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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治時期台灣的收音機體操，是自殖民母國日本傳過來的。日本的收音機體操（ラ

ジオ体操）顧名思義，是配合收音機廣播的音樂節奏來做體操，自戰前1928年

開始成為收音機廣播的固定節目。台灣則稍晚自1930年4月起固定播放，一直到日本

統治結束。本文主要從近代化的裝置、國民化的裝置以及戰爭動員的裝置來考察日治

時期台灣收音機體操的發展過程。

收音機廣播本身是20年代最先進的媒體，收音機體操的音樂是用鋼琴演奏的西洋風

樂曲，收音機體操不論是硬體（收音機）或是軟體（聲音），都充分表現其近代風格，

清晨的收音機體操使身體配合近代的時間規律，符合都市生活作息。收音機體操於

1930年代出現在台灣，正好就是台灣的都會文化、大眾文化發展的時期。

1930年代前半，台灣也開始倣效日本內地於每年夏季舉行收音機體操大會，隨著電

波的傳送，社會大眾經歷一種共時性的體驗。從日常學校中的體操課、學校或州郡

運動會的集團體操，到每日的收音機體操廣播、全島性的收音機體操大會，再到帝國

規模的體操祭，透過收音機體操，總督府官僚所期待的共同感，才能由學校、州郡這

樣的小團體，擴大到台灣、然後到帝國，從而達到日本國民化的目標。

1930年代中期以後，在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旗幟下，收音機體操和各種新發明的體操在

整個帝國同步總動員，收音機體操是帝國確認忠誠的試紙，因此，我們一方面可以看

到帝國大大的宣揚「大東亞共榮圈」到處都在做收音機體操；另一方面，朝鮮、台灣這

些帝國周邊的殖民地，甚至比本國更進一步，藉由自創的集團體操，向本國表達忠誠。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radio 
gymnastic exercises from three devices: modernity, nationality and war 

mobilization. The radio gymnastic exercises at morning make people work on 
modern time rule, which is matched with urban lifestyle. During the 1930s, 
radio gymnastic exercises first appeared in Taiwan, which was exactly the 
developing time of Taiwanese urban and popular culture. After 1930s, the 
general assemblies of radio gymnastic exercises had been held every summer 
in Taiwan, and also received the broadcast form Japan, doing radio gymnastic 
exercises with the whole empire. With the transmission of radio wave, the 
masses had had the experience of simultaneous. The radio gymnastic exercises 
and other new gymnastic exercises after the middle of 1930s were synchronized 
with the whole empire, was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loyalty.

關鍵詞：收音機體操、近代化、國民化、戰爭動員、日治時期

Keywords: radio gymnastic exercises, modernization, nationalization, 
war mobilization, coloni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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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小學朝會或課間做的國民健康操，應該是許多戰後台灣成長世

代的共同記憶(sunjazzdaphne 2007/12/21)，隨著擴音機播放的音樂節

奏，配合指導者的號令聲運動身體，經過幾次改版，一直到現在，也

還存在於中小學校園中。這也是為什麼前不久某連鎖超市的電視廣告

「國民健康操篇」(fore vera211 2009/07/11)，可以引起不少迴響，正

是因為它喚起了某些台灣社會的共同記憶。隨著音樂、號令擺動手腳

運動的身體記憶，甚至還可以上推至上個世紀的30年代，老一輩的台

灣人應該很多人對日本統治時期的「收音機體操」還有印象，甚至有

老人家到現在也還在做日治時期學校裡教的收音機體操來保健養生。

（林進修 2008/09/07） 1 

日治時期的收音機體操，是自殖民母國日本傳過來的。日本的收

音機體操（ラジオ体操）顧名思義，是配合收音機廣播的音樂節奏來做
體操，自戰前1928年開始成為收音機廣播的固定節目，中文也翻譯成廣

播體操。
2
台灣則稍晚自1930年4月起固定播放，一直到日本統治結束。

戰後的國民健康操的起源與發展的詳細過程，並沒有相關研究，與戰

前收音機體操的關連性也還無法確認，但是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某

些關連性。戰後的國民健康操也好，日治時期的收音機體操也好，兩

者都是配合一定的音樂節奏以及指揮者的號令聲，活動身體的手腳、

關節等部位，同時，這兩種體操的設定都是很多人同時做，國民健康

操基本上是在各級學校推行，收音機體操雖然不限定在學校，但也是

以團體進行為主。此外，國民健康操以「健康」訴求為名，而收音機

體操如下所述，事實上也是建立在健康訴求上，而且兩者都是由國家

主導推動普及，表示這裡的健康並不只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國家的要

求，國民對國家的義務。從這些相似點，或許我們可以找到通貫戰前、

1 報導中所提及的林瑞祥醫師出生於1932年，日治時期就讀至中學校，戰後
進入台灣大學醫學院，為糖尿病治療權威。

2 戰前報紙漢文欄則稱為「電音體操」。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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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某些共通的身體印記。另一方面，中國、韓國、北朝鮮也都同

樣有類似的集體體操活動，如果把視野放大到整個東亞地區自19世紀

末以來國家形塑與身體形成的關係（參見黃金麟 2001），應該也是值

得思考的方向。不過，本文暫且不處理如此大的課題，而擬以日治時

期台灣的收音機體操為對象，探究其在台灣的發展過程及歷史意義。

關於日本收音機體操的發展，1978年收音機體操開播50周年時，

遞信省簡易保險局及日本放送協會與全國收音機體操聯盟合作出版了

50周年紀念集《新しい朝が来た　ラジオ体操五十年の歩み》（新的
早晨到來   收音機體操五十年的足跡），可以說是官方版的收音機體

操史。該書整理了50年來收音機體操發展的軌跡，使用了不少簡保局

及N H K內部的資料，後來大部分研究關於收音機體操的發展歷程，

大多是參考本書。（ラジオ体操五十周年記念史編集委員会 1979）作

為收音機體操重要的聲音史料，各時期收音機體操的音樂及號令，歷

來也有不少復刻盤，近年收羅齊全重新發行的《ラジオ体操の全：ラ
ジオ体操七十五年の歩み》（收音機體操全集：收音機體操七十五年
的足跡）收錄了戰前長期擔任收音機體操實演號令的江木理一、佐佐

野利彥的問候語及號令、戰前三套收音機體操的演奏及號令、戰前作

曲的收音機體操之歌、文部省唱歌等，還有戰後各個版本的收音機體

操配樂，除了C D之外，也整理了各版本體操的圖解及解說，是了解

收音機體操不可或缺的聲音史料。（松坂茂樹 2003）

除了基本的史料之外，關於日本的收音機體操有兩個很值得注

目的研究。一個是高橋秀實的《素晴らしきラジオ体操》（了不起的
收音機體操）。高橋並不是專業史家，該書也不是專門的學術論著，

不過，高橋除了調查史料之外，也走訪日本各處收音機體操會場，訪

問許多從戰前持續到現在的「收音機體操人」（指每日不間斷、熱衷

於做收音機體操的人）以及直接和收音機體操活動相關的人，企圖從

收音機體操考察日本社會某些共通的行動原理。他整理出收音機體操

的幾種特質：收音機體操的鋼琴伴奏1分鐘約70拍，與心跳速相近；

體操的各個動作，配合身體自然的動作（例如打哈欠伸展背部的動

作），透過一定的節奏，流暢的組合起來；收音機體操必須大家一起

做，基本上是被牽引著做，被收音機的音樂牽引、被周圍的人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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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個「共振」的世界。此外，收音機體操有現代感、不僵硬，因

此大家很愉快的做體操，很愉快的變成法西斯。（高橋秀實 2002）這

些敏銳的觀察，對於我們了解收音機體操的特質有很大的幫助。

高橋的作品大概只能說是一種「報導文學」，而黑田勇(1999)的

《ラジオ体操の誕生》（收音機體操的誕生）應該可以說是目前為止
日本收音機體操最具代表性的專著。黑田認為1920-1930年代收音機

體操的出現，與日本人身體及時間的近代化有密切關係，也與日本近

代的價值觀有關。近代日本在都市化的過程中，以做體操來追求健康

的身體，而收音機體操最能集體表現這種健康身體的成果。此外，收

音機體操一方面可以呼應傳統社會早起、勤勉的價值觀，另一方面，

也符合工業社會所需的守時、效率的要求，因此，可以普遍被社會所

接受。其後也有一些關於收音機體操的研究，不過，所論大多沒有超

過黑田勇的論述架構。
3
本文也是受到該書的啟發，重新考察殖民地

台灣收音機體操的意義。

關於日治時期台灣的收音機體操，如果從殖民政府留下的資料來

看，當時台灣有相當多的人做收音機體操，應該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殖

民政策的表現。但是對於這個重要議題，卻長期沒有什麼研究。呂紹

理在討論收音機廣播對台灣近代生活作息規律化的影響時，提及每日

清晨播放的收音機體操，他從參加收音機體操大會的人數不斷增加，

認為收音機體操具體展現了日治末期經由廣播節目達到動員的效果，

不過並沒有詳細的論證。（呂紹理  1998：170-171）到目前為止，只

有黃正安(2002)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台灣的廣播體操推展情形之研

究》是針對收音機體操的研究。黃正安將台灣的收音機體操分成三

期，第一期是1929年至1933年，第二期是1933年至1939年，第三期

是1940年至1945年，在每一個時期分別介紹當時的時代背景、廣播

事業的發展、收音機體操在社會以及學校的推展情形，前兩者比較

是背景性的介紹，後二者則是黃正安自己從報章雜誌仔細爬梳收音機

體操的相關報導，對各時期收音機體操的活動作了時序性的整理。其

3 例如山下大厚(2000)；中川彰太(2004)等。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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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一）收音機體操的推行是日本政府行軍國民教育的手段，

（二）收音機體操對於體育教育具有正面效果，（三）日治時期收音

機體操的推展開啟日後保健運動的先河。 

黃正安的論文最重要的意義是提出了這個殖民地時期重要的統治

政策、也是重要的集體記憶來源的議題，作為第一篇此議題的研究，

也確實整理了收音機體操大略的發展軌跡。不過，其所遺留的問題還

相當多，最大的問題是作者並沒有清楚地掌握要在什麼樣的問題脈絡

中來理解收音機體操，對於當時台灣史乃至日本史的相關背景掌握得

也不夠充分。該文結論所提出的保健、體育教育及軍國民教育，確實

與收音機體操有密切關係，不過，究竟收音機體操如何與當時的保健

觀念結合、如何促進體育活動，乃至如何被軍國主義動員，論文中並

沒有提出具體的連結。
4

從日本的相關研究，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收音機體操所象徵的近代

性；同時，作為團體活動，收音機體操的集團性格也很明顯，在戰爭

時期，這種集團性便被利用轉化為舉國一致的動員力量。本文擬在前

述日本及台灣的既有研究成果之上，將收音機體操視為一種機關裝置

(device)，考察其在殖民地台灣出現的過程，以及其在殖民統治的近代

化、國民化及戰爭動員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與日本本國相比，台灣方面留下的資料十分有限。台北放送局

的機關誌幾乎沒有保存下來，
5
主事官僚或指導者的發言留存於官方

文書或當時報刊雜誌的材料並不多，台灣社會方面（做收音機體操

的人）留下的資料更是有限。因此，本文不得不十分依賴報紙的報導

作為主要的史料。然而，報紙報導基本上是「事件性的」，也就是

4 雖然有許多不足之處，但無論如何，黃正安的論文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認
識，尤其，該文寫作於許多日治時期史料的資料庫檢索系統尚未開發的時
期，可以想見作者用功之勤。

5　台灣放送協會機關報為《ラヂオタイムス》（Radio時報），自1933年1月
開始發行，為月刊，每月5日發行，每期4-8頁，目前只留下第36號至66號
（缺38、64號），原件藏於日本大分大學經濟研究所，台灣政治大學圖書
館有收藏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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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件發生，才選擇性的報導，並不足以據以描繪殖民地社會的日

常。因此，本文的討論在某種程度上也將會是建立在媒體報導的言說

(d isc ourse)上。但收音機體操作為一種大規模的、持續的、由政府主

導的社會活動，本文關心的仍是其政治史乃至社會史的意義，也就是

殖民政府基於什麼樣的意圖推動、如何操作，以及本地社會如何觀

感、如何行動的問題。本文將從報導及有限的線索來重建收音機體操

在台灣實施的過程，嘗試從中考察統治者的意圖及台灣社會的動向。

二、渡海來台的近代化裝置

J FA K、 J FA K，這裡是台北放送局，全島的各位，大家早
安，現在要開始做收音機體操了。那麼，要放唱片了，各
位請準備。（《台灣日日新報》 1934/08/10）6 

這是1934年報上在介紹台灣一天的生活時，以早上六點收音機體

操的廣播詞來開始台灣的一天。雖然此時才正要舉行第一次全台灣的

收音機體操大會，但報紙的報導顯示收音機體操已經是台灣生活中值

得注目的風景。

（一）日本收音機體操的出現與發展

日本收音機體操的發端，一般都認為是1928年11月1日早上7:00

由東京中央放送局開始播放，之後日漸普及，橫跨戰前、戰後成為代

表日本的象徵性活動之一。現在想到收音機體操，很多人都會以為這

是日本的發明。但是，事實上，收音機體操和許多日本近代制度一

樣，是由日本的官僚們從歐美輸入的。

將收音機體操介紹到日本的關鍵性人物是遞信省簡易保險局的官

僚。他們到歐美考察保險事業，在紐約大都會生命保險公司，看到該

公司為了促進被保險者的健康，而在自家公司頂樓播放收音機體操，

6 〈ラヂオ體操   午前六時〉（收音機體操  午前六時）。編註：為使正文視
覺簡潔，本文中出現的報刊篇名，均標示在註腳中；若僅標示刊出日期
者，出處均來自《台灣日日新報》。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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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蒐集相關資料，在報告書中提出其運作實況及在美國的反響，並且

提議可以在日本推行。（黑田勇 1999：11-15）7 

大都會保險公司的收音機體操，自1925年3月起播放，主要是為

了增加被保險者的健康，以便減少保險金的支付，而進行的一個廣

告活動。廣告的主要目的，當然是希望能吸引更多民眾加入保險，

此外，透過健康訴求的廣告，也可以扭轉一般人對保險公司「以死換

錢」的印象。事實上，收音機體操並不是大都會保險公司發明的，在

此之前美國其他地方或德國，也都已經有收音機體操的活動，但是大

都會保險公司透過收音機廣播這種新媒體，大大的提升了廣告效果。

除了播放收音機體操之外，電台也請專家演講預防生病或增進健康的

方法，在公司刊物上也不斷出現死亡率降低的統計，強化收音機體操

增進健康的廣告效果。（高橋秀實 2002：37-48）

日本的收音機體操幾乎就是複製了大都會保險公司的模式。1927

年8月簡易保險局開會討論慶祝昭和天皇即位的「御大禮紀念活動」

時，提出收音機體操的提案。翌年5月，簡易保險局、日本生命保險

會社協會及日本放送協會開會決定將實際體操的設計委託給文部省。

文部省以體育課長北豐吉為委員長，組成委員會，成員包括文部省所

屬體育研究所技師大谷武一、國民體操研究所松元稻穗等人，經過4

個月的討論，參考國內外的體操模式，於10月發表。新體操的正式名

稱是「國民保健體操」，有時也寫成「國民保險體操」，一般稱為收

音機體操。但是，其實此時日本廣播事業也才剛開始3、4年，收音機

受信機才50萬台左右，並不算很普遍，收音機體操之所以可以普及，

其實是遞信省利用了遍布全國的郵局網絡，郵局職員負責發送收音機

體操的圖解、伴奏樂譜，也舉辦體操表演會和演講會，大大地宣導。

1928年11月1日，配合昭和天皇即位的儀式，在東京中央放送局開始

播放，成為電台的固定節目。（黑田勇 1999：34-40）

7 關於日本收音機體操的引進與發展，簡易保險局有自己的官方整理，參見
ラジオ体操五十周年記念史編集委員會(1979)。黑田勇關於收音機體操發
展歷史的整理，也大多參考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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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體操有11個動作，都是很簡單的動作，比起當時在學校、

軍隊所通行的體操比起來，是十分輕鬆的體操。體操考案委員會設計

這個收音機體操時，設定的基本原則是：「一、不論男女老幼，任何

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二、可以配合節奏愉快的進行；三、不使用

器械，可以簡單的進行。」（ラジオ体操五十周年記念史編集委員會 

1979：32-33）不使用器械、動作輕鬆簡單，主要是為了能讓更多人

可以參加；而「愉快」是收音機體操與以往的體操一個很大的不同，

可以想見考案委員會在設計體操時，很有意識地要將這個利用新媒體

從事的活動與過往的兵式體操區隔開來。大谷武一明言要表現「高級

格調」（ハイカラ）。（竹村洋介 2004：43）

收音機體操的普及有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就是負責在電台現場

實際做體操發號施令的指揮官江木理一。江木理一是陸軍士官，從收

音機體操開播以來，10年間沒有中斷，每天早上到電台指揮，是收音

機體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幾乎想到收音機體操就會想到江木理

一。1928年11月收音機體操開播後，其中有一段時間大阪及名古屋電

台各自播放自己的體操節目，到了1934年以後，放送協會支部廢止，

全國的收音機體操便由東京中央放送局統一放送，全國各處都是根據

江木理一的號令來做收音機體操。一直到1939年江木辭職，才由另一

位佐佐木利彥接替實演號令的工作。（黑田勇 1999：40-41）

由於1928年制定的收音機體操屬於比較輕鬆、運動量較小的體

操，1932年新制定了動作比較複雜、需要消耗比較多體力的「收音機

體操第二式」，遂將之前的體操稱為「收音機體操第一式」。隨著戰

爭局勢的發展，日本政府更期待透過收音機體操提升國民體力，並培

養共同心，1939年，新成立不久的厚生省創設「大日本國民體操」，

總共有3套，其中針對一般民眾的第一號體操後來被採納為「收音機

體操第三式」，自1939年12月開始廣播。（詳見第四節）所以，戰前

被稱為「收音機體操」的總共有三種不同的體操。到1945年日本投降

後，約有一周中止廣播後又恢復，1946年改訂新版的收音機體操，其

間一度中止，後來幾經改訂，直到現在N H K也是每天早晨播放收音

機體操的音樂。（竹村洋介 2004：45）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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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體與時間的近代化

為什麼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日本人持續不斷的做收音機體操

呢？當然，由於收音機體操的集團性，很容易就讓人聯想起國家的推

動。國家的動員確實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事實上接受者方面也有

相當的主動性。高橋秀實即指出收音機體操「自由、平等」的氣氛。

一位在戰前有指導收音機體操經驗的人指出，學校或軍隊的體操，是

要等待教官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在動作結束、下一個口令還沒有出來

前，就只能等待，這其實是在訓練「等待指示」的服從意識，但是收

音機體操不同，收音機體操從一開始就有決定好的劇本，每個人都知

道下一個動作是什麼，不用等待接收命令，感覺上是自己在做體操，

因此比較輕鬆愉快。雖然收音機體操當然也有相當的規訓成分，但是

與學校或軍隊的兵式體操比起來，還是能讓做體操的人享受到自發

性、自主性的愉悅。也有人指出，收音機體操的世界中，每個人都可

能成為指導者，每個人都可以透過收音機體操改善自己的身姿，不是

有錢人才能做的運動，這些觀察透露了一般民眾藉由收音機體操達成

平等願望的期待。（高橋秀實 2002：134-137、146-147）

除了這種自由、平等的氣氛外，收音機體操還隱藏著非常重要的

密碼，吸引人們自發的接近，這個密碼就是黑田勇所說的「身體的近

代化」與「時間的近代化」。

如前所述，日本所引進的收音機體操本來是民間的保險公司的廣

告手法，但是該廣告中所訴求的「健康」卻正好符合當時民眾的需求。

日本在近代以前，只有「養生」的觀念，並沒有「健康」這樣的概念；

受到傳染病流行的影響，明治以後開始流行「衛生」一詞，大概到明

治後期以後，才開始流行健康法。（鹿野政直 1995：2-4）而收音機體

操正是出現在保健衛生的觀念普及化後，大家都想追求健康的時期。

收音機體操創始之初，簡易保險局為了推廣收音機體操，到處

舉辦演講、實演活動，其成員除了體操的設計者之外，還包括各地的

教育關係者、醫師等，主要的訴求就是健康。在此之前雖然也有養生

法，但是多是靠藥物或回歸自然的儀式，然而收音機體操，是文明、

進步、科學、合理的健康法，把健康當作是純粹身體的問題，透過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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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身體達成健康。（黑田勇 1999：49-50）

不只是宣傳體操的人以健康為訴求，做體操的人也追求健康。簡

易保險局曾經在1930年及1939年二度舉行徵文比賽，募集參加收音機

體操的感想文，出版紀念文集。當然，可以想見的，收錄的文章必然

經過挑選，以符合簡保局自己的意圖，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還是可

以窺見當時某一種相當流行的理解方式。在這些感想文中，有相當多

的作者都在文章中先告白自己的身體有多麼不好、生活多麼灰暗，但

是開始做收音機體操後，身體都變好了、家庭也因此和樂，周圍的人

也都變得開朗。也有文章透露他們認為自己（日本人）的身材不好，

希望能透過收音機體操，變得像西洋人的身姿。（黑田勇  1999：62-

68）這裡表現了日本對近代的、西洋的身體的憧憬。

日本研究者竹村洋介指出，收音機體操會在1920年代後期流行

起來，與同一時期都市中間階層的興起，並不是偶然一致，從日本近

代化的進展來看，可以說是必然的現象。收音機體操不只矯正身體本

身，也調整身體的時間感。收音機不只是透過報時介入民眾的時間管

理，也藉由每日、每日固定時間播出固定的節目，讓人們的生活逐漸

與近代時鐘的時間合致。不管季節變化、幾時天亮，每天早晨固定的

時間起床運動身體，收音機體操的廣播節目正是使身體與近代時間合

致有效的精巧設計。民眾也接受早晨起來定時參加收音機體操，是一

種努力過規律生活的象徵。（竹村洋介  2004：49-52）不只是固定時

間的問題，收音機體操是在一定的時間內把細分化的各種動作連續起

來所組成，而把時間細分化、讓人們依照一定的機械動作勞動，正是

近代工場生產制度的步調。在感想文集中，常出現「時間雖然很短但

是很協調」或是「歐洲風格的韻律感」，表現出一種新的律動感或是

某種近代的正確的節奏，收音機體操正是將身體與時間近代化的裝

置。（黑田勇 1999：108-111、114-115）

（三）台灣的收音機體操

1920年代最尖端的媒體與搭配新媒體成為追求健康、近代的身體

活動，也在帝國統治下，渡海來到殖民地台灣。

台灣的廣播電台自1928年開台，由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成立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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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放送局（代號J FA K），模仿日本本國的體制，成立事實上由官

方主導的社團法人台灣放送協會負責廣播業務，其後於1932年成立台

南放送局、1935年成立台中放送局，戰爭後期於1943年成立嘉義台、

1944年成立花蓮台，在日本統治結束前，大抵上已建立起全島性的廣

播網。（何義麟 2000：297-298）

以目前可見的文獻來看，台灣最早播放收音機體操，是在

1 9 2 9年9月2 9日。根據報紙的報導，似乎在新公園每天早上原本就

有國民體操的修養會，9月2 9日當天早晨第一次舉行收音機體操。

(1929/09/29)8 

所謂的「國民體操」，是指1920年代在日本流行的一種體操，

與後來的收音機體操有些類似。國民體操有12個動作，一邊做一邊喊

「ヨイサ、ヨイサ」9(yoisa, yoisa)的節奏，據說在1921年時，全國有7

萬多人每天早晨在神社或工場做這個國民體操。（高橋秀實  2002：

77-92）國民體操的普及與當時的修養團 10
似乎有密切關係，從《台灣

日日新報》幾則關於國民體操的報導來看，當時在台灣似乎有不少修

養團的國民體操活動。
11 

關於這個創舉的活動，並沒有更多資料幫助我們了解當時的狀

況，看起來這是單一日的活動，並沒有持續下去。

台灣開始每日播放收音機體操是自1930年4月開始，4月1日起台

北放送局於每日中午12:40及下午6:50起各10分鐘播放收音機體操。

(1930/03/29)12
可能因為廣播設備還不完備，此時台北放送局的播送是

8 〈ラヂオ体操〉（收音機體操）。
9 「ヨイサ」有「與為作」（一起作）、「與為佐」（一起幫忙）、「世彌
榮」（社會越來越好）的意思，有一點神秘氣氛。

10 修養團是文部省所管的社會教育團體，創立於1906年，現在也仍存在。
1928年文部省收音機體操考案委員之一的松元稻穗，當時正擔任修養團幹
部，後來還自己成立「國民體操研究所」。

11 1 9 2 5年松元曾經來台灣推廣國民體操。（〈東京修養團の講師本日來
台〉，《台灣日日新報》 1925/11/22）

12 〈中繼放送は今月限りラヂオ體操其他新しい試み〉（同步轉播只到本月
為止，另有收音機體操及其他新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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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早晨10:30起，因此並沒有清晨的收音機體操。當日的節目表中，

在12:40播放收音機體操前，於12:30有本多庫吉的演講「收音機體操

開始之際」，下午6:25也有台北高等學校今井壽男的演講「收音機體

操的要領」。(1930/04/01)13
從紀念演講的舉辦來看，此應該可視為台

灣正式開始播放收音機體操的嚆矢。

此後的收音機體操播放時間便固定在中午12:40及下午6:50（有時

候是6:55）。12:40應該是配合上班族或工廠作業員中午休息時間，下

午6:50的話，應該是鎖定讓民眾在家裡做體操。此時，雖然開始利用

廣播播放收音機體操，但是，並不是像日本本國現場實演直播，而是

利用唱片播放，一直到1931年2月台北放送局落成，廣播體制更為完

備，3月16日起，台北放送局開始自早上7:00開播，一開播先是早晨

的問候語，接著便立刻播放收音機體操，現場實演，下午播放收音機

體操時間則改為12:50。(1931/03/16)146月以後12:00多變成午間娛樂

時間，收音機體操只有早上播放一次。一般星期假日沒有播放收音機

體操，電台開播時間也會調整至7:00或8:00甚至10:00。7月10日起至

8月31日之間，因應暑假期間提早半小時開播，收音機體操也跟著自

6:00播放，9月1日起恢復自6:30開播。此後，原則上夏季（5月至10

月）是6:00或6:30開播，冬季（11月至4月）則改為7:00或7:30開始，

週日及祝祭日不播放，時間偶有調整。1937年10月1日起，內台時差

撤廢，台灣的廣播節目時間也重新調整，收音機體操與日本內地同時

開播。（《ラヂオタイムス》  1937/10/05：3） 151938年5月2日起，除

了早上之外，下午2:40至3:00也播放收音機體操。（《ラヂオタイム
ス》1938/05/05：5）16 

13 〈JFAK（節目表）〉。
14 〈JFAK（節目表）〉。同年3月15日起電台的節目表改變，當日自8:00開
播，當天早晨沒有播放收音機體操，中午則改為自12:50起廣播。3月16日
起便自7:00開播。

15 〈內台時差撤廢  放送時刻改正  新種目も增設  放送開始午前七時〉（內台
時差撤廢，廣播時間表修改，新節目也增設，廣播開始自早上七時）。

16 〈五月二日より   午後もラヂオ體操   每日二時四十分から〉（五月二日
起，下午也播放收音機體操，自每日二時四十分起）。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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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辦法收到廣播的地方，或是沒有電台直播的時間，事實上

也舉行「收音機體操」，像台南原本是在同樣的時間利用唱片進行收

音機體操，1932年7月11日起可接收台北現場直播，便開始利用廣播

做收音機體操，(1932/07/11)1710月起便由台南放送局接手於每日早晨

6:30起播放20分鐘，星期例假日及雨天休止。(1932/10/01)18 

收音機體操開播以來，各地皆有各種收音機體操的活動，尤其是

機關、學校特別希望利用收音機體操來達到特定的目的。例如1933

年，高雄第一小學校以「增進健康」為目的，自年初起利用台南放

送局每天早晨6:30的廣播，播放收音機體操第二式。(1933/04/21) 19

同年，台北市的大成青年團自9月5日起每早6:00在大正町四條通公園

舉行收音機體操(1933/09/05)20
；9月21日起在東本願寺境內，由西門

公會、青年團、婦人會、大谷青年團、婦人會、日曜學校聯合舉行。

(1933/09/21) 21
台北煙草工場自1932年底開始每天早晨上工前以收音

機體操作為工場體操（M‧T生  1933）。1934年9月，基隆三所小、

公學校校長為首，在基隆市的支持下，設立了基隆收音機體操會，定

於9月10日至15日在基隆神社境內舉行收音機體操，「以資涵養國民

精神及養成健全身體」。(1934/09/09)221935年6月10日東石郡朴子街

籌備時間紀念日的活動，連續3日每日早晨6:00在朴子公學校校園舉

行收音機體操。(1935/06/14) 231936年台北州為了「振肅官紀、刷新

事務、提高效率」，決定自11月24日起，所有職員於正午報時之後，

在州廳舍中庭做5分鐘的收音機體操。(1936/11/25) 241937年9月台中

17 〈台南でもラヂオ體操〉（在台南也播放收音機體操）。
18 〈台南市でもラヂオ體操〉（在台南市也播放收音機體操）。
19 〈高雄市民にラヂオ體操指導　第一小學校に於て〉（對高雄市民指導收
音機體操，在第一小學校）。

20 〈大成靑年團主催で  ラヂオ體操〉（由大成青年團主辦，收音機體操）。
21 〈ラヂオ體操開催〉（收音機體操舉行）。
22 〈ラヂオ體操會を十日から　基隆神社境内で〉（收音機體操大會自十日
開始，在基隆神社境內）。

23 〈（東石）電音體操〉（漢文）。
24 〈明朗ラヂオ體操〉（明朗的收音機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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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員林郡於郡役所內的網球場，每日正午全體職員利用唱片實施收音

機體操。(1937/09/11)25
這些零星的報導，一方面可以看到收音機體操

在台灣日漸普及，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政府、學校等機關團體希望透過

收音機體操達成「健康」、「效率」的訴求。

希望透過收音機體操改造身體達到健康，即表現了一種近代的

身體觀；而效率的追求則表現了近代工業社會的時間感。雖然我們沒

有什麼材料考察台灣社會對這種將身體與時間近代化的裝置有什麼觀

感，但是不可否認的，收音機每日的報時，日復一日重覆於固定時間

播放固定節目，自然使台灣民眾的生活越來越依賴時鐘的絕對時間。

（呂紹理  1998：166-176）而越來越多人被捲入做收音機體操的行

列，也表示收音機體操正在改造台灣人的身體觀與時間感。

三、收音機體操大會與國民化

 隨著收音機音樂起舞的手啊、腳啊，天空好藍。26 

這是1938年一位台灣人兒童所作的俳句，這裡表現了台灣人的身

體已經是可以隨著收音機音樂起舞的近代身體。

（一）日本的收音機體操大會

作為身體與時間近代化裝置的收音機體操，於1920年代後期與

日本的都市化進展同時出現，進入1930年代以後，也被引進台灣。

除了強調「健康」與「高級格調」之外，日本的收音機體操還有一個

很大的特色，就是集團體操。歐美的收音機體操，大多是以個人或家

庭為對象，所以體操的圖解也多是穿著輕便的運動服，像是在室內做

體操的樣子，然而日本的收音機體操從一開始就預設要在室外或工作

場所，很多人一起做，所以圖解上的人都是穿著白襯衫的上班族模

25 〈ラヂオ體操を開始〉（收音機體操開始）。
26 〈（兒童文集）俳句〉，作者署名水木（村上公五年級），應該是台灣人
兒童。（水木  1937：21）原文為「ラヂオにをどる手、足、そらは青い
よ」。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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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27
（黑田勇 1999：77-78）

大規模的集團收音機體操成為日本收音機體操的象徵，不只是平

常做收音機體操，還特別在暑假或特別時間舉行收音機體操大會，集

合很多人一起做體操。以放暑假的中小學生為主要對象的收音機體操

會，最早是在1930年夏天，由東京世田谷地區一位兒童保護課的巡查

面高叶創始的。他認為暑假期間兒童生活多不規律，如果能每天早起
做收音機體操，對兒童的精神和健康都有益處，因此與附近町會及青

年團合作，於1930年7月21日開始，讓放假中的兒童參加。這個活動

後來被認為是「收音機體操大會」的嚆矢。（ラジオ体操五十周年記
念史編集委員會 1979：60-70）

這個嘗試性的活動第二年（1931年）7、8月間，由東京府、東

京市、簡易保險局、東京遞信局、東京中央放送局、在鄉軍人會、青

年團連合會、少年團等主辦，在東京擴大舉行，1932年成為全國性活

動，活動期間號稱有2,593萬人次參加，警視廳也加入主辦單位，內

務省、文部省皆署名後援。其後每年舉辦，規模越來越大，收音機體

操的集團性格越來越明顯，政府方面也在宣傳上強調「國家觀念」、

「國民精神作興」、「協同一致」。（黑田勇 1999：203-205） 

除了暑期的收音機體操大會之外，日本於1930年4月成立了全日

本體操聯盟，以準備11月天皇行幸明治神宮體育大會的相關活動，該

年11月舉辦第一回體操祭，作為明治神宮鎮座10周年慶祝活動。1931

年同樣在11月3日明治節舉辦。1932年起定名「日本體操祭」，在活動

中透過收音機向全國廣播，在江木理一的號令下，全國一起同時做收

音機體操，而成為全國性的活動。（佐佐木浩雄  2009：408-410）不

過雖然說是「全國性」活動，但是台灣並沒有同步進行。翌年1933年

第二回日本體操祭以後，台灣才配合本國，同步展開體操祭的活動。

明治神宮體育大會自1925年的第二回大會開始，也有集團體操的

表演。例如體操祭前一年的1929年，第五回大會中的體操表演，表演

27 請參見附錄2：收音機體操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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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人數共有14,000餘人，但是這些節目都只是穿插在各項競技活動中

間的表演，還是要到1930年代以後，體操表演才成為獨立的活動。

1 9 3 5年4月由大阪朝日新聞社主辦第一回日本體操大會，作為

「大楠公六百年祭紀念體操大會」，體操完全成為主角，會中幾乎有

一半的體操表演都透過廣播全國同步播放，號稱有10,000多人參加表

演。其後日本體操大會每年舉辦，規模越來越大，參加人數也越來越

多，由關東、關西、東海、九州四大會場輪流主辦，各府縣也都配合

舉行。到1940年第六回大會時，包括全國各地分會，約有200萬人參

加體操表演。（佐佐木浩雄 2009：405、410-412）

不論是收音機體操大會或是體操祭，這種大規模的體操活動，其

重點不只在於提升個人體力，而是強調「集團性」的效果。正如當時

文部省體育官所言，「理論上，本來體操就算是從個人的運動來看，

也是很有價值的，但是，實際上，作為集團運動，就具有其他運動沒

有的特殊效果。」在第一屆日本體操祭演講的文部大臣鳩山一郎也看

到集團體操的特質，他說：「只是嘴巴說團結一致什麼的很容易，但

是，要讓多數國民在同樣的號令下，具備同樣的心情，運動筋肉，名

實俱符的協同一致，還是體操祭才有可能的事，這一點是其他運動遠

遠不及的。」他更進一步的說：「透過體操實踐愛國總動員，才是體

操的本旨。」（本段引文均轉引自佐佐木浩雄 2009：414-415）

在日本本國，由每日清晨各地自行組成小團體聽廣播做體操，到

暑假大規模的全國性活動，之後越來越重視體操的集團性效果，開始

有各種集團體操的表演活動，而透過收音機廣播，才能擴大集團性效

果，達於全國。此時的收音機體操，已經不只是一個將身體、時間近

代化的裝置，而是培養國民一體感的國民化裝置。

（二）台灣的收音機體操大會 

日本本國於1931年起在東京開始舉行收音機體操大會，1932年變

成全國性活動。台灣則是在1933年舉行第一次收音機體操大會，由文

教局、遞信部、台北市、JFAK共同主辦，台灣日日新報社、各青年團

及生命保險協會後援，自8月14日到19日每日早晨6:00-6:30在台北新公

園廣場舉行。台灣的收音機體操大會，從一開始就很明白的是「一個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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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統制的國民運動」(1933/08/12)28
，當天早晨5:30放煙火，早晨5:50

集合，在「君之代」奏樂中升國旗、皇居禮拜的儀式後，才開始做體

操。會期六日間，共有近3萬人次參加，第六日閉會時，也一樣有唱

國歌、遙拜皇居、三唱萬歲的儀式。（上松英夫 1933）但這個第一次

的活動，來參加的人當中，似乎台灣人較少。（小山戒三 1933：37）

第二年收音機體操會擴展到全台灣，1934年8月13日起至22日十

日間，每日早晨6 : 0 0開始，在台北新公園及各地舉行全台灣收音機

體操大會，體操之後的儀式也有皇居遙拜、萬歲三唱，當局宣稱收

音機體操大會的目的在於「圖島民健康促進，兼作興國民精神」。

(1934/07/22) 29
表示收音機體操不只是被期待帶來身體的改變，也有

思想上的效果。全島各地都有數個會場，事先舉行講習會，安排適

當的指導員及輔導員。各地方為了這個活動作了一些作息調整，例

如嘉義本來每天早晨5 : 0 0有早起鬧鐘播放，為了配合收音機體操，

比平常晚30分鐘。(1934/08/05) 30
羅東則是將報時系統提早半小時。

(1934/08/12) 31
有些地方早上停電，收音機受信機便不能使用，電力

公司還特地將消燈時間延後30分鐘到1小時。(1934/08/12)32
各地主辦

者是市街庄當局，如台北市即由台北市役所主辦。市內有三個會場：

新公園、老松公學校、日新公學校。新公園的指導者為一高女的松

下、北商的山本、一中的田島及一師的鶴居，公學校則由各校訓導。

(1934/08/08)33
全島共423個會場，200萬人次參加。(1934/08/23)348月

28 〈鍜へよ心身！　市民を集めて　ラヂオ體操の會　本社後援で　十四日から
十九日迄    台北市新公園廣場に於て舉行〉（鍛鍊身心！集合市民，收音機體
操大會，由本社支援，自十四日起至十九日，在台北市新公園廣場舉行）。

29 〈爽やかな夏の朝　全島でラヂオ體操　愈よ八月十三日から一齋に〉
（清爽的夏日早晨，全島收音機體操，終於自八月十三日起一起舉行）。

30 〈嘉義市民のラヂオ體操〉（嘉義市民的收音機體操）。
31 〈羅東／電音體操〉（漢文）。
32 〈廿萬人參加して　一齊にラヂオ體操　十三日から全島四百ケ所で〉
（廿萬人參加，一齊做收音機體操，自十三日起在全島四百多處）。

33 〈ラヂオ體操　十三日から　市内三箇所に於て〉（收音機體操，自十三
日起，在市內三處）。

34 〈ラヂオ體操の會　盛會裡に終る〉（收音機體操大會，盛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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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閉會時，放送協會理事深川繁治在致詞中表示：「十日間出席者

習得集團精神，為國民精神作興，處於非常時日本之國運打開最後手

段。來年希望更盛大舉行。」( ib id.)其後，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年

年舉辦，會場數與參加人數也年年增加。

1933年在台北首次舉行的收音機體操會及1934年以後的全台灣收

音機體操大會一覽表如表1。

表1：全台灣收音機體操會一覽

年 起迄日期 時  間 會 場 數 總 人 次 出  處（《台灣
日日新報》）

1933 8/14-8/19 6:00-6:30 1（台北新
公園）

31,500 1933/08/12
1934/07/13

1934 8/13-8/22 6:00-6:30 423 121萬
1934/08/12
1934/08/23
1935/08/10

1935 8/12-8/21 6:00-6:30 500餘 200萬
1935/06/27
1935/08/22
1935/08/23

1936 8/10-8/19 6:00-6:30 710 170萬 1937/07/13

1937 8/9-8/18 5:30-6:00 927 230萬 1937/08/19

1938 8/8-8/17 6:00-6:30 1519 318萬 1939/06/18

1939 8/1-8/10 6:30-7:00 － － 1939/08/01

1940 8/5-8/14 6:30-7:00 － － 1940/06/29

1941 8/1-8/10 6:30-7:00 － 493萬 1941/08/01
1942/09/07

1942 8/1-8/20 6:00-6:30 － － 1942/08/01

1943 8/1-8/31 6:10-6:40 － － 1943/07/31

1944 8/1-8/31 6:00-6:30 － －
1944/08/02
1944/08/31

1945 － － － － －

1939年以後，未見關於全島人數及會場數的詳細報導。各年會場

數及總人次，有些報導是預定人數，有些報導則是次年度將舉行時提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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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年的人數，因此有時有些出入，不過數目差距不致大到影響我們

的觀察。
35
為什麼可以如此精準掌握做體操的場所、人數呢？以目前

可見1938年台南州的資料來推斷，可能在活動日程決定後，總督府方

面會發文給各州廳「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要項」，說明大會舉行日

期、時間及流程等項目，並要求各地會場每日由各地主辦者向該地郵

局速報參加人數及參加者最高、最低年齡。各州廳收到這份通知後，

便發出照會給管內市街庄及各校校長要求5日內必須回報各市郡預定

會場名、主辦者、預定參加人數，同時要求每日活動結束後各會場必

須記錄參加者總數、年齡層及活動概況，於8月底回報。州廳方面於

8月底回收統計後，於9月初回報給總督府文教局。（《台南州報》

1938/07/15：197-198）

從這個作業流程，我們注意到收音機體操大會的訊息透過郵局

管道下達到末端的地方社會。能預先掌握參加者有哪些人、有多少人

數，表面上應該是要求欲參加者「事先登記」，但可以想見這必然透

過某一種動員分派的方式，才能確保人數。透過郵局這種可以有效到

達末端的管道，不論是否被分派到必須去做體操，收音機體操可說是

確實存在於台灣社會的共同經驗。

（三）「全島的各位」與「全國的各位」

作為每年例行的活動，大約自活動開始一個月前，報紙就陸續

有相關報導，各地方有哪些會場，預定有多少人參加，報上出現斗

大的數字標題：「二十萬人將參加」
3 6
、「恐突破一百五十六萬」

(1935/08/10) 37
，活動期間也經常報導活動「盛況」，也有不少照片

刊登出來。這些「盛況」報導，雖然不無誇張之處，但是透過媒體報

35 黃正安的論文也以《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數據作成統計表，然引用資料
不同，其數據與本文所引有些許誤差，見黃正安(2002: 89, 128)。呂紹理
則引用日本放送協會出版的《ラジオ年鑑》的數據，其數據也有所不同，
見呂紹理(1998: 171)。

36 同註29。
37 〈愈よ十二日から　全島ラヂオ體操の會　會場四百六十三ケ所で參加者

は　百五十六萬を突破か〉（終於自十二日起，全島收音機體操大會，會
場四百六十三處，參加者恐突破一百五十六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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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收音機體操形成了一種共同的想像。這種共同想像的範圍，應該

是收音機體操音樂開始前問候語中的「全島的各位」。

關於收音機體操大會，黃正安以平均每日參加人數與全島總人

數的比例過低，而認為其成效不彰。
38
其實重點未必在人數比例的問

題，而是不管每個人自己做體操與否，各個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一群

人在同一個時間做體操。對實際參與做體操的人來說，跟著收音機傳

來的音樂聲，和周圍一群相識或不相識的人一起做體操，同時也很明

白地知道台灣各個地方也都有一群「匿名的大眾」同時聽著同樣的音

樂、依著一定的節奏、做著同樣的動作。報紙上的報導，無疑是讓參

與者更確認自己的位置，自己確實參與這個規律整然的團體。而報紙

刊登的收音機體操的照片，有穿著上班服的男性、有穿著傳統和服的

女性、有打赤搏的男學生、有穿著制服的女學生、也有農村裡普通的

老婆婆，有學校運動場上整齊排列的隊伍、有辦公室內一隅、有河

邊、街邊的日常風景、也有集會所的升旗台前，各式各樣的角色、各

式各樣的場景，不管讀者是誰，都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也可以在這

裡確認自己確實是屬於這一個做體操的團體。即使是沒有實際參加做

體操的人，他也可能在報導中找到自己角色的投射。

日本研究者山下大厚指出，近代日本國家，藉由每日正確重覆的

播放廣播，使每個人時間意識近代化，同時，也讓每個人日常生活作

息都依照時鐘的普遍時間。而收音機體操則是借由收音機廣播這種媒

體科技為媒介，操作全國所有人的身體，讓每一個人自己感覺、思考

自己的身體成為國民的身體。收音機體操讓每個人自己認為自己是國

家或一定集團的一分子，這就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自我管

理的技術」，自己不斷的想起自己是所屬團體的一部分，監視自己，

38 根據黃正安的算法，1934年到1939年，最高只有6%。見黃正安(2002: 89, 
127)。另黃正安使用1942年台南市數據，認為1941年到1942年台南市比
例由9%提高至14%，可見皇民奉公運動努力的成效。(128)確實有可能在
皇民奉公會的動員下，參與收音機體操的人數有顯著增加，不過一般說起
來，都市比農村更被動員做收音機體操，台南市的高比例，或許無法拿來
與全台灣的數據比較。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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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己規律化，形成主體。（山下大厚 2000：145-158）

透過集團體操提供民眾經歷集體化經驗的機會，期待以此為基礎

形成共同感，應該是總督府官僚推動收音機體操的重要意圖。1937年

8月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開幕時，文教局長島田昌勢的開會致辭中

就很明白地說：

收音機體操的目的，本來是衛生、保健，但是現在更進
一步將之視為一種國民活動時，我們更加體認其根本、
重大的意義。⋯⋯早上於黎明中，男女老幼相集，於清
明的氣氛中，進行皇居遙拜、國旗揭揚等國民活動，對於
涵養、振作國民精神十分重要。藉由參加國民活動可以得
到共通的感情、共通的體驗，這是國民自覺的基礎，我們
正是可以在這個收音機體操大會獲得，加深我們的國民自
覺，在本島，這種儀式性活動特別有意義。（島田昌勢 
1937/09/05）

台灣每日早晨播放收音機體操時，呼喚的對象是「全島的各

位」；每年夏季的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時，只有台灣島內的人在聽

台北放送局的廣播做體操。也就是說台灣的收音機體操大會所凝結的

共同感，應該僅止於台灣島內。然而，總督府官僚所預想的共同感，

自然是作為「日本國民」的共同感，台灣的收音機體操如何達成總督

府官僚的期待呢？這就有賴於與日本本國同步廣播、「帝國規模」的

收音機體操。

日本本國自1932年開始體操祭的活動，台灣晚一年於1933年11月

3日第一次舉行，由台北市教化聯合會主辦。當日由東京放送局自明

治神宮外苑式場現場直播，全國一齊做收音機體操。(1933/10/31) 39
在

新公園運動場，有來自工業學校、女學校、小公學校、青年團、少年

團及一般官民2,000餘人，播放收音機體操第一式及收音機體操第二式

各二次，台灣時間9:30（日本時間10:30）開始至10:00 結束，據說有

不少婦女參加。(1933/11/04)40
透過收音機廣播，台灣人也可以聽到江

39 〈體操祭を　三日に開く　新公園で〉（體操祭於三日舉行，在新公
園）。

40 〈新公園で　けさ體操祭　參加者は二千餘名〉（在新公園，今晨有體操
祭，參加者二千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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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理一對「全國的各位」的問候語，可以和內地人一起聽江木理一的

號令做體操，一起喊萬歲、一起合唱體操運動歌。(1934/11/03)41 

1936年全國聯播，報上宣傳「內地固不用論，朝鮮、台灣、樺太

各市町村一千數百萬國民隨收音機一齊行動，展開體育水平運動的豪

華版」。(1936/10/27) 42
總督府文教局對各州廳下各學校及各種團體

發出正式通牒：「當日從東京靖國神社境內日本體操祭典式場放送的

廣播，台北放送局也向全島同步廣播，上午9:30（內地時刻10:30）先

吹喇叭開會，國歌齊唱、國旗揭揚、明治神宮遙拜、文部大臣致辭之

後，開始做體操。」(1936/10/28)43 

對近代日本或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來說，體操的主流是兵式體操，

本來就是集團體操，有很濃厚的軍事教練的性質。明治19(1886)年，

森有禮文相時期，將兵式體操導入各級學校的體育課（當時稱為體操

課），視之為德育的手段，希望透過反覆操作、重視規律的團體訓

練，培養學生的服從心。（大熊廣明 2001：61-62；安東由則 2002：

88、93）收音機體操的設計起初雖然意圖要與學校的兵式體操畫一界

線，然而實際上卻是放大、加強了兵式體操的效果。從日常學校中的

體操課、學校或州郡運動會的集團體操，到每日的收音機體操廣播、

全島性的收音機體操大會，再到帝國規模的體操祭，透過收音機體

操，總督府官僚所期待的共同感，才能由學校、州郡這樣的小團體，

擴大到台灣、然後到帝國，從而達到日本國民化的目標。
44 

41 〈宜蘭の體操祭〉。
42 〈千數百萬人を動員して　國民の保健體操　來月三日に全國で行ふ〉
（動員一千數百萬人，國民的保健體操，下月三日在全國舉行）。

43 〈日本體操祭　島内でも擧行　文敎局から實施方通牒〉（日本體操祭，
在島內也舉行，文教局發出實施辦法通牒）。

44 當然，對異民族的殖民地台灣而言，所謂的國民化，其實意味著放棄自民
族的認同，而被「日本人化」。然而本文主要著眼於均質的一體感的形
成，這一點在日本本國與殖民地台灣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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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戰爭動員體制與收音機體操

連纏足的老太太也在雨中做著收音機體操。(1937/12/18)45  

這是1937年12月報上附有照片的斗大標題。強調「連纏足的老太

太」，意味著不論男女老少殘疾者，任何人都應該一起加入做收音機

體操的行列。顯然進入戰爭動員體制以後，收音機體操的象徵意義更

加重要了！

（一）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與收音機體操

在日本本國，1937年蘆溝橋事變以後，1930年代以來的國民教

化運動，很快地整合出新的方向，即1937年8月開始的國民精神總動

員運動，標舉「舉國一致」、「盡忠報國」的口號，以「刷新社會風

潮」、「強化大後方的後援」、「對非常時期經濟政策的協力」及

「愛護資源」為運動目標。這些運動目標看起來十分抽象，但其實踐

細目則列舉了非常具體的行動，例如「去慰問出征軍人家屬」、「使

用代用品」等，很明顯地是以遂行眼前的戰爭為目的而推行的運動，

一直到1940年被大政翼贊會吸收，對當時社會各方面有很大影響力。

（有山輝雄 2001：20-24）

日本國內發起該運動後，台灣也隨即呼應內地，成立台灣總督府

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以總務長官為部長、文教局長為副部長，各州

廳、市郡及街庄分別設支部及支會，舉辦演講會、協議會、刊行時局

解說資料、進行時局教育等，實踐要綱及實施事項幾乎都複製了日本

本國的手法，（島田昌勢 1937：7-14）其後數年間的各種社會動員都

在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名目下推動，1941年被皇民奉公會吸收。

在1930年代的部落振興運動中，在部落設置集會所、國旗揭揚

台、配置收音機成為部落的基本配備，藉由收音機體操，作為提升村

45 〈纏足の老婆も雨中ラヂオ體操　郡下一の優良村を目ざして　部落共勵
會が精進〉（連纏足的老太太也在雨中做收音機體操，以郡下第一的優良
村落為目標，部落共勵會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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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體能、甚至是改良娛樂的活動。（邱淼鏘  1940：75）國民精神總

動員運動以後，也吸納了部落振興運動，該運動很大的特色之一是將

抽象的精神論與日常生活規制放在同一平面上，宣稱全部都要總動

員。（有山輝雄  2001：24）收音機體操也非常充分地表現了這個特

色，這個身體的運動，很快地就被冠上「體位向上與精神作興」的目

標，1937年8月9日開始的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也在國旗揭揚、國歌

合唱及遙拜皇居等儀式之後開始。(1937/08/08)46
收音機體操與國旗、

國歌、皇居的皇國象徵合體，前引報導便是彰化郡舉辦優秀部落選拔

的情景，國旗揭揚、皇居遙拜、收音機體操是計分標準，收音機體操

儼然成為表現忠誠的裝置。(1937/12/18)47
翌年，台灣總督府精神總動

員本部便加入成為收音機體操大會的主辦單位。(1938/07/28)48 

日本本國於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開始後，便由次官會議（各部會

次長會議）決議自8月1日起至20日止為「國民心身鍛鍊運動期間」，

全國各地一齊加強心身鍛鍊運動。台灣也配合中央的方針，其後每

年8月全島同步舉行。該運動的主旨在於「根據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趣

旨，鍛鍊身心，育成旺盛的精神力與強健的身體，以完成後方國民的

責務」，收音機體操的普及獎勵，是國民心身鍛鍊運動的主要活動，

除了收音機體操外，也獎勵徒步、團體勞動、武道、游泳、相撲等。

(1937/07/03, 1938/07/19, 1939/07/28, 1940/07/28) 49
。 

除了8月的收音機體操大會之外，各地方也在其他時間舉行收音

46 〈全台灣ラヂオ體操の會　あすから十日間に亙り舉行〉（全台灣收音機
體操大會，明日起十日間舉行）。

47 同註45。
48 〈全台灣ラヂオ體操の會　八月八日から十日間實施〉（全台灣收音機體
操大會，八月八日起十日間實施）。

49 〈全國的に捲き起す　國民の心身鍛鍊運動　八月一日から實施〉（席捲
全國，國民心身鍛鍊運動，自八月一日起實施）；〈國民心身の鍛鍊運動
を全島に亙つて實施　督府社會課で實行要目を決定〉（國民心身鍛鍊運
動，全島實施，督府社會課決定實行要目）；〈國民心身鍛鍊運動　來月
一日から廿日間〉（國民心身鍛鍊運動自下月一日起廿日間）；〈國民心
身の鍛鍊　來る八月一日から二十日まで　全島民あげて參加せよ〉（國
民心身鍛鍊運動，自八月一日起至二十日為止，所有島民都來參加吧）。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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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體操會。1937年9月台中州員林郡於郡役所內的網球場，利用唱片

每日正午讓全體職員做收音機體操，說是為了在重要時期「鍛鍊身

心、振興士氣」。(1937/09/11)501938年，宜蘭街為了預防結核，規

定一戶至少一名參加收音機體操，於4月2日起三日間每日早晨6:30舉

行(1938/04/25)51
；羅東郡的街庄長會議中也決定讓街庄職員參加收

音機體操會。(1938/05/18)52
台中州北斗郡也以體位向上與效率增進

為目標，於4月11日起每日正午規定所有職員做收音機體操，還印製

出席簿調查出缺席狀況(1938/04/09)53
；彰化郡也於5月17日起每日下

午2:40起在廳舍前廣場開始收音機體操(1938/05/27) 54
；大溪街則自

6月起每個星期日早晨於大溪公學校校庭舉行收音機體操，期望能提

升體位、「健康報國」(1938/06/06) 55
；中壢街也決定每個星期日早

晨6:30在第一公學校舉行收音機體操(1938/06/08) 56
；花蓮港廳玉里

郡、花蓮港公學校為了「增強體力」，也有同樣計畫。(1938/06/18, 

1938/06/20)57
這些報導中反覆出現「體力」、「體位」、「健康」，

充分表現了總動員體制下，國家對健康的人力資源的迫切需求。

（二）各種集團體操的出現

收音機體操在當時體操關係者及一般民眾的觀感中，基本上是

比較輕鬆、偏向西洋風的活動，當體操被期待可以增強體力並發揚

50 〈ラヂオ體操を開始〉（開始收音機體操）。
51 〈結核豫防にラヂオ體操　一戶一名以上參加〉（為了預防結核實施收音
機體操，一戶一名以上參加）。

52 〈街庄職員がラヂオ體操　羅東郡下で實施〉（街庄職員都做收音機體
操，羅東郡下實施）。

53 〈晝休みに一、二　北斗郡でラヂオ體操〉（午休時間一二三，北斗郡的
收音機體操）。

54 〈彰化／ラヂオ體操實施〉（彰化／收音機體操實施）。
55 〈體位向上に　ラヂオ體操　大溪街で六月から〉（為了體位向上，收音
機體操，大溪街自六月起）。

56 〈每日曜日の朝　ラヂオ體操　中壢街の健康報國〉（每個星期日早晨，
收音機體操，中壢街的健康報國）。

57 〈廳長も參加して　ラヂオ體操　玉里郡で每日舉行〉（廳長也參加，收
音機體操，玉里郡每日舉行）；〈花蓮港公では　ラヂオ體操　夏休み中
每朝實施〉（在花蓮港公學校，收音機體操，暑假中每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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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民精神時，這種輕鬆的、西洋風格的收音機體操就不得不受

到質疑。1936年，原內務官僚松本學就和早先參與制定收音機體操

之一的大谷武一商議，認為此時需要一個「（比收音機體操）更有

力、且能燃起信念、打入魂魄，使心身一如的新體操」，以便能提振

國民精神、提升國民體位，作為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的紀念活動。

（藤野豊  2 0 0 0：5 0 - 5 1）於是以松本為首的日本體育保健協會，便

開始設計新體操，1936年底完成「建國體操」，1937年2月11日紀元

節在東京芝公園，集合了勞工約1,000人，公開發表。建國體操由15

個動作組成，運用古武道的刺、打、切等基本動作，調和全體的呼

吸、動作、波長。集團進行時，是一邊行進一邊入場，一面唱「建

國體操前奏歌」和「建國體操讚歌」，也就是結合了體操、行進、

合唱三種活動，（藤野豊  2000：50-53）三者都是培養身體一致性的

最佳活動，大谷武一自己很滿意地認為這是「純日本式的體操」。

（佐佐木浩雄  2009）這個建國體操也被介紹到台灣，1938年鹿港第

一公學校創立四十周年紀念運動會上，除了收音機體操之外，也有

表演建國體操（鹿港第一公學校  1938）；1939年3月台中州主辦的全

島青年團經營研究會中，有約1,000名青年團員進行建國體操分列式

(1939/03/05)58
；1940年奉祝二千六百年台灣體育大會中也有中等學

校學生表演建國體操(1940/09/23)59
；勤行報國青年隊的訓練、台北酒

工場的員工活動，也都進行建國體操。(1940/05/19)60 

除了建國體操之外，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開始以後，也出現各式

各樣的體操，主要以加強國民精神及增強體力為目標。1938年新成立

的厚生省，第一年度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為了提升國民體力，制定新

的國定體操，1939年9月發表「大日本國民體操」、「大日本青年體

58 〈勇壯な建國體操　全島の靑年團經營研究會　千餘名の團員が集合〉
（勇壯的建國體操，全島的青年團經營研究會，千餘名團員集合）。

59 〈奉祝體育大會〉。
60 〈近く錦を飾つて歸る　百九十九名の若人   勤行報國隊の一日（三）〉
（最近飾錦榮歸，一百九十九名年輕人，勤行報國隊的一日（三））；は
ざま生（Hazama生）(1939: 32-35)。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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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大日本女子青年體操」三種「大日本體操」。「大日本國民

體操」後來被採用為「收音機體操第三式」，以一般民眾為對象，動

作較為簡單；「大日本青年體操」運動強度及難度較高，以青年為對

象；「大日本女子青年體操」一方面考量女性的優雅動作及律動，同

時提升難度及運動度，以女子青年層為對象。（佐佐木浩雄  2009：

425-426）厚生省的意圖不只是透過身體運動提升體力，也結合精神

運動，倣照當時德國等許多歐洲國家的作法，企圖透過集團體操凝聚

國民意識。(1938/10/16) 61
新的國民體操公布後，台灣媒體也立刻報導

了相關消息，同時，也有一些地方開始推廣。台中州召集州下青年團

指導者，教導他們大日本國民體操(1939/10/06)62
；台北市也印製大日

本國民體操的圖解，以求普及。(1939/10/25)63
學校運動會的體操表演

節目也開始出現新的國民體操。(1939/10/11)641939年起實施的男子

體力章檢定，收音機體操也在檢定項目之內；稍晚於1943年實施的女

子體力章檢定，在「體操」檢定項目中，初級、中級及上級的標準分

別指定「收音機體操第二式」、「大日本國民體操」及「大日本女子

青年體操」，也就是說，檢定對象的15到21歲女子青年都被要求熟習

這些體操。（佐佐木浩雄 2009：427-429）

體操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不只是厚生省，文部省也自己創立

文部省體操  (1939/03/31) 65
，並且鼓勵各學校自己創立自己的學校體

操。（佐佐木浩雄 2009：427）661941年2月，厚生省又創立新的「大

日本厚生體操」，厚生體操與大日本國民體操不同的地方在於，厚生

61 〈國民體操の制定　精神運動とも結んで〉（國民體操的制定，也與精神
運動結合）。

62 〈大日本體操を州下に普及　靑年團指導者を指導〉（大日本體操在州下
普及，指導青年團指導者）；〈大日本體操   青年學校、青年團指導員講
習會〉（無作者，《向陽》336號，1939/10/11）。

63 〈大日本體操の圖解を各方面へ發送〉（大日本體操的圖解，往各方面發
送）。

64 〈松山公運動會〉。
65 〈新に制定された文部省體操〉（新制定的文部省體操）。
66 但是台灣未見各校自創體操的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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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不需要特別的空間，都是直立的姿勢就可以做，全部九個基本動

作，所要時間不到2分鐘。(1941/02/16)67
其目的主要是希望民眾隨時

可以做體操，可見在戰局緊迫下提升體力的迫切性。這個厚生體操也

傳到台灣，據報載，第一次厚生體操大會很快地於1941年3月18日，

在台南南門小學校運動場舉行(1941/03/18) 68
；同年秋，台南州主辦

「厚生體操之夜」(1941/09/18)69
，1942年第一屆全台灣體操大會時，

也有厚生體操的表演。(1942/05/31)70
甚至到1944年，新營街役場職員

每日正午在役場後的廣場集合，做厚生體操。（張金字  1944：51）

體操「量產」的熱潮中，台灣也出現各式各樣不同名目的體操，

其中大部分均可見於日本內地，有可能透過體操講習等管道傳到台

灣，例如薙刀體操、相撲體操、日之丸體操、產業戰士體操等。這些

體操的名目眾多，詳細的內容不清楚，但是從名目上看，應該有不少

是改編自日本傳統武道而來，可以看作是「純日本式體操」的追求。

在殖民地台灣，最能表現呼應這種總動員態勢的，便是由台灣本地提

案創設的「皇民體操」。

皇民體操，有時也寫成「みたみ體操」，如果我們想起朝鮮的
「皇國臣民體操」，也就不難了解台灣出現「皇民體操」的意義。

在朝鮮，朝鮮總督府於1 9 3 7年1 0月2日制定了有名的「皇國臣民誓

詞」，配合誓詞的身體鍛鍊就是同時制定的「皇國臣民體操」。這個

體操是要拿著木劍進行，總共有14節，是很簡單的體操。其基本原

理是將劍道的型式簡化後，設計成體操，以便讓低年級的學童也可以

輕易接近。總督府指示自初等學校三年級起的體操課，都要教授皇國

臣民體操，其主要目的是透過傳統之武道精神鍛鍊身心，以「涵養皇

國臣民的氣魄」，同時「達到端正姿勢、強健身體，以養成快活、剛

67 〈これぞ翼賛體操〉（就是這個！翼贊體操）。
68 〈厚生體操の初會　一般大眾の參加歡迎〉（第一次厚生體操會，歡迎一
般民眾參加）。

69 〈「厚生體操のタ」　けふも台南市で開催〉（「厚生體操之夜」，今天
也在台南市舉行）。

70 〈力と美の交響樂〉（力與美的交響樂）。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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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堅忍不拔的精神及耐苦持久的體力」。（鄭根埴  2004：77-81；

金誠 2009）

台灣的皇民體操由皇民奉公會發起，約在1943年4、5月之間制

定。根據報紙報導，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的考量是：「由於決戰下健

民健兵的重要性受到重視，如何更進一步鍛鍊我們的肉體，以便隨時

可以因應被徵召之日。」(1943/04/24) 71
皇民奉公會大約自1943年3月

起，開始籌畫新體操的制定，找來海軍體操的創始者講授海軍體操，

然後加以改編，減少海軍體操的動作，選擇其中比較適合一般民眾

者，特別是以青少年為主要對象。( ib id.)海軍體操大約是在1942年底

或1943年左右出現的新體操，當時報紙上曾經刊載井下孟之關於海軍

體操的談話。
72
他在演講中提到，海軍體操創始者某某中佐，苦心研究

數十年，才發明海軍體操，其主要著眼點在於增強肺活量及握力，對

於訓練降落傘部隊所需的身體動作非常有效。(1943/03/15)73
參與制定

皇民體操的人有台北市役所囑託宇佐見守及台北一中的田島繁得等學

校體育教師以及皇奉本部的若干職員。(1943/04/24)74
其中，宇佐見守

71 〈「皇民體操」を制定　海軍體操を採入れ普及〉（制定「皇民體操」，
採用海軍體操，再加以普及化）。

72 井下孟之其人沒有詳細資料，應該是海軍方面的人。
73 〈身體の全體主義   海軍體操（皇軍井下孟之氏談）〉（身體的全體主
義，海軍體操（皇軍井下孟之氏談話）。此文不甚清楚，有些字無法辨
讀。此時期《台灣日日新報》有幾則關於海軍體操的報導，報導中提到海
軍體操創始者都用伏字（○○中佐）表示。海軍體操目前管見所及，並沒
有正式的研究，維基百科中的介紹表示，海軍體操是由堀內豐秋改良過去
的海軍體操而成。堀內於1943年1月來台擔任馬公警備府附兼東港海軍預
備學生教育主任，至1943年12月離開台灣。台灣的皇民奉公會開始籌畫
皇民體操時，正好是堀內（當時官等為中佐）在台時期。堀內最重要的事
蹟之一似乎是降落傘部隊的訓練，在井下孟之演講中，也特別提到海軍體
操與降落傘部隊的關連。因此，此處海軍體操創始者「○○中佐」很有可
能就是堀內豐秋。關於海軍體操，《台灣日日新報》曾刊載台北市役所囑
託，也是皇民體操考案成員之一的宇佐見守關於海軍體操的演講，可大致
了解當時對海軍體操的認識，但是有些文字不易判讀。〈決戰下健民へ肉
體鍛鍊　海軍體操に就いて〉（鍛鍊肉體，成為決戰下的健民，關於海軍
體操）（上）（中）（下），《台灣日日新報》(1943/05/14-16)。

74 〈「皇民體操」を制定　海軍體操を採入れ普及〉（制定「皇民體操」，
採用海軍體操，再加以普及化）。



189

及田島繁得是一開始即參與台灣收音機體操的成員。1943年4月皇民奉

公會召集上述成員，設計皇民體操，5月到6月之間發函給所屬的青少

年團，由皇奉本部派遣指導者至各地，舉辦講習會，讓各市郡青少年

團指導者參加(1943/05/16)75
，其後各地陸續有舉辦皇民體操的報導。

皇民體操公布後不久，1943年9月即發表將自1945年1月起在台灣

實施徵兵制。皇民體操很明顯是在為徵兵制做準備，一方面總督府確

實期待透過體操鍛鍊肉體、提升戰力，另一方面從「皇民體操」的名

稱來看，這也是總督府想透過「皇民體操」這個裝置，表現作為殖民

地的台灣身為「皇民」的忠誠。

雖然有眾多新發明的集團體操，但是收音機體操仍然一日也不間

斷的早晚放送，每年夏季的收音機體操大會也定時舉行，且規模年年

擴大。這些推陳出新的集團體操，不但沒有取代收音機體操，反而更

凸顯收音機體操不動如山的地位。如前所述，收音機體操雖然是集團

體操，但是一方面，它又是很個人化的體操，每個人都知道下一個動

作是什麼，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步調做，因此可以說，有了收音機體

操這個伸縮管，其他的集團體操才更能發揮效果，達到戰爭動員體制

下，對殖民地人民忠誠心與體力的要求。

五、結語

以上一方面考慮到時序的發展，一方面從不同的角色扮演來考察

日治時期台灣收音機體操的發展。台灣的廣播電台1928年開台，1930

年代以後設備逐漸整備，收音機體操也隨之在每日清晨展開。

收音機廣播本身是20年代最先進的媒體，收音機體操的音樂是

用鋼琴演奏的西洋風樂曲，收音機體操不論是硬體（收音機）或是軟

體（聲音），都充分表現其近代風格。同時，1920年代以後都市中間

75 〈若人百萬に皇民體操　先づ講師を派遣各地で講習會〉（對百萬年輕人
教授皇民體操，首先派遣講師到各地，舉行講習會）。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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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興起，他們透過體操追求健康、調整身體的時間感，清晨的收音

機體操正好可以使身體配合近代的時間規律，符合工業社會的生活作

息。這種能配合近代工業社會時間感的身體，正好符合殖民統治的需

要。殖民統治所需要的就是順從、勤勉、規律的新人民。而收音機體

操正好具有這樣的特色─清晨即起，聽從固定的號令，集團、規律

的運動身體。因此，收音機體操被殖民地官僚引進台灣，期待其能發

揮改變台灣人身體的效果。順從、勤勉、規律、可以依號令動作的身

體，從日本領有台灣以來，即為殖民者的目標，日治初期的學生，幾

乎花一整年的時間在練習整隊、行進、向左轉、向右轉等基本動作。

（許佩賢  2005：205）當台灣人開始可以整隊、行進、進一步可以做

體操時，殖民者卻認為台灣人與日本人的身體仍然不同，不僅需要不

同的體操課程，體操的目標也不一樣：對日本人要求以培養沈著、剛

毅及勇氣為目的，而對台灣人則要求規律秩序、靜肅及從順、整齊為

主。（謝仕淵  2002：154）由此可見，讓人民的時間感與身體動作能

符合近代工場生產制度的步調，固然對明治以來訴求富國強兵的日本

來說也是重要課題，但是對於20世紀以後要發展殖民地產業的殖民統

治者來說更是重要的課題。

193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人自動或被動地加入做收音機體操的行

列，這些人之所以接受象徵近代的收音機體操，正是因為他們是透過

近代媒體形成的「大眾」。（李承機 2006）透過電波的傳送，將原本

在學校、地方社會的小團體與全島性的大團體連結起來，而使得收音

機體操的集團性可以由學校、部落、到州郡、到全台灣；而當收音機

中播放出來自東京放送局江木理一的號令時，台灣做收音機體操的大

眾，當然會認為自己是「全國的各位」中的一人，而達到日本國民化

的效果。收音機體操被引進日本之初，雖然有意要與兵式體操畫清界

線，但是，事實上，是更加放大、加強了兵式體操培養集團心與服從

心的效果。

193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開始走向戰時體制，1937年8月開始國民

精神總動員運動，收音機體操被附加新的期待，發揮戰爭動員的協力功

能。此時期大量出現各式各樣的集團體操，強調集團性、均一性乃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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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同時也加強運動量，以提升體力，企圖在精神與身體兩方面都

能強化收音機體操的效能，以符應戰爭動員的要求。在這個過程中，

收音機體操和各種新發明的體操在整個帝國同步總動員，收音機體操

是帝國確認忠誠的試紙，因此，一方面大大的宣揚「大東亞共榮圈」

的收音機體操(1942/04/26) 76
；另一方面，朝鮮、台灣這些帝國周邊的

殖民地，比本國更進一步，藉由自創的集團體操，向本國表達忠誠。

收音機體操的近代化、國民化及戰爭動員裝置這三種機能，其實

是互相為用的。由均質國民組成的國民國家本身就是近代以來最重要

的特色之一，而所有的近代國家都要教育、訓練他的人民成為規律、

順從，可以配合工業社會時間及價值的勞工。作為戰爭動員裝置的收

音機體操之所以可以有效，正是因為它同時也是近代化與國民化的裝

置。象徵近代的收音機體操，被民眾認為能夠改造身體、增進健康而

普遍接受，此與戰時國家對人民的健康與體力的要求有一致性。而建

立大東亞共榮圈的集團性，也唯有透過電波傳遍帝國版圖的收音機體

操方能達成。

在這個研究中，我們還留下很多問題。例如到底誰在做體操？

關於這個問題，有許多回答的方式。從報紙零星的資料來看，起初似

乎台灣人不那麼熱衷，但是從收音機體操大會的總人次來看，應該有

相當多的台灣人也做收音機體操；女性應該有不少人在做；特別是學

生，應該是最主要的被動員的對象，公務員及工廠勞工也是另外一群

容易動員的人；如果要說農村、都市，可能都市人被認為更需要做體

操。(1942/07/23, 1942/08/08) 77
但是，更進一步，我們一定想問台灣

的「收音機體操人」在想些什麼？其實我們並沒有充分的資料能夠回

答這樣的問題。呂紹理曾經引用蔡秋桐的小說《四兩仔土》來說明收

76 〈マニラのラジオ體操大會　寫真はルネタ公園にて〉（馬尼拉的收音機
體操大會，照片是盧內塔公園）。

77 在日本本國，1940年代以後，還有「都市做收音機體操、農村除草」這樣
的口號。請參見〈都市は體操、村は草刈　八月の大詔奉戴日實行〉（都
市做體操，農村除草，八月的大詔奉戴日實施）；〈あす大詔奉戴日　ラ
ジオ體操　草刈運動　健康日本の意氣昂揚〉（明天大詔奉戴日，收音機
體操，割草運動，健康日本的意氣昂揚）。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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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機體操的動員效果。小說中的土仔接到役場通知領補助金，但土仔

不知時間，清晨五六點就跑到公所去，到了六點半看著公所外做收音

機體操的人發楞。（呂紹理  1998：171；張恒豪編  1990：265-266）

蔡秋桐的小說發表於1936年，如果小說可以在某種程度表現當時某種

社會共同情境的話，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還沒有被捲入收音機體操動

員裝置的漠然眼光。1939年入學台中第一中學校的施純堯於學校的

《反省週錄》中留下了如下2條紀錄。1939年5月國民精神總動員健

康週活動中，他寫道：「這個星期是健康週，所以我要好好運動，每

天早晨也一定要自己做收音機體操。（1939年5月10-16日）」1941年

8月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結束後，他寫道：「收音機體操（大會）也

結束了，但是我早上還是要早點起來，打掃庭院。（1941年8月10-16

日）」(施純堯 1939-1943)78
從這裡，我們看到了學生自動配合健康週

的活動，立志要早起做收音機體操，即使體操大會結束後，也要維持

早起的習慣，非常能夠體現收音機體操的裝置意圖。當然，學生的週

記不全然能夠反應學生的本意，學生當然知道老師要看的是什麼，然

而，我們沒有更多線索。1936年土仔的漠然眼光是不是到1937年以

後便被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號召所動員，而成為像施純堯這樣熱心自發

的「收音機體操人」？還是自始至終台灣社會始終存在著這兩種看似

對立，但其實是透露了台灣社會很靈巧地區分出公開場合的應有表現

與私底下的自然流露兩種不同的心態。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更

多線索才能解明。此外，絕大部分目前可見的回憶錄或口述歷史中，

幾乎沒有看到有人提到做收音機體操的紀錄，當然口述歷史的話，也

有可能是採訪者沒有問，但是，確實是很少被提起的記憶。然而，筆

者曾經訪問過一些老一輩的人，問起收音機體操，他們會回答：「有

啦！有啦！啊就大家做，我們就跟著做啊」；「就是在學校做啊！」

這種不經意、不自覺的記憶，或許正好可以回應高橋秀實所說的「共

振」現象，我們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變成可以一起聽號令做體操的

78 原件於2010年8月於中興大學歷史系主辦的「中部地區文人書畫文物展」
所見，由郭双富先生提供。該週記以活頁裝訂，目前可見1 9 3 9 - 1 9 4 1及
1943年份，但似有部分缺漏，裝釘也有前後錯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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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

2010年，在花卉博覽會開幕前，台北市政府為迎接花博的到來，

下令市府所屬各單位員工每日早晨開工前必須先跳一段「花博舞」，

員工們隨著擴音器中傳來的音樂手舞足蹈（林相美、林秀姿、林恕暉 

2010/09/02）。從上一個世紀20年代到現在，收音機廣播不再是先進

的媒體，收音機體操也不再是摩登的身體活動，雖然民眾主動追求健

康的努力不曾中斷，但是國家對國民的健康要求以及意圖透過集體的

身體操控來表現某一種集團感的思維也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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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收音機體操相關年表

時間 台灣 日本

1925
第 2回明治神宮體育大
會開始有集團體操（マ
スゲーム）

1928/10 台北放送局( JFAK)開播

1928/11/01 收音機體操開播

1929/09/29 台灣第一次有收音機體
操的報導

1930/04/01 台灣開始每日固定時間
播放收音體操

1930/07 第一次收音機體操大會
（東京）

1930/11/02 第一回體操祭（明治神
宮鎮座10周年奉祝）

1931/03/16 台北放送局開始於清晨
實演播放收音機體操

1931/11/03 體操祭

1932 收音機體操第二式

1932/04 台南放送局開播

1932/11/03 第一回日本體操祭

1933/08/14-08/19 收音機體操大會（台
北）

1933/11/03 台灣同步放送第二回日
本體操祭

第二回日本體操祭

1934/08/13-08/22 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

1935/04/28
第一回日本體操大會
（大楠公6 0 0年祭記念
體操大會）

1935/08/12-08/21 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

1936/01 標準體力表完成

1936/05 第二回日本體操大會

1936/08/10-08/19 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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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11/03 第六回日本體操祭，全
國聯播

1937/02 建國體操公開發表

1937/05 第三回日本體操大會

1937/08/01-08/20 國民心身鍛鍊運動

1937/08/09-08/18 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

1937/08 朝鮮皇國臣民體操

1937/08 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

1937/10/13 國民精神總動員強調週

1938/01 厚生省設置

1938/04 國家總動員法

1938/05 下午也播放收音機體操

1938/05/17 國民精神總動員健康週間

1938/08 國民心身鍛鍊運動

1938/08/08-08/17 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

1938/09 台灣住民體力調查

1938/10 厚生省體力局完成體力
章檢定原案

1938/11/10
皇紀2600年奉祝國民體
育大會（厚生省體力局
主辦）

1939 男子體力檢定章加入體
操為必須項目

1939/03 中等學校入試第一次體
力檢查

1939/05 健康週

1939/05/10 江木理一辭職

1939/07 國民徵用令

1939/08/01-08/20 國民心身鍛鍊運動

1939/08/01-08/10 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

1939/09 厚生省完成大日本體操
原案（三種）

1939/10 實施體力章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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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1/03
第十回明治神宮國民體
育大會（第一次由厚生
省主辦）              

1939/12 以大日本國民體操為收
音機體操第三式

1940/02 2月-3月江木理一來台

1940/02 體力章檢定

1940/05/10 健康週

1940/05/12
第六回日本體操大會
（2600年紀念大會在橿
原神宮外苑）

1940/07 國民體力法、國民優生法實施

1940/08/01-08/20 國民心身鍛鍊運動

1940/08/05-08/14 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

1940/09/20-09/23 紀元2600年奉祝台灣體
育大會

1940/10 紀元2600年奉祝興亞厚
生大會

1940/11
第11回明治神宮國民體
育大會 全國聯播收音機
體操

1940/11/03 建國體操大會（奈良）

1941/04 大日本厚生體操發表

1941 厚生省體力局改為人口
局

1941/08/01-08/10 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

1941/11
第12回明治神宮國民體
育大會   全國聯播收音
機體操

1942/04 健民運動實施要綱

1942/05/01 健民運動強調週

1942/05/30 第一回全台灣體操大會

1942/07/21 夏季心身鍛鍊期間（一個月）

1942/08/01-08/20 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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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0/05 厚生省發表「健民運動
秋季國民鍊成要綱」

1942/10/30 第13回明治神宮國民鍊
成大會

1942/12 海軍體操

1943/02 國民體力法施行台灣

1943/05/10 第二回全台灣體操大會

1943/05 皇民體操

1943/05/01-05/10 健民運動強調週

1943/07/22 健民運動夏季心身鍛鍊

1943/08/01-08/31 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

1943/09 女子體力檢定章實施（體操為必須項目）

1943/09 公布自1945年起
實施徵兵制

1943/11 第14回明治神宮國民鍊
成大會

1943/11 第 9回日本體操大會
（最後一次）

1944/08/01-08/31 全台灣收音機體操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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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收音機體操圖解

（出處：《ラジオ体操の全：ラジオ体操七十五年の歩み（CD）》，頁26-31）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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