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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渭水1在大正10年（1921）12月10日出版的臺灣文化協會2《會報》第

1號，3以日文發表名為〈臨床講義—─臺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的文章，蔣

氏以醫生的身份，觀察當時的臺灣社會問題，將臺灣擬人化為病患，根據

其專業醫療的知識與經驗，把臺灣被日本統治後的缺憾，以及因殖民政策而

導致的教育問題，臺灣民眾文化水準的現況，進行社會病理的診斷，並以醫

生診斷病症的角度細膩描寫，一一指陳臺灣的文化素養與社會風氣待改進之

處，呼籲臺灣同胞正視「臺灣擁有智識營養不良的症狀」，〈臨床講義〉全

篇以「譬喻」為敘述的方式，分析深入切中要害，意圖為暮氣沉沉的臺灣社

1　 蔣渭水（1891-1931），字雪谷，宜蘭人，10歲受業於宜蘭宿儒張鏡光，17歲入宜蘭公學校，就讀
三年後考入臺北醫學校，接受現代醫學教育，同時對政治產生興趣，大正4年（1915）以總平均
第二名的成績畢業。次年在臺北市大稻埕太平町開設「大安醫院」，時常邀集醫學專門學校及臺
北師範學校等校學生到他的醫院討論有關臺灣當時的殖民地情形，以及為追求解放的進行方法。
蔣氏在1920年11月成立文化公司，引進中日文的文化、思想方面圖書雜誌報刊以供研究，推廣世
界潮流的新思想。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文化協會の創立〉，《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
誌》，3（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年），頁137-138；黃煌雄，《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
渭水傳》（臺北：前衛出版社，1976年）；張炎憲，〈臺灣民眾黨的創立者－蔣渭水〉，收錄張
炎憲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3冊（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年）；蔣朝根，《蔣
渭水留真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6年）。

2　 蔣渭水於1921年7月拜訪林獻堂，商討成立臺灣文化協會事宜，並以自己的醫院為設立事務所，積
極奔走與籌備。同年10月17日，於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舉行創立大會，會員總數1,032名，當日出
席者三百多人，共推林獻堂為總理，蔣氏為專務理事。「臺灣文化協會」所吸收的會員，網羅各
種階層的臺灣人，涵蓋醫師文教賢達、醫學校學生、地主商人仕紳、農工勞動階層等。是日治時
期規模最大，影響臺灣社會最深遠的啟蒙運動組織，其定位為以啟發臺人之文化向上為目的，有
組織規模的文化運動團體。臺灣文化協會成立的目的是要喚起民眾，因此舉辦的活動，都是具有
宣傳與教育性質，包括1921年11月28日開始發行機關報《會報》，但因內容屢屢觸犯當局，且一
再受到挑剔與行政處分，在迭經更名之後，1923年決議委託《臺灣民報》刊載。並設置讀報社、
舉辦講習會、開辦夏季學校、舉辦文化演講會、表演文化演劇、放映電影、普及羅馬字等。葉榮
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臺北：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頁340-362。張
炎憲，〈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收入氏編，《臺灣史論文精選》（臺北：玉山社，1996
年），頁131-132；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出版社，1993年），頁65-91。

3　 臺灣文化協會《會報》第1號原本的發行計畫，預計在大正10年11月28日發行，印刷了1,200本。
但當時出版規則，須事先申請呈報審查。然而，卻因〈臨床講義〉內文，將原籍寫為中華民國
福建省臺灣道，觸犯了當時政治的禁忌，而遭受禁止處分。經過文字的修訂處理後，原籍以
○○○○○○○○○○○○取代，而通過審查。《會報》第1號改訂版遲至大正10年12月10日發行
流通。詳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會報の發行〉，《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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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注入近代性改革的新活力，深具時代意義與原創性。

其實，早在「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上，4蔣氏報告臺灣文化協會創

立經過，說明該協會成立的目的，謂「⋯⋯臺灣人現時有病了。診斷的結

果，臺灣人所患的病，是智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智識的營養品，是萬

萬不能治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臺灣文化協會，就是專

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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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21年10月17日下午19點，於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舉行「臺灣文化協會」創立大會，過程與內容
被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派來的人員詳細記載，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文化協會の創立〉，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37-140。

5　 蔣渭水，〈臺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收入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臺北：海峽學
術出版社，2005年），頁698-699。〈臺灣臺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為蔣渭水於1921年10月17
日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致辭講稿（日文），原刊載於《臺灣臺灣文化協會會報》創刊號，目前
該創刊號已散佚不可得，後來重新編輯《蔣渭水全集》時，由戴國煇遺孀林彩美捐出1932年由蔣
氏遺集刊行會編纂出版的《蔣渭水遺集》，文獻出土始末詳見蔣朝根，〈文學的蔣渭水，革命的
蔣渭水──《蔣渭水全集》補遺〉，收入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75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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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蔣氏的歸納整理，上述的說明，在隨後出版《臺灣文化協會會報》第1

號刊登的〈臨床講義──臺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濃縮成為正規學校教

育、補習教育、幼稚園、圖書館、讀報社等5味藥方，如同「臺灣文化協

會」成立的〈趣意書〉中所揭示的，臺灣文化協會不僅要「以謀提高臺灣文

化」，更要「謀教育之振興，推行體育之獎勵，進而培養藝術趣味」，7啟

蒙臺灣民眾的文化與教育，此後臺灣文化協會的工作，便大致以蔣氏開出的

處方為主軸。

然而我們觀察後來臺灣文化協會的作為，可以發現該會所舉辦的各項

活動中，以設立讀報社為用力最深的工作，全臺共設有25處讀報社，讀報社

購置臺灣與日本的新聞雜誌，甚至訂購中國報紙供民眾閱覽，如該期內容有

關殖民地解放運動與民族自決的文章或消息，特別會用紅筆圈點，以引起讀

者注意，8初期由總部提供經費，後期由各支部設法維持；9舉辦「各種講習

會」以啟迪民智，提高民眾的知識水準，單場次的內容有臺灣通史、法律、

6　蔣渭水，〈臺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收入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698-699。
7　 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臺灣臺灣文化協會趣意書〉，收入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
察沿革誌》，3，頁138-139。

8　 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統計，從大正11年至15年（1922-1926）間，全臺灣共設置了苑裡、草
屯、彰化、北斗、員林、社頭、嘉義、屏東、岡山、大湖、臺北、臺南、彰化、苗栗、新竹、竹
南、斗六，另高雄設有8處讀報社，但未詳細說明地點。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讀報社の設
置〉，《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48。

9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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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通俗學術、西洋歷史、經濟學等範圍，邀請當時的名人進行演講，10

更從大正13年（1924）起連續3年舉辦夏季講習會。11講習會無疑是臺灣人文

化啟蒙、接受新知的重要窗口，講座舉辦時，雖受日人監視干擾，講者仍孜

孜不倦，聽者亦風雨無阻，足見其號召力。12

此外，大正12年（1923）開始，臺灣文化協會以機動性、普及性的文化

演講巡迴全島，是該會接觸民眾層面最廣、最重要的影響啟蒙活動。13根據

總督府警務局的統計，文化講演聽眾每年達一萬人次以上，最盛時期的大正

14年（1925），甚至超過十萬人次。14後期更將舉辦活動方式擴展至文化戲

（戲劇表演）、15映畫宣傳隊（電影播放）等藝術形式，16上述活動每每舉

辦時，引起當時民眾夾道歡迎，甚至鳴放炮竹有如示威，即使受到地方當局

的禁止或解散，仍無視警察存在的反抗氣勢，後來成為農民運動、勞工運動

等先驅。17張炎憲認為，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是臺灣知識菁英接受近代思潮之

後，產生的第一次自覺運動，也是臺灣人意識覺醒和文化重建的開始。18

10　 當時講習的師資群有，連雅堂主講臺灣通史，蔡式榖主講通俗法律，蔣渭水、石煥長、林糊主講
通俗衛生，林茂生主講西洋史，陳逢源主講經濟學等。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各種講習會〉，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48-150。

11　 夏季講習會上課地點在臺中州大屯郡霧峰庄林獻堂宅，大正13年（1924）學員計64名上課1週，
大正14年（1925）學員計170名上課兩週，大正15年（1926）學員計79名上課10天但在臺灣總督
府的嚴格取締下，無法繼續延續辦理。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夏季講習會〉，《臺灣總督府警
察沿革誌》，3，頁150-151。

12　臺灣通信，〈言論之取締〉，《臺灣民報》，第2卷第5期（1924年5月11日），版11。
13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368-370。吳三連、蔡培火等著，《臺灣民

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社，1987年），頁303。
1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講演會〉，《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51-152。
15　 所謂「文化戲」，受到中國五四運動後勃興的話劇影響，以改良臺灣的傳統演劇，大都含有諷刺
社會制度或激發民族意識的內容。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369。

1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映畫に依る宣傳〉，《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57-158。「映
畫宣傳隊」的成立緣由，大正14年（1925）年秋，蔡培火之母71歲生日時，臺灣文化協會同志
為祝賀蔡母之誕辰，集了1,300餘圓為賀禮，蔡培火將此經費捐給臺灣文化協會作電影隊之基
金，而後更又募集三千多圓作為挹注，隔年3月蔡氏與第7次臺灣議會請願委員到東京，購買美
國製放映機與宣傳影片7卷，並訓練協會青年操作使用，到臺灣各地放映，爾後蔡培火更到東京
與上海蒐購影片，至於映畫宣傳隊取名為「美臺團」，其意義為美化臺灣。該團播放學術或紀錄
影片同時，加之以說明者（辯士）生動活潑的夾雜諷刺的口白內容，當時頗受民眾好評，見葉榮
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361-362。

1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講演會〉，《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51。
18　張炎憲，〈臺灣人的文化自覺運動〉，收入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序）》，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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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臺灣文化協會如火如荼的進行各項活動，推廣文化的宣導、

啟蒙民眾的知識，是透過會報的發行、設立讀報社、舉辦通俗講演會、開辦

夏季學校，實施文化講演和文化劇活動以及美臺團電影隊，即用此宣傳和教

育途徑來執行。在諸多的文化活動項目中，唯獨未見設置圖書館這項文化機

構。19難道在蔣氏發表〈臨床講義──臺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之前，臺灣

未曾出現過圖書館？或是尚未出現如蔣氏認為的「極量」圖書館？如果在這

之前已出現圖書館，這些圖書館是由誰來設置？誰來經營？誰來利用？如何

利用？

我們可以發現早在蔣氏發表〈臨床講義──臺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

的前二十年，即明治34年（1901）在臺北的「淡水館」20已成立「私立臺灣

文庫」（以下簡稱「臺灣文庫」），由於「臺灣文庫」是臺灣圖書館史上最

早的近代化圖書館，關於該館的研究已有多篇論文，國內學者有馬少娟與莊

麗蘭介紹日治時期的臺灣圖書館發展，21惟未深入探討「臺灣文庫」的運作

情形，僅介紹創立緣起。爾後有張圍東直接以「臺灣文庫」為研究對象，

張圍東的論文著重在探討「臺灣文庫」的創立緣由，關於該館營運情形，

惜未能全面分析。22至於學位論文則有曾堃賢，23該論文因以日治時期為研

究範圍，關於「臺灣文庫」的運作，僅就閱覽作為主軸，未能全面探討。

19　 依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內容，將所有的「文化運動」逐項詳加檢
視，在所有團體舉辦的各項活動，唯獨未見有設置圖書館的項目。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文化
運動〉，《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1-309。

20　 「淡水館」乃是清領時期的「登瀛書院」，光緒6年（1880）由臺北知府陳星聚發起，籌募官民
捐款興建，最早位於府後街的考棚內，後再遷建於西門內，該街並改稱書院街。日本統治臺灣
後，接收該書院作為臺灣總督府官員社交聯誼、娛樂休憩的場所，類似臺灣總督府官員俱樂部
的設施，取其「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意，取名為「淡水館」，黃俊銘，《總督府物語：臺灣總督
府暨官邸的故事》（臺北：向日葵文化，2004年6月），頁26。另根據郭雙富典藏1900年出版的
《臺北市街全圖》，很明顯可看出「淡水館」位於市區的重要位置，《臺北市街全圖》（臺北：
臺灣總督府，1900年）。

21　 馬少娟，〈臺灣區公共圖書館史略（1895-1976）〉，《教育資料科學月刊》，第11卷第3期
（1977年5月），頁26-31。莊麗蘭，〈臺灣公共圖書館發展史──1901-1949年〉，《教育資料
與圖書館學》第28卷第1期（1999年9月），頁87-130。

22　 張圍東，〈日據時期私立臺灣文庫之研究〉，《書苑季刊》，第23期（1995年1月），頁49-56。
23　 曾堃賢，〈日據時期（1895-1945）臺灣區公共圖書館事業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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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張圍東將碩士論文重新整理後，出版《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

書館》，24關於「臺灣文庫」的內容與原刊登〈日據時期私立臺灣文庫之研

究〉1文無大差異。林景淵《日據時期的臺灣圖書館事業》1書，25關於「臺

灣文庫」僅介紹成立緣起，關於營運較少著墨。

1=== ה ו ׃

資料來源：《臺北市街全圖》（臺北：臺灣總督府，1900年）。（郭雙富藏）

至於日本學者宇治鄉毅的研究，在〈石坂莊作と「石坂文庫」——日本

24　 張圍東，《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4-
21。

25　林景淵，《日據時期的臺灣圖書館事業》（臺北：南天書局，2008年），頁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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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臺灣における先驅的 書館の軌跡を中心に-〉文中，26則簡略介紹該文

庫在「石坂文庫」設置前的情形，與在臺灣圖書館發展史上的定位。加藤

一夫等日本學者合著《日本の植民地圖書館》，27重點在於分析其成立的動

機，與歷史上的意義。

本文擬另闢研究的範疇，利用當時編印的《臺灣日日新報》作為主要的

資料來源，出刊長達47年的《臺灣日日新報》，28完整記錄了當時臺灣的真

實面貌，不論法令規章、時事新聞、社會現象，以至生活型態，皆有翔實刊

載，利用當時的新聞報導分析當時的整體社會氛圍。但為求敘述之完整，將

以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引進西方現代化圖書館為背景，說明日本的圖書館事業

規模。此外，本文也運用日治時期刊登在期刊雜誌上關於「臺灣文庫」的文

章，還原「臺灣文庫」的運作情形，與其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

19世紀末的日本是個激烈變遷的時代，新思潮傳播、新法律公布、新制

26　 宇治鄉毅，〈石坂莊作と「石坂文庫」─日本統治臺灣における先驅的 書館の軌跡を中心に
─〉，《同志社大學圖書館學年報．別冊》，30期（2004年6月），頁16-40。該文有中譯，詳見
宇治鄉毅著、何輝國譯，〈石坂莊作與石坂文庫──以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先驅圖書館之軌跡為中
心〉《臺灣學研究通訊》，第2期（2006年12月），頁82-101。

27　 加藤一夫、河田いこひ、東條文規，《日本の植民地 書館》（東京：社會評論社，2005年），
頁78-80。

28　 《臺灣日日新報》是由《臺灣新報》和《臺灣日報》兩家日系報紙合併而來，在第4任臺灣總督
兒玉源太郎出面調停，命守屋善兵衛將兩報買下，合併為《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1年（1898）
5月6日正式發行，因為有臺灣總督府做後臺，並補助辦報經費，《臺灣日日新報》也成為日治時
期臺灣發行量最大的第一大報。最高發行量還曾達五萬份之多，而在臺工作的日本人、駐在山區
的警官都要訂閱。報方還延攬多位著名日籍文人學者擔任編輯，由是出版品質因而冠凌一時。其
間尚有國學大師章炳麟（太炎），舉人羅秀惠，漢學家連橫、李逸濤等任職該報，為《臺灣日日
新報》良好發展奠下基礎。出刊長達47年的《臺灣日日新報》有其輝煌歲月，完整記錄了當時臺
灣的真實面貌，皆有翔實刊載。因此，已成為今日研究臺灣歷史最具價值的史料之一。目前最完
整的《臺灣日日新報》，由國立臺灣圖書館完整珍藏，拜數位化的便利，現在已能利用《臺灣日
日新報》電子資料庫查詢所有原檔，對本文的幫助甚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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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現，國家領導者競相為創造1個現代國家而努力。29明治元年（1868）

明治維新是日本邁向近代化的重要歷程，30也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變革、重

要的轉折點，從政治體制的改革開始，涵括軍事、經濟、工業、金融與教育

制度等，皆學習當時的歐洲各國與美國的成功經驗，31在短短不到26年的勵

精圖治，於明治27年（光緒20年、1894）打敗當時亞洲的最大國──清國，

並簽訂「馬關條約」，清國割讓臺灣給日本。32

從殖民政策的角度審視，作為日本的第1個殖民地，觀察日本統治臺灣

50年，教育是確保民政統治的基礎，臺灣總督府大量依賴明治時期本國的

教育制度的理念和經驗，來制定臺灣的教育計劃，33所推動的教育形制，可

謂是臺灣近代西式教育之發軔。34日治時期由殖民政府倡導的初期教育，其

實只是滿足政權開展統治需要，因此著重在語言教育，以作為開化臺人認日

本為宗主國之教育意識。臺灣的教育因而以基礎教育為主，以訓練臺灣人在

新世界生活和工作，更重要的是使臺灣百姓無條件效忠於日本，將原本清國

的一隅改造成現代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5因此明顯地，基層孩童教育是

臺灣總督府的當務之急，學校教育必須配合政府的需要。對於圖書館事業的

建設作為，相較於其他事業的開展，如教育、公共衛生、交通建設、實業發

展等，不但起步較晚，且統治初期未見臺灣總督府或其他層級的政府單位推

動。

29　 E.Patricia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年6
月），頁1。

30　呂理州，《明治維新》（臺北：遠流出版社，1994年），頁221-269。
31　田中彰著、何源湖譯，《明治維新》（臺北：玉山社，2012年），頁227-276。
32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53。
33　  E.Patricia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8。日本取得第1個殖民地臺灣，

躋身殖民帝國之林，很自然引起世界各國的注視，日本統治初期目標是把臺灣治理成殖民地的模
範──一個有秩序、經濟的生產區，一個和平的、工業人口眾多的地區。但經過數年臺灣人民的
抵抗後，日本當局意識到軍事鎮壓不是統治的最佳辦法，欲有效治理臺灣，開發臺灣資源，並爭
取臺灣人民合作，唯有從內政著手，而教育即為內政措施的重要功能，是政治、經濟、社會和文
化根本改變的工具，這是當時日本的野心和計畫。另見黃秀政，〈評介鶴見著《日據下的臺灣殖
民教育》〉，收入氏著，《臺灣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頁264-265。

34　張勝彥等編著，《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8年），頁249。
35　 E.Patricia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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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1年（1898）3月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派任抵臺，其在任的8年內，對

教育的總指導策略為，發展完整且良好教育的臺灣人階層，以供職於殖民政

府與庶務機構、教育在臺灣的日本人子弟、普及女子學校教育、產生臺籍教

師和醫護專業人員、和使本島的學校制度盡可能地自給自足。36為達上述目

的，此一階段以建置公學校、小學校、師範學校和醫學校為主。

但初期的臺灣新式教育推展並不順利，明治33年（1900）3月兒玉源太

郎總督透過在「淡水館」舉辦「揚文會」，37對具有影響力的仕紳階層宣

達日本現代教育的優越，並鼓勵臺灣子弟進入臺灣總督府所設立的學校就

讀。38

O==== 33 1900 3 15 ה ו ה ו
׃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揚文會》（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1年）。（郭雙富藏）

36　E.Patricia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15。
37　 臺灣總督府，《揚文會》（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1年）。該書由郭雙富典藏，內容為兒玉

源太郎總督（1852-1906）邀請全臺具有廩生以上的仕紳，作為該會的貴賓，請這群全臺半數上
層的仕紳階級，針對提升臺灣教育與文化提供策議，彙訂成冊以資便覽，並與全體與會者攝影留
念。

38　 該次「揚文會」的舉辦目的，表面上是請仕紳提供臺灣總督府教育文化的建議，實際上卻是爭取
臺灣仕紳對新政權改革計畫的了解與支持，並宣揚新式教育的優點，這群仕紳階級全程受到細心
的安排與宴飲款待。見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年），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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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3 1900 3 15 ה ו ׃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揚文會》（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1年）。（郭雙富藏）

明石元二郎總督認為臺灣人必須被教育成日本人，以強化日本擁有

臺灣，打破語言、風俗、習慣的藩籬並非易事，即使官僚們認為這是件不

可能的任務，明石總督仍要求屬下認真執行。39該計畫後來成為大正8年

（1919）頒布教育令的基本架構，該年元月4日敕令制定的第一號「臺灣教

育令」，首次將殖民地所有臺灣人的公立學校整合成為單一系統，且相互配

合的體系。401919 年總督府所揭示同化主義方針，雖然由此確立臺灣人的教

育制度，但就實施教育內涵分析，不管修業年限或教育程度品質皆遜於日

本本土教育，矢內原忠雄當時就批評，大正11年（1922）以前之臺灣教育，

「係藉降低臺灣人之教育程度，使日本人取得領導者與支配地位」。41這次

的教育改革，改進且增加臺灣人的職業教育機會，讓更多受過現代化的專業

教育的臺灣人，能夠進入正在快速起飛的工業和商業部門工作，使臺灣人的

39　 又吉盛清，〈沖繩教育と臺灣教育〉，《植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報》，1999年第2期（1999年11月
12日），頁55。明石元二郎（1864-1919）視為臺灣第7任總督。

40　 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臺北：新自然主義公司，2000年），頁
156-161。

41　 矢內原忠雄（1893-1961），《矢內原忠雄全集》，第2卷（東京：岩波書店，1963年），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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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與統治者的利益更緊密的結合。42

大正8年（1919）文人首次取代武官擔任臺灣總督，接任的是田健治

郎，這位第1任的文人最高行政首長，田健氏更是要將臺灣徹底日本化，及

讓臺灣人同化的總督，他希望教育臺灣人成為道地的日本人，於是3年後，

大正11年（1922）頒布「改正臺灣教育令」，將中學改成為日臺共學制，43

龐大的日本化運動也在學校外進行。44昭和11年（1936）開始實施的「皇

民化」運動，除了在公學校徹底地進行教化，時數增加很多的日語課和修

身課，對每一位臺灣學童徹底的改造，更將焦點集中在成人和未入學的兒

童。45

日本教育給臺灣人帶來決定性的轉變，學校是有效的改革工具，同化教

育實行的結果，在殖民時期結束時，接受日本教育的臺灣中上階層，已經完

全吸收了日本的品味和心態，在生活上和態度上，更加親近日本統治者。46

綜而言之，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基礎教育的目的就是為母國服務，普及

基礎教育有兩大任務，第一是凝聚國民意識、灌輸效忠國家的觀念；第二是

給於現代化的過程中，教導日本模式的修養、技能和態度。給於適度的社會

化和職業技能，成為一股穩定的力量，讓臺灣人民成為日本實踐國家目標的

有用工具。47

而圖書館屬於社會教育的重要一環，在日本明治維新初期，民間學者與

官員皆大聲疾呼設置圖書館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大量設置且遍佈各地的公共

圖書館，是19世紀日本推動現代化智識啟蒙的重要憑藉。臺灣總督府領臺初

期將注意力運用在軍事的行動上，臺灣的社會教育機構設施，隨著社會治安

42　E.Patricia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71-72。
43　 黑田甲子郎，《田健治郎傳》（東京：田健治郎傳記編纂會，1932年），頁383。佐藤源治，
《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3年），頁124-125。田健治郎（1855-
1930）是為台灣第8任總督。

44　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頁218-220。
45　 弘谷多喜夫，〈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國民」形成と教育〉，收入阿部洋編《近代日本のア
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第3部臺灣の部（東京：龍溪書舍，2004年），頁285。

46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臺北：前衛出版社，2013年），頁201。
47　E.Patricia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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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方秩序的底定、地方制度的確立與實行、教育的普及與產業的振興，而

漸次發展。

臺灣教育統制機關系統，也確立了社會教育的重要性。社會教育最初

的統制機關為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大正15年（1926）臺灣總督府文教局成

立，共分學務課、庶務課、督學室及社會課，後期的社會教育以同化為宗

旨，社會教育的範圍包含廣泛，從國語講習所（含一般講習所、簡易講習所

與幼兒國語講習所），部落教化團體、青少年男女青年團、青年訓練所，到

圖書館、博物館、各種展覽會、映畫隊等，都是日治時期的社會教育。其行

政業務則劃歸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下的社會教育股社會教育係掌管，地方

則屬各州內務部的教育課社會教育係負責的業務範圍，至於廳與郡則是庶務

課掌理，市則由教育課社會教育係統籌、街庄則由庶務係負責社會教育的業

務。48

從明治28年到昭和20年（1895-1945），有學者將日治時期的臺灣圖書

館事業分為5期，491.私立圖書館時期，明治34年（1901）1月民間有志者設

立「臺灣文庫」，不僅是臺灣近代圖書館的發端，也是日本人在臺灣殖民地

最早設立的圖書館；明治42年（1909）10月實業家石坂莊作在基隆創立「石

坂文庫」，更是開啟私人設立免費公共圖書館的先河。2.官立圖書館時期，

大正3年（1914）4月，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官制》，隔年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正式開館，是日治時期唯一官方設立的圖書館，對領

導臺灣圖書館的整體發展，有巨大的影響力。3.地方圖書館時期，大正12年

（1923）4月臺灣總督府頒布《公立、私立圖書館規則》，在其後兩年間，

呈現地方設立圖書館的興盛現象；此外，昭和2年（1927）「臺灣圖書館協

會」成立，更帶動地方圖書館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置。4.學校圖書館時期，昭

48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編，〈統制機關〉，收入《臺灣社會教育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文
教局社會課，1933年4月），頁1-2。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
會社，1943年），頁139-140。

49　 加藤一夫、河田いこひ、東條文規，《日本の植民地 書館》（東京：社會評論社，2005年5
月），頁7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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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3年（1928）年4月「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成立，該館是日治時期唯

一大學圖書館，不但組織健全、預算充裕、設備齊全，經營制度先進，館藏

更是豐富、具有特色，比起日本本土的其他帝國大學圖書館毫無遜色。再

者，臺北高等學校、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中高等農

業學校、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和各地師範學校，也都設置附屬學校的獨立圖

書館，這些學校圖書館也都具有一定的規模。505.專門圖書館時期，昭和6年

（1931），臺灣成為日本南進政策的前進基地，昭和16年（1941）9月實業

家後宮信太郎捐款成立「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專門蒐集南洋的相關資

料，可視為臺灣專門圖書館的起源。51上述的分期依據圖書館的組織類型為

主，強調因服務對象的不同，而區分不同時期的發展。

亦有學者認為日治時期臺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應與臺灣總督府的

教育政策同步，將之簡化為3期，第1時期自明治28年（1895）至大正8年

（1919）年3月《臺灣教育令》公布，可稱為「同化時期」，彼時的圖書館

屬於萌芽時期；第2時期從大正8年到昭和6年（1931）9月的「918事變」

止，是為「過渡期」，該時期的圖書館建設由上而下推動，圖書館事業非常

興盛；第3期由昭和6年（1931）到日本戰敗，此一時期乃「皇民化時期」，

所有施政作為，完全根據「南進政策」和「皇民化運動」實施，圖書館在此

時期亦扮演非常重要的工具角色。52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本文較為贊同後者的觀點。

50　 王麗蕉、黃燕秋、李依陵，〈臺灣現存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概況及其數位典藏發展〉，《國家圖
書館館刊》，101年第1期（2012年6月），頁4-6。

51　 不著撰人，〈南方資料館後宮氏寄附の百萬圓で建設〉，《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9月16日，
版3。

52　 宇治鄉毅，〈近代日本 書館の步み──臺灣の 書館〉，收入日本 書館協會編《日本 書館
協會創立百年記念》（東京：日本 書館協會，1992年3月），頁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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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瞭解日治初期「臺灣文庫」成立的動機，以及為何是由一群熱心的

知識分子出資經營，有其時代背景的特殊性，需先探討日本國內圖書館的起

源，瞭解其發展的型態與過程，作為近代臺灣圖書館史的考據源流。

關於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原因，除了政府的決心和政策外，知識份子

所扮演的啟蒙角色亦不容忽視，53其中又以「明六社」的影響最為顯著，54

在「文明開化」的旋風中，引領日本社會朝向全盤西化，引進西洋文明的近

代化思想與潮流。55當時對啟蒙運動貢獻最大，影響也最深遠的啟蒙大師福

澤諭吉，56將其在海外的見聞，出版第一部介紹西洋文明的《西洋事情》著

作，最早以「文庫」一詞翻譯介紹西方的公共圖書館，尤其對大英博物館內

的圖書館介紹更為詳盡。57西方的圖書館觀念就是在這個時期傳入日本；58

此外，福澤氏更鳩合同志共創「京都集書院」，是日本近代第1所公共圖書

館，亦為日本圖書館史上的濫觴。59

53　 鈴木博雄，《原典．解說日本教育史》（東京：日本 書文化協 ，1985年），頁196-199。
54　 「明六社」是森有禮於1873年發起成立，該年為明治6年，便取為「明六社」，成員有福澤諭

吉（1834-1901）、西周、中村正直、津田真道等10人，該社透過發行《明六雜誌》與翻譯或著
作，將西洋文化與思想啟蒙日本民眾，其中為了傳播西洋文明的學術重要概念，創造出新的翻
譯漢字語彙，是為新漢語，例如「哲學」、「主觀」、「客觀」、「理性」、「歸納」、「演
繹」、「權利」、「義務」、「社會」、「具體」、「抽象」、「觀念」、「教育」、「印
象」、「心理」、「社會教育」等，李永熾，《日本的近代化與知識份子》（臺北：水牛出版
社，1991年），頁18-29。

55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249。
56　 福澤諭吉，一生始終以在野之身，致力鼓吹自由民權思想，並創辦慶應義塾，教育學子；著作等
身，出版《西洋事情》、《勸學》、《文明論之概略》、《福翁百話》等，以平易近人的文字傳
播西洋文明，對日本人民的思想啟蒙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福澤諭吉著、楊永良譯，《福澤諭吉
自傳》（臺北：麥田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另見呂理州，《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
傳》（臺北：遠流，1993年），頁15。

57　 福澤諭吉最早以「文庫」1詞翻譯介紹西方的公共圖書館。福澤諭吉，《西洋事情．初編》，收
入《福澤諭吉全集》，卷1（東京：時事新報社，1898年），頁34-35。

58　鈴木博雄，〈 書館の創設〉，收入氏編《原典‧解說日本教育史》（1985年5月），頁266。
59　 日本的傳統藏書機構稱為「書庫」、「書府」、「書籍館」或「集書館」，京都集書院成立於

1872年，為日本近代最早的公共圖書館，係由福澤諭吉、 村正直、大黑屋太郎右衛門3人所創
立，是京都府立圖書館的前身。椎名六郎，《新 書館 概論》（東京： 藝社，1986年），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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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氏對於西方文明的推崇與欣羨，從其著作中可以得知，他認為日本

應於全國都、府、縣各地普及設置圖書館，不但要各種藏書豐富，且要開放

讓人民自由借閱，60完全具備現代化圖書館機能的經營理念。此後，歷經久

米邦武、田中不二麻呂、和目賀田種太郎的海外考察，回國後大聲疾呼圖書

館的重要性，並建議政府積極推動建設，61對日本圖書館事業的理念推廣，

產生推波助瀾的功效。日本明治維新初期民間學者，與後來的派出的考察官

員或留學生，回日本後對於歐美各國的圖書館制度大力推崇，更在握有實際

行政資源後，努力加以實踐建設圖書館的初衷理想。

明治5年（1872），文部省出仕市川清流對當時的大輔提出《建設書籍

院建議白皮書》，隨後公立湯島書籍館設立，是第一所官方設立的現代公

共圖書館。62明治7年（1874） 田中不二麻呂擔任文部省大輔，田中氏原本

對於公共圖書館已有相當程度的認知，在其任內公布《公立書籍館設置要

點》，爾後亦積極圖書館事業，對於日本地方圖書館的普及居功厥偉。63明

治8年（1875）文部省成立東京書籍館，64兩年後因西南戰役導致國家財政

困難，該館移交給東京府管理，明治13年（1880）又改隸於文部省，名稱改

為「國立東京圖書館」。65

明治22年（1889）用敕令規定東京圖書館制，明顯地日本教育行政者已

60　田中王堂，《福澤諭吉》（東京：みすず書房，1987年），頁141-145。
61　 久米邦武（1839-1931），1871年跟隨岩倉使節團出訪，回國後出版《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回覽

實記》，對於美國開國元勳福蘭克林﹙BenjaminFranklin﹚於1731年倡議成立「費城圖書館俱樂
部」﹙LibraryCompanyofPhiladelphia﹚，有專章詳細介紹其創立與運作模式；對大英博物館圖書
館的制度亦有詳盡的考察紀錄。田中不二麻呂（1845-1909），1871年岩倉使節團成員之一，負
責考察歐美各國教育制度，1874年擔任文部大輔，將成立公共圖書館的必要，並撰寫多篇論文提
出理念說明，1877年在《文部省第四年報》正式揭載〈公立書籍館設置要點〉，對於日本公共圖
書館的普及化為實際政策。目賀田種太郎（1853-1926），日本第1屆公費留美學生，研習法律，
回國後大力讚揚美國公共圖書館制度，建議明治政府應聘用外國專業館員來經營日本的圖書館。
佐藤忠恕，《 書館の文化史的研究──明治末期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日本 書館協 ，
1977年），頁30-36。

62　綿拔豊昭，《 書館文化史》（東京：學文社，2006年），頁81。
63　寺田光孝、加藤三郎等，《圖書及び 書館史》（東京：樹村房，1999年），頁158。
64　潘淑慧，《日本公共圖書館的經營與管理》（臺北：望春風出版社，2008年），頁2-3。
65　水谷長治，《 書館文化史》（東京：勉誠出版社，2003年），頁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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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力於圖書館的教育行政領域，66可以窺見國家圖書館的雛形架構。明治25

年（1892）東京圖書館第1任館長田中稻城完成歐美圖書館學習考察返國，

而東京公立圖書館館員藉由田中館長回國的契機，決議成立永久性的圖書

館員專業組織，於是創立「日本文庫協會」，其宗旨為：「提升本國圖書館

事業的發達與進步，針對圖書館與圖書進行相關事項的研究。」67「日本文

庫協會」成立之初，主要目的在提升日本國內對圖書館的研究，增加館員間

專業知識的互惠，並加強其對於圖書館經營與書目研究之興趣，謀圖書館事

業的進步發展，象徵圖書館事業邁向專業化經營，該協會對日本圖書館事業

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於明治36年（1903）在東京大橋圖書館舉辦「第一回圖

書館事項講習會」，68此為日本圖書館學教育之起源，此後十餘年間，日本

各地都陸續開設類似的教習所、講習所，推動日本圖書館學的發展。69該會

於明治41年（1908）更名改稱「日本圖書館協會」（Japan Library Associa-

tion，簡稱JAL）。70

明治28年（1895）民間爭取成立國家圖書館的輿論高漲，2年後公布

《帝國圖書館官制》，第1所國家圖書館正式成立；明治32年（1899）公布

《圖書館令》，71各地公共圖書館如雨後春筍般建設，開啟公共圖書館的新

紀元；72明治39年（1906）帝國圖書館新館落成，日本圖書館的建設進入新

66　 馬宗榮，〈日本圖書館事業的史的研究〉，《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季刊》，第4卷第2期（1932年
6月），頁184。

67　 竹內惁，〈わが国の 書館教育1892-1955〉，收入日本 書館 研究委員 編，《 書館
の教育（論集． 書館 研究の步み、第3集）》，上（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1983年），
頁5。

68　寺田光孝、加藤三郎等，《圖書及び 書館史》，頁162。
69　 陳光華、林欣怡，〈日本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與現況〉，《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刊》，第16期

（2001年11月），頁119。
70　 參見〈日本 書館協 の歷史〉，收入「日本 書館協 」網站：www.jla.or.jp/jla/tabid/226/

Default.aspx（2014年2月11日點閱）。
71　 「圖書館令」（敕令第429號，明治32年11月11日）。詳參簡耀東編，《中日韓三國圖書館法規

選編》（臺北：文華圖書館管理公司，1994年），頁26-27。
72　馬榮宗，〈日本圖書館事業的史的研究〉，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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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機，隔年（1907）《圖書館雜誌》創刊發行，73代表進入現代圖書館的專

業學術領域。74

截至明治41年（1906）的統計，日本國內的圖書館總計86所，75該年

日本圖書館協會成立「圖書館員養成所設置委員會」，建議文部省設置培

育圖書館員的專職機構，並為之積極奔走。76經過數年的努力，大正9年

（1920）文部省終於決定成立「圖書館員教習所」，為日本圖書館學教育開

啟新局面，奠定良好的紮根基礎。77

綜括而言，日本的公共圖書館，隨著國運的進展，社會的進步，在數量

上有明顯的增加，服務的項目亦隨擴展，圖書館專業組織帶領的學術研究，

也有明顯提升。明治末期的日本，除成立國家級的「帝國圖書館」外，最重

要的是《圖書館令》的公布，且政府大量投入建設地方圖書館；圖書館員基

於對圖書館事業的使命感，也成立日本第1個圖書館員專業組織「日本文庫

協會」，並發行《圖書館雜誌》，社會上許多有識之士的積極推動或贊助成

立新興圖書館事業，是日本圖書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專業服務的質與量均

向上提升。

ׂ

明治31年（1898）臺灣社會治安局面稍加平靜，各項施政也漸上軌

道，受到明治維新的影響，在臺的日籍知識分子倡議引進近代圖書館經營模

73　 《 書館 誌》自明治40年（1907）10月17日創刊第壹號以來，迄今已發行107年，1964年適逢
日本圖書館協會創立70周年，編印《 書館 誌 索引》，提供發刊以來的論文檢索，詳見日本
書館協 編，《 書館 誌 索引》（東京：日本 書館協 ，1964年）。

74　佐藤忠恕，《 書館の文化史的研究-明治末期を中心として》，頁7。
75　松本，〈トショカン〉，《大百科事典》，第19冊（東京：平凡社，1933年），頁166。
76　 長澤雅男、戶田 一編，〈 書館 教育〉，《 書館 研究入門：領域と展開》（東京：日本

書館協 ，1993年），頁14。
77　 嶋田晋，〈カリキュラムに見る日本の 前と 後の 書館 教育の連 性〉（東京：慶 義塾
大 文 部 書館．情報 科卒業論文，2000年），頁2。



188

====65卷第4期

式，78有必要建立公開的文庫，79以獎勵人文的發達，認為臺灣設立圖書館

的時機已然成熟。80

「臺灣文庫」的設置，主要是來自於駐在臺北的各界有心人士倡議，從

發起、集資、籌備到開館耗時3年餘，首倡者為《臺灣日日新報》社總編輯

的栃內正六，81於明治31年（1898）5月在報社內提出構想，經數人附議，

並得到社長守屋善兵衛的贊同，82聲明願提供個人所藏之書以為響應。83同

年10月下旬多位在臺的知識份子在新任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84的官邸聚

會，這次文化界的聚會，後來成為「臺北圖書館發起會」，85公推石塚英藏

為主席，86針對設立臺北圖書館的議案進行討論，值得注意的是，與會者中

78　 木母浮浪，〈臺灣圖書の蒐集〉，《臺灣時報》，第64期（1915年1月20日），頁34。內文詳細
記載當時在臺日人的文化聚會，咸嘆臺灣的文化事業不興盛、圖書報章的缺乏，並提出對設立圖
書館的殷切期盼。

79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發起人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7月7日，版2。
80　 伊能嘉矩，〈臺灣圖書館小史〉，收入於石坂文庫編，《私立石坂文庫第5年報》（臺北：石坂

文庫，1914年12月），頁24。
81　 栃內正六（1863─？）時任《臺灣日日新報》編輯長，被稱為當世的奇才，在新聞界堪稱交際高
手，穿著時髦，工作勤奮。はまのや，〈栃內正六君〉，《臺灣商報》，第36期（1899年12月23
日），頁3。

82　 守屋善兵衛（1866-1930），東京都目黑區人，歷任《臺灣日日新報》社與 州日日新聞社社
長，逝世後，其家人捐出住宅成立紀念圖書館。詳見〈目黑 立守屋 書館訪問記〉（2013年4
月28日），收入「東京 書館制覇」網站：tokyo-toshokan.net/00000472.htm（2014年3月25日點
閱）。

83　 山中樵，〈臺灣から（一）臺灣文庫と石坂文庫〉，《圖書館雜誌》，第22卷第10期（1928年10
月），頁242。

84　 後藤新平（1857─1929）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期間（1898年3月1906年11月），初期的施政
主軸有3，進行臺灣舊慣的調查、確保臺灣治安、土地大調查；後期則注重建設交通網、充實公
共衛生、扶植產業發展與文明開化的事業。雖然在其任內並未興建圖書館，但是對於「臺灣文
庫」的創立，採取支持鼓勵的態度。北岡伸一著、魏建雄譯，《後藤新平傳》（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2005年4月），頁34-53。

85　 不著撰人，〈臺北圖書館發起會〉，《臺灣協會會報》，第2期（1898年11月20日），頁85。是
日聚會的人士計有後藤新平、石塚英藏、藤田嗣章（1854─1941；時任臺灣守備軍醫部長）、堀
內文次郎（1863─1942；時任臺灣總督府副官）、松岡辨（？─？）、木村匡（1860─1940；時
任臺灣總督府學務課長）、高橋昌（？─？；時任民政局殖產課技師）、兒玉喜八（？─？；時
任民政局學務課事務官）、町田則文（1856─1929；時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長、盲人教育
家）、志村鐺太郎（？─？；時任臺北郵便電信局長）、草場謹三郎（1858─1933；時任臺灣總
督府通譯官）、木下新三郎（？─？；時任臺灣日報主編）、大島邦太郎（？─？）、守屋善兵
衛、栃內正六等人。當時尚未統一「臺灣文庫」的名稱，因此《臺灣協會會報》稱「臺北圖書
館」。

86　 石塚英藏（1866─1942）日本福島縣人，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初任法制局參事官兼書記
官，1898年3月，以總督府參事官身份隨總督兒玉源太郎抵臺，後擔任第13任臺灣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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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教育界的官僚與校長，但其結論卻是認為新設立的圖書館規模大小非當

務之急，但必須脫離教育體系，獨立設置比較適合，會中並選出5人為「調

查委員」深入調查、研究後提出報告，5位調查委員中有4位是當時臺灣總督

府的技術官僚，能掌握當時的行政資源，另1位就是倡議者栃內正六，開始

進入籌備具體化的階段。87而這些在臺的日本人也都是「臺灣協會」88臺灣

支會的會員，對於設立新式的圖書館不遺餘力。

配合「臺北圖書館」的籌備計畫，《臺灣協會會報》89自第2期開始，90

便按月刊登〈寄贈書目〉專欄，公布各方捐贈的圖書與期刊的目錄，包含個

人捐書外，政府機關與出版社皆有捐贈圖書或期刊，以臺灣文庫籌備期的

明治33年（1900）為例，每月公布的贈書目錄，期刊平均約有60種、圖書約

87　 「調查委員」五人為堀內文次郎、木村匡、高橋昌、兒玉喜八、栃內正六。詳見不著撰人，〈臺
北圖書館發起會〉，頁85。

88　 「臺灣協會」於明治31年（1898）4月在東京創立，日本政界與財界人士為配合官方殖民政策而
組成的團體。「臺灣協會」的創會會頭（會長），曾任第2任臺灣總督的桂太郎，評議會總幹事
由水野遵出任，在日本各地與臺灣設有支部，同年10月發行機關誌《臺灣協會會報》，進行宣
傳與募款活動。協會主體成員為臺灣總督府的官僚，與在日本統治臺灣有關的政、商人士，以
支援統治臺灣及培養經營殖民地人才為目的。「臺灣協會」綜理的會務主要有：1.派遣視察員，
了解臺灣當地的實情；2.收集臺灣的產品暨臺灣人民最喜愛之日本產品；3.協助到臺灣發展的日
本人，以及到日本做各項交流的臺灣人；4.應日本社會之需要，做有關臺灣實業上之調查暨介紹
等；5.訓練兩方互相學習彼此的語言；6.在臺灣設立本會會館，推行相關業務；7.舉辦演講會；
8.監督補助臺灣留日學生；9.收集有關臺灣之書籍。詳見桂太郎，〈臺灣協會の設定に就て〉，
《臺灣協會會報》，第1期（1898年10月），頁1。因當時臺灣是日本唯一的殖民地，因此「臺灣
協會」可以說就是「殖民協會」或「殖民研究」團體，成立的目的在結合日本官方、民間、跨行
政部門、跨行業，支持臺灣各方面發展的一個龐大組織。「臺灣協會」不僅發動各地日本人出錢
出力支持臺灣的各項活動，甚至還設置學校，招收學生，日本各地也成立分會，臺北是為「臺灣
協會」的臺灣支會所在地。當日本向亞洲進攻的政策日益明確，臺灣之外的朝鮮、滿州也都是他
們全力拓殖的區域，於是「臺灣協會」這個半官民組織，基於實際需要，明治40年（1907）2月
「臺灣協會」改組為「東洋協會」，位於臺北的「臺灣協會臺灣支部」改為「東洋協會臺灣支
部」。詳見林呈蓉，《水野遵：一個臺灣未來的擘畫者》（臺北：臺灣書房，2011年12月），頁
128-131。

89　 臺灣協會編印機關報《臺灣協會會報》，內容刊登協會動態，也是臺灣總督府的傳聲筒。當《臺
灣協會會報》出版到第100期，改組為《東洋時報》。詳見林呈蓉，《水野遵：一個臺灣未來的
擘畫者》，頁112-122。

90　 第2期的《臺灣協會會報》增闢〈寄贈書目〉欄，為「臺灣文庫」的設立公開募書，各界的捐書
或贈閱期刊都刊載以昭公信，該期登錄的圖書有17冊、期刊17種，捐贈來源有臺灣與日本國內。
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期（1898年11月），頁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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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5種。91隨後在《臺灣協會會報》刊登〈臺灣文庫設立趣意書〉，全文如

下：

׃

׃ ׃

׃

׃ =

׃

׃

ה ו ׃

92׃

從〈臺灣文庫設立趣意書〉這段文字分析，這群文化界的人士認為圖書館是

矯正當時臺灣社會公共道德落後、組織不健全，不守社會秩序弊病的解決方

案，要矯正弊端，必須由研究自修開始，透過到圖書館自修的方式來開化文

明，且強調臺灣的地理環境在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會處，應廣泛蒐集外

文、日文與中文圖書，並呼籲所有在臺日人對於這個文化使命，要踴躍支持

與贊助。

91　 翻閱《臺灣協會會報》第16到27期，出版日期為明治33年（1929）1月至12月，捐贈的種類有圖
書、期刊和報紙3種，捐贈的來源從日本國內各地的期刊與臺灣的地方報紙皆有，統計後每月平
均會收到圖書2-48部，期刊40-78種，報紙12-27種不等。詳見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
協會會報》，第16期（1900年1月），頁78-81；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
17期（1900年2月），頁80-81；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18期（1900
年3月），頁78-80；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19期（1900年4月），頁
70-72；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0期（1900年5月），頁62-64；不著
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2期（1900年7月），頁51-53；不著撰人，〈寄贈
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3期（1900年8月），頁60-63；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
灣協會會報》，第25期（1900年10月），頁60-62；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
報》，第26期（1900年11月），頁65-67；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7
期（1900年12月），頁41-43。

92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臺灣協會會報》，第18期（1900年3月20日），頁67。



191

ג ד

當時臺灣的書籍來源極為貧乏，93大部分圖書皆須由日本進口，臺灣本

地的印刷尚未發達，94為了充實臺灣文庫的館藏，並能夠早日開放，當時的

主事者，除在各種場合公開呼籲外，更積極主動地以各種方式來蒐募圖書，

「文庫發起人四處奔波，聽到哪位官員或實業家的家裡有藏書，就會登門拜

訪，1本兩本的蒐集；若是有官員要轉任回日本，更是把握機會拜託將藏書

割愛，懇求捐贈2本或3本書籍給文庫，當作紀念性的藏書。」95

除募書的途徑外，籌備的發起人更以慶祝日本皇太子婚禮為名義，進行

圖書館樂捐事宜，96直接向臺灣各界籌募經費，進行開館的準備工作。臺灣

第1座圖書館「臺灣文庫」的籌備成立可說是篳路藍縷，備極艱辛。《臺灣

日日新報》也經常性刊登「臺灣文庫」的相關活動新聞，從發起人會議起，

就不斷給予關心與宣傳。97

最後擇定在當時臺灣總督府官員俱樂部的所在地「淡水館」98舉行「臺

灣文庫」開庫典禮，99明治34年（1901）1月27日下午1時正式開館，開幕當

天參加者有3餘人，由藤田嗣章報告籌備經過，並指定栃內正六、岡田、加

藤等3人為「幹事」，100正式對外開放，是為臺灣圖書館之濫觴。

93　山中樵，〈臺灣から（一）臺灣文庫と石坂文庫〉，頁242。
94　 蔡盛琦，〈戰後初期臺灣的圖書出版──1945至1949年〉，《國史館學術集刊》，第5期（2005

年3月），頁213-217。
95　山中樵，〈臺灣から（一）臺灣文庫と石坂文庫〉，頁242。
96　不著撰人，〈御慶事彙報其一紀念圖書館設置〉，《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4月21日，版1。
97　 檢索《臺灣日日新報》電子全文資料庫，輸入「臺灣文庫」關鍵字，搜尋到169條相關的新聞報
導，從明治31年（1898）的發起人會議的披露，整個籌備的過程，包括募書與募款的進度和成
果，到最後「臺灣文庫」閉館，館藏的轉移與持續追蹤，皆有詳細的報導，堪稱臺灣第一座圖書
館最完整的紀錄。參見〈《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簡介〉，收入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資料
庫指南網站」：tbmc-2.nlpi.edu.tw.eproxy.nlpi.edu.tw:2048/tabout.html（2014年2月20日點閱），該
文亦可見於其他典藏有漢珍版《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之圖書館網站。

98　 此處在日治初期是一個多功能的場所，由於新的官方廳舍尚未建築，又遍尋不著合適的大空間，
因此只能利用該建築物，然而該館原為清季的登瀛書院，因此在格局上與圖書館的需求應不相
容。早年，1900年3月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曾在該館舉辦「揚文會」。不著撰人，〈臺北の揚
會〉，《臺灣協會會報》，第18期（1900年3月），頁67-68。

99　〈臺灣文庫開庫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25日，版2。
100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開庫式〉，《臺灣協會會報》，第29期（1901年2月），頁43。又見不著

撰人，〈臺灣文庫現在圖書〉，《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27日，版2。當日的報紙刊登下
午1點開館的消息，並介紹該館目前的館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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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庫一開始藏書有漢文圖書3,139冊、日文圖書2,009冊、外文圖書

224冊，合計5,372冊，當時的分類法採分8門，第1門宗教類306冊、第2門哲

學類304冊、第3門文學、語學類1,216冊、第4門歷史、傳記、地理、紀行

類1,342冊、第5門法律、經濟、財政、社會類457冊、第6門數學、理學、醫

學類303冊、第7門工學、藝術、產業、兵事類242冊、第8門叢書、隨筆、

雜誌、雜書類1,399冊、另有掛圖48幅。101隔年2月館藏就已擴展至一萬多

冊。102

4===

資料來源： 筆者根據不著撰人，〈臺灣文庫現在圖書〉，《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27
日，版2整理繪圖。

101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現在圖書〉，《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27日，版2。當時的分類法
採分8門，第1門宗教類306冊、第2門哲學類304冊、第3門文學語學類1,216冊、第4門歷史傳記
地理紀行類1,342冊、第5門法律經濟財政社會類457冊、第6門數學理學醫學類303冊、第7門工
學藝術產業兵事類242冊、第8門叢書隨筆雜誌雜書類1,399冊、另有掛圖48幅，加總起來為5,617
冊。兩種計算方式的總和，與當時公布的總冊數5,863冊，皆不相同，可能是排印時的校正有
誤。報導中另特別說明尚有數百部法文圖書因船運延遲，尚未到館無法分類，故不列入計算。

102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彙報〉，《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2月11日， 版3。該則新聞報導臺灣
文庫在各方踴躍捐輸下，館藏已突破1萬冊，不但在臺灣向民眾持續募書，也對外國駐臺灣的領
事館募集該國圖書；亦在日本各地募書，還特別介紹在東京向木下新三郎募到數百部的圖書；
此外也採用募款的方式，如舉辦音樂會收取義捐，以增加購書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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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圖書館的經營要素有組織與館員、館舍、館藏、服務項目與經費，

非常令人遺憾的是，當時臺灣文庫的日常營運並無詳細的檔案資料被保留，

目前能夠尋查得到的資料，最完整的是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所編

印的《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103從《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一年報》開始，就

有記載臺灣文庫的營運情形，但也僅止於介紹梗概與彙編數據資料，無法透

過該年報瞭解更多營運細節。此外，《臺灣日日新報》就當時的臺灣文庫，

若有特別的事件均會加以報導，緣此，本節將採用《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

與《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所載內容，試圖拼湊瞭解該文庫的營運。

關於組織與館員的分析，圖書館要正常運作，有賴分工進行各項不同的

業務，但從上述的資料中，無法判別該文庫是否有明確的工作分組，僅得知

開館當日，栃內正六、岡田、加藤等3人被指定為「幹事」，104此外並無其

他關於組別或工作職掌的記錄，但這3人皆有正式職務在身，能否每日到館

值班，值得懷疑。至於是否有其他職員，筆者由每日開館的時數推測，理應

要有固定值班人員，進行例行的收費與閱覽服務，至於每年固定的曬書工程

亦應有職員進行，關於這些人員的建置與職掌則未見文獻提及，亟待日後更

多史料出土，作進一步分析。

眾所皆知文庫所在地的「淡水館」，是清領時期的登瀛書院，傳統書院

的格局與規畫，與現代化經營的圖書館空間模組無法相容，我們從當時拍攝

的照片中可以觀察到，登瀛書院的外觀呈現傳統建築結構，內部係採兩層樓

三合院的格局，因此如何利用原建築格局來適應圖書典藏與提供閱覽空間，

值得深究。此外，由於日治初期臺北缺少大型公共空間，樺山資紀總督將登

瀛書院充當臺灣總督府官員俱樂部，後又充當公會堂，兒玉源太郎總督亦在

103　 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文庫〉，《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1號至第8號（臺北：臺灣總
督府學務課，1902年至1912年）。

104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開庫式〉，《臺灣協會會報》，第29期（1901年2月），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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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舉行「揚文會」，該處所經常舉辦各種大小活動，大門口甚至有守衛站

崗，淡水館呈現多功能的空間用途，臺灣民眾對於該場域的既定印象非常深

刻，應當不敢隨意進入利用文庫資源。

該文庫最早以會員形式組成，亦對外開放給一般民眾進入閱覽，105為了

維持圖書館的正常運作，援引日本圖書館舊例，106訂出了普通及特別閱覽的

收費標準，收費金額分別為普通閱覽3錢、特別閱覽5錢，可惜並未說明兩者

的差別待遇；士兵與巡察（警察）半價優惠。為吸引長期讀者，甚至推出優

惠折扣價格，例如普通閱覽每次為3錢，10次則為25錢、30次優惠價50錢；

特別閱覽費每次5錢，10次則為40錢、30次優惠價80錢。107但是臺灣當時的

生活水準普遍低落，108因此利用率不高。

此外，因該文庫屬私立性質，除固定收取進館閱覽費以外，經營費用

全靠募款而來，甚至舉辦音樂會來募款，109以及不定期的捐款，例如當年的

發起人之一的藤田嗣章，因調任回日本，捐款給臺灣文庫，被《臺灣日日新

報》記者詳加報導。110或是一般的市民主動捐款，例如有1位行政官員的母

親變賣名貴髮飾與衣服所得，捐款66圓40錢給臺灣文庫，該女士的義行，透

105　伊能嘉矩，〈臺灣圖書館小史〉，頁25。
106　 李春生於1896年隨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訪日，在日本停留64日，期間對於日本的教育機構和基督

教會的興盛，印象特別深刻，對於上野博物館的陳設與學校的硬體規模皆大為讚嘆，見李春
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收入李明輝等編，《李春生著作集》，4（臺北：南天書局，2004
年），頁183、209-210。又鄭神寶在1914年到日本旅行，羅萬俥自1915至1920年留學日本，雖
然抵達日本的年代不同，但皆留下對日本圖書館的觀察或使用紀錄，進入圖書館不但需要付費
且要脫下鞋子。見又見鄭神寶，〈東游隨筆〉，《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7月20日，版4。參
見半仙，〈東京の文明〉，《臺灣》，第3年第1號（1922年4月），頁62。

107　〈臺灣文庫開庫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1月25日，版2。
108　 參考「臺灣文庫」成立17年後的物價水準，大正7年（1918）鹽1斤2錢、白砂糖1斤27錢、醬油

1升為38錢、雞肉1斤46錢、臺灣產白米1石價格為26元87錢。參見財團法人臺北仁濟團，〈物
價比較表〉，《財團法人臺北仁濟團第26回年度報告書》（臺北：財團法人臺北仁濟團，1929
年2月），頁11-12。陳柔縉，《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5年），頁
263。

109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音樂會の收金高〉，《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16日，版2。說明文
庫成立週年紀念音樂會，義捐所得達159圓37錢，並已存入帳戶專款專用。

110　 不著撰人，〈留別紀念金寄贈〉，《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3日，版2。該新聞報導藤田嗣
章軍醫正調回日本，特別捐出50圓給臺灣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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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臺灣日日新報》的宣傳，期盼能達到更多人共襄盛舉。111然而，總結而

言，捐書的比例遠超過捐款，112日常的營運開支是為「臺灣文庫」最大的隱

憂。從統計數字觀察，收入的金額遠不及每年的實際支出，例如開館的第一

年，是歷年進館人數最多，達1,680人次，累計收入的費用也才41圓，但該

年的總支出卻高達1,098圓，如此懸殊的收支不平衡的情況，是導致臺灣文

庫無法永續經營的諸多原因之一，也是最嚴重的癥結所在。

至於服務項目，可分為開館時間與閱覽人次兩方面進行說明。

關於開館服務的時段，初期開放閱覽從早上9時到下午3時（中午不休

息），但隨著電力的普及與擴大服務，而延長開放時段，增加晚上6時到10

時。113休館日為每年1月1日到4日、紀元節、天長節、12月28日到31日；以

及每月1日為清潔打掃日；和7月、8月為曝書月，有10天不開放，因臨時不

開館等原因，平均每年開館日數約為330日。

該文庫初設之時，設備簡陋、閱讀席位不多，缺乏良善運作系統，整體

功能並不完備。開館之初明治34年（1901）全年，臺灣文庫的閱覽人數尚有

1,680人次，平均1天僅5人次；以後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1902年全年降到

762人次，1903年稍微回升至939人次，1904年驟降1,693人次，1905年更僅

剩489人次，1906年才166人次進舘，平均每天不到1人進館。114臺灣文庫開

館6年的進館比較，請見圖5。

持平而論，圖書館的興盛與否，與當時的人民教育程度、整體經濟發

展、社會環境的成長息息相關，日治初期的臺灣教育發展，根據統計調查，

公學校的擴充速度緩慢，學童入學率亦低，直到1915年，才僅有9.6%，其

111　 不著撰人，〈奇特なろ婦人〉，《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8日，版5。該新聞報導土地調
查局的官員母親堂野間捐款66圓40錢給臺灣文庫，該女士的捐款係變賣名貴髮飾與衣服所得，
《臺灣日日新報》認為此乃善良美舉值得效法。

112　 檢索《臺灣日日新報》，可以發現捐書的報導多達27則，捐款的報導，則除開館初期的募捐活
動外，只有4則報導。

113　雜報，〈臺灣文庫の夜間閱覽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0月3日，版5。
114　 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文庫〉，《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2至第8號（臺北：臺灣總督

府學務課，1906年至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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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有中途退學者。115加上臺灣為典型農業社會，民眾對於新式的文化機

構—圖書館—的利用，根本從無使用的經驗與需要，因此，臺灣文庫服務的

對象應以在臺日人為主，缺乏廣大的讀者群，應是無法持續經營的原因之

一。

5   

資料來源： 筆者根據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文庫〉，《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2號
至第8號（臺北：臺灣總督府學務課，1906年至1912年）整理繪圖。

與進館讀者人次呈現相反的情形，臺灣文庫的圖書每年均穩定持續增

加，甚至增加的幅度亦令人訝異，在得書不易的先天環境下，竟能夠年年都

有藏書的成長，可以得知臺灣文庫經營者的努力與用心，圖書增加的原因，

一為政府機構與私人的捐贈，無論是日本中央政府各單位與臺灣總督府的出

版品，皆會寄贈；此外，不但在臺灣向民眾持續募書，也對外國駐臺灣的領

事館募集該國圖書；亦在日本各地募書，《臺灣日日新報》還特別介紹在東

115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1946年），頁7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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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向木下新三郎募到數百部的圖書。116二為文庫持續採購圖書，從《臺灣日

日新報》報導得知，甚至將全套的《古今圖書集成》購入典藏，117也不斷採

購新書。118從圖6的曲線圖可以清楚瞭解成長的情況。

6   

資料來源： 筆者根據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文庫〉，《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2至

8號（臺北：臺灣總督府學務課，1906年至1912年）整理繪圖。

臺灣文庫的營運內容，由於文獻資料的不足，僅能從上述的檔案中，整

理出關於藏書量的增加、閱覽人數的遞減與經營費用的拮据，我們將《臺灣

總督府學事年報》的歷年數據綜合歸納，整理如表1內容，就可以非常明顯

觀察到，臺灣文庫在這種缺乏有力的母機構支持與經費奧援的情形下，能夠

維持營運6年已屬艱難。

116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彙報〉，《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2月11日，版3。
117　不著撰人，〈古今圖書集成の到著〉，《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8日，版2。
118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の購書買入〉，《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2月5日，版2；不著撰人，

〈臺灣文庫の買入書〉，《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3月29日，版2；不著撰人，〈臺灣文庫新
規購入書目〉，《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29日；版2，不著撰人，〈臺灣文庫新規購入
書目（承前）〉，《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1日；版2，不著撰人，〈圖書蒐集報告に就
て〉，《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2月29日，版5；不著撰人，〈寄贈及購入書目〉，《臺灣日
日新報》，1904年9月18日，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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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臺灣文庫」歷年藏書、開放日數、閱覽人次與經費統計表
明治34年

1901
明治35年

1902
明治36年

1903
明治37年

1904
明治38年

1905
明治39年

1906
和漢書（冊） 9,978 12,213 12,680 13,185 13,586 13,599
洋書（冊） 283 430 626 701 737 737
合計（冊） 10,261 12,643 13,306 13,886 14,323 14,336
年度開館天數（日） 320 297 325 343 342 206
年度閱覽總數（人次） 1,680 762 939 639 489 166
每日開館平均閱覽數（人次） 5.25 2.57 2.89 1.86 1.43 無統計

閱覽費收入（圓） 41 23 25 22 17 無統計

年度支出總額（圓） 1,098 651 609 631 545 317

資料來源： 筆者整理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文庫〉，《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2號
至8號號（臺北：臺灣總督府學務課，1906年至1912年）製表。

經營臺灣文庫的核心幹部鑒於未來能持續經營，咸認為有擴大組織的必

要，開館的隔年，明治35年（1902）決議將「臺灣文庫」併入「臺灣協會臺

灣支會」的附屬單位。119然而成為「臺灣協會臺灣支會」的下屬單位，並未

改變「臺灣文庫」經營的窘境。即使後來在明治40年（1907）「臺灣協會」

擴大為「東洋協會」，120也無法讓「臺灣文庫」重新再恢復營運。121加上

日後的臺北市「市區改正」計畫122及房屋腐朽，明治39年（1906）8月11日

「臺灣文庫」正式閉館，5天後的8月16日淡水館被拆除，圖書移交「東洋協

119　雜報，〈臺灣協會支部の新事業〉，《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26日，版2。
120　 1905年日俄戰爭勝利後，隨著日本勢力之擴大，殖民領土範圍增加，擴大臺灣協會的規模，野

心範圍亟於東洋，1907年臺灣協會改稱為東洋協會。林呈蓉，《水野遵：一個臺灣未來的擘畫
者》，頁128-131。雜報，〈臺灣協會支部の新事業〉，《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26日，
版2。

121　 不著撰人，〈東洋協會と圖書館〉，《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5月21日，版2。該新聞報導自
從位於淡水館的「臺灣文庫」閉館後，該批藏書目前暫放置於天后宮內，該會正尋覓合適的建
築物，讓圖書館能夠早日開放供眾使用，但因保存條件太惡劣，藏書受蠹魚與潮溼危害，藏書
計為15,280冊。

122　 1900年8月23日公告「臺北城內市區計劃圖」，這個計畫對臺北城的街廓、道路、公園綠地、鐵
道路線與官方建築預定地，做全面性的規劃，可謂對臺北市區的未來發展影響深遠。黃俊銘，
《總督府物語：臺灣總督府暨官邸的故事》，頁30-32。由於計畫龐大，依照先後順序執行，
「淡水館」也面臨拆除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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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臺灣支部」來保管。123

該批圖書的命運多舛，本來先收藏在府後街的「天后宮」，124後來又遷

至臺北公園，但該處並不適合存放圖書，因此又轉遷於大稻埕六角街「林本

源商號」的倉庫，但一直遍尋不到合適的場地重新開放，125因而只能飽受蠹

魚和潮濕的危害，126「東洋協會臺灣支會」雖有意恢復文庫的設置，一度曾

進行復館的計畫，重新發動募捐興建館舍，無奈最後卻無法再次開館。127經

過塵封6年後，日後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接收。128

ׂ

一個文化事業要能永續發展，除須具備恢弘的企圖心，更需要有萬全

的經營計畫，充裕的預算是所有文化事業最基本的基礎，加上專業的經營團

隊，與積極的年度目標，確實可行的推廣活動，才能讓事業可長可久。

回顧臺灣歷史上第1個近代化的圖書館——臺灣文庫，自1901年開館至

1906年，因各種主、客觀條件而閉館，雖然其生命僅有短暫的6年，但從倡

議籌備期一直到最後的結束，期間有無數的關心人士，或宣傳、或募捐、或

捐書、或捐款、或支持，各種有形無形的奧援，無不盡心盡力。然因一來係

熱心文化臨時團體所成立，無雄厚的經費援助，明顯地就呈現先天的缺憾，

雖有小額捐款仍不敵固定的龐大營運支出，從歷年銳減的營運收入，與不斷

123　 不著撰人，〈淡水館ご臺灣文庫〉，《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8月7日，版2。該則新聞報導由
於淡水館面臨拆除，決定該月11日閉館，臺灣文庫的館藏交由峽謙齊等7人為整理委員，負責後
續交接事宜。

124　 又稱為「臺北天后宮」，是臺灣巡撫劉銘傳在光緒14年（1888）所建，原址位於現在臺北
二二八紀念公園內的國立臺灣博物館。

125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移轉〉，《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17日，版2。
126　不著撰人，〈圖書館と蟲害〉，《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12月20日，版3。
127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の再設〉，《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21日，版2。又見不著撰人，

〈圖書館の必要〉，《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7月24日，版1。
128　 不著撰人，〈東洋協會支部總會文庫開設方法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5月17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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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支出，即可預見閉館的結局。

再者，臺灣文庫所座落的館址為清季建築的「登瀛書院」，傳統中國式

的書院建築與現代化的圖書館格局本就不相容，再加上此處非單一圖書館的

用途，乃臺灣總督府的官員俱樂部，是1個多功能的場所，一般臺灣普通人

民如何輕易登堂入室，再加上當時臺灣民眾的生活經濟條件與教育程度，對

於利用圖書館的需求度極低，因此讀者人數不多且大部份是日本人士，就不

足為奇；第三雖有文庫的核心幹部與委員，但都非經營圖書館專業人員，雖

有心經營，因各種客觀條件未具備，即使擁有崇高的文化理想，無從有更落

實的推廣之道；最後在臺灣總督府重新擘劃臺北城的現代化市容改正的潮流

中，隨著「淡水館」的拆除，「私立臺灣文庫」從此走入歷史。

該批為數多達14,336冊的圖書，129經過「東洋協會臺灣支會」的熱心會

員們，不斷促請建議臺灣總督府盡速設立官方圖書館，130並提出建議書，並

聲明該建議若被臺灣總督府採納，經協會保管的所有原「臺灣文庫」圖書，

以及文庫基金與捐贈金2,221圓，和書架、閱覽檯、桌椅等家具，還有1份

「應購藏圖書書目」全部無償捐出，131終於在大正3年（1914）列入政府預

算，並於該年4月14公布臺灣總督府設立圖書館的設置辦法《臺灣總督府圖

書館官制》，132接收所有原來「臺灣文庫」藏書，延續圖書的生命，讓「臺

灣文庫」的精神，透過圖書典藏的轉移而繼續傳承。

總括而言，臺灣文庫是上層社會知識份子，在當時看到臺灣的社會情

形與文風，欲將日本國內漸已普及的圖書館引進，帶有啟發民智、移風易俗

的色彩，其創設意旨也多強調臺灣的文風不盛、人文未開、不守規律，因此

需要圖書館予以轉化民風。然而臺灣文庫的目的立意良善，提倡鼓勵閱讀以

提升文化水準，卻無法繼續經營，可以嘗試借用當代美國人類學家柯利佛格

129　伊能嘉矩，〈臺灣圖書館小史〉，頁24。
130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開設實行委員會〉，《臺灣時報》，第33期（1912年5月30日），頁2。
131　 山中樵，〈臺灣から（二）總督府圖書館の創業〉，《圖書館雜誌》，第22卷第12期（1928年

12月），頁290。
132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官制》，收入《臺灣總督府府報》，臺北，1914年4月23日，473期，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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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fford Geertz）的理論解釋，柯利氏認為文化是多層性的，當兩種不同

文化相接觸時，各層的反應是不一樣的，與文化價值有關的部分是最不容易

被撼動，與生活利益有關部分，比較容易改變。133用來解釋漢人傳統的文化

世界未曾出現提供給公眾使用的圖書館，圖書館借由日本籍的知識份子引進

臺灣，但是臺灣人民並不熟悉這個由西方文明所產生的新機構，因此導致最

後廢館的結局。

133　柯利佛格著、韓莉譯，《文化的解釋》（南京：譚林出版社，1999年），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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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Private Taiwanese Library—

Focusing on “Taiwan Daily News” 

Ching-hu Lin*

Abstract
The first “Private Taiwanese Library” in Taiwan was established in 1901 cost 

three years to prepare. This library was located in “Tamsui Building” which was 

the club for officials of the Taiwan Presidential Palace at that time frame, and it 

was easily to be misunderstood with color of the government. In fact, this library 

was opened for the public to read and hold exhibitions. It was run by member 

structure and charged from people to use.  

“Taiwan Daily News” which had lasted 47 years completely recorded the true 

Taiwan at that time frame, all aspects from rules, daily news, social phenomenon, 

to life styles, all truly reported. The newspaper had a very completely report of 

“Private Taiwanese Librar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tarted in 1898,the whole 

procedure of preparation, book raising, fundraising, operation, to the final closed, 

books transferred, and the after tracing report all in details. And this was the most 

completed record of the library.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report 

of “Taiwan Daily News” ruled by Japanese Governors to analyze the whole social 

atmosphere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library.

The study says that there are four reasons from subjective view and objective 

view why “Private Taiwanese Library” could not be continued running: the first, 

there was no 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 and apparently it is the born regret; the 

second, the location of the library was “Deng-Ying Academy” from the Ching 

Dynast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academic building was very different form the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Hsiup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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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design. Besides, the location was the club for the officials of the Taiwan 

Presidential Palace, people were less in study and most of them were Japanese; 

the third, the stuff of the library even they had higher ideals of culture, but weren’t 

professional, so they were thinking more and better than practicing and promoting; 

the final, “Private Taiwanese Library” was in history with the demolishing the 

“Tamsui Building” and the remodel of the Taiwan Presidential Palace to model 

city.

Keywords:  Private Taiwanese Library, Taiwan Daily News, social education, li-

brarianship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