝神弄鬼而已，然而道士答曰人們有求於捉鬼

行為他就演出捉鬼的行為安撫民眾，並回頭反問作者官場政治中存在著更為光

怪陸離的事情，文人不去斥責反而詫異捉鬼這種芝麻小事。表面上在講述地方

傳統迷信習俗，實則是藉以反襯出作者對於政治的觀察；另有創刊者洪鐵濤以

筆名刀水所寫的《日本人之儒教觀》則是以日本人的視角，介紹儒教自中國的

                                                      
20 柄谷行人著(2017)。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吳佩珍譯)。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08 pp.5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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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源，在中國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在傳承，並隨之介紹於日本分了哪些儒教研究

派別，最後歸結於現代日本人的道德源自於神道精神與儒教精神之相結合。以

表示文明的行為亦來自於傳統的漢人文化。 

奇聞軼事則有像是海客所寫《貓的迷信》介紹西方文明國家亦流傳自古以

來的迷信，相信貓是帶來幸運的，以新奇的口吻描述來展現文明國家也存在著

迷信的習俗。 

蘭記書局在上面刊登的廣告，更是著實有特色，各式各樣的奇術教學以科

學驗證的口吻作為保證，並常常以西方作為宣傳特色，為這些奇術增加可信度

來吸引顧客。可以看出對於當時人們，使用西方文明作為宣傳手段，是相當時

髦且有利於自身的。 

 

第六節論文結構與章節安排 

緒論： 

第一章緒論總共分為以下五個部分：(一)動機與目的；(二)問題意識；(三)

文獻回顧；(四)論文結構與章節安排以及(五)研究方法。主要為這篇文章做一個

簡單的概述，以及解釋理論想法的來源，接著整理了一些題目新進的其他研究

以及為根基的理論做初步的講解。並介紹本文會使用的研究方法。 

相關理論概念探討與《三六九小報》時代背景： 

這一章首先會先更深入的回顧幾篇過往其他研究者對於《三六九小報》這

樣的載體所做的討論，將各個研究者所寫的文章中所特別注重的題材進行分

析，並檢視是否可以有著更進一步的討論。回顧完研究之後，將會把注意集中

在本文的核心，首先是針對 James Scott 的著作《弱者的武器》以及《不被統治

的藝術》兩者進行深度的分析，並將其中的理論做進一步的討論，再來筆者會

帶入 Michael Szonyi 與的著作《被統治的藝術》之中的觀點，用於與 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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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 的理論進行對話，期望在這之間去描繪出一個人們如何與強大的權力結構

互動的樣式。當然要特別注意的是，兩者所描寫的環境並非與日殖時期的台灣

雷同，所以應將視之為一種理想型而非一種可以直接套用的模組。最後會再對

於一些台灣本土的學者描述日治時期台灣平民的生活方式去回顧，使得前面所

提的理論可以與台灣社會有進一步的互動。 

《三六九小報》中現代性與西方性案例分析： 

第三章將會把焦點放到《三六九小報》之中的文章以及廣告，分析的對象

會分為以下三組：(一)神鬼故事；(二)奇聞軼事以及(三)廣告。在這一章節除了

整理小報上的文獻之外，也會試圖尋找出他背後所要呈現的意象與象徵。過往

其他研究都將專注放在創作者所寫的文章之上，鮮少將注意力投注到廣告之

中，但是這些廣告其實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的平民的需求以及有興趣的內容，另

一方面也呈現了傳統的民俗如何在現代性的影響下試圖轉型以求持續的發展。

當然這樣的心態不僅僅在廣告之中呈現，他在前面所說的各類型文章中也都會

發生。 

經過了理論的回顧以及小報文章的分析與整理，那就應該開始檢視這樣的

理論理想型與台灣日治時期社會有著多少的落差。這章將會作為前兩者的一個

綜合的討論，透由小報中的文章與廣告，去了解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知識分

子們是與殖民體系帶來的現代性如何去互動的，他們是否是在權力結構之中保

有一個傳統民俗文化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又或者是全面接納了現代性所帶來的

除魅想法轉身批判了舊有的民俗文化。兩者之間的互動方式以及行為，將會在

這一章做完整的討論。 

結論： 

最後的結論會回顧前幾章的討論，針對在殖民結構現代性下的台灣社會，

知識分子如何透由文章的創作來反思，尤其是現代性重要的除魅核心，對於傳

統的宗教、民俗……等議題的影響。並且運用 James Scott 與 Michael Szonyi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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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對於這樣的現象再做一次整合性的討論，以期描繪出一個台灣人民與現代

性結構互動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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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相關理論概念探討與《三六九小報》時代背景 

第一節名詞解釋 

 在本章開始之時，應先針對幾個本文會頻繁提及的名詞做出解釋及聚焦，

因為有些名詞甚至是其他學科的專有名詞，故而在挪用之時應當事先解釋於本

文之中做何用途。另一方面這一小節將會把重點的概念做一個回復，因為這些

概念會在文獻回顧討論相關研究的時候頻繁地出現，故而在此先行回顧方便後

續的討論。 

 

第一項弱者的武器 

何謂弱者的武器，J. Scott 在《弱者的武器》一書之中描繪了馬來西亞鄉村

民眾的生活。在這裡人們的一言一行都會被其他村民們觀察並且成為閒話家常

的材料與其他人共享，這些茶餘飯後的閒聊不單單是圖個開心而已，他還包含

對其他村民的點評。每個村民都會互相觀察是否有人超出了道德規範的範圍，

若有人不符合團體的規範則這些閒話家常就有可能成為具攻擊性的流言蜚語。

實際上這些流言蜚語仍然不脫日常消遣的程度，然而他最大的作用在於指引人

們如何應對其他人，縱使只是私底下的討論也會影響表面上對待他人的方式，

若面對不受歡迎的人，村民們給予不方便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如果認為此般行

為只會針對其他平民那便是錯誤的，面對地主、執政者，雖然平日不敢直接以

言詞頂撞，或者實際進行抗爭，例如在農忙的時候不提供人力支援。這些村民

知道他們無法與權力進行直接的對抗，唯有透過小手段表達自己的不滿，試圖

透過日常的不方便來改變有權者的行為，另一個重要的目的是告訴其他有權

者，這般的言行是不受歡迎應當避免。透由使用小手段針對不滿意的有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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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動支持符合自己利益的有權者，對於這些身在權力底層的民眾，這是他們

僅有的手段只因任何強烈公開的手段都將面對嚴厲的懲罰。小手段包含了消極

的配合以及積極的破壞，在日常生活中任何階層都有可能用來保障自己的利

益，但絕大多數有權力的一方並不會使用這種方式，故而更多是權力結構下的

弱者以此做為爭利的手段21。或許非制度內的手段一直都是「不文明」的手

法，在 J. Scott 另一本著作《不被統治的藝術》之中也提到，在贊米亞地區逃竄

到高地的人們，會盡可能的選擇讓農業王國難以徵收資源的方式過活，只因為

他們不願意落入農業國家的掌控。從贊米亞地區的案例可以看到，對於權力弱

勢者而言，使得上位者不方便才是最佳的生存方式，只有這麼做才能減少對他

們的壓迫。22 

第二項監管套利 

 Michael Szonyi 於他的著作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中將這個金融管理的名詞轉化到了日常政治之中。他於書中

介紹了明朝的衛所制度，一個徵兵的機制，所帶來的一連串政治影響，他特別

以中國東南沿海，與中央權力中心遙遠的地區為例子。徵兵的議題一直以來都

是眾人不願意面對，縱使有部分人員是自願從軍，絕大多數仍然是因為國家義

務而被迫服役，為了要減少徵招時的不確定性，被登記為軍戶的家庭會用多種

方式確保家庭中有唸書、經商天分的孩子不被國家徵召，最常見的手法就是透

由金錢支助生活困難的旁支或外人由其頂替位置去當兵。然而為何仍然有不少

家族要登記為軍戶？由於軍戶可以享有徵稅上的減免，明朝的稅制需徵收土地

稅與服繇役，隨後繇役改成徵收金錢，再後來成為隨土地稅附加徵收，而軍戶

是不必支付這額外費用。故而到了明朝末期有許多家庭會主張自己擁有某處的

土地，且自己有軍戶的身分用以減免需繳交的稅金，更甚者此般行為到了清朝

                                                      
21 James C. Scott(2007)。弱者的武器(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中國：譯林出版社。(1985) 
22 James C. Scott(2018)；不受統治的藝術(李宗義譯)。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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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屢見不新，因清朝大量沿用了明朝的資料以及稅制。M. Szonyi 將這種透由制

度漏洞、或者是說一個人利用實際情況與監管制度之間的差異、利用多個監管

系統之間的差異，管理人員害怕麻煩的心態來獲得經濟利益之行為稱之為監管

套利。然而這是合法的行為，為官的都不希望治理的地方出問題，只要不爆發

大規模民亂，對許多小問題多半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且交由當地有權有

勢的家族處理。而底下的百姓也熟知官方的心態，只要不要過分欺壓他人捅出

亂子，自己是享有高度的自主性，尤其東南沿海天高皇帝遠，中央的權力難以

直接管轄，監管就更為鬆弛，百姓是可以趁機撈取更多的好處。正是這種上下

交相賊的心態，創造了監管套利的空間以及當地日常政治的生存策略，如何利

用國家政策以及政府資源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學

會國家「語言」如何運用正式的官方言詞來創造自身的好處。23 

第三項殖民論述 

 殖民論述講的是一個外來權力如何合法化自己剝削式統治。這需要納入該

時代的背景之下，在一個進步主義與線性史觀的環境之下，一個國家要成功需

要文明化的社會，而文明、進步與現代化這些觀念是被綁在一起的，唯有透過

現代化國家才會進步，社會才會走向文明。這般認識之下，成功的國家自認為

有必要幫助其他失敗的地區走向現代，故而在帝國主義末期大幅度地向外擴張

並殖民。整個殖民論述的核心是要建構出一個先進文明的殖民母國與一個落後

野蠻的殖民地，也就是可被觀察的權力與身分差距，並且持續維持這之間的落

差才能使得殖民的合理性被延續。應當注意，殖民論述不僅僅是對被殖民者述

說，同樣的論述也指向殖民者提醒他們應當不斷維持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差距。

Ann Laura Stoler 在著作”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中就已 Michel 

Foucault 的” History of Sexuality”對於性慾的觀點來突顯出殖民中身分權力的差

                                                      
23 Michael Szonyi(2017).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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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A. Stoler 認為殖民母國的中產階級對於被殖民者以性慾的投射來建立自我

的階級且升級到一種自我優越的等級，同時這種慾望的投射強化了對「殖民」

此種權力形式的渴望，兩者可謂是一種相生關係。24A. Stoler 所提僅僅是一個切

入面向，以性慾的投射作為出發點，其核心根本仍然在於享受權力的不對等，

例如書中就提到當歐洲男性與殖民地女性產生關係，他的權力不會受損，但若

是歐洲女性與殖民地男性發生關係，他們的地位是會下降的。在這例子之中，

A.Stoler 將性別納入討論，使讀者看到在殖民框架下性別與地位是如何流動，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距離並不是固定，在性慾的影響之下權力地位是將有

所改變，這在在的提醒殖民論述追求權力差異並須將之延續。 

第四項現代化與殖民主義 

殖民時期，對於台灣人而言，殖民現代性是無法抗拒的，然而本土性的消

失也是，這對於知識分子的感受是最為強烈的。現代化所帶來的理性優勢，根

本上還是被控制在殖民者手上。因此越接受現代化，本土化就越受侵蝕。台灣

地區的現代化與殖民主義、資本主義一同開始，且這三者是綁在一起的。資本

主義越發達，現代化就越快速，同時殖民主義就越深入。導入資本主義最大的

目的便是在殖民地可以更大規模的獲取利益。而殖民地的歷史可以分成兩個脈

絡，殖民者的鎮壓史與被殖民者的反抗史。對於殖民者而言，殖民地是一個被

數據化的存在，文化根源是被抹煞的。被殖民者的再呈現，如何去呈現與呈現

的內容是一種政治角力的結果。如果以帝國之眼的角度來呈現則必定充斥著殖

民論述的內容。文明的日本人與不文明的台灣人這樣的區分就存在著明顯的權

力結構。若至圖像的層面來看，審美觀的差距及是這個權力結構的展現。透由

日本人現代式的審美觀無疑承認了這個殖民體系的權力壓迫。若以此觀點再呈

現，則只是複製了殖民者的眼光，無法表現殖民地的樣貌。但是當人們的聲音

                                                      
24 Stoler, Ann Laura. (1995).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p.9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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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書寫，被表現出來，陳芳明認為以此種方式發聲的新文學一派才為台灣

的自我性存在展現希望。 

陳芳明以朱點人為例，朱點人相較於其他作家，對於現代化較為悲觀，認

為台灣社會無法與現代化的趨勢相抗衡。在<島都>一書中寫了關於籌辦廟會之

事，為何追求現代化的日本政府仍同意台灣舉行廟會，因為他們希望透由這種

手段麻痺被殖民者的心神，而被同意這樣的概念證明殖民政府的力量已經足以

滲透到文化底層之中。殖民政府透過經濟政策的控制，使得人們光是追求溫飽

無法進行文化上的抗爭，知識權力的操作落入殖民者手中。整個殖民制度的根

本就在於理性，也就是現代化的根本。將被殖民者貶為落後的一方，透由壓迫

式的權力，使得人格的被殖民。被殖民者只能透由捨去過往自身的文化傳承，

投入殖民的體制之中才能在體系中生存及向上。殖民者對於殖民地而言帶來的

進步是母國的繁榮與進步，透由壓榨殖民地獲得，這力量之強大，使得知識分

子的抗拒形式，只能採用文字書寫這種非直接的行動。25 

第五項交引纏繞(Entanglement) 

在進步史觀下總認為世界往下一個階段邁進的時候，會把前一個時代給取

代，並將舊的抹去。同時進步史觀將會使得人們的異質性越來越低，漸漸成為

一個高度同質化的社會。然而 Bruno Latour 並不這麼認為，他提出了交引纏繞

的社會模型，科技物作為一個時代前進的證據，並不是用於消滅前一個時代的

工具，他是在舊有的社會環境之下創造了新一個物與人互動的模式。歷史上任

何一段科技物的文明都在下一個時段之中殘留有影子，不同程度發展的社會並

不是進步與落後的差別，而只是纏繞的多寡。技術並非單方面影響社會發展的

原因，與人的社群是相並聯的。交引纏繞的模型對於社會有三個重要的影響，

第一資本主義並非違反人性也不是文明演化必經之路，而是一種極度有效率串

                                                      
25 陳芳明(2017)。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市：麥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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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各項人與物的手段，他並不影響社會進行交引纏繞的方式。第二件是宗教，

並不如進步史觀所提宗教及為過往迷信落伍之事，他代表的是精神面上的關

照。最後一個是全球化，事實上這個世界並沒有走向高度同質化，人們的確被

更廣泛的牽連在一起，但代表權力上有著落差且不斷擴大。26 

第六項殖民地漢文 

混成語的現象在殖民地極為普遍，一個社會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他不僅

僅是具體的科技物還有思想上需要革新，知識傳播的載具-語言也需要改變，新

的詞彙需納入語言之中。對於殖民地而言，體會到殖民者帶來的現代性，更新

語言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吸收殖民者的語言，透由混成語的誕生底層民眾可以參

與到現代化的述說。至於殖民地原本的菁英，因為擁有較多的文化資本，他們

更傾向於學習殖民者的語言，而非將殖民者的語言與母語結合，因此在傳統的

殖民論述之下，混成語成為被歧視的象徵，只有無法接受現代化教育之人才需

要使用混成語。然而漢字文化圈的影響使這觀察於台灣島卻難以成立，首先漢

字的使用使得就算無法說對方的語言，但是透由文字卻可以溝通；再者，日本

仍然不斷使用漢字，甚至明治維新後開始西化，他們仍大量使用漢字來表達新

概念，進而創造了大量的和製漢語；最後，來台統治的文官，選擇拉攏了熟練

古典漢文的傳統仕紳，三者的影響下，來自殖民母國的帝國漢語很快就失勢，

取而代之的是混雜了帝國漢語、口語台灣語、古典漢文與白話文的殖民地漢

文。他並沒有固定的格式，以上多種文體的使用比例也並不固定，然而它發便

使用，對於夾雜在保有傳統、學習日式西化還是跟隨五四後的白話文運動之中

的知識分子而言，這無疑成了書寫時最常使用的文體。在日本殖民政府徹底禁

止漢文以前，殖民地漢文就成了書寫時的大宗，這與其他殖民地的混成語有著

極大的不同，因為殖民地漢文來自於菁英階級，甚至使得殖民者被迫跟隨使用

                                                      
26 Bruno Latour；雷祥麟譯(2004)。直線進步或交引纏繞。載於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科

技渴望社會(P.79-105)。台北市：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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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便與殖民地人民溝通。在軍事權力日本人有著絕對的優勢，然而在文化層

面卻時常不敵台灣本土菁英，正因為殖民地漢文的影響。回到一開始所談，任

何社會在現代化之時，都需要經過語言的現代化，以方便接受新的概念，然而

因為文字的共通性，使得台灣人在經歷這件事情上，相較於其他地區花費較少

時間，不管是向日本或者中國學習現代化知識，跨越語言障礙的鴻溝都是較為

輕鬆。可以發現，日本殖民台灣與其他地區不同，在語言與文字上有著重大的

影響，語言的優勢使得台灣人現代化更為快速，並且一定程度上可以透由漢文

的使用來維持文化上的權力。27 

 

第二節《三六九小報》相關研究 

 在闡述完筆者對於本文會出現的一些常用名詞後，應當回頭來看其他對於

相似議題進行討論的研究者如何深入了解《三六九小報》這份報紙，這一節將

會針對相關研究進行回復。針對神鬼、奇聞軼事、廣告等這幾項題材的選擇，

關係到筆者想要討論的抗爭的概念。 在日本殖民時代，文明的概念與殖民現代

性是綁在一起的，粗淺來看，唯有事物與現代性沾上了邊那才得以稱作文明，

而現代性的核心依 Max Weber 所述即是除魅(Disenchantment)，將神祕主義自社

會之中除去，故而我們可以認為文明社會不該談論民俗、鬼怪、宗教等主題，

反過來說談論這些主題是一種非文明的行為。前一點回應筆者即有提到認可現

代性與反對殖民現代性並不相衝突，而這幾項反現代性的主題更可以凸顯出小

報社群的反抗意識。關於科技物的書寫，可以觀察到電話、新式交通工具、電

器設備等於故事的背景環境中出現，抑或是成了《小封神》系列的主題，可以

清晰觀察到宛如 Bruno Latour 所描繪的「交引纏繞」(Entanglement)的社會。舊

時代的事物並沒有隨著時代進步而被淘汰，反而是新時代的科技物進入社會之

                                                      
27 陳培豐(2013)。想像和界線-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市：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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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更多的事物糾纏在一起，因此科技物彷彿象徵著新時代與現代性，他何以

與代表舊時代的迷信、神鬼等共存，正是因為社會並不如進步史觀所說，將舊

時代之物全數抹去，反而是 B. Latour 所點出之層層疊疊續留在社會之中，人們

的日常生活就包含著過去的各種影子。為此，筆者既點出非文明之物又將科技

物提及，是因為日本殖民時期正巧為一個時代轉變的過程，新舊夾雜正是此時

代的寫照，而小報的書寫群也正巧將這個現象捕捉進他們的作品之中。 

第一項《三六九小報》報紙本體之研究 

 討論《三六九小報》之論文多會參考江昆峰所寫之〈《三六九小報》之研

究〉裡頭可謂針對小報做了第一次全盤的整理與介紹，不僅僅是針對特定類型

之作者或文章，他自小報如何成形、作者群到內容的細緻分類都包含在內。江

昆峰認為《三六九小報》對於觀看者是受歡迎的娛樂刊物，對於創作者而言在

殖民體制之下，他們並未放棄他們的使命，仍然試圖在不直接談政治的情況下

教化民眾。他總共為小報歸類出五項特質：滿足識字市民階級的餘暇休閒；凝

聚與擴大漢文閱讀群眾；民間文學與台灣話文的書寫實踐；呈現傳統文人的多

樣性文學活動；成為《風月》、《風月報》仿效對象。可以看出核心在於保留漢

文文化，不管是提供傳統文人創作的機會，抑或是滿足觀看者的娛樂需求，《三

六九小報》作為媒介使得供需雙方都能親近漢文傳統文化，且在外來文化的壓

迫之下為後續的文學發展鋪路。 

總的來看，《三六九小報》在晚清到民國的小報基礎上，因著

台灣殖民地的特殊社會環境，更肩負起保存語言文化的責

任。…《三六九小報》貼近社會大眾的休閒生活，努力實踐母

語寫作並且保存大量作家作品的文學史料，更為戰爭期的漢文

刊物指點生存的姿態，使得後世不容忽視它的存在。28 

這樣的結論再再顯示出江昆峰對於小報作者群的肯定。在這樣的基礎上，江昆

                                                      
28 江昆峰(2004)。《三六九小報》之研究。銘傳大學應用語文研究所中國文學組碩士論文，未出

版，桃園市。(p.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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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也對於小報的作者群做了大量的小傳，簡明扼要的介紹了能找到資料的作者

群的身世，如：江昆峰就介紹到了洪坤益(字鐵濤，後文有選用其採用筆名刀水

所發之文章)小時候是接受傳統書房教育，隨後改受日式教育，隨後也活躍於多

個詩社之中；或者後文介紹的鄭坤五除了在中國受過中學教育，回台後亦有學

習日文，並在法院中擔任過通譯，並於高雄中學、屏東女中教過書，更參與了

新舊文學論戰；撰寫了小封神系列的許丙丁，除了接受過私塾教育之外，更是

少數考上了警察官的台灣人。江昆峰的論文展現出小報上頭文章的書寫者，多

為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或許並非最為上層的仕紳，但其家庭背景多能供其上

學並於成人後有一番成就。記錄了傳統文人的生存軌跡，在了解作者身分後，

本文更可以以此種看法作為基本的論述加入 James Scott 與 Michael Szonyi 對於

人們與權力結構互動的看法，因他們學習的背景文化抗爭的作法更具意義，並

以期能產生出不同於其他文章的觀點。 

 在毛文芳的文章〈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就明

確點出傳統文人的創作與現代性之間的拉鋸。在學習了新的現代性「語言」之

後，透過詼諧滑稽的筆法反襯出了現代性的樣貌。 

《三六九小報》創造了詼諧話語的公共空間，注入了情慾感官

的享樂窺探，用瑣碎用物拼湊台灣都會的日常生活版圖，崇

仰、質疑、靠攏與砸碎傳統主流的言語，如此歪打正著的見證

了台灣 1930 年代的現代性。29 

這邊毛文芳與其他研究者都提到了小報作為媒介它反映了社會本身，書寫者有

意或無意的將日常所見與感受放入創作之中。然而與他人不同的是毛文芳特別

強調了現代性對於當時台灣社會的衝擊，這是一個矛盾的時代，傳統與現代、

西方與東方、保守與開放等，無法用單一的詞彙去形容。他遊走於框架周圍似

符合體制卻又難登大雅之堂，正是這種小報內容中的瑣碎性才能描繪零散的社

                                                      
29 毛文芳(2004)。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近代史研究所期刊，第 46

期， 15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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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樣貌，也正只有這樣的詼諧手筆才能表現現代性風情。這樣的一個觀點正如

Michael Szonyi 於《被統治的藝術》中所下的結論類似，在學習到新的論述與研

之後，他不再是個控制人的體系，對於這群人而言他獲得了操縱體制的機會，

這般的轉變成了人們的日常政治。 

 在劉柳書琴的文章〈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台灣

的讀書市場〉之中，現代性對於台灣文學場域最重要的衝擊是使得整個環境有

了多元的變化。隨著文學論戰，接受了現代化思想的知識分子佔了上風，並開

始主導台灣文學的典範，然而市場並非那麼容易就改變的，更有大量的庶民無

法馬上學習新的論述語言，對於他們而言傳統漢文文學才是習慣閱讀的語言。

而《三六九小報》掌握到了這個市場，這點在江昆峰的文章中也有指出，而劉

柳書琴更進一步認為這是一種台灣文化自我性的展現。 

綜合上述，《三六九小報》通俗文藝策略之主調，在於藉由漢

文通俗 文學之傳承，強調與殖民主義或新文學之間的差異，

而非對它們的挪用或 轉化。如果將傳統文人維繫漢學的文化

成果放在台灣文化主體的維護上進行評估，則會發現他們不止

維繫了台灣文化，更且持續更新了這個主體。基本上，它可以

說是一種透過漢文通俗文藝雜 誌展現的，具有抵殖民性質的

台灣漢文文化主義。 

這樣的論述將會為後續的討論做鋪陳，筆者認為此觀點可以作為一個出發點去

審視日本殖民時代一言難盡的複雜局面。在新思潮與外來他者的作用之下，何

者才能代表台灣的自我性，是追求進步改革一派，還是保有漢文傳統之人？對

於不同學者有何看法，將會在後續討論，而這將是本文會試圖去釐清，透由導

入關於權力結構的觀點，回頭去思考這個問題。 

第二項鬼怪相關研究 

 薛慧娟其論文〈《三六九小報》鬼神故事研究-以反映台灣諸文化現象為核

心〉與筆者有類似的出發點，皆認為隨著時代的改變，大環境之下，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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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漸進式勸導的方式在改變台灣的宗教與信仰，雖然一度試圖要強制改變風

俗，然而引發了台灣人的反對，故而為了維持前進基地的穩定，又回到了約束

力較低的政策。鬼怪故事卻一直都存在於文學的環境之中，這使得其欲藉此了

解日本殖民時期的鬼神故事發展的軌跡。進入研究的正篇，薛慧娟先從排版開

始，發現鬼神故事並不是單純用於填補空白的隨興之作，而是就如同其他主題

的作品是正式且被正視的稿件。透由對於小報中各篇鬼神故事詳細的拆解與分

析，他認為這些故事根本上反映了台灣當時的庶民生活： 

 《小報》鬼神故事的內容超乎現實，但其故事背景卻貼近於人

民的生活，故可從鬼神故事窺探當時人民的生活百態。而小報

看似詼諧輕鬆，以趣味的方式書寫，當中卻又隱含創作者對於

時事的針砭與勸戒，反映相關社會議題。另外，傳統漢文人亦

透過《小報》保留傳統文化思想，包含維護傳統倫常美德與善

惡有報的報應觀。30 

這指的不單單只有物質上如風土民情、科技發展或各行各樣的社會百態亦包含

非物質的經濟民生、宗教信仰態度以及整個大環境的氛圍。其結論認為鬼神故

事的書寫用於作為對社會現實的批判，然則並不是毫無章法的潑婦罵街，而是

對於在社會上盛行的歪風進行諷刺。神鬼故事中的世界觀多與現實世界相同，

故而有許多機會可以藉此暗喻社會百態。對於許多宗教之事務，小報作者仍多

抱持著信而不迷的態度，不過於排斥但不應沉迷於其中。在文末薛慧娟最後指

出，這些故事在漢文文化圈中有廣泛的同質性，應當如何區分出台灣的獨特性

是要再著墨的。筆者認為在當時難以將台灣性與漢文文化切割，如同 Michael 

Szonyi 在書中描寫分香的習俗時所述，這是為了確保其文化上的正統性與權威

性，故而作為割讓領土的台灣人，尤其是傳統文人若要保有與日本人對抗的自

我性，是無法將自漢文文化獲得的正統性給割捨，故而作為傳統文人所建立的

小報，我們難以去區分台灣性與其他漢文文化，我們應當視這些漢文文化就是

                                                      
30 薛慧娟(2015)。《三六九小報》鬼神故事研究-以反映台灣諸文化現象為核心。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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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人所建構的台灣性。 

第三項奇聞軼事相關研究 

 李麗卿在其論文〈《三六九小報》中的「奇怪」敘事暨其現代性意義研究〉

中提到《三六九小報》本身作為一個日本殖民體制下的產物，與眾多娛樂性報

紙一般做為提供娛樂且呈現了社會樣貌的報紙，而其中的奇聞軼事更屬於書寫

者所遭遇之外在世界，對此李麗卿更在意的是書寫者對於新事物所產生的反

應。再分析了多篇的文章之後，李麗卿認為這些針對奇怪敘事的文章其核心在

於傳統文人發覺自身與現代性的差距。源於台灣的地理位置，得以成為各國文

化輸入的地方，正因如此受到了現代性的衝擊使得傳統文人開始反思台灣的狀

況，這些書寫此類文章，不僅僅是反映了本身的驚訝，也期望能教育其他民

眾： 

西方的科技比東方的科技腳步來得快，因此，當科技產物在西

方已逐漸普及的情況下，東方才由西方傳入。對於從未接觸過

的事物，人們用驚異的眼 光來看待，正表現出東西方的現代

性時差。從《三六九小報》中所描述的科學知識、科技發明來

看，我們可以推測當時的人們對於不了解的新事物所抱持的態 

度，不是敬而遠之，便是用超自然來解釋，《三六九小報》作

者群企圖透過理性的、科學的思考方式，縮短東方與西方的現

代性時差。31 

若我們援引黃美娥於《重層現代性》中的觀察，傳統文人其實相當早就瞭解到

現代性並試圖改良漢文文化，可以相當好的回應李麗卿的看法，傳統文人試圖

要減少現代性之間與台灣社會之間的落差。殖民地試圖縮短與殖民母國在科技

與文化之間的距離是經常發生的事，只是這裡出現了一個問題，是殖民地試圖

站到與母國相同的高度，還是要將之拉到與自己同樣的位置？在 James Scott 的

《弱者的武器》中就展現了，私底下的低語其目的在於凸顯出對象的不道德

                                                      
31 李麗卿(2010)。《三六九小報》中的「奇怪」敘事暨其現代性意義研究。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市。(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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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另外反抗的思想與行動之間是不同的，故而思想上的反抗常常出現行動所

無法執行的事情。筆者認為若以 J. Scott 的觀點來看，縮短與現代化之間的差距

固然屬實，然而心態上或許更在告訴大眾，所汲汲營營追求的現代性或許並未

與傳統漢人文化有太大的落差，荒謬之事在海內外皆存在，藉此以彰顯台灣之

自我性不與日本人有落差。 

 

第三節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文人的分類 

 在這一節會透由四位學者毛文芳、劉柳書琴、黃美娥以及游勝冠的文章來

觀察日治時期的台灣文人。因這時期台灣社會正巧面臨了現代化的衝擊，這些

文人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改變，更面臨了思想上的挑戰，進而產生了不同立場的

爭執。後世的研究者想當然爾也會在支持的觀點上產生分歧，各個學者都對於

文壇、學術上的紛爭有著不同的傾向。筆者並沒有要刻意指出何種看法才是正

確的，只是將四人的論點平行呈現。對於上述四位台灣學者，毛文芳、劉柳書

琴、黃美娥以及游勝冠，對於台灣文人在日治時期的認同與行為所支持的面

向，其實可以使用光譜式的方式去做一個分類。在分類的方法上借用游勝冠於

《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一書中所做的分類方法，將知識分子分為三派，從支

持同化以保存文化傳統的傳統知識分子；新思想影響下體制內改革的啟蒙知識

分子；到本土化且強調批判的左翼知識分子。32 

過往的認知常會認為接受了國家權力的指使，淪落為了「走狗」就表示是

認同了這樣的權力結構，並甘之為其運作。然而使用了族群作為標記這樣的看

法等於剝奪了其中個人的個體性，甚至服從這樣的手段對於某些族群而言是一

種不得為之的結果。在大貫惠美子的《被扭曲的櫻花》一書中，就透由分析神

風特攻隊隊員的手札、日記或信件去展現了，對於這些服從著自殺命令的隊員

                                                      
32 游勝冠(2012)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台灣解殖文學。(pp.9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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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心甘情願的心情並不是唯一的狀態，當中亦有一些人因為受到了新思想

的影響，開始反思了軍國主義與自身的困境。33相同的看法帶入日治時期的知

識分子之中，對於接受了同化政策的傳統文人何嘗不是如此？毛文芳與劉柳書

琴在他們對於三六九小報研究的論文中都較為傾向這樣的觀點，對於傳統文人

而言，在新舊文學論戰之中敗下陣來使得在文學的發聲音量大幅度的下降，甚

至是被視為造成民族無法進步的元凶，故而在三六九小報這個載體上，以自己

擅長的手法也就是所謂的傳統漢學，去鞏固自身的民族性與主體性，希望透由

這樣的手段可以劃分與殖民者的界線，並透由休閒、揶揄的手法去做一個與殖

民現代性的反抗。 

黃美娥的論點則更傾向支持啟蒙知識分子，在《重層現代性鏡像》一書之

中，透由對新舊文學論戰的過程與結果來看，傳統文人被啟蒙知識分子大量批

評阻礙了民族的進步與文明化，然而實際上是如此嗎？黃美娥於書中，以魏清

德做為案例，輔以連橫等當時傳統文人的言論，可知道這些傳統文人早已產生

了需改革舊文學以教育民眾的心態，他們也試圖透過日常文化去做到影響民眾

的改變。點出這些要素，卻不代表黃美娥支持傳統文人的作為，文明的進步在

當時還是與西方化、現代性緊緊關聯。在二元對立的區分下，傳統文人與啟蒙

知識分子兩者所代表的新/舊文學就與落後/文明如此的二分法畫上等號，既然這

個觀念被建立，則擁護舊文學，支持傳統漢學就無法與阻礙文明化脫關係。縱

使這些傳統文人有提出變革之反思，然而時空環境下傳統文化並無如西方思想

來的「文明進步」，故而對於台灣的發展而言這些人的行為仍是一種拖累，不如

啟蒙知識分子般實際。 

相比前三者，游勝冠對於不管傳統知識分子還是啟蒙知識分子都是嚴厲批

判。傳統知識分子仗著漢學在日本統治者，尤其是那些來台的官員之中，眼中

是一個有用的工具，將自身輕易的納入日本性之中，以期佔據「文明」的陣腳

                                                      
33 大貫惠美子(2014)。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堯嘉寧譯)。台北市：聯經文化。

2003, pp.28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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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凸顯自身之價值。而接受了新思想的啟蒙知識分子，他們對於殖民政府的批

判，以及反思自身的不文明，早已踏入了殖民主義的二元區分之中，將自身放

在野蠻的位子上，透由貶低自我性以追求現代性。這兩派人雖然將身分放在文

明與野蠻兩個對立的位子，但實質上所做的都是在壓抑台灣的本土性價值，而

去接納日本性，想要透過日本等於現代性進步的想法去擺脫自我的身分。只有

左翼的知識分子所提及的本土主義立場，雖然他是反對文明進步主義的，但是

只有這樣才能使得被貶低且遺忘的本土性以及民族的自我性給展現出來。自我

認同對於被殖民者而言，只有在反支配的狀況下才得以彰顯。 

綜觀四者的論述可以看出，日治時期知識分子面臨最核心的問題是自我認

同的自主性應當透由甚麼方式得以確立。毛文芳與劉柳書琴認為在獲得發聲權

力的狀況下，使得自身文化得以被看見，並與他者文化保持距離以分割彼此，

此舉是自我性的建立；在黃美娥的眼中，在殖民體系下應當獲得具權力的溝通

語言，即是現代性的文明化，運用了相同的話語與權力者抗爭以切割雙方的不

對等關係，但應當注意黃美娥書中提到的文人與《三六九小報》上之文人屬不

同群體，筆者於前段回顧江昆峰之論文時有簡單針對數名文人的出生背景做過

介紹，他們多屬於中產家庭、市井小民，故而黃美娥的觀點不能過度簡單地套

用至《三六九小報》上的文人；游勝冠則不認為要透由外求去尋找自我性，而

是回頭檢視那些本來就屬於本土的價值，從中就可以看出與外來他者不同的自

我性。 

 

第四節文學論戰下的分裂 

 前一小節以現代學者的角度來分析日治時期的文人，將當時的文人分成傳

統知識分子、啟蒙知識分子、左翼知識分子三派。正如前段所述，這樣的分裂

與現代化的影響脫不了關係，不單單只有來自日本的殖民現代性，亦包含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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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五四運動的思潮，而這些不同的思潮的碰撞最終發展成了文學論戰。可以發

現前一節四位學者對於傳統文人的看法有著明顯的分歧，然而共通的是皆聚焦

於漢文文學傳統與日本性的掛鉤上，故而此節要從新舊文學論戰所帶來的分

裂，進一步討論傳統文人於日本殖民時期行為背後的意義，藉此我們可以重新

思考對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人而言自我性是如何建構。 

新舊文學論戰，若拔除了文學的一面，則可以視之為代表了現代性進步價

值的新文學與傳統、守舊的傳統漢文，兩個不同世代之間的衝突，隨著文明

化、現代性普遍被大眾接受，傳統文學烙印上反進步的色彩而被冷落。傳統文

人所遭受的批判主要來自兩個面向，第一是思想的守舊，無法與現代性接軌；

第二則是支持了日本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一個弔詭的現象在這兩個面向之中

誕生，傳統漢文文化與日本殖民體系，兩者代表了傳統與現代兩個矛盾的行

為，何以在同一個群體之中發生。以上行為源自於日本殖民前半時期來台之官

員，他們多半有著一定的漢學基礎，用漢文溝通，並以傳統文學作為交流方

式，使得傳統文人階級對於殖民統治的排斥性降低了。相較於台灣社會其他階

級，傳統文人獲得了較好的待遇，這是感性的因素；理性的一面則是源自於傳

統教育帶來的功利主義，透由進入體制之中去維持自身身分的社會資本，相較

於使用對抗的方式去向不公平的權力關係爭取資本，在體制內鞏固本身就有的

既得利益則是更為輕鬆。感性與理性的交雜之下，使得接受殖民政府的統治正

當性，並順從其同化政策是傳統文人的選擇。自此我們看到傳統漢文與現代性

之間的糾葛，他們既是對立的又是相生的，對於當時的傳統漢文知識分子而言

不免要與現代性對抗亦要與其合作，此一矛盾心理進一步也影響到了民族之間

的身分認同問題。游勝冠清楚地點出了傳統知識分子的樣貌，做為舊社會的既

得利益者，在新的殖民政府的領導下輕易的被收編，更為了保留自身所掌握了

權益，而對殖民政府許多不合理的壓迫噤聲。對於清朝的割讓以不滿做為臣服

於新政府的合理原因，傳統教育中的服從思想，造成傳統知識分子輕易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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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效忠對象的轉換，進一步的在新的權力結構之中將自身的權益鑲嵌進去，視

漢學為日本性的一環用以壓迫其他不同的聲音以及將自己與未受教育的他人做

出切割，最常見的手法就是批判台灣的本土性是一種落後野蠻的迷信思維，與

日本的思想相違背。34這巧妙的操作就如同上述的樣貌，被批評為守舊落後的

傳統漢文文化，向殖民政府靠攏之後轉而運用起了文明、現代性的論述，此兩

者本質上相反卻在台灣這個環境因彼此的利益又相生。 

然而應注意的是游勝冠的批評是立基於前幾節討論文人分類時，支持左派

知識分子的立場，且若留意到《三六九小報》上頭的文人並非人人都是得以擠

進上層仕紳之列，更多的是普通市井小民，則前段的看法或許過於刻板且武

斷。人們在權力結構下的服從是否代表完全的認同這是值得質疑的，特別是面

對生存之際，J. Scott 在《弱者的武器》一書之中就充分的展現了貧苦人民對於

地主、權貴的陽奉陰違以及私下的小動作。當上對下的權力結構越是明顯，上

位者的力量越強大，則這種僅僅表面上的服從則越發容易產生，因為下為者越

是害怕遭受懲罰，當然這種行為不只存在於最底層的人們身上，在任何位置上

的人都可能為了自身的利益做出陽奉陰違之事。35更進一步到了生命的層次，

在面臨生死的抉擇之時，人們總以為只有徹底服從之人才願意以死效忠，就如

二戰時期的神風特攻隊一般。然則大貫惠美子並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他在《被

扭曲的櫻花》之中就援引數則特攻隊隊員的紀錄，有些人的確自願參加行動，

卻並不是服膺於軍國主義，甚至會批判其存在，然則為了自己的理念卻需要執

行上位者所欲之行動。36這些人不乏高知識分子，甚至正因為他們學習了更多

的知識，對於權力結構下的支配更容易產生反思。從兩者的觀察之中可以得

知，若輕易的將順從於上位者視為淪為「走狗」是不適當的，檯面下的反抗與

思想上的反思是一直存在的。再者不應受 J. Scott 的書名《弱者的武器》影響，

                                                      
34 游勝冠(2012)。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台灣解殖文學。台北市：群學。( pp.93-128) 
35 James C. Scott(2007)。弱者的武器(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中國：譯林出版社。(1985) 
36 大貫惠美子(2014)。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堯嘉寧譯)。台北市：聯經文化。

(2003, pp.28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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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覺認為陽奉陰違的小動作只存在於社會底層，這般行為對於任何追求生存利

益之人都會發生，故而筆者認為傳統文人在面對殖民政府的權力結構之下服從

是一種利益的選擇，他們早已察覺傳統中國文化需要被改革，卻在新思潮的面

前被劃分為落後守舊的一派，正漸漸地被趕出權力中樞，因此在殖民者來台之

時便順著政策的引導試圖鞏固自身過往的利益。然則並非進入了體系之中就失

去了保有自我性與反抗力的能動性，傳統文人在當時的環境下，保護並傳承了

傳統漢文文化。 

何以在現代性的過程之中，以傳統之外殼仍然保有了自我性與反抗力？經

歷了新舊文學論戰，在主流文字的話語權發聲量上，傳統漢文遭受了新文學一

派的壓抑，可謂是大幅減少了對於群眾的影響力。在毛文芳眼中，失去了對於

主流文化的主宰力傳統文人轉向書寫瑣屑、詼諧的題材，而這些作品對於慢慢

接受了現代性思想的觀眾而言無異是低俗、落後的，卻又是一種與現代性對抗

的樣貌。當人們試圖與傳統斷裂跨向現代之時，同時產生了失去框架的迷惘，

對於這些擺盪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人們而言，幽默、諷刺既展現了現代性所帶

來的問題，卻又不否定現代性作為進步的方向，正是這些瑣屑、詼諧的作品成

了抒發面對現代性時焦慮的手段。37故而我們可以看到，傳統文人自新舊文學

論戰後的式微，到轉向以小品的方式呈現其對社會的觀察，可謂是在學習了

「現代性」的論述語言後，轉而使用之作為與現代性對抗的手法，更是將介於

轉型期間的社會矛盾給凸顯了出來。劉柳書琴則以另一部分的受眾作為切入

點，他提到了新舊文學論戰總歸影響對象是知識分子階級，然則底層有許多民

眾對於上層的文字並沒有辦法理解，反而空出了通俗文藝的需求缺口，使得傳

統文人的作品填補了這個需求。正因為通俗文藝的市場需求，使得失勢的傳統

文人仍得以在文學的場域生存，並進而累積文化資本。透由通俗文藝的創作，

傳統漢文文化得以繼續延續，並藉此機會與新文學、殖民文化之間畫出了一條

                                                      
37 毛文芳(2004)。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近代史研究所期刊，第 46

期， 15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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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當我們視漢文文化為台灣性的一環時，傳統文人保存了台灣主體性與本

土性，進而作為一種與殖民現代性對抗的象徵。38 

為此我們可以看到新舊文學論戰以及殖民現代性的到來兩次思想上的衝擊

是使《三六九小報》產生的外在環境，小報作為一個媒介以娛樂的外衣，成為

了傳統文人論述的工具。對於傳統文人而言面對各方的罵名，只有以彰顯自己

作為權力一方才得以對抗。縱使身分上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受殖民政府重視的仕

紳，然而將漢文文化提升到日本性的一環，視日本的文明、進步與漢學文化有

密切相關，進而將台灣本土文化中的漢文文化也隨著提昇到了與日本人同樣的

地位，維持文人階級此一身分的象徵正是上述行為的核心目的，既要在社會上

保持地位，又需要在日本與台灣的關係之中保持台灣的地位。所以傳統文人進

入了權力結構之中，卻試圖營造出台灣本土性，然而害怕遭受壓迫只好以非政

治的娛樂身分發聲。這般的迂迴操作加上外在人文環境上遭逢衝擊造就毛文

芳、劉柳書琴對於這些傳統文人的看法，用詼諧、幽默的「傳統」語言搭配現

代性論述凸顯出殖民現代性並不值得畏懼，傳統文化仍然得以在新文化之下生

存。毛、柳兩人還點出了重要的一點，小報本身也是該被觀察的客體，若過度

聚焦於刊載的內文將忽略了小報本身即是殖民時代下的社會縮影。Marshall 

McLuhan 最有名的一句話「媒介即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源自於

Walter Benjamin「語言的非工具性」的概念，意義並非透過語言傳達而是意義

起源於語言，語言可謂是最原始的媒介形式，當我們生產出不同的媒介並不會

改變根本的概念，新型態的媒介依然是訊息本身，而它所代表的意義不只由發

訊者賦予，收訊者同時也有解讀意義的權力。39到此可以發現小報的意義正如

毛、柳兩人所揭露，除了傳統文人做為發訊者的一方，也存在一群閱讀這些文

章的受眾，進而使得《三六九小報》成為與日本文化切割而保存傳統漢文文化

                                                      
38 劉柳書琴(2004)。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台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

學，第 33 卷第 7 期， 19-55。 
39 吉見俊哉(2009)。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 15 講(蘇碩斌譯)。台北市：群學出版社。

(2004, p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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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域，並將此訊息傳遞給更多觀看此一媒介的受眾。 

到此我們理解了傳統文人、日本殖民政府與《三六九小報》之間的關係，

殖民政府代表的是現代性與文明化；《三六九小報》代表的是傳統與舊文化，傳

統文人跨足於兩者之間源自於保護自身利益，進而採取了 J. Scott《弱者的武

器》裡所提的陽奉陰違，私下進行抵抗的手段，表面上將傳統漢文文化劃進日

本性的一環，私底下卻又用傳統漢文創造出他者與自我之間的界線並將文明性

幽默化來拉近彼此的差距。另一種手法為採用了 M.Szonyi《被統治的藝術》裡

提到的監管套利，將日本人所帶入的現代性，不管是思想、制度或科技物加以

活用進自己的作品之中。他們的目的依然是累積自身的文化資本，而運用新的

語言正是擴張自身利益的機會，詳細的手法會於第三章透由《三六九小報》上

的文章去分析。 

 

第五節從不被統治的藝術到被統治的藝術 

 這一章討論下來已多次使用到 James Scott 的論述來進行討論，其經典作品

《不被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講述的是贊米亞地區

(Zomia)，一個橫跨中南半島到中國南部及印度北部的高山區域，長時間以來人

們過活的方式。他們不願意淪為國家統治下的一環，因此從易於收穫糧食的低

地逃往了環境較為複雜且困苦的山地。J. Scott 特別強調了幾件事：一來，我們

習慣性以文明與落後的方式去區分低地與山地人，然而這種二分法實則過於粗

糙，並將山地人去脈絡化的呈現。山地人並不是天山就屬於山地，許多人原本

也是住在低地，為了逃避戰亂、國家權力而隱蔽進入山林，更不乏許多是舊國

家的知識分子，他們保有自身的文化習俗，在資源缺乏的山地難以呈現舊有的

繁盛，但不能就此武斷地認為他們就是野蠻落後的；二來，他們的日常行為最

終目的皆是為了讓國家權力難以控制，不管是居住於交通困難的山地或者是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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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這種難以大量生產的種植模式，都再再是為了加大國家權力的控制難度以及

意願。40從 J. Scott 的觀察來反觀台灣日治時期的統治，會發現難以將之全盤的

套入，有幾點需要注意，台灣是一個海島，並不像是贊米亞地區是廣大大陸上

的山區，因此縱使台灣高山林立，不管怎麼像深山撤退，依然逃離不了殖民政

府的控制之下；另外 J. Scott 的觀察對象，很多低地王國是沒有強大的向下控制

能力，他們的權力覆蓋範圍自王都以外就會顯著地降低影響力，故而稱之為一

種曼陀羅式的統治，甚至有些地區被壟罩於不只一個權力的範圍之下，這與使

用警察制度的日本殖民政府，在對於民眾的掌握力上有著天穰之別。前述兩項

差異之下，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台灣島上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呈現大規模的向山

中逃避，因為整座島依然是日本政府的掌控之下。在 J. Scott 筆下他們是缺乏能

動性的，因為被固定在了台灣這座海島上，縱使有些人得以出海離開，終究是

少數。絕大多數百姓難以用造成統治者困擾的方式生存，更不論投向了日本殖

民政府的傳統文人，進入了新的權力結構之中，將漢文視為日本性的一環以獲

得更高的權力與特權。 

筆者認為 J. Scott 的論述雖然清楚的呈現了人們在面對權力結構的反應，然

而將之直接套用到傳統文人上仍沒有那麼的合適，因除了前述的原因之外，日

本人對待傳統文人的方法也並不如低地王國的國王們對待贊米亞地區居民的樣

子，抑或是《弱者的武器》所描述的馬來西亞鄉村也與台灣的狀況並不一樣，

但若是轉到 Michael Szonyi 的視角，從他的著作《被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或許可以看到不同的觀點。他在作品中詳細的介紹了明朝的徵

兵制度-衛所制，每一戶被登記為軍戶的家庭，都有義務提供一名男丁入伍，這

些士兵並不會在家鄉服役，而是會被分到「衛」去駐守，但是他們是可以攜帶

眷屬一同前往，當然也有不少會在當地娶妻生子。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衛成為

了國家權力所塑造的新村落，然而他們並不如 J. Scott 所形容的被權力結構所壓

                                                      
40 James C. Scott(2018)。不受統治的藝術(李宗義譯)。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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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的底層，相反地他們透由活用了國家給予的特權，不斷擴張自己的經濟實

力。例如免除了繇役差務進而促成的稅賦減免，抑或是出海巡邏的名義成為了

走私的絕佳機會。在 M. Szonyi 眼中平民百姓並不是無助的，反而在熟知國家

「語言」後，可以輕鬆地玩弄國家規則，於各項國家政策及管制的漏洞之中去

獲利，只要不要嚴重的違反規則，多數游移於框架邊界灰色地帶的行為是不會

被懲罰。41相較於 J. Scott 筆下的贊米亞居民，以逃避以及積極的反抗作為與國

家互動的方式，M. Szonyi 筆下的中國東南沿海居民，與國家互動的方式並不是

為了反抗或顛覆國家，而是提升自己的能動性與自主性。以這樣的觀點回頭檢

視台灣的傳統文人，將會發現他們的行為更接近 M. Szonyi 所形容，將漢學傳

統視為日本性的一環，將之與日本文明的發展掛勾，都再再展示他們已學會了

新的語言敘事，也就是所謂的「文明」與野蠻對立的關係，並將它用來擴張自

己的經濟實力。日本殖民政府的控制能力一定遠比明朝的國家機器來的嚴格，

何以在這樣的環境，仍然得以實行監管套利，從後世對於他們的批判便可略知

一二，透由日本人給予的身分上的特權以及套關係的華人傳統，相較於對其他

身分的嚴加管制，對於傳統文人的行為會給予較多的讓步，正是這樣的差別待

遇帶來了他人的指責。若我們將 M. Szonyi 的觀點納入劉柳書琴的認識之中，

就會發現何以在結論之時提出：《三六九小報》中的傳統漢文文學，並不是將日

本殖民主義與新文學挪用或轉化，而是將它作為一種台灣文化性的象徵，創造

出了與他者的區隔保留了自我性。42便是來自在權力體制之下，擁有特權者擁

有機會進行管制套利，他們擁有較高的自我性與能動性，且殖民者難以直接與

他們翻臉，因為需要他們作為與地方溝通之橋梁。從 J. Scott 的”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到 M. Szonyi 的”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都是圍繞著平民與

國家之間的關係，從逃避到玩弄，從保有資產到擴張經濟利益。其核心終究是

                                                      
41 Michael Szonyi(2017).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2 劉柳書琴(2004)。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台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

學，第 33 卷第 7 期，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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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自身的利益，當管制開始壓迫到自己的自由與利益，人們就會開始逃離國

家權力，然而當政策與管制對自己是有好處，則不妨於規則之中尋求漏洞，因

為於國家權力之下同時還享受了國家的保護。對於底層人們而言生存策略便是

透由與權力之間來回拉扯與博弈去尋求一個可以不斷繁衍的過程。 

 到此筆者簡單地解釋對於傳統文人於日本殖民時期行為的看法，他們透由

與殖民政府的親近換取了社經地位上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然而民族的自我性

建立的條件必定是要有一個他者出現，日本人與其帶來的現代性無疑使得台灣

人產生了自我性，縱使是這群「投靠」殖民政府的傳統文人也脫不了關係。台

灣人的自我性成了與日本殖民政府斡旋拉扯的原動力，為了保有這個身分，不

同群體運用著不一樣的方式去建立台灣人的價值。我們從 James Scott 身上看到

了不合作作為反抗的手段，也從 Michael Szonyi 身上看到於體制之中玩弄規

則，筆者認為傳統文人的行為一來如大貫惠美子所描寫的行為上的服從並不等

於全然的認同；二來是 M. Szonyi 所說，漢人的日常政治充斥著於體系之中玩

弄規則與遊走於灰色地帶的行為。這兩者的結合促使了本文要彰顯的《三六九

小報》中這些神鬼故事、奇聞軼事，他們出自於傳統文人之手，受到了現代化

的影響，卻又時不時嘲弄著現代性的概念。這種若即若離的樣貌正是傳統文人

所形塑的台灣自我性，在大環境之下不得不臣服與日本人，然而實際上又透由

傳統的漢文文化與其製造距離，自《三六九小報》上的眾多文章可以看到充斥

著上述心態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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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六九小報》中現代性與西方性案例分析 

本章筆者會針對《三六九小報》中的內容分成廣告、神鬼故事、奇聞軼事

三類進行分析。何以選擇這三項題材，相較於詩詞、風花雪月等題材，這三項

更容易受到現代性與西方性影響。在本文之中，不厭其煩地提到現代性的本質

中除魅的概念，然而對於被殖民的台灣人而言還包含了外國新知的匯入與新的

科技物的引進。現代性不僅僅是一種抽象、不可觸的概念，還包含具體的物質

影響。筆者在前一章帶入 Bruno Latour 提出的交引纏繞的概念，認為世界的進

展並不是單純的直線進步，將過往的痕跡覆蓋或抹去，而是在新時代中總是會

殘留舊時代的某些影子，社會及是由不同時期的概念層層疊疊而成。43更不論

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正處於新舊交接的時代，新舊並呈是極為普遍的行為。

然而當現代性與殖民論述相牽連時，新時代的文明性代表著日本人，舊時代是

否就代表台灣人？面對現代性所帶來的文明進步，應該就此承認殖民論述中所

談到種族之間的優劣差異？還是在學習現代性之後，運用新的「語言」提高自

己的地位，進一步成為文明人來翻轉殖民論述的歧視？筆者試圖透由本章要討

論的三類文本來觀察這種拉扯的關係，身處於權力關係中劣勢的一方、在文明

進步過程中落後的一方的知識分子們，如何在《三六九小報》此一媒介上去呈

現何謂台灣人，如何與日本人劃分出區隔；對於現代性的支持與反抗，如何作

為翻轉或玩弄殖民論述的手段。 

第一節廣告 

報紙作為聯繫大眾的媒介，因為其能見度，自然脫離不了廣告的投放，廣

告主的態度與報紙的角度是否一致，筆者認為是值得探討的，是依然提到保留

                                                      
43 Bruno Latour；雷祥麟譯(2004)。直線進步或交引纏繞。載於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科

技渴望社會(P.79-105)。台北市：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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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漢文文化，抑或是會轉而強調日本性與現代性？為此從《三六九小報》上

的廣告，筆者挑出兩大想要討論的內容：一類是嘉義市蘭記書局賣書的廣告；

另一類是與醫療健康相關之廣告。這兩大類的廣告的文案之中展現出多種與現

代性拉扯的樣貌。 

蘭記書局與小報之間的關聯在劉柳書琴的文章〈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之中

做了相當細緻的分析。蘭記書局做為台灣第一間書店，最早的前身為漢籍流通

會主要作為私人購書後與會友流通之組織，爾後才轉型成書局以販售中國進口

之書籍、亦有部分自印、代售書籍。44蘭記書局在小報上頭刊登的廣告內容非

常廣泛，自通俗漢文作品到各式異國奇術，可謂五花八門。單單只是購入中國

的漢文通俗作品並轉售，此一行為並不是引以筆者興趣將之拉出進行討論的原

因，蘭記書局為其廣告文案的書寫才是更值得探討。例如趙煥亭先生的〈奇俠

精忠傳〉，他的廣告文案如此寫道： 

寫清朝三百年原原本本事跡，有清宮秘史：赤裸裸荒淫無狀；

有苗蠻奇俗：鬼越越十分怪誕；有俠義英雄：雄糾糾扶良除

暴；有淫官劣紳：慘戚戚鬼哭神愁。首尾相接，一氣呵成，一

編在手，其趣無窮。45 

 

圖(一)46奇俠精忠傳 

                                                      
44 劉柳書琴(2004)。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台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

學，第 33 卷第 7 期， 19-55。 
45 蘭記書局(1934/10/29)。奇俠精忠傳。三六九小報，第 390 號，第 1 版。 
46 蘭記書局(1934/10/29)。奇俠精忠傳。三六九小報，第 390 號，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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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用以吸引顧客的幾個重點：怪力亂神、腥羶色與傳統的信義美德。透

由陳培豐的論點，我們知道此時的日本殖民政府在民族上的同化是失敗的，因

為帝國漢文於台灣島上並沒有足夠的影響力，使用的書寫者並不多，更侷限於

官方場合。而日文與漢文夾雜的使用反而生成混雜著更多不同的漢文習慣的殖

民地漢文，成為了最主流的文體。更甚之在文化場域之上連傳統的古典漢文都

有一席之地，仍然有一些文人習慣使用古典漢文來書寫，盡可能的不使用日文

以及和製漢語。有鑑於日文或是帝國漢文在當時無法在台灣成為主流的文體，

因而在通俗文學一塊難以將固有閱讀古典漢文的消費市場打破，自然也就無法

使現代性除魅的「語言」深深植入這一場域，進一步就會看到這些以傳統文化

來吸引觀眾的文案。 

再看到蘭記書局是如何介紹百科全書： 

巧妙無窮世界秘密奇術；人生實用世界科學奇術合成一部日用

百科奇書。…… 

你若缺少金錢，書中指導你弄錢的奇術 

你若患了疾病，書中指導你醫病的奇術47 

其實書中所介紹的實為日常生活常用的基本知識，如：醫療、急救、美容、婦

幼等，或是生計相關，如：建築、植栽、畜牧、修理等，當然也存在著一些非

日常生活的科目，如：旅行、測候、秘密。從包含的內容可以看出，其內容是

符合文案最一開始的介紹，實用世界科學的描述，更可以視作一種推行現代

化、理性科學化的手段，如下方圖(二)所示，但是回到文案本身，依然將這些

看作為奇術，其中更是寫到： 

古人說，吃一回苦，學一回乖。備得本書即有幾萬種乖巧方

法，到處不吃虧，到處佔便宜。48 

就如同前一段分析〈奇俠精忠傳〉的廣告文案一樣，在此之中仍然強調了傳統

                                                      
47 蘭記書局(1932/03/09)。日用百科全書。三六九小報。第 161 號，第 1 版。 
48 蘭記書局(1932/03/09)。日用百科全書。三六九小報。第 161 號，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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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的文化，運用「古人說」這一手法來強調書籍內容的價值。這般態度可以

在其他篇廣告中依然看到。 

 
圖(二)49日用百科全書 

〈驚人相術奇書〉裡面提到傳統的中國相術雖然強而有力但是過於高深，此書

融通中外技巧並且簡明易懂，方便任何人學習： 

鑑人術：可以斷定終身窮達；可以預知未來吉凶；可以避免一

切災禍。50 

這與前一篇的百科全書倒有一點不同，如下方圖(三)所示，這並非現代性所推

崇的除魅，正好相反就是屬於怪力亂神一說。不可否認的不管何時現代化與西

方都是難以切割，為此，縱使文案它包裝著中外合併的說法，想以西方作為代

表現代性的概念，然而仍無法改變其本質上終歸不是理性、科學產物的事實。

                                                      
49 蘭記書局(1932/03/09)。日用百科全書。三六九小報。第 161 號，第 1 版。 
50 蘭記書局(1931/02/23)。驚人相術奇書。三六九小報。第 49 號，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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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51驚人相術奇書 

除了「文」層面相關的題材，「武」方面的內容也是相當受歡迎，有數篇廣

告都以推廣傳統武術，販售教材為目的。如強調少林功夫的〈拳乘〉、〈拳經〉、

〈少林拳術精義〉系列，下頁圖(四)所示，其廣告文案更是再再強調了武術學

習對於身體強健的幫助，更誇張到能獲得超越常人的能力。如〈拳乘〉的文

案： 

(讀了此書)得其精隨：天下無敵；得其要旨：抵禦火器；得其

大概：不怕盜匪；得其皮毛：強身延年。52 

這樣的形容，大概只有不怕盜匪與強身延年是真的可以做到，然則這並非最跨

                                                      
51 蘭記書局(1931/02/23)。驚人相術奇書。三六九小報。第 49 號，第 1 版。 
52 蘭記書局(1931/08/26)。拳乘。三六九小報。第 140 號，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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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文案，〈少林拳術精義〉的廣告中如此寫道： 

得此書之上乘：能造佛成仙 

得此書之中乘：能絕世勇猛 

得此書之下乘：能強生却病53 

 

圖(四)54拳經 

也有包裝成小說形式，如下頁圖(五)以多篇故事相串聯〈江湖奇俠法術大全〉，

一邊強調其作為故事的一面，但仍不忘指出內含圖畫以利讀者學習各式武功。 

是武俠界第一部別裁小說，武術界千古不傳之秘密 

看了此書可以依法練功夫，數月之中可以練成絕技55 

這種介於工具書與小說之間的作品，他打破上述幾種書籍的分類，取巧各種類

的特色，既囊括了想感受小說奇幻情節的讀者，又兼顧試圖從傳統文化之中證

明自身並非落後野蠻之人。 

                                                      
53 蘭記書局(1931/08/26)。少林拳術精義。三六九小報。第 140 號，第 1 版。 
54 蘭記書局(1931/08/26)。拳乘。三六九小報。第 140 號，第 1 版。 
55 蘭記書局(1932/10/03)。江湖奇俠法術大全。三六九小報。第 222，號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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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56江湖奇俠法術大全 

至此，簡單回顧一下，筆者所提及蘭記書局所投放的廣告，可以看到，在

小報這一媒介上，蘭記書局並沒有與整個社會知識分子階級主流的現代性思潮

相綑綁，大聲提倡理性、除魅的概念，反而大規模的利用傳統的思想與概念作

為攬客的文案。此類浮誇的內容可以如此頻繁地出現，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固

然這些內容實屬娛樂性質居多，然則並不能否認包含這些傳統元素的概念，仍

然深受當時人們的喜好。並不是日本人來到之後，現代化的思潮引入，推行現

代化教育，就能輕易推翻人們的偏好。更甚者，唯有在此一媒介上，擺明以娛

樂、荒誕等題材充斥的地方，才能見到反轉整個氛圍，以傳統性濃厚的色彩來

書寫的廣告文案。藉此滿足觀看者在面對現代與落後、進步與野蠻的權力不平

等時去翻轉結構的心態。應注意的是，這些廣告並非全然出自蘭記書局之手，

細看之下可見拼貼的痕跡，57如拳經一篇中單位詞「元」的不同寫法就凸顯了

                                                      
56 蘭記書局(1932/10/03)。江湖奇俠法術大全。三六九小報。第 222，號第 1 版。 
57 感謝劉柳書琴老師特別指出，蘭記書局的廣告並非全然都出自自己之手，更有拼貼他處如:上

海等他地之廣告，做為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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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然而蘭記書局願意採用這些廣告，足見這些內容仍符合業主的期待，將

之用來招攬顧客。 

醫病相關的廣告則呈現相當不同的樣貌，一來其可能強調有著日籍醫生或

者是日本醫學學位；二來各式醫療方法依然要披上現代科學醫療的外皮，以此

證明自己並非是落後不可靠的民俗療法。前者多不書寫文案，而是簡明易懂的

表示其身分，如：山本齒科醫院的廣告，即只在廣告上寫著地址、日籍牙醫與

台籍技工的名字58； 

 
圖(六)59山本齒科廣告 

又或者是王外科醫院的廣告，廣告中提到增設漢藥療法科，專門診治花柳病

科、外科與肛門科，然而最後依然要有日本醫學士身分的院長署名背書60，可

以看出在醫療的環境，日本所帶來的現代性概念，的確成為一種標竿，西醫的

醫療方式象徵著優異的治療及痊癒的可能。 

                                                      
58 山本三郎(1932/06/19)。山本齒科醫院。三六九小報。第 191 號，第 1 版。 
59 山本三郎(1932/06/19)。山本齒科醫院。三六九小報。第 191 號，第 1 版。 
60 王百焜(1935/09/03)。王外科醫院。三六九小報。第 478 號，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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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61王外科醫院廣告 

醫療方法的廣告則展現新式醫療手法帶來的改變，更先進的科技物可以彌補舊

有的方法之不足，如下圖(八)所示之清井醫院之廣告。實際上直到 1896 年於國

外才創立第一間放射科，可見相關技術的引進至廣告當時發布之時，至多約莫

三十年左右，更可說是伴隨著殖民現代性才得以進入台灣。對於用於吸引顧客

的廣告而言，何以需要凸顯使用新式器具，固然是因為相信它們有更好的療

效，新式、西式的療法與治癒的連結性，這樣的概念隨著現代性一併被帶入了

台灣社會之中。 

                                                      
61 王百焜(1935/09/03)。王外科醫院。三六九小報。第 478 號，第 1 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413

58 
 

 

圖(八)62清井醫院廣告 

而類似的觀念，也進一步影響到了如何描述藥品，各藥房對於自身的藥有何功

效，專治何種病症只好提出詳細的解釋，如下方圖(九)南陽堂藥房希望販賣人

參滋肺膏和潤胃涼肺散，可是廣告中花了相當大的篇幅在介紹吐血肺癆。 

夫吐血肺癆，即急性肺結核……初起吐血、溢血、咳血、咯

血，發生兩三回，至四五回，及吐血發生，而兼此示咳嗽……

為熱往來，午後發熱、如吐血退者，而咳嗽且不能停止，即為

第二期……癆熱、蒸熱、自汗、盜汗、虛煩不眠嗽嘔，肌肉消

瘦，虛勞失音喉痛，即為第三期虛癆門病名。宜專服人參滋肺

膏、潤胃涼肺散兩方。63 

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已經對於肺結核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以區分出不同時期

的症狀，且具備科學式的紀錄，與現代中醫的敘事方式不同，反而更像是西醫

的敘事方式。擺在今日可能也很難想像這樣的文案是漢方藥的廣告，可以看見

現代性、西方性的論述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前一個例子，看到了從科技物層

面的革新，而這一個例子可以看到，在認知層面，台灣人開始相信科學式的論

述是可靠的象徵。 

                                                      
62 清井醫院(1933/01/29)。清井醫院。三六九小報。第 257 號第 1 版。 
63 南陽堂藥房(1932/06/06)。介紹吐血肺癆。三六九小報。第 187 號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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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64介紹吐血肺癆 

又或是下圖(十)石池賣藥類似品製造所的廣告，作為維持環境衛生的除蟲

藥的廣告，更是強調了經過多方官方試驗的結果，保證其安全性與功能性，透

由權威性的認證，不斷加強西式、科學式的模式是有益於提升生活水平。只要

當民眾不斷對於此類廣告買單，類似的語言就成為人們習慣的一套說詞，進而

普及進入日常生活之中。 

                                                      
64 南陽堂藥房(1932/06/06)。介紹吐血肺癆。三六九小報。第 187 號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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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65石池賣藥類似品製造所 

 

當然也有不同的例子，像是圖(十一)呈現的仁愛堂藥房的廣告，其文案的切入

點就與前者不同。廣告之初便解釋為何販賣此藥： 

……現代醫藥，各處皆是，若無見其，何需介紹，況業醫藥

者，功過極大，有種德、有損德……有藥治平常症却妙，醫久

病重症，又是無功，然則無效，卻亦無過，皆由病屬難醫，非

普通要能醫其疾……余對此考慮多年，即將祖上三世行醫，遺

下之妙方，一一參考研究特選一方，名調經種子丸，能治久疾

重症……66 

仁愛堂的廣告以自身故事為包裝，業主認為醫藥之事與累積福德有關，販賣假

藥，或自身都不信任的無效藥就是損德之事，然而有時候藥石無效並非販藥者

之過，實則為病難以治癒。業主為了種德，特地多重考證，開發了新藥專門針

對疑難雜症。隨後才開始介紹藥品： 

一男子凡房事無能，或精緊射，或似雞形，或失陽氣，或常夢

                                                      
65 石池賣藥類似品製造所(1932/07/23)。石池賣藥類似品製造所。三六九小報。第 210 號第 1

版。 
66 高燦榮(1932/03/09)。紹介活世秘方。三六九小報。第 161 號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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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或酒色過多，水乾肺枯…..不時神經衰弱，身體不能健

康，服此丸諸症立愈…… 

淋病神效丸：初起急性之淋病小便刺痛泄出色黃如膿，凡一個

月以內服七日全愈兩周間根治。67 

描述之手法就呈現了新式與傳統夾雜的樣貌，有很西醫式的描述，如：小便刺

痛、色黃如膿，也有漢醫式的描述，如：或失陽氣、水乾肺枯。這篇廣告更反

映出了當時的台灣社會，在受到現代性，西方語言的衝擊之下，卻依然存在著

大量的傳統文化色彩，舉凡用語或者業主的動機，都呈現出台灣此一殖民社會

新舊夾雜的樣貌。 

 

圖(十一)68紹介活世秘方 

小結(一)  

 這一小段，筆者以數篇廣告為例，簡單介紹《三六九小報》上頭令人驚奇

的廣告，若廣告最大目的是吸引顧客，自然上頭文案必為大眾有興趣、肯相信

之物，依照此觀念大致上可以看到幾點。一來，大眾對於傳統文化為題材仍深

                                                      
67 高燦榮(1932/03/09)。紹介活世秘方。三六九小報。第 161 號第 3 版。 
68 高燦榮(1932/03/09)。紹介活世秘方。三六九小報。第 161 號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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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興趣，自武學、奇術、鬼怪到吃藥補陽都是廣告文案提及之物，且與現代之

物可以同時呈現，並不相違；二來，對於醫藥之事，現代性、西醫式的介紹又

是人們比較信任的，自廣告中可以看到新式，日本認可成了必定要凸顯的重

點。筆者認為廣告一塊宛如 Homi Bhabha 所談之擬仿，它是很表面式的複製，

並不是再現或詮釋，而是將先進、文明，何謂流行之物如實呈現。或許會質疑

傳統題材不就與先進、文明相違背？但需注意，傳統漢文文化被傳統文人歸類

進日本性的，且在混成語的權力爭奪上台灣人仍稍佔上風。擬仿談論的是對於

殖民者的模仿威脅到其自身鞏固殖民論述階級之間的對立，可以看到數則廣告

之中現代、流行等概念早已被業主們熟練運用來表達被殖民者自身。 

第二節神鬼故事 

 神鬼故事所包含的範圍相當廣泛，有鑑於許多作者在書寫時並沒有明顯區

分鬼故事與神話故事兩者間的不同，因此筆者將其都納入範圍內。另外，有關

於宗教相關論述的文章，筆者也將在這一段落討論。為何要特別提出這個題

材，因為這些被普遍認為是怪力亂神之物在現代性面前，是該因除魅而消去

的。然則事實上，透由觀察《三六九小報》可以發現，這些題材從不缺乏，更

可以說三不五時都會有相關的內容刊登於報上。直至今日，在現代化與理性化

更勝當時的現在，神鬼故事仍然是受歡迎的題材，我們依然可以看到相關的作

品作為一種日常消遣。為此可以想見，回到昭和初期的台灣社會，在大眾文化

與娛樂之中，神鬼故事更是常見且尋常的題材。實際閱讀文章就會發現，故事

時而嘲笑日本人；時而批判鬼神本身的概念，何以同時呈現這般兩極化的結果

是值得討論的。或許是因為當時的人們尚未經歷大規模的除魅化，也或者是其

本質上的反現代化概念，任何形式上能夠與殖民者不同，縱使不是有形的物

體，對於被殖民者都是一種反抗的象徵。以漢文書寫神鬼故事，使用被殖民者

語言與文字，書寫應當被淘汰的故事，作為一種弱者的武器，能進行這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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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作為不斷強化以及確立自我性的手段，唯有透過如此才能將日本人與台灣

人之間畫出區隔。前段提到，在內容之中呈現不只一種觀點，因此筆者並不會

刻意只選擇部分的內容，會自《三六九小報》中選擇不同立場的作品來討論，

試圖從中看到之間值得討論的部分。 

自《三六九小報》本質上以娛樂為主的核心開始，可以觀察到有些作家試

圖將傳統之物於新時代中去賦予新的想像，在面對新時代的衝擊，過往的事物

要如何在新環境生存？如下方圖(十二)以好事為筆名所寫的《航空公司之女股

東一覽表》一文，乍看之下，難以理解何以這樣的文章會參雜在小報之中，實

際閱讀後會發現作者是在介紹傳統中國神話中的女神，透由他們的故事說明為

何成為航空公司的女股東。如西王母平時總是乘坐的鳳輦過於笨重，不如飛機

方便，又因為女從眾多故而屬於航空公司的大股東。織女則是過往只能跨過喜

鵲搭成的橋才能見到牛郎，不僅費時還傷害動物，自飛機出現後，就不再需要

透由這般不方便的手法。又或者電母因為人們大量使用電器，故收入豐富，進

而得以持有大量航空公司股份。69這雖然是篇天馬行空的文章，依然可以看出

新的科技物與傳統神話之間能夠蟬聲共鳴，作者試圖將舊的神話賦予新的形

象。 

 

圖(十二)70《航空公司之女股東一覽表》 

類似的故事在綠珊盒主的系列小說《小封神》中也可看到，略舉下方圖(十

三)《自轉車驚走三太子》與下方圖(十四)《雷陣子力賽飛行機》兩篇為例。前

                                                      
69 好事(1932/10/13)。航空公司之女股東一覽表。三六九小報。第 225 號，第 2 版。 
70 好事(1932/10/13)。航空公司之女股東一覽表。三六九小報。第 225 號，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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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故事中，三太子本應來討伐龜靈聖母的子孫，豈知撥雲向下一看，看到自轉

車的比賽，眾多選手騎乘自行車奔走，反倒嚇得三太子趕緊逃跑，世上竟有如

此多輛風火輪71；後者故事中雷陣子見了軍中的飛行機，便想要比試一翻，殊

不知越是追趕，嚇的駕駛員開的越快，雷陣子說什麼都追不上，只好使用縱地

金光法來到飛機前，結果就這麼被推進機給打落地下。72這兩則故事將封神演

義中的人物都見識到了新時代的科技物，也都在科技物面前吃了虧。這些充滿

奇想的故事，也間接反映了當時人民的感受，或許感到新奇與有趣，但同時也

充斥著不安，這正是台灣人學習現代性的樣貌。隨著不斷的習慣這些新事物，

學習新的「語言」，台灣人又會有不同的反應產生，新的概念對於書寫者而言也

是用來對抗殖民現代性的新手段。 

 

圖(十三) 73 小封神《自轉車驚走三太子》 

                                                      
71 綠珊盒主(1931/04/09&1931/04/13&1931/04/16& 1931/04/19&1931/04/23&1931/04/26)。自轉車

驚走三太子。三六九小報。第 63 號第 2 版&第 64 號第 2 版&第 65 號第 2 版&第 66 號第 2 版&

第 67 號第 2 版&第 68 號第 2 版。 
72 綠珊盒主(1931/05/16&1931/05/19)。雷陣子力賽飛行機。三六九小報。第 74 號第 2 版&第 75

號第 2 版。 
73 綠珊盒主(1931/04/26)。自轉車驚走三太子。三六九小報。第 68 號，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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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74小封神《雷陣子力賽飛行機》 

 擁有 James Scott 所形容弱者的武器味道的當屬倩影所寫的《鬼語》，故事

以文言文書寫，講述三十年前高雄岡山郡有一地方鄉紳嚴某，因大力剿匪遭匪

徒懷恨在心，一天遭賊人暗算而死，作者的父親當時於嚴某家中幫忙，碰巧當

天天氣不佳無法出門便逃過一劫。而嚴某所用辦公室就至此以後荒廢無人照料

使用，直至政府為了丈量土地，丈量人員後藤要求一間安靜的住所才借用給

他。後藤入住後便持續聽到怪聲，又遇怪影，嚇得他趕緊倉皇逃出。周圍之人

起初都不相信他的遭遇，但他所描述看到的人影與嚴某一致，大家才相信他真

撞到鬼了。75其實以內容來看這是篇相當簡單的鬼故事，非常經典的情節與發

展，角色之間沒有特別的恩怨情仇，只是單純的撞鬼，何以筆者要特別提出這

篇，因為其角色身分的設定相當有趣。故事中透過鬼與人兩個身分作出了許多

二元對立的結構，死者與生者、台灣人與日本人、勇敢與膽小、舊時代與新時

代，可以發現在故事之中象徵著文明現代的日本人被貼上膽小的標籤，而台灣

人則被給予英勇奉獻的英雄式死亡。這與傳統上殖民者對被殖民者貼上負面標

籤的操作相反，是被殖民者將負面的標籤貼到殖民者身上，而這種事情自然無

法在現實生活中發生，只好透由《三六九小報》這種非官方的途徑去呈現。 

                                                      
74 綠珊盒主(1931/05/19)。雷陣子力賽飛行機。三六九小報。第 75 號，第 2 版。 
75 倩影(1930/10/16)。鬼語。三六九小報。第 12 號，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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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76《鬼語》 

還有一種指桑罵槐式的發洩手法，如雨所寫的《捉鬼記》一文。內容描述村中

因鬧鬼，而聘請茅山道士捉鬼，作者以知識分子的立場批判道士捉鬼只是裝神

弄鬼愚昧百姓的行為，結果遭到道士反駁說， 

試觀今之貪官汙吏，何一不冰霜面目，威勢騰騰，昏夜叩戶，

賄絡公行，官官相衛，倚若長城，及早發覺，早已鴻飛冥冥，

逍遙法外……子不是之詫，而獨詫吾之捉鬼，不亦甚乎。77 

認為作者有時間關心道士捉鬼的小事，卻看不到官場的黑暗。文章初次閱讀時

原以為是批判傳統宗教之迷信，誆騙百姓的惡毒。實際上文中雖然沒有明點出

故事的時代背景，但是道士正是影射作者這樣的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影射著

廣大民眾，呼籲大家與其批判舊世代的落後，何不看看殖民者於政治上如何剝

削人民，這些貪官汙吏才是更為可惡的存在。從林美容的觀點來看，鬼神對於

傳統文化而言，是人死亡後與世界保有聯繫的方式，與亡者的互動除了防止作

祟也是安撫生者，這些應對的行為與儀式都是文化的一環。78上述的兩種故事

作為一種非正式、地下式抗爭，陽奉陰違的表現，充分的展現人們不滿意於權

                                                      
76 倩影(1930/10/16)。鬼語。三六九小報。第 12 號，第 4 版。 
77 雨(1935/02/19)。捉鬼記。三六九小報。第 421 號，第 2 版。 
78 林美容(2017)。台灣鬼仔古。新北市：月熊出版。( pp.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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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者的統治，但是他們知道無法直接反抗，唯有運用與鬼神的應對，如此深扎

漢文文化的行為作為敘事的手法，在《三六九小報》這樣主張非關政治的場域

才能表現出他們的意見。 

 另一篇古圓所寫《殺而祭之》之中也展現對日本文化的無法理解與嘲笑，

作者先是提出儒家中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的看法，認為屠戶這種宰殺動物的場地

遠離市區是必須的，然而特地為這些動物做碑紀念，甚至有祭典不知這些被宰

殺的動物作何感想。與上述相比，作者認為更為荒謬的是稻荷神社，他認為不

管是中國的廟宇或日本的神社，終歸祭拜的是功臣義士，但是稻荷神社卻以狐

狸為祭拜對象，這些動物平常都遭人類宰殺，豈肯受人類祭祀？若動物中真有

顯赫者，難道不會回頭向屠夫們報冤討命嗎？暫且不論作者對於稻荷神社概念

上的誤解，因為稻荷神社通常供奉的對象是保障生意興隆或農作物豐收的神

祉，狐狸只是作為神使，因此沒有作者所批判的問題。從文章中的用字亦可以

發現對於作者而言，自身的認同是日本國民，但可以看到對於台灣人而言日本

文化並不全然都代表著進步理性文明。 

我聞之中國欲建寺院廟宇，必須受政府默許，我國內地，寺院

神社雖多，大部分乃祭祀古今功臣義士，為稻荷神社祀狐狸

者，謂其可庇賣笑生涯是其迷信亦深。79 

筆者選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該文讓人看到台灣人對於日本人所建立的殖民論

述一個反思的看法，在自我認同的界線畫分上，已經與中國人之間有了因國籍

而產生的界線；與日本人之間雖因為殖民論述的緣故，台灣人依然是落後、不

文明的一方，但是若以迷信與否來認定文明，則日本人在台灣人面前是站不住

腳的，而且日本人可能進行著許多更為荒謬的迷信祭祀。透由對於日本文化的

不能理解與訕笑，雖不像倩影於《鬼語》一篇之中直接翻轉日本人與台灣人之

間的結構關係，或是《捉鬼記》中指桑罵槐的批評殖民政府，但是古圓在《殺

而祭之》該文中仍然透過迷信的標籤把殖民論述的鴻溝消弭了一點，將殖民者

                                                      
79 古圓(1931/03/16)。殺而祭之。三六九小報。第 56 號，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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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殖民者之間現代性層面的差距縮小了一些。 

 從單純的對立到於殖民論述體制中的關係拉近，更進一步的做法就如同刀

水《日本人之儒教觀》中提起的概念，該文共分四次刊登於報上分段闡述了儒

教自中國的起源到日本的詮釋，他以宗教的角度去解析儒教如何與日本文化相

通。80 

儒教，自古興於中華，政教一致之教也，昔傳來我國，異常發

達……現今之真解儒教者，敢謂不在中華人，而在日本人，日

本之文化涵養於儒教之精神，實非鮮少……今日於我國之儒

教，已無各學派之分立，其精神於我國固有之精神，完全一

致，不能有所區別，其四書五經，若江河緯地，日月經天，萬

世而不易，日本人讀之者，全不謂為儒教思想，若論語孟子之

數，已全為我日本人之論與孟子矣。若此我日本人所有之道德

思想，乃於神道精神，而加以儒教精神者，以成其根柢也。81 

從節選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刀水認為儒教雖然起源於中國，然而最為熟悉者已

經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雖然曾經日本國內也有諸多不同派別的儒教學

者，但隨著新時代的到來已經有了完整的統合，更重要的一點是，成就了現在

日本人精神的道德觀，源自於傳統的神道精神已經儒教的精神。這般論述用意

在於將儒教於日本性之中的地位提高，那早與儒教精神綁在一起的傳統漢文文

化，自然地位可以隨著提升。於前面的章節，筆者便以討論過傳統文人將自身

文化歸類進日本性一事，伴隨著日本殖民者需要運用漢文與台灣社會溝通，上

至與地方仕紳的交流，下到對一般民眾的宣導，再加上文字的運用上無法戰勝

中文字的地方性優勢，帝國漢文遭到殖民地漢文的取代。然而這樣的做法也遭

遇到了自己人的攻擊，向殖民者靠攏成為了被敵視的行為，對此傳統文人有可

能放棄與日本性掛勾，也有可能更積極的合併，以獲得自己在社會地位上的提

升，而刀水這一篇文章的角度明顯更傾向於後者。這般行為雖不完全相同於

                                                      
80 刀水(1934/05/09&1934/05/13&1934/05/16 &1934/05/19)。日本人之「儒教」觀。三六九小

報。第 339 號第 2 版&第 340 號第 2 版&第 341 號第 2 版&第 342 號第 2 版。 
81 刀水(1934/05/19)。日本人之「儒教」觀。三六九小報。第 342 號，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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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zonyi 所形容，學習統治階級的語言後的使用，畢竟在台灣社會漢文早

已是日常語言的一種，然而傳統文人依然抓到了殖民論述中殖民者的文化，日

本性比台灣傳統文化更為優秀，故而日本人可以殖民台灣人此一概念，轉而運

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政治之中，透由將自身歸納於日本性中來提升自己的地

位，這點無疑與 Michael Szonyi 所談被統治的藝術相似。人們正是透由學習權

力者的說話方式，來攫取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優勢。 

 在現代化的衝擊下有依然支持鬼怪、神話的人，自然也有回頭批判這些是

怪力亂神之人。擁護除魅化的人不只存在於新派知識分子之間，傳統文人也有

不少人接納新的精神。如鄭坤五所寫《我的顯微鏡下的宗教》以類似社論的方

式，投稿了被分成八段刊登的長文。 

……凡東西球的文明，確實有受著宗教的恩惠，像那美術、印

版，以及利用火種等等的初期發明……設使當無宗教之存在，

吾之近代的文化進展，斷不能有這樣的迅速。82 

鄭坤五認為宗教在早期，的確帶來了很多文明上的發展， 

未被利用前的宗教，是啟發民智，被利用以後的宗教，是阻礙

文明，在這時期中，完全與科學是水探不能相容，他見人智漸

開，若不用狡獪的手段，將來一定至於自滅的危機，乃一面依

附乞憐於利用者，又一面裝神弄鬼來誘騙婦女與愚人。83 

然則宗教也成為了君王控制民眾的利器，且常常成為科學發展的阻礙。以李老

君降生的故事舉例，作者認為這種非誕生的出生就是一種雙生子。神奇的出生

就是為了要迷惑愚民，其實都是可以用科學的方式解釋。基督教中的死而復生

作者也認為是可以被科學解釋的，只是單純的雙胞胎的存在。更有很多的寺廟

中的吉祥神蹟，都是僧人做怪騙人而以，不管中國或者是日本都有這些故事。 

 宗教家的騙人雖是不好，若是民眾有科學的常識，便不會上

他的當，近來民智已漸開了，對日常事事，也可以說有相當的

                                                      
82 鄭坤五(1932/03/06)。我的顯微鏡下的宗教。三六九小報。第 160 號，第 4 版。 
83 鄭坤五(1932/03/09)。我的顯微鏡下的宗教(二)。三六九小報。第 161 號，第 4 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413

70 
 

考察力了……設始能拋棄從前錯誤，把考察世事的智力，來小

小考察宗教的把戲，那就誰人都可以即時顯微明白了。84  

鄭坤五期望在這民智漸開的時代，大家可以慢慢不要盲從這些宗教議題，反而

透由對於事物的考察力，不再受制於宗教的迷惑。實際上，鄭坤五作為非常活

躍投稿《三六九小報》的知識份子，於其上刊登多篇文章皆談到宗教與權力如

何影響人們。如圖(十六)的《宗教家之醜態》一文批判了東方宗教過於愚昧，

不似西方宗教已經與科學先知連結，而不再崇拜自然萬物85；圖(十七)《神話之

黑幕》一文中則以漢高祖劉邦稱帝前，如神話般一系列稗官野史為例，討論當

時的民眾如何被神話故事給訓化86；以及圖(十八)《利用迷信亦有好處》之中退

了一步，以聖女貞德以及田單的故事，說明利用迷信鼓舞人民士氣並不是壞

事，但是如白蓮教一般煽動人民，則就是錯誤的手法87。 

 
圖(十六)88《宗教家之醜態》 

                                                      
84 鄭坤五(1932/03/29)。我的顯微鏡下的宗教(八)。三六九小報。第 167 號，第 4 版。 
85 鄭坤五(1934/10/13)。宗教家之醜態。三六九小報。第 385 號，第 4 版。 
86 鄭坤五(1934/03/06&1934/03/09&1934/03/13)。神話之黑幕。三六九小報。第 320 號第 2 版&

第 321 號第 2 版&第 322 號第 2 版。 
87 鄭坤五(1934/06/03&1934/06/06&1934/06/09)。利用迷信亦有好處。三六九小報。第 346 號第

2 版&第 347 號第 2 版&第 348 號第 2 版。 
88 鄭坤五(1934/10/13)。宗教家之醜態。三六九小報。第 385 號，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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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89《神話之黑幕》 

 

圖(十八)90《利用迷信亦有好處》 

從多篇文章來看可以觀察到，鄭坤五的論述有很強烈因現代性而支持除魅化的

味道，認為人們不應該被宗教給愚昧。在經歷科學薰陶之下，應當以科學精神

去檢討宗教之騙術，進而啟迪民智，隨著時代進步。在他的批判之中，各地區

的人們並沒有優劣之分，任何人都可能因不謹慎的查核而墮入迷信的圈套之

中，唯有與科學連結，捨去自然崇拜的心態，才能進步。鄭坤五以另類的方式

來挑戰殖民論述的核心，理當進步、文明的殖民者，若一時不察若入迷信的圈

套，那所呈現的樣貌與被批評落後、不文明的被殖民者豈有不同？在宗教的愚

昧之下，彼此之間的文明鴻溝，似乎難以畫分出一條明確的界線。 

小結(二) 

                                                      
89 鄭坤五(1934/03/06)。神話之黑幕。三六九小報。第 320 號，第 2 版。 
90 鄭坤五(1934/06/06)。利用迷信亦有好處。三六九小報。第 347 號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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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段筆者介紹了數篇與神話、鬼怪、宗教相關的文章，其中角度各異，有

像是好事的《航空公司之女股東一覽表》、綠珊盒主的《小封神》系列這樣以結

合傳統與新事物為目標的；也有像雨的《捉鬼記》、古圓的《殺而祭之》、或鄭

坤五的系列，帶有強烈批判社會狀況色彩的作品；更也有像是刀水的《日本人

之儒教觀》中強調自身文化與日本性結合的文章。縱使角度不同，但是仍然可

以看到背後共同的目的，就是於殖民論述上縮短與殖民者之間的距離。殖民論

述的核心在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文明與野蠻的差距，透由將被殖民者拉抬

到文明的程度，又或者是將殖民者降低至野蠻的形象，都可以改變兩者之間的

距離。這些作者在達到這個目標的手法就是操作現代性中的除魅概念，若所謂

的文明即是除魅後的社會，那未能做到的人就是野蠻的代表，透由這項概念的

運用，知識分子們狠狠的批判殖民論述於台灣人身上的壓迫。 

第三節奇聞軼事 

奇聞軼事會節選那些報導國內外難以解釋的現象，以及新奇事物的發現的

文章。此類文章通常會強調於國外發生之狀況，或者以科學的角度去解釋觀察

到的現象，縱使有些現象時至今日仍然難以有信服眾人的科學解釋，亦可能被

稱呼為偽科學，然而在當時自有一套方式去論述，使觀眾認識世界。更要注意

的是，這些文章中，國外是指西方世界，這與一直以來追尋現代化等於追尋西

方化的視野相同，再加上科學式的敘事，交錯之下形成現代化、西方化、科學

化三者相等同的觀念。這些奇聞軼事中的現代性被凸顯目的為何？其存在於

《三六九小報》這般以娛樂為主的媒介上無意間透漏書寫者何種心態？於神鬼

故事一段的小結，筆者提出知識分子在書寫時，透由改變文明的殖民者與落後

的被殖民者此一殖民論述核心概念，來反抗殖民的權力結構。類似的現象依然

可以透由報導奇聞軼事的文章中看到，源於人們對於現代性的反思或抵抗，或

許會質疑筆者前面指出現代性是與西方性、科學性結合，何以成為人們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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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似乎與殖民體制無關。然而台灣的現代性由日本殖民政府帶來，對於台

灣人而言，縱使現代性與西方性、科學性相連結，同時間現代性與殖民論述也

是密不可分，故而與現代性對抗就是一種對抗殖民的象徵。另一方面，傳統文

人也體認到現代性是整個社會的趨勢，改變與引入新知是必須的，若能越過日

本的殖民現代性直接接觸外國新知，又何嘗不是一種對於殖民權力結構的反

抗？上述兩條思路都是可能存在於書寫的行為之中，是值得去文本內觀察。 

以下方圖(十九)剛所寫的《人造人》一文來看，作者介紹美國《禮拜六晚

報》上新提出的概念：勞薄脫(Robots)，其實就是我們現代認識的機器人，勞薄

脫的概念人們最早只當是戲劇中的諷刺元素，並未想到在科學時代人們真的將

之實現，隨後又介紹了幾種不同的勞薄脫，有像是幫忙開船、預測命運、同人

打電話、幫忙做數學計算，最厲害的勞薄脫甚至可以計算出全世界的港口未來

的潮水變化。作者認為上述功能或許如童話一般，但是在科學萬能的時代這都

是可能實現的，人們不應該對此大驚小怪。91從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有能力

直接閱讀美國的報紙並進行翻譯給台灣的讀者，並至始至終抱持科學作為新時

代的方向，必定可以實現人們各式各樣的願望與想像。 

 

圖(十九)92《人造人》 

                                                      
91 剛(1933/04/29)。人造人。三六九小報。第 284 號，第 4 版。 
92 剛(1933/04/29)。人造人。三六九小報。第 284 號，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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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下方圖(二十)所示海客所寫的《天雨蛙魚雁》，他提到了人們常幻想

空中下黃金雖然無法實現，但是從空中落下動物卻是可能的。在西班牙就發生

過隨著雨落下青蛙的案例，世界各地也發生過落下蛙類、魚類的新聞，當時人

們認為是因為水氣蒸發時一併被帶上天的；在西雅圖更是發生上百頭雁子隨著

大雨落下，而人們則認為是雁群被大風雨捲進去後失去控制能力，才摔落至地

面。93從海客的角度可以看出，他也相信這些不可思議的事件背後，有一套可

以透由科學去解釋的答案，反映出相當明顯的現代性的意識。從前述的例子可

以看出，對於想要改變的台灣傳統文人而言，擁有現代性的思考方式是可以想

見的，認為再不合理的事情背後可以透由科學的手段去追求真相。另一篇下方

圖(二十一)呈現海客所寫的《貓的迷信》介紹西方人各種有關貓的迷信，像是

荷蘭人若結婚時下雨，是因為新娘讓貓餓著，在德國也存在著天氣的陰晴與貓

息息相關的傳說，西方的水手更是將貓的行為視作預測天氣的手段，若將貓丟

入海中，那更是大大的不吉利。西方人對於貓的迷信始自埃及人，反而古希臘

人和羅馬人並不愛貓。而蘇格蘭還存在著野貓，反而相鄰的愛爾蘭中並沒有

貓。94這篇文章很簡單地歸納與整理世界各國中與貓相關的迷信，可以視作為

了普及人們的知識而引入西方的趣聞。從海客的文章來看，他鮮少將個人觀點

帶入文章之中，多為分享外國奇聞軼事而已，然而能做到如此想必也有能夠閱

讀外文的能力，就如同書寫《人造人》的剛一樣，他們並沒有意識的要去針對

現代性提及任何批判，然而他們試圖跨越殖民者所控制的現代性論述能力，成

為直接連接台灣與西方世界的橋樑。 

                                                      
93 海客(1933/07/23)。天雨蛙魚雁。三六九小報。第 309 號，第 4 版。 
94 海客(1933/06/13)。貓的迷信。三六九小報。第 297 號，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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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95《天雨蛙魚雁》 

 

圖(二十一)96《貓的迷信》 

而下方圖(二十二)所呈現太荒寫的《美女三變》介紹在電氣已經相當普遍

的當代的一場魔術秀。起先一美女立於場中，隨後光電自下而上，漸漸頓去美

女之衣服，待美女全裸之後，光自上而下，將美女化作一具骷髏，最後光再由

下而上，美女再度出現在場中微笑退場。這般戲法，反而令作者感受到勸世的

意味，任何的美色其中心都是骷髏，然而有許多人能然沉迷於美色，留戀不

已，若看了這戲，想必不再貪戀。97該文作者的反應相當有趣，在面對聲色場

                                                      
95 海客(1933/07/23)。天雨蛙魚雁。三六九小報。第 309 號，第 4 版。 
96 海客(1933/06/13)。貓的迷信。三六九小報。第 297 號，第 4 版。 
97 太荒(1934/03/16)。美女三變。三六九小報。第 323 號，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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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娛樂轉而升起自省的心理，在面對科技物的衝擊之下轉而回歸到應當被除

魅的宗教思想之下。相對於前一段寫作《人造人》的剛對科學時代抱持著龐大

的信心，太荒反而沒有那麼大的期許，他反而更看重人們於時代中能否不備表

現給欺騙，多注重於事物的本質。 

 

圖(二十二)98《美女三變》 

以筆名茶博士投稿的作品專門談論作者觀察的怪奇現象，並以科學的口吻

去描述，塑造出一種荒謬、幽默的內容。如《露出狂》一文，其描述社會上開

始出現年輕女性像是舞女、演員、歌手、浪漫女等，為了炫耀自身的肉體美而

越穿越少，以裸露的穿著試圖吸引眾人的目光，又俗成烏貓症。只有當天氣變

冷之後，氣溫降低才能改善這種病狀。99這一小段文章，以疾病的方式去描述

新式的審美與女性解放的思想，雖是娛樂性質的介紹，卻也反映出了人們的普

遍看法，這些穿著裸露的女性的確吸引人的目光，但是以疾病形容仍表示民眾

對於這種穿著是違反社會良俗的。又如《攝鬼影》一文，作者介紹人們日常所

提的幽靈寫真，也就是現代所說的靈異照片，這種照片世界各地於國外、日本

皆有，並不是虛構的東西。而外國人也對此特別進行研究，作者特別強調是由

英國心靈學研究會的權威發表在美國最通俗的科學報上，他們以一名重度癲癇

的女性作為研究對象，在其發病之時進行攝影，發現 

但見身現白光，，或有時口中吐出白光，長如匹練，或兩手力

扯白氣，如薄羅，其朦朧處，純出攝寫而成，分人工所能做偽

                                                      
98 太荒(1934/03/16)。美女三變。三六九小報。第 323 號，第 2 版。 
99 茶博士(1932/08/23)。露出狂。三六九小報。第 280 號，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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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100 

而研究人員也指出，這些拍到的白光，令人感到冰冷，給人如粉狀的朦朧感。

在其他受試者的身上也看到類似的白光，卻無法說明白光自何處產生。更有一

些實驗對象，在失神的狀況下會造成周圍物品移動，從照片中可以看到自指端

有白色絲現牽著物品。101這些案例對於科學界而言，無法給出個明確的解答，

作者為此感嘆到： 

數十年前人多高唱科學萬能，殊知今日，科學愈發明，愈知萬

古未解之謎，充滿宇宙間也。世人具備之五官，以目視，以耳

聞，以體觸，以鼻嚊，以口嘗，所謂五官之活動於世界也。102 

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認為隨著科學的不斷進步，人類探索世界後得到更多

的謎團，發現更多無法以科學解釋之物。以兩篇茶博士所寫之文章，可以初看

其立場，皆承認社會受到科學化、西方化的推動有所改變，然而對於這些改變

作者採取一種略帶保留的態度。如《露出狂》提到，女性的確吸引人目光，然

而傷風敗俗；《攝鬼影》中提到，科學的確使人們的視野擴張、探索更廣，然而

也徒增了許多無法解釋的謎團而已，並未實質一個進步文明的社會。 

小結 

 本段筆者節選數篇介紹各地奇聞軼事的文章，用以討論本段提出的兩種觀

點，一是對於現代性的質疑，透由質疑現代性的可靠性來反對現代性；二是當

台灣人可以越過殖民現代性直接接收其他現代性的資訊，是否表示台灣人一定

程度上擺脫殖民現代性的束縛？透由對於文本的分析可以看見，對於傳統文人

而言，求變是勢在必行，然而在碰上現代性之時，卻又呈現不安與試探的樣

貌。這也正是台灣人在現代性與新鮮事物前的真實樣貌，人們不得不承認現代

性有其吸引力與好處，然而要完全擺脫過往擁抱新事物又並非如此容易，故而

                                                      
100 茶博士(1933/03/01)。攝鬼影。三六九小報。第 266 號，第 4 版。 
101 茶博士(1933/03/03)。攝鬼影(二)。三六九小報。第 267 號，第 4 版。 
102 茶博士(1933/03/06)。攝鬼影(三)。三六九小報。第 268 號，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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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一種時而玩味時而諷刺的態度，與現代性試圖親近又不敢過於靠近。然而

當台灣人有與現代性互動的自主性之時，表示擁有擺脫殖民論述束縛的能動

性，將文明與野蠻之間的界線給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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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第一節漢文文化於時代下的位置 

 在本文之初筆者提問到，宗教與民俗，此般對於漢文文化相當重要的議

題，在面對日本殖民政府帶來的現代性的除魅衝擊之下，該如何存續，並是否

能成為一種維持民族自我性的手段？這問題牽扯兩個面向，第一是現代性除魅

與宗教、民俗之間的新舊之爭；第二是殖民論述下的權力結構關係。這兩因素

影響之下需要考慮的是，以殖民現代性的角度來看，前者所提現代性除魅與宗

教、民俗之間的關係象徵的是進步與落後之間的差距，而這象徵更是殖民論述

的核心，因進步、文明所帶來的權力正當性，用於統治落後的野蠻民族。至

此，可以勾勒出一個畫面，越是堅守宗教、民俗或是其他漢文文化傳統價值的

人、事、物，在現代性之下越是面臨打壓與排除。然而日本殖民時期，因當局

政策之故，傳統漢文文化與傳統文人、仕紳並未受到強力的打壓。甚至當政者

與這些仕紳相交，並學習大量傳統漢文文化用於溝通與交流。此般行為使得台

灣社會的圖像更為複雜，以殖民論述的角度來看，傳統漢文文化應當是落後野

蠻的；從政治策略的角度上來看，這些內容卻又是早早歸納進入日本性，身為

殖民者文化的一環；從新式知識分子的眼中來看，傳統漢文文化須被革新甚至

是淘汰，同時又淪為與殖民者站在同一陣線的走狗，是應當隨著時間被現代性

給汰除的一群。可以發現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傳統漢文文化以及傳統文人所

處的位置都不一樣，他們可否就此劃分出台灣人的身分，用以彰顯台灣人的民

族自我？建構我群最為直白的方式便是區隔他者，對於台灣人而言便是與日本

人做出區隔，更進一步是對於殖民論述的權力進行反抗，唯有打破進步與野蠻

之間的隔閡，才能使民族自我性被看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413

80 
 

第二節從理論到現實 

 針對上述的行為，筆者以數個理論作為觀察的出發點。第一是 James Scott

於《不被統治的藝術》與《弱者的武器》兩書之中提出的看法，透過小手段、

陽奉陰違的行為用以表達自己的不滿，試圖透過日常的不方便、背地裡說閒話

來試圖改變有權者的行為，此外，另一個重要的目的是告訴其他有權力的人，

這般的言行是不受歡迎應當避免。對於權力弱勢者而言，許多場合中權力關係

是難以顛覆的，唯有使有權力的一方在行動上造成不方便才是最佳的生存方

式，這麼做才能減少對弱勢的壓迫；第二是 Michael Szonyi 於《被統治的藝

術》一書之中所提監管套利的概念，他挪用原本屬於金融管理的用詞，將這種

運用制度漏洞、或者是實際情況與監管制度之間的差異、利用多個監管系統之

間的不同，管理人員怕麻煩的心態來獲得經濟利益之行為，轉換到日常生活政

治之中，用以描述當人們熟悉當權者的「語言」之時，運用制度的漏洞和「語

言」的使用去獲取自己的利益；第三是 Homi Bhabha 所提的擬仿，擬仿描述的

是被殖民者模仿著殖民著的，透由沒有詮釋很表象式的重現，他貌似與殖民者

相像但終歸是不同之物。然而擬仿並不消除被殖民者的身分，他對於殖民者帶

來一個威脅，透由模仿權威性言語去質疑語言的權威性。這樣的實作越是操

作，國家的權威性就越是低落。在擬仿的過程，觀察者淪為被觀察者，所觀察

到的片面事實，成了全面的真相。這三個面向乍看之下代表著不同的行為模

式，然而其背後都指向同一個目標，即是在權力結構的體制下，身為弱勢者尋

求生存的方式。 

然而理論的描述終歸是對於其他時空背景之下觀察所得出的結論，將這些

框架直接套用至台灣社會是不合適的，更會忽略本地特有的環境影響。正如前

一段所提，日本殖民者接納傳統漢文文化，並用做與台灣人交往的手段，這使

得傳統漢文文化一直在台灣社會保有一定地位。更進一步影響台灣的混成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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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不同於其他殖民地地區的混成語，台灣的混成語受到本土知識分子的影

響較多，故而在文化上反倒成了主流的書寫方式。這使得我們回頭檢視上述的

三個理論時，需考慮在文化上強勢的文化不僅僅只有日本帶來的殖民現代性、

亦包含傳統漢文文化，何謂當權者的「語言」其內涵的組成並非單一種文化如

此簡單。在理解理論與台灣社會實際存在的微妙距離後，應當開始檢視這些理

論實際上於文本中如何呈現。從第三章分析的三種素材：廣告、神鬼故事、奇

聞軼事之中可以看到三種行為模式在文章之中都是被運用的，可以發現台灣人

透由《三六九小報》這般非正式、以詼諧娛樂為主題的媒介，有意或無意間不

斷的挑戰殖民論述。第一種最直接且強烈的方式是以 J. Scott 的方式於這種非正

式的場合，將日本人塑造成負面的形象、貼上負面的標籤，又或是指桑罵槐批

評政局的混亂，到批判日本文化中的荒謬性。《三六九小報》非政治性的主張成

為最好的掩護，非正式性的緣故使得陽奉陰違的心態可以盡情展現；而 H. 

Bhabha 所描述的擬仿，則是在醫療相關的廣告文案之中尤為明顯，對於廣告投

放者而言，他們發現西式、現代性的醫療對於群眾而言有著更大的吸引力，為

此展現自己與現代醫療的連結性、又或者模仿現代性的醫療論述方式，成了廣

告文案最好的說詞。然而最常見的手法依然是 M. Szonyi 所描述監管套利的行

為運用文化上強勢的「語言」來爭取自己的利益。不管是蘭記書局的廣告，活

用傳統漢文文化仍享有極高的吸引力與自由度的特色作為文案內容；神鬼故事

之中，刀水將自身儒教文化融入日本性並藉此延伸出日本當代的道德性；又或

是奇聞軼事之中，各種對於西方奇案的介紹，這些作品都再再張顯日本殖民政

府在於文化上並未擁有絕對的詮釋力，並且台灣人是能活用這些話語來獲取利

益，也就是顛覆殖民論述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文明、野蠻落差。至此可

以觀察到，台灣人的自我性被確立並不是單純的區分出日本人與台灣人而已。

而是在這般的基底上能去駁倒殖民論述這個區隔出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核心意

識，因現代性帶來的文明優越，若不能維持，甚至遭被殖民者所模仿、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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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文明與野蠻之間的鴻溝將減少，對於被殖民者而言張顯了民族的自我性之

時，亦同時自身掌握能動性，不再只是單純的於權力結構下被壓迫。 

 

第三節傳統文人與台灣文化之建構 

自筆者的觀察可以看到，傳統漢文文化並非如新舊文學論戰之下一分為二

那個守舊迂腐的形象，也並非在權力結構之中因受殖民政府重視就淪落為純粹

的走狗。對於創作者而言，他們想必如 J. Scott 筆下馬來西亞鄉村的農民一般，

縱使身分上不如他們貧困，但是在面對真正的權力之時，依然感受到無法直接

反抗的壓力，而越是嚴厲的懲罰越是容易使底下百姓選擇陽奉陰違的反抗手

法。而《三六九小報》也提供了空間給予書寫者去發表他們的內容，可能是無

意也可能是有意中展述了，本文中筆者試圖去挖掘出的對於殖民的反抗。這些

文章還展現了傳統漢文文化在現代性與新的科技物衝擊下的轉變，對於殖民地

而言，現代性與殖民是無法脫鉤的，在被束縛的基礎之上，面對現代性與新科

技物是既新奇又排斥的。在想要改變的前提之下，此時接觸到的新事物正是翻

身的機會，然而不管新制度還是物品多是殖民者引入，若接納此則不免流於服

膺於殖民者權威，但若放棄則又錯失一掃迂腐形象的機會，夾雜於衝突之中，

唯有透過戲謔、諷刺玩味的態度，才能平衡心中既需要現代性又試圖與之保持

距離拉扯想法。到此可以理解《三六九小報》上的作品是揉合了多樣元素下的

結果，一是殖民權力結構下的環境，二是傳統文人於結構下的身分，三是現代

性與殖民的關聯性，最後則是《三六九小報》本身主打娛樂非政治的立場。此

一複雜的背景產生毛文芳於〈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

界〉一文中給出的結論：三六九小報這樣的一個媒介，看似傾向守舊傳統的一

方，透由大量的傳統文藝來發洩文人的文采，然而又同時參與了文化生產的現

代性。使用了傳統的技法，但是實際上書寫的內容卻是反傳統的。可以看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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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矛盾的現象。103又或是劉柳書琴於〈通俗作為

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台灣的讀書市場〉之中給的看法：《三六

九小報》的策略在於傳承漢文通俗文學之時，並非挪用或轉換，而是強調有別

於殖民主義與新文學之存在。當我們察覺台灣文化主體作為傳統文人維繫漢文

文化的結果時，他們的行為不單是維護仍不斷更新此一主體，應當視作具抵制

殖民主義的台灣漢文文化主義。104 

 而回到命題中宗教與民俗如何在現代性的衝擊下存續，前一段的討論給出

了解答，重點在於這兩者與台灣文化的關係。正因為現代性對於台灣人而言存

在著既想要親近可是又排斥的心理；而另一邊宗教與民俗深深植入傳統漢文文

化之中，進而影響台灣文化的樣貌，與兩者的關係如此故而不管對於現代性或

者是宗教與民俗人們都難以將之割捨，更遑論全面性的除魅化，將宗教與民俗

自日常生活之中排除。相反過來，宗教與民俗在於民族性中的重要性，使得越

是再生產其相關文化，就越是強化其民族性得以用來劃分出我群與他群之間的

界線。更可說線性史觀式的歷史想像似乎無法準確描繪真實的過往，每當有新

的制度、思潮誕生只是更為豐富文化的面相，進而產生更多的觀察切入點。至

此可以了解到面對現代性何以宗教與民俗能不斷存續，源於其本質之中對於台

灣文化的價值，隨著台灣文化不斷傳承，宗教與民俗也將持續傳遞。 

 

第四節從《三六九小報》到台灣文化 

 前一段指出本文所欲驗證之論點因《三六九小報》提供的環境得以證實，

然而支持並創作傳統漢文文化是反抗殖名主義的一種手段，此種觀點只局限於

小報之上嗎？筆者並不認同，前一段有提及仍有其他環境因素促使了此種情緒

                                                      
103 毛文芳(2004)。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近代史研究所期刊，第 46

期， 159-222。 
104 劉柳書琴(2004)。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台灣的讀書市場，中外

文學，第 33 卷第 7 期， 19-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413

84 
 

的增長，故而傳遞訊息的媒介只是部分的成因，而非必要的要素。筆者的目的

在於透由本文期望拓展研究視野，對於台灣人於文化上的抗爭的解讀可以產生

更多面向的思考方式，同時展現可能透過更多不同的形式展現文化上的抗爭。

另一點在於除魅化為何難以全面實現，這問題隨著不斷接近現代越常被提及，

當代的現代化程度想必比日治時期更勝，更比 Max Weber 提出除魅化概念之時

現代，然而除魅一事卻從未成真，宗教、民俗等題材仍不斷存在於日常生活之

中，筆者試圖點出一個可能性，那便是其鑲嵌於民族性之中，故而每當人們為

了彰顯民族性之時，就再生產了宗教與民俗相關之文化，當這循環不斷實做除

魅化便無法完全做到。然而本文受限於篇幅與材料之收集，故只能以《三六九

小報》為研究與結論對象，難以針對更廣泛的範圍來驗證上述猜測是否屬實，

對此筆者希望本文可以作為一個試探的方向去給予其他研究一個起點與觀點，

去探討殖民體制下的傳統漢文文化與台灣文化如何與權力結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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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節選文本一覽表 

編號 圖中內容 作者 出版日期 期號版次 類型 

圖(一) 奇俠精忠傳 蘭記書局 1934/10/29 390 號 1 版 廣告 

圖(二) 日用百科全書 蘭記書局 1932/03/09 161 號 1 版 廣告 

圖(三) 驚人相術奇書 蘭記書局 1931/02/23 49 號 1 版 廣告 

圖(四) 拳乘 蘭記書局 1931/08/26 140 號 1 版 廣告 

圖(五) 江湖奇俠法術大全 蘭記書局 1932/10/03 222 號 1 版 廣告 

圖(六) 山本齒科醫院 山本三郎 1932/06/19 191 號 1 版 廣告 

圖(七) 王外科醫院 王百焜 1935/09/03 478 號 1 版 廣告 

圖(八) 逢安理學治療所 逢安理學治

療所 

1932/06/03 186 號 1 版 廣告 

圖(九) 介紹吐血肺癆 南陽堂藥房 1932/06/06 187 號 1 版 廣告 

圖(十) 紹介活世秘方 高燦榮 1932/03/09 161 號 3 版 廣告 

圖(十一) 航空公司之女股東一

覽表 

好事 1932/10/13 225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十二) 航空公司之女股東一

覽表 

好事 1932/10/13 225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十三) 自轉車驚走三太子 綠珊盒主 1931/04/09 63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十四) 自轉車驚走三太子 綠珊盒主 1931/04/13 64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十五) 自轉車驚走三太子 綠珊盒主 1931/04/16 65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十六) 自轉車驚走三太子 綠珊盒主 1931/04/19 66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十七) 自轉車驚走三太子 綠珊盒主 1931/04/23 67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十八) 自轉車驚走三太子 綠珊盒主 1931/04/26 68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十九) 雷震子力賽飛行機 綠珊盒主 1931/05/13 73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二十) 雷震子力賽飛行機 綠珊盒主 1931/05/16 74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二十

一) 

雷震子力賽飛行機 綠珊盒主 1931/05/19 75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二十

二) 

鬼語 倩影 1930/10/16 12 號 4 版 神鬼故事 

圖(二十

三) 

鬼語 倩影 1930/10/16 12 號 4 版 神鬼故事 

圖(二十

四) 

捉鬼記 雨 1935/02/19 421 號 2 版 神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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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五) 

殺而祭之 古圓 1931/03/16 56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二十

六) 

殺而祭之 古圓 1931/03/16 56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二十

七) 

日本人之儒教觀 刀水 1934/05/09 339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二十

八) 

日本人之儒教觀(二) 刀水 1934/05/13 340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二十

九) 

日本人之儒教觀(三) 刀水 1934/05/16 341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三十) 日本人之儒教觀(四) 刀水 1934/05/19 342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三十

一) 

我的顯微鏡下的宗教 坤五 1932/03/06 160 號 4 版 神鬼故事 

圖(三十

二) 

我的顯微鏡下的宗教

(二) 

坤五 1932/03/09 161 號 4 版 神鬼故事 

圖(三十

三) 

我的顯微鏡下的宗教

(三) 

坤五 1932/03/13 162 號 4 版 神鬼故事 

圖(三十

四) 

我的顯微鏡下的宗教

(四) 

坤五 1932/03/16 163 號 4 版 神鬼故事 

圖(三十

五) 

我的顯微鏡下的宗教

(五) 

坤五 1932/03/19 164 號 4 版 神鬼故事 

圖(三十

六) 

我的顯微鏡下的宗教

(六) 

坤五 1932/03/23 165 號 4 版 神鬼故事 

圖(三十

七) 

我的顯微鏡下的宗教

(七) 

坤五 1932/03/26 166 號 4 版 神鬼故事 

圖(三十

八) 

我的顯微鏡下的宗教

(八) 

坤五 1932/03/29 167 號 4 版 神鬼故事 

圖(三十

九) 

宗教家之醜態 坤五 1934/10/13 385 號 4 版 神鬼故事 

圖(四十) 神話之黑幕 坤五 1934/03/06 320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四十

一) 

神話之黑幕 坤五 1934/03/09 321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四十

二) 

神話之黑幕 坤五 1934/03/13 322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四十

三) 

利用迷信亦有好處 坤五 1934/06/06 347 號 2 版 神鬼故事 

圖(四十

四) 

人造人 剛 1933/04/29 284 號 4 版 奇聞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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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

五) 

天雨蛙魚雁 海客 1933/07/23 309 號 4 版 奇聞軼事 

圖(四十

六) 

貓的迷信 海客 1933/06/13 297 號 4 版 奇聞軼事 

圖(四十

七) 

美女三變 太荒 1934/03/16 323 號 2 版 奇聞軼事 

圖(四十

八) 

露出狂 茶博士 1932/08/23 280 號 4 版 奇聞軼事 

圖(四十

九) 

攝鬼影 茶博士 1933/03/01 266 號 4 版 奇聞軼事 

圖(五十) 攝鬼影(二) 茶博士 1933/03/03 267 號 4 版 奇聞軼事 

圖(五十

一) 

攝鬼影(三) 茶博士 1933/03/06 268 號 4 版 奇聞軼事 

圖(五十

二) 

清井醫院 清井醫院 1933/01/29 257 號 1 版 廣告 

圖(五十

三) 

石池賣藥類似品製造

所 

石池賣藥類

似品製造所 

1932/07/23 210 號 1 版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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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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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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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圖(五) 

 

圖(六)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413

97 
 

 

圖(七)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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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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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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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圖(十五) 

 

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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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圖(十八) 

 

 

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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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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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 

 

圖(二十四) 

 

圖(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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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 

 

圖(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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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 

 

圖(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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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 

 

圖(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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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 

 

 

圖(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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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413

109 
 

 

圖(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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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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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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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 

 

圖(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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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 

 

圖(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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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二) 

 

圖(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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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四) 

 
圖(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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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六) 

 

圖(四十七) 

 

圖(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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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九) 

 

圖(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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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一) 

 

圖(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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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