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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學者Hayden White的解說：「影視史
學」是透過「視覺影像」和「電影話語」來傳
達歷史以及我們對歷史的見解。

•台灣學者周梁楷則認為凡是任何圖像符號，
不論靜態或是動態的，都屬於這個範圍。他指
出「影視史學」可分為有兩方面：一、以靜態
的或動態的圖像、符號，傳達人們對於過去事
實的認知，...；二、探討分析影視歷史文本的
思維方式或知識理論。



所以歷史影像
往往比文字更
能讓後人理解
歷史。例如，
與其我以何等
的生花妙筆來
描述一百年前
「台灣文化協
會」的「活動
寫真班」林秋
梧們如何放映
電影啟迪大眾
，不如請讀者
看一張當年他
們放映電影的
場景相片，要
深刻而貼切。





引自：
https://commons.m.wikimedia.org/wiki/File:Polynesian
_Migration.svg?fbclid=IwAR3zCxlbX00t5IYMIyspqVwek
nVXpoLfZaWQerX0h_DATyyvlbV0S19oFQk

有許多學者認為台灣是
南島語族的原鄉，大約
在五、六千年前以台灣
為起始點，經七個階段
的遷徙，遍佈到今天的
南島語族範圍。最後階
段在600多年前擴散到紐
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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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的毛利人曾來台灣
尋根，與我們原住民族朋
友互動，有似曾相識的親
切感。

2018年8月紐西蘭北島
Ngati Manu部落來台訪問
與原民會主委夷將拔路兒
（台灣阿美族 ）合影。
率團來的傳統領袖
Arapeta Hamilton（前排
左1）感性地說，一到台
灣，從山巔看到日出，他
就哭了，「為我們共同的
祖先感動落淚」，這裡有
美麗的人們、美麗的島嶼
。（圖片來源：中央社）



19世紀的西拉雅人

男人 女人



六十七，滿州人
，1744（乾隆9

）年，來台御史
。採風問俗，回
去後命畫工畫成
《台海采風圖》
《番社采風圖》
。



這幅畫的標題叫「揉採」，其說明的文字如下：
「諸邑麻豆、霄壠、目加溜灣等社熟番至七八月
揉採名曰採摘。」







平埔族牛車 1871 Edward Greey  根據照片製作的銅版畫







萬金庄平埔族馬卡道人和他們2的家屋（1877年頃）

大目降（在今台南新化）的平埔族西拉雅人和他們的住屋



著名的一張19世紀
的平埔族母親與小孩
相片。
台灣南部許多平埔族
母親都習慣這樣斜揹
小孩在前側。這種背
法，也方便母親為小
孩餵奶。直到1960年
代，台灣人這種背法
仍很流行。



17世紀初荷蘭在遠東的船隻模型



大員港市鳥瞰圖（原圖收藏於荷蘭米德爾堡烏斯博物館）



《台灣歷史畫
帖》（小早川篤
四郎，1939）中
的熱蘭遮城（今
安平古堡）。城
堡前海上有荷蘭
的船隻，插著荷
蘭國旗。



今天的安平古堡的熱蘭遮城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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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仔契」之一



西班牙人在今天基隆和平島建造的聖薩爾瓦多城（圖片源自：小早川篤四郎《台灣歷史畫帖》）



和平島的聖薩爾瓦多城復原模型。圖片來源：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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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這是荷蘭人像鄭成功投降圖，但另有一說是，荷蘭派使Thomas van Iperen和Leonardus率使節團晉見鄭成功求和
，願意賠款逐年納貢，希望鄭成功退兵，但鄭成功拒絕。（圖篇來源：荷蘭末代長官揆一所著《被遺誤的福爾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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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雍正元年）台灣府疆域圖

1863〈皇朝中外壹統輿圖〉中的台灣



清代台灣民間海上客貨運的重要工具---戎克船



土牛溝在地圖
上，常常以紅
線標示，故又
稱土牛紅線。



杜
賣
契

埔地換牛

本契的承受人為立契人的女婿，

證明漢「番」通婚的事實。1740



杜賣契

1773乾隆38年

賣主為房裡社「番」
，買主是漢人。

出賣的標的埔園與買
主的田地相鄰，為鄰
近承買的例子。



道光元年(1820)

給墾契字

雙寮西勢社番
祖遺荒埔出墾
予漢人，約定
納大租谷六斗
…



1825年（道光5年）
鳳山縣令禁止衙役於
訴訟案件中乘機勒索
的告示。
可見司法黃牛非今日才有
！

示禁碑



是1848年（道光28年）立在
府城（台南）大南門的守城
兵役勒索示禁碑。針對守城
兵丁勒索情勢而發布禁令。
其中原文說（標點新加）：
「農商負販，車牛往來，不
許兵役勒索，特示！」
這種示禁碑不只立於大南門
，其他城門有都立有相同的
碑。



清領時期雖然有所謂「清初移民三禁」，但後來
曾數度解禁，又有不斷的偷渡者，因此閩粵移民陸
續移入台灣。

閩粵移民陸續入台，帶進了各地原
鄉供奉的神明，如漳州移民帶來開漳
聖王；安溪移民帶來清水祖師；泉州
同安移民帶來保生大帝，其他如保儀
尊王、廣澤尊王、靈安尊王、三山國
王...各被其原鄉移民請入台灣祭拜。
還有媽祖、關公、王爺、中壇元帥、
太子爺、玄天上帝、城隍爺、西王母
、註生娘娘、七娘媽、西秦王爺、土
地公...，不一而足。
這些「族繁不及備載」的神明，正

是閩粵移民不斷進入台灣的史證。如
果沒有清領時期的閩粵移民入台，僅
憑平埔族自己漢化，不可能漢化出上
百種神明的信仰。



• 從中國移入的三大陋習

清代閩南移民入台，中華文化跨海而
來，有好有壞，其中一些中國傳統
惡習、陋習，也帶入台灣，包括:女
人纏足、吸食鴉片，以及綁辮子（
日本領台後稱之為台灣三大陋習）
。





滿清入關統治中國，要求男子薙髮結辮。領台後也實施這項政策，台灣男子無論漢 「番」，也都綁起了「豬尾
巴」的髮型。



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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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基隆一共經歷了四次築港工
程，成為台灣第一大港，是進出台灣
的首要門戶。對外航線逐年增加，由
原先對日航線拓展至中國、東南亞，
貿易量也隨之成長。左上圖停基隆靠
碼頭的是往返於台、日之間的「東京
丸」客貨輪。





明治製糖會社





位於苗栗三義龍騰村的魚藤坪溪橋於1907完工，
1935年中部大地震毀損，成為今天的史蹟「龍騰斷橋」（右圖）。







日本治台的第40年，1935年，一

位中國的知識份子江亢虎（中國社
會黨領袖）來台參觀，留下極好的
印象，回國後曾出版《台游追紀》
一書。
在中國曾經創辦女學的江亢虎，特
地安排參觀台灣的女子學校。在參
觀過台北的高等女子學校後，他讚
賞說：
「台灣女子比日本女子身長略高，
而體重較低，胸圍發育，亦以日本
女子為優勝。余親見諸女生體操，
四肢接甚發達，胸部臀部隆起，幾
可與歐美女子抗衡，視中國內地閨
秀，大不同矣！此非徒尚美觀，實
民族強弱人種興亡一大問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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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台灣各市
街庄都蓋有神社，
做為皇民化的洗腦
的精神堡壘。













1946 年 9 月 20 日上海《僑
聲報》

1946 年 8 月 2 日南京《民國
日報》。



原載《新新》月報第三號（1946年3月1日）

原載《新新》月報第二號（1946年2月1日）



1947年3月上海一家週刊《時與文》刊出的一幅漫畫

















1912—1945的中華民國



1949以後掛名「中華民國」的範圍



•1912年開國時的中華民國﹐其範圍是所謂的「秋
海棠」﹐並沒有包括台灣﹔但1949以後掛名叫做
「中華民國」的﹐其統治範圍卻只有台灣﹐而沒
有「秋海棠」。國號雖然相同﹐但其範圍剛好顛
倒過來。

同樣的國號，不同的範圍



（鄧秀璧攝影）



1958 年 11 月 14 日總統蔣介石在離中國一百浬的台灣北部海面上，登上美國第七艦隊航空母艦「中途號」訪問
，陳誠副總統偕軍方將領、國安會副秘書長蔣經國等政府要員陪同。此時正是「八二三炮戰」爆發的 11 週之後
。



1960 年 6 月
18 日美國總
統艾森豪來
台訪問（當
時都說「來
華」訪問）
。與蔣介石
總統合影。







1950年代的台灣各地的
街頭，經常可以看到這
類蔣介石總統的畫像。



1950年代參加國慶典禮的中學
女生，穿著軍訓服，手持蔣介
石照片。（羅超群攝影）













1984台北市中學生參加雙十國慶晚會，合唱「四海都有中國人」。（照片來源：國史館）



台北市高中學生宣讀誓詞，加入青年反共救國團。 (鄧秀璧攝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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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火燒島」的綠島是政治犯集中營──「新生訓導總隊」所在地。 1954.4 .25／火燒島的政治犯









蔣經國出殯時，士東國小學生
在後排老師的監視下，跪在蔣
經國棺木經過的路旁，當孝男
孝女。十足的封建奴化教育！

民主國家看不到
的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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