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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書目 

壹、基本史料 

一、雜誌、報紙 

∗《中央公論》，中央公論社，本文主要參考 1895〜1945 年。 

∗《台灣時報》，台灣總督府情報部，1919 年〜1945 年。 

∗《台灣新報》，台灣新報社。 

∗《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日日新報社。 

∗《台灣新民報》，台灣新民報社。1930 年 3 月〜1932 年 4 月。 

∗《興南新聞》，興南新聞社。 

∗《媽祖》，媽祖書房，1934 年 10 月〜1938 年 3 月。 

∗《台灣文藝》，台灣文藝聯盟，1934 年 11 月〜1936 年 8 月。 

∗《台灣新文學》，台灣新文學社，1935 年 12 月〜1937 年 6 月。 

∗《華麗島》，台灣詩人協會，1939 年 12 月。 

∗《文藝台灣》，台灣文藝家協會，1940 年 1 月〜1944 年 1 月。 

∗《台灣文學》，台灣文學社，1941 年 5 月〜1943 年 12 月。 

∗《民俗台灣》，東都書籍台北分店，1941 年 7 月〜1945 年 1 月。 

∗《台灣文藝》，台灣文學奉公會，1944 年 5 月〜1945 年 1 月。 

∗《台灣民報》，1923 年 4 月到 1929 年 5 月。 

∗《文學報國》，日本文學報國會，1943 年 8 月〜1945 年 4 月。 

∗《理蕃の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32 年 1 月〜194312 月。 

二、作品、文集 

∗大鹿卓著，《野蠻人》，巢林書房，1936 年（昭和 11）發行。本文參考之復刻

本係由河原功監修、解說，《野蠻人》，（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 18；【台灣

編】6），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 年 9 月發行。 

∗大鹿卓著，川村湊監修、解說，《大鹿卓作品集》，（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

45；【樺太編】2），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1 年 9 月發行。 

∗山部歌津子，《蕃人ライサ》，東京：銀座書房，1931 年（昭和 6)1 月發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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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參考之復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下村作次郎解說，《蕃人ライサ》，（日本植民

地文學精選集 16；﹝台灣編 4﹞），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 年 9 月。 

∗中村古峡，〈蕃地から〉，《中央公論》，1916 年(大正 5)7 月 15 日發行。 

∗中村地平，《陽なた丘の少女》，京都：人文書院，1940 年(昭和 15)12 月。 

∗中村地平，《仕事机》，東京：筑摩書房，1941 年(昭和 16)3 月發行。 

∗中村地平，《台灣小說集》，東京：墨水書房，1941 年(昭和 16)9 月發行。本文

參考之復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岡林稔解說，《台灣小說集》，（日本植民地文學

精選集 20；【台灣編】8），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 年 9 月發行。 

∗中村地平，《中村地平全集》（共 3 卷），東京：皆美社，1971 年 2 月發行。 

∗中村地平，《中村地平小說集》，日本宮崎：鉱脈社，1997 年 2 月發行。 

∗中島利郎、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共 6 卷：

第 1-2 卷，西川滿著，中島利郎編。第 3-4 卷，濱田隼雄著，河原功編。第 5

卷坂口れい子・中山侑・川合三良・中山侑等著，中島利郎編。別卷，內地作

家宇野浩二等著，河原功編。），東京：綠蔭書房，1998 年 7 月初版。 

∗台灣總督府情報課，《決戰台灣小說集》（乾、坤兩卷），台北：台灣出版文

化株式會社，1944 年（昭和 19）12 月、1945 年（昭和 20）1 月出版。本文參考

之復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決戰台灣小說集：乾之卷／坤之卷》（日本植民

地文學精選集 15；【台灣編】3），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 年 9 月發行。 

∗竹越與三郎，《台湾統治志》，東京：博文館，1905 年（明治 38）。本文參考之

復刻本係由台北：南天書局發行，1997 年。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東京：二酉社，1910 年（明治 43）4 月。 

∗西川滿編，《台灣文學集》，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42 年（昭和 17）8 月。

本文參考之復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垂水千惠解說，《台灣文學集》（日本植民

地文學精選集 13；【台灣編】1），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 年 9 月發行。 

∗西川滿，《台灣縱橫鐵道》，東京：人間の星社，1978 年 10 月（本書已有中文

版，黃玉燕譯，《台灣縱橫鐵道》，台北：柏室科藝，2005 年。） 

∗西川滿著，葉石濤譯，《西川滿小說集 1》，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年 2 月。 

∗西川滿著，陳千武譯，《西川滿小說集2》，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年2月初版。 

∗西川滿著，陳藻香監製，《華麗島顯風錄》，台北：致良出版社，1999 年。 

∗西川滿著，陳藻香監製，《華麗島民話集》，台北：致良出版社，1999年。 

∗庄司總一，《陳夫人》，東京：通文閣，第一部╱1940 年（昭和 15）11 月，第

二部╱1942 年（昭和 17）7 月。（本文參考之復刻本；台北：鴻儒堂出版社，

1992 年 6 月。本書另有中譯本；黃玉燕譯，台北：文英堂，1999 年 6 月。） 

∗庄司總一，《南の枝》，台北：東都書籍，1943 年（昭和 18）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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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東京：第一書房，1926 年（大正 15）發行。 

∗佐藤春夫，《霧社》，東京：昭森社，1936 年（昭和 11）7 月發行。本文參考之

復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藤井省三解說，《霧社》（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 17；

【台灣編】5），東京都：綠蔭書房，2000 年 9 月發行。 

∗佐藤春夫，《日本の風景》，東京：新潮社，1959 年（昭和 34）7 月發行。 

∗佐藤春夫，《定本佐藤春夫全集》，京都市：臨川書店，1999〜2000 年。 

∗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殖民地之旅》，台北：草根文化，2002 年 9 月初版。 

∗佐藤春夫記念館編集，《佐滕春夫宛 森丑之助書簡》，新宮市：新宮市立佐藤

春夫記念館，2003 年 3 月 20 日發行。 

∗坂口れいこ，《鄭一家》，台北：清水書店，1943 年（昭和 18）9 月。本文引

用之復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星名宏修解說，《鄭一家；曙光》，（日本植民地文

學精選集 37；【台灣編】12），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1 年 9 月發行。 

∗呂赫若等著，《台灣小說集》，大木書房，1943 年（昭和 18）。本文引用之復

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野間信幸解說，《台灣小說集》，（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

14；【台灣編】2），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 年 9 月發行。 

∗呂赫若，《清秋》，台北：清水書店，1944 年（昭和 19）9 月。本文引用之復

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垂水千惠解說，《清秋》，（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 39；【台

灣編】14），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1 年 9 月發行。 

∗周金波著，中島利郎、黃英哲編，《周金波日本語作品集》，東京：綠蔭書房，

1998 年。 

∗後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東京：拓殖新報社，1935 年（大正 10）。 

∗皇民文庫刊行會，《鄭成功》，台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1944 年(昭和

19)10 月 30 日。 

∗星名宏修編，《台灣純文學集》（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第一期；5,6），

東京都：綠蔭書房，2002 年 11 月發行。 

∗真杉靜枝《小魚の心》，東京：竹村書房，1939 年(昭和 14)10 月。本文引用之

復刻本係由尾形明子監修，《小魚の心》（近代女性作品精選集：17），東京都：

ゆまに書房，1999 年 12 月發行。 

∗真杉靜枝，《ことづけ》，東京：新潮社，1941 年(昭和 16)發行。本文引用之復

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解說，《ことづけ》，（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 19；【台灣

編】7），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 年 9 月發行。 

∗真杉靜枝，《南方紀行》，東京：昭和書房，1941 年(昭和 16)發行。本文引用之

復刻本係由原ひろ子監修，《南方紀行》（女性のみた近代：24），東京都：ゆま

に書房，2000 年 12 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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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杉靜枝，《母と妻》，大阪：全國書房，1943 年(昭和 18)發行。本文引用之復

刻本係由長谷川啟監修，《母と妻》（〈戦時下〉の女性文学：12），東京都：ゆ

まに書房，2002 年 5 月發行。 

∗真杉靜枝，《帰休三日間》，大阪：全國書房，1943 年(昭和 18)發行。本文引用

之復刻本係由長谷川啟監修，《帰休三日間》（〈戦時下〉の女性文学：14），東

京都：ゆまに書房，2002 年 5 月發行。 

∗高山凡石（陳火泉），《道》，台北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3 年（昭和 18）12

月。（後中譯連載於高雄：民眾日報，1979 年 7 月 7 日〜8 月 16 日）。 

∗野上彌生子，《私の中國旅行》，東京：岩波書店，1959。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東京：海洋文化出版社，1942 年（昭和 17）。（本書

已有中文版：黃玉燕譯，《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藝，2004 年。） 

∗張恆豪編，《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日據時代》(共十冊)，台北：前衛

出版社，1991 年 2 月初版。 

∗葉石濤編譯，《台灣文學集 1〔日文作品選集〕》，高雄：春暉出版社，1996。 

∗葉石濤編譯，《台灣文學集 2〔日文作品選集〕》，高雄：春暉出版社，1996。 

貳、研究專書 

一、中文 

∗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 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 年。 

∗王曉波編，《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縣：帕米爾書店，1985 年。 

∗中島利郎編，《日據時期台灣文學雜誌：總目．人名索引》，台北：前衛出版

社，1995 年。 

∗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台灣》，台北：稻鄉出版社，

2002 年。 

∗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著，謝石、沈力譯，《性史》，台北：結構群文化，

1990 年。 

∗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台北：

桂冠出版公司，1992 年。 

∗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台北：

桂冠出版公司，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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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出

版社，1993 年。 

∗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劉絮愷譯，《臨床醫學的誕生》,台

北：時報文化，1994 年。 

∗托里‧莫以（Toril Moi）著，陳潔詩譯，《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

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 年。 

∗江日昇著，劉文泰等點校，《台灣外誌》，中國濟南：齊魯書社，2004 年 5 月。 

∗自立晚報，《台灣廟宇文化大系〈貳〉天上聖母卷》，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

部，1994 年初版。 

∗竹內好著，孫歌編譯，《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2005 年。 

∗弗德利希‧瓦達荷西（Friedrich Waidacher）著，曾于珍等編譯，《博物館學》，

臺北：五觀藝術管理出版，2005。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出版

社，2005 年。 

∗克莉絲‧維登（Chris Weedon）著，白曉紅譯，《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

論》，台北：桂冠出版公司，1994 年。 

∗周蕾，《寫在家國之外》，香港：牛津出版社，1995 年。 

∗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出

版社，2000 年。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

2003 年。 

∗法農（Frantz Fanon）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2005

年。 

∗邱函妮，《灣生˙風土˙立石鐵臣》，台北：雄獅美術社，2004 年。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2000

年。 

∗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台北：博揚文化，2006 年。 

∗松尾直太，《濱田隼雄研究：文學創作於台灣 1940-1945》，台南市：台南市立

圖書館，2007 年。 

∗范燕秋，《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台北：稻鄉出版社，

2005 年 3 月初版。 

∗高爾德著，蕾蒙譯，《莫泊桑傳》，台北：志文出版社，1976 年初版。 

∗班尼迪克特•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

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1999 年初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參考書目 

 

311 
 

∗格蕾‧格林（Gayle Greene）、考比里亞‧庫恩（Copplia Kahn）著，陳引馳譯，《女

性主義文學批評》，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 年。 

∗黃英哲編，涂翠花譯，《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台北：前衛，1994 年。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共 4 冊），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

2006 年。 

∗陳延厚，《劉銘傳與台灣鐵路》，台北：台灣鐵路管理局，1974 年。 

∗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阪社，2004 年。 

∗陳芳明主編，《台灣文學的東亞思考：台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台北：印刻出阪社，2007 年。 

∗陳映真等著，《呂赫若作品研究》，台北：聯合文學，1997 年。 

∗許佩賢譯，《攻台見聞：風俗畫報˙台灣征討圖繪》，台北：遠流，1995 年。 

∗盛寧，《新歷史主義》，台北：揚智文化，1995 年。 

∗曾建民主編，《清理與批判》，台北：人間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曾建民主編，《噤啞的論爭》，台北：人間出版社，1999 年 9 月。 

∗森丑之助原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台北：遠

流出版，2000 年 1 月初版。 

∗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1993 年。 

∗博埃默（Elleke Boehme）著，盛寧譯，《殖民與後殖民文學》，香港：牛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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