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复初期台湾的女性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大陆期刊所做的观察

许毓良

内容提要　光 复 初 期 来 台 的 外 省 人 士，对 于 台 湾 社 会 充 满 好 奇。其 中

的焦点之一就是台湾的 女 性，她 们 被 期 刊 大 幅 报 道，成 为 日 后 值 得 研 究 的

对象。当时 外 省 人 士 对 于 台 湾 社 会 的 女 性 有 四 大 印 象———女 人 多、赤 脚、

受过教育、多情。如果从职 业 来 看，日 据 时 期 留 下 来 的 痕 迹，即 所 谓 女 给

事、女中、女给，也 让 外 省 人 士 感 兴 趣。对 照 现 今 两 岸 交 流 的 热 络，本 文

或许可以带给读者另一个层面的思考。

关键词　光复　战后　台湾　妇女　女性

一　前言

１９５０年以后台湾学术界对于台湾史的研究，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为

一分水岭，之前 以 清 代 台 湾 史 研 究 为 主，之 后 以 日 据 与 战 后 台 湾 史 为 主。

先前台湾妇女史并非主流研究议题，直到１９９１年才有些许的论文。当时关

于台湾妇女的著 作，主 要 是 描 述 清 代 台 湾 妇 女 服 饰、妇 女 社 会 地 位，以 及

旌表节烈制度对台湾的 影 响，进 而 讨 论 日 据 时 代 生 育 与 养 女 习 俗、妇 女 与

皇民化、妇女运动、女子教育与职业妇女。① 为何 “台湾妇女史”研究的起

步会如此之晚？或许与当 时 台 湾 处 于 戒 严 时 期，公 立 研 究 机 构 与 图 书 馆 对

于台湾史料开放受限有 关。复 加 上 少 数 的 台 湾 史 研 究，偏 好 的 主 题 多 是 政

治史与经济史，即便社 会 史 的 讨 论 亦 集 中 在 移 民、拓 垦、族 群、教 育 等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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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使得妇女研究趋向冷门。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源于美国的世界性妇女运动，激发了

传统学术新的思考方向，妇 女 研 究 或 女 性 主 义 观 点 成 为 新 的 研 究 领 域。特

别是这样的潮流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进入台湾，又与社会科学———人类学、法

律学、新闻学研 究 互 相 结 合，促 使１９９３年 后 开 始 出 现 大 量 的 学 术 论 文。①

当时讨论焦点 涵 括 六 大 领 域———妇 女 运 动、职 业 妇 女、妇 女 教 育 与 知 识 建

构、妇女生活、妇女与国家政策、妇女生育与医疗。② 如果再从台湾各公私

立大学历史所博硕士论文的研究来看，２０００年以后战后台湾妇女史成果累

积一枝独秀，计有３０篇之多，比清代４篇、日据１１篇、跨时代１２篇总和

还要多。③ 作者认为会有此现象，应该是到２０００年台湾光复超过半个世纪，

比起日据５０年 （１８９５—１９４５）历史还久。若阶段的长短能彰显一个时代的

重要性，那么１９４５年 以 后 战 后 台 湾 史 中 的 妇 女 研 究，理 当 有 最 多 的 成 果。

与此同时，讨论 议 题 包 含 八 大 领 域———女 性 群 体、女 性 书 写 与 论 述、妇 女

与政治和社会参 与、女 子 教 育 和 知 识 建 构、女 性 角 色 和 形 象 塑 造、妇 女 生

活和宗教婚俗、妇女生育与医疗、妇女与法律。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迄今，２０
余年来台湾妇女史引人兴趣的三大议题是政治、教育、医疗。

而此三大议题又以政治最为重要，因为它可以透过 “妇女解放与人权”

扣紧时事。重要者如杨翠使用日据时期 《台湾民报》，研究殖民地妇女追求

婚姻、教育、经 济、参 政 的 解 放。⑤ 又 有 王 雅 各 的 成 果 认 为，１９４９年 至

１９７１年，台湾的妇女活动仅狭隘地局限在妇女会、妇工会、妇联会，皆 与

官方保持密切互动。其最大的目的在于维系政党治理与政情，因此从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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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母亲选拔、鼓吹家庭 和 谐 到 相 夫 教 子 来 看，它 们 是 否 应 被 视 为 妇 女 运

动颇具争议。① 当然针对此观点也可以找到相异的看法，胡蔼若认为，妇女

运动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０年 是 官 方 主 导 时 期，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 为 民 间 自 发 时 期。②

有意思的是，从时间断限视之，上述台湾妇女史研究 大 多 忽 略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的历史。然而这样的盲点，业已有学者指出。③

事实上 针 对 此 段 落 首 次 做 出 研 究 的，是 为 历 史 学 者 游 鉴 明。大 约 从

２０００年开始，她 尝 试 从 清 末、日 据、战 后 三 阶 段，跨 时 代 探 讨 妇 运 “通

史”。特别是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着墨于两项议题：一为谢娥与台北市妇女会、

台湾省妇女会，以及蒋宋 美 龄 与 台 湾 省 妇 女 工 作 委 员 会 的 关 系。二 为 省 外

论者接触台湾女性时，多半认为台湾女性过于顺从，缺乏独立自主的地位，

引发的女权争论。④ 此后，她又以同时期在台发行的１３种报纸、１１种期刊

为史料，探讨台湾女子 的 外 表 与 装 扮、性 格 与 工 作 态 度、娼 妓 问 题、女 佣

问题。⑤ 游氏的成果可谓抛砖引玉，对于光复初期台湾省妇女团体与妇女工

作研究，旋有两篇文章相继深入讨论。⑥ 再者，利用单一史料的期刊，进行

光复初期台湾妇女讨论，重要成果亦有二。一是１９４７年８月创刊的 《台湾

妇女周刊》，此为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机关刊物。⑦ 二是１９４６年９月由台湾省

妇女会创刊，直到１９９１年５月才停刊的 《台湾妇女月刊》（后更名为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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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战后初期台湾妇女工作》，简笙簧主 编 《国 史 馆 学 术 集 刊》第３期， “国 史 馆”，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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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通讯与台湾妇女》），用来讨论妇运、参政、教育、就业等问题。① 直到

近年又有佳作探讨光复 初 期，女 性 从 政 对 于 日 后 台 湾 政 坛 的 影 响，特 别 是

以嘉义地方政治势力的许世贤，以 及 云 林 地 方 政 治 势 力 的 苏 洪 月 娇 为 例 进

行的比较研究。②

本文的研究也是在 此 学 术 脉 络 下 完 成，不 过 所 使 用 的 史 料 却 很 特 别，

并非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台湾出版的书刊，而是同一时期大陆的期刊。主要原因

有二：其一，１９４７年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各报纸、杂志社自动停 刊 者

比比皆是，仅存者不过事前十之一二。③ 重要的是当时有外省记者表示，由

于台湾新闻检查严密，住 在 台 湾 的 人 想 要 知 道 台 湾 的 真 相，有 时 需 要 从 省

外报刊得知。④ 其二，期刊发行针对的读者是谁？这也 是 耐 人 寻 味 的 问 题。

当然在台湾出版的书刊，可 以 利 用 邮 寄 让 大 陆 读 者 知 晓；但 受 限 于 交 通 条

件与出于运费考 虑，理 应 以 台 湾 读 者 为 主。同 样 的 道 理，在 大 陆 发 行 的 期

刊也是如此。因此可以说 外 省 投 稿 人 在 台 湾 投 稿 的 文 章，只 是 把 旅 台 心 得

与台湾读者分享，或者 “以 文 会 友”。然 而 外 省 投 稿 人 在 大 陆 投 稿 的 文 章，

其实就是为从来没到过 宝 岛 的 读 者，介 绍 当 地 见 闻 与 评 论 舆 情。故 运 用 这

些史料，可以了解大陆人士如何 “观察”台湾。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笔者利用寒暑假前往中国国家图书 馆 以 及 北 京 大 学 图

书馆，查阅、抄录、拍摄、复制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的大陆期刊。这两个图书馆

在民国时期具有强烈的 代 表 性，一 是 全 中 国 最 重 要 的 图 书 馆，另 一 是 全 中

国第一流大学的图书馆。整理之后，中国国图典藏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的杂志有

５８２种，但有台湾资料 的 仅 有８８种。北 大 图 书 馆 典 藏 同 时 期 的 杂 志 有９１１
种，有台湾资料的为１９０种，从比例上看二者都不高。但是细看两个图书馆

的馆藏，发觉中国国图有台湾资料的杂志，１９４５—１９４７年 比 较 多。北 大 图

书馆有台湾资料的杂志，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比较多，二者刚好形成 资 料 互 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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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故本文使用这段时 期 在 大 陆 出 刊 的 期 刊，希 望 对 于 中 国 近 代 史 台 湾

妇女研究累积再做一贡献。

二　外省人士对台湾女性的四大印象

光复之初若在大陆提起 台 湾，就 会 使 人 想 起 女 人，好 像 台 湾 同 女 人 分

不开。上海或其他地方 的 太 太、小 姐 们，如 果 她 们 的 丈 夫、爱 人 在 台 湾 工

作，必定担心被热 带 蛇 般 的 台 湾 姑 娘 夺 去。会 有 这 种 情 况，主 要 是 当 局 禁

止公务人员携眷来台。其 次 是 新 闻 报 纸 对 台 湾 女 人 不 太 准 确 的 报 道，使 得

内地的太太、小姐 们 慌 了。而 反 观 来 台 的 公 务 员，对 待 台 湾 女 子 不 免 轻 举

妄动，也造成许多社会新闻。① 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９年，大陆人士眼中的台湾有

“三多”。有时称为树木多、自行车多、女人多。② 有时又谓木屐多、自行车

多、下女多。当时常可 以 看 到 在 台 湾 街 道，一 对 青 年 男 女 坐 在 自 行 车 上，

女人依偎在男人的怀中疾驶而过，令人羡煞忌妒。③ 在海水浴场，红红绿绿

的男女也是一景。许 多 年 轻 父 母 都 带 着 子 女，直 接 进 入 淋 浴 间 冲 澡，丝 毫

没有难为情的样子，十足让外省人士大开眼界。④

台湾女子常 赤 脚，这 是 杂 志 记 者 的 第 二 个 深 刻 印 象。为 何 会 如 此？一

半是气候的关系，一 半 是 房 屋 的 关 系。虽 然 到 了 冬 天，她 们 都 穿 着 袜 子，

但寒冷的天气不 长，大 多 还 是 赤 脚。台 湾 女 子 外 出 时 为 了 礼 仪，也 穿 着 袜

子，可是在家还是尽量 赤 脚。虽 然 赤 脚 很 普 遍，但 出 门 一 定 穿 鞋。她 们 特

别喜欢穿木屐，而 且 是 日 本 式 的 木 屐。老 太 太 有 裹 小 脚，她 们 的 小 脚 甚 至

比大陆老妪更小。有 的 台 湾 老 妪 裹 上 小 脚，还 穿 着 木 屐 四 处 走 动，比 起 满

族妇女穿的 “旗鞋”还难走。⑤ 剧作家田汉的红粉知己安娥⑥在１９４７年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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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小住，对裹 着 小 脚 的 台 湾 老 妪 感 到 惊 讶。或 许 是 礼 失 求 诸 野 的 心 态，

没想到被日本统治５０年的台湾，还能看到就算是在大陆也快消失的古风。①

台湾女子多穿西式长 服，当 然 也 有 人 穿 旗 袍。女 子 多 赤 足、不 穿 鞋 袜，屡

见于杂志报道。不过台湾农村生活贫苦，女人在夏天也有的半裸。②

台湾女子普遍受过教育，是 杂 志 记 者 的 第 三 个 深 刻 印 象。日 本 统 治 台

湾时期女性教育已经很普 及。据 估 计，台 湾 女 性 约 有６０％受 过 教 育，女 店

员、女招待都能看懂日文 报 纸 与 书 籍，这 种 现 象 常 让 内 地 各 省 来 台 者 感 到

十分新奇。日据 时 期 台 湾 女 子 的 教 育，与 同 时 期 中 国 女 子 教 育 大 不 相 同。

台湾女子就读小学与男 子 一 样，属 于 义 务 教 育 的 一 环。读 完 小 学 的 女 子 若

要升学，大多进入 高 等 女 子 学 校。这 些 学 校 相 当 于 中 国 的 初 级 中 学，她 们

在学校接受的课 程，全 是 训 练 礼 节 与 家 事。坦 白 地 说，就 是 训 练 她 们 成 为

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因为如此，台湾妇女做事都很勤快。她们对待客人、

整理家事井井有 条，对 丈 夫 之 温 顺 体 贴，无 微 不 至。台 湾 的 家 庭 主 妇 差 不

多５时起床，忙碌一整天要到晚上１１时。未婚女性生活比较自由，婚前可

以外出旅行，但结婚后都深居不出。③

日本５０年统治下，台湾女子养成了贤妻良母的作风，有人认为她们若

与大陆来台青年通婚，真 是 珠 联 璧 合，绝 对 可 以 促 进 台 湾 与 大 陆 之 间 的 团

结。④ 不过也有看法直指５０年的殖民地教育，几乎把台湾女子 的 倔 强 性 格

磨灭了。她们 变 得 柔 而 怯、娇 而 媚，低 声 下 气，好 像 一 只 待 宰 的 羔 羊。或

许被教育得过于礼貌，有 杂 志 投 稿 人 亲 身 经 历，在 台 湾 被 人 介 绍 与 一 名 台

湾女子相识，初次见面双 方 准 备 握 手 时，台 湾 女 子 却 马 上 跪 地 叩 首 （在 榻

榻米上），让男方不知所措。日本统治时期的教育，已经让台湾女子说得上

一口流利的 日 语。但 也 有 少 数 女 子 因 父 老 的 爱 国 热 忱，暗 地 里 学 习 汉 语。

不过乡间女子大多没有受过教育，封建意识很重，“女子无才便是徳”的观

念，尚存一般人的 脑 海。闽 南 系 的 妇 女 多 半 在 外 接 受 日 文 教 育，在 家 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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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教育，她们多 半 不 事 劳 务，只 操 家 务 而 已。广 东 系 的 妇 女 仍 以 耕 种 田

地为业，不过最近数年受到潮流影响，到城市就业者不乏其人。①

台湾受到日本统治下 “重 男 轻 女”陋 习 的 影 响，妇 女 仅 能 当 小 学 老 师

与医院看护。然而好学精 神 却 是 沿 袭 旧 时 代 教 育 的 结 果，这 里 指 的 是 大 部

分妇女白天忙碌之余，晚上还去补习学校学习国语。②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

女子在学校担任教职都以小学居 多，但 是 她 们 在 国 民 学 校 （小 学）服 务 的

精神，真是叫人敬佩。她们不像大陆的学校教师，不肯负担学校清洁工作。

台湾的女教师们都带领 学 生 动 手 拖 地 板、揩 玻 璃 窗，让 来 台 参 访 的 大 陆 学

校访问团惊讶不已。③

可是台湾的女子同男子 一 样，对 于 中 国 的 认 识 都 很 模 糊。曾 有 杂 志 记

者访问台湾妇女，问 到 她 们 对 祖 国 的 认 识。大 部 分 人 都 摇 头 说 不 知 道，或

者开口云 “你们中国怎么样”，“我们台湾怎么样”。有的甚至问中国在什么

地方，有没有台湾大，或是上海有没有自来水与电灯。于是大陆记者省思，

政府对于台湾人的教育 还 是 不 够。台 湾 女 人 除 了 六 七 十 岁 的 老 太 婆，以 及

一小部分的中小学女生 还 有 点 认 识 外，绝 大 部 分 对 中 国 都 很 漠 然。妙 的 是

有六七十岁的台湾老 妪，竟 然 知 道 康 熙、乾 隆、朱 元 璋 与 洪 秀 全。对 孙 中

山与蒋介石，也可 以 如 数 家 珍。可 是 当 谈 到 大 陆 与 台 湾 的 事 情，老 妪 满 脸

皱纹闪出的光辉，顿时如昙花一现消失了。④

台湾女子的多情，是杂志 记 者 的 第 四 个 刻 板 印 象。台 湾 女 性 都 很 大 方

热情，但也因为太 热 情 而 被 误 解。当 时 有 人 说 过 一 句 话，只 要 你 真 心 爱 一

个女人，你在台湾不愁找 不 到 一 个 爱 人。这 句 话 中 肯 地 说 出 了 台 湾 女 子 的

性格。⑤ 山东青岛海军军官学校学生毕业前的远航实习，也见识到台湾女子

的热情。撰 文 者 提 到 前 往 上 海、海 坛、厦 门、海 南 岛、西 沙 群 岛 时，都 没

讲述当地女子的事情。唯 独 军 舰 离 开 高 雄 码 头 的 时 候，一 位 多 情 的 台 湾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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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挥巾为 “峨眉”号上的水兵送行。① 若用一些形容词来描 述 台 湾 女 子，

她们像早开的玫瑰，又 像 半 谢 的 蔷 薇，乍 看 娇 艳 欲 滴、芬 芳 四 溢，细 望 衣

衫褴褛、菜 容 满 面。她 们 有 着 太 多 的 灾 难 和 忧 郁，有 着 无 穷 的 辛 酸 与

血泪。②

事实上初到 台 湾 的 外 省 人，除 了 注 意 各 城 市 街 道 整 齐、宽 广，还 会 留

意台湾女多男少 的 现 象。茶 房、酒 馆 的 侍 者，全 是 十 六 七 岁 的 妙 龄 女 郎。

商店的店员９／１０也是浓妆艳抹的少女。很奇怪这里的男子都跑到哪去？最

简单的答复就是二战时 被 日 本 征 兵。民 间 非 正 式 估 计，台 湾 女 子 比 男 子 人

数多约２／３。因此当时台湾女子婚配对象，不一定是台湾男子。时值政府机

关来台接收的公 务 员，很 多 都 是 男 性。他 们 发 现 台 湾 有 一 大 群 女 子，性 情

温柔、天真活泼又 容 易 接 近，处 理 日 常 家 务 又 勤 俭 简 朴，服 侍 起 居 更 殷 切

周到。所以未婚男 子 就 在 台 湾 物 色 对 象，已 婚 男 子 只 要 妻 子 没 有 来 台，不

少也逢场作戏。台湾人与 内 地 人 结 婚 机 会 增 多，有 人 称 这 种 现 象 为 婚 姻 对

象之外流。台湾婚 姻 对 象 外 流 若 处 在 正 常、稳 定 的 社 会 中，不 会 造 成 什 么

重大问题。但中 国 处 于 内 战 的 动 荡 时 期，来 台 的 公 务 员 很 多 都 会 被 调 返，

这些外省男性是否有意愿带着台 湾 妻 子 返 乡 就 很 有 疑 问。因 此 常 发 生 许 多

个案，都是台湾妻 子 与 外 省 丈 夫 回 到 大 陆，旋 被 遗 弃 的 悲 惨 事 件。更 进 一

步说，内地来的单 身 男 子，对 于 台 湾 女 子 多 抱 轻 率 与 玩 弄 的 态 度。因 为 内

地来的公务员待遇都比 较 高，自 然 轻 视 同 职 场 的 台 湾 人。又 因 为 台 湾 女 子

很容易亲近，且多 从 事 下 女 的 工 作，就 更 容 易 让 人 玩 弄 感 情。不 正 常 男 女

感情发展常造成悲剧，引发的后果是台湾人与内地人关系更难融洽。③

大陆的杂志常报道，光复 以 后 去 台 工 作 的 多 数 为 单 身 男 子。可 是 这 些

单身汉非真正的单身汉，在大陆早有妻室，他们与台女认识只为一时安慰。

例如，《大公报》驻台记者杨宝琳，结识台北市新光餐厅台籍女侍陈柳。二

人相识即告同居，每月杨某给陈柳台币５０００元 （约法币２５万）生活费，二

人决定厮守终生。不 料 杨 宝 琳 的 发 妻 追 踪 来 台，陈 柳 得 知 大 受 刺 激。因 不

能白首偕老，陈柳竟自缢于 《大 公 报》办 事 处 楼 下。此 事 甚 至 闹 到 北 平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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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报》刊出。①

１９４６年底知名化工实业家陈调甫来台旅游，返回天津后曾在塘沽发表

演说谈论来台心 得。陈 氏 对 台 湾 女 子 有 相 当 的 恶 感。他 说，在 台 湾 所 发 生

的一切坏事，台湾人都推给内地人。而且 “历史告诉我们”，台湾女子的习

惯，未婚前每行随便。从前 （清 末）更 有 一 个 内 地 去 的 旅 客，将 台 湾 的 风

俗习惯刻在石碑上，作为来者的旅行指南，其中一条就是 “戒女色”。台湾

的酒楼女侍，远比 上 海、香 港 的 轻 佻。陈 氏 气 愤 指 出 台 湾 人 将 男 女 感 情 憾

事，全都归咎于内地人。② 奇怪的是除了外省男子对台湾女子 不 够 尊 重 外，

台湾男子对本省女子也是如此。上 海 《茶 话 月 刊》报 道 新 任 新 竹 县 长 邹 清

之的妙文，他对女职员下一 手 令，轻 薄 之 心 跃 然 纸 上。文 称： “人 分 男 女，

生理各异。女 赋 经 润，经 有 常 序。潮 滋 临 堤，须 用 物 具。合 乎 卫 生，需 以

棉絮。兹据查本府各局、科、室女职员，每际经期，辄以文稿纸代替棉花。

既不卫生，又属浪费。公帑有限不能负此重大消耗，为此相应通告。”③

三　从 “美女”审美到婚俗与妇运

对于台湾女子的描述，很 显 然 是 当 时 杂 志 报 道 的 重 点。更 有 谓 台 湾 女

人确实多于男子，给 人 的 感 觉 是 喜 敷 厚 粉、着 艳 装，机 关 雇 员 以 下 多 属 此

辈。她们相貌多额短而圆，虽少嫫母 （《史记》典故指丑女），但亦难得佳

丽。而赤足拖屣，行动尤欠雅味。使得有些鳏夫，亦不想在台湾求偶。④ 这

就凸显杂志的投稿人 “审 美”标 准 的 不 同。大 抵 来 说，大 陆 人 士 来 台 对 于

台湾女子的注意，不 论 美 丑 总 是 深 刻 描 述。这 成 为 光 复 初 期，不 同 杂 志 大

篇幅报道的有趣现象。⑤

针对于此，可以先从台湾女子的打扮谈起。１９４８年知名漫画艺术 家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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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７年，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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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社，１９４７年，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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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恺曾来台湾游玩，返回 上 海 后 投 稿 于 儿 童 杂 志，向 小 朋 友 们 介 绍 台 北 的

女子，他云日本统治台湾５０年，台湾女子的服装仍照中国式。可是中日战

争爆发，日本人推行 “皇民化”，强迫台湾女子穿着日本服装。台湾女子不

敢完全违背，就想出一个办法，改穿西洋服装。于是年轻女郎上身穿衬衫，

下面束长裙，好像跳舞 的 衣 服，很 好 看。光 复 以 后，穿 这 种 跳 舞 式 衣 服 的

女郎还是很多，可是开 始 有 人 效 仿 上 海、杭 州 的 女 郎，改 穿 旗 袍。旗 袍 在

来台外省人眼中算是老 式，但 在 台 湾 女 子 看 来 是 新 式。台 北 开 设 许 多 裁 缝

店，专做旗袍。特别是招牌上还写着 “最新流行江浙旗袍公司”。①

透过上文可知 台 湾 女 子 对 于 衣 着 的 变 通 以 及 追 随 流 行 的 敏 锐，并 且

“热带感”十足。外传台湾人多与马来人混血，女子的脸庞有时看来像是西

洋美女。台湾农村妇女也身着西装 （洋装），同时也流行烫发，这样的打扮

连南京的大小姐也不过如此。② 或许在外省人士的眼中，清代汉人移民都与

原住民通婚，而原住民 被 误 认 是 马 来 人 后 裔，故 才 有 “混 血”之 说。这 样

的错觉还不少，台 湾 女 子 喜 欢 浓 妆 艳 抹，也 不 一 定 受 到 欢 迎。有 谓 台 湾 女

人的服装与马来 人 差 不 多，上 面 是 小 短 衫，下 面 是 小 布 裙。穿 鞋 子 的 女 子

很少，都是光着脚 或 穿 木 屐；如 女 工 光 脚 在 尖 石 子 上，看 来 都 若 无 其 事 的

样子。下女都是十 五 六 岁 的 小 姑 娘，外 表 都 老 的 可 怕，看 起 来 像 是 二 十 五

六岁。她们的手脚尤其粗大，应该是从小做惯粗活。餐厅、旅馆的女招待，

脸上画的浓妆让人惊吓。故其装扮与上海大世界、大新公司门口站的妓女，

已经没有太大差 别。许 多 上 海 男 子 去 往 台 湾，如 果 没 有 定 力，肯 定 与 台 湾

女子厮混。独 身 在 糖 厂 宿 舍 的 男 人，也 常 有 深 夜 抱 着 下 女 胡 乱 亲 吻 的

传闻。③

台湾人审美观念 是 以 “鱼 逮 鱼 （鲤 鱼）嘴、柳 叶 眉、鹅 蛋 脸”为 理 想

美型。《红楼梦》中探春的描写， “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鹅蛋脸面、俊眼

修眉、顾盼神飞”，就是台湾 知 识 妇 女 心 中 崇 拜 的 典 型。至 于 女 子 的 表 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 相 当 丰 富。大 抵 少 女 时 代 多 爱 撒 娇、羞 羞 答 答、含 情 脉

脉。乡村少女则以憨态 无 邪 见 称，崇 尚 朴 实。城 市 妇 女 则 趋 于 奢 华，服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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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八门。上身穿 着 花 样 繁 复，下 半 身 多 半 为 裙，也 爱 在 颈 上 围 珠 串 或 珊

瑚。５０岁以下１０岁以 上 的 女 子，都 喜 欢 烫 头 发。台 湾 女 子 的 面 貌 多 半 美

丽，喜欢在脸颊与嘴唇涂 上 浓 厚 的 脂 粉。然 而 美 中 不 足 是 台 湾 女 子 的 脚 不

好看，自膝至脚掌 有 蚊 虫 叮 咬 的 小 圆 黑 点，成 为 不 雅 观 的 图 案 式 花 腿。光

复以后台湾女人的穿着样式有很 大 的 改 变。日 本 式 的 和 服 只 有 在 老 太 太 身

上才能看到，年轻女子有的是巴黎风的衣裙、革履。① 台北的一切流行极力

模仿上海，台湾姑娘都想变成 “上海小姐”。不过上海女人是中国流行的尖

端，她们模仿纽约、巴黎，而全国各地都在模仿上海，也不是只有台北。②

对于没有来过台湾的各省人士来说，除了听闻 台 湾 女 性 的 轶 事 外，最

让他们有直接感受的，应 是１９４８年５月 在 上 海 举 行 的 第 七 届 全 国 运 动 会

上台湾代表队女子选手的表现。台湾女运动员的时髦是一 大 焦 点，她 们 虽

有烫头发，但没有涂脂粉，表 露 出 脸 上 原 有 健 康 的 颜 色。③ 得 到 奖 项 的 台

湾女子选手，包括标枪冠军、八磅铅球亚军、铁饼亚军张 妍 瑞，跳 远 殿 军

张甘妹，铁饼殿军颜绣珏，４００公尺女子接力殿军，６０公尺短跑第５名 郭

美丽，跳高第６名 邱 月 娇，女 子 排 球 亚 军，女 子 乒 乓 球 季 军，５０公 尺 自

由式游泳第５名，１００公尺自由式游泳殿军、１００公尺仰泳第６名顾绣 钰，

１００公尺仰泳亚军张云 英，１００公 尺 仰 泳 第５名 李 佳 惠。最 后 女 子 田 径 比

赛排名第四，女子游泳 比 赛 排 名 第 二，女 子 组 比 赛 总 积 分 是３１分，排 名

第三。④

撇开感情之事不谈，台湾 传 统 婚 俗 也 令 记 者 们 感 到 好 奇。特 别 是 从 婚

俗来看台湾与大陆的关 系，杂 志 强 调 台 民 虽 受 日 本 统 治，但 仍 维 持 民 族 意

识，未曾忘记祖国。而且台 湾 婚 俗 保 存 的 古 风，还 比 内 地 各 省 为 多。时 论

台湾男子适婚年龄２５岁，台湾女子适婚年龄２１岁。嫁娶的对象大多遵守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可是受 到 西 风 的 影 响，自 由 恋 爱 而 结 婚 者 也 不 少。订

婚俗称 “送定”，大部分都用聘金。战前金额换算成台币约是３００—３０００元，

１９４６年行情变成台币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元。此外男方还须准备 “龙凤饼”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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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由女方分送给亲朋 好 友，表 示 婚 事 已 经 确 定。从 这 一 日 起，男 女 双 方

的亲朋好友都会送上贺礼，称之为 “添庄”。① 再者，男方送到 女 方 家 的 订

婚礼物，除了聘金 与 “龙 凤 饼”外，还 有 猪 肉、罐 头、食 品、香 烛 等。同

时男方要准备二枚戒 指，第 一 枚 是 金、银，或 是 镶 钻 皆 可。但 第 二 枚 一 定

要铜戒，表示取其谐音 “同 心”之 意。有 钱 人 家 在 送 定 后，还 会 有 “送 日

头”，通知亲朋好友结婚日期，是 “完聘”的意思。有趣的是，近年来男女

双方常自己举行 订 婚，不 拘 古 礼 的 要 求。当 男 女 把 戒 指 互 换 给 对 方 时，订

婚仪式就完成了。②

台湾妇女运动方面，大陆 记 者 很 早 就 注 意 这 项 重 点。当 时 台 湾 女 性 的

专门杂志，主要有 《妇女界》《妇女俱乐部》 《少女俱乐部》三种。前两种

杂志是以家庭主妇为对 象，后 一 种 是 以 女 学 生 为 对 象。不 过 三 种 杂 志 的 内

容，大部分都是小说、缝纫、烹饪、家庭医药卫生等。③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５日

蒋介石伉俪首次来台湾 视 察，蒋 宋 美 龄 以 茶 会 招 待 台 湾 妇 女，并 决 定 成 立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台湾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同年１２月５日指派新运妇

女总会委员刘我英女士，来 台 协 助 陈 仪 的 夫 人 古 月 芳 （本 名 古 月 好 子，亦

称陈月芳），推行台湾省妇女工作。１２月２８日，台湾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就

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成 立 大 会。按 照 道 理，这 是 国 府 接 收 后 台 湾 妇 女 运 动

的里程碑。可是当时台湾 发 生 一 起 轰 动 社 会 的 杀 妻 案，让 人 直 觉 新 台 湾 妇

运只是纸上 谈 兵。原 来 台 湾 省 警 备 司 令 部 总 务 科 长 李 祝 三④，强 占 房 屋 数

栋、小汽车二辆，小老婆不知其数。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５日晚上，李祝三要把最

喜欢的小老婆带回家时，不料彼此发生口角，李氏旋即掏出手枪把她击毙。

当时舆论不满同年底的 沈 崇 案，美 军 奸 淫 女 大 学 生，民 主 与 左 派 人 士 随 发

动全国性的示威。然而台湾官员杀妻，反倒没有人理睬。⑤ 这被认为是官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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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团体在台湾姐妹们面前的首次严格考验。①

１９４８年，台湾 省 妇 女 工 作 委 员 会 把 一 年 来 成 果 做 出 总 结。她 们 创 立

《台湾妇女周刊》作为喉舌，创办妇女国语补习班２班、英语补习班１班，３
班人数总共９６人。② 既然政府大力推行新妇女工作运动，台湾 社 会 也 必 须

有所表示。其中最 要 改 变 的 是 日 本 人 的 教 育，把 台 湾 妇 女 都 锁 在 家 里。为

了家庭台湾妇女耗尽一生，但对社会却不闻不问。《中华民国宪法》公布以

后，对女子权利的保障更加 完 整。需 要 把 日 据 残 留 “男 尊 女 卑”观 念 洗 刷

干净，多参加社会活动，多接受祖国的教育。③ 或许如此，台湾公家单位也

纷纷成立妇女组 织。例 如，邮 务 工 会 全 国 联 合 会 早 有 规 定，全 国 邮 务 工 会

的理事名额中，应按人数 比 例 产 生 女 理 事，或 者 至 少 有 一 名 女 理 事。１９４６
年８月台湾省邮务工会成立后，对此奉行不渝。１９４８年的报告指出，台湾

女邮工成立次级 团 体，直 属 于 理 事 会。她 们 常 与 各 省 女 邮 工 团 体 联 络，举

行集会与倡导活动。④ 不过台湾女子对于外省人士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不

同身份的女子，亦有不同的报道。

四　对普通职业妇女的描述

当时台湾女子有三大职业圈，即殖民时代所谓女给事 （也称女给仕）⑤、

女中与女给。台 北 的 女 孩 子 在 各 部 门 工 作，机 关 与 商 店 都 有 她 们 的 足 迹，

这与国内有许多机关把女子当作点缀品不同。⑥ 女给事在机关会社里居于半

工役的差事，在 “三女职”中身份最高。她们要不是公学校 （小学）毕业，

就是女子高校 （女 子 中 学）毕 业，体 态 丰 腴，貌 美，打 扮 非 常 时 髦。她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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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馆，１９４８年，第１版。

王启震：《邮工运动在台湾》，编委会主编 《中华邮工》第３期，全 国 邮 务 总 会 宣 传 部 中 华

邮工编委会，１９４８年，第１２—１３页。

市： 《不 幸 的 台 湾 女 性》，编 辑 部 主 编 《纪 事 报 （每 周 增 刊）》第３２期，北 平 纪 事 报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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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与普通职员一样，皆准时上下班。工作内容为擦桌扫地、来客倒茶、

传递档、抄缮文书 等。而 且 每 位 女 给 事 都 有 办 公 座 位，闲 暇 时 她 们 就 伏 案

用功。晚上她们更会去补习学校学习国语，希望由女给事晋升为正式职员。

可惜由于许多 外 省 官 员 的 抹 杀 与 鄙 视，把 她 们 当 作 女 勤 务 或 女 工 友 看 待，

伤了她们的自尊心。① 不过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女给事，可不是身份低下

的角色。有杂志记 者 形 容 台 北 宾 馆 席 间 伺 候 女 子，妙 龄 三 五，宛 宛 婴 婴，

体贴周至。她们多为公 学 校 毕 业 生，家 中 小 康，竞 相 自 立，非 大 陆 各 省 小

女子之娇懒可比。②

至于女公务员的勤奋，也 让 外 省 人 感 受 到 明 显 的 不 同。台 湾 社 会 不 管

是街上、酒馆，还是办公室，到处都挤满女人。③ 通常在大陆各省，女子是

被摒弃在办公室之外。就 算 是 内 地 各 机 关 办 公 室 的 女 职 员，普 遍 有 迟 到 早

退的现象。但是在台湾女 公 务 员 做 事 很 勤 快，她 们 一 大 清 早 就 来 办 公 室 将

室内打扫干净，然后再给 随 后 抵 达 的 男 职 员 倒 茶。一 些 不 太 识 相 的 外 省 男

公务员，更常以命 令 的 方 式 颐 指 气 使，台 湾 女 子 总 不 以 为 意。然 而 职 场 上

女子们待遇极低，相同职级的公务员，男性如果月俸台币１０００元，她们只

有台币４００—５００元。④ 台湾人认为没有 一 个 职 业 是 耻 辱，台 湾 的 女 子 几 乎

每人都有职业。说 也 奇 怪，她 们 的 表 现 比 男 性 还 好，如 当 时 的 乘 车 秩 序 比

日据时期差很多，但２０岁左右的女子对验票、卖票的工作应付得宜，全省

侍应生据说达３００００人。⑤

当时台湾女 职 员 的 待 遇，机 关 女 办 事 员 台 币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女 店 员

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女侍６０００—８０００元，下女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元，公共汽车女职

员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而当时台币与法币的兑换比是１∶１５０。⑥ 如果从女权运

动来看，虽然台湾妇女没 有 真 正 达 到 解 放 的 理 想，但 有 些 进 步 的 地 方 却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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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最重要的 是 她 们 有 着 不 同 的 职 业，去 谋 取 生 活 上 的 独 立。台 湾 女

人与内 地 女 人 迥 异，她 们 参 加 社 会 各 种 职 业，如 医 生、工 厂 职 工、茶 房、

女招待、会计、银行 员、新 闻 记 者、邮 务 员、教 员、商 店 老 板、店 员、汽

车上的售 票 员、电 影 院 售 票 员、理 发 师、按 摩 女。① 即 便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工

作，如侍用生、女 工 友 等，也 要 负 起 家 庭 的 经 济 重 任。有 趣 的 是，台 湾 女

子的职业到底是一 个 什 么 样 的 情 况？根 据 统 计 女 公 务 员 已 经 达 到９５５３人，

占全省公务员１４．３７％。女 公 务 员 的 职 务 有 秘 书、公 牍、会 计、簿 计、书

记、办事员，尤其是小学教 员 差 不 多 都 是 女 子。所 以 与 大 陆 妇 女 比 较，台

湾妇女在职场工作者，不论何种职业，大多受过８年 教 育，很 少 有 文 盲。②

可是在大陆只要受过８年教育，从中学毕业的女子，谁肯去机关担任工友，

还不是摆出大小姐的心 态。但 是 台 湾 的 妇 女 觉 得 这 是 一 种 职 业，不 是 以 富

贵贫贱区别身份。特别是 台 湾 妇 女 有 无 穷 的 上 进 心，你 会 发 现 许 多 女 工 友

闲暇时，都捧着日 文 小 说 或 中 文 课 本 在 研 读。只 要 一 讲 到 台 湾 妇 女，回 头

看看大陆的妇女，３０多年来妇权运动大声疾呼，到底解放了什么？③

其实日据时期因男尊女卑的观念，使得女子参政的机会很少。１９４７年

１１月因应行宪，各省市均选出国民大会代表，台湾亦不例外。１９４８年３月

２９日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台湾的国民大会代表中，以女性最受到

杂志的青睐。当时总共有４位女性受到瞩目，雾峰林家就占了２位。

第一位是郑玉丽，她是台湾新竹人，当时才２８岁，长得小巧可爱。谈

话时眼睛喜欢看着地板，羞 答 答 地 笑 着。没 人 会 猜 到 她 是 台 湾 省 妇 女 会 的

理事、台湾省妇女 运 动 委 员 会 委 员、台 北 市 妇 女 会 的 常 务 理 事，而 且 日 据

时期还是台湾总督府的书记官。第二位是林珠如，台中雾峰人，当时３４岁，

早年从彰化高等女学校 毕 业 后，即 留 学 日 本 东 京 音 乐 专 科 学 校。她 的 丈 夫

林攀龙先生，为留学英国 牛 津 大 学 的 学 者，当 时 在 台 湾 创 办 学 校 （今 明 台

中学）。林珠如厚厚的嘴唇、大 大 的 脸 盘，洋 溢 出 她 内 心 奔 腾 澎 湃 的 热 情。

第三位是杨郭杏，台南人，已经４０岁。她于日据时台北第三高等女子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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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率不高，平均１００人还不到２０人，最多也只读过二、三年书，小学毕业１００人中只有

２、３人。参阅阿英 《绸厂中的女工》，编辑部 主 编 《生 活 知 识 周 刊》休 刊 号，生 活 知 识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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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到过日本。也许是年 龄 限 制 了 她，已 经 没 有 活 泼 天 真 的 劲 儿，她 忠

厚、沉默，只有在偶尔微笑 时，才 会 流 露 一 颗 赤 子 之 心。第 四 位 是 林 吴 素

真，也是台中雾峰人，当时４９岁。她给人第一印象是和蔼可亲的贤妻良母，

且研究汉文长达１９年之久，国学基础很好。林吴素真日据时期历任雾峰一

新株式会社 社 会 部 委 员，彰 化 妇 女 共 励 会 委 员。她 发 展 社 会 新 生 活 运 动，

推动社会文化 事 业 不 遗 余 力。她 的 闺 女 林 双 媛 小 姐 也 随 着 她 来 首 都 观 光，

她觉得南京非常好玩，只是不太卫生。①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 省 妇 女 的 职 业 虽 很 普 遍，但 均 散 于 劳 动 阶 层 当 中，

踏入高级社会者 凤 毛 麟 角。例 如，邮 差 大 多 是 女 子，旅 馆 和 办 公 室 的 侍 役

也都是女子，甚至于煤矿场也有女工，公共汽车的司机也不少是女子。② 这

是因为日本统治多年，强 压 妇 女 不 使 其 受 高 深 教 育，亦 不 让 其 迈 入 高 级 社

会。可是也因为如此，台湾女性进入职场，都可以用自己的劳力换得饭吃。

如小贩，台湾妇女 从 事 此 项 行 业 者，人 数 很 多 而 且 经 营 容 易。也 有 在 大 街

小巷卖 香 烟、卖 小 吃、卖 菜。又 如 清 道 夫，台 湾 的 清 道 夫 都 由 女 性 担 任。

她们不但要清扫街道，如 果 街 道 有 所 损 坏 也 要 负 责 修 理。台 湾 女 性 服 务 于

学校者，只限于小学教师。③ 下层社会妇女的职业，也有做草席、草帽，因

为这是台湾闻名全球的特产。④ 不过大陆的杂志对其描述不多，反而对女工

着墨更多。有云台湾的女人都喜欢打扮，但并不 “豪华”。她们的脸上搽胭

脂粉，身上只穿一 袭 花 布 衣。这 样 实 在 很 美 也 很 经 济，好 像 任 何 人 都 打 扮

得起。内地的女工 一 般 都 不 涂 胭 脂，仅 穿 素 净 的 蓝 布 褂，但 台 湾 女 工 的 打

扮，真是美丽 很 多。台 湾 真 的 需 要 女 人 工 作，餐 馆、旅 社 的 侍 者，商 店 的

店员，都是女人的专业。台 湾 的 女 人 表 现 在 工 作 上，实 在 是 特 别 能 干。所

以台湾少有失业 的 人，因 为 连 女 人 都 有 工 作 保 障。例 如，台 湾 工 矿 股 份 有

限公司汐止橡胶厂，现有工人７００余人，绝大多数是女工。⑤

台湾女人还有一特殊的 本 领，她 们 可 以 挑 担 子 与 骑 脚 踏 车 满 街 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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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台湾的饭馆外送的都 是 蛋 包 饭，所 以 就 由 这 些 女 子 负 责 送 去。女 工 的 打

扮是头戴大草帽，四肢 缠 上 布，仅 露 出 手 与 脚。身 上 的 衣 服 窄 又 小，把 身

体裹得跟条 柴 一 样。① 对 于 台 湾 的 职 业 妇 女，以 竞 赛 的 方 式 报 道 她 们 的 专

业，又是杂志取材的另一番景象。这里指的是１９４８年台北县文山区举行的

第一届女子采茶比赛。其实当地的 小 粗 坑 （新 北 市 新 店 区）是 台 湾 茶 叶 的

圣地，最好的乌龙 茶 与 包 种 茶 都 产 于 此，最 好 的 茶 叶 技 师 也 在 这 里。比 赛

评分标准是采收茶叶的重 量 占 总 成 绩３５％，茶 叶 老 嫩、长 短、有 无 虫 蛀 占

３０％，茶叶母株采收后是否干净占２５％，茶园采收后是否清洁美观、是 否

没有折断茶枝及散落茶叶占１０％。② 参加单位共有１６个，每 个 单 位 选 出３
名采茶女，所以总共有４８名选手参赛。最后个人冠军由小粗坑茶叶公司的

林秋珠小姐获得，团体冠 军 也 是 由 小 粗 坑 茶 叶 公 司 获 得。由 于 台 湾 的 “乌

龙”与 “包种”茶早已驰名中外，举 行 女 子 采 茶 技 术 竞 赛 是 为 了 表 示 女 子

可以对国家与社会提供能力与技术。③

让人好奇的是台湾 女 性 中 何 人 最 为 亮 眼，值 得 大 陆 的 杂 志 记 者 进 行 专

题报道。答案仅有三人。一 是 知 名 舞 蹈 家 蔡 瑞 月，二 是 （制 宪）国 民 大 会

代表谢娥，三是台 湾 共 产 党 创 始 人 谢 雪 红。蔡 瑞 月 为 台 南 人，中 学 毕 业 后

赴日深造，先学于 舞 踊 元 老 石 井 漠，后 投 入 名 女 踊 家 石 井 绿 门 下。前 后 经

过８年的苦练，追随其师到各地表演达千余场次。台湾光复以后，蔡瑞月从

日本返台，前后在台南、台 北 开 设 舞 踊 研 究 所，轰 动 一 时。最 有 名 的 表 演

曲目是 《牧童》、《再建设》、《印度之歌》、《耶稣赞歌》与 《白鸟》。④ 知道

蔡氏声名的大陆人士，来 到 台 北 必 会 到 舞 踊 教 室 访 问。特 别 是 教 室 里 学 舞

的孩子，有小娃娃、少女，都是大陆难得一见的景象。⑤

谢娥为台北人，日本东京 女 子 医 专 毕 业，曾 在 前 台 北 帝 国 大 学 附 属 医

院担任医师。⑥ 左派杂志称她的政治属性倾向国民党的ＣＣ派，并在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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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胜选为国大代表。“二二八事件”爆发时，谢娥立刻跑到广播电台，代替

陈仪说话，要求人民不可轻举妄动。可是３月１日愤怒的群众，前往谢娥家

中抗议并焚烧物品。事件结束后陈仪慰劳她，并赔偿其损失台币２００万元。

谢雪红为彰 化 人，日 据 时 期 因 加 入 共 产 党 被 逮 捕，入 狱 数 次。光 复 后

被誉为台湾妇女运动的 领 袖。国 民 党 在 台 湾 组 织 妇 女 工 作，没 有 谢 雪 红 相

助是不行的，遂由她出任台湾妇女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二二八”事件发

生，谢雪红在台中 领 导 市 民 举 行 游 行 示 威，同 时 在 埔 里 组 织 一 支 军 队，跟

国民党１０００余人 部 队 激 战。① 最 后 谢 雪 红 还 是 逃 出 台 湾，１９４７年８月２５
日，在新加坡的 《南侨日报》发表了一篇３７００多字的 “告同胞书”。不过台

湾人多不知道此事，反而 是 南 洋 的 华 侨，根 据 这 篇 文 章 来 认 识 台 湾 的 “二

二八事件”。②

不过仔细分析，台湾女人并不多。人们感觉到台湾女人多，其实是指她

们到处活跃，跟男人平均分担生活责任。台湾全岛的女性，不分老幼都高踞

在自行车上，风驰电掣掠过马路。上身是五颜六色的短衣，下身是一条短裙，

活泼自在。她们不是在表演技术，因为自行车上往往有一大堆东西。车上要

不是放着竹筐，就是放着家庭手工、浆洗的衣服。另外在街上买东西，女店

员含笑以对，绝不会像上海等地的店员，有 质 问 “你 买 得 起 吗？”的 无 理 回

应。女性在台湾交通机构所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日据时期以来尊重公共秩

序的影响，南京、上海混乱的交通还没传染到台湾。所以各个车站仅有几位

女性着手收票、剪 票，乘 客 都 听 命 于 女 管 理 员 的 指 挥。③ 因 此 对 于 女 给 事、

女公务员、女国大代表、女店员、女工，外省人士的印象或评价都不错。

五　社会底层面———下女与色情业女

下女，也称女中，但 外 省 人 习 惯 称 之 为 下 女。她 们 的 地 位 仅 次 于 女 给

事，可是 “下女”这一 轻 蔑 的 称 呼，伤 了 她 们 的 自 尊 心。事 实 上，从 事 这

行的女子，家境都 属 于 小 康，入 行 是 为 了 生 活 独 立，也 为 出 嫁 准 备 嫁 妆。

雇请她们的人，都是接收大员。这些人接收日本官舍，由于房屋规模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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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帮手整理家务与 打 扫，更 需 要 专 人 洗 衣、煮 饭、看 家。下 女 的 工 作 并

不下贱，她们的打扮也 是 烫 发、腮 红、朱 唇，有 时 竟 比 她 们 的 女 雇 主 还 体

面。① 其实中国对于雇佣女子也有称呼，如北方对于年轻者有 “小老妈”之

称，南方则称呼 “姨娘”，婢女则称呼 “大姊”，乳佣称为 “奶 婶 婶”。② 只

不过台湾的下女，都 是 从 国 民 学 校，或 者 女 子 高 等 学 校 毕 业。下 女 招 待 保

持日本传统妇道 作 风，非 常 注 重 礼 貌。对 于 男 子 尤 其 是 外 宾，更 是 格 外 体

贴恭敬。这是当时每位去往台湾的旅客，都最清楚的事情。③ 后来下女一词

衍生出去，只要是寻常人 家 的 女 佣 全 称 下 女。所 以 当 时 外 省 人 才 会 称 台 北

市有三件头痛之事，一 是 等 公 交 车，二 是 找 旅 馆，三 是 找 下 女。因 为 下 女

今天来报到，明天就不辞而别。④

不过对下女还有另一 种 解 释，称 为 “ ”，这是日 本 名 词。日 本 低

阶妇女到别人家 工 作，称 之 为 下 女。台 湾 受 日 本 统 治 五 十 年，一 切 教 养 风

俗与日本同化，故 台 湾 也 有 下 女。日 据 时 代 台 湾 的 下 女，还 区 分 为 台 湾 下

女与日本下女，台 湾 下 女 工 资 比 日 本 下 女 为 低。可 是 日 本 战 败，所 有 日 本

人尽数被遣返回国，只剩下台湾下女而已。⑤ 下女不仅用于家庭，举凡机关、

衙署、公司、旅馆、食堂，为了供给之事奔走的女人，都可以称为下女。下

女以年龄区分，有年老与年轻的下女。年老下女年纪在３０—５０岁，年轻下女

年纪在１８—２０余岁。年老下女仅占总数的１／１０，年轻者有９／１０之多。日据

时代台湾社会对下女较有礼貌，若主人家是知识阶层，对下女从不疾言厉色，

反之下女对主人也极为顺从。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台湾下女受过旧时代的要求，

因此训练有素。如洗衣打扫不需吩咐，可以漂亮完成；访客来家，主人不在

亦能周旋。可是１９４８年之后，杂志报道人称下女能力全变质。此等皆从农村

应征，毫无训练就投入职场，主人家也骂声连连。往昔训练有素的下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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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工作场合，变成机关的女给事。所以当时上海等地迁徙至台者，“下女荒”

很严重，下女变得炙手可热。有趣的是下女与主人家太太，偶尔竟有紧张关

系。原来下女外出一定化妆，此为太太们不能忍受之事。有些太太虽为 “夫

人”，但教育程度不高，也被读了８年书的下女所轻视。①

因为下女声名远播，所以有些记者未来 台 湾，就 已 听 闻 下 女 的 故 事。②

抵达台湾才发现，下女跟台湾大部分妇女一样都喜欢赤脚。她们终年赤脚，

冬天也不怕冷。③ 同样，台湾妇女好艳妆，虽 下 女 之 微，也 一 定 搽 脂 滴 粉，

烫其头发。④ 外省旅人对台湾下女也有细致的观察，据云大部分外省人来台

前，都听过下女的 传 闻。可 是 真 正 在 台 湾 看 到 下 女，不 一 定 第 一 印 象 是 好

的。例如，有的下女还是日本式打扮，脸上搽得又白又红，头发电烫起来，

这在大陆是前所未见。可 是 当 报 道 人 直 接 与 下 女 们 接 触，就 了 解 浓 妆 艳 抹

背后有无穷的心 酸。下 女 们 的 待 遇，以 旅 馆 下 女 最 好，不 过 旅 馆 老 板 不 提

供薪水，只提供住 宿 与 伙 食，所 谓 的 薪 水 只 能 靠 旅 客 的 小 费。因 此 当 时 的

台湾，中等伙食费用每月约台币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元，差一点７００—８００元也可以

度日。所以旅馆下女的小费收入，扣除自用还可以养活四五个人。⑤ 曾任南

京 《中央周刊》主 编 的 刘 光 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 参 加 京 沪 记 者 访 问 团 来 到 台

湾，也记录台湾下女多风骚。甚至于日月潭涵碧楼女招待与客人打情骂俏，

都让同行单身男子为之心动。⑥

在餐馆帮佣的下女亦称女招待，远在澎湖也是如此。光复初期澎湖酒楼

的下女，还穿着和服并唱日本歌，让前来接收的海军官兵更有异国之感。⑦ 曾

任上海 《铁报》总编辑的作家文宗山，也在１９４７年底来台一游。他惊讶台

北市的建筑物很多是日 本 式，即 便 是 旅 馆 也 是 日 式 榻 榻 米。只 要 一 下 榻 旅

００２

近代史学刊 （第１５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秋星：《台湾下女的分析———台湾小记之一》，顾冷观主编 《茶话月刊》第３１期，联华图书

有限公司，１９４８年，第６７—７０页。

梦君：《台湾纪行———由南京到高雄》，潘世杰主编 《时事评论周刊》第１卷第１０期，时事

评论社，１９４８年，第１９页。

秋星：《台湾之起居服食 （一）》，顾 冷 观 主 编 《茶 话 月 刊》第３２期，联 华 图 书 有 限 公 司，

１９４９年，第４６页。

秋星：《台湾之起居服食 （二）》，《茶话月刊》，第６４页。

冷清：《下女》，林苑文主编 《妇女月刊》第１卷第１２期，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１９４７年，

第２６—２７页。

刘光炎：《台湾归来 （二）》，周刊社主编 《中 央 周 刊》第８卷 第４４期，中 央 周 刊 社，１９４６
年，第１４—１６页。

许成功：《港湾指南———斗室孤灯话澎湖》，沈遵晦主 编 《中 国 海 军 月 刊》第４、５期 合 刊，

中国海军月刊社，１９４７年，第３５页。



馆，下女就送上日 本 式 的 茶 叶 与 茶 具。在 文 宗 山 的 笔 下，台 北 市 的 夜 生 活

纸醉金迷。走进任 何 一 家 酒 楼，女 招 待 也 就 是 所 谓 的 下 女，便 在 楼 梯 口 恭

迎。她们厚厚 的 脂 粉，新 颖 的 旗 袍，装 出 的 笑 靥，两 只 金 牙 微 露 唇 边。她

们把食客带进木板隔间，许 多 下 女 轮 流 陪 客 人 喝 酒。这 些 出 卖 色 情 与 廉 耻

的女人，都有一段凄凉的 身 世。有 人 透 露 自 己 是 台 北 高 等 女 子 师 范 （今 台

北市立大学）毕业，二战期 间 在 三 井 商 社 担 任 会 计，光 复 后 立 刻 失 业，挨

不过物价上涨，才 会 不 顾 自 己 是 读 过 书 的 人，在 酒 楼 里 陪 酒。这 就 是 当 时

台北市几座有名酒楼——— “上林花” “万里红” “蓬莱阁” “新中华”的写

照。① 有的杂 志 对 酒 楼 下 女 的 描 写 更 入 骨，声 称 台 北 有 “三 花 一 红”酒

家———上林花、姊妹花、白 菊 花、万 里 红，即 便 是 台 中、台 南、高 雄 的 酒

家，也有态 度 高 贵、装 束 入 时 的 下 女 来 应 酬。她 们 脸 涂 脂 粉，烫 发 垂 环，

身穿白旗袍，腰系蓝围巾，腿着丝袜，脚登皮鞋，手持酒瓶，殷勤劝酒。②

其他如舞场与咖啡座，也被视为女招待热门的 地 方。当 时 一 杯 红 茶 台

币１元 （法币２５元），一 杯 咖 啡 与 冰 淇 淋，需 要 台 币２元 （法 币５０元）。

在这种地方工作的女招待，每月薪水仅台币１５０元。而台湾舞场 的 费 用 与

上海大异，在上海一进 门 就 要 泡 茶，一 壶 茶 法 币１０００元 以 上，另 外 再 买

舞票，若要坐台费用更 高。台 湾 的 舞 场 没 有 泡 茶 的 规 矩，舞 票 每 “一 跳”

台币１８—２０元，加上税也不过台币３０元，比上海便宜太多。特 别 是 台 湾

的舞女，没有上海老舞女的习气，每位都富有热带的健康美。③

所以总括来说，下女即不 愿 抛 头 露 面 的 女 性。如 果 她 身 边 没 有 小 孩 累

赘，那就给人家当佣工。也 有 年 轻 的 女 性，只 为 赚 取 三 餐 有 限 的 工 资，也

当人家的佣工。尤 其 是 “国 内 人” （外 省 人）在 台 湾，十 之 八 九 都 雇 有 下

女，这是家庭 间 的 下 女。另 外 在 饭 馆、咖 啡 馆、旅 馆 的 下 女，称 为 侍 应 生

或女招待。操此种 职 业 者 多 为 年 轻 女 子，而 且 学 历 都 是 国 民 学 校 以 上。她

们很多是为家境 所 迫 才 会 入 行，除 了 照 料 客 人 外，有 的 还 兼 操 暗 娼。特 别

是台北的北投温泉，旅馆中的下女即是如此。④ 看样子被称为女招待、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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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下女，生活还不是最痛苦，至少不必卖淫赚取皮肉钱。

色情业女，有很 多 种 行 业，如 果 只 是 专 门 陪 客 人 喝 茶 吃 酒 者，则 称 为

女给。女给的地位比女给事、女中地位还低。按照１９４７年底的行情，陪伴

一位客人，费用至少１００元台币。陪客的规矩是轮番安排，一人来一番出，

五人来五番出。这种专 门 陪 酒、陪 茶 的 女 给，可 以 任 客 人 抚 弄，并 伺 候 猜

拳喝酒。① 大陆的 杂 志 记 者 普 遍 都 会 报 道，在 台 湾 亲 眼 看 到 春 色 无 边 的 新

闻。其中最多的是前往 茶 室，跟 大 批 女 招 待、女 给 喝 酒。此 时 这 些 女 子 都

会告诉客人 “有房间”，一个晚上台币５００元 （折合法币约２００００元）。可是

店老板抽一半，女子实际所得只有台币２５０元。② 所以有谓台湾有三件事一

定要管，一是 “尿屎”，二 是 死 尸，三 是 “女 儿”。女 儿 要 管 是 怕 她 流 于 下

贱，沦落成跟尿屎与死尸一样。③

台湾的温 泉 区，分 布 在 台 北 近 郊 的 是 草 山、北 投、乌 来、 （宜 兰）礁

溪、新竹井上温泉，中南部 是 关 仔 岭，东 部 是 苏 澳 冷 泉 与 （台 东）知 本 温

泉。④ 温泉区女 侍 如 云，如 果 男 子 是 纵 情 恣 欲 之 徒，那 么 台 湾 女 性 出 卖 肉

体，正是迎合不肖者。台湾女子若是甘心卖淫，就被称为热带蛇。⑤ 特别是

台北的温泉，几乎 与 色 情 分 不 开，因 为 这 里 的 气 氛 实 在 宜 于 淫 乐。温 泉 池

若是大池则是男人使用，中 池 为 男 女 共 浴，小 池 是 一 男 一 女 玩 鸳 鸯 游 水 的

勾当。当时行 情 价 一 位 女 性 夜 渡 资 是 台 币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元，食 米 一 石 就 要

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元，使得女性投入色情禁不胜禁。⑥ 由于大陆游客从没体验过

这种服务，故日据以来沿袭的 “温泉文化”，他们也大惊小怪。⑦ 这 里 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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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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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冬阳：《台湾———女人的世界》，《生活文摘半月刊》，上海，第１９页。

市： 《不 幸 的 台 湾 女 性》，编 辑 部 主 编 《纪 事 报 （每 周 增 刊）》第３２期，北 平 纪 事 报 社，

１９４７年，第６页。

本社： 《台 湾 的 三 件 事》，编 辑 部 主 编 《纪 事 报 （每 周 增 刊）》第２６期，北 平 纪 事 报 社，

１９４７年，第４页。

北投温泉所有旅馆的营收，保守估计平均一天合计１００万 台 币 的 营 业 额。参 见 丁 贝 彦 《台

北山水间》，陈耘主编 《工商新闻》第３０期，工商新闻社，１９４７年，第７页。

江云：《世界通讯———温泉与热带蛇》，春秋杂志社 主 编 《春 秋》第５年 第５期，春 秋 杂 志

社，１９４８年，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姚钧：《新来晚到 记 台 湾》，春 秋 杂 志 社 主 编 《春 秋》第５年 第４期，春 秋 杂 志 社，１９４８
年，第１１５页。

男女共浴温泉的色情噱头，大陆的确很少见，但旅馆应招随 叫 随 到，也 如 同 上 海 旅 馆 的 妓

女一样。参阅林佛士 《台湾的女子职业》，《十月风月刊》，第１０页。



是 温 泉 旅 馆 女 侍 替 客 人 擦 背，也 被 视 为 有 伤 风 化，显 得 不 伦 不 类。① 台

北的几处大酒家，彻夜灯红酒绿。妙龄的女招待打扮得花 枝 招 展，漂 亮 的

小姐一天的收入就有一两万元台币。北投、草山的温泉旅 馆，更 是 盟 军 阔

佬散心寻乐的场 所。② 在 这 些 地 方，酒、女 人、大 菜、麻 将，成 了 享 乐 的

最高目 标。③ 这 种 在 温 泉 旅 馆 卖 淫 者，也 称 为 野 妓，让 在 台 的 游 客 流 连

忘返。④

另外，台北市也有所谓 “神秘浴室”。杂志报道它暗藏在巷弄中，必须

要熟门熟路者引领 才 能 进 入。行 规 是 洗 澡 费 用 台 币１００元，若 女 郎 与 客 共

浴，台币５００元。大 陆 来 台 者 听 闻 此 事，都 感 到 很 有 兴 趣。⑤ 值 得 注 意 的

是，不仅大都市已经被色情 污 染，即 便 在 纯 朴 的 东 部 也 有 粉 味。１９４８年 初

花莲市已有人口２８０００多，它的夜晚被形容为比白昼还美。市内南京街也是

灯红酒绿的地方，酒家门 口 也 坐 着 身 穿 白 衣 的 女 侍 应 生，此 时 是 城 市 罪 恶

发生的时候。⑥

至于台湾的 按 摩 女，没 有 固 定 的 住 所，没 有 相 当 的 技 艺。她 们 既 不 能

像女伶一样，可 以 靠 自 己 的 歌 喉 博 取 客 人 的 欢 心；也 不 能 像 卖 符 的 巫 婆，

仗着满口谎言欺 骗 世 人；只 能 像 妓 女 一 样，以 自 己 的 青 春 与 皮 肉，满 足 男

人的欲望来 赚 钱。在 上 海、天 津、厦 门 等 地，按 摩 是 一 种 秘 密 组 织，必 须

偷偷摸摸地开设。但 在 台 湾，按 摩 却 是 一 种 普 通 又 公 开 的 职 业，她 们 之 中

有不少是半老徐 娘，也 有 残 疾 的 老 妪，或 者 正 当 花 开 的 妙 龄 女 郎。她 们 晚

上执业，都是吹着 尖 锐 的 竹 制 口 笛，声 音 既 凄 厉 又 哀 婉，听 了 让 人 感 到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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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世外桃源———台北》，罗正主编 《时代 生 活 三 日 刊》第３卷 第１９号，时 代 生 活 社，

１９４６年，第５页。

大陆的杂志提及台湾温泉的色情，最严重的地方是北投温泉，而 近 在 咫 尺 的 草 山 温 泉 数 家

旅馆，看似是 “正派经营”。参见刘冬阳 《珊瑚网———上 草 山》，陈 耘 主 编 《工 商 新 闻》第

４９期，工商新闻社，１９４７年，第７页。

高超：《“阿山”台湾人之间》，中国建设服务社主编 《中建半月刊》第１卷第４期，中国建

设服务社，１９４８年，第２１页。

何陋室主：《旅台杂记》，民治月刊社 《民治月刊》第２卷 第１１、１２期 合 刊，民 治 月 刊 社，

１９４８年，第１４页。

本社：《台北———秘密浴室》，编辑部主编 《纪事报 （每周增刊）》第７６期，北平纪事报社，

１９４７年，第７页。

李尔康：《静静的花莲》，谢 东 圃 主 编 《周 末 观 察 周 刊》第３卷 第５期，周 末 观 察 周 刊 社，

１９４８年，第１５页



酸。根据统计，台湾的按摩女粗估有１３０００余人。①

外传台湾女人缺少 贞 操 观 念，或 许 是 因 为 台 湾 色 情 业 没 有 陷 入 不 景 气

而衰落。她们懂得 日 文、国 语、英 文，所 有 的 旅 馆、家 庭、要 人 公 馆、妓

院、舞厅都是下 女 们 包 办。没 想 到１９４６年７月 政 府 下 令 禁 舞、８月 禁 娼，

再公布管理女招待的办 法。她 们 只 能 去 包 围 妇 女 会 长 谢 娥，要 求 找 工 作 糊

口。② 在外省人眼中，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女性沦为娼妓的不少。光复后当局

为整顿市容以及重视女 权 起 见 下 令 禁 娼，虽 然 公 娼 已 经 禁 止，但 暗 娼 还 是

很多，每年罹患花柳病者更多。③ 根据医院统计，１９４６年全年罹患花柳病者

达５０００人之多。④ 同样，高雄的私娼也相当多，女侍应生可说全都在卖淫。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她们要负担家计。⑤ 所以台湾娼妓之多，跟男女性

别比例失调无关，主要是经济因素。⑥

左派杂志抓住这一点，同 情 台 湾 女 性 被 逼 良 为 娼 的 血 泪。其 中 提 到 日

据时期受过中学教育的 女 子，时 任 公 共 汽 车 的 车 掌。光 复 以 后 因 抗 议 同 事

被旅客殴打，参加 集 体 交 涉 遂 被 公 司 免 职。不 料 父 亲 过 世，迫 于 经 济 困 窘

只能把自己卖给一家旅社，从此过着皮肉的生涯。⑦ 或云男人失业，女人一

批批挤到繁荣的 城 市，使 得 台 湾 私 娼 泛 滥。可 是 人 肉 市 场 的 行 情，有 的 一

次才值一包 香 烟 的 价 钱。⑧ 台 湾 所 有 妇 女 中，处 于 生 活 最 前 线 仅 求 温 饱 的

人，不是别人而是妓女、酒家妇。⑨ 台湾知识分子也深知此等情况，当大陆

人士询问娼妓问题时，为 了 台 湾 的 尊 严，总 是 很 严 肃 地 回 答，本 人 “没 去

过，不知道”。这就是安娥在南台湾看到的写实描述。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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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十年前游鉴明教授在其研究成果中表示，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 在 台 湾 发 行 的

报刊来看，外省人 对 台 湾 女 子 的 论 述 不 外 乎 几 个 重 点。如 外 表 与 装 扮、性

格与工作态度。对 于 前 者，正 面 的 看 法 是 台 湾 女 子 体 格 普 遍 健 美，性 格 像

日本妇女———温柔、和善、天 真、活 泼。可 是 像 日 本 妇 女 这 点，又 有 訾 议

认为是 奴 化 的 表 现。而 且 台 湾 女 性 喜 欢 烫 头 发、镶 金 牙、浓 妆 艳 抹，矮、

黑、粗，小腿常被蚊子 叮 成 “图 案 腿”的 样 子，又 常 让 人 不 敢 恭 维。对 于

后者，一般看法是台湾女 性 工 作 是 为 了 家 庭，外 省 女 性 工 作 是 为 了 自 己 的

享受。然而最重要 的 是，游 氏 从 报 刊 资 料 中 爬 梳 整 理，提 到 台 湾 女 子 的 三

个 “问题”———娼妓、女佣、婚姻。为何台湾报刊会强调 “问题”，或许是

内容中有读者信箱一类 的 专 栏，故 投 稿 人 可 以 在 此 园 地 以 文 会 友，当 然 也

时常因此进行笔战，激出火花形成所谓的 “问题”。①

可是大陆期刊的报 道 不 是 如 此，其 内 容 多 半 是 来 台 记 者 发 出 的 文 稿，

或者是旅台者分享在台湾的见闻 心 得，其 主 旨 并 非 要 讨 论 台 湾 女 人 的 “问

题”。故这类文章大多是观察后的描述，主要介绍台湾女人的多种面象，以

飨读者而已。因此在此动机下，台湾女子给人最直接的印象———男女亲密、

女子赤脚、普遍受过教 育、女 子 多 情，则 是 来 台 者 共 同 的 看 法。有 意 思 的

是从审美标准来看，大陆 期 刊 提 到 台 湾 女 子 的 审 美 观 念 以 “鲤 鱼 嘴、柳 叶

眉、鹅蛋脸”为佳，最 好 是 像 《红 楼 梦》里 的 探 春——— “削 肩 细 腰、长 挑

身材、鹅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但从未有因打扮之故，指责台湾

女子有奴化的倾向。最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妇 运 的 报 道，此 点 是 台 湾 期 刊 大 书 特

书之处，大陆期刊的内容 虽 轻 描 淡 写，但 报 道 了 台 湾 期 刊 不 敢 评 论 的 “李

祝三案”。让人知道同时期大陆因沈崇案如火如荼，台湾却有高官杀妻而无

人理睬。

至于众多台湾女子中，何 者 最 具 特 色 而 受 到 大 陆 期 刊 青 睐，从 专 文 报

道来看，只有三 个 人———舞 蹈 家 蔡 瑞 月、制 宪 国 民 大 会 代 表 谢 娥、台 湾 共

产党创始人 谢 雪 红。后 两 位 是 政 治 人 物，即 便 是 台 湾 的 期 刊 也 报 道 她 们。

但是蔡瑞月就相 当 罕 见，可 谓 大 陆 期 刊 独 具 慧 眼，关 注 台 湾 政 治 之 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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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游鉴明：《当外省人遇到台湾女性：战后台湾报刊中的女性论述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中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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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艺文也有兴趣。其余就是 “国大之花”的访问，因为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９日行

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大陆期刊 曾 专 访 了 几 位 才 智 美 貌 兼 备 的 女 性 国 民

代表。其中台湾竟占 了 四 位———郑 玉 丽、林 珠 如、杨 郭 杏、林 吴 素 真。或

许这几位女性，就是当时大陆期刊 眼 中 最 具 特 色 而 能 吸 引 他 们 注 意 的 台 湾

女性。

最后是对职业妇女的描述，当时大陆期刊对于日 据 到 光 复 以 来 的 三 大

女性职业———女给事、女中 （下 女）、女 给 （色 情 女）更 感 兴 趣。事 实 上

娼妓与女佣都是大陆、台湾期刊报道的题材。但是对色情，大 陆 期 刊 并 没

有把它当作社会问题处理，反而呈现两极化的内容。一是报 道 大 陆 没 有 或

少有的色情玩法，如温 泉 旅 馆 的 男 女 共 浴、鸳 鸯 戏 水，又 如 上 海、天 津、

厦门等地按摩是见不得光的行业，但是在台湾是普通又公 开 的 职 业。二 是

左派杂志深入报道台湾娼妓背后的血泪，发现有些是受过 良 好 教 育 者，因

为时局困窘不得已才走上这一途。对女佣，大陆期刊亦没有 把 它 当 作 社 会

问题处理，反而从 “供 需”的 角 度 来 讨 论。这 肇 因 于１９４８年 大 陆 各 省 人

士纷纷来台，特别是来自 上 海 的 稍 有 财 力 者，都 会 选 择 在 台 湾 雇 请 下 女，

因此当时 “下女荒”很严重。不同于台湾期刊较少报道女 给 事，大 陆 期 刊

对此撰文很多。可能是她们都毕业于公学校或女子高 校，时 髦、貌 美，却

愿意屈就各机关从事擦桌扫地、来客倒茶、传递文件等工 作。对 照 大 陆 同

样条件的年轻女性，这是很难看到的现象。

历史发展最耐人寻味之处，即有所谓 “循环说”。１９４９年后两岸因政治

情势而分隔，其间虽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有大陆人士，以探亲、商务、学

术之名来到台湾，但真正开放旅游实为２００８年的 “首发团”。之后大陆出版

业以宝岛旅游为名的著作所在多有，然对照两个不同时期的观察，“台湾女

性”的素材一直为人所注意。① 如此的观察当然不会止息，但会以什么样的

视角、呈现什么样的结论，这又是以后的事了。

（作者单位：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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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峰：《看台湾，说台湾———李峰台湾行》，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７；方刚：《你不知道的台湾地

·事·人》，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９；贾云峰：《台湾现在 进 行 时：你 从 未 体 验 过 的 台 湾 人 文

地理》，中国旅游出版社，２００９；陈雅萍：《台湾旅游Ｔｏｐ体验》，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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