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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視覺暴力與文化清洗見證： 

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電影活動的初體驗 

劉現成* 

摘要 
過去討論日治初期臺灣電影史，鮮少論及原住民的電影經驗。本

研究從電影吸引力、電影戰爭認知後勤的角色及文化淸洗的觀點，運
用史學方法，重探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的電影經驗。分從一是觀光體
驗電影驚奇，影像夾帶文明化與武器奇觀，電影成為淸洗原住民文化
工具；二是隨軍參與鎭壓的電影攝影機，見證了殖民者的暴力，更是
帝國擴張種族鎭壓的武器。最後，原住民電影經驗體現出對南部鄒族
施以綏撫措施，對北部泰雅族則施以征伐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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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Violence of Colony and Witnesses to 
Cultural Genocide: 
Retracing Cinema Experienc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in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sien-Cheng Liu*  
Abstract In colonial times, cinema is a vital tool to promote government orthodoxy and to preserve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governed. The present study considered cinema’s attractive qualities and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in the process of documenting and perpetuating the cultural genocide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rough film. This study used a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 to generaliz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cinema viewing experienc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in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Furthermore, this study focused on two historical dimensions. The first dimension considers film viewing as a virtual tourism activity driven by the colonizers; films became the tools of the colonists’ cultural expansion. The other dimension concerns images of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army cameras entered the territory of indigenous peoples like a weapon, recording brutal battles and witnessing the colonists’ violence. Finally, the indigenous film experiences reflected the colonizers’ policy of appeasement of the Tsou people in the south of Taiwan and subjugation of the Atayal people in the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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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在日治時代臺灣電影史的研究中，大多關注電影進到臺灣的
時機、商業電影映演機制的建立、以及當時在臺灣的漢人參與或觀賞
電影活動，卻很少討論到當時臺灣原住民與這項新媒體的接觸、互動
與體驗紀錄。然而，根據《臺灣總督府檔案》資料指出，臺灣總督府在1900 年 8、9 月期間曾指派阿里山鄒族原住民的學生阿巴里（アバリ）
到日本觀光參訪，1 在日本旅行期間安排各種官方的見學行程，其中最
令這位學生愉悅懷念的事蹟，卻是在仙台參訪時所安排的活動寫眞（卽
電影，日文漢字的舊稱，以下同）的觀賞活動（臺灣總督府，1901 年1 月 1 日）。 

這份文獻的出現，不僅提出了在二十世紀之初，電影傳入臺灣前
後，臺灣原住民已在殖民政府刻意安排下，見識到電影的魅力了，是
否還有其他的原住民有同樣的經歷？而臺灣原住民在此刻已經接觸到
電影這項新媒體，那日治時期原住民的電影經驗又是如何？特別是日
本殖民政府對原住民另眼相待，在統治需求下，電影如何成為殖民政
府積極運用於政宣與教化原住民的機制。以上這些問題，過去臺灣電
影史相關論述中雖然常常被提及，但是討論到原住民對電影的體驗總
是伴隨著日人或漢人的電影開發經驗而生，至今仍無一個獨立而完整
的歷史論述。因此，本研究卽試圖透過歷史研究，檢視從 1895 年日本
殖民臺灣為始，到 1915 年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卸任為止，這段日本殖民
統治臺灣最初的二十年間，統治者對待原住民的態度，從最初的懷柔
手段，到後期以強烈的軍事手段來鎭壓原住民，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
當時臺灣原住民是如何接觸到電影這項新媒體？他們的觀影經驗又是
如何？當時殖民政府如何將電影運用於原住民的治理，而這些不只是
原住民最初的電影體驗，更是臺灣人亟待建立的電影文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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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槪念與方法 

過去討論日治時代原住民電影的相關文獻中，大多聚焦在少數以
原住民為題材的劇情電影，如《義人吳鳳》（1932）與《沙鴦之鐘》（サ
ヨンの鐘，1943）等影片，關注的焦點圍繞在影片中對於原住民形象
與生活方式的再現問題，以及國家如何透過武力與剝削的過程來文明
馴化原住民的議題（吳其諺，1993，頁 52）。而其中尤以《沙鴦之鐘》
受到最多討論的，從 1938 年一個宜蘭原住民少女落水事件，受到殖民
政府高度包裝與操作（周窈窕，2003，頁 13-31），1943 年改編這個
故事成為電影，殖民政府透過影片的傳播力量，從宗教、社群關係、語
言與歷史等面向摧毀並重構原住民的社會，使他們成為日本帝國的子
民，進一步成為其向亞洲擴張的勁旅（羅頗誠，1994，頁 44-47）。因
此，過去討論日治時代原住民的電影時，都侷限在這些少數被製作出
來的電影，分析面向亦囿限於原住民的形象與文化的再現，而這些僅
是日治時代與原住民相關電影文化的一部分，亟需以更多的面向、更
寬廣的歷史視野來探究日治時代原住民的電影經驗。 

在日本統治之下，臺灣發展出映演獨盛製片蒼白的殖民地式電影
體系（李天鐸，1997，頁 43）。回顧過去臺灣日治時代電影史的文獻，
一般所關注的多從電影的娛樂功能與戲院的發展來討論日治時代的電
影事業發展，這樣的取向大多從電影傳入臺灣、常設戲院的肇建與形
成、日人與漢人所建立的電影製片活動（市川彩，1941∕李享文譯，1993；呂訴上，1961；李道明，1995；黃仁、王唯編，2004；葉龍彥，1998；厲復平，2017；Hong, 2011∕何曉芙譯，2018）。然而，對於臺
灣來說，電影從一個新發明到後來發展成為一項娛樂產業，其實是歷
經一段漫長的發展過程，特別是在當時作為殖民地的臺灣，如果從電
影娛樂功能角度來看，這個新式的娛樂最先服務的是當時在臺灣的日
本人，其次才是在臺灣最多的族群——漢人。至於，當時臺灣原住民是
如何與這個視覺媒體開始接觸與互動，若單從娛樂功能面向是無法窺
探原住民電影活動的全貌與本質。 

在過去研究中，已有不少關注到日治時代原住民的電影經驗問題。
如在葉龍彥的書中，曾提到日治時代殖民政府將電影作為政宣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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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對原住民的電影教育，更是積極（葉龍彥，1998，頁 34），但是
文中對於原住民的電影教育並未加以深究。在三澤眞美惠《殖民地下
的銀幕》一書中，對於殖民政府統制電影的方式，雖有更為詳細的描
繪，但是對於原住民的電影經驗，僅有〈成為「理蕃」2 事業的電影利
用——從「威嚇」到「皇民化」〉一節，內文以案例方式呈現殖民政府
從 1925 年到 1943 年運用電影來治理原住民的形式（三澤眞美惠，2002，頁 205-212），不僅忽略了在此之前原住民相關的電影活動，亦
簡化了殖民政府運用電影作為原住民統治與教化工具的策略與圖謀。 

在李道明相關研究中，持續關注日治時代原住民的電影發展，過
去卽曾提出，日治時代臺灣電影的發展與殖民政府有密切的關係，將
電影作為教化原住民的形式，更與總督府「理蕃」的觀光政策並用而
行（李道明，1994，頁 55-57，2000，頁 54-58）。晚近，更在其〈教
化、宣傳與建立臺灣意象：1937 年以前日本殖民地政府電影運用分析〉
一文中，對於日治時期殖民政府運用電影對原住民進行教化與統治的
歷程，有了更為淸晰完整的輪廓（李道明，2019，頁 201-277）。然而，
上述的研究多以電影為本體的論述，而未從殖民政府的原住民統治政
策的角度，來加以檢視電影在殖民地所肩負的政治任務，並審視其所
扮演的原住民規訓與教化的功能與角色，以至於無法綜觀電影在殖民
政府遂行原住民統治的歷史全貌。因此，本研究試圖以更聚焦的方式，
探究日治初期（1895 到 1915 年），特別是從殖民開始到佐久間左馬太
鎭壓原住民軍事行動終結為止，在這段臺灣原住民遭受到形同種族滅
絕的激烈統治手段時期，電影如何遂行殖民者的統治目的，原住民如
何參與這些相關的電影活動，藉以重新勾勒日治初期臺灣電影的文化
經驗。 

此研究是針對日治初期臺灣電影的研究，此時電影剛問世之際，
電影史學者湯姆‧甘寧（Tom Gunning）指出，雖然現今劇情片當道，
但是再重新探究早期電影發展之時，必須特別關注這項媒體其電影吸
引力（the cinema of attraction）的特質。電影發明之初，運用令人興
奮的奇觀，無關乎事件是虛構抑或紀實，只要本身有趣，能夠激起視
覺好奇與提供快感，卽可直接招徠觀眾的注意力（Gunning, 2006, p. 384）。電影這種直接訴諸奇觀與視覺快感的特性，如果與戰爭結合的
話，則可能更加蠱惑人心。保羅‧維利里奧（Paul Virilio）在《戰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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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認知後勤學》（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一
書提到：戰爭的歷史，是認知場域激進變遷的歷史，當電影可以創造
科技與心理驚奇效果之際，其實與戰場上的軍火武器無異（Virilio, 1984/1989, p. 10）。所以一旦電影與戰爭構聯，運用其創造視覺奇觀
的吸引力，成為摧毀敵人心智、建構認知後勤作戰的利器。而從過去
殖民帝國的擴張開始，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乃至到近代戰爭，電影
作為一種認知後勤系統與戰爭息息相關，一方面軍事偵察科技讓電影
技術有更創造性的運用；另一方面是戰爭、視覺奇觀與電影宣傳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Pisters, 2010, pp. 233-234）。 

電影運用奇觀與宣傳建構了對戰爭認知的魔幻效果。電影是西方
科學發明的產物，在其發展初期已經承襲種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話語，
透過電影讓觀眾體驗到「西方文明進步」的主流敍事，也讓「他者」的
世界變得垂手可得（Shohat & Stam, 1994, p. 92）。對殖民者來說，電
影本身深具文明化的潛力，是將原住民從無法統治的野蠻人轉變成現
代殖民對象之社會轉型的工具（Griffiths, 2002, p. 234）。更進一步來
說，電影已不是單純的媒體形式，而是轉身成為殖民者對原住民進行
文化淸洗（cultural genocide）的手段。文化淸洗是支配者有意削弱或
摧毀抵抗團體的文化價値觀，以令其畏懼的作為。最終的目的卽是要
消滅這個團體與文化（Davidson, 2012, pp. 18-19）。這對嚮往「脫亞入
歐」的日本帝國及其轄下的臺灣總督府，深信在所有現代科技中，電
影是將臺灣原住民轉變為受過良好教育的日本帝國臣民最為有效的媒
體（Baskett, 2008, p. 16）。電影在日本殖民的統治中，扮演著文明化與
教育的功能，而這些擧措其實都是文化淸洗的過程。因此，本研究試
圖從電影發展初期的吸引力特質，電影作為殖民擴張戰爭中扮演認知
後勤作戰的角色，以及殖民地政府對原住民進行文化淸洗的角度，重
新探究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的電影文化經驗。 

本研究所採行的研究方法是歷史研究法，這是藉由相關歷史文獻
的收集與彙整之後，對以前曾經發生的社會事件或現象進行分析的研
究方法。這樣研究方法是以歷史資料為基礎，歷史資料是「考察成為
歷史對象之人類社會之往日狀態及其變遷的依據」（鄭樑生編，2002，
頁 45）。而根據史料的價値與可信度來分類，分為直接史料與間接史
料。直接史料是與歷史事件有直接關係的史料，當時被記錄下來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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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自身遺留下來的資料。而間接史料則是非直接、經轉述的歷史資
料（杜維運，1997，頁 138-141）。因此，歷史資料的來源關乎歷史的
書寫與事實的建構。 

本研究探索的是日治初期原住民的電影活動，這與當時殖民政府
所施行的原住民統治活動有密切關係，這是過去探究日治時代電影歷
史的論述中，鮮少觸及的文獻與資料面向。因此，在史料的來源上，分
為以下四個層次：首先是殖民政府的官方文獻，包括從總督府到地方
州廳政府原住民統治的相關檔案與資料，如《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篹》，
或歷年統治紀事，如《臺灣事情》，或原住民的統治紀事，如《理蕃槪
況》、《理蕃誌稿》、《臺北州理蕃誌》等等；其次是日治時代報刊雜誌有
關原住民電影活動之刊載：包括以一般大眾為對象的《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警察時報》、《臺灣時報》、《臺灣婦人會》等關於原住民電影活
動的訊息；另外，以原住民治理目的所發行的《蕃人界》、《理蕃之友》
等期刊，進一步檢視過去原住民參與官方電影活動的相關紀錄；最後
是，從過去日治時代臺灣電影發展與歷史研究中，重新梳理與原住民
電影活動的相關文獻與紀錄，藉以深化臺灣電影研究中關於原住民的
論述。 
參、殖民地原住民的觀光活動與電影經驗 

根據現有文獻指出，在 1899 年 9 月臺灣已有電影放映紀錄（臺
灣日日新報，1899 年 9 月 8 日；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9 月 9 日）。
至於，原住民的電影經驗從何開始？文前卽已指出，鄒族的靑年阿巴
里在 1900 年 8 月由殖民政府安排觀光到日本見學，在仙台停留期間
卽已觀賞過電影。為何這位鄒族靑年會被安排到日本觀光？這需追溯
到 1899 年元月當時嘉義辨務署為原住民實施簡易教育，召集轄內鄒
族三位年輕人，住於署內，供其衣⻝，學習日本生活，日文單字、會話
與算術。這三位年輕人，分別為阿巴里、宇旺（ウオン〔Uon〕，另譯
吳雍，智母朥社人，今稱特富野，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八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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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一帶）及巴斯拉（バスラ〔Basura〕，達邦社，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
達邦村一至五鄰一帶）（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頁 273∕陳金田譯，1997，頁 219）。 

這一趟上京之旅，由當時主管原住民事務的辨務署轄下第三課長
石田常平策畫，在 1900 年 7 月 12 日由臺南安平出發，搭船至澎湖，
經基隆到臺北參觀，7 月 25 日再由基隆出發前往日本，29 日抵達神
戶，沿途參觀大阪、名古屋、東京、仙臺、京都、馬關等地名勝、學校、
軍事設施（臺灣總督府，1901 年 1 月 1 日）。在當時《臺灣協會會報》
曾刊登這則消息： 

臺灣生蕃。名阿巴里者。隨伴嘉義辨務署第三課長。石田

常平君。來到內地。現在遊觀各處。該蕃人。斬頭髮。穿白色

洋服。故此一見與內地人無異。況且會得日本語。將來頗有望

云（臺灣協會會報，1900 年 8 月 20 日，頁 69）。 

在 8 月 10 日到 9 月 9 日於仙台的行程中，特別安排觀賞了有關
美西戰爭的活動寫眞（電影）。在當時總督府留存的《觀光日誌》中，
隨行官員特別記下阿巴里觀看活動寫眞的心得： 

阿巴里先在上野公園看過有關會津戰爭的環景畫（パノラ

マ），後來在仙臺看了電影感覺很開心。此影片是以美西戰爭

為題材的動作片，銀幕上播放著很逼真的軍隊活動，好像身在

戰場中，可以感受到馬匹奔馳的樣子、部隊開炮的場面、救護

部隊收容傷兵及佔領砲臺的光景，都猶如親身目睹真實的戰

況。阿巴里看完後感覺非常愉快，這可能是這次旅行中最好看

的事物（臺灣總督府，1901 年 1 月 1 日）。 

阿巴里這段上京見識的觀光之行，在當年 7 月 19 日的《臺灣日日
新報》上，卽出現報導（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7 月 19 日）。回臺之
後，更在 11 月中旬集合阿里山各社 61 位原住民，進行集會演講分享
的觀光經驗（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11 月 16 日）。而在年底更報導
了阿巴里在旅途期間觀看電影的體驗（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12 月28 日）。如此由官方擧辦的原住民觀光活動，在本島與日本透過媒體
大肆宣揚，回來安排這些參加者在部落各地進行體驗分享，藉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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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遊的見識在部落間的影響。此後，殖民政府安排原住民赴日觀
光之時，大多會安排觀看電影的行程，透過這些活動影像，讓原住民
看世界的發展、日本的進步與都會景觀。 

然而，阿巴里在這段長達將近二個月的觀光旅程中，日本人大費
周章地安排關於軍事、教育、工業與農業等四個面向的發展，讓這位
原住民靑年見識到日本的文明開化程度，但是對他個人來說，整個旅
程混合著暈車船、發燒與離家思鄉之情（鄭政誠，2005，頁 237-245），
觀賞電影成為此趟行程中最為愉悅的活動。可是仔細審視日本人安排
給他觀賞的電影，是與當時戰爭與現代軍事相關的題材，在影像的觀
覽上雖饒富趣味，但是卻別有用心，懷有威嚇之意。阿巴里是第一批
接受日本簡易教育，受到上京觀光的待遇，見識到像電影這些新事物
的臺灣原住民靑年。1901 年阿巴里迎接第一批進入阿里山鄒族的日
軍，曾擔任日警巡查補，參加八通關撫番戰役與大埔土匪的討伐行動，
深獲日本人信賴，成為日本與鄒族間溝通的橋樑（巴蘇亞．博伊哲努，2006，頁 18-23；高英傑，2018，頁 42-46）。 

鄒族原住民從阿巴里等三位靑年開始接受日本文化，而鄒族更與
臺灣電影的發展有極深的淵源。根據《蕃界平定紀念：臺灣開發誌》紀
載： 

明治三十四年（西元 1901 年）高松氏攜著一萬呎的底片

到臺灣，獲得當時警視總長大島先生的贊助，帶著五位阿里山

原住民作為嚮導，花了七個月時間深入原住民部落並將當地的

風情拍攝成電影。之後帶著這五名當嚮導的原住民回來日本，

並讓他們去日本各地觀光，並協助說明電影內容的資料，讓電

影得到了好評。這使他們成為第一批去日本觀光的原住民（古

川松舟、小林小太郎，1915，頁 12-13）。 

在過去的研究中，曾提及高松豐次郎曾經七次來臺，最早的紀錄
始於 1901 年，但是在過去文獻中，對於這一年來臺相關行程語焉不
詳，這份文件加上過去已有的歷史研究，可以大致勾勒出 1901 年高松
豐次郎在臺灣所進行的工作。1901 年 10 月下旬殖民政府沉浸在臺灣
神社落成的歡騰中，高松來臺可能與臺灣神社落成的慶典有關。根據
市川彩的紀錄，高松豐次郎曾於 1901 年 10 月攜帶包括《英杜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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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影片來臺灣，11 月上旬在西門町臺灣日日新報社前放映影片（市川
彩，1941，頁 86∕李享文譯，1993，頁 109）。而《臺灣日日新報》
在 10 月 23 日新聞中，卽報導從 24 日起，在西門外街放映北淸事變
（八國聯軍）與英杜戰爭的影片（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10 月 23
日）。而從時間接近程度來看，11 月 17 日在新竹廳北門外竹陽軒所擧
辦的「活動幻燈會」（李道明，1995，頁 32-33；葉龍彥，1996，頁 18；
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11 月 21 日；潘國正編，1996，頁 27-8），如
果當時眞為活動寫眞的放映活動，這次的放映活動會不會與高松有
關？就此推斷，高松豐次郎有可能在 11 月前後接獲當時警視總長大島
久滿次的指示，帶著攝影機與底片，由五位阿里山原住民為嚮導，花
了七個月時間，在山區拍攝影片。根據李道明的考據指出，1902 年 3
月 25 日高松曾向當時臺南廳申請從臺南赴廈門與香港工作的旅券（護
照）（李道明，2019，頁 251）。後來，高松曾帶著這些原住民到日本
協助解說電影內容，成為繼阿巴里之後，第一批到日本解說電影並觀
光的原住民。 

而在《蕃界平定紀念：臺灣開發誌》一文中提及，高松豐次郎曾獲
得當時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的贊助，這與羅維明在〈日治臺灣電影資
料出土新況〉一文中所指出是相同的（羅維明，1993，頁 121）。而其
所依據《臺灣人物誌》關於高松豐次郎的介紹，為文的內容幾乎如出
一轍（大園市藏，1916，頁 89-90），只是前一本書提早了一年出版。
過去的研究，大多認為高松豐次郎能在臺灣可以建立起他的電影事業，
皆與曾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及擔任過臺灣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兩
者鼎力支持有關（石婉舜，2012，頁 38，43；李道明，1995，頁 36；
葉龍彥，1998，頁 64）。然而，若從日治初期臺灣殖民政府的官僚結
構與權力的變化來看，亦不能排除大島久滿次對於高松在臺灣開展影
劇及相關事業的重要性。 

大島久滿次初期在臺因平定漢人抗日有功，於 1901 年 11 月接任
民政部警察本署警視總長一職，擔任六年的總長職務，當時總督佐久
間左馬太為了鎭壓原住民，在 1908 年更升任他為民政長官，而與後藤
新平的舊勢力決裂對立，後來因涉貪汙被迫於 1910 年下臺，在 1912
年受任為神奈川縣知事（黃昭堂，1981∕黃英哲譯，2013，頁 94-95）。
高松於臺灣在 1907 年拍攝總督府委託《臺灣紹介》宣傳影片，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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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立起遍布全島的連鎖劇院，1912 年之後更曾二度回家鄉參選議員
落選（石婉舜，2010，頁 50），其在臺的生涯歷程與大島在臺灣勢力
的起落，有著緊密的重疊程度，加上此際大島是殖民地原住民統治最
核心的決策者與執行者。因此，探究高松豐次郎在臺灣的發展，不能
忽視大島久滿次在臺任官對其的支持與影響。 1907 年高松豐次郎接受臺灣總督府的委託，拍攝《臺灣紹介》的
宣傳片。當時《臺灣日日新報》有極為詳細的報導，影片內容分成五大
部分：一是臺北；二是金山與基隆；三是鐵路與地方漫遊；四是「蕃
界」；五是討伐「蕃人」，有關原住民的影片內容卽佔了二大部份。其中
關於「蕃界」部分，拍攝以屈尺、龜山這些山林地區之發電與水利的運
用（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5 日），山中發電，除了開發山林之
外，更重要的是為了架設通電的鐵絲網以防範未歸順原住民的進入。1905 年深坑廳於轄內部份「蕃」地架設通電的鐵絲網，防「蕃」效果
顯著，開始了沿著山中的隘勇線架設電網的設施（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徐國章譯，2005，頁 303）。 

而在《臺灣紹介》片中，關於討伐「蕃人」部分，根據當時報紙陳
述，在影像上最突出的是「討伐」原住民的場面： 

警官擬將隘勇線往山中推前，召集烏來社蕃人訓話，蕃人

不滿而退席。推前之工作開始，先入森林，伐大樹開路，過危

險吊橋，攀岩石；蕃人藏在路旁密林狙擊隘勇；前進隊追擊，

射擊戰之後，蕃人進入深山，我軍自山上砲擊蕃社，蕃人四處

奔逃，碰鐵絲網觸電。蕃婦家人等悲嘆蕃社沒落，迫勸壯丁歸

順，警官探查是否真心後，准許他們繳械，並舉行嚴肅的歸順

儀式，然後男女在一起跳舞（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5 日；

葉龍彥，1998，頁 75-76）。 1906 年 4 月佐久間左馬太接任第五任臺灣總督，直到 1915 年 5
月卸任，在位近十年間，積極推動前後二期高壓統治原住民的「理蕃」
政策：第一期從 1906 年至 1910 年，以「甘諾」政策（先施以引誘原
住民「甘心承諾」在其境內設置隘勇線）為手段，對北部原住民推進隘
勇線，對南部原住民地區設置駐在所，施以撫育措施；第二期從 1910
到 1915 年，以收繳原住民的槍械、推進隘勇線的軍事行動為主（藤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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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津枝，2001，頁 83-119）。而以上在《臺灣紹介》的影片中，見證
了殖民政府動用先進武力與優勢軍警，搶占原住民的生存之地，藉以
擴張其政治權力的管轄領域，開發山林產業與經濟利益。高松豐次郎
在當年 2 月緊鑼密鼓地拍攝，是為了趕赴 3 月 20 日在東京開幕的勸
業博覽會，展期直到 7 月 31 日，博覽會上臺灣總督府籌辦了「臺灣
館」，這部電影在會場放映肩負著回到殖民母國宣傳臺灣治理績效的目
的（呂紹理，2011，頁 160-168）。6 月 10 日高松豐次郎更帶領著由
漢人 10 人與以鄒族為主的原住民 5 人，3 組成赴日宣達的隊伍，到日
本各地巡迴表演、演講並放映電影（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6 月 9
日）。 

鄒族在日本殖民臺灣的初期，在 1899 年有三位靑年接受簡易日
本教育，其中矢多阿巴里在 1900 年得到赴日本觀光的優厚待遇；宇旺
在 1902 年 3 月隨警察隊搜索匪徒時而戰死，巴斯拉因家裡有事返回
故鄉，後來常為日人與鄒族間翻譯會話（臺灣總督府警察務局，1918，
頁 28∕陳金田譯，1997，頁 219），1901 年高松豐次郎到阿里山拍攝
影片，目前的文獻史料尙無法得知這三位鄒族的靑年是否參與？而在1907 年參與五位鄒族人中，從年紀、工作性質與拼音上，最接近可能
是 1899 年巴斯拉（パスラ〔Pasura〕），與 1907 年的ムキヤナ、パス
ヤ（Mukiyano Pasuya），二者是否有關，亟待更多相關史料來加以證
明，藉以勾勒出日治初期鄒族電影活動經驗的原貌。 

日本殖民政府運用觀光活動來做為「啓發」與「威嚇」原住民的統
治手段（鄭政誠，2005，頁 12；Sand, 2014, p. 30）。遠者，如矢多阿
巴里一樣赴日觀光；近者，可以安排原住民於臺灣島內都會地區或大
型活動，如博覽會或神社安座或祭典等，並在這些參訪的觀光行程中
安排電影觀賞的活動。早在 1905 年 1 月底，苗栗大湖支廳轄下沙英
禾社、小南勢社與大南勢社原住民 21 名，在歸順之際，被安排參觀陸
軍的演習與觀看電影（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2 月 4 日）。在殖民者
為原住民安排的參訪活動中，刻意安排電影觀賞的行程，於是看電影
成為原住民接受日本教化的重要形式。 1909 年 6 月 4 日至 14 日安排卽將歸順的宜蘭南澳地區的原住民
赴臺北觀光，當時報紙更刊載他們被安排觀賞高松豐次郎的電影，影
片的內容除了當時的東京市容，另外大部分都跟日俄戰爭、閱兵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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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伐原住民之戰況與歸順原住民之舞蹈等相關的影像與場面（臺灣日
日新報，1909 年 6 月 13 日）。在當時《臺北州理蕃誌》中，留下這些
原住民觀看電影的紀錄： 

費解！費解！奇怪！銀幕內一定很多人，不然的話，就是

神的作為。其中最令人感到愉快的是陸海空的戰爭，令人最不

愉快的是，看到蕃人誤觸鐵條網而被電死（臺北州警務部，

1923，頁 64／莊振榮、莊芳玲譯，2014，頁 1396-1397）。 

此際，宜蘭南澳的原住民所看到的影片內容，很有可能是由高松
豐次郎所拍攝《臺灣紹介》影片中，關於原住民誤觸通電鐵絲網而死
的影像。殖民政府透過島內觀光向原住民展示文明進化程度以消解他
們反抗的意志，並強制原住民觀看族人被通電的鐵絲網觸電而死的影
像場景，成為充滿死亡懲罰與制裁的教化場面（松田京子，2014∕周
俊宇譯，2019，頁 182）。高松豐次郎受總督府委託拍攝這部影片，原
來的目的是為了誇示殖民地治理的績效，最後卻成為見證了總督府的
殖民暴力。原住民此時所觀賞的電影，包藏著殖民政府威嚇統治的用
心，利用當時東京等現代化的都會景觀，來摧毀深居山林的落後，藉
以仰望日本殖民下的現代化；運用日俄戰爭、戰備軍容，甚至鎭壓與
觸電網而死的影像，來震懾原住民的反抗與不滿，如此建構了日治初
期，原住民對於電影最初的體驗，其實電影就是殖民政府進行對原住
民文化淸洗的無形武器。 

觀光活動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攏絡綏撫原住民主要的教化政
策，除了臺灣島內觀光之外，更重要的是安排原住民赴日觀光活動。
這種深具教化意味的觀光活動，始於 1897 年，當時特別安排了泰雅
族、布農族、鄒族與澤利先族等十三人到日本觀光。根據當時隨行官
員觀察的報吿指出： 

原住民(原譯文)至日本觀光後，驚嘆土地廣大及軍隊強盛，

且說絕不與日本戰爭。……，曾經畏懼帝國威力之無知原住民

因此次活動確實感激政府之恩澤。（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
頁 54／陳金田譯，1997，頁 47）。 

殖民政府咸認為觀光活動可以讓這些原住民離開偏僻的山林，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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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日本的文明進化與武備軍容，可以對他們造成極大文化衝擊，開始
懷疑並鄙視自己的文化，對殖民政府產生欽羨孺慕之情，而對其統治
下的現代生活充滿者憧憬與懷想，逐漸達到其文化淸洗的目的。殖民
政府實施的觀光活動對原住民進行洗腦的成效如何，根據松田京子研
究指出從 1897 年開始辦理原住民到日本觀光參訪開始，直到 1941 年
為止，總共擧辦了二十一次的「內地」觀光（松田京子，2014∕周俊
宇譯，2019，頁 60）。由此可見，殖民政府認為運用觀光活動來改變
原住民的世界觀，成效顯著，這個政策持續執行了四十餘年。 

這些被安排到日本觀光的原住民領袖回臺灣之後，像矢多阿巴里
一樣，必須到部落跟大家分享在日本所觀覽的經驗，儘管這些觀光者
在部落裡描述了在日本觀看到多麼驚異摩登的景象，部落的人民大都
半信半疑。在 1908 年警察本署召開第七次原住民事務會議中，恆春廳
警務處長便建議，這些曾經參加觀光的原住民，再回部落宣傳時，常
因口才不佳無法適當傳達，希望可以提供觀光相關的相片來補足這個
缺點（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頁 580∕陳金田譯，1997，頁 491）。
在 1912 年臺灣總督府分別於 4 月與 10 月安排了二次的原住民赴日觀
光活動。而在 4 月的日本觀光行程中，卽由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委託
日本「エムバデ會社」隨團拍攝的紀實影片（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7 月 26 日），這部影片紀錄著原住民走訪東京、名古屋、京都、大阪
與奈良等地重要的軍事設施與名勝，並透過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發行
影片，在總督官邸試映，隨後在全臺巡迴放映（大橋捨三郎，1941，
頁 139-144∕李享文譯，2000，頁 134-139；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7 月 27 日）。 

這些觀光紀實影片更重要的是安排到部落給原住民觀賞。1913 年2 月 7 日到 16 日在宜蘭南澳、溪頭一帶的原住民放映關於內地觀光的
影片（〈蕃地の活動寫眞〉，1913 年 3 月 15 日，頁 137）。當時斯打洋
（スタヤン，Sutayan）駐在所的宮崎警部補，更詳細刊錄了這些原住
民的觀影感想： 

除了日前到內地以及臺北觀光的人之外，對於觀光都覺得

不可思議，因而沒有人願意相信，經由這一次電影的說明，才

相信真有其事，也才瞭解到他們觀光內地時的情況，以及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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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歡迎的經過是真的。此外，對於照相機的作用，他們在驚歎

之餘，直說這是神的所為。他們對於日本堆積如山的槍械彈藥，

以及東京市街的宏偉壯麗，大感驚訝。……他們認為電影不是

人製造的，完全是神所為，……（臺北州警務部，1923，頁 284
／莊振榮、莊芳玲譯，2014，頁 1630）。 

這段觀影感想不只記載著當時原住民的赴日觀光活動的確拍攝了
一些相關影片的紀錄，更翔實地記載著這樣的觀光經驗，透過電影的
投影裝置，轉換成另一個虛擬的觀光者之眼（Griffiths, 2002, p. 75），
映照在這些深山部落，讓原住民能就近看到這些世外的「文明」與「進
步」，而電影所投射出來觀光者之眼，不是這些原住民作為一個旅者的
凝視，而是背後安排這些觀光活動殖民者的帝國之眼，這個殖民帝國
將原住民視為一種可以被殖民母國文明改造的客體與統治對象，並仗
恃著堆積如山的槍械彈藥與宏偉壯麗的帝都，將自己加以神格化，讓
這些原住民懾服膜拜。儘管在官員筆下觀眾們陶醉在這些影像，但是
現場仍有人還提醒著大家：「日本製造這些東西，是要來威嚇我們的。」
（臺北州警務部，1923，頁 284∕莊振榮、莊芳玲譯，2014，頁 1631）
因此，原住民對這些殖民者運用電影作為教化手段的統治企圖，其實
已經昭然若揭。 

殖民政府安排原住民赴日本觀光活動，委託拍攝這些行程的紀實
影片，並將這些影片在部落裡巡迴放映，在這一連串的活動中，穿梭
在日本人與原住民當中，從事翻譯與意義傳達的通譯卽扮演著非常關
鍵的角色。當時，泰雅族原住民婦女亞越絲‧伯列（日文原名：ヤジツ
ベリヤ〔Yayutsu Beriya〕，另譯，中野雅佑子）是當時在原住民觀光與
電影製作活動之間進行說明的通譯。亞越絲‧伯列，生於 1885 年新竹
角板山附近的泰雅族家庭，1900 年與日人中野忠藏結婚，1904 年在
臺北艋岬公學校就讀，1910 年畢業後在蕃務本署工作。1911 年入學
「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 （Ziomek, 2015, pp. 130-131；石丸雅邦，2017，頁 59-60）。1911 年卽已擔任原住民赴日本觀光團的通譯 （竹
中信子，1995∕曾淑卿譯，2007，頁 37）。10 月工作結束之後，還領
到總督府賞與 25 圓的獎金（臺灣總督府，1915 年 9 月 1 日）。1912
年 4 月再度接受總督府的命令擔任原住民赴日觀光團的通譯，除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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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原住民與官員之間進行溝通之外，這次觀光活動新增電影製作人
員隨團拍攝，所以同時肩負了電影團隊與原住民之間的意見傳達工作。
回臺之後，在當年 8 到 10 月之間，絡繹於臺北、臺中、宜蘭等三廳，
巡迴部落放映觀光團所製作的宣傳影片，擔任現場翻譯，為那些無法
到日本觀光的原住民說明電影內容，總督府後來更賞與 20 圓的獎金以
嘉勉其工作（臺灣總督府，1912 年 12 月 1 日；Barclay，2017∕堯嘉
寧譯，2020，頁 309）。這可能是臺灣最早的電影辯士，解說的不是外
來的劇情片，也不是外來新聞紀實片，而是臺灣原住民在 1912 年到日
本觀光的旅遊影片（travelogue）。當時在臺的日人或漢人要取得總督
府所核發電影說明者（辯士）執照，則都要等到 1927 年之後。4 

在日治時代臺籍的電影辯士，他們悠游在兩個想像界中，進而譯
解影像與挪用文化，製造了讓觀眾認同的「我們的另一種電影」，在美
學上是電影實踐的方式，更是追討話語權的策略，可以進一步作為臺
灣電影起源的型態（史惟筑，2019，頁 133）。因此，這位泰雅族的女
性亞越絲‧伯列，在 1912 年之際，卽已參與電影拍攝協作，並擔任電
影進入部落放映的解說者，成為殖民者與被殖民的原民部落之間的中
介者。在默片時代裡，電影放映時所空出的聲音空間（soundscape），
最先被塡補的是統治者的意志與影像的任務，其次是通譯者以族人可
以理解語言型態加以轉述，最後是現場觀眾回應的情況。當這些影像
經過原住民解說員以自己的語言解說之後，這些經過轉譯與再詮釋的
電影意義，有時與統治者原本利用電影所欲傳達的政治意圖出現偏移
的現象，而這樣的偏移卽成為逃逸殖民統治與意識形態控制的縫隙。 
肆、鎭壓原住民軍事行動的影像紀錄 

在佐久間左馬太擔任總督時期，統治原住民的核心策略是鎭壓與
滅絕，教化與威嚇的僅是輔助的措施而已。在佐久間第二個五年「理
蕃」政策期間（1910-1915），殖民政府以龐大優勢的武力鎭壓北部的
原住民族群。1910 年 5 月起總督府兵分三路，從宜蘭、新竹與桃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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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圍剿泰雅族的雅奧罕社（ガオガン，Gaogan）。6 月在宜蘭芃芃（ボ
ンボン）山一帶遭遇到泰雅族頑強的抵抗與攻擊，戰況激烈膠著，總
督甚至電令在糧⻝缺乏時，軍人可以原住民的人肉補充（臺灣總督府
警務局，1918∕宋建和譯，1999，頁 45；松田京子，2014∕周俊宇
譯，2019，頁 198）。7 月重整旗鼓，局面逐漸穩定下來，後來獲得愛
國婦人會臺灣支部、同仁社與高松豐次郎的協助，聘請來自大阪的土
屋常治為攝影師，拍攝征伐現場的相關影片。由於拍攝時正逢臺灣暑
熱高溫，這批從日本帶來的膠捲片基藥膜容易溶化流失，導致成像緊
縮劣化的情形，在解決這些問題之後，總共拍攝六千尺的影片（臺灣
日日新報，1910 年 9 月 28 日）。根據《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
誌》的記載，曾在 7 月 12 至 23 日，以及 10 月 13 日兩度派駐電影攝
製人員拍攝軍隊與警察戰鬥的情形（大橋捨三郎，1941，頁 141∕李
享文譯，2000，頁 137）。 

臺灣總督府征伐泰雅族雅奧罕社是第二個五年「理蕃」政策下，
首先發動鎭壓原住民的戰役。而從當年《臺灣日日新報》10 月份在全
臺灣相關映演活動的報導，這場戰役留下了《臺北停車場出發光景》、
《叭哩沙平原行軍》、《討伐隊活動》、《輸送隊困難》、《第二高地突擊》、
《悲愴哉漆崎山》、《巨木伐採的特別作業班》、《第一守備隊司令部》、
《警察隊前進》、《傷病者救容所治療實況》、《戰死者遺骨護送》、《雅
奧罕蕃臺北觀光》等等相關紀實的影片（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0
月 6 日）。這些影片曾於當年在總督與民政長官官邸試映，10 月 9 日
在臺北榮座連續放映三天，引起很大的注意，入場觀看有 3221 人次，
後來陸續在國語學校、中學校、警官練習所放映，並透過高松豐次郎
旗下的臺灣同仁社的映演網絡到全臺各地巡迴上映（大橋捨三郎，1941，頁 141∕李享文譯，2000，頁 137）。這些影片亦曾經在 1912
年 10、11 月間在東京所擧辦的，為了展示日本殖民地治理現況的拓殖
博覽會上放映（拓殖博覧会，1913，頁 66；松田京子，2014∕周俊宇
譯，2019，頁 228-229）。1912 年高松豐次郎回日本競選候補議員，
曾將這些征伐原住民的影片放映給貴眾兩議院的議員與福島的鄉親觀
賞，以宣揚其在臺灣的奮鬥與成就（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4 月 3
日）。這些血腥鎭壓原住民軍事行動的影片，最終回到殖民宗主國，成
為這些人炫耀殖民地治理績效與「文明化」原住民的影像「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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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 10 月殖民政府征討新竹廳轄下泰雅族馬利克灣社（マリ
コワン，Marikowan，另譯馬里闊灣群），發動了隘勇線推進戰爭，經
過高松豐次郎的引薦，招聘鶴淵幻燈店的中里德太郎擔任戰地攝影技
師（田中純一郎，1975，頁 159；李道明，2019，頁 213、255），蕃
務本署特地以囑託名義聘用，這位攝影技師在 10 月 31 日隨民政長官
內田嘉吉、總指揮官大津麟平前進李崠山司令部，在砲陣地拍攝時，
突遭到躱藏於深菁中的原住民射殺（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宋建
和譯，1999，頁 311）。戰事拍攝工作中輟，直到同年 12 月 17 日，補
派宮崎民雄、土屋常德二人前往李崠山繼續拍攝（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12 月 20 日），但是，此際征討的軍事活動已吿一段落，部隊已解
編，馬利克灣社並未歸順降伏，只是殖民政府的隘勇線更往泰雅族的
山區推進。 

這些鎭壓原住民影片的製作、發行與映演，背後有二個重要的單
位在運作著：一是愛國婦人會，一是臺灣同仁社。臺灣的愛國婦人會
創立於 1904 年，1905 年合併各地的支部之後設立愛國婦人會臺灣支
部，當時支部長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妻後藤和子，副長之一為當時
警察本署長大島久滿次之妻大島富子，全臺各廳長為顧問，廳長之妻
為幹事部長（大橋捨三郎，1941，頁 22-23）。這個組織過去在鼓勵婦
女放足、受教育的風氣受到社會的矚目，但是其依附在殖民政府的官
吏權力結構之下，最後仍不免淪為男性執政者的附隨組織。在最初創
立的前十年，正値總督府對原住民採取激烈的「理蕃」政策時期，成為
高壓統治原住民的共謀者（竹中信子，1995∕蔡龍保譯，2007，頁 176-179）。從 1941 年出版的《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一書中顯
示，在其創業時期，其所操辦的事項幾乎以臺灣原住民相關事業為核
心，其中首務是原住民征伐部隊的慰問與救濟，另外在特殊經營項目
上，包括「蕃」產品的交易，海內外原住民參展博覽會與共進會的活
動，最後卽是為了募集救護資金所進行的全臺電影巡迴映演活動。 

愛國婦人會在全臺的電影巡映活動是委託高松豐次郎所主持的臺
灣同仁社來進行。高松在 1901 年第一次到臺灣，卽受到當時警視總長
大島久滿次的支助，得以進入阿里山地區拍攝影片。1906 年 3 月嘉義
發生梅山大地震，隨後高松發起義捐震災的電影放映活動（臺灣日日
新報，1906 年 4 月 17 日），開啓在臺以慈善救護為名的電影映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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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 1907 年拍攝《臺灣紹介》時，拍攝了當時總督佐久間左馬太，
大島警視總長，更拍攝介紹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在臺運作的情形（臺
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14 日）。1909 年 9 月愛國婦人會開始委辦
同仁社全臺巡迴電影放映業務，這項業務有二大功能，一是慰問征伐
原住民的軍警；二是募集官方無法支應的救護基金。同仁社辦理這項
活動長達 7 年，直到 1915 年 11 月截止，為愛國婦人會帶來 43,955
圓的純益收入，而根據合約，同仁社也獲得相對的獲益收入（大橋捨
三郎，1941，頁 139-144∕李享文譯，2000，頁 134-139）。 

在日治初期殖民政府統治原住民的高壓行動中，愛國婦人會以婦
女慈善救護為名，實際上對原住民所進行的是控制生存物資、剝削經
濟利益，為鎭壓原住民的軍事行動提供經濟上與精神上的支援，而高
松豐次郎及臺灣同仁社其所組織的電影製作與全臺發行映演網絡，不
只提供愛國婦人會取得這樣的支援，更為日本殖民政府鎭壓原住民的
軍事行動建構一整套的戰爭認知後勤系統。這一套殖民帝國戰爭認知
後勤系統的建構，包括前線有以「討伐膺懲未開化」原住民為名的軍
事行動，後方則有以慈善救護為名的愛國婦人會，以及披著對各種族
一視同仁之外衣的「同仁社」，透過當時新奇的電影巡迴放映活動，除
了可以勸募捐輸戰爭的經濟支援外，更可以透過這些戰鬥影片迷炫島
民心智，藉以鼓吹原住民的「野蠻」，日軍作戰的慘烈狀態，營造日本
與島內同「仇敵」愾的認知宣傳戰，藉以合法化殖民者其種族滅絕的
意圖與行動。 

因此，那些由總督府、婦人會與同仁社所製作的軍事征伐影片，
絕非是戰場全面的觀點，其所呈現的僅是殖民政府願意讓人觀看的一
面，或是這類電影用於認知後勤作戰的一部分而已。至於被鎭壓的對
象，是如何遭遇到慘絕人寰的殺戮，在殖民政府高呼帝國的榮光聲中，
在鼓吹文明進化的吶喊聲中，盡皆受到掩蓋消失。當光學影像伴隨著
殖民帝國軍隊進入臺灣，充當政府的前鋒視野，卽潛藏著觀看暴力，
當觀看與殖民政府合體，觀看的暴力卽是見證（陳傳興，2011，頁 6）。
在殖民地歷史觀看機制中，特別是由官方所控制的電影製作與觀看機
制，反抗的被殖民者他們奮力抗暴的行動是以一種貶抑的形式，或缺
席的狀態被再現著，他們總是出現在戰敗與歸順的敍事脈絡中，而銀
幕上充斥著壓迫者與殖民者在原住民的生存之地勝利歡呼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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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研究試圖重新檢視日治初期相關的文獻與史料，期望從中拾掇
過去臺灣電影史論述長期所忽視的，有關於原住民最初的電影文化經
驗。而這個文化經驗最重要的是要彰顯電影這項新科技引入臺灣之際，
原住民對於這項新媒體的使用與體驗，是整個臺灣電影歷史活動一部
分。而且這個部分，正是在電影問世之初，開始流傳於全球各個角落
之際，當這個媒體引入臺灣後，與臺灣原住民接觸所形構而成的電影
文化經驗，這是臺灣電影歷史發展脈絡上，擺脫受到日本殖民電影體
制的侷限，以及長期由華人（漢人）電影所建構的主流論述，進而重構
出臺灣電影在歷史論述與文化界定上極為獨特的一部分。 

日治初期，對日本來說，電影是剛從西方傳入的新奇事物，殖民
者挪用這個外來的新奇媒體，轉身作為向原住民炫耀與威嚇的視覺奇
觀，這是電影作為殖民地戰爭中認知後勤心戰武器的一部分。早在日
本殖民之初，運用朝服、神社、總督府與官舍的外在形式來震懾臺灣
人，後來利用觀光來讓原住民看到山外的世界，藉以顚覆他們原有的
世界觀，而電影傳入之後，電影成為可以上山下海的替代性觀光，可
以直接進入部落，把山外的「文明」影像投映在族人的眼前，電影更像
一尊無形的大砲似的，逐格地摧毀原住民族的文化尊嚴與自信。因此，
從臺灣原住民的角度來檢視日治初期的電影經驗，可以看到殖民政府
對待不同原住民族的策略，對位在臺灣南方的鄒族，施以綏撫的措施，
對於北臺灣的泰雅族則施以征伐的武力手段。然而，無論是綏撫或鎭
壓的措施，此際電影所扮演不只是純然的媒體與娛樂形式，而是殖民
戰爭中認知後勤的武器，更是殖民政府遂行文化淸洗的工具。 

綜觀日治時代臺灣電影的發展，電影的歷史論述應當不只是由日
本人或漢人所建立起的戲院或零星的製片事業。在殖民的脈絡下，在
電影甫傳入臺灣之初，原住民已透過在海外或境內的方式接觸到電影，
諸如鄒族的矢多阿巴里，泰雅族的亞越絲‧伯列。雖然這些人在當時
位卑職輕，所能從事電影活動也是相當邊緣的，但是這些都是在殖民
地的處境下，臺灣人可以接觸到的電影文化經驗。過去臺灣日治初期
的電影史論述，大多圍繞在高松豐次郎、愛國婦人會與同仁社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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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與映演的歷程所衍生的歷史書寫。然而，這些人、這些機構、這些
歷程，究其實是依附在臺灣總督府征伐原住民的統治策略之下，是殖
民地戰爭的認知後勤部隊，是日本帝國對臺灣原住民進行文化淸洗的
共謀者，這是未來重新檢視日治初期臺灣電影史時，必須特別謹記在
心的。 

最後，必須重申的是，史料來源關乎歷史的書寫與重構。重新審
視本研究史料來源，大多來自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的官方公文書、紀錄、
期刊、報紙，甚至日本人的相關研究。這些由殖民者所留下的文獻與
紀錄，大多帶著殖民統治者、征服者、與種族優越教化者的角度記錄
下來，這些紀錄裡的原住民被異化為「他者」，從字裡行間充斥著鄙夷
輕蔑的敍述，看不到原住民的主體性。因此，從史料來源的比重上觀
之，本研究僅是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官方記錄下的原住民電影經驗而已。
期待未來後繼研究，可以從原住民族本身的田野調查、口述歷史、族
人記憶等，進一步塡補並豐厚日本殖民時代原住民族的電影文化經驗。 
註釋 

1. 阿巴里（アバリ），日文全名為，矢多阿巴里，鄒族原名 avai-e-yatauyogana，嘉義縣阿里山鄉特富野部落人，是阿里山鄒族靑年
接受日本教育的先驅，當時取得嘉義辨務署的簡易教育，後擔任達
邦（日警）駐在所的工友，因協助日本平定布農族戰事獲擢升為日
警巡查補，1918 年因炸魚誤傷身亡，其三子名為高一生，曾任吳
鳳鄉（今阿里山鄉）鄉長，致力於原住民自治運動，被捕槍決，成
為白色恐怖下原住民受難者（王嵩山，2003，頁 74；楊維眞編，2009，頁 36）。 2. 淸朝時在文獻上稱原住民為「番」，日治時期則以「蕃」稱之，殆1923 年裕仁太子行啓臺灣，將原住民轉稱為「高砂族」，但是這個
稱呼直到 1930 年霧社事件之後始見通行。「番」、「蕃」或「高砂
族」，這些稱呼皆有歧視之意，然而，本文為了避免混淆，並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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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當時的文獻用語，故在陳述上與文獻上仍會沿用當時的稱呼，
並無歧視與不敬之意，敬請諒察。 3.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在 1907 年 6 月 9 日，第 5 版的報導指出，
這五位鄒族的原住民分別是：ノアツアチャナ、ラパスロング
（Noatsuachana Lapasulongo，18 歲）、ノアツアチャナウオング
（Noatsuachana Uongo，18 歲）；流朥社原住民ムキヤナ、パスヤ
（Mukiyana Pasuya，28 歲）與其妻ニヤホササロング（Niyahosasa Longo，25 歲）、無荖咽社原住民婦女ヤシユング、サロング
（Yashijungo Salongo，27 歲）（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6 月 9
日）。 4. 1927 年 2 月 25、26 日二天，臺北州擧辦首屆活動寫眞說明者（辯
士）測驗，25 日筆試，26 日口試，與試者日本人 16 位，臺灣人3 位，當時臺北州有五家電影常設館（臺灣警察時報，1927∕洪雅
文譯，2000，頁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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