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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isure should be a kind of self-realization, and it needs the assistance of the social conditions. Etymologically, the word leisure

descends from the Latin word licere, meaning “to be permitted” or “to be free”. The governing class would use social system to

dominate; therefore the leisure is seen as a tool of domination. Then the alienation of leisure is created. In such social environment

the leisure can only be possessed through criticism.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Taiwan was ruled by imperialistic Capitalism.

The circulating in politic, economic and society was totally controlled by the ruler. And the space of self-realization was limited. At

that time the intellects criticized hard the rulers and the injustice in the society with literature, which exposes the bare facts that

people’s life is dominated. They pursued Taiwanese liberation from the compulsion and the yoke of deformed social structure, and

also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aiwanese Literature Movement forward. The life of He-zo Lu tretches over two eras, Japanese

colonization and KMT government. He is a man of socialistic thought and the most outstanding writer during the time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The subjects of his works are mostly the poor peasant who droops in the unreal consciousness or the women who is

fettered by the traditional conventions and patriarchal authority. And he criticized hard in his works the class difference; the class

domination and the patriarchal domination. With the symbolic criticism of realistic Literature he showed up the fact, that people’s

life is dominated. He criticized the unfair society, inhuman and deformed society structure, in order to make the people realize that

their self-realization is limited. He wished that the society will in a better direction develop and the ideal leisure society will come

true. This study deals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leisure and the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discusses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s who is

engaged in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and symbolic criticism. It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the Taiwanese

intellects 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in comparing with the roll-functions and types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s. This study takes the

writer He-zo Lu as a example. It tries to interpret his works, and find out the meanings of leisure that appears in the social-critical

literature of a Taiwanese left intel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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