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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講習生眼中的伊澤先生

到目前的敘述主要集中於伊澤所規劃的新教育系統

與其發展，因此在當時學堂背景下，對於描繪伊澤的其

他人格面向，稍顯不足。

本章將透過親自與伊澤共事過的講習員等人的回

憶，大致可以窺其一二。這些回憶文多發表於芝山巖

三十年紀念時的《臺灣教育》，如坂根十二郎的〈悔恨

錄〉中提到，第一期講習員 15日自臺北出發，抵達芝

山巖為止，一路上的狀況十分耐人尋味：1

前往芝山巖途中進入八芝蘭時，民眾以鼓吹樂隊歡

迎我們，一邊奏樂一邊在前面開道。伊澤學務部長坐在

錦繡裝飾的大轎上，由八位穿著藍衫斗笠的壯丁抬轎，

莊嚴肅穆地前進。學務部員與講習員等數十人列隊戴斗

笠，配長刀在前後隨從，威風凜凜地入山。這些教員們

個個蓄勢待發，將新領土教育的責任扛在自己肩上，以

他們的赤誠決心努力奮鬥。他們向著東方遙拜，高喊三

聲：「天皇陛下萬歲」。此時總覺得先生的面容仍躍然

眼前。

1  坂根十二郎（1925.2）。悔恨錄。臺灣教育，272。頁 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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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講習員穿著伊澤在東京時所設計的制服，如

加藤元右衛門在〈芝山巖懷舊錄〉中提到：2

我們講習員有時進臺北城，或在附近散步時，何以

大家一看便知我們是芝山巖上的人，就是因為這身異樣

的服裝。來臺前，先生在東京時對我們講習員與學務部

員的服裝詳細考究後，決定了現在這樣的制服，和目前

總督府制定的文官制服大同小異，只是袖子上並非只有

一條線，並把「文」這個字圖像化。夏季是穿著加上白

線的白色衣服，部員制服在胸部有肋骨狀的排釦，有如

當時的軍官制服。但帽子則相當俗氣而不搭調。形狀像

斗笠，帽體蓋上布，頂部有金屬飾物，飾物下方用周長

數吋的藍色釦子排成「文」字。而夏天用白布，冬天用

黑布。穿這樣的制服很涼快，且做軍用體操時也方便持

槍。這樣的考量的確有眼光，想來應該是參考維新前幕

府代官江川氏所設計的菲山笠。

從這點看來，大致可以推測出伊澤的設想周到。加

藤則如此描述在講習期間的伊澤：3

講習期間，先生會親臨教室監督講習員，同時也督導

2  加藤元右衛門（1925.2）。芝山巖懷舊錄。臺灣教育，272。頁 28-29。

3  加藤元右衛門（1925.2）。芝山巖懷舊錄。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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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教學，如有不妥之處必定當場指正，態度是如此

一絲不苟。且若有未盡完善之處便大聲斥責，因此學務

部員、教師、講習員們都很怕他，還私下給先生取了個

綽號叫「雷公」。但大家都知道先生這樣的斥責，正因

為他滿滿的熱忱，因此沒有一個人因此厭惡先生。講習

雖僅短短兩個半月，就能夠習得臺灣語的概要，大略能

表達意思，這都是拜先生的熱忱所賜。先生在教育界的

豐功偉業，都是這些熱忱的結晶。

圖 33　講習員的制服、制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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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敘述描繪出伊澤在學堂中的真實面目，是相

當珍貴的記錄。類似的事件也發生在第二期講習之中。

講習中有時總督乃木將軍也會前來巡視，伊澤會向總督

介紹辦公室、宿舍與教室，並展示講習員的講習實況。

最後在狹窄的廟埕前，在大久保少尉的指揮下做軍用體

操演示，將軍嚴格地檢視著，一開口就以相當嚴肅的口

吻訓示：「你們做的根本不是軍用體操，頂多只是腹部

運動體操」，而站在一旁的伊澤額頭也爆出青筋大聲斥

責。4

然而伊澤並非僅針對學生發怒。如第一任國語學校

校長町田則文於明治 29年（1896）7月 5日與伊澤初次

會面，卻在 8月 29日就對校務問題發生意見衝突，町

田一度有意請辭，在兒玉喜八教務課長的慰留下才打消

念頭， 可見伊澤的大聲斥責十分有名。而登張竹風 5在

他的隨筆集《人間修行》中，也提到伊澤擔任東京高等

師範學校校長時期的面貌。6

但在講習員的回顧之中，大家異口同聲提到最為感

動的部分，就在於講習員陪同伊澤到六氏先生遇難之處

時，伊澤在六氏的紀念會上落淚的事，例如三屋大五郎

4  臺灣教育會（1923）。芝山巖誌。頁 53。

5  登張竹風（1873-1955），本名登張信一郎，出生於廣島縣佐柏郡（今
江田島市江田島町）津久茂村，日本德國文學學者及評論家。1902年，
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6  登張竹風（1934）。人間修行。頁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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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山巖講習中的追憶〉中就提到：7

光陰似箭，四月才來到臺灣，不知不覺一轉眼已經

五月。大概是在這個月中旬的某個星期日，在先生的要

求下造訪六氏先生遇難之處，同時遊覽劍潭寺，於是我

應允一同前往。同事 10餘人加上臺灣學生 10餘人，一

行 20餘人輕裝打扮，上午 7點跟著先生從芝山巖學堂

出發。步下芝山巖後在田埂間走了數町的路遇到一條小

河，左彎右折之後抵達士林舊街上。街上處處都是竹林

與人家。臺灣人頻頻地說：「這處河岸就是楫取道明、

關口長太郎、桂金太郎、井原順之助等四位老師奮鬥之

處」，並一一指認給我們看。我們看了都感動落淚，低

徊良久而不忍離去。

當天伊澤登上劍潭山麓較高的地方，撥開荊棘坐在

草地上暫時休息時，也盛讚當地的風景：

「這風景真美，宛如京都。臺北城有如皇城，基隆河

就像鴨川。劍潭則像是東山。往後萬事就緒後，宜將此

地闢建為公園。」

此後，伊澤每次前往總督府，必然稱讚此山的風

7  三屋清陰（1925.2）。芝山巖講習中の追憶。臺灣教育，272。頁 59-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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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秀麗。後來臺灣神社便座落此處，可見伊澤的眼光驚

人。當天伊澤又在芝山巖山頭的小平地暫歇，樟樹下有

著蓊鬱的樹蔭。伊澤仔細觀察當地的地形表示：

「沒想到山頂有著如此勝景。近日將與各位共商將六

氏先生遷葬至此。此處實在景色優美。有象徵楠木正成

的楠樹，因此這是埋葬六氏的最佳場所。」

實在沒想到這趟行程就決定了埋葬六氏的神聖之

地。這一天的遊歷充滿了回憶。對無論何時都熱衷於創

建新教育的伊澤來說，或是被期待繼承六氏先生的後代

教育尖兵的人們而言，就是這樣充滿深刻回憶的日子。

此後六氏的遺骨就改葬在楠樹下，那是在明治 29 年

（1896）7月 1日，這一天的感動相信讓所有講習員都

終生難忘。

坂根十二郎的〈悔恨錄〉中也如此描述：8

伊澤部長蹲在碑前朗讀祭文，一句一淚，淚痕滴滴落

在紙上，終於哽咽至泣不成聲，無法再讀下去。全場鴉

雀無聲，都感到不勝唏噓，嗚呼哀哉。

除此之外，其他如本田茂吉的〈祭祀的感想：激動

8  坂根十二郎（1925.2）。悔恨錄。臺灣教育，272。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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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源〉及其他講習員的回憶中大多都有這令人感傷的

一段：9

先生將祭文捲起來供奉在六氏靈前，向後轉向整齊列

隊的講習員，激動地流著淚說：

「我問了六氏當時的狀況，若真要逃難他們是有機會

逃過此劫的。但他們選擇堅守作為教育者的崗位而壯烈

殉職。若要拔刀奮鬥，也絕不應由我方先動手。在遭到

匪徒襲擊時，作為日本男兒亦不能就此遭兇刃擊斃，而

應該盡忠職守而亡。諸君將來從事本島教育，應效法六

氏的精神。」

這段悲壯的訓詞讓在場的講習員無不落淚，其中一

人更流著淚大聲地宣示要謹守伊澤的訓詞。經常大聲斥

責的伊澤也有這樣的一面，從以下這一段最能說明伊澤

是個真誠的人。

明治 30年（1897）4月 1日（離臺一個月前），伊

澤出席國語學校畢業典禮，親頒證書並勉勵畢業生，其

訓詞要點如下：

能在乃木希典總督親臨之下領取畢業證書，相信諸位

9  本田茂吉（1925.2）。祭典感想の衝動中心。臺灣教育，272。頁 5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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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有榮焉。今後無論各位是內地人或是本島人，到各地

任教都需全力以赴，固然是老生常談。但在此希望大家

特別注意的是：要長期維持親切與耐心。雖然這些在各

種道德中只是普通的道德，還稱不上美德，但自詡為本

島教化先驅的各位，需要特別注意親切、耐心、廉潔、

勤勉四種德行。各位的責任重大，古人所謂「士不可不

弘毅，任重道遠，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亦不為乎」。

在此以這段文章致贈各位，請各位銘記在心。

當時伊澤以此作為結論，這可能是伊澤留給臺灣

教職員最後一次的訓詞。伊澤對於教育報國所抱持「死

而後已」的精神，將會與六氏先生的業績同樣成為「師

魂」，永遠在臺灣教育史上綻放光彩，在建設南方教育

體系之路上也將成為一大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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