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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境與移動」專題導言

Introduction to “Border Transgression and Movement”

此次專題主要緣起於2 0 1 1年1月6日在交通大學社文所舉行的「移
動、越境與漂流的記憶」日台學者座談會。該會由孫歌教授促成，引介

一橋大學特任教授伊豫谷登士翁等當代日本研究全球化與移民等問題

的研究團隊來台與社文所交流。然後，在系上幾位同仁和我的企畫下得

以實現。參加的學者除伊豫谷教授外，另有立命館大學名譽教授西川長

夫、原京都文教大學教授西川祐子、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平

田由美、京都大學醫學研究科副教授美馬達哉。

他們是真正以跨領域方式進行共同研究的研究團隊。首先，伊豫谷

登士翁的專業領域是社會學，西川長夫與西川祐子分別是文化研究與人

類文化學的學者，平田由美是近現代日本文學研究者，美馬達哉則是醫

科方面的研究者。這五人皆是該研究領域中之佼佼者，但他們共同關心

從日本或亞洲的立場出發去探討人、物（包括病毒等）的移動與全球化

的問題。

更進一步地說，該研究團隊的主要問題意識是，從越境與移動的觀

點重構被國民國家囚禁的社會科學框架。而且，因為人的移動不僅是經

濟問題，亦是政治、文化等的問題，故他們展開跨領域的合作，形成一

個研究團隊。在此認知下，伊豫谷教授在會中便提及，在全球化快速發

展且通信技術創造出虛擬空間的時代，跨領域的越境移動研究有以下二

個主要課題：

一、不該再將一個可回歸的場所、故鄉視為理所當然，且需從將

國家空間絕對化的分析框架中解放出來。

二、當重構以平時的均衡為前提的理論框架，去思考移動如何產

生場所。故當關注戰爭等異常事態所引發的大量人與物的移

動等情況。

圍繞上述的問題意識，當天座談會主要是先由該研究團隊的成員報

告，然後由社文所老師分別回應的方式進行的。由於該會討論熱烈，日

本學者的報告相當有意思，劉紀蕙教授等人覺得他們的報告內容當進一

步整理，分享給更多台灣學者，因而促成此次的專題。但此專題所收論

文並非直接是當天日本學者報告的內容，而是分別由伊豫谷登士翁等人

選擇當天報告相關的論文，進一步補充的求全之作。

「越境與移動」專題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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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題共收錄五篇論文。其中，伊豫谷登士翁指出在1 9 6 0年代誕
生的「世界城市」(W o r l d C i t y)促使世界規模的勞動力價值降低，福利
國家制度後退，更導致大量移民發生、發展中國家的農村解體、「世界

城市」間彼此競爭等連鎖現象。但進入21世紀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
以國家間關係所構築的現代世界時間與空間被迫重組。伊豫谷便用沙森

(Saskia Sassen)所提出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這一概念來解釋此現
象。據伊豫谷之論，「全球城市」是一個吸附全球資金、通信網整備完

善的場所，以及世界的財富與貧困交錯的場所，誕生超越國家主權的法

律與全球文化的地方。透過上述兩個概念，伊豫谷主張，在21世紀的全
球化過程中，安定雇用與福利國家的體制已無法持續，而介入勞動市場

全球化的方法，亦必須在全球的視野中創造。

接著，西川長夫文章中之核心想法是，「資本」、「國家」、「文

明」等現代性的主要構成要素皆與殖民主義結合，構成殖民主義之動因。

然後，他為區別於6 0年代興起但失敗的新殖民主義論，使用「『新』
殖民主義論」一語來批判性繼承新殖民主義論，以之論述全球化時代中

之問題。對於該概念，西川教授闡釋為「無殖民地的殖民主義」，並呼

應伊豫谷之論，認為其所展現的場所是「全球城市」與國家內部殖民

地。「『新』殖民主義論」企圖告發文明與野蠻等以二分法強化的古典

殖民地概念所隱蔽之物，並對「現代性」做出徹底的批判。另外，西川

祐子的文章則是從全球規模的「移動」觀點來探討新市鎮研究。他認

為從「移動」的觀點來看問題的話，可將新市鎮比較研究放置在世界

勞動市場動向及國家間體系中來理解，從而可發現在新市鎮發生之各

種社會問題的結構性原因。並在上述問題意識下，西川祐子探討了日本

的新市鎮發展與二戰後日本的經濟、社會文化，及與全球化的關連。

然後，平田由美的文章亦呼應伊豫谷之論。該文透過檢討因戰敗而

自滿州國、朝鮮撤回日本的殖民者二世與因日本殖民朝鮮而留在日本的

在日朝鮮人二世之戰後文學作品，探討作為一種後殖民經驗的移動之意

義，以及試圖從移動來質問場所、故鄉之意義。平田教授指出，日本帝

國殖民者二世與在日朝鮮人二世的共通點之一是，他們皆可謂是「半日

本人」（半チョッパリ）。對他們而言，故鄉皆非是可簡單回歸的場所。
殖民者二世的故鄉在已不存在的殖民地，但他們不得不背負生於殖民地

之罪，將國家犯罪視為自己的原罪，這種罪責感又促使他們去質問國家

本身，使他們去注意、關心日本社會中的在日本朝鮮人問題。另一方

面，對在日朝鮮人而言，他們所生所長的日本並非其故鄉，現實的朝鮮

也非其故鄉。他們的故鄉具理念性格，而故鄉的理念性格使其去質問國

家、民族乃至人性。如此，日本殖民的過去所產生的殖民者二世與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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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人二世的自我認同，及其從移動來質問場所的文學彼此共振，欲改

造處於後殖民的日本之現代與未來。

最後，美馬達哉這篇文章是從生命政治與全球化的角度來探討SARS
的好論文。在此文中，美馬指出，邏輯上若不定義SARS，則無法決定其
感染流行地，但在SARS的定義條件中，其感染流行地的存在已事先被寫
入，以致出現了如何控制感染流行地與防止SARS患者越境移動的政治問
題。為處理這些問題，政府必須發動「隔離」與「檢疫」這種非文明的

暴力手段。但為說服大眾接受，則又創造、汙名化到處散播病毒的主動

感染源形象。就此意義而言，SARS只是主題變奏之古老感染症奇觀的重
現。但是感染症奇觀與在20世紀末全球化時代中產生的生命權力與身體
技術結合，使「隔離」與「檢疫」進入新的階段。SARS的可能患者被要
求自主隔離，更受到網路攝影機的監視，而致使個人身體性消失。即在

過去，社會防衛會用單純的排除或規訓將人給個人化，但現在，其重心

已逐漸轉到在SARS中出現的非身體化之監視。

如上，上述五篇文章討論的問題不盡相同，但皆是以「越境與移

動」為問題意識而展開之論。透過本專題論壇的籌畫，我們希望介紹給

台灣學者當今日本有關全球化研究、文化研究、後殖民研究的一些最新

成果，亦希望台灣學界能看到日本學界中存在的批判性思考，並期待其

能與台灣學者之研究有所共鳴。尤其是，平田教授對於日本殖民者二世

與在日本朝鮮人之文學的檢討，並藉之對日本社會展開的批判，相信對

台灣學者而言是新鮮的。特別是對台灣文學研究當有值得參考之處。至

於美馬教授的研究的更運用了「生命政治」等文化研究領域學者熟悉的

概念，相信亦能引起一些學者的共鳴。總之，我們期待具批判性思考的

日本學者的研究能引起一些台灣學者的興趣，進而與之對話，藉以深化

亞際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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