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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治時期，1916年臺南州廳落成，設計者為森山松之助（1869－

1949）。戰後隨著政權轉換，不僅廳舍被多次更換用途，前面的空地也從

「兒玉壽像」（老臺南人慣以臺語稱該地為石像）的設立，到兒玉公園、大

正公園、民生綠園，變成目前為悼念228受難者而設的湯德章紀念公園。物

換星移，卸下殖民任務的臺南州廳，目前已輾轉變成國立臺灣文學館，館舍

建築今年也正邁向100年了。

迎接100週年，本館特別策劃「建築百年‧文學發光」的一連串活動，

例如「建築百年攝影圖文徵件比賽」，「徵集老照片，聽你說故事──臺文

館百年影像故事徵選計畫」，與民視「飛閱文學地景」合作製作「飛閱文學

地景第一百集」特別節目等。另外，就是於今年2月4日到11月27日舉辦「相

遇時互放的光亮──臺日交流文學特展」，期藉此時機，以較寬廣的視角回

溯臺灣與日本的文學交流。

以下就讓我們一起走進展場，觀賞其中所掬取的「相遇時互放的光亮」。

展覽總說

自古以來，臺灣、日本經過無數次相遇。有意外相遇，如1803、1874

年北海道、琉球的船漂流來臺，1874年那次更爆發「牡丹社事件」，日本稱

「征臺之役」。也有1895－1945年於殖民環境下的相遇，臺灣本土文化與強

勢的日本殖民者文化相互接觸，每個人都能強烈感受異同的衝擊，而產生排

擠、競合、交流等現象。

戰後，臺灣與日本於民主化及多元文化發展下的相遇，這特殊的歷史

經驗情感，更持續發酵、轉變，雙方交流更顯複雜、頻繁且獨特、豐富的景

象。2011年日本311東北大震災，臺灣捐款位居世界第一，這背後正隱含上

迎接臺灣文學館館舍建築100週年，特別策劃「臺日交流文學特
展」，期以較寬廣的視角回溯臺灣與日本的文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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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華斌　研究典藏組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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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長久以來複雜的歷史因素。此後，日本也多次回應，向臺灣展開一連串的致謝活動與援助，

愈加凝聚雙方的友好情誼。

如此，臺日接觸、交流，相刺激、競合，互放光亮，有時單方耀眼奪目，有時相互輝映。

依此意象，將展名稱為「相遇時互放的光亮」，規劃「看看」、「想想」、「戀戀」三區，以

層次性展演於互放光亮的照耀下，激盪、顯影的臺日文學、文化。本展亦發行圖錄，以利了

解。另，本展於各區開頭，都有針對該區的文物製作小年表。展覽出口處，則針對本展有關的

文物以及臺日交流的文協相關活動，整合為〈臺日交流文學年表〉。

展區概述

本展由筆者擔任統籌，顧敏耀、林佩蓉、趙慶華三位同仁分別負責三展區的規劃、文案撰

寫，合作完成策展。為配合主題屬性，多處展區採中、日語併列說明，日文內容由賴怡真針對

原文案翻譯，筆者與杉森藍修訂。

一、看看──彼此凝視‧相互形塑

本區主要展示彼此從陌生到了解的相互凝視、形塑，分別從日本人及臺灣人的不同立場，

以二大單元呈現。

（一）高山島上的芸芸眾生──日本人眼中的臺灣人

本單元以日本人的視角，藉由文物分別呈顯其對臺灣原住民、漢人的想像，及異國風情的

描述。

● 南島風情

日本人來臺，最先是與臺灣的原住民接觸，也留下不少文獻。由本單元的展品，可看見日

本描述臺灣原住民的飲食、衣著、歌謠、習俗等面向，或樸質、勇武、頑強等形象。例如《享和

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描述1803年北海道的商船「順吉丸」意外漂流到臺灣東

岸チョプラン島（今花蓮秀姑巒溪口一帶），船長在當地生活四年後才返鄉，後來其口述異地見

聞，由秦貞廉記錄整理，並且附上精美的圖像，其中細膩描繪阿美族的相貌、器物、生活等。

● 奇特的本島人？

日治時期臺灣漢人被日本稱為本島人，由於風俗文化不同，雙方交流不免有文化衝擊，甚

至日本人還以「奇特」形容「本島人」。由本單元展品可看到，當時日本人藉由漢詩、小說、

散文等文類，描述不同生活習慣、文化的臺灣；例如臺人的清明掃墓風俗、為何臺灣婦女排斥

公共泡澡文化等。

● 引揚返鄉，餘音裊裊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人被「引揚」回國。日本作家仍繼續書寫臺灣，與日治時期不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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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更能以不同面向描述臺灣。例如湖島克弘的長篇小說《杜聰明與阿片試食官》，不僅以杜聰

明為主角描述日治時期鴉片的興亡，更深刻描寫臺灣人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及臺灣社會的風俗

民情，並揭露日本鴉片政策的虛偽。

（二）扶桑古國的大和民族──臺灣人眼中的日本人

與上述相反，本單元以臺灣人的視角，展示其對日本殖民者的形象描述。

● 總督與警察等在臺官員形象

臺灣人描寫的在臺日本官員形象，包含總督與警察等。例如賴和、楊守愚、陳虛谷、蔡秋

桐等的作品，描寫嚴厲、跋扈的警察；連橫〈歡迎兒玉督憲南巡頌德詩〉，形塑勤政愛民的總

督形象；也有楊逵自述與警察入田春彥的深刻情誼。

● 各行各業的庶民形象

針對非官員的一般日本人，臺灣作家的作品也有許多描述。例如楊逵〈新聞配達夫〉，描

寫剝削勞工的資本家；翁鬧〈殘雪〉，描寫臺灣人遇上一位日本女服務生，認為那是完美的女

性形象；呂赫若《清秋》收錄的〈鄰居〉，描寫主角的鄰居日本人田中，領養一位臺灣孩童，

表現超越種族階級的情感。

● 戰後文學作品中的日本人

戰後，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人描寫的日本人形象更為多面。例如鍾肇政「臺灣人三部

曲」中的《插天山之歌》，描寫一位日本警察宛如獵犬一般堅持緊追著主角不放；王家祥《關

於拉馬達仙仙與拉荷阿雷》，描寫「森丑之助」獲得布農族人認同，娶當地女子，並歸化該

族；黃春明〈莎喲娜啦．再見〉，出現戰後來臺買春的日本男子。

二、想想──臺日競合場上的小步舞曲

本區主要展示日治時期臺灣接受殖民現代化後，臺日文學之間的思潮交會、思想衝突以及

運動的競合。

（一）黑暗中的五彩春光

日治時期，培育出接受近代教育、思潮的青年，面對殖民社會的逆境，形成「臺灣人意

識」。同時，藉由自由民主主義、文學浪潮的衝擊，臺日間的合作交流，於黑暗中投射出五彩

春光。

● 同文異族，生活重組

因臺日同屬漢字文化圈，臺灣被稱為「同文異族」，然而殖民壓迫加上風俗文化相異，臺

灣實質上經過生活重組。反映這現象的，有洪棄生《寄鶴齋詩草乙未以後批晞集》首篇為〈臺

灣土匪記事〉，詳述臺灣抗日義士的無奈與犧牲；朱點人〈秋信〉，描寫主角面對殖民現代化

時的衝突感受，反映殖民政治下知識分子的焦慮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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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赫若，《清秋》，1944年。許
素蘭捐贈。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構思手稿，

1960－70年代。鍾肇政捐贈。

洪棄生，《寄鶴齋詩草乙未以後批晞集》

手稿，1895－1905年。洪小如捐贈。

湖島克弘著，黃蔡玉珠、孫愛

維、鄭誼寧譯，《杜聰明與阿片

試食官》，玉山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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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口洋墨水，疊一塊敲門磚

臺灣知識分子於殖民體制下，經由日本接受世界思潮，積極奮起，為自己疊一塊扣敲世界

大門的磚頭。例如龍瑛宗、楊逵、呂赫若等作家，陳澄波、陳進、林玉山與郭雪湖等畫家，當

時都引起臺日文化界相當大的震撼。

● 阮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

1921年臺灣青年以提升臺灣文化為宗旨，成立臺灣文化協會，進行文化啟蒙運動。於追

求民主自決的年代，知識分子自覺，正如蔡培火〈臺灣自治歌〉所述「阮是開拓者，不是憨奴

才，臺灣全島快自治，公事阮掌才應該」。「臺灣人唯一喉舌」的《臺灣民報》，也表示：

「今日的臺灣社會，欲望平等，要求生存，實在非趕緊創設民眾的言論機關，以助社會教育，

並喚醒民生不可了。」

（二）弱者的抵抗，寫實的紀錄

1920年代中末期，文藝大眾化的風潮興起，臺日知識分子再次結盟。然而，進入戰時體

制後，發生「糞寫實主義」爭論，皇民文學的討論，臺日作家發生短暫交戰火花。面對戰爭時

局，作家受限制，部分轉為開發常民生活、民間習俗等題材。其中臺日作家藉由作品，呈現臺

灣人民的表情。

● 街頭力量、文學命脈

192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面對殖民者、臺灣人買辦地主階級造成的不公不義，臺灣底層

普羅大眾走上街頭，農工社會運動團體臺日農工組織跨海團結，抵抗資本主義的剝削。這些現

象反映於文學，例如1930年創刊的《洪水報》，主要以農工階級的運動思想為基礎；1935年由

臺灣文藝協會《先發部隊》改名創刊的《第一線》，以新文學的形式討論、普羅大眾文學的提

倡為主。

● 島嶼圖象，人民表情

殖民者自統治初期就開始調查臺灣各領域的資料，包含《臺灣慣習記事》、平澤丁東、東

方孝義等的歌謠、民間文學採集。相對之，郭秋生、黃石輝、李獻璋等臺灣作家也關注在土地

及人民所產生的民間文學，以找尋大眾共同情感。戰爭時期尚有臺日合編的《民俗臺灣》，透

過整理民間材料，以掌握臺灣人民生活面貌。

（三）虛幻的共榮‧翻轉的臺灣

1937年戰爭爆發後，臺灣殖民當局加強推動皇民化運動，並推廣皇民文學。通俗文藝刊

物《風月報》、《南方》也成為作家另一種發表的管道。1945年日本戰敗後，終結大東亞共榮

圈的幻想。國民政府的接管，臺灣再度被「翻轉」到另一個政權，之後臺日甚少交流。1964年

《笠》創刊後，臺灣作家以翻譯的方式，引介日本文學予戰後世代者，藉由文學活動促進臺日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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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報》創刊號至26號合訂本，
1923年。劉克全捐贈。

《第一線》，1935年。黃得時捐贈。

平澤丁東，《臺灣の歌謠集と名著物

語》，1917年。江燦琳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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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戰時期的想像共同體

決戰時期，日本帝國號召全體動員，協力戰爭，主導建構的想像共同體。許多臺灣作家無

論自願或非自願，都難以迴避政策文學。例如楊逵極短篇小說〈田植競爭〉（插秧比賽），描

述在生活困頓中仍然勤奮工作的農民，才是真正了解增產報國的人民；戰爭時期龍瑛宗被派往

高雄左營海兵團進行戰地書寫，該地是以徵召臺灣青年送往南洋當炮灰的訓練營，龍瑛宗以所

見聞的訓練背景、生活寫出小說〈若い海〉（年輕的海），因是受派遣撰寫的決戰作品，所以

難免出現皇民精神的描述與口號。

● 遠走他鄉成故鄉

終戰後，國民政府來臺，臺灣與中國的語言、生活習慣大不同，因此產生許多衝突。1946

年10月起報紙、雜誌日文欄陸續被廢止，臺灣作家失去發表園地。1947年爆發228事件，不少知

識分子受害，王育德、邱永漢等人走避日本，其後尚有戴國煇、張良澤等人在日期間遭限制回

臺；這些知識分子於日本從事臺灣獨立運動、從商，或進行臺灣文學及歷史研究。

● 翻譯，翻轉

戰後，臺灣作家仍透過文學、翻譯，接續臺日交流；例如1964年6月《笠》創刊號起，即

有陳千武、錦連、吳瀛濤等人對日文詩、詩論、詩史的譯介，1970年代葉笛、林文月等人先後

中譯許多日本重要的作品。1980年代，日本學者開始研究臺灣文學，有些仍採以殖民地文學觀

點，有些則已具獨特、主體性的臺灣文學觀點。2010年國立臺灣文學館成立「台灣文學外譯中

心」，培植翻譯人才，並已完成包含《巨流河》、《台灣新文學史》等日譯版成果。

三、戀戀──生活交融與情感匯流

本區主要著眼於常民生活的文化軌跡，呈現雙方生活交融、情感匯流的一面，甚至近年產

生的哈日、親臺現象。

（一）、從食衣住行到吃喝玩樂

從日治時期到戰後，臺日的食衣住行或吃喝玩樂文化相互傳播。例如日本傳入臺灣的森永

牛奶糖、野球（棒球）、曲盤（唱片）、映畫（電影），或動漫、cosplay、流行歌曲等；另方

面，日本人也喜愛臺灣料理、珍珠奶茶，或歌星鄧麗君、翁倩玉等。

● 日常的風景，生活的底蘊

日治時期，隨著統治者帶來的殖民現代性，臺灣民眾接觸大量新事物，產生食衣住行習慣

的轉變、作息節奏的調整，大眾文化的翻新。透過當時知識青年的日記、新興媒體，可嘗試追

索拼湊出常民浮世繪的輪廓，並重新檢視今日有多少圍繞我們週遭的日本文化遺痕；例如《吳

新榮日記》，日治時期經常出現麻雀（麻將）、寶美樓、百貨公司、珈琲店、電影等名詞，可

供一窺大眾生活面貌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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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漢，《濁水溪》，1955年。河原功捐贈。《笠》創刊號，1964年。李魁賢捐贈。

《男子漢》（どぶろくの辰），東寶株式會社，1962年。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

（戰前），遠景，1981年。李魁賢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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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時尚、聲光影像的記憶

本單元主要展示臺日流行文化的交流。例如1950－1960年代臺灣盛行混血歌，即如〈黃

昏的故鄉〉（赤い夕陽の故郷）、〈孤女的願望〉（花笠道中）等改編日本歌的臺語歌。1970

年代，鄧麗君、歐陽菲菲至日本發展。1992年日本偶像劇《東京電梯女郎》打開臺灣市場，其

後，2001－2002年改編自日本漫畫的臺灣版《流星花園》「反攻」日本。另外，機器貓小叮噹

（哆啦A夢）、Hello Kitty等動漫、人氣肖像，也虜獲臺灣小孩及大人的心。

（二）一步一腳印，探訪彼此的土地

早在日治時期，便有日本人前來臺灣旅遊，而近年臺灣人前往日本旅遊也蔚為風潮。本

單元期藉由作家、文史工作者、文化觀察者的文字，觀照臺日的自然景緻與人文風土，閱讀文

學、思想與城市美學的結晶。

● 走讀美麗島的聲音與容顏

日本統治臺灣後，就有皇室成員、學者官僚等不同身分的日本旅人，各自帶著獵奇、研

究、統治等期盼與想像，來臺遊歷。戰後日人，仍走訪臺灣，期拼湊昔日的日本歷史面貌。

● 踏查東瀛人文與自然風情

日治時期臺灣人前往日本「內地」旅遊，成為特殊的異文化體驗。戰後，1979年開放國人

出國觀光後，臺灣人至日本旅遊人數逐漸攀升。

（三）一種名之為思慕微微的情誼

目前臺日於名義上雖無邦交，然雙方有特殊歷史情感，且民間團體、個人仍常有實質交

流。本單元將以知性與感性兼具的方式，展現這種複雜情感。

● 從「哈日病」到「知日派」

1996年漫畫家阿杏提出「哈日病」一詞，從後「哈日」語彙便廣為流行。除憧憬日本文化

的哈日外，臺灣人也致力於日本特有文化傳統與政經等的深入理解，而從哈日深化為知日。

● 「思臺」與「親臺」的想望

1895－1946年於臺灣出生的日本人，被稱為灣生。戰後，灣生返日，心中一直殘留對臺灣的

懸念、鄉愁。2011年311日本東北震災，臺灣人展現深切關懷與實際援助，讓日本人非常感動。從

灣生世代到新世代，許多日本人與臺灣產生不同的連結，也映現出「思臺」與「親臺」的想望。

結語

臺灣和日本相鄰近，又存在特殊的歷史關係，加上近年來頻繁交流，甚至出現「哈日」、

「親臺」的熱潮，這些都使雙方關係更加密切、友好。有關這些種種的臺日交流發展，本館從

較廣泛的文學角度來展演，呈現雙方相遇時互放的光亮。期臺日雙方能透過各種面向，了解過

往的經歷，讓歷史成為借鏡，更深化友誼，相互提攜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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