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戰歷史的課外教學資源
主持／溫振華（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問：第二次大戰對臺灣的衝擊甚大，

但歷史教科書敘述甚少，如何透過周遭的

人地物，讓學生對臺灣的戰爭經歷有較深

刻的了解？

答：第二次大戰對臺灣的影響，可以

1941年11月30日日本攻擊美國的珍珠港事

件作為分界來說明。珍珠港事件前，日本

進攻戰場在中國，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

事件，臺灣人已漸有參與戰爭。珍珠港事

件後的太平洋戰爭，臺灣全面捲入戰爭的

漩渦中，社會全面戰爭動員，後期臺灣直

接成為同盟國美軍轟炸的對象。

臺灣人的戰爭經驗，可分島內與島

外的參與來說明。島內方面：主要是物質

的管制與鐵製品的搜刮、空襲之防空與疏

散。1937年盧溝橋事件後，因戰爭需要，

稻米轉趨不足，1939年對米穀開始管制，

民間透過各種方式私藏，或在山上挖洞存

放，或藏匿稻草堆中，或置於窗下洞隙

中。躲避空襲，則與美軍轟炸臺灣有關。

1942年中途島戰役後，日軍的優勢漸失。

接著美軍由新幾內亞向西北，欲光復菲律

賓。1944年10月16日美國以B29轟炸機49架

攻擊岡山、高雄、屏東、臺中飛機場，其

後空襲不斷，全臺陷入恐懼中。

為減少空襲損害，各地間的「疏開」

成為一些人重要的戰爭記憶。日籍教師塩

澤亮於1945年從臺北帶領臺北師範學校女

子部250餘學生到臺中雙冬疏散，過著自立

更生的戰時生活，返日後以文字圖象生動

的留下當時生活的樣貌。至於臺人在島外

的戰爭經驗，從軍事參與的身分觀察，主

要有軍夫、軍屬、志願兵、戰俘等；參戰

的區域有日本、中國大陸、中南半島、南

洋、婆羅洲、新幾內亞……。

在日本，以「少年工」身分較受注

意，《綠的海平線》記錄這些臺灣少年至

日本飛機廠的背景、工作的實情，以及戰

後彼此不同的境遇，此影音資料對於教學

極有助益。《拓南少年史─尋找失落的拓

南戰士》，為作者透過口訪探尋「工業戰

士」的祖父在南洋從事資源開發的身影，

顯現臺灣人在島外軍事參戰的另一面向。

戰爭結束後，海南島的臺灣兵境遇最

悲慘，自生自滅，更有臺灣人以戰犯被判

處死刑，最著者為日人木村宏一郎探究在

印度洋小島的臺北新店人安田宗治被處以

絞刑事件；最受人矚目的是阿美族史尼育

唔（漢名李光輝、日名中村輝夫）在戰爭

結束近三十年於印尼被人發現。

第二次大戰在臺灣留下許多戰爭相

關的建構遺存，最普遍的是防空壕。此

外，臺南安平第一公墓的「安平十二軍夫

墓」，埋葬的是第一批戰死的臺灣人，他

們參與了日本進攻上海的戰役。想要了解

第二次大戰臺人參戰悲慘的境遇，位於高

雄旗津的「戰爭與和平紀念館」可提供詳

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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