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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後殖民主義看吳濁流的〈先生媽〉的角色衝突 

 

黃玠文1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摘要 

  在日治時期末期，日本政府為了加強島民的控制而採取皇民化運動，造成當

時的台灣人產生身分上自我認同的問題。本研究試圖以後殖民主義的角度來觀察

這個現象，以吳濁流的生平了解他對日本殖民的不滿，再以錢新發積極追求日本

文化與先生媽堅守台灣文化的兩個對比看當時的台灣人的自我認同衝突，及追求

的角色衝突作結。從〈先生媽〉看到台灣人夢想成為日本人的荒謬、與努力找回

熟悉的台灣文化卻難尋的悲哀。 

  本研究先從後殖民主義的研究方法了解當時社會氛圍，再從不同世代的追求

尋找差異，最後從書中看到殖民教育對當時的台灣造成價值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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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楊照說﹕「大部分的我們不見得『看到』台灣真正的面貌，反而要透過文學

創作，我們才能看見社會、看見歷史。」2歷史的巨輪不斷的向前，只有在文學

著作中才能重現當時社會的生活點滴。在吳濁流先生的著作中，可以看到 1930

年代的台灣人如何在殖民制度下卑微的生活，其中〈先生媽〉更是刻劃的更鮮明。 

 

  台灣因馬關條約割給日本、接受日本統治長達 50 年之久，日本為了統治台

灣，接連實施了一連串的政策，其中皇民化政策對台灣的影響久遠，統治階級以

教育方法用紮根的方式建立台灣人學習日本式的生活，使得當時的台灣人以競相

成為國語家庭為榮。〈先生媽〉即為描述皇民化時期3產生的台灣人文化與生活各

種矛盾的奇特現象。吳濁流因生長於日殖時期，對此時期日人與台人的接觸、衝

突有深刻的體認，並將所見所聞作成小說，其中〈先生媽〉書中主角錢新發醫師

與母親衝突與妥協則鮮明展現當時的荒謬的社會狀況。主人翁處心積慮地想進入

日本上流社會，但是母親卻謹守台灣習俗至死都不能如願的悲痛，雖然在物質上

是富有的，但她的心靈卻比不上乞丐。文章雖見平實真切，卻隱隱見到最深沉的

悲傷。 

 

  在日殖時代皇民化運動中，許多人為了得到更高的社會地位，視自己為日本

人，一心想成為「御用紳士」，相對的，而以身為台灣人為恥，於是學習日本式

的生活，在穿著、語言、生活習慣……上，無不模仿日本。身為民族精神強烈的

知識分子－－吳濁流先生有鑑於此，乃書寫一系列小說來反映當時的現象。其中

以〈先生媽〉在描述這方面奇特的現象，尤為生動。〈先生媽〉中的主角錢新發

和先生媽是兩個極端的對比，本研究從社會、文化、認同這三方面來探討兩者何

以在那個時代背景中，表現出不同的行為。 

 

  「後殖民主義」4
( postcolonialism)，後殖民思想對人心的入侵有許多是無意

識的，即是從一個被動接受到主動接受，從被迫感接入到適應感接入的過程。霍

米．巴巴是一位重要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家，霍米．巴巴的「文化定位」，既不是

定位在後殖民宗主國的文化的普遍性意義上，也不是完全定位在抹平差異的所謂

                                                      
2
 楊照﹕《霧與畫──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楊照》，（臺北：麥田，2010 年 08 月）。 

3
 林衡道主編：《台灣史》，（臺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 年），頁 493-494。皇民化運動是一

個漫長的過程，其實施大致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自清光緒 21 年(1895)至民國 7 年(1918)，稱

「綏撫時期」。第二期：自民國 7 年(1918)至民國 23 年(1937 年)為「內地延長主義」，亦稱「同

化政策時期」。第三期：自民國 23 年(1937 年)至台灣光復(1945)，為「皇民化時期」，大倡臺人

之全面日本化，這一時期，日據當局通過實施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對台灣民眾進行潛移默化的皇

民薰陶。 
4
 生安鋒﹕《霍米.巴巴的後殖民理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5。後殖

民主義與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理論不同之處，就是強調文化問題。「後」，即是在文化知識和意

識形態領域，是一種修訂與重構的精神，意在透過已建立的表述疆界，改革現存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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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話語的問題上，西方霸權主義對東方文化的侵略外，霍米．巴巴他推崇反霸

權，鼓勵少數族去爭取歷史性或倫理性的表意權利，強調了東方人應對西方文化

入侵的抵制和反抗。 

 

  在後殖民主義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存在一種矛盾、共生的關係，是一種

互賴的關係，曼米發人深省的問道﹕「被殖民者為什麼能夠如此殘酷的否認自己?

為什麼他們能夠繼痛恨殖民者但同時又如此崇拜他們?」(Memmi，1968﹕45)為

了解釋後殖民條件下的複雜性，有必要對權力的運作機制加以瞭解。5殖民主義

下的主人∕奴僕關係，自我∕他者之間由他人的承認獲得認同，每個自我的面前，

都是另一個自我，自我就是透過這另一個自我而確保其身分認同。6被殖民者由

反抗侵略者，進而轉而崇拜侵略者，學習侵略者的昇華、價值觀，造成角色認同

的衝突。 

 

  本研究試圖以後殖民主義的理論來解釋 1930 年代的台灣人，何以成為日本

人為當時台人追求的時尚，及其荒謬之處。由於日本對台灣施行皇民化教育後，

台灣人觀念的改變造成的認同上的衝突。 

 

  台灣在 19、20 世紀時，便長期被日本所殖民，台灣飽受外來強勢文化價值

的壓迫與支配，造成本土文化式微崩解，族群的尊嚴與認同也面臨流失的危機。

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乃存在著抵抗意識和國族認同的矛盾

心理。
7陳芳明指出﹕「台灣史的演進，其實就是一部殖民地社會的形成史，也

是一部抗拒殖民統治的鬥爭史。」8由於台灣是長期被殖民的社會，統治階級為

了便於統治台灣而採用懷柔的方式，讓台灣人以學習日本文化為榮，另一方面，

一道維護本土文化的力量，也在彼此拉鋸，而形成台灣社會一種認同上的衝突。 

 

  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9中提到早期知識分子的社會精神，認為透過文

學形式的表現，一方面揭露殖民地統治的本質，一方面能表達知識分子對社會的

批判與抵抗。1930 年代的文學家，先天就帶有強烈的批判精神，早期的文學作

品，文化意義往往超越藝術精神。文學家能用他的筆對時事作出針砭、提出批判，

代表文學家的社會責任。吳濁流先生更用他的文字，寫出身為被殖民者深沉的悲

痛。 

 

二、 吳濁流與〈先生媽〉 

                                                      
5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出版社，2000 年 2 月初版），頁 13。 

6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出版社，2000 年 2 月初版），頁 15-16。 

7
 歐宗智﹕吳濁流身分認同的心靈轉折──合讀《無花果》與《台灣連翹》：

http://blog.udn.com/ccpou/5521261。 
8
 陳芳明：《台灣人的歷史與意識》，（臺北：敦理，1988 年 8 月初版），頁 233。 

9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2011 年 11 月初版)，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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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濁流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早期作家。當時的台灣子弟，能受高等教育的

不多，較富有的家庭讀醫學，較窮困的就念師範。吳濁流本名吳建田，於 1916

年考進台北師範學校，1920 年師範畢業後，分發到新埔公學校的照門分校展開

教職；1939 年，吳濁流對日本人之種種行為感到不滿，甚至起而反抗，在發生

了幾次的衝突後，辭去了教職工作，到南京的汪精衛政權擔任記者。他眼見日軍

的暴行、大陸的貧困，於 1942 年又回台灣。然而，吳濁流一回台灣，即有刑警

跟蹤、且台灣物資極度匱乏，於是又攜眷再渡大陸。時值日本偷襲珍珠港，吳濁

流研判當時情勢，日本必敗，若不離開中國，其身分必被視為日本人而受到報復。

乃於 1942 年又舉家潛回台灣，隨即受到監視。 

 

  在此顛沛流離的時代，吳濁流尤其體認到失根的痛苦，在台灣見到日人對台

人的不公平對待，到了中國又不被見容於中國社會，他體認到處於兩大國的夾縫

中生存的痛苦，於是寫作了很多有名小說，如〈亞細亞的孤兒〉、〈波次坦科長〉、

〈無花果〉……。吳濁流是台灣早期重要的文學家、作家，並有「鐵血詩人」之

稱。從吳濁流的人生遭遇中，可以看到他不屈服的個性。 

 

  台灣文學從賴和開始，就有強烈的社會意識，吳濁流評判的人物及議題就是

這種台灣文學的精神。〈先生媽〉中寫錢新發醫師及他母親的先生媽，就如上述。

吳濁流的筆如劍，錢新發醫師這樣的醫師雖很少，吳濁流以他母親來做強烈的對

比。這樣吳濁流更能表達他寫小說的主旨10。從〈先生媽〉看到吳濁流對台灣這

片土地的愛，他用市井小民生活上的衝突，引出被殖民地的壓迫、台灣人的歷史

命運；為了便於控制，殖民者用文化、思想、教育控制被殖民者，產生被殖民者

在一種身分認同上的壓抑。 

 

  吳濁流11為台灣早期著名作家之一，他出生於西元 1900 年，進入 20 世紀；

他的作品橫跨光復前後時期，見證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人的生活；他在日本文化

中學習成長，感受到台灣人的壓抑與苦悶；他也見證到光復後的壓抑與恐懼……，

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早期台灣人的縮影，他的小說也記錄了當時的台灣，如失去父

母庇護的孤兒。〈先生媽〉這個故事，更生動的道出在那個時代，台灣人為了躋

升到上流社會，除了擁有財富，能改日本名、住日本房、說日本話、穿日本服、

日式飲食最終能成為國語家庭為其畢生志願，其中充滿各種荒謬及不可思議，及

失去自我認同的悲哀。 

 

  「先生」是當時用來對醫生的尊稱，醫生的老婆被尊稱為先生娘，先生媽則

                                                      
10

 朱真一：《民報》吳濁流小說集《功狗》：讀〈先生媽〉的連想：

https://tw.news.yahoo.com/3-040017446.html。 
11

 吳濁流(1900-1976)，本名吳建田，新竹新埔人，畢業於國語學校師範部，〈先生媽〉為吳濁流

於 1944 年發表於報紙上的短篇小說，以當時日治時期為背景，描述在皇民化時代台灣人在身份

認同上所產生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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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醫生的媽媽。在早期的台灣社會，醫生是一個身分地位較高的職業，因此，

先生娘、先生媽也受到當時人民的敬重，具有崇高形象。〈先生媽〉故事中所描

述的現象，即是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上流社會人士，為了向上流動，而特意改變姓

氏、改變穿著、住屋，希望在外表如同日本人，進而爭取到社會上身分的好處，

而其最目的是成為日本人。在當時的殖民時代，日本人為了推展對台灣的統治、

削弱台灣人對日本帝國的反抗，從教育、經濟、政治各方面以懷柔方式強化其殖

民統治，在此情形下，台灣人努力學習日本文化、進而崇尚日本文化。 

 

  本小說的主角錢新發，是 K 街的公醫，在成為醫師之前與母親有一段艱辛

的奮鬥過程，成為醫師之後，順利娶到富家女金英為妻，並蒙妻舅援助而能開立

一間私人醫院。錢新發的母親，人稱先生媽，是一位傳統台灣女性，具有台灣婦

女的特質；個性易怒，常因不滿兒子過於崇日而怒打兒子錢新發。她謹守中國文

化傳統的女性，不願拋棄台灣傳統文化學習日本文化，始終穿著台灣衫褲，甚至

用剪刀剪去日本和服。 

 

  〈先生媽〉中的乞丐，雖是一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與醫館的錢新發是兩個

身分上顯著的對比的角色。錢新發雖是先生媽至親的兒子，卻忽略母親的感受；

每個月十五都有一個乞丐到錢家乞討，先生媽常背著兒子量米給乞丐，而成為好

朋友。乞丐雖只是固定來向先生媽索乞，卻是真正瞭解先生媽心事的人，也是先

生媽唯一的好友。 

 

三、 文化追求看角色衝突 

  錢新發對乞丐的吝嗇，反觀他對財富的追求、對郡守的功維，形成一個強烈

的對比。錢新發成為公醫以後，關心銀行存款摺的數字不斷增加，是他最大的興

趣，但是對乞丐卻是錙銖必較，與他的收入頗不相襯。連先生媽要丫頭量米給乞

丐，都要偷偷摸摸，深怕被錢新發發現。先生媽罵錢新發「新發!你的田租三千

多石，一斗米也不肯施，看輕貧人。如果是郡守、課長一到，就大驚小怪，備酒，

備酒，不惜千金款待他們。你成走狗性，看來不是人了。」12 

 

  每個月十五日先生媽都會到廟裡燒香，老乞丐都會到後院等先生媽，十年如

一日，先生媽每看到乞丐就會憐憫的將米糧給乞丐，但是新發卻反對，要求丫頭

將給乞丐的二升米量一斗即可。先生媽發現，即生氣的怒打新發，罵新發對於那

些對聲名有幫助的高官皆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對乞丐卻如此吝嗇小氣，於是先

生媽責罵他簡直如走狗無異。從此處可看到錢新發是一位勢利眼的醫生，並生動

的描寫對乞丐與郡守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12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 年 7 月第一刷），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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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新發出身於貧苦家庭，自成為公醫便汲汲營營於賺錢，對來看診的病人，

想方設法讓病人用貴一點的藥來治病。病人來到，問長問短說閒話，這種閒話與

病毫無關係，但是病者聽了也喜歡他的善言。老百姓到來，就問耕種如何；商人

來到，就問商況怎麼樣；婦人來到，他就迎合女人的心理，「妳的小相公，斯文

秀氣，將來一定有官做。」13 

 

醫生對病人親切問候，讓病人如沐春風，對醫病關係自然是有助益，但如果是巧

言令色、甜言蜜語，另有目的讓病人多花費，就非良醫所為。如「用同情的態度，

向孩子的母親道﹕『此病恐怕難醫，恐怕發生肺炎，我想要打針，可是打針價錢

太高，不敢決定，不知尊意如何?』」由此文對照前段他對乞丐、郡守的態度可謂

南轅北轍，可以見得他是用心機的醫生。而其對病家唯唯諾諾的態度，只是希望

病家能多花醫錢，所以也不是具有醫德的醫生。 

 

  當錢新發財富不斷增加而成為當地仕紳，並增加種種名譽的頭銜，所以成為

國語家庭、改姓名，也是以錢新發為馬首是瞻。當局來推薦日本語家庭的時候，

錢新發以自欺欺人的態度對調查員說他母親對日語多麼的知曉，其實錢新發要求

先生媽學習日語時，先生媽卻大發雷霆。 

 

「知得時勢者，方為人上人，再這樣的時勢，阿媽學習日本語好不好?」

「………」 

「我叫金英教你好嗎?」 

「蠢極了!哪有媳婦教媽媽的?」 

「阿媽不喜歡媳婦教妳，那麼叫學校裡的陳老師來教你。」 

「愚蠢的很，我的年紀比不得你。你不必煩勞，我在世不久，也不累你了。」 

錢新發沒有法子，不敢再發亂言，徒自增加憂鬱。
14 

 

  先生媽不學習日本語，對於錢新發想獲得國語家庭的殊榮，實在是一大阻礙，

於是他希望調查員來時，先生媽不要出現才好。錢新發對先生媽的憂鬱，除了先

生媽不願學習日本語，先生媽對來訪的賓客熱情用台灣話招呼，錢新發擔心官客

會認為阿媽失了身分及不懂日本話會被瞧不起。 

 

有一天，錢新發在客人面前說：「母親!客人來了，快快進後堂好。」先生  

媽聽了，立刻發怒，大聲道：「又說蠢話，客人來，客人來，你把我看作

眼中釘，退後，退到哪裡去?這不是我家嗎?」 

    罵得錢新發沒臉可見人，臉紅了一陣又一陣，地若有孔，就要鑽入去

了。從此以後，錢新發斷不敢干涉母親出客廳來。但心中常常恐怕因此失

                                                      
13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 年 7 月第一刷），頁 24。 
14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 年 7 月第一刷），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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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會地位，丟了自己的面子，煩惱得很。15 

 

先生媽堅不願學日語，錢新發又亟欲獲得國語家庭的榮耀，因此害怕先生媽不願

學習日語而變成阻礙，但是在調查員來訪時，先生媽卻熱情招呼，讓錢新發苦惱

極了。除先生媽不願配合學習日語，錢新發的憂鬱，也表現在改姓名的發表上。 

 

當地第一次改姓名的，只有兩位，一位是今井新助，一位是大山金吉。大

山金吉沒有老人阻礙，萬事如意。今井新助看了大山金吉改善很快，又怕

落後，惱得心酸。第二次發表了改姓名的名單，總算是來自二流家庭。今

井新助看了新聞，眉皺頭昏，感覺自尊心繃了一角。16 

 

台灣人改姓名以錢新發為首，他搶先將姓名改為今井新助。錢新發改姓名為今井

新助，原先是第一人，自然得意非常，但隨著改姓名的台灣人日多，優越感便隨

之減少，對錢新發而言是一件喪氣的事，而後第二次、第三次改姓名發表，越來

越輕易、身分越來越尋常，最後連低下職業也能獲得。 

 

  改姓名原本是榮譽的象徵，但隨著加入者日多，水準日下，成為國語家庭的

表彰似乎沒有什麼奇特之處，反而是一種可笑的、荒謬的行為。隨著發表的改姓

名的名單出爐，「連剃頭的，補皮鞋的，吹笛賣藝的也改了姓名，他迄今的努力，

終歸水泡，覺得身分一瀉千里，如墜泥濘中，竟沒有法子可拔。」
17新發心裡有

如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此描述表現錢新發努力追逐身分地位之提升，但是時日越久，達成的家庭漸增，

得到國語家庭似乎越來越容易，很快就失去它的光芒，錢新發也越發覺得灰心。 

 

  就連今井新助的兒子今井良助在國民學校裡，與同學石田三郎在學校爭吵： 

 

「我的父親講過剃頭的是下流十八等，下流末節，看你下流!」今井良助

是公醫先生的小相公，石田三郎是剃頭店的兒子。 

這事發生的二三日，剃頭店的剃頭婆偷偷來告訴先生媽。「老太太，我告

訴你，學校裡你的小賢孫， 開口就罵，下流下流，想我家的兒子，沒有

面子見人。老太太對先生說知好不好?」剃頭婆低言細語，託了先生媽歸

去。18 

 

  先生媽對大家說日本話都聽不懂，但是聽過剃頭婆的話，這夜飯後不回自己

                                                      
15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 年 7 月第一刷），頁 27。 
16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 年 7 月第一刷），頁 27。 
17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 年 7 月第一刷），頁 31。 
18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 年 7 月第一刷），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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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裡，召集大家到房間去。 

 

    晚飯後，先生媽對大家大聲喝道：「新發，你教良吉罵剃頭店下流是

什麼道理?」新助吞吞吐吐，勉勉強強的辯解一番；然而先生媽搖頭不信，

指出良吉在學校打架的事來證明。說明後就罵，罵後就講。「從前的事，

你們不知道，你的父親做過苦力，也做過轎夫，你罵剃頭是下流，轎夫是

什麼東西哪?」 

 

錢家飯後的娛樂是彈日本琴、唱日本歌、說日本笑話，錢家上上下下都樂陶陶並

笑聲不斷，先生媽聽不懂也沒興趣，常常默默地回到自己房間。先生媽原先對家

庭活動了無興趣，卻對此事大發雷霆。因為錢新發的父親生前即是轎夫，恥笑剃

頭店，那轎夫又當如何?阿媽惱的是錢新發為了成為國語家庭，竟然忘本。此競

爭的心態影響下一代，以職業論人的高低，價值觀的扭曲已經讓孩童都學會趨炎

附勢、自傲於身家，這實在是一種令人感到悲哀的家庭教育。 

 

  先生媽大聲的教訓，新助此時也有點覺悟，但也是唯唯而已
19。對母親的責

罵固然是有理，但是新助心裡仍存在對職業貴賤的分別，即使在當公醫前，是靠

著父親做工、母親織帽賺取微薄收入，供新助讀完五年醫學院課業，但是新助成

為公醫後，對病人甜言商量，目的只是希望病人用更好的要以賺更多的錢，先生

媽覺得錢新發發達以後，卻忘記當年困苦時候，或許這才是先生媽最懷念的時光

吧!但是新助對先生媽的教訓，過幾天又忘記了。 

 

  先生媽是傳統台灣婦女，不願背棄祖宗與古老習俗，生活習慣也不願改變。

要成為國語家庭，就必須日常生活都日本化，睡榻榻米、穿和服，這種與台灣文

化截然不同，先生媽自然無法改變。先生媽非常痛苦，錢新法也不忍見，所以只

得退讓。 

 

純粹的日本式的生活，不到十日又惹先生媽發怒，先生媽根本不喜歡吃早

餐的「味噌汁」，也忍不住在草蓆上打坐的苦楚。先生媽又有一個習慣，

每日一定要午睡，日本房子要掛蚊帳，蚊帳又難掛，惱得先生媽滿腔鬱塞。

錢新發沒可奈何，不得不把膳房和母親得房子修繕如舊。錢新發敢怒不敢

言，沒有辦法，只在暗中嘆氣。想要積極進行自己的主張，也難改母親的

個性。20 

 

先生媽絕不願穿和服，就連日本式建築落成的時候，全家族穿起「和服｣拍照，

先生媽始終不肯穿，只好仍然穿台灣服拍照。然而拍照後，先生媽氣的拿起菜刀

                                                      
19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 年 7 月第一刷），頁 34。 
20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 年 7 月第一刷），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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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先生媽的和服亂砍斷了，旁人以為先生媽發了狂，「留著這樣的東西，我死的

時候，恐怕有人給我穿上了，若是穿這樣的東西，我也沒有面子去見祖宗｣21。 

對先生媽而言，穿上和服就如同背棄祖先，成為日本人，這是一件莫大的恥辱，

因此她會感到無顏面對祖先。 

 

  中國是一個講究傳承的社會，遊子離家最終仍要落葉歸根。根，就是中國人

最重視的，台灣社會大多來自中國傳統思想，對於代代相傳的宗族觀念更是嚴謹

遵守。因此，先生媽對於祖先留下來的一切，盡其全力去保留，改姓名、易服飾

這樣的行為會有背祖忘本之憾，但是身不由己，僅能以如此小小的心願作為她的

堅持。但可惜的，遺願最終還是未被遵守。 

 

  錢新發一心想成為日本人所做的一舉一動，看在先生媽眼中是愚蠢的，而先

生媽的堅持與不變通在錢新發看來是無知的，兩人想法毫無交集，先生媽在家裡

是寂寞的，因為家中說的是日本話、彈日本琴，先生媽是絕對聽不懂的，因無法

融入客廳中喧鬧的說日本話、唱日本歌，於是她只能回到自己的房間，在家裡顯

得格格不入。只有每月十五日到先生媽家行乞的乞丐反而成為好朋友，乞丐成為

先生媽談心事的對象。 

 

  對於服飾，先生媽可以強勢拒絕，但是對喜愛的食物﹕油條，卻只能拜託乞

丐。 

 

「老哥，我在世一定不長久了，沒有什麼所望的，很想再吃一次油條，死

也甘心。」先生媽想起在貧苦時代吃的油條的香味，想再吃一次。叫新助

買，她又不買，因為新助是日本語家庭，吃味噌汁，不吃油條的。
22 

 

  乞丐到她家行乞已經十多年了，先生媽固定都會給乞丐五元。先生媽後來病

重了，忘了拿五元給乞丐，乞丐也在門外等，等到中午才看到丫頭拿二十元給乞

丐。乞丐一看心裡一驚，驚覺不對，於是幫先生媽買了油條，才能讓先生媽於臨

終之時終於能吃到油條。新助說要過日本生活，自然是不能吃油條的，油條只是

最簡單的台灣庶民小吃，對先生媽而言，卻是她最想吃的食物。乞丐是先生媽最

好的朋友，她能跟乞丐說心事，所以「忘了拿五元給乞丐」此事讓乞丐察覺先生

媽身體已病重，恐不久於人世，知道先生媽渴望吃到油條，便幫先生媽買來。總

算先生媽在臨終前能吃到。但是先生媽囑咐死後的事「我不曉得日本話，死了以

後，不可用日本和尚。」23此為先生媽臨終的小小心願。先生媽希望能用台式喪

禮送終。但其實喪禮又是表彰日本國語家庭的為佳時機，錢新發怎會放棄？ 

                                                      
21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 年 7 月第一刷），頁 28。 
22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 年 7 月第一刷），頁 35。 
23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 年 7 月第一刷），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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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三天病狀急變，先生媽忽然逝去。然而新助是矯風會長，他不依遺

囑，葬式不用台灣和尚，依新式舉行。會葬者眾，郡守、街長，街中的有

力者沒有一個不到來。然而這盛大的葬式裡，沒有一個痛惜先生媽，連新

助自己也不感悲傷，葬式不過一個事務而已。雖然如此，其中也有一個真

心悲傷的，這就是老乞丐。24 

 

  新助為矯風會會長，為了做榜樣，並不依照先生媽的遺囑用台灣和尚，而是

用新式葬禮，然在這個盛大的儀式中，沒有人真心悼念先生媽，連新助自己也不

覺得悲傷。這盛大的葬禮，沒有人痛惜先生媽。只有老乞丐真心悲痛。在後邊遙

望靈柩啼哭25。以後每月十五日老乞丐備香紙，到先生媽的墳前燒香。而唯一真

正感到悲傷的，只有老乞丐。最後，乞丐說「呀!先生媽，你也和我一樣了!」
26
 

 

  小說中對於母子從貧苦的生活中共同奮鬥的緊密情感，到主角發達後母子觀

念已漸行漸遠，台灣是一個重視孝道、慎終追遠的民族，對於長者的葬禮更是看

重，這是對親人追思的表達，先生媽的葬禮卻是被錢新發當成一種身分的追求的

另一種蹊徑，可以讓錢新發增加社會地位的追求，看在讀者的眼中，卻是不可思

議的事。最終用乞丐說「呀!先生媽，你也和我一樣了!」點出兩人身分上已無卑

尊之差異，也從中看出台灣人最深沉的悲哀。 

 

四、 身分與認同∕自我與他者 

  「油條」是台灣文化的象徵，拋棄台灣文化必須採用日式飲食，自然油條也

不可得，乞丐幫先生媽找到油條，讓先生媽在此生不至有遺憾，油條雖然只是一

般的台灣點心，但在先生媽心中代表重大的意涵，而只有乞丐了解。油條代表台

灣人的認同，在後殖民主義論點中「他者」27以其霸權，使得被殖民者必須放棄

自我，追求「他者」的文化、生活習慣。 

 

  在喪禮中，雖然最終仍選擇遵循日式儀式的葬禮，但這些典禮僅是流於繁文

縟節，對所有的人心中都毫無意義，也缺乏真情，更無人表達悲傷哀悼。對逝去

的先生媽更是如此，然而，對先生媽真正表達悼念的不是新助，竟然是乞丐，最

後乞丐在門後偷偷為先生媽送別，說先生媽，你也和我一樣了！代表著先生媽雖

                                                      
24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 年 7 月第一刷），頁 36。 
25

 朱真一：《民報》吳濁流小說集《功狗》：讀〈先生媽〉的連想 

https://tw.news.yahoo.com/3-040017446.html。 
26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 年 7 月第一刷），頁 36。 
27

 李有成：《他者》台北：允晨，「他者」：the Other，與 self(自我)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在後殖民

與後冷戰時代，其帝國本質並沒有改變。它需要那個他者，卻又害怕成為他者，被那個它者所攫

取，自我雖在他者上看到自己，卻又感到威脅，因此必須否定他者。頁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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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富貴之家，心靈卻是貧窮，並且任人擺布，而到死時，也是孤身一人，與乞

丐無異！在世俗的眼光中，先生媽的身分儘管高於乞丐，但在心靈層次，卻比乞

丐不如！ 

 

  「喪禮」代表著台灣文化的埋葬。也是代表著傳統的追求隨先生媽的離世而

消失。這一場日式葬禮代表著殖民者的勝利，是「他者」的葬禮，埋葬自我，台

灣人自此失去自我。在錢新發眼中，喪禮是表現高人一等的國語家庭的象徵，可

以增加他在日人眼中的地位，成為他拿來提高身分的途徑，但是對先生媽而言，

卻是自我的喪失、對台灣文化的失去。 

 

  殖民地的人民，可以說是失根的蘭花，在殖民者的統治之下，必須被迫放棄

自己的傳統、信仰、生活，失去「自我」，造成認同危機；而殖民統治階級，用

文化、教育、制度等權力機制，用「他者」的統治權力用各種形式征服被殖民者。

先生媽代表著弱勢的小人物，他無力反抗並任人擺布，甚至連油條這種小吃，尚

須仰賴乞丐的協助才能得以一嘗滋味。死後的葬禮成了先生媽最大的遺憾，這也

代表殖民者的勝利、被殖民者的悲哀，台灣人無法從「他者」的統治解脫。 

 

  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人，誠如吳濁流所說：「一旦淪為殖民地後，不但有政治

上的差別，還有教育的不均等，待遇和機會的不平等，然而這些敢怒不敢言的種

種辛酸卻必須承受。」28道盡當時台灣人的真實現象，而台灣人只能就當時現況

往上爬，爭取其社會上的地位，而拋棄自身的文化，追求日本文化，產生身分認

同的衝突，這種台灣人卻想當日本人、追求日本人認同的荒謬，變成當時社會一

種奇怪的現象。 

 

  在加速的全球化時代，文化的交流與流通不斷加劇，身分與認同都不是一成

不變的，在當今的社會，語言、習俗已因為全球化，已經與「他者」融合。我們

只能在歷史或文獻中一窺其面貌，〈先生媽〉描述在殖民時代的認同衝突，但在

21 世紀的今天，由於全球化在地化29時代來臨，對於文化的融合與接納，會讓追

求更進步快速的社會，產生更多元的創新。 

 

五、 結語 

  〈先生媽〉對當時畸形的社會型態描寫得非常生動，尤其主角對於他的努力

遭到阻礙更感到煩惱，先生媽固守台灣傳統文化，而錢新發卻追求日本文化的觀

念差異；最後母子兩人已沒有共同點，只有乞丐了解先生媽的心願，直至先生媽

                                                      
28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草根），頁 133。 
29

 李有成：《他者》，（臺北：允晨），頁 131。全球在地化，是全球(the global)與在地(the local)的

混雜，最早為日本商業界所用，用來解釋全球視野如何被調整以適應在地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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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世，錢新發都未能遵守先生媽的遺言而採用日式葬禮，幸而先生媽在生前最後，

仍能嚐到她最愛的油條，這也是乞丐為先生媽準備的。到了先生媽死後，竟只有

乞丐真正為先生媽感到悲傷。日式葬禮代表著「他者」的權力 power，代表著殖

民者對被殖民者的扼殺、自我認同的喪失及被迫放棄自我的悲哀，幸而仍有乞丐

默默的為她祝禱。先生媽能藉由最後的油條慰藉他的心靈，但是葬禮卻始終無法

如願。 

 

  霍米．巴巴的概念中指出在殖民統治下，權力並非絕對，反抗與文化挪用30

（cultural appropriation）總會伴隨出現，而挪用、複製殖民者的價值觀，將使被

殖民者的文化過度被彰顯。因此錢醫生之母（先生媽）對日本文化的拒絕恰恰反

映著巴巴的論點。巴巴對殖民主義造成對人民有著深刻的分析，文化多元是異質

並存的寬容原則，因此文化的定位31，便是文化差異的一種實現，文化差異必須

先打破文化本質主義的觀念，現今的跨文化轉向使得社會快速商業化，讓全球化

迅速在地化，疆界不斷的在消失(deterritorialization)，知名品牌透過全球在地化，

已經融入在各行各業的生活之中。 

 

  吳濁流先生真實的描述出在 1930 年代當年的社會風氣，以崇日為尚，以當

日人為高，並進而造成價值觀的扭曲；而在 21 世紀的現代的我們，已經透過網

路、數位化的各種媒介，能夠將各式文化迅速傳達到全球，在此同時，創新與發

揚本土文化，讓跨文化轉向。 

 

    筆者近日走訪台南，來到淺草市集，此市集取著日本式的名稱，街坊販賣著

日本點心，店鋪採取日式風格設計，店招更學習日本式招牌設計，令人迷惑於身

處於日本抑或台灣？儼然失去了台灣本土化精神。筆者不明白台南與「淺草」有

何歷史淵源？更思及台灣雖受日本統治達 50 年，但清朝時代在台灣更長達 212

年(1683~1895)的治理，何以獨愛好日本文化？可能是由於近年來，有心人特意

凸顯日本之統治、試圖淡化清朝的歷史，明顯有去中國化的政治目的，卻忘記中

國的種種節慶活動、生活習慣早已深植於我們的血液之中，非外觀的模仿、學習

即可改變的。筆者希望透過本論文之書寫，能反應現今社會之怪現狀；身分認同

在現今台灣仍復見?透過文化的學習，或許能夠豐富原有文化，但若一味地仿效、

移植，筆者認為將是值得檢討的課題。 

  

                                                      
30

 文化挪用，指較強勢的個體或文化群體對於相對弱勢的個體或文化群體時，在不理解、誤解、

惡意或有害的詮釋弱勢文化；或取笑、歧視、不尊重弱勢文化；或直接採用、侵佔、剝削、抄襲

或複製(宣稱擁有)弱勢文化的現象。 
31

 趙稀方著：《後殖民理論與台灣文學》，（臺北：人間），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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