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PO Forum / 原住民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上）

cmchao / September 06, 2010 08:22AM

Re: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上）
柳本通彥是位認真的文史工作者
他在霧社一帶調查多年
沒幾個研究者像他這麼熟賽德克人的霧社事件
更遑論一般民眾
我是願意尊敬這一位願意面對歷史的日本人
我也在等他的紀錄內容發表.......

gustav / September 05, 2010 09:10AM

Re: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上）
等作者寫囉。

kf / September 05, 2010 03:44AM

Re: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上）
下篇呢？
請盡快貼出，從這報導走訪事件相關人士真的是最好的深度旅遊。
真是日本人的敬業精神，日本人各種紀錄片一直是獨步全球，真是良友已也！

日本人以及下一代還有繼續居住在霧社的？很想拜訪他們到底是何動機？真是不簡單！若是有些人，早移民到美國去
了！

mimizorro / September 02, 2010 03:34AM

Re: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上）
以自戀為基石的法西斯主義是永遠都是有市場得﹐ 只怕這個日本人走的不夠遠﹐魂有餘而魄不足。

gustav / August 31, 2010 09:49AM

Re: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上）
嗨！ 好久不見啊？ 詩婷最近好嗎？ 家裏好嗎？
上次聽說你在學校都當英文小老師，好棒喔！
希望有機會再來部落看你們！

詩婷 / August 28, 2010 08:16PM

Re: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上）
老師你好
啟明叔公帶我上這個網站看看
詩婷

gustav / August 26, 2010 09:43AM

Re: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上）
我出身於一個數代安居於南投山村的漢人家族，我的祖父與外公都曾受日軍徵召赴南洋充軍，從日治、到國民黨治到
民主化的過程中，我的長輩們被逼著從母語學到日語再學到北京話、從漢學自由浪漫、樸實的思想被驅趕向醫學、向
藥學，而這個村落也從農村走到資本化、工業化、商業化的現代，在這發展過程中，大環境在市井小民身上的影響，
以及個人半推半就地參與於趨勢潮流中的悲喜與無奈，有深深地感慨。

我的村莊在被通往杉林溪的大馬路劃開前後的今昔對比（同一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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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上）
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上）
柳本通彥
真實的邦查系列三一個日本人的真實記錄（上）文／柳本通彥（自由作家）１９８７年３月，我與家人搬遷到台灣來
居住。當時，對於台灣，以及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真是一無所知。更別說是之後與我結下深緣的所謂的台灣
原住民朋友們，那時對他們的了解僅止於旅遊書上的簡短介紹而已。和許多的日本人一樣，我與台灣原住民的交往也
是從霧社開始的。霧社這地方，對日本人而言，實在是一處不可過而不入的「聖地」。霧社之旅１９８８年春天，第
一次踏上霧社，實在讓我很難相信這樣悠閒的山村，竟是發生過雙方民族廝殺戰鬥的地方。儘管在他們的青春年少時
期，遭遇過痛失大半家人、朋友這樣的悲淒事件，但面對突然來訪的日本人，他們仍然投以溫和的眼光，返回台北的
我，在心中留下了不可思議的感慨。然後，於１９９０年初夏，我有了機會再次造訪霧社。我走訪了親身經歷霧社事
件的人們和遺族。此外，也遇到了戰後仍在霧社這塊特別土地上，辛苦過活下來的日本人家族。從此便展開了我的霧
社之旅。比起這個事件本身，我所執著、更想了解的一點是，此刻坐在我眼前的這些老人們，在克服自身民族存亡的
危機之後，是如何地度過往後的人生歲月。最初，我只是帶了錄音機去和他們談談話，但後來我開始改帶ＶＨＳ家庭
用錄影帶。當時並沒有特別打算要將這些錄下的東西做什麼用途。總之，只是急著非把它記錄下來不可。因為眼前我
所認識的這些長輩們，眼看著隨時光逐漸老去，霧社事件已經過了６０年，知道一些事件片段的人，也已年過７０了
。有一位事件遺族的老太太讓我看了一張相片後，可說是為我帶來了一個轉機。那是一張她的胞弟以日本兵身分出征
前所拍下的紀念照。霧社事件之後，參加起義的倖存者，集中於離霧社有十數公里左右一個叫做「川中島」的村落。
讓我吃驚的是，在這村落裡竟有多數年輕原住民自願出征太平洋戰爭。於是我立刻拜訪了以前在川中島當過的台灣人
日本兵。約有二十多名年輕人出征這場戰爭，其中奇蹟生還的不到半數，在我拜訪的當時，還幸活著的僅３位而已。
他們以自己曾是日本兵一事感到驕傲，自豪自己是以日本精神活過來的，並且還告訴我在南洋基地英勇奮戰的點滴。
對我來說，聽到這樣的事比霧社事件本身更具衝擊性。在我每次在日本各地演講時都將這收錄下來的錄影帶，讓前來
參加聽講的人觀看。多數人都與我同樣地感到吃驚。畫面的背景看似日本風景、一位慈祥的老伯以流暢的日語說著：
「我當時並沒打算要活著回來」、「陛下雖投降，但我們並沒有投降」等，這一幕，對日本人而言，實在是相當令人
震驚。像這樣的事實，若以文字來傳達實在有限。畢竟還是影像的影響力較大。呈現在螢幕上的彷彿是從ｔｉｍｅｃ
ａｐｓｕｒｅ逃脫出來的半世紀前皇軍士兵的英姿模樣。我想再也沒有比這一幕，更能明瞭地告訴我們日本統治台灣
殖民地所造成的傷痕。在那期間，有人問我何不將它做成紀錄片呢？那是朝日電視台衛星放送的一個叫做「Ｆｒｅｅ
Ｚｏｎｅ２０００」的節目。這節目是要發掘個人Ｖｉｄ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因高性能小型Ｈｉ８的開放，
使得採訪、攝影到編輯都可由一人完成，開拓了Ｖｉｄ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這樣的新領域。整整一個星期我都
關在電台大樓裡。費了千辛萬苦，終於編輯而成的「霧社高砂義勇兵魂魄未死」（全長計２０分。１９９４年４月）
，做得並不好，但這算是我在電視上播出的處女作品。接著同年８月，又製作了第２部「追蹤霧社事件２個慰靈塔」
（同ＦｒｅｅＺｏｎｅ２０００）。就這樣我再以二二八事件等為題材又製作了紀錄片，此外，還受東京ＭＸＴＶ之
託，又製作了十幾部有關台灣方面的新聞報導。在那期間，一些歷史見證者也陸續離開人世了。我曾拚命地追蹤他們
，但他們有的已先行過世了。解嚴以後，人們開始享受自由到他們壽終為止，僅給我不到１０年的時間。花蓮酒友雖
然嘴裡臭罵著日本，但心裡卻一直愛著日本的這些人們，以及至今仍誓言對天皇效忠、但卻仍然要求日本政府退還他
們在半世紀前的郵政儲金的人，這種所謂的「台灣人日本兵」如此令人不解的存在越吸引著我去了解。我與台灣人日
本兵陳情團一行共六十餘人，一同前往東京的事是在１９９５年３月下旬。雖有一部分女性遺族也同行其中，但理所
當然大半以上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先生們，就是這樣的一群老人們集合於中正機場。製作紀錄片也和連續劇一樣需要有
主角。首行必須先從找人選開始。從我人在機場等候室開始，不管是誰，我都主動找他們說話，目的是希望能掌握人
選。其中有３位在中正機場集合的時候就有點與眾不同，一上前確認，這三位便自稱是從花蓮來的阿美族族民，並各
自報上平山、松原、和中村這樣的日本名。和他們是到達東京以後才成為好朋友的。記得那是在一次前往某地的途中
，在車內、松原先不太好意思地問我：「日本哪裡有賣酒？」自那以後，待在東京的這段期間，每晚我們４人都聚在
一起喝日本酒。白天我們到了總理府、台灣代表部、靖國神社、陣亡者墓地，我也拿著攝影機拍下這３人。（未完待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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