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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關在滿洲的臺灣婦女，過去的研究有限，主要原因在於臺灣學者並不重視

這段「偽滿」的研究，遑論廁身其間的臺灣人，就更不用說其中的女性。其次是

相關史料不多，只有些許附著在日本史、中國史中，因為當時到滿洲的女性大半

是家庭主婦，不會被記載下來。本文利用日治臺灣留下的「旅券下付表」，各高等

女學校的「同窓會名簿」以及當事者的口述歷史，來進行此一研究。到滿洲臺灣

婦女的人數很難估算，推測可能有五、六百名。她們到滿洲的原因，大半因丈夫

或親人在滿洲，或者偕同去觀光或商業視察，極小部分前往就職。她們的年紀在

三十上下，是生育的年齡，又遠離臺灣的親人，家中有事必須自己一肩扛起，故

有的自臺灣或當地尋找女／男性家庭助手；由於家事繁忙，與當地的滿洲人、日

本人接觸不多，因此參加臺灣同鄉的聚會就很重要。本文除了介紹婦女本身，也

介紹了其丈夫的履歷，使了解受高等學校教育的女性，其婚配的對象大半是醫師、

官僚、國策會社的社員。除了家庭主婦外，有數名醫師，其中最傑出的是謝久子，

她不僅是醫師，也通過滿洲國高等文官考試，成為第一個通過國家考試成為技術

官的臺灣女性。此外有教師、藥劑師、護士、助產士、家庭助手。她們在滿洲的

集體經驗，以及日本敗戰後，如何面對蘇聯侵入滿洲、國共內戰，終能返抵家門

的經過，也是本文的重點。由於 1905 年日本才取得旅順、大連，而 1948 年是在

東北的臺灣女性回臺的最後一年，因此本文論及的期間為 1905-194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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