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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据时期台籍 日 本兵研究



以 军 事 动 员 为 中 心

□ 张迎来

一

、 台籍 日 本兵的 由 来特设建筑团
”

、

“

台湾特设勤劳 团
”

及
“

台湾

1 9 3 7 年 日 本帝 国主义发 动全面的侵略 战特设劳务奉公团
”

等 。 随着战争 的不断扩大 ，

争 ，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 ，
日 本国内的兵源 日派遣的地区从大陆逐步扩展到东南亚地区 。 军

益枯竭 。 为扭转这
一不利局面 ， 日本遂在台湾属从事 的工作较多 ， 除军事工程外 ， 还有农业

募集 士 兵 ，
以 补 充 兵 源 。

1 9 3 7— 1 9 4 5 年 间 ，生产 、 工业制造 、 交通运 输建设 、 公用 事业

台湾总督府征募台湾 民众参与军务 ， 协助 日本等 。 就 0 前巳发现的资料来看 ， 第
一

支台籍 曰

从事征战 ，

一般称他们为
“

台籍 日 本兵
”

。 所本兵的征募是在 1 9 3 7 年 9 月
，
也就是

“

卢沟

谓
“

台籍 日 本兵
”

的概念有狭义和 广义之分 。桥事变
”

爆 发之后不 久 ， 这支 队伍主要从事

狭义上的台籍 日本兵就是指直接从事作战和战军夫的工作 ， 用来 支援进攻上海 的 日 本部队 。

争的
一

线人 员 ，
如军人 。 广 义上 的 台 籍 日 本台湾殖 民 当局之所 以征雇军夫 ， 是因 为

“

派

兵 ，
还包括从事支援第

一线战争的后勤补给工遣至上海战线的台 湾军未配备辎重 队 ， 命令在

作 ， 如生产粮食 、 种植蔬菜 、 制造飞机 、 修筑台征雇军夫予以支援
＂

。

②

码头 、 运输给养 ， 以及慰安妇等 。 本文所说的军夫从事的主要工作是输送搬运军需品 。

台籍 日本兵便是广义的概念 。 在狭义和广义之军夫人数在当时是军事秘密 ， 因此我们很难知

间 ，
没有明 确的分界线 ， 以战地翻译或武器搬道第一批军夫的确切数 目 ， 根据近藤正 己 的调

运人员 为例 ， 当战争进人激烈状态时 ， 他们不查 ，

1 9 3 7 年 9 月 上旬 ， 台 南地区有 4 5 0 人被

可避免地
“

被迫
”

进人 战场 ， 参加 作战 ， 从征雇 为军夫 。 由 于第
一

次征雇军夫时间仓促 ，

那个时开始 ， 他们 已经成为
“

军人
”

了 。

？
采取的方式近似强迫 ， 给台湾民众造成极大的

台籍 日 本兵主要分为军属 （ 军夫包括在恐慌 。 不久之后台湾总督府调整作法 ， 变为鼓

内 ） 及军人两种 。 军属包括 的 范围 及种类特励台湾人
“

志愿
”

。
1 9 3 7 年 1 0 月 2 日 的 曰 本

别多 ， 基本上以其参与军旅活动内容来区分 ，报纸对这支特殊的队伍有详细的报道 ， 现摘录

如与农业有关的军 属 ， 包括
“

台湾 特设农业如下
“

扬子江下游的某地点完成上陆 的部队

团
”

、

“

农业指导挺身团
”

及
“

农业义勇 团
”

中 ， 有一全部系着工作 白布带的特别队 ， 在部

等 ， 或与建筑军事设施有关 的 ， 包括
“

台 湾队中特别称他们为
‘

白 棒 队
’

， 他们全都是台

ｍ视 代 台 濟 猫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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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的本岛人 ，
以军夫之名在部队中奋斗

… …无日 本神奈川 县大和市 的高座海军工 厂制造 飞

视如 雨 飞般 的枪弹 ， 前往 第
一线运 送弹药机 。

… …

”

。

③据战后 日本厚生省的统计 ， 战争时期台湾

军夫属 于军 队的最底层 ， 在
“

军人 、 军出 身 军人 数 为 8 0 4 3 3 人 ， 军 属 （ 含 军 夫 ）

马 、 军犬 、 军属
”

之后 ， 由 此可 知 ， 在 日 本 1 2 6乃 0 人
， 合计 2 0 ： 7 1 8 3 人

， 其 中死亡 3 0 3 0 4

殖民统治之下 ，
台湾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人。

④

台籍 日 本兵作为正规 的作战人员 ， 始于陆二、 曰 本战时军事动员体 系分析

军特别志愿兵的征召 。 1 9 3 8 年 2 月 1 日
，

“

日为了保证 日本在 台募集士兵 的数量 ，
日 本

本陆军志愿兵令
”

正式颁布 。 但是 由 于这时采取各种措施 ， 使各种组织 、 机构参与到军事

日 本对外侵略的主战场在大陆 ， 日本政府 比较动员 中来 ， 建立了
一

套以 台湾 总督 府为中 心 、

怀疑台湾对 日 本的忠诚 ， 所以这个时期在台湾行之有效的军事动员体系 ， 在这一体系下 ， 台

并没有实行这
一

政策 。
1 9 4 1 年太平洋战争爆湾民众很难不被动员起来 。

发后 ， 随着战场的扩大 ，
日 本国 内兵源 日 益枯 1

、 台湾 总督府的作用

竭
， 迫切需要从其他地方补充 。 在这种形势在征募台籍 日本兵的过程中 ，

日 本军方扮

下
，

1 9 4 1 年五 、 六月 间 ，
经过东条英机 、 杉演

“

需要
”

的一方 ， 而台湾总督府则是
“

供

山元和山 田 乙三的共同策划 ， 决定以秘密的方给
”

的
一

方 。 东京 的 陆军部 根据其战略 的 目

式 ， 在台湾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 。 陆军特别标与战术的措施 ， 决定台湾军司令部动员的军

志愿兵实施后 ， 台湾总督府在台湾设立了陆军人数量 （ 以 日 人为主 ） ， 再 由 台 湾军 司令部估

特别志愿兵训练所 ， 当年就有 1
0 0 0 人进入训计 ， 为支援前线 日 本军人作战 ， 所需要

“

军

练所 ， 毕业后其中半数编入现役 ，
另一部分作夫

”

、

“

军属
”

，
及其它军务的劳动力数量 ， 由

为补充兵编入兵籍 ；

1 9 4 3 年进人训 练所的有台湾总督府负责征募台湾人民 。 如
，

1 9 4 2 年 3

1 0 0 0 人
，

1 9 4 4 年为 2 2 0 0 人 。 在陆军特别志愿月 ， 日军攻 占菲律宾后 ， 日 本军方通过 台湾军

兵征募的 同时 ， 海军特别志愿兵的征集也被提司令部 ， 向 台湾总督府提 出派遣从事与战事有

上了 日 程 。
1 9 4 3 年 5 月 1 1 日

，
日本颁布

“

海关工作的劳 动奉公 团 约 5 0 0 人 。

1 8

台 湾总督府

军特别志愿兵令
”

，
开始在 台 湾实施 。 同 样 ，负责征募台湾兵的具体工作 ， 征募过程可分为

总督府也设立了海军特别志愿兵训练所 ， 第一以下几个步骤 ： 首先 ， 台湾总督府制定人员需

期为 1 0 0 0 人 。 第二期为 2 0 0 0 人
， 到 1 9 4 4 年 7求的资格及条件 ， 包括年龄 、 健康状况等 ， 如

月止 ， 被编入海军特别志愿兵 的 台 湾人计有日军要求台湾派遣劳动奉公团 ， 台湾总督府制

1 1 0 0 0 人 。 台湾 少数 民族在 1 9 4 3 年也被 纳入定出奉公团人员 的基本条件有六点 ： （
1

） 年

陆军特别志愿兵 内 ，
组成所谓 的

“

高砂义 勇龄为 2 0 － 3 0 岁 的男 性 ； （
2

） 奉公精神 良好 ；

队
”

， 参加 日本对东南亚的 战争 。 此外还有相（
3

） 通晓 日语 ； （
4

） 素行方正 ； （ 5 ） 健康 良

当数量的台湾青年被征募到 日本本 国兵工厂 ，好 （
6 ） 体能适合劳动 。

？
其次 ， 台湾总督府再

从事军事制造工作 。 如有很多青少年被征募到决定人数的分派 ， 如
“

台湾特设劳务奉公团
”

现 代 合 濟 研 究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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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0 人 ， 由 台 北等 5 个州各募集 2 0 0 人 ， 台 1 0 0 名 出 发 到东南 亚 ，
之后 又有第二次 的 派

北州 的 2 0 0 人再分配
一

定数额给各次级组织及遣 ， 而后不限于东南亚 ， 陆续有更多人员被派

单位 。

⑦往香港等地的战俘收容所 ，
总共派遣的俘虏监

首先 ， 由这些次级单位到其管辖地宣传 ，视员 的总 数至少千名 以上 。

？
又 如 ， 皇 民奉 公

若有志愿者则先予以登记 ； 若人数未达分配的会为了呼应南进政策 ， 成立了不少专门培养为

名额要求时 ， 再调查 年满 2 0 岁 的男子 ， 依地满足各式需要 的战士训 练所 ， 总称为
“

拓 南

址前去拜访并鼓励其报名参加 。 其后 ， 将所有皇民练成设施
”

， 如其中 的
“

拓南工业战士训

有意愿参加的名单送到市役所 。 之后再进行
一

练所
”

、

“

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
”

都是为了训

次考试 ，
通过 的人发给

一张
“

红单
”

（ 召集练往南方的专门人才 。

“

海洋训练所
”

也是在

令 ）
，
分别分配到陆军及海军任 职 。 以村庄为这一 目的下成立的 ，

1 9 4 3 年 台湾实施海军 志

例 ， 由村长或地方行政人员选择条件吻合 的愿兵制之后 ，

“

海洋训练所
”

成为海军志愿兵

人
， 再 由 村长 等 人 出 面 和人选 的 父 母

“

商的先期培训机构 。

量
”

， 事实上 ， 就是要被挑选者以
“

志愿
”

方 3 、 台 湾保 曱制度的作用

式应征 ， 尽管在 口语上 ， 仍然 以
“

拜托
”

， 或保 甲是台湾战时军事动员 的
一

支生力军 ，

其它较委婉 、 客套的话语 。 然后 由被挑选人本在军事动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曰 据

人或其父母
“

主动
”

前往指定机关办理征 召时期台湾的保 甲 制度主要是以汉人为对象 ， 外

手续 ， 数 日 之后
， 接到军方的录取通知单及报籍人士不列人考虑 。 保甲 制度是军 、 政合

一

的

道地点 。 等到前往军方指定地点报到时 ， 村长组织
， 包括了保 甲和壮丁团 。 它以传统社会的

或行政人员还举行盛大的仪式予以欢送 。 如果户为单位 ， 其基本结构是二级制 ， 十户 为
一

不依从地方行政人员 的
“

拜托
”

， 在殖 民威权甲
， 十甲 为一保 。

＠
在运作上 ， 保 甲 以 各派 出

的统治下 ， 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所为中心 ， 每个派出所管辖数保不等 ， 同时监

2 、 皇民奉公会的作用督一壮丁团 。 壮丁团的团员 由各甲派出 ，
每一

皇民奉公会成立于 1 9 4 1 年 ， 是 日 本推行派出所
一

团 。 从系统而言 ， 保 甲 属 于警察系

皇民化运动的
一

个非常重要的机构 ， 在战争时统 ，
以中 央集权的警察制度为靠山 ， 并与台湾

期这个机构在军事动员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整体殖民体制配合 。 这样利用保甲组织 ， 日 本

色 。 皇民奉公会与行政部门的关系密切 ， 可 以就很好的控制起了 台 湾 民众 ， 所谓的
“

志愿

说它是行政部门 的
一个化身 。 当行政部门完全兵

”

的征募 ，
就变成 了一种

“

抽调形式下 的

配合军方 ， 或者听命于军方的时候它也会配合被迫从军
”

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人想逃避征兵 ，

军事动员 的要求 。 如在军夫动员 方面 ，

1 9 4 2也是不太容易的 。

年 2 月 1 3 日 ， 皇 民奉公会 中 央本部 ， 在报纸 4
、 警察的作用

上发表募集规程 ， 这是由军方委托皇民奉公会日 据时期警察的权力很大 ， 掌管着一个地

办理募集人员 到东南亚从事俘虏的监督指导的区 的行政 、 民政 、 财政等各种大权 ， 在战时军

工作 。 由 于 十分 紧 急 ， 在 1 4 日 就派遣 至少事动员过程 中
，
警察的作用也非常大 。 如 在

ｍ诹 Ｒ ｆｔ 濟 猫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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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砂义勇 队
”

的征募过程 中 ，
日 本警察全部领台湾初期 ， 曾遭受过台湾人民激烈的武力反

负责少数 民族居住 地区的行政 、 司 法 、 教育抗 。 所以 ， 日 本政府尽量避免台湾殖民地人民

等 。 日 本警察通过道德劝说 、 指定某人参加或有使用武器的机会 ， 更不愿让其有组织地武装

警察本身率先响应等方式 ， 征募少数民族加入起来 。 另
一

方面原 因 ， 这其实是殖民地 民族差

“

高砂义 勇 队
”

。 在这种形势下 ，
少数 民族往别待遇政策的 自然结果 。 征兵制是到 了近代社

往会因 为惧怕警察 的权势而被迫参加
“

高 砂会才 出现的 ， 它代表着军人的组成 由王权时代

义勇 队
”

， 这也是造成参加
“

高砂义勇 队
”

的国王个人所雇用的佣兵转变为凡具有市民权者

少数 民族人数
一

直很多的主要原因 。

？
皆可接受征兵的

“

全民 皆兵制
”

。 但是 ， 日 本

同时 ， 日 本警察为了 动员 台 湾青年参军 ，在战前的军队制度 却是天皇制 国家政体的产

还利用 民族间互相竞争 的心理进行鼓动 。 在物 。 在这个政治体制下 ， 绝对化了的天皇处在

1 9 4 1 年 7 月 《语苑 》 的 台 湾教材 中 ， 有 以下
一

切价值和秩序的 中心位置 ， 其它的所有人 民

的例句 ： 本岛人当中有看到朝鲜的样子 ， 非常则以此为中心 ， 组成一个同心圆似的社会 ， 越

羡慕 ，
也想当志愿兵 ， 割破手指 ，

写血书志愿是接近圆心的社会成员地位就越高 ， 在边陲地

的人。

？带的人 ， 就处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最低贱的位

在这里 ， 我们可以看出警察似乎有意利用置 。 所以 ， 尽管台湾是 日本的殖 民地 ， 台湾人

民族间 的竞争心理激发青年写血书和朝鲜人
一是所谓的

“

日本臣 民
”

， 日 本政府只有在迫不

争长短 。 当然也有台湾人因为得罪了警察 ， 而得已 的情况下才会在台湾征募士兵 。

去当兵的 ，
而且这种人 的数量不在少数 。其次 ， 日本殖民政权最常使用的

一

种统治

三 、 台籍 日本志愿兵 ，
志愿或者被迫 ？策略 ， 就是形式上维持 当地人民正常的生活方

一直以来 ， 关于台籍 日本志愿兵是否志愿式 ， 但另
一

方面却以国家的力量介人 ， 将其生

当兵的 问题 ，

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 。 部分活中有利于统治 的部分加以组织 、 利用。
1 9 3 7

学者依据
一些 口述资料 ， 得出台湾人是被迫或年之后 ， 日 本在台湾的军事动员其实也具有这

志愿当兵的结论 。 由于 口述资料的局限性 ， 所种性质 ，

一方面殖民政府根据殖 民地人民的特

得出结论也值得商榷 。 对这个问题 ， 我想从另长为其安排特定职位 ，
却不给予正式的军人资

外
一

个角度 ， 谈谈 自 己的
一

点看法 。格 ； 另
一

方面 ，
通过对殖民地人 民的组织 、 训

首先 ， 我们来看一下台籍 日本兵征召 的背练 ， 同样可以达到人力动员的效果 ， 甚至还可

景 。 依照旧 日本宪法第 2 0 条中规定
“

日 本 臣以让
一

些人 （ 特别 是农村青 年和少数 民族 ）

民有根据法律服兵役之义务
”

， 但在 1 9 2 7 年的感觉到这种有纪律的集体生活 ，
可以让其更有

“

兵役法
”

中又规定
“

仅有使用户籍法者才适效的发挥技能 。 日本殖民当局 既要募兵 ， 又要

用征兵检查之规定
”

。 所以 ， 台湾 民众不适用维持其高高在上的地位 ，
所以采取

“

志愿兵
”

于征兵法 ，
也就没有服兵役的义务 。 之所 以会的方式进行征募 ， 给外界造成这样的假象 ： 似

出现这种情况 ， 首先是因为 日 本殖 民政权对台乎殖 民当局的征兵并没有破坏台湾人正常的生

湾人民的忠诚始终表示怀疑 ， 更何况 日本在 占活方式 。 但是 为了 保证大部分的 台 湾人
“

志

现 代 台 濟 研 究^



＾ｇｍＩＩＢ 2 0 1 2
耳

2Ｍ

愿当兵
”

， 日 本又通过
一些强制手段迫使 台湾示 自 己 的忠诚是是

“

毋庸置疑
”

的 ， 于是要

人民不得不
“

志愿
”

。以写血书那样的方式来证明 自 己 ， 但心里可不

1 9 4 2 年 日 本总督府在 台湾开始进行所谓是那么想 的 。 而统治 者看来 ， 对这种 热烈 的

的
“

志愿兵
”

的招募 ， 当 年应募 的共计 1 0 0 0
“

忠诚
”

的 表现始终存着怀疑 。 两者越演越

多人 ， 此后逐年增加 。 从表面上看来 ，

“

志愿烈 ， 出现血书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

兵
”

的 募集供过 于求 ， 但这种高志愿率 ，

一

综上所述 ， 台籍 日本兵 的招募并不是像其

方面是 因为当时台湾报纸的宣传 ， 其中包含 的宣传的那样 ， 它不是
一

种完全意义上的志愿招

水分不少 ， 另
一

方面 ， 就是因 为总督府是通过募 。 它是借助
一套特殊的体系运作的 ， 在这种

皇民奉公会 、 保 甲组织 、 警察进行游说 ，
而这特殊的 军事动 员 下 ， 完全意 义上 的

“

志愿
”

些组织在战时体制下掌握 了物资利益分配权 ，
是不可能出 现的 。

所以一般人如果拒绝这个
“

志愿的机会
”

， 将

会立 即招致生活困难 。

？
（作者单位 ： 厦 门 大 学 台 湾研究 院 ）

在这种特殊的军事动员体系下 ， 台籍 曰本

志愿兵的征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真正 的 自 愿 。注 释 ：

所谓的志愿 ， 其实也是徒有虚名罢 了 。①⑤⑥⑦⑩汤熙 勇 ： 《
日 治到 战后初期 台 民参与

有一个现象我们不能忽视 ， 那就是在 台湾军务之经验及影响》 ， 《台北文献》
，

丨 3 7 期
，

2 0 0 1 年 ，

实行志愿兵制后 ， 有很多 的台 湾青年写血书 ，
1 5 2 页

，

1 6 6 页
，

1 6 7 页 。

要求参军 ，
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②④？周婉 《
＇

海 彳了兮 的年代
——

日 本殖民统

呢 ？ 诚然 ，
不能否认在这些台湾青年当 中有

－

部分 由于受到殖民 思想的毒害 ， 志愿加 人的 。

台北 ’ 細 年版 ’ 第 1 3 1 页 ’ 1 4 1 页 ，
1 4 7 页 。

③⑧郑丽玲 ： 《不沈 的航空母舰一台湾 的军事 动

但从另外
一

个角 度讲 ， 这是台湾人一种过度的
员》 ， 《台湾风物 》 ，

4 4 卷 3 期
，

1 9 9 4
，

5 3 页
，

7 0 页 0

证明 ’ 台湾人是 为 了 表示 自 ｄ 比 Ｒ 本人 更⑨蔡慧 玉 ： 《 日 据时期 台 湾的保 甲 制度－以动员

曰本人
”

。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 正是因 为他们为例 》 ，
《 台湾史 田野赚舰》 ，

2 6 期
，

1 9 9 3 年 ，

6 7

内心藏着某种意识 ， 他们怕 日本人认为台湾人页 。

不够忠诚 ， 所以 写下血书来表达 自 己 的忠诚 。？林继 文 ： 《 日本据台末期 （
1 9 3 0 

－

1 9 4 5
） 战争

统治者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种复杂的心理 ，
而台动员体系研究 》 ，

台北 ，
稻香出 版社 ，

1 9 9 6 年版 ， 2 2 4

湾人为了否定这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矛盾 ，
只页 。

有表现得更加狂热 。 所以 ， 血书应该是殖民者

与被殖民者
“

相互不 信任 的增 幅作用
”

下 的（ 责任编辑 ：
张 洁

）

产物 。 也就是说 ， 有些台湾人为了 向统治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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