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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總督府在初等教育階段不但嚴格實施日台教育分離政策，而且將台灣人所

讀的公學校水準置於日本人所就讀的小學校之下。這是因為公學校是與小學校不

同，不但與日本本土的學校制度毫無制度上的連結關係，而且被認為是完全屬於

個別的、獨立的終點教育。因此，總督府對於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和台灣人就讀

的公學校，始終以兩種不同的水準來辦理。 

本論文以小學校台灣兒童為探討主體，由他們所體驗的小學生時代生活樣貌

為討論起點，逐一瞭解這群屬於少數中的台灣人實際的教育實態，在人人稱羨

的、擁有一切優勢資源的小學校教育現場的他們，面對所有以日本人為主、以日

本人為優先所設置的一切教育活動，如實呈現他們實際面對有形的甚至無形面的

種種不同感受及體驗。 

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下，為鞏固自身的統治領導階級地位，因而拉攏被統

治階級中擁有權力及地位象徵者，在這樣兩方的協力關係之下，這群原屬於被殖

民社會階級中金字塔頂端的少數一群，似乎從「被統治」的層級中提升至統治階

級的某位階上，而獲得部分與統治者相同待遇。在殖民統治下的資源分配比例圖

中所呈現出的，恰恰正好是與正三角形的社會階層完全相反的一個倒三角形圖，

而倒三角形最上層的資源擁有、享用者，僅僅只是塔頂的少數族群。殖民統治下，

如此複雜的權力及階級變化的關係，唯有以各種不同主體為探討的對象，透過一

層層抽絲剝繭的發覺，才能真正一窺其實際的樣貌。 

 

 

 

 

日治時期社會階層圖                  各階層資源分配比例圖 

由有形的小學校場域下來看台灣兒童，處在同為殖民政權下的小公學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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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同樣為被統治台灣人族群背景的身份下，卻因著社會階級的層級差異，彼此

被置放在極大資源差距的教育場域中。造成這樣差別化待遇的重要因素之一，是

自古以來，長久存在於現實社會的一個階級與權利協力關係的實態。或許，在當

時的殖民統治下，以統治與被統治集團的視角來看，被統治者應是站在與統治集

團對立/互斥的相對關係，但這樣明確一分為二的敵對狀況卻不是那麼絕對必然

的存在。在被統治集團中金字塔頂端和中/底層的群眾間，一樣有著一道無形卻

深不可破的界限存在其中，透過小公學校台灣兒童的口述回憶，日治時期彼此的

教育經驗和體會，也因著雙邊社會地位、權利掌握與統治階級互動緊密程度的不

同，可看出在日治教育影響下，對於他們所造成感受上深淺不一的程度差異。 

而小學校場域下台灣兒童在無形的內心感受及體驗面上，不可否認的，小學

校這群台灣兒童們也都認知到自己較一般台灣民眾更幸運的能與日本學生站在

相同的起跑點上，他們都在強而有力的家庭背景下，家長為了給予小孩更好的、

更具競爭力的教育環境而被安排進入日本人的小學校，正如同現今大多數擁有強

大財力後盾的父母們，一窩蜂將自己小孩送入雙語學校或貴族學校一樣，令一般

無能為力的家長也一樣望塵莫及。 

對於從小生活就異於一般台灣小孩的小學校學生，在學校所面對的是日本同

學，出了校門面對的又是公學校的台灣同儕，身處在這樣一個複雜的人際網絡

中，對其中的互動情況與所面對一些不可抗拒的衝突，讓他們在思考同儕關係之

間的問題面上，與公學校學生間有著些許的差異，無論是對台灣或日本同學們的

正面交流或負面衝突，皆有他們複雜而深刻的體驗。 

或許，在部分小學校以外的台灣人士看來，認為他們是為了享有殖民政府所

給予的攏絡優厚條件，選擇放棄自身立場，不去對抗差別對待台灣人民的日本政

府，甚至朝向他們靠攏的行徑，令他們替大多數受不平等待遇的台灣人，產生不

平之鳴。但在殖民地「同化」統治之下，日本政府以臺灣人在近代文明化方面進

步遲緩做為支持自己施行差別統治的正當性理由，臺灣人為了廢除不平等待遇，

理所當然地必須抵抗。然而受制於「同化」的統治架構，臺灣人愈要抵抗，就愈

透過接觸日語及日本文化來攝取西方近代文明，以強調自己的進步性；抵抗愈是

激烈，企求文明的志向也愈是鮮明。這種基於抵抗的行為和態度所激發的意識，

也是臺灣人之間「共同體想像」的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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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教育在日本政府殖民下，統治者選擇以國(日)語教育為媒介，使近代

化在日治時期落實於臺灣社會；台灣人以犧牲一部分自主性為代價，為臺灣社會

及自身換來了具有「光明面」的近代化。而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地的身份，由

國民政府試圖廢除本來是敵對國國語的日語，看似天經地義；然而卻引起臺灣人

的強烈反彈。日本統治結束後不久，日語雖然失去國語的地位，卻在更多私下場

合被台灣人民使用，日本人雖然離開臺灣，但是以前的國語、即日語對臺灣人而

言，仍然是大眾傳播世界的用語，也是各個族群間的共通語、或吸取近代化知識、

享受文明生活不可欠缺的工具，日本語與日本近代化開始成為臺灣人集體認同意

識的象徵。 

由於臺灣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差異，使得雙方在語言、生活習慣、價值觀念

都有若干程度的差距，以致造成了文化上的摩擦。當兩個不同歷史經驗的族群相

會，面對又一次異文化的強勢入侵，卻又以統治與被統治的階級關係定位時，臺

灣人的被壓迫意識再度死灰復燃。面對封建遺毒的中國官僚與戰後的動亂，曾經

在「臺灣傳統 / 日本近代」的兩難下焦慮徬徨的臺灣人，戰後卻又弔詭地處於

「臺灣近代 / 中國傳統」的對立中。  

面對政權轉移下的台灣人而言，日本殖民統治的遠離，意味著將脫離次等國

民身份而恢復享有自由民主國家人民的平等權利，令人期待的應是斬新光明的未

來在迎接著大家。那應該是與殖民地人民原本接受的待遇截然不同的一個全新氣

象，想像著、規劃著美麗的藍圖，準備在一個平等對待的、同一齊跑線的起點重

新整裝待發時，才突然驚覺到一切非自己所想像。回歸原以為的祖國懷抱，將會

有斬新的一頁展開，一切都將會與殖民統治下有所不同，而且變得更好。不過，

政權轉移下的唯一改變是統治者由日本人換成了大陸來台接收者；但被統治的身

份未變、如同殖民政權一樣的差別對待未變、一樣的階層位置、一樣的強勢語言、

強勢文化入侵⋯⋯等等，再再都讓面對跨文化的台灣人，一再處於弱勢集團艱困

挑戰中。再一次需要靠己身的力量由困境中尋求自我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