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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學者集聚一堂，幾年來經過反覆的學術討論，一本研究東亞地

域摩登女郎的論文集《摩登女郎與殖民地的近代－東亞的帝國‧資本‧

社會性別》（岩波書店）於去年 2 月問世。這本彙集了社會性別歷史學

研究最新成果的論文集，在開篇導言中就明確指出：對於二○年代起在

東亞地區興起的摩登女郎現象，以往的研究多側重於以下兩個方面，第

一，被指稱為摩登女郎的女性主體。第二，一部分評論家或畫家（大多

數是男性）以或多或少的情欲視線，用他們的筆觸構築的表象以及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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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也包括對抗性話語）。而本書設定的研究對象是令現實中的摩登

男女們迷戀不已的摩登女郎表象。也就是說，本書著重分析的是我們通

常所見到的廣告、宣傳畫、漫畫、小說插圖等大眾媒體讀物所描繪的摩

登女郎。導言接著還為讀者說明貫穿該書每篇論文的核心理論依據：每

一篇文章都將使用殖民地近代的理論框架來解析流通於東亞地域的摩登

女郎表象所發揮的歷史作用。之所以選擇殖民地近代理論，是因為當摩

登女郎現象席捲上海、東京或者首爾時，正值歐美列強及日本帝國主義

在這一地區激烈地爭奪領土、資源和市場。跨越國界的社會性別現象遭

遇複雜的歷史，時髦輕佻的摩登女郎表象便乘載上沉重的歷史負荷，她

暗示著資本與帝國所翹首以待的未來世界，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心像資源。 

本書由以下三大部分組成。(1)資本的欲望(2)視線的政治(3)在帝國中

生存。第一部分收有兩篇論文，一篇是足立真理子的〈奢侈、資本與摩

登女郎－資生堂與香皂〉，另一篇是塔尼‧白露(Tani E. Barlow)的〈話

談購買－1920 年代及 1930 年代上海的廣告與性感的摩登女郎聖像〉。

第二部分共收錄三篇文章：北拉‧瑪器(Vera Mackie)的〈宗主國的視線

－從視覺文化來看摩登女郎〉，坂元弘子的〈漫畫表象中的上海摩登

女郎〉和牟田和惠的〈新女性‧摩登女郎‧賢妻良母－近代日本女性

形象的配置〉。字數占本書一半的第三部分內容更為充實，共收入以下

五篇論文：小檜山露依的〈《婦人之友》的西式服裝運動與摩登女郎〉，

芭芭拉‧佐藤的〈殖民地的近代與消費者的欲望－20 世紀初日本下層

中流階級以及工人階級中的女性〉，伊藤露莉的〈女性的移動與殖民地

的近代－走近沖繩摩登女郎現象〉，洪郁如的〈殖民地臺灣的摩登女

郎現象與時裝的政治化〉和金恩實的〈論朝鮮的殖民地知識份子羅蕙錫

的近代性〉。 
足立真理子的論文考察了日本老牌化妝品企業資生堂。在對從創建

初期就一直重視廣告宣傳的資生堂的文化戰略做了精細的梳理之後，足

立指出：日本資本主義的後發殖民地本質決定了它在生成階段就對從西

方引進的近代形象做出獨特的、具有選擇性的解釋。它一方面接受來自

西方的各種新型藝術樣式，另一方面，又站在非西方的外部力爭重新打



評介《摩登女郎與殖民地的近代－東亞的帝國・資本・社會性別》 311 

造出一種全新的形象，新生的民間資本則使用這些既非全盤西化也非本

土化的一系列無國際無社會身份的摩登女郎表象促進化妝品的販賣。事

實證明，廣告上形形色色的摩登女郎既為表象，同時也是一種被物質化的

身體，資生堂將資本的欲望寄託於她們，以求原本缺席的對象問世。 

白露論文的分析對象是二、三○年代流行於上海的廣告。她強調，

當時各類廣告上富於性感的摩登女郎形象雖沒有直接表述現實，但是這

些聖像又非超脫世俗的虛體，她們通過具體的生活必需品的交易買賣不

同程度地反映了社會的現實。在此，白露借用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對另一個場景的定義，分析性感摩登女郎聖像是如何從日常生活中

生成，又被縫合於近代主體之中。白露指出：「在主體與客體攜手並進」

的上海，摩登女郎聖像既為構築女性作出了貢獻，也讓充滿情欲的近代

與有關日常的通俗話語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成為反映人們的欲望和近

代自我認識的一面鏡子。在精彩地分析了摩登女郎聖像的生成，以及其

與通俗社會學的關係之後，白露以二○年代反覆出現的一幅畫－對鏡

而坐的少女廣告為例，饒有風趣地揭示了這種劇中劇手法所複製的自我

認知問題。在文章結尾，白露則嘗試將歷史哲學化，她說，哲學為了不

陷入某種意識形態或階級的偏見，需要不斷地與日常生活的細節搏鬥，

我們同樣可以把摩登女郎聖像解釋為一種哲學現象，這種並不抽象的哲

學現象正為我們顯現了人們創造近代社會之熱情的一個又一個瞬間，在

這裡，商品也變為具有近代性的細節了。 

北拉‧瑪器考察了流行於殖民宗主國和被殖民國或準殖民國的摩登

女郎表象。她指出，摩登女郎不僅是被社會性別化的產物，在殖民宗主

國和被殖民國之間，她誕生於社會性別、階級、種族等多重交織的視線

之下，而此種傾向在日本尤為顯著。若放眼東亞，可發現日本的摩登女

郎經常處於與西方和日本殖民地的女性相互比較的位置，而若回到日

本，又可以看到，她們是如何處於來自傳統男性和新女性褒貶兼存的夾

縫中。一方面，觀看摩登女郎表象的目光具有多重的可動性，另一方面，

表象自身也變化多端，當被表述的女主角穿上中式旗袍時，她們即刻會

變為被窺測觀望的、具有異國趣味的角色，比如日本使用李香蘭做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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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突出的一例。面向日本或中國本土，資本和帝國曾巧妙地利用了李

香蘭表象的曖昧和多面性。 

坂元弘子的筆調輕鬆，落筆有力。她令人信服地分析了當 20 世紀各

種異文化在東亞地區發生連鎖反應的情況下，作為新生視覺媒體的漫畫

是如何再現摩登女郎。在論述漫畫媒體在中日兩國的橫向影響，強調上

海摩登女郎表象不同於其他地區的特殊性之後，坂元指出，在充滿殖民

氣氛的上海租界，摩登女郎具有不僅停留於表象的虛實雙重性，充滿先

鋒派色彩的漫畫家們則巧妙地穿梭於虛實之間，以他們靈巧的畫筆鈎廓

了一批呼之欲出的摩登女郎像。身著泳裝的摩登女郎身上散發著強烈的

五四精神，作者借其健美的軀體批判了勞心者治人的儒家思想，但同時，

摩登女郎也不時地成為左翼漫畫家們揶揄的對象。這種時褒時貶的現

象，充分證明被描述對象的身份並不穩定。在戰火和炮聲臨近上海時，

摩登女郎的負面效應逐日增強，不穩定的身份日趨失衡，後來只剩下女

性漫畫家梁白波為她們孤軍奮戰。而當漫畫家們全面轉向創作戰爭題材

時，健美的摩登女郎形象便被墮落的裸體女性形象取而代之了。 

牟田和惠的論文嘗試給摩登女郎現象做歷史定位。她首先指出：來

自歐美的摩登女郎流入日本後，始終並未能與女權運動的話語接軌，從

始至終只是作為昭和初期的一種風俗現象流通於世，這一點與中韓兩國

不盡相同。接著，牟田使用歷史資料闡述新女性和摩登女郎以及摩登女

郎和賢妻良母的關係。她認為，在近代女性史中，婦女運動代表人物對

摩登女郎的批評和同樣出自男性需要而存在的賢妻良母都與摩登女郎互

為表裡。新女性和摩登女郎也好，摩登女郎和賢妻良母也好，看似相互

排斥對立，其實同為資本與帝國之欲望、幻想所投射出的一種虛像，她

們在 20 世紀不斷變動的國際環境中相輔相成，從不同的側面表達了近代

社會對女性之希冀，顯示了圍繞女性話語的權利配置。 

接下來的 5 篇論文與前兩部分的內容略有不同，它們走出表象，切

入實際，或考察日本《婦人之友》開展的西式服裝運動，或分析 20 世紀

初日本下層社會和勞動婦女的消費意識，或把目光指向沖繩、臺灣和韓

國，探討近代女性運動與摩登女郎現象的相關性。小檜山露依的文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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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個案分析，她通過考證日本第一位女記者羽仁元子創立出版的《婦人

之友》在 20 世紀初期開展的西式服裝運動，界定這一服裝改革運動的社

會意義，並進一步探討當時被捲入服裝改革潮流中的都市新中層婦女與

摩登女郎表象的關係。小檜山認為，在接納西式服裝時，以羽仁為代表

的女性與男性社會的出發點不同，統治階層為對應西方文明的標準，表

達自己接近西方的願望，大力提倡普及西式服裝，其目的是為了加快近

代國家的建設。與此相比，羽仁並沒有追隨權利話語，她看中的是西式

服裝經濟實惠的一面，她身體力行服裝改革和女子教育，努力為女性的

主體性附加上近代色彩，以使她們能夠表達具有近代主體性的自我。不

過，儘管如此，羽仁等服裝改革呼籲者並不欣賞摩登女郎，在她們的眼

裡，摩登女郎不過是甘受男性欲望支配的舊式女性，羽仁等女性運動的

先驅之所以反覆強調這種差異，其目的是自覺地與摩登女郎保持清醒的

距離。 

芭芭拉‧佐藤論文的分析對象是閱讀大眾雜誌的下層婦女讀者。她

在文章開篇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不言而喻，超越國境的摩登女郎當然象

徵著近代，但同時，她也集中地反映了都市中產階級式的消費主義。各

類大眾女性雜誌上的廣告話語都生動地向我們表明，生活在大都市的下

層勞動婦女是如何被編入這種消費主義策略中。因此，將摩登女郎的形

象單一化，則難以說明消費主義對於並不富有的女性所產生的社會或文

化變化的含義。佐藤認為，摩登女郎形象的意義在於，她們有機地挖掘

了潛在於消費者內心的女性主體性；既然殖民地的近代性決定了摩登女

郎現象的首尾一貫性，就決不能輕易地將其僅僅解釋為近代化的副產

品，今後我們應該更加留意的是，有關日常生活的話語是如何營造出新

的社會性別觀念。 

伊藤露莉和洪鬱如分別考察了摩登女郎現象南下沖繩或臺灣時的情

況。通過調查當時的報刊廣告，伊藤認為，在遠離大日本帝國中心的沖

繩，摩登女郎姍姍來遲，進入三○年代後，摩登女郎才從日本本土流入

沖繩。摩登女郎的萌發起始於多文化交錯的、獨特的－在統治與被統

治的非對稱關係下，不同文化相遇、衝突、抗爭和交涉－多重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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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體現於如何造就新型的沖繩人，在殖民地近代的種族和社會性別序

列化中沖繩女性如何自我定位等問題上。通過分析沖繩的女學生文化、

戀愛結婚和新知識階層女性的本土遊學現象，伊藤得出了頗有趣味的暫

定性結論：在具有廣闊覆蓋面的殖民地近代文脈中，多重的殖民統治文

化受眾在相互參照的過程中不斷地變化移動，而作為沖繩女性的殖民地

近代的主體則在這種移動中逐步形成，即便沖繩的摩登女郎現象為期十

分短暫，仍然突出地顯示了這種遷徙性。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

而後誕生於本土戰時總動員體制下的軍國少女。軍國少女以及眾所周知的

姬百合少女隊的悲劇，都與近代沖繩的新知識階層的女性緊密相關。 

和沖繩一樣，席捲世界各地的摩登女郎現象稍後也波及至臺灣，隨

著日本大百貨公司的相繼開業，各類商品夾裹著摩登女郎蜂擁而來。洪

郁如認為，大百貨公司的櫥窗和報刊新聞的廣告讓臺灣女性輕而易舉地

消費近代，但同時，臺灣的摩登女郎現象自出現時就一直無法迴避有關

時裝的殖民政治問題。臺灣女性在選擇服裝時雖然重視流行、追求時裝

的摩登程度，但她們也並未輕易地丟失自我認同和政治立場。在臺灣，

最先接受摩登時裝的是接受日語教育的臺灣知識階層女性，然而，她們

一貫強調自己的主體意識，蔑視被稱為黑貓的摩登女郎，這與殖民宗主

國的情況極其相似。但是，儘管臺灣的摩登女郎現象深受東京和上海兩

地的影響，臺灣女性在選擇服裝時的動機卻有別於東京和上海，特別是

在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服裝所體現的政治色彩與日俱增，以往區別於本

島服裝的旗袍由此成為一種民族情緒的印記而深受臺灣女性的厚愛。出

於對旗袍的不安心理，統治者千方百計地指導修改其樣式，而臺灣女性

則身著原裝原樣的旗袍以示抵抗。另一方面，臺灣女性在某些正式場合

仍著和服，她們把和服作為調節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時的

工具。與洋溢著濃厚政治氣味的和服、旗袍相比，西式服裝則超越了從

屬意識得到了普及和流行。洪最後強調，摩登女郎所表現的臺灣近代雖

經由上海和東京，臺灣女性在選擇時裝時，卻顯得在中裝、和裝與洋裝

三者之間遊刃有餘。 

金恩實的論文使用了曾留學日本，深受日本女權運動團體青鞜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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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女畫家羅蕙錫自身的大量言論來分析她的一生。以往的有關研究由

於過多地關注羅蕙錫自由奔放的個人生活經歷而未認真分析她通過接受

近代教育，不斷追求作為主體自我時的一系列言論。金的論文切入點恰

恰在此，她根據羅本人的言論以及生存環境的變化，將羅的一生分為三

個階段。尋求具有啟蒙意味的自我為第一階段，在第二階段，坎坷的結

婚生活使女畫家切身體會到做人與做女人的乖離，離婚後周遊歐美重新

回歸女性為第三階段。然而，當羅高聲向社會呼籲自己要回歸女性時，

她做人的權利也就被社會徹底地剝奪，以至最終慘死街頭。金的論述始

終迴旋於羅蕙錫的言論與她自身的經歷之間，篤實的史料和細緻的分析

使讀者通過實例看到了在殖民地近代的空間裡，一位女藝術家是如何不

斷拼搏，又如何重新陷於困境。可以說，這篇論文充分地顯示了近代、

殖民地和社會性別等研究視野在個案分析上的有效性。 

當前，社會性別研究日益普及，各類研究成果源源不斷地面世。然

而，像本書這樣經過反覆的討論切磋，歷經數年終成一書的例子恐怕還

為數尚少。如上所述，本書所包納的範圍，涉及的問題之廣自不必言，

特別使筆者感到耳目一新的是，本書以殖民地近代理論穿針引線，成功

地把不同內容的各篇論文編織一體，既給予讀者一種鮮活的理論刺激，

同時也為研究者，尤其是致力於社會性別和東亞史研究的同行提供了一

個清晰的、令人信服的歷史視角。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讀畢本書，我想用這句並不新鮮的詞

句簡單地概括我的感想。因為每篇論文論述的雖是歷史，卻能讓我們更

加清醒地面對今天。有關資本的欲望如何折射於摩登女郎表象，有關摩

登女郎表象如何跨越國界在不同的環境下變幻自如，有關服裝如何表述

民族和政治，有關女性生存的困境等歷史上的各種場景不都或多或少地

以相似的形式再現於今天嗎？從這個意義上說，針對歷史遺留下的戰爭

中的性犯罪問題，編者寫在後記中的一段文字發聾振聵，讓我們驚喜地

發現了被歷史的塵埃掩埋的環扣，現將原文摘錄如下： 

解讀資本和帝國寄賦於摩登女郎表象中的欲望，是發現摩登

女郎與慰安婦之間欠缺環節聯結環扣(missing link)的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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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在此，也披露一點遺憾。本書廣泛地涉及了廣告、漫畫、服裝和照

片等視覺文化，但對於 20 世紀的新興視覺藝術和新興產業的電影卻只有

少量的、間接性的敘述。回顧二、三○年代，至少在東京和上海，身處

摩登第一線的女電影明星在銀幕上創造了不計其數的摩登女郎形象，電

影的流通、電影的受眾與電影的再生產都是不可忘棄的研究領域。當然，

這種指責有些勉為其難，或許應該說，與其說是遺憾，不如說，本書大

刀闊斧地為我們開闢了一大片荒土，特意留下這片空地等待更多的有志

者去耕耘。 

另外，再補充一點奢望。評者最感興趣的是戰爭的進展與摩登女郎

表象之間的關係。從滿洲事變到中日戰爭的全面開戰，一邊是摩登女郎

表象在東亞地區的興盛，一邊則是日本侵華戰爭逐步加劇，戰火迅速蔓

延。坂元弘子和伊藤露莉的論文都在結尾部分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發動

的戰爭摧毀了上海或沖繩的摩登女郎表象。但是，正如本書在序論最後

部分所述，從戰時的跨國影星李香蘭的範例來看，作為聖像的摩登女郎

並未因炮火銷聲匿跡，標誌著被佔領地區的女影星圖像反而被載負上更

多的殖民意象，配合戰爭的意識形態，跨越國境呼籲「共榮」。我們知

道，至少在日本，不僅身份曖昧的李香蘭，還有不少滿映（註：日本於

1937 年在偽滿洲設立的國策電影公司，全稱為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

或上海女影星肖像曾被大量地消費，尤其是身居上海的女演員，她們身

著西式或中式的華麗衣裙，笑容可掬地面對著日本的大眾。這種來自帝

國的資訊操作，突出地顯現了非對稱關係下佔領一方的視線。這種視線

既把佔領國的女性回收於國民（男性）隊伍，也同時把被佔領一方，包

括其領土全部地做了女性化的處理。為此，倘若本書能添加一，兩篇論

述戰爭和摩登女郎的文章，將會更加有助於我們去「發現摩登女郎與慰

安婦之間的欠缺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