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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認同的形成

─社會「內部」及「外部」因素的分析

比屋根亮太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 要

本文之目的在於建立有關分析沖繩認同的基本架構，針對沖繩認

同形成依序進行三個層次的分析：第一，對於在沖繩出現的認同意識

加以定義，以建構本論文的基礎；第二，由沖繩發生的歷史事件與演

變切入，從琉球國時代至現代，闡述有關沖繩認同意識如何隨著歷史

事件的發生而有或多或少的改變；第三，以更宏觀的角度從「他者」

與沖繩的互動切入，由歷史上看，沖繩認同的形成來自於沖繩自身對

日、美、中大國行為的回應。

關鍵詞：沖繩、琉球、認同、民族主義、他者

壹、前言

時任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於 2014 年提到，針對全日本將美軍基地

設在沖繩的行動，我們以「不是政治意識形態，而是本於沖繩縣民的

認同」所形成之「全沖繩（all 沖縄）認同」，強烈要求停止普天間基

地的縣內搬遷，並加以關閉、撤離。1 近幾年沖繩民眾對於日本政府不

山田文比古，《 沖縄VS. 政治指導者 10 人 証言》（東京：

青灯社，2014 年），頁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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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的聲音日漸升高。尤其，日本民主黨之鳩山內閣執政時提出普天間

美軍基地「縣外遷移」的目標，以及其嘗試遭遇失敗以來，沖繩民眾

對於日本中央政府的失望與憤怒快速蔓延，因此於該數年間，在選舉

中主張反對保留美軍基地的每位候選人幾乎都獲當選。在此背景之

下，部分沖繩人再次開始討論「沖繩／琉球獨立」之議題。2 簡言之，

沖繩人對於日本政府的不信任，反映在獨立運動的出現。

然而，值得注意地是，至目前為止，此種追求沖繩／琉球民族的

獨立運動，仍未得到大多數沖繩民眾的支持。根據各種對於沖繩人的

民調，支持從日本完全獨立的比率不到一成。3 更精確而言，雖然沖繩

長期存在著尋求「自主」，以及最近常被討論的自決權的趨勢，但其

趨勢難以昇華為追求「獨立」的力量。因此，本研究要具體釐清的問

題是，雖然有上述尋求「自主」及「自決權」的聲音，為何其力量卻

難以發展為追求「獨立」的趨勢？因此，必須重新討論沖繩的「民族

主義」與「認同」，以探索沖繩民眾的自我意識如何影響沖繩政治的

發展。

目前，已有不少關於沖繩民族主義或者認同之學術研究，而此些

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三種，第一個是以「他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主要

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目標，換言之，因「他者」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

「認同」，可稱之為「外部」因素研究；第二個是以現代化過程中產

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2019年 6月

9 日（檢索），《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http://www.acsils.org>。

例如，《琉球新報》於 2011 年進行的民調表示，只有 4.7%的民眾支持「沖

繩獨立」，2015 年增加為 8.4%，但 2016 年可能因選擇題中加入「聯邦制」

的關係，減少到 2.6%。請見〈「潜在的独立派」 増加〉，2019 年 11 月

18日（檢索），《琉球独立論資料網》，<http://www.ntt-i.net/kariyushi/sim-

po20170103.html>；〈「沖縄戦継承 」94% 自己決定権拡大 87% 世論調

査〉，2019 年 11 月 18 日（檢索），《琉球新報》，<https://ryukyushimpo.

jp/news/prentry-2437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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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認同」或民族主義為主要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目標，可稱之為

「內部」因素研究；最後，以知識分子的思想架構為主軸去了解沖繩

民族主義與認同的關係為主要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目標，可稱之為「思

想」因素研究。

首先，有關「外部」因素之「認同」研究，西里喜行觀察琉球國

時代之貴族階層的認同，並且主張該種認同係在日本與中國之「兩屬

意識」（雙重朝貢）的平衡下建立「琉球民族體」，以及「自我意識

＝琉球意識」之概念。4 林泉忠則自其新提出的沖繩、臺灣與香港之

「邊陲東亞」的區域概念，以「歸屬變更」為核心，比較三個地區產

生的認同政治之異同。林泉忠以「歸屬變更」的角度透過日本的琉球

處分引起的「琉球抗日復國運動」、戰後初期在美軍統治琉球群島時

期，沖繩產生若干政黨的獨立論，以及沖繩的「祖國復歸」與「反復

歸」運動，認為今日所謂的沖繩民族主義是「歸屬變更」的遺產。5

另外，林泉忠的研究及山崎孝史以中心與邊陲、中心與周邊關係

等境界、領域的空間或網絡的角度去分析，以解釋沖繩認同的形成。6

山崎在其他論文裡討論境界與領域如何影響人的政治行為，而以戰後

沖繩社會運動為例分析沖繩認同如何形成。7 他解釋沖繩認同是在會變

西里喜行，〈琉球＝沖縄史 「民族」 問題 琉球意識 形成 拡

大 持続 〉，高良倉吉、豊見山和行、真栄平房昭編，《新

琉球史像 安良城盛昭先生追悼論集》（沖繩：榕樹社，1996 年），頁

173-199。

林泉忠，《「辺境東 」 ． ：沖縄、

台湾、香港》（東京：明石書店，2005 年），頁 37-123。

林泉忠，《「辺境東 」 ． ：沖縄、

台湾、香港》，頁 9-307；山崎孝史，〈沖縄 歴史、領域、

〉，山崎孝史編，《沖縄 過去 現在 未来 : 2004 年度地理学野外

調査実習報告書》（大阪：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2005 年），

頁 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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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中心—周邊關係的框架之下，周邊共同體的社會運動使其與中心

的領域發生統合（同一化），以及分離（差異化）所形成，因而會流

動並且沒有一貫性。8 濱下武志亦認為，沖繩認同變化是因為區域的變

動或者中心與周邊關係的變動而產生的。9

其次，有關「內部」因素之「認同」研究，王文岳、唐永亮等學

者以沖繩民族主義的角度詮釋歷史敘述。王文岳由源於族群歷史認同

所構成的「次國家民族主義」(sub-state nationalism)之「次國家民族政

治」(sub-state national politics)出發，試圖解釋戰後沖繩民族政治趨

向政治化的歷史路徑發展，也就是沖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民族

政治再度興起之歷程。10唐永亮將近代以來沖繩人的群體認同定義為：

琉球國被日本合併後，沖繩人伴隨著國內外政治權力的變動而形成的

對所屬群體的認同情感和歸屬意識，其核心就是沖繩人的民族認同和

國家認同。因而，唐永亮以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為主軸進行分析，分

為明治時期至昭和前期、戰爭時期和戰後三個發展階段，以詮釋其歴

史叙述。11

最後，有關「思想」因素之「認同」研究，小松寬、吳叡人等學

者以沖繩知識分子的思想架構為主軸，試圖說明沖繩的民族主義。小

松寬透過戰後沖繩的「日本復歸」及「反復歸」運動分析此思想架

山崎孝史，《政治 空間 場所：「政治 地理学」 》（京都：

出版，2013 年），頁 180-196。

山崎孝史，《政治 空間 場所：「政治 地理学」 》，頁 196。

濱下武志，〈儒教文化 海洋文化 琉球 沖縄 文化交錯〉，法政大学国

際日本学研究所編，《沖縄 》（東京：法政大学国際日

本学研究所，2004 年），頁 59。

王文岳，〈沖繩次國家民族政治之發展與轉型〉，《東吳政治學報》，第 33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109-172。

唐永亮，〈近代以來沖繩人群體認同的歷史變遷〉，《日本學刊》（北

京），2015 年第 4 期，2015 年 10 月，頁 13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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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以說明沖繩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

的樣貌變化，而從其結果來考察國家與民族的關係性。12他認為為了解

決「沖繩問題」必須重新思考日本與沖繩的關係，以及國家與民族的

關係。13吳叡人則透過伊波普猷的「日琉同祖論」—吳叡人將此定義為

伊波沖繩史觀的基本架構—試圖分析此思想架構，而解答琉球是否為

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若沒有，獨立還可能存在嗎？或者，在伊波普

猷的論述中，「隱含著某種特殊的差異與認同建構的意圖？」14

綜合以上的研究，雖然成果豐富，但仍有所不足。因為，它們都

僅是從「外部」因素、「內部」因素或「思想」的單一因素去了解沖

繩認同。或許，某種程度上「思想」因素包含「外部」因素及「內

部」因素，但並沒有看到主張「外部」因素及「內部」因素直接連結

的沖繩認同研究。本文認為，雖然認同是「內部」因素所建立，但隨

著「外部」因素的變化也有所影響。因此，本文將「內部」因素的部

分採用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提出之形成民族主義的「族群」及安

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想像共同體」概念，分析沖繩認同

形成的本質。雖然這些概念是探討形成沖繩認同前提之民族建構論的

最典範的概念，但在沖繩認同研究上面卻未曾完整地進行套用過。15

小松寬，《日本復帰 反復帰：戦後沖縄 展開》（東京：

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15 年），頁 1-240。

小松寬，《日本復帰 反復帰：戦後沖縄 展開》，頁

1-2，240。

吳叡人，〈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伊波普猷的日琉同祖論初探〉，《考古人

類學刊》，第 81 期，2014 年 12 月，頁 116。

雖然松島泰勝使用原生論「族群」概念試圖分析「琉球民族主義的形成」，

但卻忽略了形成現代民族主義或認同不可缺少的另外一個建構論因素，即琉

球國被日本合併之後施行的現代化過程之歷史。請見松島泰勝，《琉球独立

道 植民地主義 抗 琉球 》（京都：法律文化社，

2012 年），頁 15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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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佑宗 2014 年在〈中國因素與臺灣國家認同的變遷〉整理了關於

國家認同的辯論及其理論的趨勢，早期國家認同研究的辯論點在於認

同「本質的爭議」（「原生論」(primordialism)─族群的依附 vs.「建

構論」(constructivism)─公民身分的依附）。但在史密斯提出「雙重依

附」(dual attachment)的概念平息兩造爭議後，國家認同的研究趨勢開

始轉變到「國家認同形成的機制與變遷」問題，國家認同被認為是一

種「政治建構」，而且是會改變，可以被重新建構的。不同的主張包

括認為認同主要是透過理性計算所形成（理性主義學派），或是受到

外在的刺激導致認同的產生（情境主義學派）。16

雖然沖繩具有自己的歷史及文化之「原生論」背景，但由於在經

歷現代化之前已經被日本合併，因此沖繩一般庶民未曾有透過現代化

過程獲得本身「建構論」之認同機會。17在此種背景下，「外部」因素

在學術研究上有關沖繩與「他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便成為重要的問

題意識及研究目標。從沖繩的歷史演變觀之，日本、美國及中國等區

域大國均扮演作為「他者」的關鍵角色。18石之瑜解釋「他者」，就是

與主體維持密切關係的周邊的人及最親近的人。

雖然主體認同的界線，是靠著界定客觀的認同（亦即對主

體而言的「不同」）來完成的。重點在於誰有權力界定客體，

從而維護了主體的疆界(Hollinger, 1995)。可見，主體性代表的

是一個可從事論述的位置，這個位置不純然是一個認知上的判

斷，同時必然反映了社會的資源與歷史的傳承。唯擁有相當社

張佑宗，〈中國因素與臺灣國家認同的變遷〉，發表於「臺灣民眾和平效能

感與國家認同」研討會（臺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2014 年 9 月 9 日），

頁 2 。

吳叡人，〈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伊波普猷的日琉同祖論初探〉，頁

111-135。

山崎孝史，〈沖縄 歴史、領域、 〉，頁 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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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源或熟稔菁英文化語言的人，才有可能占據主體地位(Spi-

vak, 1988)。不過，要進一步利用資源來進行主體政治，還必須

擁有一定的意志力，意志力背後所反映的，則是對權力的需

要。換言之，主體政治就是權力政治，最高的政治權力，乃是

界定可觀的能力與意願，通過這種權力來鞏固認同與不同兩個

範疇之間的界線，動員資源進行政府與排斥，周而復始（石之

瑜，1999：176-177）……。認同都必須占據並依附某種主體論

述，沒有認同疆界的主體論述並不存在，沒有主體論述的認同

疆界也沒有意義。由於多數世人對於成千上萬主體論述關係都

遙遠，因此每個主體所打算客體化的對象，反而是與主體維持

密切關係的周邊的人，這就不得不令人好奇，為什麼危險總是

來自最親近的人(Nandy, 1983)？那不是自己嗎？19

將石之瑜的理論套用到沖繩的認同上，即以沖繩為主體，以沖繩

周邊維持密切關係的人為本研究所界定之「他者」，即日本、美國與

中國。這些國家不但都對於沖繩有相當的影響力，而且試圖積極運用

其影響力以建構有利於各國本身之沖繩政經社會。的確，對於沖繩而

言，近代以來日本是具有壓倒性影響力的大國，所以原本將日本與其

他兩大國依據同一個標準加以比較是相當困難的。但本文認為，美國

與中國對於沖繩的認同形成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因此本文試圖

將日美中這三者當作觀察沖繩認同的「他者」，放在一起討論對於沖

繩認同形成的影響。總之，本文以「內部」及「外部」因素為分析沖

繩認同的基本架構。

石之瑜，《政治心理學》（臺北：五南，1999 年），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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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沖繩認同的定義

一、「沖繩」、「倭急拿」、「琉球」、「Ryukyu」

「沖繩」位於日本西南端位置，原來一般所稱之沖繩本島與其附

屬的群島，乃指北至硫磺鳥島，東至南大東島和北大東島等「琉球

弧」所屬島嶼。後來泛指沖繩縣所有區域，包括南側的宮古群島及八

重山群島。「琉球」為「沖繩」的別名，並且兩個名稱的用途通常受

到使用者的意識與政治力所考量。因此本文首先將整理「沖繩」與

「琉球」之地名由來及在歷史上如何被使用。

根據小玉正任之研究，「沖繩」（ ，Okinawa）的詞源可

以歸結為幾種說法。舉例言之，日本奈良時代（西元 710-794年）已出

現比較類似的字彙。在西元 779 年撰寫的《唐大和上東征傳》中，現

在的沖繩稱為「阿兒奈波」（ ，Ojinawa）。「阿兒奈波」的

地名由來被視為「按司漁場」，意味著由當地之「按司」（即領導

者）所管理的漁場。另一種說法為，「 」的字彙由「 」

(oki)與「 」(nawa)兩個名詞所組成，「 」是指「很大的近

海」，「 」意味著「漁場」或者「場所」。此外「 」在

琉球語中被稱為「Uchina-」（ ），由於「 」與「

」的發音非常接近，因此一般認為「沖繩」是根據沖繩固有的

語言所演變的名稱。20

不過，此一關於沖繩名稱的說法，還沒有在文獻裡頭找到根據。

雖然，小玉正任解釋，陳侃係於琉球聽到當地人自稱自己的島嶼叫做

「Uchina-」，而後遂在《使琉球錄》裡面將發音用漢字寫下來。21 但

前中華民國派駐琉球辦事處（現那霸辦事處）代表，現任逢甲大學通

小玉正任，《琉球 沖縄 名称 変遷》（沖繩：琉球新報社，2007年），

頁 189-242。

小玉正任，《琉球 沖縄 名称 変遷》，頁 23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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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黃煇慶提出不同見解。黃煇慶認為「 」在

琉球語中被稱為「Uchina-」有可能來自於福建閩南話的「有錢人」

(Uchinan)。22 根據他的解釋，琉球人向中國朝貢時先到福建，而帶著

許多朝貢品，因而當地人向琉球人說「有錢人」。因此，琉球人將自

己被稱為是「Uchina-」。23

借用黃煇慶的說法與上面的文獻對照，可以推論出與小玉正任不

同的解釋，即 1534 年陳侃著《使琉球錄》的「倭急拿」、16 世紀中期

《琉球館譯語》的「倭及那」，以及 1721 年《中山傳信錄》的「屋其

惹」，24 這些發音非常接近閩南話的「有錢人」。25 因而，現在所謂的

「Uchina-」（本文將與現在發音最接近的「倭急拿」當作其漢字）可

以說是來自於明清兩朝，特別是福建閩南話，而「沖繩」（

，Okinawa）是來自奈良、鎌倉、室町、薩摩，以及琉球處分後的日

本。

接著，近幾年不僅是在沖繩的保守派或革新派講到沖繩認同時，

雖然認同指的內涵不同，但都會使用「 」（倭急拿

人，Uchina-nchu）。這個名稱來自 1983 年《琉球新報》周一連載計畫

之「海外 事情」）（海外倭急拿人事情）裡介紹世界各地的

倭急拿人，接著，以回歸日本十周年喚醒沖繩縣民活力為背景，1984

年另外開始連載「世界 」（世界的倭急拿人），因

為沖繩民眾的反應日日上升，1987 年沖繩電視臺(Okinawa Television,

OTV)以同樣的目的製作〈沖繩出發我們地球人〉〈沖縄発 地球

人〉，而 1990 年開始舉辦「世界倭急拿人大會」（世界

黃煇慶，〈 愛 沖縄〉，《琉球新報 夕刊》，2004 年 6 月

28 日，版 1。

比屋根亮太，當面訪談，黃煇慶，臺灣大學（臺北），2019 年 5 月 23 日。

小玉正任，《琉球 沖縄 名称 変遷》，頁 189-242。

黃煇慶，〈 愛 沖縄〉；比屋根亮太，當面訪談，黃煇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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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Worldwide Uchinanchu Festival），出席成員的組成部分

來自中南美、北美、亞洲、歐洲、南太平洋島嶼，以及日本國內。26此

大會除了 2000 年由於 G8 峰會在沖繩舉辦延後一年之外，每五年舉辦

一次，而在 2016 年召開第六屆大會時還將 10 月 30 日制定為「世界倭

急拿人日」（世界 日，World Uchinanchu Day）。

甚至 2011 年第五屆大會時成立了「世界青年倭急拿人聯合會」（世界

若者 連合会，World Youth Uchinanchu Association，

WYUA），而從 2012 年開始到 2016 年的第六屆世界倭急拿人大會每

年舉辦「世界青年倭急拿人大會」（世界若者 大会，

Worldwide Youth Uchinanchu Festival），27 之後兩年一次舉辦，2020

年第五次據說將在臺灣舉辦。

根據小玉正任「琉球」（ ，Ryukyu）的地名由來也

有幾種說法。舉例言之，有人認為住在臺灣島南部的原住民之名稱

「瑯嶠」為「琉球」的起源。此外，尚包括「夷州」、「掖玖」、

「夷邪久」等許多不同的地名來源。「琉球」的名稱在中國元朝末期

撰述的《島夷誌略》中首次出現，並在明朝時被正式規定為沖繩島嶼

的名稱。「琉球」的「琉」意味著中國古代對來自西域的一種寶石的

稱呼，因此「琉球」是指深藍色之玉，主要於中國稱呼沖繩時所使

用。28

金城宏幸，〈 記憶 「移民」 現代沖縄社会〉，

《移民研究》，第 1 期，2005 年 3 月，頁 88-91；加藤潤三、前村奈央佳、

金城宏幸等，〈「第 6 回世界 大会」大会調査報告書〉，

2019 年 6 月 9 日（檢索），頁 4，《Worldwide Uchina Network》，<https://

wun.jp/wp-content/uploads/2017/08/wuf6th_report_jp.pdf>。

世界若者 連合会，〈HISTORY〉，2019 年 6 月 9 日（檢

索），《World Youth Uchinanchu Association》，<http://wyua.okinawa/

history/>。

小玉正任，《琉球 沖縄 名称 変遷》，頁 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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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琉球／沖繩用語的討論中，很容易陷入單純在日中思維

之間討論，但在美國統治時期其實也推動使用「琉球」此一名稱的政

策。例如，美國從 1945 年建立琉球列島美國軍政府(United States Mili-

tary Government of the Ryukyu Islands)，在 1950 年設立美軍政府下

面的沖繩群島政府、宮古群島政府、八重山群島政府、奄美群島政

府；1950 年美國軍政府改為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United State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 USCAR)，並將其下面的各政

府合併改為琉球政府(Government of the Ryukyu Islands)，直到 1972

年沖繩回歸日本。此一時期美國致力於培育「琉球認同」，並且推行

所謂「離日」政策，以建構有利於美國本身的沖繩。29此原因及影響將

在第四節的第二小節詳細探討。

值得注意地是，「沖繩」並不完全等於「琉球」。如果從美國統

治時期所使用的「琉球」來看，就可以發現，「琉球」的地理範圍相

對於琉球國成立時的版圖大致一樣，即從奄美大島到與那國島。「琉

球」由三個地區構成：其包含由奄美大島為基礎構成的「奄美地

區」，由沖繩島與其周邊離島為基礎構成的「沖繩地區」，以及由宮

古島、石垣島為基礎構成的「先島地區」。所謂的「琉球文化圈」是

這三個區域的概念總稱。相對而言，廣義的「沖繩」指「沖繩地區」

及「先島地區」，狹義的只指「沖繩地區」。30 同樣，廣義的「倭急

拿」也是指「沖繩地區」及「先島地區」，狹義的只指「沖繩地

區」。

鹿野政直，《沖縄 戦後思想 考 》（東京：岩波書店，2011 年），

頁 30-38；小川忠，《戦後米国 沖縄文化戦略─琉球大学

》（東京：岩波書店，2012 年），頁 149、167-169。

高良倉吉，〈琉球 沖縄 歴史 日本社会〉，朝尾直弘等編，《列島内外

交通 国家》（東京：岩波書店，1987 年），頁 35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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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主義」與沖繩

對於沖繩的民族主義而言，雖然一直存在著沖繩民眾追求自主的

趨勢，但他們的立場與「獨立」具有差異性。因而本文在此先討論

「民族主義」與「認同」的差異，並進而討論為何在沖繩難以出現以

政治獨立為目標的民族主義。

一般而言，民族主義的一般性定義極為廣泛，其爭議遍及古今。

民族主義的例子極其多樣，論辯民族主義不時引致極端性的情緒，使

得表述並定義民族主義極為困難。但格爾納(Ernest Gellner)、安德森、

史密斯等學者以社會建構主義的邏輯發展成民族主義的理論。安德森

以民族主義為「想像的共同體」，由各主要的因素解釋在現代國家建

設的過程中如何促成民族主義的發展。安德森指出在民族主義發展的

過程中，報紙等印刷技術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文字出版使得民族獨

立、共和革命、民族語言互相結合，並且語言最常作為為劃分民族的

一種標準。31

安德森將現代民族出現所需要的「想像的共同體」解釋為「在積

極的意義上促使新的共同體成為可想像的，是一種生產體系和生產關

係（資本主義），一種傳播科技（印刷品），和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

性這三個因素之間半偶然的，但卻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32

安德森提到前現代的「想像共同體」解釋為「在印刷術尚未出現

的年代裡，想像的宗教共同體的現實性深深地仰賴無數的、不停的旅

行。」33然而，「被束縛的總督領地朝聖之旅要等到其旅程所涵蓋的範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

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臺北：時報，2018 年），頁 1-368。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

布》，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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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能被想像為民族之後—換言之，要等到印刷資本主義來臨之後—才

開始具有關鍵的重要性」，34 強調印刷資本主義的角色。

格爾納將民族（國族）主義定義為，「一項政治原則，並且主張

政治與國族的組成單元，兩者必須等同一致。」35根據格爾納的分析，

此政治單位是指國家，特別以工業化以後的現代國家為主要的論點，

而建立現代國家的條件除了現代工業社會之外，還需要一種可以讀寫

的同質性高級文化、教育制度，以及集權化的國家。36接著，格爾納提

到對地位相對沒有歸屬意識，僅有國家才能夠賦予依賴高級文化／民

族之認同。37

根據格爾納定義的高級文化／民族認同依賴現代國家的條件，必

須要有中央集權與集中的教育體制。在琉球國時期是中華秩序下的冊

封朝貢體系，以及薩摩藩之雙重朝貢體系，並且在琉球社會上，雖然

在琉球王國的第二尚氏王朝時期，尚真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在宗教

上推行「祭政一致」的政策，但因為尚未集中的教育體制而難以出現

民族認同。此種集中的教育體制要到琉球國被合併後的大日本帝國時

代下才會出現。例如，在 1894 年的甲午戰爭之前，沖繩的就學率只有

14.9%。但日本以甲午戰爭的勝利為開端，加速沖繩近代教育制度之發

展。以沖繩人的就學率為例，其比率快速發展：1896 年 31.2%、1901

年 71.6%、1906 年已經達到 90.1%。38 現在沖繩的教育體制，以及沖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

布》，頁 99。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

布》，頁 104。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臺北：聯經，2001 年），頁 1。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頁 191。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頁 195。

照屋信治，〈沖縄教育 「文明化」 「大和化」：太田朝敷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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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縣行政上都是受中央管轄，因此，依據格爾納的定義，沖繩的民族

認同基本上是日本。

相較之下，史密斯提出的「族群」(ethnie)的概念則解釋了出現沖

繩認同的原因。在學術上以民族主義的發展視為現代社會建構的產物

之趨勢越來越強烈。然而，對此類趨勢，史密斯試圖修正過於重視社

會建構主義的想法。史密斯認為，雖然民族主義崛起及其成為一個運

動確實是在工業化以後，但民族主義發展的背景存在著「族群」的概

念。「族群」是一個文化集合體，具備六個特性：一個集體名稱(A col-

lective name)、一個共同血統的傳說(A common myth of descent)、

一段共有的歷史(A shared history)、一個共有的獨特文化(A distinctive

shared culture)、一個與特定領域的關聯性(An association with a

specific territory)，以及連帶感(A sense of solidarity)。39

首先，關於一個集體名稱，史密斯提到「集體稱呼是歷史資料上

識別族群的標誌」，而其歷史資料是「比每一個居民所擁有的文化或

社會建構的敘述多的很，且記載了此些集合體的名稱。」史密斯接著

說，「一般而言，集體的名稱是民族共同體的確證及標誌。因為有此

名稱民族共同體的人們將自己區別於他人的集團，而確認自己人的

『本質』。……集團的名稱會在共同體的成員或外來者—後代子孫—

的精神及想像力上呼應其共同體的突出有關特質或性格的各種想像

（雖然可能會相互理解上有很大差異）。」40上一節整理了歷史資料裡

面的「沖繩」、「倭急拿」、「琉球」、「Ryukyu」等名稱，尤其是

「琉球」與「倭急拿」隱含著創造與日本不同的族群的可能性。

沖縄」構想 手 〉，《教育学研究》，第 76 卷第 1 期，2009

年 3 月，頁 3。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 Blackwell,

1986), pp. 1-288.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p.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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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個共同血統的傳說，史密斯提到，「有關出自或血統的

神話是民族性的必要條件，並且對成員而言，是民族的連帶感或感情

裡面的複合體中相當關鍵的因素。」41

第三，一段共有的歷史，史密斯提到，「族群是透過共有的記

憶，被建構的歷史共同體，此外什麼都不是。帶著共同歷史這種意

識，會創造超越世代的團結紐帶。」42

第四，一個共有的獨特文化，「血統神話及共同記憶之上，族群

是互相連結其成員，同時有助於區別具有一個或者更多的『文化』的

外來者。……族群的成員在與族群的非成員相異的文化特性裡，互相

類似及相似。最普遍共有的獨特特性是語言與宗教上的特性；不過，

習慣、制度、法律、民間傳承、建築、服裝、食物、音樂及藝術，甚

至皮膚的顏色及體格也扮演增加相異的角色。」接著，史密斯以蘇格

蘭為例提到，「獨特『文化』的要素增加過去幾世紀獨立國家存在著

的集團記憶，且體現於此。」43

另外，史密斯強調共同的文化比語言重要。「許多例子顯示，長

期以來語言是區別民族性的唯一或主要的標誌。但語言並沒有符合民

族共同體的意識，且常會不一致。」然而，「要注意的是在共有的語

言表現的直接且明確的溝通的樣子之下，隱含著其共同體的生活樣式

與價值觀。」總之，「其實，相異文化的連結及／或獨特文化的特質

性之數量越多，民族性的分離感越強化，而該民族性持續的可能性會

越大。」44

第五，與一個特定領域的關聯性。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 24.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 25.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p. 26-27.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p.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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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總是與某個特定的場所或者領域連結，而他們將其稱

呼為他們「擁有的」。他們通常會住在那裡；若不是，也是對

那塊土地抱著強烈的記憶連結。某個族群不一定物理上所有

「其」領土；重要地是擁有象徵性的中心地、聖地、「鄉

土」，即族群成員分散到世界，儘管幾世紀前其鄉土已消失，

也擁有象徵性的可回家的場所；因為，所謂的民族性是神話、

記憶、價值、象徵的問題，而不是實現物質所有或者政治權力

所需的場所。45

接著，史密斯用神聖的中心地、共同記憶的連結與對外的認知，

這三個層面解釋民族的鄉土。

每個鄉土擁有一個或以上的，在宗教－民族的意味上被視

為「神聖的」中心地。這些會變成朝聖之旅的目的地，……第

二個層面是族群與「其」鄉土可能是被外部權力分離時，通常

會留下人們與領域之間的連結或「聯想」。此連結本身會變成

共同體的集團記憶與認同本質的部分。其土地成為共同體傳說

的一部分，並變成集體夢的焦點。……流亡者的共同體是以其

土地的距離為被測量，而以領土回復與復興為計畫被構想，然

而成員以其土地為「起源」確認自己的認同，……第三個是外

來者確認共同體的成員時，常用領域的「起源」來區別。其結

果，「民族」這個詞彙意含了「來自於同樣起源鄉土者」。46

上一節提到的「世界倭急拿人大會」，某種程度上符合創造一個

與特定領域的關聯性的過程。

最後是連帶感，史密斯解釋，「族群不僅僅是有共同的名稱、血

統神話、歷史、文化、以及領土聯想的人口。同時，通常是以博愛主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 28.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p.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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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制度為表現，擁有鞏固之認同與連帶感的共同體。」然而，為了

民族共同體所需要的族群之資格，史密斯提出「受到壓力或威脅時，

必須要出現超越共同體內部的階級、黨派或地區分隔的強力歸屬意

識，以及活躍的連帶。」47 這就像時任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於 2014 年

提到，針對全日本將美軍基地設在沖繩的行動，以「不是政治意識形

態，而是本於沖繩縣民的認同」所形成之「全沖繩認同」，強烈要求

停止普天間基地的縣內搬遷，並加以關閉、撤離。48

簡言之，族群可以定義為「擁有共同的祖先、歷史、文化、特定

領域的關聯性及連帶感的有名稱人類集團。」49根據史密斯的定義，沖

繩基本上具有族群的特性：「沖繩人」、「倭急拿人」，以及「琉球

人」之固有集體名稱；琉球本身的神話及共同祖先的故事；作為琉球

國時代之繁榮的共同歷史記憶等。50再加上，沖繩擁有四百多年琉球國

的歷史，因此沖繩本來擁有可以成為民族國家的基本因素。但是，沖

繩在發展現代國家建設以前已經被日本兼併，並且在日本政府的主導

下進行沖繩的現代化。琉球國時代的琉球民眾基本上與其他部落少有

互動，難以出現對於琉球的國家或者民族認同感。再者，雖然琉球國

在對於中國的朝貢體制及國際貿易之下享受繁榮，但與江戶時代的其

他日本區域並無不同，能夠真正享受其繁榮者僅限於少數的貴族階層

而已。特別是琉球民眾面臨薩摩藩及琉球國貴族之雙重剝削，其生活

環境相當嚴苛，因此一般民眾難以產生琉球認同。沖繩之現代化及義

務教育的普及，一直到被大日本帝國合併時才開始，因此在琉球國之

下無法出現如同一般現代國家伴隨著建設的過程中產生發展的民族主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p. 29-30.

山田文比古，《 沖縄VS. 政治指導者 10人 証言》，頁 13-19。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 32.

松島泰勝，《琉球独立 道 植民地主義 抗 琉球 》，

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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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然而，沖繩本身的歷史背景對於沖繩人比較傾向於追求「自主」

及「自立」仍具影響力。大澤真幸延伸史密斯的理論指出，「族群」

具備的特性加強共同體的自我認同。的確，史密斯所指稱的「族群」

不一定成為追求「民族國家」的力量，但是此類「族群」具備的特性

使得民眾容易想像本身所屬的族群認同。51換言之，「族群」及其具備

的特性扮演著促使人民想像自我認同的工具角色。而且，從「琉球處

分」的過程至戰後的駐沖繩美軍基地問題，沖繩人繼續面臨不斷被日

本政府壓制的歷史，由於此類被壓制的認知促成追求自決的立場。再

加上，現在沖繩的兩份主流報紙《琉球新報》及《沖繩時報》（沖繩

）於沖繩媒體界居主導地位。兩家報社站在和平主義、反對

美軍基地、非武裝中立等立場，與日本國內媒體保持相當距離。他們

在沖繩縣維持其影響力，對於「想像共同體」的發展有所貢獻。另

外，上一節介紹的「倭急拿人」通過報紙普及化的過程就可以說是等

同於「想像共同體」正在進行的過程。

綜上說明，雖然依據格爾納的定義，沖繩的民族認同基本上是日

本，但史密斯提出的「族群」概念在沖繩也都符合，並擁有安德森強

調的建立「想像的共同體」必要的印刷業。換言之，由於沖繩缺乏單

獨的現代國家建設之過程，以及沖繩本身特有的歷史記憶，加上經歷

與日本其他地區不同的歷史演變，導致沖繩產生特殊的認同。因此，

雖然沖繩擁有強烈的自我認同及追求「自治」的目標，但同時對於尋

求「獨立」卻也採取比較消極的立場。52

大澤真幸，〈 謎〉，大澤真幸、姜尚中編，《

論 入門》（東京：有斐閣，2009 年），頁 29-31。

林泉忠，〈沖縄 「自治」 何 ？：近現代史 刻 沖縄自治運動

位相〉，《政策科学 国際関係論集》，第 14 期，2012 年 3 月，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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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琉球／沖繩認同的歷史演變

一、琉球國時代─朝貢體制之下的繁榮

今天的沖繩擁有與日本不同的歷史發展。1372 年琉球開始向明朝

朝貢，因為加入了冊封體制，不但與明朝展開進貢貿易，而且從 1420

年左右起開始與其他東南亞各國交易。琉球國透過轉口貿易而獲得巨

大利潤，成為一個非常富有的國家，被稱作「萬國津梁」。53所謂的琉

球國時代，通常乃指被強調為「萬國津梁」的這段期間在朝貢體制之

下繁榮之歷史。薩摩藩於 1609 年出兵進攻琉球，薩摩藩進攻琉球國的

原因有二，一方面希望琉球扮演明朝與日本間之貿易仲介的角色，另

一方面，加強本身的權力與勢力。對此薩摩藩的進攻，琉球國表示，

只要能避免割讓本身領土，就可以接受成為薩摩藩扈從及向他們朝

貢。由於薩摩藩也同意琉球國的要求，因此琉球國並未盡全力抵抗，

也沒有向明朝請求派遣援軍。54據此，琉球國在薩摩支配之下納入幕藩

體制，而成為「幕藩體制裡的異國」琉球。但同時與中國持續冊封朝

貢關係，因此當時的琉球國被稱為從屬雙重朝貢。55

由此可見，在琉球國時代的主體是琉球貴族，追求的認同是琉球

人，而具體的行為是雙重朝貢。就像西里觀察琉球國時代之貴族階層

的認同，並且主張該種認同係在日本與中國之「兩屬意識」（雙重朝

貢）的平衡下建立「琉球民族體」，以及「自我意識＝琉球意識」之

概念。

安里進等，《沖縄県 歴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04 年），頁

106-110。

安里進等，《沖縄県 歴史》，頁 130-133。

豊見山和行，〈琉球 沖縄史 世界〉，豊見山和行編，《琉球 沖縄史

世界》（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年），頁 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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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琉球處分」時期─大日本帝國的成立與琉球菁英的抗拒

1868 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成立明治政府後，將德川幕藩體制下的

地方分權體制改成中央集權體制，其具體政策即 1869 年施行的版籍奉

還，56 以及 1871 年施行的廢藩置縣。琉球國的廢藩置縣過程與其他藩

不同，曾遭受琉球菁英的強烈抗議，且琉球國與明治政府之間其實並

不存在版籍奉還此種關係。

明治政府在 1879 年派遣約 400 名軍人與大約 160 名警察，實行

「第二次琉球處分」，將琉球藩改稱為沖繩縣。57不過，「琉球抗日復

國運動」仍然持續進行，且其手段日益激烈，甚至有一位名字叫名城

里之子親雲上春傍（中文名字：林世功）之琉球官員於 1880 年在中國

自盡。

由此可見，琉球處分時期的主體是琉球貴族，追求的認同是琉球

人，而具體的行為是「琉球抗日復國運動」，就像林泉忠提到的，明

治政府進行合併琉球改為沖繩縣的過程中，琉球抗日復國運動逐日激

烈，而其主導者為國王派遣的三司官（法司）及前三司官，而且他們

的運動範圍不限於琉球當地，還包括東京、中國。而林泉忠從運動者

交給清廷的請願書裡面，發現了將日本稱為「倭奴」或「和奴」、

「生不願為日國屬人，死不願為日國屬鬼」等文句，58可以看出當時這

些琉球貴族的親中反日的琉球人認同。

意指各諸侯向天皇交還各自的領土（即版圖）和轄內臣民（即戶籍）。

我部政男，《明治国家 沖縄》（東京：三一書房，1979 年），頁 71、

270；赤嶺守，〈王国 消滅 沖縄 近代〉，豊見山和行編，《琉球 沖

縄史 世界》（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年），頁 245。

林泉忠，《「辺境東 」 ． ：沖縄、

台湾、香港》，頁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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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日本帝國時代的沖繩

大日本帝國時代，主體是沖繩知識分子、琉球貴族與大眾，追求

的認同是日本人，而具體的行為是支持文明化及同化。這些具體行為

的最大的動力就是為了擺脫日本人的歧視（下一節詳細討論），而得

到與日本其他地區同等的地位。59

因此，對伊波普猷等的沖繩知識份子而言，也是一樣的。被稱為

「沖繩學之父」的伊波普猷，在琉球時代被琉球士族歧視，而將琉球

處分稱為一種奴隸解放，他畢生致力於證明沖繩人與日本人屬於同一

個祖先，就是為了主張沖繩人是可以與日本人相提並論的。

此外，也同為琉球知識分子的《琉球新報》主筆、同時是「公同

會運動」60領導人的太田朝敷，於甲午戰爭清朝戰敗並「公同會運動」

失敗之後，立場也由反對琉球人同化為日本人，轉變為積極支持。由

於這些知識份子及琉球士族為了文明化、現代化及同化，帶動了一般

民眾，轉而追求日本人的認同。

四、美國統治之下的沖繩

戰後日本投降，沖繩由於戰略位置優越，故在 1945 年至 1972 年

期間由美國管轄，美軍亦在此設有基地。當時首相吉田茂提倡所謂的

照屋信治，〈沖縄教育 「文明化」 「大和化」：太田朝敷 「新

沖縄」構想 手 〉，頁 1-12。

公同會運動是日本兼併琉球、設置沖繩縣之後，琉球士族階級以琉球末代國

王尚泰的兒子尚寅、尚順為中心，發起的一個琉球人自治運動。1896 年左

右，尚泰王的次子尚寅聯合志同道合的琉球人，成立公同會，試圖讓琉球王

室（第二尚氏）成為世襲的沖繩縣執政者（沖繩縣知事）。關於公同會運動

請見松永歩，〈沖縄公同会運動 早熟 「自立」構想 「特別制度」

「自治」 手 〉，《日本 教育史学》，第 16 卷第2 期，2009

年 2 月，頁 1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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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原則」為戰後日本的安全戰略架構，在這個架構下，日本以發

展經貿為國家戰略的核心，而與美國發展密切軍事安全關係是符合日

本當前利益。61吉田原則在安全層面的特徵主要可以分成兩項：第一，

成立美日安保體系，提供美軍基地作為防衛日本與東亞區域的前進軍

事部署；第二，成立自衛隊，作為協助日本本土防衛的自衛武力。62在

日本一方面繼續高度經濟成長，而沖繩在吉田原則之下，則被迫擔負

保護日本安全之角色。換言之，沖繩沒有納入日本戰後復興及高度經

濟成長的結構之下，因此沒有共享經濟成長的經驗。當時沖繩經濟主

要來源係依賴來自美軍基地的相關收入。63

不僅是經濟上，政治上也與日本有不同的發展。此時期，主體是

知識分子至大眾，追求的認同是沖繩人至日本人，而具體行為是建立

當地的政黨（沖繩民主同盟、沖繩人民黨、社會黨）至「祖國復歸」

運動。戰後因為一開始日本拋棄沖繩而使其受美國統治的關係，64此時

期在沖繩建立的政黨一開始都是對美國軍政府接受、歡迎的親美政

府，並主張沖繩獨立或美國信託統治，以保持沖繩人的認同。例如，

於 1947 年 6 月舉行沖繩民主聯盟的結盟典禮；接著，於同年 7 月以浦

崎康華為委員長成立沖繩人民黨；另外，於同年 9月成立沖繩社會黨。

其中，值得關注地是，三個政黨各具不同的政治立場，而且其政

治立場不斷搖擺。根據林泉忠的分析，三個政黨的政治立場及政治目

標可以歸結為如下表 1。

楠綾子，〈吉田茂 安全保障政策 日米 戦後構想 安全保障構想 相互

作用 中 〉，《国際政治》，第 144 期，2006 年 2 月，頁 99。

Bert Edström, Japan’s Evolving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New York: Sr.

Martin’s Press, 1999), pp. 8-20；五百旗頭真編，《戰後日本外交史》（東

京：有斐閣，1999 年），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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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戰後初期沖繩本島各政黨的基本政治立場(1945-1949)

意識形態 對沖繩民政府 對美（軍政府） 歸屬論

沖繩民主同盟

沖繩人民黨

社會黨

革新→保守

革新

保守

批判

批判

批判

寬容→中立

歡迎→批判

親美

沖繩獨立

獨立→回歸

美國信託統治

立場
政黨

資料來源：林泉忠，《「辺境東 」 ． ：沖縄、台
湾、香港》，頁 84。

但由於一方面美軍政府統治沖繩之成效太差；另一方面，將日本

視為經濟成長，以及和平民主國家的一種烏托邦式的想法不斷提高

（下一節詳細討論），而使這些沖繩政黨修正為回歸日本的立場，並

積極參與「祖國復歸」運動，65 帶領大眾追求日本人的認同。

五、美軍基地問題的政治化及沖繩認同的再次崛起

沖繩民眾雖然在此 30年期間對於回歸日本採取相當肯定的立場，66

然而美軍基地問題仍持續存在，且沖繩人民視此為非常不公平的措

施。沖繩大學前校長、歷史學者，以及名譽教授新崎盛暉提出「結構

沖繩經濟依賴美軍基地相關收入之比例，1955 年前後是 25-27%，1964 年

為 17%，1966-67 年為 20%，至 1972 年則為 10%。請見來間泰男，《沖縄

覚悟：基地．経済．「独立」》（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15 年）。

D． ，《沖縄問題 起源 戦後日米関係

沖縄1945-1952》（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3 年）。

金城正篤等，《沖縄県 百年》（東京：山川出版社，2005 年），頁

252-255。

河野啓、小林利行，〈復帰40 年 沖縄 安全保障：「沖縄県民調査」

「全国意識調査」 〉，《放送研究 調査》，第 62 卷第 7 期，2012 年

7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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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歧視」的概念，並且主張「以沖繩美軍基地的不公平負擔為中心的

歧視結構。」從二次大戰後美軍基地進駐沖繩以來，直到沖繩回歸

後，駐沖繩美軍基地卻仍然存在，導致對於美日關係思考的停滯；而

此思考的停滯，更進一步使得數十年來，駐沖繩美軍基地的存在被視

為理所當然。1945 年到 1952 年的美國占領政策，以象徵天皇制、日本

非武裝化，以及沖繩的分離軍事支配作為三位一體的結構下，導致日

本國內本土以對沖繩歧視為基礎而建立的對美服從美日結構關係。意

即從這點衍生「以沖繩美軍基地的不公平負擔為中心的歧視結構」而

造成「結構性歧視沖繩的美日安保」。67 因此，沖繩人民至目前為止仍

未擺脫自我認同的矛盾。日本龍谷大學教授松島泰勝於 2013 年 5 月 15

日創建「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再次提醒追求沖繩獨立的可

能性。並且，隨著以喚醒沖繩縣民擁有的活力為背景開始的「世界倭

急拿人大會的召開」，此倭急拿人的說法在政治上也開始使用，尤其

在反美軍基地運動中最有名的是，時任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於 2015 年

提到的「不能小看倭急拿人。」68 沖繩這幾年來，以普天間美軍基地搬

遷邊野古爭議為訴求的選舉，幾乎都是反對派獲得勝利。但中央政府

仍試圖進行既有的計畫，此種態度再進一步提高了沖繩民眾追求民主

及自決權的聲音。

由此可見，回歸日本後，以知識分子為主體，因為上述探討的反美

軍基地運動，日本對沖繩的不公平措施不能解決，因而想要脫離日本建

立琉球王國，這種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或自決權的出現，而追求

的認同從日本人轉變為琉球人或倭急拿人。另外，原本以輿論界為主體

開始的世界倭急拿人大會，普及到大眾，並且此名稱被用在反對美軍基

新崎盛暉，《新崎盛暉 說 構造的沖縄差別》（東京：高文研，2012

年），頁 1-157。

沖縄 社編，《沖縄県知事翁雄志 「言葉」》（沖縄：沖縄

社，2018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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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具體行為上，而追求的認同則從日本人改為倭急拿人的認同。

作者從第一小節到第五小節的討論整理了琉球／沖繩認同的歷史

演變，而一方面展現了琉球／沖繩的現代化過程，如下表 2。

表 2 琉球／沖繩認同的歷史演變

時期 主體 追求的認同 具體的行為

琉球國時代 琉球貴族 琉球人 雙重朝貢

琉球處分後 琉球貴族 琉球人
「琉球抗日復國運
動」

大日本帝國
知識分子、琉球
貴族→大眾

日本人
支持文明化、現代化
及同化

美國統治 知識分子→大眾 沖繩人→日本人

建立當地的政黨（沖
繩民主同盟、沖繩人
民黨、社會黨）
→「祖國復歸運動」

歸還日本後

知識分子

輿論界→大眾

日本人→琉球人或
倭急拿人

日本人→倭急拿人

反對美軍基地→琉球
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
會、自決權

世界倭急拿人大會→
反對美軍基地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肆、日美中「他者」對於琉球／沖繩的影響

一、對日關係

第一階段為日本明治政府透過文明化及現代化的過程影響琉球／

沖繩認同。在當代沖繩知識分子的論述中，他們支持同化為日本人的

原因與「現代化」及「文明化」有密切相關。舉例而言，雖然「人類

館事件」衝擊了沖繩菁英人士並且引發他們的憤怒，但憤怒的理由並

不在於被日本人歧視，而是在於沖繩人被視為與臺灣原住民、朝鮮人

等其他亞洲民族居於同等的地位，因此「人類館事件」的發生使得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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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人更加確定其成為文明人之目標。

第二階段為戰後美國統治沖繩時期。沖繩在被切斷與日本社會的

連結，接受美國直接統治的戰後政治現實背景下，針對「沖繩問題」69

相關之問題意識的研究成為主流。70以回歸運動為象徵的政治及社會的

動向之中，有兩個不可忽略的因素：第一，是以伊波為代表之沖繩學

的基本思想體制，此一思想體制與政治及社會運動具有互補作用；第

二，是沖繩人對「琉球」此一詞彙的厭惡，對當時的沖繩人而言，其

除了連結被薩摩藩剝削及壓制之歧視與差別待遇的歷史記憶之外，71

「琉球」此一詞彙必然伴隨而來的是歧視及差別待遇等親身經驗，導

致對這個用詞的反彈與嫌惡，72因此沖繩人追求回歸日本的想法越來越

濃厚。在美國的統治下，沖繩人無法得到完全的自由民主及法律的保

護。相對而言，日本已於 1951 年恢復主權之後建立完全的民主國家。

從沖繩人的角度觀之，已有和平憲法民主國家的日本是一種烏托邦。73

然而，當時仍有部分的沖繩知識分子推動「反對沖繩復歸運

動」。沖繩人希望回歸日本時，駐沖繩美軍基地也同步解散，但在談

有關沖繩的政治爭議點問題的總稱。「沖繩問題」一詞是透過1956年的「全

島鬥爭」開始一般化。請見新崎盛暉，〈沖縄問題 〉，

沖縄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編，《沖縄大百科事典 上巻》（東京：沖縄

社，1983 年），頁 589。

高良倉吉，〈沖縄学 〉，沖縄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編，

《沖縄大百科事典 上巻》（東京：沖縄 社，1983 年），頁 437。

比嘉春潮等，《沖縄》（東京：岩波新書，1965 年），頁 15-23。比嘉認為

「琉球」一詞之於沖繩人，如同「支那」對中國人而言連結了日本的侵略歷

史一樣。

新川明，〈「沖縄学」 可能性：「金城朝永全集」 〉，《文

学》，第 42 卷第 8 期，1974 年 8 月，頁 16-25。

小川忠，《戦後米国 沖縄文化戦略─琉球大学

》，頁 287；中野好夫、新崎盛暉，《沖縄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

1976 年），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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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過程中，沖繩回歸日本以後，美軍基地仍維持駐紮在沖繩的態勢已

經日趨確立，使沖繩民眾對此回歸條件相當不滿，展開反對沖繩復歸

運動。於 1971 年 11 月 10 日，以「反對第三次琉球處分」為口號，十

萬多人參加該「反對沖繩復歸運動」。最後，日本政府還是在維持美

軍駐紮沖繩基地的條件之下，進行「沖繩復歸」。74

第三階段為從 1972 年沖繩回歸日本至今。在此階段之主要爭議仍

然是懸而未決的沖繩問題的延伸，一再踐踏沖繩人的人權及尊嚴，而

導致沖繩人追求民主與自決權。引用來間泰男的說法，沖繩的經濟以

回歸日本前後為分水嶺，從「基地經濟」轉為「財政依存經濟」。75這

幾年脫離其「財政依存經濟」而追求自立的聲音更高。沖繩多次向日

本要求減輕美軍基地負擔，但日本不斷地用金錢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可稱為「補償型政治」76，或者「鞭子與糖果」77）。日本政府以提

供巨大經濟援助取代沖繩民眾減輕對於美軍基地之負擔的要求，因而

部分沖繩民眾開始感受到一種屈辱感。近幾年，主張此種「比起糖

果，更重視沖繩人的尊嚴」之態勢逐漸升高。

二、對美國關係

第一個階段為 1945 年至 1972 年之美國統治時期，所謂「沖繩問

題」的起源即「全島鬥爭」及反美情緒，其實也就是沖繩「祖國復歸

運動」的主要驅動力。美國對沖繩的影響是從美國統治時期開始。此

一時期美國致力於培育「琉球認同」，並推行所謂「離日」政策以建

中島琢磨，《高度成長 沖縄返還 1960-1972》（東京：吉川弘文館，

2012 年），頁 271-276。

來間泰男，《沖縄 覚悟：基地 経済 「独立」》，頁 391-394。

Kent E. Calder, Embattled Garrisons: Comparative Base Politics and

American Glob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44.

渡辺豪，《「 」 構図－普天間移設 内幕》（沖縄：沖縄

社，2008 年），頁 113-115。



134 遠景基金會季刊第二十卷第四期 2019 年 10 月 TSSCI 核心期刊

構有利於美國本身的沖繩。但是這些美國推行的政策在實際上卻導致

與美國意圖完全相反的結果。舉例言之，為了培養親美菁英份子而建

立琉球大學，可是琉球大學卻成為最主要的反美基地。琉球大學學生

編輯之文學雜誌《琉球文學》中，呈現否定美國統治沖繩的論述。78另

外，當時琉球大學的教育是以英文為主。確實在美國統治之下的沖繩

學子，為了成為菁英份子，具備英文能力是其主要途徑，在校園裡常

見許多學生努力學習英文的情況。但當時琉球大學的英文教學系統仍

未完整，並且部分學生視英文教育為一種殖民地統治。尤其美國在琉

球大學的課程中，為了推動「離日」政策，故意輕視日語教育，因美

國過於重視英語教育的政策反而造成學生的反感，學生開始追求由日

語可以表現的沖繩文化。79再加上琉球大學的學生與美國政府在美軍安

全戰略，以及土地徵收等政策上產生摩擦，因而導致兩次「琉大事

件」，80 琉球大學的校風變得越來越反美。

此外，美軍基地的問題自美國統治時期至今一直是沖繩民眾對美

國抱持負面印象的關鍵。如前所述，美軍與日本簽署《舊金山和平條

約》(Treaty of San Francisco)，並且在戰爭結束以後仍要持續保有美

軍駐沖繩的基地。當時美國為了徵用軍用土地，公布了《土地徵用

令》(Land Acquisition Procedure)，不顧農民的頑強抵抗，用「刺刀

和推土機」之手段進行徵用。美軍基地的存在及其強勢徵用土地的手

法引發沖繩的「全島鬥爭」，並且快速加深沖繩人的反美情緒。此種

反美情緒加深了沖繩人對烏托邦日本的情感，而成為「祖國復歸運

鹿野政直，《沖縄 戦後思想 考 》，頁 30-38。

小川忠，《戦後米国 沖縄文化戦略─琉球大学

》，頁 149、167-169。

琉大事件是指，1950年代發生的以學生運動為由的退學事件。請見小川忠，

《戦後米国 沖縄文化戦略─琉球大学 》，頁

17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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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主要驅動力。

第二階段為沖繩回歸日本之後，美國鼓勵琉球文化及民主的結

果，帶來了主體意識、琉球文化，以及美式民主。即使戰後美國對沖

繩的各種措施導致反效果，而使得沖繩人對於「祖國復歸」的希求漸

增，但是美國對於培育沖繩人認同的政策仍有所貢獻，沖繩人對此站

在相當肯定的立場。除了美國對琉球文化的鼓勵外，美國的流行文化

從戰後至今成為沖繩年輕人的娛樂及喜好，此種美國流行文化所擁有

的軟實力也是吸引沖繩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81。

另外，因美國為了提升本身的軍事安全而強制徵收沖繩人的土

地，確實導致沖繩人反美情緒的升高，並減少美國作為民主象徵的魅

力。不過作為民主國家的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仍維持其民主政治的影響

力，例如在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的談判過程中，由於談判主體為美日

兩國政府，沖繩住民的想法與意見常常被忽略。為此，沖繩地方政府

的領袖仿效美國的民主政治模式，出訪美國並與美國官員直接談判，

以表達本身的立場與意見，而且對於該議題的進展能有所影響。82作為

民主國家之美國，在談判的過程中非常重視當地居民的想法及意見，

因此有時沖繩人會依賴美國的民主，以確保自身的利益。

三、對中國關係

相對於日本與美國，除了琉球國之朝貢體制之外，沖繩從未受過

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的統治，因此可說中國對於沖繩

的影響相比於日本及美國來說較少。於 2000 年時在中華民國執政的民

進黨陳水扁政府，雖然修正了過往臺灣對琉球的政策，但既非承認琉

新城俊昭，《 版 琉球 沖縄史－沖縄 知 歴史教科

書》（沖繩：東洋企画印刷，2008 年），頁 302-303。

森本敏，《普天間 謎 基地返還問題15年 総 》（東京：海竜社，2010

年），頁 25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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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是個獨立的國家，也非屬於中華民國，而是改置於日本的統治脈絡

下。在 2007 年 2 月將「中琉文化經濟協會駐琉球辦事處」不僅改稱為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那霸分處」，而且將之納入東京的台北駐

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之下。因此，雖然中華民國政府對琉球的歸屬問題

上，至今尚未正式發表聲明承認日本擁有琉球的主權，但其措施在日

本一般被解釋為中華民國政府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歸屬。83

中華民國政府對於琉球歸屬問題上最早的正式發言在於開羅會議

當中，在 1943 年 11 月 23 日羅斯福與蔣介石餐會中，羅斯福提及琉球

歸屬問題，「總統提及琉球群島問題，並數次詢問中國是否要求琉

球。大元帥答稱中國將同意中國與美國共同占領琉球，並願將來在一

個國際組織的託管制度下，兩國共同管理。」84蔣介石也明確表示「琉

球與臺灣在中國歷史上地位不同。琉球乃一王國，其地位與朝鮮相

等。」85

在戰後 1946 年 3 月，於聯合國軍最高司令部裡，關於在日本非軍

事活動之文書，其中在中華民國「日本領土問題」部分有「琉球列島

（口之島及大東島諸島的處分也同樣）是歸屬中國」之見解。86另外，

「日本領土問題」以外還有「琉球領土主權問題」的文書，其文書有

五項琉球領土主權該歸還中國的理由。

赤嶺守，〈戦後中華民国 対琉球政府：1945 年～1972 年 琉球帰

属問題 中心 〉，《日本東洋文化論集》，第 19 期，2013 年 3 月，頁

53-5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 p. 324.

李明峻，〈從國際法角度看琉球群島主權歸屬〉，《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 1 卷第 2 期，2005 年夏季號，頁 61。

石井明，〈中国 琉球 沖縄政策 琉球 沖縄 帰属問題 中心 〉，

《境界研究》，第 1 期，2010 年 10 月，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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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琉球是我國最早發現的，我國取名叫琉球。

(2)琉球從明朝初起到清朝末大約 507 年間 (1372-1879)，是屬於

中國之地。

(3)琉球悠久以來，擁有同樣的我方風俗，而且其民族也大多數

是中國民族。

(4)日本用武力占領琉球，中國未以條約承認過。

(5)我國今後，以西南為中心的國防建設，琉球不只是我國國防

上的防弊，將來，變成出去太平洋的唯一戰略基地。87

中華民國政府曾以上述理由主張沖繩的附屬性，故比較積極直接

介入沖繩的國內政治，但力有未逮，最後在無實力實質介入下，漸漸

淡出對沖繩的介入。例如，1958 年 11 月 20 日以反共、反日、親美、

獨立為目標在沖繩成立了琉球國民黨，然而當時復歸運動在沖繩如雨

後春筍一一冒出來，社會環境對獨立論支持漸漸下降，在此情況下，

黨魁大宜味朝德在 1960 年與 1965 年的立法院議員選舉，以及 1961 年

的那霸市長選舉都沒有當選之後，琉球國民黨因而自然解散。88而中華

民國政府，干預沖繩內政的目的，在於落實自己的沖繩直接管轄權。

相對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曾經正式承認沖繩歸屬日本，也

沒有對沖繩實施特別的政策。89因此戰後以來，雖然中國有時批判美國

石井明，〈中国 琉球 沖縄政策 琉球 沖縄 帰属問題 中心 〉，

頁 82。

林泉忠，《「辺境東 」 ． ：沖縄、

台湾、香港》，頁 115-116。

周恩來，〈周恩來外長關於美英對日和約草案及舊金山會議的聲明〉，1951

年 8 月 15 日，《中國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nanhai/chn/zcfg/

t1367520.htm>；毛澤東，〈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外交部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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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沖繩之現狀，但卻未曾對日本擁有沖繩主權提出疑慮。然而近年

來中國國內的部分研究者開始討論關於中國擁有沖繩主權的合法性。

舉例言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勇在 2005 年的《世界知識》中撰文

指出，琉球國變成日本的「沖繩縣」是軍國主義之侵略結果，且戰後

日本從美國手中收回琉球，這兩者都缺乏國際法依據，因此琉球的地

位並未確定。90 此種論述特別在 2010 年釣魚臺問題變成中日兩國的爭

端以後越來越多。然而，此種論述目前在中國還是屬於少數派，而且

部分中國國內論者也有強力批評之趨勢。

由此可見，中國對於沖繩的影響完全不如日本及美國。但在形成

琉球／沖繩認同的過程中，中國因素還是不可忽略的。特別是中國崛

起的趨勢變得明顯後，中國的某些作為及各種論述直接引發沖繩民眾

的激烈反應。舉例言之，前述徐勇教授之論文被報導之後，沖繩的媒

體及學者們強力反對此種說法。其中，琉球大學教授上里賢一強調，

戰後中國批判了美國的帝國主義並支持沖繩回歸日本，因此現在中國

卻開始宣揚中國對於沖繩的主權之合法性，這是令人非常難以接受

的。

但上里同時指出，沖繩不屬於中國並不意味著沖繩屬於日本。簡

言之，上里強調沖繩的未來應由沖繩人所決定。不過更值得注意地

是，上里在同一系列的文章中提出，沖繩與日本其他區域存在著對於

中國不同的立場與想法，此顯現沖繩所具有的獨特性及主體性。依據

他的說法，沖繩與中國密切的歷史關係而使許多沖繩居民對中國的感

情為友好、親切、融合，而不是敵對、威脅、拒絕。91此種論述也出現

在其他學者的論述中。高良倉吉指出在沖繩對日本的反感與對中國的

徐勇，〈琉球謎案〉，《世界知識》（北京），2005 年第 15 期，2005 年 8

月，頁 62-63。

上里賢一，〈沖縄 見 「反日」 「反中」 衝突 4〉，《沖縄

》，2005 年 12 月 28 日，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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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感融合成一套思維；富川盛武認為沖繩的人像日本人但不是日本

人，像中國人但不是中國人，擁有獨特的感覺。沖繩的角色就是發揮

此一感覺，解開日本要站在美國或中國哪一邊之二分法的桎梏。有些

論者在中日釣魚臺問題變成激烈時，進一步主張沖繩人可以扮演日本

與中國兩國間橋梁的角色。92

除了社會菁英之外，一般沖繩民眾的中國觀也呈現與其他日本人

不同的特色。2012 年在沖繩首次舉行關於日本人之中國觀的民意調

查。其中，沖繩人的中國觀與其他日本人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根據該

次調查，對於中國抱持負面印象的沖繩人之比率大於其他地區的日本

人。對中國有負面印象的沖繩人其較多的理由為「不喜歡中國的大國

行為」、「中國的霸權主義行動」、「不遵守國際規則」等。相對而

言，其他日本人不喜歡中國的理由為「政治體制不同」，而沖繩人選

擇此理由的比率較少。另外，相對於其他日本人，在「妨礙日中關係

發展的主要問題」之詢問中，選擇「中國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反日

感情」，以及「中國的反日教育」等項目的沖繩人特別多。由此可

見，沖繩人對於中國的期待與目前中國展現的作為之間有巨大落差，

此巨大落差造成沖繩人對於中國的負面印象。實際上，對中國抱持好

感的沖繩人之中，選擇「對中式餐飲、中國歷史等中國文化感興趣」

之比率到達 46.8%，多於其他日本人之 31.4%。93 有關這一節摘要如下

表 3。

安保取材班，〈「琉球併合 国際法上 根拠 」学者 論文、06 年

以降 20 本〉，《毎日新聞》，2010 年 8 月 18 日，<https://blog.goo.ne.jp/

think_pod/e/9726f9842e8f467b8147ac70215ac3ec>。

長元朝浩，〈沖繩是誰的？—在日中的夾縫中思考〉，《nippon.com》，

2013 年 7 月 18 日，<https://www.nippon.com/hk/currents/d0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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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他者」對於琉球／沖繩的影響及沖繩對「他者」的回應

時期 受日本影響 對日本回應 受中國影響 對中國回應 受美國影響 對美國回應

琉球國
時代

－

－

正面：朝貢
體制

－ －
負面：嚴苛的
課稅

－

琉球
處分後

－

－

正面：朝貢
體制

－ －

負面：侵略
負面：未答
應救國

大日本
帝國

正面：文明、
現代化

克服日本人
對沖繩人的
歧視，以及
達成文明化
與現代化之
目標

－

－ －

負面：歧視 負面：衰退

美國
統治

正面：民主、
和平、經濟成
長

解決沖繩問
題、嚮往已
有和平憲法
民主國家的
烏托邦日本

－

－

正面：霸權國
家、復興琉球
文化

沖繩問題的
起源「全島
鬥爭」及反
美情緒是沖
繩「祖國復
歸運動」的
主要驅動力

負面：拋棄沖
繩

負 面 ： 敵
國、衰退

負面：壓制沖
繩

回歸
日本後

正面：經濟上
的優惠 沖繩問題的

延伸踐踏沖
繩人的人權
及尊嚴

正面：中國
崛起、中國
文化 「 中 國 崛

起」，使沖
繩更有獨特
性及主體性

正面：民主、
流行文化

美國鼓勵琉
球文化及民
主，其後果
帶 來 主 體
性、琉球文
化，以及美
國民主

負面：美軍基
地、結構性歧
視、衰退

負面：民族
主義、霸權
主義

負面：美軍基
地、衰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 明：「－」表示該格與沖繩認同較無關。

伍、結論

在結論的部分，回答前言所提出的問題意識，即雖然沖繩長期存

在著尋求「自主」，以及最近常被討論的自決權的趨勢，但其趨勢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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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昇華為追求「獨立」的力量。因此，本研究要具體釐清的問題是，

雖然有上述尋求「自主」及「自決權」的聲音，為何其力量卻難以發

展為追求「獨立」的趨勢？因此，必須重新討論沖繩的「民族主義」

與「認同」，以探索沖繩民眾的自我意識如何影響沖繩政治的發展。

而在先行研究部分：以「他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中產生的「認同」為

主要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目標，可稱之為「外部」因素研究；以現代化

過程中產生的「認同」或民族主義為主要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目標，可

稱之為「內部」因素研究。雖然有關沖繩認同研究成果豐富，但缺少

「外部」因素及「內部」因素直接連結的沖繩認同研究。因此，本文

以「認同是內部因素所建立，但隨著外部因素的變化也有所影響」為

前提，進行將「內部」因素的部分採用史密斯提出之形成民族主義的

「族群」及安德森提出的「想像共同體」概念，而分析沖繩認同形成

的本質。

本文以「內部」及「外部」因素為分析沖繩認同的基本架構發

現，雖然依據格爾納的定義，沖繩的民族認同基本上是日本，但史密

斯提出的「族群」的概念在沖繩也都符合，如琉球／沖繩具有與日本

其他地區不同的歷史發展及文化背景等，並擁有安德森的建立「想像

的共同體」概念。即使如此，因在經歷現代化之前已經被日本合併，

所以琉球／沖繩未曾有透過現代化過程獲得本身認同之機會，而獨立

意識較弱，只是因符合史密斯提出之形成民族主義的「族群」及安德

森提出的「想像共同體」概念，因此形成本身與日本其他地區不同之

認同概念，從而「自主」與「自立」意識較強。

純就社會內部因素而言，除了「族群」及「想像共同體」之外，

尚有諸如政治權力結構、經濟及貿易體制、社會階層體系等其他可能

影響沖繩認同的重要因素。首先是政治權力結構，如同在第參節第五

小節所解釋，沖繩民眾雖然在此三十年期間對於回歸日本採取相當肯

定的立場，但由於「以沖繩美軍基地的不公平負擔為中心的歧視結

構」而造成「結構性歧視沖繩的美日安保」，因此沖繩人民至目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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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仍未擺脫自我認同的矛盾。不過，值得注意地是，沒有美軍基地的

宮古群島及八重山群島應有不同認同感，將是作者必須補充的課題。

第二個是經濟及貿易體制方面，如同在第參節第四小節及第肆節

第一小節所提到，戰後日本一方面繼續高度經濟成長，而沖繩在吉田

原則之下，則被迫擔負保護日本安全之角色。換言之，沖繩沒有納入

日本戰後復興及高度經濟成長的結構之下，而沒有共享經濟成長的經

驗。當時沖繩經濟主要來源係依賴來自美軍基地相關的收入。沖繩的

經濟以回歸日本前後為分水嶺，從「基地經濟」轉為「財政依存經

濟」。這幾年脫離其「財政依存經濟」而追求自立的聲音更高。沖繩

多次向日本要求減輕美軍基地負擔，但日本不斷地用「補償型政治」

或者「鞭子與糖果」的手段來解決問題，因而部分沖繩民眾開始感受

到一種屈辱感。近幾年，主張此種「比起糖果，更重視沖繩人的尊

嚴」之態勢逐漸升高。

最後是社會階層體系方面，如同在第參節第一、二、三小節及第

肆節第一小節所提到，琉球國時代留下的以首里地區出生之貴族，以

及以士族為中心所結合的階層，與一般沖繩老百姓擁有不同認同，94但

隨著大日本帝國時代採取的現代化及文明化政策，逐漸減少社會階層

之間的差別。

另一方面，在「外部」因素中，琉球／沖繩與「他者」間的相互

關係中發現不同「他者」對琉球／沖繩認同形成之向心力與離心力，

使得琉球／沖繩對於個別「他者」反覆不定地接近或抗拒，從而逐步

形成本身的認同意識。本研究於沖繩認同形成先行研究所缺少的部分

有所貢獻：重視日美而忽略中國因素；並在對日關係中補上正在萌芽

的「倭急拿人認同」之「想像共同體」及「族群」建構的過程，以及

對美關係中美國文化及美國作為民主之象徵。

新里金福、大城立裕著、琉球新報社編，《沖縄 百年：人物編 近代沖縄

人 》（東京：太平出版社，1969 年），頁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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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日本與沖繩的關係最密切，可說是對沖繩的認同形成最有

影響力的國家。明治政府成立，以及琉球國被合併以後，沖繩人確實

在一段期間內企圖依靠中國的力量平衡大日本帝國的擴張主義，並且

堅持琉球國的獨立。但其企圖失敗以後，沖繩人轉變過去的立場並致

力於同化為日本人。沖繩人追求同化為日本人的主要理由為，他們被

日本所達成的現代化及文明化所吸引。同時，沖繩人除了不得不面對

日本人的歧視之外，從戰前至戰後，日本人使得沖繩人承受嚴苛的負

擔，如美軍基地，因此沖繩人持續認知到本身與日本人的差異。另

外，經過 1980 年代之後在報紙之上連載，逐漸崛起的「倭急拿人」、

「世界倭急拿人大會」、「世界青年倭急拿人大會」，以及「世界倭

急拿人日」這種加強並建立「倭急拿人認同」之「想像共同體」及

「族群」建構的過程，值得持續觀察。

其次，因美國對沖繩的統治加強了沖繩人對烏托邦日本的情感，

並且加速了「祖國復歸運動」的進展，美國統治沖繩的戰略可說幾乎

是失敗的，但美國文化及作為民主象徵的美國對於沖繩的影響至目前

為止仍繼續存在。沖繩人追求「自主」與「自立」時，美國擁有的民

主價值可以成為此目標之基礎。實際上，在美軍基地搬遷問題之談判

過程中，沖繩政府以美國一定會尊重沖繩人的民意為前提，尋求直接

與美國談判。

最後，由於中國從未直接統治沖繩，因此該國對於沖繩認同形成

的影響似乎相當有限。但從文化及中國觀之角度來看，沖繩人與其他

日本人之間確實存在著不同的立場及視角，特別是沖繩的知識分子較

傾向強調本身對中國的情感。而且，沖繩追求「自主」與「自立」

時，較易引發在「朝貢體制之下琉球王國繁榮」的記憶，因此，可說

在某種程度上對於形成沖繩的認同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目前中

國崛起的國際潮流之下，沖繩認同未來的走向如何？也應該持續觀察

沖繩人的中國觀如何發展。

在國際安全、經濟，以及其他方面的區域安全與繁榮上，沖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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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存在。一般而言，許多東亞國家以「美日安保」（不只是

在沖繩的美軍基地，也包含在日本的美軍基地）當作國家安全考量的

核心。美日安保不只維持國際秩序，更已經成為東亞整個區域安全的

基礎，可說是東亞區域的國際公共財。95如果駐沖繩美軍完全撤除，將

在東亞區域產生權力的空白，並在一定的程度上帶來區域不穩定。所

以一些學者主張以強化美日雙邊關係為鞏固區域穩定的基礎。96 換言

之，東亞區域的國際公共財的核心是「美日安保」，而「美日安保」

的核心就是占駐日美軍專用設施約70%、戰後被稱為「太平洋的基石」

(Keystone of the Pacific)的沖繩。在此情勢下應該要注意地是，周遭

國家必須更加尊重沖繩人本身的立場及想法。以往，區域大國基於本

身的國家利益及戰略的考量，均對於沖繩進行有利於己的解釋，並且

將沖繩犧牲成為大國政治的受害者。由於民族國家的制度在全球化時

代越來越陷入困局，即追求獨立或者自主的趨勢在世界各地並非不常

見。換言之，沖繩也屬於此種新的「共同體」之象徵之一。因此，如

何面對沖繩可說是此後如何建構世界的一種試金石。

（收件：2018 年 12 月 24 日；修正：2019 年 6 月 24 日；採用：2019 年

8 月 8 日）

川上高司，〈米軍再編 日米同盟 迷走 普天間基地問題 〉，《東

亜》，第 515 卷，2010 年 5 月，頁 29。

宮城大蔵，〈日本 地域秩序構想〉，2019年6月9日（檢索），頁23-35，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2_ko-

kusaijosei/05_Chapter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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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of the Okinawan Identity: An
Analysis of Soci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Ryota Hiyane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basic framework to analyze Okinawan

identity.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author

conducted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in terms of identity formation.

The first is to define the identity which has emerged in Okinawa.

The second is to look 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yukyu/Okinawan

identity from the period of Ryukyu kingdom to the contemporary

era in Okinawa through the lens of historical events that took place

in Okinawa. Finally, the perceptions of interactions of Okinawa and

other socio-political entities from an Okinawan perspective are

examined. Historically, Okinawan identity has been characterized as

being formed by Okinawan reactions to the strategic policies of

Japan, the U.S. and China.

Keywords: Okinawa, Ryukyu, Identity, Nationalism, Others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AcademyEngravedLetPlain
    /ACaslonPro-Bold
    /ACaslonPro-BoldItalic
    /ACaslonPro-Italic
    /ACaslonPro-Regular
    /ACaslonPro-Semibold
    /ACaslonPro-SemiboldItalic
    /AdobeArabic-Bold
    /AdobeArabic-BoldItalic
    /AdobeArabic-Italic
    /AdobeArabic-Regular
    /AdobeDevanagari-Bold
    /AdobeDevanagari-BoldItalic
    /AdobeDevanagari-Italic
    /AdobeDevanagari-Regular
    /AdobeFangsongStd-Regular
    /AdobeFanHeitiStd-Bold
    /AdobeGothicStd-Bold
    /AdobeHebrew-Bold
    /AdobeHebrew-BoldItalic
    /AdobeHebrew-Italic
    /AdobeHebrew-Regular
    /AdobeHeitiStd-Regular
    /AdobeKaitiStd-Regular
    /AdobeMingStd-Light
    /AdobeMyungjoStd-Medium
    /AdobeNaskh-Medium
    /AdobeSongStd-Light
    /AGaramondPro-Bold
    /AGaramondPro-BoldItalic
    /AGaramondPro-Italic
    /AGaramondPro-Regular
    /AgencyFB-Bold
    /AgencyFB-Reg
    /Aharoni-Bold
    /Albertus-Bold
    /Albertus-ExtraBold
    /Albertus-Medium
    /AlbertusMedium-Italic
    /Algerian
    /Andalus
    /AngsanaNew
    /AngsanaNew-Bold
    /AngsanaNew-BoldItalic
    /AngsanaNew-Italic
    /AngsanaUPC
    /AngsanaUPC-Bold
    /AngsanaUPC-BoldItalic
    /AngsanaUPC-Italic
    /AntiqueOlive
    /AntiqueOlive-Bold
    /AntiqueOliveCompact-Regular
    /AntiqueOlive-Italic
    /Aparajita
    /Aparajita-Bold
    /Aparajita-BoldItalic
    /Aparajita-Italic
    /ArabicTypesetting
    /Arial-Black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RoundedMTBold
    /ArialUnicodeMS
    /ArnoPro-Bold
    /ArnoPro-BoldCaption
    /ArnoPro-BoldDisplay
    /ArnoPro-BoldItalic
    /ArnoPro-BoldItalicCaption
    /ArnoPro-BoldItalicDisplay
    /ArnoPro-BoldItalicSmText
    /ArnoPro-BoldItalicSubhead
    /ArnoPro-BoldSmText
    /ArnoPro-BoldSubhead
    /ArnoPro-Caption
    /ArnoPro-Display
    /ArnoPro-Italic
    /ArnoPro-ItalicCaption
    /ArnoPro-ItalicDisplay
    /ArnoPro-ItalicSmText
    /ArnoPro-ItalicSubhead
    /ArnoPro-LightDisplay
    /ArnoPro-LightItalicDisplay
    /ArnoPro-Regular
    /ArnoPro-Smbd
    /ArnoPro-SmbdCaption
    /ArnoPro-SmbdDisplay
    /ArnoPro-SmbdItalic
    /ArnoPro-SmbdItalicCaption
    /ArnoPro-SmbdItalicDisplay
    /ArnoPro-SmbdItalicSmText
    /ArnoPro-SmbdItalicSubhead
    /ArnoPro-SmbdSmText
    /ArnoPro-SmbdSubhead
    /ArnoPro-SmText
    /ArnoPro-Subhead
    /AvantGarde-Book
    /AvantGarde-BookOblique
    /AvantGarde-Demi
    /AvantGarde-DemiOblique
    /BaskOldFace
    /Batang
    /BatangChe
    /Bauhaus93
    /BellGothicStd-Black
    /BellGothicStd-Bold
    /BellMT
    /BellMTBold
    /BellMTItalic
    /BerlinSansFB-Bold
    /BerlinSansFBDemi-Bold
    /BerlinSansFB-Reg
    /BernardMT-Condensed
    /BickhamScriptPro-Bold
    /BickhamScriptPro-Regular
    /BickhamScriptPro-Semibold
    /BirchStd
    /BlackadderITC-Regular
    /Blackletter686BT-Regular
    /BlackoakStd
    /BodoniBT-Bold
    /BodoniBT-BoldItalic
    /BodoniBT-Book
    /BodoniBT-BookItalic
    /BodoniMT
    /BodoniMTBlack
    /BodoniMTBlack-Italic
    /BodoniMT-Bold
    /BodoniMT-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
    /BodoniMTCondensed-Bold
    /BodoniMTCondensed-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Italic
    /BodoniMT-Italic
    /BodoniMTPosterCompresse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Demi
    /Bookman-DemiItalic
    /Bookman-Light
    /Bookman-Light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ookshelfSymbolSeven
    /BradleyHandITC
    /BritannicBold
    /Broadway
    /BroadwayBT-Regular
    /BrowalliaNew
    /BrowalliaNew-Bold
    /BrowalliaNew-BoldItalic
    /BrowalliaNew-Italic
    /BrowalliaUPC
    /BrowalliaUPC-Bold
    /BrowalliaUPC-BoldItalic
    /BrowalliaUPC-Italic
    /BrushScriptMT
    /BrushScriptStd
    /Calibri
    /Calibri-Bold
    /Calibri-BoldItalic
    /Calibri-Italic
    /Calibri-Light
    /Calibri-LightItalic
    /CalifornianFB-Bold
    /CalifornianFB-Italic
    /CalifornianFB-Reg
    /CalisMTBol
    /CalistoMT
    /CalistoMT-BoldItalic
    /CalistoMT-Italic
    /Calligraphic421BT-RomanB
    /Cambria
    /Cambria-Bold
    /Cambria-BoldItalic
    /Cambria-Italic
    /CambriaMath
    /Candara
    /Candara-Bold
    /Candara-BoldItalic
    /Candara-Italic
    /Castellar
    /CataneoBT-Regular
    /Centaur
    /Century
    /Century725BT-RomanCondensed
    /Century751BT-BoldB
    /Century751BT-BoldItalicB
    /Century751BT-ItalicB
    /Century751BT-No2ItalicB
    /Century751BT-RomanB
    /Century751BT-RomanNo2B
    /Century751BT-SemiBold
    /Century751BT-SemiBoldItalicB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enturySchlbkCyrillicBT-Bold
    /CenturySchlbkCyrillicBT-BoldIt
    /CenturySchlbkCyrillicBT-Italic
    /CenturySchlbkCyrillicBT-Roman
    /CenturySchoolbook
    /CenturySchoolbook-Bold
    /CenturySchoolbook-BoldItalic
    /CenturySchoolbook-Italic
    /CGOmega
    /CGOmega-Bold
    /CGOmega-BoldItalic
    /CGOmega-Italic
    /ChaparralPro-Bold
    /ChaparralPro-BoldIt
    /ChaparralPro-Italic
    /ChaparralPro-LightIt
    /ChaparralPro-Regular
    /CharlemagneStd-Bold
    /Chiller-Regular
    /Clarendon-Bold
    /Clarendon-Book
    /ClarendonBT-Black
    /ClarendonBT-Bold
    /ClarendonBT-Light
    /ClarendonBT-Roman
    /Clarendon-Condensed-Bold
    /ClarendonExtended-Bold
    /ColonnaMT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nsolas
    /Consolas-Bold
    /Consolas-BoldItalic
    /Consolas-Italic
    /Constantia
    /Constantia-Bold
    /Constantia-BoldItalic
    /Constantia-Italic
    /CooperBlack
    /CooperBlackStd
    /CooperBlackStd-Italic
    /CopperplateGothic-Bold
    /CopperplateGothic-Light
    /Corbel
    /Corbel-Bold
    /Corbel-BoldItalic
    /Corbel-Italic
    /CordiaNew
    /CordiaNew-Bold
    /CordiaNew-BoldItalic
    /CordiaNew-Italic
    /CordiaUPC
    /CordiaUPC-Bold
    /CordiaUPC-BoldItalic
    /CordiaUPC-Italic
    /Coronet
    /Courier
    /Courier-Bold
    /Courier-BoldOblique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Courier-Oblique
    /CurlzMT
    /DaunPenh
    /David
    /David-Bold
    /DeVinneBT-Text
    /DFGothic-EB-WIN-RKSJ-H
    /DFKaiSho-SB-WIN-RKSJ-H
    /DFKaiShu-SB-Estd-BF
    /DFMincho-SU-WIN-RKSJ-H
    /DFMincho-UB-WIN-RKSJ-H
    /DFMincho-W5-WIN-RKSJ-H
    /DFPOP1-W9-WIN-RKSJ-H
    /DilleniaUPC
    /DilleniaUPCBold
    /DilleniaUPCBoldItalic
    /DilleniaUPCItalic
    /DokChampa
    /Dotum
    /DotumChe
    /Ebrima
    /Ebrima-Bold
    /EccentricStd
    /EdwardianScriptITC
    /Elephant-Italic
    /Elephant-Regular
    /EmbassyBT-Regular
    /EngraversGothicBT-Regular
    /EngraversMT
    /ErasITC-Bold
    /ErasITC-Demi
    /ErasITC-Light
    /ErasITC-Medium
    /EstrangeloEdessa
    /Euclid
    /Euclid-Bold
    /Euclid-BoldItalic
    /EuclidExtra
    /EuclidExtra-Bold
    /EuclidFraktur
    /EuclidFraktur-Bold
    /Euclid-Italic
    /EuclidMathOne
    /EuclidMathOne-Bold
    /EuclidMathTwo
    /EuclidMathTwo-Bold
    /EuclidSymbol
    /EuclidSymbol-Bold
    /EuclidSymbol-BoldItalic
    /EuclidSymbol-Italic
    /EucrosiaUPC
    /EucrosiaUPCBold
    /EucrosiaUPCBoldItalic
    /EucrosiaUPCItalic
    /EuphemiaCAS
    /Exotic350BT-Bold
    /Exotic350BT-DemiBold
    /FangSong
    /FelixTitlingMT
    /FencesPlain
    /FootlightMTLight
    /ForteMT
    /FranklinGothic-Book
    /FranklinGothic-BookItalic
    /FranklinGothic-Demi
    /FranklinGothic-DemiCond
    /FranklinGothic-DemiItalic
    /FranklinGothic-Heavy
    /FranklinGothic-HeavyItalic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Cond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FrankRuehl
    /Freehand521BT-RegularC
    /FreesiaUPC
    /FreesiaUPCBold
    /FreesiaUPCBoldItalic
    /FreesiaUPCItalic
    /FreestyleScript-Regular
    /FrenchScriptMT
    /FuturaBT-Bold
    /FuturaBT-BoldItalic
    /FuturaBT-Book
    /FuturaBT-BookItalic
    /FuturaBT-Medium
    /FuturaBT-MediumItalic
    /Gabriola
    /Garamond
    /Garamond-Antiqua
    /Garamond-Bold
    /Garamond-Halbfett
    /Garamond-Italic
    /Garamond-Kursiv
    /Garamond-KursivHalbfett
    /GaramondPremrPro
    /GaramondPremrPro-It
    /GaramondPremrPro-Smbd
    /GaramondPremrPro-SmbdIt
    /Gautami
    /Gautami-Bold
    /Geometric212BT-BookCondensed
    /Geometric212BT-HeavyCondensed
    /Geometric415BT-BlackA
    /Geometric706BT-BlackCondensedB
    /GeometricSlab703BT-Bold
    /GeometricSlab703BT-BoldCond
    /GeometricSlab703BT-BoldItalic
    /GeometricSlab703BT-Medium
    /GeometricSlab703BT-MediumCond
    /GeometricSlab703BT-MediumItalic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iddyupStd
    /Gigi-Regular
    /GillSansMT
    /GillSansMT-Bold
    /GillSansMT-BoldItalic
    /GillSansMT-Condensed
    /GillSansMT-ExtraCondensedBold
    /GillSansMT-Italic
    /GillSans-UltraBold
    /GillSans-UltraBoldCondensed
    /Gisha
    /Gisha-Bold
    /GloucesterMT-ExtraCondensed
    /GoudyOldStyleT-Bold
    /GoudyOldStyleT-Italic
    /GoudyOldStyleT-Regular
    /GoudyStout
    /Gulim
    /GulimChe
    /Gungsuh
    /GungsuhChe
    /Haettenschweiler
    /HarlowSolid
    /Harrington
    /Helvetica
    /Helvetica-Bold
    /Helvetica-BoldOblique
    /Helvetica-Narrow
    /Helvetica-Narrow-Bold
    /Helvetica-Narrow-BoldOblique
    /Helvetica-Narrow-Oblique
    /Helvetica-Oblique
    /HighTowerText-Italic
    /HighTowerText-Reg
    /HoboStd
    /HolidayPiBT-Regular
    /Humanist521BT-Bold
    /Humanist521BT-BoldItalic
    /Humanist521BT-Italic
    /Humanist521BT-Light
    /Humanist521BT-LightItalic
    /Humanist521BT-Roman
    /Humanist777BT-BlackB
    /Humanist777BT-BlackCondensedB
    /Humanist777BT-BoldCondensedB
    /Humanist777BT-LightB
    /Humanist777BT-RomanB
    /Humanist777BT-RomanCondensedB
    /Impact
    /ImprintMT-Shadow
    /InformalRoman-Regular
    /IrisUPC
    /IrisUPCBold
    /IrisUPCBoldItalic
    /IrisUPCItalic
    /IskoolaPota
    /IskoolaPota-Bold
    /JasmineUPC
    /JasmineUPCBold
    /JasmineUPCBoldItalic
    /JasmineUPCItalic
    /JokermanLetPlain
    /Jokerman-Regular
    /JuiceITC-Regular
    /KaiTi
    /Kalinga
    /Kalinga-Bold
    /Kartika
    /Kartika-Bold
    /KaufmannBT-Regular
    /KhmerUI
    /KhmerUI-Bold
    /KodchiangUPC
    /KodchiangUPCBold
    /KodchiangUPCBoldItalic
    /KodchiangUPCItalic
    /Kokila
    /Kokila-Bold
    /Kokila-BoldItalic
    /Kokila-Italic
    /KozGoPr6N-Bold
    /KozGoPr6N-ExtraLight
    /KozGoPr6N-Heavy
    /KozGoPr6N-Light
    /KozGoPr6N-Medium
    /KozGoPr6N-Regular
    /KozGoPro-Bold
    /KozGoPro-ExtraLight
    /KozGoPro-Heavy
    /KozGoPro-Light
    /KozGoPro-Medium
    /KozGoPro-Regular
    /KozMinPr6N-Bold
    /KozMinPr6N-ExtraLight
    /KozMinPr6N-Heavy
    /KozMinPr6N-Light
    /KozMinPr6N-Medium
    /KozMinPr6N-Regular
    /KozMinPro-Bold
    /KozMinPro-ExtraLight
    /KozMinPro-Heavy
    /KozMinPro-Light
    /KozMinPro-Medium
    /KozMinPro-Regular
    /KristenITC-Regular
    /KunstlerScript
    /LaoUI
    /LaoUI-Bold
    /Latha
    /Latha-Bold
    /LatinWide
    /Leelawadee
    /Leelawadee-Bold
    /LetterGothic
    /LetterGothic-Bold
    /LetterGothic-BoldItalic
    /LetterGothic-Italic
    /LetterGothicStd
    /LetterGothicStd-Bold
    /LetterGothicStd-BoldSlanted
    /LetterGothicStd-Slanted
    /LevenimMT
    /LevenimMT-Bold
    /LilyUPC
    /LilyUPCBold
    /LilyUPCBoldItalic
    /LilyUPCItalic
    /LithosPro-Black
    /LithosPro-Regular
    /LucidaBright
    /LucidaBright-Demi
    /LucidaBright-DemiItalic
    /LucidaBright-Italic
    /LucidaCalligraphy-Italic
    /LucidaConsole
    /LucidaFax
    /LucidaFax-Demi
    /LucidaFax-DemiItalic
    /LucidaFax-Italic
    /LucidaHandwriting-Italic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Typewriter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Oblique
    /LucidaSans-TypewriterOblique
    /LucidaSansUnicode
    /Magneto-Bold
    /MaiandraGD-Regular
    /MalgunGothic
    /MalgunGothicBold
    /MalgunGothicRegular
    /Mangal
    /Mangal-Bold
    /Marigold
    /Marlett
    /MaturaMTScriptCapitals
    /Meiryo
    /Meiryo-Bold
    /Meiryo-BoldItalic
    /Meiryo-Italic
    /MeiryoUI
    /MeiryoUI-Bold
    /MeiryoUI-BoldItalic
    /MeiryoUI-Italic
    /MesquiteStd
    /MicrosoftHimalaya
    /MicrosoftJhengHeiBold
    /MicrosoftJhengHeiRegular
    /MicrosoftNewTaiLue
    /MicrosoftNewTaiLue-Bold
    /MicrosoftPhagsPa
    /MicrosoftPhagsPa-Bold
    /MicrosoftSansSerif
    /MicrosoftTaiLe
    /MicrosoftTaiLe-Bold
    /MicrosoftUighur
    /MicrosoftYaHei
    /MicrosoftYaHei-Bold
    /Microsoft-Yi-Baiti
    /MilanoLet
    /MingLiU
    /MingLiU-ExtB
    /Ming-Lt-HKSCS-ExtB
    /Ming-Lt-HKSCS-UNI-H
    /MinionPro-Bold
    /MinionPro-BoldCn
    /MinionPro-BoldCnIt
    /MinionPro-BoldIt
    /MinionPro-It
    /MinionPro-Medium
    /MinionPro-MediumIt
    /MinionPro-Regular
    /MinionPro-Semibold
    /MinionPro-SemiboldIt
    /Miriam
    /MiriamFixed
    /MisterEarlBT-Regular
    /Mistral
    /Modern-Regular
    /MongolianBaiti
    /MonotypeCorsiva
    /MoolBoran
    /MS-Gothic
    /MS-Mincho
    /MSOutlook
    /MS-PGothic
    /MS-PMincho
    /MSReferenceSansSerif
    /MSReferenceSpecialty
    /MS-UIGothic
    /MT-Extra
    /MTExtraTiger
    /MVBoli
    /MyriadArabic-Bold
    /MyriadArabic-BoldIt
    /MyriadArabic-It
    /MyriadArabic-Regular
    /MyriadHebrew-Bold
    /MyriadHebrew-BoldIt
    /MyriadHebrew-It
    /MyriadHebrew-Regular
    /MyriadPro-Bold
    /MyriadPro-BoldCond
    /MyriadPro-BoldCondIt
    /MyriadPro-BoldIt
    /MyriadPro-Cond
    /MyriadPro-CondIt
    /MyriadPro-It
    /MyriadPro-Regular
    /MyriadPro-Semibold
    /MyriadPro-SemiboldIt
    /Narkisim
    /NewCenturySchlbk-Bold
    /NewCenturySchlbk-BoldItalic
    /NewCenturySchlbk-Italic
    /NewCenturySchlbk-Roman
    /News701BT-BoldA
    /News701BT-ItalicA
    /News706BT-BoldC
    /NewsGothicBT-Bold
    /NewsGothicBT-BoldItalic
    /NewsGothicBT-Italic
    /NewsGothicBT-Light
    /NewsGothicBT-Roman
    /NewsGothicBT-RomanCondensed
    /NiagaraEngraved-Reg
    /NiagaraSolid-Reg
    /NSimSun
    /NuevaStd-Bold
    /NuevaStd-BoldCond
    /NuevaStd-BoldCondItalic
    /NuevaStd-Cond
    /NuevaStd-CondItalic
    /NuevaStd-Italic
    /Nyala-Regular
    /OCRAbyBT-Regular
    /OCRAExtended
    /OCRAStd
    /OCRB10PitchBT-Regular
    /OldDreadfulNo7BT-Regular
    /OldEnglishTextMT
    /OneStrokeScriptLetPlain
    /Onyx
    /OratorStd
    /OratorStd-Slanted
    /PalaceScriptMT
    /Palatino-Bold
    /Palatino-BoldItalic
    /Palatino-Italic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latino-Roman
    /Papyrus-Regular
    /Parchment-Regular
    /ParkAvenueBT-Regular
    /Perpetua
    /Perpetua-Bold
    /Perpetua-BoldItalic
    /Perpetua-Italic
    /PerpetuaTitlingMT-Bold
    /PerpetuaTitlingMT-Light
    /PlantagenetCherokee
    /Playbill
    /PMingLiU
    /PMingLiU-ExtB
    /PoorRichard-Regular
    /PoplarStd
    /PrestigeEliteStd-Bd
    /Pristina-Regular
    /Raavi
    /RageItalic
    /RageItalicLetPlain
    /Ravie
    /Rockwell
    /Rockwell-Bold
    /Rockwell-BoldItalic
    /Rockwell-Condensed
    /Rockwell-CondensedBold
    /Rockwell-ExtraBold
    /Rockwell-Italic
    /Rod
    /RosewoodStd-Regular
    /SakkalMajalla
    /SakkalMajallaBold
    /SchadowBT-Bold
    /SchadowBT-Roman
    /ScriptMTBold
    /SegoePrint
    /SegoePrint-Bold
    /SegoeScript
    /SegoeScript-Bold
    /SegoeUI
    /SegoeUI-Bold
    /SegoeUI-BoldItalic
    /SegoeUI-Italic
    /SegoeUI-Light
    /SegoeUI-SemiBold
    /SegoeUISymbol
    /ShonarBangla
    /ShonarBangla-Bold
    /ShowcardGothic-Reg
    /Shruti
    /Shruti-Bold
    /SimHei
    /SimplifiedArabic
    /SimplifiedArabic-Bold
    /SimplifiedArabicFixed
    /SimSun
    /SimSun-ExtB
    /SmudgerAltsLetPlain
    /SmudgerLetPlain
    /SnapITC-Regular
    /Square721BT-Bold
    /Square721BT-BoldCondensed
    /Square721BT-Roman
    /Square721BT-RomanCondensed
    /Staccato222BT-Regular
    /Stencil
    /StencilStd
    /Swiss721BT-Black
    /Swiss721BT-BlackCondensed
    /Swiss721BT-Bold
    /Swiss721BT-BoldCondensed
    /Swiss721BT-BoldCondensedItalic
    /Swiss721BT-BoldItalic
    /Swiss721BT-Heavy
    /Swiss721BT-Italic
    /Swiss721BT-ItalicCondensed
    /Swiss721BT-Light
    /Swiss721BT-LightExtended
    /Swiss721BT-LightItalic
    /Swiss721BT-Roman
    /Swiss721BT-RomanCondensed
    /Sylfaen
    /Symbol
    /SymbolMT
    /SymbolTiger
    /SymbolTigerExpert
    /Tahoma
    /Tahoma-Bold
    /TektonPro-Bold
    /TektonPro-BoldCond
    /TektonPro-BoldExt
    /TektonPro-BoldObl
    /TempusSansITC
    /Tiger
    /TigerExpert
    /Times-Bold
    /Times-BoldItalic
    /Times-Italic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imes-Roman
    /TraditionalArabic
    /TraditionalArabic-Bold
    /TrajanPro-Bold
    /TrajanPro-Regular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unga
    /Tunga-Bold
    /TwCenMT-Bold
    /TwCenMT-BoldItalic
    /TwCenMT-Condensed
    /TwCenMT-CondensedBold
    /TwCenMT-CondensedExtraBold
    /TwCenMT-Italic
    /TwCenMT-Regular
    /TypoUprightBT-Regular
    /Univers-Bold
    /Univers-BoldItalic
    /Univers-Condensed-Bold
    /Univers-Condensed-BoldItalic
    /Univers-Condensed-Medium
    /Univers-Condensed-MediumItalic
    /UniversityRomanAltsLetPlain
    /Univers-Medium
    /Univers-MediumItalic
    /Utsaah
    /Utsaah-Bold
    /Utsaah-BoldItalic
    /Utsaah-Italic
    /Vani
    /Vani-Bold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ijaya
    /Vijaya-Bold
    /VinerHandITC
    /Vivaldii
    /VladimirScript
    /Vrinda
    /Vrinda-Bold
    /Webdings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ZapfChancery-MediumItalic
    /ZapfDingbats
    /ZWAdobeF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