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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督
府
對
台
灣
人
的
態
度 

殖
民
初
期
，
保
持
著
不
信
任
的
態
度
來

統
治
台
灣
人
。 

文
官
執
政
時
提
出
「
同
化
」
政
策
，
對

台
的
態
度
轉
柔
和
，
但
本
質
上
沒
有
差

別
。 

最
後
日
本
面
臨
戰
爭
的
情
況
，
不
得
不

任
用
台
灣
人
，
但
是
給
予
比
軍
人
低
等

好
幾
倍
的
軍
伕
職
位
。 

本
地
日
本
人
對
台
灣
人
的
態
度 

日
本
是
民
族
性
強
的
國
家
，
以
統
治
者

自
居
，
態
度
自
是
高
傲
了
起
來
，
藐
視

台
灣
人
，
且
不
論
是
任
官
還
是
教
育
方

面
都
有
著
差
別
待
遇
，
到
了
戰
爭
期
間

更
是
瞧
不
起
做
雜
役
的
台
灣
軍
伕
。 

1.

對
於
把
大
陸
的
同
胞
視
為
敵
人
戰

鬥
，
感
到
心
痛
。 

2.

認
為
「
我
們
是
被
他
們
捨
棄
而
割

讓
給
日
本
的
」
，
乾
脆
站
在
日
本
這
一

邊
。
台
灣
人
必
須
協
助
日
本
帝
國
，
來

謀
求
台
灣
人
地
位
的
提
高
。 

3.

台
灣
青
年
軍
也
不
是
「
踴
躍
的
」

響
應
日
本
政
府
的
徵
募
，
他
們
也
知
道

日
本
人
給
他
們
的
稱
號
是
連
軍
犬
、
軍

馬
都
不
如
的
軍
屬
、
軍
伕
。
大
多
數
都

是
被
鄉
公
所
徵
招
，
強
制
充
當
「
志
願

者
」
。
直
到
最
後
日
本
實
施
徵
兵
制
度
，

台
灣
人
才
有
服
兵
役
的
義
務
，
而
又
些

台
灣
軍
人
的
思
想
也
仿
造
了
日
本
軍
人

死
也
要
愛
國
的
精
神
。
這
可
以
解
釋
台

灣
人
為
了
與
日
本
人
平
起
平
坐
的
努
力
。 

二.在台日本人對台灣人的看法與態度 
一.台灣人對日本殖民的態度 

三.從抗日的轉變來看臺灣人民的態度 

1.日治統治初期 
2.臺灣民主國垮台之後  4.原住民的方面  

3.日治中後期  
初
期
，
抗
日
運
動
源
於
不
想
和
中
國
分
開
。 

根
據
馬
關
條
約
第
5
條
內
文
：
「
居
住
於
台
灣
的
漢
人
若
不
願
意

被
日
本
政
府
統
治
，
可
在
訂
約
後
兩
年
攜
帶
家
產
離
開
。
」
能
離

開
的
人
，
都
是
中
國
官
員
，
他
們
有
錢
，
有
關
係
，
回
到
中
國
，

他
們
有
自
己
的
房
子
或
俸
給
的
土
地
；
而
多
數
人
，
都
是
祖
先
來

台
開
墾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台
灣
民
主
國
逃
回
中
國
，
使
留
在
台

灣
的
人
民
抱
有
被
中
國
拋
棄
的
念
頭
，
這
一
點
是
導
致
後
來
抗
日

運
動
從
回
歸
中
國
轉
變
成
獨
立
台
灣
的
關
鍵
。 

 
 

抗
日
運
動
便
轉
為
游
擊
戰
，
影
響
與
範
圍

普
遍
來
說
都
較
小
，
中
間
甚
至
有
五
年
的

停
歇
期
，
臺
灣
人
在
這
期
間
也
不
斷
在
調

整
觀
念
服
從
日
本
政
權
，
畢
竟
統
治
階
層

雖
然
換
了
，
日
子
仍
是
要
繼
續
過
下
去
。

而
直
到
臺
台
灣
人
死
傷
慘
重
的
西
來
庵
事

件
結
束
之
後
，
使
臺
灣
人
認
知
到
在
軍
事

方
面
無
法
勝
過
日
本
，
武
裝
抗
日
則
轉
型

為
社
會
運
動
或
政
治
運
動
，
這
代
表
臺
灣

人
可
以
考
慮
接
受
日
本
政
權
，
因
此
他
們

試
圖
在
爭
取
的
是
與
日
本
人
平
起
平
坐
，

作
為
日
本
公
民
而
被
平
等
統
治
。 

在
臺
的
原
住
民
不
管
是
清
領
政
權
或
是
日
治

政
權
一
直
以
來
都
是
做
為
被
壓
迫
剝
削
的
一
方
，

所
以
只
有
當
政
府
危
害
到
生
存
權
等
忍
無
可
忍

才
會
起
義
。
除
了
霧
社
事
件
規
模
最
大
之
外
，

其
他
原
住
民
起
義
較
常
使
用
遊
擊
戰
，
因
此
日

本
人
的
損
傷
不
大
。
而
日
本
人
也
戒
備
著
原
住

民
，
盡
量
不
與
其
起
衝
突
，
設
置
隘
勇
線
將
原

住
民
阻
絕
開
來
。 

十二軍伕墓 �（記者黃博郎整理） 

  「十二軍伕墓」從何而來？據考證，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
變後，日本發動淞滬會戰，年底因擴大中國戰場，因應戰事的
人力需求，便從台灣徵調軍伕支援。台南安平區共有四百多人
被徵集，大多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最小的才十七歲，其中
有父子檔、叔姪檔或兄弟檔。該批軍伕的工作任期四個月到兩
年不等，其中有不少人陣亡，被送回安平安葬，在湯匙山第一
公墓設有十二座的軍伕墓。 

  日本為何先在安平徵調軍伕？曾擔任軍伕的耆老何亦盛指
出，當時被日本政府派任到安平的區長為求表現，證明在安平
實施皇民化教育成功，主動向台南市役所建議徵調安平地區的
人力。 

  日本軍部則考量安平是勞動人口地區，皆從事魚塭、捕撈、
鹽務、鐵工、搬運等工作，比較耐操勞；安平有許多日資企業，
與日本人有較相近的情感與生活經驗，且國民教育普及，熟諳
日語；徵調同一地區的人力共赴戰場，當面對險惡危難時，也
較能互相扶持。在種種考量下，安平人遂成為日軍在發動中日
戰爭時，被徵調為軍伕的首批主力。來源:自由電子報 

民國26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在台灣積
極推動皇民化運動，男子徵召當軍伕上戰場，
女子也需投入員後備工作，圖中婦就需縫千人
針等吉祥物，聚集來自家鄉親友無限祝福，保
前線戰士平安。 

在
中
日
戰
爭
時
期
，
時
局
吃
緊
調

派
軍
伕
，
將
青
年
集
中
受
訓
，
照

片
中
的
地
點
是
在
新
竹
南
寮
，
是

大
湖
青
年
調
訓
主
場
，
訓
練
期
有

一
個
月
，
受
過
訓
的
青
年
都
要
建

檔
列
管
，
以
備
軍
伕
徵
選
調
派
，

圖
中
正
進
行
行
軍
的
訓
練
。 

日
本
對
外
戰
爭
吃
緊
，
也
開
始
籠
絡
臺
灣
人
民
，
實
施
同
化
與
皇
民

化
政
策
，
試
圖
改
變
臺
灣
人
民
日
常
生
活
的
模
式
（
例
：
說
方
言
改

成
說
日
語
、
神
社
信
仰
等
）
。
警
察
與
保
甲
制
度
的
施
行
使
臺
灣
總

督
能
夠
有
效
掌
控
社
會
狀
況
，
為
了
不
多
生
事
端
，
臺
灣
人
是
抱
持

著
消
極
、
得
過
且
過
的
態
度
在
度
日
子
。
種
種
的
情
況
變
化
得
來
臺

灣
人
的
服
從
或
不
做
反
抗
，
於
是
當
戰
爭
人
手
不
足
時
，
日
本
尚
能

拐
騙
臺
灣
人
作
為
軍
伕
，
維
持
軍
隊
運
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