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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撰寫中筆者一直關由台問題是，日本菲如台剛開腳寺，翻諾在此包

括口譯及筆詢居於以台灣恩督府為主的于眼地衛台者集團與被統治者社會

之間，女回可實踐使其成為可能。並且就 19 世紀東亞世界之歷史、文化目店方各，

釐清髒畢這個千于為所代表的意涵。

本人會布雷i 才論過，因統治者與干皮統治者之間存在重守不平等權力關係'儘

管日治初期台灣人學習日語、統治者日本人站導習台離甘語言，然而雙方在

語言溝~仁，雙向、對等的關間到以乎無法成立。雖然如此，但這個空間的面

貌更勝瓣，值得更深入分析和思考，於叫害閑情郵島湖扮別為以下

兩點:1.總督府的面說上掌揖將是:b國皇中，將台灣守語言以及與其表裡一

體喉群重新分類， 2.日治棚駐台灣揮翻譯工悄9日本人茍鹽和背

景，常與當時個舌台灣在內的「東亞」社會航船有密想酌連緒。

關於第一點，來到新領土台灣的日本人，統治開蚓車馬上便發覺台灣的

語言f[族群的多樣|笠，但台灣總督府於 1905 年前，尚未有分聽吾言及族關甘

統一方法。第二章雷鳴飾j恩督府 1898 年甜甜剖「土豆吉逼譯兼草制度」制后晶

程菲日落實方法，分析其中台離守語言則可干盼望頁、它作司令良賦予什麼名稱。該

制度:制定當初，時間「土語」甜苦期間固語言這點 ， 不管筍，體府中央及地

方單位，似乎沒有統一的見解，對的主要頁、神乎的方式也各異，例如今天我

們所稱台幣吾的範圍內，則出現各式各樣的「鸚重」 。

第三藍白述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主動霜措插言、族群及教育白領髓。

總督府於 1905 年增于自岱畫個人口普查，領先於日本本園，這個調查產出各個

項目的數值資糾妾，總督府街尋媽說上(府見自己統滸頁t或自台手段( ，蕃地」除

夕半)。在此提出的語言分類為「福建語J'廣東語J'蕃語」等 ，族群分類為「褔

建人J '廣東人J '絮嘻J '生蕃」 等，這些分類與從前出現晶的各種分頻相

較，定義出非常浦晰、明闡甘輪廓，將語言諸人數與族群人口歸納布拾一

起提出 。 總督府原先並無「褔建語」 和「福建人」的概念，然而在台灣擁有

最多話者的「褔蘊吾J (今日我們所關怕犧ID 以及最力矢群的 「福建人J'



正是因為這個調查才被創出。

關於本書特別關沮守第二點，話侖內容包括日治棚莊台灣起事翻謂守

工作者以及台灣撤育學習展開的生識空間。學習台灣甜守教育機構、干阱勿

等不外是由教育工作者、學習者以及出版業者所構成的生撤空馬可而產出的。

筆者在第四章思考的為參與這個空間者具僻那對噩噩耳均由葫守主張，他們如

{噶~諭台灣吾相關自鳴題，他f頑固司把當時的語言朝自吾言教育輯守學女隨

用於自己的主張和實踐。他們之中 ， 在來到台灣前即曾經哩過台灣吾者幾乎

都支有，但這並不代表台灣語知識空間從零開始。日本人在台灣怕難弔教

育及學習，以在日相守漢語系語言學習的傳統，以及在萍南和台灣由聲音教

傳教士所編輯的課本或辭典類等研究成果做為基礎進行。參與這個空間者討

5制守話題包舌，總督府制定的台言刮目名表諂提否比畫督教傳教士創造的台

語羅馬字系統更適合於日本結怡語學習、自歐美引進到日本不久的近倚吾

言聽晴言教學法蚵可利用於親相編輯等。

在第五章，則以→固日治草創期存在的東且織叫做「學友會」為主題，學

友會以翻譯工作者為成員主體。來台後學習台灣部守成員不少，不過總督府

等需要他們的理由就是因為他們具備北京官話立即莫如守高度能力。參加學友

會者可被稱為「清國通J' 他們來台前已學自北京官話，有的還曾長期間主

過清國。他作忍;縣財頁土台灣正皮毛是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和知謝守地方，而且

總前守也非衛叩賴也們，否則無話茄克治台灣。然而，能用自己蝴局協禪台

慚土會、也有辦法自己進入台斷土針對台他們，對總督府來說，不久後剖噯

成危關守國先勢力。 1899 年 5 月總督師咖用報台灣日日新幸駝的命， 51眩目

扯t判他們日常的行為和言論，已超越翻譯者的本分 。 之?到也們因在總督府裡

梳哥州匕、體制化而喪失抵抗力量，但「清國通」的他們，在義和團連城曰

俄戰爭發生之際，仍有機會赴中國大斷定事翻譯工作等做為朝朝守舞台。

民間吏皆以翻譯者這一訝得之，但其職位不同，職責也不一，第六章命述

的是其中最高地位的官員，即總督府翻譯官。日治枝瑚台灣還保留濃厚中華

帝國的邊攝守色彩，這樣的環境下，具備高度漢文、北京官論巨力，也學習

台灣酌他們，可說是當時在台灣翻譯者的象徵性存在 。 從翻譯官的矽仔可

以看出，被統治者與布加台者之間的語言溝通方式並不單純， ，-兩者互相學習

對方自告吾言」這種甜蜜常無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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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偏才的是台灣恩督府國語報語學部土語言罪斗。這個機關甘主要

教育目的為培養精通台灣吾及台灣|育湖守官員。其教育課程是閥、蘇恩督府首

任學研閥尹澤v多二所提出的「漸日主義」這個概念所諧十，台灣部甘露果

時間佔封軒間的三分之一以上倍含「讀書﹒作文」則有一半以上) , ， [，世教

育可控為中學關白半左右。土語實科學生畢業後櫥，王用為總督府官員，總督

府認為，若任職後馬上~J胡良現役兵役，將會對統治政策帶來極大損失。因為

他作拈學校習衛守台灣吾等能力，在幾年的兵役期間中觀疇，他們的職務

也不可能由其他人擔任。因此總督府要求中央的內務省刻畫軍省對畢業生給

予兵役上的聲自由伍。雖然當棚甘要求遭到陸軍省等的強烈技對，總督府最

後被逼妥協，但從兩方的協商獨呈可見總督府對這個欄馨的教育以及畢業生

自守重視。但不九總督師守方針有了變化，決定廢止土語對斗 。 雖然官方背井

並未顯示對月醋守理由，但筆者插紛問固時期的總督府，特別當時總督兒玉

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對於培育具備東亞觀點的人才特別當見，亦即

儘管在台灣任職的臉望東亞，儲備未來日本帝國擴大勢力到東亞各蝴寺也

能有所貢獻的人才。然而，土語是對斗無法間對商店畫樣的需求，反而是當時

在東蔚建立的台灣協會學校，以及在台北設立的台灣直要行政學校這些教育

機構，對總督府而言更適合做豆尉性及長期間守人才培養構想。這些學棚甘

教育課程與土語對物課程不同，包括台灣語在內的「台灣」因素較少，至

少就「台灣」師總而言，土語對斗原本企圖的混合主義的色彩，都荳些學

校自冤果程中被淡化。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