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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活動的出現

日治時期是台灣旅遊活動從「個人探險」進入「制度化」旅遊的重要轉捩點，也間

接形成恆春半島觀光的雛型。根據呂紹理的研究，「旅行的制度化」包含兩種過程，一

是旅遊組織從無到有的生成過程，表現在一個社會中開始出現專司旅遊活動的機構，並

藉組織的力量去開發並固定旅遊空間。其二是旅遊活動的普遍化過程，表現在旅遊活動

媒介的普及與導引、旅遊者數量及階層的擴張與深化。日本自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

利中獲得大筆賠款，進而促進經濟與政治力量的擴張，更帶動海外旅遊的興起，殖民地

台灣是旅遊活動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這樣的旅遊活動一方面是星期制使人們擁有休閒

生活的時間，而新式教育也提供旅遊的機會，如修學旅行、畢業旅行等，加上台灣的交

通工具與建設的變革與完備，提供了觀光旅遊出現的契機。除了上述政治、社會與經濟

環境的大背景之下，台灣總督府下轄的運輸課、「日本旅行協會台灣支部」等公私旅行

機構也不斷提供來台旅行資訊，同時各式旅館提供異地旅行者據點加上旅行手冊作為異

地導覽的工具，使旅遊活動更形普遍。137

但正因為這樣的旅遊活動，主要觀看角度是展示殖民統治的成果，因此具有強烈的

殖民權威、產業宣傳與神道宗教的色彩。也因此，具有日本南進象徵地位的屏東，特別

是恆春半島成為重要的觀光目標。昭和3年（1927）《台灣日日新報》所舉辦的「台灣

八景票選活動」中可以充分顯示屏東的這個角色。票選方法是先民眾初選，以明信片投

票，選出前二十名預定地，此部分占決選成績的30％；複選再由七位官方與專業人士組

成的審查委員會決定最後八景地點，此部分占決選成績的70％，可見審查會才是最終決

定結果的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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