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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休閒應該是一種自我實現，而這是需要社會條件的支持。從休閒的字源是「被允許的」來看，統治階級可以利用社會制度

進行控制，休閒因此被視為控制工具，而有異化休閒的產生，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休閒是必須經過批判行動才可能獲得。

日治時期在帝國資本主義的統治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流動完全由統治者控制，自我實現的空間被宰制，知識份子透過

文學揭露生活被宰制的事實，對統治者及社會不合理的控制提出強烈的批判，追求台灣人從不自由及被扭曲的社會結構的

桎梏中解脫，也因此帶動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 一生橫跨日治與國民政府兩個時期的呂赫若，具有濃厚的社會主義思想

，是日治時期最優秀的作家，作品主題大部分是沉溺於虛假意識的貧農，或受限於傳統禮教與封建父權束縛的女性，藉此

對階級差異與階級支配、父權支配提出強烈批判。透過寫實文學的象徵批判，揭露生活被宰制的事實，對不公平的社會及

不人道的結構扭曲提出批判，讓人們了解社會對自我實現的限制，期能使社會朝向更美好的方向發展，以實現理想的休閒

社會。 本研究從休閒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探討知識份子在社會中從事象徵詮釋、象徵批判所扮演的角色；並由西方知識份

子角色功能與類型的探討，了解歷史脈絡中台灣知識份子的特質與類型。最後以呂赫若為例，從其作品詮釋來探討台灣左

翼知識份子文學批判所呈現的休閒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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