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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聚焦討論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左翼女性許金玉、張金爵、馮守

娥、許月里等人的政治意識、女性身份、女性情誼、政治系譜、社會主義

理念的發展與關係。本文觀察到其自下而上展開社會主義思考與行動，包

含從原生家庭、女性命運、女工處境展開政治思考；其次，從同工不同酬、

工時過長的自身經歷，發起遊行、怠工等行動。本文所探討的左翼女性皆

經歷日治到戰後蓬勃的社會主義思潮，其論述看見政治關懷與女性身份不

可分割，並提出整體社會結構改造，才能解決女性處境。其三，左翼女性

政治受難者的發展、行動，可勾勒出女性情誼與左翼女性的政治系譜。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dentities, sentiments, political genealogy, and socialist beliefs of the left-

wing women in the 1950s Taiwan under the White Terror, including Hsu 

Chin-Yu, Chang Chin-Chueh, Feng Shou-E, and Hsu Yueh-Li,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s. These women started developing their socialist thinking 

and a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amilies of origin, female destiny, and 

the conditions of female workers. Having experienced unequal pay and 

excessive work hours themselves, these women had initiated 

demonstrations and labor slowdowns. They were all influenced by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socialism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eir discourses demonstrate the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oncern and female identity. According to them, only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can 

women’s situation be improved. The 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actions of 

these political victims highlight the sentiments and political genealogy of 

left-wing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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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二戰結束後，旋即陷入國共戰爭。國民政府為「勘平共匪叛亂」，於

一九四七年實施「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案」、一九四八年通過《動

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一九四九年實施《入境管理局辦法》、一九四九

年再頒布《臺灣省戒嚴令》。一九四九年實行「懲治叛亂條例」。一九五

〇年通過《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1 直至一九九一年廢除《懲治叛亂

條例》、一九九二年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才終結臺灣的白色

恐怖時期。2在實施特殊法案的非常時期，臺灣處在國際冷戰、國共戰爭雙

戰結構下，共產主義被定義為危害自由世界。3白色恐怖左翼政治案件從檔

案、口述史、回憶錄也不少史料。4本文欲探究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左翼

女性政治受難者政治意識的萌發與其女性身份有何關係？左翼女性系譜與

政治行動為何？扣緊女性與左翼兩大核心探究上述問題。本文以左翼女性

為核心關懷有兩點原因：首先，在國際冷戰、國共戰爭結構下，恐共、反

左的氛圍使左翼研究成為禁忌與斷層。近年來林正慧、林傳凱等人的研究

拓展了左翼政治案件的成果。林正慧以一九五〇年代省工委和臺盟案件為

                                                 
1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新北：五南，2015），頁 45-88。 

2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稻鄉，2014 年 11 月)。 

3   藍博洲：《高雄二二八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高雄：春暉，1997）。 

4   這 20 年來從民間到公部門，出版了不少白色恐怖口述訪談與報導成果：藍博洲《高雄

二二八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1999 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戒嚴時期臺北地

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 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

口述歷史》、張炎憲主持《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2002 年新竹市文化局出版《風

中的哭泣：五〇年代新竹政治案件》、《泰源監獄事件專輯》、《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

臺灣共和國》、《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談紀錄》、姜天陸《南瀛白色恐怖誌》、《暗夜

迷踪—宜蘭地區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訪問記錄》、《白色跫音：政治受難者及相關人物口

述歷史》、《白色封印》 等。在報導文學、回憶錄、自我敘述包含藍博洲《天未亮—

追憶 1949 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麥浪歌詠隊—追憶 1949 年四六事件（臺大部

分）》、《臺灣好女人》、《紅色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風暴》、《藤纏樹》、《幌馬

車之歌》、《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老紅帽》、《紅色客家人》、《臺共

黨人的悲歌》 與《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涂炳榔等著《停格的情書：高雄市

政治受難者的故事》、《綠島老同學檔案》、李鎮洲的自傳《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

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施明雄《白色恐怖黑暗時代：臺灣人受難史》、陳英泰《回

憶，見證白色恐怖》及《再說白色恐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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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探討組織發展、組織瓦解與判決人數。5林傳凱則針對省工委會的動員模

式、意義生產、組織發展深化地下黨的研究。6上述研究奠基左翼女性歷史

處境的前行研究。然而，藍博洲指出臺灣社會雖然對五○年代政治犯人們

有相對友善的眼光；可面對政治犯的左傾思想，還是存在著排斥。7林照真、

林恕暉也提及國共內戰後左派成為禁忌，白色恐怖更企圖將左派斬草除根，

「左」成為負面象徵。8左翼政治事件研究雖然在學術圈有不少成果，但社

會氛圍在「反共」的歷史延續下尚處於某程度的禁忌。其次，女性政治受

難者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由女性視角切入探討白色恐怖議題有其必要性。

近幾年白色恐怖女性受難者訪談成果有很大進展，包含以女性受難家屬經

驗為核心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9；以及以女性

政治犯為主體的《流麻溝十五號》10分別切入受難家屬、政治犯主體的面向。

沈秀華批判過往二二八研究將女性視為「間接受難者」，提出「政治受難

者家屬就是政治受難者」11的論點，指認女性受難者家屬經驗主體性。楊翠

則指出歷史論述應跳脫將「白色恐怖受難史」定位為「男性的」；「受難

家屬經驗史」定位為「女性的」的二元觀點，必須在這兩種研究取徑之外，

再開拓女性政治犯為主體的研究空間。12本文在上述研究啟發下，希冀在男

                                                 
5    林正慧：〈1950 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臺

灣文獻》第六十卷第一期（2009 年 3 月），頁 395-477。 

6    林傳凱：〈胎死的秘密革命家組織：重讀 1940s-50s「省工委」發展中的四項保密機

制〉，「2011 臺灣社會學年會」，國立臺灣大學，臺北。2011 年 12 月。林傳凱，〈黑

暗中的認知、風險、與共同體想像—省工委(1946-1953)地下抗爭的動員模式與意義產

生〉，2012 年臺灣社會學年會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東海大學，臺中。2012

年 11 月。林傳凱，《戰後臺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1945-1955)》(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

會學系博士論文，2018 年 7 月)。 

7   藍博洲在書寫余聲潤的訪談也指出對於左翼政治受難者哀悼的禁忌。見藍博洲：《藤纏

樹》(臺北：印刻，2002 年)，頁 96。 

8   林恕暉：〈1990 年代的臺灣左翼媒體--《群眾》雜誌及《群眾之聲》電臺之個案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暨傳播學院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17 年 1 月。林照真：〈在臺灣叫

左派太沉重？〉，《中國時報》，臺灣，2001 年 3 月 2 日。 

9   許雪姬編者：《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三冊)》(新北：國家人權

博物館，2015 年 5 月)。 

10   曹欽榮、鄭南榕基金會：《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臺北：書林，2012

年 12 月)。 

11  沈秀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臺北：玉山社，1997 ）。 

12  楊翠：〈女性與白色恐怖政治事件〉，陳志龍、邱榮舉、倪子修編，《臺灣人權與政治

事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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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政治受難者/女性為政治受難者家屬二元的框架之外，再開拓女性政治

受難者的研究面向。 

白色恐怖時期遭判刑或槍斃的女性政治受難者的人數並不少。過往不

少學者在檔案未公開、資料有限的情況下有拓展性的貢獻，目前遭判刑的

女性可掌握到的人數為五百二十六人。13不少前行研究在檔案與史料甚少的

情況下，很早便發表具有開拓性的成果，礙於檔案資料在女性受難人數上

有資料、檔案上的侷限，但為關注女性政治受難者重要的前行研究。本文

無意探討女性政治受難者人數，而是從左翼與性別視角切入，探究左翼女

性的女性經驗、政治意識與左翼系譜。礙於篇幅之侷限無法探討所有具有

社會主義思想的女性，因而以明確自我宣稱具有社會主義理念的許金玉、

張金爵、馮守娥、許月里四人相互參照，運用官方檔案(含判決書、偵訊筆

錄等)、口述影像、訪談紀錄、報導文學、輔以相關人士或同案人的訪談資

料，交叉比對勾勒四位左翼女性政治受難者的圖像，探討其女性身份、政

治意識與行動、女性政治系譜的關係。 

臺灣左翼女性最廣為熟知的為日治時期臺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臺灣

民族支部）謝雪紅、「臺灣農民組合」葉陶。關於謝雪紅重要論著有林瓊

                                                 
會，2006），頁 411-452。 

13  前行研究者對於白色恐怖時期被判刑的女性在資料甚少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包含龍

邵瑞在《綠島老同學檔案》一書中提及綠島「新生訓導處」「女性人犯的數量不多，大

約 60 人，附屬在第六隊，那裡專門成立了女生分隊」，參考龍邵瑞編著，《綠島老同

學檔案》(臺北：人間，2013 年 2 月)，頁 146。楊翠一一比對整理女性政治犯被判處

「死刑」，並且執行槍決的以及彙編的「被槍決的女性政治犯」名冊，至少 26 人，而

獲判各種徒刑者，列出 70 位被判刑的女性。據一般的口述歷史陳述，皆提及綠島新生

訓導處「女生分隊」最多曾達 90 餘人，而保安處、保密局、軍法處更經常擠滿一兩百

名女性。見楊翠：〈女性與白色恐怖政治事件〉，收錄於《臺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6

年），頁 411-452。任育德則統計有 168 位女性遭判刑與入獄，見任育德：〈從口述史

看 1950 年代政治案件的女性受刑人〉，《近代中國》，154 期（民國 92 年 6 月），頁

123。邱冠盈在其論文彙整比對的名單為 271 人，見邱冠盈：〈女性枷痕—一九五〇年

代白色恐怖女性政治受難者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4 年 1 月。目前掌握到的受判決女性人數感謝東華大學楊翠教授、促進轉型正義委

員會研究員何雪綾博士提供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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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陳芳明等人的研究，14史料則有張克輝、楊克煌的口述訪談。15對於謝

雪紅著力甚深的林瓊華從父權重圍等角度來探究謝雪紅的革命經歷；陳芳

明則刻劃謝雪紅的左翼女性的抗爭圖像，皆為研究左翼女性的開拓者。然

而，本文探討的許金玉、張金爵、許月里、馮守娥四位女性的左翼思想與

行動，相關的學術研究較少。薛化元、余佩真以張金爵三次不同時期口述

訪談為主軸，省思口述史在不同時空、個人回憶、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差異

性為研究重要參考。16然而在白色恐怖的逮捕與鎮壓下，曾經蓬勃的社會主

義思潮與女性的圖像與系譜，尚有許多空白待填補。目前針對左翼婦女運

動的相關研究中，柯惠鈴對於中國左翼女性的研究為重要借鏡。柯惠鈴聚

焦「後五四」，以左派婦女回憶錄探討左翼女性獨立的主體。提到左翼女

性經常「走了一段追求獨立的解放過程，最後的結局是個體淹沒在集體

中」，追求解放的女性有著在性別與階級更多難以兼顧的兩難，變成「只

存在黨性、喪失女性」的結局。17柯惠玲的研究指出左翼女性的能動性，也

寫出在性別身份與階級革命雙重身份下出現的結構困境，為左翼女性研究

的重要參照。 

本文所關切左翼女性政治受難者其政治意識與行動具有女性身份、階

級關懷、左翼女性系譜的特殊性。所探討的許金玉、張金爵、許月里、馮

守娥四位女性有幾點共通性，包含四人皆在一九五〇年代遭判刑、皆受到

社會主義啟發、並實際參與遊行、怠工、聚會、辦刊物等行動： 

許金玉（1921-2018），臺北萬華人，公學校畢業。因「臺灣省工委會

郵電總支部計梅真等人案」於一九五〇年被捕，判決「明知計梅真為匪而

不檢舉」、「介紹或吸收同志加入組織之事實」，軍法局以叛亂罪判刑十

                                                 
14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臺北：麥田，2009 年 2 月）。林瓊華：〈左獨、左統與民

主自治：臺灣社會主義者謝雪紅的政治認同與實踐困境〉，《文史臺灣學報》，12 期

（2018 年 9 月），頁 105-129。 

15  張克輝：《啊﹗謝雪紅》（臺北：愛鄉，2007 年 2 月）。楊克煌筆錄，楊翠華整理：

《我的回憶》（臺北：楊翠華自印，2011 年 4 月）。 

16  薛化元、余佩真：〈臺灣白色恐怖時期人物訪談記憶的實與虛：以「省工委會」成員張

金爵女士的三次口訪紀錄為例〉，《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6（2015 年 8 月），頁

20–27。 

17  柯惠鈴：《她來了：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新北：臺灣商務，2018 年 9 月），頁 69-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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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18計梅真被捕時三十五歲，錢靜芝三十歲，兩人皆為江蘇人。判決書

記錄計梅真與錢靜芝「共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

死刑各處褫奪公權終身」19。許金玉被捕時三十歲，任職郵電總局員工，為

一九四九年戰後第一場工人請願遊行的參與者。 

張金爵(1923-)年出生於彰化，曾接觸首陽花園的「焦土會」。一九四

五年終戰，張金爵、賴瓊煙、鍾逸人等人合夥開辦「興中書局」。20戰後於

陸軍醫院擔任護士，結識臺共廖瑞發，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加入共產黨

參與「司機工會」，化名張彩霞，並與賴瓊煙協助辦《光明報》。一九五

〇年牽涉司機工會案被捕，一九五一年被依「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

而著手實行」判刑。判決書中寫著「張金爵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之，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判決理由是籌組臺北市汽車司機賣票

員各工會。國防部軍務局「張金爵等案」涉嫌參與叛亂團體等案件，經臺

灣省保安司令部等機關以叛亂罪判處有期徒刑並褫奪公權。21  

馮守娥(1930-)出生於宜蘭，一九四三年進入蘭陽高女。根據臺灣省保

安司令部判決，馮守娥、馮錦輝、盧盛泉、蕭素梅等人因涉及臺灣省工作

委員會蘭陽地區共匪組織案而遭逮捕。馮錦煇於一九五〇年被槍決，馮守

娥因牽涉此案而被判刑入獄十年。同案人有盧盛泉、馮錦煇、蕭素梅等人。

根據保安司令部判決書盧盛泉為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成員，馮守娥判

                                                 
18  根據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許金玉以「計梅真等叛亂等罪」依法判決。臺灣省保安

司令部給國防部軍法局的判決書中，被告則包含計梅真、錢靜芝、李振貴、曾清萬、許

金玉、王文清等人。參考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國防部軍法局審核宗卷。參考《臺

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9）安潔字第 2099 號》，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網址：

https://twtjcdb.tjc.gov.tw/Search/Detail/22465（瀏覽日期：2021/12/29）。藍博洲：《臺

灣好女人》等。 

19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9）安潔字第 2099 號》，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網址：

https://twtjcdb.tjc.gov.tw/Search/Detail/22465（瀏覽日期：2021/12/29）。 

20  張金爵自述「加入地下黨的時間是 1946 年 5 月 1 日」，見林聲洲訪談：〈張金爵女士

訪談記錄〉，《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員及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委託

單位：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執行單位：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

會，2014 年 12 月)，頁 218。 

21   國防部軍務局，「張金爵等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3750187701/0040/1571/1123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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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叛亂組織有期徒刑十年，蕭素梅則有期徒刑五年。22 

許月里(1912-2008) 臺北新店人。一九五〇年因為「資匪」罪名而被判

刑十二年。早在日治時期許月里便參與「工友協助會」，並協助從事婦女

運動。一九二五年工人為實現「保障工人權益」、「改善勞動條件」、

「發展工人福利事業」而發動多次的罷工浪潮因而成立「工友協助會」，

許月里為「工友協助會」成員。23白色恐怖時期許月里涉及「陳基全等案」

而遭到「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24。 

本文選擇此四位女性有幾點共通性：首先，皆為本省籍的左派女性。

其次，皆參與工會運動以及左翼行動。其三，皆在日治到戰後左翼思潮的

環境下形成思想與行動。如許月里自日治時期便參與工人運動、張金爵亦

自日治時期就開始接觸葉陶、楊逵等人；許金玉與張金爵皆為一九四八司

機工會怠工、一九四九年「歸班」工人遊行的重要行動者，張金爵亦參與

印刷《光明報》左翼刊物。本文並非要論定這幾位女性是否為共產黨地下

黨員，而是討論當時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女性，其政治意識的萌發與其女

性身份有何關係？女性情誼不僅停留在女性情感連結而是轉化為政治系譜？

其社會主義理念、政治意識與行動為何？三個環環相扣的問題來討論女性

身份與政治意識之間的關聯。 

 

 

                                                 
22  參考以下資料：許雪姬主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臺北：

國家人權博物館，2015 年 5 月）。《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9）安潔字第 1764 號》，

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網址：https://twtjcdb.tjc.gov.tw/Search/Detail/15435（瀏覽日期：

2021/12/29）。國防部軍務局，「盧盛泉等叛亂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檔號：B3750347701/0039/3132022/22。  

23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臺北市：聯合文學，2001 年 7 月)，頁 88。 

24  國防部軍務局，「陳基全等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5294480/143/096。國家檔案資訊網，網址：

https://aa.archives.gov.tw/archivesData.aspx?SystemID=0000417240（瀏覽日期：

2019/9/13）。 

https://aa.archives.gov.tw/archivesData.aspx?SystemID=000041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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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主義思潮在臺灣與左翼女性思想形成 

歷史主體是社會關係的總和25，且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並非隨心所欲地

創造，亦非在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

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26白色恐怖左翼女性的政治受難者的思想發展必須鑲

嵌在宏觀的社會關係與微觀的個人網絡來理解其政治行動與意識。臺灣自

日治時期到戰後，都有蓬勃的社會主義思想養分，臺灣左翼歷史也必須從

臺共、日共、中共三軸線來理解。本文所探討的女性也涉及臺共、日共、

中共三軸線。如許月里在日治時期便參與左翼團體；張金爵也透過農民組

合的葉陶日後接觸到臺共廖瑞發，並在戰後加入地下黨；中國地下黨的計

梅真則深刻地影響了許金玉。足見臺灣戰後左翼女性深受臺共、日共、中

共三軸線的影響。27本文從文化思潮、政治因素、團體成立三面向來談左翼

女性思想形成的脈絡。 

在文化傳播上，不少知識份子在日治時期就已經受到左翼理論的影響。

根據中島利郎、黃惠禎的研究，戰前魯迅、郭沫若等人作品便在臺灣傳播

閱讀，可見中國左翼思潮與作品在一九二〇年代已展開在臺灣的流通與傳

播。28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陳明忠則提到自己在日治時期就已經讀了《資本

論》等左翼書籍。29郭琇琮與許強也受到自日本明治和大正時期便發展的社

會主義思想影響而比較關心弱勢族群，在二二八事件後更走向左翼路線的

                                                 
25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站，網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45.htm（瀏覽日期：

2018/10/12）。 

26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參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中文馬

克思主義文庫網站，網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8/003.htm（瀏

覽日期：2018/10/12）。 

27  此處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指出臺共、日共、中共三條脈絡，並建議先闡述這三條脈絡平行

與交錯處來使論文更結構化。 

28  中島利郎：《臺灣新文學與魯迅》（臺北：前衛，2000 年 5 月）。黃惠禎，〈郭沫若

文學在臺灣：其接受過程的歷史考察〉，《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6 期（民國 102 年 4

月），頁 215-250。 

29   陳明忠、李娜整理編輯，呂正惠校訂：《無悔—陳明忠回憶錄》（臺北：人間，2014

年 5 月），頁 70。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45.htm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8/0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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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30 

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的臺灣左翼運動鑲嵌世界史之中，如臺灣的

農民組合受到日本農民組合本部援助；臺共也受到第三國際影響。31日本左

翼與臺灣左翼的關係上，陳翠蓮探討日本大正民主與一九二〇年代臺灣近

代政治運動的關係時，指出大正民主時期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以護憲運

動為主，主流思想為立憲主義；第二階段強調民本主義、自由主義；第三

階段則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主義等各種主張並存。第三階段逐漸

形成大山郁夫、河上肇等社會主義路線。在社會主義思潮與運動上，一九

一八年米騷動之後，日本農民運動、勞工運動、社會運動蓬勃，一九二〇

年代之後，社會主義運動更加壯大。雖然此時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不關注

殖民地問題，但臺灣的知識份子仍受到日本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如接觸

社會主義思想的彭華英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在《臺灣青年》發表文章，指出

婦女問題與勞動問題是社會最緊要的問題，強調婦女權利的伸張。32蘇新也

提及大正民主運動時期，無產階級的各種運動(包含政黨運動、農民運動、

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蓬勃發展。33 

日治時期左翼運動上，一九二六年「臺灣農民組合」成立，一九二七

年「臺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與左傾，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年間工農運

動與共產運動有所發展，包含「臺灣黑色青年聯盟」隨後成立、一九二八

年臺共成立、一九二八年「臺灣工友總聯盟」成立。當時部分臺灣共產黨

受到日本與中國兩支流的影響，上海大學瞿秋白等人影響了臺共知識份子，

連溫卿則是受日共領導者山川均的影響，臺灣共產黨也在日本共產黨協助

下成立，直到一九三一年日本對左翼的全面鎮壓。34在文協分裂後，以連溫

                                                 
30  蔡焜霖口述，蔡秀菊紀錄撰文：《我們只能歌唱：蔡焜霖的生命故事》（臺北：玉山社，

2019 年 5 月），頁 409。 

31  蔡石山：〈一九二〇年代全球社會主義的興起與臺灣的農民運動〉《三代臺灣人：百年

追求的現實與理想》(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 年 10 月)，頁 89-104。 

32  陳翠蓮：〈大正民主與臺灣留日學生〉《師大臺灣史學報》第 6 期(2013 年 12 月)，頁

53-100。 

33  蘇新：《未歸的臺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臺北：時報文化，1993 年)，頁 102。 

34   王育麟導演，紀錄片《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臺北：南方家園，2007 年）。李筱峰，

〈近百年臺灣民主運動概要〉，2000 年 6 月 1 日，李筱峰教授個人網站，網址：

https://www.jimlee.org.tw/article_detail.php?SN=8726&currentPage=9&AtricleCategory=1

https://www.jimlee.org.tw/article_detail.php?SN=8726&currentPage=9&AtricleCategor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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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為中心的左派取得文協的領導權，新文協的綱領其中一項強調「提倡女

權思想運動」，並設立婦女部。許月里童年時，便透過父親轉述文協所舉

辦的演講，以及《臺灣民報》的內容，更理解臺灣殖民地的處境。新文化

協會左傾後，許月里也通過讀書會接觸唯物史觀與無產階級世界觀。35在公

學校畢業後，更接觸強調工人權益、改善勞動條件的「工友協助會」。 

臺共與中共戰前與戰後皆有交會。臺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正式

成立「臺灣共產黨」(正式名稱為「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36一九二

〇年代末期日本殖民政府逮捕蘇新、蕭福來、廖瑞發等。一九二九年臺灣

警察當局也逮捕了臺灣農民組合等幹部。臺共幹部有的離開臺灣前往中國

大陸，亦有消極脫黨。蘇新提及臺共於一九二八成立，一九三一受到鎮壓

而消亡。37臺共遭大檢舉後組織不復存在，日本投降之後，舊臺共則重新建

立人民團體，「戰後政權改變，左翼人士再度活耀，中共也派員前來，將

臺共納入其下」。38二二八事件後，不少臺共成員被迫逃離臺灣，一九四六

年中國共產黨派遣舊臺共蔡孝乾回臺領導「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吉、

廖瑞發、孫谷平、蘇新等臺共黨員在一九四六年之後皆持續加入地下黨的

工作。39一九四五年發佈「臺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後，左翼組織轉

入地下化，謝雪紅、廖瑞發成立「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委員會籌備會」。40 

政治上，國民黨遷臺後，政治腐敗、威權鎮壓等因素，使得左翼思潮

成為知識份子與青年學生理想寄託之所在。陳芳明指出二二八爆發前，臺

共成員已經成立臺灣人民協會、農民協會、臺灣總工會籌備會、臺灣學生

                                                 
（瀏覽日期：2018/10/12）。盧修一，《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頁 18-66。簡炯仁，

《臺灣共產主義運動史》，頁 49。 

35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 78。 

36  蘇新：《未歸的臺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臺北：時報文化，1993)，頁 44。 

37  蘇新：《未歸的臺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128。 

38   許雪姬、詹素娟、鍾淑敏主編：《向左--轉！：臺灣農民組合與臺灣共產運動檔案特展

手冊》(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0 年 10 月)，頁 46。 

39  陳柏謙：〈舊臺共與省工委在戰後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開展初探(1945-1950)〉，《人

間思想》第 20 期(2019 年 10 月)，頁 109-153。蘇新：《未歸的臺共鬥魂：蘇新自傳與

文集》(臺北：時報文化，1993)，頁 45。蘇新：《未歸的臺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

(臺北：時報文化，1993)，頁 194-195。 

40   許雪姬、詹素娟、鍾淑敏主編，《向左--轉！：臺灣農民組合與臺灣共產運動檔案特展

手冊》，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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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等組織。41但「鑒於戰後政府來臺接收所造成的混亂，尤其一九四七年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卻讓部分臺灣人對打敗國民黨政權的共產黨憧憬不

已。」42不少政治受難者也提及自身思想的轉變，如許強在自白書中看到臺

灣重回祖國的懷抱，高興地掉下眼淚，但後來對中國來的官員感到失望。

許金玉被捕後，感慨計梅真「為了大家的利益，跟大家一起做事，就這樣

就不對了，連老師也抓起來。」43許金玉這一段敘述，也可以看到當時許多

政治犯對政治現實失望而批判與轉向。又如政治受難者蔡榮守、王嵩岳、

吳聲潤、邱炳表都表示二二八事件後，對國民黨的失望而產生思想轉變。44 

根據郭琇琮的訊問筆錄提及加入共黨是因為二二八事件，並閱讀《唯

物論》、《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等書籍。45上述可見臺灣社會主

義思想在日治時期便在臺灣土地裡埋下左翼的種子。戰後初期文化思潮則

充分表現在報刊雜誌的蓬勃發展上。歐素瑛指出戰後初期有《臺灣文化》、

《新新》、《政經報》、《臺灣評論》、《新臺灣》、《新知識》、《前

鋒》、《文化交流》等雜誌發行，上述刊物就刊登不少社會主義理想的文

章。46本文觀察一九四六年創刊、一九五〇年停刊的《臺灣文化》，主編蘇

新曾推出「紀念魯迅專輯」，作者群有臺共成員蘇新、左翼版畫家黃榮燦

等人，更引介與討論不少左翼文化藝術思潮。47蘇新、楊逵也與中國來臺知

                                                 
41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遠流，2006 年 1 月）。 

42   謝培屏、何鳳嬌編輯：《戰後臺灣政治案件：藍明谷案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

2014 年 5 月)，頁 2。 

43   關曉榮導演：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臺北：聯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44  不少政治受難者都提到戰後自身政治意識從白色祖國走向紅色祖國。如蔡榮守在訪談紀

錄中提到自身的政治轉向。紀錄片《悼念蔡榮守先生》。王嵩岳，因林祿山案被判刑

12年。參考何經泰，《白色檔案—何經泰攝影集》(臺北：時報文化，1991年)。吳聲潤

因傅慶華案被判 12 年。〈當事人吳聲潤自述〉，《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

件史料彙編(三)》(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8年)，頁 347-355。邱炳表，謝瑞仁案被判

10 年。〈邱炳表事件調查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三)》

(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8 年)，頁 63-64。 

45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郭琇琮訊問筆錄〉，「郭琇琮等匪諜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40=273.4=81。 

46  歐素瑛：〈郭廷以的臺灣史理論和實踐—以《臺灣史概說》一書為例〉，《臺北文獻》，

134 期，（民國 89 年 12 月），頁 68。 

47   如〈新興木刻在中國〉（ 1946/09/15)、〈他 (魯迅 )是中國第一位新思想家〉

（1946/11/01)、〈版畫家，凱綏．柯勒惠支〉（1947/08/01）〈新現實的美術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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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份子、如黃榮燦、王思翔、周夢江等人或一起編刊物。48其中一九四六年

發行到臺灣的《人民導報》(報社負責人為王添灯)，便刊載了左派文化人郭

沫若、田漢、茅盾等人關於共產主義思想的文章，也討論了民主、自由、

人權的相關言論。49陳明忠、蔡焜霖都提到戰後中國大陸的書籍與雜誌成為

思想養份，包含自由主義的《觀察》和共產黨的《展望》雜誌皆是思想資

源。戰後初期同學們之間廣泛閱讀魯迅、茅盾、巴金等左翼作家的作品，

一九四九年之後這些讀本則被列為禁書才壓縮左翼文化傳播的空間。50可見

戰後閱讀左翼作家、左翼雜誌為十分普遍的現象。從雜誌的發行、左翼文

化的傳播、左翼政治團體的行動，可以看見戰後初期左翼思潮之蓬勃。 

在上述歷史脈絡下，張金爵在日治時期便結識楊逵、葉陶。戰後又透

過楊逵認識臺共廖瑞發(又名廖煙)等人51，並透過廖瑞發結識李中志52，因

而閱讀到李中志從日本帶回來的河上肇《唯物辯證法第二冊》、《第二貧

乏物語》，自述學到許多理論的奧妙。李中志也利用河上肇著作的《貧乏

物語》充實同志們實踐革命的思想。53日本左翼哲學家河上肇（1879-1946）

著有《貧乏物語》、《資本論入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

談討歐美資本主義如何使更多人陷於貧窮、勞動剝削等內容的討論。張金

                                                 
（1947/03/01)、〈美術教育與社會生活〉（1947/08/01）、〈工藝、生活、社會、科學

的基礎〉（1947/10/01）等文皆從社會主義觀點討論臺灣文化的走向。參考《臺灣文

化》，1946 年 9 月 15 日創刊，1950 年 12 月 1 日停刊，前後 4 年間共出 6 卷 27 期，是

臺灣文化協會之機關刊物，發行人游彌堅，主編先後為蘇新、楊雲萍及陳奇祿等人。 

48  《人民導報》、《和平日報》、《臺灣評論》、《臺灣文化》、《中華日報》等島內報

刊便是戰後中國與臺灣知識份子共同創建的文化刊物。陳映真：〈代序—橫地剛先生

「新興木刻藝術在臺灣：一九四五~一九五〇」獨後〉，收錄於橫地剛著，陸平舟譯，

《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 年），頁 3。 

49  王受寧：《二戰前後左派音樂影劇對臺灣的影響》（臺北：唐山，2014 年 3 月），頁

13-46。 

50   陳明忠、李娜整理編輯，呂正惠校訂：《無悔—陳明忠回憶錄》，頁 70。紀錄片《暗

夜行路  陳明忠》 (新北市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2017 年 10 月 )，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kJAAtDcYo(2020 年 2 月 10 日搜尋)。蔡焜霖口述，

蔡秀菊紀錄撰文，《我們只能歌唱：蔡焜霖的生命故事》，頁 65-409。 

51  林聲洲訪談：〈張金爵女士訪談記錄〉，頁 215。 

52  李中志(原名李金財)，於 1949 年 12 月 31 日遭逮捕槍決。參考張金爵《沉浮的人生 再

生人告白》，頁 21。 

53  林至潔訪問：〈張金爵女士訪問紀錄〉，收錄於許雪姬、薛化元、黃美滋編：《「戒嚴

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紀錄》（臺北：戒嚴時期補償基金會，2003

年），頁 300-30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kJAAtDcYo(2020年2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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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判決書的事實陳述亦受到河上肇、辯證法、唯物論等書籍影響。54  

馮守娥就讀蘭陽女中時期便閱讀左翼作家魯迅、巴金、茅盾等人的作

品，亦有不少討論婦女問題、社會問題的文章。55馮守娥提及父親與哥哥馮

錦煇皆影響她的思想。在日治時期，馮守娥透過哥哥馮錦煇閱讀托爾斯泰

《復活》、易卜生《傀儡家庭》、莫泊桑《女人的一生》等作品。56戰後戒

嚴之前，來自中國大陸來的雜誌、書籍，在臺灣都可以自由閱讀。57此外，

一九四七年成立的「麥浪歌詠隊」傳唱中國民歌並諷刺執政當局，以「義

勇軍進行曲」等歌曲傳遞抗爭、「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思想。

馮守娥在高中時期便也從麥浪歌詠隊的歌本中學習民歌。58戰後初期的社會

主義思想養分也在校園傳播，如戰後高中的國文課本有茅盾、巴金、魯迅

的文章，也有討論婦女問題、農民起義的文章，課堂討論的風氣很盛： 

當時高中的國文課本內容很豐富，有茅盾、巴金和魯迅的文章，

也有討論婦女問題、農民起義的文章，課堂的討論風氣很盛，甚

至大家在朝會上唱「義勇軍進行曲」。59 

馮守娥涉獵了三○年代的文學作品和日文的社會主義書籍，自己也書

寫〈臺灣解放的日子〉、〈論臺灣婦女〉、〈中國教育與日本教育〉60三篇

文章，這三篇申論文都在出事後由家人焚毀。61其中《論臺灣婦女》談到解

                                                 
54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40)安潔字第 2007號。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張金爵判決書〉， 

「周添壽等叛亂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440000C/0044/276.11/21。 

55  紀錄片《暗夜行路-馮守娥》 (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7 年 10 月)，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hr04lTOiug&t=170s(搜尋日期:2020 年 2 月 10 日)。 

56   王歡：〈渡過這冷峻的冬天—馮守娥〉，《烈火的青春 :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證言》

（臺北：人間出版，1999 年 6 月），頁 73。 

57   許雪姬、楊麗祝：〈馮守娥女士 訪問紀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

問紀錄》(上)(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4 年 12 月)，頁 18。 

58  許雪姬、楊麗祝：〈馮守娥女士 訪問紀錄〉，頁 10-19。 

59  王歡：〈渡過這冷峻的冬天—馮守娥〉，頁 75。 

60   關於馮守娥所撰寫的三篇文章，王歡在《烈火的青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證言》中第三

篇為〈論中國教育〉，在許雪姬與楊麗祝訪談《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

問紀錄》一書中的訪談為〈中國教育與日本教育〉，篇名有出入。 

61  王歡：《烈火的青春 :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證言》，頁 75-76。紀錄片《暗夜行路-馮守 

娥》 (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7 年 10 月)，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hr04lTOiug&t=170s(搜尋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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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婦女不能只是從男尊女卑翻轉為女尊男卑，而是女人應提高自己的能力；

《論中國教育》則討論日本與中國教育的優缺點。 

許金玉一九四六年在郵電總局向計梅真(原名計淑人)、錢靜芝(原名錢

勤)62等人學習。郵務工會第一任理事長陸象賢寫到錢靜芝在郵工補習學校

中，「不分課內課外，校內校外，日以繼夜地工作，啟迪青年工人的心扉，

提高工人的覺悟。她把《新民主主義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

《大眾哲學》等書籍，秘密地介紹給進步學生閱讀。」63計梅真也拿《論人

民民主專政》、《唯物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書籍給郵局臺灣

籍員工閱讀。64郵電案同案人劉建修亦在訪談中提到計梅真自印教材給學員

讀，其中包含魯迅寫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野草〉、亦有巴金、

老舍等人的文章。65劉建修在回憶錄與偵訊筆錄中都提到透過計梅真老師學

習到群眾運動的方式，透過計梅真閱讀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人民民

主專政》，劉少奇的《論黨員的修養》。66李熒臺在訊問筆錄中提及受劉建

修介紹加入共黨，並曾擔任《野草》的寫鋼板工作67，在〈懷念計梅真老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hr04lTOiug&t=170s 

62  郵局內辦的「國語補習班」，計梅真主要負責臺北郵局學員的教學工作，錢靜芝則是教

導郵政管理局的員工。見李福鐘訪談：〈王文清先生訪問紀錄〉，薛化元主持，《五十

年代 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口述歷史成果報告書》(上冊)(國家人權館博物館，國立

政治大學承辦，2014 年 12 月)，頁 7。亦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

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調查研究暨口述歷史案》，(臺北：國家人權博

物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2018 年 7 月)，頁 82。 

63   陸象賢：《九三述懷》(臺北市 : 中華基金會、臺中市:辜金良文化基金会，2009)，頁

179。 

64  陸象賢、黃宏基皆提到計梅真對他們用讀與思考上的影響。參考陸象賢：《九三述懷》，

頁 184。黃宏基：〈我如何認識了計梅真老師〉，收錄於陸象賢主編，《魂系臺北 紀

念臺灣郵電工人運動先驅》(新陽印刷事業有限公司，2002 年 8 月)，頁 46。 

65  陳柏謙等人訪談：〈劉建修先生口述歷史紀錄〉、〈李熒臺先生口述歷史紀錄〉皆及提

及國語補習班的讀物為魯迅等人文章。〈劉建修先生口述歷史紀錄〉收錄於中華民國臺

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調查研究暨口述

歷史案》(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

2018年 7月)，頁 152-160。〈李熒臺先生口述歷史紀錄〉見《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

理局案調查研究暨口述歷史案》，頁 172-175。 

66  劉建修：《受難七千日 流放三千里—劉建修劫後餘生錄》(臺北：財團法人中華基金會，

2013 年 2 月)，頁 25。劉建修的偵訊筆錄中提到透過計梅真讀到《黨員手冊》、《論人

民民主專政》等，參見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劉建修訊問筆錄〉，「計梅真等叛亂案」，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40/273.4/36/0002。 

67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李熒臺訊問筆錄〉，「計梅真等叛亂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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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也提到計梅真與員工討論楊逵的〈送報伕〉。68臺灣郵電員工國語補習

班組織發行的《野草》雜誌也介紹巴金的文章強調與舊制度、舊觀念抗爭

的內容。69上述資料可以看到日治時期的左翼思想與戰後中國引進的社會主

義思想在臺灣匯流，形成四位女性社會主義思想資源。 

參、「個人即政治」—女性生活經驗啟蒙政治 

本文認為許金玉、張金爵、許月里、馮守娥四位女性政治受難者的政

治意識與女性身份、日常生活有關連。洪世才在比較翁澤生、李應章、謝

雪紅的國族認同差異，提到謝雪紅出身養女的經驗，使其左翼路線與女性

處境有關連。70當二十世紀婦女運動強調「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並思索日常生活的政治與權力，本文看到左翼女性的政治關切

與生命經驗的連結。 

許金玉、張金爵、馮守娥、許月里的社會關懷與其女性經驗相互呼應。

許金玉的生命經驗與家庭貧困促使其政治意識的產生，具有「生活即政治」

的內涵。許金玉出生在艋舺(萬華)，生父拉黃包車維生、收入微薄，母親生

育四男四女，其中有數次流產經驗，且四名女孩全成為養女。71自身亦為養

女的許金玉提到原生家庭的困境「十五歲的時候，生母死了。這件事對我

的人生影響很大。我生母是流產死的。她在生完第八胎之後，又連續流產

了四胎，到第四胎流產時終於奪走了她的命。」72此段女性生命經驗與許金

玉的政治意識有何關聯呢？本文比對許金玉的訊問筆錄中，許金玉提及參

                                                 
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40/273.4/36/0002。 

68   李熒臺：〈懷念計梅真老師〉，陸象賢主編：《魂系臺北 紀念臺灣郵電工人運動先

驅》，頁 77。 

69  關於巴金系列介紹文章刊登於《野草》雜誌 1948 年 6 月 16 日第四期、1948 年 7 月 1 日

第五期、1948年 7月 16日第六期、1948年 8月 1日第七期、1948年 8月 16日第八期、

1948年 9月 1日第九期。本文運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五

〇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調查研究暨口述歷史案》的謄稿版本。 

70  洪世才：〈翁澤生、李應章、謝雪紅的路線與國家認同之比較觀察〉，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6 月。 

71  王歡：〈依然熱愛祖國—許金玉〉《烈火的青春 :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證言》，頁 140。 

72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新北：臺灣人民，2017 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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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下黨思考婦女問題，且為爭取婦女之獨立平等 

 

【圖一】許金玉訊問筆錄73 

在農村父權社會，生育具有傳宗接代、撫育勞動力的意義，往往非女

性能自我決定。許金玉從生母之死意識到女性命運，戰後在郵電局國語研

習班結識計梅真，更重新體悟自身的養女與原生家庭貧困而孩子早逝的經

歷，認為「孤兒問題只是整個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我們如果有心，就要從

根本上來改造社會。」74許金玉透過計梅真的啟發而找到了詮釋自身童年經

驗的視角，那個視角將女性命運鑲嵌在社會結構中來理解，呼應「個人即

政治」的政治意涵。 

張金爵出生貧困、生父失業且有七名子女。一次年幼的張金爵不斷哭

鬧，父親要張金爵的二姐張金鷹將張金爵帶去水圳溝放水流，後被嬸母巧

                                                 
73  許金玉訊問筆錄。提及加入共黨討論婦女問題，且為爭取婦女之獨立平等。國防部後備

司令部，「計梅真等叛亂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440000C/0040/273.4/36/0001。 

74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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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而阻止，張金爵則被送到養母賴玉女家中。75張金爵的女性經驗使得她的

政治敘述往往會提到自身女性身份的命運：「小時候有一次生父因為失業，

正為這件事苦惱，我又不斷哭鬧，就叫二姊張金應將我帶至門外一條深水

圳溝中讓水流走。」76此次遇見嬸母而逃過一劫，但村中張氏夫妻想收養小

孩，張金爵被富裕的張家收養，從此改變命運。    

馮守娥為何特別關注婦女問題？其母親生育與死亡對馮守娥有很大的

影響。馮守娥母親公學校畢業，十八歲結婚、四十八歲過世，三十年中生

下十四個小孩，其中五個夭折，剩下兩個女兒和七個兒子。身為農家大兒

媳的母親，一大清早起床就得煮飯、曬穀子、收穀子，懷孕也是如此，因

此造成流產。77馮守娥從七歲就開始幫忙揹小孩78，因女性身分承擔家務和

工作，甚至「一次到鄉下玩時，被祖母用手敲一下頭……為什麼哥哥可以

跨過秤子，我只是照樣做就被處罰？這也讓我感覺男女受到差別對待。」79

此外，看到農村婦女照顧孩子、忙碌辛苦的樣子，從切身經驗出發而對婦

女的問題較關心80，且在日治時期就已主張不要生太多孩子。馮守娥從自身

女性經驗提到為何關注婦女問題，提及「因為自己身處的環境，對婦女問

題比較關心，比較有感觸，婦女應該如何發展自己的優點和能力。從日治

到戰後的比較，婦女的教育很重要，改善婦女的問題應該從教育著手。我

當時覺得女人要在工作上和男人一樣求發展，每一個工作場所一定要有設

備良好的托兒所和照顧老人的處所，其實當時我們關心的問題，到目前仍

是很多婦女面臨的難題。」81 

一九四九年馮守娥從蘭陽女中畢業，一九五〇年便被逮捕。一九五四

                                                 
75  林至潔訪問：〈張金爵女士訪問紀錄〉，頁 287。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白色封

印：人權奮鬥證言 白色恐怖1950》（臺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4年11月），

頁 107。 

76  林至潔訪問：〈張金爵女士訪問紀錄〉，頁 287。 

77  許雪姬、楊麗祝訪談：〈馮守娥女士訪問紀錄〉，頁 7。王歡：〈渡過這冷峻的冬天—

馮守娥〉，《烈火的青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證言》，頁 69。 

78  許雪姬、楊麗祝訪談：〈馮守娥女士訪問紀錄〉，頁 8。 

79  許雪姬、楊麗祝訪談：〈馮守娥女士訪問紀錄〉，頁 9。 

80  林惠玉、梁鴻彬訪談：〈馮守娥女士訪談紀錄〉，收錄於許美智編《暗夜迷蹤：宜蘭地

區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訪談紀錄》，頁 56-57。 

81  林惠玉、梁鴻彬訪談：〈馮守娥女士訪談紀錄〉，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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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送到「生產教育所」。母親去世，但未獲核准： 

沒見到媽媽最後一面，這是我獄中十年最傷心的事。到現在，我

每聽到天倫歌，仍舊一陣心酸。我總是想起以前和媽媽談到女人

的辛苦：「媽，我希望，有一天社會對婦女的這些問題，都能解

決。」媽媽說：「很希望有那麼一天啦！」82 

馮守娥在敘述父親時，提到父親對她的影響是思想與閱讀的重視，但

是馮守娥在不同的訪問紀錄都提到母親的女性命運，構成馮守娥對於女性

議題的思考。高中時期，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教科書中，就有討論五四運

動、婦女運動等議題，當時馮守娥認為臺灣婦女地位十分低落83，更加覺得，

女性問題是跟社會有關，女性問題與社會問題必須共同的解決84： 

我開始提倡男女平等的觀念，不過這需要整個社會的共同配合，

例如應多設置托兒所與養老院。女性最大的問題，就是一旦結婚，

就要生小孩、照顧小孩與長輩，結婚成為女性的墳墓。85 

馮守娥與陳明忠一九六五年結婚，婚前「覺得女性應該要擁有自己的

工作，發揮自己的才能，才能求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因為女性往往會受到

家庭的束縛，一旦步入婚姻，往往需要為了孩子、家事而犧牲」，結婚後

「因為我有此觀念，所以不生太多」，並在擔任母職的過程，大女兒不小

心跌落樓梯，「每遇到這種事都會使我特別想到，社會的建設應如何配合

婦女發展的問題。」86馮守娥從母親、自身的經驗，看到女性照顧工作、生

育子女的困境，從生活中萌發政治意識，認為改變社會必須同時改變婦女

的處境。本文比對馮守娥訪談與訊問筆錄，發現訪談與訊問筆錄提及自身

                                                 
82  王歡：《烈火的青春 :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證言》，頁 81。 

83  許雪姬、楊麗祝訪談：〈馮守娥女士訪問紀錄〉，頁 18。 

84  紀錄片《暗夜行路-馮守娥》 (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7 年 10 月)，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hr04lTOiug&t=170s 

85  許雪姬、楊麗祝訪談：〈馮守娥女士訪問紀錄〉，頁 18。 

86  許雪姬、楊麗祝訪談：〈馮守娥女士訪問紀錄〉，頁 33-36。 



94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18卷第2期（總第36期） 2021年12月 

xx 

加入共產黨目的為追求男女平等87，對比口述可以看出馮守娥對於婦女問題

與男女平等的重視。 

【圖二】馮守娥訊問筆錄88 

許月里也來自於女性生養眾多、貧困的家庭生活。許月里六歲時，母

親生下第五位女嬰，遭到許月里伯父要求將女嬰送人，未滿六歲的許月里

就負擔起照顧弟妹的生活。89 

可憐的母親，生產後無法休息，既忙著家務，又要做父親賣的食

品。……我三歲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臺灣受到戰爭景氣的

                                                 
87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馮守娥訊問筆錄〉，「盧盛泉等奸嫌」，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39/273.4/406/0001。 

88  馮守娥問訊筆錄，提及參與地下黨為追求男女平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馮守娥訊問

筆錄〉，「盧盛泉等奸嫌」，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

A305440000C/0039/273.4/406/0001。 

89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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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父親的小生意做得還不錯，一家的生活也稍微安定些。 

這時母親又生了一個妹妹。本來我有二個姊姊，但在重男輕女的

封建環境裡，在祖父母和伯父的逼迫下，都送給人家做養女。90 

我六歲時，母親又生了第五個女嬰。窮苦、繁忙的家庭，生了這

麼多女嬰，的確是累贅。我這個營養不良，未滿六歲，又瘦又小

的姊姊，便要負起照顧小妹的責任! 實在是莫大的負擔，只得哭

喪著臉，無可奈何的背負起來。91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的婦女運動將陋習與教育視為婦女受壓迫的

根本原因。許月里所參與的「工友協助會」所從事的婦女運動，在性質上

卻屬於無產階級。她認識到，「婦女受壓迫的根本原因是在經濟組織，也

就是社會制度；除了與這個制度鬥爭之外，婦女絕不能達到完全解放的目

的。」92許月里亦引用了列寧所說的「沒有無產者的解放便沒有婦人的解放，

沒有無產者的勝利也就沒有婦人的勝利」，對許月里來說：「只要人壓迫

人的社會制度解決了，婦女解放就自然可以獲得。因為這樣，當時我對婦

女運動就比較不那麼熱中。」93許月里認為婦女受壓迫的處境是與社會結構

緊密關聯，許月里強化性別解放與社會解放的關聯性。 

從許金玉、張金爵、馮守娥、許月里都不約而同在訪談中提到自己女

性身份、原生家庭、養女經驗等。女性身份會加重家庭勞動，所以應改善

女性的家務勞動、照顧重擔，才能讓女性獲得同等的工作機會。然而左翼

女性的思維是從社會結構來改變婦女的處境，從社會整體的解放來達到婦

女解放。上述資料可以看見，左翼女性的女性身分使其政治關懷具有女性

面向，亦是「個人即政治」，政治意識源自於日常生活的意義。 

                                                 
90  許月里：〈長夜漫漫何時旦—一個苦難時代臺灣婦女的告白〉，夏潮論壇，1997年 3月，

頁 95。 

91  許月里：〈長夜漫漫何時旦—一個苦難時代臺灣婦女的告白〉，頁 96。 

92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 90-91。 

93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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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左翼女性的女性系譜、政治意識與政治行動 

考察女性政治受難者的左翼思想的發展，觀察到許金玉、張金爵、馮

守娥、許月里的訪談與政治敘述往往會帶出一個女性情誼之間的連結。第

二波女性主義 Robin Morgan 提出姊妹情誼(Sisterhood is Powerful)詮釋女性

受壓迫的共同處境，使得女性經驗產生連結。94然而，本文認為臺灣左翼女

性之間的交流與連結，不僅停留在女性共同的結構位置、情感之間的姊妹

情誼，更形成一個左翼女性思考、行動的政治系譜。 

一、 許金玉與計梅真 

計梅真(1915 生，原名計淑人)，一九三七年在滬西日商紗廠擔任女工，

與錢靜芝(錢勤)加入難民收容所工作，一九三八年七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

組織女工參加夜校學習文化。錢靜芝則透過計梅真介紹於一九三九年加入

共產黨，被組織派入滬西豐田紗廠從事組織工作，後亦加入基督教女青年

會的勞工夜校負責教育女工等工作。95根據計梅真的訊問筆錄，計梅真提及

加入共產黨之後的工作是「負責教育中年婦女」96，並協助改班行動。臺灣

省保安司令部判決「被告計梅真二十七年七月間任職上海大慈難民收容所，

由同事張慧珠介紹加入共匪為支部組員，負責教育該所設班之中年婦女及

領導錢靜芝等在基督教少青會創辦之勞工夜校主持女工各種課外活動等。」

97計梅真一九四六年與錢靜芝來臺後擔任「臺灣郵務工會擔任國語補習班教

員」，「討論青年國際及婦女問題灌輸左傾思想」，後被判「共同意圖以

                                                 
94   Robin Morgan Ed., Sisterhood Is Powerful：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Random House, 1970. 

95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9）安潔字第 2099 號》，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網址：

https://twtjcdb.tjc.gov.tw/Search/Detail/22465（瀏覽日期：2021/12/29）。國防部後備司

令部，〈錢靜芝訊問筆錄〉，「計梅真等叛亂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

號：A305440000C/0040/273.4/36/0001/virtual001/0016。 

96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計梅真訊問筆錄〉，「計梅真等叛亂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40/273.4/36/0001/virtual001=/0007。 

97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9）安潔字第 2099 號》，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網址：

https://twtjcdb.tjc.gov.tw/Search/Detail/22465（瀏覽日期：202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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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各處褫奪公權終身」。98許金玉

因「明知計梅真為匪而不檢舉」、「介紹或吸收同志加入組織之事實」而

遭判刑，軍法局以叛亂罪判刑十五年。99被捕時三十歲，任職郵電總局員工。 

【圖三】計梅真訊問筆錄100 

一九四六年九月兩人來臺開設「國語補習班」。101許金玉受計梅真之

邀參加國語補習班。計梅真除了教授國語，也與學生談論國際情勢、社會

                                                 
98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9）安潔字第 2099 號》，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網址：

https://twtjcdb.tjc.gov.tw/Search/Detail/22465（瀏覽日期：2021/12/29）。 

99  計梅真被捕時 35 歲，錢靜芝 30 歲，兩人皆為江蘇人。判決書內容為計梅真與錢靜芝

「共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各處褫奪公權終身」，許金玉

則因「明知計梅真為匪而不檢舉」、「介紹或吸收同志加入組織之事實」而遭判刑，軍

法局以叛亂罪判刑 15 年。參考《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9）安潔字第 2099 號》，臺

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網址：https://twtjcdb.tjc.gov.tw/Search/Detail/22465（瀏覽日期：

2021/12/29）。國防部臺灣人軍人監獄判決書。藍博洲：《臺灣好女人》等。 

100 計梅真負責教育勞工夜校女共。國防部後備司令部，〈計梅真偵訊筆錄〉，「計梅真等

叛亂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40/273.4/36/0001。 

101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暨口

述歷史案 結案報告》，(國家人權博物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

會，2018 年 7 月)，頁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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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婦女問題，並鼓勵員工，要爭取自我的權益。102根據計梅真的偵訊

筆錄提及「在郵務工會的工作，主要還是公開教育工作，組織同學會，討

論一些青年實際問題」，群眾要求改班計梅真則協助達到運動目的。103臺

灣省郵務工會第一任理事長陸象賢回憶計梅真在教國語同時教文化、教歷

史，「組織同學討論青年和婦女問題，啟發、支持學員爭取改善生活待遇，

爭取臺灣省籍郵電職工享受祖國大陸郵電職工的同等待遇。」104  劉建修的

回憶錄寫到計梅真與錢靜芝在國與補習班教導魯迅的《狂人日記》、《阿

Q 正傳》、《吶喊》等作品，並支持臺籍員工「不經考試，無條件歸班」。

105 

許金玉除了參與國語補習班，也參與一九四六年八月成立的臺灣省郵

務工會106。一九四八年補習班同學會組織起來，發行刊物《野草》，《野

草》刊物名稱來源為國語補習班閱讀魯迅的《野草》，編輯部〈關於『野

草』〉一文，提到名稱是受國語補習班課本所啟發，發刊詞寫著「微小的

野草之存在，往往為人忽視，可是牠的生命力的確是很大的，牠為著嚮往

陽光，為著達成牠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頭如何重，石塊與石塊如何

狹，牠總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頑強不屈地透到地面上來。」107可見《野草》

刊物的關注底層、強調韌性、抵抗的性格。劉建修提及：「在這個月刊上

我們提供了很多有關要求『改班』的意見，並繼續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抗爭，

例如，借薪、怠工等等活動。」108 

對許金玉來說，計梅真是深刻影響她、把她的意識與潛能喚醒起來的

                                                 
102 曾文珍：〈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與女性政治犯對話〉，《婦研縱橫》，67 期（民國 92

年 7 月），頁 3。 

103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計梅真偵訊筆錄〉，「計梅真等叛亂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40/273.4/36/0001。 

104 陸象賢：《九三述懷》，頁 174。 

105 劉建修：《受難七千日 流放三千里—劉建修劫後餘生錄》(臺北：財團法人中華基金會，

2013 年 2 月)，頁 18。 

106 陸象賢主編：《魂系臺北 紀念臺灣郵電工人運動先驅》，頁 2。 

107 同學會編輯部：〈關於『野草』〉，《野草》第一期，1948 年 4 月 25 日。本文參考

《野草》雜誌謄稿本，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五〇年代白

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暨口述歷史案 結案報告》，頁 180。 

108 劉建修：《受難七千日 流放三千里—劉建修劫後餘生錄》，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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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09陸象賢更指出許金玉為計梅真吸收的第一位黨員，提到計梅真「先

在受壓迫最深的本省籍女郵電工人中發展黨員，第一個就是許金玉」。110

對照許金玉的說法則是隱晦地說自己是「計老師最早接近的一個」111、

「郵務工會的國語補習班辦起來，我就是最初報名參加的一個」。112在計

梅真的訊問筆錄中，提及工會要求改班，計梅真便幫助他們達到目的。此

外，在郵電工會發展工作所吸收到黨員包含「張欽傑、王文清、許金玉、

曾清萬、鄭逢春、劉建修」等人。113許金玉訊問筆錄也提及一九四八年由

計梅真介紹加入，提及為負責郵務局婦女部，且計梅真常與她討論婦女問

題。114錢靜芝在偵訊筆錄中也提及婦女小組中有許金玉，高秀玉等人。上

述可以看見許金玉在計梅真影響下，關切婦女問題、加入婦女小組、歸班

行動等。 

在計梅真的影響下，許金玉人生有了變化，在此可以拉出一個女性啟

蒙女性的左翼女性系譜。計梅真不僅是許金玉的政治啟蒙，更是行動上的

指導。計梅真做為影響許金玉的重要人物，究竟計梅真的政治理念與行動

為何呢？許金玉提到計梅真在國語補習班上課十分活潑，也討論社會發生

的事件，也不斷鼓勵學員表達自己對社會問題的看法，然後她再進一步分

析。115許金玉透過計梅真國語補習班中對社會議題的討論，更理解自身母

親生育、孤兒問題需要整體社會的改造116。本文將許金玉受到影響分成左

                                                 
109 此說法可見多處訪談，參考曾文珍導演：《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臺北：公共電視，

2002 年）。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19。曾文珍：〈春天—許金

玉的故事~與女性政治犯對話〉，頁 3。王歡：《烈火的青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證

言》。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 226。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

頁 83-84。 

110 陸象賢：《九三述懷》，頁 174。 

111  許金玉：〈全心全意為人民〉，陸象賢主編，《魂系臺北 紀念臺灣郵電工人運動先

驅》，頁 13。 

112  許金玉：〈憶計梅真老師〉，陸象賢主編，《魂系臺北 紀念臺灣郵電工人運動先驅》，

頁 52。 

113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計梅真訊問筆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440000C/0040/273.4/36/0001/virtual001/0009。 

114 許金玉訊問筆錄。提及一九四八年由計梅真介紹加入，固為負責郵務局婦女部，且計梅

真常與她討論婦女問題。國防部後備司令部，〈許金玉訊問筆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40/273.4/36/0001。 

115 王歡：〈依然熱愛祖國—許金玉〉，頁 146。 

116 王歡：〈依然熱愛祖國—許金玉〉，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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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思想形塑、歸班行動、人格的轉變三個層次來談。 

【圖四】計梅真訊問筆錄117 

【圖五】許金玉訊問筆錄118 

                                                 
117 在計梅真的訊問筆錄中，提及工會要求改班，計梅真便幫助他們達到目的。此外，在郵

電工會發展工作所吸收到黨員包含「張欽傑、王文清、許金玉、曾清萬、鄭逢春、劉建

修」等人。計梅真偵訊筆錄。國防部後備司令部，〈計梅真訊問筆錄〉，「計梅真等叛

亂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40/273.4/36/0001。 

118 許金玉訊問筆錄也提及一九四八年由計梅真介紹加入，提及為負責郵務局婦女部，她常

與我討論婦女問題。國防部後備司令部，許金玉訊問筆錄，「計梅真等叛亂案」，國家

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40/273.4/36/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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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翼思想的形塑 

前文提及原生家庭讓許金玉意識到女性生育與孤兒問題，此外許金玉

因為自身的女工經驗，透過實際的身體勞動來理解階級問題。許金玉公學

校畢業後，便在萬華「龍泉」汽水工廠當女工，「女工的工資不高，工作

又有危險性」，人經常被爆裂的汽水瓶子炸傷。廠裡員工二百人，除了配

料師父是男性外，其餘都是按日計酬、工資不高女工，甚至有許多家庭主

婦擔任臨時工。工作具高度危險性，因「那時的製瓶技術不佳，玻璃瓶上

經常有裂縫，所以汽水氣爆的情況屢見不鮮，汽水噴到女工臉上、身上，

算是家常便飯，甚至暴傷的情形也不少，被玻璃碎片飛濺、血流滿面，場

面十分恐怖。每當有人受傷，廠方當場幫她敷藥，但是其後的一切就不聞

不問。更不負擔往後的醫藥費。許金玉終於弄明白，工人是沒有任何保障

的，因為當時並沒有任何保護工人的法律。」119許金玉之後則轉到按件計

酬製造棕刷工廠，「做刷子分成四個過程，每個女工都只有負責自己的部

份，有的『絞』，有的『挽』，很少有人會做整支刷子。」120此種工人分

工的零碎化，可以使產品製造得更快。然而可以完成整件工作的工人，現

在卻只做這件工作的一部分。分工把「每個工人的活動變成一種非常簡單

的、老一套的機械的操作」121之後許金玉又在肥皂工廠工作，肥皂工廠每

天重複包肥皂的動作，既單調又學不到什麼技術。122許金玉從自身身體的

勞動體悟女工工作的危險性、零碎化與重複性，亦從這些勞動經驗埋下日

後走向勞工運動的路。馬克思提及「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

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工人因此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貶低為機

器的附屬品。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惡劣。」123許金

玉則是從身體的勞動中，意識到危險性、零碎化與重複性的女工階級問題。

柯惠玲在一九二〇年代上海的勞動婦女罷工研究中，指出女性罷工者因女

                                                 
119 王歡：〈依然熱愛祖國—許金玉〉，頁 142。 

120 王歡：〈依然熱愛祖國—許金玉〉，頁 142。 

121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收錄於《馬克思 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頁 211。 

122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 211。 

123 馬克思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論》第一卷。（臺

北：聯經，2017 年 10 月），頁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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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工人雙重身份而意識到自身是受壓迫處境，於一九二二年展開絲廠罷

工，其中的訴求包含合理的工時、每二星期休息一天、成立組織等訴求。

124許金玉從自身女工的經驗也體悟到女性與工人雙重身份的壓迫處境。在

結識計梅真之後，更將個人苦難以社會問題來思考。 

許金玉戰後受到計梅真影響而政治意識更加具有「鬥爭」、「學習」、

「勞動」思維，125形塑了「素樸、純潔、堅毅的革命者形象」。126政治啟

蒙的具體行為，便是使許金玉參加工人運動的行列，「甚至走在最前頭」

127。從許金玉強調自身受到計梅真的影響，促使人生有了變化，許金玉的

訪談中提到有一次計梅真與大家去觀音山，大家進到廟中上香，她也跟著

上香: 

我記得她曾經對我說：「宗教迷信麻醉人的意志。」我頗不解她

的舉動。我問她：「為何你也去上香？」她笑著說：「算是入鄉

隨俗吧。」然後她收起臉對我說：「我看臺灣宗教已浸入多數人

的生活，如果你擺出一副無神論者的架勢，誰要和你親近？這樣

連講話的機會都沒有……」……在往後的日子裡，她一再重複強

調：「凡事不可以只顧把自己的看法，強推給對方。首先要認真

聽聽對方的想法、看法，然後充分了解對方的話後，才與對方研

究討論，讓對方知道我們所追求的是真理、解決問題，而不是存

心壓制對方，這樣才能讓對方心服口服。」這段「立足於現實，

改變現實」的言談後來成為我的座右銘，終身受用不淺。128 

許金玉這一段看出計梅真在思想上的影響是與群眾站在一起才能立足

                                                 
124 柯惠鈴：《她來了：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新北：臺灣商務，2018 年 9 月），頁 69-

162。 

125 曾文珍：〈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與女性政治犯對話〉，頁 1-7。 

126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17。 

127 許金玉：〈憶計梅真老師〉，頁 54。 

128  吳乃德等：《威權時期政治案件受難者訪談計畫》(上下冊)，第一期，臺北，財團法人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8。亦參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戒嚴時

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暨口述歷史案 結案報告》，

頁 88。在許金玉所撰寫的〈全心全意為人民〉亦提及此事。見陸象賢，《魂系臺北 紀

念臺灣郵電工人運動先驅》，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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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實。許金玉入獄與計梅真相遇時，向計梅真提問「誰都要認定我是共

產黨」，「那麼，我應該要怎麼做一個共產黨？」129此問題未獲答案，成

為許金玉後半生思索的功課。130晚年，許金玉在安養院的生活，在書桌上

擺滿了左派思想的書籍；在物質上簡單樸實、不奢侈浪費的。131在日常生

活實踐著左翼理念。計梅真與許金玉的關係，拉出一個女性啟蒙女性的左

翼女性政治光譜，而許金玉成為影響身邊女性的啟發者。從高秀玉所寫的

〈我看「三女性」 之後〉、〈新年遊動物園拾零〉等文，提到許金玉講述

《三女性》電影來闡述其中女性堅強、幹練的內容。132許金玉透過講述電

影傳遞了進步女性的形象。 

(二)、歸班行動 

戰後郵電管理局內部存在著兩種工資制度，一種是國民黨交通部規定

適用於中國大陸各省的郵電員工；另一種則是臺灣郵電管理局沿用日本政

府的遞信省規定適用於臺灣籍職工的制度。133陸象賢為此寫信呼籲全國郵

電工人應團結起來，並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成立「臺灣省郵務工會」134。

陳柏謙在討論舊臺共與省工委在戰後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與開展中，指

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郵務工會為改班見魏主席陳情，一九四九年

一月十二日臺中郵電員工要求無條件歸班，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郵電省

籍職工要求歸班，電交部等機關呼籲解決懸案，並將推派代表謁陳主席陳

情。一月二十二日，高雄省籍郵工呼籲，要求歸班反對考試，發表聲明籲

                                                 
129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127。 

130 曾文珍：〈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與女性政治犯對話〉，頁 4。 

131 曾文珍：〈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與女性政治犯對話〉，頁 5。 

132 秀玉：〈新年遊動物園拾零〉，《野草》1949 年 1 月 25 日第十七期。參考中華民國臺

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暨口述歷史案 

結案報告》，頁 258。 

133  根據陳柏謙所整理的資料指出「內地與省籍員工，待遇相差太懸殊。臺籍員工(課長級)

最高月薪不過三十萬元，但自內地調臺服務同人最高待遇超過兩、三百萬，最低如雜役

也可領一百萬元左右」。陳柏謙：〈舊臺共與省工委在戰後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開展

初探(1945-1950)〉，頁 109-153。 

134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暨口

述歷史案 結案報告》，頁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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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界協助。一月二十四日嘉義、彰化等地郵務工會皆要求歸班。三月二

十五日郵電員工歸般問題白熱化，「街上見徹底反對留用制度、我們要全

體歸班、反對考試等標語，配合漫畫諷刺官僚，標語有『郵電要嫁妝，不

要新娘』」，並舉行會員大會。135 

「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差別待遇，使得不同族群擁有不同的經濟

酬勞，為族群階級化的現象，促使許金玉思考族群之間不同酬的問題。許

金玉提到臺灣省郵電管理局內部存在著兩種工資制度在接收三年之後，

「臺灣省籍員工的待遇還和日據時代一樣，始終沒有改善，可是同樣職等

外省人的待遇卻比臺灣人好很多，最高的差距幾乎達到十比一之多。」136

在族群差別待遇下，計梅真鼓勵許金玉參與工會，之後郵政工會改選許金

玉被選上代表。戰後初期郵政機關內，本省、外省員工待遇不同，因此工

會著重歸班，即取消「留用臺籍員工」編製，改為正式編制。137在計梅真

的鼓勵下，許金玉投入戰後第一場爭取勞權的遊行「歸班」行動。138許金

玉回憶計梅真： 

計老師先是嚴肅地對大家說，自己的權益一定要自己爭取，自己

如果不去爭取，是沒有人會替你爭取的。然後她建議我們可以充

分利用工會，通過工會爭取發言權，並且爭取我們應有的權益。

139 

此番話對許金玉決定性的作用為爭取自己的權益。許金玉認為「關於

歸班的問題，我們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來爭取，尤其是本省員工，自己一

定要出力來做。」140計梅真、許金玉的言論正呼應了馬克斯在為第一國際

所寫的宣言中所提及：「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由工人階級自己爭取」的「自

                                                 
135  陳柏謙：〈舊臺共與省工委在戰後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開展初探(1945-1950)〉，頁

109-153。 

136 王歡：〈依然熱愛祖國—許金玉〉，頁 144。 

137 王歡：〈依然熱愛祖國—許金玉〉，頁 148。 

138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78-79。 

139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78-79。 

140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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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模式，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由工人階級得以完成。141一九四九年

三月二十六日，全省各地郵務工會臺灣籍會員為爭取歸班，集結於臺北，

在計梅真、錢靜芝的領導下，展開遊行請願。142許金玉在訪談中提到戰後

臺灣第一次工人請願運動： 

那天開會人數只有四百多人，可是一路上不斷有人加入行列支持

我們，出發時已有一千多人，沿途還有支持者加入，到省府時，

人數更多了，隊伍浩浩蕩蕩，這是臺灣光復後第一次職工工會請

願遊行。143 

此次遊行為戰後第一次請願遊行，到省政府時推派三名代表(許金玉、

李萬順、宋世興)進到省政府見陳誠，唯一的女性代表為許金玉。144最後歸

班問題終於解決，但許金玉則被處分調職到臺中北斗郵局。145後計梅真希

望許金玉辭職回臺北進行工會的工作，許金玉後來沒辭職，一九五〇年二

月就獲知計老師「出事了」146後許金玉被捕以叛亂罪被判刑十五年。147 

 (三)、性格上的轉變 

計梅真對許金玉而言，不僅政治啟蒙、行動指導、亦影響性格轉變。

                                                 
141 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中文馬克思主

義文庫網站，網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7/054.htm(瀏覽日期：

2020/2/12)。關於計梅真、許金玉的思考呼應馬克思「自下而上」模式，筆者在另一篇

文章亦有提及，請參見李淑君，〈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下的左翼女性身影：論陳映

真與藍博洲的白色恐怖系列〉，《東海中文學報》第 39 期 (2020 年 6 月)，頁 77-116。

關於「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及「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的思考，為中山大學萬毓澤教

授「馬克思主義與民主理論」一課堂所提供的視野，在此致謝。 

142  陸象賢：《九三述懷》，頁 179。陸象賢主編，《魂系臺北 紀念臺灣郵電工人運動先

驅》，頁 1。 

143 王歡：〈依然熱愛祖國—許金玉〉，頁 151。 

144 陸象賢：《九三述懷》，頁 182。 

145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113。 

146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暨口

述歷史案 結案報告》，頁 126。 

147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9）安潔字第 2099 號》，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網址：

https://twtjcdb.tjc.gov.tw/Search/Detail/22465（瀏覽日期：2021/12/29）。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7/0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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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金玉生性沉默，擔任工會代表期間也怯於發言。計梅真給予原則性的指

導：「員工所要的是什麼，作代表的要爭取的就是什麼」、要歸納大家的

意見到大會去反映、要仔細吸收其他代表的意見，加以研究，然後決定自

己應該如何發言，才能有效地為員工爭取權益：「她的鼓勵與原則指導，

後來卻真的把我鍛鍊起來了。參加幾次會議之後，我終於也敢站起來發言

了。」148許金玉提到過去自己是看到生人就會臉紅、害羞的人，現在卻可

以為了自己以及其他同事的權益，而在公開的會上起來發言了。計梅真對

她的整個人生觀的改變，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49 

此外，在工會改選的過程中，要競選連任的男性李阿祿「看到幾位女

同事擬了一份女性員工的名單，在那裡討論究竟要選哪些人當選理監事，

才可以替女性員工多點力氣。李阿祿剛好從她們身邊經過，一看到這情形，

不由分說就把她們的名單搶過去撕掉。」150許金玉與計梅真商量後，在代

表大會揭露李阿祿的言行。151許金玉在會議中揭露李阿祿不尊重女性員工

的不當行徑，雖反遭到李阿祿前往家中算帳，但許金玉反抗對於女性的歧

視，可以看到她作為政治主體與女性主體同時浮現、相互支撐的能動性，

形塑女性啟蒙女性的左翼女性政治光譜。許金玉在「十三月劇場」演出參

與演後座談，提及個人的故事不重要，而是那時代的精神才是重要的。許

金玉的陳述，勾勒的不只是自身的生命經驗，也勾勒出被判處死刑的計梅

真圖像。 

二、張金爵與葉陶等 

張金爵不僅在日治時期就結識葉陶，戰後加入省工委會、司機工會，

成為串連許多位女性的核心人物，行動上不僅參與司機工會的怠工行動、

                                                 
148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81。 

149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83。 

150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85。 

151 根據保密局檔案，李阿祿為情蒐提供者。參考保密局檔案 T0653_B_07_0006，本文引用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調查研究暨口述歷史案》(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戒嚴時

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2018 年 7 月)所謄錄的保密局檔案。亦可見陳柏謙等人訪談，

〈許金玉女士口述歷史紀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調查研究暨口述歷史案》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2018 年 7 月) ，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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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與賴瓊煙油印、發送《光明報》。 

(一)、女性思想與行動串連：焦土會、地下黨、司機工會 

對張金爵具有影響的女性包含葉陶、林輕煙，其自身也吸收串聯多位

女性行動者加入工會。152張金爵伯父張棟樑153在臺中開設「何厝莊書房」，

張金爵常去臺中探望伯母。伯母愛插花，常要張金爵到楊逵的「首陽花園」

買花。一九四四年楊逵於「首陽花園」成立「焦土會」，所謂「焦土會」

是「以焦土抗日的心情召集了三十多位朋友到花園來，一邊翻譯，一邊排

練這齣『臺語版」的『怒吼吧！中國』」。154張金爵因而在首陽花園而結

識葉陶、賴瓊煙等人。首陽花園常有一大群人圍坐談論，張金爵「也站著

聽，覺得很有意思，不買花時也常常去聽講。那時約當光復前兩三年，戰

爭期間，大家對時局都很擔心。」「楊逵的太太葉陶，常說我是她女兒，

我不懂的地方就請教她。」155張金爵於日治時期便參加文化活動與演講會，

結識葉陶後，葉陶拿了很多書給她看，張金爵也從楊逵那裡獲得《新聞配

達伕》（中譯：《送報伕》）156： 

去花園的時候，常常可以看到他們有一群人在那裡談話。葉陶是

一位很有親和力的人，一看到我就一直招呼：「來來來，進來坐！

聽說你很愛看書，我這裡有很多書！來我這裡看書嘛！來，我拿

給你看！」葉陶對我很好，拿了很多書給我看。我看了之後，心

裡就想：真的有這種書嗎？楊逵跟我說：「我還有一本好書，不

過現在零零落落，都沒人讀。」我問他為什麼沒人讀，他說「因

為日本人禁止我出版，結果我把它放到快被白蟻吃光了。」這本

                                                 
152 張金爵：《沉浮的人生 再生人的告白》(自印，出版不詳)，頁 3。 

153 張棟樑為櫟社成員。 

154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 第十四卷‧資料卷》(臺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

備處，2001 年 12 月)，頁 29。 

155 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 白色恐怖 1950》，頁 108-109。 

156 林至潔訪問：〈張金爵女士訪問紀錄〉，頁 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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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就是楊逵的代表作《新聞配達伕》(中譯：《送報伕》)。157 

之後，因為楊逵介紹而認識廖瑞發，後被廖瑞發吸收而進入共產黨。

158葉陶為日治時期便參與農民組合的前輩，張金爵因為葉陶的網絡，更貼

近了日治時期的左翼思想： 

參加「焦土會」的人很多，但是光復之後，就漸漸散掉了。在那

之後，我們三個女孩子(許青鸞、賴瓊煙、張金爵)的關係變得比較

密切，常一起參加演講和一些活動。後來我們決定要到臺北發展，

楊逵還幫我們寫了介紹信，叫我們到臺北找「廖瑞發」。廖瑞發

自日據時代就是共產黨員，他的腳因為受到日本人的刑求，被炭

火燙得潰爛，看起來很嚇人，但是他做人很好、很照顧我們。就

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會被廖瑞發吸收進共產黨。159 

可以看見張金爵繼承日治時期社會主義運動者，且於戰後加入地下黨。

另一位影響到張金爵的女性就是嫂嫂林輕煙。張金爵提到「會走這條路，

也受到嫂嫂影響。養兄張連福，娶了草屯林萬振的妹妹林輕煙」，李友邦

與林萬振情同手足，林萬振在戰前與楊逵一同坐牢，林輕煙受到兄長影響，

轉述政治思想給張金爵： 

我從小常聽她講這些思想上的事。日後逃亡時，我帶許多人

回家躲，嫂嫂都沒說什麼，每個月還發一兩百元給他們剃頭、吃

喝玩耍；農忙的時候，那些人也幫忙割鳳梨。160 

白色恐怖時期，林輕煙這位「開明的女士，曾幫助過不少『白色恐怖』

中受難逃亡的人們。無論是什麼人去我們家，即使是政治犯，她都很歡迎，

                                                 
157 林至潔訪問：〈張金爵女士訪問紀錄〉，頁 290。 

158 林至潔訪問：〈張金爵女士訪問紀錄〉，頁 290-291。張金爵：《沉浮的人生 再生人告

白》，頁 4。 

159 林至潔訪問：〈張金爵女士訪問紀錄〉，頁 291。 

160 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 白色恐怖 1950》，頁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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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人很好。」161。林輕煙也在張金爵在省工委會地下工作期間，協助

工作。張金爵提到一九四八年間，因為當局開始抓人，組織下令疏散，張

金爵逃亡期間: 

我雖然在逃亡，家裡還是收容了一些難友:如果不把親友組

織起來，怎麼能動員。同時，蔡孝乾又提出「紅旗政策」，

只要共產黨一到，就把紅旗到處插起來，插得滿山遍野。為

了執行紅旗政策，需要大批的紅布跟黃布來製作，布店都已

奉命不能賣紅布，只好請求嫂嫂林輕煙去買。她出去說買紅

布是為了還願，幫土地公做新衣、和黃彩帶，共有幾百尊。

店家看她老實，才整匹整匹的賣給她。162 

安思雅絲(Anthias)和戴維斯(Yuval-Davis)提到女性在國家、經濟、政治

及軍事的參與上，會以擔任後勤補給、照顧傷者的角色成為重要的貢獻者

163。林輕煙在響應「紅旗政策」時，以女性身分以及民間信仰等日常生活

作為身份為掩護，藉由對女性的防備較低以及日常的宗教信仰來展開協助

的工作。 

張金爵的女性政治系譜還包含自身成為串連他人的核心。張金爵在醫

院工作時，與陳撬、潘寶玉、黃粧幾位女性交情不錯，張金爵提供書籍給

她們閱讀並吸收她們做黨員。164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醫院提出要「五人連

保契約書」，廖瑞發決定讓他們離職。離開陸軍醫院後，結識了張志中、

季澐、鄭敏捷(蔡孝乾化名)，二二八之後亦與同鄉朋友施月嬌、沈彩霞討論

社會動態。後又被派調「司機工會」服務，因父親入院而結識臺中醫院的

值班護士張彩雲165，並透過李中志吸收她入黨。當時「司機工會」的發起

                                                 
161 林至潔訪問：〈張金爵女士訪問紀錄〉，頁 290-291。張金爵回憶錄《沉浮的人生 再生

人告白》亦有此段敘述，請見頁 19。 

162  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張金爵 省工委風雲之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 

白色恐怖 1950》，頁 125-126。 

163 N. Yual-Davis, Gender & Nation,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7. 

164  林至潔訪問：〈張金爵女士訪問紀錄〉，頁 297。張金爵，《沉浮的人生 再生人告

白》，頁 7。 

165 張金爵：《沉浮的人生 再生人告白》，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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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藩溪圳認為司機們覺悟到需要團結才有力量，職業才有保障，因此成立

了「司機工會」。張金爵被當時的司機稱為「臺灣第二個謝雪紅」。166除

了「司機工會」之外，張金爵還負責「婦女工會」，並吸收周碧霞等十人

入黨。167  許姜嶺訊問筆錄。內容提及：「卅八年六七月間我母親患病，周

碧霞說她有一位朋友張彩霞(即張金爵)會注射，所以周就將張帶來我家給我

母親打針因而認識，後來張彩霞來我家時，曾帶一本共產黨書籍唯物論給

我讀，但我漢文程度太差，就和周碧霞一塊研讀，並由張彩霞指導，此有

一個月，但我和張彩霞來往時間大概有三個月，以後就再未會面。」168周

碧霞的訊問筆錄也提及因張彩霞吸收入黨，並與許姜嶺、蘇慰同一組織學

習唯物論受張彩霞領導。169黃端瑛也提及因張彩霞吸收入黨，受張彩霞領

導。 

【圖六】張彩霞為司機工會支部支委170 

                                                 
166 林至潔訪問：〈張金爵女士訪問紀錄〉，頁 307。 

167 林聲洲訪談：〈張金爵女士訪問記錄〉，頁 218。 

168 〈許姜嶺訊問筆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440000C/0044/276.11/21/0001。 

169 〈張彩霞訊問筆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440000C/0044/276.11/21/0001。 

170 第二階段三十七年底(1948 年)廖瑞發又增張彩霞為司機工會支部支委，發展婦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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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許姜嶺訊問筆錄171 

【圖八】黃端瑛訊問筆錄172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張金爵領導周碧霞、許姜嶺、黃瑞瑛、蘇慰〉，「周添壽等叛亂

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44/276.11/21。 

171 許姜嶺訊問筆錄。內容提及：「卅八年六七月間我母親患病，周碧霞說她有一位朋友張

彩霞(即張金爵)會注射，所以周就將張帶來我家給我母親打針因而認識，後來張彩霞來

我家時，曾帶一本共產黨書籍唯物論給我讀，但我漢文程度太差，就和周碧霞一塊研讀，

並由張彩霞指導，此有一個月，但我和張彩霞來往時間大概有三個月，以後就再未會面。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周添壽等叛亂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440000C/0044/276.11/21。 

172 黃端瑛也提及因張彩霞吸收入黨，受張彩霞領導。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周添壽等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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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陳通和的訊問筆錄，張金爵以參加外圍組織「婦女民主聯盟」吸

收周碧霞、許姜嶺、黃瑞瑛入黨，一九四八年廖瑞發派張金爵擔任婦女支

部支委，可以看見張金爵串聯的角色。此外，婦女工作上，當臺北市司機

工會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選出理監事，潘溪圳為理事長。工會成立之

後張金爵（化名張彩霞）則被地下黨派至工會擔任會計。173張金爵加入

「司機工會」時，主要負責婦女工作，當時化名「張彩霞」。張金爵承上

啟下地串聯並影響不同的女性。張金爵提到: 

我在司機工會，是重點工作，整天從早到晚沒有休息。此外，廖

瑞發也要我組織婦女會。婦女散居各處，草山、北投和三重都有，

聯絡很不方便，所以想組織起來，才不用跑來跑去。但是工會的

工作太忙，婦女會最後交給陳通和負責。174 

張金爵雖然吸收不少黨員，但也提到身為女性身分的困難。如當初想

吸收潘溪圳入黨，兩人思想交流時常遭到潘溪圳的辯駁，後潘溪圳由王忠

賢吸收入黨，信服於王忠賢，張金爵因而提到「我的女性身份作這個工作

在是多點困難」。175  

(二)、怠工行動與《光明報》 

「司機工會」成立的過程中，由張金爵與潘溪圳一同組織起「司機工

會」，化名張彩霞，並尋覓有志青年入黨：176 

在社會中有志青年不少，想發展前程但往往因為沒有人助他

們一臂之力而埋沒人才。當我發現了這種有志氣的青年，首

                                                 
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44/276.11/21。 

173  陳柏謙：〈舊臺共與省工委在戰後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開展初探(1945-1950)〉，頁

109-153。 

174  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張金爵 省工委風雲之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 

白色恐怖 1950》，頁 117。 

175 林聲洲訪談：〈張金爵女士訪問記錄〉，頁 218。 

176 林聲洲訪談：〈張金爵女士訪問記錄〉，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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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我都會觀察一段時間，然後再去安慰他、教育他，鼓勵

他走上人生大道，並且告訴陳焰樹(事發後他去自首)去栽培

他，吸收他入黨，就這樣「司機工會」和黨的力量都增加不

少。177 

怠工行動上，一九四八年冬天，不少市營公車司機及員工們，時常被

欺負或無理被解雇開除，尤其是司機與員工們都兩個月沒有領薪水了，因

而司機工會引發抗議，司機與車掌也都配合「怠工」，爭取幾點權益：一、

爭取快發所積欠的薪金。二、爭取每日工作八小時。三、爭取制服配給，

也爭取到補發薪水以及制服配給的權益。178河上肇便曾批判資本家介入勞

動時，勞動者是在資本家的管制下勞動，且勞動過程產生出來的商品，不

歸屬於勞動者，而屬於資本家。179 

那年(一九四八年)冬天，司機工會成功的發動「怠工」。原因是司

機和員工常毫無理由被解雇，而且當時已有兩個月沒領到薪水。

臺北市公車的司機來找藩理事長商量：他去公車處理論，結果無

效，政府規定不能罷工。藩先生說，那可以「怠工」吧。於是市

公車的司機和車掌都配合，我和周耀旋寫了大字報：「司機家人

大小都生活不下去了﹗工人是靠薪水過活的，沒有錢叫工人怎麼

活？」大字報貼出去，坐公車的市民都能諒解。三天後公車處收

入減少，來請藩理事長開會商量，終於同意補足薪水，每個人發

兩套工作服。這次行動成功，司機們信心大增。180 

陳柏謙提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公共汽車司機怠工「市公共事業

管理處司機因待遇太差要求加薪三〇%，但未批准，司機怠工，行車速度

保持二十公里以下，市民希望市府盡快解決。三月十九日報導，怠工問題

                                                 
177 林至潔訪問：〈張金爵女士訪問紀錄〉，頁 306。 

178  林至潔訪問：〈張金爵女士訪問紀錄〉，頁 306。張金爵，《沉浮的人生 再生人告

白》，頁 15。林聲洲訪談：〈張金爵女士訪問記錄〉，頁 217。 

179 河上肇，何仲珉譯：《資本論入門》，(人民出版社)，頁 471。 

180  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張金爵 省工委風雲之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 

白色恐怖 1950》，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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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解決，原三〇%獎金為修理用津貼，現願改為技術津貼，擬辦法送審實

施」，怠工前張金爵與周耀旋寫了大字報「司機大小都生活不下去了！工

人是靠薪水過活的，沒有錢叫工人怎麼活？」，後因臺北市司機工會案，

工會的地下黨人開始逃亡，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工會重新改組。181 

張金爵在戰後油印、派發《光明報》時期，就接觸了河上肇的《第二

貧乏物語》學習辯證法。《光明報》在一九四八年出版，呂赫若於一九四

八年擔任《光明報》主編，投入地下工作組織。《光明報》有鑑於二二八

事件發生，提議發行刊物分析事件背景與宣傳理念，後因基隆中學案被捕

共有三十人。負責《光明報》抄寫、油印、分發的便是張金爵與賴瓊煙兩

位女性： 

賴瓊煙和我兩人也負責辦《光明報》。光明報是內部秘密文件，

由蔡孝乾提供資料，我們兩人又寫又印，賴瓊煙出去分發。一開

始只印二十張，一個組一張；到後來，印六十張還不夠，可見組

織發展多快，只好由劉明介紹的印刷廠承印。182 

張金爵的行動與角色，不僅是吸收不少女性入黨的核心，也與賴瓊煙

參與創辦《光明報》。其形象也可以透過在軍人獄中、新竹監獄以及生產

教育實驗所與張金爵同牢房李碧霞183之描述更立體。李碧霞提到張金爵在

獄中綽號為「猛者」，「因為很有力氣，跟男生一樣。我們也叫張金爵

「闊嘴的」因為她愛講話，比較口無遮攔。」但張金爵心地善良，李碧霞

很受張金爵照顧。184 

                                                 
181  陳柏謙：〈舊臺共與省工委在戰後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開展初探(1945-1950)〉，頁

109-153。 

182  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張金爵 省工委風雲之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 

白色恐怖 1950》，頁 117。 

183  李碧霞(1924)，父親李喬松、兄長李舜雨加入共產黨，在日治時期因為父親與農組接觸

而認識謝雪紅、許月里等左派人士，後牽涉叛亂案被判刑。 

184  許雪姬訪談，林建廷紀錄：〈李碧霞女士訪問紀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

性家屬訪問紀錄》(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2014 年 12 月)，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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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許月里 

許月里的女性政治系譜串聯起張金爵、崛田女士、葉陶等網絡。在行

動上參與工友協助會、強調女性解放需要社會集體解放等具有馬克思主義

的思想。 

(一)、工友協助會 

張金爵與許月里亦有淵源。張金爵透過廖瑞發而結識許月里，並得知

許月里父親與日本人抗爭之事蹟。185許月里父親日治時期便參與文化演講，

轉述並影響許月里抵抗殖民的思想，可見許月里思想上承襲自父親。許月

里公學校快畢業前，考取臺灣銀行儲蓄部，並透過同學的姐姐加入工友協

助會，此外，亦是日治時代農民組合的會員。一九二九年逮捕三百多位農

民的二一二事件後，農民組合的成員再度集結，簡吉出面成立臺北辦事處，

就是由許月里辦事。186  蔣闊宇的研究指出工友協助會由薛玉龍、薛玉虎於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成立，強調工人的互相救濟、互相連絡。一九三二

年臺北州高等課的宮崎特高係長，與田代警部補，突襲工友協助會，逮捕

了薛玉虎，同年十二月，薛玉虎病死於獄中。工友協助會的其餘幹部也分

別於一九三三年被捕入獄。工友協助會大約也於此時瓦解。187瓦解之前工

友主要「反抗日本政府對臺灣的不平等政策；同時幫助工友兄弟爭取合理

工資；並且喚起女性自覺，反對封建的舊禮教束縛，如三從四德、男女授

授不親等等，都是照顧被欺負的人。」188許月里加入工友協助會後: 

這時正值爆竹會社發生爆炸火災，男女工人死傷很多。薛先生(薛

玉龍)要我去慰問死傷家族，然後決議幫死傷的家族向業主要求賠

                                                 
185 張金爵：《沉浮的人生 再生人告白》，頁 9。 

186 楊渡、簡明仁：《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農民運動》，(臺北市:南方家園出版)，

2015 年 11 月，頁 145。 

187 蔣闊宇：《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臺北市：前衛)，2020 年 5 月，頁 158-

317。 

188 許月里：〈長夜漫漫何時旦—一個苦難時代臺灣婦女的告白〉，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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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 

當時的社會風氣很保守，職業婦女很少，參加工會的女工寥寥無

幾。雖然工友協助會婦女部的事務由我擔負，然我對婦女運動不

太關心，也許是受家父的影響，滿腦子全是反日帝的思想言論，

認為社會問題若解決，不平等的婦女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因此不

太重視男女不平等的問題。189 

許月里負責婦女部，其思想認為女性問題是社會問題的結果，是少數

從日治時期便投入革命的女性。張深切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七日上海「臺

灣自治協會」的反對始政紀念日的集會，提到謝阿女主張婦女也得參加革

命，才能使革命成功。190許月里也是在日治時期就展開政治行動： 

除了一般工運的事務之外，許月里在工友協會的主要工作是從事

婦女運動。因為當時的社會風氣很保守，職業婦女很少，參加工

友協助會的女工更是寥寥無幾，只有十多個女孩子。起初，「工

友協助會」還經常有幾位年紀比她大的女孩子出入，但是，到後

來，她們有的因為家庭反對，有的因為搬家，就不見了。所以

「工友協助會」婦女部的事務就由她擔負，並且因此而被稱為

「婦女部長」191 

後許月里被以「資匪」名義被判刑，被控濟助共產黨員簡吉、廖瑞發。

簡吉、廖瑞發都是許月里在日治時代工友協助會認識的舊友，在一九五〇

年再相遇時借予路費，許月里參與工友協助會的左傾行動或許是當局逮捕

她的緣由。192 

                                                 
189 許月里：〈長夜漫漫何時旦—一個苦難時代臺灣婦女的告白〉，頁 97。 

190 張深切：《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第一冊（臺中：聖工，1961 年），頁 195。 

191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 90-91。 

192 許月里：〈長夜漫漫何時旦—一個苦難時代臺灣婦女的告白〉，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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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許月里與堀田、獄中難友  

許月里行動與思想的女性情誼與政治系譜，可以從她的無產階級婦女

觀與日本女性的連結談起。一九二七年王詩琅等人因「黑色青年聯盟事件」

被捕，一九二八年由堀田真猿公判193，許月里與工友協助會成員前往法庭

旁聽，因此結識堀田真猿之女，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堀田女士還自願免費

幫許月里補習日文，以及教她讀「無產階級經濟學」194，許月里提及： 

更有一位至今令我十分感念的堀田小姐，雖然她的父親是專門審

判我們抗日份子的日本法官，但她卻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從臺灣

回到日本就讀女子大學時，因為參加左派活動遭日警逮捕，被遣

送回臺，她的父親也因而丟官，這個我素昧平生的日本小姐，在

知道我失學後，就自願免費的幫我補習日文—當時得說是國文，

我們都在圖書館裡上課，我連一口茶都未曾清她喝過。195 

此外，前文提及葉陶對張金爵的影響，此節也看到葉陶與許月里的連

結。日治時期，農組若遭逮捕，開庭時會寄住在許月里家。農民組合的葉

陶為許月里舊識，每來臺北都與許月里同床睡。無論哪一派的政治犯開庭，

朋友有空都會與他們的家屬同去探看旁聽，以示打氣。196 

許月里後與無政府主義的黃天海結婚，一九三一年日本針對臺共進行

大逮捕時，許月里的父親與母親前後遭捕，釋放回來之後，黃天海與許月

里陸續生病，黃天海因病過世。黃天海過世後，許月里在愛愛寮幫忙而再

                                                 
193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中提及 1927 年王詩琅等人因「黑色青年聯盟事件」被捕，1928

年由堀田公判。根據「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中「昭和 2 年第 680,1252,1253,1256 號」

刑事判決。原本承辦法官為堀田真猿、小野祐三郎、小田村元彥，因此許月里所指的崛

田女士應為堀田真猿之女。見臺大圖書館，《「昭和 2 年第 680,1252,1253,1256 號」刑

事判決》，「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臺大圖書館特藏組，

http://tc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record.php?searchClass=all&id=tu201010039935(瀏

覽日期：2021 年 7 月 20 日)。 

194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 91。 

195 許月里：〈長夜漫漫何時旦—一個苦難時代臺灣婦女的告白〉，頁 98。 

196 許月里：〈長夜漫漫何時旦—一個苦難時代臺灣婦女的告白〉，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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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舊識周合源。197二二八之後，許月里與臺共廖瑞發、農民組合的簡吉聯

繫上。 

那時候，許月里經常帶小孩到附近圓環邊一家診所看病，因而認

識裏頭的一名黃姓護士，她時常向許月里借錢，也常到許月里家

給她及她公公打針。簡吉會找到許月里，就是她帶來的。198 

此黃姓護士對照張金爵的回憶錄與許月里起訴書應為黃查某女士，199

黃查某被捕後，許月里也被捕。許月里的判決書寫著張金爵加入新民主主

義青年團，受廖烟(廖瑞發)領導，而「許月里幼年時，即與匪黨簡廖相識，

日治時期參加工友協助會曾經受匪幹黃查某，黃查某交閱大眾哲學及廖烟

交閱和談文獻等匪黨書籍」，後以「資匪」被判十二年。200 

另一位與許月里有連結與影響的女性為獄中難友。一九五六年，許月

里與陳姓外省青年同牢房，陳姓難友借給許月里徐志摩、郁達夫、朱自清、

許地山等人的散文，當作教材指導許月里。並練習造句交由陳姓難友修改。

201 

民國四十五、六年時，同一位姓陳的外省青年女難友關在一

房。我把需要書的心意告訴她，她就借一本中學國文給我，我高

興得叫家人送筆記簿來，一課一課的抄完，每天請教，像小學生

做造句，請她改，一邊請教，一邊翻字典。有時字典內的注釋似

懂非懂，真老來學皮匠頗為難。202 

許月里在獄中與陳姓難友也形成學習、思考的女性網絡。探究許月里

                                                 
197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 100-101。 

198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 110。 

199 張金爵：《沉浮的人生 再生人告白》，頁 29。國防部軍務局，〈許月里起訴書〉，

「陳基全等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B3750187701/0039/1571/75294480/143/096。 

200 國防部軍務局，〈許月里起訴書〉，「陳基全等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B3750187701/0039/1571/75294480/143/096。 

201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 125。 

202 許月里：〈長夜漫漫何時旦—一個苦難時代臺灣婦女的告白〉，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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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到戰後，行動上負責婦女部，認為女性問題是社會問題的結果，思想

網絡則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崛田小姐、葉陶具有相互影響的連結。 

四、馮守娥、蕭素梅、計梅真 

馮守娥在女性政治系譜上，影響並吸收蕭素梅加入組織，並在監獄中

受到計梅真的影響。以下分為兩部分敘述。 

(一)、馮守娥與蕭素梅 

根據陳進金的研究，馮守娥在二〇一三至二〇一七年不同的訪問之間，

有三點重要的轉變：馮守娥對哥哥馮錦輝接觸蘭陽工委會的了解程度；其

次，馮守娥與蕭素梅的組織關係；三，馮守娥與郭琇琮的熟識程度。陳進

金比對訪談與訊問筆錄，指出二〇一七年馮守娥訪談中提及歷史老師劉登

峰教唱麥浪歌詠隊，與哥哥馮錦輝交換《新青年》等書籍雜誌閱讀，並提

及自身與蕭素梅的關係。陳進金對比訪談與訊問筆錄，指出馮守娥、蕭素

梅、陳錦宣［萱］為同一支部。203本文比對馮守娥的訊問筆錄，馮守娥於

一九四九年畢業於蘭陽女中，在訊問筆錄中提到一九四八年經由劉登峰介

紹加入共產黨，入黨以後由劉登峰領導，一九四九年改由外省李領導，後

改受蔡某領導，一九四九年吸收蕭素梅入黨，同時成立支部由馮守娥領導。

組織關係上，上級為馮錦輝，支部黨員有陳錦宣、蕭素梅二人。204 

與馮守娥同案的蕭素梅(1930-)的官方判決書與訪談紀錄皆提及一九五

〇年因馮守娥介紹入黨，案發時二十一歲，判刑五年，出獄之後在受難者

聚會中結識楊逵之子楊資崩，後與楊資崩結婚。205馮守娥自陳將熟悉羅東

                                                 
203  陳進金：〈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在宜蘭：以「蘭陽工委會」及「羅東紙廠案」為中

心〉，《臺灣史研究》第 26 卷第 4 期(2019 年 12 月)，頁 51-96。 

204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馮守娥訊問筆錄〉，「盧盛泉等奸嫌」，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39/273.4/406/0001/virtual002/0005。 

205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9）安潔字第 1764 號》，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網址：

https://twtjcdb.tjc.gov.tw/Search/Detail/15435（瀏覽日期：2021/12/29）。楊翠、溫宗翰、

官亦書訪談：〈蕭素梅女士訪談錄〉，《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口述歷史訪談計畫 成果報

告書》(委託單位：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承辦單位：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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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羅東區辦事員蕭素梅介紹給郭琇琮。206蕭素梅的訪談也提及在蘭陽

女中就讀時，常與馮守娥、陳錦宣等人討論時事: 

我因為在羅東區署的文書股工作，多少能夠知道軍方資訊往來或

指令，所以我必須要了解他們的動靜，比如說現在有一道指令下

來，說要做什麼，我就要去了解：「這個指令是從哪裡來的？要

發給誰？他們想要找到什麼東西？」我必須掌握到當時的現實狀

況，然後回去跟馮守娥、陳景萱一起討論、研究，藉由一個實際

的問題，聽取每個人的意見，再進行討論，採取最好的意見執行。 

我們的組織就是三人一組，往上又三個一組，再上去又三個一組，

彼此之間除了上、下線，並不認識其他人，因此我的同學馮守娥、

陳景萱就分別是我的上下線成員。當時我的任務就是負責蒐集國

民黨的情報，盡量到群眾裡跟群眾互動，我只知道馮守娥的上線

就是她哥哥，再上去是盧盛坤，因為我們都是直的發展，沒有橫

向發展，目的就是避免破壞。到現在我還是覺得，要不是因為這

個組織破壞得很徹底，臺灣現在一定能發展成更好、更進步的社

會。207 

蕭素梅訪談很明確說明自己與馮守娥皆有入黨。兩人也有不少知識上

的討論，甚至同時被捕： 

我還記得被抓那天是 1950年 5 月 14日晚上，我洗好澡以後，去馮

守娥家聊天，她才正在跟我說她哥哥馮錦輝今天去接洽組織，但

是都沒有消息回報，她覺得狀況不尋常，才正在討論而已，穿著

便衣的特務就從我後面出現。特務問：「誰是馮守娥，誰是蕭素

                                                 
年 12 月)，頁 363。 

206 紀錄片《暗夜行路-馮守娥》 (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7 年 10 月)。〈馮守

娥女士 訪談紀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女性家屬訪問記錄》(新北市：國家人權

博物館，2014 年 12 月)，頁 5。 

207 楊翠、溫宗翰、官亦書訪談：〈蕭素梅女士訪談錄〉，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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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我就站起來。208 

蕭素梅、馮守娥不僅是學問交流的同學，亦是組織串連的關係。根據

馮錦輝的訊問筆錄，提到入黨最初由劉登峰聯絡。馮守娥曾擔任婦女支部

聯絡人，後郭琇琮將婦女支部將給馮錦輝。馮錦輝的筆錄中，提及組織關

係時，提到婦女支部由馮守娥負責，黨員有陳錦萱、蕭素梅二人。209根據

蕭素梅的訊問筆錄，蕭素梅提及「三十五年在蘭陽女中初中畢業，三十六

年於羅東區署工作先任雇員，三十八年升任辦事員」「三十九年三月由馮

守娥介紹參加共產黨」和馮守娥、陳錦萱開過五、六次會，組織關係為馮

守娥、陳錦萱。210前文提及馮守娥從自身經驗及受到當時思潮的影響，十

分關注婦女問題，在馮守娥的提訊筆錄中提及為何加入共產黨，「是想爭

取男女平等」。蕭素梅也提及六次開會皆為討論生活問題。入黨的原因為

婦女要解放，因此就加入共產黨了。211 

【圖九】馮守娥訊問筆錄212 

                                                 
208 楊翠、溫宗翰、官亦書訪談：〈蕭素梅女士訪談錄〉，頁 358。 

209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共匪蘭陽地區組織匪犯盧盛泉等〉，「盧盛泉等奸嫌」，國家發

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39/273.4/406/0001/001/0008。 

210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蕭素梅訊問筆錄〉，「盧盛泉等奸嫌」，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39/273.4/406/0001/virtual002/0004。 

211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盧盛坤、蕭素梅、盧盛泉、陳文章四名提訊問訊筆錄〉，「盧盛

泉等奸嫌」，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440000C/0039/273.4/406/0001/virtual005/0011。 

212  馮守娥訊問筆錄，提及加入共黨為追求男女平等。國防部後備司令部，「盧盛泉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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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馮守娥與計梅真 

馮守娥一九五〇年被捕之後，先在保密局南所關了一個月左右，又送

至北所，且與計梅真同牢房。馮守娥提到認識計梅真之前，就已經聽聞她

有十二年黨齡，工作經驗豐富、受人尊敬。在獄中結識計梅真，在北所跟

計梅真學習「新女性」的歌曲213 

她又告訴我，她也會唱一首《新女性》的歌，歌詞很長，但

內容很好，我聽她那樣說很高興，就請她也教我們唱。從那次以

後她就盡力地把她喜歡的歌教我們唱。在保密局的北所約有三個

月的時間，她教我們唱十幾首歌，因為在那邊沒有紙筆可以寫，

環境也不適於寫，所以我們全靠記憶﹗214 

這些歌曲的內容皆為抗戰、愛國、新女性內容的歌曲。其中新女性這

首歌為影片《新女性》的主題歌〈新的女性〉，其內容為「新的女性，是

生產的女性大眾；新的女性，是社會的勞工；新的女性是建設新社會的前

鋒；新的女性，要和男性們一同，翻卷起時代的暴風！暴風！我們要將它

喚醒民族的迷夢！暴風！我們要將它造成女性的光榮！不做奴隸天下為公！

無分男女世界大同，新的女性勇敢和前衝！新的女性勇敢向前衝！」215計

梅真在獄中持續影響不少女性的思想，如蕭素梅也提到在獄中結識計梅真，

「她很照顧我，不是那種說教的人，是很優秀的菁英份子。」216郵電案的

受難者高秀玉也提及在牢房中，「計老師把她所會唱的祖國愛國歌曲都教

我們學唱了」「其他難友也都喊她為計先生」。217，馮守娥也是受影響的

其中一位。馮守娥與計梅真又調至臺北青島東路的軍法處看守所，兩人又

                                                 
嫌」，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39/273.4/406。 

213 紀錄片《暗夜行路-馮守娥》 (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7 年 10 月)。 

214  馮守娥：〈在牢房裡認識的計梅真老師〉，陸象賢主編：《魂系臺北 紀念臺灣郵電工

人運動先驅》，頁 66-67。 

215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暨口

述歷史案 結案報告》，頁 79。 

216 楊翠、溫宗翰、官亦書訪談：〈蕭素梅女士訪談錄〉，頁 360。 

217 高秀玉：〈對恩師計梅真不盡的思念—在國語補習班〉，收錄於陸象賢主編：《魂系臺

北 紀念臺灣郵電工人運動先驅》(新陽印刷事業有限公司，2002 年 8 月)，頁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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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牢房 

這次她睡覺的位置就排在我旁邊，所以在那邊我們談話的機會比

較多，在那段期間，她就談她過去在工廠裏做工的情況給我

聽。……我特別記得的是有一次我問計老師說:我們一起生活這段

期間，你有沒有發覺我有什麼缺點要改的，因為我聽過好幾次她

對我稱許，卻沒有聽過她對我的批評。……她想從兩方面去觀察

還是可以評斷一個人的，就是:一看他的勞動觀念如何，二看他在

日常生活中不是自私的。218 

馮守娥在牢房中，會協助難友整理空間，計梅真提醒他說過份的不自

私會助長別人的自私，因此馮守娥建議牢房的難友共同將鞋子排放好。計

梅真被槍決那天，對著隔壁房走出來的錢敬芝說「還好，只有我們兩個

人」，至死都在擔心學生的生命。219馮守娥與計梅真在獄中，依然可見左

翼女性的能動性與政治系譜。 

伍、結論 

哈爾‧卓普（Hal Draper, 1914-1990）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應是「自下而上」

（Socialism from Below），也就是抗爭者以自身的命運作為歷史舞臺上的

主體，並成為歷史舞臺的行動者，社會主義群眾的自我解放才能實現。馬

克思在為第一國際所寫的宣言中所提及：「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由工人階級

自己爭取」，正是自下而上的核心。馬克思在〈1848 年的共產黨宣言〉220

強調著自我意識，認為工人階級的解放必定是工人階級的行動。本文認為

左翼女性「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有幾點原因：首先，具有左翼思想的女

性的政治意識無法脫離原生家庭、女性命運、女工處境的女性身份作為思

                                                 
218 馮守娥：〈在牢房裡認識的計梅真老師〉，頁 70。 

219 馮守娥：〈在牢房裡認識的計梅真老師〉，頁 72。 

220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站，網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瀏覽日期：2018/8/23）。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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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其次，展開的行動是來自於自身面臨的同工不同酬、工時過長、女工

工作的危險性、重複性，而發起遊行、怠工等行動。 

本文透過書寫許金玉、張金爵、許月里、馮守娥書寫以下面向：首先，

日治到戰後，皆經歷過社會主義思潮蓬勃的時代。許月里從日治時期就參

與「工友協助會」的工人運動。思想發展上；馮守娥高中便閱讀茅盾、巴

金、魯迅、三○年代文學作品、日文的社會主義書籍，討論婦女問題、農

民起義的文章外，自己也書寫《論臺灣婦女》談到解放婦女與提高女性能

力。221計梅真在國語補習班教《論人民民主專政》、《唯物論》、《怎樣

做一個共產黨員》、魯迅寫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野草〉、亦有

巴金、老舍、楊逵的〈送報伕〉等文。許金玉在此影響下政治意識更加明

確，成為具有「鬥爭」、「學習」、「勞動」思維。222張金爵亦接觸了河

上肇的《唯物辯證法》、《第二貧乏物語》學習辯證法。 

其次，許金玉、張金爵、馮守娥、許月里都不約而同在訪談與自述中

提到女性身份、養女命運、生育勞苦與自身政治關懷的連結。在女性作為

傳宗接代的工具時，女性生命經常在生養過程中消耗一生甚至喪命。左翼

女性的政治關懷與女性身份往往不可分割，亦提出婦女問題必須整體社會

進行改造，才有可能解決女性處境。 

其三，許金玉、張金爵、許月里、馮守娥四位女性政治受難者的左翼

思想的發展、行動，勾勒一個女性情誼與政治系譜的連結。本文認為女性

之間的交流與連結，不僅停留在女性情感之間的姊妹情誼，更形成一個左

翼女性的政治系譜。許金玉透過計梅真更加反思自身的女性、階級處境，

並成為戰後第一場工人遊行請願運動的重要人物。張金爵為司機工會怠工

的參與者。自身受到葉陶、林輕煙影響，並與賴瓊煙參與《光明報》的工

作，且借閱書籍給陳撬、潘寶玉、黃粧幾位女性，並吸收她們成員黨員。

許月里則受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堀田小姐影響，而閱讀「無產階級經濟

學」。許月里在日治時期也與葉陶互相支持。白色恐怖被捕時，則受到陳

姓難友協助，持續閱讀與學習。馮守娥在行動上，與蕭素梅交流與串聯，

                                                 
221 王歡：《烈火的青春 :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證言》，頁 75-76。 

222 曾文珍：〈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與女性政治犯對話〉，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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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獄後受到計梅真影響，透過歌曲學習新女性、愛國等內容。許金玉、張

金爵、許月里、馮守娥形成一個女性情誼與左翼女性的政治系譜。本文希

冀勾勒出左翼女性與女性系譜的圖像，為甚少的左翼女性研究填補一絲歷

史謎團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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