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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戀愛結婚與國家論的接點

陳瑞益 著

──以小說和報刊論述為觀察中心（1937～1945）



作者簡介

陳瑞益，1995 年生，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文學組碩士，出於對文史的熱誠，持

續鑽研戰前情感構造論說、性別的文化思想史、文學史，在文獻、論文與日常生活之間，思考

未曾想像的世界，以及文學之於世界為何物。研究興趣為戀愛結婚論、國家論、性別研究，日

治時期文學研究、日治時期文化思想史研究等。論著《日治時期臺灣戀愛結婚與國家論的接點

──以小說和報刊論述為觀察中心（1937 ～ 1945）》榮獲國立臺灣文學館 2022 年臺灣文學傑出

博碩士論文獎，以及國立臺灣圖書館 111 年度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優等。

提    要

本書主要鎖定 1937 年至 1945 年的戰爭時期，以小說與報刊論述為觀察中心，去檢視日治

時期臺灣戀愛結婚與國家論的接點，在論述上主要二分為「報國的戀愛結婚敘述」和「同化的

戀愛結婚敘述」。

在報國的部分，首要點出兩個面向，第一，作家書寫了從苦悶的情感糾葛，獲得國家號召，

進而邁向報效國家的道路；第二，在日本以漢文化統合東亞文藝場的側面，在愛人之前必先愛

國的文本中，生產了「中國式愛國」切換為「日本式愛國」的邏輯。即便如此，作家也並非完

全服膺國策，同時也書寫了文明啟蒙、幸福日常與女性視野的戀愛結婚主題。

在同化的部分，首要爬梳日臺共婚中，對同化於民族的批判和同化於文明的接收。隨著民

族同化的增強，日臺之間的戀愛結婚，在在描繪了臺人融入日人的精神血液。但在虛應國策之

下，作家一方面打造日臺血液的共同體，一方面刻劃血液之間難以跨越的境界線。隨著統合加

劇，日臺血液的境界線終被超越，但卻是超越障礙成為日本帝國動員的人力資源。

藉由上述的分析，發現戀愛結婚與國家論之間，既高度密合又試圖遠離，既企盼民族同化

卻又製造差異的時刻，通過剖析戰爭期的戀愛結婚，越過前行研究止步於文明啟蒙的結論，也

超越殖民現代性的歷史詮釋作為唯一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