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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有關日治時期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成果，隨

著數位資料庫的普遍應用、日記史料的接連問世出版與

數位化，在臺灣學界與出版界，帶動了新的一波既可稱

為新文化史，又可稱「新」新文化史的日常生活史研究

風潮。為何又可稱之為「新」新文化史研究呢？因為，

日常生活史的理論基礎，與其說是從新社會史到新文化

史，毋寧說是從新社會史、新文化史合流而產生了日常

生活史，只是發展較新文化史為晚，卻又有異於新文化

史的研究取徑。新文化史逐漸與全球史接軌，尤其是對

於人類物質文化與行為的全球化脈絡上，研究跨界與追

求體系性、普遍性價值；1反觀，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卻

更貼近於在地化，以及著重於發掘人際活動所衍生出的

個人日常生活內在與外在理路的零碎化牽絆，與闡述隱

藏於其主觀思考與特定時空中的歷史脈絡。

若從過去幾個年度中對於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的討論「範疇（category）」界定中，「日常生活史研究」

並不存在，而是被分別歸類在「社會文化史」和「生活

史」的範疇當中。2換言之，「日常生活」堪稱是近年

來一個新興的研究範疇。但這並非表示，在以往的研究

中，沒有這類所謂的「日常生活」研究的成果；相反的，

「日常生活」的出現，由於在過去並不被有意識地認知

為「日常生活研究」，而近年來，則是有意識地「被」

耕耘，從原來屬於「社會文化史」或「生活史」的脈絡

下，將其「日常性」凸顯出來。不過，由於仍處於初步

萌發的階段，不管是理論的建構或方法論的描繪，以至

研究成果的展現，並不算多。甚至，研究者本身，亦往

往在並非有意識的情況下，踏入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而

不自知。凡此，說明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範疇，在臺灣

史研究當中，仍處於「發展中」的存在。接著，筆者以

下將分成幾個層面來加以分析，逐步掀起日常生活史的

面紗，呈現其發展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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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記史料出版與日常生活史研究

本文雖是以 2014-2015年度為主要討論的對象，但

是如上所述，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源頭，實在與臺灣近一、

二十年來，對於日治時期日記史料的發掘、解讀與出版，

甚至數位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更關鍵的是，隨著

日記的大量出土，傳主「日常性」的生活營為與細節，

與官方檔案形成強烈的對比與互補。於此，作為日常生

活史研究的史料學的主要工具─日記史料價值與日常

生活史研究的特性，有必要以較長時期的光譜來加以論

述。

二次戰後迄今，對於日記史料發掘與出版貢獻最為

卓著的，首推張良澤教授與《吳新榮日記全集》（臺南：

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以及許雪姬教授（及其長期

投入的「某某日記解讀班」的所有成員）與《灌園先生

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和《黃旺成先生日記》的

出版與出土，最具代表性。且後者更進一步包容前者，

而有如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3

的最完整、不斷更新註解的龐大數位日記史料資料庫。

藉此，日記史料接連問世所帶動的研究風潮，近年來便

產出了眾多研究成果，其中尤其不乏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成果。例如在 2006年年底舉辦研討會而後集結出版的

《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週年紀念論文

集》一書，可說是「介紹新日記、討論日誌史料的運

用」4的集大成，象徵日記史料在臺灣史研究發展途上

的一道新里程碑。而後，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也自此每

兩年移地舉行一場大型的日記研討會，積極提倡與挖掘

日記這種兼具歷史性與私密性的特殊史料之學術價值。5 

以下，為了聚焦於本文主題，因此將介紹上述已出

版中最具份量的四套日記，重新檢視主編在出版當下所

撰寫的「導讀」內容，是如何簡要地敘述日記在日常生

活史中的地位和角色，以至如何醞釀孕育而形成今日的

局面。

首先，許雪姬與其所引領的日記解讀班，在近十多

年來所解讀出版的最具代表性的《灌園先生日記》，已

全部出版完成。而早在全集出版伊始，許雪姬對於林獻

堂日記所撰的整體分析中，便有如下的記述（按：底線

為筆者所加，以下同）：

林獻堂以十分工整的筆跡要言不煩地紀錄每天發

生在他身上的事，大至國家大事，小至日常生活

的細節，都可在日記中看到。每天的天氣、所讀

的書、起床上床的時間，病狀、醫療情形，甚至

服何種藥都一一記錄，所以這部日記是林獻堂一

生中最重要的見證。6

以及，

林家的日常生活，由日記中可知男性成員的娛樂

為到大肚球場打高爾夫球（曾在萊園設一個小球

場以供練習，並舉辦比賽），或騎馬、吟詩、聽戲、

看電影。女性成員以林夫人為代表，她是標準戲

迷，看戲為其最重要的娛樂生活，日記中林獻堂

將家人所看的每一齣戲的名稱都記錄下來。7

「每天發生」的紀錄到「日常生活的細節」云云，

可以讓讀者了解到日記與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關聯性，而

從這一套日記出版的當時，藉由這些傳主生活細節的史

料性質中，不僅讓我們看到日治時期最重要的臺籍文

化、政治與社會運動的代表性人物林獻堂，其實除了原

有官方與公共媒體報導中為公眾所認知的面向之外，透

過日記史料更讓後人看到其不為人所知的「日常生活」

的另一面向，包括休閒與娛樂。而其中所提到的各式各

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首頁。

4 許雪姬等編著，《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iv。

5 「寫日記者不一定有死後出版的打算，也正因為如此日記才有其價值。不過也因日記記載原只供個人參閱，記載較為直接無隱，

衍生的問題頗多，增加出版的困難。」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許雪姬等共同註解，《灌園先生日記（

一）192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4再版），頁(15)。

6 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灌園先生日記（一）1927》，頁(5)。

7 同上，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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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生活細項，日後幾乎皆已陸續成了研究者探討的課

題。

其次，由傳主張麗俊所留下的《水竹居主人日記》，

幾乎是與林獻堂日記出版並駕齊驅的兩大套臺灣中部地

區仕紳大族的罕見長時段日記。有關該套日記主人公的

生平和經歷，甚至其重要性等，已為眾所週知，本文在

此不再贅述。而此套日記的「日常性」的史料價值，與

洪秋芬共同催生這套日記的許雪姬，於 2000年出版時在

導讀中，對該日記史料與日常生活史的關聯性，則有如

下的闡述：

4. 生活史：有關年中行事，及娛樂等休閒生活，

向來缺乏資料。作者這方面的記敘亦十分珍貴，

（中略）至於娛樂方面，日記中記載不少往花街

柳巷之事，其翔實的記載也許在衛道之士眼中是

不道德的，唯個人認為這些記載有助於讓我們了

解當時男性社會的生活狀況，實為難得的資料。

至於較為輕鬆的休閒生活，自然包括看戲、參觀

共進會、博覽會，到各處去觀光，比較有趣的是

一些在廟前的活動（中略）。都是相當珍貴的資

料。8

從「向來缺乏資料」到「實為難得的資料」，日記

史料的私密性，在此段有關生活史的闡述中，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當然這套日記除了「生活史」之外，對於研

究「家族史」、「宗教活動」、「地方產業」、「公共

衛生史」、「民變史」、「對日本統治的看法」，以及「在

文學史、政治運動史、保甲制度史上」都提供另一種不

同於其他日記史料的特殊價值。9就是這樣面面俱到卻

又能讓人各取所需的多重性日記史料，乃是最引人入勝

的特色所在；然而這裡也指出日記中無所保留的將當事

人攤在陽光下，如何被後人取捨和檢驗的「道德險境」。

不過，如後張良澤所示，基於日記史料的誠信與價值，

完整的呈現實是日記史料的核心所在。

就在日記史料的研究逐漸形成風潮之際，也帶動

民間對其先代所遺留日記的重視與日記史料「學術保存

化」的趨勢，這對於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持續邁進，無疑

是一項助力。尤其在學術機構與民間的合力下，日治時

期以降臺灣前人的日記，接二連三的出土，如此又帶動

新一波的日常生活史研究風潮。繼中部上述兩套日記出

版後，新竹黃旺成先生的日記也於 2008正式出版問世。

對此，許雪姬指出：

黃旺成先生是個有血有肉，真性情的人，以他

眼光所看、筆下所記的世界，讓我們在細讀之

餘貼近那個時代、了解那個時代，這對研究臺

灣史的人，提供了活生生的背景、經驗，爾後

研究相關題目，更能一針見血，闡述史料，為

當時人代言。10

經過十年的解讀與研究，從此段引文便可體會到，

日記史料與臺灣史研究，尤其是從日治時期到二次戰後

的臺灣社會變遷，如何從日記傳主筆下的「活生生的背

景、經驗」，找到種種的蛛絲馬跡，來「貼近那個時代、

了解那個時代」，成為研究者在歷史研究上追求的目標

與方法論。日記史料對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貢獻與價值，

至此不容置疑，且因著傳主的不同，所呈現出的日常生

活細節亦因人而異、因地制宜。因此，《黃旺成先生日

記》在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上，依舊有其不可取代的特質：

（四）豐富的生活史資料：日記中舉凡宗教、民

俗活動、宗族史、娛樂史、讀書紀錄、詩友會、

下棋，這些生活的細節無不一一描寫，其中還留

下了他日常吃的料理如炊粉等食品，穿的披風、

變形鞋、編上鞋等。更有趣的是與同事、朋友會

食攤錢時常用「抽虎鬚」的辦法來決定出錢數；

而且購買的食物、領的薪水、買的物品，其價格

8 許雪姬，〈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說，《水竹居主人日記（

一）1906-190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0），頁17-18。

9 同上，頁13-27。

10 許雪姬，「編者序」，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191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義：中正

大學，2008），頁i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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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一記上；日記後還有開支、收支的記帳，以

供核對，對了解當時物價幫助不小。11

換言之，即使統稱為「生活的細節」，亦因不同傳

主而詳略不一。

從以上這股在臺灣政治解嚴後由許雪姬所主導推動

的日治史料發掘、解讀與出版風潮，迄今未歇，且不僅

臺人，還有身為統治階級的日本官僚，上至總督下至警

察所留下的日記，亦相繼出版。藉此不同型態的日記史

料交叉辯證，殖民地特殊的生活場域，更能烘托而出。

如同上述引文所提示，從日記史料所衍生出對於

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殖民體制下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育

樂」等各層面，都引發研究者企圖透過日記史料來更貼

近那個時代、了解那時代，以及隨著政權變動，那些各

別傳主又是如何適應時代動盪及其內心曲折煎熬的真實

樣貌。不僅日常生活史研究，包括整體日治臺灣殖民統

治史或臺灣近現代史的理解與議題的深化，也深受日記

史料的裨益匪淺。

而相對於這批政治解嚴後新出土的日記史料，其實

在戒嚴時期，大家所熟知的吳新榮日記便已問世，但卻

得經過「作者及譯者兩代之間的接力」以及官方、民間

的協助，終於不必再以政治隱晦且偏重文學成就的「摘

譯版」行走江湖，而得以在解嚴後，在家屬吳南圖醫師

見證下授權給為此奔走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編者張良澤

教授，「全部刊出，不加修飾，不允刪減」，而以完整

面貌重新問世。只「因為日記的最高價值在於『真』，

如果我在『局部』動了手腳，恐怕影響『全部』的可信

度。」12誠哉斯言！

為了催生出版《吳新榮先生日記全集》而費盡年月

的張良澤，對於這套日記的評價可說讚譽備至，並以書

信的方式，與吳新榮進行了一場感人的隔世告白：

第三：您作為一位鄉下醫生，每天忙著看病人以

維持大家族的生計之外，又要忙著交際應酬、打

麻將，有時也會偷偷去風流；您又愛看書，愛寫

作，愛吃鱔魚麵，愛看電影，愛種花木，愛養家禽；

後來又將大半精力投注於地方文史之採訪。看您

每天都忙得團團轉，可是您總不忘把一天的所作

所為、所見所思記錄下來。（中略）

第四：日記當然是記錄每天生活的瑣事，可是這

些瑣事連貫了三十幾年之後，就成為珍貴的「史

料」。而且這部「史料」記錄了從日治時代的繁

榮期進入戰爭期，轉入戰後的動亂期，到國民黨

專制的苦悶期為止。這段期間是臺灣史上變動最

劇烈的時代，您不幸而生於此時代，但也有幸留

下這些時代的證言。13

張良澤不僅完全肯定日記的「生活瑣事」的紀錄，

更點出這種逐日、長時期書寫的日記，更是一項珍貴的

日常生活紀錄與為時代所留下的證言。而這些「生活的

瑣事」，正是研究日常生活史的寶藏。

二、�作為一本「趣味帳」的入門：�
《臺灣人士鑑》

如果說 1916年所出版的《臺灣列紳傳》，是 1980

年代研究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與「本土土地資產階級」

最重要的人物傳史料，使後人得藉以分析清末到日初臺

灣社會階層內在理路的發展與地方家族史、殖民統治史

的百寶箱；14那麼 1930年代後，由臺灣民報社所出版一

系列不同時期的《臺灣人士鑑》，則堪稱是 1990年代後

期迄今，隱含著剖析臺灣社會更廣大的不同階層休閒娛

樂的「趣味帳」。而首先慧眼識英雄、巧妙而精確地加

11 同註10，頁xi。

12 張炎憲，〈跨越時代的見證〉、吳南圖，〈序〉、張良澤，〈致吳新榮先生（代序）〉，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先生日記全集
（1）1933-193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頁8、10、16。

13 張良澤，〈致吳新榮先生（代序）〉，《吳新榮先生日記全集（1）1933-1937》，頁14。

14 若林正丈的《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中的「本土土地資產階級」與吳文星的《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中的「社會領導階層」
的概念內涵，幾乎都奠基於對書中諸列紳的歸納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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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運用的，要推前有呂紹理，後有黃慧貞、林丁國等。

呂紹理 1998年以《水螺響起》，從「時間」觀念在

臺灣社會的確立，到因著交通工具的近代化、機械化，

讓廣大的臺灣社會有所依循，對於日常生活中的休閒活

動有所規劃。這看似無足輕重的「時間脈流」，卻重重

地打在以往偏重臺灣政治、經濟、社會運動史的臺灣近

代史研究主流，而牽動出此後源源不絕的文化史與日常

生活史研究的研究。堪稱「水螺」不鳴則已，一鳴就驚

人。本書最獨特之處，除了點出當代最習以為常的「標

準時間」的確立其實並非那麼自然而成，在史料運用上

更巧妙的是，藉由一本早已出版、乾澀無味的人名錄，

卻能如畫龍點睛似地從「趣味」項目中演繹出濃濃的日

常休閒生活的韻味。

無可諱言地，《臺灣人士鑑》是由臺灣文化協會這

群臺灣近現代知識菁英，依據編者設定的條件，從當時

臺灣各地所「擇優」挑選而出，帶著一股黃慧貞所稱的

「上流」階層的階級味；但相較於上述日記史料的「個

人私密」性質，《臺灣人士鑑》所涵蓋的範圍不僅更廣，

且所記載的資料都是「個人公開（公眾）」性質的內容，

反而可與日記史料相互為用，更貼近那個時代的社會脈

動。尤其，每位人士在文末如狗尾續貂般存在的「趣味」

項目，竟是意外掀起臺灣社會文化與運動休閒風的寶貴

線索。對於《臺灣人士鑑》，呂紹理認為：

《臺灣人士鑑》中每一個人的基本資料大體都相

當完整，以這些基本背景資料，正可以和其娛樂

活動資料配合，用來說明在不同年齡層、教育程

度、職業背景、居住地點及家庭狀況等因素下，

人們的娛樂活動表現出何種特質。15

這段話，充分道出作為一本「趣味帳」的《臺灣人

士鑑》，在研究臺灣人士，甚至當時在臺日人（雖然當

時呂紹理加以割愛）所從事的娛樂活動的種類，是可以

加以進行整理與分類的，藉以探討臺日人的「休閒活動

特質」以及「生活作息」。後來，黃慧貞同樣著眼於《臺

灣人士鑑》的這筆「趣味帳」，並將研究的版圖從呂紹

理僅限於臺中州一地，而擴展到「臺灣西半部」（花東

及外島除外），同時也將「在臺日人」的興趣列入進行

對比，以東、西洋對照的方式來呈現出更深入而詳細的

探討。16不過，筆者認為基本上，黃書並未超出呂紹理

的研究理路，只是擴而大之。

有趣的是，兩者都曾依據這本「趣味帳」將當時

臺灣人的休閒活動，進行了分類。呂書分成了「靜態娛

樂」、「運動」、「音樂」及「其他」四大類，17而黃

書則以「藝術活動」、「體育活動」、「文學活動」、「農

藝活動」，以及以不同文化別之下，又有漢人獨有的「漢

文活動」和在臺日人獨有的「藝文活動」進行區分。18

呂書的分類相對明暸，黃書因將在臺日人列入而呈現更

為複雜的樣貌。但不管如何，藉由這些分類，使得後人

更意識到所謂的日常生活休閒的樣貌與項目的多元化，

都有其獨立研究的可能性。

不過，不論呂書或黃書，無獨有偶，都擁有一道無

法突破的罩門，而之所以無法突破，正好與上述日記史

料的尚未廣泛運用，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呂紹理在討

論《臺灣人士鑑》所呈現的休閒活動類型，雖有相當的

斬獲，不過在小結中，呂紹理與黃慧貞都先後指出：

從《臺灣人士鑑》當中，我們雖然能描繪出當時

社會領導階層在休閒活動上的「傾向」，但我們

無法從其中判定，他們在什麼時間、花多少時間

來享受他們的休閒生活；他們儘管可有許多「興

趣」，但無法顯示他們生活當中休閒活動所佔的

地位如何。19

對此，黃慧貞在其論述的結論中也認為：

總的來看，《臺灣人士鑑》提供研究日治時期臺

15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8），頁157。

16 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北縣：稻鄉出版社，2007），頁23-24。

17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159-160。

18 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頁28-29。

19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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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上流階層興趣的最好依據。雖說其中並沒有詳

實記載人士在這些興趣上所花費的時間及其喜好

程度如何，但透過這些資料的整理與統計，仍可

看出當時臺灣上流階層興趣選擇的趨勢。20

眼尖的讀者看到這裡，可能心中也有了一些答案。

沒錯，日記的出土及其史料的特性，剛好可以填補這項

空白與某種程度解決這道難題。筆者在一篇以日治時期

麻雀這項室內社交娛樂工具為主題，並以吳新榮等人的

日記史料為主的討論中，就曾試圖解開這道難題。

（按：本文）將焦點專注於日治時期個人的麻雀

經驗與日常生活史的刻畫，並且以吳新榮日記為

中心，期有助於理解打麻雀這項社交娛樂在個人

層次的日常生活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以及欲藉

由打麻雀來達到何種目的。若沒有日記史料的出

土，麻雀始終都是他人的「麻雀談」，無法釐清

「打」麻雀與日常生活的經營究竟有著何種關聯，

以及明瞭「打」麻雀的個人主體敘述。21

正因為吳新榮日記的毫無保留，且鉅細靡遺地記錄

其生活的動態與生活作息的律動，因此在何時「打」、

花費多少時間，以及在哪一種空間「打」，和誰「打」，

情緒的變動與人際關係的往來等，反而可在日記中一覽

無遺。

換言之，不論是新文化史或日常生活史，在呂紹理

敲響「水螺」之後正式揭開日治臺灣史研究的新趨勢，

許多過往已存在的史料被拿出來重新省視，結合新的理

論、新的思潮而有了更貼近底層、更貼近日常生活層次

的探討。《臺灣人士鑑》這套傳統典型政治、社會、經

濟領域臺日人菁英的人物傳，可說與 1916年出版的《臺

灣列紳傳》的以傳統士紳為主的人物傳，前後相承；豈

料，前者所增列的「趣味帳」，原本只是畫蛇添足、狗

尾續貂式的餘興之筆，竟掀起後世新文化史、日常生活

史的「畫龍點睛」之作，恐怕遠遠超出當時編者的本意。

不過，徒法不足以自行，若無後世接連出土、同時期的

日記史料問世，這些「趣味」依舊只是一種「傾向」的

泛泛宣示，無法扣人心弦且難以進一步深究了。

三、�從知識階級到大眾的日常生活：
陳柔縉、蔣竹山的大眾日常生活
史描繪

日常生活史（history of everyday life）要自立門戶、

站穩腳步，從字面而言，就必須要從點、線、面，從日、

月、年，從時間、空間、時代背景等，水平與垂直兼具

交錯的不同面向，努力鋪排出「日常性」的生活營為。

而很明顯的，在史料上，這種日常性的生活營為可透過

日記史料，來進行某種程度的補填。但日記史料可遇不

可求，更何況大部分日記往往殘缺不全，更甚者只留下

幾年或數月，上述所提代表性的日記之所以有代表性，

其實就是剛好滿足長時期的日常性生活「細節」記述。

因此，從事日常生活史研究，不能也不可單單憑據日記

史料，而須與其他現存或主動性挖掘其他史料相互參照

印證，始能較為完整呈現日常生活議題的不同面向。

其次，除了史料外，還是要回到進行這些「日常性」

生活營為的主體上，也就是人本身。日記史料很明顯的，

都是能文善墨的知識階層，而人數更多的所謂「大眾」

或「公眾」，往往不容易留下紀錄。所以為了找尋這些

不知名的大眾殘存的主體性，或欲將日常生活史研究奠

基於更廣大的基礎上，去追問「大眾」如何「生活」的

研究，不僅是日常生活史，同時也是大眾生活史（公共

史學）共同研究的歷史課題。

就本文焦點而言，日治時期報刊雜誌，如《臺灣日

日新報》的復刻出版與數位化資料庫建置，與日記史料

相同，對於日常生活史研究都扮演著推波助瀾的關鍵性

角色。同時，也突破特定人物傳中的菁英指數偏高的侷

限，不但將對象拉到更廣泛的一般讀者層，即使我們仍

會質疑這些「一般讀者」亦非目不識丁的販夫走卒，無

法代表所有「大眾」；但如果不那麼幾近苛求，這些「daily 

20 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頁203。

21 陳文松，〈日記所見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打麻雀」─以吳新榮等人的經驗為中心〉，《成大歷史學報》45（2013.12）: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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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至少在那個缺乏「public media」的時代，已將那

些「people（人士）」打入凡間，與一般人站在同一個

伸展臺，任人說長論短。因此，作為後人的我們，可以

用各種歷史性觀測的角度，去掀開一版接一版、一篇接

一篇不同的「版面（version）」，去探究「era」的 daily 

life。陳柔縉的《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與蔣竹山《島

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可說是這方面的代

表性著作。

從書中內容的篇名，諸如〈臺灣第一個母親節〉、

〈懷念的鐵路便當〉、〈鐵達尼船難消息在臺灣〉、〈早

稻田的咖啡店〉（以上陳書），以及〈島都─城市裡

的二十四小時〉、〈修學旅行─課堂外的新體驗〉、

〈公會堂─遍佈全臺的市民集會場所〉、〈江山樓─

臺灣料理的首選〉和〈屈臣氏─原來天天都便宜早就

有了〉（以上蔣書）等，儘管作者內容偏重不同、敘事

策略亦不同，但基於「時代不專屬於誰」、「故事不計

大小」，「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的使命感，22陳柔

縉上圖書館翻遍了日治時期的報刊雜誌，重新拼湊日治

時期臺灣人日常生活的大小事；而蔣竹山則是基於推廣

大眾史學的使命，身體力行，從吳新榮日記史料著手，

再從中篩選出足以凸顯日治日常生活的眾多關鍵詞，然

後丟入更龐大的報刊數位資料庫去翻攪，「希望透過這

樣的設計，能夠呈現出不同以往刻板印象裡的日治時期

的大眾生活」。23內容生動有趣，深入淺出，而且搭配

搶眼的圖畫或照片。尤其兩人充分運用報紙和日記這類

最具日常生活性的史料，並企圖顛覆主流學院派歷史書

寫的既存框架，不僅要貼近時代、貼近底層，更希望以

貼近現代讀者的日常生活的「目線（視角）」來重新詮

釋什麼是歷史。這點由兩書在一上市，便紛紛長期登上

暢銷書排行版寶座可知，這種「類小品文」的日常生活

史書寫，是深受讀者大眾喜愛的。

當然這類日常生活「史普」專書暢銷的背後，也反

映出近年來上述日記史料、報刊數位資料庫的運用，對

於日常生活與休閒活動在學術鑽研的累積與議題的開發

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方面的學術成果包括：專書

有林玫君《從探險到休閒：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之歷

史圖像》（2006）、林芬郁、沈佳姍、蔡蕙頻《沒有電

視的年代：阿公阿嬤的生活娛樂史》（2009）、謝仕淵《國

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2012）、廖怡錚

《女給時代：1930年代臺灣的咖啡店文化》（2012）、

曾士榮《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

私與公（1912-1955）》（2013）等，論文則有郭立婷〈味

覺新滋味：日治時期菓子業在臺灣的發展〉（2010）、

陳玉箴〈日本化的西洋味：日治時期臺灣的西洋料理

及臺人的消費實踐〉（2013）、曾品滄〈從花廳到酒

樓：清末至日治初期臺灣公共空間的形成與擴展（1895-

1911）〉（2011）、黃俊融〈日治時期鐵道餐旅文化之

研究（1908-1945）─以「鐵道餐旅」與「鐵道旅館」

為例〉（2013）、黃裕元〈日治時期臺灣唱片流行歌之

研究：兼論 1930年代流行文化與社會〉（2011）、鄭政

誠〈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讀書生活〉（2009）、

許書惠〈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日治時期常民生活中

的演藝活動〉（2009）、林丁國〈從日記資料析論日治

時期臺日人士的體育活動〉（2013）、陳文松〈日記所

見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打麻雀」─以吳新榮等人的經

驗為中心〉（2013）、植野弘子〈臺南生活文化上所受

之日本統治的影響：高等女學校之教育與其研究意義〉

（2008）、李毓嵐〈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等。

至於近兩年內的相關研究成果，則有王靖雯〈論吳

新榮的愛情觀與家庭觀：以《吳新榮日記全集》為主〉、

林玉茹〈過新年：從傳統到現代臺灣節慶生活的交錯與

嫁接（1890-1945）〉、吳玲青〈日治時期臺灣的日記本：

以《臺灣日日新報》的記事為例〉、周俊宇〈もう一つ

の新嘗祭：植民地台 における祭日としての展開〉、顏

杏如〈從「常夏」到「四季」─日治時期在臺俳人中

的季節感與生活寫實（1895-1936）〉（以上 2014年）、

李毓芳〈《臺灣日日新報》所見之明治時期（1895-1912）

漢人音樂戲曲活動〉、張志樺〈當臺灣開始談戀愛：日

治時期戀愛論述史〉、陳靜寬、黃裕元〈戰爭做為一種

流行：從二戰時期（1937-1945）相關商品文物看臺灣

22 陳柔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9），頁17。

23 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臺北：蔚藍文化出版社，2014），頁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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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社會的戰爭觀〉、曾品滄〈日式料理在臺灣：鋤燒

（スキヤキ）與臺灣智識階層的社群生活（1895-1960

年代）〉、曾品滄〈戰時生活體制與民眾飲食生活的發

展〉、戴華萱〈「寧願燒盡，不願鏽 /朽壞」之精神內

涵：從《馬偕日記》探析馬偕的日常生活及精神〉、戴

鳳碧〈飲酒新時尚：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飲酒文化與消

費〉（以上 2015年）等。專書則有林淑慧《旅人心境：

臺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2014）、陳煒翰《日本

皇族的臺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2014）、許佩賢《殖

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年代臺灣的教育與

社會》（2015）等。

從以上羅列的專書或論文，可看出對於日治時期日

常生活的休閒與娛樂，幾乎含括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種不

同型態，且涵蓋不同族群的不同階層，從個人娛樂、日

常生活到流行文化的探討都有。當然掛一漏萬，相信仍

有更多研究成果，乃基於關懷日常生活而出發的。

四、�日常生活史，是瑣碎的日常生活
研究？

儘管上述有關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成果相當豐碩，也

相當多元。不過，在不少人的印象裡，所謂的「日常生

活」不可否認的，也常常令人難以捉摸，而認為不過就

是零碎的日常生活拼湊；同時，對於日記史料的內容，

也深感瑣碎─「瑣事」。換言之，難道日常生活史，

就是一種瑣碎的日常生活研究嗎？對於這點，與吳新

榮同為鹽分地帶夥伴的林芳年，確實也有著相同的看

法。24

而如本文一開始所引，許雪姬在不同日記所解讀

的導言中，確實也未否認這點，並且先後提及「林獻堂

以十分工整的筆跡要言不煩地紀錄每天發生在他身上的

事，大至國家大事，小至日常生活的細節，都可在日記

中看到」，以及黃旺成「日記中舉凡宗教、民俗活動、

宗族史、娛樂史、讀書紀錄、詩友會、下棋，這些生活

的細節無不一一描寫」；然而，從許雪姬到上述所介紹

積極利用日記史料進行相關研究的研究者而言，對於日

記史料的「細節」反而不感瑣碎為惡，正如張良澤對於

吳新榮日記的所謂「瑣事」的看法相同，即認為「日記

當然是記錄每天生活的瑣事，可是這些瑣事連貫了三十

幾年之後，就成為珍貴的『史料』」。

而植野弘子亦認為對於日治時期文化史或日常生活

史的研究，這些各式各樣瑣碎的細節，不僅必要，甚至

可補充口述歷史往往過度偏重「個人大事」敘事傾向的

不足。植野弘子指出：

在日治時期被引進的新的生活方式，究竟對於臺

灣社會，以及臺南地區具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呢？

分析此項課題之際，「口述歷史」資料是具有不

小之意義的；然而這些記錄談的多半是人生的大

事、重要階段或是門第的事，往往有著疏忽掉瑣

碎、不經意的日常生活之傾向。因此今後增加、

累積有關日常生活方面的訪談資料，同時持續從

事可充分理解生活環境與考慮到臺南之特質的日

治時期研究是必要的。25 

誠然植野弘子主要是針對日本文化在臺灣社會─

尤其是對臺南地區影響的動機為出發點，但也對於以往

口述歷史訪談的內容過於偏重個人的重大事蹟或重大事

件，反而「疏忽掉瑣碎、不經意的日常生活」資料的偏

頗，認為有加以補正的必要。

除此之外，如前所述，日常生活史研究在以往的臺

灣史研究當中，並未被視為單一範疇而被正視；但這並

不表示對於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理論移植和探索，甚至藉

由教學課程的實踐推廣是缺席的。

例如，成功大學外文系教授張淑麗於 2009年，就曾

在科技部（前身為國科會）所出版的《人文與社會科學

簡訊》「前瞻學術議題深入報導」，以〈日常生活研究〉

專文深究「日常生活研究」的問題化、方法論，與如何

再現日常生活的「空／閒」，同時認為它「也是學界在

24 陳文松，〈日記所見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打麻雀」─以吳新榮等人的經驗為中心〉，頁139。

25 植野弘子，〈臺南文化上所受之日本統治的影響：研究高等女學校教育對臺灣生活文化之意義〉，收錄於林玉茹、艾茉莉主編，
《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8），頁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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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現代』、『全球』與『在地』的糾結時另闢的路

徑」。26而中國學者劉新成更早在 2006年發表一篇名為

〈日常生活史：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專文，他一開始便

指出：

日常生活史學於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興起於德國

和意大利。在意大利，日常生活史被稱為「微觀

史學」。80 年代初，日常生活史不僅在學術界受

到關注，而且走出高等學府和研究機構，進入社

會視野。27

他同時指出，「作為史學的一個分支，日常生活史

是西方現代史學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產物」，批判歷

史結構主義、批判歷史虛無主義。他同時歸納出日常生

活史研究發展迄今，已具備「研究對象微觀化」、「目

光向下」、「研究內容包容萬象」、「重建全面史」和「他

者立場」。至於所謂「他者立場」就是：「站在歷史當

事人的位置上，「設身處地地感覺和體會」。他們認為，

「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理解，理解了古人也就理解了自

己。」

而在 1998年出版了日治臺灣社會生活作息研究的

《水螺響起》後，呂紹理仍舊持續關注思考日常生活研

究領域的鑽研，並透過不同方式來企圖推廣作為歷史研

究方法論的「日常生活研究」。2013學年度下學期，呂

紹理在新東家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開設「近代臺灣社

會生活史」（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in Modern Taiwan），

課程概論如此寫著：

近十年來社會史研究的趨勢，逐漸從「社會結構」

的探討轉變為「日常生活史」的建構，以重新勾

勒庶民大眾的生活圖像，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理

解社會文化的特質。本課程即藉由社會生活及生

活知識的形構，探討近代臺灣社會變遷的過程，

並進一步分析殖民地社會文化的各種變貌。授課

過程中，希望藉著閱讀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史

料分析，刺激同學開發研究臺灣社會變遷的新方

向。28

除了課程之外，2014年 10月呂紹理也在學術社群

網站「歷史學柑仔店」上，發表一篇〈從「柑仔店」到

歷史學：思考日常生活史與公眾（大眾）史的交錯〉，

進一步闡述日常生活史的奧義與重要性：

專業史學何以會與大眾如此疏遠？如何拉近此一

鴻溝？我以為，日常生活史的探索，正是消弭鴻

溝的重要途徑。如果稍微觀察一下書肆的表現，

我們將會發現，各種與生活史相關的通俗作品，

不管是包裝在「懷舊商品」之下的商業空間，或

者仍具有一定程度學術規範的《西方文明初體驗》

《島嶼浮世繪》等書，都極受歡迎而銷售一空；

相對之下，日常生活史要獲得學術界肯定，恐怕

還有很長一段路要準備。由於有些人認為這類關

注日常生活瑣事的歷史是「雞零狗碎」甚至「聲

色犬馬」，不但目光如豆且失去了史學為時代諫

言的宏旨。這種基植於「大敘事」的眼光，限制

了吾人對於日常生活所形成的重要人生經驗和歷

史意識的理解。在我看來，生活史既可滿足大眾

的好奇與懷舊，它更有非常積極的政治社會經濟

的意義。它既包納了芸芸眾生的欲求、經驗與記

憶，牽動出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更幽微地映射了

時代的容貌。29

筆者在此較為大篇幅的引用，實乃欲藉此呼應本文

全篇的論旨，同時也是對「日常生活史」研究今後能繼

續深化來進行呼籲。筆者在深究吳新榮日記之後，亦深

26 張淑麗，〈日常生活研究〉，《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0: 3（2009.6）: 22-28。張淑麗主編，《英美文學評論18日常生活》（臺

北：書林書店，2011）。

27 劉新成，〈日常生活史：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光明日報》，2006年02月14日，網址：ht tp: / / theory.people .com.cn/

BIG5/49154/49156/4102153.html#，檢索日期：2016/11/28。

28 國立臺灣大學課程網，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123%20M6730&class=&dpt_code=1230&ser_

no=70106&semester=102-2&lang=CH，檢索日期：2016/11/28。

29 呂紹理，〈從「柑仔店」到歷史學：思考日常生活史與公眾（大眾）史的交錯〉，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

blog/2014/10/從柑仔店到歷史學.html)，檢索日期：201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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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之必要，並與呂紹

理不謀而合地於 2015學年度上學期在成功大學歷史學研

究所開設了「日治臺灣日常生活研究專題」，30希望藉

由日記史料的共同研讀，以持續開展這片尚待眾人投入

的學術園地。

五、結　論

從日記史料中所記錄的生活細節，到社會運作的

生活作息的變遷，人們開始將眼光投注於日常生活中的

「瑣事」，而且事不分大小也無關階層，日治時期的一

本「趣味帳」，掀起臺灣近二十年來社會文化、娛樂休

閒史研究的先聲；緊接著，隨著日記史料的大量出土和

出版，逐日記載的長時段私人日記，更是提供日常生活

史豐富的材料，此時搭配科技的助力，日治時期的報刊

雜誌以及影音圖像等，一一再現百年前臺灣社會的諸種

面貌，人人都可以從中攔截日常生活中的圖像，重現歷

史風華。

「有可能撰寫私生活史嗎？」針對此質疑 M. 

Perrot 的回答是肯定的，前提是必須先扭轉我們

的價值觀念，只要能看淡英雄豪傑獨佔的歷史，

私領域就會擺脫邪惡、禁忌和黑暗色彩（中略）

它會被承認為值得探訪的人類生活重心，是具有

正當性的研究對象，「私生活史不只是稗官野史，

更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史」，而與國家、經濟、社

會的大歷史進行對話。31 

作為歷史研究的日常生活研究，確實某種程度翻轉

以往偏重「英雄豪傑」的史觀，企圖更貼近歷史「真實」

的生活情境，去理解卸下層層武裝和防備後的歷史人物

不輕易示人的另一面向，同時重建其日常生活的樣態來

與時代的大歷史進行互動式的對應，大人物有其日常不

為人知的一面，更何況有更多不知名的人物，都可透過

此一新的研究取徑發掘出歷史發展更寬廣的面向。

不過展望前景，日常生活史研究上所面臨的挑戰並

不少。首先，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並非不辨自明，加上，

何謂「日常生活」的界定與看法，也往往人言言殊，仍

舊缺乏鮮明而嚴謹的定義。其次，作為日常生活史研究

重要材料的日記史料，誠然各種不同傳主的日記史料確

是「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同時，透過日記記錄毫

無遮掩地坦露在所有讀者面前。生活萬象，千絲萬縷，

如何將其「議題化」、「學術化」且以小見大，並非易

事。這也使得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看似容易，實則難以駕

馭。第三，日記史料無法單獨存在，除了輔以其他史料、

檔案等將日常生活的細節和瑣事「脈絡化」之外，還須

以俯瞰全局的視野，盡量趨近日常生活的樣貌，掌握與

大時代的相互影響。第四，研究者本身不僅須具備專業

的史學素養，更需抱持著隨時因應日常生活中各種「雜

學」的好奇心與培育相關素養的能力，當然這並非一蹴

可幾，但絕對要具有跨域、不斷學習的好奇心和決心。

最後，日記史料在日常生活史活用的面向，目前大多集

中在休閒娛樂生活和飲食文化的議題上，如何擴展至其

他經濟生活、政治活動，甚至心態史的研究上，仍有相

當大延展的空間，期待今後有更多生力軍投入日常生活

史此一新研究取徑的行列中。

30 國立成功大學課程查詢網頁，http://course-query.acad.ncku.edu.tw/crm/course_map/course.php?dept=K3&cono=K389500，檢索日

期：2016/11/28。

31 張人傑，《臺灣社會生活史─休閒遊憩、日常生活與現代性》（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6），頁4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