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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第一章　「遊戲」題材新論：語文遊戲詩賦與「言意之辯」的關係 i

序

本書為筆者個人的第三本學術著作，延續著自己長年以來對台灣

農村社會的關懷與思考。筆者的第一本學術著作主要從政治史的角度，

梳理國民黨與地方社會的互動，第二本學術著作則從戰爭體制的脈絡切

入，說明 1930年代至 1950年代形塑台灣農政的主要因素，本書則從冷

戰體系及農業史的視角詮釋，1950年代至 1960年代期間的台灣農村、

農業與農民。

回想本書的撰寫歷程，主要奠基於個人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米

糖之外：農復會與新興作物的推廣」、政大補助新進教師學術活動成

果、參與中央研究院「台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期間的研究，以及

參加國史館的學術研討會等。筆者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主要以蘆筍、

洋菇等作物為主題，探討 1950年代至 1980年代間的台灣農業經濟作

物，該研究計畫的發想源自於筆者母親的成長經驗。筆者的母親年少時

曾經當過蘆筍工廠的女工，農村栽培蘆筍、挖蘆筍等的歷史，是筆者小

時候耳熟能詳的農村故事。對筆者而言，母親一直是一位可遇不可求的

報導人，是別具意義的存在。

本書的兩篇農村研究，農村調查及實驗農村則為筆者參與中研院

「台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及獲得政大補助新進教師的研究成果。

筆者於 2018年參與農委會補助中研院執行的「台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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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於 2020年底因為罹病需要休養，不得不退出該調查計畫。參與

「台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對筆者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一項研究及

生命經驗。筆者自詡從小在農村社會成長，私心自以為極度瞭解農村，

然而參與調查計畫後，發現農村（廣義性）的多面性、複雜性及快速變

化的腳步，遠超乎筆者的想像，因此該計畫的參與，對筆者的研究生命

經驗而言，是學會更謙卑地面對農村社會、自己成長的土地。2019年

筆者有幸回到母校政大從事教研服務，獲得學校對於新進教師的研究補

助，筆者以戰後實驗農村的推動為題，展開對於實驗農村的研究，緣由

即因為政大的所在地木柵，當時便是實驗農村建設的重鎮之一。

這段期間，由衷感謝擔任「台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的主持人

許雪姬教授及曾品滄教授，兩位老師對我的諸多提攜與照顧，特別是在

知道我罹病後，許雪姬老師特別寫信安慰我、鼓勵我，希望我無論如何

也要跨過生命的難關，對於當時心情沮喪又低落的我，給了我莫大的勇

氣。我也要感謝兩位老師，因為我罹病不得不退出調查計畫時，所帶給

團隊的困擾，謝謝他們幫忙後續處理。此外，在農村調查的研究，我要

感謝政大的同事社會系鄭力軒教授，借閱相關的研究書籍提供參考。

在實驗農村的研究方面，必須感謝日本筑波大學的山本真教授，山本教

授很早便注意到實驗農村的重要性，慷慨提供他的研究成果予我參考。

2023年受邀前往山本教授研究室，進行研究成果發表，在日本這段期

間，筆者又找到農村調查的相關寶貴資料，感謝山本真教授及日本學術

界所給予的交流機會。

本書最後的兩篇文章是以香蕉輸日貿易及青果社組織為題。這兩篇

文章是筆者應邀國史館的學術研討會而撰寫，非常感謝國史館館長陳儀

深教授的邀請。筆者在薛化元老師的指導下長年研究農民組織：農會、

水利會等組織，青果合作社是筆者針對農民組織所撰寫的第三種類型，

深盼這些研究成果能讓關心農村社會的各界，對於農民組織有更多面向

的瞭解。以上藉由簡單說明全書的寫作及研究歷程，期待讀者能更加理

解筆者一直以來的研究關懷及寫作。



 　序 iii

本書的完成可說是筆者從事教研工作期間，第一階段的成果。在這

段期間，首先要感謝歷史系的同事們及助教們，特別是我在生病期間

給系上帶來的不便，謝謝大家對於我的包容，更要謝謝兩位前後系主

任陳秀芬老師、金仕起老師，所給予我的關懷與諸多協助。其次，要感

謝進行研究及田野調查時，熱情提供各項協助、提點的先進及鄉親們：

和美鎮農會、東勢鄉農會、芳苑鄉農會、竹塘鄉興家洋菇栽培農場等親

友們、廖英傑村長服務處等親友們、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中

華民國農訓協會丁文郁老師、芳園鄉長林世明等人，謝謝他們豐富了本

書的研究面向。謝謝在德國閱覽檔案期間，擔心我初次到德國人生地不

熟，因而前來相助的學弟陳冠任，謝謝摯友逸帆陪我進行田野調查、曉

晨總是幫我從日本購買研究所需要的書籍，謝謝我國科會的研究計畫助

理們。

在出版工作方面，我要感謝政大出版社的淑禎助教及相關同仁，

謝謝他們的鼎力及細心協助，本書才能順利刊行。接著，想感謝在個人

寫作期間，提供筆者各項協助與關懷的師友們及家人。首先，要感謝我

的指導教授薛化元老師，謝謝他在第一時間得知我生病時，聽我在電話

中崩潰痛哭了不知道多久，生病時我最擔心的事情之一是辜負老師的栽

培心血。謝謝我的摯友愛真第一時間便想拋家棄子奔來台北，陪伴無助

的我。謝謝翁佳音老師、彭明輝老師、楊瑞松老師、黃福慶老師、李明

仁老師、衣雲、為楨、麗榕學姊、文凱老師、Jack、致宏、逸帆夫婦、

曉晨、思如、万晴、鈺喬、保祥、穎怡、百合、玉敏、淑瑜、明政、威

權、玉珊、佳潔、愛真夫婦等人給我的關心與鼓勵，特別是到醫院照顧

我的思如、淑瑜，探望我的鈺喬。謝謝長老教會的盧俊義牧師、濟南教

會的牧師們、長老們、主日小組及新生小組的兄姊們、台北馬偕醫院的

張志隆醫師。最後，最要感謝的人是我的父母親及姐姐們，謝謝他們體

諒長年待在台北、有空才回家的么女及么妹。書寫農村，是我作為在農

村社會成長的子弟，最蒼白的回饋。

本書在付梓前，曾有機會與俊宇學長聊到這本書的出版事宜，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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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已經先遠行，再也無法跟學長分享出版期間的心路歷程，而我依然

相信，終究有一天大家會再見面的。在此之前，懇求上帝保守看顧學長

摯愛的家人們。

黃仁姿 2024年 1月 25日　謹誌於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