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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離臺後的先生與臺灣

伊澤離開臺灣之後，仍一直對臺灣十分關注。令我

們最為感動的事件之一，就是漢譯版《教育勅語》的出

版，伊澤厥功甚偉。前面已引用過伊澤將《教育勅語》

漢譯時的回想，漢譯時當然也同時出版了釋義的漢譯。

伊澤對當時的翻譯工作敘述如下：

終於可以著手從事教育勅語釋義及漢文翻譯。此次決

定委託末松謙澄 1 先生，是因為他曾撰寫日文的教育勅

語衍義，然後向許多學者請益之後，寫出了很好的漢文

教育勅語衍義，於明治 32年（1899）發表。其中也包

括總督關於奉讀勅語時的訓詞，並在序文中慎重提醒御

真影（天皇皇后玉照）和教育勅語謄本的供奉方式。隔

年明治 33年（1900）7月，訂定公立學校必須奉讀教育

勅語的內規。如此鄭重的手續漸次執行，而臺灣人的傳

統教育場所—書房，在對於奉行此一制度者逐漸加以勸

導與獎勵之下，幸而對教育勅語並未發生過誤。

伊澤離臺後不久，臺灣總督府發布國語學校第四

附屬學校規定，並開始教育日本人子弟。領臺初期來到

1  末松謙澄（1855-1920），出生於豐前國京都都前田村（今福岡縣行橋
市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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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十四、離臺後的先生與臺灣

臺灣者大多為單身，因此暫時沒有教育子弟的必要，但

後來總督府開始獎勵官員帶配偶家眷來臺，帶配偶者增

發津貼，採取希望他們在臺灣安家落戶的方針，於是便

產生設立學校的必要，在日本內地卻大多不明白此一實

情。因此，明治 32年（1899）5月 22日，伊澤在帝國

教育會發表了〈關於臺灣設置公學校之意見〉。2

伊澤離開學務部長職位後，遇到第一件與臺灣有關

的事情，是受到長老教會巴克禮牧師夫婦所託，為了讓

三名盲生前往東京而委託伊澤帶他們同行。當東京盲啞

學校校長小西信八將三名盲生之一的郭主恩履歷與成績

報告寄給臺灣協會幹事長水野遵時，也提及與伊澤交涉

的過程，3從信中亦可見到伊澤的某一面向。

致臺灣協會幹事長　水野遵先生

在此附上臺灣盲生郭主恩入學以來之成績與現況供貴會

各會員審閱，並請該生過去之導師附上大略之評語另行

寄送，尚祈貴會惠予補助其學費為幸。

 明治 32年（1899）5月

 東京盲啞學校校長 小西信八

2  收錄於帝國教育會編（1897）。台湾公学校設置に関する意見。教育

公報，195。頁 6-10。

3  不著撰人（1899.5）。雜報．臺灣盲生郭主恩。臺灣協會會報，8。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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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主恩履歷

明治 14年（1881）生於臺灣臺南府城外三里許之「甲

頂（？）」，父名郭意，自祖父輩以來原以漁業為生，

如今放棄漁業改行從商。主恩六歲時罹患眼疾，從此失

明。不幸成為身障者，在臺灣早期的風俗習慣下，除了

替人算命外幾乎無法自食其力而陷入困境。幸而於十

餘年前或英國長老會牧師甘為霖於臺南府新樓內為臺人

設立大學、中學、女學校與訓瞽堂。郭於十歲時在甘氏

勸誘下成為基督徒，並進入訓瞽堂，除聖經外並學習漢

書、地理、算術等，於明治 29年（1896）5月畢業，往

後原欲從事傳教工作，但甘氏認為主恩年紀尚輕，不宜

失去此次求學機會，且擔心他光靠傳教的收入無法自力

更生。想到臺灣已是日本領土，而日本早已設有盲啞學

校，於是建議他赴日本本土求學，並選拔他與蔡溪、陳

春二名畢業生，希望本校補助經費培養。但限於本校經

費困難一度有意婉拒，但伊澤、津田二氏力主母國從義

務與顏面考量而言不應拒絕，並盡力居中斡旋，向島內

外達官顯要請求贊助，由山勢松韻、小山作之助兩人擔

任會長，東京音樂學校也為此舉辦慈善音樂會，獲得

480元善款，委託代理校長石川倉次保管，於是終於決

定帶兩三位盲生到日本本土，由長老教會牧師巴克禮夫

婦陪同三人於明治 30年（1897）7月 19日自臺南出發，

8月 1日抵達橫濱，暫住海岸教會，9月 6日抵達位於

東京芝區白金的明治學院，於 13日入學並住進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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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十四、離臺後的先生與臺灣

爾後雖努力學習日本語，卻由於日臺風土氣候差異甚

大，蔡溪、陳春二人因此經常生病，苦不堪言，頻頻申

請返國療養。因此明治 31年（1898）7月 16日蔡、陳

二人先行返國，僅郭主恩一人留在日本，除日本語外並

修習普通科、音樂科與按摩，在今年 3月的定期考以第

一名成績升至二年級，若有中國人或臺灣人來訪，他亦

可擔任翻譯，對本校居功厥偉，參觀者無不驚嘆他日本

語能力之精湛。

如上，伊澤為了本國的義務與顏面，不僅居中斡

圖 34　郭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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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更增加了推動盲生教育的功績。據說他不顧自身工

作繁重，親自指導將教授盲生的盲啞學校老師臺灣語發

音。在此伊澤的面貌亦躍然紙上。如前述報告書的附件

中，有一位教師山野井虎市在〈臺灣盲生教授始末〉中

敘述如下：4

此次有三名臺籍盲生入學，由敝人擔任導師。學生

原本不解日本語，敝人則未學過臺灣語，頗有啞者對盲

者之感。而應以何種方式溝通彼此意思，又應以何種順

序教育他們，皆賴伊澤修二先生於百忙之中不辭辛勞，

等到本校課程結束後，親臨敝校教導敝人等教師臺灣語

發音，約一週左右大致理解之後暫告一段落，然後以臺

灣總督府編纂之會話篇為教材教導學生。本書由本校教

師石川倉次為聾啞學生所設計，將內容加以篩選後編纂

而成。按照思想發展的順序，亦包含日常生活所需之適

當言語。由於只是一本簡單的小冊子，所能教導的事物

有限，我亦經常陪伴在他們身邊，一同起居及到食堂用

餐，或陪他們到廁所，有時我像是他們的看護人，但也

儘量利用實物和情境避免他們失去學習機會，希望儘可

能帶給他們方便。這樣的方式終於奏效，同年 12月 25

日，三人應東京築地衛理公會之邀進行一場演說。他們

學習日本語僅短短不到四個月，在眾人面前已能大致表

4  不著撰人（1899.5）。雜報．臺灣盲生教授の次第。臺灣協會會報，8。
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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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自己的意思，而獲得全場的稱讚（下略）

郭主恩目前仍住在臺南市，受訪表示對東京盲啞學

校的生活和伊澤的事至今難以忘懷。昭和 19年（1944）

1月，臺南師範學校所召開的「初期教育座談會」上，

郭主恩如此描述當時的回憶：

巴克禮牧師首先帶我到伊澤先生家，向先生介紹

我，告訴我什麼事都要向先生報告。先生的家離學校很

近，巴克禮牧師要我先學會認路。我那時還不知道巴克

禮牧師和先生在臺灣時就已認識。先生為了我們在每天

下午 2至 4點，用英語教我們日本語，先生的英語發音

非常清晰流利。聽說先生的性格較為激烈，但對我們很

溫和。有時他會請助理來接我們，但先生親自來時總是

會招待我們吃東西，並且以實物一個字一個字教我們日

本語。當我說日本好的時候，先生總是說：「臺灣是個

好地方」、「好想再去臺灣」、「能死在臺灣也沒有遺

憾了」，可見先生非常喜歡臺灣。明治 31年（1898）

夏天，鎌倉開辦暑期課程，我可以在那裡談臺灣語和臺

灣的事。當時先生送我一件日式「羽織」外套，摸起來

冷冷的但質地很柔順。但聽說在鎌倉的人們看到都很感

動，覺得先生送了我一件很好的外套。

我在明治 33年（1900）6月 30日從學校畢業，返臺

時先生送我到新橋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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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主恩在回憶伊澤時甚至不禁落淚。與伊澤的這段

回憶，可能是這位盲生人生中難以忘懷的一頁。至於伊

澤用英語教盲生日本語一事，根據小西校長和水野遵等

人的報告中未曾提及，很可惜並沒有其他記錄可資證明

確有此事。

伊澤回到東京之後，曾於明治 31年（1898）11月

5日，在神田一橋外帝國教育會進行了一場關於臺灣學

務的演講。從領臺初期的狀況談起，談到將來新領土持

續建設的方案等。

伊澤表示，新領土所實施的教育大致分為三種，

以我為主的「本位型教化」、借助外力的「假借型教

化」，以及將新領地與本土教育加以折衷的「混合式教

化」，這三種方式在世界各地都獲得廣泛驗證。而孔孟

儒學主義也被認為是臺日共通的文化之一，因此強調臺

灣必須採取混合主義。5

關於伊澤在臺灣的演講之中，較重要的是明治 41

年（1908）舉行臺灣縱貫鐵道全線通車典禮時，在臺灣

教育會例會上的演講，以來臺當時六氏遇難事件為中

心，敘述臺灣教育在草創時期的建設過程。6

伊澤的學生宮本一學將請到臺南並舉辦歡迎會，席

上伊澤發表下列演說：

5  伊澤修二（1898.11）。臺灣の學事。臺灣協會會報，2。頁 29-30。

6  島居兼文編（1932）。一二 共進會と臨時祭。芝山巖史。頁 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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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為慶祝臺灣鐵道全線通車而應邀來臺，見到朝野

仕紳在通車典禮上列隊歡欣鼓舞的景況，實在很想與各

位同歡。但我們的事業是要將日本精神灌輸到本島人的

心中，雖然不知何時才能迎來我們的「通車典禮」，前

方的路還很遙遠，但我堅信那一天一定會到來。當然，

在我們的「通車典禮」那一天，可能不會有那麼多人來

為我們慶祝，但還是希望大家一起撐過去，共同努力讓

我們「通車」的那一天早日到來。

這段演講是宮本一學生前向須田清基所描述。雖

然如今宮本已去世，許多細節無法確認，但這一席話

之中，包含了我們的重大課題。伊澤回到日本後，對他

而言感慨最深的，還是六氏遇難日的紀念活動。伊澤在

《教界周遊前記》中敘述，如下：

每年都會在 2月 1日舉辦紀念儀式，其實本來應該要

在事件發生當日的 1月 1日當天舉辦，但當日是新年元

旦，需要參加總督府的慶賀活動，因此就順延一個月改

到 2月 1日舉辦。每次紀念活動總督都會到場，或請民

政局長代理參拜。而在臺灣的教育界人士與受過新式教

育的許多臺灣人也會一同來參拜。紀念儀式結束後，也

照例都會打電報通知我。

每一年伊澤都要收到通知他典禮已舉辦完成的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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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安心。

三週年忌日時，伊澤以電報發送了悼念的和歌，請

本田茂吉代讀，卻發現歌詞有問題，或是電報傳送時有

誤，於是伊澤在典禮當日又發了修正過的電報。在場的

人同聲感嘆，如果伊澤在就好了。可惜本田表示如今已

不記得那首和歌。7

明治 38年（1905）1月 1日，在東京小石川區傳通

院盛大舉辦六氏遇難十週年紀念典禮。這場儀式是和伊

澤共同從事臺灣教育的同仁，和在東京的臺灣學生所共

同策劃舉辦。他們希望除了表揚六氏的功績之外，也讓

他們的遺族親友能便於參拜。六氏早在十週年紀念儀式

前就因為他們的功績而合祀於靖國神社，因此當日也同

時參拜靖國神社。當日參加儀式的主要人物為樺山前總

督、臺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藍原新次、和田貫一郎，

東京臺灣學生代表郭廷獻、栗野傳之丞等。當日伊澤亦

發表了以下的弔詞：8

明治29年（1896）1月1日，楫取道明、關口長太郎、

中島長吉、桂金太郎、井原順之助、平井數馬等六人，

為了國家的教育而在臺灣島臺北縣芝山巖山麓慘遭兇賊

殺害，嗚呼哀哉。

7  本田茂吉（1925.2）。祭典感想の衝動中心。頁 56。

8  湯本武比古（1912）。第三十三 芝山巖の教育的殉國者。樂石自傳：
教界周遊前記。頁 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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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十年前，雖然諸位隨著皇師已大致平定臺灣，

但究竟是為了什麼願意前往土匪仍四處出沒的臺灣島

呢？就只是希望能教化冥頑不靈的島民，為他們曉以大

義，給予其子弟日本式的教育，讓臺灣人成為天皇忠實

的臣民。故諸賢前往該島，卜居於該島人文薈萃之士林

街，並於芝山巖設置學務本部，奠定文教發展之基礎，

孜孜不倦地從事興學事務，並教授少壯子弟日本語，儘

快使他們沐浴於皇德之中，各位將我國忠君愛國的精神

傳授給他們，毫不懈怠地讓他們明白道理，就如我們常

說的，日本並非以武力掠奪臺灣，而是與清朝皇帝之間

訂定媾和條約，而將臺灣讓與我天皇陛下。故順從我總

督府者，乃尊奉清朝皇帝諭令之義民，同時為我國之良

民。而持刀槍抵抗我國皇師之徒，是違反原有君主，即

清朝皇帝聖旨的匪類，同時也是我國新國民中的逆賊。

實在不希望他們違反道理，並蒙上逆賊的污名。但到了

明治 29年（1896）1月 1日，匪徒從總督府四方如潮水

般湧來，士林街也陷入他們的包圍之中。諸位恐怕以為

他們不知匪徒即將作亂，因此才陷入困境。其實他們在

前一晚已得知此一狀況，但在從容商議之下，認為不應

言行不一，況且身為日本教育者，即便事已至此，亦應

親自面對匪徒，對其曉以大義，以盡我等之本分。直到

匪徒已攻至山麓，六氏則相約緩緩走下山路，對匪徒曉

以大義，勸其歸順。成群的匪徒卻從草叢間竄出，以兇

刀殺害六氏。諸位亦為素來通曉天命者，六氏不惜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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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報國，仍頗令人遺憾。但將永遠成為臺灣教育開創之

神，供奉於芝山巖山頭。

當我在舉辦這場值得記憶的十週年紀念典禮時，實在

悲喜交集，雖說不知該從何說起，但在此我可以很高興

地向六氏在天之靈報告，根據最近拿到的臺灣總督府發

行最近的學事年報，到了明治 35年（1902），臺灣島民

中在公學校以我國語言接受開明教育者已多達 18,145人，

能有這樣的成績，都是過去六氏的滴滴鮮血所換來的。

雖然對六氏的死於非命深感愧疚，但今日的成果或許差

可告慰六氏在天之靈，並且聊以自慰。尚饗。

 明治 38年（1905）1月 1日

 伊澤修二　謹誌

尤其是「雖然對六氏的死於非命深感愧疚」這段

話，令人感到似乎潛藏著伊澤的痛哭之聲。

明治 41年（1908），伊澤如前述為了臺灣鐵路全

線通車典禮再度來臺。而伊澤返回東京後寫給山形縣師

範學校宮島慎三郎的信件，大致可看出伊澤當時的臺灣

觀。

謹致　宮島先生

先前您曾視察臺灣教育，認為十分發達，尤以音樂表現

特別出色，據說宮島兄有意轉任清國，果真如此，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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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十四、離臺後的先生與臺灣

考慮轉任臺灣？若有意赴臺，請儘快寄送履歷表，若欲

前往該地赴任，關於薪資部分等問題將毫不保留傾囊相

授。臺灣已和過去大不相同，如臺北已是健康之地，且

是頗為繁華之都市。

 匆此

 伊澤修二　敬上

 11月 29日

伊澤在明治 41年（1908）的臺灣之旅中，確認了

臺灣與往昔已有很大的不同。明治 43年（1910），當

時一條氏以為若外派中國，可獲得 2,000至 2,500圓的

月薪，於是詢問伊澤去臺灣能否拿到 3,000圓月薪，卻

遲遲不見伊澤回覆，於是到位於相州酒匂 9的宅邸訪問

伊澤，伊澤卻大聲斥責：「笨蛋，連知事薪水都沒有

3,000圓」。一條氏羞愧地想要立刻離開，伊澤卻挽留

他：「等等，不用這麼急著離開」，並且請他吃了一餐。

這是明治 43年（1910）所發生的事（一條氏談話）。

大正 5年（1916）5月，在新落成的總督府廳舍內

召開了臺灣共進會，當時伊澤與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相

偕來臺，因此於 5月 14日在芝山巖舉辦了臨時祭祀儀

式，樺山前總督、安東總督、比志島中將夫妻、伊澤等

多達 50餘名來賓列席，亦有臺北市內及近郊各校之學

9  相州，為日本舊藩國相模國的別稱。相模國足柄下郡酒匂，位於今神

奈川縣小田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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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參加。伊澤以感慨萬千的神情站上祭壇，在合掌默禱

後表示：

我為了 20年前的這場事件而來，在此獻上我所寫的

招魂和歌。

參加典禮的一千餘名各校學生與學童合唱了兩次

伊澤所寫的招魂歌。與會者都正襟危坐地聆聽，歌詞如

下：10

烈士遺骸

無論移靈何處

願魂魄常駐此地

烈士遺骸

無論移靈何處

願魂魄常駐此地

永遠留存此地

寫給一條氏的相關信件如下：

敬祝安康。感念您對教育之道的盡心盡力。隨信附上的

樂譜和樂曲是老生為芝山巖壯烈犧牲的六氏所作。近期

10  島居兼文編（1932）。二四、共進會と臨時祭。芝山巖史。頁 181-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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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十四、離臺後的先生與臺灣

老生赴臺時將舉辦臨時典禮，讓山上與會的內地與本地

男女學生都合唱這首歌，請讓貴校及高等女學校學生事

先練習。當日將安排樂隊於山上吹奏，在校內請以風琴

練習。此事煩請通知貴校張、柯兩位老師，亦請與高等

女學校法水、大島兩女士商議。同時亦委託幸田延子編

曲，及商請海軍軍樂隊瀨戶口隊長編寫管樂樂譜。匆此

 大正 5年（1916）3月 1日夜

 伊澤修二

 致宮島慎三郎

前略。先前所附上的樂譜發現有部分錯誤，已用紅色標

出。歌詞部分亦如以紅色標記處，將「鎮座」改為「常

駐」。而管樂樂譜已譜寫完成，請隈本學務長直接發給

樂隊供其練習即可。修改後的歌詞亦請您再確認為荷。

 匆此

 3月 6日

 伊澤致一條先生

附記：我已將手邊僅有的樂譜抄本寄給你，結束後麻煩

再寄還。

本田茂吉在〈祭祀的感想：激動的來源〉之中記載

了伊澤在大正 5年（1916）來臺時，在芝山巖山頭吟出

的和歌：11

11  本田茂吉（1925.2）。祭典感想の衝動中心。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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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起在芝山巖山頭，如朝露般消逝的摯友。

大正 5年（1916）伊澤來臺為六氏獻上招魂歌後，

於隔年（1918）5月 3日，因腦溢血去世。

當伊澤辭世消息傳來，隈本學務長及其他學務相關

人員、信濃親睦會員與其他曾受伊澤薰陶的相關人士都

齊聚一堂。5月 15日，下午 3點在臺北市東門外的曹

洞宗別院舉行追悼會，12隨後臺灣教育會發起樹立紀念

碑，委由土木局井手薰 13技師設計：14

碑石：高 10尺，下端 2尺 3寸方形，上端 1尺 8寸

方形。

基石：高 4尺 6寸（地面起算），上端方形 4尺 5寸。

礎石材質：砂石混凝土。

緣石：礎石周圍堆石內側鋪上彩色碎石

12  鳥居兼文編輯（1932）。二五 伊澤修二氏逝去。芝山巖史。頁 190。

13  井手薰（1879-1944），出生於岐阜縣。1906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
工科大學建築學系，隨即進入東洋汽船株式會社擔任囑託。1907年，
加入辰野葛西聯合事務所工作。1910年，得到辰野今吾推薦來臺，任
臺灣總督府土木部囑託，任職於營繕課。1911年，升職為技師。1929
年，任總督官房營繕課長。1940年，退休，經歷市區計畫委員會、史
料編纂委員會、震災地復興委員會、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國

立公園調查會等委員。

14  鳥居兼文編輯（1932）。二五 伊澤修二氏逝去。頁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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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十四、離臺後的先生與臺灣

碑面刻上由明石總督 15題字的大字「伊澤修二先生

之碑」。背面的碑文則由民政長官下村宏所撰寫。

伊澤修二先生係長野縣高遠人，天資聰穎，早年即

投身教育界，勤儉黽勉，於公於私在教育界之貢獻不可

勝數。明治 28年（1895），當臺灣沐浴於我國皇化之

中後，拔擢先生擔任建立學校之職，在腥風血雨之中備

嚐艱辛，遂能奠定本島教育之基礎。雖先生於本島任職

時間不長，但學制之建立、教育之普及，達到今日之盛

況，先生實可謂居功厥偉。是以此次由本會主辦，向全

島各地募款，於芝山巖建碑，紀念其不朽之功績。

伊澤賭上自身職位戮力追求公學校令的實施，如今

已達成其歷史上的使命，甚至現在更大大躍進為國民學

校令的實施。

回顧今日的盛況，亦是從伊澤偉大的構想所開枝散

葉而成。這裡可說是從六氏先生開始，許多重要的人物

一磚一瓦所建成的一大紀念碑，是令我們日日仰望，永

懷伊澤德行之處。

15  明石元二郎（1864-1919），出生於日本福岡藩博多（今福岡市中央區）
大名町。1918年，派任為第七任臺灣總督。

$2312.indd   159 2024/12/30   下午 01:57:05



伊澤修二先生與臺灣教育160

附錄一：伊澤修二先生年表 1

年份 年齡 大事記

嘉永 4年（1851） 1
◆ 6月 29日生於信濃國 1伊那郡高

遠（今長野縣伊那市高遠町）

嘉永 5年（1852） 2

嘉永 6年（1853） 3

安政元年（1854） 4

安政 2年（1855） 5

安政 3年（1856） 6
◆ 開始向外祖父內田氏學習讀書寫

字

安政 4年（1857） 7

安政 5年（1858） 8 ◆ 入進德館

安政 6年（1859） 9

萬延元年（1860） 10

文久元年（1861） 11 ◆ 因天資過人，有「理八」之稱

文久 2年（1862） 12

文久 3年（1863） 13
◆ 大致讀完四書五經，開始試讀歷

史類書籍

元治元年（1864） 14 ◆ 可直接誦讀未加註解之漢文書籍

慶應元年（1865） 15

◆ 可憑藉翻譯書嘗試製作瓦斯、肥

皂等各種物品

◆ 擔任進德館寮長（宿舍幹部）

1  信濃國，日本舊藩國名，又稱信州。明治 4年（1871），廢除封建制度、
廢藩置縣，分置長野、築摩兩縣。明治 9年（1876），合併為長野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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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附錄一：伊澤修二先生年表

年份 年齡 大事記

慶應 2年（1866） 16 ◆ 立志學習西學

慶應 3年（1867） 17
◆ 前往江戶（東京），曾一度返鄉

並奉藩主之命前往京都

明治元年（1868） 18 ◆ 首次拜師修習蘭學

明治 2年（1869） 19

◆ 再度前往江戶

◆ 寄宿於須田素嶺住處，師事中濱

萬次郎

明治 3年（1870） 20
◆ 獲推舉為高遠藩貢進生

◆ 入南校就讀

明治 4年（1871） 21

明治 5年（1872） 22 ◆ 獲選為第一號中學生幹事

明治 6年（1873） 23 任職於工部省

明治 7年（1874） 24
◆ 任愛知師範學校校長

◆ 與森重遠之女千代子結婚

明治 8年（1875） 25

◆ 奉命派至美國考察師範學校

◆ 入麻州布里奇沃特師範學校（今

州立橋水大學）

明治 9年（1876） 26

◆ 奉命進行臨時教育制度調查

◆ 向格拉漢姆 · 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 1847-1922）學習

視覺演說法（Visual Speech）

明治 10年（1877） 27
◆ 從布里奇沃特師範學校畢業

◆ 進入哈佛大學

明治 11年（1878） 28

◆ 因父親文谷去世返回日本

◆ 任東京師範學校候補校長，兼任

文部省學務課

◆ 兼任體操傳習所主幹

$231app.indd   161 2024/12/30   下午 01:56:24



伊澤修二先生與臺灣教育162

年份 年齡 大事記

明治 12年（1879） 29

◆ 任東京師範學校校長

◆ 改革該校

◆ 發表體操成績

◆ 奉命兼任音樂科調查員

明治 13年（1880） 30 ◆ 展開音樂科調查事業

明治 14年（1881） 31

◆ 任文部省少書記官

◆ 官階從六位

◆ 兼任會計局副局長、地方學務

局、音樂調查股股長

◆ 長女夏出生

明治 15年（1882） 32

◆ 發表音樂調查事務概要

◆ 舉辦首場演奏會

◆ 巡視和歌山、高知二縣

◆ 次女和歌出生

◆ 任命為編輯局副局長

明治 16年（1883） 33

明治 17年（1884） 34 ◆ 巡視秋田、山形兩縣

明治 18年（1885） 35

◆ 任文部省權大書記官

◆ 官階正六位

◆ 任命為編輯局代理次長

◆ 三女乙女出生

明治 19年（1886） 36

◆ 任編輯局長，對教科書提出相關

意見

◆ 四女壽天出生

明治 20年（1887） 37

◆ 編輯局出版讀書入門、尋常小學

讀本、高等小學讀本

◆ 為該局首先出版之書籍

◆ 長男勝麿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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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年齡 大事記

明治 21年（1888） 38
◆ 編輯局持續出版各種教科書與參

考書

明治 22年（1889） 39
◆ 文部大臣森有禮慘遭殺害，其對

編輯局事業影響甚鉅

明治 23年（1890） 40

◆ 編輯局遭裁撤

◆ 提出下列意見書

◆ 任文部省參事官

◆ 兼任東京音樂學校校長、東京盲

啞學校校長

◆ 敘勳六等

◆ 創立國家教育社

◆ 獲推舉為國家教育社社長，並當

選東京市議員

明治 24年（1891） 41

◆ 免除職務

◆ 以特別旨令升為從五位

◆ 召開國家教育社第一屆大會

◆ 建教育學館

◆ 當選小石川區議員、東京市學務

委員

明治 25年（1892） 42
◆ 召開國家教育社第二屆大會

◆ 成立國家教育期成同盟

明治 26年（1893） 43 ◆ 召開國家教育社第三屆大會

明治 27年（1894） 44
◆ 發起學制研究會

◆ 召開國家教育社第四屆大會

明治 28年（1895） 45

◆ 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事務官

◆ 任命為學務部長

◆ 升敘至正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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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年齡 大事記

明治 29年（1896） 46

◆ 伊澤返東京時芝山巖教育者遇害

◆ 再次渡臺

◆ 敘勳五等

◆ 發表臺灣教育設施要覽

◆ 發表國語學校規程

◆ 免除職務

◆ 大日本教育會與國家教育社合併

為帝國教育會

明治 30年（1897） 47

◆ 獲推薦為帝國教育會榮譽會員

◆ 發表國語學校附屬學校規程

◆ 免除職務

◆ 任命為臺灣總督府學務顧問

◆ 獲欽定為貴族院議員

◆ 母親多計逝世

明治 31年（1898） 48

明治 32年（1899） 49
◆ 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修正

學校教則並著手遷校及改建

明治 33年（1901） 50

◆ 罹患重病，辭去東京高等師範學

校校長一職

◆ 敘勳四等

明治 34年（1902） 51

◆ 參拜伊勢神宮、本居宣長墓

◆ 至秋田縣召開方言矯正會，參拜

平田篤胤墓

明治 35年（1903） 52

明治 36年（1904） 53
◆ 創立樂石社

◆ 發表口吃矯正法發明由來

明治 37年（1905） 54

明治 38年（1906） 55
◆ 於東京小石川傳通院舉行六氏先

生十週年祭祀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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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年齡 大事記

明治 39年（1907） 56

◆ 舉行口吃矯正者達 1,000名之發

表會

◆ 前往大阪市舉辦口吃矯正會

明治 40年（1908） 57 ◆ 計畫樂石社事業擴張

明治 41年（1909） 58 ◆ 來臺參加六氏先生祭祀儀式

明治 42年（1910） 59

◆ 為揭開日本口吃調查之序幕，製

作中學生口吃狀況統計表

◆ 前往大阪及神戶舉辦口吃矯正會

◆ 發行樂石叢誌

明治 43年（1911） 60

◆ 舉行口吃矯正者達 2,000名之發

表會

◆ 樂石社員前往廣島舉行口吃矯正

會

◆ 內務省首次發給補助金

◆ 於文部省夏季研習會中作關於口

吃矯正法之演講

明治 44年（1912） 61

◆ 親友共同舉辦六十大壽慶祝會

◆ 敘勳三等

◆ 樂石學院新建築落成

◆ 國家教育團成立

◆ 樂石學院增建

大正元年（1913） 62

◆ 舉行口吃矯正者達 3,000名之發

表會

◆ 樂石社事業擴張

◆ 樂石叢誌改為月刊

◆ 東京市首次發給補助金

大正 2年（1914） 63
◆ 召開樂石社創立十週年發表會

◆ 前往山形縣舉行口吃矯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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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年齡 大事記

大正 3年（1915） 64
◆ 樂石社事業擴張，舉辦副社長及

幹部就任典禮

大正 4年（1914） 65

◆ 舉辦大典紀念矯正會

◆ 敘勳二等

◆ 獲大禮撫卹恩賜金

大正 5年（1915） 66

◆ 遊歷臺灣、滿洲、朝鮮，前往臺

灣參加遇難六氏先生祭祀儀式並

於大連召開中文發音講習會及中

國人口吃矯正會

大正 6年（1916） 67

◆ 特別旨令升敘從四位

◆ 5月 3日，逝世

◆ 獲賜喪葬費用 500圓

◆ 安葬於東京府下北豐島郡高田村

雜司谷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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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附錄二：本書相關人物

附錄二：本書相關人物（製表者：劉于銓）

姓名 出生地 相關資歷 索引

加
藤
元
右
衛
門
︵1867-?

︶

埼
玉
縣
北
足
立
郡
中
丸
村
︵
北
本
市
︶

■ 1890年 4月，畢業於埼玉縣尋常師範

學校。

■ 1896年 3月，為臺灣總督府日本語講

習員。5月，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傳習所教

諭，任職於臺北國語傳習所。7月，畢業

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特別科。10月，

任臺北縣大稻埕公學校教諭。

■ 1899年 7月，任臺北師範學校助教授

兼書記。

■ 1903年 3月，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助教授兼舍監事務取扱。

■ 1905年 2月，兼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

校教諭，任職於第二附屬學校。

■ 1906年 3月至 1908年 8月，任臺灣

公學校教諭兼校長，任職於臺中公學校

（今臺中市西區忠孝國小）。

■ 1908年 8月，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教諭事務取扱。9月，任職於艋舺公學校

（今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小）

■ 1909年 4月，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助教授兼教諭。1910年 2月至 1911年 3

月，任職於臺北廳基隆公學校（今基隆市

信義國小），擔任教諭兼校長。1911年

至 1914年 4月，任職於基隆尋常高等小

學校（今基隆市仁愛國小），擔任教諭及

校長。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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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地 相關資歷 索引

■ 1914年 4月，轉任大稻埕公學校（今

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小），擔任教諭及校

長。1917年，學校改制為大稻埕第一公

學校及第二公學校（今臺北市大同區日

新國小），擔任兩校教諭及校長。1922

年，學校改制為臺北市太平公學校，擔任

訓導及校長。1933年 5月，退職。

■ 1920-1927年，任命為教科書調查會

臨時委員

三
屋
大
五
郎
︵1857-1945

︶

越
前
國
大
野
郡
勝
山
町
︵
今
福
井
縣
勝
山
市
︶

■號清陰

■ 1875年 2月，畢業於敦賀縣小學師範

學校下等學校。1876年 8月，畢業於同

校上等學科。1896年 3月，任國語學校

日本語講習員。1896年 7月，畢業於國

語學校特別學科。

■ 1896年 5月，任國語傳習所教諭，任

職於宜蘭國語傳習所。1898年 10月，任

職於宜蘭廳宜蘭公學校，擔任教諭兼校

長，同時任宜蘭廳教育事務囑託。

■ 1899年 8月，轉任臺中師範學校，擔

任助教授兼舍監。

■ 1902年 3月，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助教授。1905年 3月至 1906年 6月，

兼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舍監。

■ 1904年 1月至 1906年 3月，兼任總

督府編修事務囑託，負責編纂公學校《漢

文讀本》。1906年 12月，再任總督府編

修事務囑託。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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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地 相關資歷 索引

■ 1907 年 1 月，兼任臺灣總督府國語

學校教諭，任職於第二附屬學校主事。9

月，患瘧疾短暫離臺。

■ 1908年 3月，被派往福州東瀛會館，

擔任東瀛學堂館長。1916年因病辭職，

從福州返回東京休養。

■ 1903年，接下《臺灣教育會雜誌》漢

文欄主任編輯。

後
藤
松
吉
郎
︵1849-1939

︶

町
︵
今
加
賀
市
︶

加
賀
國
石
川
縣
江
沼
郡
大
聖
寺
町
大
聖

■ 1895年 5月，任臺灣總督府內務部庶

務課代理課長。6月，渡臺。8月，兼任

遞信課代理課長。9月，兼任警保課代理

課長。10月，任臺灣總督府雇員，任職

於臺南民政支部，擔任代理文書書記官。

■ 1896年 4月，任補覆審法院檢察官臺

中縣書記官兼任臺灣總督府判官。6月至

8月，代理臺中縣知事。

■ 1897年 5月，轉任奈良縣書記官。

15、17

山
田
耕
造
︵1855-?

︶

︵
今
東
京
都
台
東
區
下
谷
︶

東
京
府
東
京
市
下
谷
區
金
杉
上
町

■ 1895 年 7 月，任臺灣總督府代理雇

員，任職於內務部。8月，兼任學務部。

■ 1896 年 4 月，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

屬，任職於學務部。7月，兼任臺灣總督

府國語學校書記官。

■ 1897年 6月至 8月，任新竹縣警部。

1898年 3月至 7月，任嘉義縣警部。

■ 1902年 3月，任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書

記。

16、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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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地 相關資歷 索引

木
村
匡
︵1860-1940

︶

仙
臺
藩
北
村
大
澤
︵
今
宮
城
縣
石
卷
市
︶

■ 1895年 5月，派任為總督府官房用度

課兼記錄課代理課長。6月，渡臺。

8月派任為文書課兼經理課代理課長。

■ 1896年 4月，任臺灣總督府秘書官兼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事務官，任職於總務部

之文書課及經理課。

■ 1897年 11月，任臺灣總督府事務官

兼參事官，任職於民政局殖產課及官房文

書課。1898年，5月免除兼任參事官，

任職於民政部文書課。1901年 2月，患

病休職返回日本。

■ 1920-1925年，任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 1922-1925年，任史料編纂委員會評

議員。

44

相
良
長
綱
︵1847-1904

︶

薩
摩
藩
鹿
兒
島
市
山
下
町
︵
今
鹿
兒
島
縣
鹿
兒
島
市
︶

■ 1871年，任陸軍大尉，後因病轉任文

職，先後在農商務省、書記局、外務省工

作。

■ 1895年 5月，任為陸軍省雇員，擔任

代理恆春支廳長。6月，渡臺。7月，任

臺灣總督府雇員。8月，擔任臺南民政支

部恆春出張所代理所長。

■1896年5月，任恆春撫墾署代理署長。

■ 1896年 8月至 12月，任恆春撫墾署

代理署長。

■ 1897年 6月，任臺東廳長及臺東撫墾

署代理署長。

歷任恆春支廳長、臺東支廳長。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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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地 相關資歷 索引

■ 1896年 12月，臺東撫墾署代理署長、

恆春撫墾署署長、恆春國語傳習所代理所

長、臺東廳長、臺東國語傳習所代理所

長、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東廳事務官等

職

■ 1904年 3月，肺炎病逝於臺東。

高
木
平
太
郎
︵1870-?

︶

京
都
府
天
田
郡
福
知
山
町
︵
今
福
知
山
市
︶

■1891年，畢業於京都府尋常師範學校。

■1896年，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諭。

■ 1897年，改制，任國語學校第一附屬

學校教諭。以後，歷任臺中國語傳習所

（今臺中市西區忠孝國小）、新竹廳中港

公學校（今苗栗縣竹南國小）、新竹廳

新竹公學校（今新竹市新竹國小）、新竹

廳新竹尋常高等小學校（今新竹市東門國

小）等校教諭及校長，亦兼任新竹廳總務

課囑託等職。

117

新
家
鶴
七
郎
︵1861-?

︶

愛
知
縣

■1891年，畢業於愛知縣尋常師範學校。

■1896年，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諭。

■ 1898 年，任臺北縣八芝蘭公學校教

諭。1899年，兼任校長。

■ 1901年，任臺中師範學校助教授。12

月接替因病辭職的松本精次郎擔任彰化公

學校校長

■ 1904年，因腳氣病辭職，後轉任臺灣

總督府醫學校助教授。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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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地 相關資歷 索引

宮
本
一
學
︵1863-1942

︶

埼
玉
縣
入
間
郡
三
芳
野
村
︵
三
芳
町
︶

■ 1895年 7月，畢業於司法省指定東京

法學院法律學科。

■ 1896年 4月，任國語講習員。7月，

畢業於國語學校講習科，任臺灣總督府國

語傳習所書記，任職於鳳山國語傳習所。

■ 1897年 1月，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傳習

所教諭，任職於鳳山國語傳習所，擔任書

記。

■ 1898年 10月，轉任臺南縣鳳山公學

校。

■1899年3月，轉任臺南縣東港公學校。

■ 1900年 2月，轉任臺南縣店仔口公學

校（今臺南市白河國小）。

■ 1901年 11月，任臺灣總督府屬，任

職於民政部總務局。

■ 1902年 9月，任桃仔園廳屬，擔任總

務課長。1903年 4月，任管內勢調查委

員長。

■ 1904 年 3 月，轉任臺灣總督府屬。

1907年 5月，辭職。

■1907年6月，擔任臺南新報社支配人。

■1909年4月，擔任臺南新報社取締役。

■1929年8月，擔任臺南新報社副社長。

■ 1934年 12月，擔任臺南新報社社長。

■ 1926年 10月至 1936年 1月，任臺南

市協議會員、臺南州協議會員。

■ 1935年 1月，任總督府評議員。

150、

151

︵1842-1903

︶

田
中
綱
常

薩
摩
藩
︵
今
鹿
兒
島
︶

■ 1895年 3月，任「澎湖列島行政廳」

行政長官。5月，轉任代理臺北縣知事。

9月，兼任民政局事務囑託。

■ 1896年 4月，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事

務官。9月，被任命為日本貴族院議員並

離開臺灣。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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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附錄二：本書相關人物

姓名 出生地 相關資歷 索引

樺
山
資
紀
︵1837-1922

︶

鹿
兒
島
縣
鹿
兒
島
市
加
治
屋
町

■1873年，藉琉球漁民遭牡丹社「生蕃」

殺害之名，與水野遵等到臺灣各處探查，

翌年又隨西鄉從道率軍侵臺。甲午戰爭後

海軍因主張領臺之功而得推薦總督人選，

樺山遂以其與臺灣之淵源而得於

■ 1895年 5月出仕首任臺灣總督，而隨

同赴臺之官員亦多其鹿兒島人。

ii、10、

13、14、

15、16、

19、22、

48、49、

68、95、

124、

136、

152、

155

伊
藤
博
文
︵1841-1909

︶

周
防
國
熊
毛
郡
︵
今
山
口
縣
光
市
︶
束
荷
村

■ 1895年 4月 17日，時任內閣總理大

臣的伊藤與清國代表李鴻章簽署馬關條

約，確定割讓臺澎及附屬島嶼給日本。

■ 1895年 6月 13日，以敕令 74號公布

「臺灣事務局官制」，第一條就是內閣設

臺灣事務局，並以內閣總理大臣監督之，

伊藤兼任該局總裁。

■ 1896年 3月 31日，以敕令 88號公布

「臺灣總督府條例」，隨後於 4月 8日

以敕令 121號廢止「臺灣事務局官制」。

15

水
野
遵
︵1850-1900

︶

尾
張
國
名
古
屋
藩
︵
今
名
古
屋
市
︶

■ 1871年，被派遣留學大清帝國學習漢

文。

■ 1873 年底，任海軍通譯，乘艦至

淡水，與樺山資紀共同展開調查行動。

■ 1874年，牡丹社事件時，隨臺灣蕃地

事務部都督西鄉從道來臺。

■ 1895年 5月，以辦理公使身分負責接

收臺灣事宜，兼總督府第一任民政局長官

1897年 11月，去職返日。

15、16、

25、33、

40、48、

49、57、

136、

139、

140、

142、

14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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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地 相關資歷 索引

安
積
五
郎
︵?-?

︶

■ 1895年 8月，調任恆春支廳職員

■ 1896年 12月至 1897年 12月，任恆

春撫墾署代理署長。

■ 1896年 6月，任鳳山縣辨務署署長兼

總督府法院判官。

■ 1897年 5月，任恆春國語傳習所代理

所長（今屏東縣恆春國小）。

■ 1897年 2月，解恆春地方法院院長。

■1896年，任臺南縣支廳書記官兼院長。

■ 1896年，任恆春支廳長。

■ 1897年，任恆春辨務署署長。

■ 1897年，任恆春撫墾署代理所長。

■ 1902年，任臺東廳總務課代理課長兼

囑託。

16、21、

45、46、

91

$231app.indd   174 2024/12/30   下午 01:56:25



伊 澤修二先生與臺灣教育／黃秀端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24.12 

　面；　公分 

　ISBN 978-626-423-049-0（平裝）

　1.CST: 伊澤修二　2.CST: 臺灣教育　3.CST: 傳記 

783.18 113019378

主 　 　 編：黃秀端
翻 　 　 譯：王敬翔
指 　 　 導：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校 　 　 正：陳宥瑾、劉于銓、蕭舒閔（依筆畫排序）
封 面 繪 製：陳宥瑾

工作團隊

計 畫 名 稱：文化永續•城市創生：士林學之建構
計畫主持人：黃秀端

計 畫 團 隊： 左宜恩、李逢堅、沈筱綺、林盈翔、姚明俐、陳俊宏
　　　　　　許凱翔、曾獻緯、黃顯宗、鄭得興、蘇明祥

計 畫 助 理： 王紫寧、陳宥瑾、陳威豪、劉于銓、蕭舒閔
　　　　　　（依筆畫排序）

承   印   商：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網 　 　 址：https://www.wunan.com.tw

出 版 日 期：2024年12月初版一刷
定 　 　 價：新臺幣300元

伊澤修二先生與臺灣教育

伊澤修二先生と臺灣教育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231-lin.indd   1 2024/12/27   下午 03:37:15


	07-$231app
	08-$231-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