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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與戰爭

戰爭與廣播宣傳
文／何義麟（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收音機廣播與戰爭有密切的關聯，日

本學者佐藤卓己認為：收音機的研究就是

廣義的法西斯主義研究與總體戰研究。佐

藤的論文與相關論著收錄於《戦争・ラジ

オ・記憶》（東京：勉誠出版、2006 年）

一書，從這些研究成果可知，第二次世界

大戰期間，日本是將廣播充分的運用於戰

爭的國家之一。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無

線電通訊就被運用於戰場，第二次世界大

戰更進一步發展為收音機廣播之宣傳戰。

廣播之發展與大眾社會、大眾媒體的形

成，原本就有密切關聯。因此，當時的軍

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國家，在建構國家總

動員體制，也都充分的運用了收音機。

戰前，日本大眾宣傳的專家明言：

報紙是閱讀的廣播、廣播是聆聽的報紙，

兩者都是將國家意志滲透為國民意識的工

具，兩者同為宣傳機關，而非僅止於報導

機關。在這樣的理念下，戰爭時期收音機

明顯的被運用於國內總體戰動員，以及對

敵之宣傳戰。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發

現，這是一場四次元的現代戰爭。當時官

方曾公開宣稱：在陸、海、空三戰線之外，

由國際短波廣播所進行的「無影蹤的電波

戰」，可稱之為第四戰線。這個心理與思

想的戰線，主要就是指對敵廣播，這種電

波戰不僅要排除敵國謠言式的宣傳，同時

也要捕捉住其他國家人民的心，改變他們

的世界觀。基於這樣的理念，1937年以後，

包括在殖民地的臺北放送局之對敵廣播也

大量的增加。

從民眾的角度來看，戰時收音機廣

播對民眾生活，也產生相當廣泛的影響。

首先，隨著戰局的擴大，收聽收音機廣播

的需求也迅速提高。例如，作家吳新榮在

盧溝橋事變後一週，首次購置了一臺收音

機。戰局擴大促使收聽戶迅速增加，最明

顯的例子是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這一年，

全臺當年度新增的收聽戶就超過 1 萬 3 千

戶。其次，太平洋

戰爭爆發的 1941

年度，全臺增加了

1萬2千7百餘戶。

由於在臺日人收聽

戶大致已經飽和，

這些新增的收聽戶

大多數是臺灣人家

庭。戰局日漸擴大

的時刻，臺灣人收

聽戶大量增加，其

主要原因應是關心

時局的變化。

此時，臺灣的知識分子

也必須透過收音機，才能得

知最新戰況。以吳新榮為例，

他在 1937 年 11 月 18 日的日

記中，描述他的休閒生活時

表示：「三疊他他米大的小

房間，書桌兩張，一張置收

音機，一張擺書，這裡是我

生活的據點，思索的中心。

南邊牆上，貼著一張時局大

地圖。」由此可以看出，這

時收音機已成為他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往

後，他在日記中還記載不少從收音機得知

的消息，例如，山本五十六聯合艦隊司令

官戰死、日臺航線汽船被潛水艇擊沉、英

美聯軍攻陷巴黎等。

1941 年 7 月 30 日，吳新榮在日記上

表示：「訂閱的書刊都讀了，覺得有點寂

寞。現在只好以報紙與收音機充充精神食

糧。」民眾都關心時局，聽到收音機廣播

的重大新聞報導，也會迅速的告知友人。

例如，1941 年 12 月 8 日，林獻堂在日記

上曾提到，當天 8 時餘葉榮鐘打電話來，

告知 6 時收音機廣播，拂曉太平洋美日已

進入交戰狀態。這件事反映出當時廣播新

聞迅速的再傳播。1945 年 6 月 5 日，吳

新榮在日記寫道：「數日來，報紙、收音

機皆斷，如隔世之感。每天除空襲之外，

沖繩戰的結果及世界動向皆不知，令人困

惑。」由此充分的呈現出收音機在戰時的

重要性。

戰爭時期，收音機在臺灣人家庭之間

迅速普及，臺語節目的增加，也是一項重

要的因素。總督府為了進行戰爭宣傳與動

員，從 1937 年以後就開始增加臺語新聞的

時間。根據時人的描述，在臺中，一到晚

上臺語新聞的節目時間，就有

一群黑壓壓的人群聚集在店頭，

收聽擴音器播放出來的新聞。

當群聚街頭收聽廣播成為常見

的街景時，表示一般民眾開始

急切想獲得時局消息。

當時臺語新聞播報員中，

最有名的是曾任國語學校漢文

教師的劉克明，民眾對他的臺

語新聞頗有好評。此外，隨著

戰局的擴大，廣播節目也出現

很大的變化。特別是 1941 年太平洋戰事爆

發後，新聞節目便大量增加，新開闢的節

目有「軍事報導」、「總力戰之時間」、「今

日戰況」、「一週戰局」等。另外，針對

特定對象也開闢了「戰時家庭時間」、「國

民學校放送」、「少國民時間」等。

整體而言，戰時廣播節目的主要目的

就是：「指導國民，統一輿論，強化後方

的團結」。要達到此一目標，其先決條件

就是必須大家都能收聽到廣播。因此，日

本放送協會全力招募收聽戶，1942 年時訂

下要在本國儘速達到募足一千萬收聽戶之

目標，並喊出早日實現「家家戶戶都有國

旗與收音機」之

口號。這個口

號雖然是針對

日本本國，但

下個目標無疑

的將會適用於

殖民地臺灣，從

這個口號也讓

人深切體會到，

收音機廣播與

戰爭宣傳密不

可分的關係。

▲戰爭期間報紙上的收音機廣

告。（圖片提供／黃裕元）

▲一次大戰時，無線電即被運用於戰場。圖為日治時期的

無線機。（圖片提供／高傳棋）

▲ 1939 年臺灣遞信協會將戰

爭置入雜誌圖。（圖片提

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民雄放送所廣播發射機，上面

還可以看到戰爭時掃射留下的

痕跡。（攝影／鄭培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