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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中日戰爭爆發（1937.07）之後，總督府推動的將台灣人教化成日本天皇臣民

的激進同化政策－即皇民化運動。在戰爭爆發之前的殖民統治，以國語問題來

說，日本方面想要徹底普及國語，要提升本島文化、完成國民資質的基底。爾後

由於島民自覺與各種國語普及設施之擴大強化，學習國語之熱潮雖不斷提升，但

就台中州內國語之普及率也不過總人口之 34％，而且觀察其在日常生活之實際

使用情況，則常用於生活化者極少。且即使公學校在學中教師傾全力指導的國

語，畢業後過了二三年也似乎就忘了。台中州的情形如此，更遑論往鄉下更農村

的地區了，以左鎮的個例來看，國語解者，昭和 10 年〔1935〕為 16.13％，遠低

於總督府公告之 32.9％。 

    國語問題除外，總督府文教局頒行「神社建設要項に關する件」後，神社數

量快速增加，以及戰期間的改姓名運動。這些行為都不難看出日本積極想把台灣

人同化成自己國家人民的意圖。1930193019301930 年代鄉村的年代鄉村的年代鄉村的年代鄉村的「「「「皇民化運動皇民化運動皇民化運動皇民化運動」，」，」，」，台南州幾乎所

有的教化及國民實踐，均透過部落振興會。因此在吾庄之皇民化運動，從其指導

及實踐組織來說，就是部落振興會的運動；部落振興會的運動，從其目標來說，

就是皇民化運動。 

    昭和 11 年（1936），決議組織「報國自治振興會」，制訂指導要綱，企畫三

年內在每一個部落各成立報國自治振興會。部落振興會的重要指導機關，一般可

以舉出街庄役場街庄役場街庄役場街庄役場、、、、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派出所派出所派出所派出所。更細微一些，還加入可以與之比肩的重要指導

機關產業組合產業組合產業組合產業組合，確立指導機關的四位一體制。 

    而主要的部落振興會施設事項部落振興會施設事項部落振興會施設事項部落振興會施設事項為下列幾項：1、教育教化普及事項。2、公民

訓練事項。3、產業振興事項。4、整備道路交通事項。5、完備衛生設施事項。6、

生活改善、陋習打破事項。7、保安維持事項。故說皇民化是一味的同化主義也

不盡然，在某些層面上，如經濟、公民道德、整潔方面來說，對台灣來說也是有

很大的進步。 

    而每個部落都有他自己的集會所，集會所為部落的中心，完全「從寺廟移至

集會所」時，就是達到部落振興會之理想，真正建設了明朗部落之時。集會所為

部落民修養的道場，或作為趣味涵養、慰安娛樂的施設，都是今後部落生活之中



心的重要設施。集會所又必須同時做為國語講習所使用，因此必須因此必須備付

相關之必要施設。集會所具有如此之重要性，因此有盡早設置完備的必要。 

    在產業組合方面，1938 年發起產業組合全村加入運動。導致的結果是加入

組合的戶數比率達 92 ﹪，而課稅戶數加入組合比率 114 ﹪。而最主要的目的

為 1、合理地運營組合員存款而增大的資金，擴大強化組合的事業。2、調和經

營四種兼營事業，致力於組合員經濟生活之合理化。3、延伸經營醫療設施、托

兒所、幼稚園等社會施設致力於增進組合員之福祉。4、致力於組合員之素質提

升、教化指導，並設置必要之設施。 

    爾後的部落整頓作業部落整頓作業部落整頓作業部落整頓作業、、、、住居的改善住居的改善住居的改善住居的改善與與與與勤勞奉仕運動勤勞奉仕運動勤勞奉仕運動勤勞奉仕運動都不能否定皇民化運動的

作用。 

 

會議討論記錄會議討論記錄會議討論記錄會議討論記錄：：：：    

    

黃阿有：吳教授的演講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皇民化，也可以從此講座看出，許多

文獻在北部一定保存較多，但在南部我們可以運用口述或是定期查考來

發掘比較獨特的史料，這對地方文史上的編纂有很大的助益。 

邱泰開：台灣當時的神社有分官幣社、國幣社、建功神社等…，嘉義神社是屬於

甚麼樣性質的神社呢？ 

吳密察：日本時期的定位神社的格局，就像今日的學校一樣，有國立的、縣立的、

省立的，社格就是這樣的意思，通常較大、較為重要的城市或其行政中

心所建立神社的社格地位比較高，另外，也會考慮建立的背景及淵源。

至於嘉義神社社格方面應屬於國幣小社。 

土屋洋：感覺看到了皇民化運動很多不一樣的樣貌，但起初皇民化運動這一詞的

來源究竟是從何開始呢？ 

吳密察：皇民化運動其實在小林躋造前就已提出，嚴格來說，日本在確定南進政

策後，就入入續續的展開了，小林躋造僅是公開性的推動皇民化，如果

說是小林躋造提出皇民化運動則不太貼切。甚至從大日本大亞細亞協會

的人給予小林總督「冀望小林總督文件」來看，可以顯示出皇民化運動

不是小林一開始的本願，更別說是他提出了。 

吳密察：整體來說農村振興運動是一個整體性的、多方面的，整個規模大致國家，

小至國內交通都必須著手進行，嚴格來講有像現在的社區營造、總體營

造。 

黃阿有：部落振興運動感覺只是皇民化運動的一部分，它於 1930 年代就已推動，

受部落振興運動的人可算是日本人，那她又與皇民化運動的皇民有什麼

差別呢？ 

吳密察：部落振興運動在日本被定位為日法西斯運動，它包含了皇民化運動，主

要目的為掌控社會，這也可以說是造成日本日後侵略一發不可收拾的遠

因，農本運動可以說是日後大日本東亞帝國的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