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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爭議。

在「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韓國華僑問題」成為兩國的障礙

因素，以及矛盾與爭議的焦點。中華民國政府重視海外華僑政策，積極培養

華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並希望透過他們影響當地政府，成為一個外交的力

量。但在韓國，培養認同方面雖然成功達到效果，可是就外交影響力卻告失

敗。「韓國華僑問題」卻成為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障礙因素，亦是外交

政策的絆腳石。

「中韓友好條約」很顯然是中華民國外交的挫敗。在談判中，中華民國

一直處於弱勢，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讓步，不僅無法堅持簽訂友好條約的標

準規範，更喪失保護在韓的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

華僑幾乎不具有任何益處。尤其對華僑經濟面上，並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儘

管在條款中，提到「出入境、旅行、居住之自由」，但是這必須受到韓國國

內法的規定。因此，韓國華僑的自由依然受到「出入境管理法」的限制，並

無任何改變。

誠如前述，中華民國強調「第三國待遇」意味著「最惠國待遇」。「最惠

國待遇」意指為「締約國之一給予第三國某種權利時，其他締約國即當然享

受同等的權利，而不必另訂新約」。90中華民國主要期待的是，韓國將來改

善其他外國人的待遇時，也能連帶改善華僑的利益。然而，這種期待受到結

構上極大的限制。實際上，由於華僑人口居於韓國外籍人口的首位，只有改

善華僑權益，藉以帶動其他國家僑民的地位，若欲依賴所謂「第三國待遇」

改善華僑處境，無異於「緣木求魚」。

韓國華僑的人數雖比在台韓僑為多，但是相較於東南亞國家的華僑人

口，實際上還是非常少數。因此，韓國華僑並無法客觀的人口條件上形成一

股影響韓國當地的社會力量。然而，韓國政府卻仍舊對韓國華僑掌控國家經

濟抱持疑慮。因此，韓國對於華僑有關居住、出入境、土地購買等權利，加

90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參考〈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教
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1997），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查詢字彙：「最惠
國待遇」，上網日期：200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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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司空見慣。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民法上雖以「一夫一妻」為合法婚姻模

式，但若依當時台灣民事習慣所載，夫納妾既不犯重婚，亦不成為請求離婚

之原因（司法行政部，1969a: 103）。在戶口名冊上，正妻之外的配偶，仍以

「妾」之名義登錄。「妾」固非正式配偶，亦無正妻在家庭內部的權利，卻也

不構成通姦罪名。

一如前述，「納妾」之風所以淵遠流長，與父系社會男性承嗣的傳統至

為密切。當髮妻無子，為不使嗣系中斷，買取一妾以生子，是常見的變通之

道。儘管領養、過繼等方式亦能彌補「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缺憾，但仍

有理由相信有錢有勢的上層家庭將納妾置於優先，畢竟庶出之子還是自己的

「親生」子嗣，在血緣上仍強過過繼子（Hsieh, 2008: 264）。

上述諸種「變例」婚俗自是以明媒正娶、從妻居的正規婚姻為參照對象，

實際亦非日治台灣所特有。所謂招夫、贅婿、童養、納妾等等相關記載，在

傳統中國的文獻紀錄中，不勝枚舉（司法行政部，1969b；前南京國民政府

司法行政部編，2000；施沛生編，2002）。相關風俗在台灣與中國又有哪些

不同，哪些是獨有或延伸、變異，目前仍不易定論。可以確定的是，諸如此

類的風俗在兩地均有類似脈絡，多少皆與貧窮、嗣續脫離不了關係。但大同

之中，容或有小異。

以童養習俗為例，「媳婦仔╱小婚」的分佈雖廣，但嚴格說來仍多集中

在中國南部沿海的閩、客、吳語等地（Wolf, 1989: 246–247, 255; 黃啟瑞，

1990: 40）。若就動機而言，中國大陸的童養習俗起因於規避大婚所需的聘

金。這點在台灣並不完全適用，台灣的小婚在地主與佃農之間同樣普遍。進

一步言，台灣的小婚還是女性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她們藉著收養媳婦仔來

確保她們與兒子之間的感情紐帶，使兒子不致於在婚後被「枕邊妖精」所迷

惑，因為「自己養的女孩子會聽你的話，而且永遠不會在你背後搬弄是非給

你的兒子聽」（莊英章、武雅士，1994: 103）。在招贅的場合，台灣的贅婿可

以不必冠岳家姓，而是將其所生的部分子女從岳父姓氏，繼承岳家的祭祀與

家財。等到契約期滿後，他便得以攜妻、子離開岳家，自立門戶。易言之，

台灣贅婿的從妻居，是一種可以改變的過渡狀態（小熊誠，1987: 62–63）。

最後，就妾婚而言，妾的身分在日治台灣雖不甚名譽，但似乎更近於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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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官擇日完娶過門為妾。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親生之長女，並

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如有此事，有章一力出首抵

擋，不干買主之事。自過門之後，生子傳孫，繼繼承承，是有章所

厚望也。一賣千休，萬藤永斷，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即立賣身妾

字壹紙，付買主收執，為後日之炤。

即日有章同媒親收過字內洋銀貳佰大元正足訖，炤。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  日 代筆人　蔡文炳

 為媒並保證人　康阿秀

 場見人 親母　陳氏10

 立賣身妾字人 親父　林有章

上述契約不僅清楚載明所賣之身價，11更述及該筆款項是身為立契人的親父

眼同媒妁親手收訖。其後又說：「一賣千休，萬藤永斷」，顯見此筆交易處於

一種「賣斷」的狀態。這意味著「用錢買斷」王蓮與生家的一切關係，自此

她與親父、母間不再有所牽連，親生父母對她也已失去任何權利。這與文獻

所載不謀而合。正如過去台灣社會中的螟蛉子、媳婦仔、㜁媒𡢃𡢃𡢃𡢃（女婢）等

交易情況，只要是「買斷」的場合，被賣之人與生家親族間的關係，在理論

上便全然斷絕。但若是經由「娶入」途徑所構成的妾，則身為妾的女人仍可

存續她與生家及生家親族間的關係（鈴木清一郎，1989: 167；畠中市藏，

1934: 72）。

其次，女性「許嫁」曰「字」。12上述契約論述中，「『字』於人為妾」、

10   傳統社會中女性固然有從夫之義務，需以丈夫的意見為意見。但身為母親的女人，即使她
的家庭地位是「妾」，她對自己親生子女的婚姻或收養養子仍得以行使「同意權」。一個沒

有生母同意的買賣契約是無效的，此所以賣斷子女的契字必須以生母為知見人（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這或許是因為「人身」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特別是親生子
女的買賣在本質上即與人倫、禮法背道而馳。契字上必須親生父、母的同意兼具，目的即

在確保交易能順利成功，以避免事後引起糾紛（阿風，2006: 115–116；2009: 151–152）。
11   女性在人口交易市場上的身價隨著地域、階級、年齡、姿色以及她的貞節而有別，甚至在
不同的交易情況下，身價也各異（仁井田陞，1974: 94–97；Gronewold, 1982: 47–50）。

12  女子許嫁笄而字，故「許嫁」亦曰「字」（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編，1978: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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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者 Arthur P. Wolf在北台灣的調查研究中，將符合六禮的正規婚姻稱之

為「大婚」（major marriage），而將與之相對的「媳婦仔婚」（sim-pua）稱之

為「小婚」（minor marriage）（Wolf and Huang, 1980: 70–93; Chuang and Wolf, 

1995: 781–795）。所謂「媳婦仔」，即以將來給自己兒子做妻子為前提，在女

孩幼小時候便將她領養入門。養家雖需負擔部分財物以替代聘金，但比起長

大後為兒子媒聘一門媳婦，抱養媳婦仔需索之費，仍舊便宜。除了經濟上的

理由，為家庭增添勞動人力也是考量要素。身為媳婦仔的養女在結婚之前便

可幫助家庭勞務，她們自小與養父、母生活所培養的情感，亦可避免日後婆

媳相爭的家庭困擾（莊金德，1963: 48–51；鈴木清一郎，1989: 164–166；

Wolf, 1972: 178–179; Chuang, 1991: 174–186）。然而，Wolf同時也發現小婚

所致的穩定婆媳關係是以犧牲當事男女的情感為代價的。媳婦仔自小收養的

結果，導致成婚男女間的兄妹情感遠多於男女情愫，甚至產生性嫌惡，從而

降低婚姻的穩定性（Wolf and Huang, 1980）。

在父系社會中，另一種為人所熟知的變例婚俗是從妻居婚姻（uxorilocal 

marriage），亦即台灣漢人社會中所謂「招夫」、「招婿」風俗，二者均以男方

進入女家為特色。但「招夫」、「招婿」有別，前者以寡婦留在前夫家，另招

一男為後夫；後者則以「親女」或「養女」身分，為本生家庭（或養家）招

進女婿。就目的而言，招婚或有因父母無法生育男孩，家中沒有男性子嗣，

乃藉由招夫或招婿，讓媳婦或女兒為他們傳宗接代。其次，也有期望藉此獲

取男性勞動力者。在男性子嗣幼小或多病等情況下，女家也會考慮以招婚方

式，利用女兒招進贅婿照管家務，或讓寡媳招後夫以承擔養老撫幼之責。5

最後，是本文主題的「納妾」婚俗。無論傳統中國抑或日治台灣，「妾」

的存在已有相當歷史。在上層社會，「一夫一妻多妾」的家庭、婚姻模式，

5  依日治調查所載，寡媳的「招夫」有兩種，即「招夫坐產」與「招夫養子」。「招夫養子」
多數在先夫之子幼小的情況下迎招者，蓋以招夫必須幫助養育先夫之子而名之。招夫與先

夫之子從而有繼父子的關係。「招夫坐產」係指以「治產」為目的而招迎招夫而言，此情況

下招夫與先夫之子不生繼父子關係。無論「招夫養子」或「招夫坐產」，其目的似乎均著眼

於引進招夫的勞動力以幫助「養子」或「治產」（台灣慣習研究會，1985: 63；鈴木清一郎，
1989: 167–168, 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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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制度的相關源流與文獻紀錄，

人們如何理解、看待「妾」習俗的存在與功能。在過往文獻排比分析之外，又

藉助歷史人口學的研究取徑，以新竹地區為考察重心，擷取日治時期殖民政府

所留下的戶籍登錄資料，討論新竹地區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村落間的納妾

現象，探究妾婚之成因及目的、「妾」之生育與其處境、在夫家居留久暫間的

關係。

關鍵字：納妾、妾婚、歷史人口學、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

壹、前言

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婦女」雖佔有父權社會組成中的二分之一，以往

學者從不同性質的史料中發現社會制度、法律體系，乃至風俗論述裡，充滿

種種現今看來十分不平等的成規。然則，「女性」這一觀念也是由一套技術

體系、文化脈絡生產而來（白馥蘭 [Francesca Bray]，2006）。今人對於傳統

社會「男尊女卑」等評斷的背後，或多或少仍帶有意識型態上的先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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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1952–1964)

Wang En-me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ught mutual cooperation and amity on the basis of anti-communism. The two 
nations used terms such as “brotherly nations” and “strong alliance” to refer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Despite the continuous publicizing both within the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anti-communist alliance of the ROC and ROK 
did not run as smoothly as it seemed. In fact, the two nations have never 
entered into a treaty of military allianc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
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 treaty representing their amity, was 
not even signed until 1964. The ROK had rejected several times suggestions 
made by the ROC to sign a treaty of amity, mainly due to “the issue of over-
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other words,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was the crucial obstacle to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o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focus of the Korean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interests during 
the signing process. Through the signing of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two seemingly harmonious nations are revealed, indicating the complex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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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史料還原到當時的時間、空間、文化脈絡與價值體系裡，以避免冒上

以今說古的風險，乃是研究者反身思考的重要課題。

在清末以前的傳統中國，與女性相關的生產技術領域裡，紡織與生育二

者對於塑造女性日常生活形貌尤為重要，本文所論將集中於後者。「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作為傳統社會裡的強勢價值觀，生育子嗣不僅是為當世的養

生送死做準備，同時也希望在死後的彼岸，得到永續的血食供奉。在清末以

迄日治時代的台灣社會，生育與養生送死的價值觀猶然根深柢固。從而衍生

出各式各樣的婚育機制，諸如：異姓的螟蛉子收養、招贅婚、妾婚等等，其

目的皆與傳宗接代息息相關。人們耳熟能詳的納妾風俗，在傳統社會中習焉

而不察。上層菁英的法律論述裡，也以煙火接續為妾婚制度的存在合理化。

成年男性若壯年仍未得子，為生子延嗣而納一妾，不僅被法律所認可（〔清〕

沈之奇撰，1998: 258），1就社會輿論而言，也是想當然爾。士大夫家族的

庭訓、族規裡，同樣告誡「正妻」切勿善妒，致使丈夫煙火斷絕，祖先失食

（〔清〕陳宏謀輯，1984: 9b–10a）。此正提示著「一夫二女」的婚姻組合，已

令前人意識到其間所將衍生的紛爭齟齬，及其對家庭穩定的潛在威脅。

清光緒 9年（1883）4月，一件來自新竹城的司法審判案件（吳密察主

編，2006–2008: 29–31）。監生許江之妻許陳氏對她所買的使婢提出告訴。

在她的陳情訴狀中指控該婢心存叼詐，不僅搬弄唇舌，蠱惑其夫收納為妾，

更恃寵而驕，尋釁毆打正妻，逼其分爨自食。甚者，教唆其夫將正妻鎖至密

室，絕其飲食，欲置於死。縣官雖同情正妻的遭遇，卻屢屢以「家庭細故不

宜涉訟公堂」（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0）、「許江已非少壯，可知是納妾

為嗣」（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1）為由，囑令親族鄰里調解，駁回正妻

的指控。「妾」雖是為傳宗接代而存在，身為「妾」的女性在家庭身分、法律

位階，乃至人們的價值觀中常遭受謫降，其地位遠不如正妻。但從許陳氏的

案件脈絡看來，「妾」也因年輕及其「生育」本能，在妻妾的兩造爭奪中，居

1  〔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輯註》刊於清康熙 54（1715）年，及至乾隆 5年（1740）律文已
刪除男性 40無子方得納妾的規定。故清代中、後期的律註書中，已不見對男性納妾之限制
（Hsieh, 2008: 262, 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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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優勢。甚者，這一優勢又因清代法司將近親興訟視為不道德，牧民者不樂

見百姓因戶婚田土「細事」率起訟端的前提下，難以撼動。2

「納妾」既是一種「風俗」，那末，作為流傳恆久的習慣，便難以因政權

更迭而瞬間改變。縱然日本殖民政府挾其「現代化」統治之姿，不鼓勵台灣

本島納妾之習，但若翻閱日治時期台灣戶冊資料所載，家戶內有一個以上的

妾者，所在多有。學界對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婚俗的研究，

多繫於婚姻、風俗篇章，雖不乏專書、專文等通論性探討，卻仍以文獻排比

居多。3實證性的數據分析，則付之闕如。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在文獻資料

外，納入歷史人口的量化分析，以進一步瞭解納妾的背景因素、妾在家戶中

的生育行為，及其在夫家的處境與結果。即以日治時期詳實的戶籍登錄資料

作為數據計算之所本，以與風俗記錄，地方志書、報章雜誌等等相關記載，

互為加強佐證。企圖結合質性的文獻資料與量化的實證性數據，窺探清末以

迄日治時期，新竹客家地區納妾婚俗的總總歷史與人口學資訊。此外，經驗

史料中固然提示：納妾之舉與傳宗接代密不可分。但媒妁之言始終是傳統婚

姻締結的重要環節，父母之命可能也比當事男女的意志更突出。妻子若不得

丈夫所歡、丈夫若無法在妻身上尋求情感慰藉，是否也將促成妾婚之舉？下

文將做進一步考察，從數據中窺探相關線索。

貳、清末以迄日治台灣的婚姻形式

一、幾個台灣常見的「變例」4婚俗

就婚媾而言，清末以迄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在明媒正娶的正規婚姻之

外，仍存在若干婚姻變貌。舉其要者，如：媳婦仔婚、招婚、妾婚等等。人

2  對清代「縣級」司法檔案（包括清末台灣「淡新檔案」（戴炎輝整理，1969））的研究顯示，
在涉及親屬之間的糾紛時，縣官樂於讓族人、鄰里或中人去處理（黃宗智 [Philip C. C. 
Huang]，1998: 110）。

3  相關研究及回顧，參見：吳琼媚，「清代台灣『妾』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4–8。

4  此處所謂「變例」者，蓋指相對於「明媒正娶」、儀式齊備的正規婚姻（大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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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制，也不希望「中韓友好條約」導致對華僑的既有管制帶來變化。一直

要到確保「韓國華僑問題」並無任何變化後，韓國才願意正式簽訂「中韓友

好條約」。

另外，韓國政府試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試圖建立「友好條約」之規

範。對韓國而言，本條約是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友好條約」，因此，抱持

非常審慎的態度。韓國甚至考慮到「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日後將成為與

各國簽訂「友好條約」的範本，因此對於設立領事館與派遣領使，以及有關

對外國人權益問題等規定，都儘可能朝向制訂有利韓國的條款。如前所述，

韓國從1960年代開始，即積極與日本交涉簽訂條約。而韓國向中華民國提

出異議，要求修改領事館與派遣領使的問題，其背後的考量應該是：此領事

條款勢將波及與日本的交涉。實際上，韓國駐日代表也曾向韓國外交部調閱

「中韓友好條約」，做為與日本交涉時的參考。91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韓國一向以實際利益考量，優先於政治

效果；而中華民國則是將政治效果排在第一順位。雙方彼此這種對於優先順

序之不同，亦可呈現出中韓友好同盟的矛盾層面。直到1992年中華民國與

韓國斷交之前，尤其是兩國關係最為密切的1960年代，中韓兩國表面看來

是站在同一戰線的東亞反共聯盟盟友，但是透過「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

程，我們可以瞭解到：表面看來毫無衝突的兩者間，其實隱含著各自利益之

衝突；也能從中顯現出，東亞反共同盟所隱藏的多元且複雜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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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入」的情況下，夫與妾之生家即產生準親屬關係，反之，用契約「買斷」

的場合，則不生成親屬關係（畠中市藏，1934: 72）。綜觀上述，台灣與傳統

中國兩地的納妾風俗，在大同之中仍有小異。

儘管清末立法（1910年2月）業已將興販人口列為禁條，但此前舊有的

協定、契式規格仍隨著日用類書、手冊的刊刻而廣為流傳。直迄國民政府勢

力衰敗的1949年，中國社會興販婦女的現象從未絕跡（Hayes, 1990: 36）。

堪稱清帝國盛世顛峰的乾隆朝，針對底層小民因飢荒所迫，以賣妻鬻子作為

餬口之策等現象，不僅默認，甚至認為禁鬻子女並非「軫恤災黎之道」（〔清〕

崑岡等修，1976: 6385；趙岡、陳鍾毅，1986: 44）。清廷為限制、調節人口

買賣，規定合法的人口交易，必須有媒人見證及契約為憑。契字中載明交易

雙方的意圖、所賣的身價，以及交易之後買賣雙方的權限等等（Hsieh, 2008: 

275–276）。台灣社會的人口買賣契字有類於此，交易情況亦盛極一時。據載

明治30年代（約當西元1897年前後）台灣艋舺、大稻埕一帶還存在媒介人

口買賣以營利的行業，其營業頗為隆盛，每月所獲利潤甚為可觀（台灣慣習

研究會，1985: 34）。

妾的買賣亦屬人口交易的一環，特別在討娶藝妲、娼妓或貧家女為妾的

場合，採取契買途徑。契字當中寫明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句，由女方立契

交男方收執（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以下就2件清末及日

治初期台灣地區的妾交易契約試作分析。8光緒12年（1886），王蓮的父親

將她出賣給吳敏官做小妾。在父親所立的契約書9上說：

立賣身妾字人林有章，有同結髮妻陳氏生下長女一人，名喚王蓮，

年登十五歲，當時及笄，尚未婚嫁。今因家中貧苦，日食難度，願

將此長女字於人為妾，是以托媒人撮合於吳敏官，出賣以為小妾。

即日三面議定身價銀貳百大元正；其銀有章同媒親收足訖，其女聽

8  本文所引契約均出自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私法人事編》。日本法制史學者仁井田陞
針對人身買賣契約做過卓越分析，本文所述部分亦參考仁井田先生的研究成果（仁井田陞，

1935a: 479–508；1935b: 598–650；1935c: 736–764）。
9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b: 63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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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台灣的妾婚可以經由「娶入」來締結，妾得與納妾男性產生夫妻關

係，亦與男方親族發生親族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

609）。但在傳統中國，妾則多半成於買賣或私奔而來，亦不能成為伉儷關係

（陳顧遠，1992[1936]: 62）。

二、買妾契約

對「妾」身分的賤視，在傳統中國似乎是全境皆然。「一夫一妻」制嚴

格施行的日治台灣，蓄妾之舉也是被公然承認。「偏房」、「側室」，甚至「準

妻」、「副妻」等名詞，均可用以別稱「妾」（姉齒松平，1930: 55；畠中市藏，

1934: 69）。但在禮法範疇內，能夠「與夫齊體」的卻只有正妻。服制關係裡，

夫對妻有服，而對妾無服。「妾」既無正妻之權利，身分亦隨之謫降，其家

庭地位遠不如正妻（Mann, 1991: 207–212; 滋賀秀三，2002: 108–110, 445）。

服制之外，妻與妾的身分差別還表現在對夫的稱謂上。原則上，只有妻

能稱夫為「夫」，妾則稱納娶人為「家長」。但在台灣，實際上甚少依此而行，

妾與妻一樣稱夫為「夫」者，蔚為常態（姉齒松平，1930: 55–56；畠中市藏，

1934: 69, 72）。「納妾」在傳統中國與人身「買賣」相通（滋賀秀三，2002: 

446）；但在台灣，妾婚的構成則有「娶入」與「契買」之別。6過程中所轉

讓的財物，在「娶入」者稱「聘金」，「契買」者則稱「身價銀」。「娶入」情

況下，有訂立略式婚書者，但多數僅送女方年庚給男方而已。「契買」則由

女家書立契字載明收受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眼，交與男方收執（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608）。丈夫與妾的生家原則上不構成親屬關係

及服制關係；然而，實踐上卻仍可見「契買之妾準照妻」的習慣，丈夫與妾

之生家互稱姻親者，亦恆有之。7甚至有另一說法，認為傳統中國社會夫與

妾的生家不生任何親屬關係。但在台灣，則依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別。在

6  另一種方式是將正妻陪嫁的婢女（隨嫁𡢃𡢃𡢃𡢃）升格為妾（鈴木清一郎，1989: 169）。《台灣私法》
亦提及台灣的妾有收取自自家婢女、娶入、契買。閩籍大多收取自家婢女，粵籍則多娶入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
7  據舊慣調查者所載，台灣服制雜亂並無一定慣例，妾對家族長之服制關係也未必按正統律
例服制所規定，但仍有一定的喪服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6,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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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1952–1964)

Wang En-me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ught mutual cooperation and amity on the basis of anti-communism. The two 
nations used terms such as “brotherly nations” and “strong alliance” to refer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Despite the continuous publicizing both within the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anti-communist alliance of the ROC and ROK 
did not run as smoothly as it seemed. In fact, the two nations have never 
entered into a treaty of military allianc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
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 treaty representing their amity, was 
not even signed until 1964. The ROK had rejected several times suggestions 
made by the ROC to sign a treaty of amity, mainly due to “the issue of over-
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other words,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was the crucial obstacle to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o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focus of the Korean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interests during 
the signing process. Through the signing of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two seemingly harmonious nations are revealed, indicating the complex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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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史料還原到當時的時間、空間、文化脈絡與價值體系裡，以避免冒上

以今說古的風險，乃是研究者反身思考的重要課題。

在清末以前的傳統中國，與女性相關的生產技術領域裡，紡織與生育二

者對於塑造女性日常生活形貌尤為重要，本文所論將集中於後者。「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作為傳統社會裡的強勢價值觀，生育子嗣不僅是為當世的養

生送死做準備，同時也希望在死後的彼岸，得到永續的血食供奉。在清末以

迄日治時代的台灣社會，生育與養生送死的價值觀猶然根深柢固。從而衍生

出各式各樣的婚育機制，諸如：異姓的螟蛉子收養、招贅婚、妾婚等等，其

目的皆與傳宗接代息息相關。人們耳熟能詳的納妾風俗，在傳統社會中習焉

而不察。上層菁英的法律論述裡，也以煙火接續為妾婚制度的存在合理化。

成年男性若壯年仍未得子，為生子延嗣而納一妾，不僅被法律所認可（〔清〕

沈之奇撰，1998: 258），1就社會輿論而言，也是想當然爾。士大夫家族的

庭訓、族規裡，同樣告誡「正妻」切勿善妒，致使丈夫煙火斷絕，祖先失食

（〔清〕陳宏謀輯，1984: 9b–10a）。此正提示著「一夫二女」的婚姻組合，已

令前人意識到其間所將衍生的紛爭齟齬，及其對家庭穩定的潛在威脅。

清光緒 9年（1883）4月，一件來自新竹城的司法審判案件（吳密察主

編，2006–2008: 29–31）。監生許江之妻許陳氏對她所買的使婢提出告訴。

在她的陳情訴狀中指控該婢心存叼詐，不僅搬弄唇舌，蠱惑其夫收納為妾，

更恃寵而驕，尋釁毆打正妻，逼其分爨自食。甚者，教唆其夫將正妻鎖至密

室，絕其飲食，欲置於死。縣官雖同情正妻的遭遇，卻屢屢以「家庭細故不

宜涉訟公堂」（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0）、「許江已非少壯，可知是納妾

為嗣」（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1）為由，囑令親族鄰里調解，駁回正妻

的指控。「妾」雖是為傳宗接代而存在，身為「妾」的女性在家庭身分、法律

位階，乃至人們的價值觀中常遭受謫降，其地位遠不如正妻。但從許陳氏的

案件脈絡看來，「妾」也因年輕及其「生育」本能，在妻妾的兩造爭奪中，居

1  〔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輯註》刊於清康熙 54（1715）年，及至乾隆 5年（1740）律文已
刪除男性 40無子方得納妾的規定。故清代中、後期的律註書中，已不見對男性納妾之限制
（Hsieh, 2008: 262, 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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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優勢。甚者，這一優勢又因清代法司將近親興訟視為不道德，牧民者不樂

見百姓因戶婚田土「細事」率起訟端的前提下，難以撼動。2

「納妾」既是一種「風俗」，那末，作為流傳恆久的習慣，便難以因政權

更迭而瞬間改變。縱然日本殖民政府挾其「現代化」統治之姿，不鼓勵台灣

本島納妾之習，但若翻閱日治時期台灣戶冊資料所載，家戶內有一個以上的

妾者，所在多有。學界對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婚俗的研究，

多繫於婚姻、風俗篇章，雖不乏專書、專文等通論性探討，卻仍以文獻排比

居多。3實證性的數據分析，則付之闕如。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在文獻資料

外，納入歷史人口的量化分析，以進一步瞭解納妾的背景因素、妾在家戶中

的生育行為，及其在夫家的處境與結果。即以日治時期詳實的戶籍登錄資料

作為數據計算之所本，以與風俗記錄，地方志書、報章雜誌等等相關記載，

互為加強佐證。企圖結合質性的文獻資料與量化的實證性數據，窺探清末以

迄日治時期，新竹客家地區納妾婚俗的總總歷史與人口學資訊。此外，經驗

史料中固然提示：納妾之舉與傳宗接代密不可分。但媒妁之言始終是傳統婚

姻締結的重要環節，父母之命可能也比當事男女的意志更突出。妻子若不得

丈夫所歡、丈夫若無法在妻身上尋求情感慰藉，是否也將促成妾婚之舉？下

文將做進一步考察，從數據中窺探相關線索。

貳、清末以迄日治台灣的婚姻形式

一、幾個台灣常見的「變例」4婚俗

就婚媾而言，清末以迄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在明媒正娶的正規婚姻之

外，仍存在若干婚姻變貌。舉其要者，如：媳婦仔婚、招婚、妾婚等等。人

2  對清代「縣級」司法檔案（包括清末台灣「淡新檔案」（戴炎輝整理，1969））的研究顯示，
在涉及親屬之間的糾紛時，縣官樂於讓族人、鄰里或中人去處理（黃宗智 [Philip C. C. 
Huang]，1998: 110）。

3  相關研究及回顧，參見：吳琼媚，「清代台灣『妾』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4–8。

4  此處所謂「變例」者，蓋指相對於「明媒正娶」、儀式齊備的正規婚姻（大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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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制，也不希望「中韓友好條約」導致對華僑的既有管制帶來變化。一直

要到確保「韓國華僑問題」並無任何變化後，韓國才願意正式簽訂「中韓友

好條約」。

另外，韓國政府試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試圖建立「友好條約」之規

範。對韓國而言，本條約是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友好條約」，因此，抱持

非常審慎的態度。韓國甚至考慮到「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日後將成為與

各國簽訂「友好條約」的範本，因此對於設立領事館與派遣領使，以及有關

對外國人權益問題等規定，都儘可能朝向制訂有利韓國的條款。如前所述，

韓國從1960年代開始，即積極與日本交涉簽訂條約。而韓國向中華民國提

出異議，要求修改領事館與派遣領使的問題，其背後的考量應該是：此領事

條款勢將波及與日本的交涉。實際上，韓國駐日代表也曾向韓國外交部調閱

「中韓友好條約」，做為與日本交涉時的參考。91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韓國一向以實際利益考量，優先於政治

效果；而中華民國則是將政治效果排在第一順位。雙方彼此這種對於優先順

序之不同，亦可呈現出中韓友好同盟的矛盾層面。直到1992年中華民國與

韓國斷交之前，尤其是兩國關係最為密切的1960年代，中韓兩國表面看來

是站在同一戰線的東亞反共聯盟盟友，但是透過「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

程，我們可以瞭解到：表面看來毫無衝突的兩者間，其實隱含著各自利益之

衝突；也能從中顯現出，東亞反共同盟所隱藏的多元且複雜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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의 다음 문구를 통보바람（日期：1964年11月9日）〉（外務部，1952–1965b: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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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入」的情況下，夫與妾之生家即產生準親屬關係，反之，用契約「買斷」

的場合，則不生成親屬關係（畠中市藏，1934: 72）。綜觀上述，台灣與傳統

中國兩地的納妾風俗，在大同之中仍有小異。

儘管清末立法（1910年2月）業已將興販人口列為禁條，但此前舊有的

協定、契式規格仍隨著日用類書、手冊的刊刻而廣為流傳。直迄國民政府勢

力衰敗的1949年，中國社會興販婦女的現象從未絕跡（Hayes, 1990: 36）。

堪稱清帝國盛世顛峰的乾隆朝，針對底層小民因飢荒所迫，以賣妻鬻子作為

餬口之策等現象，不僅默認，甚至認為禁鬻子女並非「軫恤災黎之道」（〔清〕

崑岡等修，1976: 6385；趙岡、陳鍾毅，1986: 44）。清廷為限制、調節人口

買賣，規定合法的人口交易，必須有媒人見證及契約為憑。契字中載明交易

雙方的意圖、所賣的身價，以及交易之後買賣雙方的權限等等（Hsieh, 2008: 

275–276）。台灣社會的人口買賣契字有類於此，交易情況亦盛極一時。據載

明治30年代（約當西元1897年前後）台灣艋舺、大稻埕一帶還存在媒介人

口買賣以營利的行業，其營業頗為隆盛，每月所獲利潤甚為可觀（台灣慣習

研究會，1985: 34）。

妾的買賣亦屬人口交易的一環，特別在討娶藝妲、娼妓或貧家女為妾的

場合，採取契買途徑。契字當中寫明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句，由女方立契

交男方收執（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以下就2件清末及日

治初期台灣地區的妾交易契約試作分析。8光緒12年（1886），王蓮的父親

將她出賣給吳敏官做小妾。在父親所立的契約書9上說：

立賣身妾字人林有章，有同結髮妻陳氏生下長女一人，名喚王蓮，

年登十五歲，當時及笄，尚未婚嫁。今因家中貧苦，日食難度，願

將此長女字於人為妾，是以托媒人撮合於吳敏官，出賣以為小妾。

即日三面議定身價銀貳百大元正；其銀有章同媒親收足訖，其女聽

8  本文所引契約均出自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私法人事編》。日本法制史學者仁井田陞
針對人身買賣契約做過卓越分析，本文所述部分亦參考仁井田先生的研究成果（仁井田陞，

1935a: 479–508；1935b: 598–650；1935c: 736–764）。
9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b: 63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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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台灣的妾婚可以經由「娶入」來締結，妾得與納妾男性產生夫妻關

係，亦與男方親族發生親族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

609）。但在傳統中國，妾則多半成於買賣或私奔而來，亦不能成為伉儷關係

（陳顧遠，1992[1936]: 62）。

二、買妾契約

對「妾」身分的賤視，在傳統中國似乎是全境皆然。「一夫一妻」制嚴

格施行的日治台灣，蓄妾之舉也是被公然承認。「偏房」、「側室」，甚至「準

妻」、「副妻」等名詞，均可用以別稱「妾」（姉齒松平，1930: 55；畠中市藏，

1934: 69）。但在禮法範疇內，能夠「與夫齊體」的卻只有正妻。服制關係裡，

夫對妻有服，而對妾無服。「妾」既無正妻之權利，身分亦隨之謫降，其家

庭地位遠不如正妻（Mann, 1991: 207–212; 滋賀秀三，2002: 108–110, 445）。

服制之外，妻與妾的身分差別還表現在對夫的稱謂上。原則上，只有妻

能稱夫為「夫」，妾則稱納娶人為「家長」。但在台灣，實際上甚少依此而行，

妾與妻一樣稱夫為「夫」者，蔚為常態（姉齒松平，1930: 55–56；畠中市藏，

1934: 69, 72）。「納妾」在傳統中國與人身「買賣」相通（滋賀秀三，2002: 

446）；但在台灣，妾婚的構成則有「娶入」與「契買」之別。6過程中所轉

讓的財物，在「娶入」者稱「聘金」，「契買」者則稱「身價銀」。「娶入」情

況下，有訂立略式婚書者，但多數僅送女方年庚給男方而已。「契買」則由

女家書立契字載明收受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眼，交與男方收執（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608）。丈夫與妾的生家原則上不構成親屬關係

及服制關係；然而，實踐上卻仍可見「契買之妾準照妻」的習慣，丈夫與妾

之生家互稱姻親者，亦恆有之。7甚至有另一說法，認為傳統中國社會夫與

妾的生家不生任何親屬關係。但在台灣，則依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別。在

6  另一種方式是將正妻陪嫁的婢女（隨嫁𡢃𡢃𡢃𡢃）升格為妾（鈴木清一郎，1989: 169）。《台灣私法》
亦提及台灣的妾有收取自自家婢女、娶入、契買。閩籍大多收取自家婢女，粵籍則多娶入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
7  據舊慣調查者所載，台灣服制雜亂並無一定慣例，妾對家族長之服制關係也未必按正統律
例服制所規定，但仍有一定的喪服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6,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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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爭議。

在「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韓國華僑問題」成為兩國的障礙

因素，以及矛盾與爭議的焦點。中華民國政府重視海外華僑政策，積極培養

華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並希望透過他們影響當地政府，成為一個外交的力

量。但在韓國，培養認同方面雖然成功達到效果，可是就外交影響力卻告失

敗。「韓國華僑問題」卻成為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障礙因素，亦是外交

政策的絆腳石。

「中韓友好條約」很顯然是中華民國外交的挫敗。在談判中，中華民國

一直處於弱勢，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讓步，不僅無法堅持簽訂友好條約的標

準規範，更喪失保護在韓的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

華僑幾乎不具有任何益處。尤其對華僑經濟面上，並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儘

管在條款中，提到「出入境、旅行、居住之自由」，但是這必須受到韓國國

內法的規定。因此，韓國華僑的自由依然受到「出入境管理法」的限制，並

無任何改變。

誠如前述，中華民國強調「第三國待遇」意味著「最惠國待遇」。「最惠

國待遇」意指為「締約國之一給予第三國某種權利時，其他締約國即當然享

受同等的權利，而不必另訂新約」。90中華民國主要期待的是，韓國將來改

善其他外國人的待遇時，也能連帶改善華僑的利益。然而，這種期待受到結

構上極大的限制。實際上，由於華僑人口居於韓國外籍人口的首位，只有改

善華僑權益，藉以帶動其他國家僑民的地位，若欲依賴所謂「第三國待遇」

改善華僑處境，無異於「緣木求魚」。

韓國華僑的人數雖比在台韓僑為多，但是相較於東南亞國家的華僑人

口，實際上還是非常少數。因此，韓國華僑並無法客觀的人口條件上形成一

股影響韓國當地的社會力量。然而，韓國政府卻仍舊對韓國華僑掌控國家經

濟抱持疑慮。因此，韓國對於華僑有關居住、出入境、土地購買等權利，加

90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參考〈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教
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1997），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查詢字彙：「最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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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司空見慣。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民法上雖以「一夫一妻」為合法婚姻模

式，但若依當時台灣民事習慣所載，夫納妾既不犯重婚，亦不成為請求離婚

之原因（司法行政部，1969a: 103）。在戶口名冊上，正妻之外的配偶，仍以

「妾」之名義登錄。「妾」固非正式配偶，亦無正妻在家庭內部的權利，卻也

不構成通姦罪名。

一如前述，「納妾」之風所以淵遠流長，與父系社會男性承嗣的傳統至

為密切。當髮妻無子，為不使嗣系中斷，買取一妾以生子，是常見的變通之

道。儘管領養、過繼等方式亦能彌補「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缺憾，但仍

有理由相信有錢有勢的上層家庭將納妾置於優先，畢竟庶出之子還是自己的

「親生」子嗣，在血緣上仍強過過繼子（Hsieh, 2008: 264）。

上述諸種「變例」婚俗自是以明媒正娶、從妻居的正規婚姻為參照對象，

實際亦非日治台灣所特有。所謂招夫、贅婿、童養、納妾等等相關記載，在

傳統中國的文獻紀錄中，不勝枚舉（司法行政部，1969b；前南京國民政府

司法行政部編，2000；施沛生編，2002）。相關風俗在台灣與中國又有哪些

不同，哪些是獨有或延伸、變異，目前仍不易定論。可以確定的是，諸如此

類的風俗在兩地均有類似脈絡，多少皆與貧窮、嗣續脫離不了關係。但大同

之中，容或有小異。

以童養習俗為例，「媳婦仔╱小婚」的分佈雖廣，但嚴格說來仍多集中

在中國南部沿海的閩、客、吳語等地（Wolf, 1989: 246–247, 255; 黃啟瑞，

1990: 40）。若就動機而言，中國大陸的童養習俗起因於規避大婚所需的聘

金。這點在台灣並不完全適用，台灣的小婚在地主與佃農之間同樣普遍。進

一步言，台灣的小婚還是女性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她們藉著收養媳婦仔來

確保她們與兒子之間的感情紐帶，使兒子不致於在婚後被「枕邊妖精」所迷

惑，因為「自己養的女孩子會聽你的話，而且永遠不會在你背後搬弄是非給

你的兒子聽」（莊英章、武雅士，1994: 103）。在招贅的場合，台灣的贅婿可

以不必冠岳家姓，而是將其所生的部分子女從岳父姓氏，繼承岳家的祭祀與

家財。等到契約期滿後，他便得以攜妻、子離開岳家，自立門戶。易言之，

台灣贅婿的從妻居，是一種可以改變的過渡狀態（小熊誠，1987: 62–63）。

最後，就妾婚而言，妾的身分在日治台灣雖不甚名譽，但似乎更近於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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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官擇日完娶過門為妾。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親生之長女，並

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如有此事，有章一力出首抵

擋，不干買主之事。自過門之後，生子傳孫，繼繼承承，是有章所

厚望也。一賣千休，萬藤永斷，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即立賣身妾

字壹紙，付買主收執，為後日之炤。

即日有章同媒親收過字內洋銀貳佰大元正足訖，炤。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  日 代筆人　蔡文炳

 為媒並保證人　康阿秀

 場見人 親母　陳氏10

 立賣身妾字人 親父　林有章

上述契約不僅清楚載明所賣之身價，11更述及該筆款項是身為立契人的親父

眼同媒妁親手收訖。其後又說：「一賣千休，萬藤永斷」，顯見此筆交易處於

一種「賣斷」的狀態。這意味著「用錢買斷」王蓮與生家的一切關係，自此

她與親父、母間不再有所牽連，親生父母對她也已失去任何權利。這與文獻

所載不謀而合。正如過去台灣社會中的螟蛉子、媳婦仔、㜁媒𡢃𡢃𡢃𡢃（女婢）等

交易情況，只要是「買斷」的場合，被賣之人與生家親族間的關係，在理論

上便全然斷絕。但若是經由「娶入」途徑所構成的妾，則身為妾的女人仍可

存續她與生家及生家親族間的關係（鈴木清一郎，1989: 167；畠中市藏，

1934: 72）。

其次，女性「許嫁」曰「字」。12上述契約論述中，「『字』於人為妾」、

10   傳統社會中女性固然有從夫之義務，需以丈夫的意見為意見。但身為母親的女人，即使她
的家庭地位是「妾」，她對自己親生子女的婚姻或收養養子仍得以行使「同意權」。一個沒

有生母同意的買賣契約是無效的，此所以賣斷子女的契字必須以生母為知見人（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這或許是因為「人身」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特別是親生子
女的買賣在本質上即與人倫、禮法背道而馳。契字上必須親生父、母的同意兼具，目的即

在確保交易能順利成功，以避免事後引起糾紛（阿風，2006: 115–116；2009: 151–152）。
11   女性在人口交易市場上的身價隨著地域、階級、年齡、姿色以及她的貞節而有別，甚至在
不同的交易情況下，身價也各異（仁井田陞，1974: 94–97；Gronewold, 1982: 47–50）。

12  女子許嫁笄而字，故「許嫁」亦曰「字」（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編，1978: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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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者 Arthur P. Wolf在北台灣的調查研究中，將符合六禮的正規婚姻稱之

為「大婚」（major marriage），而將與之相對的「媳婦仔婚」（sim-pua）稱之

為「小婚」（minor marriage）（Wolf and Huang, 1980: 70–93; Chuang and Wolf, 

1995: 781–795）。所謂「媳婦仔」，即以將來給自己兒子做妻子為前提，在女

孩幼小時候便將她領養入門。養家雖需負擔部分財物以替代聘金，但比起長

大後為兒子媒聘一門媳婦，抱養媳婦仔需索之費，仍舊便宜。除了經濟上的

理由，為家庭增添勞動人力也是考量要素。身為媳婦仔的養女在結婚之前便

可幫助家庭勞務，她們自小與養父、母生活所培養的情感，亦可避免日後婆

媳相爭的家庭困擾（莊金德，1963: 48–51；鈴木清一郎，1989: 164–166；

Wolf, 1972: 178–179; Chuang, 1991: 174–186）。然而，Wolf同時也發現小婚

所致的穩定婆媳關係是以犧牲當事男女的情感為代價的。媳婦仔自小收養的

結果，導致成婚男女間的兄妹情感遠多於男女情愫，甚至產生性嫌惡，從而

降低婚姻的穩定性（Wolf and Huang, 1980）。

在父系社會中，另一種為人所熟知的變例婚俗是從妻居婚姻（uxorilocal 

marriage），亦即台灣漢人社會中所謂「招夫」、「招婿」風俗，二者均以男方

進入女家為特色。但「招夫」、「招婿」有別，前者以寡婦留在前夫家，另招

一男為後夫；後者則以「親女」或「養女」身分，為本生家庭（或養家）招

進女婿。就目的而言，招婚或有因父母無法生育男孩，家中沒有男性子嗣，

乃藉由招夫或招婿，讓媳婦或女兒為他們傳宗接代。其次，也有期望藉此獲

取男性勞動力者。在男性子嗣幼小或多病等情況下，女家也會考慮以招婚方

式，利用女兒招進贅婿照管家務，或讓寡媳招後夫以承擔養老撫幼之責。5

最後，是本文主題的「納妾」婚俗。無論傳統中國抑或日治台灣，「妾」

的存在已有相當歷史。在上層社會，「一夫一妻多妾」的家庭、婚姻模式，

5  依日治調查所載，寡媳的「招夫」有兩種，即「招夫坐產」與「招夫養子」。「招夫養子」
多數在先夫之子幼小的情況下迎招者，蓋以招夫必須幫助養育先夫之子而名之。招夫與先

夫之子從而有繼父子的關係。「招夫坐產」係指以「治產」為目的而招迎招夫而言，此情況

下招夫與先夫之子不生繼父子關係。無論「招夫養子」或「招夫坐產」，其目的似乎均著眼

於引進招夫的勞動力以幫助「養子」或「治產」（台灣慣習研究會，1985: 63；鈴木清一郎，
1989: 167–168, 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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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制度的相關源流與文獻紀錄，

人們如何理解、看待「妾」習俗的存在與功能。在過往文獻排比分析之外，又

藉助歷史人口學的研究取徑，以新竹地區為考察重心，擷取日治時期殖民政府

所留下的戶籍登錄資料，討論新竹地區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村落間的納妾

現象，探究妾婚之成因及目的、「妾」之生育與其處境、在夫家居留久暫間的

關係。

關鍵字：納妾、妾婚、歷史人口學、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

壹、前言

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婦女」雖佔有父權社會組成中的二分之一，以往

學者從不同性質的史料中發現社會制度、法律體系，乃至風俗論述裡，充滿

種種現今看來十分不平等的成規。然則，「女性」這一觀念也是由一套技術

體系、文化脈絡生產而來（白馥蘭 [Francesca Bray]，2006）。今人對於傳統

社會「男尊女卑」等評斷的背後，或多或少仍帶有意識型態上的先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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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爭議。

在「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韓國華僑問題」成為兩國的障礙

因素，以及矛盾與爭議的焦點。中華民國政府重視海外華僑政策，積極培養

華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並希望透過他們影響當地政府，成為一個外交的力

量。但在韓國，培養認同方面雖然成功達到效果，可是就外交影響力卻告失

敗。「韓國華僑問題」卻成為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障礙因素，亦是外交

政策的絆腳石。

「中韓友好條約」很顯然是中華民國外交的挫敗。在談判中，中華民國

一直處於弱勢，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讓步，不僅無法堅持簽訂友好條約的標

準規範，更喪失保護在韓的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

華僑幾乎不具有任何益處。尤其對華僑經濟面上，並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儘

管在條款中，提到「出入境、旅行、居住之自由」，但是這必須受到韓國國

內法的規定。因此，韓國華僑的自由依然受到「出入境管理法」的限制，並

無任何改變。

誠如前述，中華民國強調「第三國待遇」意味著「最惠國待遇」。「最惠

國待遇」意指為「締約國之一給予第三國某種權利時，其他締約國即當然享

受同等的權利，而不必另訂新約」。90中華民國主要期待的是，韓國將來改

善其他外國人的待遇時，也能連帶改善華僑的利益。然而，這種期待受到結

構上極大的限制。實際上，由於華僑人口居於韓國外籍人口的首位，只有改

善華僑權益，藉以帶動其他國家僑民的地位，若欲依賴所謂「第三國待遇」

改善華僑處境，無異於「緣木求魚」。

韓國華僑的人數雖比在台韓僑為多，但是相較於東南亞國家的華僑人

口，實際上還是非常少數。因此，韓國華僑並無法客觀的人口條件上形成一

股影響韓國當地的社會力量。然而，韓國政府卻仍舊對韓國華僑掌控國家經

濟抱持疑慮。因此，韓國對於華僑有關居住、出入境、土地購買等權利，加

90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參考〈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教
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1997），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查詢字彙：「最惠
國待遇」，上網日期：2009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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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司空見慣。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民法上雖以「一夫一妻」為合法婚姻模

式，但若依當時台灣民事習慣所載，夫納妾既不犯重婚，亦不成為請求離婚

之原因（司法行政部，1969a: 103）。在戶口名冊上，正妻之外的配偶，仍以

「妾」之名義登錄。「妾」固非正式配偶，亦無正妻在家庭內部的權利，卻也

不構成通姦罪名。

一如前述，「納妾」之風所以淵遠流長，與父系社會男性承嗣的傳統至

為密切。當髮妻無子，為不使嗣系中斷，買取一妾以生子，是常見的變通之

道。儘管領養、過繼等方式亦能彌補「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缺憾，但仍

有理由相信有錢有勢的上層家庭將納妾置於優先，畢竟庶出之子還是自己的

「親生」子嗣，在血緣上仍強過過繼子（Hsieh, 2008: 264）。

上述諸種「變例」婚俗自是以明媒正娶、從妻居的正規婚姻為參照對象，

實際亦非日治台灣所特有。所謂招夫、贅婿、童養、納妾等等相關記載，在

傳統中國的文獻紀錄中，不勝枚舉（司法行政部，1969b；前南京國民政府

司法行政部編，2000；施沛生編，2002）。相關風俗在台灣與中國又有哪些

不同，哪些是獨有或延伸、變異，目前仍不易定論。可以確定的是，諸如此

類的風俗在兩地均有類似脈絡，多少皆與貧窮、嗣續脫離不了關係。但大同

之中，容或有小異。

以童養習俗為例，「媳婦仔╱小婚」的分佈雖廣，但嚴格說來仍多集中

在中國南部沿海的閩、客、吳語等地（Wolf, 1989: 246–247, 255; 黃啟瑞，

1990: 40）。若就動機而言，中國大陸的童養習俗起因於規避大婚所需的聘

金。這點在台灣並不完全適用，台灣的小婚在地主與佃農之間同樣普遍。進

一步言，台灣的小婚還是女性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她們藉著收養媳婦仔來

確保她們與兒子之間的感情紐帶，使兒子不致於在婚後被「枕邊妖精」所迷

惑，因為「自己養的女孩子會聽你的話，而且永遠不會在你背後搬弄是非給

你的兒子聽」（莊英章、武雅士，1994: 103）。在招贅的場合，台灣的贅婿可

以不必冠岳家姓，而是將其所生的部分子女從岳父姓氏，繼承岳家的祭祀與

家財。等到契約期滿後，他便得以攜妻、子離開岳家，自立門戶。易言之，

台灣贅婿的從妻居，是一種可以改變的過渡狀態（小熊誠，1987: 62–63）。

最後，就妾婚而言，妾的身分在日治台灣雖不甚名譽，但似乎更近於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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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官擇日完娶過門為妾。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親生之長女，並

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如有此事，有章一力出首抵

擋，不干買主之事。自過門之後，生子傳孫，繼繼承承，是有章所

厚望也。一賣千休，萬藤永斷，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即立賣身妾

字壹紙，付買主收執，為後日之炤。

即日有章同媒親收過字內洋銀貳佰大元正足訖，炤。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  日 代筆人　蔡文炳

 為媒並保證人　康阿秀

 場見人 親母　陳氏10

 立賣身妾字人 親父　林有章

上述契約不僅清楚載明所賣之身價，11更述及該筆款項是身為立契人的親父

眼同媒妁親手收訖。其後又說：「一賣千休，萬藤永斷」，顯見此筆交易處於

一種「賣斷」的狀態。這意味著「用錢買斷」王蓮與生家的一切關係，自此

她與親父、母間不再有所牽連，親生父母對她也已失去任何權利。這與文獻

所載不謀而合。正如過去台灣社會中的螟蛉子、媳婦仔、㜁媒𡢃𡢃𡢃𡢃（女婢）等

交易情況，只要是「買斷」的場合，被賣之人與生家親族間的關係，在理論

上便全然斷絕。但若是經由「娶入」途徑所構成的妾，則身為妾的女人仍可

存續她與生家及生家親族間的關係（鈴木清一郎，1989: 167；畠中市藏，

1934: 72）。

其次，女性「許嫁」曰「字」。12上述契約論述中，「『字』於人為妾」、

10   傳統社會中女性固然有從夫之義務，需以丈夫的意見為意見。但身為母親的女人，即使她
的家庭地位是「妾」，她對自己親生子女的婚姻或收養養子仍得以行使「同意權」。一個沒

有生母同意的買賣契約是無效的，此所以賣斷子女的契字必須以生母為知見人（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這或許是因為「人身」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特別是親生子
女的買賣在本質上即與人倫、禮法背道而馳。契字上必須親生父、母的同意兼具，目的即

在確保交易能順利成功，以避免事後引起糾紛（阿風，2006: 115–116；2009: 151–152）。
11   女性在人口交易市場上的身價隨著地域、階級、年齡、姿色以及她的貞節而有別，甚至在
不同的交易情況下，身價也各異（仁井田陞，1974: 94–97；Gronewold, 1982: 47–50）。

12  女子許嫁笄而字，故「許嫁」亦曰「字」（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編，1978: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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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者Arthur P. Wolf在北台灣的調查研究中，將符合六禮的正規婚姻稱之

為「大婚」（major marriage），而將與之相對的「媳婦仔婚」（sim-pua）稱之

為「小婚」（minor marriage）（Wolf and Huang, 1980: 70–93; Chuang and Wolf, 

1995: 781–795）。所謂「媳婦仔」，即以將來給自己兒子做妻子為前提，在女

孩幼小時候便將她領養入門。養家雖需負擔部分財物以替代聘金，但比起長

大後為兒子媒聘一門媳婦，抱養媳婦仔需索之費，仍舊便宜。除了經濟上的

理由，為家庭增添勞動人力也是考量要素。身為媳婦仔的養女在結婚之前便

可幫助家庭勞務，她們自小與養父、母生活所培養的情感，亦可避免日後婆

媳相爭的家庭困擾（莊金德，1963: 48–51；鈴木清一郎，1989: 164–166；

Wolf, 1972: 178–179; Chuang, 1991: 174–186）。然而，Wolf同時也發現小婚

所致的穩定婆媳關係是以犧牲當事男女的情感為代價的。媳婦仔自小收養的

結果，導致成婚男女間的兄妹情感遠多於男女情愫，甚至產生性嫌惡，從而

降低婚姻的穩定性（Wolf and Huang, 1980）。

在父系社會中，另一種為人所熟知的變例婚俗是從妻居婚姻（uxorilocal 

marriage），亦即台灣漢人社會中所謂「招夫」、「招婿」風俗，二者均以男方

進入女家為特色。但「招夫」、「招婿」有別，前者以寡婦留在前夫家，另招

一男為後夫；後者則以「親女」或「養女」身分，為本生家庭（或養家）招

進女婿。就目的而言，招婚或有因父母無法生育男孩，家中沒有男性子嗣，

乃藉由招夫或招婿，讓媳婦或女兒為他們傳宗接代。其次，也有期望藉此獲

取男性勞動力者。在男性子嗣幼小或多病等情況下，女家也會考慮以招婚方

式，利用女兒招進贅婿照管家務，或讓寡媳招後夫以承擔養老撫幼之責。5

最後，是本文主題的「納妾」婚俗。無論傳統中國抑或日治台灣，「妾」

的存在已有相當歷史。在上層社會，「一夫一妻多妾」的家庭、婚姻模式，

5  依日治調查所載，寡媳的「招夫」有兩種，即「招夫坐產」與「招夫養子」。「招夫養子」
多數在先夫之子幼小的情況下迎招者，蓋以招夫必須幫助養育先夫之子而名之。招夫與先

夫之子從而有繼父子的關係。「招夫坐產」係指以「治產」為目的而招迎招夫而言，此情況

下招夫與先夫之子不生繼父子關係。無論「招夫養子」或「招夫坐產」，其目的似乎均著眼

於引進招夫的勞動力以幫助「養子」或「治產」（台灣慣習研究會，1985: 63；鈴木清一郎，
1989: 167–168, 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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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制度的相關源流與文獻紀錄，

人們如何理解、看待「妾」習俗的存在與功能。在過往文獻排比分析之外，又

藉助歷史人口學的研究取徑，以新竹地區為考察重心，擷取日治時期殖民政府

所留下的戶籍登錄資料，討論新竹地區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村落間的納妾

現象，探究妾婚之成因及目的、「妾」之生育與其處境、在夫家居留久暫間的

關係。

關鍵字：納妾、妾婚、歷史人口學、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

壹、前言

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婦女」雖佔有父權社會組成中的二分之一，以往

學者從不同性質的史料中發現社會制度、法律體系，乃至風俗論述裡，充滿

種種現今看來十分不平等的成規。然則，「女性」這一觀念也是由一套技術

體系、文化脈絡生產而來（白馥蘭[Francesca Bray]，2006）。今人對於傳統

社會「男尊女卑」等評斷的背後，或多或少仍帶有意識型態上的先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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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ralism aspect of the East Asian anti-communist alleg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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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115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1952–1964)

Wang En-me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ught mutual cooperation and amity on the basis of anti-communism. The two 
nations used terms such as “brotherly nations” and “strong alliance” to refer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Despite the continuous publicizing both within the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anti-communist alliance of the ROC and ROK 
did not run as smoothly as it seemed. In fact, the two nations have never 
entered into a treaty of military allianc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
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 treaty representing their amity, was 
not even signed until 1964. The ROK had rejected several times suggestions 
made by the ROC to sign a treaty of amity, mainly due to “the issue of over-
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other words,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was the crucial obstacle to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o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focus of the Korean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interests during 
the signing process. Through the signing of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two seemingly harmonious nations are revealed, indicating the complex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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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史料還原到當時的時間、空間、文化脈絡與價值體系裡，以避免冒上

以今說古的風險，乃是研究者反身思考的重要課題。

在清末以前的傳統中國，與女性相關的生產技術領域裡，紡織與生育二

者對於塑造女性日常生活形貌尤為重要，本文所論將集中於後者。「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作為傳統社會裡的強勢價值觀，生育子嗣不僅是為當世的養

生送死做準備，同時也希望在死後的彼岸，得到永續的血食供奉。在清末以

迄日治時代的台灣社會，生育與養生送死的價值觀猶然根深柢固。從而衍生

出各式各樣的婚育機制，諸如：異姓的螟蛉子收養、招贅婚、妾婚等等，其

目的皆與傳宗接代息息相關。人們耳熟能詳的納妾風俗，在傳統社會中習焉

而不察。上層菁英的法律論述裡，也以煙火接續為妾婚制度的存在合理化。

成年男性若壯年仍未得子，為生子延嗣而納一妾，不僅被法律所認可（〔清〕

沈之奇撰，1998: 258），1就社會輿論而言，也是想當然爾。士大夫家族的

庭訓、族規裡，同樣告誡「正妻」切勿善妒，致使丈夫煙火斷絕，祖先失食

（〔清〕陳宏謀輯，1984: 9b–10a）。此正提示著「一夫二女」的婚姻組合，已

令前人意識到其間所將衍生的紛爭齟齬，及其對家庭穩定的潛在威脅。

清光緒9年（1883）4月，一件來自新竹城的司法審判案件（吳密察主

編，2006–2008: 29–31）。監生許江之妻許陳氏對她所買的使婢提出告訴。

在她的陳情訴狀中指控該婢心存叼詐，不僅搬弄唇舌，蠱惑其夫收納為妾，

更恃寵而驕，尋釁毆打正妻，逼其分爨自食。甚者，教唆其夫將正妻鎖至密

室，絕其飲食，欲置於死。縣官雖同情正妻的遭遇，卻屢屢以「家庭細故不

宜涉訟公堂」（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0）、「許江已非少壯，可知是納妾

為嗣」（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1）為由，囑令親族鄰里調解，駁回正妻

的指控。「妾」雖是為傳宗接代而存在，身為「妾」的女性在家庭身分、法律

位階，乃至人們的價值觀中常遭受謫降，其地位遠不如正妻。但從許陳氏的

案件脈絡看來，「妾」也因年輕及其「生育」本能，在妻妾的兩造爭奪中，居

1  〔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輯註》刊於清康熙54（1715）年，及至乾隆5年（1740）律文已
刪除男性40無子方得納妾的規定。故清代中、後期的律註書中，已不見對男性納妾之限制
（Hsieh, 2008: 262, 281–282）。

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妾婚現象的歷史人口學分析119

於優勢。甚者，這一優勢又因清代法司將近親興訟視為不道德，牧民者不樂

見百姓因戶婚田土「細事」率起訟端的前提下，難以撼動。2

「納妾」既是一種「風俗」，那末，作為流傳恆久的習慣，便難以因政權

更迭而瞬間改變。縱然日本殖民政府挾其「現代化」統治之姿，不鼓勵台灣

本島納妾之習，但若翻閱日治時期台灣戶冊資料所載，家戶內有一個以上的

妾者，所在多有。學界對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婚俗的研究，

多繫於婚姻、風俗篇章，雖不乏專書、專文等通論性探討，卻仍以文獻排比

居多。3實證性的數據分析，則付之闕如。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在文獻資料

外，納入歷史人口的量化分析，以進一步瞭解納妾的背景因素、妾在家戶中

的生育行為，及其在夫家的處境與結果。即以日治時期詳實的戶籍登錄資料

作為數據計算之所本，以與風俗記錄，地方志書、報章雜誌等等相關記載，

互為加強佐證。企圖結合質性的文獻資料與量化的實證性數據，窺探清末以

迄日治時期，新竹客家地區納妾婚俗的總總歷史與人口學資訊。此外，經驗

史料中固然提示：納妾之舉與傳宗接代密不可分。但媒妁之言始終是傳統婚

姻締結的重要環節，父母之命可能也比當事男女的意志更突出。妻子若不得

丈夫所歡、丈夫若無法在妻身上尋求情感慰藉，是否也將促成妾婚之舉？下

文將做進一步考察，從數據中窺探相關線索。

貳、清末以迄日治台灣的婚姻形式

一、幾個台灣常見的「變例」
4
婚俗

就婚媾而言，清末以迄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在明媒正娶的正規婚姻之

外，仍存在若干婚姻變貌。舉其要者，如：媳婦仔婚、招婚、妾婚等等。人

2  對清代「縣級」司法檔案（包括清末台灣「淡新檔案」（戴炎輝整理，1969））的研究顯示，
在涉及親屬之間的糾紛時，縣官樂於讓族人、鄰里或中人去處理（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1998: 110）。

3  相關研究及回顧，參見：吳琼媚，「清代台灣『妾』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4–8。

4  此處所謂「變例」者，蓋指相對於「明媒正娶」、儀式齊備的正規婚姻（大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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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制，也不希望「中韓友好條約」導致對華僑的既有管制帶來變化。一直

要到確保「韓國華僑問題」並無任何變化後，韓國才願意正式簽訂「中韓友

好條約」。

另外，韓國政府試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試圖建立「友好條約」之規

範。對韓國而言，本條約是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友好條約」，因此，抱持

非常審慎的態度。韓國甚至考慮到「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日後將成為與

各國簽訂「友好條約」的範本，因此對於設立領事館與派遣領使，以及有關

對外國人權益問題等規定，都儘可能朝向制訂有利韓國的條款。如前所述，

韓國從 1960年代開始，即積極與日本交涉簽訂條約。而韓國向中華民國提

出異議，要求修改領事館與派遣領使的問題，其背後的考量應該是：此領事

條款勢將波及與日本的交涉。實際上，韓國駐日代表也曾向韓國外交部調閱

「中韓友好條約」，做為與日本交涉時的參考。91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韓國一向以實際利益考量，優先於政治

效果；而中華民國則是將政治效果排在第一順位。雙方彼此這種對於優先順

序之不同，亦可呈現出中韓友好同盟的矛盾層面。直到 1992年中華民國與

韓國斷交之前，尤其是兩國關係最為密切的 1960年代，中韓兩國表面看來

是站在同一戰線的東亞反共聯盟盟友，但是透過「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

程，我們可以瞭解到：表面看來毫無衝突的兩者間，其實隱含著各自利益之

衝突；也能從中顯現出，東亞反共同盟所隱藏的多元且複雜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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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入」的情況下，夫與妾之生家即產生準親屬關係，反之，用契約「買斷」

的場合，則不生成親屬關係（畠中市藏，1934: 72）。綜觀上述，台灣與傳統

中國兩地的納妾風俗，在大同之中仍有小異。

儘管清末立法（1910年 2月）業已將興販人口列為禁條，但此前舊有的

協定、契式規格仍隨著日用類書、手冊的刊刻而廣為流傳。直迄國民政府勢

力衰敗的 1949年，中國社會興販婦女的現象從未絕跡（Hayes, 1990: 36）。

堪稱清帝國盛世顛峰的乾隆朝，針對底層小民因飢荒所迫，以賣妻鬻子作為

餬口之策等現象，不僅默認，甚至認為禁鬻子女並非「軫恤災黎之道」（〔清〕

崑岡等修，1976: 6385；趙岡、陳鍾毅，1986: 44）。清廷為限制、調節人口

買賣，規定合法的人口交易，必須有媒人見證及契約為憑。契字中載明交易

雙方的意圖、所賣的身價，以及交易之後買賣雙方的權限等等（Hsieh, 2008: 

275–276）。台灣社會的人口買賣契字有類於此，交易情況亦盛極一時。據載

明治 30年代（約當西元 1897年前後）台灣艋舺、大稻埕一帶還存在媒介人

口買賣以營利的行業，其營業頗為隆盛，每月所獲利潤甚為可觀（台灣慣習

研究會，1985: 34）。

妾的買賣亦屬人口交易的一環，特別在討娶藝妲、娼妓或貧家女為妾的

場合，採取契買途徑。契字當中寫明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句，由女方立契

交男方收執（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以下就 2件清末及日

治初期台灣地區的妾交易契約試作分析。8光緒 12年（1886），王蓮的父親

將她出賣給吳敏官做小妾。在父親所立的契約書9上說：

立賣身妾字人林有章，有同結髮妻陳氏生下長女一人，名喚王蓮，

年登十五歲，當時及笄，尚未婚嫁。今因家中貧苦，日食難度，願

將此長女字於人為妾，是以托媒人撮合於吳敏官，出賣以為小妾。

即日三面議定身價銀貳百大元正；其銀有章同媒親收足訖，其女聽

8  本文所引契約均出自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私法人事編》。日本法制史學者仁井田陞
針對人身買賣契約做過卓越分析，本文所述部分亦參考仁井田先生的研究成果（仁井田陞，

1935a: 479–508；1935b: 598–650；1935c: 736–764）。
9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b: 63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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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台灣的妾婚可以經由「娶入」來締結，妾得與納妾男性產生夫妻關

係，亦與男方親族發生親族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

609）。但在傳統中國，妾則多半成於買賣或私奔而來，亦不能成為伉儷關係

（陳顧遠，1992[1936]: 62）。

二、買妾契約

對「妾」身分的賤視，在傳統中國似乎是全境皆然。「一夫一妻」制嚴

格施行的日治台灣，蓄妾之舉也是被公然承認。「偏房」、「側室」，甚至「準

妻」、「副妻」等名詞，均可用以別稱「妾」（姉齒松平，1930: 55；畠中市藏，

1934: 69）。但在禮法範疇內，能夠「與夫齊體」的卻只有正妻。服制關係裡，

夫對妻有服，而對妾無服。「妾」既無正妻之權利，身分亦隨之謫降，其家

庭地位遠不如正妻（Mann, 1991: 207–212; 滋賀秀三，2002: 108–110, 445）。

服制之外，妻與妾的身分差別還表現在對夫的稱謂上。原則上，只有妻

能稱夫為「夫」，妾則稱納娶人為「家長」。但在台灣，實際上甚少依此而行，

妾與妻一樣稱夫為「夫」者，蔚為常態（姉齒松平，1930: 55–56；畠中市藏，

1934: 69, 72）。「納妾」在傳統中國與人身「買賣」相通（滋賀秀三，2002: 

446）；但在台灣，妾婚的構成則有「娶入」與「契買」之別。6過程中所轉

讓的財物，在「娶入」者稱「聘金」，「契買」者則稱「身價銀」。「娶入」情

況下，有訂立略式婚書者，但多數僅送女方年庚給男方而已。「契買」則由

女家書立契字載明收受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眼，交與男方收執（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608）。丈夫與妾的生家原則上不構成親屬關係

及服制關係；然而，實踐上卻仍可見「契買之妾準照妻」的習慣，丈夫與妾

之生家互稱姻親者，亦恆有之。7甚至有另一說法，認為傳統中國社會夫與

妾的生家不生任何親屬關係。但在台灣，則依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別。在

6  另一種方式是將正妻陪嫁的婢女（隨嫁𡢃𡢃𡢃𡢃）升格為妾（鈴木清一郎，1989: 169）。《台灣私法》
亦提及台灣的妾有收取自自家婢女、娶入、契買。閩籍大多收取自家婢女，粵籍則多娶入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
7  據舊慣調查者所載，台灣服制雜亂並無一定慣例，妾對家族長之服制關係也未必按正統律
例服制所規定，但仍有一定的喪服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6,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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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1952–1964)

Wang En-me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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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ught mutual cooperation and amity on the basis of anti-communism. The two 
nations used terms such as “brotherly nations” and “strong alliance” to refer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Despite the continuous publicizing both within the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anti-communist alliance of the ROC and ROK 
did not run as smoothly as it seemed. In fact, the two nations have never 
entered into a treaty of military allianc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
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 treaty representing their amity, was 
not even signed until 1964. The ROK had rejected several times suggestions 
made by the ROC to sign a treaty of amity, mainly due to “the issue of over-
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other words,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was the crucial obstacle to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o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focus of the Korean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interests during 
the signing process. Through the signing of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two seemingly harmonious nations are revealed, indicating the complex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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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史料還原到當時的時間、空間、文化脈絡與價值體系裡，以避免冒上

以今說古的風險，乃是研究者反身思考的重要課題。

在清末以前的傳統中國，與女性相關的生產技術領域裡，紡織與生育二

者對於塑造女性日常生活形貌尤為重要，本文所論將集中於後者。「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作為傳統社會裡的強勢價值觀，生育子嗣不僅是為當世的養

生送死做準備，同時也希望在死後的彼岸，得到永續的血食供奉。在清末以

迄日治時代的台灣社會，生育與養生送死的價值觀猶然根深柢固。從而衍生

出各式各樣的婚育機制，諸如：異姓的螟蛉子收養、招贅婚、妾婚等等，其

目的皆與傳宗接代息息相關。人們耳熟能詳的納妾風俗，在傳統社會中習焉

而不察。上層菁英的法律論述裡，也以煙火接續為妾婚制度的存在合理化。

成年男性若壯年仍未得子，為生子延嗣而納一妾，不僅被法律所認可（〔清〕

沈之奇撰，1998: 258），1就社會輿論而言，也是想當然爾。士大夫家族的

庭訓、族規裡，同樣告誡「正妻」切勿善妒，致使丈夫煙火斷絕，祖先失食

（〔清〕陳宏謀輯，1984: 9b–10a）。此正提示著「一夫二女」的婚姻組合，已

令前人意識到其間所將衍生的紛爭齟齬，及其對家庭穩定的潛在威脅。

清光緒9年（1883）4月，一件來自新竹城的司法審判案件（吳密察主

編，2006–2008: 29–31）。監生許江之妻許陳氏對她所買的使婢提出告訴。

在她的陳情訴狀中指控該婢心存叼詐，不僅搬弄唇舌，蠱惑其夫收納為妾，

更恃寵而驕，尋釁毆打正妻，逼其分爨自食。甚者，教唆其夫將正妻鎖至密

室，絕其飲食，欲置於死。縣官雖同情正妻的遭遇，卻屢屢以「家庭細故不

宜涉訟公堂」（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0）、「許江已非少壯，可知是納妾

為嗣」（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1）為由，囑令親族鄰里調解，駁回正妻

的指控。「妾」雖是為傳宗接代而存在，身為「妾」的女性在家庭身分、法律

位階，乃至人們的價值觀中常遭受謫降，其地位遠不如正妻。但從許陳氏的

案件脈絡看來，「妾」也因年輕及其「生育」本能，在妻妾的兩造爭奪中，居

1  〔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輯註》刊於清康熙54（1715）年，及至乾隆5年（1740）律文已
刪除男性40無子方得納妾的規定。故清代中、後期的律註書中，已不見對男性納妾之限制
（Hsieh, 2008: 262, 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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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優勢。甚者，這一優勢又因清代法司將近親興訟視為不道德，牧民者不樂

見百姓因戶婚田土「細事」率起訟端的前提下，難以撼動。2

「納妾」既是一種「風俗」，那末，作為流傳恆久的習慣，便難以因政權

更迭而瞬間改變。縱然日本殖民政府挾其「現代化」統治之姿，不鼓勵台灣

本島納妾之習，但若翻閱日治時期台灣戶冊資料所載，家戶內有一個以上的

妾者，所在多有。學界對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婚俗的研究，

多繫於婚姻、風俗篇章，雖不乏專書、專文等通論性探討，卻仍以文獻排比

居多。3實證性的數據分析，則付之闕如。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在文獻資料

外，納入歷史人口的量化分析，以進一步瞭解納妾的背景因素、妾在家戶中

的生育行為，及其在夫家的處境與結果。即以日治時期詳實的戶籍登錄資料

作為數據計算之所本，以與風俗記錄，地方志書、報章雜誌等等相關記載，

互為加強佐證。企圖結合質性的文獻資料與量化的實證性數據，窺探清末以

迄日治時期，新竹客家地區納妾婚俗的總總歷史與人口學資訊。此外，經驗

史料中固然提示：納妾之舉與傳宗接代密不可分。但媒妁之言始終是傳統婚

姻締結的重要環節，父母之命可能也比當事男女的意志更突出。妻子若不得

丈夫所歡、丈夫若無法在妻身上尋求情感慰藉，是否也將促成妾婚之舉？下

文將做進一步考察，從數據中窺探相關線索。

貳、清末以迄日治台灣的婚姻形式

一、幾個台灣常見的「變例」
4
婚俗

就婚媾而言，清末以迄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在明媒正娶的正規婚姻之

外，仍存在若干婚姻變貌。舉其要者，如：媳婦仔婚、招婚、妾婚等等。人

2  對清代「縣級」司法檔案（包括清末台灣「淡新檔案」（戴炎輝整理，1969））的研究顯示，
在涉及親屬之間的糾紛時，縣官樂於讓族人、鄰里或中人去處理（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1998: 110）。

3  相關研究及回顧，參見：吳琼媚，「清代台灣『妾』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4–8。

4  此處所謂「變例」者，蓋指相對於「明媒正娶」、儀式齊備的正規婚姻（大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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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制，也不希望「中韓友好條約」導致對華僑的既有管制帶來變化。一直

要到確保「韓國華僑問題」並無任何變化後，韓國才願意正式簽訂「中韓友

好條約」。

另外，韓國政府試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試圖建立「友好條約」之規

範。對韓國而言，本條約是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友好條約」，因此，抱持

非常審慎的態度。韓國甚至考慮到「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日後將成為與

各國簽訂「友好條約」的範本，因此對於設立領事館與派遣領使，以及有關

對外國人權益問題等規定，都儘可能朝向制訂有利韓國的條款。如前所述，

韓國從 1960年代開始，即積極與日本交涉簽訂條約。而韓國向中華民國提

出異議，要求修改領事館與派遣領使的問題，其背後的考量應該是：此領事

條款勢將波及與日本的交涉。實際上，韓國駐日代表也曾向韓國外交部調閱

「中韓友好條約」，做為與日本交涉時的參考。91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韓國一向以實際利益考量，優先於政治

效果；而中華民國則是將政治效果排在第一順位。雙方彼此這種對於優先順

序之不同，亦可呈現出中韓友好同盟的矛盾層面。直到 1992年中華民國與

韓國斷交之前，尤其是兩國關係最為密切的 1960年代，中韓兩國表面看來

是站在同一戰線的東亞反共聯盟盟友，但是透過「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

程，我們可以瞭解到：表面看來毫無衝突的兩者間，其實隱含著各自利益之

衝突；也能從中顯現出，東亞反共同盟所隱藏的多元且複雜的面貌。

參考資料

王恩美

 2008 《東アジア現代史のなかの韓国華僑—冷戦体制と「祖国」意識》。東京：三元社。
王梅影

 1983 〈旅台韓僑研究〉，《韓國學報》3: 79–101。

91   〈일본정부의 요청이 있어서 수교하고저하오니 중국과 체결한 TREATY OF AMITY중
의 다음 문구를 통보바람（日期：1964年 11月 9日）〉（外務部，1952–1965b: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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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入」的情況下，夫與妾之生家即產生準親屬關係，反之，用契約「買斷」

的場合，則不生成親屬關係（畠中市藏，1934: 72）。綜觀上述，台灣與傳統

中國兩地的納妾風俗，在大同之中仍有小異。

儘管清末立法（1910年 2月）業已將興販人口列為禁條，但此前舊有的

協定、契式規格仍隨著日用類書、手冊的刊刻而廣為流傳。直迄國民政府勢

力衰敗的 1949年，中國社會興販婦女的現象從未絕跡（Hayes, 1990: 36）。

堪稱清帝國盛世顛峰的乾隆朝，針對底層小民因飢荒所迫，以賣妻鬻子作為

餬口之策等現象，不僅默認，甚至認為禁鬻子女並非「軫恤災黎之道」（〔清〕

崑岡等修，1976: 6385；趙岡、陳鍾毅，1986: 44）。清廷為限制、調節人口

買賣，規定合法的人口交易，必須有媒人見證及契約為憑。契字中載明交易

雙方的意圖、所賣的身價，以及交易之後買賣雙方的權限等等（Hsieh, 2008: 

275–276）。台灣社會的人口買賣契字有類於此，交易情況亦盛極一時。據載

明治 30年代（約當西元 1897年前後）台灣艋舺、大稻埕一帶還存在媒介人

口買賣以營利的行業，其營業頗為隆盛，每月所獲利潤甚為可觀（台灣慣習

研究會，1985: 34）。

妾的買賣亦屬人口交易的一環，特別在討娶藝妲、娼妓或貧家女為妾的

場合，採取契買途徑。契字當中寫明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句，由女方立契

交男方收執（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以下就 2件清末及日

治初期台灣地區的妾交易契約試作分析。8光緒 12年（1886），王蓮的父親

將她出賣給吳敏官做小妾。在父親所立的契約書9上說：

立賣身妾字人林有章，有同結髮妻陳氏生下長女一人，名喚王蓮，

年登十五歲，當時及笄，尚未婚嫁。今因家中貧苦，日食難度，願

將此長女字於人為妾，是以托媒人撮合於吳敏官，出賣以為小妾。

即日三面議定身價銀貳百大元正；其銀有章同媒親收足訖，其女聽

8  本文所引契約均出自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私法人事編》。日本法制史學者仁井田陞
針對人身買賣契約做過卓越分析，本文所述部分亦參考仁井田先生的研究成果（仁井田陞，

1935a: 479–508；1935b: 598–650；1935c: 736–764）。
9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b: 63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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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台灣的妾婚可以經由「娶入」來締結，妾得與納妾男性產生夫妻關

係，亦與男方親族發生親族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

609）。但在傳統中國，妾則多半成於買賣或私奔而來，亦不能成為伉儷關係

（陳顧遠，1992[1936]: 62）。

二、買妾契約

對「妾」身分的賤視，在傳統中國似乎是全境皆然。「一夫一妻」制嚴

格施行的日治台灣，蓄妾之舉也是被公然承認。「偏房」、「側室」，甚至「準

妻」、「副妻」等名詞，均可用以別稱「妾」（姉齒松平，1930: 55；畠中市藏，

1934: 69）。但在禮法範疇內，能夠「與夫齊體」的卻只有正妻。服制關係裡，

夫對妻有服，而對妾無服。「妾」既無正妻之權利，身分亦隨之謫降，其家

庭地位遠不如正妻（Mann, 1991: 207–212; 滋賀秀三，2002: 108–110, 445）。

服制之外，妻與妾的身分差別還表現在對夫的稱謂上。原則上，只有妻

能稱夫為「夫」，妾則稱納娶人為「家長」。但在台灣，實際上甚少依此而行，

妾與妻一樣稱夫為「夫」者，蔚為常態（姉齒松平，1930: 55–56；畠中市藏，

1934: 69, 72）。「納妾」在傳統中國與人身「買賣」相通（滋賀秀三，2002: 

446）；但在台灣，妾婚的構成則有「娶入」與「契買」之別。6過程中所轉

讓的財物，在「娶入」者稱「聘金」，「契買」者則稱「身價銀」。「娶入」情

況下，有訂立略式婚書者，但多數僅送女方年庚給男方而已。「契買」則由

女家書立契字載明收受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眼，交與男方收執（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608）。丈夫與妾的生家原則上不構成親屬關係

及服制關係；然而，實踐上卻仍可見「契買之妾準照妻」的習慣，丈夫與妾

之生家互稱姻親者，亦恆有之。7甚至有另一說法，認為傳統中國社會夫與

妾的生家不生任何親屬關係。但在台灣，則依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別。在

6  另一種方式是將正妻陪嫁的婢女（隨嫁𡢃𡢃𡢃𡢃）升格為妾（鈴木清一郎，1989: 169）。《台灣私法》
亦提及台灣的妾有收取自自家婢女、娶入、契買。閩籍大多收取自家婢女，粵籍則多娶入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
7  據舊慣調查者所載，台灣服制雜亂並無一定慣例，妾對家族長之服制關係也未必按正統律
例服制所規定，但仍有一定的喪服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6,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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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爭議。

在「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韓國華僑問題」成為兩國的障礙

因素，以及矛盾與爭議的焦點。中華民國政府重視海外華僑政策，積極培養

華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並希望透過他們影響當地政府，成為一個外交的力

量。但在韓國，培養認同方面雖然成功達到效果，可是就外交影響力卻告失

敗。「韓國華僑問題」卻成為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障礙因素，亦是外交

政策的絆腳石。

「中韓友好條約」很顯然是中華民國外交的挫敗。在談判中，中華民國

一直處於弱勢，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讓步，不僅無法堅持簽訂友好條約的標

準規範，更喪失保護在韓的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

華僑幾乎不具有任何益處。尤其對華僑經濟面上，並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儘

管在條款中，提到「出入境、旅行、居住之自由」，但是這必須受到韓國國

內法的規定。因此，韓國華僑的自由依然受到「出入境管理法」的限制，並

無任何改變。

誠如前述，中華民國強調「第三國待遇」意味著「最惠國待遇」。「最惠

國待遇」意指為「締約國之一給予第三國某種權利時，其他締約國即當然享

受同等的權利，而不必另訂新約」。90中華民國主要期待的是，韓國將來改

善其他外國人的待遇時，也能連帶改善華僑的利益。然而，這種期待受到結

構上極大的限制。實際上，由於華僑人口居於韓國外籍人口的首位，只有改

善華僑權益，藉以帶動其他國家僑民的地位，若欲依賴所謂「第三國待遇」

改善華僑處境，無異於「緣木求魚」。

韓國華僑的人數雖比在台韓僑為多，但是相較於東南亞國家的華僑人

口，實際上還是非常少數。因此，韓國華僑並無法客觀的人口條件上形成一

股影響韓國當地的社會力量。然而，韓國政府卻仍舊對韓國華僑掌控國家經

濟抱持疑慮。因此，韓國對於華僑有關居住、出入境、土地購買等權利，加

90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參考〈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教
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1997），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查詢字彙：「最惠
國待遇」，上網日期：2009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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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司空見慣。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民法上雖以「一夫一妻」為合法婚姻模

式，但若依當時台灣民事習慣所載，夫納妾既不犯重婚，亦不成為請求離婚

之原因（司法行政部，1969a: 103）。在戶口名冊上，正妻之外的配偶，仍以

「妾」之名義登錄。「妾」固非正式配偶，亦無正妻在家庭內部的權利，卻也

不構成通姦罪名。

一如前述，「納妾」之風所以淵遠流長，與父系社會男性承嗣的傳統至

為密切。當髮妻無子，為不使嗣系中斷，買取一妾以生子，是常見的變通之

道。儘管領養、過繼等方式亦能彌補「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缺憾，但仍

有理由相信有錢有勢的上層家庭將納妾置於優先，畢竟庶出之子還是自己的

「親生」子嗣，在血緣上仍強過過繼子（Hsieh, 2008: 264）。

上述諸種「變例」婚俗自是以明媒正娶、從妻居的正規婚姻為參照對象，

實際亦非日治台灣所特有。所謂招夫、贅婿、童養、納妾等等相關記載，在

傳統中國的文獻紀錄中，不勝枚舉（司法行政部，1969b；前南京國民政府

司法行政部編，2000；施沛生編，2002）。相關風俗在台灣與中國又有哪些

不同，哪些是獨有或延伸、變異，目前仍不易定論。可以確定的是，諸如此

類的風俗在兩地均有類似脈絡，多少皆與貧窮、嗣續脫離不了關係。但大同

之中，容或有小異。

以童養習俗為例，「媳婦仔╱小婚」的分佈雖廣，但嚴格說來仍多集中

在中國南部沿海的閩、客、吳語等地（Wolf, 1989: 246–247, 255; 黃啟瑞，

1990: 40）。若就動機而言，中國大陸的童養習俗起因於規避大婚所需的聘

金。這點在台灣並不完全適用，台灣的小婚在地主與佃農之間同樣普遍。進

一步言，台灣的小婚還是女性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她們藉著收養媳婦仔來

確保她們與兒子之間的感情紐帶，使兒子不致於在婚後被「枕邊妖精」所迷

惑，因為「自己養的女孩子會聽你的話，而且永遠不會在你背後搬弄是非給

你的兒子聽」（莊英章、武雅士，1994: 103）。在招贅的場合，台灣的贅婿可

以不必冠岳家姓，而是將其所生的部分子女從岳父姓氏，繼承岳家的祭祀與

家財。等到契約期滿後，他便得以攜妻、子離開岳家，自立門戶。易言之，

台灣贅婿的從妻居，是一種可以改變的過渡狀態（小熊誠，1987: 62–63）。

最後，就妾婚而言，妾的身分在日治台灣雖不甚名譽，但似乎更近於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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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官擇日完娶過門為妾。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親生之長女，並

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如有此事，有章一力出首抵

擋，不干買主之事。自過門之後，生子傳孫，繼繼承承，是有章所

厚望也。一賣千休，萬藤永斷，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即立賣身妾

字壹紙，付買主收執，為後日之炤。

即日有章同媒親收過字內洋銀貳佰大元正足訖，炤。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  日 代筆人　蔡文炳

 為媒並保證人　康阿秀

 場見人 親母　陳氏10

 立賣身妾字人 親父　林有章

上述契約不僅清楚載明所賣之身價，11更述及該筆款項是身為立契人的親父

眼同媒妁親手收訖。其後又說：「一賣千休，萬藤永斷」，顯見此筆交易處於

一種「賣斷」的狀態。這意味著「用錢買斷」王蓮與生家的一切關係，自此

她與親父、母間不再有所牽連，親生父母對她也已失去任何權利。這與文獻

所載不謀而合。正如過去台灣社會中的螟蛉子、媳婦仔、㜁媒𡢃𡢃𡢃𡢃（女婢）等

交易情況，只要是「買斷」的場合，被賣之人與生家親族間的關係，在理論

上便全然斷絕。但若是經由「娶入」途徑所構成的妾，則身為妾的女人仍可

存續她與生家及生家親族間的關係（鈴木清一郎，1989: 167；畠中市藏，

1934: 72）。

其次，女性「許嫁」曰「字」。12上述契約論述中，「『字』於人為妾」、

10   傳統社會中女性固然有從夫之義務，需以丈夫的意見為意見。但身為母親的女人，即使她
的家庭地位是「妾」，她對自己親生子女的婚姻或收養養子仍得以行使「同意權」。一個沒

有生母同意的買賣契約是無效的，此所以賣斷子女的契字必須以生母為知見人（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這或許是因為「人身」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特別是親生子
女的買賣在本質上即與人倫、禮法背道而馳。契字上必須親生父、母的同意兼具，目的即

在確保交易能順利成功，以避免事後引起糾紛（阿風，2006: 115–116；2009: 151–152）。
11   女性在人口交易市場上的身價隨著地域、階級、年齡、姿色以及她的貞節而有別，甚至在
不同的交易情況下，身價也各異（仁井田陞，1974: 94–97；Gronewold, 1982: 47–50）。

12  女子許嫁笄而字，故「許嫁」亦曰「字」（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編，1978: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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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者Arthur P. Wolf在北台灣的調查研究中，將符合六禮的正規婚姻稱之

為「大婚」（major marriage），而將與之相對的「媳婦仔婚」（sim-pua）稱之

為「小婚」（minor marriage）（Wolf and Huang, 1980: 70–93; Chuang and Wolf, 

1995: 781–795）。所謂「媳婦仔」，即以將來給自己兒子做妻子為前提，在女

孩幼小時候便將她領養入門。養家雖需負擔部分財物以替代聘金，但比起長

大後為兒子媒聘一門媳婦，抱養媳婦仔需索之費，仍舊便宜。除了經濟上的

理由，為家庭增添勞動人力也是考量要素。身為媳婦仔的養女在結婚之前便

可幫助家庭勞務，她們自小與養父、母生活所培養的情感，亦可避免日後婆

媳相爭的家庭困擾（莊金德，1963: 48–51；鈴木清一郎，1989: 164–166；

Wolf, 1972: 178–179; Chuang, 1991: 174–186）。然而，Wolf同時也發現小婚

所致的穩定婆媳關係是以犧牲當事男女的情感為代價的。媳婦仔自小收養的

結果，導致成婚男女間的兄妹情感遠多於男女情愫，甚至產生性嫌惡，從而

降低婚姻的穩定性（Wolf and Huang, 1980）。

在父系社會中，另一種為人所熟知的變例婚俗是從妻居婚姻（uxorilocal 

marriage），亦即台灣漢人社會中所謂「招夫」、「招婿」風俗，二者均以男方

進入女家為特色。但「招夫」、「招婿」有別，前者以寡婦留在前夫家，另招

一男為後夫；後者則以「親女」或「養女」身分，為本生家庭（或養家）招

進女婿。就目的而言，招婚或有因父母無法生育男孩，家中沒有男性子嗣，

乃藉由招夫或招婿，讓媳婦或女兒為他們傳宗接代。其次，也有期望藉此獲

取男性勞動力者。在男性子嗣幼小或多病等情況下，女家也會考慮以招婚方

式，利用女兒招進贅婿照管家務，或讓寡媳招後夫以承擔養老撫幼之責。5

最後，是本文主題的「納妾」婚俗。無論傳統中國抑或日治台灣，「妾」

的存在已有相當歷史。在上層社會，「一夫一妻多妾」的家庭、婚姻模式，

5  依日治調查所載，寡媳的「招夫」有兩種，即「招夫坐產」與「招夫養子」。「招夫養子」
多數在先夫之子幼小的情況下迎招者，蓋以招夫必須幫助養育先夫之子而名之。招夫與先

夫之子從而有繼父子的關係。「招夫坐產」係指以「治產」為目的而招迎招夫而言，此情況

下招夫與先夫之子不生繼父子關係。無論「招夫養子」或「招夫坐產」，其目的似乎均著眼

於引進招夫的勞動力以幫助「養子」或「治產」（台灣慣習研究會，1985: 63；鈴木清一郎，
1989: 167–168, 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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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制度的相關源流與文獻紀錄，

人們如何理解、看待「妾」習俗的存在與功能。在過往文獻排比分析之外，又

藉助歷史人口學的研究取徑，以新竹地區為考察重心，擷取日治時期殖民政府

所留下的戶籍登錄資料，討論新竹地區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村落間的納妾

現象，探究妾婚之成因及目的、「妾」之生育與其處境、在夫家居留久暫間的

關係。

關鍵字：納妾、妾婚、歷史人口學、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

壹、前言

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婦女」雖佔有父權社會組成中的二分之一，以往

學者從不同性質的史料中發現社會制度、法律體系，乃至風俗論述裡，充滿

種種現今看來十分不平等的成規。然則，「女性」這一觀念也是由一套技術

體系、文化脈絡生產而來（白馥蘭[Francesca Bray]，2006）。今人對於傳統

社會「男尊女卑」等評斷的背後，或多或少仍帶有意識型態上的先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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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以為小妾」二語，將「字」與「出賣」混用，意味此樁協定即便是

一種「婚約」，亦難與「出賣」涇渭分明。從行文脈絡看來，父親將王蓮「字」

人為妾緣因於「家中貧苦，日食難度」，又有「身價」云云等字眼，此明係

一樁「嫁賣」交易。對清帝國晚期的窮人家庭而言，婚姻與買賣之間的界線

恐怕極微。13正規婚姻之外的婚姻形式，如：賣女兒與人為婚、寡婦再醮、

買休賣休14……等等，或多或少都帶有金錢交易色彩，以作為提升或改善生

活的手段（Sommer, 2005: 48）。以此處為例，王蓮乍看之下似是被物化的犧

牲者，然則賣做人妾，不僅改善家中經濟，對於被交易的女性而言，可能也

是一種「機會」。畢竟在女性缺乏獨立自存的時空中，婚姻（無論正規婚姻

抑或嫁賣）還是她賴以改變自身命運最直接的憑藉（Gates, 1996: 132）。

另一樁納妾交易來自 1904年（明治 37年），台南廳蕭壠堡人氏楊片，將

他的妻子曾氏緞娘賣給同堡的楊品為妾，身為本夫的楊片在契字15中說道：

立賣甘願字人蕭壠堡番仔寮莊（庄）楊片，自置明買過學甲堡中洲

莊（庄）過港黃全先之弟婦承來為親，入內不受，難親不恁，片一

切無奈，將於事情無奈，憑媒引就，願曾氏名緞娘一人賣與本堡北

頭莊（庄）楊品出首承買，三面言議著身價銀六拾八大圓正；其銀

即日同中交訖，其人緞娘隨付銀主娶過，前去掌管為妾，不敢阻

擋，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

13   在貨幣經濟高度發展的清代社會中，「婚姻」與「買賣」之間可能難有一清楚的劃分界線
（Gates, 1996: 128–147）。學者從 1931年廣州番禺一份名之為「送帖」的契約推測，人們
可能在女孩幼年時領養她，俟其長成再以「贈送」為名，與人為妾，藉此賺取高額的「養

育費」。因該「送帖」外觀全以紅色及吉祥圖案為飾，可見雖名之為「送」，卻也被視為婚

姻喜事（Hayes, 1990: 42）。
14   「買休賣休」是明、清律的用語，「休」字意味與本夫終止原來的婚姻關係，特指丈夫將髮
妻嫁賣給別的男人為妻、妾，或後夫用錢買娶以使本夫休離其妻的情況（黃宗智，2003: 
148）。清律「賣休（人）」似專指「本夫」而言。沈之奇以為清律不言「買休、賣休子孫
婦妾」，蓋因「略賣律」內已有略賣子孫婦妾之文，若審有略賣之情者，當問以略賣之罪。

若是婦妾情願被賣，則又屬「和賣」。賣人者「既非本夫，則不得言賣休矣。」（〔清〕沈之

奇撰，1998: 918–919）。
15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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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買主與立契人所進行的交易、從本夫或父親之手買進其妻、女以為妾，

在當時社會的人情事理上是站得住腳而毫無疑義的。

以上藉由風俗調查報告以及當事人所起草的妾婚契字，試圖還原清末以

來的歷史脈絡。納妾雖屬婚姻締結的途徑之一，實際還與傳宗接代、賣人交

易存在難以清楚切割的關係。下文則以日本殖民政府的戶籍登錄冊為樣本，

檢視生育、傳宗接代之外，日治台灣新竹地區的妾婚現象還有哪些值得深入

瞭解或進一步究明之處。

參、戶籍資料庫所載的納妾資訊： 
以竹北、北埔、峨眉等鄉鎮為例

一、資料庫背景說明

本文引用的「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乃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所建置（1989–至今），其原始資

料則源於日本殖民政府所實施的戶政制度。日本領台之初即相繼於明治 29

年（1896）及 36年（1903）頒佈戶口調查相關規定，目的是為貫徹全島戶口

調查，以達維持治安之效（洪汝茂總編輯，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職是

之故，當時的戶籍登錄乃是作為一種警察行政資料。19在登錄上，則以本

島人的主要住所為本居，無論其人是否現住，其家屬全部登記在冊。非家屬

而同居者，則另用一紙謄錄，附於該戶戶口調查簿之後。戶籍調查資料不僅

用以掌握人口動向，更是個人身分證明之所本。蓋因戶籍登記冊明列「事由

欄」，當中詳載個人身分、因婚姻或收養所致的身分變更、個人素行記錄（犯

罪紀錄、纏足、吸食鴉片與否）、遷徙住址、發生日期等等（洪汝茂總編輯，

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14, 37；Wolf and Huang, 1980: 16–33）。諸如此類個

人生命史的種種資訊，無論就量化抑或質性研究，均有可觀的史料價值。

新竹地區戶籍資料庫包括現今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戶籍登錄冊。

19   台灣日治時期警察所轄職務範圍，詳見：鷲巢敦哉著，《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台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藏資料，1938）。尤其頁 222–231，有關戶口調查的系統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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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妾婚前、後，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正妻（妾婚前） 正妻（妾婚後） 妾

死亡

個數
總數 ％

死亡

個數
總數 ％

死亡

個數
總數 ％

　竹北 15  80 0.188 1 11 0.091  9  92 0.098
　北埔  5  42 0.119 2 17 0.118  8  63 0.127
　峨眉  4  51 0.078 3 25 0.120  8 104 0.077
三地合計 24 173 0.139 6 53 0.113 25 259 0.09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進程、醫療衛生與現代化生活水平的提升等等，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般人可能會先入為主地認為納妾之習所以歷久不衰，緣於對男嗣的迫

切渴求，或是出於色欲所驅。長久以來，人們詬病傳統社會一男多女的婚姻

組合、將女性視作生產機器而加以工具化，妾婚之舉從而難逃「歧視」或「物

化」女性的責難。然而，投射過多今人對性別政治的敏感，也可能會模糊焦

點而遺漏更多值得深究的課題。

不可否認，在煙火接續的前提下，傳統農村社會對子嗣的期望優先於婚

姻。但子嗣獲取只是其一，納一妾入戶可能不僅只為了「傳宗接代」。表 7

即從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資料庫中，擷取「一夫一妻一妾」（即：不包

含納 2個以上之妾者）的案例共 120件。其中，夫納妾以前正妻未生育者，

僅 27例，占 22.5％（27÷120=0.225）。其餘 93例均是正妻早已育有子女，

而丈夫仍舊納妾的案件。其中有77例，占所有納妾者的64.17％（77÷120≒ 

0.6417），在丈夫納妾之際正妻至少已生育一個以上的男孩。更細緻地說來，

正妻已育兩個男孩以上者，甚至還高達 35％（42÷120=0.35）。故此，就正

妻已有一子甚至二子以上的妾婚男性而言，他們基於對男嗣的迫切渴求而納

妾的可能性，便相對降低。嗣續綿延可能對人們決定納妾與否有積極促進作

用，但卻未必是唯一的動機。一個男人所以納妾，亦不僅只出於「傳宗接代」

的考量。

與傳宗接代殊途同歸者，還包括「人丁興旺」、「多子多孫」的家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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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8此外，納妾的男性一般在此前都有過婚姻紀錄（即與正妻╱原配的

婚姻）。若進一步細究這些納妾男性與其正妻的婚姻型態，則仍可見清楚的

趨勢。

表 8與表 9即是從竹北、峨眉、北埔 3資料庫中蒐集 129件納妾婚姻，

並從中觀察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及比率。總計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之

婚姻係大婚者有 55件（25+11+19=55），小婚者 65件（15+28+22=65）。男

性與原配係大婚而日後又納妾者，比率是 0.010；若與原配婚姻是小婚而日

後又納妾者，則比率增為 0.031，後者約為前者的 3倍。29易言之，納妾男

性與正妻的婚姻以小婚型態居多，大婚次之。文獻所指，納妾的主要目的在

傳宗接代。從納妾的儀式到稱呼等種種跡象反證「妾」的存在殆為「無後」

所趨，生子延嗣畢竟是父系社會的道德使命。然而，竹北、北埔、峨眉等三

地數據卻顯示男性在正妻已育有男嗣的情況下仍然納妾者，亦為數不少。30

而且竹北等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又以「小婚」型態為多，則「小婚」

與「納妾」慣習之間有無特別關係，便值得深究。

美國人類學者 Arthur P. Wolf以研究台灣社會的小婚習俗而馳名，在他所

擷取的 20,000件婚姻型態的重建結果中，1890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女性若是

幼年被收養而日後與養家兄、弟成婚的所謂「媳婦仔婚」（小婚），則其生育

率比起其他大婚女性低 40％，而離婚的機會比起大婚的女性高出 3倍（Wolf, 

2005: 77）。Wolf據此重新論證並解釋 1895年 Edward Westermarck所提出的

論點：自幼生活在一起的男女，明顯缺乏性愛的情慾吸引，因而難以完成傳

宗接代的目的。身為媳婦仔的妻子，與丈夫因從小玩在一起，同睡一張床、

同在一個家戶中哺育、成長，從而產生性的嫌惡或抑制（sexually inhibiting 

effects）。對於娶有媳婦仔的小婚男性而言，性抑制的作用亦然（Wolf, 2005:

28   20世紀初，英國人對傳統中國的納妾風俗，亦有類似見解。詳見：〈支那親族法上に於け
る妾の地位〉，《台法月報》，明治 40年 12月 10日（1907.12.10），57（不著撰人，1907a）。

29   男性與原配婚姻係大婚而日後又納一妾的比率：55/（2205+1367+1682）=0.010468。若男性
與原配婚姻係小婚而日後又納妾者，其比率為：65/（926+446+711）=0.031204。

30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 77例已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 36
例，小婚者 40例，招贅婚者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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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閩籍為主的「貓而錠庄」（崇義村、尚義

村、大義村），客籍為主的東海窟庄（東海村）、隘口庄（隘口村）、芒頭埔庄

（中興村）、六家庄（東平村）等等。就地理位置而言，竹北位於新竹縣中部，

早期有平埔族人在此耕種、捕鹿，清雍正、乾隆年間，漢人相繼移墾。日治

初期以鳳山溪為界，南屬新竹辦務署竹北一堡，北屬新埔辦務署竹北二堡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74, 75）。據當地鄉民所稱，自日治初期伊始該

鄉即劃分為六家、竹北、鳳崗及豐田，約當今日的崇義、尚義、大義、大眉

等四村落。前三村地理範圍約為日治時代新竹廳「貓兒錠庄」所轄，亦相當

於新竹州時代的大字名「貓兒錠」，係屬閩南村落。六家則為一客家村落，

地勢平坦，居民多以務農為業，稻米是主要作物（莊英章，1994: 17–19）。

與竹北相仿，北埔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依然以村落為單位，範圍涵蓋小

分林庄小分林、二寮（大林村）、北埔庄埔尾（南興村）、北埔等客家村落。

北埔為一盆地，位居新竹縣中央部南側，即清代竹塹城東南邊境。日治時期

當地原稱北埔庄，包括：北埔、水磜子、大湖、大坪、南坑、南埔、小分林

等七大字。直迄清道光年間，北埔一帶尚為社番盤據。道光14年（1834），

為防番保民起見，諭令閩、粵籍墾戶合股金廣福墾號，陸續將今日北埔鄉、

峨眉鄉、寶山鄉等地，納入墾殖範圍（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68, 169–

170）。北埔在日治時代已逐漸成為純客家族群居住地，1930年實際住民即

以粵籍為主，閩籍及原住民人數合計未超過百人。足見北埔雖係閩粵合墾之

地，但因閩人多屬不在地地主，極少定居該地，故仍屬客家聚落（范明煥總

編纂，2005: 86）。

峨眉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十二寮庄（復興村）、月眉庄（峨眉村）、

赤柯坪庄（赤坪村）、石井庄（石井村）、中興庄（中盛村）等客籍為主之村

落。峨眉鄉原稱月眉，位於新竹縣之南，因峨眉溪曲流凸岸之半月形沖積河

階而得名。20大正九年（1920），總督府施行地方官制改正，將月眉改為峨

眉，一直沿用至今。峨眉地勢遍鄉皆山，風土適植茶樹。儘管茶葉品種佳，

20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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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妾婚家庭中，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妾婚家庭中妻之子女妾婚家庭中妾之子女

死亡個數死亡率死亡個數死亡率

竹北170.190 90.108
北埔 70.104140.123
峨嵋120.199 90.152
合計360.166320.125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率高，便可以理解。就妾本身而言，生育既是她在夫家地位之所繫，她理所

當然傾注全力養護她的孩子，種種因素都可能導致妾婚情況下的嬰兒死亡率

偏低。

此外，針對「妾之子女死亡率低於妻之子女」，還有另一值得思考的方

向，即家庭內部世代間的社會流動，以及社會進程中經濟、醫療衛生水平的

改善。設若納妾之舉多發生在家庭經濟提高之後，且如表1所指，妻、妾之

間年齡差將近10歲。那麼10年之間的家庭經濟、社會內部的醫療衛生水平

等等，可能已有明顯進步。妾之子女出生晚，其成長得利於家庭經濟、醫療

衛生技術的提升。易言之，庶出之子可能享受到更多殖民現代化的利益，因

而存活率更高。如表6所指，若將時間點設定在妾婚「之後」（亦即：控制 

妻、妾子女所擁有的經濟資源、醫療營養水準），觀察三地妻、妾子女在一

歲以內的死亡率，則仍以妻之子女的死亡率略高。但正妻在妾婚之後，亦即

家庭經濟提升、醫療衛生資源改善之後，其嬰兒死亡率確實較妾婚之前降低

2.6個百分比，與妾之子女死亡率之間的差距也相對拉近。此一數據統計結

果，稍可支持社會進程、家庭經濟提升云云的假設。誠然，這一推論思考目

前只能聊備一說，尚待更多史料及精密數據來佐證。妻、妾年齡既相差約10

歲，則雙方嬰兒死亡率的差異當不僅緣於外在社會、經濟的轉變使然，還與

母體健康差異有關。由於此點涉及早期生活情況對女性健康、生育率、嬰兒

死亡率的影響（Bengtsson and Broström, 2009; Campbell and Lee, 2009），仍

待日後專文深究。但無可否認，妻、妾之子女夭折率的降低，與彼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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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身為妾的女性本身的影響。

納妾作為男子「無後」的救濟之道，似乎是毫無疑義的。遠如傳統中國

的家訓族規、女教書籍，近如日治台灣文獻，皆有所聞。從台灣粵籍（客家

人）的納妾儀式，更可見一斑。據載粵籍家庭在妾入門之際，妾應跪正妻面

前，由妻為之插「花管」。「花管」是一種銀製頭飾，「管」有「監督、管理」，

以及「壓制」之意。儀式結束後，正妻隨即以嚴苛冷冽的歌謠式罵語，厲聲

斥喝：「不生孩子就降為婢女」，「你是妾，休想吃好的、穿好的」等刻薄話

語，妾則肅然聆聽，待正妻允許，方可起身。剛進門的妾身分卑微，不能與

家人同桌共食，家人僅稱呼她為「姐」。直迄生育孩子，才改稱為「二奶」，

家庭地位稍有提升（香收順一，1990: 29）。

當時人既以納妾作為傳宗接代的補充之道，則不論是為生子延嗣抑或多

子多孫的家族理想，妾的生育率確實明顯高於正妻。表2分別計算竹北、北

埔、峨眉等地，妻、妾在各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在納妾家庭中，竹北、峨眉

兩地身為妾的女性在各個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始終高於正妻。若以總生育率而

言，竹北、峨眉兩地妾之總生育率均約為正妻的1.7倍。北埔地區雖不若竹

北、峨眉有規則性趨勢，但就總生育率看來，妾之生育率依然高過正妻。

若比較表2中「納妾」家庭與「一夫一妻」家庭的正妻，則納妾家庭的

正妻總生育率很明顯低於一夫一妻家庭的總生育率。男人若基於正妻不育或

少育而想納一妾入戶，冀其生育以補不足，那麼，妾婚家庭中正妻的生育數

明顯少於妾，似乎是邏輯之必然。總體而言，妾之生育率普遍高過正妻，或

許正反應人們對妾的期許，集中在子嗣獲取一事上。既然已知正妻不育或少

育，則納一妾入戶，目的就是要生育。除了納妾的當事人之外，其家庭中的

長輩可能也將生育、多子多孫的理想寄望在妾身上。就妾本身言之，傳統養

兒防老心態也可能發揮作用。妾在夫家既屬邊緣成員，生養孩子有助於穩固

其處境，年老亦有親生子嗣可以依靠。如果生、養子嗣是妾改變她在夫家地

位最直接的憑藉，則她對生育自然有更多企圖心與積極性。那末，妾的生育

率高于正妻，便不足為奇。

其次，妾雖具有較高的生育率，但妾所出之子女是否與嫡出之子女具有

相同的生存機會？對此，若再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中各種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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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但小婚、招婚23仍有一定比率。相形之下，妾婚在三地均屬少數。進

一步觀察竹北等三地男性納妾時，丈夫、原配（正妻），以及所納之妾的平

均年齡。竹北、北埔兩地納妾男性與妾的年紀差，均在10歲以上，峨眉地

區夫、妾年齡差也在8歲以上。此外，三地資料庫均顯示，正妻與妾的年紀

差至少在7歲以上，竹北更高達9.59歲。此或說明納妾所重者多在年輕，

目的不僅在「色」，亦可能為了生子考量，年紀較輕的女性其生育力應更強

盛。最後，仍是以女性為樣本，計算三地妾婚的通婚範圍。三地均以跨越鄉

鎮或村莊的妾婚居為多數，其比例是：（34+37+35）÷（47+39+47）≒0.7969 

=79.69％。

下文將以竹北、北埔、峨眉三地資料庫數據為主體，並佐以其他文獻資

料，針對妾婚這一雖屬少數卻仍值得深究的婚姻模式，做更細緻的討論。應

當說明的是，本文並不特別就族群因素作申論。日治時期竹北等三地的妾婚

仍以同一族群間的通婚為主流。北埔、峨眉基本上是客籍為主的鄉鎮。竹北

的閩籍住民相對於北埔、峨眉雖較多，但在全部133例妾婚樣本中，竹北地

區屬於閩籍的妾婚樣本僅10餘例，北埔、峨眉的閩籍妾婚樣本更少，皆在

3例以下。莊英章與Arthur P. Wolf以日治時期北台灣的海山及竹北戶冊為樣

本，討論閩客族群的不同，是否對婚姻行為產生影響。結果發現婚姻型態的

選擇、家庭決策、初婚年齡、生育率、兒童死亡率等等，並不因閩、客「族

群」的不相同，而有明顯差別（莊英章、武雅士，1994；Chuang and Wolf, 

1995: 788）。基於上述種種，本文暫不考慮「族群」因素對妾婚行為的影響。

三、納妾與生育

如諸多史料所提示，妾婚與生育子嗣密切攸關。在此之外，「納妾」之

舉也是上層社會的階級象徵，不僅為獲取勞動力，也為彰顯家族的顯赫與財

富。下文將擇取客家族群為主的竹北、北埔、峨眉等資料庫中的戶籍登錄數

據，與上述妾婚動機互為印證。其次，也力圖從數據中觀測妾婚的結果，及

23   包括：以親女、養女為生家或養家招進一婿的「招婿」，以及以寡媳為前夫家招進後夫的
「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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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竹北、北埔、峨眉地區相關人口學統計數據

竹北北埔峨眉合計

總戶數（戶）2,0551,1821,2334,470

總人數（人）19,61111,62514,21645,452
性別（%）
　男46.0243.6444.7644.81
　女53.9856.3655.2455.19

族群（%）
　閩南32.762.141.4812.13
　客家44.2975.7779.366.45
　平埔0.010.030.030.02
　生蕃0.030.030.020.03
　其他22.9222.0419.1721.38

女性婚姻型態（%）
　大婚56.5968.0165.3563.32
　小婚31.2518.0826.5025.28
　招贅婚10.8112.656.9210.13
　妾婚1.341.261.231.28

納妾時平均年齡（歲）

　丈夫36.9736.5233.9435.81
　正妻33.5533.1932.9733.24
　妾23.9625.6325.1324.91

妾婚之通婚圈（人）

　同村 3 1 6—

　不同村443841—

　總人數473947—

　同鄉13 212—

　不同鄉343735—

　總人數47394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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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竹北、北埔與峨眉地區妻、妾別生育率（1906–1945）

年齡

納妾家庭
一夫一妻家庭

原配（正妻）妾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竹
北

15–19140.27110.4813030.31
20–24290.23270.3626900.34
25–29220.16240.2122140.30
30–34160.11220.2216860.26
35–39 90.07100.1411150.20
40–44 20.02 30.07 4340.10
45–49 00　 00　  340.10

總生育率4.26總生育率7.36總生育率7.56

北
埔

15–19 80.22 20.14 6580.29
20–24200.23190.3114870.32
25–29170.15110.1312480.27
30–34 70.06160.15 9710.24
35–39 40.04100.10 6280.18
40–44 40.04 50.06 2300.08
45–49 00　 00　  120.01

總生育率3.73總生育率4.46總生育率6.95

峨
眉

15–19120.30 50.51 8750.28
20–24230.24150.3119870.34
25–29180.20250.2816410.31
30–34120.14310.2911980.27
35–39 60.06210.19 7980.21
40–44 50.04 80.10 3350.11
45–49 00　 10.02  230.01

總生育率4.95總生育率8.48總生育率7.6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說明：生育率＝生育子女數÷人年24

　　　總生育率：指15到49歲之育齡婦女的時期別平均生育子女數。

24  有關人口學上「人年」計算的原理、應用與利弊得失，詳見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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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嬰兒死亡率為旁證，則情況更明朗。如表3所示，三地在妾婚型態下的

嬰兒死亡率皆屬最低，其中又以竹北、北埔最為明顯。僅憑數據本身固難以

追索妾婚嬰兒死亡率所以最低的原因，但邏輯上說來，無論是契買抑或迎娶

一房妾，男方家庭都得有一定經濟能力，方能許可。據載日治時代妾的身價

仍所費不貲，有能力蓄妾的家庭，多在小康以上（鈴木清一郎，1989: 169；

莊金德，1963: 60）。富人有錢納妾，相對也有能力供養得起孩子，為了得到

子嗣，自然願意給予妾出之子更多照護。但如表4所見，若觀察竹北等三地

「非妾婚家庭」與「妾婚家庭」所生嬰兒（包括妻與妾所生）在一歲以內的

死亡率，則分別是0.143及0.144，實際所差無幾。若進一步以同是「納妾

家庭」作為觀察樣本，則如表5所見，妾所生之嬰兒死亡率卻多低於妻所生

之嬰兒死亡率。在經濟許可的範圍內，家庭若因正妻無子，基於嗣續或為了

要更多子孫而納一妾，自然願提供資源照護妾出之子。妾所出之嬰兒的存活

表3：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大婚小婚招贅婚妾婚

竹北0.1610.18　0.1870.134
峨眉0.1340.1340.1320.13　
北埔0.1390.1770.17　0.123
合計0.1430.1610.1640.12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4：非妾婚與妾婚家庭中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非妾婚家庭子女妾婚家庭子女

死亡個數死亡率死亡個數死亡率

竹北12550.147260.151
北埔 6680.148210.176
峨嵋 8040.133210.116
合計27270.143680.14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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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茶、製茶技術堪稱優良，但峨眉的開發卻甚晚。自道光14年（1834）金

廣福武裝移墾以迄光緒5年（1879）之間，可謂峨眉鄉從無到有、從變動不

穩到整個客籍漢人聚集而世居不動的階段。21

二、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的人口學資訊

本節將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資料庫為數據來源。所以選擇此三

地，蓋緣於筆者曾長期在此進行田野調查，對於文獻所未及的若干疑點，或

可從實際訪問中，藉助口述資料以為修正或補充，以避免數據計算與程式邏

輯上的盲點。當然，選擇三地而排除其他，不免招致「代表性」的質疑。然

而，本文的目的，並不在追尋足以代表日治台灣納妾風俗的理想型研究，亦

非寄望「從沙中看世界、以水滴見海洋」。22若從竹北等三地為本位，本文

所用的戶冊資訊、數據，就是日治時期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先民的軌

跡，其所反應的就是當地固有的風俗習慣與歷史現象。此處，應先概略速寫

三地資料庫的基本人口學訊息。

表1即為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資料庫所涵蓋之戶數、總人口數等相

關人口學資訊的精密計算。就資料庫規模而言，三地之中以竹北地區的樣本

數較多，人數將近2萬之譜。北埔、峨眉分別為1.2及1.4萬。男女人數方

面，三地均呈現女多於男的趨勢。須加以說明的是，資料庫大小、人數多

寡、男女人數的差異等等，部分緣於當初戶冊資料收集量之所限，並不能等

同三地的實際情況。再就族群比例而言，三地均以客家族群居為多數。其

中，又以北埔、峨眉最為明顯。

若以女性樣本為主體來呈顯婚姻型態，則其中仍以明媒正娶的大婚居為

21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峨眉相關介紹，亦參考：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78–180。

22   此原是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史家對歷史社區研究的期許（彼得•柏克[Peter Burke]，1997: 
103）。在史學界，比較主觀的方法也可以窺見研究客體與其所在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大
環境之間的關係。如：微觀史學的興起便是一例。藉著重建個人或事件與他╱它們所在的

特定時空下的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瞭解社會進程中的某些側面（Ginzburg, 
1991: 90）。

12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無干，以及交加不明為礙；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擋，不干銀

主之事。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甘

願字一紙，並上手字一紙，共二紙，付執為照。

即日同中收過價身七四銀六拾八大圓定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日 為媒人　楊生

 知見人　謝氏

 立賣甘願字人　楊片

 代書人　楊心生

據載楊片所以將妻子曾氏緞娘賣做他人妾，緣因於夫婦不相和諧，緞娘難容

於家內，楊片萬般無奈，只得轉賣他人。姑不論本夫所言之賣妻緣由是否屬

實，從契約論述看來，曾氏緞娘自初婚到成為楊品之妾的過程中，經歷過 3

次婚姻記錄，而每一次婚姻都是以被「承買」的方式構成。16曾氏緞娘的

個人經歷驗證了小民百姓的「婚姻」與人身「買賣」可能相去不遠。楊片立

契的時間點在西元 1904年，實際已進入日治初期，然而契約時間卻仍以清

16   楊片在契約中提及的「上手字」透露曾氏緞娘的初婚亦是經由「買賣」所構成。此「上手
字」完整內容如下：

  　　 立賣配甘願字人學甲堡中洲莊（庄）過港第二十番戶黃全先宗親，「承買曾家之女為
親」，而以忽然擣予宗弟，不幸亡故無後，共伊代料理，將曾氏投存費折抵作代理開

費。今因與聽媒人同相引就，賣配蕭壠堡番仔寮莊（庄）第八十番戶楊片出頭承買為

妻，憑媒三面言議著身價七四銀參拾大圓正；其銀即日同中交訖，其曾氏名緞凉（娘）

隨付媒人𤆬𤆬𤆬𤆬過楊片之家中為親，百年同心，傳子及孫，不敢異言滋事。保此係是全先

投存代理開費，與他人等無干；係若不明者，全先自出首抵擋，不干銀主之事。此係

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配甘願字壹紙，付執存炤。

  　　　　　即日同中收過七四龍銀參拾大圓完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八月　日 為媒人　邱芳　

 知見人　吳氏　

 立賣配甘願字人　黃全先

 代書人　楊心生

   此「上手字」詳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7，引號為筆者所加。值得注意者，
曾氏緞娘與楊片的婚姻僅維持短短 4月，而楊片轉嫁緞娘所獲身價卻比當初將她從黃全先
之手購入所花錢銀多出 38大圓。多出的錢銀或作為新夫對楊片的補償之費，但仍可見曾
氏緞娘在妾市場上的身價，似未因多次易手而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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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籍村落「六家」為例，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足者多達 72％以上。

與此相對，六家婦女纏足者，卻不到 1％（莊英章，1994: 191）。26明治 38

年（1905）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亦顯示，新竹廳的閩籍女性中，纏足者多達

19.55％；相對於此，客籍女性中的纏足者，則僅佔 0.22％（臨時臺灣戶口調

查部編，1908: 360）。及至大正四年（1915），新竹廳依然有 14.15％的閩籍女

性是纏足者，而客籍女性纏足者則僅有 0.06％（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

部編，1918: 393）。從纏足與職業的關係看來，農、林、漁業人口中纏足者比

率較之工、商、自由業者低。此乃因農、林、漁業對勞動力需求甚多之故（臨

時臺灣戶口調查部編，1908: 365–368；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

1918: 397–399）。沒有纏足的拘束使得客家女性勞力所及之範圍相對擴大。

據載客家女性足以與男人匹敵，早晨攜帶鐮刀出外傭作，傍晚背負大擔、小

擔柴火回家，客家女性一點也不輸男人。婦人種植蔬菜，未出嫁的姑娘負責

採茶（謝氏春枝，1990: 226），在尋常的煮食、家務外，舉凡「養豬、養雞、

養鴨、養鵝、挑尿桶到田裡澆菜、種蕃薯、挑水」（賴阿龍，1990: 12）等等，

她們游刃有餘，一手包辦。客家女性能在更大範圍上作為勞動力的來源。

在傳宗接代、多子多孫等考量外，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妻妾成群的現象，

往往被歸因於男性對肉體慾望的需索（畠中市藏，1934: 69）。27然則，將蓄

妾之風化約為色欲所驅，難免忽視背後的社會、文化機制。上層家庭討娶很

多妾，以「三妻四妾」彰顯家族財力，實際上也是一種將經濟資本轉化為階

級符號的手法。日治時期高等法院判官姉齒松平即認為，當時的台灣蓄妾風

習，往往是坐擁鉅資的名望家誇耀、彰顯其階級之所憑藉（姉齒松平，1930: 

26   崁頂、六家分屬竹北鄉的兩個閩、客村落，從戶冊資料計算，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
足者，多達 72％以上，1866年以前更高達 93.6％。相對的，客籍為主的六家，自 1866
年—1925年間若以每 5年為一時間區段，婦女纏足比率僅分別在 1876–1880年間的 0.7％，
以及 1886–1890年間的 0.6％。其餘時段的纏足比率皆為 0（莊英章，1994: 191）。

27   畠中市藏歷任臺中州商工水產課長、總督府巡查、高雄州警部補、警務局屬、高雄州潮州
郡守、臺中州大甲郡守等等，身為日本官僚，其觀察恐或多或少帶有先入為主的意識型

態。有關畠中市藏個人經歷，參見「台灣人物誌（1895–1945）資料庫」：http://libdata.
ascc.sinica.edu.tw:8080/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7%95%A0%E4%B8%AD%E5
%B8%82%E8%97%8F&go.x=47&go.y=9（台灣人物誌，2010a;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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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納妾之前，正妻的生育情況（1906–1945）

樣本數
納妾之前

正妻未生育

納妾之前

正妻已生育

竹北  41  8 33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6 13

北埔  38 10 28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7 11

峨眉  41  9 32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4 18

合計 120 27 93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77 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當時一些日本觀察者業已意識到納妾其實是勞動力的獲取之道，特別針對

「粵籍」（客籍）為然。25日治時期，多數台灣人以農業生理，農耕佃作成為

主要生業。大正 9年（1920），台中、台南、高雄等州，農業人口均佔總人口

70％以上，新竹州的農作從業人口亦達 69.3％（堤一馬，1922: 132）。從文

化乃至勞動力獲取的觀點說來，「生齒浩繁」一直是傳統農村家族的特徵。

工商未甚發達、機械作業尚未普及的時代，勞動力便成了農耕家庭最有利也

最需要的資本。截至 1929年，新竹州的農畜振興方案中仍可見當地農業經

營法以勞動力密集的「集約」農法為基調（新竹州勢振興調查會分會，1929: 

89–90）。在此前提下，經濟許可的農耕家庭納一妾入戶，當可滿足人丁興旺

的家族理想，藉以增產人丁，為將來儲備勞動力。

另一方面，妾本身之於夫家而言，也是立即可用的勞動力。有別於閩南

女性，客家婦女多不纏足（謝氏春枝，1990: 227）。以竹北鄉閩籍村落「崁頂」

25   此一論斷出自畠中市藏的觀察，但於此同時，畠中市藏亦警覺到為了勞動力而納妾，究竟
有多少真偽，仍值得深究（畠中市藏，193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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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年號紀年，這或意味著日本殖民政權的權力在當時仍未深入民間社會，政

治上的改朝換代對小民百姓的日常作息、婚俗習慣並未產生有意識的影響。

積習已久的納妾風俗、契約書寫的格式、行文論述亦仍沿襲前代風格。

綜觀上引二紙妾契約，亦有若干共同點。兩者在契約論述的譴詞用字、

行文風格上無甚差異。父親賣女為妾的契字上說：「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

親生之長女，並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這與本夫賣妻為妾

契約之所謂「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無干」，二者行文用字、

語氣相仿，目的均在確保立約人對被賣女性的權利是清楚明晰的，該婦女並

非來歷不明或原主拐騙而來，亦無一女兩聘的情況。此所以楊片在妾契約之

後，又附上一通「上手字」，用意即在證明緞娘係楊片所明買，其所有權是

被確保的。是以契約論述緊接著又說「如有此事（別收他人聘禮、拐騙等

等），有章一力出首抵擋，不干買主之事」、「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

擋，不干銀主之事」等語，均暗示交易之後如有異言糾紛，概由立契人出首

承擔，絕不牽連買主。所謂「三面言議」、「二比甘願」、「付執為炤」云云，

均是立契人對買主的「擔保」，其目的在於免除買者的責任，並作為賣方「守

約」的保證。就此而言，媒人、知見人具名簽署，也有類似的擔保意味。日

後若衍生糾紛，不僅賣主有責任，契字中所具名者，也有義務斡旋處理。

契約寫作所以花費篇幅作這種擔保強調，恐怕不僅僅只是契約論述上的

「書寫習慣」，17或亦反證當時社會人身買賣的不穩定性。交易之後又橫生

異言、糾紛不斷、納妾之後果不如預期等等，時有所聞。18儘管無法確知

一旦發生糾紛而引起訴訟，妾契約在審理過程中究竟發揮什麼作用，但至少

可以說，契約「存在」的本身，證明了相關當事人確實是在「不存在」威逼

或其他人為壓迫的情境下，自願簽訂了這一人身買賣協定（寺田浩明，2005: 

17   James Hayes（1990: 38–39）的研究中收入 2件 19世紀華南地區妾交易契約，其書寫風格
亦與台灣相仿。

18   日治時期流通量最大的「台灣日日新報」中仍有不少與妾相關的社會新聞。納妾而招引家
庭風波、甚至被詐欺者，亦恆有之。如：〈妾不肯入籍•詐欺聘金告訴不成立〉，「台灣日

日新報」，1931.08.16，夕刊 04版（不著撰人，1931）；〈娶妾遭騙•人身買賣惡風端在此
輩村漢〉，「台灣日日新報」，1934.12.07，夕刊 04版（不著撰人，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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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竹北、北埔、峨眉地區相關人口學統計數據

竹北北埔峨眉合計

總戶數（戶）2,0551,1821,2334,470

總人數（人）19,61111,62514,21645,452
性別（%）
　男46.0243.6444.7644.81
　女53.9856.3655.2455.19

族群（%）
　閩南32.762.141.4812.13
　客家44.2975.7779.366.45
　平埔0.010.030.030.02
　生蕃0.030.030.020.03
　其他22.9222.0419.1721.38

女性婚姻型態（%）
　大婚56.5968.0165.3563.32
　小婚31.2518.0826.5025.28
　招贅婚10.8112.656.9210.13
　妾婚1.341.261.231.28

納妾時平均年齡（歲）

　丈夫36.9736.5233.9435.81
　正妻33.5533.1932.9733.24
　妾23.9625.6325.1324.91

妾婚之通婚圈（人）

　同村 3 1 6—

　不同村443841—

　總人數473947—

　同鄉13 212—

　不同鄉343735—

　總人數47394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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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竹北、北埔與峨眉地區妻、妾別生育率（1906–1945）

年齡

納妾家庭
一夫一妻家庭

原配（正妻）妾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竹
北

15–19140.27110.4813030.31
20–24290.23270.3626900.34
25–29220.16240.2122140.30
30–34160.11220.2216860.26
35–39 90.07100.1411150.20
40–44 20.02 30.07 4340.10
45–49 00　 00　  340.10

總生育率4.26總生育率7.36總生育率7.56

北
埔

15–19 80.22 20.14 6580.29
20–24200.23190.3114870.32
25–29170.15110.1312480.27
30–34 70.06160.15 9710.24
35–39 40.04100.10 6280.18
40–44 40.04 50.06 2300.08
45–49 00　 00　  120.01

總生育率3.73總生育率4.46總生育率6.95

峨
眉

15–19120.30 50.51 8750.28
20–24230.24150.3119870.34
25–29180.20250.2816410.31
30–34120.14310.2911980.27
35–39 60.06210.19 7980.21
40–44 50.04 80.10 3350.11
45–49 00　 10.02  230.01

總生育率4.95總生育率8.48總生育率7.6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說明：生育率＝生育子女數÷人年24

　　　總生育率：指15到49歲之育齡婦女的時期別平均生育子女數。

24  有關人口學上「人年」計算的原理、應用與利弊得失，詳見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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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嬰兒死亡率為旁證，則情況更明朗。如表3所示，三地在妾婚型態下的

嬰兒死亡率皆屬最低，其中又以竹北、北埔最為明顯。僅憑數據本身固難以

追索妾婚嬰兒死亡率所以最低的原因，但邏輯上說來，無論是契買抑或迎娶

一房妾，男方家庭都得有一定經濟能力，方能許可。據載日治時代妾的身價

仍所費不貲，有能力蓄妾的家庭，多在小康以上（鈴木清一郎，1989: 169；

莊金德，1963: 60）。富人有錢納妾，相對也有能力供養得起孩子，為了得到

子嗣，自然願意給予妾出之子更多照護。但如表4所見，若觀察竹北等三地

「非妾婚家庭」與「妾婚家庭」所生嬰兒（包括妻與妾所生）在一歲以內的

死亡率，則分別是0.143及0.144，實際所差無幾。若進一步以同是「納妾

家庭」作為觀察樣本，則如表5所見，妾所生之嬰兒死亡率卻多低於妻所生

之嬰兒死亡率。在經濟許可的範圍內，家庭若因正妻無子，基於嗣續或為了

要更多子孫而納一妾，自然願提供資源照護妾出之子。妾所出之嬰兒的存活

表3：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大婚小婚招贅婚妾婚

竹北0.1610.18　0.1870.134
峨眉0.1340.1340.1320.13　
北埔0.1390.1770.17　0.123
合計0.1430.1610.1640.12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4：非妾婚與妾婚家庭中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非妾婚家庭子女妾婚家庭子女

死亡個數死亡率死亡個數死亡率

竹北12550.147260.151
北埔 6680.148210.176
峨嵋 8040.133210.116
合計27270.143680.14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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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茶、製茶技術堪稱優良，但峨眉的開發卻甚晚。自道光14年（1834）金

廣福武裝移墾以迄光緒5年（1879）之間，可謂峨眉鄉從無到有、從變動不

穩到整個客籍漢人聚集而世居不動的階段。21

二、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的人口學資訊

本節將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資料庫為數據來源。所以選擇此三

地，蓋緣於筆者曾長期在此進行田野調查，對於文獻所未及的若干疑點，或

可從實際訪問中，藉助口述資料以為修正或補充，以避免數據計算與程式邏

輯上的盲點。當然，選擇三地而排除其他，不免招致「代表性」的質疑。然

而，本文的目的，並不在追尋足以代表日治台灣納妾風俗的理想型研究，亦

非寄望「從沙中看世界、以水滴見海洋」。22若從竹北等三地為本位，本文

所用的戶冊資訊、數據，就是日治時期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先民的軌

跡，其所反應的就是當地固有的風俗習慣與歷史現象。此處，應先概略速寫

三地資料庫的基本人口學訊息。

表1即為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資料庫所涵蓋之戶數、總人口數等相

關人口學資訊的精密計算。就資料庫規模而言，三地之中以竹北地區的樣本

數較多，人數將近2萬之譜。北埔、峨眉分別為1.2及1.4萬。男女人數方

面，三地均呈現女多於男的趨勢。須加以說明的是，資料庫大小、人數多

寡、男女人數的差異等等，部分緣於當初戶冊資料收集量之所限，並不能等

同三地的實際情況。再就族群比例而言，三地均以客家族群居為多數。其

中，又以北埔、峨眉最為明顯。

若以女性樣本為主體來呈顯婚姻型態，則其中仍以明媒正娶的大婚居為

21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峨眉相關介紹，亦參考：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78–180。

22   此原是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史家對歷史社區研究的期許（彼得•柏克[Peter Burke]，1997: 
103）。在史學界，比較主觀的方法也可以窺見研究客體與其所在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大
環境之間的關係。如：微觀史學的興起便是一例。藉著重建個人或事件與他╱它們所在的

特定時空下的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瞭解社會進程中的某些側面（Ginzburg, 
199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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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干，以及交加不明為礙；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擋，不干銀

主之事。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甘

願字一紙，並上手字一紙，共二紙，付執為照。

即日同中收過價身七四銀六拾八大圓定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日 為媒人　楊生

 知見人　謝氏

 立賣甘願字人　楊片

 代書人　楊心生

據載楊片所以將妻子曾氏緞娘賣做他人妾，緣因於夫婦不相和諧，緞娘難容

於家內，楊片萬般無奈，只得轉賣他人。姑不論本夫所言之賣妻緣由是否屬

實，從契約論述看來，曾氏緞娘自初婚到成為楊品之妾的過程中，經歷過 3

次婚姻記錄，而每一次婚姻都是以被「承買」的方式構成。16曾氏緞娘的

個人經歷驗證了小民百姓的「婚姻」與人身「買賣」可能相去不遠。楊片立

契的時間點在西元 1904年，實際已進入日治初期，然而契約時間卻仍以清

16   楊片在契約中提及的「上手字」透露曾氏緞娘的初婚亦是經由「買賣」所構成。此「上手
字」完整內容如下：

  　　 立賣配甘願字人學甲堡中洲莊（庄）過港第二十番戶黃全先宗親，「承買曾家之女為
親」，而以忽然擣予宗弟，不幸亡故無後，共伊代料理，將曾氏投存費折抵作代理開

費。今因與聽媒人同相引就，賣配蕭壠堡番仔寮莊（庄）第八十番戶楊片出頭承買為

妻，憑媒三面言議著身價七四銀參拾大圓正；其銀即日同中交訖，其曾氏名緞凉（娘）

隨付媒人𤆬𤆬𤆬𤆬過楊片之家中為親，百年同心，傳子及孫，不敢異言滋事。保此係是全先

投存代理開費，與他人等無干；係若不明者，全先自出首抵擋，不干銀主之事。此係

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配甘願字壹紙，付執存炤。

  　　　　　即日同中收過七四龍銀參拾大圓完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八月　日 為媒人　邱芳　

 知見人　吳氏　

 立賣配甘願字人　黃全先

 代書人　楊心生

   此「上手字」詳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7，引號為筆者所加。值得注意者，
曾氏緞娘與楊片的婚姻僅維持短短 4月，而楊片轉嫁緞娘所獲身價卻比當初將她從黃全先
之手購入所花錢銀多出 38大圓。多出的錢銀或作為新夫對楊片的補償之費，但仍可見曾
氏緞娘在妾市場上的身價，似未因多次易手而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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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籍村落「六家」為例，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足者多達 72％以上。

與此相對，六家婦女纏足者，卻不到 1％（莊英章，1994: 191）。26明治 38

年（1905）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亦顯示，新竹廳的閩籍女性中，纏足者多達

19.55％；相對於此，客籍女性中的纏足者，則僅佔 0.22％（臨時臺灣戶口調

查部編，1908: 360）。及至大正四年（1915），新竹廳依然有 14.15％的閩籍女

性是纏足者，而客籍女性纏足者則僅有 0.06％（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

部編，1918: 393）。從纏足與職業的關係看來，農、林、漁業人口中纏足者比

率較之工、商、自由業者低。此乃因農、林、漁業對勞動力需求甚多之故（臨

時臺灣戶口調查部編，1908: 365–368；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

1918: 397–399）。沒有纏足的拘束使得客家女性勞力所及之範圍相對擴大。

據載客家女性足以與男人匹敵，早晨攜帶鐮刀出外傭作，傍晚背負大擔、小

擔柴火回家，客家女性一點也不輸男人。婦人種植蔬菜，未出嫁的姑娘負責

採茶（謝氏春枝，1990: 226），在尋常的煮食、家務外，舉凡「養豬、養雞、

養鴨、養鵝、挑尿桶到田裡澆菜、種蕃薯、挑水」（賴阿龍，1990: 12）等等，

她們游刃有餘，一手包辦。客家女性能在更大範圍上作為勞動力的來源。

在傳宗接代、多子多孫等考量外，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妻妾成群的現象，

往往被歸因於男性對肉體慾望的需索（畠中市藏，1934: 69）。27然則，將蓄

妾之風化約為色欲所驅，難免忽視背後的社會、文化機制。上層家庭討娶很

多妾，以「三妻四妾」彰顯家族財力，實際上也是一種將經濟資本轉化為階

級符號的手法。日治時期高等法院判官姉齒松平即認為，當時的台灣蓄妾風

習，往往是坐擁鉅資的名望家誇耀、彰顯其階級之所憑藉（姉齒松平，1930: 

26   崁頂、六家分屬竹北鄉的兩個閩、客村落，從戶冊資料計算，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
足者，多達 72％以上，1866年以前更高達 93.6％。相對的，客籍為主的六家，自 1866
年—1925年間若以每 5年為一時間區段，婦女纏足比率僅分別在 1876–1880年間的 0.7％，
以及 1886–1890年間的 0.6％。其餘時段的纏足比率皆為 0（莊英章，1994: 191）。

27   畠中市藏歷任臺中州商工水產課長、總督府巡查、高雄州警部補、警務局屬、高雄州潮州
郡守、臺中州大甲郡守等等，身為日本官僚，其觀察恐或多或少帶有先入為主的意識型

態。有關畠中市藏個人經歷，參見「台灣人物誌（1895–1945）資料庫」：http://libdata.
ascc.sinica.edu.tw:8080/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7%95%A0%E4%B8%AD%E5
%B8%82%E8%97%8F&go.x=47&go.y=9（台灣人物誌，2010a;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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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納妾之前，正妻的生育情況（1906–1945）

樣本數
納妾之前

正妻未生育

納妾之前

正妻已生育

竹北  41  8 33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6 13

北埔  38 10 28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7 11

峨眉  41  9 32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4 18

合計 120 27 93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77 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當時一些日本觀察者業已意識到納妾其實是勞動力的獲取之道，特別針對

「粵籍」（客籍）為然。25日治時期，多數台灣人以農業生理，農耕佃作成為

主要生業。大正 9年（1920），台中、台南、高雄等州，農業人口均佔總人口

70％以上，新竹州的農作從業人口亦達 69.3％（堤一馬，1922: 132）。從文

化乃至勞動力獲取的觀點說來，「生齒浩繁」一直是傳統農村家族的特徵。

工商未甚發達、機械作業尚未普及的時代，勞動力便成了農耕家庭最有利也

最需要的資本。截至 1929年，新竹州的農畜振興方案中仍可見當地農業經

營法以勞動力密集的「集約」農法為基調（新竹州勢振興調查會分會，1929: 

89–90）。在此前提下，經濟許可的農耕家庭納一妾入戶，當可滿足人丁興旺

的家族理想，藉以增產人丁，為將來儲備勞動力。

另一方面，妾本身之於夫家而言，也是立即可用的勞動力。有別於閩南

女性，客家婦女多不纏足（謝氏春枝，1990: 227）。以竹北鄉閩籍村落「崁頂」

25   此一論斷出自畠中市藏的觀察，但於此同時，畠中市藏亦警覺到為了勞動力而納妾，究竟
有多少真偽，仍值得深究（畠中市藏，193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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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年號紀年，這或意味著日本殖民政權的權力在當時仍未深入民間社會，政

治上的改朝換代對小民百姓的日常作息、婚俗習慣並未產生有意識的影響。

積習已久的納妾風俗、契約書寫的格式、行文論述亦仍沿襲前代風格。

綜觀上引二紙妾契約，亦有若干共同點。兩者在契約論述的譴詞用字、

行文風格上無甚差異。父親賣女為妾的契字上說：「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

親生之長女，並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這與本夫賣妻為妾

契約之所謂「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無干」，二者行文用字、

語氣相仿，目的均在確保立約人對被賣女性的權利是清楚明晰的，該婦女並

非來歷不明或原主拐騙而來，亦無一女兩聘的情況。此所以楊片在妾契約之

後，又附上一通「上手字」，用意即在證明緞娘係楊片所明買，其所有權是

被確保的。是以契約論述緊接著又說「如有此事（別收他人聘禮、拐騙等

等），有章一力出首抵擋，不干買主之事」、「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

擋，不干銀主之事」等語，均暗示交易之後如有異言糾紛，概由立契人出首

承擔，絕不牽連買主。所謂「三面言議」、「二比甘願」、「付執為炤」云云，

均是立契人對買主的「擔保」，其目的在於免除買者的責任，並作為賣方「守

約」的保證。就此而言，媒人、知見人具名簽署，也有類似的擔保意味。日

後若衍生糾紛，不僅賣主有責任，契字中所具名者，也有義務斡旋處理。

契約寫作所以花費篇幅作這種擔保強調，恐怕不僅僅只是契約論述上的

「書寫習慣」，17或亦反證當時社會人身買賣的不穩定性。交易之後又橫生

異言、糾紛不斷、納妾之後果不如預期等等，時有所聞。18儘管無法確知

一旦發生糾紛而引起訴訟，妾契約在審理過程中究竟發揮什麼作用，但至少

可以說，契約「存在」的本身，證明了相關當事人確實是在「不存在」威逼

或其他人為壓迫的情境下，自願簽訂了這一人身買賣協定（寺田浩明，2005: 

17   James Hayes（1990: 38–39）的研究中收入 2件 19世紀華南地區妾交易契約，其書寫風格
亦與台灣相仿。

18   日治時期流通量最大的「台灣日日新報」中仍有不少與妾相關的社會新聞。納妾而招引家
庭風波、甚至被詐欺者，亦恆有之。如：〈妾不肯入籍•詐欺聘金告訴不成立〉，「台灣日

日新報」，1931.08.16，夕刊 04版（不著撰人，1931）；〈娶妾遭騙•人身買賣惡風端在此
輩村漢〉，「台灣日日新報」，1934.12.07，夕刊 04版（不著撰人，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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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以為小妾」二語，將「字」與「出賣」混用，意味此樁協定即便是

一種「婚約」，亦難與「出賣」涇渭分明。從行文脈絡看來，父親將王蓮「字」

人為妾緣因於「家中貧苦，日食難度」，又有「身價」云云等字眼，此明係

一樁「嫁賣」交易。對清帝國晚期的窮人家庭而言，婚姻與買賣之間的界線

恐怕極微。13正規婚姻之外的婚姻形式，如：賣女兒與人為婚、寡婦再醮、

買休賣休14……等等，或多或少都帶有金錢交易色彩，以作為提升或改善生

活的手段（Sommer, 2005: 48）。以此處為例，王蓮乍看之下似是被物化的犧

牲者，然則賣做人妾，不僅改善家中經濟，對於被交易的女性而言，可能也

是一種「機會」。畢竟在女性缺乏獨立自存的時空中，婚姻（無論正規婚姻

抑或嫁賣）還是她賴以改變自身命運最直接的憑藉（Gates, 1996: 132）。

另一樁納妾交易來自1904年（明治37年），台南廳蕭壠堡人氏楊片，將

他的妻子曾氏緞娘賣給同堡的楊品為妾，身為本夫的楊片在契字15中說道：

立賣甘願字人蕭壠堡番仔寮莊（庄）楊片，自置明買過學甲堡中洲

莊（庄）過港黃全先之弟婦承來為親，入內不受，難親不恁，片一

切無奈，將於事情無奈，憑媒引就，願曾氏名緞娘一人賣與本堡北

頭莊（庄）楊品出首承買，三面言議著身價銀六拾八大圓正；其銀

即日同中交訖，其人緞娘隨付銀主娶過，前去掌管為妾，不敢阻

擋，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

13   在貨幣經濟高度發展的清代社會中，「婚姻」與「買賣」之間可能難有一清楚的劃分界線
（Gates, 1996: 128–147）。學者從1931年廣州番禺一份名之為「送帖」的契約推測，人們
可能在女孩幼年時領養她，俟其長成再以「贈送」為名，與人為妾，藉此賺取高額的「養

育費」。因該「送帖」外觀全以紅色及吉祥圖案為飾，可見雖名之為「送」，卻也被視為婚

姻喜事（Hayes, 1990: 42）。
14   「買休賣休」是明、清律的用語，「休」字意味與本夫終止原來的婚姻關係，特指丈夫將髮
妻嫁賣給別的男人為妻、妾，或後夫用錢買娶以使本夫休離其妻的情況（黃宗智，2003: 
148）。清律「賣休（人）」似專指「本夫」而言。沈之奇以為清律不言「買休、賣休子孫
婦妾」，蓋因「略賣律」內已有略賣子孫婦妾之文，若審有略賣之情者，當問以略賣之罪。

若是婦妾情願被賣，則又屬「和賣」。賣人者「既非本夫，則不得言賣休矣。」（〔清〕沈之

奇撰，1998: 918–919）。
15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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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買主與立契人所進行的交易、從本夫或父親之手買進其妻、女以為妾，

在當時社會的人情事理上是站得住腳而毫無疑義的。

以上藉由風俗調查報告以及當事人所起草的妾婚契字，試圖還原清末以

來的歷史脈絡。納妾雖屬婚姻締結的途徑之一，實際還與傳宗接代、賣人交

易存在難以清楚切割的關係。下文則以日本殖民政府的戶籍登錄冊為樣本，

檢視生育、傳宗接代之外，日治台灣新竹地區的妾婚現象還有哪些值得深入

瞭解或進一步究明之處。

參、戶籍資料庫所載的納妾資訊： 
以竹北、北埔、峨眉等鄉鎮為例

一、資料庫背景說明

本文引用的「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乃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所建置（1989–至今），其原始資

料則源於日本殖民政府所實施的戶政制度。日本領台之初即相繼於明治29

年（1896）及36年（1903）頒佈戶口調查相關規定，目的是為貫徹全島戶口

調查，以達維持治安之效（洪汝茂總編輯，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職是

之故，當時的戶籍登錄乃是作為一種警察行政資料。19在登錄上，則以本

島人的主要住所為本居，無論其人是否現住，其家屬全部登記在冊。非家屬

而同居者，則另用一紙謄錄，附於該戶戶口調查簿之後。戶籍調查資料不僅

用以掌握人口動向，更是個人身分證明之所本。蓋因戶籍登記冊明列「事由

欄」，當中詳載個人身分、因婚姻或收養所致的身分變更、個人素行記錄（犯

罪紀錄、纏足、吸食鴉片與否）、遷徙住址、發生日期等等（洪汝茂總編輯，

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14, 37；Wolf and Huang, 1980: 16–33）。諸如此類個

人生命史的種種資訊，無論就量化抑或質性研究，均有可觀的史料價值。

新竹地區戶籍資料庫包括現今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戶籍登錄冊。

19   台灣日治時期警察所轄職務範圍，詳見：鷲巢敦哉著，《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台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藏資料，1938）。尤其頁222–231，有關戶口調查的系統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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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妾婚前、後，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正妻（妾婚前）正妻（妾婚後）妾

死亡

個數
總數％

死亡

個數
總數％

死亡

個數
總數％

　竹北15 800.1881110.091 9 920.098
　北埔 5 420.1192170.118 8 630.127
　峨眉 4 510.0783250.120 81040.077
三地合計241730.1396530.113252590.09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進程、醫療衛生與現代化生活水平的提升等等，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般人可能會先入為主地認為納妾之習所以歷久不衰，緣於對男嗣的迫

切渴求，或是出於色欲所驅。長久以來，人們詬病傳統社會一男多女的婚姻

組合、將女性視作生產機器而加以工具化，妾婚之舉從而難逃「歧視」或「物

化」女性的責難。然而，投射過多今人對性別政治的敏感，也可能會模糊焦

點而遺漏更多值得深究的課題。

不可否認，在煙火接續的前提下，傳統農村社會對子嗣的期望優先於婚

姻。但子嗣獲取只是其一，納一妾入戶可能不僅只為了「傳宗接代」。表7

即從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資料庫中，擷取「一夫一妻一妾」（即：不包

含納2個以上之妾者）的案例共120件。其中，夫納妾以前正妻未生育者，

僅27例，占22.5％（27÷120=0.225）。其餘93例均是正妻早已育有子女，

而丈夫仍舊納妾的案件。其中有77例，占所有納妾者的64.17％（77÷120≒ 

0.6417），在丈夫納妾之際正妻至少已生育一個以上的男孩。更細緻地說來，

正妻已育兩個男孩以上者，甚至還高達35％（42÷120=0.35）。故此，就正

妻已有一子甚至二子以上的妾婚男性而言，他們基於對男嗣的迫切渴求而納

妾的可能性，便相對降低。嗣續綿延可能對人們決定納妾與否有積極促進作

用，但卻未必是唯一的動機。一個男人所以納妾，亦不僅只出於「傳宗接代」

的考量。

與傳宗接代殊途同歸者，還包括「人丁興旺」、「多子多孫」的家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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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8此外，納妾的男性一般在此前都有過婚姻紀錄（即與正妻╱原配的

婚姻）。若進一步細究這些納妾男性與其正妻的婚姻型態，則仍可見清楚的

趨勢。

表8與表9即是從竹北、峨眉、北埔3資料庫中蒐集129件納妾婚姻，

並從中觀察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及比率。總計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之

婚姻係大婚者有55件（25+11+19=55），小婚者65件（15+28+22=65）。男

性與原配係大婚而日後又納妾者，比率是0.010；若與原配婚姻是小婚而日

後又納妾者，則比率增為0.031，後者約為前者的3倍。29易言之，納妾男

性與正妻的婚姻以小婚型態居多，大婚次之。文獻所指，納妾的主要目的在

傳宗接代。從納妾的儀式到稱呼等種種跡象反證「妾」的存在殆為「無後」

所趨，生子延嗣畢竟是父系社會的道德使命。然而，竹北、北埔、峨眉等三

地數據卻顯示男性在正妻已育有男嗣的情況下仍然納妾者，亦為數不少。30

而且竹北等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又以「小婚」型態為多，則「小婚」

與「納妾」慣習之間有無特別關係，便值得深究。

美國人類學者Arthur P. Wolf以研究台灣社會的小婚習俗而馳名，在他所

擷取的20,000件婚姻型態的重建結果中，1890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女性若是

幼年被收養而日後與養家兄、弟成婚的所謂「媳婦仔婚」（小婚），則其生育

率比起其他大婚女性低40％，而離婚的機會比起大婚的女性高出3倍（Wolf, 

2005: 77）。Wolf據此重新論證並解釋1895年Edward Westermarck所提出的

論點：自幼生活在一起的男女，明顯缺乏性愛的情慾吸引，因而難以完成傳

宗接代的目的。身為媳婦仔的妻子，與丈夫因從小玩在一起，同睡一張床、

同在一個家戶中哺育、成長，從而產生性的嫌惡或抑制（sexually inhibiting 

effects）。對於娶有媳婦仔的小婚男性而言，性抑制的作用亦然（Wolf, 2005:

28   20世紀初，英國人對傳統中國的納妾風俗，亦有類似見解。詳見：〈支那親族法上に於け
る妾の地位〉，《台法月報》，明治40年12月10日（1907.12.10），57（不著撰人，1907a）。

29   男性與原配婚姻係大婚而日後又納一妾的比率：55/（2205+1367+1682）=0.010468。若男性
與原配婚姻係小婚而日後又納妾者，其比率為：65/（926+446+711）=0.031204。

30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77例已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36
例，小婚者40例，招贅婚者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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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閩籍為主的「貓而錠庄」（崇義村、尚義

村、大義村），客籍為主的東海窟庄（東海村）、隘口庄（隘口村）、芒頭埔庄

（中興村）、六家庄（東平村）等等。就地理位置而言，竹北位於新竹縣中部，

早期有平埔族人在此耕種、捕鹿，清雍正、乾隆年間，漢人相繼移墾。日治

初期以鳳山溪為界，南屬新竹辦務署竹北一堡，北屬新埔辦務署竹北二堡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74, 75）。據當地鄉民所稱，自日治初期伊始該

鄉即劃分為六家、竹北、鳳崗及豐田，約當今日的崇義、尚義、大義、大眉

等四村落。前三村地理範圍約為日治時代新竹廳「貓兒錠庄」所轄，亦相當

於新竹州時代的大字名「貓兒錠」，係屬閩南村落。六家則為一客家村落，

地勢平坦，居民多以務農為業，稻米是主要作物（莊英章，1994: 17–19）。

與竹北相仿，北埔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依然以村落為單位，範圍涵蓋小

分林庄小分林、二寮（大林村）、北埔庄埔尾（南興村）、北埔等客家村落。

北埔為一盆地，位居新竹縣中央部南側，即清代竹塹城東南邊境。日治時期

當地原稱北埔庄，包括：北埔、水磜子、大湖、大坪、南坑、南埔、小分林

等七大字。直迄清道光年間，北埔一帶尚為社番盤據。道光 14年（1834），

為防番保民起見，諭令閩、粵籍墾戶合股金廣福墾號，陸續將今日北埔鄉、

峨眉鄉、寶山鄉等地，納入墾殖範圍（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68, 169–

170）。北埔在日治時代已逐漸成為純客家族群居住地，1930年實際住民即

以粵籍為主，閩籍及原住民人數合計未超過百人。足見北埔雖係閩粵合墾之

地，但因閩人多屬不在地地主，極少定居該地，故仍屬客家聚落（范明煥總

編纂，2005: 86）。

峨眉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十二寮庄（復興村）、月眉庄（峨眉村）、

赤柯坪庄（赤坪村）、石井庄（石井村）、中興庄（中盛村）等客籍為主之村

落。峨眉鄉原稱月眉，位於新竹縣之南，因峨眉溪曲流凸岸之半月形沖積河

階而得名。20大正九年（1920），總督府施行地方官制改正，將月眉改為峨

眉，一直沿用至今。峨眉地勢遍鄉皆山，風土適植茶樹。儘管茶葉品種佳，

20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

13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表 5：妾婚家庭中，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妾婚家庭中妻之子女 妾婚家庭中妾之子女

死亡個數 死亡率 死亡個數 死亡率

竹北 17 0.190  9 0.108
北埔  7 0.104 14 0.123
峨嵋 12 0.199  9 0.152
合計 36 0.166 32 0.125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率高，便可以理解。就妾本身而言，生育既是她在夫家地位之所繫，她理所

當然傾注全力養護她的孩子，種種因素都可能導致妾婚情況下的嬰兒死亡率

偏低。

此外，針對「妾之子女死亡率低於妻之子女」，還有另一值得思考的方

向，即家庭內部世代間的社會流動，以及社會進程中經濟、醫療衛生水平的

改善。設若納妾之舉多發生在家庭經濟提高之後，且如表 1所指，妻、妾之

間年齡差將近 10歲。那麼 10年之間的家庭經濟、社會內部的醫療衛生水平

等等，可能已有明顯進步。妾之子女出生晚，其成長得利於家庭經濟、醫療

衛生技術的提升。易言之，庶出之子可能享受到更多殖民現代化的利益，因

而存活率更高。如表 6所指，若將時間點設定在妾婚「之後」（亦即：控制 

妻、妾子女所擁有的經濟資源、醫療營養水準），觀察三地妻、妾子女在一

歲以內的死亡率，則仍以妻之子女的死亡率略高。但正妻在妾婚之後，亦即

家庭經濟提升、醫療衛生資源改善之後，其嬰兒死亡率確實較妾婚之前降低

2.6個百分比，與妾之子女死亡率之間的差距也相對拉近。此一數據統計結

果，稍可支持社會進程、家庭經濟提升云云的假設。誠然，這一推論思考目

前只能聊備一說，尚待更多史料及精密數據來佐證。妻、妾年齡既相差約 10

歲，則雙方嬰兒死亡率的差異當不僅緣於外在社會、經濟的轉變使然，還與

母體健康差異有關。由於此點涉及早期生活情況對女性健康、生育率、嬰兒

死亡率的影響（Bengtsson and Broström, 2009; Campbell and Lee, 2009），仍

待日後專文深究。但無可否認，妻、妾之子女夭折率的降低，與彼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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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身為妾的女性本身的影響。

納妾作為男子「無後」的救濟之道，似乎是毫無疑義的。遠如傳統中國

的家訓族規、女教書籍，近如日治台灣文獻，皆有所聞。從台灣粵籍（客家

人）的納妾儀式，更可見一斑。據載粵籍家庭在妾入門之際，妾應跪正妻面

前，由妻為之插「花管」。「花管」是一種銀製頭飾，「管」有「監督、管理」，

以及「壓制」之意。儀式結束後，正妻隨即以嚴苛冷冽的歌謠式罵語，厲聲

斥喝：「不生孩子就降為婢女」，「你是妾，休想吃好的、穿好的」等刻薄話

語，妾則肅然聆聽，待正妻允許，方可起身。剛進門的妾身分卑微，不能與

家人同桌共食，家人僅稱呼她為「姐」。直迄生育孩子，才改稱為「二奶」，

家庭地位稍有提升（香收順一，1990: 29）。

當時人既以納妾作為傳宗接代的補充之道，則不論是為生子延嗣抑或多

子多孫的家族理想，妾的生育率確實明顯高於正妻。表 2分別計算竹北、北

埔、峨眉等地，妻、妾在各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在納妾家庭中，竹北、峨眉

兩地身為妾的女性在各個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始終高於正妻。若以總生育率而

言，竹北、峨眉兩地妾之總生育率均約為正妻的 1.7倍。北埔地區雖不若竹

北、峨眉有規則性趨勢，但就總生育率看來，妾之生育率依然高過正妻。

若比較表 2中「納妾」家庭與「一夫一妻」家庭的正妻，則納妾家庭的

正妻總生育率很明顯低於一夫一妻家庭的總生育率。男人若基於正妻不育或

少育而想納一妾入戶，冀其生育以補不足，那麼，妾婚家庭中正妻的生育數

明顯少於妾，似乎是邏輯之必然。總體而言，妾之生育率普遍高過正妻，或

許正反應人們對妾的期許，集中在子嗣獲取一事上。既然已知正妻不育或少

育，則納一妾入戶，目的就是要生育。除了納妾的當事人之外，其家庭中的

長輩可能也將生育、多子多孫的理想寄望在妾身上。就妾本身言之，傳統養

兒防老心態也可能發揮作用。妾在夫家既屬邊緣成員，生養孩子有助於穩固

其處境，年老亦有親生子嗣可以依靠。如果生、養子嗣是妾改變她在夫家地

位最直接的憑藉，則她對生育自然有更多企圖心與積極性。那末，妾的生育

率高于正妻，便不足為奇。

其次，妾雖具有較高的生育率，但妾所出之子女是否與嫡出之子女具有

相同的生存機會？對此，若再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中各種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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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但小婚、招婚23仍有一定比率。相形之下，妾婚在三地均屬少數。進

一步觀察竹北等三地男性納妾時，丈夫、原配（正妻），以及所納之妾的平

均年齡。竹北、北埔兩地納妾男性與妾的年紀差，均在 10歲以上，峨眉地

區夫、妾年齡差也在 8歲以上。此外，三地資料庫均顯示，正妻與妾的年紀

差至少在 7歲以上，竹北更高達 9.59歲。此或說明納妾所重者多在年輕，

目的不僅在「色」，亦可能為了生子考量，年紀較輕的女性其生育力應更強

盛。最後，仍是以女性為樣本，計算三地妾婚的通婚範圍。三地均以跨越鄉

鎮或村莊的妾婚居為多數，其比例是：（34+37+35）÷（47+39+47）≒0.7969 

=79.69％。

下文將以竹北、北埔、峨眉三地資料庫數據為主體，並佐以其他文獻資

料，針對妾婚這一雖屬少數卻仍值得深究的婚姻模式，做更細緻的討論。應

當說明的是，本文並不特別就族群因素作申論。日治時期竹北等三地的妾婚

仍以同一族群間的通婚為主流。北埔、峨眉基本上是客籍為主的鄉鎮。竹北

的閩籍住民相對於北埔、峨眉雖較多，但在全部 133例妾婚樣本中，竹北地

區屬於閩籍的妾婚樣本僅 10餘例，北埔、峨眉的閩籍妾婚樣本更少，皆在

3例以下。莊英章與 Arthur P. Wolf以日治時期北台灣的海山及竹北戶冊為樣

本，討論閩客族群的不同，是否對婚姻行為產生影響。結果發現婚姻型態的

選擇、家庭決策、初婚年齡、生育率、兒童死亡率等等，並不因閩、客「族

群」的不相同，而有明顯差別（莊英章、武雅士，1994；Chuang and Wolf, 

1995: 788）。基於上述種種，本文暫不考慮「族群」因素對妾婚行為的影響。

三、納妾與生育

如諸多史料所提示，妾婚與生育子嗣密切攸關。在此之外，「納妾」之

舉也是上層社會的階級象徵，不僅為獲取勞動力，也為彰顯家族的顯赫與財

富。下文將擇取客家族群為主的竹北、北埔、峨眉等資料庫中的戶籍登錄數

據，與上述妾婚動機互為印證。其次，也力圖從數據中觀測妾婚的結果，及

23   包括：以親女、養女為生家或養家招進一婿的「招婿」，以及以寡媳為前夫家招進後夫的
「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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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以為小妾」二語，將「字」與「出賣」混用，意味此樁協定即便是

一種「婚約」，亦難與「出賣」涇渭分明。從行文脈絡看來，父親將王蓮「字」

人為妾緣因於「家中貧苦，日食難度」，又有「身價」云云等字眼，此明係

一樁「嫁賣」交易。對清帝國晚期的窮人家庭而言，婚姻與買賣之間的界線

恐怕極微。13正規婚姻之外的婚姻形式，如：賣女兒與人為婚、寡婦再醮、

買休賣休14……等等，或多或少都帶有金錢交易色彩，以作為提升或改善生

活的手段（Sommer, 2005: 48）。以此處為例，王蓮乍看之下似是被物化的犧

牲者，然則賣做人妾，不僅改善家中經濟，對於被交易的女性而言，可能也

是一種「機會」。畢竟在女性缺乏獨立自存的時空中，婚姻（無論正規婚姻

抑或嫁賣）還是她賴以改變自身命運最直接的憑藉（Gates, 1996: 132）。

另一樁納妾交易來自 1904年（明治 37年），台南廳蕭壠堡人氏楊片，將

他的妻子曾氏緞娘賣給同堡的楊品為妾，身為本夫的楊片在契字15中說道：

立賣甘願字人蕭壠堡番仔寮莊（庄）楊片，自置明買過學甲堡中洲

莊（庄）過港黃全先之弟婦承來為親，入內不受，難親不恁，片一

切無奈，將於事情無奈，憑媒引就，願曾氏名緞娘一人賣與本堡北

頭莊（庄）楊品出首承買，三面言議著身價銀六拾八大圓正；其銀

即日同中交訖，其人緞娘隨付銀主娶過，前去掌管為妾，不敢阻

擋，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

13   在貨幣經濟高度發展的清代社會中，「婚姻」與「買賣」之間可能難有一清楚的劃分界線
（Gates, 1996: 128–147）。學者從 1931年廣州番禺一份名之為「送帖」的契約推測，人們
可能在女孩幼年時領養她，俟其長成再以「贈送」為名，與人為妾，藉此賺取高額的「養

育費」。因該「送帖」外觀全以紅色及吉祥圖案為飾，可見雖名之為「送」，卻也被視為婚

姻喜事（Hayes, 1990: 42）。
14   「買休賣休」是明、清律的用語，「休」字意味與本夫終止原來的婚姻關係，特指丈夫將髮
妻嫁賣給別的男人為妻、妾，或後夫用錢買娶以使本夫休離其妻的情況（黃宗智，2003: 
148）。清律「賣休（人）」似專指「本夫」而言。沈之奇以為清律不言「買休、賣休子孫
婦妾」，蓋因「略賣律」內已有略賣子孫婦妾之文，若審有略賣之情者，當問以略賣之罪。

若是婦妾情願被賣，則又屬「和賣」。賣人者「既非本夫，則不得言賣休矣。」（〔清〕沈之

奇撰，1998: 918–919）。
15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6。

12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5）。買主與立契人所進行的交易、從本夫或父親之手買進其妻、女以為妾，

在當時社會的人情事理上是站得住腳而毫無疑義的。

以上藉由風俗調查報告以及當事人所起草的妾婚契字，試圖還原清末以

來的歷史脈絡。納妾雖屬婚姻締結的途徑之一，實際還與傳宗接代、賣人交

易存在難以清楚切割的關係。下文則以日本殖民政府的戶籍登錄冊為樣本，

檢視生育、傳宗接代之外，日治台灣新竹地區的妾婚現象還有哪些值得深入

瞭解或進一步究明之處。

參、戶籍資料庫所載的納妾資訊： 
以竹北、北埔、峨眉等鄉鎮為例

一、資料庫背景說明

本文引用的「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乃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所建置（1989–至今），其原始資

料則源於日本殖民政府所實施的戶政制度。日本領台之初即相繼於明治 29

年（1896）及 36年（1903）頒佈戶口調查相關規定，目的是為貫徹全島戶口

調查，以達維持治安之效（洪汝茂總編輯，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職是

之故，當時的戶籍登錄乃是作為一種警察行政資料。19在登錄上，則以本

島人的主要住所為本居，無論其人是否現住，其家屬全部登記在冊。非家屬

而同居者，則另用一紙謄錄，附於該戶戶口調查簿之後。戶籍調查資料不僅

用以掌握人口動向，更是個人身分證明之所本。蓋因戶籍登記冊明列「事由

欄」，當中詳載個人身分、因婚姻或收養所致的身分變更、個人素行記錄（犯

罪紀錄、纏足、吸食鴉片與否）、遷徙住址、發生日期等等（洪汝茂總編輯，

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14, 37；Wolf and Huang, 1980: 16–33）。諸如此類個

人生命史的種種資訊，無論就量化抑或質性研究，均有可觀的史料價值。

新竹地區戶籍資料庫包括現今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戶籍登錄冊。

19   台灣日治時期警察所轄職務範圍，詳見：鷲巢敦哉著，《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台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藏資料，1938）。尤其頁 222–231，有關戶口調查的系統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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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妾婚前、後，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正妻（妾婚前） 正妻（妾婚後） 妾

死亡

個數
總數 ％

死亡

個數
總數 ％

死亡

個數
總數 ％

　竹北 15  80 0.188 1 11 0.091  9  92 0.098
　北埔  5  42 0.119 2 17 0.118  8  63 0.127
　峨眉  4  51 0.078 3 25 0.120  8 104 0.077
三地合計 24 173 0.139 6 53 0.113 25 259 0.09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進程、醫療衛生與現代化生活水平的提升等等，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般人可能會先入為主地認為納妾之習所以歷久不衰，緣於對男嗣的迫

切渴求，或是出於色欲所驅。長久以來，人們詬病傳統社會一男多女的婚姻

組合、將女性視作生產機器而加以工具化，妾婚之舉從而難逃「歧視」或「物

化」女性的責難。然而，投射過多今人對性別政治的敏感，也可能會模糊焦

點而遺漏更多值得深究的課題。

不可否認，在煙火接續的前提下，傳統農村社會對子嗣的期望優先於婚

姻。但子嗣獲取只是其一，納一妾入戶可能不僅只為了「傳宗接代」。表 7

即從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資料庫中，擷取「一夫一妻一妾」（即：不包

含納 2個以上之妾者）的案例共 120件。其中，夫納妾以前正妻未生育者，

僅 27例，占 22.5％（27÷120=0.225）。其餘 93例均是正妻早已育有子女，

而丈夫仍舊納妾的案件。其中有77例，占所有納妾者的64.17％（77÷120≒ 

0.6417），在丈夫納妾之際正妻至少已生育一個以上的男孩。更細緻地說來，

正妻已育兩個男孩以上者，甚至還高達 35％（42÷120=0.35）。故此，就正

妻已有一子甚至二子以上的妾婚男性而言，他們基於對男嗣的迫切渴求而納

妾的可能性，便相對降低。嗣續綿延可能對人們決定納妾與否有積極促進作

用，但卻未必是唯一的動機。一個男人所以納妾，亦不僅只出於「傳宗接代」

的考量。

與傳宗接代殊途同歸者，還包括「人丁興旺」、「多子多孫」的家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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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8此外，納妾的男性一般在此前都有過婚姻紀錄（即與正妻╱原配的

婚姻）。若進一步細究這些納妾男性與其正妻的婚姻型態，則仍可見清楚的

趨勢。

表 8與表 9即是從竹北、峨眉、北埔 3資料庫中蒐集 129件納妾婚姻，

並從中觀察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及比率。總計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之

婚姻係大婚者有 55件（25+11+19=55），小婚者 65件（15+28+22=65）。男

性與原配係大婚而日後又納妾者，比率是 0.010；若與原配婚姻是小婚而日

後又納妾者，則比率增為 0.031，後者約為前者的 3倍。29易言之，納妾男

性與正妻的婚姻以小婚型態居多，大婚次之。文獻所指，納妾的主要目的在

傳宗接代。從納妾的儀式到稱呼等種種跡象反證「妾」的存在殆為「無後」

所趨，生子延嗣畢竟是父系社會的道德使命。然而，竹北、北埔、峨眉等三

地數據卻顯示男性在正妻已育有男嗣的情況下仍然納妾者，亦為數不少。30

而且竹北等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又以「小婚」型態為多，則「小婚」

與「納妾」慣習之間有無特別關係，便值得深究。

美國人類學者 Arthur P. Wolf以研究台灣社會的小婚習俗而馳名，在他所

擷取的 20,000件婚姻型態的重建結果中，1890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女性若是

幼年被收養而日後與養家兄、弟成婚的所謂「媳婦仔婚」（小婚），則其生育

率比起其他大婚女性低 40％，而離婚的機會比起大婚的女性高出 3倍（Wolf, 

2005: 77）。Wolf據此重新論證並解釋 1895年 Edward Westermarck所提出的

論點：自幼生活在一起的男女，明顯缺乏性愛的情慾吸引，因而難以完成傳

宗接代的目的。身為媳婦仔的妻子，與丈夫因從小玩在一起，同睡一張床、

同在一個家戶中哺育、成長，從而產生性的嫌惡或抑制（sexually inhibiting 

effects）。對於娶有媳婦仔的小婚男性而言，性抑制的作用亦然（Wolf, 2005:

28   20世紀初，英國人對傳統中國的納妾風俗，亦有類似見解。詳見：〈支那親族法上に於け
る妾の地位〉，《台法月報》，明治 40年 12月 10日（1907.12.10），57（不著撰人，1907a）。

29   男性與原配婚姻係大婚而日後又納一妾的比率：55/（2205+1367+1682）=0.010468。若男性
與原配婚姻係小婚而日後又納妾者，其比率為：65/（926+446+711）=0.031204。

30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 77例已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 36
例，小婚者 40例，招贅婚者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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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閩籍為主的「貓而錠庄」（崇義村、尚義

村、大義村），客籍為主的東海窟庄（東海村）、隘口庄（隘口村）、芒頭埔庄

（中興村）、六家庄（東平村）等等。就地理位置而言，竹北位於新竹縣中部，

早期有平埔族人在此耕種、捕鹿，清雍正、乾隆年間，漢人相繼移墾。日治

初期以鳳山溪為界，南屬新竹辦務署竹北一堡，北屬新埔辦務署竹北二堡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74, 75）。據當地鄉民所稱，自日治初期伊始該

鄉即劃分為六家、竹北、鳳崗及豐田，約當今日的崇義、尚義、大義、大眉

等四村落。前三村地理範圍約為日治時代新竹廳「貓兒錠庄」所轄，亦相當

於新竹州時代的大字名「貓兒錠」，係屬閩南村落。六家則為一客家村落，

地勢平坦，居民多以務農為業，稻米是主要作物（莊英章，1994: 17–19）。

與竹北相仿，北埔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依然以村落為單位，範圍涵蓋小

分林庄小分林、二寮（大林村）、北埔庄埔尾（南興村）、北埔等客家村落。

北埔為一盆地，位居新竹縣中央部南側，即清代竹塹城東南邊境。日治時期

當地原稱北埔庄，包括：北埔、水磜子、大湖、大坪、南坑、南埔、小分林

等七大字。直迄清道光年間，北埔一帶尚為社番盤據。道光14年（1834），

為防番保民起見，諭令閩、粵籍墾戶合股金廣福墾號，陸續將今日北埔鄉、

峨眉鄉、寶山鄉等地，納入墾殖範圍（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68, 169–

170）。北埔在日治時代已逐漸成為純客家族群居住地，1930年實際住民即

以粵籍為主，閩籍及原住民人數合計未超過百人。足見北埔雖係閩粵合墾之

地，但因閩人多屬不在地地主，極少定居該地，故仍屬客家聚落（范明煥總

編纂，2005: 86）。

峨眉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十二寮庄（復興村）、月眉庄（峨眉村）、

赤柯坪庄（赤坪村）、石井庄（石井村）、中興庄（中盛村）等客籍為主之村

落。峨眉鄉原稱月眉，位於新竹縣之南，因峨眉溪曲流凸岸之半月形沖積河

階而得名。20大正九年（1920），總督府施行地方官制改正，將月眉改為峨

眉，一直沿用至今。峨眉地勢遍鄉皆山，風土適植茶樹。儘管茶葉品種佳，

20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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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妾婚家庭中，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妾婚家庭中妻之子女妾婚家庭中妾之子女

死亡個數死亡率死亡個數死亡率

竹北170.190 90.108
北埔 70.104140.123
峨嵋120.199 90.152
合計360.166320.125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率高，便可以理解。就妾本身而言，生育既是她在夫家地位之所繫，她理所

當然傾注全力養護她的孩子，種種因素都可能導致妾婚情況下的嬰兒死亡率

偏低。

此外，針對「妾之子女死亡率低於妻之子女」，還有另一值得思考的方

向，即家庭內部世代間的社會流動，以及社會進程中經濟、醫療衛生水平的

改善。設若納妾之舉多發生在家庭經濟提高之後，且如表1所指，妻、妾之

間年齡差將近10歲。那麼10年之間的家庭經濟、社會內部的醫療衛生水平

等等，可能已有明顯進步。妾之子女出生晚，其成長得利於家庭經濟、醫療

衛生技術的提升。易言之，庶出之子可能享受到更多殖民現代化的利益，因

而存活率更高。如表6所指，若將時間點設定在妾婚「之後」（亦即：控制 

妻、妾子女所擁有的經濟資源、醫療營養水準），觀察三地妻、妾子女在一

歲以內的死亡率，則仍以妻之子女的死亡率略高。但正妻在妾婚之後，亦即

家庭經濟提升、醫療衛生資源改善之後，其嬰兒死亡率確實較妾婚之前降低

2.6個百分比，與妾之子女死亡率之間的差距也相對拉近。此一數據統計結

果，稍可支持社會進程、家庭經濟提升云云的假設。誠然，這一推論思考目

前只能聊備一說，尚待更多史料及精密數據來佐證。妻、妾年齡既相差約10

歲，則雙方嬰兒死亡率的差異當不僅緣於外在社會、經濟的轉變使然，還與

母體健康差異有關。由於此點涉及早期生活情況對女性健康、生育率、嬰兒

死亡率的影響（Bengtsson and Broström, 2009; Campbell and Lee, 2009），仍

待日後專文深究。但無可否認，妻、妾之子女夭折率的降低，與彼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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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身為妾的女性本身的影響。

納妾作為男子「無後」的救濟之道，似乎是毫無疑義的。遠如傳統中國

的家訓族規、女教書籍，近如日治台灣文獻，皆有所聞。從台灣粵籍（客家

人）的納妾儀式，更可見一斑。據載粵籍家庭在妾入門之際，妾應跪正妻面

前，由妻為之插「花管」。「花管」是一種銀製頭飾，「管」有「監督、管理」，

以及「壓制」之意。儀式結束後，正妻隨即以嚴苛冷冽的歌謠式罵語，厲聲

斥喝：「不生孩子就降為婢女」，「你是妾，休想吃好的、穿好的」等刻薄話

語，妾則肅然聆聽，待正妻允許，方可起身。剛進門的妾身分卑微，不能與

家人同桌共食，家人僅稱呼她為「姐」。直迄生育孩子，才改稱為「二奶」，

家庭地位稍有提升（香收順一，1990: 29）。

當時人既以納妾作為傳宗接代的補充之道，則不論是為生子延嗣抑或多

子多孫的家族理想，妾的生育率確實明顯高於正妻。表2分別計算竹北、北

埔、峨眉等地，妻、妾在各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在納妾家庭中，竹北、峨眉

兩地身為妾的女性在各個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始終高於正妻。若以總生育率而

言，竹北、峨眉兩地妾之總生育率均約為正妻的1.7倍。北埔地區雖不若竹

北、峨眉有規則性趨勢，但就總生育率看來，妾之生育率依然高過正妻。

若比較表2中「納妾」家庭與「一夫一妻」家庭的正妻，則納妾家庭的

正妻總生育率很明顯低於一夫一妻家庭的總生育率。男人若基於正妻不育或

少育而想納一妾入戶，冀其生育以補不足，那麼，妾婚家庭中正妻的生育數

明顯少於妾，似乎是邏輯之必然。總體而言，妾之生育率普遍高過正妻，或

許正反應人們對妾的期許，集中在子嗣獲取一事上。既然已知正妻不育或少

育，則納一妾入戶，目的就是要生育。除了納妾的當事人之外，其家庭中的

長輩可能也將生育、多子多孫的理想寄望在妾身上。就妾本身言之，傳統養

兒防老心態也可能發揮作用。妾在夫家既屬邊緣成員，生養孩子有助於穩固

其處境，年老亦有親生子嗣可以依靠。如果生、養子嗣是妾改變她在夫家地

位最直接的憑藉，則她對生育自然有更多企圖心與積極性。那末，妾的生育

率高于正妻，便不足為奇。

其次，妾雖具有較高的生育率，但妾所出之子女是否與嫡出之子女具有

相同的生存機會？對此，若再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中各種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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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但小婚、招婚23仍有一定比率。相形之下，妾婚在三地均屬少數。進

一步觀察竹北等三地男性納妾時，丈夫、原配（正妻），以及所納之妾的平

均年齡。竹北、北埔兩地納妾男性與妾的年紀差，均在10歲以上，峨眉地

區夫、妾年齡差也在8歲以上。此外，三地資料庫均顯示，正妻與妾的年紀

差至少在7歲以上，竹北更高達9.59歲。此或說明納妾所重者多在年輕，

目的不僅在「色」，亦可能為了生子考量，年紀較輕的女性其生育力應更強

盛。最後，仍是以女性為樣本，計算三地妾婚的通婚範圍。三地均以跨越鄉

鎮或村莊的妾婚居為多數，其比例是：（34+37+35）÷（47+39+47）≒0.7969 

=79.69％。

下文將以竹北、北埔、峨眉三地資料庫數據為主體，並佐以其他文獻資

料，針對妾婚這一雖屬少數卻仍值得深究的婚姻模式，做更細緻的討論。應

當說明的是，本文並不特別就族群因素作申論。日治時期竹北等三地的妾婚

仍以同一族群間的通婚為主流。北埔、峨眉基本上是客籍為主的鄉鎮。竹北

的閩籍住民相對於北埔、峨眉雖較多，但在全部133例妾婚樣本中，竹北地

區屬於閩籍的妾婚樣本僅10餘例，北埔、峨眉的閩籍妾婚樣本更少，皆在

3例以下。莊英章與Arthur P. Wolf以日治時期北台灣的海山及竹北戶冊為樣

本，討論閩客族群的不同，是否對婚姻行為產生影響。結果發現婚姻型態的

選擇、家庭決策、初婚年齡、生育率、兒童死亡率等等，並不因閩、客「族

群」的不相同，而有明顯差別（莊英章、武雅士，1994；Chuang and Wolf, 

1995: 788）。基於上述種種，本文暫不考慮「族群」因素對妾婚行為的影響。

三、納妾與生育

如諸多史料所提示，妾婚與生育子嗣密切攸關。在此之外，「納妾」之

舉也是上層社會的階級象徵，不僅為獲取勞動力，也為彰顯家族的顯赫與財

富。下文將擇取客家族群為主的竹北、北埔、峨眉等資料庫中的戶籍登錄數

據，與上述妾婚動機互為印證。其次，也力圖從數據中觀測妾婚的結果，及

23   包括：以親女、養女為生家或養家招進一婿的「招婿」，以及以寡媳為前夫家招進後夫的
「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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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以為小妾」二語，將「字」與「出賣」混用，意味此樁協定即便是

一種「婚約」，亦難與「出賣」涇渭分明。從行文脈絡看來，父親將王蓮「字」

人為妾緣因於「家中貧苦，日食難度」，又有「身價」云云等字眼，此明係

一樁「嫁賣」交易。對清帝國晚期的窮人家庭而言，婚姻與買賣之間的界線

恐怕極微。13正規婚姻之外的婚姻形式，如：賣女兒與人為婚、寡婦再醮、

買休賣休14……等等，或多或少都帶有金錢交易色彩，以作為提升或改善生

活的手段（Sommer, 2005: 48）。以此處為例，王蓮乍看之下似是被物化的犧

牲者，然則賣做人妾，不僅改善家中經濟，對於被交易的女性而言，可能也

是一種「機會」。畢竟在女性缺乏獨立自存的時空中，婚姻（無論正規婚姻

抑或嫁賣）還是她賴以改變自身命運最直接的憑藉（Gates, 1996: 132）。

另一樁納妾交易來自1904年（明治37年），台南廳蕭壠堡人氏楊片，將

他的妻子曾氏緞娘賣給同堡的楊品為妾，身為本夫的楊片在契字15中說道：

立賣甘願字人蕭壠堡番仔寮莊（庄）楊片，自置明買過學甲堡中洲

莊（庄）過港黃全先之弟婦承來為親，入內不受，難親不恁，片一

切無奈，將於事情無奈，憑媒引就，願曾氏名緞娘一人賣與本堡北

頭莊（庄）楊品出首承買，三面言議著身價銀六拾八大圓正；其銀

即日同中交訖，其人緞娘隨付銀主娶過，前去掌管為妾，不敢阻

擋，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

13   在貨幣經濟高度發展的清代社會中，「婚姻」與「買賣」之間可能難有一清楚的劃分界線
（Gates, 1996: 128–147）。學者從1931年廣州番禺一份名之為「送帖」的契約推測，人們
可能在女孩幼年時領養她，俟其長成再以「贈送」為名，與人為妾，藉此賺取高額的「養

育費」。因該「送帖」外觀全以紅色及吉祥圖案為飾，可見雖名之為「送」，卻也被視為婚

姻喜事（Hayes, 1990: 42）。
14   「買休賣休」是明、清律的用語，「休」字意味與本夫終止原來的婚姻關係，特指丈夫將髮
妻嫁賣給別的男人為妻、妾，或後夫用錢買娶以使本夫休離其妻的情況（黃宗智，2003: 
148）。清律「賣休（人）」似專指「本夫」而言。沈之奇以為清律不言「買休、賣休子孫
婦妾」，蓋因「略賣律」內已有略賣子孫婦妾之文，若審有略賣之情者，當問以略賣之罪。

若是婦妾情願被賣，則又屬「和賣」。賣人者「既非本夫，則不得言賣休矣。」（〔清〕沈之

奇撰，1998: 918–919）。
15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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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買主與立契人所進行的交易、從本夫或父親之手買進其妻、女以為妾，

在當時社會的人情事理上是站得住腳而毫無疑義的。

以上藉由風俗調查報告以及當事人所起草的妾婚契字，試圖還原清末以

來的歷史脈絡。納妾雖屬婚姻締結的途徑之一，實際還與傳宗接代、賣人交

易存在難以清楚切割的關係。下文則以日本殖民政府的戶籍登錄冊為樣本，

檢視生育、傳宗接代之外，日治台灣新竹地區的妾婚現象還有哪些值得深入

瞭解或進一步究明之處。

參、戶籍資料庫所載的納妾資訊： 
以竹北、北埔、峨眉等鄉鎮為例

一、資料庫背景說明

本文引用的「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乃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所建置（1989–至今），其原始資

料則源於日本殖民政府所實施的戶政制度。日本領台之初即相繼於明治29

年（1896）及36年（1903）頒佈戶口調查相關規定，目的是為貫徹全島戶口

調查，以達維持治安之效（洪汝茂總編輯，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職是

之故，當時的戶籍登錄乃是作為一種警察行政資料。19在登錄上，則以本

島人的主要住所為本居，無論其人是否現住，其家屬全部登記在冊。非家屬

而同居者，則另用一紙謄錄，附於該戶戶口調查簿之後。戶籍調查資料不僅

用以掌握人口動向，更是個人身分證明之所本。蓋因戶籍登記冊明列「事由

欄」，當中詳載個人身分、因婚姻或收養所致的身分變更、個人素行記錄（犯

罪紀錄、纏足、吸食鴉片與否）、遷徙住址、發生日期等等（洪汝茂總編輯，

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14, 37；Wolf and Huang, 1980: 16–33）。諸如此類個

人生命史的種種資訊，無論就量化抑或質性研究，均有可觀的史料價值。

新竹地區戶籍資料庫包括現今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戶籍登錄冊。

19   台灣日治時期警察所轄職務範圍，詳見：鷲巢敦哉著，《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台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藏資料，1938）。尤其頁222–231，有關戶口調查的系統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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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妾婚前、後，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正妻（妾婚前）正妻（妾婚後）妾

死亡

個數
總數％

死亡

個數
總數％

死亡

個數
總數％

　竹北15 800.1881110.091 9 920.098
　北埔 5 420.1192170.118 8 630.127
　峨眉 4 510.0783250.120 81040.077
三地合計241730.1396530.113252590.09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進程、醫療衛生與現代化生活水平的提升等等，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般人可能會先入為主地認為納妾之習所以歷久不衰，緣於對男嗣的迫

切渴求，或是出於色欲所驅。長久以來，人們詬病傳統社會一男多女的婚姻

組合、將女性視作生產機器而加以工具化，妾婚之舉從而難逃「歧視」或「物

化」女性的責難。然而，投射過多今人對性別政治的敏感，也可能會模糊焦

點而遺漏更多值得深究的課題。

不可否認，在煙火接續的前提下，傳統農村社會對子嗣的期望優先於婚

姻。但子嗣獲取只是其一，納一妾入戶可能不僅只為了「傳宗接代」。表7

即從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資料庫中，擷取「一夫一妻一妾」（即：不包

含納2個以上之妾者）的案例共120件。其中，夫納妾以前正妻未生育者，

僅27例，占22.5％（27÷120=0.225）。其餘93例均是正妻早已育有子女，

而丈夫仍舊納妾的案件。其中有77例，占所有納妾者的64.17％（77÷120≒ 

0.6417），在丈夫納妾之際正妻至少已生育一個以上的男孩。更細緻地說來，

正妻已育兩個男孩以上者，甚至還高達35％（42÷120=0.35）。故此，就正

妻已有一子甚至二子以上的妾婚男性而言，他們基於對男嗣的迫切渴求而納

妾的可能性，便相對降低。嗣續綿延可能對人們決定納妾與否有積極促進作

用，但卻未必是唯一的動機。一個男人所以納妾，亦不僅只出於「傳宗接代」

的考量。

與傳宗接代殊途同歸者，還包括「人丁興旺」、「多子多孫」的家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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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8此外，納妾的男性一般在此前都有過婚姻紀錄（即與正妻╱原配的

婚姻）。若進一步細究這些納妾男性與其正妻的婚姻型態，則仍可見清楚的

趨勢。

表8與表9即是從竹北、峨眉、北埔3資料庫中蒐集129件納妾婚姻，

並從中觀察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及比率。總計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之

婚姻係大婚者有55件（25+11+19=55），小婚者65件（15+28+22=65）。男

性與原配係大婚而日後又納妾者，比率是0.010；若與原配婚姻是小婚而日

後又納妾者，則比率增為0.031，後者約為前者的3倍。29易言之，納妾男

性與正妻的婚姻以小婚型態居多，大婚次之。文獻所指，納妾的主要目的在

傳宗接代。從納妾的儀式到稱呼等種種跡象反證「妾」的存在殆為「無後」

所趨，生子延嗣畢竟是父系社會的道德使命。然而，竹北、北埔、峨眉等三

地數據卻顯示男性在正妻已育有男嗣的情況下仍然納妾者，亦為數不少。30

而且竹北等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又以「小婚」型態為多，則「小婚」

與「納妾」慣習之間有無特別關係，便值得深究。

美國人類學者Arthur P. Wolf以研究台灣社會的小婚習俗而馳名，在他所

擷取的20,000件婚姻型態的重建結果中，1890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女性若是

幼年被收養而日後與養家兄、弟成婚的所謂「媳婦仔婚」（小婚），則其生育

率比起其他大婚女性低40％，而離婚的機會比起大婚的女性高出3倍（Wolf, 

2005: 77）。Wolf據此重新論證並解釋1895年Edward Westermarck所提出的

論點：自幼生活在一起的男女，明顯缺乏性愛的情慾吸引，因而難以完成傳

宗接代的目的。身為媳婦仔的妻子，與丈夫因從小玩在一起，同睡一張床、

同在一個家戶中哺育、成長，從而產生性的嫌惡或抑制（sexually inhibiting 

effects）。對於娶有媳婦仔的小婚男性而言，性抑制的作用亦然（Wolf, 2005:

28   20世紀初，英國人對傳統中國的納妾風俗，亦有類似見解。詳見：〈支那親族法上に於け
る妾の地位〉，《台法月報》，明治40年12月10日（1907.12.10），57（不著撰人，1907a）。

29   男性與原配婚姻係大婚而日後又納一妾的比率：55/（2205+1367+1682）=0.010468。若男性
與原配婚姻係小婚而日後又納妾者，其比率為：65/（926+446+711）=0.031204。

30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77例已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36
例，小婚者40例，招贅婚者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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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閩籍為主的「貓而錠庄」（崇義村、尚義

村、大義村），客籍為主的東海窟庄（東海村）、隘口庄（隘口村）、芒頭埔庄

（中興村）、六家庄（東平村）等等。就地理位置而言，竹北位於新竹縣中部，

早期有平埔族人在此耕種、捕鹿，清雍正、乾隆年間，漢人相繼移墾。日治

初期以鳳山溪為界，南屬新竹辦務署竹北一堡，北屬新埔辦務署竹北二堡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74, 75）。據當地鄉民所稱，自日治初期伊始該

鄉即劃分為六家、竹北、鳳崗及豐田，約當今日的崇義、尚義、大義、大眉

等四村落。前三村地理範圍約為日治時代新竹廳「貓兒錠庄」所轄，亦相當

於新竹州時代的大字名「貓兒錠」，係屬閩南村落。六家則為一客家村落，

地勢平坦，居民多以務農為業，稻米是主要作物（莊英章，1994: 17–19）。

與竹北相仿，北埔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依然以村落為單位，範圍涵蓋小

分林庄小分林、二寮（大林村）、北埔庄埔尾（南興村）、北埔等客家村落。

北埔為一盆地，位居新竹縣中央部南側，即清代竹塹城東南邊境。日治時期

當地原稱北埔庄，包括：北埔、水磜子、大湖、大坪、南坑、南埔、小分林

等七大字。直迄清道光年間，北埔一帶尚為社番盤據。道光 14年（1834），

為防番保民起見，諭令閩、粵籍墾戶合股金廣福墾號，陸續將今日北埔鄉、

峨眉鄉、寶山鄉等地，納入墾殖範圍（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68, 169–

170）。北埔在日治時代已逐漸成為純客家族群居住地，1930年實際住民即

以粵籍為主，閩籍及原住民人數合計未超過百人。足見北埔雖係閩粵合墾之

地，但因閩人多屬不在地地主，極少定居該地，故仍屬客家聚落（范明煥總

編纂，2005: 86）。

峨眉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十二寮庄（復興村）、月眉庄（峨眉村）、

赤柯坪庄（赤坪村）、石井庄（石井村）、中興庄（中盛村）等客籍為主之村

落。峨眉鄉原稱月眉，位於新竹縣之南，因峨眉溪曲流凸岸之半月形沖積河

階而得名。20大正九年（1920），總督府施行地方官制改正，將月眉改為峨

眉，一直沿用至今。峨眉地勢遍鄉皆山，風土適植茶樹。儘管茶葉品種佳，

20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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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妾婚家庭中，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妾婚家庭中妻之子女 妾婚家庭中妾之子女

死亡個數 死亡率 死亡個數 死亡率

竹北 17 0.190  9 0.108
北埔  7 0.104 14 0.123
峨嵋 12 0.199  9 0.152
合計 36 0.166 32 0.125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率高，便可以理解。就妾本身而言，生育既是她在夫家地位之所繫，她理所

當然傾注全力養護她的孩子，種種因素都可能導致妾婚情況下的嬰兒死亡率

偏低。

此外，針對「妾之子女死亡率低於妻之子女」，還有另一值得思考的方

向，即家庭內部世代間的社會流動，以及社會進程中經濟、醫療衛生水平的

改善。設若納妾之舉多發生在家庭經濟提高之後，且如表 1所指，妻、妾之

間年齡差將近 10歲。那麼 10年之間的家庭經濟、社會內部的醫療衛生水平

等等，可能已有明顯進步。妾之子女出生晚，其成長得利於家庭經濟、醫療

衛生技術的提升。易言之，庶出之子可能享受到更多殖民現代化的利益，因

而存活率更高。如表 6所指，若將時間點設定在妾婚「之後」（亦即：控制 

妻、妾子女所擁有的經濟資源、醫療營養水準），觀察三地妻、妾子女在一

歲以內的死亡率，則仍以妻之子女的死亡率略高。但正妻在妾婚之後，亦即

家庭經濟提升、醫療衛生資源改善之後，其嬰兒死亡率確實較妾婚之前降低

2.6個百分比，與妾之子女死亡率之間的差距也相對拉近。此一數據統計結

果，稍可支持社會進程、家庭經濟提升云云的假設。誠然，這一推論思考目

前只能聊備一說，尚待更多史料及精密數據來佐證。妻、妾年齡既相差約 10

歲，則雙方嬰兒死亡率的差異當不僅緣於外在社會、經濟的轉變使然，還與

母體健康差異有關。由於此點涉及早期生活情況對女性健康、生育率、嬰兒

死亡率的影響（Bengtsson and Broström, 2009; Campbell and Lee, 2009），仍

待日後專文深究。但無可否認，妻、妾之子女夭折率的降低，與彼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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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身為妾的女性本身的影響。

納妾作為男子「無後」的救濟之道，似乎是毫無疑義的。遠如傳統中國

的家訓族規、女教書籍，近如日治台灣文獻，皆有所聞。從台灣粵籍（客家

人）的納妾儀式，更可見一斑。據載粵籍家庭在妾入門之際，妾應跪正妻面

前，由妻為之插「花管」。「花管」是一種銀製頭飾，「管」有「監督、管理」，

以及「壓制」之意。儀式結束後，正妻隨即以嚴苛冷冽的歌謠式罵語，厲聲

斥喝：「不生孩子就降為婢女」，「你是妾，休想吃好的、穿好的」等刻薄話

語，妾則肅然聆聽，待正妻允許，方可起身。剛進門的妾身分卑微，不能與

家人同桌共食，家人僅稱呼她為「姐」。直迄生育孩子，才改稱為「二奶」，

家庭地位稍有提升（香收順一，1990: 29）。

當時人既以納妾作為傳宗接代的補充之道，則不論是為生子延嗣抑或多

子多孫的家族理想，妾的生育率確實明顯高於正妻。表 2分別計算竹北、北

埔、峨眉等地，妻、妾在各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在納妾家庭中，竹北、峨眉

兩地身為妾的女性在各個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始終高於正妻。若以總生育率而

言，竹北、峨眉兩地妾之總生育率均約為正妻的 1.7倍。北埔地區雖不若竹

北、峨眉有規則性趨勢，但就總生育率看來，妾之生育率依然高過正妻。

若比較表 2中「納妾」家庭與「一夫一妻」家庭的正妻，則納妾家庭的

正妻總生育率很明顯低於一夫一妻家庭的總生育率。男人若基於正妻不育或

少育而想納一妾入戶，冀其生育以補不足，那麼，妾婚家庭中正妻的生育數

明顯少於妾，似乎是邏輯之必然。總體而言，妾之生育率普遍高過正妻，或

許正反應人們對妾的期許，集中在子嗣獲取一事上。既然已知正妻不育或少

育，則納一妾入戶，目的就是要生育。除了納妾的當事人之外，其家庭中的

長輩可能也將生育、多子多孫的理想寄望在妾身上。就妾本身言之，傳統養

兒防老心態也可能發揮作用。妾在夫家既屬邊緣成員，生養孩子有助於穩固

其處境，年老亦有親生子嗣可以依靠。如果生、養子嗣是妾改變她在夫家地

位最直接的憑藉，則她對生育自然有更多企圖心與積極性。那末，妾的生育

率高于正妻，便不足為奇。

其次，妾雖具有較高的生育率，但妾所出之子女是否與嫡出之子女具有

相同的生存機會？對此，若再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中各種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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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但小婚、招婚23仍有一定比率。相形之下，妾婚在三地均屬少數。進

一步觀察竹北等三地男性納妾時，丈夫、原配（正妻），以及所納之妾的平

均年齡。竹北、北埔兩地納妾男性與妾的年紀差，均在 10歲以上，峨眉地

區夫、妾年齡差也在 8歲以上。此外，三地資料庫均顯示，正妻與妾的年紀

差至少在 7歲以上，竹北更高達 9.59歲。此或說明納妾所重者多在年輕，

目的不僅在「色」，亦可能為了生子考量，年紀較輕的女性其生育力應更強

盛。最後，仍是以女性為樣本，計算三地妾婚的通婚範圍。三地均以跨越鄉

鎮或村莊的妾婚居為多數，其比例是：（34+37+35）÷（47+39+47）≒0.7969 

=79.69％。

下文將以竹北、北埔、峨眉三地資料庫數據為主體，並佐以其他文獻資

料，針對妾婚這一雖屬少數卻仍值得深究的婚姻模式，做更細緻的討論。應

當說明的是，本文並不特別就族群因素作申論。日治時期竹北等三地的妾婚

仍以同一族群間的通婚為主流。北埔、峨眉基本上是客籍為主的鄉鎮。竹北

的閩籍住民相對於北埔、峨眉雖較多，但在全部 133例妾婚樣本中，竹北地

區屬於閩籍的妾婚樣本僅 10餘例，北埔、峨眉的閩籍妾婚樣本更少，皆在

3例以下。莊英章與 Arthur P. Wolf以日治時期北台灣的海山及竹北戶冊為樣

本，討論閩客族群的不同，是否對婚姻行為產生影響。結果發現婚姻型態的

選擇、家庭決策、初婚年齡、生育率、兒童死亡率等等，並不因閩、客「族

群」的不相同，而有明顯差別（莊英章、武雅士，1994；Chuang and Wolf, 

1995: 788）。基於上述種種，本文暫不考慮「族群」因素對妾婚行為的影響。

三、納妾與生育

如諸多史料所提示，妾婚與生育子嗣密切攸關。在此之外，「納妾」之

舉也是上層社會的階級象徵，不僅為獲取勞動力，也為彰顯家族的顯赫與財

富。下文將擇取客家族群為主的竹北、北埔、峨眉等資料庫中的戶籍登錄數

據，與上述妾婚動機互為印證。其次，也力圖從數據中觀測妾婚的結果，及

23   包括：以親女、養女為生家或養家招進一婿的「招婿」，以及以寡媳為前夫家招進後夫的
「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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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竹北、北埔、峨眉地區相關人口學統計數據

竹北 北埔 峨眉 合計

總戶數（戶） 2,055 1,182 1,233 4,470

總人數（人） 19,611 11,625 14,216 45,452
性別（%）
　男 46.02 43.64 44.76 44.81
　女 53.98 56.36 55.24 55.19

族群（%）
　閩南 32.76 2.14 1.48 12.13
　客家 44.29 75.77 79.3 66.45
　平埔 0.01 0.03 0.03 0.02
　生蕃 0.03 0.03 0.02 0.03
　其他 22.92 22.04 19.17 21.38

女性婚姻型態（%）
　大婚 56.59 68.01 65.35 63.32
　小婚 31.25 18.08 26.50 25.28
　招贅婚 10.81 12.65 6.92 10.13
　妾婚 1.34 1.26 1.23 1.28

納妾時平均年齡（歲）

　丈夫 36.97 36.52 33.94 35.81
　正妻 33.55 33.19 32.97 33.24
　妾 23.96 25.63 25.13 24.91

妾婚之通婚圈（人）

　同村  3  1  6 —

　不同村 44 38 41 —

　總人數 47 39 47 —

　同鄉 13  2 12 —

　不同鄉 34 37 35 —

　總人數 47 39 47 —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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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竹北、北埔與峨眉地區妻、妾別生育率（1906–1945）

年齡

納妾家庭
一夫一妻家庭

原配（正妻） 妾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竹
北

15–19 14 0.27 11 0.48 1303 0.31
20–24 29 0.23 27 0.36 2690 0.34
25–29 22 0.16 24 0.21 2214 0.30
30–34 16 0.11 22 0.22 1686 0.26
35–39  9 0.07 10 0.14 1115 0.20
40–44  2 0.02  3 0.07  434 0.10
45–49  0 0　  0 0　   34 0.10

總生育率 4.26 總生育率 7.36 總生育率 7.56

北
埔

15–19  8 0.22  2 0.14  658 0.29
20–24 20 0.23 19 0.31 1487 0.32
25–29 17 0.15 11 0.13 1248 0.27
30–34  7 0.06 16 0.15  971 0.24
35–39  4 0.04 10 0.10  628 0.18
40–44  4 0.04  5 0.06  230 0.08
45–49  0 0　  0 0　   12 0.01

總生育率 3.73 總生育率 4.46 總生育率 6.95

峨
眉

15–19 12 0.30  5 0.51  875 0.28
20–24 23 0.24 15 0.31 1987 0.34
25–29 18 0.20 25 0.28 1641 0.31
30–34 12 0.14 31 0.29 1198 0.27
35–39  6 0.06 21 0.19  798 0.21
40–44  5 0.04  8 0.10  335 0.11
45–49  0 0　  1 0.02   23 0.01

總生育率 4.95 總生育率 8.48 總生育率 7.6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說明：生育率＝生育子女數÷人年

24

　　　總生育率：指 15到 49歲之育齡婦女的時期別平均生育子女數。

24  有關人口學上「人年」計算的原理、應用與利弊得失，詳見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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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嬰兒死亡率為旁證，則情況更明朗。如表 3所示，三地在妾婚型態下的

嬰兒死亡率皆屬最低，其中又以竹北、北埔最為明顯。僅憑數據本身固難以

追索妾婚嬰兒死亡率所以最低的原因，但邏輯上說來，無論是契買抑或迎娶

一房妾，男方家庭都得有一定經濟能力，方能許可。據載日治時代妾的身價

仍所費不貲，有能力蓄妾的家庭，多在小康以上（鈴木清一郎，1989: 169；

莊金德，1963: 60）。富人有錢納妾，相對也有能力供養得起孩子，為了得到

子嗣，自然願意給予妾出之子更多照護。但如表 4所見，若觀察竹北等三地

「非妾婚家庭」與「妾婚家庭」所生嬰兒（包括妻與妾所生）在一歲以內的

死亡率，則分別是 0.143及 0.144，實際所差無幾。若進一步以同是「納妾

家庭」作為觀察樣本，則如表 5所見，妾所生之嬰兒死亡率卻多低於妻所生

之嬰兒死亡率。在經濟許可的範圍內，家庭若因正妻無子，基於嗣續或為了

要更多子孫而納一妾，自然願提供資源照護妾出之子。妾所出之嬰兒的存活

表 3：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妾婚

竹北 0.161 0.18　 0.187 0.134
峨眉 0.134 0.134 0.132 0.13　
北埔 0.139 0.177 0.17　 0.123
合計 0.143 0.161 0.164 0.12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 4：非妾婚與妾婚家庭中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非妾婚家庭子女 妾婚家庭子女

死亡個數 死亡率 死亡個數 死亡率

竹北 1255 0.147 26 0.151
北埔  668 0.148 21 0.176
峨嵋  804 0.133 21 0.116
合計 2727 0.143 68 0.14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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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茶、製茶技術堪稱優良，但峨眉的開發卻甚晚。自道光 14年（1834）金

廣福武裝移墾以迄光緒 5年（1879）之間，可謂峨眉鄉從無到有、從變動不

穩到整個客籍漢人聚集而世居不動的階段。21

二、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的人口學資訊

本節將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資料庫為數據來源。所以選擇此三

地，蓋緣於筆者曾長期在此進行田野調查，對於文獻所未及的若干疑點，或

可從實際訪問中，藉助口述資料以為修正或補充，以避免數據計算與程式邏

輯上的盲點。當然，選擇三地而排除其他，不免招致「代表性」的質疑。然

而，本文的目的，並不在追尋足以代表日治台灣納妾風俗的理想型研究，亦

非寄望「從沙中看世界、以水滴見海洋」。22若從竹北等三地為本位，本文

所用的戶冊資訊、數據，就是日治時期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先民的軌

跡，其所反應的就是當地固有的風俗習慣與歷史現象。此處，應先概略速寫

三地資料庫的基本人口學訊息。

表 1即為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資料庫所涵蓋之戶數、總人口數等相

關人口學資訊的精密計算。就資料庫規模而言，三地之中以竹北地區的樣本

數較多，人數將近 2萬之譜。北埔、峨眉分別為 1.2及 1.4萬。男女人數方

面，三地均呈現女多於男的趨勢。須加以說明的是，資料庫大小、人數多

寡、男女人數的差異等等，部分緣於當初戶冊資料收集量之所限，並不能等

同三地的實際情況。再就族群比例而言，三地均以客家族群居為多數。其

中，又以北埔、峨眉最為明顯。

若以女性樣本為主體來呈顯婚姻型態，則其中仍以明媒正娶的大婚居為

21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峨眉相關介紹，亦參考：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78–180。

22   此原是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史家對歷史社區研究的期許（彼得•柏克 [Peter Burke]，1997: 
103）。在史學界，比較主觀的方法也可以窺見研究客體與其所在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大
環境之間的關係。如：微觀史學的興起便是一例。藉著重建個人或事件與他╱它們所在的

特定時空下的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瞭解社會進程中的某些側面（Ginzburg, 
199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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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干，以及交加不明為礙；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擋，不干銀

主之事。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甘

願字一紙，並上手字一紙，共二紙，付執為照。

即日同中收過價身七四銀六拾八大圓定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日 為媒人　楊生

 知見人　謝氏

 立賣甘願字人　楊片

 代書人　楊心生

據載楊片所以將妻子曾氏緞娘賣做他人妾，緣因於夫婦不相和諧，緞娘難容

於家內，楊片萬般無奈，只得轉賣他人。姑不論本夫所言之賣妻緣由是否屬

實，從契約論述看來，曾氏緞娘自初婚到成為楊品之妾的過程中，經歷過3

次婚姻記錄，而每一次婚姻都是以被「承買」的方式構成。16曾氏緞娘的

個人經歷驗證了小民百姓的「婚姻」與人身「買賣」可能相去不遠。楊片立

契的時間點在西元1904年，實際已進入日治初期，然而契約時間卻仍以清

16   楊片在契約中提及的「上手字」透露曾氏緞娘的初婚亦是經由「買賣」所構成。此「上手
字」完整內容如下：

  　　 立賣配甘願字人學甲堡中洲莊（庄）過港第二十番戶黃全先宗親，「承買曾家之女為
親」，而以忽然擣予宗弟，不幸亡故無後，共伊代料理，將曾氏投存費折抵作代理開

費。今因與聽媒人同相引就，賣配蕭壠堡番仔寮莊（庄）第八十番戶楊片出頭承買為

妻，憑媒三面言議著身價七四銀參拾大圓正；其銀即日同中交訖，其曾氏名緞凉（娘）

隨付媒人𤆬𤆬𤆬𤆬過楊片之家中為親，百年同心，傳子及孫，不敢異言滋事。保此係是全先

投存代理開費，與他人等無干；係若不明者，全先自出首抵擋，不干銀主之事。此係

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配甘願字壹紙，付執存炤。

  　　　　　即日同中收過七四龍銀參拾大圓完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八月　日 為媒人　邱芳　

 知見人　吳氏　

 立賣配甘願字人　黃全先

 代書人　楊心生

   此「上手字」詳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7，引號為筆者所加。值得注意者，
曾氏緞娘與楊片的婚姻僅維持短短4月，而楊片轉嫁緞娘所獲身價卻比當初將她從黃全先
之手購入所花錢銀多出38大圓。多出的錢銀或作為新夫對楊片的補償之費，但仍可見曾
氏緞娘在妾市場上的身價，似未因多次易手而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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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籍村落「六家」為例，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足者多達72％以上。

與此相對，六家婦女纏足者，卻不到1％（莊英章，1994: 191）。26明治38

年（1905）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亦顯示，新竹廳的閩籍女性中，纏足者多達

19.55％；相對於此，客籍女性中的纏足者，則僅佔0.22％（臨時臺灣戶口調

查部編，1908: 360）。及至大正四年（1915），新竹廳依然有14.15％的閩籍女

性是纏足者，而客籍女性纏足者則僅有0.06％（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

部編，1918: 393）。從纏足與職業的關係看來，農、林、漁業人口中纏足者比

率較之工、商、自由業者低。此乃因農、林、漁業對勞動力需求甚多之故（臨

時臺灣戶口調查部編，1908: 365–368；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

1918: 397–399）。沒有纏足的拘束使得客家女性勞力所及之範圍相對擴大。

據載客家女性足以與男人匹敵，早晨攜帶鐮刀出外傭作，傍晚背負大擔、小

擔柴火回家，客家女性一點也不輸男人。婦人種植蔬菜，未出嫁的姑娘負責

採茶（謝氏春枝，1990: 226），在尋常的煮食、家務外，舉凡「養豬、養雞、

養鴨、養鵝、挑尿桶到田裡澆菜、種蕃薯、挑水」（賴阿龍，1990: 12）等等，

她們游刃有餘，一手包辦。客家女性能在更大範圍上作為勞動力的來源。

在傳宗接代、多子多孫等考量外，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妻妾成群的現象，

往往被歸因於男性對肉體慾望的需索（畠中市藏，1934: 69）。27然則，將蓄

妾之風化約為色欲所驅，難免忽視背後的社會、文化機制。上層家庭討娶很

多妾，以「三妻四妾」彰顯家族財力，實際上也是一種將經濟資本轉化為階

級符號的手法。日治時期高等法院判官姉齒松平即認為，當時的台灣蓄妾風

習，往往是坐擁鉅資的名望家誇耀、彰顯其階級之所憑藉（姉齒松平，1930: 

26   崁頂、六家分屬竹北鄉的兩個閩、客村落，從戶冊資料計算，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
足者，多達72％以上，1866年以前更高達93.6％。相對的，客籍為主的六家，自1866
年—1925年間若以每5年為一時間區段，婦女纏足比率僅分別在1876–1880年間的0.7％，
以及1886–1890年間的0.6％。其餘時段的纏足比率皆為0（莊英章，1994: 191）。

27   畠中市藏歷任臺中州商工水產課長、總督府巡查、高雄州警部補、警務局屬、高雄州潮州
郡守、臺中州大甲郡守等等，身為日本官僚，其觀察恐或多或少帶有先入為主的意識型

態。有關畠中市藏個人經歷，參見「台灣人物誌（1895–1945）資料庫」：http://libdata.
ascc.sinica.edu.tw:8080/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7%95%A0%E4%B8%AD%E5
%B8%82%E8%97%8F&go.x=47&go.y=9（台灣人物誌，2010a;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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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納妾之前，正妻的生育情況（1906–1945）

樣本數
納妾之前

正妻未生育

納妾之前

正妻已生育

竹北 41 833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613

北埔 381028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711

峨眉 41 932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418

合計1202793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77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當時一些日本觀察者業已意識到納妾其實是勞動力的獲取之道，特別針對

「粵籍」（客籍）為然。25日治時期，多數台灣人以農業生理，農耕佃作成為

主要生業。大正9年（1920），台中、台南、高雄等州，農業人口均佔總人口

70％以上，新竹州的農作從業人口亦達69.3％（堤一馬，1922: 132）。從文

化乃至勞動力獲取的觀點說來，「生齒浩繁」一直是傳統農村家族的特徵。

工商未甚發達、機械作業尚未普及的時代，勞動力便成了農耕家庭最有利也

最需要的資本。截至1929年，新竹州的農畜振興方案中仍可見當地農業經

營法以勞動力密集的「集約」農法為基調（新竹州勢振興調查會分會，1929: 

89–90）。在此前提下，經濟許可的農耕家庭納一妾入戶，當可滿足人丁興旺

的家族理想，藉以增產人丁，為將來儲備勞動力。

另一方面，妾本身之於夫家而言，也是立即可用的勞動力。有別於閩南

女性，客家婦女多不纏足（謝氏春枝，1990: 227）。以竹北鄉閩籍村落「崁頂」

25   此一論斷出自畠中市藏的觀察，但於此同時，畠中市藏亦警覺到為了勞動力而納妾，究竟
有多少真偽，仍值得深究（畠中市藏，193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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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年號紀年，這或意味著日本殖民政權的權力在當時仍未深入民間社會，政

治上的改朝換代對小民百姓的日常作息、婚俗習慣並未產生有意識的影響。

積習已久的納妾風俗、契約書寫的格式、行文論述亦仍沿襲前代風格。

綜觀上引二紙妾契約，亦有若干共同點。兩者在契約論述的譴詞用字、

行文風格上無甚差異。父親賣女為妾的契字上說：「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

親生之長女，並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這與本夫賣妻為妾

契約之所謂「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無干」，二者行文用字、

語氣相仿，目的均在確保立約人對被賣女性的權利是清楚明晰的，該婦女並

非來歷不明或原主拐騙而來，亦無一女兩聘的情況。此所以楊片在妾契約之

後，又附上一通「上手字」，用意即在證明緞娘係楊片所明買，其所有權是

被確保的。是以契約論述緊接著又說「如有此事（別收他人聘禮、拐騙等

等），有章一力出首抵擋，不干買主之事」、「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

擋，不干銀主之事」等語，均暗示交易之後如有異言糾紛，概由立契人出首

承擔，絕不牽連買主。所謂「三面言議」、「二比甘願」、「付執為炤」云云，

均是立契人對買主的「擔保」，其目的在於免除買者的責任，並作為賣方「守

約」的保證。就此而言，媒人、知見人具名簽署，也有類似的擔保意味。日

後若衍生糾紛，不僅賣主有責任，契字中所具名者，也有義務斡旋處理。

契約寫作所以花費篇幅作這種擔保強調，恐怕不僅僅只是契約論述上的

「書寫習慣」，17或亦反證當時社會人身買賣的不穩定性。交易之後又橫生

異言、糾紛不斷、納妾之後果不如預期等等，時有所聞。18儘管無法確知

一旦發生糾紛而引起訴訟，妾契約在審理過程中究竟發揮什麼作用，但至少

可以說，契約「存在」的本身，證明了相關當事人確實是在「不存在」威逼

或其他人為壓迫的情境下，自願簽訂了這一人身買賣協定（寺田浩明，2005: 

17   James Hayes（1990: 38–39）的研究中收入2件19世紀華南地區妾交易契約，其書寫風格
亦與台灣相仿。

18   日治時期流通量最大的「台灣日日新報」中仍有不少與妾相關的社會新聞。納妾而招引家
庭風波、甚至被詐欺者，亦恆有之。如：〈妾不肯入籍•詐欺聘金告訴不成立〉，「台灣日

日新報」，1931.08.16，夕刊04版（不著撰人，1931）；〈娶妾遭騙•人身買賣惡風端在此
輩村漢〉，「台灣日日新報」，1934.12.07，夕刊04版（不著撰人，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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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竹北、北埔、峨眉地區相關人口學統計數據

竹北 北埔 峨眉 合計

總戶數（戶） 2,055 1,182 1,233 4,470

總人數（人） 19,611 11,625 14,216 45,452
性別（%）
　男 46.02 43.64 44.76 44.81
　女 53.98 56.36 55.24 55.19

族群（%）
　閩南 32.76 2.14 1.48 12.13
　客家 44.29 75.77 79.3 66.45
　平埔 0.01 0.03 0.03 0.02
　生蕃 0.03 0.03 0.02 0.03
　其他 22.92 22.04 19.17 21.38

女性婚姻型態（%）
　大婚 56.59 68.01 65.35 63.32
　小婚 31.25 18.08 26.50 25.28
　招贅婚 10.81 12.65 6.92 10.13
　妾婚 1.34 1.26 1.23 1.28

納妾時平均年齡（歲）

　丈夫 36.97 36.52 33.94 35.81
　正妻 33.55 33.19 32.97 33.24
　妾 23.96 25.63 25.13 24.91

妾婚之通婚圈（人）

　同村  3  1  6 —

　不同村 44 38 41 —

　總人數 47 39 47 —

　同鄉 13  2 12 —

　不同鄉 34 37 35 —

　總人數 47 39 47 —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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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竹北、北埔與峨眉地區妻、妾別生育率（1906–1945）

年齡

納妾家庭
一夫一妻家庭

原配（正妻） 妾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竹
北

15–19 14 0.27 11 0.48 1303 0.31
20–24 29 0.23 27 0.36 2690 0.34
25–29 22 0.16 24 0.21 2214 0.30
30–34 16 0.11 22 0.22 1686 0.26
35–39  9 0.07 10 0.14 1115 0.20
40–44  2 0.02  3 0.07  434 0.10
45–49  0 0　  0 0　   34 0.10

總生育率 4.26 總生育率 7.36 總生育率 7.56

北
埔

15–19  8 0.22  2 0.14  658 0.29
20–24 20 0.23 19 0.31 1487 0.32
25–29 17 0.15 11 0.13 1248 0.27
30–34  7 0.06 16 0.15  971 0.24
35–39  4 0.04 10 0.10  628 0.18
40–44  4 0.04  5 0.06  230 0.08
45–49  0 0　  0 0　   12 0.01

總生育率 3.73 總生育率 4.46 總生育率 6.95

峨
眉

15–19 12 0.30  5 0.51  875 0.28
20–24 23 0.24 15 0.31 1987 0.34
25–29 18 0.20 25 0.28 1641 0.31
30–34 12 0.14 31 0.29 1198 0.27
35–39  6 0.06 21 0.19  798 0.21
40–44  5 0.04  8 0.10  335 0.11
45–49  0 0　  1 0.02   23 0.01

總生育率 4.95 總生育率 8.48 總生育率 7.6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說明：生育率＝生育子女數÷人年

24

　　　總生育率：指 15到 49歲之育齡婦女的時期別平均生育子女數。

24  有關人口學上「人年」計算的原理、應用與利弊得失，詳見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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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嬰兒死亡率為旁證，則情況更明朗。如表 3所示，三地在妾婚型態下的

嬰兒死亡率皆屬最低，其中又以竹北、北埔最為明顯。僅憑數據本身固難以

追索妾婚嬰兒死亡率所以最低的原因，但邏輯上說來，無論是契買抑或迎娶

一房妾，男方家庭都得有一定經濟能力，方能許可。據載日治時代妾的身價

仍所費不貲，有能力蓄妾的家庭，多在小康以上（鈴木清一郎，1989: 169；

莊金德，1963: 60）。富人有錢納妾，相對也有能力供養得起孩子，為了得到

子嗣，自然願意給予妾出之子更多照護。但如表 4所見，若觀察竹北等三地

「非妾婚家庭」與「妾婚家庭」所生嬰兒（包括妻與妾所生）在一歲以內的

死亡率，則分別是 0.143及 0.144，實際所差無幾。若進一步以同是「納妾

家庭」作為觀察樣本，則如表 5所見，妾所生之嬰兒死亡率卻多低於妻所生

之嬰兒死亡率。在經濟許可的範圍內，家庭若因正妻無子，基於嗣續或為了

要更多子孫而納一妾，自然願提供資源照護妾出之子。妾所出之嬰兒的存活

表 3：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妾婚

竹北 0.161 0.18　 0.187 0.134
峨眉 0.134 0.134 0.132 0.13　
北埔 0.139 0.177 0.17　 0.123
合計 0.143 0.161 0.164 0.12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 4：非妾婚與妾婚家庭中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非妾婚家庭子女 妾婚家庭子女

死亡個數 死亡率 死亡個數 死亡率

竹北 1255 0.147 26 0.151
北埔  668 0.148 21 0.176
峨嵋  804 0.133 21 0.116
合計 2727 0.143 68 0.14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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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茶、製茶技術堪稱優良，但峨眉的開發卻甚晚。自道光 14年（1834）金

廣福武裝移墾以迄光緒 5年（1879）之間，可謂峨眉鄉從無到有、從變動不

穩到整個客籍漢人聚集而世居不動的階段。21

二、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的人口學資訊

本節將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資料庫為數據來源。所以選擇此三

地，蓋緣於筆者曾長期在此進行田野調查，對於文獻所未及的若干疑點，或

可從實際訪問中，藉助口述資料以為修正或補充，以避免數據計算與程式邏

輯上的盲點。當然，選擇三地而排除其他，不免招致「代表性」的質疑。然

而，本文的目的，並不在追尋足以代表日治台灣納妾風俗的理想型研究，亦

非寄望「從沙中看世界、以水滴見海洋」。22若從竹北等三地為本位，本文

所用的戶冊資訊、數據，就是日治時期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先民的軌

跡，其所反應的就是當地固有的風俗習慣與歷史現象。此處，應先概略速寫

三地資料庫的基本人口學訊息。

表 1即為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資料庫所涵蓋之戶數、總人口數等相

關人口學資訊的精密計算。就資料庫規模而言，三地之中以竹北地區的樣本

數較多，人數將近 2萬之譜。北埔、峨眉分別為 1.2及 1.4萬。男女人數方

面，三地均呈現女多於男的趨勢。須加以說明的是，資料庫大小、人數多

寡、男女人數的差異等等，部分緣於當初戶冊資料收集量之所限，並不能等

同三地的實際情況。再就族群比例而言，三地均以客家族群居為多數。其

中，又以北埔、峨眉最為明顯。

若以女性樣本為主體來呈顯婚姻型態，則其中仍以明媒正娶的大婚居為

21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峨眉相關介紹，亦參考：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78–180。

22   此原是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史家對歷史社區研究的期許（彼得•柏克 [Peter Burke]，1997: 
103）。在史學界，比較主觀的方法也可以窺見研究客體與其所在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大
環境之間的關係。如：微觀史學的興起便是一例。藉著重建個人或事件與他╱它們所在的

特定時空下的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瞭解社會進程中的某些側面（Ginzburg, 
199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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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干，以及交加不明為礙；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擋，不干銀

主之事。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甘

願字一紙，並上手字一紙，共二紙，付執為照。

即日同中收過價身七四銀六拾八大圓定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日 為媒人　楊生

 知見人　謝氏

 立賣甘願字人　楊片

 代書人　楊心生

據載楊片所以將妻子曾氏緞娘賣做他人妾，緣因於夫婦不相和諧，緞娘難容

於家內，楊片萬般無奈，只得轉賣他人。姑不論本夫所言之賣妻緣由是否屬

實，從契約論述看來，曾氏緞娘自初婚到成為楊品之妾的過程中，經歷過3

次婚姻記錄，而每一次婚姻都是以被「承買」的方式構成。16曾氏緞娘的

個人經歷驗證了小民百姓的「婚姻」與人身「買賣」可能相去不遠。楊片立

契的時間點在西元1904年，實際已進入日治初期，然而契約時間卻仍以清

16   楊片在契約中提及的「上手字」透露曾氏緞娘的初婚亦是經由「買賣」所構成。此「上手
字」完整內容如下：

  　　 立賣配甘願字人學甲堡中洲莊（庄）過港第二十番戶黃全先宗親，「承買曾家之女為
親」，而以忽然擣予宗弟，不幸亡故無後，共伊代料理，將曾氏投存費折抵作代理開

費。今因與聽媒人同相引就，賣配蕭壠堡番仔寮莊（庄）第八十番戶楊片出頭承買為

妻，憑媒三面言議著身價七四銀參拾大圓正；其銀即日同中交訖，其曾氏名緞凉（娘）

隨付媒人𤆬𤆬𤆬𤆬過楊片之家中為親，百年同心，傳子及孫，不敢異言滋事。保此係是全先

投存代理開費，與他人等無干；係若不明者，全先自出首抵擋，不干銀主之事。此係

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配甘願字壹紙，付執存炤。

  　　　　　即日同中收過七四龍銀參拾大圓完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八月　日 為媒人　邱芳　

 知見人　吳氏　

 立賣配甘願字人　黃全先

 代書人　楊心生

   此「上手字」詳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7，引號為筆者所加。值得注意者，
曾氏緞娘與楊片的婚姻僅維持短短4月，而楊片轉嫁緞娘所獲身價卻比當初將她從黃全先
之手購入所花錢銀多出38大圓。多出的錢銀或作為新夫對楊片的補償之費，但仍可見曾
氏緞娘在妾市場上的身價，似未因多次易手而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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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籍村落「六家」為例，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足者多達72％以上。

與此相對，六家婦女纏足者，卻不到1％（莊英章，1994: 191）。26明治38

年（1905）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亦顯示，新竹廳的閩籍女性中，纏足者多達

19.55％；相對於此，客籍女性中的纏足者，則僅佔0.22％（臨時臺灣戶口調

查部編，1908: 360）。及至大正四年（1915），新竹廳依然有14.15％的閩籍女

性是纏足者，而客籍女性纏足者則僅有0.06％（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

部編，1918: 393）。從纏足與職業的關係看來，農、林、漁業人口中纏足者比

率較之工、商、自由業者低。此乃因農、林、漁業對勞動力需求甚多之故（臨

時臺灣戶口調查部編，1908: 365–368；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

1918: 397–399）。沒有纏足的拘束使得客家女性勞力所及之範圍相對擴大。

據載客家女性足以與男人匹敵，早晨攜帶鐮刀出外傭作，傍晚背負大擔、小

擔柴火回家，客家女性一點也不輸男人。婦人種植蔬菜，未出嫁的姑娘負責

採茶（謝氏春枝，1990: 226），在尋常的煮食、家務外，舉凡「養豬、養雞、

養鴨、養鵝、挑尿桶到田裡澆菜、種蕃薯、挑水」（賴阿龍，1990: 12）等等，

她們游刃有餘，一手包辦。客家女性能在更大範圍上作為勞動力的來源。

在傳宗接代、多子多孫等考量外，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妻妾成群的現象，

往往被歸因於男性對肉體慾望的需索（畠中市藏，1934: 69）。27然則，將蓄

妾之風化約為色欲所驅，難免忽視背後的社會、文化機制。上層家庭討娶很

多妾，以「三妻四妾」彰顯家族財力，實際上也是一種將經濟資本轉化為階

級符號的手法。日治時期高等法院判官姉齒松平即認為，當時的台灣蓄妾風

習，往往是坐擁鉅資的名望家誇耀、彰顯其階級之所憑藉（姉齒松平，1930: 

26   崁頂、六家分屬竹北鄉的兩個閩、客村落，從戶冊資料計算，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
足者，多達72％以上，1866年以前更高達93.6％。相對的，客籍為主的六家，自1866
年—1925年間若以每5年為一時間區段，婦女纏足比率僅分別在1876–1880年間的0.7％，
以及1886–1890年間的0.6％。其餘時段的纏足比率皆為0（莊英章，1994: 191）。

27   畠中市藏歷任臺中州商工水產課長、總督府巡查、高雄州警部補、警務局屬、高雄州潮州
郡守、臺中州大甲郡守等等，身為日本官僚，其觀察恐或多或少帶有先入為主的意識型

態。有關畠中市藏個人經歷，參見「台灣人物誌（1895–1945）資料庫」：http://libdata.
ascc.sinica.edu.tw:8080/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7%95%A0%E4%B8%AD%E5
%B8%82%E8%97%8F&go.x=47&go.y=9（台灣人物誌，2010a;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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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納妾之前，正妻的生育情況（1906–1945）

樣本數
納妾之前

正妻未生育

納妾之前

正妻已生育

竹北 41 833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613

北埔 381028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711

峨眉 41 932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418

合計1202793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77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當時一些日本觀察者業已意識到納妾其實是勞動力的獲取之道，特別針對

「粵籍」（客籍）為然。25日治時期，多數台灣人以農業生理，農耕佃作成為

主要生業。大正9年（1920），台中、台南、高雄等州，農業人口均佔總人口

70％以上，新竹州的農作從業人口亦達69.3％（堤一馬，1922: 132）。從文

化乃至勞動力獲取的觀點說來，「生齒浩繁」一直是傳統農村家族的特徵。

工商未甚發達、機械作業尚未普及的時代，勞動力便成了農耕家庭最有利也

最需要的資本。截至1929年，新竹州的農畜振興方案中仍可見當地農業經

營法以勞動力密集的「集約」農法為基調（新竹州勢振興調查會分會，1929: 

89–90）。在此前提下，經濟許可的農耕家庭納一妾入戶，當可滿足人丁興旺

的家族理想，藉以增產人丁，為將來儲備勞動力。

另一方面，妾本身之於夫家而言，也是立即可用的勞動力。有別於閩南

女性，客家婦女多不纏足（謝氏春枝，1990: 227）。以竹北鄉閩籍村落「崁頂」

25   此一論斷出自畠中市藏的觀察，但於此同時，畠中市藏亦警覺到為了勞動力而納妾，究竟
有多少真偽，仍值得深究（畠中市藏，193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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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年號紀年，這或意味著日本殖民政權的權力在當時仍未深入民間社會，政

治上的改朝換代對小民百姓的日常作息、婚俗習慣並未產生有意識的影響。

積習已久的納妾風俗、契約書寫的格式、行文論述亦仍沿襲前代風格。

綜觀上引二紙妾契約，亦有若干共同點。兩者在契約論述的譴詞用字、

行文風格上無甚差異。父親賣女為妾的契字上說：「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

親生之長女，並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這與本夫賣妻為妾

契約之所謂「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無干」，二者行文用字、

語氣相仿，目的均在確保立約人對被賣女性的權利是清楚明晰的，該婦女並

非來歷不明或原主拐騙而來，亦無一女兩聘的情況。此所以楊片在妾契約之

後，又附上一通「上手字」，用意即在證明緞娘係楊片所明買，其所有權是

被確保的。是以契約論述緊接著又說「如有此事（別收他人聘禮、拐騙等

等），有章一力出首抵擋，不干買主之事」、「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

擋，不干銀主之事」等語，均暗示交易之後如有異言糾紛，概由立契人出首

承擔，絕不牽連買主。所謂「三面言議」、「二比甘願」、「付執為炤」云云，

均是立契人對買主的「擔保」，其目的在於免除買者的責任，並作為賣方「守

約」的保證。就此而言，媒人、知見人具名簽署，也有類似的擔保意味。日

後若衍生糾紛，不僅賣主有責任，契字中所具名者，也有義務斡旋處理。

契約寫作所以花費篇幅作這種擔保強調，恐怕不僅僅只是契約論述上的

「書寫習慣」，17或亦反證當時社會人身買賣的不穩定性。交易之後又橫生

異言、糾紛不斷、納妾之後果不如預期等等，時有所聞。18儘管無法確知

一旦發生糾紛而引起訴訟，妾契約在審理過程中究竟發揮什麼作用，但至少

可以說，契約「存在」的本身，證明了相關當事人確實是在「不存在」威逼

或其他人為壓迫的情境下，自願簽訂了這一人身買賣協定（寺田浩明，2005: 

17   James Hayes（1990: 38–39）的研究中收入2件19世紀華南地區妾交易契約，其書寫風格
亦與台灣相仿。

18   日治時期流通量最大的「台灣日日新報」中仍有不少與妾相關的社會新聞。納妾而招引家
庭風波、甚至被詐欺者，亦恆有之。如：〈妾不肯入籍•詐欺聘金告訴不成立〉，「台灣日

日新報」，1931.08.16，夕刊04版（不著撰人，1931）；〈娶妾遭騙•人身買賣惡風端在此
輩村漢〉，「台灣日日新報」，1934.12.07，夕刊04版（不著撰人，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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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以為小妾」二語，將「字」與「出賣」混用，意味此樁協定即便是

一種「婚約」，亦難與「出賣」涇渭分明。從行文脈絡看來，父親將王蓮「字」

人為妾緣因於「家中貧苦，日食難度」，又有「身價」云云等字眼，此明係

一樁「嫁賣」交易。對清帝國晚期的窮人家庭而言，婚姻與買賣之間的界線

恐怕極微。13正規婚姻之外的婚姻形式，如：賣女兒與人為婚、寡婦再醮、

買休賣休14……等等，或多或少都帶有金錢交易色彩，以作為提升或改善生

活的手段（Sommer, 2005: 48）。以此處為例，王蓮乍看之下似是被物化的犧

牲者，然則賣做人妾，不僅改善家中經濟，對於被交易的女性而言，可能也

是一種「機會」。畢竟在女性缺乏獨立自存的時空中，婚姻（無論正規婚姻

抑或嫁賣）還是她賴以改變自身命運最直接的憑藉（Gates, 1996: 132）。

另一樁納妾交易來自1904年（明治37年），台南廳蕭壠堡人氏楊片，將

他的妻子曾氏緞娘賣給同堡的楊品為妾，身為本夫的楊片在契字15中說道：

立賣甘願字人蕭壠堡番仔寮莊（庄）楊片，自置明買過學甲堡中洲

莊（庄）過港黃全先之弟婦承來為親，入內不受，難親不恁，片一

切無奈，將於事情無奈，憑媒引就，願曾氏名緞娘一人賣與本堡北

頭莊（庄）楊品出首承買，三面言議著身價銀六拾八大圓正；其銀

即日同中交訖，其人緞娘隨付銀主娶過，前去掌管為妾，不敢阻

擋，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

13   在貨幣經濟高度發展的清代社會中，「婚姻」與「買賣」之間可能難有一清楚的劃分界線
（Gates, 1996: 128–147）。學者從1931年廣州番禺一份名之為「送帖」的契約推測，人們
可能在女孩幼年時領養她，俟其長成再以「贈送」為名，與人為妾，藉此賺取高額的「養

育費」。因該「送帖」外觀全以紅色及吉祥圖案為飾，可見雖名之為「送」，卻也被視為婚

姻喜事（Hayes, 1990: 42）。
14   「買休賣休」是明、清律的用語，「休」字意味與本夫終止原來的婚姻關係，特指丈夫將髮
妻嫁賣給別的男人為妻、妾，或後夫用錢買娶以使本夫休離其妻的情況（黃宗智，2003: 
148）。清律「賣休（人）」似專指「本夫」而言。沈之奇以為清律不言「買休、賣休子孫
婦妾」，蓋因「略賣律」內已有略賣子孫婦妾之文，若審有略賣之情者，當問以略賣之罪。

若是婦妾情願被賣，則又屬「和賣」。賣人者「既非本夫，則不得言賣休矣。」（〔清〕沈之

奇撰，1998: 918–919）。
15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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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買主與立契人所進行的交易、從本夫或父親之手買進其妻、女以為妾，

在當時社會的人情事理上是站得住腳而毫無疑義的。

以上藉由風俗調查報告以及當事人所起草的妾婚契字，試圖還原清末以

來的歷史脈絡。納妾雖屬婚姻締結的途徑之一，實際還與傳宗接代、賣人交

易存在難以清楚切割的關係。下文則以日本殖民政府的戶籍登錄冊為樣本，

檢視生育、傳宗接代之外，日治台灣新竹地區的妾婚現象還有哪些值得深入

瞭解或進一步究明之處。

參、戶籍資料庫所載的納妾資訊： 
以竹北、北埔、峨眉等鄉鎮為例

一、資料庫背景說明

本文引用的「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乃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所建置（1989–至今），其原始資

料則源於日本殖民政府所實施的戶政制度。日本領台之初即相繼於明治29

年（1896）及36年（1903）頒佈戶口調查相關規定，目的是為貫徹全島戶口

調查，以達維持治安之效（洪汝茂總編輯，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職是

之故，當時的戶籍登錄乃是作為一種警察行政資料。19在登錄上，則以本

島人的主要住所為本居，無論其人是否現住，其家屬全部登記在冊。非家屬

而同居者，則另用一紙謄錄，附於該戶戶口調查簿之後。戶籍調查資料不僅

用以掌握人口動向，更是個人身分證明之所本。蓋因戶籍登記冊明列「事由

欄」，當中詳載個人身分、因婚姻或收養所致的身分變更、個人素行記錄（犯

罪紀錄、纏足、吸食鴉片與否）、遷徙住址、發生日期等等（洪汝茂總編輯，

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14, 37；Wolf and Huang, 1980: 16–33）。諸如此類個

人生命史的種種資訊，無論就量化抑或質性研究，均有可觀的史料價值。

新竹地區戶籍資料庫包括現今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戶籍登錄冊。

19   台灣日治時期警察所轄職務範圍，詳見：鷲巢敦哉著，《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台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藏資料，1938）。尤其頁222–231，有關戶口調查的系統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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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妾婚前、後，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正妻（妾婚前）正妻（妾婚後）妾

死亡

個數
總數％

死亡

個數
總數％

死亡

個數
總數％

　竹北15 800.1881110.091 9 920.098
　北埔 5 420.1192170.118 8 630.127
　峨眉 4 510.0783250.120 81040.077
三地合計241730.1396530.113252590.09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進程、醫療衛生與現代化生活水平的提升等等，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般人可能會先入為主地認為納妾之習所以歷久不衰，緣於對男嗣的迫

切渴求，或是出於色欲所驅。長久以來，人們詬病傳統社會一男多女的婚姻

組合、將女性視作生產機器而加以工具化，妾婚之舉從而難逃「歧視」或「物

化」女性的責難。然而，投射過多今人對性別政治的敏感，也可能會模糊焦

點而遺漏更多值得深究的課題。

不可否認，在煙火接續的前提下，傳統農村社會對子嗣的期望優先於婚

姻。但子嗣獲取只是其一，納一妾入戶可能不僅只為了「傳宗接代」。表7

即從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資料庫中，擷取「一夫一妻一妾」（即：不包

含納2個以上之妾者）的案例共120件。其中，夫納妾以前正妻未生育者，

僅27例，占22.5％（27÷120=0.225）。其餘93例均是正妻早已育有子女，

而丈夫仍舊納妾的案件。其中有77例，占所有納妾者的64.17％（77÷120≒ 

0.6417），在丈夫納妾之際正妻至少已生育一個以上的男孩。更細緻地說來，

正妻已育兩個男孩以上者，甚至還高達35％（42÷120=0.35）。故此，就正

妻已有一子甚至二子以上的妾婚男性而言，他們基於對男嗣的迫切渴求而納

妾的可能性，便相對降低。嗣續綿延可能對人們決定納妾與否有積極促進作

用，但卻未必是唯一的動機。一個男人所以納妾，亦不僅只出於「傳宗接代」

的考量。

與傳宗接代殊途同歸者，還包括「人丁興旺」、「多子多孫」的家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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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8此外，納妾的男性一般在此前都有過婚姻紀錄（即與正妻╱原配的

婚姻）。若進一步細究這些納妾男性與其正妻的婚姻型態，則仍可見清楚的

趨勢。

表8與表9即是從竹北、峨眉、北埔3資料庫中蒐集129件納妾婚姻，

並從中觀察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及比率。總計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之

婚姻係大婚者有55件（25+11+19=55），小婚者65件（15+28+22=65）。男

性與原配係大婚而日後又納妾者，比率是0.010；若與原配婚姻是小婚而日

後又納妾者，則比率增為0.031，後者約為前者的3倍。29易言之，納妾男

性與正妻的婚姻以小婚型態居多，大婚次之。文獻所指，納妾的主要目的在

傳宗接代。從納妾的儀式到稱呼等種種跡象反證「妾」的存在殆為「無後」

所趨，生子延嗣畢竟是父系社會的道德使命。然而，竹北、北埔、峨眉等三

地數據卻顯示男性在正妻已育有男嗣的情況下仍然納妾者，亦為數不少。30

而且竹北等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又以「小婚」型態為多，則「小婚」

與「納妾」慣習之間有無特別關係，便值得深究。

美國人類學者Arthur P. Wolf以研究台灣社會的小婚習俗而馳名，在他所

擷取的20,000件婚姻型態的重建結果中，1890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女性若是

幼年被收養而日後與養家兄、弟成婚的所謂「媳婦仔婚」（小婚），則其生育

率比起其他大婚女性低40％，而離婚的機會比起大婚的女性高出3倍（Wolf, 

2005: 77）。Wolf據此重新論證並解釋1895年Edward Westermarck所提出的

論點：自幼生活在一起的男女，明顯缺乏性愛的情慾吸引，因而難以完成傳

宗接代的目的。身為媳婦仔的妻子，與丈夫因從小玩在一起，同睡一張床、

同在一個家戶中哺育、成長，從而產生性的嫌惡或抑制（sexually inhibiting 

effects）。對於娶有媳婦仔的小婚男性而言，性抑制的作用亦然（Wolf, 2005:

28   20世紀初，英國人對傳統中國的納妾風俗，亦有類似見解。詳見：〈支那親族法上に於け
る妾の地位〉，《台法月報》，明治40年12月10日（1907.12.10），57（不著撰人，1907a）。

29   男性與原配婚姻係大婚而日後又納一妾的比率：55/（2205+1367+1682）=0.010468。若男性
與原配婚姻係小婚而日後又納妾者，其比率為：65/（926+446+711）=0.031204。

30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77例已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36
例，小婚者40例，招贅婚者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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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閩籍為主的「貓而錠庄」（崇義村、尚義

村、大義村），客籍為主的東海窟庄（東海村）、隘口庄（隘口村）、芒頭埔庄

（中興村）、六家庄（東平村）等等。就地理位置而言，竹北位於新竹縣中部，

早期有平埔族人在此耕種、捕鹿，清雍正、乾隆年間，漢人相繼移墾。日治

初期以鳳山溪為界，南屬新竹辦務署竹北一堡，北屬新埔辦務署竹北二堡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74, 75）。據當地鄉民所稱，自日治初期伊始該

鄉即劃分為六家、竹北、鳳崗及豐田，約當今日的崇義、尚義、大義、大眉

等四村落。前三村地理範圍約為日治時代新竹廳「貓兒錠庄」所轄，亦相當

於新竹州時代的大字名「貓兒錠」，係屬閩南村落。六家則為一客家村落，

地勢平坦，居民多以務農為業，稻米是主要作物（莊英章，1994: 17–19）。

與竹北相仿，北埔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依然以村落為單位，範圍涵蓋小

分林庄小分林、二寮（大林村）、北埔庄埔尾（南興村）、北埔等客家村落。

北埔為一盆地，位居新竹縣中央部南側，即清代竹塹城東南邊境。日治時期

當地原稱北埔庄，包括：北埔、水磜子、大湖、大坪、南坑、南埔、小分林

等七大字。直迄清道光年間，北埔一帶尚為社番盤據。道光 14年（1834），

為防番保民起見，諭令閩、粵籍墾戶合股金廣福墾號，陸續將今日北埔鄉、

峨眉鄉、寶山鄉等地，納入墾殖範圍（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68, 169–

170）。北埔在日治時代已逐漸成為純客家族群居住地，1930年實際住民即

以粵籍為主，閩籍及原住民人數合計未超過百人。足見北埔雖係閩粵合墾之

地，但因閩人多屬不在地地主，極少定居該地，故仍屬客家聚落（范明煥總

編纂，2005: 86）。

峨眉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十二寮庄（復興村）、月眉庄（峨眉村）、

赤柯坪庄（赤坪村）、石井庄（石井村）、中興庄（中盛村）等客籍為主之村

落。峨眉鄉原稱月眉，位於新竹縣之南，因峨眉溪曲流凸岸之半月形沖積河

階而得名。20大正九年（1920），總督府施行地方官制改正，將月眉改為峨

眉，一直沿用至今。峨眉地勢遍鄉皆山，風土適植茶樹。儘管茶葉品種佳，

20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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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妾婚家庭中，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妾婚家庭中妻之子女 妾婚家庭中妾之子女

死亡個數 死亡率 死亡個數 死亡率

竹北 17 0.190  9 0.108
北埔  7 0.104 14 0.123
峨嵋 12 0.199  9 0.152
合計 36 0.166 32 0.125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率高，便可以理解。就妾本身而言，生育既是她在夫家地位之所繫，她理所

當然傾注全力養護她的孩子，種種因素都可能導致妾婚情況下的嬰兒死亡率

偏低。

此外，針對「妾之子女死亡率低於妻之子女」，還有另一值得思考的方

向，即家庭內部世代間的社會流動，以及社會進程中經濟、醫療衛生水平的

改善。設若納妾之舉多發生在家庭經濟提高之後，且如表 1所指，妻、妾之

間年齡差將近 10歲。那麼 10年之間的家庭經濟、社會內部的醫療衛生水平

等等，可能已有明顯進步。妾之子女出生晚，其成長得利於家庭經濟、醫療

衛生技術的提升。易言之，庶出之子可能享受到更多殖民現代化的利益，因

而存活率更高。如表 6所指，若將時間點設定在妾婚「之後」（亦即：控制 

妻、妾子女所擁有的經濟資源、醫療營養水準），觀察三地妻、妾子女在一

歲以內的死亡率，則仍以妻之子女的死亡率略高。但正妻在妾婚之後，亦即

家庭經濟提升、醫療衛生資源改善之後，其嬰兒死亡率確實較妾婚之前降低

2.6個百分比，與妾之子女死亡率之間的差距也相對拉近。此一數據統計結

果，稍可支持社會進程、家庭經濟提升云云的假設。誠然，這一推論思考目

前只能聊備一說，尚待更多史料及精密數據來佐證。妻、妾年齡既相差約 10

歲，則雙方嬰兒死亡率的差異當不僅緣於外在社會、經濟的轉變使然，還與

母體健康差異有關。由於此點涉及早期生活情況對女性健康、生育率、嬰兒

死亡率的影響（Bengtsson and Broström, 2009; Campbell and Lee, 2009），仍

待日後專文深究。但無可否認，妻、妾之子女夭折率的降低，與彼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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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身為妾的女性本身的影響。

納妾作為男子「無後」的救濟之道，似乎是毫無疑義的。遠如傳統中國

的家訓族規、女教書籍，近如日治台灣文獻，皆有所聞。從台灣粵籍（客家

人）的納妾儀式，更可見一斑。據載粵籍家庭在妾入門之際，妾應跪正妻面

前，由妻為之插「花管」。「花管」是一種銀製頭飾，「管」有「監督、管理」，

以及「壓制」之意。儀式結束後，正妻隨即以嚴苛冷冽的歌謠式罵語，厲聲

斥喝：「不生孩子就降為婢女」，「你是妾，休想吃好的、穿好的」等刻薄話

語，妾則肅然聆聽，待正妻允許，方可起身。剛進門的妾身分卑微，不能與

家人同桌共食，家人僅稱呼她為「姐」。直迄生育孩子，才改稱為「二奶」，

家庭地位稍有提升（香收順一，1990: 29）。

當時人既以納妾作為傳宗接代的補充之道，則不論是為生子延嗣抑或多

子多孫的家族理想，妾的生育率確實明顯高於正妻。表 2分別計算竹北、北

埔、峨眉等地，妻、妾在各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在納妾家庭中，竹北、峨眉

兩地身為妾的女性在各個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始終高於正妻。若以總生育率而

言，竹北、峨眉兩地妾之總生育率均約為正妻的 1.7倍。北埔地區雖不若竹

北、峨眉有規則性趨勢，但就總生育率看來，妾之生育率依然高過正妻。

若比較表 2中「納妾」家庭與「一夫一妻」家庭的正妻，則納妾家庭的

正妻總生育率很明顯低於一夫一妻家庭的總生育率。男人若基於正妻不育或

少育而想納一妾入戶，冀其生育以補不足，那麼，妾婚家庭中正妻的生育數

明顯少於妾，似乎是邏輯之必然。總體而言，妾之生育率普遍高過正妻，或

許正反應人們對妾的期許，集中在子嗣獲取一事上。既然已知正妻不育或少

育，則納一妾入戶，目的就是要生育。除了納妾的當事人之外，其家庭中的

長輩可能也將生育、多子多孫的理想寄望在妾身上。就妾本身言之，傳統養

兒防老心態也可能發揮作用。妾在夫家既屬邊緣成員，生養孩子有助於穩固

其處境，年老亦有親生子嗣可以依靠。如果生、養子嗣是妾改變她在夫家地

位最直接的憑藉，則她對生育自然有更多企圖心與積極性。那末，妾的生育

率高于正妻，便不足為奇。

其次，妾雖具有較高的生育率，但妾所出之子女是否與嫡出之子女具有

相同的生存機會？對此，若再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中各種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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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但小婚、招婚23仍有一定比率。相形之下，妾婚在三地均屬少數。進

一步觀察竹北等三地男性納妾時，丈夫、原配（正妻），以及所納之妾的平

均年齡。竹北、北埔兩地納妾男性與妾的年紀差，均在 10歲以上，峨眉地

區夫、妾年齡差也在 8歲以上。此外，三地資料庫均顯示，正妻與妾的年紀

差至少在 7歲以上，竹北更高達 9.59歲。此或說明納妾所重者多在年輕，

目的不僅在「色」，亦可能為了生子考量，年紀較輕的女性其生育力應更強

盛。最後，仍是以女性為樣本，計算三地妾婚的通婚範圍。三地均以跨越鄉

鎮或村莊的妾婚居為多數，其比例是：（34+37+35）÷（47+39+47）≒0.7969 

=79.69％。

下文將以竹北、北埔、峨眉三地資料庫數據為主體，並佐以其他文獻資

料，針對妾婚這一雖屬少數卻仍值得深究的婚姻模式，做更細緻的討論。應

當說明的是，本文並不特別就族群因素作申論。日治時期竹北等三地的妾婚

仍以同一族群間的通婚為主流。北埔、峨眉基本上是客籍為主的鄉鎮。竹北

的閩籍住民相對於北埔、峨眉雖較多，但在全部 133例妾婚樣本中，竹北地

區屬於閩籍的妾婚樣本僅 10餘例，北埔、峨眉的閩籍妾婚樣本更少，皆在

3例以下。莊英章與 Arthur P. Wolf以日治時期北台灣的海山及竹北戶冊為樣

本，討論閩客族群的不同，是否對婚姻行為產生影響。結果發現婚姻型態的

選擇、家庭決策、初婚年齡、生育率、兒童死亡率等等，並不因閩、客「族

群」的不相同，而有明顯差別（莊英章、武雅士，1994；Chuang and Wolf, 

1995: 788）。基於上述種種，本文暫不考慮「族群」因素對妾婚行為的影響。

三、納妾與生育

如諸多史料所提示，妾婚與生育子嗣密切攸關。在此之外，「納妾」之

舉也是上層社會的階級象徵，不僅為獲取勞動力，也為彰顯家族的顯赫與財

富。下文將擇取客家族群為主的竹北、北埔、峨眉等資料庫中的戶籍登錄數

據，與上述妾婚動機互為印證。其次，也力圖從數據中觀測妾婚的結果，及

23   包括：以親女、養女為生家或養家招進一婿的「招婿」，以及以寡媳為前夫家招進後夫的
「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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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以為小妾」二語，將「字」與「出賣」混用，意味此樁協定即便是

一種「婚約」，亦難與「出賣」涇渭分明。從行文脈絡看來，父親將王蓮「字」

人為妾緣因於「家中貧苦，日食難度」，又有「身價」云云等字眼，此明係

一樁「嫁賣」交易。對清帝國晚期的窮人家庭而言，婚姻與買賣之間的界線

恐怕極微。13正規婚姻之外的婚姻形式，如：賣女兒與人為婚、寡婦再醮、

買休賣休14……等等，或多或少都帶有金錢交易色彩，以作為提升或改善生

活的手段（Sommer, 2005: 48）。以此處為例，王蓮乍看之下似是被物化的犧

牲者，然則賣做人妾，不僅改善家中經濟，對於被交易的女性而言，可能也

是一種「機會」。畢竟在女性缺乏獨立自存的時空中，婚姻（無論正規婚姻

抑或嫁賣）還是她賴以改變自身命運最直接的憑藉（Gates, 1996: 132）。

另一樁納妾交易來自1904年（明治37年），台南廳蕭壠堡人氏楊片，將

他的妻子曾氏緞娘賣給同堡的楊品為妾，身為本夫的楊片在契字15中說道：

立賣甘願字人蕭壠堡番仔寮莊（庄）楊片，自置明買過學甲堡中洲

莊（庄）過港黃全先之弟婦承來為親，入內不受，難親不恁，片一

切無奈，將於事情無奈，憑媒引就，願曾氏名緞娘一人賣與本堡北

頭莊（庄）楊品出首承買，三面言議著身價銀六拾八大圓正；其銀

即日同中交訖，其人緞娘隨付銀主娶過，前去掌管為妾，不敢阻

擋，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

13   在貨幣經濟高度發展的清代社會中，「婚姻」與「買賣」之間可能難有一清楚的劃分界線
（Gates, 1996: 128–147）。學者從1931年廣州番禺一份名之為「送帖」的契約推測，人們
可能在女孩幼年時領養她，俟其長成再以「贈送」為名，與人為妾，藉此賺取高額的「養

育費」。因該「送帖」外觀全以紅色及吉祥圖案為飾，可見雖名之為「送」，卻也被視為婚

姻喜事（Hayes, 1990: 42）。
14   「買休賣休」是明、清律的用語，「休」字意味與本夫終止原來的婚姻關係，特指丈夫將髮
妻嫁賣給別的男人為妻、妾，或後夫用錢買娶以使本夫休離其妻的情況（黃宗智，2003: 
148）。清律「賣休（人）」似專指「本夫」而言。沈之奇以為清律不言「買休、賣休子孫
婦妾」，蓋因「略賣律」內已有略賣子孫婦妾之文，若審有略賣之情者，當問以略賣之罪。

若是婦妾情願被賣，則又屬「和賣」。賣人者「既非本夫，則不得言賣休矣。」（〔清〕沈之

奇撰，1998: 918–919）。
15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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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買主與立契人所進行的交易、從本夫或父親之手買進其妻、女以為妾，

在當時社會的人情事理上是站得住腳而毫無疑義的。

以上藉由風俗調查報告以及當事人所起草的妾婚契字，試圖還原清末以

來的歷史脈絡。納妾雖屬婚姻締結的途徑之一，實際還與傳宗接代、賣人交

易存在難以清楚切割的關係。下文則以日本殖民政府的戶籍登錄冊為樣本，

檢視生育、傳宗接代之外，日治台灣新竹地區的妾婚現象還有哪些值得深入

瞭解或進一步究明之處。

參、戶籍資料庫所載的納妾資訊： 
以竹北、北埔、峨眉等鄉鎮為例

一、資料庫背景說明

本文引用的「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乃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所建置（1989–至今），其原始資

料則源於日本殖民政府所實施的戶政制度。日本領台之初即相繼於明治29

年（1896）及36年（1903）頒佈戶口調查相關規定，目的是為貫徹全島戶口

調查，以達維持治安之效（洪汝茂總編輯，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職是

之故，當時的戶籍登錄乃是作為一種警察行政資料。19在登錄上，則以本

島人的主要住所為本居，無論其人是否現住，其家屬全部登記在冊。非家屬

而同居者，則另用一紙謄錄，附於該戶戶口調查簿之後。戶籍調查資料不僅

用以掌握人口動向，更是個人身分證明之所本。蓋因戶籍登記冊明列「事由

欄」，當中詳載個人身分、因婚姻或收養所致的身分變更、個人素行記錄（犯

罪紀錄、纏足、吸食鴉片與否）、遷徙住址、發生日期等等（洪汝茂總編輯，

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14, 37；Wolf and Huang, 1980: 16–33）。諸如此類個

人生命史的種種資訊，無論就量化抑或質性研究，均有可觀的史料價值。

新竹地區戶籍資料庫包括現今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戶籍登錄冊。

19   台灣日治時期警察所轄職務範圍，詳見：鷲巢敦哉著，《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台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藏資料，1938）。尤其頁222–231，有關戶口調查的系統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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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妾婚前、後，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正妻（妾婚前）正妻（妾婚後）妾

死亡

個數
總數％

死亡

個數
總數％

死亡

個數
總數％

　竹北15 800.1881110.091 9 920.098
　北埔 5 420.1192170.118 8 630.127
　峨眉 4 510.0783250.120 81040.077
三地合計241730.1396530.113252590.09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進程、醫療衛生與現代化生活水平的提升等等，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般人可能會先入為主地認為納妾之習所以歷久不衰，緣於對男嗣的迫

切渴求，或是出於色欲所驅。長久以來，人們詬病傳統社會一男多女的婚姻

組合、將女性視作生產機器而加以工具化，妾婚之舉從而難逃「歧視」或「物

化」女性的責難。然而，投射過多今人對性別政治的敏感，也可能會模糊焦

點而遺漏更多值得深究的課題。

不可否認，在煙火接續的前提下，傳統農村社會對子嗣的期望優先於婚

姻。但子嗣獲取只是其一，納一妾入戶可能不僅只為了「傳宗接代」。表7

即從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資料庫中，擷取「一夫一妻一妾」（即：不包

含納2個以上之妾者）的案例共120件。其中，夫納妾以前正妻未生育者，

僅27例，占22.5％（27÷120=0.225）。其餘93例均是正妻早已育有子女，

而丈夫仍舊納妾的案件。其中有77例，占所有納妾者的64.17％（77÷120≒ 

0.6417），在丈夫納妾之際正妻至少已生育一個以上的男孩。更細緻地說來，

正妻已育兩個男孩以上者，甚至還高達35％（42÷120=0.35）。故此，就正

妻已有一子甚至二子以上的妾婚男性而言，他們基於對男嗣的迫切渴求而納

妾的可能性，便相對降低。嗣續綿延可能對人們決定納妾與否有積極促進作

用，但卻未必是唯一的動機。一個男人所以納妾，亦不僅只出於「傳宗接代」

的考量。

與傳宗接代殊途同歸者，還包括「人丁興旺」、「多子多孫」的家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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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8此外，納妾的男性一般在此前都有過婚姻紀錄（即與正妻╱原配的

婚姻）。若進一步細究這些納妾男性與其正妻的婚姻型態，則仍可見清楚的

趨勢。

表8與表9即是從竹北、峨眉、北埔3資料庫中蒐集129件納妾婚姻，

並從中觀察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及比率。總計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之

婚姻係大婚者有55件（25+11+19=55），小婚者65件（15+28+22=65）。男

性與原配係大婚而日後又納妾者，比率是0.010；若與原配婚姻是小婚而日

後又納妾者，則比率增為0.031，後者約為前者的3倍。29易言之，納妾男

性與正妻的婚姻以小婚型態居多，大婚次之。文獻所指，納妾的主要目的在

傳宗接代。從納妾的儀式到稱呼等種種跡象反證「妾」的存在殆為「無後」

所趨，生子延嗣畢竟是父系社會的道德使命。然而，竹北、北埔、峨眉等三

地數據卻顯示男性在正妻已育有男嗣的情況下仍然納妾者，亦為數不少。30

而且竹北等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又以「小婚」型態為多，則「小婚」

與「納妾」慣習之間有無特別關係，便值得深究。

美國人類學者Arthur P. Wolf以研究台灣社會的小婚習俗而馳名，在他所

擷取的20,000件婚姻型態的重建結果中，1890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女性若是

幼年被收養而日後與養家兄、弟成婚的所謂「媳婦仔婚」（小婚），則其生育

率比起其他大婚女性低40％，而離婚的機會比起大婚的女性高出3倍（Wolf, 

2005: 77）。Wolf據此重新論證並解釋1895年Edward Westermarck所提出的

論點：自幼生活在一起的男女，明顯缺乏性愛的情慾吸引，因而難以完成傳

宗接代的目的。身為媳婦仔的妻子，與丈夫因從小玩在一起，同睡一張床、

同在一個家戶中哺育、成長，從而產生性的嫌惡或抑制（sexually inhibiting 

effects）。對於娶有媳婦仔的小婚男性而言，性抑制的作用亦然（Wolf, 2005:

28   20世紀初，英國人對傳統中國的納妾風俗，亦有類似見解。詳見：〈支那親族法上に於け
る妾の地位〉，《台法月報》，明治40年12月10日（1907.12.10），57（不著撰人，1907a）。

29   男性與原配婚姻係大婚而日後又納一妾的比率：55/（2205+1367+1682）=0.010468。若男性
與原配婚姻係小婚而日後又納妾者，其比率為：65/（926+446+711）=0.031204。

30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77例已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36
例，小婚者40例，招贅婚者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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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閩籍為主的「貓而錠庄」（崇義村、尚義

村、大義村），客籍為主的東海窟庄（東海村）、隘口庄（隘口村）、芒頭埔庄

（中興村）、六家庄（東平村）等等。就地理位置而言，竹北位於新竹縣中部，

早期有平埔族人在此耕種、捕鹿，清雍正、乾隆年間，漢人相繼移墾。日治

初期以鳳山溪為界，南屬新竹辦務署竹北一堡，北屬新埔辦務署竹北二堡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74, 75）。據當地鄉民所稱，自日治初期伊始該

鄉即劃分為六家、竹北、鳳崗及豐田，約當今日的崇義、尚義、大義、大眉

等四村落。前三村地理範圍約為日治時代新竹廳「貓兒錠庄」所轄，亦相當

於新竹州時代的大字名「貓兒錠」，係屬閩南村落。六家則為一客家村落，

地勢平坦，居民多以務農為業，稻米是主要作物（莊英章，1994: 17–19）。

與竹北相仿，北埔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依然以村落為單位，範圍涵蓋小

分林庄小分林、二寮（大林村）、北埔庄埔尾（南興村）、北埔等客家村落。

北埔為一盆地，位居新竹縣中央部南側，即清代竹塹城東南邊境。日治時期

當地原稱北埔庄，包括：北埔、水磜子、大湖、大坪、南坑、南埔、小分林

等七大字。直迄清道光年間，北埔一帶尚為社番盤據。道光 14年（1834），

為防番保民起見，諭令閩、粵籍墾戶合股金廣福墾號，陸續將今日北埔鄉、

峨眉鄉、寶山鄉等地，納入墾殖範圍（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68, 169–

170）。北埔在日治時代已逐漸成為純客家族群居住地，1930年實際住民即

以粵籍為主，閩籍及原住民人數合計未超過百人。足見北埔雖係閩粵合墾之

地，但因閩人多屬不在地地主，極少定居該地，故仍屬客家聚落（范明煥總

編纂，2005: 86）。

峨眉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十二寮庄（復興村）、月眉庄（峨眉村）、

赤柯坪庄（赤坪村）、石井庄（石井村）、中興庄（中盛村）等客籍為主之村

落。峨眉鄉原稱月眉，位於新竹縣之南，因峨眉溪曲流凸岸之半月形沖積河

階而得名。20大正九年（1920），總督府施行地方官制改正，將月眉改為峨

眉，一直沿用至今。峨眉地勢遍鄉皆山，風土適植茶樹。儘管茶葉品種佳，

20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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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妾婚家庭中，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妾婚家庭中妻之子女 妾婚家庭中妾之子女

死亡個數 死亡率 死亡個數 死亡率

竹北 17 0.190  9 0.108
北埔  7 0.104 14 0.123
峨嵋 12 0.199  9 0.152
合計 36 0.166 32 0.125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率高，便可以理解。就妾本身而言，生育既是她在夫家地位之所繫，她理所

當然傾注全力養護她的孩子，種種因素都可能導致妾婚情況下的嬰兒死亡率

偏低。

此外，針對「妾之子女死亡率低於妻之子女」，還有另一值得思考的方

向，即家庭內部世代間的社會流動，以及社會進程中經濟、醫療衛生水平的

改善。設若納妾之舉多發生在家庭經濟提高之後，且如表 1所指，妻、妾之

間年齡差將近 10歲。那麼 10年之間的家庭經濟、社會內部的醫療衛生水平

等等，可能已有明顯進步。妾之子女出生晚，其成長得利於家庭經濟、醫療

衛生技術的提升。易言之，庶出之子可能享受到更多殖民現代化的利益，因

而存活率更高。如表 6所指，若將時間點設定在妾婚「之後」（亦即：控制 

妻、妾子女所擁有的經濟資源、醫療營養水準），觀察三地妻、妾子女在一

歲以內的死亡率，則仍以妻之子女的死亡率略高。但正妻在妾婚之後，亦即

家庭經濟提升、醫療衛生資源改善之後，其嬰兒死亡率確實較妾婚之前降低

2.6個百分比，與妾之子女死亡率之間的差距也相對拉近。此一數據統計結

果，稍可支持社會進程、家庭經濟提升云云的假設。誠然，這一推論思考目

前只能聊備一說，尚待更多史料及精密數據來佐證。妻、妾年齡既相差約 10

歲，則雙方嬰兒死亡率的差異當不僅緣於外在社會、經濟的轉變使然，還與

母體健康差異有關。由於此點涉及早期生活情況對女性健康、生育率、嬰兒

死亡率的影響（Bengtsson and Broström, 2009; Campbell and Lee, 2009），仍

待日後專文深究。但無可否認，妻、妾之子女夭折率的降低，與彼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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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身為妾的女性本身的影響。

納妾作為男子「無後」的救濟之道，似乎是毫無疑義的。遠如傳統中國

的家訓族規、女教書籍，近如日治台灣文獻，皆有所聞。從台灣粵籍（客家

人）的納妾儀式，更可見一斑。據載粵籍家庭在妾入門之際，妾應跪正妻面

前，由妻為之插「花管」。「花管」是一種銀製頭飾，「管」有「監督、管理」，

以及「壓制」之意。儀式結束後，正妻隨即以嚴苛冷冽的歌謠式罵語，厲聲

斥喝：「不生孩子就降為婢女」，「你是妾，休想吃好的、穿好的」等刻薄話

語，妾則肅然聆聽，待正妻允許，方可起身。剛進門的妾身分卑微，不能與

家人同桌共食，家人僅稱呼她為「姐」。直迄生育孩子，才改稱為「二奶」，

家庭地位稍有提升（香收順一，1990: 29）。

當時人既以納妾作為傳宗接代的補充之道，則不論是為生子延嗣抑或多

子多孫的家族理想，妾的生育率確實明顯高於正妻。表 2分別計算竹北、北

埔、峨眉等地，妻、妾在各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在納妾家庭中，竹北、峨眉

兩地身為妾的女性在各個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始終高於正妻。若以總生育率而

言，竹北、峨眉兩地妾之總生育率均約為正妻的 1.7倍。北埔地區雖不若竹

北、峨眉有規則性趨勢，但就總生育率看來，妾之生育率依然高過正妻。

若比較表 2中「納妾」家庭與「一夫一妻」家庭的正妻，則納妾家庭的

正妻總生育率很明顯低於一夫一妻家庭的總生育率。男人若基於正妻不育或

少育而想納一妾入戶，冀其生育以補不足，那麼，妾婚家庭中正妻的生育數

明顯少於妾，似乎是邏輯之必然。總體而言，妾之生育率普遍高過正妻，或

許正反應人們對妾的期許，集中在子嗣獲取一事上。既然已知正妻不育或少

育，則納一妾入戶，目的就是要生育。除了納妾的當事人之外，其家庭中的

長輩可能也將生育、多子多孫的理想寄望在妾身上。就妾本身言之，傳統養

兒防老心態也可能發揮作用。妾在夫家既屬邊緣成員，生養孩子有助於穩固

其處境，年老亦有親生子嗣可以依靠。如果生、養子嗣是妾改變她在夫家地

位最直接的憑藉，則她對生育自然有更多企圖心與積極性。那末，妾的生育

率高于正妻，便不足為奇。

其次，妾雖具有較高的生育率，但妾所出之子女是否與嫡出之子女具有

相同的生存機會？對此，若再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中各種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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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但小婚、招婚23仍有一定比率。相形之下，妾婚在三地均屬少數。進

一步觀察竹北等三地男性納妾時，丈夫、原配（正妻），以及所納之妾的平

均年齡。竹北、北埔兩地納妾男性與妾的年紀差，均在 10歲以上，峨眉地

區夫、妾年齡差也在 8歲以上。此外，三地資料庫均顯示，正妻與妾的年紀

差至少在 7歲以上，竹北更高達 9.59歲。此或說明納妾所重者多在年輕，

目的不僅在「色」，亦可能為了生子考量，年紀較輕的女性其生育力應更強

盛。最後，仍是以女性為樣本，計算三地妾婚的通婚範圍。三地均以跨越鄉

鎮或村莊的妾婚居為多數，其比例是：（34+37+35）÷（47+39+47）≒0.7969 

=79.69％。

下文將以竹北、北埔、峨眉三地資料庫數據為主體，並佐以其他文獻資

料，針對妾婚這一雖屬少數卻仍值得深究的婚姻模式，做更細緻的討論。應

當說明的是，本文並不特別就族群因素作申論。日治時期竹北等三地的妾婚

仍以同一族群間的通婚為主流。北埔、峨眉基本上是客籍為主的鄉鎮。竹北

的閩籍住民相對於北埔、峨眉雖較多，但在全部 133例妾婚樣本中，竹北地

區屬於閩籍的妾婚樣本僅 10餘例，北埔、峨眉的閩籍妾婚樣本更少，皆在

3例以下。莊英章與 Arthur P. Wolf以日治時期北台灣的海山及竹北戶冊為樣

本，討論閩客族群的不同，是否對婚姻行為產生影響。結果發現婚姻型態的

選擇、家庭決策、初婚年齡、生育率、兒童死亡率等等，並不因閩、客「族

群」的不相同，而有明顯差別（莊英章、武雅士，1994；Chuang and Wolf, 

1995: 788）。基於上述種種，本文暫不考慮「族群」因素對妾婚行為的影響。

三、納妾與生育

如諸多史料所提示，妾婚與生育子嗣密切攸關。在此之外，「納妾」之

舉也是上層社會的階級象徵，不僅為獲取勞動力，也為彰顯家族的顯赫與財

富。下文將擇取客家族群為主的竹北、北埔、峨眉等資料庫中的戶籍登錄數

據，與上述妾婚動機互為印證。其次，也力圖從數據中觀測妾婚的結果，及

23   包括：以親女、養女為生家或養家招進一婿的「招婿」，以及以寡媳為前夫家招進後夫的
「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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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竹北、北埔、峨眉地區相關人口學統計數據

竹北 北埔 峨眉 合計

總戶數（戶） 2,055 1,182 1,233 4,470

總人數（人） 19,611 11,625 14,216 45,452
性別（%）
　男 46.02 43.64 44.76 44.81
　女 53.98 56.36 55.24 55.19

族群（%）
　閩南 32.76 2.14 1.48 12.13
　客家 44.29 75.77 79.3 66.45
　平埔 0.01 0.03 0.03 0.02
　生蕃 0.03 0.03 0.02 0.03
　其他 22.92 22.04 19.17 21.38

女性婚姻型態（%）
　大婚 56.59 68.01 65.35 63.32
　小婚 31.25 18.08 26.50 25.28
　招贅婚 10.81 12.65 6.92 10.13
　妾婚 1.34 1.26 1.23 1.28

納妾時平均年齡（歲）

　丈夫 36.97 36.52 33.94 35.81
　正妻 33.55 33.19 32.97 33.24
　妾 23.96 25.63 25.13 24.91

妾婚之通婚圈（人）

　同村  3  1  6 —

　不同村 44 38 41 —

　總人數 47 39 47 —

　同鄉 13  2 12 —

　不同鄉 34 37 35 —

　總人數 47 39 47 —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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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竹北、北埔與峨眉地區妻、妾別生育率（1906–1945）

年齡

納妾家庭
一夫一妻家庭

原配（正妻） 妾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竹
北

15–19 14 0.27 11 0.48 1303 0.31
20–24 29 0.23 27 0.36 2690 0.34
25–29 22 0.16 24 0.21 2214 0.30
30–34 16 0.11 22 0.22 1686 0.26
35–39  9 0.07 10 0.14 1115 0.20
40–44  2 0.02  3 0.07  434 0.10
45–49  0 0　  0 0　   34 0.10

總生育率 4.26 總生育率 7.36 總生育率 7.56

北
埔

15–19  8 0.22  2 0.14  658 0.29
20–24 20 0.23 19 0.31 1487 0.32
25–29 17 0.15 11 0.13 1248 0.27
30–34  7 0.06 16 0.15  971 0.24
35–39  4 0.04 10 0.10  628 0.18
40–44  4 0.04  5 0.06  230 0.08
45–49  0 0　  0 0　   12 0.01

總生育率 3.73 總生育率 4.46 總生育率 6.95

峨
眉

15–19 12 0.30  5 0.51  875 0.28
20–24 23 0.24 15 0.31 1987 0.34
25–29 18 0.20 25 0.28 1641 0.31
30–34 12 0.14 31 0.29 1198 0.27
35–39  6 0.06 21 0.19  798 0.21
40–44  5 0.04  8 0.10  335 0.11
45–49  0 0　  1 0.02   23 0.01

總生育率 4.95 總生育率 8.48 總生育率 7.6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說明：生育率＝生育子女數÷人年

24

　　　總生育率：指 15到 49歲之育齡婦女的時期別平均生育子女數。

24  有關人口學上「人年」計算的原理、應用與利弊得失，詳見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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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嬰兒死亡率為旁證，則情況更明朗。如表 3所示，三地在妾婚型態下的

嬰兒死亡率皆屬最低，其中又以竹北、北埔最為明顯。僅憑數據本身固難以

追索妾婚嬰兒死亡率所以最低的原因，但邏輯上說來，無論是契買抑或迎娶

一房妾，男方家庭都得有一定經濟能力，方能許可。據載日治時代妾的身價

仍所費不貲，有能力蓄妾的家庭，多在小康以上（鈴木清一郎，1989: 169；

莊金德，1963: 60）。富人有錢納妾，相對也有能力供養得起孩子，為了得到

子嗣，自然願意給予妾出之子更多照護。但如表 4所見，若觀察竹北等三地

「非妾婚家庭」與「妾婚家庭」所生嬰兒（包括妻與妾所生）在一歲以內的

死亡率，則分別是 0.143及 0.144，實際所差無幾。若進一步以同是「納妾

家庭」作為觀察樣本，則如表 5所見，妾所生之嬰兒死亡率卻多低於妻所生

之嬰兒死亡率。在經濟許可的範圍內，家庭若因正妻無子，基於嗣續或為了

要更多子孫而納一妾，自然願提供資源照護妾出之子。妾所出之嬰兒的存活

表 3：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妾婚

竹北 0.161 0.18　 0.187 0.134
峨眉 0.134 0.134 0.132 0.13　
北埔 0.139 0.177 0.17　 0.123
合計 0.143 0.161 0.164 0.12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 4：非妾婚與妾婚家庭中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非妾婚家庭子女 妾婚家庭子女

死亡個數 死亡率 死亡個數 死亡率

竹北 1255 0.147 26 0.151
北埔  668 0.148 21 0.176
峨嵋  804 0.133 21 0.116
合計 2727 0.143 68 0.14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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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茶、製茶技術堪稱優良，但峨眉的開發卻甚晚。自道光 14年（1834）金

廣福武裝移墾以迄光緒 5年（1879）之間，可謂峨眉鄉從無到有、從變動不

穩到整個客籍漢人聚集而世居不動的階段。21

二、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的人口學資訊

本節將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資料庫為數據來源。所以選擇此三

地，蓋緣於筆者曾長期在此進行田野調查，對於文獻所未及的若干疑點，或

可從實際訪問中，藉助口述資料以為修正或補充，以避免數據計算與程式邏

輯上的盲點。當然，選擇三地而排除其他，不免招致「代表性」的質疑。然

而，本文的目的，並不在追尋足以代表日治台灣納妾風俗的理想型研究，亦

非寄望「從沙中看世界、以水滴見海洋」。22若從竹北等三地為本位，本文

所用的戶冊資訊、數據，就是日治時期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先民的軌

跡，其所反應的就是當地固有的風俗習慣與歷史現象。此處，應先概略速寫

三地資料庫的基本人口學訊息。

表 1即為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資料庫所涵蓋之戶數、總人口數等相

關人口學資訊的精密計算。就資料庫規模而言，三地之中以竹北地區的樣本

數較多，人數將近 2萬之譜。北埔、峨眉分別為 1.2及 1.4萬。男女人數方

面，三地均呈現女多於男的趨勢。須加以說明的是，資料庫大小、人數多

寡、男女人數的差異等等，部分緣於當初戶冊資料收集量之所限，並不能等

同三地的實際情況。再就族群比例而言，三地均以客家族群居為多數。其

中，又以北埔、峨眉最為明顯。

若以女性樣本為主體來呈顯婚姻型態，則其中仍以明媒正娶的大婚居為

21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峨眉相關介紹，亦參考：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78–180。

22   此原是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史家對歷史社區研究的期許（彼得•柏克 [Peter Burke]，1997: 
103）。在史學界，比較主觀的方法也可以窺見研究客體與其所在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大
環境之間的關係。如：微觀史學的興起便是一例。藉著重建個人或事件與他╱它們所在的

特定時空下的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瞭解社會進程中的某些側面（Ginzburg, 
199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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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干，以及交加不明為礙；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擋，不干銀

主之事。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甘

願字一紙，並上手字一紙，共二紙，付執為照。

即日同中收過價身七四銀六拾八大圓定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日 為媒人　楊生

 知見人　謝氏

 立賣甘願字人　楊片

 代書人　楊心生

據載楊片所以將妻子曾氏緞娘賣做他人妾，緣因於夫婦不相和諧，緞娘難容

於家內，楊片萬般無奈，只得轉賣他人。姑不論本夫所言之賣妻緣由是否屬

實，從契約論述看來，曾氏緞娘自初婚到成為楊品之妾的過程中，經歷過3

次婚姻記錄，而每一次婚姻都是以被「承買」的方式構成。16曾氏緞娘的

個人經歷驗證了小民百姓的「婚姻」與人身「買賣」可能相去不遠。楊片立

契的時間點在西元1904年，實際已進入日治初期，然而契約時間卻仍以清

16   楊片在契約中提及的「上手字」透露曾氏緞娘的初婚亦是經由「買賣」所構成。此「上手
字」完整內容如下：

  　　 立賣配甘願字人學甲堡中洲莊（庄）過港第二十番戶黃全先宗親，「承買曾家之女為
親」，而以忽然擣予宗弟，不幸亡故無後，共伊代料理，將曾氏投存費折抵作代理開

費。今因與聽媒人同相引就，賣配蕭壠堡番仔寮莊（庄）第八十番戶楊片出頭承買為

妻，憑媒三面言議著身價七四銀參拾大圓正；其銀即日同中交訖，其曾氏名緞凉（娘）

隨付媒人𤆬𤆬𤆬𤆬過楊片之家中為親，百年同心，傳子及孫，不敢異言滋事。保此係是全先

投存代理開費，與他人等無干；係若不明者，全先自出首抵擋，不干銀主之事。此係

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配甘願字壹紙，付執存炤。

  　　　　　即日同中收過七四龍銀參拾大圓完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八月　日 為媒人　邱芳　

 知見人　吳氏　

 立賣配甘願字人　黃全先

 代書人　楊心生

   此「上手字」詳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7，引號為筆者所加。值得注意者，
曾氏緞娘與楊片的婚姻僅維持短短4月，而楊片轉嫁緞娘所獲身價卻比當初將她從黃全先
之手購入所花錢銀多出38大圓。多出的錢銀或作為新夫對楊片的補償之費，但仍可見曾
氏緞娘在妾市場上的身價，似未因多次易手而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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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籍村落「六家」為例，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足者多達72％以上。

與此相對，六家婦女纏足者，卻不到1％（莊英章，1994: 191）。26明治38

年（1905）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亦顯示，新竹廳的閩籍女性中，纏足者多達

19.55％；相對於此，客籍女性中的纏足者，則僅佔0.22％（臨時臺灣戶口調

查部編，1908: 360）。及至大正四年（1915），新竹廳依然有14.15％的閩籍女

性是纏足者，而客籍女性纏足者則僅有0.06％（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

部編，1918: 393）。從纏足與職業的關係看來，農、林、漁業人口中纏足者比

率較之工、商、自由業者低。此乃因農、林、漁業對勞動力需求甚多之故（臨

時臺灣戶口調查部編，1908: 365–368；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

1918: 397–399）。沒有纏足的拘束使得客家女性勞力所及之範圍相對擴大。

據載客家女性足以與男人匹敵，早晨攜帶鐮刀出外傭作，傍晚背負大擔、小

擔柴火回家，客家女性一點也不輸男人。婦人種植蔬菜，未出嫁的姑娘負責

採茶（謝氏春枝，1990: 226），在尋常的煮食、家務外，舉凡「養豬、養雞、

養鴨、養鵝、挑尿桶到田裡澆菜、種蕃薯、挑水」（賴阿龍，1990: 12）等等，

她們游刃有餘，一手包辦。客家女性能在更大範圍上作為勞動力的來源。

在傳宗接代、多子多孫等考量外，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妻妾成群的現象，

往往被歸因於男性對肉體慾望的需索（畠中市藏，1934: 69）。27然則，將蓄

妾之風化約為色欲所驅，難免忽視背後的社會、文化機制。上層家庭討娶很

多妾，以「三妻四妾」彰顯家族財力，實際上也是一種將經濟資本轉化為階

級符號的手法。日治時期高等法院判官姉齒松平即認為，當時的台灣蓄妾風

習，往往是坐擁鉅資的名望家誇耀、彰顯其階級之所憑藉（姉齒松平，1930: 

26   崁頂、六家分屬竹北鄉的兩個閩、客村落，從戶冊資料計算，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
足者，多達72％以上，1866年以前更高達93.6％。相對的，客籍為主的六家，自1866
年—1925年間若以每5年為一時間區段，婦女纏足比率僅分別在1876–1880年間的0.7％，
以及1886–1890年間的0.6％。其餘時段的纏足比率皆為0（莊英章，1994: 191）。

27   畠中市藏歷任臺中州商工水產課長、總督府巡查、高雄州警部補、警務局屬、高雄州潮州
郡守、臺中州大甲郡守等等，身為日本官僚，其觀察恐或多或少帶有先入為主的意識型

態。有關畠中市藏個人經歷，參見「台灣人物誌（1895–1945）資料庫」：http://libdata.
ascc.sinica.edu.tw:8080/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7%95%A0%E4%B8%AD%E5
%B8%82%E8%97%8F&go.x=47&go.y=9（台灣人物誌，2010a;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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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納妾之前，正妻的生育情況（1906–1945）

樣本數
納妾之前

正妻未生育

納妾之前

正妻已生育

竹北 41 833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613

北埔 381028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711

峨眉 41 932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418

合計1202793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77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當時一些日本觀察者業已意識到納妾其實是勞動力的獲取之道，特別針對

「粵籍」（客籍）為然。25日治時期，多數台灣人以農業生理，農耕佃作成為

主要生業。大正9年（1920），台中、台南、高雄等州，農業人口均佔總人口

70％以上，新竹州的農作從業人口亦達69.3％（堤一馬，1922: 132）。從文

化乃至勞動力獲取的觀點說來，「生齒浩繁」一直是傳統農村家族的特徵。

工商未甚發達、機械作業尚未普及的時代，勞動力便成了農耕家庭最有利也

最需要的資本。截至1929年，新竹州的農畜振興方案中仍可見當地農業經

營法以勞動力密集的「集約」農法為基調（新竹州勢振興調查會分會，1929: 

89–90）。在此前提下，經濟許可的農耕家庭納一妾入戶，當可滿足人丁興旺

的家族理想，藉以增產人丁，為將來儲備勞動力。

另一方面，妾本身之於夫家而言，也是立即可用的勞動力。有別於閩南

女性，客家婦女多不纏足（謝氏春枝，1990: 227）。以竹北鄉閩籍村落「崁頂」

25   此一論斷出自畠中市藏的觀察，但於此同時，畠中市藏亦警覺到為了勞動力而納妾，究竟
有多少真偽，仍值得深究（畠中市藏，193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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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年號紀年，這或意味著日本殖民政權的權力在當時仍未深入民間社會，政

治上的改朝換代對小民百姓的日常作息、婚俗習慣並未產生有意識的影響。

積習已久的納妾風俗、契約書寫的格式、行文論述亦仍沿襲前代風格。

綜觀上引二紙妾契約，亦有若干共同點。兩者在契約論述的譴詞用字、

行文風格上無甚差異。父親賣女為妾的契字上說：「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

親生之長女，並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這與本夫賣妻為妾

契約之所謂「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無干」，二者行文用字、

語氣相仿，目的均在確保立約人對被賣女性的權利是清楚明晰的，該婦女並

非來歷不明或原主拐騙而來，亦無一女兩聘的情況。此所以楊片在妾契約之

後，又附上一通「上手字」，用意即在證明緞娘係楊片所明買，其所有權是

被確保的。是以契約論述緊接著又說「如有此事（別收他人聘禮、拐騙等

等），有章一力出首抵擋，不干買主之事」、「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

擋，不干銀主之事」等語，均暗示交易之後如有異言糾紛，概由立契人出首

承擔，絕不牽連買主。所謂「三面言議」、「二比甘願」、「付執為炤」云云，

均是立契人對買主的「擔保」，其目的在於免除買者的責任，並作為賣方「守

約」的保證。就此而言，媒人、知見人具名簽署，也有類似的擔保意味。日

後若衍生糾紛，不僅賣主有責任，契字中所具名者，也有義務斡旋處理。

契約寫作所以花費篇幅作這種擔保強調，恐怕不僅僅只是契約論述上的

「書寫習慣」，17或亦反證當時社會人身買賣的不穩定性。交易之後又橫生

異言、糾紛不斷、納妾之後果不如預期等等，時有所聞。18儘管無法確知

一旦發生糾紛而引起訴訟，妾契約在審理過程中究竟發揮什麼作用，但至少

可以說，契約「存在」的本身，證明了相關當事人確實是在「不存在」威逼

或其他人為壓迫的情境下，自願簽訂了這一人身買賣協定（寺田浩明，2005: 

17   James Hayes（1990: 38–39）的研究中收入2件19世紀華南地區妾交易契約，其書寫風格
亦與台灣相仿。

18   日治時期流通量最大的「台灣日日新報」中仍有不少與妾相關的社會新聞。納妾而招引家
庭風波、甚至被詐欺者，亦恆有之。如：〈妾不肯入籍•詐欺聘金告訴不成立〉，「台灣日

日新報」，1931.08.16，夕刊04版（不著撰人，1931）；〈娶妾遭騙•人身買賣惡風端在此
輩村漢〉，「台灣日日新報」，1934.12.07，夕刊04版（不著撰人，1934）。

K9070503010
p. <125>–<140>   第9台反　            

　9反　16K　社科集刊23-2　June 16 2011　　　K9070503010　東陞/海德堡1030x790　對開544x787　+←317　PDF　西式穿線3折 0-6-0　　　　　　　　　　　　K9070503010　

K9070503010

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妾婚現象的歷史人口學分析 131

表 1：竹北、北埔、峨眉地區相關人口學統計數據

竹北 北埔 峨眉 合計

總戶數（戶） 2,055 1,182 1,233 4,470

總人數（人） 19,611 11,625 14,216 45,452
性別（%）
　男 46.02 43.64 44.76 44.81
　女 53.98 56.36 55.24 55.19

族群（%）
　閩南 32.76 2.14 1.48 12.13
　客家 44.29 75.77 79.3 66.45
　平埔 0.01 0.03 0.03 0.02
　生蕃 0.03 0.03 0.02 0.03
　其他 22.92 22.04 19.17 21.38

女性婚姻型態（%）
　大婚 56.59 68.01 65.35 63.32
　小婚 31.25 18.08 26.50 25.28
　招贅婚 10.81 12.65 6.92 10.13
　妾婚 1.34 1.26 1.23 1.28

納妾時平均年齡（歲）

　丈夫 36.97 36.52 33.94 35.81
　正妻 33.55 33.19 32.97 33.24
　妾 23.96 25.63 25.13 24.91

妾婚之通婚圈（人）

　同村  3  1  6 —

　不同村 44 38 41 —

　總人數 47 39 47 —

　同鄉 13  2 12 —

　不同鄉 34 37 35 —

　總人數 47 39 47 —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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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竹北、北埔與峨眉地區妻、妾別生育率（1906–1945）

年齡

納妾家庭
一夫一妻家庭

原配（正妻） 妾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竹
北

15–19 14 0.27 11 0.48 1303 0.31
20–24 29 0.23 27 0.36 2690 0.34
25–29 22 0.16 24 0.21 2214 0.30
30–34 16 0.11 22 0.22 1686 0.26
35–39  9 0.07 10 0.14 1115 0.20
40–44  2 0.02  3 0.07  434 0.10
45–49  0 0　  0 0　   34 0.10

總生育率 4.26 總生育率 7.36 總生育率 7.56

北
埔

15–19  8 0.22  2 0.14  658 0.29
20–24 20 0.23 19 0.31 1487 0.32
25–29 17 0.15 11 0.13 1248 0.27
30–34  7 0.06 16 0.15  971 0.24
35–39  4 0.04 10 0.10  628 0.18
40–44  4 0.04  5 0.06  230 0.08
45–49  0 0　  0 0　   12 0.01

總生育率 3.73 總生育率 4.46 總生育率 6.95

峨
眉

15–19 12 0.30  5 0.51  875 0.28
20–24 23 0.24 15 0.31 1987 0.34
25–29 18 0.20 25 0.28 1641 0.31
30–34 12 0.14 31 0.29 1198 0.27
35–39  6 0.06 21 0.19  798 0.21
40–44  5 0.04  8 0.10  335 0.11
45–49  0 0　  1 0.02   23 0.01

總生育率 4.95 總生育率 8.48 總生育率 7.6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說明：生育率＝生育子女數÷人年

24

　　　總生育率：指 15到 49歲之育齡婦女的時期別平均生育子女數。

24  有關人口學上「人年」計算的原理、應用與利弊得失，詳見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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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嬰兒死亡率為旁證，則情況更明朗。如表 3所示，三地在妾婚型態下的

嬰兒死亡率皆屬最低，其中又以竹北、北埔最為明顯。僅憑數據本身固難以

追索妾婚嬰兒死亡率所以最低的原因，但邏輯上說來，無論是契買抑或迎娶

一房妾，男方家庭都得有一定經濟能力，方能許可。據載日治時代妾的身價

仍所費不貲，有能力蓄妾的家庭，多在小康以上（鈴木清一郎，1989: 169；

莊金德，1963: 60）。富人有錢納妾，相對也有能力供養得起孩子，為了得到

子嗣，自然願意給予妾出之子更多照護。但如表 4所見，若觀察竹北等三地

「非妾婚家庭」與「妾婚家庭」所生嬰兒（包括妻與妾所生）在一歲以內的

死亡率，則分別是 0.143及 0.144，實際所差無幾。若進一步以同是「納妾

家庭」作為觀察樣本，則如表 5所見，妾所生之嬰兒死亡率卻多低於妻所生

之嬰兒死亡率。在經濟許可的範圍內，家庭若因正妻無子，基於嗣續或為了

要更多子孫而納一妾，自然願提供資源照護妾出之子。妾所出之嬰兒的存活

表 3：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妾婚

竹北 0.161 0.18　 0.187 0.134
峨眉 0.134 0.134 0.132 0.13　
北埔 0.139 0.177 0.17　 0.123
合計 0.143 0.161 0.164 0.12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 4：非妾婚與妾婚家庭中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非妾婚家庭子女 妾婚家庭子女

死亡個數 死亡率 死亡個數 死亡率

竹北 1255 0.147 26 0.151
北埔  668 0.148 21 0.176
峨嵋  804 0.133 21 0.116
合計 2727 0.143 68 0.14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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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茶、製茶技術堪稱優良，但峨眉的開發卻甚晚。自道光 14年（1834）金

廣福武裝移墾以迄光緒 5年（1879）之間，可謂峨眉鄉從無到有、從變動不

穩到整個客籍漢人聚集而世居不動的階段。21

二、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的人口學資訊

本節將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資料庫為數據來源。所以選擇此三

地，蓋緣於筆者曾長期在此進行田野調查，對於文獻所未及的若干疑點，或

可從實際訪問中，藉助口述資料以為修正或補充，以避免數據計算與程式邏

輯上的盲點。當然，選擇三地而排除其他，不免招致「代表性」的質疑。然

而，本文的目的，並不在追尋足以代表日治台灣納妾風俗的理想型研究，亦

非寄望「從沙中看世界、以水滴見海洋」。22若從竹北等三地為本位，本文

所用的戶冊資訊、數據，就是日治時期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先民的軌

跡，其所反應的就是當地固有的風俗習慣與歷史現象。此處，應先概略速寫

三地資料庫的基本人口學訊息。

表 1即為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資料庫所涵蓋之戶數、總人口數等相

關人口學資訊的精密計算。就資料庫規模而言，三地之中以竹北地區的樣本

數較多，人數將近 2萬之譜。北埔、峨眉分別為 1.2及 1.4萬。男女人數方

面，三地均呈現女多於男的趨勢。須加以說明的是，資料庫大小、人數多

寡、男女人數的差異等等，部分緣於當初戶冊資料收集量之所限，並不能等

同三地的實際情況。再就族群比例而言，三地均以客家族群居為多數。其

中，又以北埔、峨眉最為明顯。

若以女性樣本為主體來呈顯婚姻型態，則其中仍以明媒正娶的大婚居為

21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峨眉相關介紹，亦參考：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78–180。

22   此原是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史家對歷史社區研究的期許（彼得•柏克 [Peter Burke]，1997: 
103）。在史學界，比較主觀的方法也可以窺見研究客體與其所在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大
環境之間的關係。如：微觀史學的興起便是一例。藉著重建個人或事件與他╱它們所在的

特定時空下的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瞭解社會進程中的某些側面（Ginzburg, 
199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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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干，以及交加不明為礙；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擋，不干銀

主之事。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甘

願字一紙，並上手字一紙，共二紙，付執為照。

即日同中收過價身七四銀六拾八大圓定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日 為媒人　楊生

 知見人　謝氏

 立賣甘願字人　楊片

 代書人　楊心生

據載楊片所以將妻子曾氏緞娘賣做他人妾，緣因於夫婦不相和諧，緞娘難容

於家內，楊片萬般無奈，只得轉賣他人。姑不論本夫所言之賣妻緣由是否屬

實，從契約論述看來，曾氏緞娘自初婚到成為楊品之妾的過程中，經歷過3

次婚姻記錄，而每一次婚姻都是以被「承買」的方式構成。16曾氏緞娘的

個人經歷驗證了小民百姓的「婚姻」與人身「買賣」可能相去不遠。楊片立

契的時間點在西元1904年，實際已進入日治初期，然而契約時間卻仍以清

16   楊片在契約中提及的「上手字」透露曾氏緞娘的初婚亦是經由「買賣」所構成。此「上手
字」完整內容如下：

  　　 立賣配甘願字人學甲堡中洲莊（庄）過港第二十番戶黃全先宗親，「承買曾家之女為
親」，而以忽然擣予宗弟，不幸亡故無後，共伊代料理，將曾氏投存費折抵作代理開

費。今因與聽媒人同相引就，賣配蕭壠堡番仔寮莊（庄）第八十番戶楊片出頭承買為

妻，憑媒三面言議著身價七四銀參拾大圓正；其銀即日同中交訖，其曾氏名緞凉（娘）

隨付媒人𤆬𤆬𤆬𤆬過楊片之家中為親，百年同心，傳子及孫，不敢異言滋事。保此係是全先

投存代理開費，與他人等無干；係若不明者，全先自出首抵擋，不干銀主之事。此係

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配甘願字壹紙，付執存炤。

  　　　　　即日同中收過七四龍銀參拾大圓完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八月　日 為媒人　邱芳　

 知見人　吳氏　

 立賣配甘願字人　黃全先

 代書人　楊心生

   此「上手字」詳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7，引號為筆者所加。值得注意者，
曾氏緞娘與楊片的婚姻僅維持短短4月，而楊片轉嫁緞娘所獲身價卻比當初將她從黃全先
之手購入所花錢銀多出38大圓。多出的錢銀或作為新夫對楊片的補償之費，但仍可見曾
氏緞娘在妾市場上的身價，似未因多次易手而貶值。

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妾婚現象的歷史人口學分析139

與客籍村落「六家」為例，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足者多達72％以上。

與此相對，六家婦女纏足者，卻不到1％（莊英章，1994: 191）。26明治38

年（1905）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亦顯示，新竹廳的閩籍女性中，纏足者多達

19.55％；相對於此，客籍女性中的纏足者，則僅佔0.22％（臨時臺灣戶口調

查部編，1908: 360）。及至大正四年（1915），新竹廳依然有14.15％的閩籍女

性是纏足者，而客籍女性纏足者則僅有0.06％（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

部編，1918: 393）。從纏足與職業的關係看來，農、林、漁業人口中纏足者比

率較之工、商、自由業者低。此乃因農、林、漁業對勞動力需求甚多之故（臨

時臺灣戶口調查部編，1908: 365–368；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

1918: 397–399）。沒有纏足的拘束使得客家女性勞力所及之範圍相對擴大。

據載客家女性足以與男人匹敵，早晨攜帶鐮刀出外傭作，傍晚背負大擔、小

擔柴火回家，客家女性一點也不輸男人。婦人種植蔬菜，未出嫁的姑娘負責

採茶（謝氏春枝，1990: 226），在尋常的煮食、家務外，舉凡「養豬、養雞、

養鴨、養鵝、挑尿桶到田裡澆菜、種蕃薯、挑水」（賴阿龍，1990: 12）等等，

她們游刃有餘，一手包辦。客家女性能在更大範圍上作為勞動力的來源。

在傳宗接代、多子多孫等考量外，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妻妾成群的現象，

往往被歸因於男性對肉體慾望的需索（畠中市藏，1934: 69）。27然則，將蓄

妾之風化約為色欲所驅，難免忽視背後的社會、文化機制。上層家庭討娶很

多妾，以「三妻四妾」彰顯家族財力，實際上也是一種將經濟資本轉化為階

級符號的手法。日治時期高等法院判官姉齒松平即認為，當時的台灣蓄妾風

習，往往是坐擁鉅資的名望家誇耀、彰顯其階級之所憑藉（姉齒松平，1930: 

26   崁頂、六家分屬竹北鄉的兩個閩、客村落，從戶冊資料計算，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
足者，多達72％以上，1866年以前更高達93.6％。相對的，客籍為主的六家，自1866
年—1925年間若以每5年為一時間區段，婦女纏足比率僅分別在1876–1880年間的0.7％，
以及1886–1890年間的0.6％。其餘時段的纏足比率皆為0（莊英章，1994: 191）。

27   畠中市藏歷任臺中州商工水產課長、總督府巡查、高雄州警部補、警務局屬、高雄州潮州
郡守、臺中州大甲郡守等等，身為日本官僚，其觀察恐或多或少帶有先入為主的意識型

態。有關畠中市藏個人經歷，參見「台灣人物誌（1895–1945）資料庫」：http://libdata.
ascc.sinica.edu.tw:8080/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7%95%A0%E4%B8%AD%E5
%B8%82%E8%97%8F&go.x=47&go.y=9（台灣人物誌，2010a;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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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納妾之前，正妻的生育情況（1906–1945）

樣本數
納妾之前

正妻未生育

納妾之前

正妻已生育

竹北 41 833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613

北埔 381028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711

峨眉 41 932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418

合計1202793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77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當時一些日本觀察者業已意識到納妾其實是勞動力的獲取之道，特別針對

「粵籍」（客籍）為然。25日治時期，多數台灣人以農業生理，農耕佃作成為

主要生業。大正9年（1920），台中、台南、高雄等州，農業人口均佔總人口

70％以上，新竹州的農作從業人口亦達69.3％（堤一馬，1922: 132）。從文

化乃至勞動力獲取的觀點說來，「生齒浩繁」一直是傳統農村家族的特徵。

工商未甚發達、機械作業尚未普及的時代，勞動力便成了農耕家庭最有利也

最需要的資本。截至1929年，新竹州的農畜振興方案中仍可見當地農業經

營法以勞動力密集的「集約」農法為基調（新竹州勢振興調查會分會，1929: 

89–90）。在此前提下，經濟許可的農耕家庭納一妾入戶，當可滿足人丁興旺

的家族理想，藉以增產人丁，為將來儲備勞動力。

另一方面，妾本身之於夫家而言，也是立即可用的勞動力。有別於閩南

女性，客家婦女多不纏足（謝氏春枝，1990: 227）。以竹北鄉閩籍村落「崁頂」

25   此一論斷出自畠中市藏的觀察，但於此同時，畠中市藏亦警覺到為了勞動力而納妾，究竟
有多少真偽，仍值得深究（畠中市藏，193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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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年號紀年，這或意味著日本殖民政權的權力在當時仍未深入民間社會，政

治上的改朝換代對小民百姓的日常作息、婚俗習慣並未產生有意識的影響。

積習已久的納妾風俗、契約書寫的格式、行文論述亦仍沿襲前代風格。

綜觀上引二紙妾契約，亦有若干共同點。兩者在契約論述的譴詞用字、

行文風格上無甚差異。父親賣女為妾的契字上說：「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

親生之長女，並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這與本夫賣妻為妾

契約之所謂「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無干」，二者行文用字、

語氣相仿，目的均在確保立約人對被賣女性的權利是清楚明晰的，該婦女並

非來歷不明或原主拐騙而來，亦無一女兩聘的情況。此所以楊片在妾契約之

後，又附上一通「上手字」，用意即在證明緞娘係楊片所明買，其所有權是

被確保的。是以契約論述緊接著又說「如有此事（別收他人聘禮、拐騙等

等），有章一力出首抵擋，不干買主之事」、「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

擋，不干銀主之事」等語，均暗示交易之後如有異言糾紛，概由立契人出首

承擔，絕不牽連買主。所謂「三面言議」、「二比甘願」、「付執為炤」云云，

均是立契人對買主的「擔保」，其目的在於免除買者的責任，並作為賣方「守

約」的保證。就此而言，媒人、知見人具名簽署，也有類似的擔保意味。日

後若衍生糾紛，不僅賣主有責任，契字中所具名者，也有義務斡旋處理。

契約寫作所以花費篇幅作這種擔保強調，恐怕不僅僅只是契約論述上的

「書寫習慣」，17或亦反證當時社會人身買賣的不穩定性。交易之後又橫生

異言、糾紛不斷、納妾之後果不如預期等等，時有所聞。18儘管無法確知

一旦發生糾紛而引起訴訟，妾契約在審理過程中究竟發揮什麼作用，但至少

可以說，契約「存在」的本身，證明了相關當事人確實是在「不存在」威逼

或其他人為壓迫的情境下，自願簽訂了這一人身買賣協定（寺田浩明，2005: 

17   James Hayes（1990: 38–39）的研究中收入2件19世紀華南地區妾交易契約，其書寫風格
亦與台灣相仿。

18   日治時期流通量最大的「台灣日日新報」中仍有不少與妾相關的社會新聞。納妾而招引家
庭風波、甚至被詐欺者，亦恆有之。如：〈妾不肯入籍•詐欺聘金告訴不成立〉，「台灣日

日新報」，1931.08.16，夕刊04版（不著撰人，1931）；〈娶妾遭騙•人身買賣惡風端在此
輩村漢〉，「台灣日日新報」，1934.12.07，夕刊04版（不著撰人，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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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竹北、北埔、峨眉地區相關人口學統計數據

竹北 北埔 峨眉 合計

總戶數（戶） 2,055 1,182 1,233 4,470

總人數（人） 19,611 11,625 14,216 45,452
性別（%）
　男 46.02 43.64 44.76 44.81
　女 53.98 56.36 55.24 55.19

族群（%）
　閩南 32.76 2.14 1.48 12.13
　客家 44.29 75.77 79.3 66.45
　平埔 0.01 0.03 0.03 0.02
　生蕃 0.03 0.03 0.02 0.03
　其他 22.92 22.04 19.17 21.38

女性婚姻型態（%）
　大婚 56.59 68.01 65.35 63.32
　小婚 31.25 18.08 26.50 25.28
　招贅婚 10.81 12.65 6.92 10.13
　妾婚 1.34 1.26 1.23 1.28

納妾時平均年齡（歲）

　丈夫 36.97 36.52 33.94 35.81
　正妻 33.55 33.19 32.97 33.24
　妾 23.96 25.63 25.13 24.91

妾婚之通婚圈（人）

　同村  3  1  6 —

　不同村 44 38 41 —

　總人數 47 39 47 —

　同鄉 13  2 12 —

　不同鄉 34 37 35 —

　總人數 47 39 47 —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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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竹北、北埔與峨眉地區妻、妾別生育率（1906–1945）

年齡

納妾家庭
一夫一妻家庭

原配（正妻） 妾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竹
北

15–19 14 0.27 11 0.48 1303 0.31
20–24 29 0.23 27 0.36 2690 0.34
25–29 22 0.16 24 0.21 2214 0.30
30–34 16 0.11 22 0.22 1686 0.26
35–39  9 0.07 10 0.14 1115 0.20
40–44  2 0.02  3 0.07  434 0.10
45–49  0 0　  0 0　   34 0.10

總生育率 4.26 總生育率 7.36 總生育率 7.56

北
埔

15–19  8 0.22  2 0.14  658 0.29
20–24 20 0.23 19 0.31 1487 0.32
25–29 17 0.15 11 0.13 1248 0.27
30–34  7 0.06 16 0.15  971 0.24
35–39  4 0.04 10 0.10  628 0.18
40–44  4 0.04  5 0.06  230 0.08
45–49  0 0　  0 0　   12 0.01

總生育率 3.73 總生育率 4.46 總生育率 6.95

峨
眉

15–19 12 0.30  5 0.51  875 0.28
20–24 23 0.24 15 0.31 1987 0.34
25–29 18 0.20 25 0.28 1641 0.31
30–34 12 0.14 31 0.29 1198 0.27
35–39  6 0.06 21 0.19  798 0.21
40–44  5 0.04  8 0.10  335 0.11
45–49  0 0　  1 0.02   23 0.01

總生育率 4.95 總生育率 8.48 總生育率 7.6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說明：生育率＝生育子女數÷人年

24

　　　總生育率：指 15到 49歲之育齡婦女的時期別平均生育子女數。

24  有關人口學上「人年」計算的原理、應用與利弊得失，詳見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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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嬰兒死亡率為旁證，則情況更明朗。如表 3所示，三地在妾婚型態下的

嬰兒死亡率皆屬最低，其中又以竹北、北埔最為明顯。僅憑數據本身固難以

追索妾婚嬰兒死亡率所以最低的原因，但邏輯上說來，無論是契買抑或迎娶

一房妾，男方家庭都得有一定經濟能力，方能許可。據載日治時代妾的身價

仍所費不貲，有能力蓄妾的家庭，多在小康以上（鈴木清一郎，1989: 169；

莊金德，1963: 60）。富人有錢納妾，相對也有能力供養得起孩子，為了得到

子嗣，自然願意給予妾出之子更多照護。但如表 4所見，若觀察竹北等三地

「非妾婚家庭」與「妾婚家庭」所生嬰兒（包括妻與妾所生）在一歲以內的

死亡率，則分別是 0.143及 0.144，實際所差無幾。若進一步以同是「納妾

家庭」作為觀察樣本，則如表 5所見，妾所生之嬰兒死亡率卻多低於妻所生

之嬰兒死亡率。在經濟許可的範圍內，家庭若因正妻無子，基於嗣續或為了

要更多子孫而納一妾，自然願提供資源照護妾出之子。妾所出之嬰兒的存活

表 3：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妾婚

竹北 0.161 0.18　 0.187 0.134
峨眉 0.134 0.134 0.132 0.13　
北埔 0.139 0.177 0.17　 0.123
合計 0.143 0.161 0.164 0.12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 4：非妾婚與妾婚家庭中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非妾婚家庭子女 妾婚家庭子女

死亡個數 死亡率 死亡個數 死亡率

竹北 1255 0.147 26 0.151
北埔  668 0.148 21 0.176
峨嵋  804 0.133 21 0.116
合計 2727 0.143 68 0.14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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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茶、製茶技術堪稱優良，但峨眉的開發卻甚晚。自道光 14年（1834）金

廣福武裝移墾以迄光緒 5年（1879）之間，可謂峨眉鄉從無到有、從變動不

穩到整個客籍漢人聚集而世居不動的階段。21

二、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的人口學資訊

本節將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資料庫為數據來源。所以選擇此三

地，蓋緣於筆者曾長期在此進行田野調查，對於文獻所未及的若干疑點，或

可從實際訪問中，藉助口述資料以為修正或補充，以避免數據計算與程式邏

輯上的盲點。當然，選擇三地而排除其他，不免招致「代表性」的質疑。然

而，本文的目的，並不在追尋足以代表日治台灣納妾風俗的理想型研究，亦

非寄望「從沙中看世界、以水滴見海洋」。22若從竹北等三地為本位，本文

所用的戶冊資訊、數據，就是日治時期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先民的軌

跡，其所反應的就是當地固有的風俗習慣與歷史現象。此處，應先概略速寫

三地資料庫的基本人口學訊息。

表 1即為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資料庫所涵蓋之戶數、總人口數等相

關人口學資訊的精密計算。就資料庫規模而言，三地之中以竹北地區的樣本

數較多，人數將近 2萬之譜。北埔、峨眉分別為 1.2及 1.4萬。男女人數方

面，三地均呈現女多於男的趨勢。須加以說明的是，資料庫大小、人數多

寡、男女人數的差異等等，部分緣於當初戶冊資料收集量之所限，並不能等

同三地的實際情況。再就族群比例而言，三地均以客家族群居為多數。其

中，又以北埔、峨眉最為明顯。

若以女性樣本為主體來呈顯婚姻型態，則其中仍以明媒正娶的大婚居為

21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峨眉相關介紹，亦參考：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78–180。

22   此原是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史家對歷史社區研究的期許（彼得•柏克 [Peter Burke]，1997: 
103）。在史學界，比較主觀的方法也可以窺見研究客體與其所在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大
環境之間的關係。如：微觀史學的興起便是一例。藉著重建個人或事件與他╱它們所在的

特定時空下的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瞭解社會進程中的某些側面（Ginzburg, 
199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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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干，以及交加不明為礙；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擋，不干銀

主之事。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甘

願字一紙，並上手字一紙，共二紙，付執為照。

即日同中收過價身七四銀六拾八大圓定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日 為媒人　楊生

 知見人　謝氏

 立賣甘願字人　楊片

 代書人　楊心生

據載楊片所以將妻子曾氏緞娘賣做他人妾，緣因於夫婦不相和諧，緞娘難容

於家內，楊片萬般無奈，只得轉賣他人。姑不論本夫所言之賣妻緣由是否屬

實，從契約論述看來，曾氏緞娘自初婚到成為楊品之妾的過程中，經歷過3

次婚姻記錄，而每一次婚姻都是以被「承買」的方式構成。16曾氏緞娘的

個人經歷驗證了小民百姓的「婚姻」與人身「買賣」可能相去不遠。楊片立

契的時間點在西元1904年，實際已進入日治初期，然而契約時間卻仍以清

16   楊片在契約中提及的「上手字」透露曾氏緞娘的初婚亦是經由「買賣」所構成。此「上手
字」完整內容如下：

  　　 立賣配甘願字人學甲堡中洲莊（庄）過港第二十番戶黃全先宗親，「承買曾家之女為
親」，而以忽然擣予宗弟，不幸亡故無後，共伊代料理，將曾氏投存費折抵作代理開

費。今因與聽媒人同相引就，賣配蕭壠堡番仔寮莊（庄）第八十番戶楊片出頭承買為

妻，憑媒三面言議著身價七四銀參拾大圓正；其銀即日同中交訖，其曾氏名緞凉（娘）

隨付媒人𤆬𤆬𤆬𤆬過楊片之家中為親，百年同心，傳子及孫，不敢異言滋事。保此係是全先

投存代理開費，與他人等無干；係若不明者，全先自出首抵擋，不干銀主之事。此係

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配甘願字壹紙，付執存炤。

  　　　　　即日同中收過七四龍銀參拾大圓完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八月　日 為媒人　邱芳　

 知見人　吳氏　

 立賣配甘願字人　黃全先

 代書人　楊心生

   此「上手字」詳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7，引號為筆者所加。值得注意者，
曾氏緞娘與楊片的婚姻僅維持短短4月，而楊片轉嫁緞娘所獲身價卻比當初將她從黃全先
之手購入所花錢銀多出38大圓。多出的錢銀或作為新夫對楊片的補償之費，但仍可見曾
氏緞娘在妾市場上的身價，似未因多次易手而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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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籍村落「六家」為例，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足者多達72％以上。

與此相對，六家婦女纏足者，卻不到1％（莊英章，1994: 191）。26明治38

年（1905）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亦顯示，新竹廳的閩籍女性中，纏足者多達

19.55％；相對於此，客籍女性中的纏足者，則僅佔0.22％（臨時臺灣戶口調

查部編，1908: 360）。及至大正四年（1915），新竹廳依然有14.15％的閩籍女

性是纏足者，而客籍女性纏足者則僅有0.06％（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

部編，1918: 393）。從纏足與職業的關係看來，農、林、漁業人口中纏足者比

率較之工、商、自由業者低。此乃因農、林、漁業對勞動力需求甚多之故（臨

時臺灣戶口調查部編，1908: 365–368；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

1918: 397–399）。沒有纏足的拘束使得客家女性勞力所及之範圍相對擴大。

據載客家女性足以與男人匹敵，早晨攜帶鐮刀出外傭作，傍晚背負大擔、小

擔柴火回家，客家女性一點也不輸男人。婦人種植蔬菜，未出嫁的姑娘負責

採茶（謝氏春枝，1990: 226），在尋常的煮食、家務外，舉凡「養豬、養雞、

養鴨、養鵝、挑尿桶到田裡澆菜、種蕃薯、挑水」（賴阿龍，1990: 12）等等，

她們游刃有餘，一手包辦。客家女性能在更大範圍上作為勞動力的來源。

在傳宗接代、多子多孫等考量外，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妻妾成群的現象，

往往被歸因於男性對肉體慾望的需索（畠中市藏，1934: 69）。27然則，將蓄

妾之風化約為色欲所驅，難免忽視背後的社會、文化機制。上層家庭討娶很

多妾，以「三妻四妾」彰顯家族財力，實際上也是一種將經濟資本轉化為階

級符號的手法。日治時期高等法院判官姉齒松平即認為，當時的台灣蓄妾風

習，往往是坐擁鉅資的名望家誇耀、彰顯其階級之所憑藉（姉齒松平，1930: 

26   崁頂、六家分屬竹北鄉的兩個閩、客村落，從戶冊資料計算，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
足者，多達72％以上，1866年以前更高達93.6％。相對的，客籍為主的六家，自1866
年—1925年間若以每5年為一時間區段，婦女纏足比率僅分別在1876–1880年間的0.7％，
以及1886–1890年間的0.6％。其餘時段的纏足比率皆為0（莊英章，1994: 191）。

27   畠中市藏歷任臺中州商工水產課長、總督府巡查、高雄州警部補、警務局屬、高雄州潮州
郡守、臺中州大甲郡守等等，身為日本官僚，其觀察恐或多或少帶有先入為主的意識型

態。有關畠中市藏個人經歷，參見「台灣人物誌（1895–1945）資料庫」：http://libdata.
ascc.sinica.edu.tw:8080/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7%95%A0%E4%B8%AD%E5
%B8%82%E8%97%8F&go.x=47&go.y=9（台灣人物誌，2010a;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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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納妾之前，正妻的生育情況（1906–1945）

樣本數
納妾之前

正妻未生育

納妾之前

正妻已生育

竹北 41 833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613

北埔 381028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711

峨眉 41 932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2418

合計1202793
有一個以上男嗣有兩個以上男嗣

77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當時一些日本觀察者業已意識到納妾其實是勞動力的獲取之道，特別針對

「粵籍」（客籍）為然。25日治時期，多數台灣人以農業生理，農耕佃作成為

主要生業。大正9年（1920），台中、台南、高雄等州，農業人口均佔總人口

70％以上，新竹州的農作從業人口亦達69.3％（堤一馬，1922: 132）。從文

化乃至勞動力獲取的觀點說來，「生齒浩繁」一直是傳統農村家族的特徵。

工商未甚發達、機械作業尚未普及的時代，勞動力便成了農耕家庭最有利也

最需要的資本。截至1929年，新竹州的農畜振興方案中仍可見當地農業經

營法以勞動力密集的「集約」農法為基調（新竹州勢振興調查會分會，1929: 

89–90）。在此前提下，經濟許可的農耕家庭納一妾入戶，當可滿足人丁興旺

的家族理想，藉以增產人丁，為將來儲備勞動力。

另一方面，妾本身之於夫家而言，也是立即可用的勞動力。有別於閩南

女性，客家婦女多不纏足（謝氏春枝，1990: 227）。以竹北鄉閩籍村落「崁頂」

25   此一論斷出自畠中市藏的觀察，但於此同時，畠中市藏亦警覺到為了勞動力而納妾，究竟
有多少真偽，仍值得深究（畠中市藏，193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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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年號紀年，這或意味著日本殖民政權的權力在當時仍未深入民間社會，政

治上的改朝換代對小民百姓的日常作息、婚俗習慣並未產生有意識的影響。

積習已久的納妾風俗、契約書寫的格式、行文論述亦仍沿襲前代風格。

綜觀上引二紙妾契約，亦有若干共同點。兩者在契約論述的譴詞用字、

行文風格上無甚差異。父親賣女為妾的契字上說：「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

親生之長女，並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這與本夫賣妻為妾

契約之所謂「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無干」，二者行文用字、

語氣相仿，目的均在確保立約人對被賣女性的權利是清楚明晰的，該婦女並

非來歷不明或原主拐騙而來，亦無一女兩聘的情況。此所以楊片在妾契約之

後，又附上一通「上手字」，用意即在證明緞娘係楊片所明買，其所有權是

被確保的。是以契約論述緊接著又說「如有此事（別收他人聘禮、拐騙等

等），有章一力出首抵擋，不干買主之事」、「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

擋，不干銀主之事」等語，均暗示交易之後如有異言糾紛，概由立契人出首

承擔，絕不牽連買主。所謂「三面言議」、「二比甘願」、「付執為炤」云云，

均是立契人對買主的「擔保」，其目的在於免除買者的責任，並作為賣方「守

約」的保證。就此而言，媒人、知見人具名簽署，也有類似的擔保意味。日

後若衍生糾紛，不僅賣主有責任，契字中所具名者，也有義務斡旋處理。

契約寫作所以花費篇幅作這種擔保強調，恐怕不僅僅只是契約論述上的

「書寫習慣」，17或亦反證當時社會人身買賣的不穩定性。交易之後又橫生

異言、糾紛不斷、納妾之後果不如預期等等，時有所聞。18儘管無法確知

一旦發生糾紛而引起訴訟，妾契約在審理過程中究竟發揮什麼作用，但至少

可以說，契約「存在」的本身，證明了相關當事人確實是在「不存在」威逼

或其他人為壓迫的情境下，自願簽訂了這一人身買賣協定（寺田浩明，2005: 

17   James Hayes（1990: 38–39）的研究中收入2件19世紀華南地區妾交易契約，其書寫風格
亦與台灣相仿。

18   日治時期流通量最大的「台灣日日新報」中仍有不少與妾相關的社會新聞。納妾而招引家
庭風波、甚至被詐欺者，亦恆有之。如：〈妾不肯入籍•詐欺聘金告訴不成立〉，「台灣日

日新報」，1931.08.16，夕刊04版（不著撰人，1931）；〈娶妾遭騙•人身買賣惡風端在此
輩村漢〉，「台灣日日新報」，1934.12.07，夕刊04版（不著撰人，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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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以為小妾」二語，將「字」與「出賣」混用，意味此樁協定即便是

一種「婚約」，亦難與「出賣」涇渭分明。從行文脈絡看來，父親將王蓮「字」

人為妾緣因於「家中貧苦，日食難度」，又有「身價」云云等字眼，此明係

一樁「嫁賣」交易。對清帝國晚期的窮人家庭而言，婚姻與買賣之間的界線

恐怕極微。13正規婚姻之外的婚姻形式，如：賣女兒與人為婚、寡婦再醮、

買休賣休14……等等，或多或少都帶有金錢交易色彩，以作為提升或改善生

活的手段（Sommer, 2005: 48）。以此處為例，王蓮乍看之下似是被物化的犧

牲者，然則賣做人妾，不僅改善家中經濟，對於被交易的女性而言，可能也

是一種「機會」。畢竟在女性缺乏獨立自存的時空中，婚姻（無論正規婚姻

抑或嫁賣）還是她賴以改變自身命運最直接的憑藉（Gates, 1996: 132）。

另一樁納妾交易來自 1904年（明治 37年），台南廳蕭壠堡人氏楊片，將

他的妻子曾氏緞娘賣給同堡的楊品為妾，身為本夫的楊片在契字15中說道：

立賣甘願字人蕭壠堡番仔寮莊（庄）楊片，自置明買過學甲堡中洲

莊（庄）過港黃全先之弟婦承來為親，入內不受，難親不恁，片一

切無奈，將於事情無奈，憑媒引就，願曾氏名緞娘一人賣與本堡北

頭莊（庄）楊品出首承買，三面言議著身價銀六拾八大圓正；其銀

即日同中交訖，其人緞娘隨付銀主娶過，前去掌管為妾，不敢阻

擋，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

13   在貨幣經濟高度發展的清代社會中，「婚姻」與「買賣」之間可能難有一清楚的劃分界線
（Gates, 1996: 128–147）。學者從 1931年廣州番禺一份名之為「送帖」的契約推測，人們
可能在女孩幼年時領養她，俟其長成再以「贈送」為名，與人為妾，藉此賺取高額的「養

育費」。因該「送帖」外觀全以紅色及吉祥圖案為飾，可見雖名之為「送」，卻也被視為婚

姻喜事（Hayes, 1990: 42）。
14   「買休賣休」是明、清律的用語，「休」字意味與本夫終止原來的婚姻關係，特指丈夫將髮
妻嫁賣給別的男人為妻、妾，或後夫用錢買娶以使本夫休離其妻的情況（黃宗智，2003: 
148）。清律「賣休（人）」似專指「本夫」而言。沈之奇以為清律不言「買休、賣休子孫
婦妾」，蓋因「略賣律」內已有略賣子孫婦妾之文，若審有略賣之情者，當問以略賣之罪。

若是婦妾情願被賣，則又屬「和賣」。賣人者「既非本夫，則不得言賣休矣。」（〔清〕沈之

奇撰，1998: 918–919）。
15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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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買主與立契人所進行的交易、從本夫或父親之手買進其妻、女以為妾，

在當時社會的人情事理上是站得住腳而毫無疑義的。

以上藉由風俗調查報告以及當事人所起草的妾婚契字，試圖還原清末以

來的歷史脈絡。納妾雖屬婚姻締結的途徑之一，實際還與傳宗接代、賣人交

易存在難以清楚切割的關係。下文則以日本殖民政府的戶籍登錄冊為樣本，

檢視生育、傳宗接代之外，日治台灣新竹地區的妾婚現象還有哪些值得深入

瞭解或進一步究明之處。

參、戶籍資料庫所載的納妾資訊： 
以竹北、北埔、峨眉等鄉鎮為例

一、資料庫背景說明

本文引用的「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乃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所建置（1989–至今），其原始資

料則源於日本殖民政府所實施的戶政制度。日本領台之初即相繼於明治 29

年（1896）及 36年（1903）頒佈戶口調查相關規定，目的是為貫徹全島戶口

調查，以達維持治安之效（洪汝茂總編輯，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職是

之故，當時的戶籍登錄乃是作為一種警察行政資料。19在登錄上，則以本

島人的主要住所為本居，無論其人是否現住，其家屬全部登記在冊。非家屬

而同居者，則另用一紙謄錄，附於該戶戶口調查簿之後。戶籍調查資料不僅

用以掌握人口動向，更是個人身分證明之所本。蓋因戶籍登記冊明列「事由

欄」，當中詳載個人身分、因婚姻或收養所致的身分變更、個人素行記錄（犯

罪紀錄、纏足、吸食鴉片與否）、遷徙住址、發生日期等等（洪汝茂總編輯，

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14, 37；Wolf and Huang, 1980: 16–33）。諸如此類個

人生命史的種種資訊，無論就量化抑或質性研究，均有可觀的史料價值。

新竹地區戶籍資料庫包括現今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戶籍登錄冊。

19   台灣日治時期警察所轄職務範圍，詳見：鷲巢敦哉著，《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台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藏資料，1938）。尤其頁 222–231，有關戶口調查的系統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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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妾婚前、後，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正妻（妾婚前） 正妻（妾婚後） 妾

死亡

個數
總數 ％

死亡

個數
總數 ％

死亡

個數
總數 ％

　竹北 15  80 0.188 1 11 0.091  9  92 0.098
　北埔  5  42 0.119 2 17 0.118  8  63 0.127
　峨眉  4  51 0.078 3 25 0.120  8 104 0.077
三地合計 24 173 0.139 6 53 0.113 25 259 0.09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進程、醫療衛生與現代化生活水平的提升等等，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般人可能會先入為主地認為納妾之習所以歷久不衰，緣於對男嗣的迫

切渴求，或是出於色欲所驅。長久以來，人們詬病傳統社會一男多女的婚姻

組合、將女性視作生產機器而加以工具化，妾婚之舉從而難逃「歧視」或「物

化」女性的責難。然而，投射過多今人對性別政治的敏感，也可能會模糊焦

點而遺漏更多值得深究的課題。

不可否認，在煙火接續的前提下，傳統農村社會對子嗣的期望優先於婚

姻。但子嗣獲取只是其一，納一妾入戶可能不僅只為了「傳宗接代」。表 7

即從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資料庫中，擷取「一夫一妻一妾」（即：不包

含納 2個以上之妾者）的案例共 120件。其中，夫納妾以前正妻未生育者，

僅 27例，占 22.5％（27÷120=0.225）。其餘 93例均是正妻早已育有子女，

而丈夫仍舊納妾的案件。其中有77例，占所有納妾者的64.17％（77÷120≒ 

0.6417），在丈夫納妾之際正妻至少已生育一個以上的男孩。更細緻地說來，

正妻已育兩個男孩以上者，甚至還高達 35％（42÷120=0.35）。故此，就正

妻已有一子甚至二子以上的妾婚男性而言，他們基於對男嗣的迫切渴求而納

妾的可能性，便相對降低。嗣續綿延可能對人們決定納妾與否有積極促進作

用，但卻未必是唯一的動機。一個男人所以納妾，亦不僅只出於「傳宗接代」

的考量。

與傳宗接代殊途同歸者，還包括「人丁興旺」、「多子多孫」的家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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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8此外，納妾的男性一般在此前都有過婚姻紀錄（即與正妻╱原配的

婚姻）。若進一步細究這些納妾男性與其正妻的婚姻型態，則仍可見清楚的

趨勢。

表 8與表 9即是從竹北、峨眉、北埔 3資料庫中蒐集 129件納妾婚姻，

並從中觀察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及比率。總計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之

婚姻係大婚者有 55件（25+11+19=55），小婚者 65件（15+28+22=65）。男

性與原配係大婚而日後又納妾者，比率是 0.010；若與原配婚姻是小婚而日

後又納妾者，則比率增為 0.031，後者約為前者的 3倍。29易言之，納妾男

性與正妻的婚姻以小婚型態居多，大婚次之。文獻所指，納妾的主要目的在

傳宗接代。從納妾的儀式到稱呼等種種跡象反證「妾」的存在殆為「無後」

所趨，生子延嗣畢竟是父系社會的道德使命。然而，竹北、北埔、峨眉等三

地數據卻顯示男性在正妻已育有男嗣的情況下仍然納妾者，亦為數不少。30

而且竹北等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又以「小婚」型態為多，則「小婚」

與「納妾」慣習之間有無特別關係，便值得深究。

美國人類學者 Arthur P. Wolf以研究台灣社會的小婚習俗而馳名，在他所

擷取的 20,000件婚姻型態的重建結果中，1890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女性若是

幼年被收養而日後與養家兄、弟成婚的所謂「媳婦仔婚」（小婚），則其生育

率比起其他大婚女性低 40％，而離婚的機會比起大婚的女性高出 3倍（Wolf, 

2005: 77）。Wolf據此重新論證並解釋 1895年 Edward Westermarck所提出的

論點：自幼生活在一起的男女，明顯缺乏性愛的情慾吸引，因而難以完成傳

宗接代的目的。身為媳婦仔的妻子，與丈夫因從小玩在一起，同睡一張床、

同在一個家戶中哺育、成長，從而產生性的嫌惡或抑制（sexually inhibiting 

effects）。對於娶有媳婦仔的小婚男性而言，性抑制的作用亦然（Wolf, 2005:

28   20世紀初，英國人對傳統中國的納妾風俗，亦有類似見解。詳見：〈支那親族法上に於け
る妾の地位〉，《台法月報》，明治 40年 12月 10日（1907.12.10），57（不著撰人，1907a）。

29   男性與原配婚姻係大婚而日後又納一妾的比率：55/（2205+1367+1682）=0.010468。若男性
與原配婚姻係小婚而日後又納妾者，其比率為：65/（926+446+711）=0.031204。

30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 77例已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 36
例，小婚者 40例，招贅婚者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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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閩籍為主的「貓而錠庄」（崇義村、尚義

村、大義村），客籍為主的東海窟庄（東海村）、隘口庄（隘口村）、芒頭埔庄

（中興村）、六家庄（東平村）等等。就地理位置而言，竹北位於新竹縣中部，

早期有平埔族人在此耕種、捕鹿，清雍正、乾隆年間，漢人相繼移墾。日治

初期以鳳山溪為界，南屬新竹辦務署竹北一堡，北屬新埔辦務署竹北二堡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74, 75）。據當地鄉民所稱，自日治初期伊始該

鄉即劃分為六家、竹北、鳳崗及豐田，約當今日的崇義、尚義、大義、大眉

等四村落。前三村地理範圍約為日治時代新竹廳「貓兒錠庄」所轄，亦相當

於新竹州時代的大字名「貓兒錠」，係屬閩南村落。六家則為一客家村落，

地勢平坦，居民多以務農為業，稻米是主要作物（莊英章，1994: 17–19）。

與竹北相仿，北埔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依然以村落為單位，範圍涵蓋小

分林庄小分林、二寮（大林村）、北埔庄埔尾（南興村）、北埔等客家村落。

北埔為一盆地，位居新竹縣中央部南側，即清代竹塹城東南邊境。日治時期

當地原稱北埔庄，包括：北埔、水磜子、大湖、大坪、南坑、南埔、小分林

等七大字。直迄清道光年間，北埔一帶尚為社番盤據。道光14年（1834），

為防番保民起見，諭令閩、粵籍墾戶合股金廣福墾號，陸續將今日北埔鄉、

峨眉鄉、寶山鄉等地，納入墾殖範圍（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68, 169–

170）。北埔在日治時代已逐漸成為純客家族群居住地，1930年實際住民即

以粵籍為主，閩籍及原住民人數合計未超過百人。足見北埔雖係閩粵合墾之

地，但因閩人多屬不在地地主，極少定居該地，故仍屬客家聚落（范明煥總

編纂，2005: 86）。

峨眉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十二寮庄（復興村）、月眉庄（峨眉村）、

赤柯坪庄（赤坪村）、石井庄（石井村）、中興庄（中盛村）等客籍為主之村

落。峨眉鄉原稱月眉，位於新竹縣之南，因峨眉溪曲流凸岸之半月形沖積河

階而得名。20大正九年（1920），總督府施行地方官制改正，將月眉改為峨

眉，一直沿用至今。峨眉地勢遍鄉皆山，風土適植茶樹。儘管茶葉品種佳，

20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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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妾婚家庭中，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妾婚家庭中妻之子女妾婚家庭中妾之子女

死亡個數死亡率死亡個數死亡率

竹北170.190 90.108
北埔 70.104140.123
峨嵋120.199 90.152
合計360.166320.125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率高，便可以理解。就妾本身而言，生育既是她在夫家地位之所繫，她理所

當然傾注全力養護她的孩子，種種因素都可能導致妾婚情況下的嬰兒死亡率

偏低。

此外，針對「妾之子女死亡率低於妻之子女」，還有另一值得思考的方

向，即家庭內部世代間的社會流動，以及社會進程中經濟、醫療衛生水平的

改善。設若納妾之舉多發生在家庭經濟提高之後，且如表1所指，妻、妾之

間年齡差將近10歲。那麼10年之間的家庭經濟、社會內部的醫療衛生水平

等等，可能已有明顯進步。妾之子女出生晚，其成長得利於家庭經濟、醫療

衛生技術的提升。易言之，庶出之子可能享受到更多殖民現代化的利益，因

而存活率更高。如表6所指，若將時間點設定在妾婚「之後」（亦即：控制 

妻、妾子女所擁有的經濟資源、醫療營養水準），觀察三地妻、妾子女在一

歲以內的死亡率，則仍以妻之子女的死亡率略高。但正妻在妾婚之後，亦即

家庭經濟提升、醫療衛生資源改善之後，其嬰兒死亡率確實較妾婚之前降低

2.6個百分比，與妾之子女死亡率之間的差距也相對拉近。此一數據統計結

果，稍可支持社會進程、家庭經濟提升云云的假設。誠然，這一推論思考目

前只能聊備一說，尚待更多史料及精密數據來佐證。妻、妾年齡既相差約10

歲，則雙方嬰兒死亡率的差異當不僅緣於外在社會、經濟的轉變使然，還與

母體健康差異有關。由於此點涉及早期生活情況對女性健康、生育率、嬰兒

死亡率的影響（Bengtsson and Broström, 2009; Campbell and Lee, 2009），仍

待日後專文深究。但無可否認，妻、妾之子女夭折率的降低，與彼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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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身為妾的女性本身的影響。

納妾作為男子「無後」的救濟之道，似乎是毫無疑義的。遠如傳統中國

的家訓族規、女教書籍，近如日治台灣文獻，皆有所聞。從台灣粵籍（客家

人）的納妾儀式，更可見一斑。據載粵籍家庭在妾入門之際，妾應跪正妻面

前，由妻為之插「花管」。「花管」是一種銀製頭飾，「管」有「監督、管理」，

以及「壓制」之意。儀式結束後，正妻隨即以嚴苛冷冽的歌謠式罵語，厲聲

斥喝：「不生孩子就降為婢女」，「你是妾，休想吃好的、穿好的」等刻薄話

語，妾則肅然聆聽，待正妻允許，方可起身。剛進門的妾身分卑微，不能與

家人同桌共食，家人僅稱呼她為「姐」。直迄生育孩子，才改稱為「二奶」，

家庭地位稍有提升（香收順一，1990: 29）。

當時人既以納妾作為傳宗接代的補充之道，則不論是為生子延嗣抑或多

子多孫的家族理想，妾的生育率確實明顯高於正妻。表2分別計算竹北、北

埔、峨眉等地，妻、妾在各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在納妾家庭中，竹北、峨眉

兩地身為妾的女性在各個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始終高於正妻。若以總生育率而

言，竹北、峨眉兩地妾之總生育率均約為正妻的1.7倍。北埔地區雖不若竹

北、峨眉有規則性趨勢，但就總生育率看來，妾之生育率依然高過正妻。

若比較表2中「納妾」家庭與「一夫一妻」家庭的正妻，則納妾家庭的

正妻總生育率很明顯低於一夫一妻家庭的總生育率。男人若基於正妻不育或

少育而想納一妾入戶，冀其生育以補不足，那麼，妾婚家庭中正妻的生育數

明顯少於妾，似乎是邏輯之必然。總體而言，妾之生育率普遍高過正妻，或

許正反應人們對妾的期許，集中在子嗣獲取一事上。既然已知正妻不育或少

育，則納一妾入戶，目的就是要生育。除了納妾的當事人之外，其家庭中的

長輩可能也將生育、多子多孫的理想寄望在妾身上。就妾本身言之，傳統養

兒防老心態也可能發揮作用。妾在夫家既屬邊緣成員，生養孩子有助於穩固

其處境，年老亦有親生子嗣可以依靠。如果生、養子嗣是妾改變她在夫家地

位最直接的憑藉，則她對生育自然有更多企圖心與積極性。那末，妾的生育

率高于正妻，便不足為奇。

其次，妾雖具有較高的生育率，但妾所出之子女是否與嫡出之子女具有

相同的生存機會？對此，若再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中各種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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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但小婚、招婚23仍有一定比率。相形之下，妾婚在三地均屬少數。進

一步觀察竹北等三地男性納妾時，丈夫、原配（正妻），以及所納之妾的平

均年齡。竹北、北埔兩地納妾男性與妾的年紀差，均在10歲以上，峨眉地

區夫、妾年齡差也在8歲以上。此外，三地資料庫均顯示，正妻與妾的年紀

差至少在7歲以上，竹北更高達9.59歲。此或說明納妾所重者多在年輕，

目的不僅在「色」，亦可能為了生子考量，年紀較輕的女性其生育力應更強

盛。最後，仍是以女性為樣本，計算三地妾婚的通婚範圍。三地均以跨越鄉

鎮或村莊的妾婚居為多數，其比例是：（34+37+35）÷（47+39+47）≒0.7969 

=79.69％。

下文將以竹北、北埔、峨眉三地資料庫數據為主體，並佐以其他文獻資

料，針對妾婚這一雖屬少數卻仍值得深究的婚姻模式，做更細緻的討論。應

當說明的是，本文並不特別就族群因素作申論。日治時期竹北等三地的妾婚

仍以同一族群間的通婚為主流。北埔、峨眉基本上是客籍為主的鄉鎮。竹北

的閩籍住民相對於北埔、峨眉雖較多，但在全部133例妾婚樣本中，竹北地

區屬於閩籍的妾婚樣本僅10餘例，北埔、峨眉的閩籍妾婚樣本更少，皆在

3例以下。莊英章與Arthur P. Wolf以日治時期北台灣的海山及竹北戶冊為樣

本，討論閩客族群的不同，是否對婚姻行為產生影響。結果發現婚姻型態的

選擇、家庭決策、初婚年齡、生育率、兒童死亡率等等，並不因閩、客「族

群」的不相同，而有明顯差別（莊英章、武雅士，1994；Chuang and Wolf, 

1995: 788）。基於上述種種，本文暫不考慮「族群」因素對妾婚行為的影響。

三、納妾與生育

如諸多史料所提示，妾婚與生育子嗣密切攸關。在此之外，「納妾」之

舉也是上層社會的階級象徵，不僅為獲取勞動力，也為彰顯家族的顯赫與財

富。下文將擇取客家族群為主的竹北、北埔、峨眉等資料庫中的戶籍登錄數

據，與上述妾婚動機互為印證。其次，也力圖從數據中觀測妾婚的結果，及

23   包括：以親女、養女為生家或養家招進一婿的「招婿」，以及以寡媳為前夫家招進後夫的
「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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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以為小妾」二語，將「字」與「出賣」混用，意味此樁協定即便是

一種「婚約」，亦難與「出賣」涇渭分明。從行文脈絡看來，父親將王蓮「字」

人為妾緣因於「家中貧苦，日食難度」，又有「身價」云云等字眼，此明係

一樁「嫁賣」交易。對清帝國晚期的窮人家庭而言，婚姻與買賣之間的界線

恐怕極微。13正規婚姻之外的婚姻形式，如：賣女兒與人為婚、寡婦再醮、

買休賣休14……等等，或多或少都帶有金錢交易色彩，以作為提升或改善生

活的手段（Sommer, 2005: 48）。以此處為例，王蓮乍看之下似是被物化的犧

牲者，然則賣做人妾，不僅改善家中經濟，對於被交易的女性而言，可能也

是一種「機會」。畢竟在女性缺乏獨立自存的時空中，婚姻（無論正規婚姻

抑或嫁賣）還是她賴以改變自身命運最直接的憑藉（Gates, 1996: 132）。

另一樁納妾交易來自1904年（明治37年），台南廳蕭壠堡人氏楊片，將

他的妻子曾氏緞娘賣給同堡的楊品為妾，身為本夫的楊片在契字15中說道：

立賣甘願字人蕭壠堡番仔寮莊（庄）楊片，自置明買過學甲堡中洲

莊（庄）過港黃全先之弟婦承來為親，入內不受，難親不恁，片一

切無奈，將於事情無奈，憑媒引就，願曾氏名緞娘一人賣與本堡北

頭莊（庄）楊品出首承買，三面言議著身價銀六拾八大圓正；其銀

即日同中交訖，其人緞娘隨付銀主娶過，前去掌管為妾，不敢阻

擋，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

13   在貨幣經濟高度發展的清代社會中，「婚姻」與「買賣」之間可能難有一清楚的劃分界線
（Gates, 1996: 128–147）。學者從1931年廣州番禺一份名之為「送帖」的契約推測，人們
可能在女孩幼年時領養她，俟其長成再以「贈送」為名，與人為妾，藉此賺取高額的「養

育費」。因該「送帖」外觀全以紅色及吉祥圖案為飾，可見雖名之為「送」，卻也被視為婚

姻喜事（Hayes, 1990: 42）。
14   「買休賣休」是明、清律的用語，「休」字意味與本夫終止原來的婚姻關係，特指丈夫將髮
妻嫁賣給別的男人為妻、妾，或後夫用錢買娶以使本夫休離其妻的情況（黃宗智，2003: 
148）。清律「賣休（人）」似專指「本夫」而言。沈之奇以為清律不言「買休、賣休子孫
婦妾」，蓋因「略賣律」內已有略賣子孫婦妾之文，若審有略賣之情者，當問以略賣之罪。

若是婦妾情願被賣，則又屬「和賣」。賣人者「既非本夫，則不得言賣休矣。」（〔清〕沈之

奇撰，1998: 918–919）。
15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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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買主與立契人所進行的交易、從本夫或父親之手買進其妻、女以為妾，

在當時社會的人情事理上是站得住腳而毫無疑義的。

以上藉由風俗調查報告以及當事人所起草的妾婚契字，試圖還原清末以

來的歷史脈絡。納妾雖屬婚姻締結的途徑之一，實際還與傳宗接代、賣人交

易存在難以清楚切割的關係。下文則以日本殖民政府的戶籍登錄冊為樣本，

檢視生育、傳宗接代之外，日治台灣新竹地區的妾婚現象還有哪些值得深入

瞭解或進一步究明之處。

參、戶籍資料庫所載的納妾資訊： 
以竹北、北埔、峨眉等鄉鎮為例

一、資料庫背景說明

本文引用的「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乃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所建置（1989–至今），其原始資

料則源於日本殖民政府所實施的戶政制度。日本領台之初即相繼於明治29

年（1896）及36年（1903）頒佈戶口調查相關規定，目的是為貫徹全島戶口

調查，以達維持治安之效（洪汝茂總編輯，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職是

之故，當時的戶籍登錄乃是作為一種警察行政資料。19在登錄上，則以本

島人的主要住所為本居，無論其人是否現住，其家屬全部登記在冊。非家屬

而同居者，則另用一紙謄錄，附於該戶戶口調查簿之後。戶籍調查資料不僅

用以掌握人口動向，更是個人身分證明之所本。蓋因戶籍登記冊明列「事由

欄」，當中詳載個人身分、因婚姻或收養所致的身分變更、個人素行記錄（犯

罪紀錄、纏足、吸食鴉片與否）、遷徙住址、發生日期等等（洪汝茂總編輯，

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14, 37；Wolf and Huang, 1980: 16–33）。諸如此類個

人生命史的種種資訊，無論就量化抑或質性研究，均有可觀的史料價值。

新竹地區戶籍資料庫包括現今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戶籍登錄冊。

19   台灣日治時期警察所轄職務範圍，詳見：鷲巢敦哉著，《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台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藏資料，1938）。尤其頁222–231，有關戶口調查的系統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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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妾婚前、後，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正妻（妾婚前）正妻（妾婚後）妾

死亡

個數
總數％

死亡

個數
總數％

死亡

個數
總數％

　竹北15 800.1881110.091 9 920.098
　北埔 5 420.1192170.118 8 630.127
　峨眉 4 510.0783250.120 81040.077
三地合計241730.1396530.113252590.09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進程、醫療衛生與現代化生活水平的提升等等，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般人可能會先入為主地認為納妾之習所以歷久不衰，緣於對男嗣的迫

切渴求，或是出於色欲所驅。長久以來，人們詬病傳統社會一男多女的婚姻

組合、將女性視作生產機器而加以工具化，妾婚之舉從而難逃「歧視」或「物

化」女性的責難。然而，投射過多今人對性別政治的敏感，也可能會模糊焦

點而遺漏更多值得深究的課題。

不可否認，在煙火接續的前提下，傳統農村社會對子嗣的期望優先於婚

姻。但子嗣獲取只是其一，納一妾入戶可能不僅只為了「傳宗接代」。表7

即從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資料庫中，擷取「一夫一妻一妾」（即：不包

含納2個以上之妾者）的案例共120件。其中，夫納妾以前正妻未生育者，

僅27例，占22.5％（27÷120=0.225）。其餘93例均是正妻早已育有子女，

而丈夫仍舊納妾的案件。其中有77例，占所有納妾者的64.17％（77÷120≒ 

0.6417），在丈夫納妾之際正妻至少已生育一個以上的男孩。更細緻地說來，

正妻已育兩個男孩以上者，甚至還高達35％（42÷120=0.35）。故此，就正

妻已有一子甚至二子以上的妾婚男性而言，他們基於對男嗣的迫切渴求而納

妾的可能性，便相對降低。嗣續綿延可能對人們決定納妾與否有積極促進作

用，但卻未必是唯一的動機。一個男人所以納妾，亦不僅只出於「傳宗接代」

的考量。

與傳宗接代殊途同歸者，還包括「人丁興旺」、「多子多孫」的家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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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8此外，納妾的男性一般在此前都有過婚姻紀錄（即與正妻╱原配的

婚姻）。若進一步細究這些納妾男性與其正妻的婚姻型態，則仍可見清楚的

趨勢。

表8與表9即是從竹北、峨眉、北埔3資料庫中蒐集129件納妾婚姻，

並從中觀察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及比率。總計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之

婚姻係大婚者有55件（25+11+19=55），小婚者65件（15+28+22=65）。男

性與原配係大婚而日後又納妾者，比率是0.010；若與原配婚姻是小婚而日

後又納妾者，則比率增為0.031，後者約為前者的3倍。29易言之，納妾男

性與正妻的婚姻以小婚型態居多，大婚次之。文獻所指，納妾的主要目的在

傳宗接代。從納妾的儀式到稱呼等種種跡象反證「妾」的存在殆為「無後」

所趨，生子延嗣畢竟是父系社會的道德使命。然而，竹北、北埔、峨眉等三

地數據卻顯示男性在正妻已育有男嗣的情況下仍然納妾者，亦為數不少。30

而且竹北等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又以「小婚」型態為多，則「小婚」

與「納妾」慣習之間有無特別關係，便值得深究。

美國人類學者Arthur P. Wolf以研究台灣社會的小婚習俗而馳名，在他所

擷取的20,000件婚姻型態的重建結果中，1890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女性若是

幼年被收養而日後與養家兄、弟成婚的所謂「媳婦仔婚」（小婚），則其生育

率比起其他大婚女性低40％，而離婚的機會比起大婚的女性高出3倍（Wolf, 

2005: 77）。Wolf據此重新論證並解釋1895年Edward Westermarck所提出的

論點：自幼生活在一起的男女，明顯缺乏性愛的情慾吸引，因而難以完成傳

宗接代的目的。身為媳婦仔的妻子，與丈夫因從小玩在一起，同睡一張床、

同在一個家戶中哺育、成長，從而產生性的嫌惡或抑制（sexually inhibiting 

effects）。對於娶有媳婦仔的小婚男性而言，性抑制的作用亦然（Wolf, 2005:

28   20世紀初，英國人對傳統中國的納妾風俗，亦有類似見解。詳見：〈支那親族法上に於け
る妾の地位〉，《台法月報》，明治40年12月10日（1907.12.10），57（不著撰人，1907a）。

29   男性與原配婚姻係大婚而日後又納一妾的比率：55/（2205+1367+1682）=0.010468。若男性
與原配婚姻係小婚而日後又納妾者，其比率為：65/（926+446+711）=0.031204。

30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77例已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36
例，小婚者40例，招贅婚者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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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閩籍為主的「貓而錠庄」（崇義村、尚義

村、大義村），客籍為主的東海窟庄（東海村）、隘口庄（隘口村）、芒頭埔庄

（中興村）、六家庄（東平村）等等。就地理位置而言，竹北位於新竹縣中部，

早期有平埔族人在此耕種、捕鹿，清雍正、乾隆年間，漢人相繼移墾。日治

初期以鳳山溪為界，南屬新竹辦務署竹北一堡，北屬新埔辦務署竹北二堡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74, 75）。據當地鄉民所稱，自日治初期伊始該

鄉即劃分為六家、竹北、鳳崗及豐田，約當今日的崇義、尚義、大義、大眉

等四村落。前三村地理範圍約為日治時代新竹廳「貓兒錠庄」所轄，亦相當

於新竹州時代的大字名「貓兒錠」，係屬閩南村落。六家則為一客家村落，

地勢平坦，居民多以務農為業，稻米是主要作物（莊英章，1994: 17–19）。

與竹北相仿，北埔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依然以村落為單位，範圍涵蓋小

分林庄小分林、二寮（大林村）、北埔庄埔尾（南興村）、北埔等客家村落。

北埔為一盆地，位居新竹縣中央部南側，即清代竹塹城東南邊境。日治時期

當地原稱北埔庄，包括：北埔、水磜子、大湖、大坪、南坑、南埔、小分林

等七大字。直迄清道光年間，北埔一帶尚為社番盤據。道光 14年（1834），

為防番保民起見，諭令閩、粵籍墾戶合股金廣福墾號，陸續將今日北埔鄉、

峨眉鄉、寶山鄉等地，納入墾殖範圍（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68, 169–

170）。北埔在日治時代已逐漸成為純客家族群居住地，1930年實際住民即

以粵籍為主，閩籍及原住民人數合計未超過百人。足見北埔雖係閩粵合墾之

地，但因閩人多屬不在地地主，極少定居該地，故仍屬客家聚落（范明煥總

編纂，2005: 86）。

峨眉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十二寮庄（復興村）、月眉庄（峨眉村）、

赤柯坪庄（赤坪村）、石井庄（石井村）、中興庄（中盛村）等客籍為主之村

落。峨眉鄉原稱月眉，位於新竹縣之南，因峨眉溪曲流凸岸之半月形沖積河

階而得名。20大正九年（1920），總督府施行地方官制改正，將月眉改為峨

眉，一直沿用至今。峨眉地勢遍鄉皆山，風土適植茶樹。儘管茶葉品種佳，

20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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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妾婚家庭中，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妾婚家庭中妻之子女 妾婚家庭中妾之子女

死亡個數 死亡率 死亡個數 死亡率

竹北 17 0.190  9 0.108
北埔  7 0.104 14 0.123
峨嵋 12 0.199  9 0.152
合計 36 0.166 32 0.125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率高，便可以理解。就妾本身而言，生育既是她在夫家地位之所繫，她理所

當然傾注全力養護她的孩子，種種因素都可能導致妾婚情況下的嬰兒死亡率

偏低。

此外，針對「妾之子女死亡率低於妻之子女」，還有另一值得思考的方

向，即家庭內部世代間的社會流動，以及社會進程中經濟、醫療衛生水平的

改善。設若納妾之舉多發生在家庭經濟提高之後，且如表 1所指，妻、妾之

間年齡差將近 10歲。那麼 10年之間的家庭經濟、社會內部的醫療衛生水平

等等，可能已有明顯進步。妾之子女出生晚，其成長得利於家庭經濟、醫療

衛生技術的提升。易言之，庶出之子可能享受到更多殖民現代化的利益，因

而存活率更高。如表 6所指，若將時間點設定在妾婚「之後」（亦即：控制 

妻、妾子女所擁有的經濟資源、醫療營養水準），觀察三地妻、妾子女在一

歲以內的死亡率，則仍以妻之子女的死亡率略高。但正妻在妾婚之後，亦即

家庭經濟提升、醫療衛生資源改善之後，其嬰兒死亡率確實較妾婚之前降低

2.6個百分比，與妾之子女死亡率之間的差距也相對拉近。此一數據統計結

果，稍可支持社會進程、家庭經濟提升云云的假設。誠然，這一推論思考目

前只能聊備一說，尚待更多史料及精密數據來佐證。妻、妾年齡既相差約 10

歲，則雙方嬰兒死亡率的差異當不僅緣於外在社會、經濟的轉變使然，還與

母體健康差異有關。由於此點涉及早期生活情況對女性健康、生育率、嬰兒

死亡率的影響（Bengtsson and Broström, 2009; Campbell and Lee, 2009），仍

待日後專文深究。但無可否認，妻、妾之子女夭折率的降低，與彼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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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身為妾的女性本身的影響。

納妾作為男子「無後」的救濟之道，似乎是毫無疑義的。遠如傳統中國

的家訓族規、女教書籍，近如日治台灣文獻，皆有所聞。從台灣粵籍（客家

人）的納妾儀式，更可見一斑。據載粵籍家庭在妾入門之際，妾應跪正妻面

前，由妻為之插「花管」。「花管」是一種銀製頭飾，「管」有「監督、管理」，

以及「壓制」之意。儀式結束後，正妻隨即以嚴苛冷冽的歌謠式罵語，厲聲

斥喝：「不生孩子就降為婢女」，「你是妾，休想吃好的、穿好的」等刻薄話

語，妾則肅然聆聽，待正妻允許，方可起身。剛進門的妾身分卑微，不能與

家人同桌共食，家人僅稱呼她為「姐」。直迄生育孩子，才改稱為「二奶」，

家庭地位稍有提升（香收順一，1990: 29）。

當時人既以納妾作為傳宗接代的補充之道，則不論是為生子延嗣抑或多

子多孫的家族理想，妾的生育率確實明顯高於正妻。表 2分別計算竹北、北

埔、峨眉等地，妻、妾在各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在納妾家庭中，竹北、峨眉

兩地身為妾的女性在各個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始終高於正妻。若以總生育率而

言，竹北、峨眉兩地妾之總生育率均約為正妻的 1.7倍。北埔地區雖不若竹

北、峨眉有規則性趨勢，但就總生育率看來，妾之生育率依然高過正妻。

若比較表 2中「納妾」家庭與「一夫一妻」家庭的正妻，則納妾家庭的

正妻總生育率很明顯低於一夫一妻家庭的總生育率。男人若基於正妻不育或

少育而想納一妾入戶，冀其生育以補不足，那麼，妾婚家庭中正妻的生育數

明顯少於妾，似乎是邏輯之必然。總體而言，妾之生育率普遍高過正妻，或

許正反應人們對妾的期許，集中在子嗣獲取一事上。既然已知正妻不育或少

育，則納一妾入戶，目的就是要生育。除了納妾的當事人之外，其家庭中的

長輩可能也將生育、多子多孫的理想寄望在妾身上。就妾本身言之，傳統養

兒防老心態也可能發揮作用。妾在夫家既屬邊緣成員，生養孩子有助於穩固

其處境，年老亦有親生子嗣可以依靠。如果生、養子嗣是妾改變她在夫家地

位最直接的憑藉，則她對生育自然有更多企圖心與積極性。那末，妾的生育

率高于正妻，便不足為奇。

其次，妾雖具有較高的生育率，但妾所出之子女是否與嫡出之子女具有

相同的生存機會？對此，若再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中各種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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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但小婚、招婚23仍有一定比率。相形之下，妾婚在三地均屬少數。進

一步觀察竹北等三地男性納妾時，丈夫、原配（正妻），以及所納之妾的平

均年齡。竹北、北埔兩地納妾男性與妾的年紀差，均在 10歲以上，峨眉地

區夫、妾年齡差也在 8歲以上。此外，三地資料庫均顯示，正妻與妾的年紀

差至少在 7歲以上，竹北更高達 9.59歲。此或說明納妾所重者多在年輕，

目的不僅在「色」，亦可能為了生子考量，年紀較輕的女性其生育力應更強

盛。最後，仍是以女性為樣本，計算三地妾婚的通婚範圍。三地均以跨越鄉

鎮或村莊的妾婚居為多數，其比例是：（34+37+35）÷（47+39+47）≒0.7969 

=79.69％。

下文將以竹北、北埔、峨眉三地資料庫數據為主體，並佐以其他文獻資

料，針對妾婚這一雖屬少數卻仍值得深究的婚姻模式，做更細緻的討論。應

當說明的是，本文並不特別就族群因素作申論。日治時期竹北等三地的妾婚

仍以同一族群間的通婚為主流。北埔、峨眉基本上是客籍為主的鄉鎮。竹北

的閩籍住民相對於北埔、峨眉雖較多，但在全部 133例妾婚樣本中，竹北地

區屬於閩籍的妾婚樣本僅 10餘例，北埔、峨眉的閩籍妾婚樣本更少，皆在

3例以下。莊英章與 Arthur P. Wolf以日治時期北台灣的海山及竹北戶冊為樣

本，討論閩客族群的不同，是否對婚姻行為產生影響。結果發現婚姻型態的

選擇、家庭決策、初婚年齡、生育率、兒童死亡率等等，並不因閩、客「族

群」的不相同，而有明顯差別（莊英章、武雅士，1994；Chuang and Wolf, 

1995: 788）。基於上述種種，本文暫不考慮「族群」因素對妾婚行為的影響。

三、納妾與生育

如諸多史料所提示，妾婚與生育子嗣密切攸關。在此之外，「納妾」之

舉也是上層社會的階級象徵，不僅為獲取勞動力，也為彰顯家族的顯赫與財

富。下文將擇取客家族群為主的竹北、北埔、峨眉等資料庫中的戶籍登錄數

據，與上述妾婚動機互為印證。其次，也力圖從數據中觀測妾婚的結果，及

23   包括：以親女、養女為生家或養家招進一婿的「招婿」，以及以寡媳為前夫家招進後夫的
「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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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以為小妾」二語，將「字」與「出賣」混用，意味此樁協定即便是

一種「婚約」，亦難與「出賣」涇渭分明。從行文脈絡看來，父親將王蓮「字」

人為妾緣因於「家中貧苦，日食難度」，又有「身價」云云等字眼，此明係

一樁「嫁賣」交易。對清帝國晚期的窮人家庭而言，婚姻與買賣之間的界線

恐怕極微。13正規婚姻之外的婚姻形式，如：賣女兒與人為婚、寡婦再醮、

買休賣休14……等等，或多或少都帶有金錢交易色彩，以作為提升或改善生

活的手段（Sommer, 2005: 48）。以此處為例，王蓮乍看之下似是被物化的犧

牲者，然則賣做人妾，不僅改善家中經濟，對於被交易的女性而言，可能也

是一種「機會」。畢竟在女性缺乏獨立自存的時空中，婚姻（無論正規婚姻

抑或嫁賣）還是她賴以改變自身命運最直接的憑藉（Gates, 1996: 132）。

另一樁納妾交易來自 1904年（明治 37年），台南廳蕭壠堡人氏楊片，將

他的妻子曾氏緞娘賣給同堡的楊品為妾，身為本夫的楊片在契字15中說道：

立賣甘願字人蕭壠堡番仔寮莊（庄）楊片，自置明買過學甲堡中洲

莊（庄）過港黃全先之弟婦承來為親，入內不受，難親不恁，片一

切無奈，將於事情無奈，憑媒引就，願曾氏名緞娘一人賣與本堡北

頭莊（庄）楊品出首承買，三面言議著身價銀六拾八大圓正；其銀

即日同中交訖，其人緞娘隨付銀主娶過，前去掌管為妾，不敢阻

擋，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

13   在貨幣經濟高度發展的清代社會中，「婚姻」與「買賣」之間可能難有一清楚的劃分界線
（Gates, 1996: 128–147）。學者從 1931年廣州番禺一份名之為「送帖」的契約推測，人們
可能在女孩幼年時領養她，俟其長成再以「贈送」為名，與人為妾，藉此賺取高額的「養

育費」。因該「送帖」外觀全以紅色及吉祥圖案為飾，可見雖名之為「送」，卻也被視為婚

姻喜事（Hayes, 1990: 42）。
14   「買休賣休」是明、清律的用語，「休」字意味與本夫終止原來的婚姻關係，特指丈夫將髮
妻嫁賣給別的男人為妻、妾，或後夫用錢買娶以使本夫休離其妻的情況（黃宗智，2003: 
148）。清律「賣休（人）」似專指「本夫」而言。沈之奇以為清律不言「買休、賣休子孫
婦妾」，蓋因「略賣律」內已有略賣子孫婦妾之文，若審有略賣之情者，當問以略賣之罪。

若是婦妾情願被賣，則又屬「和賣」。賣人者「既非本夫，則不得言賣休矣。」（〔清〕沈之

奇撰，1998: 918–919）。
15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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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買主與立契人所進行的交易、從本夫或父親之手買進其妻、女以為妾，

在當時社會的人情事理上是站得住腳而毫無疑義的。

以上藉由風俗調查報告以及當事人所起草的妾婚契字，試圖還原清末以

來的歷史脈絡。納妾雖屬婚姻締結的途徑之一，實際還與傳宗接代、賣人交

易存在難以清楚切割的關係。下文則以日本殖民政府的戶籍登錄冊為樣本，

檢視生育、傳宗接代之外，日治台灣新竹地區的妾婚現象還有哪些值得深入

瞭解或進一步究明之處。

參、戶籍資料庫所載的納妾資訊： 
以竹北、北埔、峨眉等鄉鎮為例

一、資料庫背景說明

本文引用的「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乃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所建置（1989–至今），其原始資

料則源於日本殖民政府所實施的戶政制度。日本領台之初即相繼於明治 29

年（1896）及 36年（1903）頒佈戶口調查相關規定，目的是為貫徹全島戶口

調查，以達維持治安之效（洪汝茂總編輯，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職是

之故，當時的戶籍登錄乃是作為一種警察行政資料。19在登錄上，則以本

島人的主要住所為本居，無論其人是否現住，其家屬全部登記在冊。非家屬

而同居者，則另用一紙謄錄，附於該戶戶口調查簿之後。戶籍調查資料不僅

用以掌握人口動向，更是個人身分證明之所本。蓋因戶籍登記冊明列「事由

欄」，當中詳載個人身分、因婚姻或收養所致的身分變更、個人素行記錄（犯

罪紀錄、纏足、吸食鴉片與否）、遷徙住址、發生日期等等（洪汝茂總編輯，

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14, 37；Wolf and Huang, 1980: 16–33）。諸如此類個

人生命史的種種資訊，無論就量化抑或質性研究，均有可觀的史料價值。

新竹地區戶籍資料庫包括現今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戶籍登錄冊。

19   台灣日治時期警察所轄職務範圍，詳見：鷲巢敦哉著，《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台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藏資料，1938）。尤其頁 222–231，有關戶口調查的系統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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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妾婚前、後，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正妻（妾婚前） 正妻（妾婚後） 妾

死亡

個數
總數 ％

死亡

個數
總數 ％

死亡

個數
總數 ％

　竹北 15  80 0.188 1 11 0.091  9  92 0.098
　北埔  5  42 0.119 2 17 0.118  8  63 0.127
　峨眉  4  51 0.078 3 25 0.120  8 104 0.077
三地合計 24 173 0.139 6 53 0.113 25 259 0.09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進程、醫療衛生與現代化生活水平的提升等等，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般人可能會先入為主地認為納妾之習所以歷久不衰，緣於對男嗣的迫

切渴求，或是出於色欲所驅。長久以來，人們詬病傳統社會一男多女的婚姻

組合、將女性視作生產機器而加以工具化，妾婚之舉從而難逃「歧視」或「物

化」女性的責難。然而，投射過多今人對性別政治的敏感，也可能會模糊焦

點而遺漏更多值得深究的課題。

不可否認，在煙火接續的前提下，傳統農村社會對子嗣的期望優先於婚

姻。但子嗣獲取只是其一，納一妾入戶可能不僅只為了「傳宗接代」。表 7

即從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資料庫中，擷取「一夫一妻一妾」（即：不包

含納 2個以上之妾者）的案例共 120件。其中，夫納妾以前正妻未生育者，

僅 27例，占 22.5％（27÷120=0.225）。其餘 93例均是正妻早已育有子女，

而丈夫仍舊納妾的案件。其中有77例，占所有納妾者的64.17％（77÷120≒ 

0.6417），在丈夫納妾之際正妻至少已生育一個以上的男孩。更細緻地說來，

正妻已育兩個男孩以上者，甚至還高達 35％（42÷120=0.35）。故此，就正

妻已有一子甚至二子以上的妾婚男性而言，他們基於對男嗣的迫切渴求而納

妾的可能性，便相對降低。嗣續綿延可能對人們決定納妾與否有積極促進作

用，但卻未必是唯一的動機。一個男人所以納妾，亦不僅只出於「傳宗接代」

的考量。

與傳宗接代殊途同歸者，還包括「人丁興旺」、「多子多孫」的家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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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8此外，納妾的男性一般在此前都有過婚姻紀錄（即與正妻╱原配的

婚姻）。若進一步細究這些納妾男性與其正妻的婚姻型態，則仍可見清楚的

趨勢。

表 8與表 9即是從竹北、峨眉、北埔 3資料庫中蒐集 129件納妾婚姻，

並從中觀察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及比率。總計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之

婚姻係大婚者有 55件（25+11+19=55），小婚者 65件（15+28+22=65）。男

性與原配係大婚而日後又納妾者，比率是 0.010；若與原配婚姻是小婚而日

後又納妾者，則比率增為 0.031，後者約為前者的 3倍。29易言之，納妾男

性與正妻的婚姻以小婚型態居多，大婚次之。文獻所指，納妾的主要目的在

傳宗接代。從納妾的儀式到稱呼等種種跡象反證「妾」的存在殆為「無後」

所趨，生子延嗣畢竟是父系社會的道德使命。然而，竹北、北埔、峨眉等三

地數據卻顯示男性在正妻已育有男嗣的情況下仍然納妾者，亦為數不少。30

而且竹北等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又以「小婚」型態為多，則「小婚」

與「納妾」慣習之間有無特別關係，便值得深究。

美國人類學者 Arthur P. Wolf以研究台灣社會的小婚習俗而馳名，在他所

擷取的 20,000件婚姻型態的重建結果中，1890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女性若是

幼年被收養而日後與養家兄、弟成婚的所謂「媳婦仔婚」（小婚），則其生育

率比起其他大婚女性低 40％，而離婚的機會比起大婚的女性高出 3倍（Wolf, 

2005: 77）。Wolf據此重新論證並解釋 1895年 Edward Westermarck所提出的

論點：自幼生活在一起的男女，明顯缺乏性愛的情慾吸引，因而難以完成傳

宗接代的目的。身為媳婦仔的妻子，與丈夫因從小玩在一起，同睡一張床、

同在一個家戶中哺育、成長，從而產生性的嫌惡或抑制（sexually inhibiting 

effects）。對於娶有媳婦仔的小婚男性而言，性抑制的作用亦然（Wolf, 2005:

28   20世紀初，英國人對傳統中國的納妾風俗，亦有類似見解。詳見：〈支那親族法上に於け
る妾の地位〉，《台法月報》，明治 40年 12月 10日（1907.12.10），57（不著撰人，1907a）。

29   男性與原配婚姻係大婚而日後又納一妾的比率：55/（2205+1367+1682）=0.010468。若男性
與原配婚姻係小婚而日後又納妾者，其比率為：65/（926+446+711）=0.031204。

30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 77例已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 36
例，小婚者 40例，招贅婚者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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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閩籍為主的「貓而錠庄」（崇義村、尚義

村、大義村），客籍為主的東海窟庄（東海村）、隘口庄（隘口村）、芒頭埔庄

（中興村）、六家庄（東平村）等等。就地理位置而言，竹北位於新竹縣中部，

早期有平埔族人在此耕種、捕鹿，清雍正、乾隆年間，漢人相繼移墾。日治

初期以鳳山溪為界，南屬新竹辦務署竹北一堡，北屬新埔辦務署竹北二堡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74, 75）。據當地鄉民所稱，自日治初期伊始該

鄉即劃分為六家、竹北、鳳崗及豐田，約當今日的崇義、尚義、大義、大眉

等四村落。前三村地理範圍約為日治時代新竹廳「貓兒錠庄」所轄，亦相當

於新竹州時代的大字名「貓兒錠」，係屬閩南村落。六家則為一客家村落，

地勢平坦，居民多以務農為業，稻米是主要作物（莊英章，1994: 17–19）。

與竹北相仿，北埔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依然以村落為單位，範圍涵蓋小

分林庄小分林、二寮（大林村）、北埔庄埔尾（南興村）、北埔等客家村落。

北埔為一盆地，位居新竹縣中央部南側，即清代竹塹城東南邊境。日治時期

當地原稱北埔庄，包括：北埔、水磜子、大湖、大坪、南坑、南埔、小分林

等七大字。直迄清道光年間，北埔一帶尚為社番盤據。道光14年（1834），

為防番保民起見，諭令閩、粵籍墾戶合股金廣福墾號，陸續將今日北埔鄉、

峨眉鄉、寶山鄉等地，納入墾殖範圍（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68, 169–

170）。北埔在日治時代已逐漸成為純客家族群居住地，1930年實際住民即

以粵籍為主，閩籍及原住民人數合計未超過百人。足見北埔雖係閩粵合墾之

地，但因閩人多屬不在地地主，極少定居該地，故仍屬客家聚落（范明煥總

編纂，2005: 86）。

峨眉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十二寮庄（復興村）、月眉庄（峨眉村）、

赤柯坪庄（赤坪村）、石井庄（石井村）、中興庄（中盛村）等客籍為主之村

落。峨眉鄉原稱月眉，位於新竹縣之南，因峨眉溪曲流凸岸之半月形沖積河

階而得名。20大正九年（1920），總督府施行地方官制改正，將月眉改為峨

眉，一直沿用至今。峨眉地勢遍鄉皆山，風土適植茶樹。儘管茶葉品種佳，

20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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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妾婚家庭中，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妾婚家庭中妻之子女妾婚家庭中妾之子女

死亡個數死亡率死亡個數死亡率

竹北170.190 90.108
北埔 70.104140.123
峨嵋120.199 90.152
合計360.166320.125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率高，便可以理解。就妾本身而言，生育既是她在夫家地位之所繫，她理所

當然傾注全力養護她的孩子，種種因素都可能導致妾婚情況下的嬰兒死亡率

偏低。

此外，針對「妾之子女死亡率低於妻之子女」，還有另一值得思考的方

向，即家庭內部世代間的社會流動，以及社會進程中經濟、醫療衛生水平的

改善。設若納妾之舉多發生在家庭經濟提高之後，且如表1所指，妻、妾之

間年齡差將近10歲。那麼10年之間的家庭經濟、社會內部的醫療衛生水平

等等，可能已有明顯進步。妾之子女出生晚，其成長得利於家庭經濟、醫療

衛生技術的提升。易言之，庶出之子可能享受到更多殖民現代化的利益，因

而存活率更高。如表6所指，若將時間點設定在妾婚「之後」（亦即：控制 

妻、妾子女所擁有的經濟資源、醫療營養水準），觀察三地妻、妾子女在一

歲以內的死亡率，則仍以妻之子女的死亡率略高。但正妻在妾婚之後，亦即

家庭經濟提升、醫療衛生資源改善之後，其嬰兒死亡率確實較妾婚之前降低

2.6個百分比，與妾之子女死亡率之間的差距也相對拉近。此一數據統計結

果，稍可支持社會進程、家庭經濟提升云云的假設。誠然，這一推論思考目

前只能聊備一說，尚待更多史料及精密數據來佐證。妻、妾年齡既相差約10

歲，則雙方嬰兒死亡率的差異當不僅緣於外在社會、經濟的轉變使然，還與

母體健康差異有關。由於此點涉及早期生活情況對女性健康、生育率、嬰兒

死亡率的影響（Bengtsson and Broström, 2009; Campbell and Lee, 2009），仍

待日後專文深究。但無可否認，妻、妾之子女夭折率的降低，與彼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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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身為妾的女性本身的影響。

納妾作為男子「無後」的救濟之道，似乎是毫無疑義的。遠如傳統中國

的家訓族規、女教書籍，近如日治台灣文獻，皆有所聞。從台灣粵籍（客家

人）的納妾儀式，更可見一斑。據載粵籍家庭在妾入門之際，妾應跪正妻面

前，由妻為之插「花管」。「花管」是一種銀製頭飾，「管」有「監督、管理」，

以及「壓制」之意。儀式結束後，正妻隨即以嚴苛冷冽的歌謠式罵語，厲聲

斥喝：「不生孩子就降為婢女」，「你是妾，休想吃好的、穿好的」等刻薄話

語，妾則肅然聆聽，待正妻允許，方可起身。剛進門的妾身分卑微，不能與

家人同桌共食，家人僅稱呼她為「姐」。直迄生育孩子，才改稱為「二奶」，

家庭地位稍有提升（香收順一，1990: 29）。

當時人既以納妾作為傳宗接代的補充之道，則不論是為生子延嗣抑或多

子多孫的家族理想，妾的生育率確實明顯高於正妻。表2分別計算竹北、北

埔、峨眉等地，妻、妾在各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在納妾家庭中，竹北、峨眉

兩地身為妾的女性在各個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始終高於正妻。若以總生育率而

言，竹北、峨眉兩地妾之總生育率均約為正妻的1.7倍。北埔地區雖不若竹

北、峨眉有規則性趨勢，但就總生育率看來，妾之生育率依然高過正妻。

若比較表2中「納妾」家庭與「一夫一妻」家庭的正妻，則納妾家庭的

正妻總生育率很明顯低於一夫一妻家庭的總生育率。男人若基於正妻不育或

少育而想納一妾入戶，冀其生育以補不足，那麼，妾婚家庭中正妻的生育數

明顯少於妾，似乎是邏輯之必然。總體而言，妾之生育率普遍高過正妻，或

許正反應人們對妾的期許，集中在子嗣獲取一事上。既然已知正妻不育或少

育，則納一妾入戶，目的就是要生育。除了納妾的當事人之外，其家庭中的

長輩可能也將生育、多子多孫的理想寄望在妾身上。就妾本身言之，傳統養

兒防老心態也可能發揮作用。妾在夫家既屬邊緣成員，生養孩子有助於穩固

其處境，年老亦有親生子嗣可以依靠。如果生、養子嗣是妾改變她在夫家地

位最直接的憑藉，則她對生育自然有更多企圖心與積極性。那末，妾的生育

率高于正妻，便不足為奇。

其次，妾雖具有較高的生育率，但妾所出之子女是否與嫡出之子女具有

相同的生存機會？對此，若再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中各種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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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但小婚、招婚23仍有一定比率。相形之下，妾婚在三地均屬少數。進

一步觀察竹北等三地男性納妾時，丈夫、原配（正妻），以及所納之妾的平

均年齡。竹北、北埔兩地納妾男性與妾的年紀差，均在10歲以上，峨眉地

區夫、妾年齡差也在8歲以上。此外，三地資料庫均顯示，正妻與妾的年紀

差至少在7歲以上，竹北更高達9.59歲。此或說明納妾所重者多在年輕，

目的不僅在「色」，亦可能為了生子考量，年紀較輕的女性其生育力應更強

盛。最後，仍是以女性為樣本，計算三地妾婚的通婚範圍。三地均以跨越鄉

鎮或村莊的妾婚居為多數，其比例是：（34+37+35）÷（47+39+47）≒0.7969 

=79.69％。

下文將以竹北、北埔、峨眉三地資料庫數據為主體，並佐以其他文獻資

料，針對妾婚這一雖屬少數卻仍值得深究的婚姻模式，做更細緻的討論。應

當說明的是，本文並不特別就族群因素作申論。日治時期竹北等三地的妾婚

仍以同一族群間的通婚為主流。北埔、峨眉基本上是客籍為主的鄉鎮。竹北

的閩籍住民相對於北埔、峨眉雖較多，但在全部133例妾婚樣本中，竹北地

區屬於閩籍的妾婚樣本僅10餘例，北埔、峨眉的閩籍妾婚樣本更少，皆在

3例以下。莊英章與Arthur P. Wolf以日治時期北台灣的海山及竹北戶冊為樣

本，討論閩客族群的不同，是否對婚姻行為產生影響。結果發現婚姻型態的

選擇、家庭決策、初婚年齡、生育率、兒童死亡率等等，並不因閩、客「族

群」的不相同，而有明顯差別（莊英章、武雅士，1994；Chuang and Wolf, 

1995: 788）。基於上述種種，本文暫不考慮「族群」因素對妾婚行為的影響。

三、納妾與生育

如諸多史料所提示，妾婚與生育子嗣密切攸關。在此之外，「納妾」之

舉也是上層社會的階級象徵，不僅為獲取勞動力，也為彰顯家族的顯赫與財

富。下文將擇取客家族群為主的竹北、北埔、峨眉等資料庫中的戶籍登錄數

據，與上述妾婚動機互為印證。其次，也力圖從數據中觀測妾婚的結果，及

23   包括：以親女、養女為生家或養家招進一婿的「招婿」，以及以寡媳為前夫家招進後夫的
「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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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竹北、北埔、峨眉地區相關人口學統計數據

竹北北埔峨眉合計

總戶數（戶）2,0551,1821,2334,470

總人數（人）19,61111,62514,21645,452
性別（%）
　男46.0243.6444.7644.81
　女53.9856.3655.2455.19

族群（%）
　閩南32.762.141.4812.13
　客家44.2975.7779.366.45
　平埔0.010.030.030.02
　生蕃0.030.030.020.03
　其他22.9222.0419.1721.38

女性婚姻型態（%）
　大婚56.5968.0165.3563.32
　小婚31.2518.0826.5025.28
　招贅婚10.8112.656.9210.13
　妾婚1.341.261.231.28

納妾時平均年齡（歲）

　丈夫36.9736.5233.9435.81
　正妻33.5533.1932.9733.24
　妾23.9625.6325.1324.91

妾婚之通婚圈（人）

　同村 3 1 6—

　不同村443841—

　總人數473947—

　同鄉13 212—

　不同鄉343735—

　總人數47394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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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竹北、北埔與峨眉地區妻、妾別生育率（1906–1945）

年齡

納妾家庭
一夫一妻家庭

原配（正妻）妾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竹
北

15–19140.27110.4813030.31
20–24290.23270.3626900.34
25–29220.16240.2122140.30
30–34160.11220.2216860.26
35–39 90.07100.1411150.20
40–44 20.02 30.07 4340.10
45–49 00　 00　  340.10

總生育率4.26總生育率7.36總生育率7.56

北
埔

15–19 80.22 20.14 6580.29
20–24200.23190.3114870.32
25–29170.15110.1312480.27
30–34 70.06160.15 9710.24
35–39 40.04100.10 6280.18
40–44 40.04 50.06 2300.08
45–49 00　 00　  120.01

總生育率3.73總生育率4.46總生育率6.95

峨
眉

15–19120.30 50.51 8750.28
20–24230.24150.3119870.34
25–29180.20250.2816410.31
30–34120.14310.2911980.27
35–39 60.06210.19 7980.21
40–44 50.04 80.10 3350.11
45–49 00　 10.02  230.01

總生育率4.95總生育率8.48總生育率7.6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說明：生育率＝生育子女數÷人年24

　　　總生育率：指15到49歲之育齡婦女的時期別平均生育子女數。

24  有關人口學上「人年」計算的原理、應用與利弊得失，詳見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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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嬰兒死亡率為旁證，則情況更明朗。如表3所示，三地在妾婚型態下的

嬰兒死亡率皆屬最低，其中又以竹北、北埔最為明顯。僅憑數據本身固難以

追索妾婚嬰兒死亡率所以最低的原因，但邏輯上說來，無論是契買抑或迎娶

一房妾，男方家庭都得有一定經濟能力，方能許可。據載日治時代妾的身價

仍所費不貲，有能力蓄妾的家庭，多在小康以上（鈴木清一郎，1989: 169；

莊金德，1963: 60）。富人有錢納妾，相對也有能力供養得起孩子，為了得到

子嗣，自然願意給予妾出之子更多照護。但如表4所見，若觀察竹北等三地

「非妾婚家庭」與「妾婚家庭」所生嬰兒（包括妻與妾所生）在一歲以內的

死亡率，則分別是0.143及0.144，實際所差無幾。若進一步以同是「納妾

家庭」作為觀察樣本，則如表5所見，妾所生之嬰兒死亡率卻多低於妻所生

之嬰兒死亡率。在經濟許可的範圍內，家庭若因正妻無子，基於嗣續或為了

要更多子孫而納一妾，自然願提供資源照護妾出之子。妾所出之嬰兒的存活

表3：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大婚小婚招贅婚妾婚

竹北0.1610.18　0.1870.134
峨眉0.1340.1340.1320.13　
北埔0.1390.1770.17　0.123
合計0.1430.1610.1640.12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4：非妾婚與妾婚家庭中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非妾婚家庭子女妾婚家庭子女

死亡個數死亡率死亡個數死亡率

竹北12550.147260.151
北埔 6680.148210.176
峨嵋 8040.133210.116
合計27270.143680.14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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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茶、製茶技術堪稱優良，但峨眉的開發卻甚晚。自道光14年（1834）金

廣福武裝移墾以迄光緒5年（1879）之間，可謂峨眉鄉從無到有、從變動不

穩到整個客籍漢人聚集而世居不動的階段。21

二、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的人口學資訊

本節將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資料庫為數據來源。所以選擇此三

地，蓋緣於筆者曾長期在此進行田野調查，對於文獻所未及的若干疑點，或

可從實際訪問中，藉助口述資料以為修正或補充，以避免數據計算與程式邏

輯上的盲點。當然，選擇三地而排除其他，不免招致「代表性」的質疑。然

而，本文的目的，並不在追尋足以代表日治台灣納妾風俗的理想型研究，亦

非寄望「從沙中看世界、以水滴見海洋」。22若從竹北等三地為本位，本文

所用的戶冊資訊、數據，就是日治時期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先民的軌

跡，其所反應的就是當地固有的風俗習慣與歷史現象。此處，應先概略速寫

三地資料庫的基本人口學訊息。

表1即為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資料庫所涵蓋之戶數、總人口數等相

關人口學資訊的精密計算。就資料庫規模而言，三地之中以竹北地區的樣本

數較多，人數將近2萬之譜。北埔、峨眉分別為1.2及1.4萬。男女人數方

面，三地均呈現女多於男的趨勢。須加以說明的是，資料庫大小、人數多

寡、男女人數的差異等等，部分緣於當初戶冊資料收集量之所限，並不能等

同三地的實際情況。再就族群比例而言，三地均以客家族群居為多數。其

中，又以北埔、峨眉最為明顯。

若以女性樣本為主體來呈顯婚姻型態，則其中仍以明媒正娶的大婚居為

21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峨眉相關介紹，亦參考：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78–180。

22   此原是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史家對歷史社區研究的期許（彼得•柏克[Peter Burke]，1997: 
103）。在史學界，比較主觀的方法也可以窺見研究客體與其所在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大
環境之間的關係。如：微觀史學的興起便是一例。藉著重建個人或事件與他╱它們所在的

特定時空下的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瞭解社會進程中的某些側面（Ginzburg, 
199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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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干，以及交加不明為礙；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擋，不干銀

主之事。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甘

願字一紙，並上手字一紙，共二紙，付執為照。

即日同中收過價身七四銀六拾八大圓定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日 為媒人　楊生

 知見人　謝氏

 立賣甘願字人　楊片

 代書人　楊心生

據載楊片所以將妻子曾氏緞娘賣做他人妾，緣因於夫婦不相和諧，緞娘難容

於家內，楊片萬般無奈，只得轉賣他人。姑不論本夫所言之賣妻緣由是否屬

實，從契約論述看來，曾氏緞娘自初婚到成為楊品之妾的過程中，經歷過 3

次婚姻記錄，而每一次婚姻都是以被「承買」的方式構成。16曾氏緞娘的

個人經歷驗證了小民百姓的「婚姻」與人身「買賣」可能相去不遠。楊片立

契的時間點在西元 1904年，實際已進入日治初期，然而契約時間卻仍以清

16   楊片在契約中提及的「上手字」透露曾氏緞娘的初婚亦是經由「買賣」所構成。此「上手
字」完整內容如下：

  　　 立賣配甘願字人學甲堡中洲莊（庄）過港第二十番戶黃全先宗親，「承買曾家之女為
親」，而以忽然擣予宗弟，不幸亡故無後，共伊代料理，將曾氏投存費折抵作代理開

費。今因與聽媒人同相引就，賣配蕭壠堡番仔寮莊（庄）第八十番戶楊片出頭承買為

妻，憑媒三面言議著身價七四銀參拾大圓正；其銀即日同中交訖，其曾氏名緞凉（娘）

隨付媒人𤆬𤆬𤆬𤆬過楊片之家中為親，百年同心，傳子及孫，不敢異言滋事。保此係是全先

投存代理開費，與他人等無干；係若不明者，全先自出首抵擋，不干銀主之事。此係

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配甘願字壹紙，付執存炤。

  　　　　　即日同中收過七四龍銀參拾大圓完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八月　日 為媒人　邱芳　

 知見人　吳氏　

 立賣配甘願字人　黃全先

 代書人　楊心生

   此「上手字」詳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7，引號為筆者所加。值得注意者，
曾氏緞娘與楊片的婚姻僅維持短短 4月，而楊片轉嫁緞娘所獲身價卻比當初將她從黃全先
之手購入所花錢銀多出 38大圓。多出的錢銀或作為新夫對楊片的補償之費，但仍可見曾
氏緞娘在妾市場上的身價，似未因多次易手而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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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籍村落「六家」為例，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足者多達 72％以上。

與此相對，六家婦女纏足者，卻不到 1％（莊英章，1994: 191）。26明治 38

年（1905）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亦顯示，新竹廳的閩籍女性中，纏足者多達

19.55％；相對於此，客籍女性中的纏足者，則僅佔 0.22％（臨時臺灣戶口調

查部編，1908: 360）。及至大正四年（1915），新竹廳依然有 14.15％的閩籍女

性是纏足者，而客籍女性纏足者則僅有 0.06％（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

部編，1918: 393）。從纏足與職業的關係看來，農、林、漁業人口中纏足者比

率較之工、商、自由業者低。此乃因農、林、漁業對勞動力需求甚多之故（臨

時臺灣戶口調查部編，1908: 365–368；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

1918: 397–399）。沒有纏足的拘束使得客家女性勞力所及之範圍相對擴大。

據載客家女性足以與男人匹敵，早晨攜帶鐮刀出外傭作，傍晚背負大擔、小

擔柴火回家，客家女性一點也不輸男人。婦人種植蔬菜，未出嫁的姑娘負責

採茶（謝氏春枝，1990: 226），在尋常的煮食、家務外，舉凡「養豬、養雞、

養鴨、養鵝、挑尿桶到田裡澆菜、種蕃薯、挑水」（賴阿龍，1990: 12）等等，

她們游刃有餘，一手包辦。客家女性能在更大範圍上作為勞動力的來源。

在傳宗接代、多子多孫等考量外，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妻妾成群的現象，

往往被歸因於男性對肉體慾望的需索（畠中市藏，1934: 69）。27然則，將蓄

妾之風化約為色欲所驅，難免忽視背後的社會、文化機制。上層家庭討娶很

多妾，以「三妻四妾」彰顯家族財力，實際上也是一種將經濟資本轉化為階

級符號的手法。日治時期高等法院判官姉齒松平即認為，當時的台灣蓄妾風

習，往往是坐擁鉅資的名望家誇耀、彰顯其階級之所憑藉（姉齒松平，1930: 

26   崁頂、六家分屬竹北鄉的兩個閩、客村落，從戶冊資料計算，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
足者，多達 72％以上，1866年以前更高達 93.6％。相對的，客籍為主的六家，自 1866
年—1925年間若以每 5年為一時間區段，婦女纏足比率僅分別在 1876–1880年間的 0.7％，
以及 1886–1890年間的 0.6％。其餘時段的纏足比率皆為 0（莊英章，1994: 191）。

27   畠中市藏歷任臺中州商工水產課長、總督府巡查、高雄州警部補、警務局屬、高雄州潮州
郡守、臺中州大甲郡守等等，身為日本官僚，其觀察恐或多或少帶有先入為主的意識型

態。有關畠中市藏個人經歷，參見「台灣人物誌（1895–1945）資料庫」：http://libdata.
ascc.sinica.edu.tw:8080/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7%95%A0%E4%B8%AD%E5
%B8%82%E8%97%8F&go.x=47&go.y=9（台灣人物誌，2010a;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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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納妾之前，正妻的生育情況（1906–1945）

樣本數
納妾之前

正妻未生育

納妾之前

正妻已生育

竹北  41  8 33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6 13

北埔  38 10 28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7 11

峨眉  41  9 32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4 18

合計 120 27 93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77 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當時一些日本觀察者業已意識到納妾其實是勞動力的獲取之道，特別針對

「粵籍」（客籍）為然。25日治時期，多數台灣人以農業生理，農耕佃作成為

主要生業。大正 9年（1920），台中、台南、高雄等州，農業人口均佔總人口

70％以上，新竹州的農作從業人口亦達 69.3％（堤一馬，1922: 132）。從文

化乃至勞動力獲取的觀點說來，「生齒浩繁」一直是傳統農村家族的特徵。

工商未甚發達、機械作業尚未普及的時代，勞動力便成了農耕家庭最有利也

最需要的資本。截至 1929年，新竹州的農畜振興方案中仍可見當地農業經

營法以勞動力密集的「集約」農法為基調（新竹州勢振興調查會分會，1929: 

89–90）。在此前提下，經濟許可的農耕家庭納一妾入戶，當可滿足人丁興旺

的家族理想，藉以增產人丁，為將來儲備勞動力。

另一方面，妾本身之於夫家而言，也是立即可用的勞動力。有別於閩南

女性，客家婦女多不纏足（謝氏春枝，1990: 227）。以竹北鄉閩籍村落「崁頂」

25   此一論斷出自畠中市藏的觀察，但於此同時，畠中市藏亦警覺到為了勞動力而納妾，究竟
有多少真偽，仍值得深究（畠中市藏，193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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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年號紀年，這或意味著日本殖民政權的權力在當時仍未深入民間社會，政

治上的改朝換代對小民百姓的日常作息、婚俗習慣並未產生有意識的影響。

積習已久的納妾風俗、契約書寫的格式、行文論述亦仍沿襲前代風格。

綜觀上引二紙妾契約，亦有若干共同點。兩者在契約論述的譴詞用字、

行文風格上無甚差異。父親賣女為妾的契字上說：「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

親生之長女，並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這與本夫賣妻為妾

契約之所謂「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無干」，二者行文用字、

語氣相仿，目的均在確保立約人對被賣女性的權利是清楚明晰的，該婦女並

非來歷不明或原主拐騙而來，亦無一女兩聘的情況。此所以楊片在妾契約之

後，又附上一通「上手字」，用意即在證明緞娘係楊片所明買，其所有權是

被確保的。是以契約論述緊接著又說「如有此事（別收他人聘禮、拐騙等

等），有章一力出首抵擋，不干買主之事」、「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

擋，不干銀主之事」等語，均暗示交易之後如有異言糾紛，概由立契人出首

承擔，絕不牽連買主。所謂「三面言議」、「二比甘願」、「付執為炤」云云，

均是立契人對買主的「擔保」，其目的在於免除買者的責任，並作為賣方「守

約」的保證。就此而言，媒人、知見人具名簽署，也有類似的擔保意味。日

後若衍生糾紛，不僅賣主有責任，契字中所具名者，也有義務斡旋處理。

契約寫作所以花費篇幅作這種擔保強調，恐怕不僅僅只是契約論述上的

「書寫習慣」，17或亦反證當時社會人身買賣的不穩定性。交易之後又橫生

異言、糾紛不斷、納妾之後果不如預期等等，時有所聞。18儘管無法確知

一旦發生糾紛而引起訴訟，妾契約在審理過程中究竟發揮什麼作用，但至少

可以說，契約「存在」的本身，證明了相關當事人確實是在「不存在」威逼

或其他人為壓迫的情境下，自願簽訂了這一人身買賣協定（寺田浩明，2005: 

17   James Hayes（1990: 38–39）的研究中收入 2件 19世紀華南地區妾交易契約，其書寫風格
亦與台灣相仿。

18   日治時期流通量最大的「台灣日日新報」中仍有不少與妾相關的社會新聞。納妾而招引家
庭風波、甚至被詐欺者，亦恆有之。如：〈妾不肯入籍•詐欺聘金告訴不成立〉，「台灣日

日新報」，1931.08.16，夕刊 04版（不著撰人，1931）；〈娶妾遭騙•人身買賣惡風端在此
輩村漢〉，「台灣日日新報」，1934.12.07，夕刊 04版（不著撰人，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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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竹北、北埔、峨眉地區相關人口學統計數據

竹北北埔峨眉合計

總戶數（戶）2,0551,1821,2334,470

總人數（人）19,61111,62514,21645,452
性別（%）
　男46.0243.6444.7644.81
　女53.9856.3655.2455.19

族群（%）
　閩南32.762.141.4812.13
　客家44.2975.7779.366.45
　平埔0.010.030.030.02
　生蕃0.030.030.020.03
　其他22.9222.0419.1721.38

女性婚姻型態（%）
　大婚56.5968.0165.3563.32
　小婚31.2518.0826.5025.28
　招贅婚10.8112.656.9210.13
　妾婚1.341.261.231.28

納妾時平均年齡（歲）

　丈夫36.9736.5233.9435.81
　正妻33.5533.1932.9733.24
　妾23.9625.6325.1324.91

妾婚之通婚圈（人）

　同村 3 1 6—

　不同村443841—

　總人數473947—

　同鄉13 212—

　不同鄉343735—

　總人數47394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13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表2：竹北、北埔與峨眉地區妻、妾別生育率（1906–1945）

年齡

納妾家庭
一夫一妻家庭

原配（正妻）妾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竹
北

15–19140.27110.4813030.31
20–24290.23270.3626900.34
25–29220.16240.2122140.30
30–34160.11220.2216860.26
35–39 90.07100.1411150.20
40–44 20.02 30.07 4340.10
45–49 00　 00　  340.10

總生育率4.26總生育率7.36總生育率7.56

北
埔

15–19 80.22 20.14 6580.29
20–24200.23190.3114870.32
25–29170.15110.1312480.27
30–34 70.06160.15 9710.24
35–39 40.04100.10 6280.18
40–44 40.04 50.06 2300.08
45–49 00　 00　  120.01

總生育率3.73總生育率4.46總生育率6.95

峨
眉

15–19120.30 50.51 8750.28
20–24230.24150.3119870.34
25–29180.20250.2816410.31
30–34120.14310.2911980.27
35–39 60.06210.19 7980.21
40–44 50.04 80.10 3350.11
45–49 00　 10.02  230.01

總生育率4.95總生育率8.48總生育率7.6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說明：生育率＝生育子女數÷人年24

　　　總生育率：指15到49歲之育齡婦女的時期別平均生育子女數。

24  有關人口學上「人年」計算的原理、應用與利弊得失，詳見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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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嬰兒死亡率為旁證，則情況更明朗。如表3所示，三地在妾婚型態下的

嬰兒死亡率皆屬最低，其中又以竹北、北埔最為明顯。僅憑數據本身固難以

追索妾婚嬰兒死亡率所以最低的原因，但邏輯上說來，無論是契買抑或迎娶

一房妾，男方家庭都得有一定經濟能力，方能許可。據載日治時代妾的身價

仍所費不貲，有能力蓄妾的家庭，多在小康以上（鈴木清一郎，1989: 169；

莊金德，1963: 60）。富人有錢納妾，相對也有能力供養得起孩子，為了得到

子嗣，自然願意給予妾出之子更多照護。但如表4所見，若觀察竹北等三地

「非妾婚家庭」與「妾婚家庭」所生嬰兒（包括妻與妾所生）在一歲以內的

死亡率，則分別是0.143及0.144，實際所差無幾。若進一步以同是「納妾

家庭」作為觀察樣本，則如表5所見，妾所生之嬰兒死亡率卻多低於妻所生

之嬰兒死亡率。在經濟許可的範圍內，家庭若因正妻無子，基於嗣續或為了

要更多子孫而納一妾，自然願提供資源照護妾出之子。妾所出之嬰兒的存活

表3：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大婚小婚招贅婚妾婚

竹北0.1610.18　0.1870.134
峨眉0.1340.1340.1320.13　
北埔0.1390.1770.17　0.123
合計0.1430.1610.1640.12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4：非妾婚與妾婚家庭中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非妾婚家庭子女妾婚家庭子女

死亡個數死亡率死亡個數死亡率

竹北12550.147260.151
北埔 6680.148210.176
峨嵋 8040.133210.116
合計27270.143680.14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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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茶、製茶技術堪稱優良，但峨眉的開發卻甚晚。自道光14年（1834）金

廣福武裝移墾以迄光緒5年（1879）之間，可謂峨眉鄉從無到有、從變動不

穩到整個客籍漢人聚集而世居不動的階段。21

二、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的人口學資訊

本節將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資料庫為數據來源。所以選擇此三

地，蓋緣於筆者曾長期在此進行田野調查，對於文獻所未及的若干疑點，或

可從實際訪問中，藉助口述資料以為修正或補充，以避免數據計算與程式邏

輯上的盲點。當然，選擇三地而排除其他，不免招致「代表性」的質疑。然

而，本文的目的，並不在追尋足以代表日治台灣納妾風俗的理想型研究，亦

非寄望「從沙中看世界、以水滴見海洋」。22若從竹北等三地為本位，本文

所用的戶冊資訊、數據，就是日治時期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先民的軌

跡，其所反應的就是當地固有的風俗習慣與歷史現象。此處，應先概略速寫

三地資料庫的基本人口學訊息。

表1即為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資料庫所涵蓋之戶數、總人口數等相

關人口學資訊的精密計算。就資料庫規模而言，三地之中以竹北地區的樣本

數較多，人數將近2萬之譜。北埔、峨眉分別為1.2及1.4萬。男女人數方

面，三地均呈現女多於男的趨勢。須加以說明的是，資料庫大小、人數多

寡、男女人數的差異等等，部分緣於當初戶冊資料收集量之所限，並不能等

同三地的實際情況。再就族群比例而言，三地均以客家族群居為多數。其

中，又以北埔、峨眉最為明顯。

若以女性樣本為主體來呈顯婚姻型態，則其中仍以明媒正娶的大婚居為

21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峨眉相關介紹，亦參考：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78–180。

22   此原是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史家對歷史社區研究的期許（彼得•柏克[Peter Burke]，1997: 
103）。在史學界，比較主觀的方法也可以窺見研究客體與其所在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大
環境之間的關係。如：微觀史學的興起便是一例。藉著重建個人或事件與他╱它們所在的

特定時空下的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瞭解社會進程中的某些側面（Ginzburg, 
199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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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干，以及交加不明為礙；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擋，不干銀

主之事。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甘

願字一紙，並上手字一紙，共二紙，付執為照。

即日同中收過價身七四銀六拾八大圓定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日 為媒人　楊生

 知見人　謝氏

 立賣甘願字人　楊片

 代書人　楊心生

據載楊片所以將妻子曾氏緞娘賣做他人妾，緣因於夫婦不相和諧，緞娘難容

於家內，楊片萬般無奈，只得轉賣他人。姑不論本夫所言之賣妻緣由是否屬

實，從契約論述看來，曾氏緞娘自初婚到成為楊品之妾的過程中，經歷過 3

次婚姻記錄，而每一次婚姻都是以被「承買」的方式構成。16曾氏緞娘的

個人經歷驗證了小民百姓的「婚姻」與人身「買賣」可能相去不遠。楊片立

契的時間點在西元 1904年，實際已進入日治初期，然而契約時間卻仍以清

16   楊片在契約中提及的「上手字」透露曾氏緞娘的初婚亦是經由「買賣」所構成。此「上手
字」完整內容如下：

  　　 立賣配甘願字人學甲堡中洲莊（庄）過港第二十番戶黃全先宗親，「承買曾家之女為
親」，而以忽然擣予宗弟，不幸亡故無後，共伊代料理，將曾氏投存費折抵作代理開

費。今因與聽媒人同相引就，賣配蕭壠堡番仔寮莊（庄）第八十番戶楊片出頭承買為

妻，憑媒三面言議著身價七四銀參拾大圓正；其銀即日同中交訖，其曾氏名緞凉（娘）

隨付媒人𤆬𤆬𤆬𤆬過楊片之家中為親，百年同心，傳子及孫，不敢異言滋事。保此係是全先

投存代理開費，與他人等無干；係若不明者，全先自出首抵擋，不干銀主之事。此係

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配甘願字壹紙，付執存炤。

  　　　　　即日同中收過七四龍銀參拾大圓完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八月　日 為媒人　邱芳　

 知見人　吳氏　

 立賣配甘願字人　黃全先

 代書人　楊心生

   此「上手字」詳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7，引號為筆者所加。值得注意者，
曾氏緞娘與楊片的婚姻僅維持短短 4月，而楊片轉嫁緞娘所獲身價卻比當初將她從黃全先
之手購入所花錢銀多出 38大圓。多出的錢銀或作為新夫對楊片的補償之費，但仍可見曾
氏緞娘在妾市場上的身價，似未因多次易手而貶值。

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妾婚現象的歷史人口學分析 139

與客籍村落「六家」為例，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足者多達 72％以上。

與此相對，六家婦女纏足者，卻不到 1％（莊英章，1994: 191）。26明治 38

年（1905）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亦顯示，新竹廳的閩籍女性中，纏足者多達

19.55％；相對於此，客籍女性中的纏足者，則僅佔 0.22％（臨時臺灣戶口調

查部編，1908: 360）。及至大正四年（1915），新竹廳依然有 14.15％的閩籍女

性是纏足者，而客籍女性纏足者則僅有 0.06％（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

部編，1918: 393）。從纏足與職業的關係看來，農、林、漁業人口中纏足者比

率較之工、商、自由業者低。此乃因農、林、漁業對勞動力需求甚多之故（臨

時臺灣戶口調查部編，1908: 365–368；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

1918: 397–399）。沒有纏足的拘束使得客家女性勞力所及之範圍相對擴大。

據載客家女性足以與男人匹敵，早晨攜帶鐮刀出外傭作，傍晚背負大擔、小

擔柴火回家，客家女性一點也不輸男人。婦人種植蔬菜，未出嫁的姑娘負責

採茶（謝氏春枝，1990: 226），在尋常的煮食、家務外，舉凡「養豬、養雞、

養鴨、養鵝、挑尿桶到田裡澆菜、種蕃薯、挑水」（賴阿龍，1990: 12）等等，

她們游刃有餘，一手包辦。客家女性能在更大範圍上作為勞動力的來源。

在傳宗接代、多子多孫等考量外，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妻妾成群的現象，

往往被歸因於男性對肉體慾望的需索（畠中市藏，1934: 69）。27然則，將蓄

妾之風化約為色欲所驅，難免忽視背後的社會、文化機制。上層家庭討娶很

多妾，以「三妻四妾」彰顯家族財力，實際上也是一種將經濟資本轉化為階

級符號的手法。日治時期高等法院判官姉齒松平即認為，當時的台灣蓄妾風

習，往往是坐擁鉅資的名望家誇耀、彰顯其階級之所憑藉（姉齒松平，1930: 

26   崁頂、六家分屬竹北鄉的兩個閩、客村落，從戶冊資料計算，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
足者，多達 72％以上，1866年以前更高達 93.6％。相對的，客籍為主的六家，自 1866
年—1925年間若以每 5年為一時間區段，婦女纏足比率僅分別在 1876–1880年間的 0.7％，
以及 1886–1890年間的 0.6％。其餘時段的纏足比率皆為 0（莊英章，1994: 191）。

27   畠中市藏歷任臺中州商工水產課長、總督府巡查、高雄州警部補、警務局屬、高雄州潮州
郡守、臺中州大甲郡守等等，身為日本官僚，其觀察恐或多或少帶有先入為主的意識型

態。有關畠中市藏個人經歷，參見「台灣人物誌（1895–1945）資料庫」：http://libdata.
ascc.sinica.edu.tw:8080/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7%95%A0%E4%B8%AD%E5
%B8%82%E8%97%8F&go.x=47&go.y=9（台灣人物誌，2010a;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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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納妾之前，正妻的生育情況（1906–1945）

樣本數
納妾之前

正妻未生育

納妾之前

正妻已生育

竹北  41  8 33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6 13

北埔  38 10 28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7 11

峨眉  41  9 32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4 18

合計 120 27 93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77 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當時一些日本觀察者業已意識到納妾其實是勞動力的獲取之道，特別針對

「粵籍」（客籍）為然。25日治時期，多數台灣人以農業生理，農耕佃作成為

主要生業。大正 9年（1920），台中、台南、高雄等州，農業人口均佔總人口

70％以上，新竹州的農作從業人口亦達 69.3％（堤一馬，1922: 132）。從文

化乃至勞動力獲取的觀點說來，「生齒浩繁」一直是傳統農村家族的特徵。

工商未甚發達、機械作業尚未普及的時代，勞動力便成了農耕家庭最有利也

最需要的資本。截至 1929年，新竹州的農畜振興方案中仍可見當地農業經

營法以勞動力密集的「集約」農法為基調（新竹州勢振興調查會分會，1929: 

89–90）。在此前提下，經濟許可的農耕家庭納一妾入戶，當可滿足人丁興旺

的家族理想，藉以增產人丁，為將來儲備勞動力。

另一方面，妾本身之於夫家而言，也是立即可用的勞動力。有別於閩南

女性，客家婦女多不纏足（謝氏春枝，1990: 227）。以竹北鄉閩籍村落「崁頂」

25   此一論斷出自畠中市藏的觀察，但於此同時，畠中市藏亦警覺到為了勞動力而納妾，究竟
有多少真偽，仍值得深究（畠中市藏，193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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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年號紀年，這或意味著日本殖民政權的權力在當時仍未深入民間社會，政

治上的改朝換代對小民百姓的日常作息、婚俗習慣並未產生有意識的影響。

積習已久的納妾風俗、契約書寫的格式、行文論述亦仍沿襲前代風格。

綜觀上引二紙妾契約，亦有若干共同點。兩者在契約論述的譴詞用字、

行文風格上無甚差異。父親賣女為妾的契字上說：「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

親生之長女，並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這與本夫賣妻為妾

契約之所謂「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無干」，二者行文用字、

語氣相仿，目的均在確保立約人對被賣女性的權利是清楚明晰的，該婦女並

非來歷不明或原主拐騙而來，亦無一女兩聘的情況。此所以楊片在妾契約之

後，又附上一通「上手字」，用意即在證明緞娘係楊片所明買，其所有權是

被確保的。是以契約論述緊接著又說「如有此事（別收他人聘禮、拐騙等

等），有章一力出首抵擋，不干買主之事」、「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

擋，不干銀主之事」等語，均暗示交易之後如有異言糾紛，概由立契人出首

承擔，絕不牽連買主。所謂「三面言議」、「二比甘願」、「付執為炤」云云，

均是立契人對買主的「擔保」，其目的在於免除買者的責任，並作為賣方「守

約」的保證。就此而言，媒人、知見人具名簽署，也有類似的擔保意味。日

後若衍生糾紛，不僅賣主有責任，契字中所具名者，也有義務斡旋處理。

契約寫作所以花費篇幅作這種擔保強調，恐怕不僅僅只是契約論述上的

「書寫習慣」，17或亦反證當時社會人身買賣的不穩定性。交易之後又橫生

異言、糾紛不斷、納妾之後果不如預期等等，時有所聞。18儘管無法確知

一旦發生糾紛而引起訴訟，妾契約在審理過程中究竟發揮什麼作用，但至少

可以說，契約「存在」的本身，證明了相關當事人確實是在「不存在」威逼

或其他人為壓迫的情境下，自願簽訂了這一人身買賣協定（寺田浩明，2005: 

17   James Hayes（1990: 38–39）的研究中收入 2件 19世紀華南地區妾交易契約，其書寫風格
亦與台灣相仿。

18   日治時期流通量最大的「台灣日日新報」中仍有不少與妾相關的社會新聞。納妾而招引家
庭風波、甚至被詐欺者，亦恆有之。如：〈妾不肯入籍•詐欺聘金告訴不成立〉，「台灣日

日新報」，1931.08.16，夕刊 04版（不著撰人，1931）；〈娶妾遭騙•人身買賣惡風端在此
輩村漢〉，「台灣日日新報」，1934.12.07，夕刊 04版（不著撰人，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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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竹北、北埔、峨眉地區相關人口學統計數據

竹北北埔峨眉合計

總戶數（戶）2,0551,1821,2334,470

總人數（人）19,61111,62514,21645,452
性別（%）
　男46.0243.6444.7644.81
　女53.9856.3655.2455.19

族群（%）
　閩南32.762.141.4812.13
　客家44.2975.7779.366.45
　平埔0.010.030.030.02
　生蕃0.030.030.020.03
　其他22.9222.0419.1721.38

女性婚姻型態（%）
　大婚56.5968.0165.3563.32
　小婚31.2518.0826.5025.28
　招贅婚10.8112.656.9210.13
　妾婚1.341.261.231.28

納妾時平均年齡（歲）

　丈夫36.9736.5233.9435.81
　正妻33.5533.1932.9733.24
　妾23.9625.6325.1324.91

妾婚之通婚圈（人）

　同村 3 1 6—

　不同村443841—

　總人數473947—

　同鄉13 212—

　不同鄉343735—

　總人數47394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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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竹北、北埔與峨眉地區妻、妾別生育率（1906–1945）

年齡

納妾家庭
一夫一妻家庭

原配（正妻）妾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生育

子女數
生育率

竹
北

15–19140.27110.4813030.31
20–24290.23270.3626900.34
25–29220.16240.2122140.30
30–34160.11220.2216860.26
35–39 90.07100.1411150.20
40–44 20.02 30.07 4340.10
45–49 00　 00　  340.10

總生育率4.26總生育率7.36總生育率7.56

北
埔

15–19 80.22 20.14 6580.29
20–24200.23190.3114870.32
25–29170.15110.1312480.27
30–34 70.06160.15 9710.24
35–39 40.04100.10 6280.18
40–44 40.04 50.06 2300.08
45–49 00　 00　  120.01

總生育率3.73總生育率4.46總生育率6.95

峨
眉

15–19120.30 50.51 8750.28
20–24230.24150.3119870.34
25–29180.20250.2816410.31
30–34120.14310.2911980.27
35–39 60.06210.19 7980.21
40–44 50.04 80.10 3350.11
45–49 00　 10.02  230.01

總生育率4.95總生育率8.48總生育率7.6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說明：生育率＝生育子女數÷人年24

　　　總生育率：指15到49歲之育齡婦女的時期別平均生育子女數。

24  有關人口學上「人年」計算的原理、應用與利弊得失，詳見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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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嬰兒死亡率為旁證，則情況更明朗。如表3所示，三地在妾婚型態下的

嬰兒死亡率皆屬最低，其中又以竹北、北埔最為明顯。僅憑數據本身固難以

追索妾婚嬰兒死亡率所以最低的原因，但邏輯上說來，無論是契買抑或迎娶

一房妾，男方家庭都得有一定經濟能力，方能許可。據載日治時代妾的身價

仍所費不貲，有能力蓄妾的家庭，多在小康以上（鈴木清一郎，1989: 169；

莊金德，1963: 60）。富人有錢納妾，相對也有能力供養得起孩子，為了得到

子嗣，自然願意給予妾出之子更多照護。但如表4所見，若觀察竹北等三地

「非妾婚家庭」與「妾婚家庭」所生嬰兒（包括妻與妾所生）在一歲以內的

死亡率，則分別是0.143及0.144，實際所差無幾。若進一步以同是「納妾

家庭」作為觀察樣本，則如表5所見，妾所生之嬰兒死亡率卻多低於妻所生

之嬰兒死亡率。在經濟許可的範圍內，家庭若因正妻無子，基於嗣續或為了

要更多子孫而納一妾，自然願提供資源照護妾出之子。妾所出之嬰兒的存活

表3：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大婚小婚招贅婚妾婚

竹北0.1610.18　0.1870.134
峨眉0.1340.1340.1320.13　
北埔0.1390.1770.17　0.123
合計0.1430.1610.1640.12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4：非妾婚與妾婚家庭中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非妾婚家庭子女妾婚家庭子女

死亡個數死亡率死亡個數死亡率

竹北12550.147260.151
北埔 6680.148210.176
峨嵋 8040.133210.116
合計27270.143680.14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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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茶、製茶技術堪稱優良，但峨眉的開發卻甚晚。自道光14年（1834）金

廣福武裝移墾以迄光緒5年（1879）之間，可謂峨眉鄉從無到有、從變動不

穩到整個客籍漢人聚集而世居不動的階段。21

二、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的人口學資訊

本節將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資料庫為數據來源。所以選擇此三

地，蓋緣於筆者曾長期在此進行田野調查，對於文獻所未及的若干疑點，或

可從實際訪問中，藉助口述資料以為修正或補充，以避免數據計算與程式邏

輯上的盲點。當然，選擇三地而排除其他，不免招致「代表性」的質疑。然

而，本文的目的，並不在追尋足以代表日治台灣納妾風俗的理想型研究，亦

非寄望「從沙中看世界、以水滴見海洋」。22若從竹北等三地為本位，本文

所用的戶冊資訊、數據，就是日治時期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先民的軌

跡，其所反應的就是當地固有的風俗習慣與歷史現象。此處，應先概略速寫

三地資料庫的基本人口學訊息。

表1即為竹北、北埔、峨眉三鄉鎮資料庫所涵蓋之戶數、總人口數等相

關人口學資訊的精密計算。就資料庫規模而言，三地之中以竹北地區的樣本

數較多，人數將近2萬之譜。北埔、峨眉分別為1.2及1.4萬。男女人數方

面，三地均呈現女多於男的趨勢。須加以說明的是，資料庫大小、人數多

寡、男女人數的差異等等，部分緣於當初戶冊資料收集量之所限，並不能等

同三地的實際情況。再就族群比例而言，三地均以客家族群居為多數。其

中，又以北埔、峨眉最為明顯。

若以女性樣本為主體來呈顯婚姻型態，則其中仍以明媒正娶的大婚居為

21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峨眉相關介紹，亦參考：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78–180。

22   此原是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史家對歷史社區研究的期許（彼得•柏克[Peter Burke]，1997: 
103）。在史學界，比較主觀的方法也可以窺見研究客體與其所在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大
環境之間的關係。如：微觀史學的興起便是一例。藉著重建個人或事件與他╱它們所在的

特定時空下的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瞭解社會進程中的某些側面（Ginzburg, 
199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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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干，以及交加不明為礙；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擋，不干銀

主之事。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甘

願字一紙，並上手字一紙，共二紙，付執為照。

即日同中收過價身七四銀六拾八大圓定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日 為媒人　楊生

 知見人　謝氏

 立賣甘願字人　楊片

 代書人　楊心生

據載楊片所以將妻子曾氏緞娘賣做他人妾，緣因於夫婦不相和諧，緞娘難容

於家內，楊片萬般無奈，只得轉賣他人。姑不論本夫所言之賣妻緣由是否屬

實，從契約論述看來，曾氏緞娘自初婚到成為楊品之妾的過程中，經歷過 3

次婚姻記錄，而每一次婚姻都是以被「承買」的方式構成。16曾氏緞娘的

個人經歷驗證了小民百姓的「婚姻」與人身「買賣」可能相去不遠。楊片立

契的時間點在西元 1904年，實際已進入日治初期，然而契約時間卻仍以清

16   楊片在契約中提及的「上手字」透露曾氏緞娘的初婚亦是經由「買賣」所構成。此「上手
字」完整內容如下：

  　　 立賣配甘願字人學甲堡中洲莊（庄）過港第二十番戶黃全先宗親，「承買曾家之女為
親」，而以忽然擣予宗弟，不幸亡故無後，共伊代料理，將曾氏投存費折抵作代理開

費。今因與聽媒人同相引就，賣配蕭壠堡番仔寮莊（庄）第八十番戶楊片出頭承買為

妻，憑媒三面言議著身價七四銀參拾大圓正；其銀即日同中交訖，其曾氏名緞凉（娘）

隨付媒人𤆬𤆬𤆬𤆬過楊片之家中為親，百年同心，傳子及孫，不敢異言滋事。保此係是全先

投存代理開費，與他人等無干；係若不明者，全先自出首抵擋，不干銀主之事。此係

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賣配甘願字壹紙，付執存炤。

  　　　　　即日同中收過七四龍銀參拾大圓完足，再炤。
  　　　光緒三十年八月　日 為媒人　邱芳　

 知見人　吳氏　

 立賣配甘願字人　黃全先

 代書人　楊心生

   此「上手字」詳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7，引號為筆者所加。值得注意者，
曾氏緞娘與楊片的婚姻僅維持短短 4月，而楊片轉嫁緞娘所獲身價卻比當初將她從黃全先
之手購入所花錢銀多出 38大圓。多出的錢銀或作為新夫對楊片的補償之費，但仍可見曾
氏緞娘在妾市場上的身價，似未因多次易手而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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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籍村落「六家」為例，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足者多達 72％以上。

與此相對，六家婦女纏足者，卻不到 1％（莊英章，1994: 191）。26明治 38

年（1905）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亦顯示，新竹廳的閩籍女性中，纏足者多達

19.55％；相對於此，客籍女性中的纏足者，則僅佔 0.22％（臨時臺灣戶口調

查部編，1908: 360）。及至大正四年（1915），新竹廳依然有 14.15％的閩籍女

性是纏足者，而客籍女性纏足者則僅有 0.06％（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

部編，1918: 393）。從纏足與職業的關係看來，農、林、漁業人口中纏足者比

率較之工、商、自由業者低。此乃因農、林、漁業對勞動力需求甚多之故（臨

時臺灣戶口調查部編，1908: 365–368；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

1918: 397–399）。沒有纏足的拘束使得客家女性勞力所及之範圍相對擴大。

據載客家女性足以與男人匹敵，早晨攜帶鐮刀出外傭作，傍晚背負大擔、小

擔柴火回家，客家女性一點也不輸男人。婦人種植蔬菜，未出嫁的姑娘負責

採茶（謝氏春枝，1990: 226），在尋常的煮食、家務外，舉凡「養豬、養雞、

養鴨、養鵝、挑尿桶到田裡澆菜、種蕃薯、挑水」（賴阿龍，1990: 12）等等，

她們游刃有餘，一手包辦。客家女性能在更大範圍上作為勞動力的來源。

在傳宗接代、多子多孫等考量外，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妻妾成群的現象，

往往被歸因於男性對肉體慾望的需索（畠中市藏，1934: 69）。27然則，將蓄

妾之風化約為色欲所驅，難免忽視背後的社會、文化機制。上層家庭討娶很

多妾，以「三妻四妾」彰顯家族財力，實際上也是一種將經濟資本轉化為階

級符號的手法。日治時期高等法院判官姉齒松平即認為，當時的台灣蓄妾風

習，往往是坐擁鉅資的名望家誇耀、彰顯其階級之所憑藉（姉齒松平，1930: 

26   崁頂、六家分屬竹北鄉的兩個閩、客村落，從戶冊資料計算，1895年以前，崁頂婦女纏
足者，多達 72％以上，1866年以前更高達 93.6％。相對的，客籍為主的六家，自 1866
年—1925年間若以每 5年為一時間區段，婦女纏足比率僅分別在 1876–1880年間的 0.7％，
以及 1886–1890年間的 0.6％。其餘時段的纏足比率皆為 0（莊英章，1994: 191）。

27   畠中市藏歷任臺中州商工水產課長、總督府巡查、高雄州警部補、警務局屬、高雄州潮州
郡守、臺中州大甲郡守等等，身為日本官僚，其觀察恐或多或少帶有先入為主的意識型

態。有關畠中市藏個人經歷，參見「台灣人物誌（1895–1945）資料庫」：http://libdata.
ascc.sinica.edu.tw:8080/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7%95%A0%E4%B8%AD%E5
%B8%82%E8%97%8F&go.x=47&go.y=9（台灣人物誌，2010a;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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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納妾之前，正妻的生育情況（1906–1945）

樣本數
納妾之前

正妻未生育

納妾之前

正妻已生育

竹北  41  8 33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6 13

北埔  38 10 28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7 11

峨眉  41  9 32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24 18

合計 120 27 93
有一個以上男嗣 有兩個以上男嗣

77 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當時一些日本觀察者業已意識到納妾其實是勞動力的獲取之道，特別針對

「粵籍」（客籍）為然。25日治時期，多數台灣人以農業生理，農耕佃作成為

主要生業。大正 9年（1920），台中、台南、高雄等州，農業人口均佔總人口

70％以上，新竹州的農作從業人口亦達 69.3％（堤一馬，1922: 132）。從文

化乃至勞動力獲取的觀點說來，「生齒浩繁」一直是傳統農村家族的特徵。

工商未甚發達、機械作業尚未普及的時代，勞動力便成了農耕家庭最有利也

最需要的資本。截至 1929年，新竹州的農畜振興方案中仍可見當地農業經

營法以勞動力密集的「集約」農法為基調（新竹州勢振興調查會分會，1929: 

89–90）。在此前提下，經濟許可的農耕家庭納一妾入戶，當可滿足人丁興旺

的家族理想，藉以增產人丁，為將來儲備勞動力。

另一方面，妾本身之於夫家而言，也是立即可用的勞動力。有別於閩南

女性，客家婦女多不纏足（謝氏春枝，1990: 227）。以竹北鄉閩籍村落「崁頂」

25   此一論斷出自畠中市藏的觀察，但於此同時，畠中市藏亦警覺到為了勞動力而納妾，究竟
有多少真偽，仍值得深究（畠中市藏，193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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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年號紀年，這或意味著日本殖民政權的權力在當時仍未深入民間社會，政

治上的改朝換代對小民百姓的日常作息、婚俗習慣並未產生有意識的影響。

積習已久的納妾風俗、契約書寫的格式、行文論述亦仍沿襲前代風格。

綜觀上引二紙妾契約，亦有若干共同點。兩者在契約論述的譴詞用字、

行文風格上無甚差異。父親賣女為妾的契字上說：「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

親生之長女，並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這與本夫賣妻為妾

契約之所謂「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無干」，二者行文用字、

語氣相仿，目的均在確保立約人對被賣女性的權利是清楚明晰的，該婦女並

非來歷不明或原主拐騙而來，亦無一女兩聘的情況。此所以楊片在妾契約之

後，又附上一通「上手字」，用意即在證明緞娘係楊片所明買，其所有權是

被確保的。是以契約論述緊接著又說「如有此事（別收他人聘禮、拐騙等

等），有章一力出首抵擋，不干買主之事」、「如有不明等情，片自出頭抵

擋，不干銀主之事」等語，均暗示交易之後如有異言糾紛，概由立契人出首

承擔，絕不牽連買主。所謂「三面言議」、「二比甘願」、「付執為炤」云云，

均是立契人對買主的「擔保」，其目的在於免除買者的責任，並作為賣方「守

約」的保證。就此而言，媒人、知見人具名簽署，也有類似的擔保意味。日

後若衍生糾紛，不僅賣主有責任，契字中所具名者，也有義務斡旋處理。

契約寫作所以花費篇幅作這種擔保強調，恐怕不僅僅只是契約論述上的

「書寫習慣」，17或亦反證當時社會人身買賣的不穩定性。交易之後又橫生

異言、糾紛不斷、納妾之後果不如預期等等，時有所聞。18儘管無法確知

一旦發生糾紛而引起訴訟，妾契約在審理過程中究竟發揮什麼作用，但至少

可以說，契約「存在」的本身，證明了相關當事人確實是在「不存在」威逼

或其他人為壓迫的情境下，自願簽訂了這一人身買賣協定（寺田浩明，2005: 

17   James Hayes（1990: 38–39）的研究中收入 2件 19世紀華南地區妾交易契約，其書寫風格
亦與台灣相仿。

18   日治時期流通量最大的「台灣日日新報」中仍有不少與妾相關的社會新聞。納妾而招引家
庭風波、甚至被詐欺者，亦恆有之。如：〈妾不肯入籍•詐欺聘金告訴不成立〉，「台灣日

日新報」，1931.08.16，夕刊 04版（不著撰人，1931）；〈娶妾遭騙•人身買賣惡風端在此
輩村漢〉，「台灣日日新報」，1934.12.07，夕刊 04版（不著撰人，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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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以為小妾」二語，將「字」與「出賣」混用，意味此樁協定即便是

一種「婚約」，亦難與「出賣」涇渭分明。從行文脈絡看來，父親將王蓮「字」

人為妾緣因於「家中貧苦，日食難度」，又有「身價」云云等字眼，此明係

一樁「嫁賣」交易。對清帝國晚期的窮人家庭而言，婚姻與買賣之間的界線

恐怕極微。13正規婚姻之外的婚姻形式，如：賣女兒與人為婚、寡婦再醮、

買休賣休14……等等，或多或少都帶有金錢交易色彩，以作為提升或改善生

活的手段（Sommer, 2005: 48）。以此處為例，王蓮乍看之下似是被物化的犧

牲者，然則賣做人妾，不僅改善家中經濟，對於被交易的女性而言，可能也

是一種「機會」。畢竟在女性缺乏獨立自存的時空中，婚姻（無論正規婚姻

抑或嫁賣）還是她賴以改變自身命運最直接的憑藉（Gates, 1996: 132）。

另一樁納妾交易來自 1904年（明治 37年），台南廳蕭壠堡人氏楊片，將

他的妻子曾氏緞娘賣給同堡的楊品為妾，身為本夫的楊片在契字15中說道：

立賣甘願字人蕭壠堡番仔寮莊（庄）楊片，自置明買過學甲堡中洲

莊（庄）過港黃全先之弟婦承來為親，入內不受，難親不恁，片一

切無奈，將於事情無奈，憑媒引就，願曾氏名緞娘一人賣與本堡北

頭莊（庄）楊品出首承買，三面言議著身價銀六拾八大圓正；其銀

即日同中交訖，其人緞娘隨付銀主娶過，前去掌管為妾，不敢阻

擋，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緞（娘）果係片明買之人，與他人

13   在貨幣經濟高度發展的清代社會中，「婚姻」與「買賣」之間可能難有一清楚的劃分界線
（Gates, 1996: 128–147）。學者從 1931年廣州番禺一份名之為「送帖」的契約推測，人們
可能在女孩幼年時領養她，俟其長成再以「贈送」為名，與人為妾，藉此賺取高額的「養

育費」。因該「送帖」外觀全以紅色及吉祥圖案為飾，可見雖名之為「送」，卻也被視為婚

姻喜事（Hayes, 1990: 42）。
14   「買休賣休」是明、清律的用語，「休」字意味與本夫終止原來的婚姻關係，特指丈夫將髮
妻嫁賣給別的男人為妻、妾，或後夫用錢買娶以使本夫休離其妻的情況（黃宗智，2003: 
148）。清律「賣休（人）」似專指「本夫」而言。沈之奇以為清律不言「買休、賣休子孫
婦妾」，蓋因「略賣律」內已有略賣子孫婦妾之文，若審有略賣之情者，當問以略賣之罪。

若是婦妾情願被賣，則又屬「和賣」。賣人者「既非本夫，則不得言賣休矣。」（〔清〕沈之

奇撰，1998: 918–919）。
15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a: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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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買主與立契人所進行的交易、從本夫或父親之手買進其妻、女以為妾，

在當時社會的人情事理上是站得住腳而毫無疑義的。

以上藉由風俗調查報告以及當事人所起草的妾婚契字，試圖還原清末以

來的歷史脈絡。納妾雖屬婚姻締結的途徑之一，實際還與傳宗接代、賣人交

易存在難以清楚切割的關係。下文則以日本殖民政府的戶籍登錄冊為樣本，

檢視生育、傳宗接代之外，日治台灣新竹地區的妾婚現象還有哪些值得深入

瞭解或進一步究明之處。

參、戶籍資料庫所載的納妾資訊： 
以竹北、北埔、峨眉等鄉鎮為例

一、資料庫背景說明

本文引用的「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乃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所建置（1989–至今），其原始資

料則源於日本殖民政府所實施的戶政制度。日本領台之初即相繼於明治 29

年（1896）及 36年（1903）頒佈戶口調查相關規定，目的是為貫徹全島戶口

調查，以達維持治安之效（洪汝茂總編輯，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職是

之故，當時的戶籍登錄乃是作為一種警察行政資料。19在登錄上，則以本

島人的主要住所為本居，無論其人是否現住，其家屬全部登記在冊。非家屬

而同居者，則另用一紙謄錄，附於該戶戶口調查簿之後。戶籍調查資料不僅

用以掌握人口動向，更是個人身分證明之所本。蓋因戶籍登記冊明列「事由

欄」，當中詳載個人身分、因婚姻或收養所致的身分變更、個人素行記錄（犯

罪紀錄、纏足、吸食鴉片與否）、遷徙住址、發生日期等等（洪汝茂總編輯，

台中縣政府編，2001: 13–14, 37；Wolf and Huang, 1980: 16–33）。諸如此類個

人生命史的種種資訊，無論就量化抑或質性研究，均有可觀的史料價值。

新竹地區戶籍資料庫包括現今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戶籍登錄冊。

19   台灣日治時期警察所轄職務範圍，詳見：鷲巢敦哉著，《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台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藏資料，1938）。尤其頁 222–231，有關戶口調查的系統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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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妾婚前、後，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正妻（妾婚前） 正妻（妾婚後） 妾

死亡

個數
總數 ％

死亡

個數
總數 ％

死亡

個數
總數 ％

　竹北 15  80 0.188 1 11 0.091  9  92 0.098
　北埔  5  42 0.119 2 17 0.118  8  63 0.127
　峨眉  4  51 0.078 3 25 0.120  8 104 0.077
三地合計 24 173 0.139 6 53 0.113 25 259 0.097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進程、醫療衛生與現代化生活水平的提升等等，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般人可能會先入為主地認為納妾之習所以歷久不衰，緣於對男嗣的迫

切渴求，或是出於色欲所驅。長久以來，人們詬病傳統社會一男多女的婚姻

組合、將女性視作生產機器而加以工具化，妾婚之舉從而難逃「歧視」或「物

化」女性的責難。然而，投射過多今人對性別政治的敏感，也可能會模糊焦

點而遺漏更多值得深究的課題。

不可否認，在煙火接續的前提下，傳統農村社會對子嗣的期望優先於婚

姻。但子嗣獲取只是其一，納一妾入戶可能不僅只為了「傳宗接代」。表 7

即從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資料庫中，擷取「一夫一妻一妾」（即：不包

含納 2個以上之妾者）的案例共 120件。其中，夫納妾以前正妻未生育者，

僅 27例，占 22.5％（27÷120=0.225）。其餘 93例均是正妻早已育有子女，

而丈夫仍舊納妾的案件。其中有77例，占所有納妾者的64.17％（77÷120≒ 

0.6417），在丈夫納妾之際正妻至少已生育一個以上的男孩。更細緻地說來，

正妻已育兩個男孩以上者，甚至還高達 35％（42÷120=0.35）。故此，就正

妻已有一子甚至二子以上的妾婚男性而言，他們基於對男嗣的迫切渴求而納

妾的可能性，便相對降低。嗣續綿延可能對人們決定納妾與否有積極促進作

用，但卻未必是唯一的動機。一個男人所以納妾，亦不僅只出於「傳宗接代」

的考量。

與傳宗接代殊途同歸者，還包括「人丁興旺」、「多子多孫」的家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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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8此外，納妾的男性一般在此前都有過婚姻紀錄（即與正妻╱原配的

婚姻）。若進一步細究這些納妾男性與其正妻的婚姻型態，則仍可見清楚的

趨勢。

表 8與表 9即是從竹北、峨眉、北埔 3資料庫中蒐集 129件納妾婚姻，

並從中觀察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及比率。總計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之

婚姻係大婚者有 55件（25+11+19=55），小婚者 65件（15+28+22=65）。男

性與原配係大婚而日後又納妾者，比率是 0.010；若與原配婚姻是小婚而日

後又納妾者，則比率增為 0.031，後者約為前者的 3倍。29易言之，納妾男

性與正妻的婚姻以小婚型態居多，大婚次之。文獻所指，納妾的主要目的在

傳宗接代。從納妾的儀式到稱呼等種種跡象反證「妾」的存在殆為「無後」

所趨，生子延嗣畢竟是父系社會的道德使命。然而，竹北、北埔、峨眉等三

地數據卻顯示男性在正妻已育有男嗣的情況下仍然納妾者，亦為數不少。30

而且竹北等三地納妾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又以「小婚」型態為多，則「小婚」

與「納妾」慣習之間有無特別關係，便值得深究。

美國人類學者 Arthur P. Wolf以研究台灣社會的小婚習俗而馳名，在他所

擷取的 20,000件婚姻型態的重建結果中，1890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女性若是

幼年被收養而日後與養家兄、弟成婚的所謂「媳婦仔婚」（小婚），則其生育

率比起其他大婚女性低 40％，而離婚的機會比起大婚的女性高出 3倍（Wolf, 

2005: 77）。Wolf據此重新論證並解釋 1895年 Edward Westermarck所提出的

論點：自幼生活在一起的男女，明顯缺乏性愛的情慾吸引，因而難以完成傳

宗接代的目的。身為媳婦仔的妻子，與丈夫因從小玩在一起，同睡一張床、

同在一個家戶中哺育、成長，從而產生性的嫌惡或抑制（sexually inhibiting 

effects）。對於娶有媳婦仔的小婚男性而言，性抑制的作用亦然（Wolf, 2005:

28   20世紀初，英國人對傳統中國的納妾風俗，亦有類似見解。詳見：〈支那親族法上に於け
る妾の地位〉，《台法月報》，明治 40年 12月 10日（1907.12.10），57（不著撰人，1907a）。

29   男性與原配婚姻係大婚而日後又納一妾的比率：55/（2205+1367+1682）=0.010468。若男性
與原配婚姻係小婚而日後又納妾者，其比率為：65/（926+446+711）=0.031204。

30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 77例已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 36
例，小婚者 40例，招贅婚者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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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閩籍為主的「貓而錠庄」（崇義村、尚義

村、大義村），客籍為主的東海窟庄（東海村）、隘口庄（隘口村）、芒頭埔庄

（中興村）、六家庄（東平村）等等。就地理位置而言，竹北位於新竹縣中部，

早期有平埔族人在此耕種、捕鹿，清雍正、乾隆年間，漢人相繼移墾。日治

初期以鳳山溪為界，南屬新竹辦務署竹北一堡，北屬新埔辦務署竹北二堡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74, 75）。據當地鄉民所稱，自日治初期伊始該

鄉即劃分為六家、竹北、鳳崗及豐田，約當今日的崇義、尚義、大義、大眉

等四村落。前三村地理範圍約為日治時代新竹廳「貓兒錠庄」所轄，亦相當

於新竹州時代的大字名「貓兒錠」，係屬閩南村落。六家則為一客家村落，

地勢平坦，居民多以務農為業，稻米是主要作物（莊英章，1994: 17–19）。

與竹北相仿，北埔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依然以村落為單位，範圍涵蓋小

分林庄小分林、二寮（大林村）、北埔庄埔尾（南興村）、北埔等客家村落。

北埔為一盆地，位居新竹縣中央部南側，即清代竹塹城東南邊境。日治時期

當地原稱北埔庄，包括：北埔、水磜子、大湖、大坪、南坑、南埔、小分林

等七大字。直迄清道光年間，北埔一帶尚為社番盤據。道光14年（1834），

為防番保民起見，諭令閩、粵籍墾戶合股金廣福墾號，陸續將今日北埔鄉、

峨眉鄉、寶山鄉等地，納入墾殖範圍（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1983: 168, 169–

170）。北埔在日治時代已逐漸成為純客家族群居住地，1930年實際住民即

以粵籍為主，閩籍及原住民人數合計未超過百人。足見北埔雖係閩粵合墾之

地，但因閩人多屬不在地地主，極少定居該地，故仍屬客家聚落（范明煥總

編纂，2005: 86）。

峨眉資料庫所蒐集的戶冊集中在十二寮庄（復興村）、月眉庄（峨眉村）、

赤柯坪庄（赤坪村）、石井庄（石井村）、中興庄（中盛村）等客籍為主之村

落。峨眉鄉原稱月眉，位於新竹縣之南，因峨眉溪曲流凸岸之半月形沖積河

階而得名。20大正九年（1920），總督府施行地方官制改正，將月眉改為峨

眉，一直沿用至今。峨眉地勢遍鄉皆山，風土適植茶樹。儘管茶葉品種佳，

20   網頁：「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取自：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
擷取時間：2010.01.24（新竹縣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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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妾婚家庭中，妻妾別一歲以內的嬰兒死亡率（1906–1945）

妾婚家庭中妻之子女妾婚家庭中妾之子女

死亡個數死亡率死亡個數死亡率

竹北170.190 90.108
北埔 70.104140.123
峨嵋120.199 90.152
合計360.166320.125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率高，便可以理解。就妾本身而言，生育既是她在夫家地位之所繫，她理所

當然傾注全力養護她的孩子，種種因素都可能導致妾婚情況下的嬰兒死亡率

偏低。

此外，針對「妾之子女死亡率低於妻之子女」，還有另一值得思考的方

向，即家庭內部世代間的社會流動，以及社會進程中經濟、醫療衛生水平的

改善。設若納妾之舉多發生在家庭經濟提高之後，且如表1所指，妻、妾之

間年齡差將近10歲。那麼10年之間的家庭經濟、社會內部的醫療衛生水平

等等，可能已有明顯進步。妾之子女出生晚，其成長得利於家庭經濟、醫療

衛生技術的提升。易言之，庶出之子可能享受到更多殖民現代化的利益，因

而存活率更高。如表6所指，若將時間點設定在妾婚「之後」（亦即：控制 

妻、妾子女所擁有的經濟資源、醫療營養水準），觀察三地妻、妾子女在一

歲以內的死亡率，則仍以妻之子女的死亡率略高。但正妻在妾婚之後，亦即

家庭經濟提升、醫療衛生資源改善之後，其嬰兒死亡率確實較妾婚之前降低

2.6個百分比，與妾之子女死亡率之間的差距也相對拉近。此一數據統計結

果，稍可支持社會進程、家庭經濟提升云云的假設。誠然，這一推論思考目

前只能聊備一說，尚待更多史料及精密數據來佐證。妻、妾年齡既相差約10

歲，則雙方嬰兒死亡率的差異當不僅緣於外在社會、經濟的轉變使然，還與

母體健康差異有關。由於此點涉及早期生活情況對女性健康、生育率、嬰兒

死亡率的影響（Bengtsson and Broström, 2009; Campbell and Lee, 2009），仍

待日後專文深究。但無可否認，妻、妾之子女夭折率的降低，與彼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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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身為妾的女性本身的影響。

納妾作為男子「無後」的救濟之道，似乎是毫無疑義的。遠如傳統中國

的家訓族規、女教書籍，近如日治台灣文獻，皆有所聞。從台灣粵籍（客家

人）的納妾儀式，更可見一斑。據載粵籍家庭在妾入門之際，妾應跪正妻面

前，由妻為之插「花管」。「花管」是一種銀製頭飾，「管」有「監督、管理」，

以及「壓制」之意。儀式結束後，正妻隨即以嚴苛冷冽的歌謠式罵語，厲聲

斥喝：「不生孩子就降為婢女」，「你是妾，休想吃好的、穿好的」等刻薄話

語，妾則肅然聆聽，待正妻允許，方可起身。剛進門的妾身分卑微，不能與

家人同桌共食，家人僅稱呼她為「姐」。直迄生育孩子，才改稱為「二奶」，

家庭地位稍有提升（香收順一，1990: 29）。

當時人既以納妾作為傳宗接代的補充之道，則不論是為生子延嗣抑或多

子多孫的家族理想，妾的生育率確實明顯高於正妻。表2分別計算竹北、北

埔、峨眉等地，妻、妾在各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在納妾家庭中，竹北、峨眉

兩地身為妾的女性在各個年齡層中的生育率始終高於正妻。若以總生育率而

言，竹北、峨眉兩地妾之總生育率均約為正妻的1.7倍。北埔地區雖不若竹

北、峨眉有規則性趨勢，但就總生育率看來，妾之生育率依然高過正妻。

若比較表2中「納妾」家庭與「一夫一妻」家庭的正妻，則納妾家庭的

正妻總生育率很明顯低於一夫一妻家庭的總生育率。男人若基於正妻不育或

少育而想納一妾入戶，冀其生育以補不足，那麼，妾婚家庭中正妻的生育數

明顯少於妾，似乎是邏輯之必然。總體而言，妾之生育率普遍高過正妻，或

許正反應人們對妾的期許，集中在子嗣獲取一事上。既然已知正妻不育或少

育，則納一妾入戶，目的就是要生育。除了納妾的當事人之外，其家庭中的

長輩可能也將生育、多子多孫的理想寄望在妾身上。就妾本身言之，傳統養

兒防老心態也可能發揮作用。妾在夫家既屬邊緣成員，生養孩子有助於穩固

其處境，年老亦有親生子嗣可以依靠。如果生、養子嗣是妾改變她在夫家地

位最直接的憑藉，則她對生育自然有更多企圖心與積極性。那末，妾的生育

率高于正妻，便不足為奇。

其次，妾雖具有較高的生育率，但妾所出之子女是否與嫡出之子女具有

相同的生存機會？對此，若再以竹北、北埔、峨眉等三鄉鎮中各種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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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但小婚、招婚23仍有一定比率。相形之下，妾婚在三地均屬少數。進

一步觀察竹北等三地男性納妾時，丈夫、原配（正妻），以及所納之妾的平

均年齡。竹北、北埔兩地納妾男性與妾的年紀差，均在10歲以上，峨眉地

區夫、妾年齡差也在8歲以上。此外，三地資料庫均顯示，正妻與妾的年紀

差至少在7歲以上，竹北更高達9.59歲。此或說明納妾所重者多在年輕，

目的不僅在「色」，亦可能為了生子考量，年紀較輕的女性其生育力應更強

盛。最後，仍是以女性為樣本，計算三地妾婚的通婚範圍。三地均以跨越鄉

鎮或村莊的妾婚居為多數，其比例是：（34+37+35）÷（47+39+47）≒0.7969 

=79.69％。

下文將以竹北、北埔、峨眉三地資料庫數據為主體，並佐以其他文獻資

料，針對妾婚這一雖屬少數卻仍值得深究的婚姻模式，做更細緻的討論。應

當說明的是，本文並不特別就族群因素作申論。日治時期竹北等三地的妾婚

仍以同一族群間的通婚為主流。北埔、峨眉基本上是客籍為主的鄉鎮。竹北

的閩籍住民相對於北埔、峨眉雖較多，但在全部133例妾婚樣本中，竹北地

區屬於閩籍的妾婚樣本僅10餘例，北埔、峨眉的閩籍妾婚樣本更少，皆在

3例以下。莊英章與Arthur P. Wolf以日治時期北台灣的海山及竹北戶冊為樣

本，討論閩客族群的不同，是否對婚姻行為產生影響。結果發現婚姻型態的

選擇、家庭決策、初婚年齡、生育率、兒童死亡率等等，並不因閩、客「族

群」的不相同，而有明顯差別（莊英章、武雅士，1994；Chuang and Wolf, 

1995: 788）。基於上述種種，本文暫不考慮「族群」因素對妾婚行為的影響。

三、納妾與生育

如諸多史料所提示，妾婚與生育子嗣密切攸關。在此之外，「納妾」之

舉也是上層社會的階級象徵，不僅為獲取勞動力，也為彰顯家族的顯赫與財

富。下文將擇取客家族群為主的竹北、北埔、峨眉等資料庫中的戶籍登錄數

據，與上述妾婚動機互為印證。其次，也力圖從數據中觀測妾婚的結果，及

23   包括：以親女、養女為生家或養家招進一婿的「招婿」，以及以寡媳為前夫家招進後夫的
「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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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妾婚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

未婚31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不詳 總計

竹北 3 25 15 1 1  45
北埔 1 11 28 0 1  41
峨眉 2 19 22 0 0  43
總計 6 55 65 1 2 129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 9：妾婚男性與原配婚姻型態之比率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竹北

個數   25  15   1
總數 2205 926 358
比率 0.011 0.016 0.003

北埔

個數   11  28   0
總數 1367 446 301
比率 0.008 0.063 0.000

峨眉

個數   19  22   0
總數 1682 711 191
比率 0.011 0.031 0.000

總比率 0.010 0.031 0.001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86）。32媳婦仔未來的結婚對象叫「頭對」（池田敏雄，1990: 43；和田漠，

1990: 12），在她╱他呀呀學語、蹣跚學步以前，她與他的婚約已經預定。他

們不僅有共通的成長經驗，小時候被同儕惡意嘲弄「他們是夫妻」，彼此之

31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納妾的男性中，有 6人是在「未娶正妻」的情況下，即「先行納
妾」。此所以上表有「未婚」者。此 6名男性中或有日後將原先的妾扶正為妻，但亦有終
身即納一妾，未再另娶一妻。

32   小婚男女從「兄妹」身分轉化成「夫妻」關係，田野調查中的小婚男女述及媳婦仔婚姻時透
露著近親相姦的嫌惡，雖然他們無法清楚表達何以會有這種感覺（Wolf, 1972: 18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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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納妾之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

年齡層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0歲以上 總計

竹北 1 3 2 0 2 0 3 0 0 0 0 1 12
北埔 0 1 2 1 2 1 4 2 3 0 0 3 19
峨眉 2 5 2 0 0 0 1 2 3 3 1 4 23
總計 3 9 6 1 4 1 8 4 6 3 1 8 5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四、生育與妾之去留

如果說傳宗接代是傳統社會的強勢價值觀，納妾是獲取子嗣的憑藉。那

末，生育就不僅只是納妾家庭的願望，對妾個人而言，可能也是有利的。身

為妾者，在夫家受到正妻的監督，她們無權命令、懲戒夫之嫡庶子。38妾之

家庭地位實不若正妻穩固，但她們還可以透過生育，寄望因子而貴以追求改

善。但那些沒有一男半女之所出的妾，她們的結局又將如何？身為妾的女人

在夫家能否長久居留、終老餘生？下文將就竹北、北埔、峨眉等 3資料庫數

據，檢證生育與妾在夫家之去留間的關係。

在傳統中國社會裡，一個男人離異妾並無任何限制。台灣的情況雖亦如

此，但妾婚解除的過程，卻隨其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些許差異。在台灣，當

夫家表示要與妾離異時，通常會與妾的生家協議贖身。買斷的妾亦然，但買

斷的妾因其與生家已斷絕關係，寄望妾的生家來贖身已不可能。因此，上層

階級大多將之放逐，中層家庭則將其嫁賣，以收回身價銀（臨時臺灣舊慣調

查會編著，1993: 611）。

表 12即自竹北、峨眉、北埔三地資料庫中，擷取 19世紀末至 1945年

間的妾婚女性 133例，據此分析竹北等三地妾婚的生育情況與她們在夫家滯

留久暫間的關係。總體說來，無論有無生育，妾婚之女性離開夫家者，相對

而言數量仍在少數，僅約 14％（19÷133≒0.1429）。其中最短者在迎妾入戶

38   妾雖無權命令、懲戒嫡庶子，但她對自己親生子女卻擁有婚姻或收養養子的同意權（臨時
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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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

年份 1905 1915 1925 1935 1945
 

                                                         觀察期間（1925–1945）

李氏 出生 ........................................婚姻 .........................死亡
 （1910）  （1933） （1945）

王氏 出生 ....................................婚姻 ................守寡 .........死亡
 （1915）  （1936） （1945） （1955）

陳氏 出生 婚姻 第一胎 第二胎 守寡.死亡
 （1905） （1920） （1925） （1935） （1950）（1955）

==========================================================

此時需將年份轉換為年齡

年齡 0 10 20 30 40 50
 

李氏 出生 ........................................... ++++婚 +++++死
 （0） （23） （35）

王氏 出生 ......................++++++++婚 +++++++寡 ................死
 （0）                            （21） （30） （40）

陳氏 出生 ...........................婚 ......一 +++++++二 ++++++++ ..........寡 ......死
 （0） （15） （20） （30） （45） （50）

假設觀察期間為 1925至 1945年，計算 20至 24歲女性的初婚結婚率。

其計算方式如下：在 20至 24歲區間中，李氏的結婚年齡為 23歲，她所貢

獻的結婚人年即為 3。同理，在 20至 24歲區間中，王氏 21歲結婚，其所

貢獻的結婚人年即為 1。由於陳氏在觀察期間之前業已結婚，所以不屬於觀

察與計算的對象。

在觀察期間 1925至 1945年中，計算 20至 24歲婦女的初婚結婚率，分

母為該研究區內所有婦女的結婚人年，亦即 3+1=4，李氏與王氏已婚，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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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不到1年即離開夫家，竹北等三地平均則是9.9年離開。如果單就妾婚

之後離開夫家的19個樣本來觀察，似乎妾之生育與離開夫家的關連性並不

如想像中大，亦非絕對必然。據此仍看不出妾之育有子女對她在夫家的地位

有無具體作用。畢竟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已生育者仍有13個之多，超過

半數。另一方面，即使沒有生育，卻仍終生留置夫家者，亦大有其人。

然而，表12至少顯示留置夫家的妾，63％（72÷114≒0.6316）以上都

曾為夫家生育過子嗣。若更細緻地分析妾之生育男性子嗣與其去留關係，則

趨勢益形明顯。儘管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有13個已育有子女，但如表13

表12：妾之去留與生育情況

離開夫家之妾有無生育留置夫家之妾有無生育

竹北 5
有 4

 40
有27

無 1無13

峨眉 7
有 4

 40
有27

無 3無13

北埔 7
有 5

 18
有18

無 2無16

合計19
有13

114
有72

無 6無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13：妾之生育男孩與其去留關係

妾婚女性總數
離開夫家的妾留置夫家之妾

生育男孩未生男孩生育男孩未生男孩

竹北 452 32218
峨眉 472 52416
北埔 411 61816
合計1335146450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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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限制，而妾對夫卻無相同的請求權利。此乃「無視妾的人格、束縛其天

賦的自由，違反公序良俗。」故仍認可妾在「法理」上與其夫享有同等權利，

得不受限制地離異其夫（王泰升，1999: 359–360）。據此，則至少在法律上，

夫妾關係正逐漸往平衡、對等的方向推移、靠攏。比起過往，妾除以「生育」

作為改善自身處境之憑藉外，現在她們相對得到法律更多的保護。儘管日治

時期台灣社會之夫妾關係具合法性仍是法院一貫的態度，妾在夫家的邊緣性

依舊，但至少在司法面向上，日治中期以後，妾的處境相較於清代中國恐已

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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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來理解並加以合理化。其他類似人口交易的「賣斷出嫁」、「妻的贈與或

買賣」等等，法院均視之為人身買賣違犯公序良俗而無效（王泰升，2004: 

316–318）。然而，在法令禁絕「賣斷」的1920年代以後，卻仍衍生出新的

人身交易形式，即以「抵當」取代「賣斷」（田井輝雄，1990: 237–238）。缺

乏用度的家庭將女兒抵押給貸方，並簽署借用證，當中註明幾年內期滿後歸

還本金。若限滿而無力償還，則貸方有權將其女出嫁，以聘金抵欠等等。如

此，女性即從交易之物轉化為人質之類的借貸擔保。

儘管法律無法根絕人身買賣的存在，但妾的身分、處境往正面積極的方

向改善也是事實，至少就司法層面上，妾的權益已有所不同。與前言所舉的

許江之妻狀告其夫之妾，卻被官府駁回有別，日治時期現代司法體制引進台

灣，妻妾興訟不再被視為是「家庭細故」。妾之作為獨立個體，具有「天賦

人權」的概念在司法體制上屢屢被提及，在實際運作上也被清楚地意識到。

大正八年（1919）來自嘉義廳哆囉嘓西堡吉貝耍庄的程氏菜籃與丈夫涉訟，

並向法院請求離緣，此事件在當時被譽為打破舊慣的「新判決」，儼然是媒

體及司法界的焦點。程氏菜籃於大正6年（1917）納聘與朱成為妾，隨於隔

年妊娠生子。但自入門起，程氏菜籃即屢遭其夫及正妻凌虐，懷孕期間被毆

打以致負傷一週。不堪長期凌虐，程氏要求離緣，但丈夫不肯，雙方因此對

簿公堂。程氏不僅狀告其夫並聲請離緣，且要求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法官以妾乃傳統中國法之「遺傳惰力」，本島婦人被視為「物件」一般，「其

結婚亦以買賣從事，為今日法庭判決上所不許。」法院裁判對身為妾的程氏

有利，認定夫與正妻凌虐妾至負傷，不僅無法持續日後的同居關係，亦有

「侵害於婦人之節操權」之虞。40

在程氏案例之後的大正11年（1922），法院即以習慣上夫之離異妾幾無

40   程氏菜籃經歷興訟官司後，1919年妾除戶，成功地離開夫家。當時媒體及司法界對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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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本文前半以清末以迄日治時代台灣社會納妾風習為背景，說明從傳統中

國沿襲而來的嗣續觀念在深層意識上影響台灣人對納妾的觀感。買妾契約的

行文、論述說明契買而來的妾與傳統中國社會的賣人交易息息相關。後半則

偏向歷史人口統計取徑，著重探討新竹地區妾婚的可能動機。在社會、文化

等文獻所載的嗣續、勞動力考量之外，竹北、北埔、峨眉三地戶冊資料庫數

據亦顯示另一種重要的文化意涵：童養媳的「小婚」婚姻下丈夫納妾的比率

最高。此當緣於小婚型態下配偶間的性嫌惡感所使然。這同時提醒我們：生

物因素容或可能對人類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產生影響，但所謂「生物因素」

不能僅僅化約為男性「色欲」所趨，毋寧說是社會、文化乃至生物等多種因

素交互作用下的結果。

如史料所載，納妾是父系社會在傳宗接代所驅動下的產物，妾與生育間

的關係可謂至為密切。然而，從新竹地區的戶冊統計上看來，生子傳嗣並非

納妾的唯一考量，未曾生育卻仍得以長久留滯夫家的妾，亦有其人。但妾的

生育機率始終明顯高過正妻，且留滯夫家的妾仍以生育者為數最多，「生育」

子女與「妾在夫家的地位」之間，仍存在某種因果關係。生育後代的天賦本

能究竟是讓女性淪為會走路的子宮，抑或是一種女性優勢，仍值得深究。

「階級」變數依然存在，「正妻」的地位儼然比「妾」高過一籌。女性之間的

等級制度使出身下層的女性相對更易受到她們自身生育本能所支配（白馥蘭

[Francesca Bray]，2006: 277–286）。如文獻所載，妾只有生育孩子，在夫家

的地位才有所改善。身為妾的女人受制於她的生育本能，但若從另一角度說

來，「生育」本能卻也提供她們改變情勢的「機會」，她還可以利用生育為自

己的地位放手一搏。對那些全無所出的妾而言，她們對夫家的「宗」幾無貢

獻，其身分、地位相對也更處於邊緣。

有理由相信，「買妾」之類的人身交易舊慣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

變遷。就制度言之，日本殖民政府試圖將西方歐陸法引進台灣，截至1920

年已明確禁絕「買斷」的概念。媳婦仔、養女風俗依然存在，但卻以「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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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這19個離開夫家的妾，仍以「未生男孩」者居多，約佔74％（14÷ 

19≒0.7368）。相對的，在資料庫觀察底線的1945年以前，留滯在夫家的114

個妾中，仍以「生育子女且生有男孩者」為數最多，占56.14％（64÷114≒ 

0.5614）。據此，則無法否定生育的正面作用依然存在。生有子女且特別是生

有男孩的妾，她們得以在夫家定著的機率更大。「生育」與「妾之地位」可

能互為因果，妾或為了改善或穩固其家庭地位而積極生育，抑或因生育而使

她相對受到保障，特別在生育男孩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點亦可自日治時

期風俗調查報告中獲得佐證。從風俗習慣看來，一個生有子女的妾除非觸犯

姦、盜或不孝等重罪，否則夫家對她仍以不離異為原則。即便夫之父母抑或

正妻，亦不得違反其子╱夫之意願離異子╱夫之妾。此所以中層階級以上之

家庭，甚少離異妾的原因（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612）。

妾在夫家固然係屬邊緣性質成員，但數據卻顯示，離開夫家的妾還是少

數，大約有37％（42÷114≒0.3684）的妾雖未曾生育，卻得以長久定居夫

家。此一結果有其合理性。在生育之外，妾若受寵於夫，對其家庭地位、日

後處境亦有保障。據文獻所載，因丈夫實際上在生前多已預先安置其妾，故

妾遭夫之父母或正妻離異、驅逐者，並不多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

1993: 612）。明治40年（1907），新竹北門街已故鄭某之嗣子與正妻對鄭某

的兩個妾提出「離籍」與「移轉業主權登記」之訴訟。正妻請求法院讓故夫

的2名妾各領二百金，並離其家而他適。但即使經歷再次上訴，法院仍兩度

駁回正妻及嗣子的請求。原因是：「本島之為妾者，與夫有一種之『身分關

係』。」兩造所爭之土地，乃「妾等之私有財產」，正妻無論執持何種理由欲

放逐之，「實無此慣習」。39據此可見，妾之身分雖屬邊緣，但妾之合法性

仍無可置疑。在實際的司法運作上，正妻與嗣子若想在夫亡後藉故驅逐，仍

非易事。

39  不著撰人（1907b），〈妾之判例〉，「台灣日日新報」，1907.03.17，日刊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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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可能自小敵對、吵架。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1914–1951）

就曾觀察到：「媳婦仔是兒孩新娘。夫妻是兒童玩伴，從流著鼻涕的小孩開

始在吵架中長大，然後選個良辰吉日結成夫妻。昨日是吵架的對手，今天卻

要成為夫妻。曾經有人因不願意叫昨天吵架的對象為妻子，所以反對結婚，

雖然被逼舉行婚禮，仍拒絕進入洞房，通宵頑固的坐在房外。問其緣由，從

小天天見面毫無羅曼蒂克氣氛（呂赫若，1990: 23–24）。」33引文所謂「毫無

羅曼蒂克」正呼應了Wolf的數據推論，媳婦仔婚姻所以遠不如大婚穩定，

與性嫌惡、「亂倫禁忌」（incest taboo）應當有不可忽略的聯繫（Wolf, 2005: 

76–92）。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數據顯示男性在小婚情況下日後納妾之比率高

於大婚，此或許與小婚型態所導致的性嫌惡不無關係。從男性角度言之，相

對於正妻之有門當戶對、媒妁安排等成規約束，妾卻是他比較可以遂其自我

意志、情感喜好而選擇的伴侶。34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總共 65個納妾

的小婚男性中，又有 2人係納娶 2個妾者。因此，總計有 67例納妾事件。

如表 10所示，仔細分析這 67例小婚型態而日後又納妾的男性資料，即可發

現他們納妾時年紀雖仍在壯年，平均約為 34.69歲，35但他們絕大多數是在

父、母皆已不在身邊或不在人世的情況下迎妾入戶，這或意味著沒有長輩約

束，使他們得以有較大自主性決定納妾與否。

另一個值得參考的數據是：上述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77個正妻

已生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 36例，小婚者 40

例，招贅婚者 1例。換言之，在嗣續已經確保無虞的前提下仍舊納一妾者，

依然是以小婚男性居為多數。如果他與小婚的原配已存在性抑制或嫌惡，媳

33  有關媳婦仔之相關文獻記載，亦參見林川夫主編（1990），《民俗台灣•第二輯》有關各章。
34   日治台灣社會，納妾原則上雖亦有媒人，若父母尚在人世，需經其同意。但主婚人卻是蓄
妾者自己主婚，從而使納妾相對有更多自主空間（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對明清傳統中國的研究亦顯示，在婚姻是兩個「家庭」之間的策略考量而非男女個
人喜好結合的上層社會，「納妾」適正提供男人與女人之間合法的、基於情愛的伴侶式結

合機制（Hsieh, 2008: 267）。
35  [（36.16×15）+（36.43×29）+（31.55×23）]÷67≒ 34.69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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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在本篇研究論文裡，我們透過人口學方法中的「人年」計算，串連女性

生命歷程中的婚姻事件，以重建個人的生命史。利用「人年」做為比較不同

婦女經歷相同事件的基準，可更精密地求出婦女生命歷程中不同生命經驗的

發生率、或其他生命軌跡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Alter, 1988）。基本

上，我們用以計算婦女生命事件的原始材料，是日治時期由日本殖民政府所

蒐集的戶口登錄資料。透過串連家戶登錄資料當中個別婦女之生命事件（例

如：出生、結婚、生育史、守寡、遷移與死亡等）的發生情況，得以重建個

人的生命歷程與生命轉變。有別於戶口普查為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調

查資料，戶籍登錄則屬於另一種縱貫性資料（longitudinal data），研究者不

僅在生命事件發生的特定時點計算某一事件發生的「次數」（counts），同時，

還須要考慮該生命事件被觀察的「時間長度」（duration）。

例如：在戶冊登錄中，一個婦女經由婚姻進入另一個家庭，並持續在夫

家待了 10年，直到第 11年其夫死亡，這樁結婚事件即宣告結束。從發生起

算，一直到因配偶死亡而結束為止，該婚姻事件前後共持續了十年之久。再

譬如，另一個女性在結婚一年之後，可能因丈夫死亡或離婚，導致婚姻的終

止。若這名女性在此後的生命歷程軌跡中，又經歷了其他四段不同的婚姻，

那麼，她就有可能在不同的 5個家戶中各待了 1年、3年不等的時間。若粗

略地將前一種情況計算為 1次婚姻，後一種情況計算為 5次婚姻，則無疑是

不恰當的。因為這兩名女性在各自的生命歷程中，分別經歷了不同的婚姻次

數；在不同的婚姻事件中，又維持了不同的婚姻年數，因而必須給予適當的

加權。亦即：應先計算出同一研究區內所有經歷相同生命事件之婦女的婚姻

年數並且加總，以此作為計算研究區內婦女生命經驗（例如：結婚、生育、

離婚、再婚等生命事件）之發生率的分母。此即為「人年」計算之目的。西

方歷史人口學者便以此作為研究方法，計算、分析人口學上事件發生的相關

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下文將以日治時期戶籍登錄資料為例，說明婦女生命史中結婚率的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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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小婚男性雙親存歿狀況與娶妾年齡

小婚個數
妾婚

平均年齡
最大 最小

父母

皆在
父在 母在

父母

皆不在

竹北 15 36.16 53.9 21.7 2 2  0 11
北埔 29 36.43 64.8 22 4 1  6 18
峨眉 23 31.55 43.8 17.8 3 1  6 13
合計 67 — — — 9 4 12 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婦仔妻子是父母安排而自己無力決定的選擇，則他可能在完成傳宗接代的義

務後，從其他女人身上尋求滿足，或藉由納妾以迎娶自己喜慕的對象。36

然則，Westermarck論點中所謂「自幼」生活一起，到底幼小到何種程

度足以產生性嫌惡？根據 Wolf研究發現，性嫌惡感決定於小婚配偶中年紀

較輕的一方。10歲以前生活在一起、玩在一起的小婚男女，明顯缺乏性愛

感覺。若是 3歲以前便一同生活，接受同一家庭的哺育、成長，性嫌惡感的

情況更顯著（Wolf, 2005: 86）。據此，我們應進一步觀察竹北、北埔、峨眉等

三地納妾的小婚男性與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在 65個納妾的小

婚男性中，研究者可追溯並掌握其媳婦仔妻子之個人資料者計有 54例。37

表 11即據此 54例分析納妾的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被夫家收養的年紀。

10歲以前即進入夫家與未來丈夫生活者，多達 46例。其中，3歲以前便由夫

家哺育教養者，19例。從小婚妻子的收養年紀看來，媳婦仔婚姻型態下配偶

間所產生的性嫌惡、抑制，或也是促成小婚男性納妾比例較高的可能因素。

36   日治時期的女性觀察者曾記錄到媳婦仔婚姻的風險，與「經常敵對、吵架、憎憤的男人勉
強結婚，婚後過著不貞的夫妻生活，終於勞燕分飛（楊氏千鶴，1990: 26）。」與此相仿，
小婚女性的婚外性關係亦時有所聞。在Wolf田野訪談的 551個女性中，小婚女性婚外性
關係的發生率高出一般嫁給陌生人的女性 2倍有餘（Wolf, 2005: 77）。相關研究，亦參考：
Wolf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183.

37   另外 11個無法追溯其小婚之妻者，係因其小婚事件發生在開戶之前，戶冊中沒有收養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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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本文前半以清末以迄日治時代台灣社會納妾風習為背景，說明從傳統中

國沿襲而來的嗣續觀念在深層意識上影響台灣人對納妾的觀感。買妾契約的

行文、論述說明契買而來的妾與傳統中國社會的賣人交易息息相關。後半則

偏向歷史人口統計取徑，著重探討新竹地區妾婚的可能動機。在社會、文化

等文獻所載的嗣續、勞動力考量之外，竹北、北埔、峨眉三地戶冊資料庫數

據亦顯示另一種重要的文化意涵：童養媳的「小婚」婚姻下丈夫納妾的比率

最高。此當緣於小婚型態下配偶間的性嫌惡感所使然。這同時提醒我們：生

物因素容或可能對人類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產生影響，但所謂「生物因素」

不能僅僅化約為男性「色欲」所趨，毋寧說是社會、文化乃至生物等多種因

素交互作用下的結果。

如史料所載，納妾是父系社會在傳宗接代所驅動下的產物，妾與生育間

的關係可謂至為密切。然而，從新竹地區的戶冊統計上看來，生子傳嗣並非

納妾的唯一考量，未曾生育卻仍得以長久留滯夫家的妾，亦有其人。但妾的

生育機率始終明顯高過正妻，且留滯夫家的妾仍以生育者為數最多，「生育」

子女與「妾在夫家的地位」之間，仍存在某種因果關係。生育後代的天賦本

能究竟是讓女性淪為會走路的子宮，抑或是一種女性優勢，仍值得深究。

「階級」變數依然存在，「正妻」的地位儼然比「妾」高過一籌。女性之間的

等級制度使出身下層的女性相對更易受到她們自身生育本能所支配（白馥蘭

[Francesca Bray]，2006: 277–286）。如文獻所載，妾只有生育孩子，在夫家

的地位才有所改善。身為妾的女人受制於她的生育本能，但若從另一角度說

來，「生育」本能卻也提供她們改變情勢的「機會」，她還可以利用生育為自

己的地位放手一搏。對那些全無所出的妾而言，她們對夫家的「宗」幾無貢

獻，其身分、地位相對也更處於邊緣。

有理由相信，「買妾」之類的人身交易舊慣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

變遷。就制度言之，日本殖民政府試圖將西方歐陸法引進台灣，截至1920

年已明確禁絕「買斷」的概念。媳婦仔、養女風俗依然存在，但卻以「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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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這19個離開夫家的妾，仍以「未生男孩」者居多，約佔74％（14÷ 

19≒0.7368）。相對的，在資料庫觀察底線的1945年以前，留滯在夫家的114

個妾中，仍以「生育子女且生有男孩者」為數最多，占56.14％（64÷114≒ 

0.5614）。據此，則無法否定生育的正面作用依然存在。生有子女且特別是生

有男孩的妾，她們得以在夫家定著的機率更大。「生育」與「妾之地位」可

能互為因果，妾或為了改善或穩固其家庭地位而積極生育，抑或因生育而使

她相對受到保障，特別在生育男孩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點亦可自日治時

期風俗調查報告中獲得佐證。從風俗習慣看來，一個生有子女的妾除非觸犯

姦、盜或不孝等重罪，否則夫家對她仍以不離異為原則。即便夫之父母抑或

正妻，亦不得違反其子╱夫之意願離異子╱夫之妾。此所以中層階級以上之

家庭，甚少離異妾的原因（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612）。

妾在夫家固然係屬邊緣性質成員，但數據卻顯示，離開夫家的妾還是少

數，大約有37％（42÷114≒0.3684）的妾雖未曾生育，卻得以長久定居夫

家。此一結果有其合理性。在生育之外，妾若受寵於夫，對其家庭地位、日

後處境亦有保障。據文獻所載，因丈夫實際上在生前多已預先安置其妾，故

妾遭夫之父母或正妻離異、驅逐者，並不多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

1993: 612）。明治40年（1907），新竹北門街已故鄭某之嗣子與正妻對鄭某

的兩個妾提出「離籍」與「移轉業主權登記」之訴訟。正妻請求法院讓故夫

的2名妾各領二百金，並離其家而他適。但即使經歷再次上訴，法院仍兩度

駁回正妻及嗣子的請求。原因是：「本島之為妾者，與夫有一種之『身分關

係』。」兩造所爭之土地，乃「妾等之私有財產」，正妻無論執持何種理由欲

放逐之，「實無此慣習」。39據此可見，妾之身分雖屬邊緣，但妾之合法性

仍無可置疑。在實際的司法運作上，正妻與嗣子若想在夫亡後藉故驅逐，仍

非易事。

39  不著撰人（1907b），〈妾之判例〉，「台灣日日新報」，1907.03.17，日刊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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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可能自小敵對、吵架。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1914–1951）

就曾觀察到：「媳婦仔是兒孩新娘。夫妻是兒童玩伴，從流著鼻涕的小孩開

始在吵架中長大，然後選個良辰吉日結成夫妻。昨日是吵架的對手，今天卻

要成為夫妻。曾經有人因不願意叫昨天吵架的對象為妻子，所以反對結婚，

雖然被逼舉行婚禮，仍拒絕進入洞房，通宵頑固的坐在房外。問其緣由，從

小天天見面毫無羅曼蒂克氣氛（呂赫若，1990: 23–24）。」33引文所謂「毫無

羅曼蒂克」正呼應了Wolf的數據推論，媳婦仔婚姻所以遠不如大婚穩定，

與性嫌惡、「亂倫禁忌」（incest taboo）應當有不可忽略的聯繫（Wolf, 2005: 

76–92）。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數據顯示男性在小婚情況下日後納妾之比率高

於大婚，此或許與小婚型態所導致的性嫌惡不無關係。從男性角度言之，相

對於正妻之有門當戶對、媒妁安排等成規約束，妾卻是他比較可以遂其自我

意志、情感喜好而選擇的伴侶。34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總共 65個納妾

的小婚男性中，又有 2人係納娶 2個妾者。因此，總計有 67例納妾事件。

如表 10所示，仔細分析這 67例小婚型態而日後又納妾的男性資料，即可發

現他們納妾時年紀雖仍在壯年，平均約為 34.69歲，35但他們絕大多數是在

父、母皆已不在身邊或不在人世的情況下迎妾入戶，這或意味著沒有長輩約

束，使他們得以有較大自主性決定納妾與否。

另一個值得參考的數據是：上述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77個正妻

已生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 36例，小婚者 40

例，招贅婚者 1例。換言之，在嗣續已經確保無虞的前提下仍舊納一妾者，

依然是以小婚男性居為多數。如果他與小婚的原配已存在性抑制或嫌惡，媳

33  有關媳婦仔之相關文獻記載，亦參見林川夫主編（1990），《民俗台灣•第二輯》有關各章。
34   日治台灣社會，納妾原則上雖亦有媒人，若父母尚在人世，需經其同意。但主婚人卻是蓄
妾者自己主婚，從而使納妾相對有更多自主空間（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對明清傳統中國的研究亦顯示，在婚姻是兩個「家庭」之間的策略考量而非男女個
人喜好結合的上層社會，「納妾」適正提供男人與女人之間合法的、基於情愛的伴侶式結

合機制（Hsieh, 2008: 267）。
35  [（36.16×15）+（36.43×29）+（31.55×23）]÷67≒ 34.69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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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在本篇研究論文裡，我們透過人口學方法中的「人年」計算，串連女性

生命歷程中的婚姻事件，以重建個人的生命史。利用「人年」做為比較不同

婦女經歷相同事件的基準，可更精密地求出婦女生命歷程中不同生命經驗的

發生率、或其他生命軌跡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Alter, 1988）。基本

上，我們用以計算婦女生命事件的原始材料，是日治時期由日本殖民政府所

蒐集的戶口登錄資料。透過串連家戶登錄資料當中個別婦女之生命事件（例

如：出生、結婚、生育史、守寡、遷移與死亡等）的發生情況，得以重建個

人的生命歷程與生命轉變。有別於戶口普查為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調

查資料，戶籍登錄則屬於另一種縱貫性資料（longitudinal data），研究者不

僅在生命事件發生的特定時點計算某一事件發生的「次數」（counts），同時，

還須要考慮該生命事件被觀察的「時間長度」（duration）。

例如：在戶冊登錄中，一個婦女經由婚姻進入另一個家庭，並持續在夫

家待了 10年，直到第 11年其夫死亡，這樁結婚事件即宣告結束。從發生起

算，一直到因配偶死亡而結束為止，該婚姻事件前後共持續了十年之久。再

譬如，另一個女性在結婚一年之後，可能因丈夫死亡或離婚，導致婚姻的終

止。若這名女性在此後的生命歷程軌跡中，又經歷了其他四段不同的婚姻，

那麼，她就有可能在不同的 5個家戶中各待了 1年、3年不等的時間。若粗

略地將前一種情況計算為 1次婚姻，後一種情況計算為 5次婚姻，則無疑是

不恰當的。因為這兩名女性在各自的生命歷程中，分別經歷了不同的婚姻次

數；在不同的婚姻事件中，又維持了不同的婚姻年數，因而必須給予適當的

加權。亦即：應先計算出同一研究區內所有經歷相同生命事件之婦女的婚姻

年數並且加總，以此作為計算研究區內婦女生命經驗（例如：結婚、生育、

離婚、再婚等生命事件）之發生率的分母。此即為「人年」計算之目的。西

方歷史人口學者便以此作為研究方法，計算、分析人口學上事件發生的相關

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下文將以日治時期戶籍登錄資料為例，說明婦女生命史中結婚率的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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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小婚男性雙親存歿狀況與娶妾年齡

小婚個數
妾婚

平均年齡
最大 最小

父母

皆在
父在 母在

父母

皆不在

竹北 15 36.16 53.9 21.7 2 2  0 11
北埔 29 36.43 64.8 22 4 1  6 18
峨眉 23 31.55 43.8 17.8 3 1  6 13
合計 67 — — — 9 4 12 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婦仔妻子是父母安排而自己無力決定的選擇，則他可能在完成傳宗接代的義

務後，從其他女人身上尋求滿足，或藉由納妾以迎娶自己喜慕的對象。36

然則，Westermarck論點中所謂「自幼」生活一起，到底幼小到何種程

度足以產生性嫌惡？根據 Wolf研究發現，性嫌惡感決定於小婚配偶中年紀

較輕的一方。10歲以前生活在一起、玩在一起的小婚男女，明顯缺乏性愛

感覺。若是 3歲以前便一同生活，接受同一家庭的哺育、成長，性嫌惡感的

情況更顯著（Wolf, 2005: 86）。據此，我們應進一步觀察竹北、北埔、峨眉等

三地納妾的小婚男性與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在 65個納妾的小

婚男性中，研究者可追溯並掌握其媳婦仔妻子之個人資料者計有 54例。37

表 11即據此 54例分析納妾的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被夫家收養的年紀。

10歲以前即進入夫家與未來丈夫生活者，多達 46例。其中，3歲以前便由夫

家哺育教養者，19例。從小婚妻子的收養年紀看來，媳婦仔婚姻型態下配偶

間所產生的性嫌惡、抑制，或也是促成小婚男性納妾比例較高的可能因素。

36   日治時期的女性觀察者曾記錄到媳婦仔婚姻的風險，與「經常敵對、吵架、憎憤的男人勉
強結婚，婚後過著不貞的夫妻生活，終於勞燕分飛（楊氏千鶴，1990: 26）。」與此相仿，
小婚女性的婚外性關係亦時有所聞。在Wolf田野訪談的 551個女性中，小婚女性婚外性
關係的發生率高出一般嫁給陌生人的女性 2倍有餘（Wolf, 2005: 77）。相關研究，亦參考：
Wolf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183.

37   另外 11個無法追溯其小婚之妻者，係因其小婚事件發生在開戶之前，戶冊中沒有收養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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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妾婚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

未婚31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不詳 總計

竹北 3 25 15 1 1  45
北埔 1 11 28 0 1  41
峨眉 2 19 22 0 0  43
總計 6 55 65 1 2 129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 9：妾婚男性與原配婚姻型態之比率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竹北

個數   25  15   1
總數 2205 926 358
比率 0.011 0.016 0.003

北埔

個數   11  28   0
總數 1367 446 301
比率 0.008 0.063 0.000

峨眉

個數   19  22   0
總數 1682 711 191
比率 0.011 0.031 0.000

總比率 0.010 0.031 0.001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86）。32媳婦仔未來的結婚對象叫「頭對」（池田敏雄，1990: 43；和田漠，

1990: 12），在她╱他呀呀學語、蹣跚學步以前，她與他的婚約已經預定。他

們不僅有共通的成長經驗，小時候被同儕惡意嘲弄「他們是夫妻」，彼此之

31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納妾的男性中，有 6人是在「未娶正妻」的情況下，即「先行納
妾」。此所以上表有「未婚」者。此 6名男性中或有日後將原先的妾扶正為妻，但亦有終
身即納一妾，未再另娶一妻。

32   小婚男女從「兄妹」身分轉化成「夫妻」關係，田野調查中的小婚男女述及媳婦仔婚姻時透
露著近親相姦的嫌惡，雖然他們無法清楚表達何以會有這種感覺（Wolf, 1972: 18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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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納妾之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

年齡層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0歲以上 總計

竹北 1 3 2 0 2 0 3 0 0 0 0 1 12
北埔 0 1 2 1 2 1 4 2 3 0 0 3 19
峨眉 2 5 2 0 0 0 1 2 3 3 1 4 23
總計 3 9 6 1 4 1 8 4 6 3 1 8 5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四、生育與妾之去留

如果說傳宗接代是傳統社會的強勢價值觀，納妾是獲取子嗣的憑藉。那

末，生育就不僅只是納妾家庭的願望，對妾個人而言，可能也是有利的。身

為妾者，在夫家受到正妻的監督，她們無權命令、懲戒夫之嫡庶子。38妾之

家庭地位實不若正妻穩固，但她們還可以透過生育，寄望因子而貴以追求改

善。但那些沒有一男半女之所出的妾，她們的結局又將如何？身為妾的女人

在夫家能否長久居留、終老餘生？下文將就竹北、北埔、峨眉等 3資料庫數

據，檢證生育與妾在夫家之去留間的關係。

在傳統中國社會裡，一個男人離異妾並無任何限制。台灣的情況雖亦如

此，但妾婚解除的過程，卻隨其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些許差異。在台灣，當

夫家表示要與妾離異時，通常會與妾的生家協議贖身。買斷的妾亦然，但買

斷的妾因其與生家已斷絕關係，寄望妾的生家來贖身已不可能。因此，上層

階級大多將之放逐，中層家庭則將其嫁賣，以收回身價銀（臨時臺灣舊慣調

查會編著，1993: 611）。

表 12即自竹北、峨眉、北埔三地資料庫中，擷取 19世紀末至 1945年

間的妾婚女性 133例，據此分析竹北等三地妾婚的生育情況與她們在夫家滯

留久暫間的關係。總體說來，無論有無生育，妾婚之女性離開夫家者，相對

而言數量仍在少數，僅約 14％（19÷133≒0.1429）。其中最短者在迎妾入戶

38   妾雖無權命令、懲戒嫡庶子，但她對自己親生子女卻擁有婚姻或收養養子的同意權（臨時
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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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

年份 1905 1915 1925 1935 1945
 

                                                         觀察期間（1925–1945）

李氏 出生 ........................................婚姻 .........................死亡
 （1910）  （1933） （1945）

王氏 出生 ....................................婚姻 ................守寡 .........死亡
 （1915）  （1936） （1945） （1955）

陳氏 出生 婚姻 第一胎 第二胎 守寡.死亡
 （1905） （1920） （1925） （1935） （1950）（1955）

==========================================================

此時需將年份轉換為年齡

年齡 0 10 20 30 40 50
 

李氏 出生 ........................................... ++++婚 +++++死
 （0） （23） （35）

王氏 出生 ......................++++++++婚 +++++++寡 ................死
 （0）                            （21） （30） （40）

陳氏 出生 ...........................婚 ......一 +++++++二 ++++++++ ..........寡 ......死
 （0） （15） （20） （30） （45） （50）

假設觀察期間為 1925至 1945年，計算 20至 24歲女性的初婚結婚率。

其計算方式如下：在 20至 24歲區間中，李氏的結婚年齡為 23歲，她所貢

獻的結婚人年即為 3。同理，在 20至 24歲區間中，王氏 21歲結婚，其所

貢獻的結婚人年即為 1。由於陳氏在觀察期間之前業已結婚，所以不屬於觀

察與計算的對象。

在觀察期間 1925至 1945年中，計算 20至 24歲婦女的初婚結婚率，分

母為該研究區內所有婦女的結婚人年，亦即 3+1=4，李氏與王氏已婚，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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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不到1年即離開夫家，竹北等三地平均則是9.9年離開。如果單就妾婚

之後離開夫家的19個樣本來觀察，似乎妾之生育與離開夫家的關連性並不

如想像中大，亦非絕對必然。據此仍看不出妾之育有子女對她在夫家的地位

有無具體作用。畢竟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已生育者仍有13個之多，超過

半數。另一方面，即使沒有生育，卻仍終生留置夫家者，亦大有其人。

然而，表12至少顯示留置夫家的妾，63％（72÷114≒0.6316）以上都

曾為夫家生育過子嗣。若更細緻地分析妾之生育男性子嗣與其去留關係，則

趨勢益形明顯。儘管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有13個已育有子女，但如表13

表12：妾之去留與生育情況

離開夫家之妾有無生育留置夫家之妾有無生育

竹北 5
有 4

 40
有27

無 1無13

峨眉 7
有 4

 40
有27

無 3無13

北埔 7
有 5

 18
有18

無 2無16

合計19
有13

114
有72

無 6無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13：妾之生育男孩與其去留關係

妾婚女性總數
離開夫家的妾留置夫家之妾

生育男孩未生男孩生育男孩未生男孩

竹北 452 32218
峨眉 472 52416
北埔 411 61816
合計1335146450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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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限制，而妾對夫卻無相同的請求權利。此乃「無視妾的人格、束縛其天

賦的自由，違反公序良俗。」故仍認可妾在「法理」上與其夫享有同等權利，

得不受限制地離異其夫（王泰升，1999: 359–360）。據此，則至少在法律上，

夫妾關係正逐漸往平衡、對等的方向推移、靠攏。比起過往，妾除以「生育」

作為改善自身處境之憑藉外，現在她們相對得到法律更多的保護。儘管日治

時期台灣社會之夫妾關係具合法性仍是法院一貫的態度，妾在夫家的邊緣性

依舊，但至少在司法面向上，日治中期以後，妾的處境相較於清代中國恐已

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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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來理解並加以合理化。其他類似人口交易的「賣斷出嫁」、「妻的贈與或

買賣」等等，法院均視之為人身買賣違犯公序良俗而無效（王泰升，2004: 

316–318）。然而，在法令禁絕「賣斷」的1920年代以後，卻仍衍生出新的

人身交易形式，即以「抵當」取代「賣斷」（田井輝雄，1990: 237–238）。缺

乏用度的家庭將女兒抵押給貸方，並簽署借用證，當中註明幾年內期滿後歸

還本金。若限滿而無力償還，則貸方有權將其女出嫁，以聘金抵欠等等。如

此，女性即從交易之物轉化為人質之類的借貸擔保。

儘管法律無法根絕人身買賣的存在，但妾的身分、處境往正面積極的方

向改善也是事實，至少就司法層面上，妾的權益已有所不同。與前言所舉的

許江之妻狀告其夫之妾，卻被官府駁回有別，日治時期現代司法體制引進台

灣，妻妾興訟不再被視為是「家庭細故」。妾之作為獨立個體，具有「天賦

人權」的概念在司法體制上屢屢被提及，在實際運作上也被清楚地意識到。

大正八年（1919）來自嘉義廳哆囉嘓西堡吉貝耍庄的程氏菜籃與丈夫涉訟，

並向法院請求離緣，此事件在當時被譽為打破舊慣的「新判決」，儼然是媒

體及司法界的焦點。程氏菜籃於大正6年（1917）納聘與朱成為妾，隨於隔

年妊娠生子。但自入門起，程氏菜籃即屢遭其夫及正妻凌虐，懷孕期間被毆

打以致負傷一週。不堪長期凌虐，程氏要求離緣，但丈夫不肯，雙方因此對

簿公堂。程氏不僅狀告其夫並聲請離緣，且要求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法官以妾乃傳統中國法之「遺傳惰力」，本島婦人被視為「物件」一般，「其

結婚亦以買賣從事，為今日法庭判決上所不許。」法院裁判對身為妾的程氏

有利，認定夫與正妻凌虐妾至負傷，不僅無法持續日後的同居關係，亦有

「侵害於婦人之節操權」之虞。40

在程氏案例之後的大正11年（1922），法院即以習慣上夫之離異妾幾無

40   程氏菜籃經歷興訟官司後，1919年妾除戶，成功地離開夫家。當時媒體及司法界對程氏
菜籃之離緣官司及興訟結果，有篇幅不等的報導。詳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建置，「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吉貝耍資料庫」；
不著撰人（1920a），〈蓄妾制度を破る新判決〉，《台法月報》，14.5（1920.05.24）；不著撰
人（1920b），〈公明なる新判決に據り•虐けられた本島婦人に•惠まれた自由と平等•
蓄妾制度を廢せよ〉，「台灣日日新報」，1920.04.25，日刊07版；不著撰人（1920c），〈納
妾者鑑諸〉，「台灣日日新報」，1920.04.26，日刊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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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妾婚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

未婚31大婚小婚招贅婚不詳總計

竹北3251511 45
北埔1112801 41
峨眉2192200 43
總計6556512129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9：妾婚男性與原配婚姻型態之比率

大婚小婚招贅婚

竹北

個數  25 15  1
總數2205926358
比率0.0110.0160.003

北埔

個數  11 28  0
總數1367446301
比率0.0080.0630.000

峨眉

個數  19 22  0
總數1682711191
比率0.0110.0310.000

總比率0.0100.0310.001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86）。32媳婦仔未來的結婚對象叫「頭對」（池田敏雄，1990: 43；和田漠，

1990: 12），在她╱他呀呀學語、蹣跚學步以前，她與他的婚約已經預定。他

們不僅有共通的成長經驗，小時候被同儕惡意嘲弄「他們是夫妻」，彼此之

31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納妾的男性中，有6人是在「未娶正妻」的情況下，即「先行納
妾」。此所以上表有「未婚」者。此6名男性中或有日後將原先的妾扶正為妻，但亦有終
身即納一妾，未再另娶一妻。

32   小婚男女從「兄妹」身分轉化成「夫妻」關係，田野調查中的小婚男女述及媳婦仔婚姻時透
露著近親相姦的嫌惡，雖然他們無法清楚表達何以會有這種感覺（Wolf, 1972: 181–188）。

14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表11：納妾之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

年齡層

01234567891010歲以上總計

竹北13202030000112
北埔01212142300319
峨眉25200012331423
總計3961418463185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四、生育與妾之去留

如果說傳宗接代是傳統社會的強勢價值觀，納妾是獲取子嗣的憑藉。那

末，生育就不僅只是納妾家庭的願望，對妾個人而言，可能也是有利的。身

為妾者，在夫家受到正妻的監督，她們無權命令、懲戒夫之嫡庶子。38妾之

家庭地位實不若正妻穩固，但她們還可以透過生育，寄望因子而貴以追求改

善。但那些沒有一男半女之所出的妾，她們的結局又將如何？身為妾的女人

在夫家能否長久居留、終老餘生？下文將就竹北、北埔、峨眉等3資料庫數

據，檢證生育與妾在夫家之去留間的關係。

在傳統中國社會裡，一個男人離異妾並無任何限制。台灣的情況雖亦如

此，但妾婚解除的過程，卻隨其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些許差異。在台灣，當

夫家表示要與妾離異時，通常會與妾的生家協議贖身。買斷的妾亦然，但買

斷的妾因其與生家已斷絕關係，寄望妾的生家來贖身已不可能。因此，上層

階級大多將之放逐，中層家庭則將其嫁賣，以收回身價銀（臨時臺灣舊慣調

查會編著，1993: 611）。

表12即自竹北、峨眉、北埔三地資料庫中，擷取19世紀末至1945年

間的妾婚女性133例，據此分析竹北等三地妾婚的生育情況與她們在夫家滯

留久暫間的關係。總體說來，無論有無生育，妾婚之女性離開夫家者，相對

而言數量仍在少數，僅約14％（19÷133≒0.1429）。其中最短者在迎妾入戶

38   妾雖無權命令、懲戒嫡庶子，但她對自己親生子女卻擁有婚姻或收養養子的同意權（臨時
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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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

年份19051915192519351945
 

                                                         觀察期間（1925–1945）

李氏 出生 ........................................婚姻 .........................死亡
 （1910）  （1933） （1945）

王氏 出生 ....................................婚姻 ................守寡 .........死亡
 （1915）  （1936） （1945） （1955）

陳氏 出生 婚姻 第一胎 第二胎 守寡.死亡
 （1905） （1920） （1925） （1935） （1950）（1955）

==========================================================

此時需將年份轉換為年齡

年齡01020304050
 

李氏 出生 ...........................................++++婚+++++死
 （0） （23） （35）

王氏 出生 ......................++++++++婚+++++++寡 ................死
 （0）                            （21） （30） （40）

陳氏 出生 ...........................婚 ......一+++++++二++++++++ ..........寡 ......死
 （0） （15） （20） （30） （45） （50）

假設觀察期間為1925至1945年，計算20至24歲女性的初婚結婚率。

其計算方式如下：在20至24歲區間中，李氏的結婚年齡為23歲，她所貢

獻的結婚人年即為3。同理，在20至24歲區間中，王氏21歲結婚，其所

貢獻的結婚人年即為1。由於陳氏在觀察期間之前業已結婚，所以不屬於觀

察與計算的對象。

在觀察期間1925至1945年中，計算20至24歲婦女的初婚結婚率，分

母為該研究區內所有婦女的結婚人年，亦即3+1=4，李氏與王氏已婚，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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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不到 1年即離開夫家，竹北等三地平均則是 9.9年離開。如果單就妾婚

之後離開夫家的 19個樣本來觀察，似乎妾之生育與離開夫家的關連性並不

如想像中大，亦非絕對必然。據此仍看不出妾之育有子女對她在夫家的地位

有無具體作用。畢竟 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已生育者仍有 13個之多，超過

半數。另一方面，即使沒有生育，卻仍終生留置夫家者，亦大有其人。

然而，表 12至少顯示留置夫家的妾，63％（72÷114≒0.6316）以上都

曾為夫家生育過子嗣。若更細緻地分析妾之生育男性子嗣與其去留關係，則

趨勢益形明顯。儘管 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有 13個已育有子女，但如表 13

表 12：妾之去留與生育情況

離開夫家之妾 有無生育 留置夫家之妾 有無生育

竹北  5
有  4

 40
有 27

無  1 無 13

峨眉  7
有  4

 40
有 27

無  3 無 13

北埔  7
有  5

 18
有 18

無  2 無 16

合計 19
有 13

114
有 72

無  6 無 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 13：妾之生育男孩與其去留關係

妾婚女性總數
離開夫家的妾 留置夫家之妾

生育男孩 未生男孩 生育男孩 未生男孩

竹北  45 2  3 22 18
峨眉  47 2  5 24 16
北埔  41 1  6 18 16
合計 133 5 14 64 50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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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限制，而妾對夫卻無相同的請求權利。此乃「無視妾的人格、束縛其天

賦的自由，違反公序良俗。」故仍認可妾在「法理」上與其夫享有同等權利，

得不受限制地離異其夫（王泰升，1999: 359–360）。據此，則至少在法律上，

夫妾關係正逐漸往平衡、對等的方向推移、靠攏。比起過往，妾除以「生育」

作為改善自身處境之憑藉外，現在她們相對得到法律更多的保護。儘管日治

時期台灣社會之夫妾關係具合法性仍是法院一貫的態度，妾在夫家的邊緣性

依舊，但至少在司法面向上，日治中期以後，妾的處境相較於清代中國恐已

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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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來理解並加以合理化。其他類似人口交易的「賣斷出嫁」、「妻的贈與或

買賣」等等，法院均視之為人身買賣違犯公序良俗而無效（王泰升，2004: 

316–318）。然而，在法令禁絕「賣斷」的 1920年代以後，卻仍衍生出新的

人身交易形式，即以「抵當」取代「賣斷」（田井輝雄，1990: 237–238）。缺

乏用度的家庭將女兒抵押給貸方，並簽署借用證，當中註明幾年內期滿後歸

還本金。若限滿而無力償還，則貸方有權將其女出嫁，以聘金抵欠等等。如

此，女性即從交易之物轉化為人質之類的借貸擔保。

儘管法律無法根絕人身買賣的存在，但妾的身分、處境往正面積極的方

向改善也是事實，至少就司法層面上，妾的權益已有所不同。與前言所舉的

許江之妻狀告其夫之妾，卻被官府駁回有別，日治時期現代司法體制引進台

灣，妻妾興訟不再被視為是「家庭細故」。妾之作為獨立個體，具有「天賦

人權」的概念在司法體制上屢屢被提及，在實際運作上也被清楚地意識到。

大正八年（1919）來自嘉義廳哆囉嘓西堡吉貝耍庄的程氏菜籃與丈夫涉訟，

並向法院請求離緣，此事件在當時被譽為打破舊慣的「新判決」，儼然是媒

體及司法界的焦點。程氏菜籃於大正 6年（1917）納聘與朱成為妾，隨於隔

年妊娠生子。但自入門起，程氏菜籃即屢遭其夫及正妻凌虐，懷孕期間被毆

打以致負傷一週。不堪長期凌虐，程氏要求離緣，但丈夫不肯，雙方因此對

簿公堂。程氏不僅狀告其夫並聲請離緣，且要求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法官以妾乃傳統中國法之「遺傳惰力」，本島婦人被視為「物件」一般，「其

結婚亦以買賣從事，為今日法庭判決上所不許。」法院裁判對身為妾的程氏

有利，認定夫與正妻凌虐妾至負傷，不僅無法持續日後的同居關係，亦有

「侵害於婦人之節操權」之虞。40

在程氏案例之後的大正 11年（1922），法院即以習慣上夫之離異妾幾無

40   程氏菜籃經歷興訟官司後，1919年妾除戶，成功地離開夫家。當時媒體及司法界對程氏
菜籃之離緣官司及興訟結果，有篇幅不等的報導。詳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建置，「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吉貝耍資料庫」；
不著撰人（1920a），〈蓄妾制度を破る新判決〉，《台法月報》，14.5（1920.05.24）；不著撰
人（1920b），〈公明なる新判決に據り•虐けられた本島婦人に•惠まれた自由と平等•
蓄妾制度を廢せよ〉，「台灣日日新報」，1920.04.25，日刊 07版；不著撰人（1920c），〈納
妾者鑑諸〉，「台灣日日新報」，1920.04.26，日刊 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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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本文前半以清末以迄日治時代台灣社會納妾風習為背景，說明從傳統中

國沿襲而來的嗣續觀念在深層意識上影響台灣人對納妾的觀感。買妾契約的

行文、論述說明契買而來的妾與傳統中國社會的賣人交易息息相關。後半則

偏向歷史人口統計取徑，著重探討新竹地區妾婚的可能動機。在社會、文化

等文獻所載的嗣續、勞動力考量之外，竹北、北埔、峨眉三地戶冊資料庫數

據亦顯示另一種重要的文化意涵：童養媳的「小婚」婚姻下丈夫納妾的比率

最高。此當緣於小婚型態下配偶間的性嫌惡感所使然。這同時提醒我們：生

物因素容或可能對人類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產生影響，但所謂「生物因素」

不能僅僅化約為男性「色欲」所趨，毋寧說是社會、文化乃至生物等多種因

素交互作用下的結果。

如史料所載，納妾是父系社會在傳宗接代所驅動下的產物，妾與生育間

的關係可謂至為密切。然而，從新竹地區的戶冊統計上看來，生子傳嗣並非

納妾的唯一考量，未曾生育卻仍得以長久留滯夫家的妾，亦有其人。但妾的

生育機率始終明顯高過正妻，且留滯夫家的妾仍以生育者為數最多，「生育」

子女與「妾在夫家的地位」之間，仍存在某種因果關係。生育後代的天賦本

能究竟是讓女性淪為會走路的子宮，抑或是一種女性優勢，仍值得深究。

「階級」變數依然存在，「正妻」的地位儼然比「妾」高過一籌。女性之間的

等級制度使出身下層的女性相對更易受到她們自身生育本能所支配（白馥蘭

[Francesca Bray]，2006: 277–286）。如文獻所載，妾只有生育孩子，在夫家

的地位才有所改善。身為妾的女人受制於她的生育本能，但若從另一角度說

來，「生育」本能卻也提供她們改變情勢的「機會」，她還可以利用生育為自

己的地位放手一搏。對那些全無所出的妾而言，她們對夫家的「宗」幾無貢

獻，其身分、地位相對也更處於邊緣。

有理由相信，「買妾」之類的人身交易舊慣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

變遷。就制度言之，日本殖民政府試圖將西方歐陸法引進台灣，截至 1920

年已明確禁絕「買斷」的概念。媳婦仔、養女風俗依然存在，但卻以「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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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這 19個離開夫家的妾，仍以「未生男孩」者居多，約佔 74％（14÷ 

19≒0.7368）。相對的，在資料庫觀察底線的 1945年以前，留滯在夫家的 114

個妾中，仍以「生育子女且生有男孩者」為數最多，占 56.14％（64÷114≒ 

0.5614）。據此，則無法否定生育的正面作用依然存在。生有子女且特別是生

有男孩的妾，她們得以在夫家定著的機率更大。「生育」與「妾之地位」可

能互為因果，妾或為了改善或穩固其家庭地位而積極生育，抑或因生育而使

她相對受到保障，特別在生育男孩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點亦可自日治時

期風俗調查報告中獲得佐證。從風俗習慣看來，一個生有子女的妾除非觸犯

姦、盜或不孝等重罪，否則夫家對她仍以不離異為原則。即便夫之父母抑或

正妻，亦不得違反其子╱夫之意願離異子╱夫之妾。此所以中層階級以上之

家庭，甚少離異妾的原因（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612）。

妾在夫家固然係屬邊緣性質成員，但數據卻顯示，離開夫家的妾還是少

數，大約有 37％（42÷114≒ 0.3684）的妾雖未曾生育，卻得以長久定居夫

家。此一結果有其合理性。在生育之外，妾若受寵於夫，對其家庭地位、日

後處境亦有保障。據文獻所載，因丈夫實際上在生前多已預先安置其妾，故

妾遭夫之父母或正妻離異、驅逐者，並不多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

1993: 612）。明治 40年（1907），新竹北門街已故鄭某之嗣子與正妻對鄭某

的兩個妾提出「離籍」與「移轉業主權登記」之訴訟。正妻請求法院讓故夫

的 2名妾各領二百金，並離其家而他適。但即使經歷再次上訴，法院仍兩度

駁回正妻及嗣子的請求。原因是：「本島之為妾者，與夫有一種之『身分關

係』。」兩造所爭之土地，乃「妾等之私有財產」，正妻無論執持何種理由欲

放逐之，「實無此慣習」。39據此可見，妾之身分雖屬邊緣，但妾之合法性

仍無可置疑。在實際的司法運作上，正妻與嗣子若想在夫亡後藉故驅逐，仍

非易事。

39  不著撰人（1907b），〈妾之判例〉，「台灣日日新報」，1907.03.17，日刊 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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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可能自小敵對、吵架。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1914–1951）

就曾觀察到：「媳婦仔是兒孩新娘。夫妻是兒童玩伴，從流著鼻涕的小孩開

始在吵架中長大，然後選個良辰吉日結成夫妻。昨日是吵架的對手，今天卻

要成為夫妻。曾經有人因不願意叫昨天吵架的對象為妻子，所以反對結婚，

雖然被逼舉行婚禮，仍拒絕進入洞房，通宵頑固的坐在房外。問其緣由，從

小天天見面毫無羅曼蒂克氣氛（呂赫若，1990: 23–24）。」33引文所謂「毫無

羅曼蒂克」正呼應了Wolf的數據推論，媳婦仔婚姻所以遠不如大婚穩定，

與性嫌惡、「亂倫禁忌」（incest taboo）應當有不可忽略的聯繫（Wolf, 2005: 

76–92）。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數據顯示男性在小婚情況下日後納妾之比率高

於大婚，此或許與小婚型態所導致的性嫌惡不無關係。從男性角度言之，相

對於正妻之有門當戶對、媒妁安排等成規約束，妾卻是他比較可以遂其自我

意志、情感喜好而選擇的伴侶。34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總共65個納妾

的小婚男性中，又有2人係納娶2個妾者。因此，總計有67例納妾事件。

如表10所示，仔細分析這67例小婚型態而日後又納妾的男性資料，即可發

現他們納妾時年紀雖仍在壯年，平均約為34.69歲，35但他們絕大多數是在

父、母皆已不在身邊或不在人世的情況下迎妾入戶，這或意味著沒有長輩約

束，使他們得以有較大自主性決定納妾與否。

另一個值得參考的數據是：上述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77個正妻

已生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36例，小婚者40

例，招贅婚者1例。換言之，在嗣續已經確保無虞的前提下仍舊納一妾者，

依然是以小婚男性居為多數。如果他與小婚的原配已存在性抑制或嫌惡，媳

33  有關媳婦仔之相關文獻記載，亦參見林川夫主編（1990），《民俗台灣•第二輯》有關各章。
34   日治台灣社會，納妾原則上雖亦有媒人，若父母尚在人世，需經其同意。但主婚人卻是蓄
妾者自己主婚，從而使納妾相對有更多自主空間（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對明清傳統中國的研究亦顯示，在婚姻是兩個「家庭」之間的策略考量而非男女個
人喜好結合的上層社會，「納妾」適正提供男人與女人之間合法的、基於情愛的伴侶式結

合機制（Hsieh, 2008: 267）。
35  [（36.16×15）+（36.43×29）+（31.55×23）]÷67≒34.69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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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在本篇研究論文裡，我們透過人口學方法中的「人年」計算，串連女性

生命歷程中的婚姻事件，以重建個人的生命史。利用「人年」做為比較不同

婦女經歷相同事件的基準，可更精密地求出婦女生命歷程中不同生命經驗的

發生率、或其他生命軌跡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Alter, 1988）。基本

上，我們用以計算婦女生命事件的原始材料，是日治時期由日本殖民政府所

蒐集的戶口登錄資料。透過串連家戶登錄資料當中個別婦女之生命事件（例

如：出生、結婚、生育史、守寡、遷移與死亡等）的發生情況，得以重建個

人的生命歷程與生命轉變。有別於戶口普查為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調

查資料，戶籍登錄則屬於另一種縱貫性資料（longitudinal data），研究者不

僅在生命事件發生的特定時點計算某一事件發生的「次數」（counts），同時，

還須要考慮該生命事件被觀察的「時間長度」（duration）。

例如：在戶冊登錄中，一個婦女經由婚姻進入另一個家庭，並持續在夫

家待了10年，直到第11年其夫死亡，這樁結婚事件即宣告結束。從發生起

算，一直到因配偶死亡而結束為止，該婚姻事件前後共持續了十年之久。再

譬如，另一個女性在結婚一年之後，可能因丈夫死亡或離婚，導致婚姻的終

止。若這名女性在此後的生命歷程軌跡中，又經歷了其他四段不同的婚姻，

那麼，她就有可能在不同的5個家戶中各待了1年、3年不等的時間。若粗

略地將前一種情況計算為1次婚姻，後一種情況計算為5次婚姻，則無疑是

不恰當的。因為這兩名女性在各自的生命歷程中，分別經歷了不同的婚姻次

數；在不同的婚姻事件中，又維持了不同的婚姻年數，因而必須給予適當的

加權。亦即：應先計算出同一研究區內所有經歷相同生命事件之婦女的婚姻

年數並且加總，以此作為計算研究區內婦女生命經驗（例如：結婚、生育、

離婚、再婚等生命事件）之發生率的分母。此即為「人年」計算之目的。西

方歷史人口學者便以此作為研究方法，計算、分析人口學上事件發生的相關

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下文將以日治時期戶籍登錄資料為例，說明婦女生命史中結婚率的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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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小婚男性雙親存歿狀況與娶妾年齡

小婚個數
妾婚

平均年齡
最大最小

父母

皆在
父在母在

父母

皆不在

竹北1536.1653.921.722 011
北埔2936.4364.82241 618
峨眉2331.5543.817.831 613
合計67———9412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婦仔妻子是父母安排而自己無力決定的選擇，則他可能在完成傳宗接代的義

務後，從其他女人身上尋求滿足，或藉由納妾以迎娶自己喜慕的對象。36

然則，Westermarck論點中所謂「自幼」生活一起，到底幼小到何種程

度足以產生性嫌惡？根據 Wolf研究發現，性嫌惡感決定於小婚配偶中年紀

較輕的一方。10歲以前生活在一起、玩在一起的小婚男女，明顯缺乏性愛

感覺。若是3歲以前便一同生活，接受同一家庭的哺育、成長，性嫌惡感的

情況更顯著（Wolf, 2005: 86）。據此，我們應進一步觀察竹北、北埔、峨眉等

三地納妾的小婚男性與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在65個納妾的小

婚男性中，研究者可追溯並掌握其媳婦仔妻子之個人資料者計有54例。37

表11即據此54例分析納妾的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被夫家收養的年紀。

10歲以前即進入夫家與未來丈夫生活者，多達46例。其中，3歲以前便由夫

家哺育教養者，19例。從小婚妻子的收養年紀看來，媳婦仔婚姻型態下配偶

間所產生的性嫌惡、抑制，或也是促成小婚男性納妾比例較高的可能因素。

36   日治時期的女性觀察者曾記錄到媳婦仔婚姻的風險，與「經常敵對、吵架、憎憤的男人勉
強結婚，婚後過著不貞的夫妻生活，終於勞燕分飛（楊氏千鶴，1990: 26）。」與此相仿，
小婚女性的婚外性關係亦時有所聞。在Wolf田野訪談的551個女性中，小婚女性婚外性
關係的發生率高出一般嫁給陌生人的女性2倍有餘（Wolf, 2005: 77）。相關研究，亦參考：
Wolf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183.

37   另外11個無法追溯其小婚之妻者，係因其小婚事件發生在開戶之前，戶冊中沒有收養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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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本文前半以清末以迄日治時代台灣社會納妾風習為背景，說明從傳統中

國沿襲而來的嗣續觀念在深層意識上影響台灣人對納妾的觀感。買妾契約的

行文、論述說明契買而來的妾與傳統中國社會的賣人交易息息相關。後半則

偏向歷史人口統計取徑，著重探討新竹地區妾婚的可能動機。在社會、文化

等文獻所載的嗣續、勞動力考量之外，竹北、北埔、峨眉三地戶冊資料庫數

據亦顯示另一種重要的文化意涵：童養媳的「小婚」婚姻下丈夫納妾的比率

最高。此當緣於小婚型態下配偶間的性嫌惡感所使然。這同時提醒我們：生

物因素容或可能對人類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產生影響，但所謂「生物因素」

不能僅僅化約為男性「色欲」所趨，毋寧說是社會、文化乃至生物等多種因

素交互作用下的結果。

如史料所載，納妾是父系社會在傳宗接代所驅動下的產物，妾與生育間

的關係可謂至為密切。然而，從新竹地區的戶冊統計上看來，生子傳嗣並非

納妾的唯一考量，未曾生育卻仍得以長久留滯夫家的妾，亦有其人。但妾的

生育機率始終明顯高過正妻，且留滯夫家的妾仍以生育者為數最多，「生育」

子女與「妾在夫家的地位」之間，仍存在某種因果關係。生育後代的天賦本

能究竟是讓女性淪為會走路的子宮，抑或是一種女性優勢，仍值得深究。

「階級」變數依然存在，「正妻」的地位儼然比「妾」高過一籌。女性之間的

等級制度使出身下層的女性相對更易受到她們自身生育本能所支配（白馥蘭

[Francesca Bray]，2006: 277–286）。如文獻所載，妾只有生育孩子，在夫家

的地位才有所改善。身為妾的女人受制於她的生育本能，但若從另一角度說

來，「生育」本能卻也提供她們改變情勢的「機會」，她還可以利用生育為自

己的地位放手一搏。對那些全無所出的妾而言，她們對夫家的「宗」幾無貢

獻，其身分、地位相對也更處於邊緣。

有理由相信，「買妾」之類的人身交易舊慣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

變遷。就制度言之，日本殖民政府試圖將西方歐陸法引進台灣，截至 1920

年已明確禁絕「買斷」的概念。媳婦仔、養女風俗依然存在，但卻以「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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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這 19個離開夫家的妾，仍以「未生男孩」者居多，約佔 74％（14÷ 

19≒0.7368）。相對的，在資料庫觀察底線的 1945年以前，留滯在夫家的 114

個妾中，仍以「生育子女且生有男孩者」為數最多，占 56.14％（64÷114≒ 

0.5614）。據此，則無法否定生育的正面作用依然存在。生有子女且特別是生

有男孩的妾，她們得以在夫家定著的機率更大。「生育」與「妾之地位」可

能互為因果，妾或為了改善或穩固其家庭地位而積極生育，抑或因生育而使

她相對受到保障，特別在生育男孩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點亦可自日治時

期風俗調查報告中獲得佐證。從風俗習慣看來，一個生有子女的妾除非觸犯

姦、盜或不孝等重罪，否則夫家對她仍以不離異為原則。即便夫之父母抑或

正妻，亦不得違反其子╱夫之意願離異子╱夫之妾。此所以中層階級以上之

家庭，甚少離異妾的原因（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612）。

妾在夫家固然係屬邊緣性質成員，但數據卻顯示，離開夫家的妾還是少

數，大約有 37％（42÷114≒ 0.3684）的妾雖未曾生育，卻得以長久定居夫

家。此一結果有其合理性。在生育之外，妾若受寵於夫，對其家庭地位、日

後處境亦有保障。據文獻所載，因丈夫實際上在生前多已預先安置其妾，故

妾遭夫之父母或正妻離異、驅逐者，並不多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

1993: 612）。明治 40年（1907），新竹北門街已故鄭某之嗣子與正妻對鄭某

的兩個妾提出「離籍」與「移轉業主權登記」之訴訟。正妻請求法院讓故夫

的 2名妾各領二百金，並離其家而他適。但即使經歷再次上訴，法院仍兩度

駁回正妻及嗣子的請求。原因是：「本島之為妾者，與夫有一種之『身分關

係』。」兩造所爭之土地，乃「妾等之私有財產」，正妻無論執持何種理由欲

放逐之，「實無此慣習」。39據此可見，妾之身分雖屬邊緣，但妾之合法性

仍無可置疑。在實際的司法運作上，正妻與嗣子若想在夫亡後藉故驅逐，仍

非易事。

39  不著撰人（1907b），〈妾之判例〉，「台灣日日新報」，1907.03.17，日刊 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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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可能自小敵對、吵架。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1914–1951）

就曾觀察到：「媳婦仔是兒孩新娘。夫妻是兒童玩伴，從流著鼻涕的小孩開

始在吵架中長大，然後選個良辰吉日結成夫妻。昨日是吵架的對手，今天卻

要成為夫妻。曾經有人因不願意叫昨天吵架的對象為妻子，所以反對結婚，

雖然被逼舉行婚禮，仍拒絕進入洞房，通宵頑固的坐在房外。問其緣由，從

小天天見面毫無羅曼蒂克氣氛（呂赫若，1990: 23–24）。」33引文所謂「毫無

羅曼蒂克」正呼應了Wolf的數據推論，媳婦仔婚姻所以遠不如大婚穩定，

與性嫌惡、「亂倫禁忌」（incest taboo）應當有不可忽略的聯繫（Wolf, 2005: 

76–92）。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數據顯示男性在小婚情況下日後納妾之比率高

於大婚，此或許與小婚型態所導致的性嫌惡不無關係。從男性角度言之，相

對於正妻之有門當戶對、媒妁安排等成規約束，妾卻是他比較可以遂其自我

意志、情感喜好而選擇的伴侶。34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總共65個納妾

的小婚男性中，又有2人係納娶2個妾者。因此，總計有67例納妾事件。

如表10所示，仔細分析這67例小婚型態而日後又納妾的男性資料，即可發

現他們納妾時年紀雖仍在壯年，平均約為34.69歲，35但他們絕大多數是在

父、母皆已不在身邊或不在人世的情況下迎妾入戶，這或意味著沒有長輩約

束，使他們得以有較大自主性決定納妾與否。

另一個值得參考的數據是：上述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77個正妻

已生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36例，小婚者40

例，招贅婚者1例。換言之，在嗣續已經確保無虞的前提下仍舊納一妾者，

依然是以小婚男性居為多數。如果他與小婚的原配已存在性抑制或嫌惡，媳

33  有關媳婦仔之相關文獻記載，亦參見林川夫主編（1990），《民俗台灣•第二輯》有關各章。
34   日治台灣社會，納妾原則上雖亦有媒人，若父母尚在人世，需經其同意。但主婚人卻是蓄
妾者自己主婚，從而使納妾相對有更多自主空間（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對明清傳統中國的研究亦顯示，在婚姻是兩個「家庭」之間的策略考量而非男女個
人喜好結合的上層社會，「納妾」適正提供男人與女人之間合法的、基於情愛的伴侶式結

合機制（Hsieh, 2008: 267）。
35  [（36.16×15）+（36.43×29）+（31.55×23）]÷67≒34.69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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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在本篇研究論文裡，我們透過人口學方法中的「人年」計算，串連女性

生命歷程中的婚姻事件，以重建個人的生命史。利用「人年」做為比較不同

婦女經歷相同事件的基準，可更精密地求出婦女生命歷程中不同生命經驗的

發生率、或其他生命軌跡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Alter, 1988）。基本

上，我們用以計算婦女生命事件的原始材料，是日治時期由日本殖民政府所

蒐集的戶口登錄資料。透過串連家戶登錄資料當中個別婦女之生命事件（例

如：出生、結婚、生育史、守寡、遷移與死亡等）的發生情況，得以重建個

人的生命歷程與生命轉變。有別於戶口普查為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調

查資料，戶籍登錄則屬於另一種縱貫性資料（longitudinal data），研究者不

僅在生命事件發生的特定時點計算某一事件發生的「次數」（counts），同時，

還須要考慮該生命事件被觀察的「時間長度」（duration）。

例如：在戶冊登錄中，一個婦女經由婚姻進入另一個家庭，並持續在夫

家待了10年，直到第11年其夫死亡，這樁結婚事件即宣告結束。從發生起

算，一直到因配偶死亡而結束為止，該婚姻事件前後共持續了十年之久。再

譬如，另一個女性在結婚一年之後，可能因丈夫死亡或離婚，導致婚姻的終

止。若這名女性在此後的生命歷程軌跡中，又經歷了其他四段不同的婚姻，

那麼，她就有可能在不同的5個家戶中各待了1年、3年不等的時間。若粗

略地將前一種情況計算為1次婚姻，後一種情況計算為5次婚姻，則無疑是

不恰當的。因為這兩名女性在各自的生命歷程中，分別經歷了不同的婚姻次

數；在不同的婚姻事件中，又維持了不同的婚姻年數，因而必須給予適當的

加權。亦即：應先計算出同一研究區內所有經歷相同生命事件之婦女的婚姻

年數並且加總，以此作為計算研究區內婦女生命經驗（例如：結婚、生育、

離婚、再婚等生命事件）之發生率的分母。此即為「人年」計算之目的。西

方歷史人口學者便以此作為研究方法，計算、分析人口學上事件發生的相關

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下文將以日治時期戶籍登錄資料為例，說明婦女生命史中結婚率的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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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小婚男性雙親存歿狀況與娶妾年齡

小婚個數
妾婚

平均年齡
最大最小

父母

皆在
父在母在

父母

皆不在

竹北1536.1653.921.722 011
北埔2936.4364.82241 618
峨眉2331.5543.817.831 613
合計67———9412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婦仔妻子是父母安排而自己無力決定的選擇，則他可能在完成傳宗接代的義

務後，從其他女人身上尋求滿足，或藉由納妾以迎娶自己喜慕的對象。36

然則，Westermarck論點中所謂「自幼」生活一起，到底幼小到何種程

度足以產生性嫌惡？根據 Wolf研究發現，性嫌惡感決定於小婚配偶中年紀

較輕的一方。10歲以前生活在一起、玩在一起的小婚男女，明顯缺乏性愛

感覺。若是3歲以前便一同生活，接受同一家庭的哺育、成長，性嫌惡感的

情況更顯著（Wolf, 2005: 86）。據此，我們應進一步觀察竹北、北埔、峨眉等

三地納妾的小婚男性與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在65個納妾的小

婚男性中，研究者可追溯並掌握其媳婦仔妻子之個人資料者計有54例。37

表11即據此54例分析納妾的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被夫家收養的年紀。

10歲以前即進入夫家與未來丈夫生活者，多達46例。其中，3歲以前便由夫

家哺育教養者，19例。從小婚妻子的收養年紀看來，媳婦仔婚姻型態下配偶

間所產生的性嫌惡、抑制，或也是促成小婚男性納妾比例較高的可能因素。

36   日治時期的女性觀察者曾記錄到媳婦仔婚姻的風險，與「經常敵對、吵架、憎憤的男人勉
強結婚，婚後過著不貞的夫妻生活，終於勞燕分飛（楊氏千鶴，1990: 26）。」與此相仿，
小婚女性的婚外性關係亦時有所聞。在Wolf田野訪談的551個女性中，小婚女性婚外性
關係的發生率高出一般嫁給陌生人的女性2倍有餘（Wolf, 2005: 77）。相關研究，亦參考：
Wolf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183.

37   另外11個無法追溯其小婚之妻者，係因其小婚事件發生在開戶之前，戶冊中沒有收養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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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妾婚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

未婚31大婚小婚招贅婚不詳總計

竹北3251511 45
北埔1112801 41
峨眉2192200 43
總計6556512129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9：妾婚男性與原配婚姻型態之比率

大婚小婚招贅婚

竹北

個數  25 15  1
總數2205926358
比率0.0110.0160.003

北埔

個數  11 28  0
總數1367446301
比率0.0080.0630.000

峨眉

個數  19 22  0
總數1682711191
比率0.0110.0310.000

總比率0.0100.0310.001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86）。32媳婦仔未來的結婚對象叫「頭對」（池田敏雄，1990: 43；和田漠，

1990: 12），在她╱他呀呀學語、蹣跚學步以前，她與他的婚約已經預定。他

們不僅有共通的成長經驗，小時候被同儕惡意嘲弄「他們是夫妻」，彼此之

31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納妾的男性中，有6人是在「未娶正妻」的情況下，即「先行納
妾」。此所以上表有「未婚」者。此6名男性中或有日後將原先的妾扶正為妻，但亦有終
身即納一妾，未再另娶一妻。

32   小婚男女從「兄妹」身分轉化成「夫妻」關係，田野調查中的小婚男女述及媳婦仔婚姻時透
露著近親相姦的嫌惡，雖然他們無法清楚表達何以會有這種感覺（Wolf, 1972: 18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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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納妾之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

年齡層

01234567891010歲以上總計

竹北13202030000112
北埔01212142300319
峨眉25200012331423
總計3961418463185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四、生育與妾之去留

如果說傳宗接代是傳統社會的強勢價值觀，納妾是獲取子嗣的憑藉。那

末，生育就不僅只是納妾家庭的願望，對妾個人而言，可能也是有利的。身

為妾者，在夫家受到正妻的監督，她們無權命令、懲戒夫之嫡庶子。38妾之

家庭地位實不若正妻穩固，但她們還可以透過生育，寄望因子而貴以追求改

善。但那些沒有一男半女之所出的妾，她們的結局又將如何？身為妾的女人

在夫家能否長久居留、終老餘生？下文將就竹北、北埔、峨眉等3資料庫數

據，檢證生育與妾在夫家之去留間的關係。

在傳統中國社會裡，一個男人離異妾並無任何限制。台灣的情況雖亦如

此，但妾婚解除的過程，卻隨其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些許差異。在台灣，當

夫家表示要與妾離異時，通常會與妾的生家協議贖身。買斷的妾亦然，但買

斷的妾因其與生家已斷絕關係，寄望妾的生家來贖身已不可能。因此，上層

階級大多將之放逐，中層家庭則將其嫁賣，以收回身價銀（臨時臺灣舊慣調

查會編著，1993: 611）。

表12即自竹北、峨眉、北埔三地資料庫中，擷取19世紀末至1945年

間的妾婚女性133例，據此分析竹北等三地妾婚的生育情況與她們在夫家滯

留久暫間的關係。總體說來，無論有無生育，妾婚之女性離開夫家者，相對

而言數量仍在少數，僅約14％（19÷133≒0.1429）。其中最短者在迎妾入戶

38   妾雖無權命令、懲戒嫡庶子，但她對自己親生子女卻擁有婚姻或收養養子的同意權（臨時
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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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

年份19051915192519351945
 

                                                         觀察期間（1925–1945）

李氏 出生 ........................................婚姻 .........................死亡
 （1910）  （1933） （1945）

王氏 出生 ....................................婚姻 ................守寡 .........死亡
 （1915）  （1936） （1945） （1955）

陳氏 出生 婚姻 第一胎 第二胎 守寡.死亡
 （1905） （1920） （1925） （1935） （1950）（1955）

==========================================================

此時需將年份轉換為年齡

年齡01020304050
 

李氏 出生 ...........................................++++婚+++++死
 （0） （23） （35）

王氏 出生 ......................++++++++婚+++++++寡 ................死
 （0）                            （21） （30） （40）

陳氏 出生 ...........................婚 ......一+++++++二++++++++ ..........寡 ......死
 （0） （15） （20） （30） （45） （50）

假設觀察期間為1925至1945年，計算20至24歲女性的初婚結婚率。

其計算方式如下：在20至24歲區間中，李氏的結婚年齡為23歲，她所貢

獻的結婚人年即為3。同理，在20至24歲區間中，王氏21歲結婚，其所

貢獻的結婚人年即為1。由於陳氏在觀察期間之前業已結婚，所以不屬於觀

察與計算的對象。

在觀察期間1925至1945年中，計算20至24歲婦女的初婚結婚率，分

母為該研究區內所有婦女的結婚人年，亦即3+1=4，李氏與王氏已婚，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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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不到 1年即離開夫家，竹北等三地平均則是 9.9年離開。如果單就妾婚

之後離開夫家的 19個樣本來觀察，似乎妾之生育與離開夫家的關連性並不

如想像中大，亦非絕對必然。據此仍看不出妾之育有子女對她在夫家的地位

有無具體作用。畢竟 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已生育者仍有 13個之多，超過

半數。另一方面，即使沒有生育，卻仍終生留置夫家者，亦大有其人。

然而，表 12至少顯示留置夫家的妾，63％（72÷114≒0.6316）以上都

曾為夫家生育過子嗣。若更細緻地分析妾之生育男性子嗣與其去留關係，則

趨勢益形明顯。儘管 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有 13個已育有子女，但如表 13

表 12：妾之去留與生育情況

離開夫家之妾 有無生育 留置夫家之妾 有無生育

竹北  5
有  4

 40
有 27

無  1 無 13

峨眉  7
有  4

 40
有 27

無  3 無 13

北埔  7
有  5

 18
有 18

無  2 無 16

合計 19
有 13

114
有 72

無  6 無 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 13：妾之生育男孩與其去留關係

妾婚女性總數
離開夫家的妾 留置夫家之妾

生育男孩 未生男孩 生育男孩 未生男孩

竹北  45 2  3 22 18
峨眉  47 2  5 24 16
北埔  41 1  6 18 16
合計 133 5 14 64 50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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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限制，而妾對夫卻無相同的請求權利。此乃「無視妾的人格、束縛其天

賦的自由，違反公序良俗。」故仍認可妾在「法理」上與其夫享有同等權利，

得不受限制地離異其夫（王泰升，1999: 359–360）。據此，則至少在法律上，

夫妾關係正逐漸往平衡、對等的方向推移、靠攏。比起過往，妾除以「生育」

作為改善自身處境之憑藉外，現在她們相對得到法律更多的保護。儘管日治

時期台灣社會之夫妾關係具合法性仍是法院一貫的態度，妾在夫家的邊緣性

依舊，但至少在司法面向上，日治中期以後，妾的處境相較於清代中國恐已

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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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來理解並加以合理化。其他類似人口交易的「賣斷出嫁」、「妻的贈與或

買賣」等等，法院均視之為人身買賣違犯公序良俗而無效（王泰升，2004: 

316–318）。然而，在法令禁絕「賣斷」的 1920年代以後，卻仍衍生出新的

人身交易形式，即以「抵當」取代「賣斷」（田井輝雄，1990: 237–238）。缺

乏用度的家庭將女兒抵押給貸方，並簽署借用證，當中註明幾年內期滿後歸

還本金。若限滿而無力償還，則貸方有權將其女出嫁，以聘金抵欠等等。如

此，女性即從交易之物轉化為人質之類的借貸擔保。

儘管法律無法根絕人身買賣的存在，但妾的身分、處境往正面積極的方

向改善也是事實，至少就司法層面上，妾的權益已有所不同。與前言所舉的

許江之妻狀告其夫之妾，卻被官府駁回有別，日治時期現代司法體制引進台

灣，妻妾興訟不再被視為是「家庭細故」。妾之作為獨立個體，具有「天賦

人權」的概念在司法體制上屢屢被提及，在實際運作上也被清楚地意識到。

大正八年（1919）來自嘉義廳哆囉嘓西堡吉貝耍庄的程氏菜籃與丈夫涉訟，

並向法院請求離緣，此事件在當時被譽為打破舊慣的「新判決」，儼然是媒

體及司法界的焦點。程氏菜籃於大正 6年（1917）納聘與朱成為妾，隨於隔

年妊娠生子。但自入門起，程氏菜籃即屢遭其夫及正妻凌虐，懷孕期間被毆

打以致負傷一週。不堪長期凌虐，程氏要求離緣，但丈夫不肯，雙方因此對

簿公堂。程氏不僅狀告其夫並聲請離緣，且要求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法官以妾乃傳統中國法之「遺傳惰力」，本島婦人被視為「物件」一般，「其

結婚亦以買賣從事，為今日法庭判決上所不許。」法院裁判對身為妾的程氏

有利，認定夫與正妻凌虐妾至負傷，不僅無法持續日後的同居關係，亦有

「侵害於婦人之節操權」之虞。40

在程氏案例之後的大正 11年（1922），法院即以習慣上夫之離異妾幾無

40   程氏菜籃經歷興訟官司後，1919年妾除戶，成功地離開夫家。當時媒體及司法界對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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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妾制度を廢せよ〉，「台灣日日新報」，1920.04.25，日刊 07版；不著撰人（1920c），〈納
妾者鑑諸〉，「台灣日日新報」，1920.04.26，日刊 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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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妾婚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

未婚31大婚小婚招贅婚不詳總計

竹北3251511 45
北埔1112801 41
峨眉2192200 43
總計6556512129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9：妾婚男性與原配婚姻型態之比率

大婚小婚招贅婚

竹北

個數  25 15  1
總數2205926358
比率0.0110.0160.003

北埔

個數  11 28  0
總數1367446301
比率0.0080.0630.000

峨眉

個數  19 22  0
總數1682711191
比率0.0110.0310.000

總比率0.0100.0310.001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86）。32媳婦仔未來的結婚對象叫「頭對」（池田敏雄，1990: 43；和田漠，

1990: 12），在她╱他呀呀學語、蹣跚學步以前，她與他的婚約已經預定。他

們不僅有共通的成長經驗，小時候被同儕惡意嘲弄「他們是夫妻」，彼此之

31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納妾的男性中，有6人是在「未娶正妻」的情況下，即「先行納
妾」。此所以上表有「未婚」者。此6名男性中或有日後將原先的妾扶正為妻，但亦有終
身即納一妾，未再另娶一妻。

32   小婚男女從「兄妹」身分轉化成「夫妻」關係，田野調查中的小婚男女述及媳婦仔婚姻時透
露著近親相姦的嫌惡，雖然他們無法清楚表達何以會有這種感覺（Wolf, 1972: 18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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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納妾之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

年齡層

01234567891010歲以上總計

竹北13202030000112
北埔01212142300319
峨眉25200012331423
總計3961418463185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四、生育與妾之去留

如果說傳宗接代是傳統社會的強勢價值觀，納妾是獲取子嗣的憑藉。那

末，生育就不僅只是納妾家庭的願望，對妾個人而言，可能也是有利的。身

為妾者，在夫家受到正妻的監督，她們無權命令、懲戒夫之嫡庶子。38妾之

家庭地位實不若正妻穩固，但她們還可以透過生育，寄望因子而貴以追求改

善。但那些沒有一男半女之所出的妾，她們的結局又將如何？身為妾的女人

在夫家能否長久居留、終老餘生？下文將就竹北、北埔、峨眉等3資料庫數

據，檢證生育與妾在夫家之去留間的關係。

在傳統中國社會裡，一個男人離異妾並無任何限制。台灣的情況雖亦如

此，但妾婚解除的過程，卻隨其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些許差異。在台灣，當

夫家表示要與妾離異時，通常會與妾的生家協議贖身。買斷的妾亦然，但買

斷的妾因其與生家已斷絕關係，寄望妾的生家來贖身已不可能。因此，上層

階級大多將之放逐，中層家庭則將其嫁賣，以收回身價銀（臨時臺灣舊慣調

查會編著，1993: 611）。

表12即自竹北、峨眉、北埔三地資料庫中，擷取19世紀末至1945年

間的妾婚女性133例，據此分析竹北等三地妾婚的生育情況與她們在夫家滯

留久暫間的關係。總體說來，無論有無生育，妾婚之女性離開夫家者，相對

而言數量仍在少數，僅約14％（19÷133≒0.1429）。其中最短者在迎妾入戶

38   妾雖無權命令、懲戒嫡庶子，但她對自己親生子女卻擁有婚姻或收養養子的同意權（臨時
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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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

年份19051915192519351945
 

                                                         觀察期間（1925–1945）

李氏 出生 ........................................婚姻 .........................死亡
 （1910）  （1933） （1945）

王氏 出生 ....................................婚姻 ................守寡 .........死亡
 （1915）  （1936） （1945） （1955）

陳氏 出生 婚姻 第一胎 第二胎 守寡.死亡
 （1905） （1920） （1925） （1935） （1950）（1955）

==========================================================

此時需將年份轉換為年齡

年齡01020304050
 

李氏 出生 ...........................................++++婚+++++死
 （0） （23） （35）

王氏 出生 ......................++++++++婚+++++++寡 ................死
 （0）                            （21） （30） （40）

陳氏 出生 ...........................婚 ......一+++++++二++++++++ ..........寡 ......死
 （0） （15） （20） （30） （45） （50）

假設觀察期間為1925至1945年，計算20至24歲女性的初婚結婚率。

其計算方式如下：在20至24歲區間中，李氏的結婚年齡為23歲，她所貢

獻的結婚人年即為3。同理，在20至24歲區間中，王氏21歲結婚，其所

貢獻的結婚人年即為1。由於陳氏在觀察期間之前業已結婚，所以不屬於觀

察與計算的對象。

在觀察期間1925至1945年中，計算20至24歲婦女的初婚結婚率，分

母為該研究區內所有婦女的結婚人年，亦即3+1=4，李氏與王氏已婚，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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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不到 1年即離開夫家，竹北等三地平均則是 9.9年離開。如果單就妾婚

之後離開夫家的 19個樣本來觀察，似乎妾之生育與離開夫家的關連性並不

如想像中大，亦非絕對必然。據此仍看不出妾之育有子女對她在夫家的地位

有無具體作用。畢竟 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已生育者仍有 13個之多，超過

半數。另一方面，即使沒有生育，卻仍終生留置夫家者，亦大有其人。

然而，表 12至少顯示留置夫家的妾，63％（72÷114≒0.6316）以上都

曾為夫家生育過子嗣。若更細緻地分析妾之生育男性子嗣與其去留關係，則

趨勢益形明顯。儘管 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有 13個已育有子女，但如表 13

表 12：妾之去留與生育情況

離開夫家之妾 有無生育 留置夫家之妾 有無生育

竹北  5
有  4

 40
有 27

無  1 無 13

峨眉  7
有  4

 40
有 27

無  3 無 13

北埔  7
有  5

 18
有 18

無  2 無 16

合計 19
有 13

114
有 72

無  6 無 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 13：妾之生育男孩與其去留關係

妾婚女性總數
離開夫家的妾 留置夫家之妾

生育男孩 未生男孩 生育男孩 未生男孩

竹北  45 2  3 22 18
峨眉  47 2  5 24 16
北埔  41 1  6 18 16
合計 133 5 14 64 50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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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限制，而妾對夫卻無相同的請求權利。此乃「無視妾的人格、束縛其天

賦的自由，違反公序良俗。」故仍認可妾在「法理」上與其夫享有同等權利，

得不受限制地離異其夫（王泰升，1999: 359–360）。據此，則至少在法律上，

夫妾關係正逐漸往平衡、對等的方向推移、靠攏。比起過往，妾除以「生育」

作為改善自身處境之憑藉外，現在她們相對得到法律更多的保護。儘管日治

時期台灣社會之夫妾關係具合法性仍是法院一貫的態度，妾在夫家的邊緣性

依舊，但至少在司法面向上，日治中期以後，妾的處境相較於清代中國恐已

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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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來理解並加以合理化。其他類似人口交易的「賣斷出嫁」、「妻的贈與或

買賣」等等，法院均視之為人身買賣違犯公序良俗而無效（王泰升，2004: 

316–318）。然而，在法令禁絕「賣斷」的 1920年代以後，卻仍衍生出新的

人身交易形式，即以「抵當」取代「賣斷」（田井輝雄，1990: 237–238）。缺

乏用度的家庭將女兒抵押給貸方，並簽署借用證，當中註明幾年內期滿後歸

還本金。若限滿而無力償還，則貸方有權將其女出嫁，以聘金抵欠等等。如

此，女性即從交易之物轉化為人質之類的借貸擔保。

儘管法律無法根絕人身買賣的存在，但妾的身分、處境往正面積極的方

向改善也是事實，至少就司法層面上，妾的權益已有所不同。與前言所舉的

許江之妻狀告其夫之妾，卻被官府駁回有別，日治時期現代司法體制引進台

灣，妻妾興訟不再被視為是「家庭細故」。妾之作為獨立個體，具有「天賦

人權」的概念在司法體制上屢屢被提及，在實際運作上也被清楚地意識到。

大正八年（1919）來自嘉義廳哆囉嘓西堡吉貝耍庄的程氏菜籃與丈夫涉訟，

並向法院請求離緣，此事件在當時被譽為打破舊慣的「新判決」，儼然是媒

體及司法界的焦點。程氏菜籃於大正 6年（1917）納聘與朱成為妾，隨於隔

年妊娠生子。但自入門起，程氏菜籃即屢遭其夫及正妻凌虐，懷孕期間被毆

打以致負傷一週。不堪長期凌虐，程氏要求離緣，但丈夫不肯，雙方因此對

簿公堂。程氏不僅狀告其夫並聲請離緣，且要求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法官以妾乃傳統中國法之「遺傳惰力」，本島婦人被視為「物件」一般，「其

結婚亦以買賣從事，為今日法庭判決上所不許。」法院裁判對身為妾的程氏

有利，認定夫與正妻凌虐妾至負傷，不僅無法持續日後的同居關係，亦有

「侵害於婦人之節操權」之虞。40

在程氏案例之後的大正 11年（1922），法院即以習慣上夫之離異妾幾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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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本文前半以清末以迄日治時代台灣社會納妾風習為背景，說明從傳統中

國沿襲而來的嗣續觀念在深層意識上影響台灣人對納妾的觀感。買妾契約的

行文、論述說明契買而來的妾與傳統中國社會的賣人交易息息相關。後半則

偏向歷史人口統計取徑，著重探討新竹地區妾婚的可能動機。在社會、文化

等文獻所載的嗣續、勞動力考量之外，竹北、北埔、峨眉三地戶冊資料庫數

據亦顯示另一種重要的文化意涵：童養媳的「小婚」婚姻下丈夫納妾的比率

最高。此當緣於小婚型態下配偶間的性嫌惡感所使然。這同時提醒我們：生

物因素容或可能對人類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產生影響，但所謂「生物因素」

不能僅僅化約為男性「色欲」所趨，毋寧說是社會、文化乃至生物等多種因

素交互作用下的結果。

如史料所載，納妾是父系社會在傳宗接代所驅動下的產物，妾與生育間

的關係可謂至為密切。然而，從新竹地區的戶冊統計上看來，生子傳嗣並非

納妾的唯一考量，未曾生育卻仍得以長久留滯夫家的妾，亦有其人。但妾的

生育機率始終明顯高過正妻，且留滯夫家的妾仍以生育者為數最多，「生育」

子女與「妾在夫家的地位」之間，仍存在某種因果關係。生育後代的天賦本

能究竟是讓女性淪為會走路的子宮，抑或是一種女性優勢，仍值得深究。

「階級」變數依然存在，「正妻」的地位儼然比「妾」高過一籌。女性之間的

等級制度使出身下層的女性相對更易受到她們自身生育本能所支配（白馥蘭

[Francesca Bray]，2006: 277–286）。如文獻所載，妾只有生育孩子，在夫家

的地位才有所改善。身為妾的女人受制於她的生育本能，但若從另一角度說

來，「生育」本能卻也提供她們改變情勢的「機會」，她還可以利用生育為自

己的地位放手一搏。對那些全無所出的妾而言，她們對夫家的「宗」幾無貢

獻，其身分、地位相對也更處於邊緣。

有理由相信，「買妾」之類的人身交易舊慣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

變遷。就制度言之，日本殖民政府試圖將西方歐陸法引進台灣，截至 1920

年已明確禁絕「買斷」的概念。媳婦仔、養女風俗依然存在，但卻以「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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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這 19個離開夫家的妾，仍以「未生男孩」者居多，約佔 74％（14÷ 

19≒0.7368）。相對的，在資料庫觀察底線的 1945年以前，留滯在夫家的 114

個妾中，仍以「生育子女且生有男孩者」為數最多，占 56.14％（64÷114≒ 

0.5614）。據此，則無法否定生育的正面作用依然存在。生有子女且特別是生

有男孩的妾，她們得以在夫家定著的機率更大。「生育」與「妾之地位」可

能互為因果，妾或為了改善或穩固其家庭地位而積極生育，抑或因生育而使

她相對受到保障，特別在生育男孩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點亦可自日治時

期風俗調查報告中獲得佐證。從風俗習慣看來，一個生有子女的妾除非觸犯

姦、盜或不孝等重罪，否則夫家對她仍以不離異為原則。即便夫之父母抑或

正妻，亦不得違反其子╱夫之意願離異子╱夫之妾。此所以中層階級以上之

家庭，甚少離異妾的原因（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612）。

妾在夫家固然係屬邊緣性質成員，但數據卻顯示，離開夫家的妾還是少

數，大約有 37％（42÷114≒ 0.3684）的妾雖未曾生育，卻得以長久定居夫

家。此一結果有其合理性。在生育之外，妾若受寵於夫，對其家庭地位、日

後處境亦有保障。據文獻所載，因丈夫實際上在生前多已預先安置其妾，故

妾遭夫之父母或正妻離異、驅逐者，並不多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

1993: 612）。明治 40年（1907），新竹北門街已故鄭某之嗣子與正妻對鄭某

的兩個妾提出「離籍」與「移轉業主權登記」之訴訟。正妻請求法院讓故夫

的 2名妾各領二百金，並離其家而他適。但即使經歷再次上訴，法院仍兩度

駁回正妻及嗣子的請求。原因是：「本島之為妾者，與夫有一種之『身分關

係』。」兩造所爭之土地，乃「妾等之私有財產」，正妻無論執持何種理由欲

放逐之，「實無此慣習」。39據此可見，妾之身分雖屬邊緣，但妾之合法性

仍無可置疑。在實際的司法運作上，正妻與嗣子若想在夫亡後藉故驅逐，仍

非易事。

39  不著撰人（1907b），〈妾之判例〉，「台灣日日新報」，1907.03.17，日刊 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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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可能自小敵對、吵架。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1914–1951）

就曾觀察到：「媳婦仔是兒孩新娘。夫妻是兒童玩伴，從流著鼻涕的小孩開

始在吵架中長大，然後選個良辰吉日結成夫妻。昨日是吵架的對手，今天卻

要成為夫妻。曾經有人因不願意叫昨天吵架的對象為妻子，所以反對結婚，

雖然被逼舉行婚禮，仍拒絕進入洞房，通宵頑固的坐在房外。問其緣由，從

小天天見面毫無羅曼蒂克氣氛（呂赫若，1990: 23–24）。」33引文所謂「毫無

羅曼蒂克」正呼應了Wolf的數據推論，媳婦仔婚姻所以遠不如大婚穩定，

與性嫌惡、「亂倫禁忌」（incest taboo）應當有不可忽略的聯繫（Wolf, 2005: 

76–92）。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數據顯示男性在小婚情況下日後納妾之比率高

於大婚，此或許與小婚型態所導致的性嫌惡不無關係。從男性角度言之，相

對於正妻之有門當戶對、媒妁安排等成規約束，妾卻是他比較可以遂其自我

意志、情感喜好而選擇的伴侶。34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總共65個納妾

的小婚男性中，又有2人係納娶2個妾者。因此，總計有67例納妾事件。

如表10所示，仔細分析這67例小婚型態而日後又納妾的男性資料，即可發

現他們納妾時年紀雖仍在壯年，平均約為34.69歲，35但他們絕大多數是在

父、母皆已不在身邊或不在人世的情況下迎妾入戶，這或意味著沒有長輩約

束，使他們得以有較大自主性決定納妾與否。

另一個值得參考的數據是：上述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77個正妻

已生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36例，小婚者40

例，招贅婚者1例。換言之，在嗣續已經確保無虞的前提下仍舊納一妾者，

依然是以小婚男性居為多數。如果他與小婚的原配已存在性抑制或嫌惡，媳

33  有關媳婦仔之相關文獻記載，亦參見林川夫主編（1990），《民俗台灣•第二輯》有關各章。
34   日治台灣社會，納妾原則上雖亦有媒人，若父母尚在人世，需經其同意。但主婚人卻是蓄
妾者自己主婚，從而使納妾相對有更多自主空間（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對明清傳統中國的研究亦顯示，在婚姻是兩個「家庭」之間的策略考量而非男女個
人喜好結合的上層社會，「納妾」適正提供男人與女人之間合法的、基於情愛的伴侶式結

合機制（Hsieh, 2008: 267）。
35  [（36.16×15）+（36.43×29）+（31.55×23）]÷67≒34.69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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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在本篇研究論文裡，我們透過人口學方法中的「人年」計算，串連女性

生命歷程中的婚姻事件，以重建個人的生命史。利用「人年」做為比較不同

婦女經歷相同事件的基準，可更精密地求出婦女生命歷程中不同生命經驗的

發生率、或其他生命軌跡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Alter, 1988）。基本

上，我們用以計算婦女生命事件的原始材料，是日治時期由日本殖民政府所

蒐集的戶口登錄資料。透過串連家戶登錄資料當中個別婦女之生命事件（例

如：出生、結婚、生育史、守寡、遷移與死亡等）的發生情況，得以重建個

人的生命歷程與生命轉變。有別於戶口普查為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調

查資料，戶籍登錄則屬於另一種縱貫性資料（longitudinal data），研究者不

僅在生命事件發生的特定時點計算某一事件發生的「次數」（counts），同時，

還須要考慮該生命事件被觀察的「時間長度」（duration）。

例如：在戶冊登錄中，一個婦女經由婚姻進入另一個家庭，並持續在夫

家待了10年，直到第11年其夫死亡，這樁結婚事件即宣告結束。從發生起

算，一直到因配偶死亡而結束為止，該婚姻事件前後共持續了十年之久。再

譬如，另一個女性在結婚一年之後，可能因丈夫死亡或離婚，導致婚姻的終

止。若這名女性在此後的生命歷程軌跡中，又經歷了其他四段不同的婚姻，

那麼，她就有可能在不同的5個家戶中各待了1年、3年不等的時間。若粗

略地將前一種情況計算為1次婚姻，後一種情況計算為5次婚姻，則無疑是

不恰當的。因為這兩名女性在各自的生命歷程中，分別經歷了不同的婚姻次

數；在不同的婚姻事件中，又維持了不同的婚姻年數，因而必須給予適當的

加權。亦即：應先計算出同一研究區內所有經歷相同生命事件之婦女的婚姻

年數並且加總，以此作為計算研究區內婦女生命經驗（例如：結婚、生育、

離婚、再婚等生命事件）之發生率的分母。此即為「人年」計算之目的。西

方歷史人口學者便以此作為研究方法，計算、分析人口學上事件發生的相關

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下文將以日治時期戶籍登錄資料為例，說明婦女生命史中結婚率的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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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小婚男性雙親存歿狀況與娶妾年齡

小婚個數
妾婚

平均年齡
最大最小

父母

皆在
父在母在

父母

皆不在

竹北1536.1653.921.722 011
北埔2936.4364.82241 618
峨眉2331.5543.817.831 613
合計67———9412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婦仔妻子是父母安排而自己無力決定的選擇，則他可能在完成傳宗接代的義

務後，從其他女人身上尋求滿足，或藉由納妾以迎娶自己喜慕的對象。36

然則，Westermarck論點中所謂「自幼」生活一起，到底幼小到何種程

度足以產生性嫌惡？根據 Wolf研究發現，性嫌惡感決定於小婚配偶中年紀

較輕的一方。10歲以前生活在一起、玩在一起的小婚男女，明顯缺乏性愛

感覺。若是3歲以前便一同生活，接受同一家庭的哺育、成長，性嫌惡感的

情況更顯著（Wolf, 2005: 86）。據此，我們應進一步觀察竹北、北埔、峨眉等

三地納妾的小婚男性與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在65個納妾的小

婚男性中，研究者可追溯並掌握其媳婦仔妻子之個人資料者計有54例。37

表11即據此54例分析納妾的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被夫家收養的年紀。

10歲以前即進入夫家與未來丈夫生活者，多達46例。其中，3歲以前便由夫

家哺育教養者，19例。從小婚妻子的收養年紀看來，媳婦仔婚姻型態下配偶

間所產生的性嫌惡、抑制，或也是促成小婚男性納妾比例較高的可能因素。

36   日治時期的女性觀察者曾記錄到媳婦仔婚姻的風險，與「經常敵對、吵架、憎憤的男人勉
強結婚，婚後過著不貞的夫妻生活，終於勞燕分飛（楊氏千鶴，1990: 26）。」與此相仿，
小婚女性的婚外性關係亦時有所聞。在Wolf田野訪談的551個女性中，小婚女性婚外性
關係的發生率高出一般嫁給陌生人的女性2倍有餘（Wolf, 2005: 77）。相關研究，亦參考：
Wolf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183.

37   另外11個無法追溯其小婚之妻者，係因其小婚事件發生在開戶之前，戶冊中沒有收養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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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41>–<156>   第10台反　            

　10反　16K　社科集刊23-2　June 16 2011　　　K9070503010　東陞/海德堡1030x790　對開544x787　+←317　PDF　西式穿線3折 0-6-0　　　　　　　　　　　　K9070503010　

276



K9070503010

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妾婚現象的歷史人口學分析 147

肆、結語

本文前半以清末以迄日治時代台灣社會納妾風習為背景，說明從傳統中

國沿襲而來的嗣續觀念在深層意識上影響台灣人對納妾的觀感。買妾契約的

行文、論述說明契買而來的妾與傳統中國社會的賣人交易息息相關。後半則

偏向歷史人口統計取徑，著重探討新竹地區妾婚的可能動機。在社會、文化

等文獻所載的嗣續、勞動力考量之外，竹北、北埔、峨眉三地戶冊資料庫數

據亦顯示另一種重要的文化意涵：童養媳的「小婚」婚姻下丈夫納妾的比率

最高。此當緣於小婚型態下配偶間的性嫌惡感所使然。這同時提醒我們：生

物因素容或可能對人類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產生影響，但所謂「生物因素」

不能僅僅化約為男性「色欲」所趨，毋寧說是社會、文化乃至生物等多種因

素交互作用下的結果。

如史料所載，納妾是父系社會在傳宗接代所驅動下的產物，妾與生育間

的關係可謂至為密切。然而，從新竹地區的戶冊統計上看來，生子傳嗣並非

納妾的唯一考量，未曾生育卻仍得以長久留滯夫家的妾，亦有其人。但妾的

生育機率始終明顯高過正妻，且留滯夫家的妾仍以生育者為數最多，「生育」

子女與「妾在夫家的地位」之間，仍存在某種因果關係。生育後代的天賦本

能究竟是讓女性淪為會走路的子宮，抑或是一種女性優勢，仍值得深究。

「階級」變數依然存在，「正妻」的地位儼然比「妾」高過一籌。女性之間的

等級制度使出身下層的女性相對更易受到她們自身生育本能所支配（白馥蘭

[Francesca Bray]，2006: 277–286）。如文獻所載，妾只有生育孩子，在夫家

的地位才有所改善。身為妾的女人受制於她的生育本能，但若從另一角度說

來，「生育」本能卻也提供她們改變情勢的「機會」，她還可以利用生育為自

己的地位放手一搏。對那些全無所出的妾而言，她們對夫家的「宗」幾無貢

獻，其身分、地位相對也更處於邊緣。

有理由相信，「買妾」之類的人身交易舊慣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

變遷。就制度言之，日本殖民政府試圖將西方歐陸法引進台灣，截至 1920

年已明確禁絕「買斷」的概念。媳婦仔、養女風俗依然存在，但卻以「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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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這 19個離開夫家的妾，仍以「未生男孩」者居多，約佔 74％（14÷ 

19≒0.7368）。相對的，在資料庫觀察底線的 1945年以前，留滯在夫家的 114

個妾中，仍以「生育子女且生有男孩者」為數最多，占 56.14％（64÷114≒ 

0.5614）。據此，則無法否定生育的正面作用依然存在。生有子女且特別是生

有男孩的妾，她們得以在夫家定著的機率更大。「生育」與「妾之地位」可

能互為因果，妾或為了改善或穩固其家庭地位而積極生育，抑或因生育而使

她相對受到保障，特別在生育男孩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點亦可自日治時

期風俗調查報告中獲得佐證。從風俗習慣看來，一個生有子女的妾除非觸犯

姦、盜或不孝等重罪，否則夫家對她仍以不離異為原則。即便夫之父母抑或

正妻，亦不得違反其子╱夫之意願離異子╱夫之妾。此所以中層階級以上之

家庭，甚少離異妾的原因（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612）。

妾在夫家固然係屬邊緣性質成員，但數據卻顯示，離開夫家的妾還是少

數，大約有 37％（42÷114≒ 0.3684）的妾雖未曾生育，卻得以長久定居夫

家。此一結果有其合理性。在生育之外，妾若受寵於夫，對其家庭地位、日

後處境亦有保障。據文獻所載，因丈夫實際上在生前多已預先安置其妾，故

妾遭夫之父母或正妻離異、驅逐者，並不多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

1993: 612）。明治 40年（1907），新竹北門街已故鄭某之嗣子與正妻對鄭某

的兩個妾提出「離籍」與「移轉業主權登記」之訴訟。正妻請求法院讓故夫

的 2名妾各領二百金，並離其家而他適。但即使經歷再次上訴，法院仍兩度

駁回正妻及嗣子的請求。原因是：「本島之為妾者，與夫有一種之『身分關

係』。」兩造所爭之土地，乃「妾等之私有財產」，正妻無論執持何種理由欲

放逐之，「實無此慣習」。39據此可見，妾之身分雖屬邊緣，但妾之合法性

仍無可置疑。在實際的司法運作上，正妻與嗣子若想在夫亡後藉故驅逐，仍

非易事。

39  不著撰人（1907b），〈妾之判例〉，「台灣日日新報」，1907.03.17，日刊 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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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可能自小敵對、吵架。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1914–1951）

就曾觀察到：「媳婦仔是兒孩新娘。夫妻是兒童玩伴，從流著鼻涕的小孩開

始在吵架中長大，然後選個良辰吉日結成夫妻。昨日是吵架的對手，今天卻

要成為夫妻。曾經有人因不願意叫昨天吵架的對象為妻子，所以反對結婚，

雖然被逼舉行婚禮，仍拒絕進入洞房，通宵頑固的坐在房外。問其緣由，從

小天天見面毫無羅曼蒂克氣氛（呂赫若，1990: 23–24）。」33引文所謂「毫無

羅曼蒂克」正呼應了Wolf的數據推論，媳婦仔婚姻所以遠不如大婚穩定，

與性嫌惡、「亂倫禁忌」（incest taboo）應當有不可忽略的聯繫（Wolf, 2005: 

76–92）。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數據顯示男性在小婚情況下日後納妾之比率高

於大婚，此或許與小婚型態所導致的性嫌惡不無關係。從男性角度言之，相

對於正妻之有門當戶對、媒妁安排等成規約束，妾卻是他比較可以遂其自我

意志、情感喜好而選擇的伴侶。34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總共65個納妾

的小婚男性中，又有2人係納娶2個妾者。因此，總計有67例納妾事件。

如表10所示，仔細分析這67例小婚型態而日後又納妾的男性資料，即可發

現他們納妾時年紀雖仍在壯年，平均約為34.69歲，35但他們絕大多數是在

父、母皆已不在身邊或不在人世的情況下迎妾入戶，這或意味著沒有長輩約

束，使他們得以有較大自主性決定納妾與否。

另一個值得參考的數據是：上述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77個正妻

已生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36例，小婚者40

例，招贅婚者1例。換言之，在嗣續已經確保無虞的前提下仍舊納一妾者，

依然是以小婚男性居為多數。如果他與小婚的原配已存在性抑制或嫌惡，媳

33  有關媳婦仔之相關文獻記載，亦參見林川夫主編（1990），《民俗台灣•第二輯》有關各章。
34   日治台灣社會，納妾原則上雖亦有媒人，若父母尚在人世，需經其同意。但主婚人卻是蓄
妾者自己主婚，從而使納妾相對有更多自主空間（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對明清傳統中國的研究亦顯示，在婚姻是兩個「家庭」之間的策略考量而非男女個
人喜好結合的上層社會，「納妾」適正提供男人與女人之間合法的、基於情愛的伴侶式結

合機制（Hsieh, 2008: 267）。
35  [（36.16×15）+（36.43×29）+（31.55×23）]÷67≒34.69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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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在本篇研究論文裡，我們透過人口學方法中的「人年」計算，串連女性

生命歷程中的婚姻事件，以重建個人的生命史。利用「人年」做為比較不同

婦女經歷相同事件的基準，可更精密地求出婦女生命歷程中不同生命經驗的

發生率、或其他生命軌跡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Alter, 1988）。基本

上，我們用以計算婦女生命事件的原始材料，是日治時期由日本殖民政府所

蒐集的戶口登錄資料。透過串連家戶登錄資料當中個別婦女之生命事件（例

如：出生、結婚、生育史、守寡、遷移與死亡等）的發生情況，得以重建個

人的生命歷程與生命轉變。有別於戶口普查為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調

查資料，戶籍登錄則屬於另一種縱貫性資料（longitudinal data），研究者不

僅在生命事件發生的特定時點計算某一事件發生的「次數」（counts），同時，

還須要考慮該生命事件被觀察的「時間長度」（duration）。

例如：在戶冊登錄中，一個婦女經由婚姻進入另一個家庭，並持續在夫

家待了10年，直到第11年其夫死亡，這樁結婚事件即宣告結束。從發生起

算，一直到因配偶死亡而結束為止，該婚姻事件前後共持續了十年之久。再

譬如，另一個女性在結婚一年之後，可能因丈夫死亡或離婚，導致婚姻的終

止。若這名女性在此後的生命歷程軌跡中，又經歷了其他四段不同的婚姻，

那麼，她就有可能在不同的5個家戶中各待了1年、3年不等的時間。若粗

略地將前一種情況計算為1次婚姻，後一種情況計算為5次婚姻，則無疑是

不恰當的。因為這兩名女性在各自的生命歷程中，分別經歷了不同的婚姻次

數；在不同的婚姻事件中，又維持了不同的婚姻年數，因而必須給予適當的

加權。亦即：應先計算出同一研究區內所有經歷相同生命事件之婦女的婚姻

年數並且加總，以此作為計算研究區內婦女生命經驗（例如：結婚、生育、

離婚、再婚等生命事件）之發生率的分母。此即為「人年」計算之目的。西

方歷史人口學者便以此作為研究方法，計算、分析人口學上事件發生的相關

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下文將以日治時期戶籍登錄資料為例，說明婦女生命史中結婚率的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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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小婚男性雙親存歿狀況與娶妾年齡

小婚個數
妾婚

平均年齡
最大最小

父母

皆在
父在母在

父母

皆不在

竹北1536.1653.921.722 011
北埔2936.4364.82241 618
峨眉2331.5543.817.831 613
合計67———9412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婦仔妻子是父母安排而自己無力決定的選擇，則他可能在完成傳宗接代的義

務後，從其他女人身上尋求滿足，或藉由納妾以迎娶自己喜慕的對象。36

然則，Westermarck論點中所謂「自幼」生活一起，到底幼小到何種程

度足以產生性嫌惡？根據 Wolf研究發現，性嫌惡感決定於小婚配偶中年紀

較輕的一方。10歲以前生活在一起、玩在一起的小婚男女，明顯缺乏性愛

感覺。若是3歲以前便一同生活，接受同一家庭的哺育、成長，性嫌惡感的

情況更顯著（Wolf, 2005: 86）。據此，我們應進一步觀察竹北、北埔、峨眉等

三地納妾的小婚男性與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在65個納妾的小

婚男性中，研究者可追溯並掌握其媳婦仔妻子之個人資料者計有54例。37

表11即據此54例分析納妾的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被夫家收養的年紀。

10歲以前即進入夫家與未來丈夫生活者，多達46例。其中，3歲以前便由夫

家哺育教養者，19例。從小婚妻子的收養年紀看來，媳婦仔婚姻型態下配偶

間所產生的性嫌惡、抑制，或也是促成小婚男性納妾比例較高的可能因素。

36   日治時期的女性觀察者曾記錄到媳婦仔婚姻的風險，與「經常敵對、吵架、憎憤的男人勉
強結婚，婚後過著不貞的夫妻生活，終於勞燕分飛（楊氏千鶴，1990: 26）。」與此相仿，
小婚女性的婚外性關係亦時有所聞。在Wolf田野訪談的551個女性中，小婚女性婚外性
關係的發生率高出一般嫁給陌生人的女性2倍有餘（Wolf, 2005: 77）。相關研究，亦參考：
Wolf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183.

37   另外11個無法追溯其小婚之妻者，係因其小婚事件發生在開戶之前，戶冊中沒有收養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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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妾婚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

未婚31大婚小婚招贅婚不詳總計

竹北3251511 45
北埔1112801 41
峨眉2192200 43
總計6556512129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9：妾婚男性與原配婚姻型態之比率

大婚小婚招贅婚

竹北

個數  25 15  1
總數2205926358
比率0.0110.0160.003

北埔

個數  11 28  0
總數1367446301
比率0.0080.0630.000

峨眉

個數  19 22  0
總數1682711191
比率0.0110.0310.000

總比率0.0100.0310.001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86）。32媳婦仔未來的結婚對象叫「頭對」（池田敏雄，1990: 43；和田漠，

1990: 12），在她╱他呀呀學語、蹣跚學步以前，她與他的婚約已經預定。他

們不僅有共通的成長經驗，小時候被同儕惡意嘲弄「他們是夫妻」，彼此之

31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納妾的男性中，有6人是在「未娶正妻」的情況下，即「先行納
妾」。此所以上表有「未婚」者。此6名男性中或有日後將原先的妾扶正為妻，但亦有終
身即納一妾，未再另娶一妻。

32   小婚男女從「兄妹」身分轉化成「夫妻」關係，田野調查中的小婚男女述及媳婦仔婚姻時透
露著近親相姦的嫌惡，雖然他們無法清楚表達何以會有這種感覺（Wolf, 1972: 18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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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納妾之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

年齡層

01234567891010歲以上總計

竹北13202030000112
北埔01212142300319
峨眉25200012331423
總計3961418463185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四、生育與妾之去留

如果說傳宗接代是傳統社會的強勢價值觀，納妾是獲取子嗣的憑藉。那

末，生育就不僅只是納妾家庭的願望，對妾個人而言，可能也是有利的。身

為妾者，在夫家受到正妻的監督，她們無權命令、懲戒夫之嫡庶子。38妾之

家庭地位實不若正妻穩固，但她們還可以透過生育，寄望因子而貴以追求改

善。但那些沒有一男半女之所出的妾，她們的結局又將如何？身為妾的女人

在夫家能否長久居留、終老餘生？下文將就竹北、北埔、峨眉等3資料庫數

據，檢證生育與妾在夫家之去留間的關係。

在傳統中國社會裡，一個男人離異妾並無任何限制。台灣的情況雖亦如

此，但妾婚解除的過程，卻隨其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些許差異。在台灣，當

夫家表示要與妾離異時，通常會與妾的生家協議贖身。買斷的妾亦然，但買

斷的妾因其與生家已斷絕關係，寄望妾的生家來贖身已不可能。因此，上層

階級大多將之放逐，中層家庭則將其嫁賣，以收回身價銀（臨時臺灣舊慣調

查會編著，1993: 611）。

表12即自竹北、峨眉、北埔三地資料庫中，擷取19世紀末至1945年

間的妾婚女性133例，據此分析竹北等三地妾婚的生育情況與她們在夫家滯

留久暫間的關係。總體說來，無論有無生育，妾婚之女性離開夫家者，相對

而言數量仍在少數，僅約14％（19÷133≒0.1429）。其中最短者在迎妾入戶

38   妾雖無權命令、懲戒嫡庶子，但她對自己親生子女卻擁有婚姻或收養養子的同意權（臨時
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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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

年份19051915192519351945
 

                                                         觀察期間（1925–1945）

李氏 出生 ........................................婚姻 .........................死亡
 （1910）  （1933） （1945）

王氏 出生 ....................................婚姻 ................守寡 .........死亡
 （1915）  （1936） （1945） （1955）

陳氏 出生 婚姻 第一胎 第二胎 守寡.死亡
 （1905） （1920） （1925） （1935） （1950）（1955）

==========================================================

此時需將年份轉換為年齡

年齡01020304050
 

李氏 出生 ...........................................++++婚+++++死
 （0） （23） （35）

王氏 出生 ......................++++++++婚+++++++寡 ................死
 （0）                            （21） （30） （40）

陳氏 出生 ...........................婚 ......一+++++++二++++++++ ..........寡 ......死
 （0） （15） （20） （30） （45） （50）

假設觀察期間為1925至1945年，計算20至24歲女性的初婚結婚率。

其計算方式如下：在20至24歲區間中，李氏的結婚年齡為23歲，她所貢

獻的結婚人年即為3。同理，在20至24歲區間中，王氏21歲結婚，其所

貢獻的結婚人年即為1。由於陳氏在觀察期間之前業已結婚，所以不屬於觀

察與計算的對象。

在觀察期間1925至1945年中，計算20至24歲婦女的初婚結婚率，分

母為該研究區內所有婦女的結婚人年，亦即3+1=4，李氏與王氏已婚，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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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不到 1年即離開夫家，竹北等三地平均則是 9.9年離開。如果單就妾婚

之後離開夫家的 19個樣本來觀察，似乎妾之生育與離開夫家的關連性並不

如想像中大，亦非絕對必然。據此仍看不出妾之育有子女對她在夫家的地位

有無具體作用。畢竟 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已生育者仍有 13個之多，超過

半數。另一方面，即使沒有生育，卻仍終生留置夫家者，亦大有其人。

然而，表 12至少顯示留置夫家的妾，63％（72÷114≒0.6316）以上都

曾為夫家生育過子嗣。若更細緻地分析妾之生育男性子嗣與其去留關係，則

趨勢益形明顯。儘管 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有 13個已育有子女，但如表 13

表 12：妾之去留與生育情況

離開夫家之妾 有無生育 留置夫家之妾 有無生育

竹北  5
有  4

 40
有 27

無  1 無 13

峨眉  7
有  4

 40
有 27

無  3 無 13

北埔  7
有  5

 18
有 18

無  2 無 16

合計 19
有 13

114
有 72

無  6 無 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 13：妾之生育男孩與其去留關係

妾婚女性總數
離開夫家的妾 留置夫家之妾

生育男孩 未生男孩 生育男孩 未生男孩

竹北  45 2  3 22 18
峨眉  47 2  5 24 16
北埔  41 1  6 18 16
合計 133 5 14 64 50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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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限制，而妾對夫卻無相同的請求權利。此乃「無視妾的人格、束縛其天

賦的自由，違反公序良俗。」故仍認可妾在「法理」上與其夫享有同等權利，

得不受限制地離異其夫（王泰升，1999: 359–360）。據此，則至少在法律上，

夫妾關係正逐漸往平衡、對等的方向推移、靠攏。比起過往，妾除以「生育」

作為改善自身處境之憑藉外，現在她們相對得到法律更多的保護。儘管日治

時期台灣社會之夫妾關係具合法性仍是法院一貫的態度，妾在夫家的邊緣性

依舊，但至少在司法面向上，日治中期以後，妾的處境相較於清代中國恐已

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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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a 〈支那親族法上に於ける妾の地位〉，《台法月報》1(7): 57–59。「台法月報（1905–
1943）資料庫」。2010年 1月 26日，取自 http://libdata.ascc.sinica.edu.tw:8080/twla 
wrpapp/start.htm

 1907b 〈妾之判例〉，台灣日日新報，3月 17日，日刊 02版。「台灣日日新報（1898–1944）
資料庫」。2010年 1月 26日，取自 http://enews1.db.sinica.edu.tw/ddnc/ttswebx?@0:
0:1:ttsddn@@0.8362560993361234#JUMPOINT

 1920a 〈蓄妾制度を破る新判決〉，《台法月報》14(5): 64。

14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關係來理解並加以合理化。其他類似人口交易的「賣斷出嫁」、「妻的贈與或

買賣」等等，法院均視之為人身買賣違犯公序良俗而無效（王泰升，2004: 

316–318）。然而，在法令禁絕「賣斷」的 1920年代以後，卻仍衍生出新的

人身交易形式，即以「抵當」取代「賣斷」（田井輝雄，1990: 237–238）。缺

乏用度的家庭將女兒抵押給貸方，並簽署借用證，當中註明幾年內期滿後歸

還本金。若限滿而無力償還，則貸方有權將其女出嫁，以聘金抵欠等等。如

此，女性即從交易之物轉化為人質之類的借貸擔保。

儘管法律無法根絕人身買賣的存在，但妾的身分、處境往正面積極的方

向改善也是事實，至少就司法層面上，妾的權益已有所不同。與前言所舉的

許江之妻狀告其夫之妾，卻被官府駁回有別，日治時期現代司法體制引進台

灣，妻妾興訟不再被視為是「家庭細故」。妾之作為獨立個體，具有「天賦

人權」的概念在司法體制上屢屢被提及，在實際運作上也被清楚地意識到。

大正八年（1919）來自嘉義廳哆囉嘓西堡吉貝耍庄的程氏菜籃與丈夫涉訟，

並向法院請求離緣，此事件在當時被譽為打破舊慣的「新判決」，儼然是媒

體及司法界的焦點。程氏菜籃於大正 6年（1917）納聘與朱成為妾，隨於隔

年妊娠生子。但自入門起，程氏菜籃即屢遭其夫及正妻凌虐，懷孕期間被毆

打以致負傷一週。不堪長期凌虐，程氏要求離緣，但丈夫不肯，雙方因此對

簿公堂。程氏不僅狀告其夫並聲請離緣，且要求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法官以妾乃傳統中國法之「遺傳惰力」，本島婦人被視為「物件」一般，「其

結婚亦以買賣從事，為今日法庭判決上所不許。」法院裁判對身為妾的程氏

有利，認定夫與正妻凌虐妾至負傷，不僅無法持續日後的同居關係，亦有

「侵害於婦人之節操權」之虞。40

在程氏案例之後的大正 11年（1922），法院即以習慣上夫之離異妾幾無

40   程氏菜籃經歷興訟官司後，1919年妾除戶，成功地離開夫家。當時媒體及司法界對程氏
菜籃之離緣官司及興訟結果，有篇幅不等的報導。詳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建置，「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吉貝耍資料庫」；
不著撰人（1920a），〈蓄妾制度を破る新判決〉，《台法月報》，14.5（1920.05.24）；不著撰
人（1920b），〈公明なる新判決に據り•虐けられた本島婦人に•惠まれた自由と平等•
蓄妾制度を廢せよ〉，「台灣日日新報」，1920.04.25，日刊 07版；不著撰人（1920c），〈納
妾者鑑諸〉，「台灣日日新報」，1920.04.26，日刊 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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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妾婚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

未婚31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不詳 總計

竹北 3 25 15 1 1  45
北埔 1 11 28 0 1  41
峨眉 2 19 22 0 0  43
總計 6 55 65 1 2 129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 9：妾婚男性與原配婚姻型態之比率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竹北

個數   25  15   1
總數 2205 926 358
比率 0.011 0.016 0.003

北埔

個數   11  28   0
總數 1367 446 301
比率 0.008 0.063 0.000

峨眉

個數   19  22   0
總數 1682 711 191
比率 0.011 0.031 0.000

總比率 0.010 0.031 0.001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86）。32媳婦仔未來的結婚對象叫「頭對」（池田敏雄，1990: 43；和田漠，

1990: 12），在她╱他呀呀學語、蹣跚學步以前，她與他的婚約已經預定。他

們不僅有共通的成長經驗，小時候被同儕惡意嘲弄「他們是夫妻」，彼此之

31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納妾的男性中，有 6人是在「未娶正妻」的情況下，即「先行納
妾」。此所以上表有「未婚」者。此 6名男性中或有日後將原先的妾扶正為妻，但亦有終
身即納一妾，未再另娶一妻。

32   小婚男女從「兄妹」身分轉化成「夫妻」關係，田野調查中的小婚男女述及媳婦仔婚姻時透
露著近親相姦的嫌惡，雖然他們無法清楚表達何以會有這種感覺（Wolf, 1972: 18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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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納妾之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

年齡層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0歲以上 總計

竹北 1 3 2 0 2 0 3 0 0 0 0 1 12
北埔 0 1 2 1 2 1 4 2 3 0 0 3 19
峨眉 2 5 2 0 0 0 1 2 3 3 1 4 23
總計 3 9 6 1 4 1 8 4 6 3 1 8 5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四、生育與妾之去留

如果說傳宗接代是傳統社會的強勢價值觀，納妾是獲取子嗣的憑藉。那

末，生育就不僅只是納妾家庭的願望，對妾個人而言，可能也是有利的。身

為妾者，在夫家受到正妻的監督，她們無權命令、懲戒夫之嫡庶子。38妾之

家庭地位實不若正妻穩固，但她們還可以透過生育，寄望因子而貴以追求改

善。但那些沒有一男半女之所出的妾，她們的結局又將如何？身為妾的女人

在夫家能否長久居留、終老餘生？下文將就竹北、北埔、峨眉等 3資料庫數

據，檢證生育與妾在夫家之去留間的關係。

在傳統中國社會裡，一個男人離異妾並無任何限制。台灣的情況雖亦如

此，但妾婚解除的過程，卻隨其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些許差異。在台灣，當

夫家表示要與妾離異時，通常會與妾的生家協議贖身。買斷的妾亦然，但買

斷的妾因其與生家已斷絕關係，寄望妾的生家來贖身已不可能。因此，上層

階級大多將之放逐，中層家庭則將其嫁賣，以收回身價銀（臨時臺灣舊慣調

查會編著，1993: 611）。

表 12即自竹北、峨眉、北埔三地資料庫中，擷取 19世紀末至 1945年

間的妾婚女性 133例，據此分析竹北等三地妾婚的生育情況與她們在夫家滯

留久暫間的關係。總體說來，無論有無生育，妾婚之女性離開夫家者，相對

而言數量仍在少數，僅約 14％（19÷133≒0.1429）。其中最短者在迎妾入戶

38   妾雖無權命令、懲戒嫡庶子，但她對自己親生子女卻擁有婚姻或收養養子的同意權（臨時
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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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

年份 1905 1915 1925 1935 1945
 

                                                         觀察期間（1925–1945）

李氏 出生 ........................................婚姻 .........................死亡
 （1910）  （1933） （1945）

王氏 出生 ....................................婚姻 ................守寡 .........死亡
 （1915）  （1936） （1945） （1955）

陳氏 出生 婚姻 第一胎 第二胎 守寡.死亡
 （1905） （1920） （1925） （1935） （1950）（1955）

==========================================================

此時需將年份轉換為年齡

年齡 0 10 20 30 40 50
 

李氏 出生 ........................................... ++++婚 +++++死
 （0） （23） （35）

王氏 出生 ......................++++++++婚 +++++++寡 ................死
 （0）                            （21） （30） （40）

陳氏 出生 ...........................婚 ......一 +++++++二 ++++++++ ..........寡 ......死
 （0） （15） （20） （30） （45） （50）

假設觀察期間為 1925至 1945年，計算 20至 24歲女性的初婚結婚率。

其計算方式如下：在 20至 24歲區間中，李氏的結婚年齡為 23歲，她所貢

獻的結婚人年即為 3。同理，在 20至 24歲區間中，王氏 21歲結婚，其所

貢獻的結婚人年即為 1。由於陳氏在觀察期間之前業已結婚，所以不屬於觀

察與計算的對象。

在觀察期間 1925至 1945年中，計算 20至 24歲婦女的初婚結婚率，分

母為該研究區內所有婦女的結婚人年，亦即 3+1=4，李氏與王氏已婚，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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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不到1年即離開夫家，竹北等三地平均則是9.9年離開。如果單就妾婚

之後離開夫家的19個樣本來觀察，似乎妾之生育與離開夫家的關連性並不

如想像中大，亦非絕對必然。據此仍看不出妾之育有子女對她在夫家的地位

有無具體作用。畢竟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已生育者仍有13個之多，超過

半數。另一方面，即使沒有生育，卻仍終生留置夫家者，亦大有其人。

然而，表12至少顯示留置夫家的妾，63％（72÷114≒0.6316）以上都

曾為夫家生育過子嗣。若更細緻地分析妾之生育男性子嗣與其去留關係，則

趨勢益形明顯。儘管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有13個已育有子女，但如表13

表12：妾之去留與生育情況

離開夫家之妾有無生育留置夫家之妾有無生育

竹北 5
有 4

 40
有27

無 1無13

峨眉 7
有 4

 40
有27

無 3無13

北埔 7
有 5

 18
有18

無 2無16

合計19
有13

114
有72

無 6無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13：妾之生育男孩與其去留關係

妾婚女性總數
離開夫家的妾留置夫家之妾

生育男孩未生男孩生育男孩未生男孩

竹北 452 32218
峨眉 472 52416
北埔 411 61816
合計1335146450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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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限制，而妾對夫卻無相同的請求權利。此乃「無視妾的人格、束縛其天

賦的自由，違反公序良俗。」故仍認可妾在「法理」上與其夫享有同等權利，

得不受限制地離異其夫（王泰升，1999: 359–360）。據此，則至少在法律上，

夫妾關係正逐漸往平衡、對等的方向推移、靠攏。比起過往，妾除以「生育」

作為改善自身處境之憑藉外，現在她們相對得到法律更多的保護。儘管日治

時期台灣社會之夫妾關係具合法性仍是法院一貫的態度，妾在夫家的邊緣性

依舊，但至少在司法面向上，日治中期以後，妾的處境相較於清代中國恐已

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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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來理解並加以合理化。其他類似人口交易的「賣斷出嫁」、「妻的贈與或

買賣」等等，法院均視之為人身買賣違犯公序良俗而無效（王泰升，2004: 

316–318）。然而，在法令禁絕「賣斷」的1920年代以後，卻仍衍生出新的

人身交易形式，即以「抵當」取代「賣斷」（田井輝雄，1990: 237–238）。缺

乏用度的家庭將女兒抵押給貸方，並簽署借用證，當中註明幾年內期滿後歸

還本金。若限滿而無力償還，則貸方有權將其女出嫁，以聘金抵欠等等。如

此，女性即從交易之物轉化為人質之類的借貸擔保。

儘管法律無法根絕人身買賣的存在，但妾的身分、處境往正面積極的方

向改善也是事實，至少就司法層面上，妾的權益已有所不同。與前言所舉的

許江之妻狀告其夫之妾，卻被官府駁回有別，日治時期現代司法體制引進台

灣，妻妾興訟不再被視為是「家庭細故」。妾之作為獨立個體，具有「天賦

人權」的概念在司法體制上屢屢被提及，在實際運作上也被清楚地意識到。

大正八年（1919）來自嘉義廳哆囉嘓西堡吉貝耍庄的程氏菜籃與丈夫涉訟，

並向法院請求離緣，此事件在當時被譽為打破舊慣的「新判決」，儼然是媒

體及司法界的焦點。程氏菜籃於大正6年（1917）納聘與朱成為妾，隨於隔

年妊娠生子。但自入門起，程氏菜籃即屢遭其夫及正妻凌虐，懷孕期間被毆

打以致負傷一週。不堪長期凌虐，程氏要求離緣，但丈夫不肯，雙方因此對

簿公堂。程氏不僅狀告其夫並聲請離緣，且要求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法官以妾乃傳統中國法之「遺傳惰力」，本島婦人被視為「物件」一般，「其

結婚亦以買賣從事，為今日法庭判決上所不許。」法院裁判對身為妾的程氏

有利，認定夫與正妻凌虐妾至負傷，不僅無法持續日後的同居關係，亦有

「侵害於婦人之節操權」之虞。40

在程氏案例之後的大正11年（1922），法院即以習慣上夫之離異妾幾無

40   程氏菜籃經歷興訟官司後，1919年妾除戶，成功地離開夫家。當時媒體及司法界對程氏
菜籃之離緣官司及興訟結果，有篇幅不等的報導。詳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建置，「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吉貝耍資料庫」；
不著撰人（1920a），〈蓄妾制度を破る新判決〉，《台法月報》，14.5（1920.05.24）；不著撰
人（1920b），〈公明なる新判決に據り•虐けられた本島婦人に•惠まれた自由と平等•
蓄妾制度を廢せよ〉，「台灣日日新報」，1920.04.25，日刊07版；不著撰人（1920c），〈納
妾者鑑諸〉，「台灣日日新報」，1920.04.26，日刊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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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本文前半以清末以迄日治時代台灣社會納妾風習為背景，說明從傳統中

國沿襲而來的嗣續觀念在深層意識上影響台灣人對納妾的觀感。買妾契約的

行文、論述說明契買而來的妾與傳統中國社會的賣人交易息息相關。後半則

偏向歷史人口統計取徑，著重探討新竹地區妾婚的可能動機。在社會、文化

等文獻所載的嗣續、勞動力考量之外，竹北、北埔、峨眉三地戶冊資料庫數

據亦顯示另一種重要的文化意涵：童養媳的「小婚」婚姻下丈夫納妾的比率

最高。此當緣於小婚型態下配偶間的性嫌惡感所使然。這同時提醒我們：生

物因素容或可能對人類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產生影響，但所謂「生物因素」

不能僅僅化約為男性「色欲」所趨，毋寧說是社會、文化乃至生物等多種因

素交互作用下的結果。

如史料所載，納妾是父系社會在傳宗接代所驅動下的產物，妾與生育間

的關係可謂至為密切。然而，從新竹地區的戶冊統計上看來，生子傳嗣並非

納妾的唯一考量，未曾生育卻仍得以長久留滯夫家的妾，亦有其人。但妾的

生育機率始終明顯高過正妻，且留滯夫家的妾仍以生育者為數最多，「生育」

子女與「妾在夫家的地位」之間，仍存在某種因果關係。生育後代的天賦本

能究竟是讓女性淪為會走路的子宮，抑或是一種女性優勢，仍值得深究。

「階級」變數依然存在，「正妻」的地位儼然比「妾」高過一籌。女性之間的

等級制度使出身下層的女性相對更易受到她們自身生育本能所支配（白馥蘭

[Francesca Bray]，2006: 277–286）。如文獻所載，妾只有生育孩子，在夫家

的地位才有所改善。身為妾的女人受制於她的生育本能，但若從另一角度說

來，「生育」本能卻也提供她們改變情勢的「機會」，她還可以利用生育為自

己的地位放手一搏。對那些全無所出的妾而言，她們對夫家的「宗」幾無貢

獻，其身分、地位相對也更處於邊緣。

有理由相信，「買妾」之類的人身交易舊慣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

變遷。就制度言之，日本殖民政府試圖將西方歐陸法引進台灣，截至1920

年已明確禁絕「買斷」的概念。媳婦仔、養女風俗依然存在，但卻以「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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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這19個離開夫家的妾，仍以「未生男孩」者居多，約佔74％（14÷ 

19≒0.7368）。相對的，在資料庫觀察底線的1945年以前，留滯在夫家的114

個妾中，仍以「生育子女且生有男孩者」為數最多，占56.14％（64÷114≒ 

0.5614）。據此，則無法否定生育的正面作用依然存在。生有子女且特別是生

有男孩的妾，她們得以在夫家定著的機率更大。「生育」與「妾之地位」可

能互為因果，妾或為了改善或穩固其家庭地位而積極生育，抑或因生育而使

她相對受到保障，特別在生育男孩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點亦可自日治時

期風俗調查報告中獲得佐證。從風俗習慣看來，一個生有子女的妾除非觸犯

姦、盜或不孝等重罪，否則夫家對她仍以不離異為原則。即便夫之父母抑或

正妻，亦不得違反其子╱夫之意願離異子╱夫之妾。此所以中層階級以上之

家庭，甚少離異妾的原因（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612）。

妾在夫家固然係屬邊緣性質成員，但數據卻顯示，離開夫家的妾還是少

數，大約有37％（42÷114≒0.3684）的妾雖未曾生育，卻得以長久定居夫

家。此一結果有其合理性。在生育之外，妾若受寵於夫，對其家庭地位、日

後處境亦有保障。據文獻所載，因丈夫實際上在生前多已預先安置其妾，故

妾遭夫之父母或正妻離異、驅逐者，並不多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

1993: 612）。明治40年（1907），新竹北門街已故鄭某之嗣子與正妻對鄭某

的兩個妾提出「離籍」與「移轉業主權登記」之訴訟。正妻請求法院讓故夫

的2名妾各領二百金，並離其家而他適。但即使經歷再次上訴，法院仍兩度

駁回正妻及嗣子的請求。原因是：「本島之為妾者，與夫有一種之『身分關

係』。」兩造所爭之土地，乃「妾等之私有財產」，正妻無論執持何種理由欲

放逐之，「實無此慣習」。39據此可見，妾之身分雖屬邊緣，但妾之合法性

仍無可置疑。在實際的司法運作上，正妻與嗣子若想在夫亡後藉故驅逐，仍

非易事。

39  不著撰人（1907b），〈妾之判例〉，「台灣日日新報」，1907.03.17，日刊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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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可能自小敵對、吵架。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1914–1951）

就曾觀察到：「媳婦仔是兒孩新娘。夫妻是兒童玩伴，從流著鼻涕的小孩開

始在吵架中長大，然後選個良辰吉日結成夫妻。昨日是吵架的對手，今天卻

要成為夫妻。曾經有人因不願意叫昨天吵架的對象為妻子，所以反對結婚，

雖然被逼舉行婚禮，仍拒絕進入洞房，通宵頑固的坐在房外。問其緣由，從

小天天見面毫無羅曼蒂克氣氛（呂赫若，1990: 23–24）。」33引文所謂「毫無

羅曼蒂克」正呼應了Wolf的數據推論，媳婦仔婚姻所以遠不如大婚穩定，

與性嫌惡、「亂倫禁忌」（incest taboo）應當有不可忽略的聯繫（Wolf, 2005: 

76–92）。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數據顯示男性在小婚情況下日後納妾之比率高

於大婚，此或許與小婚型態所導致的性嫌惡不無關係。從男性角度言之，相

對於正妻之有門當戶對、媒妁安排等成規約束，妾卻是他比較可以遂其自我

意志、情感喜好而選擇的伴侶。34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總共 65個納妾

的小婚男性中，又有 2人係納娶 2個妾者。因此，總計有 67例納妾事件。

如表 10所示，仔細分析這 67例小婚型態而日後又納妾的男性資料，即可發

現他們納妾時年紀雖仍在壯年，平均約為 34.69歲，35但他們絕大多數是在

父、母皆已不在身邊或不在人世的情況下迎妾入戶，這或意味著沒有長輩約

束，使他們得以有較大自主性決定納妾與否。

另一個值得參考的數據是：上述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77個正妻

已生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 36例，小婚者 40

例，招贅婚者 1例。換言之，在嗣續已經確保無虞的前提下仍舊納一妾者，

依然是以小婚男性居為多數。如果他與小婚的原配已存在性抑制或嫌惡，媳

33  有關媳婦仔之相關文獻記載，亦參見林川夫主編（1990），《民俗台灣•第二輯》有關各章。
34   日治台灣社會，納妾原則上雖亦有媒人，若父母尚在人世，需經其同意。但主婚人卻是蓄
妾者自己主婚，從而使納妾相對有更多自主空間（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對明清傳統中國的研究亦顯示，在婚姻是兩個「家庭」之間的策略考量而非男女個
人喜好結合的上層社會，「納妾」適正提供男人與女人之間合法的、基於情愛的伴侶式結

合機制（Hsieh, 2008: 267）。
35  [（36.16×15）+（36.43×29）+（31.55×23）]÷67≒ 34.69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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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在本篇研究論文裡，我們透過人口學方法中的「人年」計算，串連女性

生命歷程中的婚姻事件，以重建個人的生命史。利用「人年」做為比較不同

婦女經歷相同事件的基準，可更精密地求出婦女生命歷程中不同生命經驗的

發生率、或其他生命軌跡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Alter, 1988）。基本

上，我們用以計算婦女生命事件的原始材料，是日治時期由日本殖民政府所

蒐集的戶口登錄資料。透過串連家戶登錄資料當中個別婦女之生命事件（例

如：出生、結婚、生育史、守寡、遷移與死亡等）的發生情況，得以重建個

人的生命歷程與生命轉變。有別於戶口普查為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調

查資料，戶籍登錄則屬於另一種縱貫性資料（longitudinal data），研究者不

僅在生命事件發生的特定時點計算某一事件發生的「次數」（counts），同時，

還須要考慮該生命事件被觀察的「時間長度」（duration）。

例如：在戶冊登錄中，一個婦女經由婚姻進入另一個家庭，並持續在夫

家待了 10年，直到第 11年其夫死亡，這樁結婚事件即宣告結束。從發生起

算，一直到因配偶死亡而結束為止，該婚姻事件前後共持續了十年之久。再

譬如，另一個女性在結婚一年之後，可能因丈夫死亡或離婚，導致婚姻的終

止。若這名女性在此後的生命歷程軌跡中，又經歷了其他四段不同的婚姻，

那麼，她就有可能在不同的 5個家戶中各待了 1年、3年不等的時間。若粗

略地將前一種情況計算為 1次婚姻，後一種情況計算為 5次婚姻，則無疑是

不恰當的。因為這兩名女性在各自的生命歷程中，分別經歷了不同的婚姻次

數；在不同的婚姻事件中，又維持了不同的婚姻年數，因而必須給予適當的

加權。亦即：應先計算出同一研究區內所有經歷相同生命事件之婦女的婚姻

年數並且加總，以此作為計算研究區內婦女生命經驗（例如：結婚、生育、

離婚、再婚等生命事件）之發生率的分母。此即為「人年」計算之目的。西

方歷史人口學者便以此作為研究方法，計算、分析人口學上事件發生的相關

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下文將以日治時期戶籍登錄資料為例，說明婦女生命史中結婚率的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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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小婚男性雙親存歿狀況與娶妾年齡

小婚個數
妾婚

平均年齡
最大 最小

父母

皆在
父在 母在

父母

皆不在

竹北 15 36.16 53.9 21.7 2 2  0 11
北埔 29 36.43 64.8 22 4 1  6 18
峨眉 23 31.55 43.8 17.8 3 1  6 13
合計 67 — — — 9 4 12 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婦仔妻子是父母安排而自己無力決定的選擇，則他可能在完成傳宗接代的義

務後，從其他女人身上尋求滿足，或藉由納妾以迎娶自己喜慕的對象。36

然則，Westermarck論點中所謂「自幼」生活一起，到底幼小到何種程

度足以產生性嫌惡？根據 Wolf研究發現，性嫌惡感決定於小婚配偶中年紀

較輕的一方。10歲以前生活在一起、玩在一起的小婚男女，明顯缺乏性愛

感覺。若是 3歲以前便一同生活，接受同一家庭的哺育、成長，性嫌惡感的

情況更顯著（Wolf, 2005: 86）。據此，我們應進一步觀察竹北、北埔、峨眉等

三地納妾的小婚男性與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在 65個納妾的小

婚男性中，研究者可追溯並掌握其媳婦仔妻子之個人資料者計有 54例。37

表 11即據此 54例分析納妾的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被夫家收養的年紀。

10歲以前即進入夫家與未來丈夫生活者，多達 46例。其中，3歲以前便由夫

家哺育教養者，19例。從小婚妻子的收養年紀看來，媳婦仔婚姻型態下配偶

間所產生的性嫌惡、抑制，或也是促成小婚男性納妾比例較高的可能因素。

36   日治時期的女性觀察者曾記錄到媳婦仔婚姻的風險，與「經常敵對、吵架、憎憤的男人勉
強結婚，婚後過著不貞的夫妻生活，終於勞燕分飛（楊氏千鶴，1990: 26）。」與此相仿，
小婚女性的婚外性關係亦時有所聞。在Wolf田野訪談的 551個女性中，小婚女性婚外性
關係的發生率高出一般嫁給陌生人的女性 2倍有餘（Wolf, 2005: 77）。相關研究，亦參考：
Wolf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183.

37   另外 11個無法追溯其小婚之妻者，係因其小婚事件發生在開戶之前，戶冊中沒有收養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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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本文前半以清末以迄日治時代台灣社會納妾風習為背景，說明從傳統中

國沿襲而來的嗣續觀念在深層意識上影響台灣人對納妾的觀感。買妾契約的

行文、論述說明契買而來的妾與傳統中國社會的賣人交易息息相關。後半則

偏向歷史人口統計取徑，著重探討新竹地區妾婚的可能動機。在社會、文化

等文獻所載的嗣續、勞動力考量之外，竹北、北埔、峨眉三地戶冊資料庫數

據亦顯示另一種重要的文化意涵：童養媳的「小婚」婚姻下丈夫納妾的比率

最高。此當緣於小婚型態下配偶間的性嫌惡感所使然。這同時提醒我們：生

物因素容或可能對人類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產生影響，但所謂「生物因素」

不能僅僅化約為男性「色欲」所趨，毋寧說是社會、文化乃至生物等多種因

素交互作用下的結果。

如史料所載，納妾是父系社會在傳宗接代所驅動下的產物，妾與生育間

的關係可謂至為密切。然而，從新竹地區的戶冊統計上看來，生子傳嗣並非

納妾的唯一考量，未曾生育卻仍得以長久留滯夫家的妾，亦有其人。但妾的

生育機率始終明顯高過正妻，且留滯夫家的妾仍以生育者為數最多，「生育」

子女與「妾在夫家的地位」之間，仍存在某種因果關係。生育後代的天賦本

能究竟是讓女性淪為會走路的子宮，抑或是一種女性優勢，仍值得深究。

「階級」變數依然存在，「正妻」的地位儼然比「妾」高過一籌。女性之間的

等級制度使出身下層的女性相對更易受到她們自身生育本能所支配（白馥蘭

[Francesca Bray]，2006: 277–286）。如文獻所載，妾只有生育孩子，在夫家

的地位才有所改善。身為妾的女人受制於她的生育本能，但若從另一角度說

來，「生育」本能卻也提供她們改變情勢的「機會」，她還可以利用生育為自

己的地位放手一搏。對那些全無所出的妾而言，她們對夫家的「宗」幾無貢

獻，其身分、地位相對也更處於邊緣。

有理由相信，「買妾」之類的人身交易舊慣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

變遷。就制度言之，日本殖民政府試圖將西方歐陸法引進台灣，截至1920

年已明確禁絕「買斷」的概念。媳婦仔、養女風俗依然存在，但卻以「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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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這19個離開夫家的妾，仍以「未生男孩」者居多，約佔74％（14÷ 

19≒0.7368）。相對的，在資料庫觀察底線的1945年以前，留滯在夫家的114

個妾中，仍以「生育子女且生有男孩者」為數最多，占56.14％（64÷114≒ 

0.5614）。據此，則無法否定生育的正面作用依然存在。生有子女且特別是生

有男孩的妾，她們得以在夫家定著的機率更大。「生育」與「妾之地位」可

能互為因果，妾或為了改善或穩固其家庭地位而積極生育，抑或因生育而使

她相對受到保障，特別在生育男孩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點亦可自日治時

期風俗調查報告中獲得佐證。從風俗習慣看來，一個生有子女的妾除非觸犯

姦、盜或不孝等重罪，否則夫家對她仍以不離異為原則。即便夫之父母抑或

正妻，亦不得違反其子╱夫之意願離異子╱夫之妾。此所以中層階級以上之

家庭，甚少離異妾的原因（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612）。

妾在夫家固然係屬邊緣性質成員，但數據卻顯示，離開夫家的妾還是少

數，大約有37％（42÷114≒0.3684）的妾雖未曾生育，卻得以長久定居夫

家。此一結果有其合理性。在生育之外，妾若受寵於夫，對其家庭地位、日

後處境亦有保障。據文獻所載，因丈夫實際上在生前多已預先安置其妾，故

妾遭夫之父母或正妻離異、驅逐者，並不多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

1993: 612）。明治40年（1907），新竹北門街已故鄭某之嗣子與正妻對鄭某

的兩個妾提出「離籍」與「移轉業主權登記」之訴訟。正妻請求法院讓故夫

的2名妾各領二百金，並離其家而他適。但即使經歷再次上訴，法院仍兩度

駁回正妻及嗣子的請求。原因是：「本島之為妾者，與夫有一種之『身分關

係』。」兩造所爭之土地，乃「妾等之私有財產」，正妻無論執持何種理由欲

放逐之，「實無此慣習」。39據此可見，妾之身分雖屬邊緣，但妾之合法性

仍無可置疑。在實際的司法運作上，正妻與嗣子若想在夫亡後藉故驅逐，仍

非易事。

39  不著撰人（1907b），〈妾之判例〉，「台灣日日新報」，1907.03.17，日刊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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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可能自小敵對、吵架。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1914–1951）

就曾觀察到：「媳婦仔是兒孩新娘。夫妻是兒童玩伴，從流著鼻涕的小孩開

始在吵架中長大，然後選個良辰吉日結成夫妻。昨日是吵架的對手，今天卻

要成為夫妻。曾經有人因不願意叫昨天吵架的對象為妻子，所以反對結婚，

雖然被逼舉行婚禮，仍拒絕進入洞房，通宵頑固的坐在房外。問其緣由，從

小天天見面毫無羅曼蒂克氣氛（呂赫若，1990: 23–24）。」33引文所謂「毫無

羅曼蒂克」正呼應了Wolf的數據推論，媳婦仔婚姻所以遠不如大婚穩定，

與性嫌惡、「亂倫禁忌」（incest taboo）應當有不可忽略的聯繫（Wolf, 2005: 

76–92）。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數據顯示男性在小婚情況下日後納妾之比率高

於大婚，此或許與小婚型態所導致的性嫌惡不無關係。從男性角度言之，相

對於正妻之有門當戶對、媒妁安排等成規約束，妾卻是他比較可以遂其自我

意志、情感喜好而選擇的伴侶。34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總共 65個納妾

的小婚男性中，又有 2人係納娶 2個妾者。因此，總計有 67例納妾事件。

如表 10所示，仔細分析這 67例小婚型態而日後又納妾的男性資料，即可發

現他們納妾時年紀雖仍在壯年，平均約為 34.69歲，35但他們絕大多數是在

父、母皆已不在身邊或不在人世的情況下迎妾入戶，這或意味著沒有長輩約

束，使他們得以有較大自主性決定納妾與否。

另一個值得參考的數據是：上述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77個正妻

已生有男嗣卻仍納妾的男性中，他們與原配婚姻是大婚者 36例，小婚者 40

例，招贅婚者 1例。換言之，在嗣續已經確保無虞的前提下仍舊納一妾者，

依然是以小婚男性居為多數。如果他與小婚的原配已存在性抑制或嫌惡，媳

33  有關媳婦仔之相關文獻記載，亦參見林川夫主編（1990），《民俗台灣•第二輯》有關各章。
34   日治台灣社會，納妾原則上雖亦有媒人，若父母尚在人世，需經其同意。但主婚人卻是蓄
妾者自己主婚，從而使納妾相對有更多自主空間（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對明清傳統中國的研究亦顯示，在婚姻是兩個「家庭」之間的策略考量而非男女個
人喜好結合的上層社會，「納妾」適正提供男人與女人之間合法的、基於情愛的伴侶式結

合機制（Hsieh, 2008: 267）。
35  [（36.16×15）+（36.43×29）+（31.55×23）]÷67≒ 34.69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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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在本篇研究論文裡，我們透過人口學方法中的「人年」計算，串連女性

生命歷程中的婚姻事件，以重建個人的生命史。利用「人年」做為比較不同

婦女經歷相同事件的基準，可更精密地求出婦女生命歷程中不同生命經驗的

發生率、或其他生命軌跡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Alter, 1988）。基本

上，我們用以計算婦女生命事件的原始材料，是日治時期由日本殖民政府所

蒐集的戶口登錄資料。透過串連家戶登錄資料當中個別婦女之生命事件（例

如：出生、結婚、生育史、守寡、遷移與死亡等）的發生情況，得以重建個

人的生命歷程與生命轉變。有別於戶口普查為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調

查資料，戶籍登錄則屬於另一種縱貫性資料（longitudinal data），研究者不

僅在生命事件發生的特定時點計算某一事件發生的「次數」（counts），同時，

還須要考慮該生命事件被觀察的「時間長度」（duration）。

例如：在戶冊登錄中，一個婦女經由婚姻進入另一個家庭，並持續在夫

家待了 10年，直到第 11年其夫死亡，這樁結婚事件即宣告結束。從發生起

算，一直到因配偶死亡而結束為止，該婚姻事件前後共持續了十年之久。再

譬如，另一個女性在結婚一年之後，可能因丈夫死亡或離婚，導致婚姻的終

止。若這名女性在此後的生命歷程軌跡中，又經歷了其他四段不同的婚姻，

那麼，她就有可能在不同的 5個家戶中各待了 1年、3年不等的時間。若粗

略地將前一種情況計算為 1次婚姻，後一種情況計算為 5次婚姻，則無疑是

不恰當的。因為這兩名女性在各自的生命歷程中，分別經歷了不同的婚姻次

數；在不同的婚姻事件中，又維持了不同的婚姻年數，因而必須給予適當的

加權。亦即：應先計算出同一研究區內所有經歷相同生命事件之婦女的婚姻

年數並且加總，以此作為計算研究區內婦女生命經驗（例如：結婚、生育、

離婚、再婚等生命事件）之發生率的分母。此即為「人年」計算之目的。西

方歷史人口學者便以此作為研究方法，計算、分析人口學上事件發生的相關

數據（Alter and Gutmann, 1999）。

下文將以日治時期戶籍登錄資料為例，說明婦女生命史中結婚率的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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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小婚男性雙親存歿狀況與娶妾年齡

小婚個數
妾婚

平均年齡
最大 最小

父母

皆在
父在 母在

父母

皆不在

竹北 15 36.16 53.9 21.7 2 2  0 11
北埔 29 36.43 64.8 22 4 1  6 18
峨眉 23 31.55 43.8 17.8 3 1  6 13
合計 67 — — — 9 4 12 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婦仔妻子是父母安排而自己無力決定的選擇，則他可能在完成傳宗接代的義

務後，從其他女人身上尋求滿足，或藉由納妾以迎娶自己喜慕的對象。36

然則，Westermarck論點中所謂「自幼」生活一起，到底幼小到何種程

度足以產生性嫌惡？根據 Wolf研究發現，性嫌惡感決定於小婚配偶中年紀

較輕的一方。10歲以前生活在一起、玩在一起的小婚男女，明顯缺乏性愛

感覺。若是 3歲以前便一同生活，接受同一家庭的哺育、成長，性嫌惡感的

情況更顯著（Wolf, 2005: 86）。據此，我們應進一步觀察竹北、北埔、峨眉等

三地納妾的小婚男性與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在 65個納妾的小

婚男性中，研究者可追溯並掌握其媳婦仔妻子之個人資料者計有 54例。37

表 11即據此 54例分析納妾的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被夫家收養的年紀。

10歲以前即進入夫家與未來丈夫生活者，多達 46例。其中，3歲以前便由夫

家哺育教養者，19例。從小婚妻子的收養年紀看來，媳婦仔婚姻型態下配偶

間所產生的性嫌惡、抑制，或也是促成小婚男性納妾比例較高的可能因素。

36   日治時期的女性觀察者曾記錄到媳婦仔婚姻的風險，與「經常敵對、吵架、憎憤的男人勉
強結婚，婚後過著不貞的夫妻生活，終於勞燕分飛（楊氏千鶴，1990: 26）。」與此相仿，
小婚女性的婚外性關係亦時有所聞。在Wolf田野訪談的 551個女性中，小婚女性婚外性
關係的發生率高出一般嫁給陌生人的女性 2倍有餘（Wolf, 2005: 77）。相關研究，亦參考：
Wolf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183.

37   另外 11個無法追溯其小婚之妻者，係因其小婚事件發生在開戶之前，戶冊中沒有收養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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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妾婚男性與原配的婚姻型態

未婚31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不詳 總計

竹北 3 25 15 1 1  45
北埔 1 11 28 0 1  41
峨眉 2 19 22 0 0  43
總計 6 55 65 1 2 129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 9：妾婚男性與原配婚姻型態之比率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竹北

個數   25  15   1
總數 2205 926 358
比率 0.011 0.016 0.003

北埔

個數   11  28   0
總數 1367 446 301
比率 0.008 0.063 0.000

峨眉

個數   19  22   0
總數 1682 711 191
比率 0.011 0.031 0.000

總比率 0.010 0.031 0.001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86）。32媳婦仔未來的結婚對象叫「頭對」（池田敏雄，1990: 43；和田漠，

1990: 12），在她╱他呀呀學語、蹣跚學步以前，她與他的婚約已經預定。他

們不僅有共通的成長經驗，小時候被同儕惡意嘲弄「他們是夫妻」，彼此之

31   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納妾的男性中，有 6人是在「未娶正妻」的情況下，即「先行納
妾」。此所以上表有「未婚」者。此 6名男性中或有日後將原先的妾扶正為妻，但亦有終
身即納一妾，未再另娶一妻。

32   小婚男女從「兄妹」身分轉化成「夫妻」關係，田野調查中的小婚男女述及媳婦仔婚姻時透
露著近親相姦的嫌惡，雖然他們無法清楚表達何以會有這種感覺（Wolf, 1972: 18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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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納妾之小婚男性，其媳婦仔妻子收養時的年齡分佈

年齡層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0歲以上 總計

竹北 1 3 2 0 2 0 3 0 0 0 0 1 12
北埔 0 1 2 1 2 1 4 2 3 0 0 3 19
峨眉 2 5 2 0 0 0 1 2 3 3 1 4 23
總計 3 9 6 1 4 1 8 4 6 3 1 8 54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四、生育與妾之去留

如果說傳宗接代是傳統社會的強勢價值觀，納妾是獲取子嗣的憑藉。那

末，生育就不僅只是納妾家庭的願望，對妾個人而言，可能也是有利的。身

為妾者，在夫家受到正妻的監督，她們無權命令、懲戒夫之嫡庶子。38妾之

家庭地位實不若正妻穩固，但她們還可以透過生育，寄望因子而貴以追求改

善。但那些沒有一男半女之所出的妾，她們的結局又將如何？身為妾的女人

在夫家能否長久居留、終老餘生？下文將就竹北、北埔、峨眉等 3資料庫數

據，檢證生育與妾在夫家之去留間的關係。

在傳統中國社會裡，一個男人離異妾並無任何限制。台灣的情況雖亦如

此，但妾婚解除的過程，卻隨其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些許差異。在台灣，當

夫家表示要與妾離異時，通常會與妾的生家協議贖身。買斷的妾亦然，但買

斷的妾因其與生家已斷絕關係，寄望妾的生家來贖身已不可能。因此，上層

階級大多將之放逐，中層家庭則將其嫁賣，以收回身價銀（臨時臺灣舊慣調

查會編著，1993: 611）。

表 12即自竹北、峨眉、北埔三地資料庫中，擷取 19世紀末至 1945年

間的妾婚女性 133例，據此分析竹北等三地妾婚的生育情況與她們在夫家滯

留久暫間的關係。總體說來，無論有無生育，妾婚之女性離開夫家者，相對

而言數量仍在少數，僅約 14％（19÷133≒0.1429）。其中最短者在迎妾入戶

38   妾雖無權命令、懲戒嫡庶子，但她對自己親生子女卻擁有婚姻或收養養子的同意權（臨時
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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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

年份 1905 1915 1925 1935 1945
 

                                                         觀察期間（1925–1945）

李氏 出生 ........................................婚姻 .........................死亡
 （1910）  （1933） （1945）

王氏 出生 ....................................婚姻 ................守寡 .........死亡
 （1915）  （1936） （1945） （1955）

陳氏 出生 婚姻 第一胎 第二胎 守寡.死亡
 （1905） （1920） （1925） （1935） （1950）（1955）

==========================================================

此時需將年份轉換為年齡

年齡 0 10 20 30 40 50
 

李氏 出生 ........................................... ++++婚 +++++死
 （0） （23） （35）

王氏 出生 ......................++++++++婚 +++++++寡 ................死
 （0）                            （21） （30） （40）

陳氏 出生 ...........................婚 ......一 +++++++二 ++++++++ ..........寡 ......死
 （0） （15） （20） （30） （45） （50）

假設觀察期間為 1925至 1945年，計算 20至 24歲女性的初婚結婚率。

其計算方式如下：在 20至 24歲區間中，李氏的結婚年齡為 23歲，她所貢

獻的結婚人年即為 3。同理，在 20至 24歲區間中，王氏 21歲結婚，其所

貢獻的結婚人年即為 1。由於陳氏在觀察期間之前業已結婚，所以不屬於觀

察與計算的對象。

在觀察期間 1925至 1945年中，計算 20至 24歲婦女的初婚結婚率，分

母為該研究區內所有婦女的結婚人年，亦即 3+1=4，李氏與王氏已婚，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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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不到1年即離開夫家，竹北等三地平均則是9.9年離開。如果單就妾婚

之後離開夫家的19個樣本來觀察，似乎妾之生育與離開夫家的關連性並不

如想像中大，亦非絕對必然。據此仍看不出妾之育有子女對她在夫家的地位

有無具體作用。畢竟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已生育者仍有13個之多，超過

半數。另一方面，即使沒有生育，卻仍終生留置夫家者，亦大有其人。

然而，表12至少顯示留置夫家的妾，63％（72÷114≒0.6316）以上都

曾為夫家生育過子嗣。若更細緻地分析妾之生育男性子嗣與其去留關係，則

趨勢益形明顯。儘管19個離開夫家的妾中，有13個已育有子女，但如表13

表12：妾之去留與生育情況

離開夫家之妾有無生育留置夫家之妾有無生育

竹北 5
有 4

 40
有27

無 1無13

峨眉 7
有 4

 40
有27

無 3無13

北埔 7
有 5

 18
有18

無 2無16

合計19
有13

114
有72

無 6無42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表13：妾之生育男孩與其去留關係

妾婚女性總數
離開夫家的妾留置夫家之妾

生育男孩未生男孩生育男孩未生男孩

竹北 452 32218
峨眉 472 52416
北埔 411 61816
合計1335146450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190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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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限制，而妾對夫卻無相同的請求權利。此乃「無視妾的人格、束縛其天

賦的自由，違反公序良俗。」故仍認可妾在「法理」上與其夫享有同等權利，

得不受限制地離異其夫（王泰升，1999: 359–360）。據此，則至少在法律上，

夫妾關係正逐漸往平衡、對等的方向推移、靠攏。比起過往，妾除以「生育」

作為改善自身處境之憑藉外，現在她們相對得到法律更多的保護。儘管日治

時期台灣社會之夫妾關係具合法性仍是法院一貫的態度，妾在夫家的邊緣性

依舊，但至少在司法面向上，日治中期以後，妾的處境相較於清代中國恐已

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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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來理解並加以合理化。其他類似人口交易的「賣斷出嫁」、「妻的贈與或

買賣」等等，法院均視之為人身買賣違犯公序良俗而無效（王泰升，2004: 

316–318）。然而，在法令禁絕「賣斷」的1920年代以後，卻仍衍生出新的

人身交易形式，即以「抵當」取代「賣斷」（田井輝雄，1990: 237–238）。缺

乏用度的家庭將女兒抵押給貸方，並簽署借用證，當中註明幾年內期滿後歸

還本金。若限滿而無力償還，則貸方有權將其女出嫁，以聘金抵欠等等。如

此，女性即從交易之物轉化為人質之類的借貸擔保。

儘管法律無法根絕人身買賣的存在，但妾的身分、處境往正面積極的方

向改善也是事實，至少就司法層面上，妾的權益已有所不同。與前言所舉的

許江之妻狀告其夫之妾，卻被官府駁回有別，日治時期現代司法體制引進台

灣，妻妾興訟不再被視為是「家庭細故」。妾之作為獨立個體，具有「天賦

人權」的概念在司法體制上屢屢被提及，在實際運作上也被清楚地意識到。

大正八年（1919）來自嘉義廳哆囉嘓西堡吉貝耍庄的程氏菜籃與丈夫涉訟，

並向法院請求離緣，此事件在當時被譽為打破舊慣的「新判決」，儼然是媒

體及司法界的焦點。程氏菜籃於大正6年（1917）納聘與朱成為妾，隨於隔

年妊娠生子。但自入門起，程氏菜籃即屢遭其夫及正妻凌虐，懷孕期間被毆

打以致負傷一週。不堪長期凌虐，程氏要求離緣，但丈夫不肯，雙方因此對

簿公堂。程氏不僅狀告其夫並聲請離緣，且要求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法官以妾乃傳統中國法之「遺傳惰力」，本島婦人被視為「物件」一般，「其

結婚亦以買賣從事，為今日法庭判決上所不許。」法院裁判對身為妾的程氏

有利，認定夫與正妻凌虐妾至負傷，不僅無法持續日後的同居關係，亦有

「侵害於婦人之節操權」之虞。40

在程氏案例之後的大正11年（1922），法院即以習慣上夫之離異妾幾無

40   程氏菜籃經歷興訟官司後，1919年妾除戶，成功地離開夫家。當時媒體及司法界對程氏
菜籃之離緣官司及興訟結果，有篇幅不等的報導。詳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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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著撰人（1920a），〈蓄妾制度を破る新判決〉，《台法月報》，14.5（1920.05.24）；不著撰
人（1920b），〈公明なる新判決に據り•虐けられた本島婦人に•惠まれた自由と平等•
蓄妾制度を廢せよ〉，「台灣日日新報」，1920.04.25，日刊07版；不著撰人（1920c），〈納
妾者鑑諸〉，「台灣日日新報」，1920.04.26，日刊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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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為 2。該觀察區內未婚婦女的初婚結婚率即為：2÷4=0.5。

研究者通常僅觀察一段特定的時間範圍，不可能詳察每一個研究對象的

完整生命史。因此，生命史的觀察、研究往往需加以「截斷」（censored）。

亦即：僅在某一特定的觀察時間內，窺探研究對象的個人生命史，並作出觀

察的紀錄。以上述婦女生命史為例，我們的觀察期間為 1925年 1月 1日至

1945年 12月 31日，那麼，發生在 1925年 1月 1日以前，以及 1945年 12

月 31日以後的婚姻事件，即應被排除。如果某些女性的婚姻事件發生於

1946年 1月 1日，其婚姻事件即不屬於有效樣本，而被排除於「分子」之外。

但是，這些女性在居住地區所貢獻的居住年數，仍應納入「分母」來加以計

算。因此，生命史的觀察通常同時包含「左截斷」與「右截斷」。前者為發

生在研究觀察期間之前的生命史事件，後者則是發生在研究觀察期間之後的

生命史事件。無庸諱言，此一研究限制往往導致研究者低估特定事件發生的

平均年齡，如：結婚的平均年齡、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齡、遷徙的平均年齡、

守寡的平均年齡和死亡的平均年齡等等。但是透過人年計算與生命表，卻能

幫助我們更精確地估計這些事件的發生機率。此點亦是近年來歷史人口學對

於生命史事件估計的重要發展與貢獻。本論文亦藉助人年的估算原理，計算

研究區內女性生命歷程中所經歷的婚姻、生育事件，以求更精密的人口學比

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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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institu-
tion of concubine marriage was constructed in Taiwan by reviewing different 
sources of historical records date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We probe not only the reasons why concubine marriage existed 
and how it functioned in Taiwan’s society in specific eras of the past, but also 
the ways in which it was perceived as a unique form of marriage. The data 
employed in this study come from a register-based database compil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The area of investigation is limited to Hsinchu 
county. This database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prac-
tices of concubine marriage in three local villages in the Chupei, Beipu and 
Emei areas. Techniques developed from historical and demographical analyses 
are applied to trac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oncubine marriage, par-
ticular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level and the duration of cohabita-
tion, as well as the destiny of women in concubine marriages after their hus-
bands’ death.

Key Words: concubine marriage, qui 妾, historical demography, Colonial 
Taiw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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