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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台湾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日据时期电影资料至 2006

年，共有 169 卷影片与 137 本准演执照。其中纪录片

49 卷，包括 ：台湾地区纪录片 12 卷、日本地区纪录片

5 卷、“满洲”地区纪录片 1 卷、政令宣传片 18 卷、教

育片 2 卷、生态纪录片 2 卷、新闻片 1 卷和剧场纪实演

出 8 卷。这些影片修复在 2006 年底历经三期完成，其

中有一卷受损严重，修复后亦无法辨识。《南进台湾》

属于台湾地区的纪录片，在台湾地区拍摄，记录了台湾

在“皇民化”时期的景象。在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与

影像维护研究所所长井迎瑞老师的带领下，该片修复后

收藏在《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台湾历史博物馆修

复馆藏日据时期纪录影片成果》（以下简称《片格转动

间的台湾显影》）作品集中，存于台北电影资料馆。到

2008 年，台湾历史博物馆又搜集了七部影片，并再次

委托台南艺术大学修复。至今，日据时期的台湾电影亦

无其他重要的发现。

日据时代电影资料的生产大部分在日本殖民统

治台湾的第三阶段——“皇民化”运动时期（1937—

1945）。此时期，日本的殖民野心不断扩大，欲实行“大

东亚帝国主义”“脱亚入欧”等目标。这一时期的电影

题材大多为纪录片，主题亦围绕在军事、战争、报国

上，表明了日本殖民统治的野心和迫切跻身世界强国的

愿望。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意图透过电影也显而易见。

“一般而言，历史是过去之事，常以文字形式出现，而

纪录片却以活动影像和声音尝试记录当下，于是人们可

以从纪录片中发现真实及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已经从文

字跳跃至影像范畴，这是一种更真实、贴近生活的记忆。

历史不但可如图像般的再映，而且真实记忆又得召唤返

回。”（1）日本殖民统治者借助影片图像的力量作为其殖

民统治的媒介和手段。《南进台湾》便是“皇民化”运

“皇民化”时期台湾纪录片的帝国记忆与
殖民宣传
——以《南进台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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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期具体的影像再现，深刻地体现了日本殖民统治者

急欲实行“大东亚共荣圈”的迫切愿望，从中也可窥见

日本殖民当局以影像建构台湾的帝国意图，以及以影像

实行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殖民情境。日人宫本延人也于

1934 年左右在排湾族部落拍摄祭典 16cm 影片 500呎，

具体再现了“皇民化”时期日本的殖民统治场景。

关于《南进台湾》的研究，大陆至今暂时属于空白

的状态。原因之一为日据时期的台湾电影由于影像资料

的难寻，很少人研究。原因之二为《片格转动间的台湾

显影》修复后并没有公开展演或出售。台湾方面，井迎

瑞老师在《片格转动间之台湾显影》暨台湾历史博物馆

委托台南艺术大学执行“馆藏日据时代电影资料整理及

数位化计划”成果发表会手册上发表《殖民客体与帝国

记忆 ：从修复影片〈南进台湾〉谈记忆的政治学》。在

井迎瑞老师指导下，其学生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艺术管理

研究所谢侑恩于 2007 年 7 月完成《影像与国族建构——

以台湾历史博物馆馆藏日据时代影片〈南进台湾〉为例》

的硕士论文。此外还有傅欣奕的《日治时期电影与社会

教育》，是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 2013 年 1 月的硕

士论文，此文中亦有部分对《南进台湾》的研究。本文

将从日本的南进政策背景出发，并在台湾这些研究的基

础上，分析《南进台湾》在“皇民化”时期是如何记载

帝国记忆并在日本的视角叙事下进行殖民宣传的。 

一、《南进台湾》的影像叙述和殖民宣传

台湾文建会补助经费进行的《片格转动间的台湾

显影》出版了影音和专刊，收录四部馆藏日据时期台湾

纪录片影碟——《国民道场》《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幸

（1）齐隆壬《历史、记忆、影像》，见《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台湾

历史博物馆修复馆藏日据时期纪录影片成果》（2006）暨台湾历史博物馆委托

台南艺术大学执行“馆藏日据时代电影资料整理及数位化计划”成果发表会

手册，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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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等经验，累积对南进之思考，陆续提出主张南向发

展的论述。（6）当时日本官方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北方

的朝鲜、中国及俄国问题上。到了 1895 年，甲午战争后，

日本从清政府掠夺走台湾，南进论首次得到了落实。此

后，台湾成为日本南进扩张的主要据点。

殖民地统治的特质之一就是殖民地本身没有主体

性，它是在殖民者的各种策略下生存和发展的。影片的

所有内容都是殖民者自身的叙述，里面的角色也都是殖

民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安排和调整的。殖民时期如《南

进台湾》纪录片的叙述和叙述策略都是殖民主义的展示。

（二）《南进台湾》的殖民宣传策略

电影作为 1895 年问世的新媒体，台湾总督府并不

是一开始就有具体的政策措施控制台湾电影。电影不再

作为娱乐和消遣之用，台湾总督府利用电影作为其战时

的殖民宣传和教育的工具和媒介是在 1937—1945 年的

“皇民化”运动时期。30 年代，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

的野心驱使下，在台湾不断以“现代化”之名行殖民统

治之实。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的南进政策，主要集中

在华南地区与福建、厦门一带。“一方面着眼于台湾汉

族人与南洋华侨之原乡大多来自华南地区，因此，了解

当地民情，并收揽民心，实系维持台湾统治稳定与发展

对南洋通商优势之要素 ；二方面希望能结合厦门的港口

优势与台湾之交通枢纽位置，进一步向东南亚发展。”（7） 

1935 年 10 月，台湾总督府借台湾博览会在台北公

会堂举行“全国新闻记者大会”，台湾、日本的新闻、

出版界人士约有二百四十余名出席，会中强调加强台湾、

日本间新闻通信往来，奖励两地无线电话设置及开始电

传相片（电送写真）业务等决议，并于会后发表宣言，声

明响应政府的南进政策。（8）

1937 年 1 月，“实业时代社”社长永冈凉风（芳辅）

与“财界之日本社”主干桦本诚一配合官方南进政策，

计划制作宣传纪录片《南进台湾》，以促进日本国内民

众对台湾的认识，内容以观光与产业为主题，宣传当前

台湾各地方之特色与产业发展概况。（9）为筹划影片拍

摄工作，永冈、桦本和东京几位摄影师来台，全部拟于

1937 年 4 月完成后在东京首映，而后在台湾和日本国

内上映。“1940 年 4 月，为因应中日全面开战之局势，

福的农民》《南进台湾》，每一部影片都是历史的再现。

《南进台湾》是一部黑白纪录片，规格为 35mm，全七卷，

5953呎，片长 64 分 41 秒，日语，有带中、英文字幕

或不带字幕版。实业时代社和财界之日本社制作提供，

幕后制作群为台湾总督府、台湾宪兵队、检阅济国策记

录映画、台湾总督府后援（情报部）。台湾总督府的检阅

日期为 1941 年 10 月 16 日。“皇民化”时期日本殖民当

局利用殖民统治的强势，制作纪录片并进行强制性的殖

民宣传。从《南进台湾》的影像叙述脉络便可看出殖民

统治者的宣传策略。

（一）《南进台湾》的影像叙述

《南进台湾》是殖民统治下台湾电影扭曲的影像叙

述的具体体现，殖民当局书写历史的方式体现出帝国主

义的野心。

《南进台湾》以台湾总督府统治四十余年为背景，

进行台湾建设的记录与宣传，刻意利用日治时期台湾本

岛的行政区域——五州二厅（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

台南州、高雄州、花莲港厅、台东厅）逐步拍摄，影片

中出现七十年前的台北街景（台湾总督府、台北医院、

明治桥、大稻埕、淡水河等）、台湾神社、台南古迹（赤

嵌楼、开山神社、孔庙、热兰遮城等）、遍布全台湾的

制糖株式会社、阿里山神木与火车、高雄港、恒春鹅銮

鼻（帝国最南端）与花莲港。本片企图以环台一周的拍摄

方式，宣告日本统治者期待台湾作为一个“南进基地”，

继而远眺并征服拥有丰富物产、矿产、土地与战略位置

的南洋群岛。（2） 

本片利用 14 幅串场地图宣誓殖民者南进台湾的主

题 ；用环绕全台的方式拍摄以展示统治权 ；以旁白主导

影片叙事结构来操控影片之意义生产。（3）

《南进台湾》全片分为四部分 ：鼓吹南进、说明南

进之目的、台湾的据点性、当前台湾之概况。这四部分

的内容都在殖民统治的宣传手段之内。

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南进政策和其大正时期台湾

总督府的南方经营以及近代日本国内的南进思想发展有

着密切的关系。“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日本结束‘锁国

政策’，开始步入世界舞台。当时，明治政府对内为解

决人口膨胀、经济不景气等社会问题；对外为维持独立，

避免沦为欧洲列强殖民地，遂推行‘文明开化’政策，

以欧美等国为榜样，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培养科学技术

的基础力量，以实现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与近代化。同

时，自德川幕府末期以来，学者与有志之士逐渐产生将

欧洲等同于进步而视亚洲为落后的世界观，与‘图南’、

‘南洋’等南方经略思想 ；因此，在明治维新以后，朝

野上下一心效法欧洲列强‘富国强兵’，致力于‘脱亚

入欧’，而鼓吹‘图南’、‘海外雄飞’等海外发展理论

遂应运而生。”（4）日本出兵台湾的牡丹社事件，咸认是

为日本南向发展之开端。（5）1887 年前后，日本国内的“海

外殖民论”思想勃兴，南进的主张开始以民间人士为主

体被提出讨论，志贺重昂、服部徹、菅沼贞风、稻垣满

次郎、田口卯吉等人，透过近代教育、留学与海外派驻、

（2）井迎瑞《殖民客体与帝国记忆 ：从修复影片〈南进台湾〉谈记忆的政

治学》，见《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台湾历史博物馆修复馆藏日据时期纪

录影片成果》（2006）暨台湾历史博物馆委托台南艺术大学执行“馆藏日据时

代电影资料整理及数位化计划”成果发表会手册，第 31 页。

（3）谢侑恩《影像与国族建构——以台湾历史博物馆馆藏日据时代影片〈南

进台湾〉为例》， 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艺术管理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 年 7 月，

第 2 页。

（4）[ 日 ] 矢野畅《南進の系譜》，东京 ：中央公论社 1997 年版，第 48、

58、59 页。 

（5）林明德《日本近代史》，台北：三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5—109 页。

（6）[ 日 ] 矢野畅《日本の南洋史觀》，东京 ：中央公论社 1979 年版，第

18、19、24、25、28、29、39、40、42、43 页。

（7）傅欣奕《日治时期电影与社会教育》，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硕

士论文，2013 年 1 月，第 111 页。 

（8）《台湾日日新报》1935 年 10 月 18 日，夕版一刊。

（9）同（7），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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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本诚一认为有重新制作影片内容之必要，遂在此来

台拍摄新版《南进台湾》中，加入新南群岛（今西沙与

南沙群岛）、厦门、汕头、广东、海南岛等题材，显示

1937 年初版上映后，日本南进政策后续之发展概况。”（10）

片中的主轴分为两条线，一条为从北向南和从西

向东介绍台湾的自然风光、矿产资源和能为日本发展提

供服务的各种资源 ；另一条为在介绍风光和资源的同时

宣传台湾对于日本南进的重要性。殖民者宣扬要向南方

扩张，了解台湾是必要的一步。正如在影片 1 分 17 秒

处开始的旁白 ：“吾等日本民族，每年增加一百万人，

天然资源被开发殆尽，仅居住在这狭小的岛上，然而当

今世上，不但拒绝日本移民，也排挤日本商品，吾等为

打破此情势，因此得在北方建立强大的国防线，更进一

步，必须在南方开拓产业和经济的生活线，而台湾就在

那里，因此，什么在我们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台湾，

台湾可说是帝国向南延伸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更进一

步深入了解台湾，我们要向南方迈进的第一阶段就是要

了解近代台湾。”（11）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欲望被其说得冠冕堂皇。

然而其殖民扩张以台湾作为据点确凿无疑，台湾作为日

本南进的基点和跳板已经被列入其严密计划中。

二、《南进台湾》的国族形象建构与认同改写

殖民者已经把电影作为政宣的手段，影像在殖民

者的全权掌握下拍摄，从殖民者的视角来拍摄台湾和利

用台湾。《南进台湾》以介绍台湾的自然风光和宣传台

湾总督府的建设实绩为主要架构方式，通过展示各项建

设成果建构了一个以殖民者为主要视角的国族形象。此

种国族形象的建构不仅带有殖民者的想象意识，也带有

殖民性的侵略和扩张特征。以殖民者的视角为主要目的

的影像在建构殖民宗主国形象的同时，殖民者也进行着

对台湾人民的认同改写。

（一）日本叙事

《南进台湾》作为影像殖民的方式，其特点有 ：一为

以殖民者利用台湾为主要目的，被殖民者属被利用的角

度 ；二为影像的所有场景都类似被屈服、被控制、被驯

化的场面，所有被殖民者都是无声的，没有权力发声也

没有体现有反抗的意识和举动 ；三为台湾的自然风光和

所有的资源都是被旁白说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建设的成果，

被殖民地的一切优越都被当成是殖民母国的成就。殖民

与统治关系被描摹成“文明开化”或者是“现代化”。殖

民国族形象的建构不仅有意识形态的散布，也有权力意

识的宣扬，还有文化形态上的支配。日本殖民统治者不

仅宣传其国族的现代化、文化开明性，还赤裸裸地宣扬

了殖民者的无限权力。电影是一种工业，一种包含意识

形态宣传的工业，当其为殖民者所用，就变成了政治者

掌权的工具和媒介。其目的除了建构殖民者的国族形象，

还为了消弭被殖民者的自主和觉醒意识。更重要的是还

要消除被殖民者的身份认同意识和建立文化上的依附关

系。这种依附是在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同化的基础上更高

层次的目标。殖民者通过“文明开化”的宣传和“现代化”

的说明，让被殖民者产生对殖民者文化上的认同。在此

基础上，殖民者煽动被殖民者的依附心理。这正如阿尔

都塞提出的“国家机器”说 ：一为压迫性的国家机器 ；

一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南进台湾》是在台湾第 17

届总督小林跻造提出的改造台湾三口号“工业化、皇民

化、南进基地化”之下进行拍摄的。“影片从头到尾展

现的即是台湾总督府领台的意识形态，帝国之眼中的台

湾、想象的台湾在《南进台湾》里不仅是录制旁白的文

化台湾、新兴台湾，连影像也充分说明日本殖民帝国眼

中的早先的台湾模样及台湾总督府治理后的模样。”（12） 

不仅影片中呈现了殖民者国族意识形态的建构，在《南

进台湾》准演执照的首页，制作者即表明 ：“本片可说

是大日本帝国向南扩张基石的台湾的存在，从有必要深

度再认识之的立场出发，而企业制作此影片。因而详细

研究记录产业及经济的生活线。”台湾已经作为帝国主

义的符号。

在《南进台湾》里，只有行政长官出现才会打上

其身份的字幕，其余人在影片里的身份都没有显示。行

政长官就是一种殖民者形象的宣传和国族形象的建构。

行政长官代表的是殖民统治者，代表的是日本国的国族

形象，因此在影片中特别强调行政长官，为其用“画面

加字幕”的方式强调就是对殖民权力的宣示。如台湾总

督小林跻造在画面中的两次出现，第一次小林跻造站在

台湾总督府的大楼前进行阅览仪式，镜头一直跟到他举

手敬礼注视人群 ；第二次是小林跻造从台湾总督府的楼

前台阶走下，镜头来了特写，打到他的正脸，并配上了

字幕“台湾总督府海军大将小林跻造阁下”。这种身份

的识别在影片中的作用特别明显，观看的人看到了身份，

也看到了权力，更看到了殖民者的手段——用统治官员

来建构其国族形象。除了小林跻造外，还有台湾总务长

官森冈二朗的字幕和画面。画面为其在办公批阅公文，

字幕为“台湾总务长官森冈二郎氏”。办公画面的摄入

也带有殖民者的统治色彩 ：一来显示了权力，二来展现

了日本人的工作态度和对台湾建设的用心。这是别有用

心的角度，台湾人观看此画面不仅产生仰望日本人权力

的想法，同时也产生了自卑的心理。这是一种潜移默化

的手段。还有很多州厅的权力机构也展示在影片中，拥

有各种统治权力的人一一登场。台湾的所有权力掌握在

日本人手中，日本人的形象也深深地刻在了台湾人的脑

海。殖民者的国族形象建构通过影片达到了殖民统治者

的效果。

毕恒达说“地图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武器”。《南进

台湾》里的 12 幅地图展现了殖民统治的欲望。地图起

源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以及对世界的概念。“14—15 世

（10）《新版〈南进台湾〉を摄影》，《台湾日日新报》1940 年 4 月 14 日，

夕刊 4 版。 

（11）指台湾历史博物馆策划，《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 ：台湾历史博物馆

修复馆藏日治时期影片成果》收录的《南进台湾》影片 1 分 17 秒处旁白。

（12）同（3），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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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欧洲文艺复兴掀起一连串科学艺术的革新与转变，举

凡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民族

国家兴起、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其他国家等，这一时代趋

势带动全世界发展成命运共同体，地图就在其中扮演重

要媒介。地图不只是一份单纯的印刷品，一张地图可以

挑起你对一个陌生土地的想象，可以看到平常看不到的

事物，扩展世界的新视野。”（13）拥有对地图绘制的能力

或者对地图改动和解释的力量就拥有对殖民地想象的权

力和对远方世界建构的力量。日本殖民者在影片中用地

图宣示它的欲望和权力，赤裸裸地表现了其对台湾的掌

控权。在《南进台湾》里展示的台湾地图就是最好的证明，

表现其对台湾的所属权。除此之外，日本殖民统治者还

别有用心，镜头对台湾地图的拉近说明了台湾地域的狭

小，必须以台湾作为据点向南太平洋发展才能满足日本

国内和战争发展的需要。镜头的拉近不仅意味着日本帝

国主义扩张的地理位置的变动也代表着其政治权力的不

断跟进。日本政治板块移动的意图在地图中有强烈的隐

喻性。影片中出现的六次台湾各地区的行政地图，包括：

台北州行政图、台南州行政图、高雄州行政图、东台湾

地图、花莲厅行政图、台东厅行政图。这六幅地区的行

政图主要依据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认定的行政区域进行

绘制。除了对台湾各行政区域的地理位置、风景名胜（新

店碧潭、新店溪、淡水河、新北投草山温泉、大屯山、

七星山、北投温泉）进行描绘外，还对各个行政区的官

方机构、教育事业、经济建设进行说明和介绍。“相同

的叙事模式也一并套用在其他行政区域，如台南州点出

虎尾、嘉义、新营、麻豆、安平、乌山头、阿里山 ；高

雄州点出凤山、九曲堂、屏东、鹅銮鼻（帝国最南端）；

花莲港厅点出花莲港等，而最后一幅行政区域图——台

东州厅根据《南进台湾》（准演执照）载明影片第七卷台

东厅的介绍，同样也有台东厅行政图的出现，由于影片

佚失无法取得画面资料。”（14）除了对台湾风景名胜进行

政治性的介绍外，日本还对台湾的物产进行了殖民性的

说明。在《南进台湾》里有三幅关于台湾物产的地图，

分别为 ：北回归线位置图 ；台湾沙糖产地图 ；台湾地方

物产图。台湾丰富的物产不仅可以供应本岛，也可以输

出到殖民母国，甚至还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为日本

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此处地图的展现一方面说明了

台湾是日本所有，包括其丰富的物产（台湾沿海的渔产、

北台湾的硫磺、茶、中台湾的石油、米、茶、樟脑等、

南台湾的木瓜、凤梨、芭乐、香蕉等），电影叙事手段

把密密麻麻的各个物产的点载入地图中，25 秒的纪录

片画面还塑造了重叠之感，给人以丰富的感觉和视觉上

的享受，当然也表现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雄心壮志。南

洋不仅有十倍于台湾的物产，还有更丰富的更有价值的

石油、橡胶等，帝国主义的野心非常大 ；另一方面也说

明了日本统治的成就，使台湾物产丰饶，农业不断接近

现代化。日本经济的发展和扩张需要仰赖台湾作为其南

进的基地，殖民者利用地图展示了它侵略和占领的野心。

殖民母国不断展示其殖民实绩，不断建构其国族形象。

12 幅地图中还有三幅展示台湾的交通信息，包括

日月潭电力南北输送图、日本到台湾航海路线图、日

本到台湾航空路线图。三幅交通信息图展现了日本的

工业化。电力是工业化重要的基础，而航海和航空是

运输的重要渠道。台湾到日本的便利是日本殖民统治

的重要施政手段，也从侧面鼓励台湾和日本人的互相

交流以使台湾接近日本的文化。同时也鼓励日本人到

台湾进行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设施建设等的指导，

以及进行更大程度的开垦，为日本的经济政策服务。《南

进台湾》里 12 幅地图从殖民者的视角建构了殖民统治

者统治的政治版图、物产开发图和交通信息传达图。

这三个方面从政治、经济、交通的角度建构了殖民者

的国族形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展示了其对台湾开发

和占有的欲望和野心，也展示了台湾“现代化”的成

绩。地图已经作为殖民者的统治武器，也让我们见识

到了帝国主义统治的真正价值观和非一般的手段。在

交通信息方面，殖民者希望日本人能够在便利的交通

条件下到台湾进行建设，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时代，所

有的交流已经被殖民者涂上了一层同化的色彩。这是

由当时的局势以及殖民者本身的野心、手段和操作方

法所决定的。《南进台湾》在日本首映就是希望日本人

看到交通的有利信息能到台湾进行建设，进行所谓的

“现代化建设”，然而这并非是正常意义上的“现代化”，

殖民国族的意识形态建构无处不在。《南进台湾》用日

本叙事展示了台湾在“皇民化”时期自然风光、交通、

物产等方面是如何被殖民主义操控的。

（二）教育叙事

 30 年代，日本殖民统治者从武力统治台湾转向以

文化教育为主要目标的同化政策，延续的是日本民族主

义。“包括亚洲在内的非西欧地域之民族主义，乃是一

种采取所谓统合更多的人民、地域的同化过程。想要同

化异民族——殖民地人民的话，‘教化’是当然必需要

做的事。”（15）日本文化教育殖民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

为 1895—1937 年的推行和普及日语时期 ；二为 1937—

1940 年“国民精神总动员时期”，从思想上为台湾人民

灌输大日本帝国的皇民意识 ；三为 1941—1945 年“皇

民奉公运动时期”，彻底让台湾人民奉行日本皇国思想，

迫使台湾人民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日本殖民者发

展教育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提高台湾人民的整体文

化素质，而是为了培养可供其利用的特定的人力资源，

同化台湾人民。”（16）20 世纪前二十年日本的南进政策，

系在台湾总督府的主导下，以经济性的南进为主轴展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机构方面亦出现台湾高等商

业学校、高等农林学校及台北帝国大学等培育南进人才

（13）高野孟《最新世界地图读法》，叶秋兰译，台北 ：玉山社 2003 年版，

第 13—20 页。 

（14） 同（3），第 108 页。

（15）黄昭堂《台湾总督府》，黄英哲译，台北 ：前卫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51 页。 

（16）安然《台湾民众抗日史》，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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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育机构。（17） 

《南进台湾》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拍摄点有 ：台湾日

日新报社、台北医院、中央研究院、建功神社、剑潭寺、

台中公园、台南神社、中坜内台无线电话受信所、植物园、

博物馆、官币大社—台湾神社、高雄港祭典、芝山严学堂、

商品陈列馆、屏东瑞竹祭典、JAFK 台北放送局。遍布

台北到台南的文化教育机构的展示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对

台湾文化控制权的展示。在《南进台湾》的旁白里即有

提到“文化台湾”的说法，体现出日本企图制造的台湾

开化是由日本带来的，台湾的文化是由日本创造的。这

种带有荒唐性质的说法企图把台湾说成是没有日本殖民

时的蛮荒。这种割裂历史的殖民叙述必然违背了正常的

历史潮流，同时也证明了殖民者对被殖民地历史的强暴。

在影片里，台湾总督府“利用国家的节目或庆典，以及

为此奉行的各种祭祀、礼仪和艺文活动，借以建构和强

化国民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创伤的集体记忆，凝聚国

民对国家的认同和效忠，是所有国家尤其是现代国家赖

以教育、动员和操控其国民，确立其统治及权利合法性

的必然手段”。（18） 影片中出现了有代表性的高雄港祭

与屏东瑞竹祭，日本殖民统治者借此证明其文化教育上

的殖民事实。在高雄港祭中还有身穿日本军服的日本行

政官员参与，也出现了日本的传统祭典活动。日本的元

素和身着中国传统元素的男子相融合，让观众感受日本

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事实，也让观众默许日本文

化已经存在于台湾文化里，包括这重要的传统祭典仪式，

日本人也和中国人一起参与。这是皇民化和同化措施重

要的手段，被殖民者不知不觉中被日本的祭祀文化影响。

高雄和屏东两地的名称也是日本殖民者到台湾后，日本

人刻意安排命名的。《南进台湾》里的旁白说到 ：“有名

的瑞竹位于屏东的台湾制糖株式会社之中，令人敬畏的

今日天皇陛下在摄政之时砌成此地，在会社调查的御休

憩所从当中的一根竹子发出芽，长成如此的繁茂。令人

敬畏竹园繁盛的瑞相，拜帝国南端的瑞相，益加祝福皇

室昌盛。屏东市民每年一次在瑞竹之前举行祭典，遥遥

献上对皇室尊崇的至诚。”日本已经从地名的设置开始

强力介入当地的文化，而且把当地的祭祀仪式主导成是

对日本天皇的忠诚。

（三）原住民叙事

 在对台湾当地特别是原住民艺术的塑造上，也深

刻地体现了日本的殖民性。《南进台湾》里有两段原住

民的表演。一段是日本想象的台湾人的舞蹈姿态，另一

段是特意安排了的原住民表演。日本殖民统治者不仅用

殖民者的眼光来想象被殖民者的艺术，还刻意歪曲被殖

民者的艺术表现。野蛮和驯化成了殖民者表现的主题，

通过对此强化可以突出殖民者开化的必要性和同化的重

要性。影片最末卷有殖民者对高砂族的介绍 ：“现在摄

影的这个舞蹈，是我们种族永远都难以想象的舞蹈，此

舞蹈是由青年团、处女会的年轻人所跳，因为跳此舞需

停掉一天的工作与村庄繁忙之事而曾经一度拒绝。如此

说来他们脱离原始生活，想要经营经济生活的倾向是相

当明显的。现在或是醉心于水田的收获，又或是喜从于

从事各种劳役，沾染勤俭储蓄的美风，现在他们当中也

有大学、专门学校毕业者，也有人成为巡查和教员。无

心地称呼他们为番人的话，他们也会愀然变色说‘我们

也是日本人，请不要称我们为番人’，有了要去订正的

自觉。我们又必须将眼光朝向南方。” 此段旁白说明了

日本殖民统治者用驯服、仿真的谈话方式植入式地解说

了原住民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这种对原住民的文化

心理的想象是具有可怕的强制性的。用殖民者的统治心

态来想象被殖民的被规训心理，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合逻

辑的规范。在影片中用图文并茂加旁白的方式来表现原

住民的心理活动，体现了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文化上精心

的控制。

从影片可以看出，日本殖民统治者用霸权的方式

强势地把自己的文化植入被殖民地中，甚至渗透到被殖

民者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所谓的人种论和文明高低论都

是殖民者编造出来的同化语言，文化共存论也是殖民者

试图掩盖异质文化的统治语言，各种官方行政手段已经

使殖民地的文化教育陷于一种被全面编造和控制的状

态。被殖民者没有权力反驳和为自己的文化做保护，他

们只能任由殖民者捏造自己的文化和被同化。

结语

 《南进台湾》不仅呈现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殖民

宣传与教育，也呈现了日本的殖民史观。影片中对殖民

国族形象的建构和文化教育殖民不仅是在殖民的视角下

对历史的一种有意操控，也是日据时期对日本殖民统治

者“皇民化运动”最好的影像史料佐证。殖民者通过国

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使民众形成殖民国家认同和身

份意识，其扩张性、侵略性和强烈的殖民统治特征不言

而喻。殖民者的形象在被殖民者的眼中已经成为一种无

处不见的镣铐，意识形态上的受控已经使被殖民者的身

份认同处于各种复杂的危机中。殖民者的心理状态除了

狭隘的民族主义已经容不下异文化的存在。“忠训良民”

这一反历史叙事已经成了殖民者国族形象建构和文化教

育殖民甚至是认同改写的明确指向。

《南进台湾》是殖民国族主义、国家机器、意识形态、

政治强权的宣传媒介。台湾总督府借此在殖民宣传和教

育上打造了自己的阵地。日本殖民政府利用帝国主义的

强权心态和殖民主义的霸权手段对台湾进行了殖民宣传

和教育，影片成了殖民者玩弄和操控的手段和工具，被

殖民者服膺殖民者的殖民观念与体系，并且目睹和感受

着殖民的电影和政治交合的力量。影片也因此成为日本

殖民台湾的最佳文本考据。

（林豪，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李

晓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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