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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距離明治維新僅僅六年，日本已追上歐洲列強擴張領土的腳步。以

琉球船員被臺灣牡丹社原住民殺害為由，向清廷要求前未所有的國與國對等交往，

並要求中國承認琉球歸屬日本。 

20年後，隨著中日雙方出兵鎮壓朝鮮東學黨之亂，引發甲午戰爭。明治維新

後現代化的日本海軍大敗北洋海軍，臺灣與澎湖因此在馬關條約中割讓給日本，臺

灣遂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此戰役反轉了中日兩國在歷史上「中為師日為徒，

中為兄日為弟」的傳統立場。此種屈辱感在中國國內催化效法日本、改革本國的要

求，最終逼迫清廷宣布推行新政，然而革命種子已經萌芽，導致 1911年的辛亥革

命與中華民國的建立。 

雖然中國革命分子最初十分欽羨日本的迅速崛起，但由於日本不斷地在主權上

挑戰中國，要求種種讓步，最後甚至爆發中日八年抗戰，日本由是成為中國當前現

實與歷史設想中的「死敵」。 

1945年後國、共內戰爆發，中共在 1949年獲勝，國民黨退往臺灣。雙方相隔

臺灣海峽兩側繼續在思想層面較勁，採取各種宣傳措施──特別是通過中小學教育

與教科書，設法說服民眾唯有自身才是「自古以來不可分裂的神聖中國領土」的合

法政權。歷史敘述在此種思想論戰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有關日本侵華的部分，國

共兩造各自堅持自己全心全力抵抗日本侵略者，對方頂多消極抗敵甚至與敵人勾

結，喪權辱國。融合對日本、敵黨的仇恨，以證明本黨是中國政權的合法繼承者。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鼓吹對日本的仇恨基本上可能符合多數民眾的歷史記憶。



然而在曾受日本五十餘年統治的臺灣，國民黨政府官方的歷史敘述，與台灣民眾的

歷史經驗和記憶就未必產生共鳴。加上國民黨對臺灣的高壓統治，引發很多臺灣人

的公民意識和國家認同走上心理學家所謂「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的

道路，即知道的與相信的之間存有落差。雙重意識影響之層面從一切社會交往甚至

到內在自我意識，不過在符合某些條件時，也會導致消極或積極反抗。 

自 1960年代起，直到解嚴與 1990年代的迅速民主化，所謂的臺灣意識與國民

黨長期灌輸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國家認同，逐漸發展為公開對立。伴隨國家意識與認

同的漸變，日據時代的歷史也因此被重新反思。「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理論應運而生。按此種追根理論的分析，臺灣現今政治、經濟面的成

就，要溯源至國民黨未統治台灣的時代。臺灣的經濟社會文化現代化、公民意識和

本土認同，早在日據時代就受到與統治者的複雜關係所陶煉產生。國民黨堅持的中

國為中心史觀與威權統治非但未鎮壓臺灣人的民主夢，反而深化民主運動的發展。 

殖民現代性理論起初主要限於學術領域，不久之後普及於社會，進而滲透到學

校教材。我的演講將以分析臺灣教科書所論述的日本、中日關係，做為探索臺灣公

民意識與國家認同的渠道；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科書所呈現的日本相比，以解

讀臺灣公民概念自 1950年代以來的遞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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