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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昭和 10 年（1935），是日本殖民台灣的第四十年，日本人為展現四十年來在台灣實施的各

項建設成果以及宣揚日本天皇之德澤，於是配合治理台灣四十週年紀念活動，乃於同年的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28 日間舉辦一場國際性之「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 

  本研究以「文獻調查」及「田野調查」的方法，探討「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的

背景、規模、宣傳計畫及會場設施與各項視覺傳達設計相關之表現。由於研究的資料相當的龐

大，因此，研究的成果預計以三篇發表，本篇為第一篇，主要探討的內容為「臺灣博覽會」展

出的背景、規模與宣傳計畫（第二篇為展覽會場與設施，第三篇為視覺傳達設計）。研究結果

發現：（1）日本政府有意藉此博覽會的展出，讓國際各國知曉日本政府建設臺灣的各種進步情

形，同時藉此凝聚台灣民眾對日本政府的向心。（2）此博覽會展現日本帝國之壯大風範，以做

為其「南進政策」之跳板。（3）此博覽會的展出規模龐大，宣傳組織嚴密及計畫詳細，且應用

當時各項宣傳媒體甚為完備。 

 

關鍵詞：始政四十週年臺灣博覽會、視覺傳達設計 

 

一、前言 
 

  十八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以來，隨著工業生產，開啟了人們現代化生活發展的序幕，而「博

覽會」也在此期間扮演了重要角色。日本自明治維新時期起，處處師法西歐各國的經驗來發展

其工業化，其中日本也曾參加多次的世界「萬國博覽會」的展出，且將「博覽會」展出的觀念

與經驗引進日本國內，並陸續在日本國內有博覽會的展出，例如明治四年（1871）的京都博覽

會、明治 10 年（1877）日本內國勸業博覽會、大正 3 年（1914）東京大正博覽會等，使得日

本政府累積了無數的博覽會舉辦經驗，此一經驗也隨著日本「皇民化」的策略而導入台灣，進

而落實至台灣各地所舉辦的大大小小共進會、勸業會…當中，並以「始政四十週年紀念的台灣

博覽會」規模最大，日本學者寺下勍對於日本舉辦博覽會的目的，甚至明確的指出，「舉辦萬

國博覽會，可說是入伙世界一流國家的意思（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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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覽會」把各地區的工商產品集中於一個會場中展出，不僅提供產業間的交流，同時也

提供了各地區設計師們為追求人類更美好、更舒適、更便捷的生活而努力展出的舞台。此外，

「博覽會」更有對國外展現國家各項實力與塑造國家形象的意義，因此，其規劃設計也受到各

國主辦單位的重視。而透過造形、色彩所呈現之「博覽會」的各項設計表現，也往往反應了當

時設計的樣式與風格。因此，本研究對「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之探討，希望藉此呈

現出日治時期台灣之設計生態及設計表現之面貌。 

  本研究以「文獻調查法」及「田野調查」的方式進行。主要的參考文獻為日治時期日本人

所編撰之計畫書或當時新聞媒體的報導文獻及展出期間與前後對於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發

展、人口、生產…等相關的報導與統計資料。田野調查則主要蒐集與「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

博覽會」相關之視覺傳達設計實際資料，包括宣傳照片或圖片、明信片、酒標…等以作為研究

論述之參考。 

 

二、臺灣博覽會舉辦的目的 
 

  臺灣博覽會之基本架構，是以「台灣」為主要的展覽重心，對於此一博覽會所舉辦的目的，

從其展出宗旨所述及相關文獻中可以整理出以下幾點： 

(一)宣揚殖民經驗： 

  日本在領台之後，陸續將台灣的土地、林野、戶口、貨幣、度量衡、語言、文化…等統一

制度化以鞏固其殖民之基礎，再配合日本國內的各項政經策略，對台灣作全面性之開發與建

設。同時透過日本國營企業與私人企業的專賣制度，對台進行各項產業獨佔與壟斷的經營方

式，使得日本在台灣的企業欣欣向榮，進而帶動各項產業的發達與擴展。因此，台灣的殖民地

經驗對日本而言，確實是一項值得稱頌的成功表現，乃藉著臺灣博覽會加以大肆宣揚，以作為

其未來殖民南洋之「南進政策」的鮮活樣板。 

(二)國防意義： 

  日本於中日甲午戰爭勝利結束之時，關於割地問題，據說陸軍主張遼東半島，海軍則主張

「南進跳板」的台灣（註 2），可見當時的台灣已被定位為日本國土的延伸。昭和十年前後，日

本帝國主義高漲，此時，軍方大唱「南進國策論」，台灣在戰略地理位置上扼守著南海與太平

洋之險要之地。在整個南進策略中，台灣扮演著前進根據地的角色，也是日本所謂「南方生命

線」的策源地，所以藉由臺灣博覽會的舉辦，不僅能展現「日本帝國」壯盛之帝國風範，並透

過各項現代化武器（各式船艦、大砲…）與政經開發建設的展出，來達到恫嚇與宣揚國威的目

的。 

(三)經濟貿易交流： 

  博覽會之舉辦，除了能展現主辦國之各項建設成果外，另一個目的乃是蒐集來自國內外之

各項物產，提供一個交流、競賽的展示場所，藉以促進經濟貿易往來之發展。且配合台灣對內、

外各項交通（航空、海運、鐵路、島內公路…等的開通）與通訊網路（電話、電報、郵政…等

聯絡網的建立）的建構，使其更有助於台灣各項經濟貿易的流通，帶動台灣經濟貿易國際化之

腳步。 

(四)觀光資源開發： 

昭和 2 年（1927）台灣日日新報舉辦了「臺灣八景」票選，分別選出基隆旭岡、淡水、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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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山、日月潭、阿里山、壽山、鵝鑾鼻與太魯閣八景，後來為尊奉日人眼中的〝勝地〞—臺灣

神社、新高山（東南亞第一高峰—玉山），遂又加入此所謂的「二別格」。而為免遺珠之憾，於

是再添「十二勝」以共襄盛舉，分別為草山、烏來、大溪、角板山、五指山、次高山（雪山）、

八卦山、霧社、北港、虎頭埤、獅頭山與旗山（註 3）。而形成臺灣八景十二勝之稱謂。臺灣博

覽會藉著宣傳活動將台灣美麗的山水景色引介至各觀覽者眼中，以建立台灣成為國際的觀光

地，進而吸引更多的觀光外匯。 

     

三、臺灣博覽會之籌備與組織 
 

  臺灣博覽會的籌備與策劃，主要是以「台灣總督府」為主要行政中心。昭和 10 年 1 月 9

日全島官民合計共一百九十三人聚集於台灣總督府內正廳，由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

對於「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各項計畫案與博覽會展出規則提出報告，隨後正式成立

「臺灣博覽會」之組織，以推動臺灣博覽會展出之事務，並由台灣總督—中川健藏擔任本博覽

會之總裁，總務長官—平塚廣義擔任博覽會會長一職。會中並成立臺灣博覽會之第二組織—「臺

灣博覽會協贊會」，以輔助臺灣博覽會之各項業務之推動，而當日參加會議者均成為協贊會之

發起人，希望藉由各協贊會發起人在工商業界之影響力，以尋求更多對於「臺灣博覽會」的贊

助與協助，隨即展開協贊會之會務與相關會則的討論，並由各發起人推薦協贊會會長、副會長

之名單，再交由博覽會會長平塚廣義來裁定，名單於 1 月 14 日發佈，由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會

長—松木幹一郎擔任協贊會會長，台灣日日新報社長—河村澈、台北商工會代表—後宮信太郎

擔任協贊會副會長一職。1 月 9 日的會議中並有民間之商賈仕紳提出陳情，為響應「始政四十

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之舉辦，由大稻埕各商家所組成「南方館大稻埕助成會」之組織團體，

在當時台灣的經濟中心，也是台北市最為繁華的地段—〝大稻埕〞設置博覽會之分場，並無條

件提供博覽會展出之土地與各項展出之建設，以期共襄盛舉增添臺灣博覽會之光彩，同時傳達

民間團體對於日本帝國之擁戴與支持之意。以下就臺灣博覽會之各個組織權責加以說明： 

(一)臺灣博覽會： 

  本會是由官方所組成之會務團體，以「台灣總督府」為中心總策劃，並編列博覽會所需的

展出預算一百萬圓，來推動博覽會所需的各項支出。展出會場設計規劃、廣告宣傳、人員編列、

國內外展出廠商（產品）徵集、交通食宿安排…等工作的進行，均由此組織委派相關專業人士

來執行推動。並邀集來自日本、台灣各府縣、朝鮮、樺太（庫頁島南半部）、關東州、委任統

治地、滿州及南支、南洋等地之部會首長，來擔任臺灣博覽會〝名譽顧問〞一職，希望將國內

外所舉辦相關博覽會的經驗，提供給本次博覽會作參考，以期使本次「臺灣博覽會」達到盡善

盡美之境界。 

(二)臺灣博覽會協贊會： 

  本會是由地方機關與民間商賈仕紳所共同組成之團體，可以說是由官民合組的組織，組織

之目的是協助臺灣博覽會各項展覽活動之推動，主要負 責博覽會相關宣傳、廣告看板及其它

烘托博覽會氣勢的各種活動（例如飛機散發傳單、宣傳汽車…）、會場內外市街之裝飾…等，

並安排各項博覽會交通規劃、博覽會之導覽、各項餘興活動之舉辦、會場賣店的規劃處理與來

賓接待…等事項。因此，協贊會主要的職掌是規劃各項博覽會之交通、宣傳、餘興、接待…等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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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方大稻埕助成會： 

  大稻埕是在淡水開港後才興起的，它的成長，可以看作西力衝擊下，因對外貿易的發展，

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商業中心和較低層次的貿易制度，而成立之新的商業中心（註 4）。大稻埕與

台北府城、艋舺連結起來形成所謂〝台北三大市街〞，可說是對台灣內地、大陸貿易的樞紐，

台灣的茶、米…從此處輸出換取對外的貿易利潤，而外商的產業與新生活文化也透過大稻埕來

影響台灣，所以這裡可說是人文薈萃與充滿商機的重鎮。 

  博覽會的舉辦不僅能促使經濟、文化的交流，同時也充滿無限的商機，大稻埕內盡是充滿

生意頭腦的商賈，自然也不能放過這個展出的機會。此會由當時台北總商會代表郭廷俊與當時

的地方仕紳與商賈共十九人（辜顯榮、陳天來、許智貴、張清港、重田榮治、陳茂通、蘇穀保、

陳清波、郭烏隆、莊輝玉、張東華、楊接枝、蔣渭川、謝火爐、劉鼎基、高地龍、林等、鄭當

權）聯名向臺灣博覽會會長陳情，協贊會會長松木幹一郎與相關人士則居中努力的奔走鼓吹，

經由博覽會會長審慎評估後，認為大稻埕為一商業進出口岸，對於南洋各地之物產與貿易頻

繁，若將南方館（介紹南洋各地物產、風俗民情之展覽館）設於大稻埕內，更有助於日本在「南

進政策」的推動，終於同意於大稻埕內設置臺灣博覽會分場—南方館，由當時大稻埕內有力人

士組成「南方大稻埕助成會」，並請台北民間名士陳天來擔任助成會會長一職，以推動相關展

出之事務。 

 

四、臺灣博覽會之展出規模 
 

  臺灣博覽會有四個主要展覽中心—第一會場、第二會場、分場、草山分館，其中各有不同

的展出訴求與主題，以下就其展出主題與內容做一介紹（註 5）： 

(一)第一會場（圖 1）∕產業館（940 坪）、林業館（120 坪）、糖業館（240 坪）、礦山館（140

坪）、交通土木館（900 坪）、交通分館（260 坪）、興業館（290 坪）、府縣館（2000 坪、

共分為二館）、朝鮮館（170 坪）、滿州館（270 坪）、福岡館（150 坪）、日本製鐵館（190

坪）、三井館（110 坪）、大陸橋（160 坪）等共 14 個主要展場。其他尚包含日本歷史館、

國產發明館、家庭文化館、鐵道案內所、新竹州案內所、台東廳案內所與會場案內所等次

要之展覽館。 

(二)第二會場（圖 2）∕第一文化施設館（300 坪）、第二文化施設館（200 坪）、番屋（60 坪）、

國防館（330 坪）、專賣館（440 坪）、電氣館（130 坪）、台灣茶特設館（50 坪）、船舶館

（200 坪）、東京館（200 坪）、愛知館（220 坪）、大阪館（200 坪）、京都館（300 坪）、北

海道館（80 坪）、奈良館（40 坪）、映畫館（150 坪）、演藝館（330 坪）、音樂堂（90 坪）、

迎賓館（440 坪）、坪供坪國（坪坪館 1500 坪）等主要展場，其他尚包括海女實演館、水

族館、特產館、特許館、鐵道案內所、花蓮港案內所、台中案內所與會場案內所等次要之

展覽館之。 

(三)分場（圖 3）∕南方館（310 坪）、馬產館（100 坪）、暹邏館（30 坪）、菲律賓館（30 坪）、

演藝館（150 坪）、福建館（20 坪）等，其他尚包括福建省特產介紹所、馬場、奇物園、

東鄉館、軍用犬及軍用鴿舍等次要之展覽館。 

(四)草山分館（圖 4）∕觀光館（360 坪）。 

以上四個展出會場合計展出面積約達四萬餘坪，主要展覽館共約四十館，而展出產品高達 

















 

  臺灣博覽會邀請函則利用會長名義，密集式的寄發給國內外各機關團體領導人，誠摯的邀

請地方機關團體能前來參與、參觀與觀摩，並於各地方的雜誌、報紙刊登博覽會開展廣告及廣

播節目的製作播放，使台灣的風俗情事、觀光事業與臺灣博覽會展出訊息及各項展出內容能清

楚的傳達給各地方群眾。 

  在宣傳活動方面，除了博覽會會報將各項展覽會務做詳實的報導外，並舉辦各項宣傳活動

以烘托臺灣博覽會的展出氣勢，例如邀請日本一流的歌星前來台灣於宣傳歌曲發表會上演唱博

覽會宣傳歌曲，並將歌曲錄製成唱盤於各地放送，搭配各式的宣傳晚會、浴衣促銷晚會、汽車

宣傳遊行…等，使台灣籠罩於臺灣博覽會開展前夕蓄勢待發的歡騰心情，以期待臺灣博覽會的

到來。 

(三)博覽會展出期（昭和 10 年 10 月 10 日～11 月 28 日）： 

  此一時期的宣傳重點則在臺灣博覽會內各項活動的舉辦，大力促銷博覽會內精彩的展出內

容，並舉辦各式的政令宣導日與產品促銷日，搭配各式的抽獎、摸彩與特賣活動來吸引參觀人

潮，使臺灣博覽會展出期間每一天都有精彩的演出，以滿足絡繹不絕的參觀民眾。為能將臺灣

博覽會的展出實況完整的呈現在民眾眼前，展覽期間仍藉由各種大眾傳播媒體的力量來作宣

傳，例如廣播宣傳、新聞雜誌廣告刊登、海上博覽會會報、汽車廣告宣傳、航空宣傳、電影宣

傳…等等，可以說動員了陸、海、空之所有的宣傳媒體，此外，也藉著各式的宣傳活動如：宣

傳遊行、煙火大會、划龍船競賽、媽祖巡境、特賣日…等等為臺灣博覽會造勢，以吸引更多參

觀民眾的參與。 

(四)博覽會展後期（昭和 10 年 11 月 28 日～）： 

  熱鬧繽紛的臺灣博覽會各項展出活動結束之後，對於台灣各產業的發展也產生了直接的影

響，不僅是高達 2 千 7 百多萬的參觀人數（台北會場）帶來了實質經濟上的助益，同時，藉著

臺灣博覽會的廣告宣傳以及展覽活動，也因此帶動了台灣與東亞各國經貿的交流以及台灣觀光

事業的開展。在〔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協贊會誌〕中，對於臺灣博覽會所產生之影響，

曾提及：「臺灣博覽會之開展可說是日本治台 40 年來之一大契機，無論是對於提升台灣本島之

產業地位或人文振興的躍進，透過全島官民的齊心協力完成了這空前的大事業。適逢日本國內

經濟危機與日本帝國主義低迷之際，臺灣博覽會之舉辦不僅刺激了各項產業的復甦，振興日本

國內的事業發展，進而亦擴展了日本帝國主義之精神」（註 8）。 

   

九、結語 
 

  「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是台灣於日治時代由日人所舉辦之最大型之國際性博覽

會，從其籌劃、組織與展出規模、經費、傳媒運用…等，可看出日本人所動員之人力與財力均

相當的龐大，本文針對「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之展出背景、規模與宣傳做一整理與

探討，除了得以瞭解本次博覽會之展出背景與動機外，亦可以整理成以下幾點特色： 

(一)詳實細膩的展出策劃：臺灣博覽會運用完善且嚴密的組織及分工，執行詳實而細膩的展出

計畫，獲致博覽會展出活動空前的成果。 

(二)專職的宣傳組織：以臺灣博覽會總務部宣傳組、協贊會宣傳部來作宣傳事務的規劃與執

行，並能運用大眾傳播媒體來作為傳播媒介，使各項宣傳事務與活動能完整而詳盡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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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地制宜的宣傳計畫：臺灣博覽會的宣傳計畫甚為完備，且由於政治因素的考量其宣傳活

動也因地點之不同而採用不同的宣傳表現手法。 

(四)宣傳媒體多元化：臺灣博覽會大量的使用當時的各式宣傳工具，例如廣播、電影、飛機、

汽車…等，藉此掌握各階層的群眾，並達到臺灣博覽會多元宣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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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ou-Wa 10th year(1935) mark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of 
Taiwan. To demonstrate accomplishments on the island over the last forty years and to 
propagate the good of the Japanese emperor,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Ruling Expo in 
Taiwan is held between October 10 to November 28 for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uling 
activities. 
     In this research, a 'literature survey' and 'field study' has been used to explore the 
background, scale, publicity planning, pavilion, facility, and performance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of the Expo. Due to the huge data extrapolated in the research, the 
results will be presented in three sections.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first section with 
focus on the background, scale and publicity planning of the exposition. (The second section: 
Pavilion and Facility, the third sectio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1) the Japanese goverment intended to demonstrate the advancement that took 
place in Taiwan under her ruling, and to consolidate the loyalty of Taiwanese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 (2)  to display the strength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s a springboard of the 
'Southward Policy'; and, (3)the scale of the exposition was big; the publicity, organization 
and planning were detailed; and all media outlets available at that time were employed. 
 
Keyword: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Ruling Expo in Taiwa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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