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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鏡隱喻

  －日治時期臺灣遊記
          的重層觀照
                                                     陳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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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所指之臺灣遊記以日治時期中國旅人所書寫之作品為主，不包

含臺灣作者如吳德功等人所作之臺灣遊記。日治時期的臺灣被割離中國

版圖，成為另一個域外空間。在跨越新國界的過程中，由於時空背景的

特殊性，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呈現出獨特的文化意涵。在日本

政府的經營下，臺灣已由以往的邊陲荒島轉變為中國所欲努力學習的借

鏡對象。

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作品呈現出多元的重層觀照，在對比

的反射中，旅人們更清楚窺見自我與本土（中國）；在陌生異地尋找熟

悉景象的聯想，這些遊記作品交織出複雜的內在觀照。

「中心／邊陲」的參照模式以及民族意識的摻雜，使這些遊記在詮

釋中國／臺灣的關係時，有著更深層的對鏡隱喻。除了珍貴的史料價值

外，也更真實地反映出臺灣／中國長久以來糾結難解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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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邊陲／域外

道徑廛肆，廣不盈丈，豢豕當門，臭惡交炵煽。市人無老稚男

婦，率面色顦顇，血不足肉，而貪著綺紈，坐起皆嚼生檳榔不去

口，搖脣露齒，猩紅駭人。1

余自旅行臺灣回，友人每令余述其所見。余欲詳言之則不能、欲

簡言之又不可，輒應曰：『交通便利、實業發達、教育普及以及

公益畢舉而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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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治時期中國旅人之臺灣遊記書寫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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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太虛大師於彰化曇華佛堂所題之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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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涵碧樓(江庸：《臺灣半月記》，未
標明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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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書名 旅行動機 旅行時間 出版時間
1 施景琛 《鯤瀛日記》 官方考察 1911/2/28－

3/17（18日）
2 邱文鸞、
劉範徵、
謝鳴珂

《臺灣旅行記》 修學旅行 1915/12/4－
1 2 / 1 5 （ 1 2
日）

3 汪洋 〈台游日記〉 參 觀 勸 業 共 進
會、開會

19 1 6 / 4 / 3－
4/20（18日）

1917/6

4 張遵旭 《臺灣遊記》 參觀臺灣勸業會 19 1 6 / 4 / 3－
4/20（18日）

5 太虛大師 《東瀛采真錄》 主持水陸法會、
弘法

1917/10/19－
1 9 1 7 / 1 2 / 2
（45日）

1918/1

6 黃   強 《臺灣別府鴻雪
錄》

增益見聞 1927/12/1－
（約10多日）

1928/5

7 江   庸 《臺灣半月記》 募款賑災 1929/11/13－
28（16日）

1929

8 江亢虎 《臺游追記》 私人參訪 1934/8/21－
9/12（23日）

1935/9

9 鄒兆琨 〈考察日記〉 官方考察 1936/12/1－
14（14日）

1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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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書寫記錄旅行者心智的成長，同時也呈現他的內在欲求和恐

懼，日記體由第一人稱的「我」來鋪陳敘述，也令作者得以從容

建構敘述。25

三、重層鏡像──熟悉／陌生他者的自我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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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歲為閩省之經濟建設年。此後施政中心，實以經濟建設為先

務，惟茲事體大，不有借鏡，難期推行盡利。臺灣與閩帶水相

望，不特氣候地理同也，即在經濟建設過程中，如農林水利交通

衛生諸端，亦復什九相似，取彼成規，供我參考，其收事半功倍

之效。26

（一） 轉折的現代性體驗

吾觀我國天然林野之區，而林學不修、林業不興；不特海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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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即內地邱陵連疊，亦皆童山濯濯，莫之圖謀。用是水旱頻

仍，饑饉薦臻，民安得不為盜賊、國安得不貧弱哉！興言及此，

殊堪浩嘆！吾又觀打狗之造林，學士通人悉心研究以補國家官吏

之不足，必達其初志而後止。彼能之，我何為不能！乃造林不若

是之困難者，未聞經營其事之人，吾儕赧顏無地也！28

臺灣之實業會社　日本人民之投資極著信用，故其株式會社亦極

發達。如製糖、製酒、製茶、製瓦斯、製木材、製水產等項，皆

集會社、用機器為之。計全臺百萬以上之會社，殆四、五十所；

其出產之富，可想見矣。然其人民投資之信用，蓋由企業者之熱

心會社能使事業擴張而收其實效也。惟吾國則否，嘗藉會社之名

而為個人斂財之地，至事業成敗，置之不理。甚至旋起旋滅，空

投巨資於烏有。此吾國民之所以無投資信用，亦實業不能發達之

一大原因也。悲夫！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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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果實、林投樹、畜產、水產暨其他各種林業，皆日趨發

達。檢其統計之數，逐年增加。此固由於天然之美利，然非國民

之毅力經營，計畫深遠，曷克臻此。回顧我國寶藏山積，而國民

蟄伏於多年腐敗政治之下，隱忍苟活，不識時局之變遷、大勢之

趨向，坐棄厚利，良可嘆也！31

而這些中國地方與中央的官員之所以變得對臺灣有興趣，主要是

因為臺灣可以作為一面「借鏡」，以及作為外國的模型，讓福

建乃至整個中華民族都可以從中學習不同於福建與中國的外國實

體。這種描述一直為中國官員所堅定支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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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推銷之煙草，多由日本專賣局購入，大正十三年購入價額

二百二十萬四千餘元，外國煙草雖間有商人購入，但為數甚微。

在大正十三年，其購入總額僅五萬零六百餘元。夫以臺灣人口

三百餘萬，買入外國煙草，祇此區區之數，以視吾國人口四萬

萬，社會習慣，幾以煙草為日用所必需，除本國有少數製造外，

餘悉為舶來品，年中漏卮，不知幾萬千萬。利權外溢，無法挽

回，比之臺灣，真可恥也。34

各業略分區域，同行麕集一處，窗口貨樣山積，五光十色動人概

屬日本物產，絕少歐美舶來，此與中國通商大埠所見不同，殊可

注意者也。35

日政府於阿里山森林銳意經營，設集材工作社於阿里山，專事採

伐。建築阿里山鐵道，以便運輸，設製材工場於嘉義郡城，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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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資力雄厚，經緯萬

端。我國吉黑兩省，森林不

亞臺灣，如能仿行，國之利

也。36（圖三）

余在中國內地每見各學校理

化博物一科，耗費甚大，實

用甚少，且物皆舶來，又並

不完備。主張每城中心設一

公共理化博物館，供各學校

輪流應用。今臺灣趨勢，似

已如此，此實小規模都市中

各普通學校所亟應採納仿效

者也。37

吾粵海南黎民，為治瓊一

大問題，向設撫黎局，因

不得要領，遂無進步。余

以日人理蕃，與吾人撫黎，事同一律，且本互助與扶持弱者之心

理，尤應於此事格外注意。38

【圖三】： 阿里山神木(江庸：《臺灣
半月記》，未標明頁數)



253

  

第
五
十
八
卷
第
四
期

（二） 聯想的觀看

我想回國，「首度認識這個地方」。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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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樓在一小巷之內，離大街數十丈，余輩往遊時，大街闢為馬

路，故在巷口停車，兩旁店戶，參差不齊，滿塗瓦礫，恍如廣州

拆街築路時之遺物。44

四日早餐後，趁九時二十分急行車南下，車票購至台南⋯⋯出入

于無數山峒中，見其山間民居，頗似閩粵交界各地狀況。46

由此（基隆）往全台首都之台北市⋯⋯沿途所見鄉村風景，農家

裝束，與漳泉間完全無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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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五】： 黃強所見臺灣各地景色(《臺灣
別府鴻雪錄》，頁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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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五百餘人，日本人台人各半，年齡平均十六歲，均四年畢

業，體格健美，妝束樸雅，制服為白衣黑褲，輩脛坦露，胸部豐

盈，一矯從前閨秀嬌小玲瓏之習尚。是日為大掃除日，師生均親

執箕帚，幞頭跣足，操作如農家婦，可敬亦可愛也。余此次歷遊

西南各省，見粵桂閩中下社會女子，無一不能以勞力自維生計，

誦少陵「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之句，為之神旺。50

余親見諸女生體操，四肢皆甚發達，胸部臀部隆起，幾可與歐美

女子抗衡。視中國內地閨秀，大不同矣，此非圖尚美觀，實民族

強弱人種興亡一大問題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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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江亢虎所見臺灣高等女學生(《台
游追記》，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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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轉化生成──再次對鏡的隱喻關係

（一） 未解的優越感

福建與臺灣祇隔一衣帶水，此則土匪如毛，荊棘載途，彼則安居

樂業，道不拾遺。且臺灣亦吾舊治也，往者為海盜叢雜之所，自

被日本人佔領後，乃逐漸消滅，轉成樂土。噫歟，真日本人武力

可畏哉。毋亦政治修明，實業發展，人皆豐衣足食，循規蹈矩，

無須鋌而走險耳。語云：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此之謂也。55

 考察臺灣過去隸我國時，生番襲劫，地方紛亂，自日本銳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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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臺灣後，一面征服生番，一面注意鄉村警察，使農村治安安

全，農作物得充分的保護力量，此次考察所及各地，非特並無匪

氛，抑且盜竊絕跡，直所謂「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故鄉村生

活，祇覺其舒適優美，農民致力於生產，宜其愉快也。56

余亦以足迹幾徧天下，而生平未抵此歷史上一名島，亟欲一觀野

番初民生活，荷蘭殖民遺規，延平王開拓之功，清政府經營之

迹，及四十年日本化之現狀，於是台游之念以決。58

俾國人知蕞爾小島臺灣中，彈丸之新竹州，不過略行整理，便

有如許生產，速行覺悟，將內戰設法消滅，而從事於生利事業

也。59 

午餐後，偕友步通衢；見市道宏敞，車轍縱橫，商業亦頗繁盛。

憶乙未之役，臺島始改隸日本；不過二十年，慘淡經營，卒成都

會。海外荒陬尚能如是，況內地乎！60



260

對
鏡
隱
喻—

日
治
時
期
臺
灣
遊
記
的
重
層
觀
照

余以臺灣、海南，素有吾國兩目之稱，論其氣候土質地勢面積，

則海南尤勝於臺灣（海南可種樹膠椰子，而臺灣雖能種，但成績

劣下，實氣候不宜也），今臺灣已非吾有，譬如一人焉，渺目尚

可行，若成為瞽者，則變為廢人矣。臺灣研究所之組織，於發展

海南之實業，大可倣行。爰將梗概一篇，備錄于后，關於瓊島開

發之事業，其亦知所取法乎。61

亞里山原為蕃人所佔，毫無出息，今則變為臺灣之寶庫，年中產

額逾二百萬，返念吾國之海南，如昌江之莪滀嶺、玉道村、感恩

之近溪莪⋯⋯等處，⋯⋯因海南孤懸海中，風威甚烈，故所產樹

木，其抵抗力最為強大。攷其緻紋細密與性質耐久，實不讓臺灣

所產。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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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動儀，中國首先發明，特不能進步改良耳。吾國開化最早，學

術亦最先發明；惟後人偏於文學尋章摘句而不暇考究格致，以讓

外人之先我，是則可惜耳。64

又繪有一地震機圖懸於壁上，為吾國漢張衡所發明者，但無今日

之精確耳；然其原理，固發明自我國也。惟後人不日事研究、精

益求精，各種科學俱讓他人進步耳。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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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想像的家國

鄙人與諸君本為同胞弟兄，嗣因吾父母逼於貧弱，無力支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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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已將吾兄弟托付於吾伯叔之手代謀撫育，吾父母之苦衷當為吾

兄弟所共諒也。綜觀吾伯叔對於吾兄弟之籌畫，有極滿意者，有

極不滿意者。68

嘉義遊客，歐美人甚多，中國人甚少，而中國特派官吏至此

者，割台後此為第一次，故紳民均異常感動歡迎之意，出於至

誠。⋯⋯同胞無限感，盡在不言中，悲夫此言。69

嗣登舊砲台，先入一門，滿清時代之水雷營也，門額書保固東瀛

四字，今之淡水陸軍演習廠舍在焉。登山即砲台，門額書北門鎖

鑰四字，光緒十二年季春巡撫劉銘傳書，砲台建築猶昔，風景不

殊，滿目有河山之感矣。72

其最足動人傷感者，則砲壘橫額北門鎖鑰四字是也。查該橫額係



264

對
鏡
隱
喻—

日
治
時
期
臺
灣
遊
記
的
重
層
觀
照

光緒十二年季春巡撫劉銘傳所立，乃曾幾何時而門戶大開，鎖鑰

大啟，外人入室，使人有舉目河山之慨矣。73

樓上懸有漢文大清國讓渡臺灣全島於日本條約原文；外人視之以

為莫大之光榮，吾人見之不覺潸然涕出也！樓下陳列遺額、古匾

多方，及殘缺之虎旗、舉人報單及各種我國舊有物品，稍有知識

者見之，能無痛心！74

此次車抵臺南因與豫定時間稍有變更，故地方官未及派人引導。

余等雇車到公園遊覽。池臺竹木，結構宜人，樹林陰蔭，頗饒

雅趣。聞設備經費凡十七萬元。當吾民國元年始著手布置，預計

明年三月全部竣工。由此乘車，夾道多半為中國舊式市街，人口

多係中國遺民，門外對聯尚有「國恩家慶」、「福」、「喜」等

字，而國旗則盡改為旭日矣，可痛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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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日人對於臺民雖有教育，而在社會至高不過一中等位置，至政

界更無立足之餘地。此亦日人限制臺民之一例也。78

臺灣自割讓後，物質文明之發展，生命財產之安全，皆遠勝前

清，惟有三事，最受限制。一、政治活動，一、言論自由，一、

專利營業，此三事皆戰勝者之特權而被征服人民所不許參加享用

者也。79

蓋自割臺後，內地人與臺灣人幾斷絕關係。中國固未嘗特派官員

來此慰問視察，即私人來此游歷者亦甚尠。故此次予等到此，傳

聞各地紳民異常感動。予深盼政府日後時加注意，私人方面則宜

組織團體，時來視察，彼此借鑑，獲益定非淺解。80 

到台以來，遊蹤所及，均蒙華僑及日台官紳歡迎招待，有演說

會、有座談會、有茶會、有宴會，每處皆然，真記不勝記矣。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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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讓以後，台人久不見祖國使節，第一任總領事履新，循視各

埠，有山谷老民，扶杖匍匐，遠道來觀，初見領事西裝，疑為非

是，嗣詢知確為華人，乃大聲呼籲，若曰：台人苦壓迫久矣，今

何幸復見漢官威儀，幸為我輩伸冤。領事瞠目，不知所對，蓋鄉

氓老死不出，不識漢文，亦不通日語，固不知割讓為何事，領事

為何官也。84 

飯後到阿緱廳表謝盛意，乃到停車場，見本地人源源而來，環視

予等，互相稱道，似以中國人到此地，甚為罕見。默揣其意，又

似於吾等有無窮之希望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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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對照記

阿里山為日本帝國第一高山，其主峰即新高山，比富士尤高。87 

旅遊同時也是個鏡像，在映照出自己的時候才可能映照出其

他。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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