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俄文史料與研究》：台灣曾可能成為俄羅斯的一部份？ 
 
2018 年九月我國外交部試辦俄羅斯國民來台十四天免簽，駐俄羅斯代表處也大

力宣傳，來台的俄國旅客逐步增加，台灣的氣候與地理條件對俄羅斯旅客來說極

為吸引人，但不論是我國到俄羅斯旅遊或俄羅斯旅客來台，在雙方的觀光產業中

都較「小眾」，台俄關係能因為免簽而有多少進展有待觀察。 
 
從小到大我們從課本上總是能看到「台灣的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的介紹，但俄羅

斯幾乎沒有在臺灣史留下半點痕跡，反而是因為身為大國而在中國史與世界史中

多了亮相的空間。《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俄文史料與研究》一書整理了俄羅斯

官方與民間對台研究的文獻，並出版了中譯版，本書不但讓俄語世界多了一個理

解台灣的管道，也讓台灣讀者可以用不同的觀點審視自身歷史。 

 

俄羅斯對台研究集中於日治時期，因當時日本與俄國在亞洲的擴張已經逼近對壘，

日俄戰爭便是日本北進對上俄國東進的結果，為了對日本有更多了解，其殖民地

之一的台灣也被列入了研究範疇，但每當俄羅斯面臨重大的內政及外交事件時，

對台輿論才會更蓬勃一些，例如斯托里賓改革與日本現代化改革及殖民地政策的

對照、甲午戰爭日本勝利對西方的震撼等等。然而在這之前，清朝與列強簽定的

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讓這個遙遠北國與台灣有了接觸，在這之前俄羅斯取得台灣的 

資訊多為二手或偶然取得的，開港通商後偶有俄羅斯軍隊停靠基隆港補充燃煤，

但多數帝國臣民並沒有把台灣列入旅遊行程中。 

 

有些具學術熱忱的學者進行了民族學相關的研究，更推論出台灣原住民的語言與

一些南島語系的族語相當相似，但這些年間，台灣對俄羅斯來說是就近觀察中日

衝突的地方，甚至抗日初期位於中國的俄中銀行總裁烏赫托姆斯基收到抗日領袖

林李成的來信，請求「俄方派兵並永久接收島民為俄羅斯帝國臣民。」雖然軍情

人員向中央傳遞了訊息但仍未果。當時臺灣向許多國家提出請求，但課本中卻多

只有提到對中國方面的請求，除了史料蒐集未完全之外，也顯現了歷史教育仍帶

有某部分的大中華色彩。除了學者外也有一些「背包客」來到台灣，並書寫了許

多遊記，其中有厭惡日本者，也有將日本治台政策作為俄國對偏遠島嶼，如：庫

頁島的治理參考。 

 

隨著沙俄覆滅，共黨政府的上任讓俄國對台研究也成為為馬克思理論服務的一環，

在俄國革命後，由於盟軍承認的是臨時政府，拒絕承認布爾什維克政權，因此停

止將台灣的資訊傳遞至俄國，使得這些年間多數資料都已散失。在蘇聯當政期間

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蘇聯學者對台研究多集中在農民革命及日本政府對

殖民地的壓迫等等，並思考是否有赤化台灣、推行共產主義的可能，此時的研究

論述多有些偏頗，因為當時的政治氛圍，不容許讚許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的建設，



民族主義運動也都被轉化為民族解放運動。日本對蘇聯來台的學者限制也不少，

多是在日本就學、工作過的人較可能被允許來到台灣，語言學暨民族學家涅夫斯

基就是一例，他與日本同事一同來台，從事鄒族的語言及神話傳說研究，對於原

住民的認識，他比多數在台漢人更深入。此外，著名的原住民抗日運動「霧社事

件」讓台灣受到世界的關注，但俄國的報社仍重述日本對殖民地的壓迫，台灣共

產黨也試圖利用這場抗爭吸引人們對自身政治活動的注意，但仍以失敗告終。二

戰後，蘇聯對台灣的研究幾乎停擺，莫斯科斷絕與蔣介石政權的關係，直到戈巴

契夫改革後台俄之間才有更多交流。 

 

在大學前的教育中，我們對於「外國對台灣的認識」可說是沒有什麼概念，除了

那一聲讚嘆的「美麗之島」外，剩下的就是中國人到台灣遊歷或考察的文獻，但

台灣身處於亞洲大陸向太平洋前進的中繼點，自古以來在政經上占極重要的地位，

不可能只有中國與日本對台灣有所研究，俄羅斯因與日本曾經數度交鋒，連帶與

台灣也有了更多一層的連結，透過他國對台灣的認識，有助於台灣人們對自身歷

史與價值的再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