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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型敘事文本的歷史性考察--廖清秀《冤獄》探究 * 

顧敏耀  

廖清秀 (1927～2015)，臺北州七星郡汐止街 (今新北市汐止區 )人，日治末

期曾改姓「羽本」(はねもと )。汐止公學校畢業，曾任教於汐止公學校社後分

教場，參加文官普通試驗及格，後徵調入伍為帝國海軍 1。戰後先後通過公務

人 員 普 考 及 高 考 ， 歷 任 交 通 部 人 事 室 科 員 、 氣 象 局 統 計 室 科 員 、 業 務 檢 查 室

科員兼股長、文書股長、評核科長、簡任專門委員 2。  

臺灣文學長青樹  

廖清秀在日治時期即以日文創作雜文，戰後於 1950 年參加中國文藝協會

主 辦 小 說 研 究 班 ， 長 年 筆 耕 不 輟 ， 譯 著 作 品 總 字 數 超 過 一 千 萬 字 ， 包 括 小 說

《恩仇血淚記》、《冤獄》、《金錢的故事》、《不屈服者》、《反骨》、《第一代》、

《查某鬼的報仇》、《林金火與田中愛子》、《狂成仔》，以及散文《能幽默些就

好》、《命會改》等。1952 年即以《恩仇血淚記》獲得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頒

發 長 篇 小 說 第 三 獎 ， 為 本 土 作 家 獲 得 該 獎 項 之 第 一 人 ， 此 外 亦 曾 獲 頒 鹽 分 地

帶文藝營「臺灣文學特殊貢獻獎」、臺灣文學獎佳作獎、巫永福文學獎、臺北

西 區扶 輪社扶 輪文 學獎、 臺灣 文學牛 津獎 等 3，有 「文 學公務 員」 4、「最 有 毅

力的文學薪傳者」、「臺灣文學長青樹」5之稱。陳芳明指出，在五○年代，「廖

清 秀 投 入 寫 作 的 那 種 積 極 與 專 注 ， 是 同 時 期 臺 籍 作 家 中 難 得 一 見 的 現 象 ， 他

寫 尋 常 的 家 庭 人 倫 ， 寫 上 司 下 屬 的 關 係 ， 寫 生 活 中 最 被 忽 視 的 事 件 。 他 的 技

                                                 
* 感謝本刊匿名外審委員提供諸多寶貴意見，深感受益良多。若仍有疏漏之處，責在筆

者。此外，本文初稿撰寫於任職臺灣文學館期間，運用許多館內典藏之文獻資料，謹

致謝忱。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1 同屬跨語作家的鍾肇政與葉石濤則是被徵召為「帝國陸軍」。 
2 廖清秀口述，莊紫蓉撰述，《廖清秀苦學與寫作》，台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4。 
3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頁 93；余昭玟，《從

邊緣發聲--台灣五、六○年代崛起的省籍作家群》(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
頁 147-150；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主編《廖清秀創作學術研討會資料彙集》，台南：真

理大學語文學院，2005；林麗如《走訪文學僧--資深作家訪談錄》(台北：文訊雜誌社，

2004)，頁 51-59；余昭玟，《戰後跨語一代小說家及其作品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

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頁 81-83。 
4 彭瑞金，〈文學公務員四十年--《廖清秀集》序〉，《廖清秀集》(台北：前衛出版社，

1991)，頁 11-14。 
5 彭瑞金，〈廖清秀--台灣文壇的長青樹〉，《台灣文學 50 家》(台北：玉山社，2008)，

頁 31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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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平實，風格平淡，最能代表臺籍作家中文書寫的掙扎與困頓」 6。  

能 夠 在 終 戰 前 後 使 用 不 同 官 方 語 言 的 二 個 政 權 統 治 底 下 ， 都 分 別 考 取 了

公 務 人 員 資 格 ， 且 於 短 短 七 年 內 就 成 功 轉 換 文 學 創 作 語 言 ， 甚 至 擊 敗 眾 多 競

爭 的 外 省 作 家 而 勇 奪 文 獎 會 的 長 篇 小 說 大 獎 ， 殊 屬 難 能 可 貴 ， 其 苦 學 之 毅 力

與語言方面之天分亦可見一斑。  

惟 廖 清 秀若與 其 他 同世代 之 省 籍 7作家 相 較 ，迄今 受 到 的矚目 似 乎 較少 ，

除 了 總 是 在 許 多 臺 灣 小 說 選 本 當 中 缺 席 之 外

8，以其為主要研究對象之學位論文迄今僅查得

有二篇 9：邱培芳《廖清秀長篇小說研究》(新竹：

清 華 大 學 中 文 系 碩 士 論 文 ， 2004)以 及 顏 秀 玲

《廖清秀及其中短篇小說的倫理關係探討》(臺

北 ： 銘 傳 大 學 應 用 中 國 文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2011)，學術期刊論文亦僅見三篇 10：陳錦玉〈殖

民 地 傷 痕 文 學 的 浮 雕 --析 論 廖 清 秀 四 部 長 篇 小

說〉11、連薏婷〈廖清秀的金錢觀及生死觀〉12以

及 蘇 恆 毅 〈 分 產 的 智 慧 ： 論 廖 清 秀 老 人 小 說 中

的財產分配與照護問題〉13。對於臺灣文學研究

界 的 評 價 ， 廖 清 秀 在 看 似 曠 達 的 回 應 文 字 背

                                                 
6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296。 
7 雖然「臺灣省」業已於 1997 年「虛級化」(即通稱凍省或精省)，此處仍沿用「省籍」

一詞，乃是考量當時歷史情境以及語意脈絡之故。 
8 包括鍾肇政編《台灣文藝小說選》(台北：台灣文藝出版社，1981)、聶華苓主編《台

灣中短篇小說選》(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鄭清文、李喬主編《台灣當代小說精

選 1(1945-1988)》(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89)、游喚、張鴻聲、徐華中編《現代

小說精讀》(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彭瑞金選編《國民文選‧小說卷Ⅱ》(台
北：玉山社，2004)、許俊雅、應鳳凰、鍾宗憲主編《現代小說讀本》(台北：揚智文

化事業公司，2004)、林黛嫚編著《台灣現代文選‧小說卷》(台北：三民書局，2005)、
向陽主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小說卷‧戰後時期‧第一部》(台北：聯合文學

出版社，2006)、陳芳明編著《青少年台灣文庫 小說讀本 1：穿紅襯衫的男孩》(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等皆然。 
9 根據國家圖書館建置「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2016 年 4 月 30 日檢索結果。 
10根據國家圖書館建置「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以及「華藝線上圖書館」，2016 年 4

月 30 日檢索結果。 
11《台灣文學評論》，第 6 卷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1-37。 
12《台灣文學評論》，第 6 卷 1 期，2006 年 1 月，頁 38-68。 
13《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 32 期，2015 年 12 月，頁 93-113。 

廖清秀《冤獄》封面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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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似亦難掩其憾惋不平之意 14。  

收錄六篇小說作品的《冤獄》  

他在 1953 年 9 月就自費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冤獄》，除了〈自序〉

之外，主要收錄了六篇作品，包括短篇的〈蝕鼻婆的哀怨〉、〈阿九與土地公〉、

〈孽債〉、〈虎父犬子〉、〈一個老尼姑的回憶〉以及中篇〈冤獄〉，廖清秀曾表

示 當 時 他 一 個 月 的 薪 水 是 一 百 三 十 餘 元 ， 印 這 本 書 總 共 花 了 三 千 元 ， 印 了 三

千本，賣出一千多本，「後因朋友說：『技巧不成熟，有談故事之嫌』，我就把

它銷毀了」15，實在十分可惜。彭瑞金曾指出這本「應是戰後臺灣本土作家的

第一本中文小說創作集」 16，然而卻如應鳳凰所說：  

奇怪的是很少人注意或提起他的第一本書--短篇小說集《冤獄》。此書

由葛賢寧主持之「中興文學出版社」印行，編為「中興小說叢書」第

三集。該社這一年裡出版的書還有：蓉子新詩《青鳥集》，吳魯芹散文

《美國去來》，彭邦楨詩集《載著歌的船》，郭衣洞(柏楊)小說集《辨

證的天花》，方思詩集《時間》；這是一九五三年，與這些名字排在一

起的廖清秀，只是剛起步「中文初學者」，說不定《冤獄》也是戰後第

一本省籍小說家出版品。都說一九五○年代臺灣文壇是「來臺大陸文

人」的天下，恐怕幾本文學史書，都低估了省籍作家的文學成就罷。17 

在 臺 灣 文 學 發 展 史 的 發 展 脈 絡 當 中 ， 十 分 具 有 開 創 意 義 的 這 本 著 作 ， 其 實 頗

值 得 仔 細 探 究 。 目 前 對 於 《 冤 獄 》 有 較 多 評 述 文 字 的 是 彭 瑞 金 的 〈 從 時 代 浪

濤凌波而過的廖清秀〉，文中先是扼要敘述每篇小說之人物塑造與故事情節內

容，繼而表示：  

除〈冤獄〉外，其他五篇作品都是寫人物，五個出自不同社會層面，

行事人品各異其趣的人物，卻未脫離「阿九」所具備的典型，易言之，

這五個人物都是現實中的存有，不是作者無中生有創造出來的，顯然

從這些文學出發期的作品裏，作者這種自我謙抑的寫作態度，已相當

確定自己的作品風格和文學品味。之中，無論是表達對貧富、金錢的

觀念，抑或對愛情、婚姻的態度，沒有不是在不失情趣中，保留了淺

                                                 
14廖清秀，〈《台灣文學史綱》弄錯《恩仇血淚記》〉，《台灣文學評論》，第 8 卷 3 期，2008

年 7 月，頁 188-196。 
15廖清秀，《十七歲當老師》(台北：台北縣文化局，2003)，頁 263。 
16彭瑞金，〈從時代浪濤凌波而過的廖清秀〉，《廖清秀集》，頁 332。 
17應鳳凰，〈作家第一本書的故事〉，《鹽分地帶文學》，第 48 期，2013 年 10 月，頁 20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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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的諷世作用，這樣的作品人間性、生活性都沒有可以挑剔的地方。18 

誠然如是，廖清秀這部作品集中的故事原型，亦即其「元文本」 (meta-text)，

往 往 取 材 於 親 眼 所 見 或 親 耳 所 聞 之 臺 灣 現 實 社 會 上 的 人 事 物 ， 故 事 場 景 就 在

人們生活的城鄉之中，人物對話用語也耳熟能詳，讀來十分具有親切感。  

其中有些角色確切可考，譬如〈蝕鼻婆的哀怨〉當中的女主角「阿梅」，

小 說 描 述 她 有 兩 個 熱 烈 追 求 的 男 配 角 ， 銀 行 員 陳 志 貴 以 及 富 商 林 大 富 ， 但 是

她 嫌 貧 愛 富 而 且 驕 傲 自 大 的 個 性 ， 先 是 對 陳 志 貴 冷 言 譏 諷 ， 使 對 方 受 不 了 刺

激 而 跳 水 自 殺 ， 在 被 林 大 富 趁 機 強 娶 之 後 ， 總 是 惡 言 相 向 ， 又 放 蕩 度 日 ， 最

終離婚收場，繼而染上疾病而使鼻子塌陷 19，只能沿路歌唱行乞為生。此一悲

慘 的 角 色 ， 其 實 是 日 治 到 戰 後 初 期 頗 為 時 人 所 熟 知 的 臺 北 市 內 的 社 會 底 層 人

物，真實名字叫「寶玉仔」，生卒年約為 1875 年至 1945 年，有著三吋金蓮，

在 風 月 場 合 確 實 曾 經 紅 極 一 時 ， 讓 她 淪 為 乞

丐 的 原 因 除 了 小 說 所 述 之 個 性 缺 陷 之 外 ， 主

要 還 是 她 染 上 的 鴉 片 煙 癮 ， 在 癮 頭 上 來 之

際 ， 怠 慢 客 人 ， 導 致 被 報 復 而 染 病 毀 容 。 在

史料文獻當中，「寶玉仔」未有曾逼死銀行員

或 與 富 商 結 婚 之 紀 錄 ， 僅 知 曾 與 一 名 老 車 夫

同 居 ， 但 是 因 為 她 買 鴉 片 的 花 費 太 兇 ， 又 鎮

日 不 做 事 而 只 是 抽 鴉 片 ， 最 後 被 逐 出 家 門 ，

流 落 街 頭 20。 此 故 事 後 來 還 被 演 繹 為 電 影 作

品，名為《凹鼻藝妲》，在 1958 年上映，從

電 影 廣 告 之 「 懼 內 丈 夫 ／ 迷 戀 妓 女 ／ 被 戴 綠

帽 ／ 稱 人 姑 丈 ／ 太 太 捉 姦 ／ 抱 頭 鼠 竄 ／ 『 猴

咬 猴 』 ／ 使 人 叫 絕 ／ 牡 丹 花 謝 ／ 面 目 全 非 ／

流 浪 哀 歌 ／ 扣 人 心 弦 」、「 一 個 女 人 週 旋 於 三

個男人之間竟能不漏破綻」21以及報紙上的相

                                                 
18彭瑞金，〈從時代浪濤凌波而過的廖清秀〉，《廖清秀集》，頁 336。 
19梅毒感染第三期之症狀即有所謂「橡皮瘤性梅毒」或「梅毒腫」，會造成鼻腔內病變

而導致鼻骨崩壞。見呂耀卿《中國人皮膚病圖譜》(台北：橘井文化事業公司，1987)，
頁 429。台語稱呼「塌鼻」比較常用的是〔mo ͘h-phīⁿ〕與〔naih-phīⁿ〕。 

20鄉夫，〈稻江稗海錄〉，《台北文物》，第 7 卷 4 期，1958 年 12 月，頁 119-122。 
21柯榮三，《時事題材之台灣歌仔冊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2008)，頁 274。 

吉野刑事與其夫人合照，刊於《台灣

日日新報》，1930 年 8 月 17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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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報導「該片敘述三十年前藝妲白月霞 (張麗娜飾 )，因年輕時愛好虛榮，生性

浪漫，致梅毒全身，流浪街頭」22，可知其故事情節亦與史料記載以及廖清秀

之小說內容各不相同，里巷傳聞之不斷創作改造而踵事增華，多有如此者。  

以歷史事件為小說素材  

另外，中篇小說〈冤獄〉亦為社會事件改編，作者自述云：「我在小孩的

時候，常常聽父母提起吉野刑事 (刑警 )命案與它構成的冤獄，因我在 1927 年

生 (昭和二年 )生，所以，這個事件可能發生在 1912—1928 年間 (不是昭和初，

就是大正年間 )吧」23。此轟動一時的白晝殺警命案，經由文獻史料翻查檢索，

其實是發生在 1930 年 (昭和 5 年 )8 月 16 日，汐止分室 (派出所 )的吉野一馬刑

事，與同事田川刑事一起在當天上午前往基隆調查一宗竊盜案，返回之後，大

約下午一點左右，「午餐在分室內食臺灣麵，不知何故，忽自離去分室，其時田

川刑事尚食麵中，比聞悲鳴之聲，馳救已不及，而兇手亦不知逃往何處」 24。  

在事件發生之後，緹騎四出，警網密佈，不過卻是手忙腳亂，胡亂抓人，

由新聞報導之標題可以略知一二：〈在汐止街捕一島人 為殺刑事眞兇手乎〉

25、〈刺 殺吉野 刑 事犯 人 旣 捕之 無賴 漢 堅不 肯承  嫌疑 益深 蒐 集最 後證 據〉

26、〈刺 殺刑事 兇 手 因汐 止 一保 甲民 密 吿 得知 其 氏名 住所 容 貌 搜查 隊再

向鞍内山活動〉27、〈殺刑事被疑者 忽覺嫌疑證據薄弱 搜查方針再變〉28、

〈 新 嫌 疑 者 陳 火 木  復 非 眞 兇 手  案 情 再 陷 五 里 霧 中  雖 非 眞 兇 手  於 搜 查

方針無碍 某搜查係官談〉29等，最後抓到一位松山人「許能得」(25 歲 )，屈

打成招，初審判決死刑，許能得翻供喊冤，上訴之後仍以死刑定讞 30。廖清秀

表 示 ， 在 戰 後 「 有 些 人 雖 然 知 道 真 正 兇 手 是 誰 ， 聽 說 真 正 兇 手 也 表 示 他 殺 死

                                                 
22不著撰者，〈黃曼留港進退兩難 小豔秋月底將北返〉，《聯合報》，1958 年 7 月 27 日，

第 6 版。 
23廖清秀，《十七歲當老師》，頁 260。括號中的內容皆為原注。 
24不著撰者，〈白晝在汐止驛附近 吉野刑事被慘殺 全身負十四傷致命二傷 兇漢為

本島人姓名不詳〉，《台灣日日新報》，1930 年 8 月 17 日，第 4 版。 
25《台灣日日新報》夕刊，1930 年 8 月 28 日，第 4 版。 
26《台灣日日新報》夕刊，1930 年 8 月 29 日，第 4 版。 
27《台灣日日新報》夕刊，1930 年 9 月 3 日，第 4 版。 
28《台灣日日新報》日刊，1930 年 9 月 4 日，第 4 版。 
29《台灣日日新報》夕刊，1930 年 9 月 9 日，第 4 版。 
30〈殺害吉野刑事案 在高等法院控訴審 照原審判決死刑〉，《台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0 月 22 日，第 8 版。此宛如戰後最知名之搶案「李師科案」(1982 年)在抓到真兇

之前卻誤抓王迎先之翻版，專制政權之缺乏法治與人權觀念而一味刑求取供之手段，

毫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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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野，但因沒有人替那個『替死鬼』洗刷冤情，使那個『冤魂』死不瞑目」31，

他於是根據聽聞之事件梗概，發揮想像力，再採用倒敘

法作為敘事方式，編織成一篇情節曲折之作品。  

廖 清 秀曾 回憶 其 幼年 時期 ， 外公 與母 親 都很 愛說 故

事 (即 臺 語 所 稱 「 講 古 」 )， 有 些 生 動 的 情 節 到 他 年 逾 古

稀 之 時 仍 然 印 象 深 刻 32， 觀 乎 《 冤 獄 》 這 部 小 說 集 所 收

錄之諸篇作品，其實就如同單純的對讀者「講古」一般，

此令人聯想及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述：「小說家者流，

蓋 出 於 稗 官 ， 街 談 巷 語 、 道 聽 途 說 者 之 所 造 也 」 33， 以

及桓譚《新論》所云：「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 論 ，

以 作 短 書 ， 治 身 理 家 ， 有 可 觀 之 辭 」 34， 廖 清 秀 彷 彿 平

實的體現了古代「小說家」的精神，並未刻意想要傳達

超凡深奧的哲學理念或者意圖批判哪些社會現象，總是

聚 焦 於 情 節 發 展 而 娓 娓 道 來 ， 且 較 少 對 於 場 景 或 人 物 進 行 細 膩 之 刻 畫 ， 反 倒

讓小說節奏十分明快。  

至 於 作 者 創 作 的 主 旨 意 涵 ， 似 乎 也 樸 實 平 淡 而 十 分 容 易 體 會 ， 譬 如 〈 蝕

鼻婆的哀怨〉是要人們切莫認錢不認人、〈阿九與土地公〉教導十賭九輸之常

道 、〈 孽 債〉 表 示 由 愛 生 恨 之 行 為 足 以 造 成 兩 敗 俱 傷 、〈虎 父 犬 子 〉 透 過 輕 鬆

的愛情喜劇而勸導男性追求女性要主動、〈一個老尼姑的回憶〉要人們不要被

愛情沖昏頭、〈冤獄〉則表現出殖民政府對人民的蠻橫與苛刻，確實如作者自

述：「我寫作並不是要呼籲什麼，我認為作家不應該要教訓人家，也不配教訓

人家，小說所寫的是要人家自己去領悟。所以，我從來都反對文以載道」 35，

縱然如是，而古人揭櫫的小說價值如「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36亦在其中

自然彰顯。  

生動自然的臺語運用  

當 然 有 些 故 事 對 於 現 今 之 讀 者 ， 或 者 會 有 較 為 不 同 的 感 觸 與 聯 想 ， 譬 如

                                                 
31廖清秀，《十七歲當老師》，頁 262。 
32廖清秀口述，莊紫蓉撰述，《廖清秀苦學與寫作》，頁 42-45。 
33班固，《漢書藝文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55)，頁 39。 
34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1453。 
35廖清秀口述，莊紫蓉撰述，《廖清秀苦學與寫作》，頁 185。 
36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182。 

許能得像，刊於《台

灣日日新報》，1930 年

9 月 30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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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蝕 鼻 婆 的 哀 怨 〉 何 嘗 不 是 揭 露 了 性 工 作 者 在 職 場 所 要 面 對 的 包 括 染 病 或 是

被 性 侵 等 各 種 風 險 ， 還 有 當 時 政 府 對 於 年 老 性 工 作 者 的 安 養 機 制 漠 不 關 心 、

對 於 此 一 珍 貴 的 民 間 歌 謠 傳 唱 者 也 任 其 凋 零 。 再 如 〈 一 個 老 尼 姑 的 回 憶 〉 毋

寧 是 點 出 了 臺 灣 佛 教 僧 尼 在 禁 欲 主 義 之 下 的 情 慾 出 路 問 題 ， 一 味 的 防 堵 到 最

後將如大水決堤那般，如果像日本和尚或基督教牧師那般可以與平常人一樣娶

妻生子，似乎也是順乎人性之自然 37？〈阿九與土地公〉不僅呈顯土地公在我

國民間信仰當中也扮演著「財神」的角色 38，同時活靈活現的表現出臺灣民間

信仰之功利取向而且有「神人關係顛倒」 (人成為主人，而神明成為被利用的

奴僕 )之現象 39。這些解讀或許不是作者當初所設想之方向，不過在看似簡單樸

實之故事情節背後，其實也蘊含著許多可以讓現今讀者再深入探討論述的可能。 

還 有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作 者 在 他 這 第 一 本 小 說 集 當 中 ， 就 已 經 開 始 將 臺 語 詞

句妥適的運用到人物對話內容，例如〈蝕鼻婆的哀怨〉裡面阿梅訓斥陳志貴以

及〈孽債〉裡面的姨丈訓斥吳文華，都用了臺語俗諺「餓狗臭想豬肝骨」(現今

多寫為「飫狗肖想豬肝骨」，意思類似「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還有〈蝕鼻婆

的哀怨〉之阿梅罵林大富以及〈阿九與土地公〉之鴛鴦罵老公阿九，都使用了

臺語獨特的詞句包括「半路死」、「路旁死」(此二者語意類似粵語之「仆街」)、

「替人死的斬頭早死」 (意指當了別人的替死鬼、夭折 )、「死到無身無屍」 (意

思類似「死無葬身之地」)等，雖是惡口粗話 40，卻又痛快淋漓而讓人物生氣勃

勃，而且有些話語現今已經不常聽到，小說家此類描述亦有保存社會民俗之功。 

《 冤 獄 》 雖 然 是 廖 清 秀 的 第 一 本 小 說 集 ， 不 過 許 多 他 後 來 發 展 出 來 的 整

體 創 作 特 色 諸 如 運 用 社 會 事 件 或 民 間 傳 聞 為 素 材 、 平 實 的 擔 任 故 事 講 述 者 的

角 色 、 生 動 自 然 的 運 用 臺 語 詞 彙 等 ， 在 此 皆 已 有 所 表 現 ， 所 謂 「 嘗 一 脟 肉 而

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41，該書在廖清秀小說研究以及臺灣文學發展史上誠

然具有不容小覷的代表性與重要性，值得持續再深入研究探討。  

                                                 
37陳若曦之小說創作《慧心蓮》與《重返桃花源》即以台灣佛門僧尼之間的情慾問題為

故事主軸。詳見丁敏〈陳若曦佛教小說中女性形象與主題意識——以《慧心蓮》、《重

返桃花源》為探討〉，《人間佛教與當代對話：第三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2003。 
38曾景來，《台灣的迷信與陋習》(台北：武陵出版公司，1998)，頁 230；江燦騰主編，增

田福太郎原著，黃有興中譯，《台灣宗教信仰》(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8)，頁 286。 
39董芳苑，《台灣人的神明》(台北：前衛出版社，2008)，頁 31-32。 
40片岡巖《台灣風俗誌》(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1)即特闢一小節記錄台灣人民之

「惡口」(頁 119-120)。 
41呂不韋《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