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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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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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