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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2003年加藤厚子所著《総動員体制と映画》一書，是一部完整討論二戰期間日本電

影產業發展的論著。序言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書探討日本影業因應戰時規制與國民需求

的過程，進而從中解析「映画國策」的統制內容。 

書中雖以「映画國策」作為貫穿產業發展與國民動員的主軸，但未完全以政策控管

的單方視角，來審視總動員體制下電影產業的發展。其中，民眾的觀感和產業反應的討

論，凸顯出電影產業經營是商業行為，並非是單一政策所能掌控。 

本書的另一項特點，是將「映画國策」施行界域的論述，拓展至中國戰場、殖民地

與南洋佔領地，不似過往強調帝國本土發展的論著，對跨域宣傳網絡與資產經營布置過

程也進行解析。 

尤其 1941 年太平洋戰爭後，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下，為統合東南亞新佔領地及滿

州國與台灣殖民地等電影產業，所策劃影業南進的「南方映画工作」，加藤厚子以接近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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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三分之一的篇幅，敘述這影業南進計畫中錯綜複雜的任務分工，可說是現今學界中少

有的論述面向。 

二、 作者簡介 

本書作者加藤厚子，係御茶水女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科博士，曾任教於映画専門大

學院大學和學習院女子大學等。綜觀其學術著作，著重於電影政策影響日本民眾國家認

同的因由，例如〈映画法案策定過程における統制構想の明文化──「初の文化立法」

の条文作成過程〉、〈映画による「国民」の創生〉與〈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映画統制─

映画法制定をめぐって─〉等文。另外，社會風潮對於日本電影產業發展的影響性，她

也有多篇論文發表，例如〈戦後日本映画産業の展開過程〉、〈映画における「地域」の

発現─1910～40年代を中心に─〉與〈東宝映画株式会社設立過程とその特徴〉等。 

齊藤佑介曾在〈作品考察の前提作業 加藤厚子著『総動員体制と映画』（新曜社

2003）〉一文的評論中，提到加藤厚子歷年是非常一貫的進行「映画統制」的研究，將戰

爭局勢對於日本電影發展的變化，進行全面性的討論（齊藤佑介，2004）。 

三、 研究回顧 

關於二戰期間日本電影產業發展的論著，日本學界多以產業與民眾觀影行為為視

角，而涵納大東亞影業總動員體制的著述較為稀少。例如佐藤忠男的《日本映画史》，是

將戰爭時期播映的電影分門別類，再細述每類電影的特點。在日本境外的論述，則重視

滿州映画公司的建置，而對中國、台灣、朝鮮與東南亞各地影業發展的論述則相對較少

（佐藤忠男，2006）。 

同樣的，《日本映画史 110 年》對於二戰時期日本電影產業的論述篇幅也少，在全

本 12篇章中，只有第四章「戰時狀態下的日本電影」與第五章「殖民地和佔領區的電影

製作」兩章節論及，篇幅也只占全書 36頁。其中第四章中敘述各導演影片的特色，終而

歸納為此時日本戰爭電影的特色；第五章以電影作為文化統治工具的前提，簡述日本在

殖民地、中國地區與東南亞的影業宣傳方式（四方田犬彦，2014）。 

櫻本富雄《大東亞戰爭と日本映畫：立見の戰中映畫論》評論 1930年「映画國策」

訂定至二戰結束 15年期間日本電影的發展。本書著重電影在戰爭責任與政治派系間的



評介加藤厚子《総動員体制と映画》 131 

 

角力拉鋸，引用電影評論家、從業人員、社會評論家與研究學者的論點，參考雜誌、期

刊中的評論及個人筆記文書，建構其內容（櫻本富雄，1993）。 

山田英吉所著《映画国策の前進》，原出版於 1940年，是討論電影政策的專著。書

中先討論英、美、俄、義、德等國的電影保護與獎勵措施，再者分列共產與資本主義國

家電影法規的優劣。其後半部則集中探討日本電影法令制定的淵源；另外，因戰爭而訂

立的「映画國策」，在帝國議會制定過程中的討論與其目標，有詳盡的記述（山田英吉，

2003）。 

田中純一郎著述的《日本映画発達史 III 戦後映画の解放》，可說是以編年體方式論

寫日本電影史中最詳實的著作之一。在五冊的集刊套書中，第三冊先論戰時體制下電影

產業的變動，再論電影資源的轉換統合，最後分析對殖民佔領地影業拓展的影響。尤其

第十章對台灣等殖民地的電影統治方針，更進行分節敘述（田中純一郎，1986）。 

佐藤忠男的《炮声中的电影──中日电影前史》針對日本在中國戰場推行的「大陸

映画計畫」，以主要推行者與參與人作為書中論述的主軸，例如對川喜多長政、筈見恒夫、

甘粕正彥、李香蘭與張善琨的記述，進而窺看日本戰時的國家電影策略（佐藤忠男著、

岳远坤譯，2016）。同樣的，山口猛的《幻のキネマ滿映：甘粕正彥と活動屋群像》以個

人傳記的論寫，描述滿州映画理事長甘粕正彥的滿映片場管理。特別是「映画國策」規

劃「滿映」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地區電影配置中心後，奠定了甘粕正彥在國策與商業操作

的決策模式（山口猛，2006）。 

《帝国の銀幕：十五年戦争と日本映画》一書徵引當年報章、雜誌的刊載，將影視

政策與產業爭議進行了議論。作者強調 1931至 1945年間，日本在二戰期間電影支配的

真面目。本書不只闡述「映画國策」的演化，且以更多篇幅記述當時電影從業人員在遵

奉國家政策轉向時的反應與行為。雖然綜觀整書的敘述，是以時間與政策頒佈的節點為

章節，但漸次穿插導演、片廠人員訪談紀錄與影片內容，呈現了 1931年「滿州事件」發

生前和平主義的電影潮流，在日後卻成為歌頌日本軍國主義的影劇主流，其間創作者的

心情感受，是作者寫述此書的目的（ハーイ, ピーターB.，1995）。 

四、 內文介紹 

《総動員体制と映画》此書談論日本電影國策與國民總動員間的關係，變化了社會

娛樂觀念的認知，甚而改變電影產業構造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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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首先敘述「映画國策」各階段電影統制策略的連續性，再言產業的因應與布置，

最後討論各地影業總動員的成果。三部章節的安排：第一部，講述「映画國策」的由來

與制定。第二部記述「映画國策」的實施與國民動員的方式。第三部探討「映画國策」

在本土與支配地（中國、殖民地、東南亞）推動的成果。 

第一部「朝向統整的電影管制構想──映画國策制定」分為兩章敘述，第一章主要

敘述「映画國策」統整電影管制構想的出現。「滿州事件」的發生，首次讓日本軍方考量

電影應為戰事宣傳，而後因 128上海事件與對中國新佔領地的經營考量，警保局首先執

行日本全國電影檢查制度。1932年日本眾議院確立「映画國策」的電影指導方針，從消

極的視為商業活動轉成積極輔導「質的向上」的電影管制方式，再論及松竹、東寶、日

活與大都等四大電影公司抗爭與經營改組的歷程。第二章則記述電影法規制定的過程，

包含法條內容、審議間的爭議、電影產量規定與影片內容的限制。 

第二部「電影國策確立與戰時國民動員的實施」含括第三與第四章，以「映画國策」

確立後，影業在戰時體制下實施的狀態為論述的起點。第三章講述在電影統制機構整編

過程中主管機關「情報局」的設立，造成日本電影公司製作傾向的改變，而影響消費市

場的意向。第四章分析「國策映画」從製作到生產過程中官方指導和執行的窒礙處。最

後，分析整備統合過的新設電影宣傳機構──大日本表演協會、國民電影普及會、日本

移動映画寫真連盟，彼此間的分工性能。 

第三部「映画國策中國民動員的界線」的第五章與第六章，將電影國民動員的界線，

從日本本土拓展至「大東亞映画圈」的範圍，解析電影配置的工作。首先討論中國「大

陸電影工作」的展開，分述滿州映画、華北電影與中華電影公司的建置；之後論及日本

支配地（台灣、朝鮮殖民地與南洋佔領地等）的電影產業經營概況，最後以「南方映画

工作」的內容包括「映画國策」中海內外市場整體的配銷策略為終結。第七章則以「大

日本映画協會」的改組為題，敘述 1943年後隨著日本戰事的落敗，「映画國策」的推展

乃漸為停滯。至此，「映画國策」從國民總動員到戰末國民慰安功能的轉化，終述日本電

影臨戰總動員體制的改造與崩解過程。 

《総動員体制と映画》以國民總動員與產業統制作為觀察「映画國策」的成效，但

也凸顯法規整備要求產業依附配銷後產生的衝突與矛盾。綜觀全書的特點有：1、戰時國

家規制的思考；2、產業內衝突至統合的歷程；3、民眾觀覽的票房反制。透過「樹立期：

形成與確立」、「展開期：實施與展開」、「崩壞期：擴大與整理」三個階段來嚴加審視，

以提升電影內涵「質的向上」為名，進而達成「積極統制」的「映画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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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樹立期」，強調「滿州事件」後影片被認為具有宣傳效果，繼而制定「映画國

策」，於是電影管理逐漸從消極朝向「積極」統制。目標在中日戰爭後「映画總動員體制」

的施行，以配合警保局策劃的「質的向上」電影製作，希冀有助於國民教化的效果。 

二、「展開期」是「映画臨戰體制」的開展，從製作、表演到配給的完成，讓日本

國內的電影市場進入先解散再構築的時期。「映画臨戰體制」在電影產業的製作、配給和

表演上，給予階段的管制。第一期是以製作「質的向上」影片為競爭的目標。第二期則

期許電影公司收益有盈餘，且能將電影公司影片內容性質有所限定，以符合國策品質提

昇的要求。最後形成電影法管制電影作品的生產型態，且進行巡迴上映的集體式觀賞。

將電影的配給形成生產、供給和消費一條鏈，達到「國民娛樂」和電影國民動員的結合。 

三、「崩壞期」呈現國策電影的教條化、娛樂性不足，其原因在於電影檢查制度，

以致妨礙消費市場機制；再者電影總動員壟斷式的擴張，造成市場經營面臨衰退極限。

另外，日軍針對支配地中（大東亞共榮圈）的住民，同樣實施國民總動員政策，進行電

影配給與宣傳團體的建構，但因各地文化差異，合作性薄弱，動員效果價值不高。至戰

爭末期，帝國本土資源統整缺漏不足，造成從製作到營運機能的不彰。支配地方面，空

襲導致輸送困難，且在資產破壞的情況下，終導致電影統制的「映画國策」崩壞。 

五、 綜合討論 

此書多元史料的徵引，有別於現今研究中單一史料的運用，除專門學術論著外，有

《キネマ旬報》、《映画旬報》、《日本映画》、《映画評論》與《帝國教育》等報章雜誌；

及「眾議院議事概要」、「映画法」、「現代史資料」、「電影作品觀賞（劇本腳本）」、「映画

ニ関スル法律案要綱」等公文書、法規與影視劇本等的引用。此外，亦有館林三喜郎、

內山芳美、山中貞雄、不破祐俊、田中三郎、植村泰二、登川直樹、長谷川一夫、榎本

健一等官員、導演、電影公司幹部與社長等相關人士之回憶錄與會議紀錄之爬梳引用。 

綜觀本書，內文主述還是以論寫「映画國策」的制定與執行為主，而對產業、消費

者和政策間的衝突與妥協，其篇幅與敘述還是較為簡略。 

本書雖徵引訪談、自傳與會議紀錄，但引用各方史料的觀點紛雜。流水帳式的資料

節錄，並未清楚表述作者自身的論點。除此之外，書中論證過程前後觀點不一外，游移

的內文敘述主軸，產生與章節標題未契合的狀況。例如書中頁 227後歸結台灣影業的工

作特徵，認為台灣消費市場狹小，沒有產製能力，所以只能成為殖民母國配銷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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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在頁前，論及台灣在電影總動員體制的有利基礎下，總督府「共榮會」在中國華南

的電影宣傳、戲院經營，是活絡的產業發展。更提到與滿州映画協會合拍《サヨンの鐘》

等一系列南進電影，是成功的皇民化宣傳樣板。1其他，如在導言中，作者提及不會以官

方為「加害者」的角度，來審視戰爭期間日本電影的發展；所以將「映画國策」指導影

片題材製作，視為戰爭與奉頌皇國的作為，而認同為電影品質「健全與質的向上」的方

法。2 

在第一部中，將電影產業納入軍需工業，進行經濟統制，其裁撤、整合日本民間私

人電影公司，歸結為「積極化」的管理作為，卻未深刻討論官方思想控制與電影檢查的

用意。3 

此外，則過於強調「映画總動員體制」失敗主因，是電影終須考量票房的宿命，因

國民對低俗喧鬧影片的觀影需求，致使曲高和寡的國策電影積弱不振。4直至書末最後一

章才比較廣泛討論到電影檢查制度妨礙生產效率；影片取材教條，導致內容生硬與欠缺

娛樂性；動員強制觀影，剝奪民眾消費的自由意志；製作公司聯合經營的齟齬，導致製

作成本提高。加上戰時禁運與配給短缺等因素的缺失，也是造成「映画國策」功敗垂成

的原因。5 

但如本文前面所述，《総動員体制と映画》相較於其他探討「映画國策」的論著，

                                                      
1 例如頁 223，以《海上的豪族》與《沙鴦之鐘》兩部影片為例，認為台灣總督府與日本電影公司拍攝國策

電影，叫好又叫座的評價下，台灣電影是有其生產能力與位置。 
2 以頁 67 的記載為例，作者列取文部省社會教育官不破祐俊與內務省警保局事務官館林三喜男的說法，認

為電影事業營利本位的態度，產生低俗的娛樂作品。而映画國策「質的向上」的良心作品才是符合國家利益

的。 
3 根據頁 9、10的敘述，傳統將官方認為是加害者，電影公司與從業人員是被害者，兩極對立的電影研究視

角，加藤厚子認為是值得再檢討。另外也論述到，電影在戰時統制的積極性，產業的宣傳功能發揮，是也值

得再研究。以此論證邏輯推演，書中從第一、二部章節，主意敘述政策與產業衝突磨合，而後配合的過程。 
4 書中將「映画總動員體制」的失敗，歸因於民眾水準未臻，導致票房的失敗，在頁 79、80、129、130、131

等皆有提及。例如頁 130、131引「大東亜戦下の国民娛楽」一文，分析失敗主因，是民眾喜愛譁眾喧鬧的

影片，但「国民映画」強調提昇心靈陶養的規訓，是一種「觀客的訓練」，牽涉國民教養、趣味與環境的影

響，對於「映画總動員體制」而言，是一件高度執行困難的事。頁 151也提到，為提昇國策電影的觀影人數，

進行了票價折扣的團體觀影活動。 

5 例如頁 245，引用「大日本映画協會」的會議記錄中提到，電影生產交由官廳自體管制，且一元化的電影

行政，壓迫性的統制，是脅迫了映画会社的營運。頁 246更提到 1943年底映画配給啟動，電影排映受制，

營利就無法考量。在頁 256，紀錄 1944 年「決戰措施綱要」實施，官方呼籲藝能界能夠抑壓對商業娛樂的

考量，以影片配給的方式，確保國民電影在市場上的佔有率。頁 251，記錄警保處成為實施電影登錄制和映

前企画審查的負責單位，以確保映配影片的播映；但是官方的影片配置措施，仍不敵民眾對於武打、娛樂電

影的需求；頁 253-257的統計記錄，可見官方的国民映画《勝鬨音頭》、《不沈艦擊沈》不敵《浪取忠臣藏》、

《韋陀天街道》等娛樂影片的票房。在最終章最後一頁，總結「映画國策」與電影國民總動員，還是視「觀

眾嗜好」與「市場理論」為主要挫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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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的突破，在於將書中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綜論中國戰場、殖民地與新佔領地間的

電影總動員過程。尤其第三部「映画國策中國民動員的界線」，探討「大東亞映画圈」電

影配置的工作中關鍵的「南方映画工作」。 

「南方映画工作」的推動，是日本本土影業統合中國「大陸映画工作」與台灣總督

府的南進影業策略，共同支應日軍中南半島和南洋新佔領地的電影宣撫工作。加藤厚子

統整三方三地影業的支配流程，將日本戰時電影經營網絡，從本土到佔領地間的製作與

流通配給串為一條產業鏈，進而解析其生產、供給和消費的互補支應過程。6  

而本書對於台灣電影研究最大的貢獻，是對台灣影業在「南方映画工作」中角色的

論述，也是個人認為此書中最值得探究的課題。書中對台灣電影產業在大東亞戰爭時的

工作描述，雖分散於各章節中，敘述篇幅並不多，但卻是學界少為探究的議題。 

書中第 223頁起開始提到台灣總督府設「台灣映画協會」拍攝《海上的豪族》與《サ

ヨンの鐘》等影片，內容為宣揚台灣的殖民政績，成為南進影業播放的指標象徵。更認

為《サヨンの鐘》是台灣總督府與「滿映」成功合作的一部形塑皇民化運動的電影。林

沛潔在《臺灣文學中的「滿洲」想像及再現（1931-1945）》一書中，也提到《サヨンの

鐘》是一部連結日本「內地」與殖民「外地」一體化的大東亞電影，凸顯出日本希冀透

過台灣統治的凝縮，來成就南洋新佔領地的願景，而台灣總督府是鞏固日本前進南洋的

基地（林沛潔，2015：158）。 

〈川平朝申の文化活動に関する一考察（1）─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映画との

関わりを中心に─〉一文，提出當時台灣電影製播的「二重性」功能：台灣影業除讓台

灣民眾了解南洋的風土民情外，也被賦予讓南洋民眾了解台灣殖民地統治成功的任務。

川平朝申認為日本在進行南洋發展時，台灣影業的新工作就是讓新佔領地民眾了解大東

亞共榮圈的意涵（齋木喜美子、世良利和，2015：34）。 

台灣總督府在「南方映画工作」中，意圖讓台灣成為「南進」影業發展的補給基地

（陳景峯，2011：6）。1938年「共榮會」的設立可作為例證，加藤厚子在頁 226論述道

「共榮會」的貢獻是讓台灣用電影結合宣傳工作，例如台灣共榮會映画班的巡映活動、

                                                      
6 在本書第 206-209、229-239 等頁皆有提到，1942 年後，日軍佔領中南半島、南太平洋等地區，為訴諸南

洋住民對於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解，希望透過電影的播映活動，穩定南洋佔領地的治安和民心向背。1942年 9

月陸海軍兩省、外務省與內閣情報局等單位，制定「南方映画工作處理要領」，此為「南方映画工作」的啟

始。為統整南方與日本電影市場的一元化，進行了三方三地電影營銷的支配流程。其中，日本本土的松竹、

東寶與日活三大影業公司、中國「滿州映画」、上海「中華電影」、北京「華北電影公司」設立，加上「台灣

映畫配給組合」，成為戰爭後期「大東亞映画圈」電影配置的主要供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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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講習所的授課與大德戲院、金聲戲院的經營等。 

《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ニ伴フ對南方施策狀況》一書對共榮會的記述： 

其中宣撫宣傳的工作，193908 派遣『共榮會映寫班』電影宣撫班至海南島。「共

榮會」視為總督府的外圍團體，由總督府及民間有力人士共同組成。主要業務為

社會教化，藉著宣傳、宣撫、電影、演劇等形式以介紹「南支南洋」事情。（臺

灣總督府外事部，1943：246） 

三澤真美惠《殖民地下的「銀幕」》一書也提到共榮會成立的過程，「為促進台灣、

華南及南洋文化之文化機構……一年的經費超過百萬圓，由台灣總督府負擔將近一半的

補助金，由總務長官擔負業務監督的責任。」7（三澤真美惠，2002：322；鍾淑敏，2008：

20） 

《總戰力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一書則記載共榮會南進據點的擴張：「負責

經營電影院、日本語學校，或是協助軍方的一切宣傳活動。此後共榮會也陸續在『南支』、

法印成立。可以說廈門的例子成了模範。」8（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2014：121）同

樣的《紀錄台灣》一書提到： 

現今『共榮會』的活動已擴張到廈門、廣東、汕頭、海南島、法屬中南半島（一

度也曾進入泰國）等地。『共榮會』一年的經費超過壹百萬元。台灣總督府支付

其中將近半數的補助金，並由總務長官負責監督其業務。（李道明、張昌彥，2000：

132） 

呂訴上〈臺灣戲劇的概況〉一文描述： 

所謂「共榮會」，為戰時日本假此美名提倡所謂「日支親善」為目的之文化事業

團體。「共榮會」本部置臺北，支部置佔據區……對外廣播為擾亂我國之對海外

廣播，並對僑外日人及各地僑民、華僑、南方土著民族作自己有利之宣傳廣播，

此即所謂對敵宣傳。（呂訴上，1958：82） 

                                                      
7 台灣第 17 任總督小林躋造延續先前台灣總督府的南洋政策，除設置臨時南支調查局，調查華南的政經及

文化事務外，並集結台灣的民間資金成立「共榮會」，推動台灣與華南、南洋間的文化經濟活動。也因此，

台灣影業的「南方映画工作」，有一部分是透過民間組織「共榮會」運作，而由台灣總督府背後操控。 
8 為了長期持續負責此宣導工作，總督府 1938年在廈門設立共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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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書第六章起開始描述華僑在南洋的廣大勢力，被視為南方映画宣傳的重

點。首先，為瓜分甚而除去美國電影在南洋的既存市場，1940年開始，「南洋映画協會」

在越南等華僑居住地播映華北片廠製播的電影。頁 207提到宣傳收到良好效果，也因此

將華語電影配給權讓渡南方局進行工作。頁 226加藤厚子也提到，例如台灣「共榮會」

在華南舉辦的文化講座，及經營日語講習所與電影巡演等事業，也都是親近華人社團的

經營方式。鍾淑敏在〈台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論文中

寫到「共榮會」中台籍工作人員，強調其華人血統的身份，攏絡結交當地的華人社團，

進行與華人僑社間的商業交易，從事宣輔活動的串聯與資產的併購（鍾淑敏，2004：

149）。綜上所述，「共榮會」以華人血緣聯繫，進行南洋影業布置一事，是十分值得探

討的問題。 

《日本映畫發達史Ш 戰後映画の解放》一書也描述「共榮會」在中國華南戲院的

經營狀況：「在廣東自行開設大德戲院、金聲戲院，另外也在廣東人入資合股下設立華成

戲院，以搶食當時中國東南與西南地區的影片播放權。」9（田中純一郎，1986：113-116；

三澤真美惠，2002：322）林暢在《湮沒的悲歡──中聯、華影電影初探》一書中，則統

計「共榮會」共經營 26家戲院，其中有二家是共榮會獨資直營。並記述「1940年 3月

又有幾家戲院與台灣總督府管轄下的『共榮會』簽訂發行合約，並陸續在南京、東京、

廣州設立分公司，在漢口建辦事處，在蚌埠、徐州以南的華中、華南淪陷區形成了初具

規模的發行網絡。」（林暢，2014：26） 

《映画と「大東亜共栄圈」》一書則言： 

新加坡並沒有獨立的影業製作能力，電影的進口事業是由華僑掌控，所以新加坡

可以說是擁有寬廣空間的影業殖民地。 

…… 

新加坡的電影產業，大多為華僑所掌控，但是一個獨立於其他區域的電影市場，

如果要實踐大東亞帝國事業的計畫，新加坡可以說是一個電影殖民的處女地。

（岩本憲，2004：175） 

《戦時統制下映画資料集（第二卷）》則提到「共榮會」在越南獨資戲院的經營和

針對華僑所提供的影片服務： 

                                                      
9 例如，共榮會設立了日語講習所，和進行獎學資金的補助，因此擴大了共榮會文化活動的影響力。另外根

據三澤真美惠的統計，共榮會經營的電影院計有：廈門鷺江戲院、光華戲院、鷺江分院、汕頭中煌戲院、大

徳戲院、廣東新華戲院、金聲戲院、廣東郊外佛山的昇平戲院等 8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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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西貢市（胡志明市）外堤岸區（ショロン）是越南胡志明市的一個地區名稱，

位於西貢河西岸，是越南規模最大的華人聚居地，有十八萬華僑居住，因此有中

國戲院的經營。此戲院除上映劇情片外，還有戰時紀錄片播放。當地電影的配音

與字幕，除了越南語外，也有增加廣東話與華文版本。（東京国立近代美術館フ

ィルムセンター監修，2014：179） 

《厦门华侨志》記載： 

越南北部海防、河內的台灣籍民成立絃台會，擁有 60 名會員，於 1942 年 9月舉

行創辦儀式。南部西貢、堤岸的「越坦會」於 1943 年 1月 14 日在越南「共榮會」

事務所內舉行創會式。並集資二萬資金作為東南亞各地的分佈用途。（轉引自林

滿紅，1999：16 ） 

根據《厦门华侨志》，「原由印尼華僑林存安在雅加達經營的戲院，因為在 1942年失火，

向『共榮會』借貸 9 萬元，進行戲院修繕。復業後但仍經營不善，最後以 50 萬元儲備券

的價格，轉讓由『共榮會』經營。」（厦门华侨志编委会，1991：208）。 

台灣在「南方映画工作」中的工作，日本映画史的研究中並未重視，相關文獻的記

載，都著眼於帝國殖民產業發展的角度，遑論有專著論述。加藤厚子在《総動員体制と

映画》中第三部起，就論述道「映画國策」的研究，應該要突破日本本土「點」的個別

研究，而多加考量台灣等殖民地、中國與南洋支配地域間線與面的網絡結構，進而檢討

其對大東亞映画圈的影響。 

本書對台灣影業的配銷記述，使人瞭解到台灣在「南方映画工作」中自體影業布置

的角色扮演與關係網絡。因此本人提出「台灣總督府『南方映画工作』的參與」、「『共榮

會』的設立」與「『共榮會』對於華僑的影業布置」等三個思考面向，希冀進一步理解台

灣在日本二戰時映画之海外輸出的工作角色。10
 

                                                      
10 例如駒込武、陳姃湲等多位學者也都提出日治台灣史的研究，應脫離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從屬研究視角，

反之，應進而審視殖民地對殖民母國的影響力（陳姃湲，2009：3-4；駒込武著、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

譯，2017：390、39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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