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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期臺灣人印度集中營拘留記 

 鍾淑敏 

摘 要 

1941 年 12 月 8 日，日本對珍珠港、馬來半島等地同時發動攻擊，交戰國雙

方都基於防諜，對「敵國人」展開拘留行動。居住在新加坡與馬來半島的臺灣人

被集中輾轉移送印度，先後被拘留在新德里 Purana Qila 古城、中部 Ajmer 省 Deoli

的收容所，直到戰後的 1946 年 5 月才返鄉。本文的目的，即在重建這一段鮮為人

知的海外臺灣人的戰爭經驗，並且藉由被拘留者名簿，分析戰前在英領馬來的臺

灣人發展史。原本夾在華人與日本人間生存的臺灣人，由於集中、集體生活，被

強制日本人化。然而，由於被強制隔離，反而遠離戰場，這也成為臺灣人另一種

特殊的戰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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