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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視察臺南並會見巴克禮

伊澤原訂於 10月 24日到東京募集講習員與其他事

務，後來改隨行樺山總督前往剛攻陷的臺南巡視，是為

了綏撫民心。伊澤此次旅行，也包括陪同北白川宮能久

親王回東京。〈臺南巡視日錄〉有以下記載：1

27日　晴

先前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患病，故於臺南府城

內之師團司令部療養。上午 11點，樺山總督與水野局

長至司令部探望親王，而高島司令官至南進軍司令部，

下午 5點返回下榻處。

28日　晴

上午 7點 30分，樺山總督及水野局長探望能久親王，

約 10點回到下榻處。11點召集正副總理 10名與儒學

者 10餘名至臺南市區的旅館，樺山總督首先召見正副

總理，在翻譯官御幡雅文的翻譯下互相交換意見。

樺山總督又接見十餘名儒學家，簡單發表教育相關事

項，並向他們介紹副手，即代理學務部長伊澤修二。重

要的儒學者如下述：楊建文、朱鏞、周錫祈、楊景洲、

1  「總督臺南巡視日錄」（1895-11-30），〈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二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

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1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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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建勖、蔡應鋫、楊鐘發、陳溉卿。

29日　晴

上午 6點，能久親王表示欲返回東京養病，於是準備從

臺南出發返回東京。樺山總督、水野民政局長、其他將

領及高官，皆來送別能久親王至西門外或安平港。殿下

搭乘蒸汽輪船西京丸號，以吉野艦護衛，預定直接航向

橫須賀港。

今日一行人之中包括伊澤代理學務部長，隨行之日本語

學校兩名臺灣學生（柯秋潔、朱俊英）一同搭上西京丸

赴東京。

巡視日記的記載雖簡單，但伊澤對臺南有十分深刻

的回憶。伊澤在臺南會見了儒學者，也造訪了孔廟，當

時的孔廟作為野戰醫院使用，伊澤見到祭拜用器具和書

庫中的典籍一片凌亂的景象，向樺山總督做了重要的建

言：2

我首先向總督建言，如此草率對待孔子廟在風氣上十

分不妥，必須有些補救對策。水野民政局長立刻下令在

孔廟派駐衛兵，此後孔廟便不再雜亂，也能確實安撫民

心。

2  湯本武比古（1912）。第三十二 臺南視察。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記。
頁 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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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伊澤所訪問的是巴克禮（Thomas Barclay）牧

師 3，《教界周遊前記》中對此描述如下：4

我首先拜訪了巴克禮牧師。原先向他自我介紹求見時

他猶豫了半晌。因為他相當同情劉永福，而誤認我們是

日本的間諜，但我並不是，只是一個教育者。我向他表

示我在日本時就從事教育，也得知牧師長期在臺南從事

教育，因此這次來臺想要好好向牧師請益，除此之外，

並無他意。如此終於能和牧師見上一面，談了許多教育

問題後，他對我說：

「非常佩服為了調查臺灣的教育事業而從日本遠渡重

洋前來的我們，但現在用日本語教育臺灣人似乎並非良

方。其他先不談，以他的經驗來看，他剛來臺灣時也曾

用英語教育臺灣人，不幸的是，幾乎完全不見效果。用

英語來教育除了困難之外，即使臺灣人稍微懂了一些英

語，也不會因此而願意投身宗教或教育事業，而通常很

快轉向其他能賺錢的工作。於是便得知，在臺灣以英語

實施一般教育終究是一件難事，而逐漸明白在臺灣傳教

3  Thomas Barclay（1849-1935），出生於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1875年，
受英國長老教會差派打狗（今高雄）宣教。1895年，接受臺南府城仕
紳請託，與日軍乃木希典協議不流血入城。一生奉獻臺灣 60年，主要
有四大貢獻：1.創設臺南神學院；2.創辦《臺南府城教會報》，推動
白話字教育；3.翻譯白話字舊約、新約聖經譯本；4.編著《增補廈門
音漢英大辭典》。

4  湯本武比古（1912）。第三十二 臺南視察。頁 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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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普及教育，教育者若不親自學習臺灣語，以臺灣語進

行教育，很難達成目標。」

這是他經過數年來實驗的結果，所以近年來幾乎不再

以英語來教育。因此，後來來自英國的傳教士首先要學

臺灣語，經過一年至一年半能夠說流利的臺灣語之後，

便採取以臺灣語宣教的方針。如果用臺灣語漢字教導臺

灣人太過困難，則可以福建語羅馬字教導。因此他給我

的忠告是：

「如果實在無法用日本語教育臺灣人，或許可以像他

一樣改用福建語羅馬字來教。」

圖 22　巴克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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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巴克禮牧師的忠告，雖然有些不好意思，但我有

我自己的意見，我回答：

「我打算先進行教育上的實驗兩、三年後再評估。然

後就告別了牧師。」

而在伊澤的回顧中，曾如此提出他的國語教育論：5

我認為在臺灣施行教育，若不用日本語就沒有絲毫效

果。但中國、臺灣和日本共同具有漢字這個利器。只要

寫出漢字，就能瞭解大致的意思。現在我們渡海來臺，

在軍中等不依靠翻譯而能互相理解，都是依靠漢字的效

力，因此若以漢字來教授日本語，必定不同於以羅馬拼

音這種繞遠路的方式，因此必定能收到效果。因此，臺

灣的教育首先要確立以漢字進行教育的方針。

巴克禮固然是個值得尊敬的宗教家與教育家，但

他的目的是傳達神的福音，而伊澤的目的卻是「創造」

新的日本人，因此教育的精神大不相同。其差別就在於

應使用臺灣語的教育論，和「我認為在臺灣施行教育，

若不用日本語就沒有絲毫效果」兩種理念之間。對此，

伊澤也自信滿滿地表示：「我打算先進行教育上的實驗

兩、三年後再評估」，便告別了巴克禮。

5  湯本武比古（1912）。第三十二 臺南視察。頁 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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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 41年（1909）10月，伊澤再度回到臺灣參加

臺灣鐵路全線通車典禮時，就表示日本語教育能有如此

好的成果，其實是一開始有向巴克禮請益。關於此事，

伊澤在臺灣教育會常會席上曾如此敘述：6

因為我十分確信而展開日本語教育，那時想著也許

往後還有機會接受他的忠告，所以因此離開了。今日在

臺灣各地接受日本語教育者約有四萬人。這次前往臺南

時，也與巴克禮牧師會面，我問他如何進行教育工作，

他還是用臺灣語寫成羅馬拼音進行教學，再問他的教育

事業擴大到什麼程度，因為巴克禮剛好暫時回國不在

臺灣，所以我拜託一位細川先生一定要問到巴克禮的意

見，於是就先回來。

雖然由於缺乏史料，無法證實伊澤是否確實委託細

川瀏牧師 7問到巴克禮的意見，但後來國府種武於昭和

6  鳥居兼文編輯（1932）。一二 臺灣教育に對する今昔の感。頁 69。

7  細川瀏（1856-1934），出生於土佐國高岡郡佐川（今高知縣高岡郡佐
川町）。1876年，畢業於慶應義塾。1885年，在長老教會東京新橋教
會受洗，隨即進入東京一致神學校就讀。1887年，畢業，在浪華中會
准為傳教師。1892年，受按為牧師。1893年，在名古屋教會擔任牧師。
1895年，受命赴臺擔任慰問使，日人入臺南城時，曾與巴克禮牧師歷
訪各地，並於年底離臺。1896年，日本基督教會傳道局派遣來臺並設
立「日本基督教會臺南講義所」。1897年，期滿後再次離臺。1902年，
再次來臺，先後在彰化、嘉義傳教。1905年，專任於臺南。1907年，
臺南成立堂會。1910年，再次離臺。1917年，再次來臺，於臺中教會
擔任牧師。1922年，轉往嘉義擔任牧師。1924年，回任臺中擔任牧師。
1926年，退休。

$2311.indd   53 2024/12/30   下午 01:56:57



伊澤修二先生與臺灣教育54

8年（1933）為了請教伊澤生前未能請教到的問題，而

訪問了巴克禮。國府詢問巴克禮對臺灣人子弟實施日本

語教育的看法，巴克禮表示：8

現在的報紙，和街上商店的看板都是日文，所以現在

不懂日文已經很難生活了。

而巴克禮又表示：

日本語教育的成績已是有目共睹，但我仍然認為過去

以臺灣語羅馬字教育的方式還是最有效果，因此我也無

法放棄。

儘管巴克禮特別執著於臺灣語，但伊澤與巴克禮的

國語教育論相較，顯然是伊澤略勝一籌，但如今伊澤與

巴克禮皆已作古，無法再共同討論現今日本語普及的實

際狀況，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昭和 10年（1935），與細川牧師是親戚、亦與巴

克禮熟識的桑原政夫 9，到巴克禮牧師病床前探望時，

8  國府種武（1935.12）。トマス .バークレー師と國語教授。臺灣教育，
401。頁 67-72。

9  桑原政夫（1890-1969），出生於埼玉縣兒玉郡神保原村（今上里町）。
1907年，畢業於東洋協會專門學校，隨後來臺任臺灣總督府雇，任職
於通信局庶務課。1908年，任嘉義廳屬，任職於總務課。1919年，曾
短暫休職。1920年，任臺南州郡屬，任職於新營郡庶務課兼任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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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禮展示了他苦心撰寫的《廈門音羅馬字新舊約聖

經》10，並非常感慨地表示：

我花了 20年完成這本聖經，回想起來還真傻。因為

懂得福建語羅馬字的僅有臺灣和廈門的部分教徒，福建

語通用範圍亦極為狹窄，因此耗費畢生心血的著作犧牲

實在很大。如果用日本語來寫聖經，流傳範圍會更廣。

我們當時一開始就是學習臺灣語，拼成羅馬字，並試圖

普及到一般民間，從事傳道與教育。時至今日，總覺得

日本語的普及度已經超越我們。既然一般讀物如報章

雜誌等都以日文書寫，臺灣語羅馬字的效用將會變得很

低。現在的狀況變成了即使要作為傳道用語，也要先學

日本語，然後用日本語傳道。

伊澤在臺南停留到 10月 29日，視察當地一般狀況

結束後，便陪同北白川宮親王從安平港搭上西京丸返回

東京，在船上時思考著一件事：

1924年，任地方理事官，任職於臺南州東石郡役所，擔任郡守。1928
年，改任臺中州員林郡郡守。1932年，改任基隆市尹。在基督教經歷中，
歷任嘉義日本基督教會初代委員及初代長老、臺南日本基督教會執事

及長老、基隆日本基督教會書記、《臺灣基督教報》編輯等。

10  廈門音羅馬字聖經（Amoy Romanied Bible），又稱白話字聖經、巴克
禮譯本，英國聖經公會為了完成白話字聖經的重譯本，委託巴克禮擔

任翻譯的工作，巴克禮於廈門陸續完成新約聖經（1916）與舊約聖經
（1933）的出版。原書使用「福建語羅馬字」稱呼，實際上應為廈門音，
比較不符合現代臺灣語的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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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了臺灣人接受日本文明的實際狀況後，更感受到

一定要讓他們接受日本的教育。因此有些人稍微學會一

些日本語了。那就是柯秋潔、朱俊英二人。

伊澤一回到東京就籌劃了種種的計畫。第一，應

以何種方法養成適合教育臺灣人的教員；第二，臺灣

教育經營的大方針為何，將其主軸與各方大略意見統整

後，將大體方案圖解而成「臺灣學事系統略圖」。11圖中

分為「明治 29年中之現況」、「明治 30年預計達成狀

況」、「明治 30年以後狀況展望」。伊澤將臺灣教育

的學制系統分為三階段，並思考如何發展。然後還在新

年期間就回到臺灣赴任，著手執行計畫，日夜忙碌不

已。

明治 28年（1895）年末，伊澤不在時的學務部又

是何種情況呢？從學務部部員與伊澤的書信往返中清

楚地說明了他們的狀況，例如 12月 20日中島長吉、12

月 21日桂金太郎和 12月 22日楫取道明的來信，他們

娓娓敘述學堂近況，或陳述對將來臺灣教育之意見，或

拜託在東京的伊澤帶回某些東西等，幾乎是沒有一點私

心，完全為了教育問題著想。這些信件展現了六氏先生

遇難前的狀況及反映迎接日本治臺第一個新春前夕學務

部部員的心境，是非常貴重的史料。

11  湯本武比古（1912）。第三十二 臺南視察。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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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澤先生　鈞鑒

恭祝康健。先前柯、朱二人於 19日突然返回，總覺有

些不尋常，將與本人會面加以詢問，以釐清來龍去脈，

並瞭解近況，請先生安心。我們對於可以呼吸文明空

氣，皆大感喜悅。昨日關口先生為向橋口先生照顧柯、

朱二人致謝而欲前往臺灣府城。本月 2日先生的信件寄

達，隨即拜讀。先生於百忙之中，仍如此詳細而懇切地

指示，特此致謝。關於學務設施，正逢好時機而能達到

滿意的結果，志願入學者甚多。山田氏奉命兼任消息已

登報，相信先生亦得知，報上刊登消息更為詳盡。但因

水野氏延遲前往東京，返臺時間亦將順延，亦是不得

已。關於會話書籍一事，終於完成可上呈。延遲至今，

甚為痛心。在本人督責之下，終於進入完稿打字階段。

此次加註八聲符號與假名標音，並由柯秋潔校正才交

稿，尚祈指示。亦請教井原氏，再請吧連德過目，一次

比一次嚴格。據說先生已打開行李，今天打開後，樓上

的衣物按您委託交給桂、中島二人，並多次晾乾，請放

心。同時亦通知山田先生，他先前送印的教科書已順利

送到。於是立刻發送給臺北縣及其他各支廳各二十份，

亦上呈給總督閣下一份存查。送到寒舍的物品，如此用

心準備，實在誠惶誠恐，在此欲特別致謝。同樣向井原

致謝。百忙之中蒞臨寒舍，並告知當地狀況，實在感激

不盡，並因此能讓老父親安心。且此處冬季寒風較緩

和，有華氏五十度以上，較內地舒適。昨日首次領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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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毛毯，欣喜萬分。新建的校舍亦逐步完成，新的牆

壁也開始粉刷。付給柯、朱二人旅費四十圓，其中有六

圓十錢由橋口先生先墊付，兩三天內本部將還給橋口，

特此報告。歲末將至，諒必十分忙碌，本應與關口一同

去信問候，但如此繁忙之際勞煩先生十分抱歉。先前亦

向我們拜年，在此亦向您拜個早年，請多多保重身體，

長命百歲。但您不在未能親自拜訪，但特別向您夫人及

兒子致意。東京當地亦充滿新年氣氛，總督府的新年團

拜，學務部員亦將有半數代表至臺北城出席。匆此報告

如上。

 致 伊澤部長

 道明 敬上

 12月 22日晚

附記

另有一事報告，桂氏想拜託部長回臺時順便帶回地圖集

與單字集，不知是否方便，尚請參考為幸。

謹啟　三千年來空前的這一年—乙未年（1895）已所

剩無幾。恭祝先生身體健康，事業亨通。可惜未能親自

拜訪貴府，想必各位一切安適。此次各位和樂之際，返

回東京萬事安好之時，卻有事叨擾，尚祈見諒。此地至

今最顯著特色，在於儘管歲末將至，天氣依然清爽，與

秋季景色相去不遠，令我們有些吃驚。部員們都按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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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放心從事各自的工作，敬請放心。唯平井數日前罹患

胃病，目前在臺灣醫院住院療養，其餘沒有特別的事，

請部長無須擔心。

柯秋潔、朱俊英兩名雇員昨日突然到來（尤其前天晚

上便抵達八芝蘭）。立刻與我們分享當地風土民情概

況，對部員之各種協助，甚感欣喜。當然以我們所知，

這是非常值得感謝的，特此致謝。柯的日本語能力有長

足進步，令眾人十分佩服。反觀自己的學生，進步十分

遲緩，百日而無一得，不知該如何是好，實在令人心

痛。可能與教導有關，亦可能是受教者的關係。教師們

再三盡其所能嚴格教導，奈何甲稱病，乙稱家中有事，

一請假就是 3、4天，甚至 8天、10天，學習上如此三

天打魚兩天曬網，自然難以見到成效。而我們如何熱心

訓誡，仍難見成效，實在困惑。其中一名學生劉銘臣之

不當行為不少，先前曾潛入廚師房間偷竊財物，一度命

其退學，但當時楫取因其日本語程度達中上水準，對其

退學後的生活甚感憐憫而為他求情。另有一位郭廷献疑

似偷米，但因罪證不足，無法依法懲處，只能予以精神

感化。上個月下旬吳明德亦來，待部長返臺可與他會面

談話，結果如何可以期待。目前校舍正進行地板鋪設工

程，部長返臺時可望竣工。

吧連德上個月中出院，但仍見不到康復的氣色，經常瞪

大眼睛，看似很害怕的樣子，他自己也相當不安，因此

不待我方的命令，只讓他一天來 2、3小時，平均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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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一天因病無法辦公，目前什麼都無法做。

另外，要付給潘家的租金已由部員集資支付。收據由關

口負責保管。

民政局警保課亦請其翻譯官編寫警察用會話集，原預定

今年內出版，但看了一部分原稿，覺得仍不完整。

當地新設（讓臺灣人就讀的）學校增設音樂科不知意義

何在，但此後可讓學生以最雄壯的歌聲，消極部分用不

捨出征之情提供安慰；積極部分鼓勵其遠征之士氣，亦

可觀察新領土人民的音樂程度如何，才能下定論。而我

們認為音樂科若不能成為正科之一，亦將另外利用課餘

時間帶領他們唱歌，必要時請他們攜帶樂器或其他附屬

品，期待能有熱絡的氣氛。

另外是我個人的事。本月初我突然接到擔任陸軍翻譯的

人事命令，先行接受後，再申請編制為民政局員（非翻

譯）。因此這次前往陸軍省，從擔任該省的雇員翻譯官

而進入軍中體系，再改稱為陸軍翻譯。其人數無須擔

心，加上我們有 200人。

好不容易開始研究臺灣語，卻又回到過去的因循，大概

是公務三分、雜談四分和懶惰三分。雖然每天的生活都

沉浸在臺灣人之中，但仍有許多不知不識之處。此信凌

亂潦草，甚為失禮，匆匆報告如右。

 致 伊澤先生閣下

 明治 28年（1895）12月 20日

 芝山巖 中島長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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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寄一信給山田，不情之請甚感惶恐，尚請考量為幸。

謹啟　時下嚴寒之際，盼尊敬的各位保重身體。先生

離臺後此處的狀況，相信您已透過山田氏的報告與報章

雜誌得知。由於今日柯、朱二人返臺，聽到他們詳細報

告了東京的狀況，學務相關事務亦漸次進展中。為國奉

公而不在時的事，楫取皆已鉅細靡遺地通知，在此便不

贅述。現在的學生較諸過去出席狀況更好，更為好學。

此次柯、朱二人返臺後，親自邀其談話，說明之後，感

到又驚又喜。他們精神抖擻，且為了讓日文程度更好，

不斷詢問如何可以去東京，令我有些困擾。也看到柯、

朱二人興高采烈，到處敘述所見所聞的樣子。想到今年

已到歲末，聽聞內地歲末的狀況依舊，我們在新天地也

過得很好，希望各位依然健康。僅有平井氏先前身體微

恙，目前已逐漸康復。此地寒冷時約華氏 50度左右，

格外寒冷。當地人穿上厚重的毛皮衣，帶著竹籠製成的

火爐，令我吃驚。

今天我在自宅不顧一切地開始整理行李，覺得非常不好

意思，如此笨重的行李若能夠送回去可減少麻煩，也聽

到渡邊清參堂告訴我許多事，非常感謝。在先生返臺之

前，我們會每天努力讓學生至少能夠學會一些問候用

語。

期待先生早日回臺，除了看到學生，還有新建的校舍和

福爾摩沙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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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學生都期待著先生回臺，恭祝一切安好。

 匆此 桂金太郎

 致 伊澤先生

 12月 21日

可惜這封信在六氏先生遇難後才送到伊澤手上，當

時正處於驚愕悲嘆中的伊澤看到這些充滿理想與抱負的

信件，不知會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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