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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探险 到 休闲

   对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的价值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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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简要概括了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的发展脉络,探讨了殖民主义文化在登山活动中的渗透行为

及其方式, 台湾民众对登山活动开展的认可度及其参与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体育活动为主体性的

活动,其实,指涉的就是一种有利于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建构, 就是要达到身体动员和精神动员的双

重效果;体育不是简单 类 现象,而是应对来自各种体育和非体育挑战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反应。因

而,当前要研究殖民地体育,就必须把体育放在日本(西方)对台湾(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帝国主义、殖民

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实行宰制以及反宰制的关系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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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dventure to leisure
   Mountaineering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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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outlined the act ivities of mountaineering in Taiwan under the Japanese Rule to explore

into the colonial culture in the mountaineering activities, the understanding and part icipat ion of mountaineer

ing of the people of Taiw an .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w as to see that sports in the colonies involved ideo

logical formation favoring the colonial governance, both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Sports then had become

complicated social and polit ical respnses. T herefore, to study the colonial sport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 be

tween Japan (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Taiw an ( the third world country) , the control of imperialism, colo

nialism and neo- colonialism as w ell as ant i- control should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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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登山是与人的身体经验息息相关的一项体育活

动,但在 立国旗 的年代里,首登就是征服,征服代表

的就是成功。所以, 殖民语境下,这种以充满 插国旗

式的征服思想色彩表现在登山活动之上, 它纯然就是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产物。

正因为前期相关研究鲜有所见,所以,本文以日据

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为个案,探讨殖民主义文化,以

及殖民主义文化与殖民地体育互动关系, 就显得非常

必要。希望借助这一体育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能够给

中国体育史包括殖民史等研究视角的拓展和延伸带来

一定的启示。

1 ! 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发展脉络

人与山岳的关系可追溯至远古, 但古代人类总认

为山岳是魔鬼或众神居住的地方, 因而,早期登山活动

开展的目的不在登山活动本身,而只能是达成迁徙、宗

教、战争或通商等目的一个重要手段。

1786年,欧洲阿尔卑斯最高峰被登顶, 从而也使

得登山活动开展逐渐脱离了以宗教信仰为其主体的现

状,取而代之的则是欧洲所建立起来的近代登山活动。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追求西方式的文明与进步, 并以

西方先进文化作为典范, 所以这种既具挑战性、新奇

性、冒险性,也十分符合西方资本主义性格的身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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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近代登山 ,在一波波的西方浪潮当中, 不无

例外地也被介绍和引进至西化中的日本, 包括它的第

一个殖民地    台湾 [ 1]。

山地,特别是高山,自然环境特殊,更是蕴藏着自

然奥秘和丰富资源的宝地。因而, 以经济掠夺和政治

征服为主要目的的登山活动,在这一刻起就被强势地

带入到了台湾社会, 倍受在台日本人的关注和重视,所

以,从 野蛮的化外之地 到 探险 , 日据时期,台湾登

山活动开展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不过,当居住在较高纬度的日本人进入到了亚热

带的台湾,其殖民统治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就在殖民者

进行 理番事业 的同时, 在台日本人同样也遇到了西

方殖民者殖民统治其他国家和地区所遇到的同样问

题,那就是 风土驯化 和 风土适应 问题, 于是,一直

被视为 富源 之所在且具经济价值的台湾高海拔地

区,在 高海拔利用论 的背景下, 也从 探险 活动本

身摇身一变成为了在台日本人 风土适应 和 健身

补救的一块风水宝地
[ 2]
。

当然,殖民统治期间,日本侵略者除了疯狂地掠夺

经济资源之外, 他们也始终把殖民主义文化渗透当作

永久霸占台湾的一个重要步骤,所以,就在登山环境得

到了逐步优化, 特别是在 五年理番事业 取得了成功

之后,登山活动开展又通过学校 体育 的形式,水到渠

成地变成了日本殖民者 文化同化 的一项重要发展事

业
[ 3]
。换言之,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其价值认

知再次发生转变,登山活动又变成了殖民当局 文化同

化 和 皇民化 教育的重要一环。

日据后期, 就在日本追求文明脚步的同时,休闲意

识随之也进入了日本国内及其殖民地台湾,于是, 各种

登山组织也于大正年间纷纷成立。至此, 无论是举办

动态的登山活动,还是静态的登山展示,均使得登山活

动本身在台湾获得一个较为清楚的图像, 更让登山意

识逐渐明显,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于是,原为登山游

客或者是学生所独享的登山领域, 在 官领民从,自上

而下 的状态下, 一跃也成为了台湾 全民运动 、新

国民运动 及 休闲运动 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 日据

后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最终又走向了 休闲化 和 娱

乐化 的发展道路[ 4]。

2 ! 殖民话语分析:对 转手的 近代登山文化的改写和

重写

2. 1 ! 促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明治维新的成功, 使日本成为了现代化的最后一

个资本主义强权,然而, 日本帝国主义尚属于 早熟的

帝国主义 [ 5]。所以,日帝据台之后,便立即展开了一

系列的 为日本独占资本在台湾顺利发展 所必须的基

础工程建设,如,人口普查、土地调查整理、林野调查、

旧惯习俗调查等 [ 5]。于是, 台湾历史的命运,包括登山

活动开展,也便在这样的历史变局当中被迅速地整编

到了日本的现代化洪流之中,并被强势地带入到了台

湾社会。所以, 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登山活动开展

事实上也变成了殖民当局用以补强殖民资本主义之

当事人资格 的重要一环。

2. 2 ! 塑造 有用人才 ,进而达到身体及精神动员上的

双重支配效果

如, Geof frey Caldw el l指出: 运动的最大意义,在

于藉此建立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 5]所以,以体育活

动为主体性的探讨, 其实,指的就是一种有利于殖民统

治的意识形态的建构, 就是要达到身体动员和精神动

员的双重效果。

如,国语教科书、地理课本以及其它的辅助教材,

也陆续地出现了以登山或以登山活动为主题的相关课

文,课文名义上在讲台湾的山峰, 但真正目的不在此,

而是在不断地 灌输天皇制的意识形态 , 借以彰显日

本人的权威,或直接颂扬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所带来

的丰功伟绩[ 6]。

当然, 文化同化仅靠教室内的、平面式的文本宣

传,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要成为 日本人 , 仅具备内

在的信仰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得配合一连串的富有象

征性的一些身体语言和身体行为加以强化和巩固。所

以,在寒暑假实践类的登山活动过程当中,学生们往往

还要穿上统一的校服,背上统一的小背包,手里还要拿

着日本小国旗, 登上高山之颠,在军官的带领下往往还

要高呼 天皇万岁, 万万岁 , 齐唱日本国歌 君之代 ,

或参拜新高神社、合唱该校校歌、拍纪念照等等[ 7]。

1938年,日本、台湾均进入了 战时体制 , 可以

说这时期的教育制度更是强化了的 皇道思想 及军国

民主义。因而, 登山活动在教育部门、教育单位中倍受

肯定,其教育目标同样也是以 练成皇国民 为主要目

的。所以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台湾登山活动开展

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和重视
[ 8]
。

2. 3 ! 登山实践活动本身, 也暗含 治理知识上的一种

空间政治

登山活动实践本身, 如,地图绘制、勘测、测量和人

口普查等,也暗含着 治理知识上的一种空间政治 。

有关人口普查部分, 日帝据台之后,台湾民众一共

被清查有 7次之多, 全面调查的结果,不仅可以将每一

个人从杂乱无章的群体中 独立 了出来,而且,对殖民

者而言,每一个个体一旦有了清楚的地位,他的一言一

行就自然地要加以注意[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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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就殖民地图而言, 姚人多在#认识台湾: 知

识、权利与台湾在台之殖民治理性∃一文中也给出了最

佳的理由和注脚。 当我在土地调查局翻阅各种不同

的地图和土地帐册时,发现这个岛上的每一个城镇,每

一个村落,其确切位置都已被确切地掌握∀∀因此只

要有一支铅笔和这样的地图,我们便可以轻易地计算

出台湾的地形和地势, 就象我们在看自己的手心一样

简单
[ 9]
。包括日据时期台湾 新高山 与 次高山 之

命名,也均为日本皇室所为。 新高山 之命名,是日本

政府将富士的概念延伸到台湾山岳的一个意象,以求

与富士山产生关联。同样 次高山 之命名, 也是以新

高山为基准的, 于是,原先的日、台三座高山彼此连接,

均被视为 一视同仁的帝国现象 的一个延伸。

所以,通过如此的命名方式也不难看出, 由山岳的

命名而成立地域概念, 其实也进一步彰显了日本皇室

的神威和隐含着的对权力的一种掌控。

3 ! 台湾民众对登山活动开展的认可度及其参与状况

3. 1 ! 艰难互动

由于传入山地的主要是日本殖民主义文化,所以,

在早期登山活动的开展过程当中, 来自汉民族的反抗

在所难免,来自高山上的原住民的反抗更是有过之而

无不及。

正如斯皮瓦克在其#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所言,

属下是不能说话的,在%大人& 制定的规则给%孩子& 创
造的背景工程还未竣工之时, 属下是不能乱说话

的 [ 9] 。所以,在强势的殖民主义作风背后, 台湾本地

人的声音自然也就遭到了消解,于是,在殖民政府大力

推行 五年理番事业 的成功氛围当中, 山岳地区的可

利用性,不但在成功地转换成为 避暑胜地 、享受自

然 、强身健体 的正当而又合理的形象外, 登山活动

自身也逐步地赢得了台湾民众的认可和肯定。

当然,台湾登山活动开展,要想真正赢得民众的认

可又远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因为,对台湾人而言,体

育也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完全可以与日本人同台公平竞

争的机会,若能掌握这样的机会,更可以通过体育竞争

的获胜,来挽回一点民族自信心。因而,在日、台双方各

有所图的情况下,台湾登山活动的蓬勃开展也是可以理

解的。事实上,日据后期,台湾人主动而又积极地参与

登山活动这个事实,已散见于当时的许多资料当中,并

显示了部分台湾人参与登山活动的普遍化趋势。

林玫君教授在#日治时期台湾女学生的登山活

动    以攀登新高山为例∃一文中所提到: 台湾人对

于身体能力的自信, 也表现在与日本人相互较劲的场

景上∀∀台北日新公学校的李发明, 在学校举办草山

远足时,因见到了旭小学校的日籍学生一同前往, 便激

发出不甘落后、不做弱势群体的内心想法∀∀ [ 10] 同

样,根据台籍学生姜义镇的回忆,似乎也反应了当时学

生参与登山活动感到无比骄傲的心境: ∀∀每年一次
的远足,不但让学生非常地期待,更让他们体会了真正

的%远走& ,在我的记忆当中,没有一个人喊腰酸腿痛走

不动,个个健壮无比,所有的疲惫也都一扫而空,取而

代之的则是兴奋、愉悦和满足∀∀ [ 11]
所以, 从当时的

登山活动开展状况来看, 不仅部分台湾人已经可以接

受登山,而且还大声呼吁和奖励体育,更期望台湾人在

各种竞技运动项目中取得佳绩。

总之,就登山活动而言, 尽管登山等相关体育活动

(如棒球)已是殖民主义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

殖民政府身体动员和精神动员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就登

山活动本身而言,这种潜伏的 规驯 力量并无弊害。相

反,登山活动的健身、休闲和娱乐等功能也确实还是存

在的,这一点或许也是日据后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逐步

赢得台湾民众的认可和肯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3. 2 ! 主体性缺失

不可否认, 日据后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有渐为蓬

勃之势。但是, 台湾人在登山活动过程中其主体性又

始终是缺失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基调是因为:

日据期间, 台湾社会结构的最大改变莫过于日本

人与台湾人被截然地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以,台

湾民众纵然认同日本人, 进而参与登山活动, 但他们始

终也无法解除日本人的藩篱和限制。另外, 从媒体和

登山文本来看, 登山活动也终以日本人的国家意识为

前提。凡具备学科理论的登山活动内容均由日文来书

写,甚至连文字和图像等,也全由殖民者所垄断。在登

山活动进行过程中, 大部分的原住民曾是登山界的无

名英雄,但对原住民而言,他们的工作除了换取金钱和

物质上的代价之外, 并未得到太多的应该得到的尊敬

与肯定。再加上,高山上原住民根本就没有文字记载,

登山活动的相关事宜也只能够靠口耳相传 [ 12] , 因此,

台湾山岳 首登 的荣耀, 在原住民的臣服和牺牲下,全

部归于日本殖民者所有。

总之,日据时期, 台湾登山活动开展并不顺利,它

始终有一个艰难的互动过程。登山活动开展过程中,

台湾人自己的形象, 不论是作为反抗者,抑或作为学习

者,他们自始至终也只能作为 帝国恩惠 的光明底色

的一种陪衬。

4 ! 殖民主义文化与殖民地体育互动关系及后续影响

4. 1 ! 殖民地体育属性

诚如李欧塔( ly otar d 1988)所言: 声音的世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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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世界,音乐旋律本身的传唱倒没有被篡改, 但在

歌词所传达的文意上,经过不同的主体加工, 却又完全

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意义, 以满足不同人群抑或不同团

体的不同需求。
[ 13]

其实,殖民地体育运动开展同样如此。就殖民者

而言,体育运动开展具有创造 臣民 意义上的顺从作

用,但对被殖民者而言,体育也是一个机会, 是一个完

全可以与日本人同台公平竞争的机会。因而,经不同

主体不同的加工之后, 台湾登山运动开展不仅促成了

台湾人参与登山活动的心理转折, 同时也变成了台湾

人民族情感的一个重要载体。

总之,体育既是一种 硬 的文化形式,同时也是一

种 软 的文化形式。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 不

全是被迫行为, 它同样存在着一个各取所需、各有所图

的同构过程。

4. 2 ! 殖民主义文化在体育中的渗透总披上 道德外

衣

首先,台湾人总被贴上了诸多的负面的标签, 如肮

脏、野蛮、粗俗、清国奴、有 猎人头 的坏习俗等;其次,

新高山 、次高山 如此的命名方式等,也都不难看出

殖民当局完全是以一种 刮去重写 的方式, 对台湾进

行了再诠释与再建构。日据后期, 通过 台湾博览会 、

高山上的 国家公园 及其 休闲娱乐场所 的增设与宣

传,台湾登山活动开展反而变成了殖民当局颂扬殖民

统治合理性、优越性和正当性的一项重要内容。如,身

为国会议员的竹越与三郎本人,在 1934年第一次短暂

访问台湾后,也曾骄傲地宣称: 日本完全可以用它在

福尔摩沙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来证明自己已经跻身于

世界殖民强权之林。更为重要的是, 在与西方殖民主

义霸权比较之后,竹越与三郎还认为: 如果不把我们

缺乏资本及缺乏强有力的大商人这些莫大的缺陷考虑

进去的话,日本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完全可以堪称为

卓越不凡∀∀ [ 14]

总之,透过体育的这种 特殊修辞 , 我们不难发

现,对台湾人而言, 殖民统治及登山活动开展,台湾人

始终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殖民主义文化在体育中渗

透完全是统治手段的一种软化, 也是统治策略的一种

调整和重新包装。

4. 3 ! 殖民地体育不是简单 类 现象,而是应对来自各

种体育和非体育挑战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反应

如上文所述,殖民地体育活动开展不全是被迫行

为,同样也有来自 他 、我 双方, 各取所需、各有所图

的一个同构过程。所以, 体育不是简单 类 现象, 而是

应对来自各种体育和非体育挑战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政

治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之强烈、影响之深远恐怕也远

远地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所以,解读了日据期间台湾登山活动背后的 殖民

现代性 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今天的印度人为何在观看

板球比赛时总热血沸腾∀∀1959 年容国团夺取世界

冠军后,为何举国沸腾,而容国团的 人生能有几回搏

的气概,为何超越了那个特定的年代,至今听起来仍让

人热血沸腾∀∀其实,这一点,实质上也是当前大多第

三世界国家始终对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总持有一份

特殊的感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 殖民 、后殖民 绝对不是一个标签,可以

由我们随意来张贴, 殖民主义文化作为一种文化, 已持

续地影响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体育活动开展,影响到

了第三世界国家体育活动开展过程中的民族认同、国

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等。所以, 当前我们要研究体育,要

研究中国体育, 就必须把中国体育放在 从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长达百年的体育发

展史中 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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