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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Sabine Frühstück 任職於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研究系，研究範圍

在近、現代日本之社會文化史。重要著作如 2017 年出版的《「玩」戰爭：兒童與日本現

代軍國主義的悖論》討論 19 世紀至 21 世紀日本的孩童遊戲與軍事之間的關聯，2007 年

出版之《不安的士兵：日本軍隊中的性別、記憶與大眾文化》則從性別、記憶政治的視

野分析二次戰後日本政府如何形塑社會對自衛隊的認知。1本書於 2003 年出版，標題的

「殖民」一詞並非指渉突如其來的政治轉變，而是在文化上逐漸地轉化過程。作者在前

言中將此書定位在「性」的知識及知識權力運作的歷史，從教育、正常化、醫療化等面

                                                      
1 作者資訊詳見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學系網站，檢索日期：2018.01.05，網址：

http://www.eastasian.ucsb.edu/people/faculty/sabine-fruhstuck/，有關《不安的士兵》介紹，參見林柏州書評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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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分析日本明治維新至二次戰爭時期，對性知識的建構及性治理方式的變遷。 

筆者認為應將此書置於傅科 1976 年出版《性史（第一卷）》以降的性史研究脈絡中

討論其研究價值，並與荷蘭漢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在 1995 年完成之《性、文化與

現代化：民國時期的醫學與性控制》等研究相互參照，以理解東亞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性

（Sexuality）的引入與轉變。傅科駁斥賴希（Wilhelm Reich）的性壓抑假說，嘗試的勾

勒出性知識與權力相互作用的圖像。Arnold Davidson（1987）進一步指出 19 世紀後將性

倒錯視為疾病，有別於傳統的分類方式，性倒錯者成了病人而非僅被視為犯罪行為，此

即 Ian Hacking（1986: 161）所言「製造人群」。西方現代社會所生產的性知識將人群歸

類以便於治理，性知識跨洋來到東亞社會是否有不同的展現形式？在實踐層面，性知識

又如何運作以達成性學家、教育家、醫學家或國家官僚所預定的目的？筆者欲先逐一介

紹《殖民「性」》一書之各章節要旨，接著以東亞為格局討論日本與中國在接收現代「性」

知識與其實踐上的異同，最後以台灣史研究出發，嘗試回應在東亞性史當中台灣研究扮

演的角色。 

二、 章節介紹 

此書除去前言、結論共有五個章節，第一章是「打造現代健康政權」、第二章「性

教育論爭」、第三章「為大眾的性學研究」、第四章「要求胎兒」、第五章「培育日本民族」。 

第一章「打造現代健康政權」中，作者梳理日本自 1872 年制定徵兵與教育法規，

逐步要求男子從軍、孩童入學，從對軍人的身體檢查與體位區分，到娼妓管理制度，再

推廣至常民，如在學校教育中納入防止孩童染上手淫惡習的知識。19 世紀後，日本的個

人身體連結到社會身體與國家身體，國家意識到提升國力需從軍人與兒童身體著手，使

軍人遠離娼妓與性病威脅，孩童遠離手淫惡習所導致的各種精神疾病，方能打造遠離疾

病的健康政權。在此監控與規訓體制，「知識」成了國家有力的工具。 

接續第一章對學童教育上的性問題爭議，第二章「性教育論爭」提到 1908 年在《讀

賣新聞》一系列由醫學家、教育家開啟的辯論。多數的論者同意性教育之目的在於「防

止孩童手淫」，因手淫被視為諸多疾病的根源，如神經衰弱，將影響到國力。因此，「如

何能防止學童手淫？」成了學者間辯論的課題。作者依序探討辯論中性別、階級、家庭

三者與性教育的關係，如男女合校的問題、底層女工被視為不潔淨者、家長則象徵帶有

前現代迷思的阻礙者，但亦有論者主張母職的重要性，應重視家庭教育。此時期的學說、

觀念源自西方，諸多學者以西方學說繼承者的姿態批判日本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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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為大眾的性學研究」主述大正民主時代下的性學研究者與性學相關期刊，

性學家為了打破傳統的性迷思，透過出版刊物、演說等方式將性學知識授予常民。其性

學知識不僅單方面的吸收西方新知，亦運用科學研究方法來調查日本常民的性行為狀

況。1920 年代，日本進入大正民主化時代，研究者開始重視知識的普及化，日本許多性

學家在思想光譜偏向左派，如勞動農民黨成員山本宣治，且與安田德太郎等人展開「產

兒制限運動」，推廣 Sanger 的生育控制理念。山本等左翼性學家以性解放為政治目標，

主張性的隱私化、個人化，意圖使「性」擺脫國家的控制。 

第四章「要求胎兒」探究日本生育控制的問題，在日本人口急劇增長的年代，社會

主義者舉出墮胎、避孕合法化的旗幟，一則可消除傳統將生育視為性的唯一目的，達到

性解放的成果，二則解決國家人口危機。但當時蓬勃發展的軍國主義認為，解決人口過

剩的方案則是「移民」，政府應當鼓吹人民前往殖民地發展。對人口過剩與生育控制，女

性主義者有不同立場，傾向左派者宣稱生育控制可解放女性的性自主權，另一些則視生

育控制為父權壓迫體制，擔心若墮胎合法化，將無法控制男性性慾，破壞精神上的戀愛。

1922 年 7 月美國提倡優生學的生育控制領導者 Margaret Sanger 赴日，受到政府層層阻

礙，不能向大眾演講，但專業人士仍透過出版、翻譯宣傳其理念。同為推廣生產控制的

知識份子，女性主義者加藤シズエ、平塚雷鳥等希冀從生育控制壯大母職與家庭，山本

宣治認為上層階級的女性僅出於同情，而非改變權力關係，並批判提升基因品質的優生

觀點。 

左派學者主張人非生育器械，生育控制作為方法，既可提升男、女的性歡愉，亦有

助孩童健康。上述第四章談論左翼性學家的理念，第五章則檢視性學家所處的政治壓迫

處境。文中提到 1900 年制定的治安警察法與特高制度，除了針對政治異議者，亦管制被

視為傷害道德秩序的性言論，性學家的演說、或相關刊物的發行被視為對國家的威脅，

遭受嚴密審查。在此情境下，性知識僅能在學院中方能自由交流，或以修改主題等方式

在刊物中偷渡議題。民族衛生是本章主要重點，此詞彙源自 1924 年永井潛創設的日本民

族衛生協會，他放棄使用優生學一詞，認為性與生育是為改善民族，因此改稱「民族衛

生學」。儘管諸多性學家批判國家對性的管控，或主張基因研究不應成為合理化區別人種

的機制，1940 年時，日本政府仍仿效德國訂定「國民優生法」，但日本並未強制推動此

法。1930 至 1940 年代，軍國主義興起，種族衛生、優生學被以大眾的需求為名邊緣化

性學家的性解放觀點，為帝國日本所服務。 

優生學的概念持續到戰後日本，1970 年優生學受殘疾團體批判，但直到 1996 年制

定「母體保護法」，改成經過女性、伴侶的同意，生育決定權才逐步走向個人化。作者指

出性的殖民統治機制從戰前延續到戰後，但戰前左派性學家站在批判政府的位置，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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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性學家往往借助國家力量推動大型研究計劃，模糊了國家與公民組織的邊界。 

三、 東亞性史比較：日本與中國 

自 19 世紀受西方帝國主義影響，東亞諸國開始反省自身傳統並汲取西方現代科學

知識，在 19 世紀西方興起的性科學即是其一。又因性學知識涉及對傳統身體觀的轉變，

帶有個人解放的意味而受左翼知識份子青睞。另一方面，西方性知識重新定義、分類人

群，並將其隔離或治療，如同性戀、手淫行為、歇斯底里的女性等。東亞國家以此知識

框架進行性的社會控制，以達到富國強兵的政治目的。換言之，性學知識在東亞國族建

構過程中存在著「啓蒙」與「救亡」的兩種可能。 

日本、中國在近代東亞史上有著重要的定位，前者是第一個東亞現代殖民帝國，後

者則試圖從傳統帝國轉型以免於受西方帝國侵略。馮客在 1995 年研究民國時期的中國性

文化與社會控制可與 Sabine Frühstück 此書比較，以凸顯東亞性史研究的問題核心。彭小

妍評論馮客著作時指出三點主旨：一、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受到西方性學理論影響，中

國逐漸擺脫性迷信，形成醫學化觀念。二、中國的性觀念轉變並未導致性行為上的男女

平等或個人解放，而是與優生學結合走向優生救國。三、延續 20 世紀優生學與性學理論

影響，1949 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性行為與生育的集體控制（Frank Dikötter, 1995；彭

小妍，1997：209）。 

Sabine Frühstück 對日本現代性知識史的研究結果在要旨上與馮客未有太多差異，日

本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逐漸形成醫學化概念，在 1930 年代以降也走向了民族衛生的

強國路徑，在戰後的殖民遺產上接續優生學觀點規範個人的性實踐、婚姻與生育。黃克

武曾撰文批評馮客所述過於強調救亡，而忽視性知識啓蒙帶給現代中國的影響（黃克武，

1999：380）。Sabine Frühstück 此書則以相當的篇幅討論左翼性學家的知識民主化（啓蒙）

與性解放策略，對性解放策略與官方強國強種二者間的矛盾著墨甚多。可惜的是，Sabine 

Frühstück 筆下的性學家是積極建立、推廣性學知識，書中著重在政府與性學家的攻防，

而性學家的另一個敵人──「日本傳統迷思」則面貌模糊，似乎進行了一場典範的移轉

（paradigm shift），傳統與現代不可共量，毫無連續性的可能。 

四、 在地與全球的對話：台灣性史研究的展望 

性史可分為性教育、性醫學二領域，二者關係密不可分，前者需仰賴後者提供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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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科學研究，後者又需借助前者將性知識推廣至普羅大眾。如在 1908 年日本性教育論

爭，乃至 1920 年代性刊物出版時，教育家、醫學家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限於史料，

台灣性史研究多著重在戰後時期，如李貞德〈臺灣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

（1945-1968）〉一文所述，台灣直到戰後才系統性的將性教育納入學校體系之中（李貞

德，2013：66）。清大歷史所余曉嵐的碩士論文〈現代「性」的追求：台灣性教育論述之

歷史考察〉雖略述戰後初期的生理衛生教育，但主軸為探討 1970 年代以降以中華民國性

教育協會、《健康世界》等刊物為主的台灣醫療性教育知識生產與傳播（余曉嵐，2005）。 

戰後台灣性學發展與醫學領域學生留美風潮有關，受美國金賽、馬斯特斯等大型性

科學研究計劃影響，留學生將所學的性學知識帶回台灣。日治時期台灣在日本殖民體制

下，衛生課程教材援用自日本國內，同日本缺乏性與生殖等相關內容（李貞德，2013：

68）。日治時期雖未有制度性的性教育課程，但仍可從報章雜誌上見到台灣人或在台日人

知識份子所發表之性知識論述。1925 年《臺灣民報》一則題為〈建議對於小學生徒宜施

性教育〉報導指出因學校性醜聞不斷，為了根絕腐敗現象，提出「宜對小學校之男女生

徒施行關於性道德之德育，故宜向上級生之修身教科書設一夫一婦制之課目」等意見（〈建

議對於小學生徒宜施性教育〉，1925）。1929 年一篇社論則直接批判殖民政府對性教育的

漠視： 

關於性的衛生問題，若讓那些遵古法制的衛道先生們說，必定大起恐慌非禮勿言

罷了。……台灣的學校教育既然是日本教育的延長，對於性教育一門毫不關心，

亦當然的事情，但是無知的少年男女，因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又不知凡幾？……

少年男女因為陷於自瀆，或是感染著可怕的花柳病，在很多統計上都可以證明

的。（〈性教育的必要──在春機發動期，要教以性的衛生〉，1929） 

《臺灣民報》除呼籲殖民政府重視性衛生教育，政治領袖蔣渭水在 1924 年前後發

表一系列「婦女衛生」的文章，解說婦女的性慾與生殖問題，諸如介紹生殖器官、月經、

自慰等課題。蔣渭水認為婦女生活受其生殖器影響，在月經來潮時易出現神經衰弱，乃

至於縱火、淫亂、盜竊等犯罪行為，因病理之故，在刑責上應減輕罪行，男子亦應當在

女性月經時體諒、保護女性（蔣渭水，1924a，1924b，1924c）。由上可知，台灣人知識

份子已經開始意識到性知識的重要性，試圖援引西方、日本等性資訊打破台灣漢人傳統

迷思，且其訴諸對象除了常民，亦希冀殖民政府能推動系統性的性教育。 

在台日人醫學家在《台湾婦人界》、《台湾警察時報》等刊物上也發表許多性知識言

論。1927 年時任基隆病院院長的精神醫學者中村讓發表〈犯罪心理學〉，將同性愛、戀

物、受虐、虐戀、露淫癖等列為「色情倒錯」，視之為人種退化的證據（中村讓，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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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博士吳健三在 1937 年發表於《台湾婦人界》的文章，直指同性愛是一種疾病，呼籲

家長預防、注意兒童在學校中的男女互動（吳健三，1937）。隔年，醫學博士山田尚尤發

表〈男性恐怖症の解剖〉，指出婦女的男性恐怖傾向可能導致同性愛、流產等結果（山

田，1938）。綜上所述，台灣在殖民時期的性知識經由台灣人、在台日人知識份子逐漸

朝向現代性的科學、醫學知識發展，知識系譜源自日本殖民母國，或直接翻譯自西方科

學文章（Fuller, Basil 著、克良譯，1928）。台灣人知識份子著重對台灣人民的啓蒙教育，

而在台日人的書寫偏向知識界的學術交流或對政策的建言。 

上述筆者梳理台灣日治時期性知識歷史發展，在殖民政府進行社會控制的性知識運

作層次上，可見台灣學者對娼妓管理制度、民族衛生及婚配制度等研究成果。日治台灣

娼妓史領域，張曉旻、梁秋虹、陳姃湲等人的研究成果顯示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底層女

性性治理的管理方式，如引入日本制度設置遊廓、治療性病的婦人病院與檢黴規範。或

是同為日本殖民地人民的朝鮮人渡海到台灣從娼的人流經過與勞動環境（梁秋虹，

2013；陳姃湲，2010；張曉旻，2008）。范燕秋的博士論文梳理日台共婚法與後期的人

種混合論，指出因戰爭時局所需而促進通婚，日治末期透過婚姻指導、性病防治與鍛鍊

日本國家精神等婦幼保健等手段推進台灣人的人種優生（范燕秋，2001）。 

筆者試圖探討台灣性知識史及其知識運作的相關研究，一方面可與 Sabine 

Frühstück、馮客等研究成果對話，建構東亞性學家、知識份子與國家官僚在吸收西方性

學知識之後所推展的知識啓蒙、優生救國雙重目的及其影響。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

其性學知識與國族建構意義並不明顯，受限於日本衛生教育體制與性學背景的研究者，

台灣知識份子未對性教育議題進行深入辯論，但在自由戀愛的課題上，或許能見到傳統

與現代在性觀念上的衝突（洪郁如，2017：241-242；梁秋虹，2017）。最後，筆者認為

由於性議題涉及範圍廣大，可先累積子課題的研究成果，如娼妓、同性戀、軍隊體檢、

避孕、墮胎爭論等，才能書寫如 Sabine Frühstück 的性史專著。此外，有別於日本、中國

直接引介西方性學知識，台灣與朝鮮等殖民地的知識系譜與政治殖民支配關係密切相

關，不可忽視殖民者對殖民地人民近代知識形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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