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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臺灣：台灣風景畫的視覺表徵1
 

文／廖新田 Liao, Hsin-tien  

翻譯／郭建廷 Kuo, Jen-ting 

 

壹、前言 

日據時期台灣風景畫的興起和當時的美展制度與日籍美術教師來台之推動

有直接的關聯，「地方色彩」成為殊途同歸的主題，這些現象都是在殖民主義的

跨文化脈絡下所發生的。這個事實說明了臺灣風景畫的「命名」（亦即生產台灣

風景畫的論述機制）如何受到外來混雜的文明價值觀所影響。這也說明了臺灣、

日本、歐洲在視覺表徵上的文化關連。就此而言，在文化形構的意義上，臺灣風

景畫如何在「臺灣的羅馬」（石川欽一郎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的五張水彩速

寫）比喻中被再現出來是值得關注的，因為它牽涉到創作主題在歷史形塑下如何

以美感表現的方式存在於作品中。筆者認為從這個角度解讀台灣風景畫有其另一

層次的意義，一個文化層次的思考，是作品價值的一部分。這樣的判讀並無損於

作品的美學價值；毋寧地，這篇論文是將視覺藝術作品做為一富含文化的文本來

操作的。分析說明這些臺灣風景畫圖像的意義如何回應社會文化的改變是本文的

主要任務，其目的是要理解臺灣風景畫的視覺表徵如何在殖民時期的臺灣主題形

成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貳、「臺灣的羅馬」：臺灣風景畫的移位（displacement） 

這個部份著眼在石川欽一郎五張描繪臺灣的風景速寫。透過傳統臺灣廟宇的

主題、帶有暗示歐洲的標題和日本作者的三種組合，這些畫作成為最典型的跨文

化的視覺呈現。它們也說明了歐洲意象（文字的、圖像的）透過日本輾轉移植到

臺灣，並藉著描述性的混合（descriptive amalgam）再現了臺灣的地景。從日本

和歐洲帝國主義的結合開始，我將借用「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和「嬰兒

化」（infantilization）的觀點來說明日本如何看待他們在世界上的權力版圖位

置，以及日本人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把握亞洲殖民地。其次，我將利用「想像羅馬」

                                                 
1
 本文譯自Liao, Hsin-tien（廖新田）, 2002, “Representing Taiwan”, in Colonialism, Post-colon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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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g Rome）2的概念討論歐洲、日本和臺灣的文化權力關係，以及說明羅

馬的主題如何透過日本藝術家傳入臺灣。見微知著，這個議題可以說代表著臺灣

風景畫在視覺藝術的跨文化表達上改變的一個切面。 

 

一、歐洲中心論和日本在亞洲的帝國主義 

根據Blaut（1993）的論點，殖民者的中心思想是「擴張主義」（diffusionism），

這是一種地理上由中心向周圍逐漸取得的世界地圖概念，其擴張的方向是由內向

外，也就是說中心點在歐洲，由此擴展到其他地方。於是Blaut定義歐洲為「內」，

而非歐洲區域為「外」，歐洲成為擴張的源頭，而非歐洲區域成為被殖民者，在

內為領導者而在外成為落後者。透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歐洲文化從雅典擴散

至羅馬、巴黎、倫敦，並且可能透過航行傳至紐約。Blaut針對歐洲中心勢力有

下面的描述： 

歐洲中心主義是世界上殖民者的原型，它不僅是一種信念，也經由時間逐

步的擴展成為一種精心雕琢的形式，一個整體的架構，實際上是單一理

論，是個超級理論，一種有許多小理論合成的整體的結構，包含歷史、地

理、心理、社會與哲學。（1993: 10-11） 

Blaut很清楚擴張主義對亞洲國家的影響，他描寫到日本人成功地模仿歐洲帝國

主義典範。就它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者而言，在區域勢力中是一個重要的議

題。Ching（荊子馨1998）提到當帝國主義的日本想成為亞洲領導者對抗歐洲霸

權的同時，也開展出自己的道路，跟鄰近的「黃種人鄰居」──即中國人有所區

別：「為了提高自我以及和白人殖民勢力有所區分，日本需要回應日漸普遍的種

族主義思想。」（67）Blaut和Ching都相信歐洲帝國主義和亞洲帝國主義有所關

連。 

在1902年簽訂英日同盟條約以及1905年在日俄戰爭中擊敗北方的鄰居之

後，日本明顯地在國際帝國主義中確立主要角色。一位日本的國會議員竹越與三

郎，明白地表示日本當時在擴張主義競技場上想佔一席之地的企圖： 

西方國家一直認為他們有責任拓展那些世界上未開放的地方，並且向居民

傳達關於文明的好處。現在處於東方海域的日本希望以一個國家的方式參

與這個偉大且光榮的任務。（1907, vii） 

 

                                                 
2
 其結果當然就是「被想像的羅馬」（imaged Rome），源自Anderson (1991) 的「被想像的社群」
（imagined community）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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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至1906年的總督府行政長官後藤新平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 

近來，不同的勢力將了解到，誰能夠領導世界這個問題只能夠在國際棋盤

的東邊決定。（1907, vi） 

雖然歐洲中心論和日本式的帝國主義有相似之處，但仍有其差別，特別是在

政治和文化的帝國主義方面。剛引進日本、尚未受指導的歐洲中心的論述和歐洲

直接經驗到的形式之差別為何尚不明朗，特別是日本方面的觀點。日本和歐洲視

覺藝術家自從1875年開始就已經有直接的交流。在十九世紀末，日本的學術體系

依據西方的模式從事改革，一些歐洲的藝術家在日本美術學校教書，並且日本的

學生也被鼓勵至歐洲學習（Satō and Watanabe 1991, Clark 1995, Kikuchi and 

Watanabe 1997）。殖民時期，臺灣並沒有與歐洲藝術家或學校接觸的管道，事實

上，臺灣的藝術知識只限於少數人的流通，尤其是日本人的中介引進，僅表面地

聚焦在十八、十九世紀的風景畫（例如英國水彩畫家、印象主義者、法國巴比松

畫派）。 

帝國主義日本殖民的比喻就如同歐洲的帝國主義勢力把殖民地當小孩對待

一般，換句話說，「把殖民地具體化成為獨立的個體的早期階段或是廣泛的文化

發展」（Shohat and Stam 1994: 139）。包括歐洲和日本的帝國主義勢力不斷地運

用視覺意象來表達文化起緣、差異、階級、以及可能的生物文化發展差異的中心

觀點。因此，在1902年日本簽訂英日同盟條約顯示她跟歐洲帝國主義勢力平起平

坐之後，一幅由北沢楽天的插畫也運用多樣的商業目的3表達日本女神倭姬命

（Yamatohime）和大不列顛之神Britannia肩併肩的景象。在圖畫下方是「照顧小

孩的雙足」（Guarding Childish Feet）的標題（圖1，圖2）。4小孩指的是中國和韓

國，暗示著兩個聯盟國所保護的對象。大不列顛之神穿戴著羅馬的盔甲並且拿著

畫有英國國旗的盾牌。日本女神的頭飾以國家象徵的上昇紅太陽妝點。這幅插畫

和古老的「統治大不列顛」（Rule Britannia）抒情詩相呼應： 

當英國在上天的命令下， 

從藍色大海升起， 

升起、升起、從藍色大海升起， 

這是個特權，是國家的特權， 

                                                 
3
 根據Kikuchi and Watanabe (1997, 275-6)，這幅畫有許多版本和複製品：香煙海報、香煙盒上的
設計、以及平面印刷。 

4
 這幅圖畫來自Watson (1904)，日本：〈方向與命運〉。在標題下有個說明：「卡通畫來自Jiji，
在英日同盟中的主要日本報紙。小孩是指中國和韓國，同盟條約主要保護中國和韓國的完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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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的天使唱著旋律。（Watson 1904） 

這幅插畫顯示，小孩戴著傳統中國和韓國帽子，將跟隨著日本、英國和歐洲

朝向改進和發展的方向，雖然那個方向並不確定為何。這個不是單一的「嬰兒化」

的例子，在傳教文化中它也被廣泛的使用（Thomas 1994）。竹越與三郎非常公開

的表示日本像父親般的傾向，寫下了「在福爾摩沙的殖民地中，每件事都仍像是

她的嬰兒期般，政府必須運用家長制」的話（1907, 22）。帝國主義勢力經常使用

這樣的隱喻，例如殖民總督對於非洲殖民的評論： 

當一個小孩遇到麻煩，他會去找他的父親，而他的父親聽完所有的事情後

就會決定該如何做。然後，這個小孩必須信任而且服從他的父親，因為父

親是大家庭中的長者，而且他的父親對於處理小孩的麻煩有豐富的經驗，

他能夠決定什麼是最好的，不僅僅是對於他的孩子，而且對於和諧以及整

個家庭是最好的。（節錄自 Ranger 1983, 231） 

從這段節錄中可知，父子的關係意味信任的教導以及完全地服從，因為孩子缺乏

（文明的）經驗。明顯地被殖民者如同小孩之行為不能符合「殖民大家庭」的利

益。「嬰兒化」的自我描述也能夠在被殖民者身上尋得蛛絲馬跡。王昶雄在他的

小說《奔流》中，描寫一個國家和她的人民樂意被當作小孩般對待的心理狀態。

故事中主角因為父母親有著台灣傳統的風俗習慣而討厭他們，後來他希望父親葬

禮趕快結束，因為他對於親戚們大聲的哭喊以及冗長的臺灣式葬禮感到羞恥。當

主角和一位曾經到日本深造的醫生閒聊時，他表現出對日本精神的崇拜： 

你在內地住了很久，尤其對精神文明方面有興趣，大概也曉得，俗話說的

日本精神，如果不通過日本古典來看，都半沒有意思，譬如《古事記》。

我們所以會被它吸引，是因為心和詞，絲毫沒有歪曲地，而且很率直的關

係。有個偉大的學者說，像幼兒依偎在祖父母的膝下，亮著好奇的眼睛，

傾耳於那古老的故事那樣，有一種愉快。離開了日本的古典，就沒有日本

精神了。（1998: 359） 

這故事精確地描述出自卑的意識如何深植在被殖民者心中，也因此讓日本化

（Japanization）成為可能。 

 

二、想像羅馬和第三者的困境 

過去對於一個歐洲人而言，對羅馬的想像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所謂歐洲的

「偉大的旅行」（grand tour）給年輕的英國知識分子機會來合理化他們的文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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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Liversidge and Edwards相信羅馬這個概念已經「被用來證明連貫性、再興甚

至是廣泛內容的變革：像是文學、藝術、教育、法治與政治。」（1996, 7）Samuel 

Rogers的詩提到「權力想像或是詩意表現」如何用來表達內心對羅馬的感受： 

羅馬藝術！這個城市是高盧人， 

從她敞開的城門中進入， 

從她寧靜荒蕪的街道經過 

行軍殺戮，想像他們看見神，沒有男人； 

這個城市，節制堅忍， 

喜愛榮耀，高聳入雲， 

然後落下，落下但擁有高的聲望…（節錄自Liversidge 1996, 46） 

然而，想像的羅馬並未限制在羅馬英雄典範事蹟的勸喻故事中（Prettejohn 

1996），衰落的羅馬也成為歷史的鏡子來描述失敗（Edwards 1996）。Webb稱這

樣的羅馬為自我矛盾、不一致、腐敗的城市，儘管其活潑外表，過去擁有道德的

名聲。毀滅在羅馬意像中相當重要，因為「意味著帝國和權力的稍縱即逝，但他

們也提供了正面的暗示。」（1996, 35）都市荒廢的歷史遺跡提醒人們「在人類中

有一種永遠的力量，一種神聖的活力，如果在你的心中或別人心中點燃將不會感

到疲倦。」（前引，31） 

就亞洲的觀點而言，對羅馬的愛懼情感起源於分隔的歷史關係。對於歐洲人

而言，羅馬的真實是具體的而且可以反映的；對於被殖民的臺灣人，羅馬的概念

缺乏情感的共鳴，是一種分隔的文明，一種遙遠的夢境。從臺灣人「被告知」的

角度思考，羅馬的概念是一種沒有符旨的符徵（a signifier without the signified）

──一個抽象的領域，在其中臺灣被認為不如一個已經開化的文化及文明。 

石川描述希臘畫家成就說：「從傑出的希臘雕塑來看，我們能夠推斷他們的

畫作一定很傑出，而從龐貝遺跡壁畫我們可以推斷繪畫的巧妙。」（1929, 328）

他無法在臺灣找到代表相同文明起源的事物。在文中，「它者」（otherness）（像

是第三者）相對的是無意義的而且分離的，沒有關係或可資回饋之處。這種日本

和臺灣直接和間接的關係可以用人稱代名詞作為解釋：中心是「我」，在場的是

「你」，而非在場的是「他」或「她」。歐洲的「我」和日本的「你」指兩個中心

可以隨時互相調整連絡。在日本人統治下，台灣這個「第三它者」扮演被動學習

者的角色，因為總是被告知歐洲如何如何，無緣親見，更遑論反駁。根據Sato and 

Watanabe（1991），在現代日本藝術史中，「我」的角色能夠吸收第二人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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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點而成為單一中心。第三者的固定凝視來自第二人稱「你」的折射而來，形

同Spivak所稱的「從屬階級情境」（the Subaltern condition）（Spivak 1988）。這是

一種無法發言的位子。 

 

三、質疑「臺灣的羅馬」 

「臺灣的羅馬」是《臺灣日日新報》系列的標題，是關於石川欽一郎的五張

水彩速寫畫，刊登於1927年（10月17，19，21，22，24日）。這些描寫台南古城

的繪畫，呈現出南臺灣古雅廟宇的景致，被比喻為和描繪羅馬的廢墟或教堂一樣

（圖3~圖7）。5
 

1920和1930年代的臺灣主流風景論述是本土主義：包括地方特色的發現和地

方色彩的使用。拿臺灣和羅馬比較的做法很有趣，事實上只有一些日本藝術家討

論臺灣時提到羅馬。在1914年一篇刊於藝術雜誌的文章中，日本畫家三宅克己把

臺灣的洋槐和他在羅馬和Tivoli看到的橄欖樹拿來做比較。他或許只是提到在國

外旅行時的感受，也就是說身為一位尋找藝術材料的旅行畫家，因此他把對臺灣

的觀察和在國外等同起來。川島理一郎（Kawashima Riichirō 2001b）刊登於1929

年藝術雜誌的文章中，拿臺灣和羅馬或龐貝做比較。因為兩篇文章刊登地點都在

日本，可以推測為日本讀者而寫。1935年，日本藝術家藤島武二描寫到臺灣的風

景就如同羅馬的郊區： 

臺灣天空、樹木、建築物和諧的顏色以及人們能夠啟發我創作的慾望。田

園的景色中有牛在走動、農婦在後方，就像羅馬郊區的風景一樣。（2001, 

98） 

石川（2001h, 55）在同年也把台南和羅馬拿來做比較。因為三宅和石川的兩篇文

章刊登在臺灣的報紙，他們比喻式的描寫會讓許多臺灣的讀者能夠想像台灣和羅

馬的關係：一個虛假、但發生一些意義的拼合，雖然沒有羅馬圖像為對照。羅馬

的美在此成為典範的地位，一個想像的空間，據此也提升了臺灣的風景品味。 

報紙以「臺灣的羅馬」作為這五張畫的總標題（由他的朋友憲夫喜次郎撰寫

內容），比較羅馬的廢墟、教堂和台南的廟宇和牆門。6直接提到羅馬的地方包括： 

                                                 
5
 之後這五張畫收錄於石川《山紫水明》畫集，於1932年出版以紀念他離開臺灣。 

6
 這五張畫的附加說明如下： 

10/17:「廢墟是羅馬的驕傲，同樣地，台南應該對於是臺灣的羅馬感到驕傲，不是嗎？在臺灣沒
有城牆能和台南的大東門的壯觀媲美。我希望台南能夠像羅馬一樣，在所有的歷史遺跡中獲得
名聲，而且能夠永久保留那些古老建築物。我聽說這城門將要搬移以刷新大南門。那是件可惜
的事情，就像是把一個古花瓶交給一位女僕去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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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跡是羅馬的驕傲，同樣地，台南也應該以身為臺灣的羅馬感到驕傲…。

我希望台南可以像羅馬一樣在歷史的遺跡中獲得名聲，而且能夠永遠保

存那些老建築物…。 

 

萬壽宮是歷史遺跡之一，有好幾個世紀之久的歷史，要追溯他的歷史有

其困難，承載著厚重的歷史，圍牆的碎石成為綿羊的圍牆，我不得不想

起羅馬的遺跡…。 

 

羅馬沿街有許多教堂。所有古老的城市都有許多教堂或是廟宇。在台南，

廟宇的數量又特別多，顯示其古老的歷史。我們在小巷或是榕樹下到處

都可以看到廟宇。永樂町這個地方反映出南方城市的歷史。在暗處，在

小巷中矗立著許多宏偉的廟宇，她具象徵意義的外觀增添了古都的美麗。 

我相信臺灣的羅馬這個主題在臺灣風景畫的發展上是個偏離主軸的發展，原因是

歐洲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論述之諸種變化被接受為評斷文化的普遍標準。如同

Amin所指出的，這樣的勢力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感受的到，「因為它以不同的方式

展現出來，在既存觀點的表現中最多，因為媒體而普遍化，如同專家們在社會科

學中不同領域的博學構想。」（1988: vii-viii）在這樣的情況下，從屬階級之沉默

如同第三者的特色般，使得羅馬的理想無可質疑，也因此成為轉換中的歷史典

範。Pyle（1969）提到一位日本記者徳富蘇峰提及日本人的責任是擴展政治組織

的恩澤到東亞的其他地方和南太平洋，就如同羅馬人曾經在歐洲和地中海所做的

一樣。羅馬命定地位似乎就是國家的命運（Peattie）。 

臺灣的羅馬不僅僅是藝術的展現，透過島上最大發行量的報紙散播方式，刊

登在《臺灣日日新報》的這五幅有說明的圖畫同時也是包含受歡迎的散文和賞心

悅目的圖片。這不是石川第一本的出版物，報紙展示藝術家的作品及報導展覽在

                                                                                                                                            
10/19:「在混合的平行綠樹中，小西門的典雅增色了南部城市。手推車通過拱門下方是當時正在
發展階段的臺灣常見的景象。與現代的汽車共存，這顯示了一個繁忙文化的互動。再者，抽著
煙斗的人們走在樹下呈現著安詳的氣氛。」 

10/21:「萬壽宮，之前的台南法庭，是歷史遺跡之一。歷經了好幾個世紀，很難追溯其歷史。承
載著歷史，圍牆的碎石成為綿羊的圍牆。我不得不想起羅馬的遺跡。」  

10/22: 「台南臨水夫人廟可以看作是日本的伊勢神宮，我會如此想像是因為她典雅的古樸形式
以及朝聖者絡繹不絕的參訪。她是古老歷史以及神聖遺跡的一個紀錄。此外，從她的意涵來看，
這廟宇是掌管生育的神的住處。」  

10/24:「羅馬沿街有許多教堂。所有古老的城市都有許多教堂或是廟宇。在台南，廟宇的數量又
特別多，顯示其古老的歷史。我們在小巷或是榕樹下到處都可以看到廟宇。永樂町這個地方反
映出南方城市的歷史。在暗處，在小巷中矗立著許多宏偉的廟宇，她具象徵意義的外觀增添了
古都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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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是相當常見的。殖民臺灣在此時的藝術成就達到最高峰，這個時候台灣年輕

藝術家紛紛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也有許多不同種類的私人展覽和第一個官方沙

龍。五幅「台灣的羅馬」畫作的展示是視覺意像和敘述說明的混合。說明和作品

由兩個不同的人所完成，但是只有畫家的名字被刊登在標題之下，這讓大眾誤以

為畫作和圖畫說明是由同一個人所做：視覺意像和口語表現應該是一致的而且提

供整個意像一個單一的解釋。接下來，我將以問題的形式批判這一系列圖畫組合

的矛盾之處： 

 

前提 1：對於全人類而言，羅馬毫無疑問是個歷史遺跡，在文化地位上的優

越是無可否認的。 

問題：如果三○年代的臺灣對於羅馬的歷史沒有認識，這樣的建議如何持續？

換句話說，對於臺灣人而言，羅馬有任何的意義嗎？ 

 

前提 2：如果第一個前提能夠持續，台南的居民應該覺得驕傲，因為台南有

許多和羅馬一樣的宏偉廟宇和古老城牆。 

問題：如果沒有和羅馬比較的「機會」，台南的居民有可能感到驕傲嗎？ 

 

前提 3：臺灣的羅馬只是個譬喻，主要的焦點還是台南的歷史遺跡而不是羅

馬。 

問題：如果兩者的文化歷史地位相同，羅馬和台南同樣的被認為是宏偉的城

市。那麼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義大利的台南」是可能的？（對義大利

人而言） 

 

上述的三個質疑其答案都是否定的。羅馬和台南真正的關係是有等級的，兩邊是

不平衡的，即使羅馬的觀念對於大多數的臺灣人是空白的，她仍然是具有影響力

的，比喚起台南的意象和概念要強的多。這種由日本人創造的空間接觸和 Pratt

（1992）所稱「接觸區」（contact zone）的概念相近，「在社會空間中一種不同文

化的相遇、碰撞、互相抓牢，通常是高度不對稱的主從關係…。地理上和歷史上

互相分離的人們互相接觸，並且建立持續的關係，通常包含了高壓、極端的不平

等，以及棘手的衝突。」這也是 Shohat 和 Stam 在他的歐洲中心觀點分析中的

一個被廣為接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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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的現代，甚至「西方」的文明被教導的時候並未提到歐洲殖民

地拓展的核心角色。所以歐洲中心主義普遍地深植在日常生活中以致於從

未被注意到。對於好幾個世紀以來的歐洲統治的殘餘痕跡告知了一般文

化、日常語言和媒體產生了源於歐洲文化和人們固有優越感虛假感覺。

（1994, 1） 

石川的五幅「臺灣的羅馬」畫作簡單的邏輯說明中，以「提醒者」為重要的操作

方式。「我不得不想起羅馬的遺跡」（粗體為筆者所加）這句話暗示著台南在世界

文化遺產方面有其價值所在。在他的《山紫水明》中，一幅標題為［台南大南門］

的文字說明寫到「台南的衰微令我想起羅馬的龐貝。」（Ying and Chen 1997, 262）

但是當時的臺灣報紙讀者並無法想像當時候羅馬正發生些什麼事情，使得「我不

得不想起羅馬的遺跡」這樣的邏輯成為無法理解、但是是有強烈暗示意味的意

象。也就是說，羅馬的概念在殖民的臺灣是一個沒有意義內容的符碼，後者扮演

的角色更重，脈絡的錯置與位階的不對等讓「台灣的羅馬」更引人注目。台南和

羅馬的連結類似於之前所描述的英日、中韓的關係。 

臺灣的廟宇、城牆和羅馬的教堂與廢墟對照之下充其量只是武斷的說法。對

臺灣人而言，民間信仰的廟宇是鄉村的中心也象徵著安居的意思，傅朝卿寫道： 

…在傳統的臺灣社會中，保護當地的神聖民間信仰廟宇不僅僅是一個個人

崇拜、祈求的地方…。在臺灣，除了神壇的周圍之外，莊嚴並不是民間信

仰的廟宇所具有的特徵。只要孩子們不爬到神壇的上面，他們可以在廟宇

到處自由的玩耍。老人們在庭院或是門廊邊下棋喝茶。不論是否和信仰有

關，廟前的廣場常常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傳統的臺灣社會中，民間信仰廟

宇是神和人們所交會的地方。（1990, 266） 

台南豎立的城牆象徵著過去歷史上政治統治權的展現。台南第一次受到注意是在

十七世紀荷蘭人建立的堡壘—熱蘭遮城和普羅民遮城。明朝鄭成功擊敗荷蘭並且

佔領該城長達 22 年（1662-1683）。這個城市是臺灣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著許

多的廟宇、歷史手工藝、考古遺跡，一點也沒有歐洲的特色——我們可由 1930

年代照片中清楚看到。這樣把台南和羅馬拿來比較是完全忽略了歷史上的差異，

而是純然的想像，一個看似無辜、但有文化位階高低的差異。 

臺灣被外來的勢力取了一個異國情調的名字。葡萄牙人十七世紀從澳門擴張

帝國版圖之際，把臺灣稱作“Ihla Formosa”，是美麗之島的意思。這是臺灣第一

次在全球帝國主義的勢力下與世界建立的關係。在1930年代，「臺灣的羅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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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臺灣的風景經由外來的觀點重新命名與重新定位，特別是從文化地理的觀點

來看是有問題的，如前面的分析臺灣的羅馬這樣的觀點在命名地點的過程中包含

了武斷的觀點。為何主體的觀點在討論臺灣時是重要的主題？原因在於她的歷史

是由外在勢力一連串接管下發生，儘管那些勢力最後都離開了，但是影響力仍然

在臺灣的建築物和視覺藝術中可以發現（Kuo 2000）。Stanley（2002, 288）也指

出在日本統治下，臺灣的風景和建築物的確「對於地區意識的發展提供了無法隱

藏的理由（如果不是全國的）——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到的影響力。」這樣的感覺

下，臺灣的主體問題從來不僅是臺灣的問題，也是亞洲、歐洲殖民主義以及國際

文化霸權交替運作的問題。 

 

叁、殖民地的奇觀 

當「臺灣的羅馬」的比喻揭示了一個臺灣、日本和歐洲在世界文化的新關係

時，歐洲的架構並不是整個殖民時期主宰。隨著深入殖民社會、對於殖民地更多

的理解以及更強大的支配，日本人發展出亞洲帝國霸權的新觀點。當藝術教育、

藝術展覽和藝術評論的現代藝術環境出現同時，臺灣風景畫發展出一種回應社會

變遷的形式。可以說，殖民社會的景象在風景畫中被表現出來。 

 

一、殖民地風景的現代視覺表徵 

殖民主義的歷史說明了殖民地開拓者傾向極度依賴現代化的計畫（Ranger 

1983, Mitchell 1998, Mignolo 2000）。7這些在殖民期間執行的計畫顯示社會的變

遷透過運用外在來源的支配、嚴格、權威的政治勢力加速進行。外在的勢力通常

忽視被他們所掌控的人們的需求，將這些需求擺在帝國主義目標之後的第二順

位，8被殖民者最後需求所決定的事情往往被殖民統治者的決心所中斷。高壓統

治通常是個單方面合法化決定的重要面向，例如現代化、進步與啟蒙。9毛利

                                                 
7
 這類的最終結論需要參考更詳盡的解說，然而他們提供了一個在殖民世界現代化的整體觀點。
在《地方歷史/全球計劃：殖民、次級知識和邊界思考》中，Mignolo指出「沒有殖民政策就沒
有現代化」(Mignolo 2000, 43)。在拉丁美洲的研究中，他把「現代」以及「殖民」混雜成為 「現
代殖民/世界典型」。和Saidian的評論合在一起，殖民主義中這樣的關係逐漸成為明確的情況。
Ranger在他的「非洲殖民傳統的創新」提到另外一個例子。他提到「在非洲，白人也利用傳統
創新來取得權力和自信，讓他們扮演變遷的仲介者。再者，到這種程度，他們有意將「現代化
仲介」的這種十九世紀歐洲明確可見的傳統創新適用到非洲。」(Ranger 1983, 220) 

8
 許多臺灣作者描寫在日據時期這種現代化的冷諷，因為進步的需求負面地影響人們的生活。例
如有一篇故事標題是《奪錦標》(1998)，蔡秋桐描寫一群被迫停止農事去協助政府消除瘧疾的
村民。 

9
 一個好例子就是柳宗悦對於臺灣文化品味的態度。Kikuchi (2000) 引述他所說「當然他們無法
區別好壞。日本人發現了美，因此日本人必需藉由展示美麗的東西提升臺灣人的美感，這是日
本人的責任。」柳宗悦是一位日本民間手工藝運動的領導者，1943年曾到臺灣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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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描寫了這樣的殖民關係成為國際網絡的一部份，「源於資本主義並且開

始於和全球資本主義密切相關的帝國主義。」因此殖民關係中現代化的「貢獻」

經常同時扮演破壞和建設的雙重角色。 

沿襲歐洲的資本主義並與之抗衡，日本某些方面融合了類似的意識形態。後

藤新平支持所謂的「生物統治」或「科學控制」管理政策，這維持了在殖民政府

中生物的進化（楊碧川 1994）。他從 C. D. Lucas 的《英國殖民地的歷史地理：

1887-1901》瞭解到歐洲殖民主義的歷史（Mōri 2001）。Lucas 在著作的前言中給

了殖民地農業中心一個定義，暗示著殖民地的意義（1887, 1）。這份對於財富和

資金投資的研究也因此成為殖民者主要的動機，將日本和臺灣的關係與一些歐洲

帝國主義的關係兩相對照有其相似的情況。 

然而當日本更廣泛投入大東亞殖民計劃之時，她展現了獨特的、異於歐洲帝

國的亞洲帝國主義風格。這種轉變出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殖民者利用傳統與當

地的事物和主題，然後把他們和現代結合以展現明顯的國家主體。菊池（Kikuchi  

1998, 2000, 2002）在她對於亞洲手工藝的研究中，主張日本的現代化以及她的殖

民地轉變成所謂的「東方的東方風格」（Oriental Orientalism）——也就是說以地

方詞語表現為東方的現代特徵，用來區別日本帝國和其歐洲競爭者。這和 Ranger

（1983）「進步的傳統主義」的觀念有異曲同工之處，這樣的觀念用來說明透過

現代化的計畫改進傳統或是當地的資源。這種東方帝國的象徵和「西方」

（Occident）是相反的（Ivy 1995, Vlastos 1998），現代化進展是一種方法也是一

種最終的目標。 

 

現代化可以描寫成幫助日本以及其殖民地發現一個真實的生活。只有藉著支

持這樣的論點能夠使當地色彩、南方國家的風景畫、民間手工藝運動的方言詞

語、以及日本政府的進步運動中獲得合法的支持。這裡，地方外表被視為奇觀，

一個視覺方面的政治秩序。 

以地方呈現國家的邏輯也在臺灣美術展的文獻中尋得蛛絲馬跡。推動帝國主

義的成就以及當地的特色常常會被當作是推動官方美術展覽館的主要原因（台灣

總督府文教局 2001; Ishiguro 1995, 2001）。當中日雙方的衝突逐漸白熱化，以及

日本加強在亞洲其他地區的帝國主義活動，行政官員要求臺灣人民宣誓他們對日

本帝國的效忠。臺灣官方美術展覽館是社會教育的一部份，台灣總督府希望用此

證明他成功創造了一個效忠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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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美術展毫無疑問地提供島上居民一個和諧的情感，並且同時積極推

動帝國主義運動。用另一個方式了解日本的歷史，談論日本美術，巧妙的

融入日常生活是提升帝國主義運動真正的方式。所以，臺灣美術展不僅對

於藝術家是一個生涯的機會，也包含了更深遠的意涵。（2001: 562） 

因為官方的喜好影響臺灣藝術家創作的決定（王秀雄 1991），強調關於地方色彩

重要性的陳述，建立地方認同並放入日本國家認同的指導目標。一些日本藝術家

同意這樣的觀點。鹽月（Shiotsuki 2001）用「啟蒙」這樣一個字眼來描述天然亞

熱帶的生活方式與優雅精緻日本文化的交會。立石（Tateishi 2001）用「豐富日

本美術的架構」來描述臺灣現代藝術的發展。創造一個新的藝術形式來取代他們

所認為的幼稚傳統成為第一代臺灣藝術家的目標（Yan 1998b, xxiii）。10最後，描

寫新的題材來代表新生現代的臺灣成為臺灣藝術界重要的工作。拋棄承繼過去

（中國）舊的/卑微的事物，歡迎現在母國（日本）引進新的/優越的事物成為這

種論述的一部份。 

在臺灣風景畫中，一個殖民現代化的重要特徵是發現並且表現真實的當地生

活。當然，這樣現實的暗示意味著冒險、征服、統治、遊歷、所有權和成就的宣

告。現代的題材緩衝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明確的衝突，描繪當地居民的不同方式

說明了日本旅遊畫家、藝術老師們以及臺灣畫家的文化關懷的差異：視覺藝術真

實生活的描繪展現出藝術家對於他們主題的熱衷。在描繪臺灣環境的概念鬆散下

合併成一般的目的—也就是描繪現代臺灣的真實。根據陳春德（2001, 343），「新

的美術精神和表現是寫實主義…。所謂真實性通常結合物體的外貌。在繪畫方面

的真實性實際上是根據生活中的真實以及物品的形狀。」大自然在新觀念上成為

藝術家的老師。例如，第一代的臺灣藝術家李梅樹（2001）覺得印象主義的精神

是根據觀察，為的是用藝術的創作將現實表現出來。 

以熱帶風景和南方鄉村的廟宇、熱帶植物、鄉村房舍和農夫生活的風景來表

現台灣地景的真實性，但是同時有許多的變遷代表著殖民統治的現代化。電線

杆、橋樑和鐵路漸漸成為風景畫中的常見元素。藝術家們嘗試著同時表現真實的

地方故事和進步。他們的畫作反映著選擇、反省、期待以及對現在和將來全盤的

                                                 
10

 石川和其他日本畫家來欣賞廟宇以及其他傳統建築的美麗，但是黃土水卻對傳統廟宇的花紅
柳綠的粗俗感表達遺憾。他看不起那些他發現的臺灣民間偶像，而且認為臺灣最大的廟宇（中
臺灣的北港朝天宮）幼稚。在1922年他寫到「當我想到這些廟宇是最能代表臺灣象徵時，我不
禁覺得可恥地冷汗直流，不僅是我感到內心受傷，也想要大叫來反抗這種天真的藝術環境。」
另外一個例子是臺灣藝術協會批評地方戲曲。許多小說家寫關於臺灣自卑情結的故事，在一些
故事裡，主角表達無法成為純日本人的遺憾。 



 

 13 

認同。 

在進入視覺表徵的分析之前，筆者簡短的討論現代臺灣美術的出現背景，作

為之後分析的基礎。有八個主要的要素直接引入促使臺灣現代美術的提升，在當

中以風景畫為最主要的構成要素：教育和文化啟蒙的建立、藝術學校的教育體

系、日本藝術教師的教導、官方美術展覽館的成立（日本帝國美術展和臺灣美術

展）、到國外深造藝術的影響、藝術編組運動、藝術贊助和藝術評論。連同基礎

建設的成長、觀光產業、政治組織再造、土地社會重建的研究與再調整，風景畫

創作的環境透過新的技巧產生一種新的藝術形式（觀察的科學方法、小說技巧的

描寫以及新的藝術媒材）。這種發展開始於 1910 年代，在 1930 年代達到最高峰，

並在 1940 年代式微。 

 

二、描繪的再現與形式 

做為社會機制的一部分，視覺再現反映著當時社會的建構，它走出自己的風

格。做為視覺表徵的新形式，臺灣的風景畫扮演著反省和創造兩種角色。本文將

以四種類型檢視臺灣的風景畫：民間、生活、現代和自然。這些分類在殖民臺灣

的社會變遷中反映了主題和社會文化的意義。 

 

（一）民間景象:城牆、廟宇和房屋 

發現臺灣風景之美開始於外國人的眼光（一個西方意義的風景）。對於第一

批造訪此島的日本人而言，好奇和獨特性形就了戲劇性的遭遇。在一幅石川寅治

的油畫作品中，日本軍隊從象徵傳統中國建築的台北城門通過進入台北（圖8）。

在這幅畫作中，白色的旗幟上寫著「好公民」的中日文字樣，用來強調政治環境

的變遷。臺北城門也代表著政治變遷的歷史殘餘（邱函妮2000）。這樣的意象象

徵著特定文化的意涵，包括了新的主權。其他透過視覺意像的政治表現的例子也

在臺灣展覽會的宣傳海報上以及各式各樣的明信片上可以找得到（林品章2002）。 

對於日本人而言，透過傳統建築很容易掌握文化和自然所表示的符徵。對於

大多數的傳統建築來說，屋頂是有顯著的特徵。傳統中國廟宇不斷重複的屋頂和

民間房屋彎曲的線條以及強烈的色彩能夠創造出生動的景象。發現廟宇的外貌以

及其他傳統的建築物如何表現臺灣的文化： 

臺灣廟宇的屋頂由粗線條的兩個直立部份所組成，就好像朝著天空飛去。

這和臺灣風景畫表現的線條一致。以彩色碎片瓷器、陶器和馬賽克玻璃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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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廟宇屋頂的設計，在自然的南方色彩下吸引人們的目光…。 

 

這種情況應用到婦女的衣服上。對於任何一個國家而言，女士的衣服代表

該國家裝飾的概念。臺灣女人的髮型也被描繪成和廟宇的屋頂類似…。這

些都是受到臺灣大自然的影響。（Ishikawa 2001a, 34） 

在《山紫水明》中，石川畫了許多傳統的臺灣建築——一個和他在同時代的日本

人和臺灣學生的重要主題。其中的一個意像「台南廟宇」幾乎是被他的學生陳庚

金一筆一劃臨摹下來，這位學生以相類似的觀點在觀看，並在第一次台灣美術展

中展出。這種利用中國建築物來表現臺灣是大部分第一代臺灣藝術家常見的創作

題材。 

 

（二）生活的景象：地方居民和街景 

廟宇是臺灣人心靈崇拜的生活中心，也是談生意、買賣日常必需品和消息分

享的地方（傅朝卿1990）。因為他們提供臺灣人生活豐富訊息，藝術家很容易從

這些地方掌握臺灣的「地方色彩」。在廟宇的庭院待上幾個小時或是一天，藝術

家就可以細微得觀察到服裝、建築物、產品、儀式以及日常活動。在重要的節慶

中畫家能夠紀錄下一大群群眾活躍的生動圖像。 

這種對街道和廟宇庭院景色的描繪解放了臺灣藝術家對於空間的概念，並且

擴展至公共領域。藝術家開始畫市中心街景並且反映日常事件。在殖民四十週年

紀念展中，黃奕濱的《南方展示館》（1935）擷取熙攘的街角一景。在葉火城的

《豐原一景》（1927）中，街道活動、街景、當地民眾是主要的焦點，甚至活動

僅僅佔了畫布中的一小部份。當地的文化和信仰很容易透過像這樣的視覺表徵呈

現出來。其次，街道成為人們新的公共領域，觀看以及被觀看的空間。 

社會奇觀（spectacle of society）的生動圖片從凝視的改變產生。人們成為畫

家眼中的主角，即使他們只是在後台。藍蔭鼎的《後院》和《後院洗衣》呈現了

無所不在的藝術家觀點介入生活。生活的開啟是臺灣風景畫中其中一個新主題，

畫家開始進入家庭生活的個人內在部份。臺灣人的私人和公眾的生活已經轉變成

為觀眾眼前的舞台表演。 

新的觀點造成兩個主要日籍藝術教師和其學生間的差異。在筆者看來，日籍

畫家喜歡田園和原始的風格，他們的學生則熱衷於呈現更多的地方和真實的臺灣

人生活。石川（1928）認為台北橋是臺灣風景不調和的景象，但是他的兩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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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植棋和李石樵畫過這種特別的現代化象徵。學生們的選擇是基於科學觀察的程

序以及他們學過的描繪技巧，加上現代化刺激下的新社會價值、空間和時間的創

新以及現代化生活的觀念（呂紹理1998；邱函妮2000）。透過公共展覽，日本人

和臺灣人逐漸地分享這種新的公共視覺經驗，這樣的視覺經驗最後正當化了這種

新的美學秩序。 

 

（三）現代景象:電線杆、交通和旅遊地標 

在清朝統治下，臺灣是第一個有電力公司的中國省份；在殖民時期，電力產

生的推動成為島上工業化和發展過程的一部份。1905年之後，日本人在台北建立

了水力發電的電力公司。1918年，政府大量利用中臺灣日月潭的水力，並且合併

所有私人和公共的電力設施成為一家臺灣電力公司，是當時亞洲最大的日月潭的

計畫（林鐘雄1995）。電力成為島上現代化的代表性象徵，例如1935年電力公司

的成果展現在臺灣政府四十週年展當中是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第一代臺灣藝術家為現代化設施所著迷，而且大量地納入畫作中，陳澄波可

以說是第一人，他不僅採用公共建設作為主要的題材，也利用它們作為重要的創

作元素。一張1926年入選日本帝展的《嘉義街外》包含了現代和傳統的景色。畫

作有一條興建中的道路以及一排整齊的電線杆，表現了臺灣從未開化、原始以及

無秩序到現代、有組織以及開化的轉變的概念。一年後在第二幅同樣標題的畫作

中，陳澄波的焦點完全放在發展後的部份——街道上滿佈電線杆的景象，以及尖

銳的透視法為主要構圖的基調。這種視覺表現的風格暗示著現代化（亦即題材與

手法的現代化）成為視覺的主題。最重要地，他透過藝術創作記錄了這些轉變，

也確認了這些新改變的樂觀面。在1927年另一件入選日本帝展的作品《夏日街

景》，一根電線杆不協調地置於中間把畫面等分成兩部分，加上其他垂直的柱子

和金屬廣播塔，這樣一個當地街景完全體現了畫家眼中現代生活的情節。總之，

他將現代意象融入畫作成為風景作品中浪漫的、充滿詩意的元素。電線杆題材的

吸引力在日本藝術家小澤秋成1932年的「電線杆展覽」中具體的表現出來。類似

這種現代化的設施在臺灣風景畫中成為不可少的視覺符號。 

電線杆在其他畫家中是常見的視覺要素，描寫了殖民時期的街景。他們宣告

了現代生活的到來，一個當地傳統和現代的混合體。陳澄波對電線杆的視覺描繪

在強調它的筆直和垂直的特性。在其他的例子中電線杆被柔化以便於配合畫作中

柔軟平順的曲線。也就是說他們透過繪畫語言的轉化增加畫作詩意的特性。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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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派風格中常見的手法。因此，現代設施不和諧的部份能夠和傳統平和的共

存，就如同藍蔭鼎的《黎明》。 

道路是另一種表現現代風景美的象徵。在藍蔭鼎的《台北三線道》（1927），

他畫城市中最著名的交叉路口，一個被稱為「東方的小巴黎」的新城鎮（邱函妮

2000）。當初築路時需要移除清朝時期建造的城牆，所以它成為在日本統治時期

從傳統轉到現代的最佳例子。藍蔭鼎將道路表現為一個充滿人類活動的活潑開放

空間，例如傳統結婚遊行、街販的攤位、腳踏車、汽車、三輪車、行人。畫作看

起來好像有意地安排新的交通系統而不是為了人們的需要而設置，簡言之，畫作

的重點是新式東西的清楚景象之描寫。 

交通系統如鐵路車站、港口、橋樑和廣場是人潮來往的樞紐。對於生在十九

世紀後半的臺灣人而言，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進步象徵，特別是1908年完成的基

隆到高雄鐵路。這條鐵路連接了島上主要的南北港口，兩個港口成為到1920年代

結束前的密集發展計畫。其他的畫家聚焦在橋樑，作為是經濟和社會改變的例

子，例如陳植棋的《台北大橋》和《基隆車站》（1928），李石樵的《台北橋》（1927），

陳澄波的《基隆河》（1933），廖繼春的《有椰子樹的風景》（1931），Xü Jinlin的

《港口風景》（1934），倪蔣懷的《基隆車站》（1930），洪瑞麟的《後火車站》（1930），

李澤藩的《新竹車站廣場》（1937）。 

另外一種在殖民時期許多臺灣畫作中的象徵是公共建築。七十公尺高的政府

辦公大樓，它建造於1918年，是台北第一座摩天樓。對於臺灣人而言，不論從任

何角度來看它都是引人注目的景觀，但是它的政治性象徵更使得建築物成為主要

的城市地標，喚起了權力的藝術意象以及現代性優雅。令人意外地，只有少部份

畫家記錄這棟建築物，包括石川欽一郎和陳植棋。原因可能是它的內在缺乏當地

色彩或者是可以被認定是地方鄉土的本國特色。 

並非所有的畫家都聚焦在現代事物，許多人喜歡更傳統的圖像，或是融合現

代和傳統的主題。由《臺灣日日新報》讀者在1927年發起的臺灣八景選拔活動成

為藝術家、旅行家和明信片出版商的基本主題清單。對於畫家而言，顯然最受歡

迎的風景是淡水，一個現在被認為是台北郊區的一個小漁港，在民意調查中排第

八（1927年7月29日《臺灣日日新報》）。川島理一郎描寫到它在殖民時期對於藝

術家的風景魅力： 

位在河流口的淡水，它是福建人從大陸來的港口。它短暫的被西班牙人統

治，現在完全是荒廢的街道，街上佈滿大圓石，中國風格的房子顯得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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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這裡不遠的小山上有一些西班牙人建造的半西方的房屋…。從小山上往

淡水河另外一邊眺望，觀音山令人心曠神怡。（Kawashima 2001, 80） 

房屋、山丘、廢棄物、西方建築物、觀音山、洋槐、榕樹構成讓第一代臺灣藝術

家和日本畫家無法抗拒的視覺享受。因為小鎮風景和情感的意義，丸山晚霞認為

在歷史的風格上淡水比台南更可取（2001）。藍蔭鼎把淡水描繪成一個充滿鄉愁

的老地方（2001）。而陳澄波每年都會造訪該地，記錄他所謂的「古老味道」

（2001）。 

受到老師的鼓舞，加上被選為官方的臺灣美術展的吸引力，第一代臺灣畫家

和他們同時代的日本人不斷積極尋找傳統和現代的場景（邱婷琳1997）。臺灣風

景和風景畫的表現喜歡尋找當地地標的「本土色彩」：促進了生活品質和藝術精

神。他們很明顯地與現代旅遊的觀念結合，下面的記錄可為佐症： 

1. 《臺灣日日新報》發起讀者選拔八景和十二勝，於1927年8月公佈。 

2. 第一個臺灣美術展在1927年10月舉行。在展覽舉行之前，《臺灣日報》刊

出了畫家們為此展覽準備的特別專刊（邱婷琳與林惠美1998）。 

3. 1931年臺灣總督府的郵政部長請鹽月桃甫設計了一系列描述島上著名景

點的郵戳，3月和6月刊登於《臺灣時報》。 

4. 臺灣總督府鐵路部在1921、1923、1924、1927、1930、1932、1940和1942

年出版了《臺灣鐵路旅行案內》。這些指引和許多旅遊目錄包含了著名的

臺灣景點的照片給日本人、臺灣人和外國旅客參考。像是《福爾摩沙導覽》

（勝山1997）的攝影集確認了這些受歡迎的旅遊景點的地位。 

5. 許多1930年代出版的地圖呈現了旅遊景點、自然資源的地理位置以及迅

速成長的道路系統（莊永明1996）。 

第3點中，鹽月的郵戳設計所使用的圖案，說明了這些風景是集體合作的呈現，

以及回應新社會的需求和期待的視覺表徵。在符號意涵上，意義可能是政治的、

傳統的、自然的、經濟上的、現代的、歷史的、娛樂的、熱帶的、地理的、國家

主義的、宗教的以及風景的。 

 

郵票上描繪的地方 使用元素及喻義 地點11
 畫同地點的畫家 附記 

                                                 
11

 以下的地點是根據1926年7月日據時代最後一次行政劃分。五個行政轄區 (台北、新竹、台中、
台南、高雄) 和三個廳 (台東、花蓮港和澎湖)。所以他們不完全是和現在臺灣有相同的地理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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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 

 

戎克船：傳統的 

觀音山：風景的 

紅毛城：歷史的 

台北（北

臺灣） 

川島、石川、丸

山、藍蔭鼎、陳澄

波、陳植棋、倪蔣

懷、洪水塗 

臺灣八

景之一 

台北 臺灣神社：國家主

義的和宗教的 

台北（北

臺灣） 

東洋畫的畫家 臺灣八

景外的

聖地 

 

台中 台中公園：娛樂

的、現代性 

台中（中

臺灣） 

廖繼春  

台南 赤崁樓：歷史的 台南（南

臺灣） 

廖繼春、郭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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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 熱蘭遮城：歷史的 

荷蘭人：歷史的 

椰子樹：熱帶的 

 

 

台南（南

臺灣） 

  

阿里山 

 

神木和雲海：自然

的、傳統的、經濟

的 

台南（南

台灣） 

陳澄波 臺灣八

景之一 

高雄 

 

港口、燈塔、起重

機、輪船：交通、

工業、商業 

高雄（南

臺灣） 

廖繼春、小澤  

鵝鑾鼻 

 

燈塔：現代性和工

業 

山、海、魚：地理

的、自然的 

高雄（南

臺灣） 

鹽月桃甫 臺灣八

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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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紀念碑：政治的 台中（中

臺灣） 

陳澄波 

 

十二名

勝之一 

 

（四）自然景象：原始、農村和市郊 

石川的風景畫理論和創作包含了冒險和旅遊的混合風格。在他的實際創作和

論述中存在著矛盾之處，即使他不斷地強調臺灣風景的生動活潑，但是他很少在

他的畫作中有這方面的表現。相反的，他把大自然的題材轉變為柔和的光線與和

諧的表現，好像透過他的眼睛和畫筆來過濾風景（顏娟英2000）。當他冒險進入

山中，對原始自然的分析轉換成他自己的語言。 

整個島上超過3030公尺的高山有130座。登山對於殖民時期的日本人而言成

為最受歡迎的休閒嗜好之一。這包含了不同的目的：學術調查、冒險、紀錄和收

集大自然資源、地圖製作、休閒和工業規劃、藝術創作以及最重要的征服佔領。

冒險的精神成為一個國家力量的指標（Numai 1997）。在這個時期山是標準的題

材。當畫家畫玉山或是雪山，他們不僅描繪山的自然美，也傳達雄偉的景色和所

有權。這兩座山分別在1897和1923被日本君王和皇子重新命名為新高山（3995

公尺）和次高山（3884公尺）。 

石川從山底下的溪谷和平原描寫農業生活，和他親眼所見的新興都市生活形

成對比。他的詮釋包括強烈的懷舊之情以及回歸到自然簡單的悠閒生活。在他其

中一篇文章中，石川（2001b）描寫如何受到一個場景的感動：一位老農夫在冬

天貧瘠的農地上趕鴨。這樣的察覺來自理智的投射。對於其他藝術家而言，這樣

的鄉村景色令人回憶起米勒的作品（Shiotsuki 1997g，Feng 2001）。 

其他藝術家在都市的公園發現自然的靈感，很容易和代表現代性的物品並

列。作為城市風景的重要部分，他們同時表現文化價值和自然意義融入城市空間

中。城市的公園述說臺灣社會如何開化和進步，而且證明了日本成功的都市計

劃。這些是一些日本可以提供給臺灣的最現代改革，日本直到十九世紀中的明治



 

 21 

維新才出現都市計劃。他的公共內涵和接下來的新社會氣氛一致（Cai Hounan 

1991）。城市公園的表現包括了人類活動、雕塑、旅遊地點和著名的花園、傳統

展示館、池塘和噴泉、私人花園、博物館和學校。所有這些公共空間代表社會的

轉變。 

或許最具代表的三位第一代臺灣風景畫家是陳澄波、陳植棋和廖繼春。在這

份名單中我加入了一位住在臺灣的日本畫家楢原。這些藝術家在1926、1927和

1928年的日本官方展覽中展示他們的作品。他們的努力反映了四個表現臺灣的意

涵。陳澄波的《嘉義街外》和《夏日街景》是現代觀念如何進入風景並且成為美

的重要元素的例子。陳植棋的《台灣風景》運用了傳統的臺灣建築物以及喚起注

意的標題作為基本代表要素。廖繼春的《有植物的花園》代表地方表徵的熱帶特

色。楢原運用淡水這個著名的旅遊景點在他的《南國》。在1927年第一屆臺展舉

行的那一年，這些意象加上和當地色彩相關的傳統元素形成了臺灣風景畫主要的

成分。 

 

肆、結論 

臺灣風景的表現可能包含了一個或是更多的議題和意涵。「臺灣的羅馬」的

主題，在命名和定義從歐洲中心觀點而來的傳統臺灣景色方面描繪了一個獨特的

觀點。這樣複雜的合併揭示了一個在這個歷史時期盛行的價值系統，特別是在日

本帝國主義的背景方面。我所提出關於「臺灣的羅馬」三個主要觀點是： 

1. 在殖民地臺灣中想像羅馬反映了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遙遠歐洲中心主

義的結合。日本文化帝國主義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反射。羅馬可能是想像出

來的，但是它無法被殖民地開拓者所取代。 

2. 因為歐洲、日本和臺灣不平衡的關係，歐洲中心論的架構需要接受挑戰。

有三種提議挑戰這個論點的邏輯。在這樣關係中臺灣作為第三者（他者）

的困境使得「臺灣的羅馬」的論點有其內在的問題性。 

3. 在羅馬和臺灣（特別指台南）的意象和表現有著等級的關係。一方面羅馬

這樣一個觀念是空虛的而且無庸置疑的，另一方面臺灣的地位薄弱而且不在

臺灣人的控制中。儘管是不合理的，歐洲中心觀點在某些方面仍然被認為是

個不證自明之理。 

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不僅僅是模仿歐洲的形式，日本帝國最後的目標在於尋找一

個獨立的文化形式。這樣一個想法可以在臺灣風景畫中發現其表現。筆者試圖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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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一個架構來檢視這種以臺灣現代生活為主的風景畫的內容。日本人試圖透過現

代化的努力和文化政治，將臺灣人和他們過去文化連結分離，這是一種殖民情況

的反射。這種朝向現代的目的是為了發現和展現日本和其殖民地的真實生活，以

及當地的色彩和特色。「東方的東方風格」憧憬和西洋風格以及歐洲文化帝國主

義有很大的差別。臺灣人的真實生活和他們的環境透過一些象徵被描繪出來，例

如廟宇、熱帶植物、椰子樹、香蕉樹、傳統建築物（民間房屋、廟宇和城牆）、

農夫生活和自然景色。漸漸地，包括電線杆、橋樑、鐵路等象徵也涵蓋其中。風

景畫試圖述說當地的真實生活，但是在日本統治下逐漸暗示著革新的改變。有關

這些第一代臺灣藝術家作品的概念我也用四種分類來描述：傳統建築代表臺灣文

化遺產；街景代表生活場景中公共領域的出現，意味著人們的生活隨著社會景象

而改變；電線杆、交通和旅遊地標代表現代建設的到來，很快成為支配臺灣風景

畫的符號系統；羣山、田園景色和公園代表懷舊之情以及重新定義都市空間。 

臺灣風景畫的表現回應了一個複雜的社會文化架構，並且揭露了殖民臺灣視

覺藝術的美學架構，這與社會的變遷有著密不可分的影響。視覺的表現混合了殖

民的現代性要素和美學，成為整個殖民時期視覺的意識形態。總之，本文描述日

據時期的臺灣如何以視覺藝術被呈現，透過文化地理的重新命名，當地被比喻為

一個文明的觀光景色。這個風景畫表現的分析顯示再現臺灣與社會的變遷緊密相

連。錯置（dislocation）和殖民社會的景觀成為臺灣風景畫的主要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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