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跨境的文化觀察—冷戰到當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

主編序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不論是國際或地區秩序，在政治、經濟、社會、

教育、文化體系展開新的碰撞、競爭與融合，也是不同價值體系之間的對

話與交流，提醒吾人立足當下、展望未來的重要。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世

界各國的歷史學者頻繁地使用全球史（Global History）作為分析框架，有

別於過往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以往的世界史是以歐洲為中心，來

檢討歐洲與其他區域的關係。全球史則是追求跨越傳統國家民族的界線，

從相互的關聯性與跨區域的視角展開研究。
1

就東亞研究而言，誠如中村哲於《東亞近代史理論的再探討》一書中

所言：「日本的社會科學和經濟學形成以來已經超過100多年，但至今仍

有著很強的輸入的學術的性質。例如有不斷關注於歐美的研究動向，並追

隨其後的傾向。⋯⋯向外國的研究成果學習是必要的，但應當採取獨立自

主的態度。」
2
因此，欲深化「東亞研究」、期待日後能建構「根源於東

亞研究的東亞理論」，東亞各國的研究者必須深刻意識到此一問題，並持

續累積相關的實證性研究。臺北大學歷史系的近現代東亞研究群（https://

history.ntpu.edu.tw/?page_id=8585）自成立以來，即積極踐行此一理念。

臺北大學歷史系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2)《跨境的文化觀察—冷戰到

當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即是基於此一理念之下累積的實證性研

究成果。本書由臺灣、日本學者的8篇新研究所構成，執筆者的專業相當

跨領域，包含歷史學、教育學、社會學、法學，切分「歷史教育與歷史認

識」、「媒體與文化的跨境」、「社會的發展動態與質變」三個研究面

向，由跨境文化觀察的視角，分析冷戰到當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對

於臺灣研究、中國研究、日本研究、東亞研究皆極具啟發。

1 羽田正編，《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と東アジア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6），頁2-3。
2 中村哲，《東亞近代史理論的再探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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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部分「歷史教育與歷史認識」，分別由歷史教科書—自我認

識的變遷、跨時代人物的歷史認識—外部的跨境觀察、日本觀光客的臺

灣認識—旅遊百年史的觀察，橫向、縱向交叉，立體思考冷戰到當代的

歷史教育與歷史認識。

吳文星〈「認識臺灣（歷史篇）」與臺灣中學歷史教育之變革〉，主

張1994年「認識臺灣」列入國民中學課程後，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教科書

正式出現，具臺灣主體性的中學歷史教育逐漸成形。其後，隨著中等教育

課程改革，臺灣史成為正式課程，開啟臺灣中學歷史教育的新紀元。作者

為「認識臺灣（歷史篇）」教科書編審委員兼執筆人，指出該教科書內容

盡可能根據史實及研究成果編寫，避免鮮明的立場和意識形態，獲得臺灣

社會普遍支持。國民中學和高級中學教科書全面實施審定制之後，《認識

臺灣（歷史篇）》被各版本教科書參照、承襲，國民漸次脫離意識形態而

實證地認知臺灣歷史。

駒込武以「岐視的重層構造」談論一九一○年代的臺灣時，曾提及

「做為文明的近代」與「做為思想的近代」，這兩者的區別十分曖昧。
3
臺

灣在殖民地時期，達到一定程度的「做為文明的近代」，本人以為，「做

為思想的近代」，則必須等到1987年解嚴之後，臺灣走向自由化、民主

化、本土化、多元化。此一過程中，《認識臺灣（歷史篇）》對於臺灣人

新史觀的形成影響深遠。如文中所言：「採實證且理性的態度去檢討日治

時期的史事，客觀呈現殖民統治給臺灣帶來的負面的殖民地傷痕，以及對

戰後臺灣具有正面意義的變遷，培養學生以較開闊的胸襟看待日治時期的

歷史文化遺產。」力求不抱持特定意識形態編寫教科書，漸漸脫離「中國

意識」與「臺灣意識」兩種民族想像的對抗，超越黨國體制下民族主義史

觀，由同質化（一元化）轉向多元化。
4
陶冶新世代尊重多族群、多元文化

3 駒込武，《殖民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頁135-199。
4 社會中如果存在不同群體文化與歷史記憶，在建構民族文化時，國家將會在同質化（一元化）或多

元化的原則之間抉擇。戰後臺灣社會，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都是以同質化做為政策導向的訴求。參



(14)　跨境的文化觀察—冷戰到當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

之精神，可謂帶來公民素養的質變。

林志宏〈跨境的歷史認識—冷戰時期佐藤慎一郎的「中共觀察」與

香港行〉，以佐藤慎一郎為個案，探討日本在冷戰時期的「中共觀察」。

佐藤的經歷相當特別，戰前具有「中國經驗」，擔任過滿洲國民政部文書

科屬官、大同學院教官，後來成為總務廳參事官。戰敗後，佐藤於1947年

返回日本，1959年在拓殖大學任教，開始一連串的「中共觀察」，由「支

那通」轉為「中國問題研究家」，也是日本「反共」言論的代表。1967年

的香港左派騷動結束，連續三年前往香港訪問中國內地逃脫的難民。「日

中邦交正常化」時，公然抨擊日本田中內閣的親共外交。佐藤出版多本分

析中共農業集體化及人民公社的著作，甚至主張中國的文化正統在臺灣。

作者認為，佐藤的「中共觀察」係以學術為包裝，透過理解社會主義

文化及其日常生活，印證中共施政的不適切性。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佐藤

獨特的「中國體驗」，對於中國社會、民眾有相當深刻的理解，而這也成

為其批判現代中國的根源。如果與同為戰後日本第一代的中國研究者，例

如鹿島宗二郎，
5
比較研究其經驗、思想、言論、行動之異同，將更能引領

我們理解此一時期「文化冷戰」的本質與實況。

小牟田哲彥〈日本人觀光客如何看待臺灣—臺灣旅遊百年史〉，

以百年的時間縱軸來觀察日本人來臺灣旅遊的變化。指出戰前日本的旅遊

雜誌中，臺灣給人的印象是瘧疾流行、原住民聚居的未開化島嶼，即使臺

灣的交通網和住宿設施都已經發達，日本鐵道省已視臺灣為與箱根、富士

五湖、伊勢同等級的觀光勝地。戰後，要到1964年日本解除海外旅遊限

制後，臺灣成為日本旅客首批主要旅遊目的地的亞洲國家之一。當時，許

多臺灣人經歷過日本殖民時期，對於日本旅客而言，是一個能用日語溝通

且十分安全的海外旅遊目的地。不過，當時的臺灣旅遊指南中，充滿所謂

閱王甫昌，〈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

《臺灣史研究》，第8卷第2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1年12月，頁190。
5 鹿島宗二郎，《中国のことばとこころ》（東京：至誠堂，1966），頁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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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性為主導的夜生活」的描述。1994年臺灣開放對日本觀光客入境免

簽，加上網際網路的發展，使得日本人獲取臺灣實際旅遊資訊更加容易，

航空公司展開針對女性遊客的觀光宣傳以及廣告策略，逐漸改善對臺灣旅

遊不道德的印象，女性旅客的比例也逐漸增加。

日本高中赴臺修學旅行（畢業旅行）從2002年的19所增加到2019年的

334所，說明臺灣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形象在日本教育機構和父母輩中受到

好評。作者指出：「在過去100多年來，日本人將臺灣視為旅遊目的地的

印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體而言，跨越世代與性別對臺灣具有好感的印

象，其實直到二十一世紀才在日本人心中扎根，而目前正是日臺交流史以

來最佳的情況。」本文所呈現的諸多有趣的階段性變化與質變內涵，能與

臺、日學者關於觀光政策的發展、觀光景點的形成與宣傳等已相當豐富的

研究，
6
產生精彩的對話。

第二個部分「媒體與文化的跨境」，兩篇文章皆為透過香港報紙的分

析研究，一者以《華商報》來分析中共的跨境傳播，較著重在闡明媒體的

「工具性」運用；一者以《星島日報》來分析香港的政治意識與政治認同

的轉變，較著重分析媒體的「資訊選擇與報導立場」之政治社會意涵，兩

者分別呈現出冷戰時期媒體的工具性及帶來的實質影響與變化。

王超然〈國共內戰期間中共的跨境傳播：以香港的《華商報》為核

心〉，指出既有研究多半關注中共與進步人士的統戰合作，忽略中共政治

文化的另一面向。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對國內大城市的控制日漸嚴密，

加上內戰爆發後全面封鎖中共的宣傳機制，中共遂以英國殖民地香港做為

替代地點。中共在此建立宣傳據點，將大批黨籍文化人移入香港，藉由統

6 例如，神田孝治，〈日本統治期の臺湾における遊興空間の形成過程に關する研究〉，《旅文化

研究所研究報告》，期12，2003年12月，頁87-99；蔡龍保，〈由森林鐵路到觀光鐵路──日治時

期阿里山鐵路經營策略之轉變（1896-1945）〉，收入蔡龍保編，《殖民地臺灣的經濟與產業發展

之再思考》（臺北：五南出版社，2024），頁141-196。；劉仁民，《戰後臺灣觀光事業的發展史

（1945-1987）》（臺北：五南，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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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與黨外進步文化人合作，從香港將中共的政令、文化宣傳等相關資訊向

國內與海外傳遞。香港在戰後依舊是英國殖民地，在國府無法公開介入的

情況下，使得中共獲得相當大的空間，因而中共在國共內戰時期以此地進

行跨境文化宣傳統戰工作，在香港文藝界的工作成果斐然。

中共政治統戰與文化宣傳的代表性刊物《華商報》，於1946年1月4日

正式復刊時，藉由「審幹、三查、糾偏」這些政治運動，使該報成為中共

跨境宣傳工具，1948年甚至展開文壇清剿運動。一方面令人思考和1942年

2月在陝甘寧邊區延安根據地發動「整風運動」7
的模式、內涵之異同，也

令人好奇這份華商報從香港至東南亞推動跨境傳播的實質影響力。誠為冷

戰時期國共兩黨日益激烈的「文化鬥爭」過程中，不容忽視的重要面向。

曾美芳〈朦朧的認同與矛盾的政治意識：1967-1984《星島日報》

「中國」報導立場的轉變〉，透過早年在香港屬於中間偏右的報紙《星島

日報》，觀察其政治意識的變遷。本文的特色，是透過1967-1984年之間

《星島日報》頭版頭條及社論標題的量化分析，並針對社論內容及相關報

導遣詞用字及寫作手法進行質性的討論。指出一九六七─一九七○年代

初期，該報在版面編輯和內容用字方面與當時的臺灣報紙有相似之處，

例如元旦和國慶的報導即是。當時香港華人在國家認同上存在兩個「祖

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這樣的認同與香港移民的組成結構

及戰後反共勢力對「中華文化傳統」的思慕情懷有關。

隨著國民政府的反攻遙遙無期，戰後嬰兒潮的長大成人，「中國＝祖

國」的概念逐漸失去說服力，轉而期待進入經濟成長期的香港。一九七○

年代中期，《星島日報》的銷售成績已大不如前，該時期也增加不少在地

7 延安整風運動發動於1942年。整風是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簡稱。中國共產黨實際領導人毛澤東

（1893-1976）於1941年5月19日的〈改造我們的學習〉、1942年2月1日的〈整頓黨的作風〉，以及

同年2月8日的〈反對黨八股〉的一系列政治報告中，陸續提出整頓學風以反對主觀主義、整頓黨風

以反對宗派主義、整頓文風以反對黨八股等主張。參見汪正晟，〈青年自我與延安整風〉，《新史

學》，32卷1期，2021年3月，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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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新一代香港人對新聞的需求和期待，迫使該報不得不修正右傾立

場，向中立靠近，以適應香港商業社會的需求及與中國關係的改變。臺灣

同樣曾有「朦朧的祖國意識」，不同的是臺灣在解嚴之後走向民主化、自

由化、本土化、多元價值尊重，香港的「在地認同」則是在回歸之後又產

生反向變化，形成世界矚目的兩個對比。臺、港在戰後不論是在認同的變

遷或經濟的發展，皆值得深入進行比較思考。本文的分析，提示出許多比

較研究的可能性。

第三個部分「社會的發展動態與質變」，分別從教育改革、少子高齡

化、跨國交流的基礎知識等三個面向，來思考全球化帶來的國際競爭與問

題連鎖化的現象。東亞國家實面臨共同的問題，只有嚴重程度與時間先後

之別而已，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地、正向地交流與合作。

林明煌〈東亞學校教育課程改革的發展與課題〉，透過文件分析法，

分析戰後臺灣、日本、韓國與中國的課程改革，疏理東亞學校教育課程改

革的動向及課題。指出戰後東亞各國因應社會變遷與時代的教育思潮，進

行螺旋式的課程改革，課程組織架構擺盪在精粹主義和經驗主義之間，透

過義務教育確保教育課程的連貫，在中央—邊陲模式下追求草根模式的校

本課程特色。此外，課程決策權逐漸下放，學校教師漸成為校本課程發展

的主體。然而，作者認為，學校教師雖能符應國家的課程改革政策，卻未

完全理解課程統整或校本課程的意義，課程發展與設計常流於形式，主因

在於教師教育專業知能的不足。

然而，若依據2015年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評比，臺灣

教育整體環境排名與日本並列世界第4，臺灣的大學整體品質位居全球第

11，8
看似成績不俗，但臺灣仍持續不斷精進各項教育改革，並有許多來自

各校師生、家長多元的聲音。教育改革行動應有明確的目標、清楚的執行

8 李建興，〈大學積極南向 東南亞招生成風潮〉，《遠見》，2017年3月23日（https://www.gvm.com.

tw/article/37228查閱日期202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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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讓教師了解教育改革的內容，邀請教師參與教育改革的過程，使其

能預期教育改革的益處及付出的對等性，建立績效責任及評鑑制度，塑造

有利變革的組織文化，為促使教師實踐教育改革行動之有效方針。
9
凡此，

也應借鏡日本、韓國、中國之經驗，透過各國間的教育交流與合作，以收

他山之石之效。

澤田由香利〈東亞的少子高齡化與社會保障——從日本的「新資本

主義」看中國的定位〉，指出日本面對快速少子高齡化以及人口減少，必

須增加公共支出，卻無法大規模增稅。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以小政府和自

由市場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向後退，重新定義政府角色的同時，興起民粹

的保護主義。岸田文雄政權提出「新資本主義」，主張提升勞動者薪資水

準，但卻無法對財源提出明確的展望，「資產所得倍增計劃」也止於「從

儲蓄轉向投資」這種傳統建議。成長的前景與分配方向都不明確的情況

下，年輕世代開始關注政府的支出負擔，世代間的對立日益加劇，呼籲削

減高齡者福利、加強支持育兒家庭的新興政黨獲得網路世代的支持。中國

同樣面臨少子高齡化加速，取消一胎化政策後，生育率仍加速下降，高齡

人口則穩步上升，進入相當於日本1995年左右的「高齡社會」階段。人口

結構的劇變，對社會保險制度帶來極大負荷，更加依賴政府補助，部分地

區的社會保險儲備金甚至枯竭。疫情期間，企業的社會保險費向下調整，

社會保險基金的收支平衡更加惡化。習近平政權提出「第三次分配」政

策，強化來自大企業和資產階級的捐贈，仍無法結構性地減輕財政負擔。

本研究闡明中國與日本少子高齡化的問題本質與政府對策之無力，中

日兩國都在探索新的分配方式和社會安全網，但都未能脫離疫情前的政策

框架，凸顯社會保障制度的僵化，十分值得臺灣借鏡與反思。2021年臺灣

的人口自然負成長近3萬人，加上社會性負成長15.6萬人，總負成長達18.6

萬人，三者均為新高。由於高齡化加速，臺灣還未享受到人口減少所帶來

9 陳琦媛，〈教師面對教育改革態度之研究〉，《學校行政》，38期，2005年7月，頁10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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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處，就必須先面對勞動人口嚴重萎縮，以及老人的安養照顧與醫療福

利需求急速上升的情境，此為臺灣社會空前的挑戰。
10

山崎直也〈建構後疫情時代日臺教育交流的『知識』基礎設施—以

臺灣研究者的SNET活動為中心—〉，指出二○一○年代的日臺教育交流

中，日本學生到臺灣高等教育機構留學以及日本高中生訪臺的教育旅行

顯著擴大。新冠疫情之前，每年有超過10萬名高中生前往世界各地進行

教育旅行，臺灣是最受歡迎的目的地，2019年有53,806名高中生訪問臺

灣，佔總數的3成。然而，目前日本充斥著關於臺灣的流言和誤解，擔心

高中生在事前學習中形成偏頗的臺灣認識，日本的臺灣研究者因此組織

「SNET」平臺，致力於建構「知識」基礎設施，使其成為下一代臺日關

係的基石。此外，闡明二○○○年代後期以來，臺灣研究作為學術領域積

極拓展的背景，並介紹臺灣研究者以及SNET的活動。

本研究的關心，對於臺灣的臺灣史研究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提醒。臺

灣史研究在一九九○年代進入茁壯期，各大學普設臺灣史課程，2004年中

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成立，史料編纂、數位化日益盛行，臺灣史研究成

為 顯學」。
11
然而，就日治時期臺灣史的重要特徵—「近代化」與「殖

民性」，或因研究課題的選題傾向，或因研究視角的失衡，就整體研究成

果的累積觀之，有強化「近代化」、淡化「殖民性」的傾向。
12
是否因此

10 薛承泰，〈兩岸人口變遷與危機〉，《展望與探索月刊》，20卷9期，2022年9月，頁66-80。
11 林玉茹，〈1945年以來臺灣學者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課題與研究趨勢的討論（1945-2000）〉《臺灣

史料研究》，21期，2003年9月，頁2-33。
12 例如，日治時期的鐵路、道路、港灣、通信、衛生工程、都市計畫、水利設施等各項基礎工程，確

實帶來臺灣快速的近代化。而其過程，在制度面有強徵臺灣人土地、以保甲強徵臺灣人勞役的面

向。以鐵路為例，帶來地區開發、產業發展、經濟繁榮等「開拓」之功的同時，也必須深刻了解

其作為殖民地鐵路之特殊性，才不會墮入盲目肯定殖民主義之陷阱中。不論是鐵路事業的推進方

式、鐵路財政制度、鐵路體質、人事任用與福利制度或是運費制度等問題上，皆呈顯出殖民地特有

的「剝削」或「差別待遇」之現象。參見蔡龍保，《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

（1910-1936）》，臺北：臺灣古籍，2004年，頁1-327；蔡龍保，〈日本營造業最初的海外擴張：



(20)　跨境的文化觀察—冷戰到當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

延伸出偏頗的臺灣認識，值得吾人深思。吾人深信，客觀且完整的歷史思

考，才能帶來國家社會正向的進步，促進東亞夥伴國家間更順遂的交流與

合作。

臺北大學歷史系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2)《跨境的文化觀察—冷戰到當

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的出版，有其重大的階段性意涵。近現代東亞

研究群在日本霞山會、五南出版社、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的支援下，東亞

研究穩健地累積成果。編輯出版過程，十分感謝匿名審查人的嚴格把關，

歷史系大家長何淑宜主任的大力支持，責任編輯王超然老師、山口智哉老

師、林佩欣老師的勠力分工，王美淑助教協助編務上各項連繫，以及專業

譯者曾健洲博士的精確翻譯，使本書更臻完美，特此致謝！

 臺北大學歷史系

 蔡龍保
 2024.12.22

韓國京仁鐵路的興建—兼論與臺灣縱貫鐵路發展之異同〉，《臺灣史研究》，24卷1期，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7年3月，頁37-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