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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領有台灣後，所碰到的首

道問題，就是該用何種形式來統治

台灣。畢竟日本那時是第一個非歐

美國家擁有殖民地，而日本也才剛

全盤接受西方制度，因此對於台灣

這塊新領土，究竟要將它視為與日

本國內不同的「殖民地」，或是與

日本國內相同的「領土延伸」，成

為統治初期最重要的話題。

統治方式的爭論

就日本國內輿論而言，以福

澤諭吉為主的一派，主張將台灣人

放逐島外，改由日本人殖民台灣的

「台灣住民放逐論」；另一派則以

台灣事務局委員原敬為代表，主張

同化台灣人來達成台灣制度的內地

化「同化主義」。兩派爭論不休。

日本政府為了這個問題，也從

世界上實施殖民最有經驗的法國、

英國找來兩位顧問，兩者都以各自

祖國的經驗提出建言。法國顧問建

議基本方向上應仿效法國統治阿爾

及利亞的成例，漸次地使台灣近似

於日本內地，最終施行縣制。英國

顧問則主張日本應以英國的殖民地

統治制度為典範，根據英國「君主

直轄殖民地」的模式，直接以天皇

大權統治台灣，再由天皇將其對台

灣的立法權力，委託給總督、高層

官員及當地人所組成的殖民地立法

機關來行使。

起初日本政府傾向法國顧問

的建議，這與原敬等人主張的「同

化主義」雷同，其實這也與日本受

傳統東方「中原沙文主義」影響有

關，認為日本既已開化成為東亞文

化中心，就應「教化」四方蠻夷。

但日方始料未及的是，台灣人民在

日本領台後遍及全島的武力反抗活

動，這些變化迫使日本政府覺悟須

強化其在台灣的軍事力量，殖民統

治政策也改傾向英國式統治方針。

1. 《六三法》到《法三號》：台灣總督府的建立

日治台灣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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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條文為：

第一條 台灣總督得在其管轄區

域 ，發布具有法律效

力之命令。

第二條 前條之命令，應取得台

灣總督府評議會之議

決，經拓殖務大臣請

求敕裁。台灣總督府評

議會之組織，以敕令定

之。

第五條 現行法律或將來發布之

法律，其全部或部分需

要於台灣施行者，以敕

令定之。

第六條 此法律自施行之日經三

年後，喪失其效力。

依照《六三法》規定，台灣總

督能夠發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

而第二條規定，對此律令議決的單位

「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其組成分子

又是總督府內部屬及總督指定人士，

《六三法》的制訂

在確定用英國方式統治後，

日本政府在西元 1 8 9 6年（明治
二十九年）陸續公布《拓殖務省官

制》、《台灣總督府條例》及法

律第六十三號（以下簡稱《六三

法》），台灣總督即根據這些法

令，於該年4月1日起在台灣開始施
行民政。

根據《拓殖務省官制》及《台

灣總督府條例》，台灣統治行政系

統，是在帝國政府的內閣中設置拓

殖務省，作為台灣事務的監督官

廳；在台灣現地設置台灣總督府，

作為實際統治台灣的執行官廳。台

灣總督府設總督，為天皇親任官，

並且明定必須由陸海軍大將或中將

出任。台灣總督之權限，除了統理

台灣之諸般政務，擁有所屬文官的

人事任免、懲戒權之外，不同於一

般的行政官僚，兼掌有軍事統率權

和軍事指揮權，可說是君臨台灣的

統治者。

至於台灣法律的體系，則由

《六三法》規定，《六三法》之主

皇太子巡行台灣照片

右圖為日本裕仁皇太子來台時，公小學校（即

今國民學校）的學生們聚集在台北總督府前，

手持日本國旗夾道歡迎的景象。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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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無從監督，因此總督府在擁有

行政、軍事權外，又加上立法權，

可說是總攬大權。

同時根據《六三法》規定，

日本法律要施行於台灣，仍須經過

敕令，說明此法是將台灣定位在

「殖民地」的特殊地位，讓主張

「同化主義」者無法接受。這也使

得《六三法》每隔三年一次的續案

都備受爭議，許多台籍知識分子更

發起「《六三法》撤廢運動」，成

為日後文化抗日的起源。1906年，
《三一法》（法律第三十一號）取

代了《六三法》，但兩者幾乎大同

小異，直到1922年生效實施的《法
三號》（法律第三號），才削弱總

督的立法權。然就整體而言，台灣

民眾實是被日本政府以殖民地方

式看待，未與日本人民受到同等待

遇，這也是為什麼日本政府雖然為

台灣帶來現代化與繁榮，但仍無法

完全獲得台灣民心的根本原因。

台灣茶葉之父―李春生

李春生（1838~1924），原籍福建
廈門，是清末著名買辦。他十五歲學習英

語，精通日語，1868年移民來到台灣淡
水經商。他發覺台灣茶葉「茶葉嫩鮮、水

色濃厚，氣味清香，洵為天下無匹」，因

此開始經營茶行，成功地將台灣茶葉推廣

銷售國外，成為北部大宗出口的商品。當

時台灣南北的兩大巨商，南部是高雄陳中

和，北部即李春生。李春生引日軍入城

後，擔任日治政府高官，居中協調各方面

與本地住民的紛爭。他同時也積極捐助台

灣基督教會，出版相關思想著作，對基督

教生根貢獻良多。

台灣史小百科

總統府

今總統府原是日治時代統治台灣半世紀之久

的台灣總督府。國民政府遷台後，將之易名

為總統府，而後成為台灣權力中樞所在地。

（富爾特影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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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治時期的武裝抗日：                  
林少貓、 吧哖與霧社事件

1895年日軍占領台灣島，雖
然「台灣民主國」的抵抗僅曇花一

現，但台灣民眾的抗日活動卻未曾

中斷。日治初期，台灣各地均有民

間的武裝抗日者活躍。這些民間武

裝抗日者是清代民變的延續，還是

基於民族意識的抗日，目前浮現許

多爭論，但無論如何，他們都讓台

灣總督府的統治面臨重重困難。總

督人在台北城內辦公，便可聽到外

頭的砲聲，不難想見其凶悍程度，

足使日本初期的統治者傷透腦筋，

甚至還讓日本政府一度考慮是不是

要把台灣轉賣給其他國家。

林少貓的武裝抗日

在這些抗日團體中，北、中、

南各有指標性的領袖人物：北部是

簡大獅、中部是柯鐵虎、南部則是

林少貓。我們以林少貓為例，來講

述日軍與這些民間武裝抗日者的周

旋。林少貓出生於鳳山縣萬丹（今

屏東縣萬丹鄉），居住在阿猴，傳

說其家中是開設碾米店，許多農民

會將所種稻米送至林少貓家中加

工，久而久之，林少貓就成為當地

的民間領袖。他常領導地下游擊隊

襲擊日本官舍，最有名的是在1898
年時，林少貓甚至占領了潮州城，

震撼日軍。

1898年，新的民政長官後藤
新平上任後，改採軟硬兼施的兩手

策略，一方面制訂《匪徒刑罰令》

用嚴刑峻法威嚇，另一方面則對於

像林少貓這種厲害人物，給予各種

優惠利誘，讓他們卸下武裝。後藤

執政後，透過南台灣當地與日本政

府合作的政商名流，向林少貓開出

條件：只要林少貓離開山林，日本

政府願意劃出一塊土地（約今日高

雄市小港區後壁林一帶），讓林少

貓自擁政府、軍隊和貨幣，等於是

「一國兩制」，林少貓最後於1899
年同意，建立自己的王國。

經過三年後，日軍逐步平定

全台的民間武裝抗日者，遂於1902
年5月撕毀其承諾，派遣大軍進入
後壁林，殲滅林少貓的王國。林少

貓死訊傳出後，台灣總督兒玉源太

郎立即宣布當日為「全島治安完全

恢復日」，風起雲湧的民間武裝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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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遂漸漸平靜了下來。

吧哖事件

在民間武裝抗日逐步被平定

後，五十年的日治時期中只發生過

兩樁大規模的反抗日人事件：一是

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另一則是

1930年的霧社事件。兩者的發動者
不同：噍吧哖事件是漢人、霧社事

件則是原住民，動機及所造成的影

響也不同，故我們分別敘述，以下

先討論噍吧哖事件。

「噍吧哖事件」（又稱「西

來庵事件」）由余清芳、羅俊、江

定三股力量匯合而成，並結合台灣

民間信仰，有濃厚的宗教氣息。此

三人都曾參加過日本治台後的抗日

義軍，余清芳後來擔任台南廳的巡

查補，辭職後常出入於台南廳各地

的齋堂，也曾被日人拘捕管訓，後

以西來庵為基地，推廣反日運動，

信眾都傳說他是有神力之皇帝。羅

俊則主要在台中、彰化一帶活動，

同樣以法力相號召，其宣稱習得符

法，可以避刀彈。江定則在日人治

台後以武裝進行抗日，後躲藏於山

中。

1915年舊曆2月，羅俊與余清
芳會面，兩人相見恨晚，開始籌備

革命，約定由羅俊負責中北部、余

清芳負責南部，江定也願意下山響

應。但在5、6月間，其計畫被日本
警方發現，羅俊變裝逃亡，在6月
29日遭逮捕。余清芳則逃入山中與
江定會合，7月襲擊甲仙埔支廳，
8月3日襲擊噍吧哖支廳下南庄派出

所，後轉攻噍吧哖（今台南縣玉井

鄉），雙方激戰三天，余清芳才退

入山谷，最後於8月22日落網，江
定也在翌年4月下山自首。

日本政府對於余清芳的抗日

行動，採取大規模的鎮壓屠殺，

希望能達到嚇阻的作用。台南臨

時法院在余清芳被捕後，判處了

八百六十六名與事者死刑，一時

電影《一八九五乙未》劇照―義軍

西元1895年日軍占台初期，台灣各地均有民間
的武裝抗日者活躍，許多客家義民自組成軍團，

隨機突襲日軍，使得日本初期統治台灣時困難重

重。（青睞影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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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引起日本國內社會輿論譁然，後才宣布減刑，但已有九十五名執

行死刑。噍吧哖事件可說是下層民眾抗日的代表，其深信法力可以抵

抗日本的槍砲，甚至不用武器，自此之後，漢人的武裝抗日亦告一段

落，緊接而起是非武裝的文化抗日。

霧社事件

在日治時期的抗日運動，最

為人所熟知者就屬「霧社事件」。

霧社事件與前述漢人抗日行動截然

旗山郡加尼駐在所員警與原住民在所前合影

日本接管台灣後實施理番政策，曾試圖與

原住民互動交流，只是後來仍然爆發如霧

社事件的原住民抗日行動。圖為旗山郡加

尼（音）駐在所員警與原住民的合影。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117

第
六
篇  

太
陽
旗
下
的
逆
光          

不同，純粹以原住民為主體，這也

是日本理番政策所遭遇到最大的打

擊。日本政府到台灣後，發現清代

保護的山林區，有許多如樟腦、檜

木等珍寶，於是積極進行開發，這

無可避免地挑戰向來以山林為家的

原住民。

日本政府花了很多工夫打入山

中，先用武力鎮壓，後來給予原住

民許多「優惠」，讓其優秀子弟能

夠念書、任官，也鼓勵到原住民部

落任職的日本警察娶當地頭目的女

兒，此一構想原本是要讓其統治更

便利。但沒想到這些警察往往離職

後，也丟下這些女子，貴為頭目的

女兒，居然讓日本警察拋棄，對於

原住民來講是莫大的羞辱。再加上

勞役的負擔過重，以及彼此文化的

差異，終於釀成霧社事件在1930年
爆發。

霧社事件的領導人物是賽德克

族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他與

日本官方原本就格格不入，其妹妹

也是嫁給日本警察並遭遺棄，讓他

感到忿忿不平。1930年10月7日，
日本巡查吉村克己經過莫那•魯道

家門口，當時莫那•魯道家正為社

中一對男女舉行婚宴，莫那•魯道

長男塔達歐•莫那拉住吉村的手，

邀請他享用宴席。吉村嫌酒席不乾

淨，不願入內，最後用手杖擊打塔

達歐•莫那的手，這讓塔達歐•莫

那覺得是恥辱，於是毆打吉村。事

後莫那•魯道屢次赴駐在所請求官

方處理，卻遲遲未見動作，莫那•

魯道擔心受到嚴懲，於是決心利用

10月27日這一年一度舉行運動會及
各項活動、展覽的日子起事。

當天馬赫坡社聯合其他五部落

在清晨襲擊各駐在所，並在八時左

右攻擊舉行運動會的霧社公學校，

一時之間，哭喊聲響徹山谷，總共

殺死一百三十九名日人。日本軍警

隨後展開反擊，花了兩個月時間才

平定起事的六個部落，而這六部落

共有六百四十四人死亡，可說是一

次令人怵目驚心的戰役。這起衝突

事件更讓日軍重新思考其與原住民

的關係。 

國語傳習所

此處所指「國語」是日語，與現在

我們所說的「國語」（北京話）不同。

國語傳習所是日人統治台灣初期，台灣

總督府要培養台灣人學習、瞭解日語的

場所，是台灣最早的新式教育學校之

一。其設立時間是1896年到1898年，分
為甲科與乙科，甲科招收成年學生、乙

科招收學齡兒童，乙科可說是日後公、

小學校的前身，也是最早期的初等教育

學校。

台灣史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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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能夠在台灣統治長達

五十年，其中最關鍵的人物就是兒

玉源太郎總督時期的民政長官―

後藤新平。後藤氏治理台灣期間，

不僅平定了台灣此起彼落的民間抗

爭，更擬定了台灣發展的方向，例

如日本統治時期最重要經濟根基的

製糖事業，就是在後藤新平時代敲

定。要論對台灣最具影響的人物，

後藤新平應可排入前幾名，而他對

台灣人的評價：「愛錢、愛名、怕

死」，至今仍讓人討論不已。

後藤新平是日本統治台灣後任

期最久的民政長官，民政長官相當

於今天的行政院長，其上還有一位

總督，但因為初期的總督多由軍人

擔任，常常在外地征戰，所以台灣

的相關事務多半由民政長官處理。

後藤新平與第四任的總督兒玉源太

郎都在1898年上任，兩者合作無
間，奠下日本治台的基礎。

在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之

前治台的總督與民政長官，對台灣

民眾遍地烽火的抗日一點辦法也沒

有，使得每年軍費節節高漲，建設

亦不見起飛，政府需要增收地租來

支付台灣的統治費用。這在日本內

3. 打造殖民台灣的後藤新平

部同樣也是相當頭痛的問題，連內

閣都因此下台，故而新內閣上台

後，對於台灣問題特別重視，除了

換上兒玉源太郎為新總督外，後藤

新平於1898年3月上任，更備受重
望。

兒玉源太郎像

兒玉源太郎為台灣第四任總督，與其民政

長官後藤新平攜手合作，共同創造了新的

時代，讓日本在台統治趨於穩固。

（好讀出版資料庫）



119

第
六
篇  

太
陽
旗
下
的
逆
光          

利用調查與舊慣統治台灣

後藤新平上任後，針對以往日

本的治台方法，作了一番徹底的調

查，才來執行他所謂的「新政」。

「新政」的執行，可歸納有以下特

點：一是以科學態度調查台灣的一

切；二是經過調查後，以「尊重舊

慣」的方式，訂定執政策略；三是

透過舉借外債的方式，建設台灣。

在這三項方針下，後藤不但確立了

日本的殖民政策，也穩定了日本在

台灣的統治。

時至今日，後藤氏統治台灣，

最讓人印象深刻者就是所謂「生物

學的統治」，在十九世紀末的科學

時代，後藤相信在經過調查後，可

以用科學方式掌握台灣的一切，尤

其是日人所無法瞭解的台灣舊有制

度、習慣。因此在後藤上台後，即

展開地毯式的調查，請來日本一流

專家，先後成立「臨時土地調查

局」（1898）、「臨時台灣舊慣調
查會」（1901）等調查單位，確實
精要地掌握台灣風土民情，訂出對

台的殖民政策。

後藤新平在調查這些舊有慣

例後，巧妙地利用這些習慣，轉化

成為其所需的目標。這不僅讓台灣

人民因熟悉而不會大力抗爭，更節

省了不少統治經費，甚至

還能為總督府帶來大筆利

益，讓台灣從原本伸手向

日本母國要錢的單位，轉

變成能夠供應母國資金的

金雞母。

例如備受討論的「鴉

片政策」，許多日人認為

這與辮子、纏足一樣是落

後的象徵，應該加以禁

後藤新平像（任期1898~1906）

日治初期民政長官後藤氏的許多施政

措施奠定了日本在台灣的統治基礎。

（好讀出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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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後藤則在「舊慣

保存」原則下，採取

「鴉片漸禁政策」，

准許吸食者繼續，但要課以重稅，

採專賣制。在此情形下，鴉片稅成

了總督府財政的重要來源，占經常

歲收的百分之十五至三十。而與日

人合作的台人，也因為獲得鴉片的

專賣權，賺了大錢，與日本更加緊

密合作。因此早該廢除的鴉片專

賣制度，直到日本戰敗兩個月前的

1945年6月才正式宣告廢止。
除此之外，像台灣混亂的大

小租地制，在後藤的「舊慣調查」

下，成立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決

定承認實際耕作的小租戶，對小租

課稅，收購大租權。許多以前因混

亂而隱匿的土地都被查出課稅，頓

使地租稅收足足多了三倍。

後藤的「舊慣保存」不僅節

省經費，更運用在對付武裝抗日

上。後藤運用清代就有的「保甲

制度」，以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

保，採取連坐法，配合警察組織、

戶口調查，讓警察嚴密地控制台

灣，被稱為「警察國家」；加上

《匪徒刑罰令》與招降，軟硬兼施

下，讓武裝抗日式微，不但節省

大筆軍費，也確立下日本政府的統

治。

台語中的外來語

在今日，我們要去尋找日治時期

遺留下來的痕跡，最容易的方法就是

檢視台語中的外來語。日治時期許多

新事物湧入台灣，這些從未看過的東

西往往就以它的日文名稱來稱呼，故

而台語有些字彙是與日文相通，如阿

莎力（asali）、榻榻米（tatami）、打
火機（laita）、機車（otobai）、便當
（piantong）、短路（sioto）、麵包
（phang）、螺絲起子（lolaiba）、卡
車（toraku）、情緒（kimotshi）、招牌
（khang pang）、蘋果（lingo）、廁所
（pien soo）、啤酒（bilu）、司機（un 
tsiang）等。

台灣史小百科

國立台灣博物館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為了紀念

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

官後藤新平，遂設計建造一座

足以代表殖民成績的紀念館，

即今日國立台灣博物館的前

身。（王正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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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台灣的基礎建設

後藤除了成功解決台灣困擾已

久的治安、財政問題外，更以舉債

方式興建完成台灣的基礎建設，例

如縱貫鐵路、基隆港、水力發電、

高雄港等，奠定台灣交通運輸發展

的基石。值得注意的是，後藤上任

時，日本國內財政體制並不良好，

但台灣卻能夠在舉債狀況下建設，

這主要是縱貫鐵路、基隆港具有濃

厚的軍事用途，使得日本政府願意

大力支持，但無論如何，這對台灣

的未來發展具有相當的關鍵性。

除了基礎建設，後藤更針對台

灣原本就有所規模的製糖業，引進

日本資金，成立新式製糖公司，這

也是台灣初步的現代化。這些新式

糖業，成為日治時期台灣最重要的

經濟活動。時至今日，後藤所建設

的鐵路、高雄港等，仍是台灣主要

的交通、經濟命脈，可見其對台灣

的影響。

簡而言之，後藤新平成功塑

造了日本初期的殖民政策，讓日本

治台危機得以解除，不過後藤的出

發點，依然是將台灣視為殖民地，

主要為了日本的發展，而非台灣。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高雄出張所

台灣專賣事業起源於日治時代，於西元

1901年成立「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專
賣項目包含菸、酒、鴉片、鹽與樟腦等。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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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教育政策上，不願意讓台灣

人接受高等教育；在經濟政策上，

扶植糖業主要是為了落實「工業日

本、農業台灣」的分工；甚至後藤

氏那句對台人的著名評語：「怕

死、愛錢、愛名」，都是明顯例

證。但後藤種種措施對台灣的深遠

影響，將台灣帶上現代化之路，同

樣是不可否認的。

糖業建廠早期照片 「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於高雄橋頭成立台灣第一座新式糖廠，其模式

也影響並改造了當時台灣各地糖業的面貌，使台灣糖業繁盛一時。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高雄港

高雄港在清末開港後，雖有長足進步，但真正成

為南部最大商港，其關鍵是在於日治時代的全力

建設，奠定了高雄港成為南台灣的總吞吐口，造

就了高雄市的快速發展。（王正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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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對台灣的最大影響，

就是讓台灣脫胎換骨，邁向現代

化。十九世紀後半葉，西方強權用

武力強迫中國與日本打開門戶，受

此刺激下，清廷與日本紛紛展開西

化的運動，清廷是「自強運動」、

日本是「明治維新」。1895年的甲
午戰爭，證明日本在全盤西化後，

國力超越清廷，而在這場戰爭後淪

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因為日治

臍帶關係，引進了許多西方的觀念

與建設，台灣從此有了一次天翻地

覆的變化。

舉例而言，像以往多半不吃牛

肉的台灣人，在日治時期始接受牛

肉，而咖啡、啤酒、巧克力、麵包

這些西洋食物，都是透過日本人才

4. 邁向現代化：日本政府在台灣的建設

在台灣流行且普及。觀念上的改變

更是截然不同，原本結婚時一片紅

的中式鳳冠霞帔，最後漸次換成了

純白色的西式婚紗。

教育、建設與醫療

影響更大之對象，是教育及社

會的領導階層。在傳統中國，「萬

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觀念驅使

下，受教育最首要之務就是參加科

舉，一旦上榜，便能榮歸故里，為

家族添名。但在日本統治後，引進

西式教育，一切都改觀了，科舉

台南市林百貨

林百貨成立於1932年，為日治時期台南唯一具
有電梯現代化設備的百貨大樓。（王御風攝影）

日治時代教育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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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當官也不再是唯一光耀門楣的出路。

在日本政府刻意規劃的教育政策下，台灣人所

能就讀的最高學府，一是醫學校，畢業後當醫

生；另一是國語學校，也就是後來的師範學

校，畢業後當老師。這也讓台灣人以當醫生與

老師為榮，社會觀念丕變，餘響至今。

另一項徹底改變台灣面貌的是各式各樣基

礎建設，例如1908年通車的縱貫鐵路，這條貫
穿台灣西半部聚落區的幹線，讓台灣以往艱困

又漫長的陸路運輸，一下子變得方便又迅速。

原本從台南到台北，約需花費十一天，在鐵路

通車後僅需半天左右，對當時台灣人生活帶來

高雄醫院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創於1914年，原名「台灣總
督府立打狗醫院」，戰後改為省立高雄醫院。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八田與一》電影海報

八田與一是嘉南大圳的設計

者與烏山頭水庫的建造者，

當地居民仍十分感念其人功

績。圖為以八田氏事蹟為故

事背景的發行電影海報。

（華映娛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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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有如今日高

鐵將生活圈拉近的莫

大作用。

更如1 9 0 1年成
立的台灣製糖株式會

社，其在橋頭設立的

新式糖廠，帶動了台

灣新式工業。整齊畫

一、運作迅速的機

械，取代了以往慢吞

吞、要用牛來拉動的製糖設備，兩

者生產的品質與速度，根本無法比

擬。1930年完工的烏山頭水庫，堪
稱當時亞洲最大的水庫，讓嘉南平

原得以灌溉，農民不再望天興嘆，

揮別以往常飽受缺水之苦，時至今

日，興建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仍

然備受當地居民感念。

另一個讓台灣改頭換面的現

象，是環境衛生的進步。台灣在清

代是個遍地瘟疫、瘧疾的地區，人

民毫無衛生觀念，尤其是鼠疫、霍

亂、天花三大瘟疫肆虐之下，造成

日治初期台灣地區每年都有大批人

口死亡，日人視台灣為瘴癘之地。

這使得台灣總督府在日治初期全力

整治衛生，終於在1920年完全肅清
瘟疫，也大致控制瘧疾疫情，並進

一步展開許多衛生預防工作。此一

措施讓台灣人口大幅增加，日治末

期的人口較統治前多了一倍半，足

可看出衛生工作落實的成效。

殖民地思維下的進步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幾乎可

說有了脫胎換骨般的大飛躍，這些

進步，雖說台灣民眾本身是享受到

了，但細細思究卻可發現，日本政

府所做的一切，並非是為了台灣民

眾，而是為了日本帝國己身利益。

例如上述對台灣影響最大的教育、

新式工業等建樹，都有其政策上的

考量。

高雄第一公學校第三十屆師生合影

今高雄市旗津國小的前身為日治時期的

「高雄第一公學校」，原名為「打狗公學

校」，創立於1898年。照片中為第一公學
校第三十屆一年級生之合影。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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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政府在台灣實施的

教育，乃是不平等教育。在1919年
以前，主要以初等教育為主，而且

台灣人讀的是「公學校」、日本人

所讀的是「小學校」，中等以上的

教育主要是國語學校與醫學校。其

教育政策主要基於以下兩點思考：

一是高等教育會讓殖民地民眾覺醒

而反抗，因此不供給台灣人高等教

育的機會；二是希望台灣人能夠同

化為日本人，因此主要在初等教育

階段以教授日語為主。

1919年台灣總督府重新檢討此
政策，頒布《台灣教育令》，後又

於1922年重新頒布，取消日台差別
待遇，設立中等學校、高等學校、

職業學校，甚至於1928年設立台北
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前身），但

這一切，其實是為了提供日本在

台子弟的就學機會，以

及日本在台發展經濟所

需的技術人員。總而言

之，日治時代的台灣教

育雖然帶給台人新的教育體制，其

出發點，卻是站在日本統治者的立

場。

至於在新式工業上，之所以選

擇糖業，正是因為日本本土缺糖。

而真正的工業在台灣發展者極少，

故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政策

下，台灣全力發展農業，彌補日本

之不足，一直到日本南進，為了戰

爭，才給予台灣工業發展機會。所

以說穿了，在殖民地下，一切都是

為母國所奉獻。

不過，日治時期對台灣社會

而言，確實是相當關鍵的時期。許

多現代化事物經由日本政府引進台

灣，改變了台灣社會風貌，不僅造

就了台灣現代化的雛形，也改變了

渡台移民後裔的台灣人民原有觀

念，成為與清朝截然不同的社會。

高雄第一小學校御歸

今高雄市鼓山國民小學的前身

即為「高雄第一尋常高等小學

校」，創立於1907年，是日治
時代日本人子弟就讀的學校。

圖為1923年裕仁皇太子蒞校巡
視後乘車隊離開的畫面。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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