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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打開日日新報，可以發現阿美族作為舞者表演給視察的長官看的報導，其中也包

含節慶表演以及 1935 年臺灣博覽會等需要展示的場合。P0F

1
P「善於勞働。富耕作上

之智識。2T阿美族 2T體格資質酷類日本民族。」P1F

2
P有阿美族勞動力高、體格強健、能

歌善舞的形象或許在日治時期就能找到一些端倪，再加上一些高度配合殖民政策

例子，P2F

3
P可以看出在日日新報中阿美族形象通常是個溫馴、有文化、願意主動改

革的東部平地原住民，和當時所謂的高山族形成對比。然而，縱然阿美族在殖民

者眼中被歸類在良民，但 1935 年推展地方自治選舉時，臺東廳 778 名有投票權

的人之中，只有 18 人是阿美族。P3F

4
P阿美族依然被排除在許多權利之外，這些被殖

民者營造的美好形象並沒有幫助阿美族獲得更進一步的平等地位，這些現象可以

見諸於其他日治時期的殖民政策之中，如教育、苦力等。阿美族於日治時期作為

「蕃人」P4F

5
P的異民族，被日本人類學家、殖民官員、警察等調查、論述與制定政

策，單純從史料上來看此時期的阿美族形象以及其族群在殖民體制下所能擁有的

地位皆須由日本人定義與論述。但另一方面，阿美族是如何與這個體制互動、殖

民政府與阿美族如何互向觀看與評論、阿美族是如何吸收轉化並嘗試改變等為本

文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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