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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本文探究日治時期移民到臺灣的宮原武熊醫師，將近 20 年在臺中的生

活軌跡以及對臺灣的貢獻。1920 年代臺中逐漸形成具有臺灣中部重要城市

的規模，吸引許多日本人移民到臺中，宮原武熊醫師就是在此時期來到臺

灣，於臺中開設宮原眼科醫院。對於一位出身鹿兒島士族，曾經留學德國並

且擁有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日本人而言，之所以會選擇留在臺中，

一方面是因為臺灣地處亞熱帶地區，對於一位從事眼科病理學研究的醫師而

言，是一個發揮長才的好地方。另一方面此時期臺中的醫療設施以及設備都

尚未完備，非常需要專業的眼科醫師，因此，臺中成為宮原醫師移居臺灣的

首選，甚至成為全臺灣遠近馳名的眼科權威。

宮原醫師不僅是醫學領域上有所貢獻，對於政治領域也多所涉獵，曾經

擔任臺中州協議會員、臺中州議會議員，並且和林獻堂、陳炘等人共組「東

亞共榮協會」，主張內臺融合、促進亞洲各國的進步，以及世界和平等，宮

原醫師具有高瞻遠矚的視野，關注世界情勢的變化，對於國內的制度不完備

或是社會組織有缺失之處，也會提出建言加以導正，是一位清廉正直，對社

會具有使命感的醫師。

關鍵字：日治時期、臺中、宮原眼科、宮原武熊、東亞共榮協會

投稿日期 2022 年 7 月 25 日、送審日期 2022 年 8 月 15 日、通過刊登 2024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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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統計日治時期移民臺中的日本人，從 1915 年到 1943 年日本人人

口數，從 6,920 人增加為 20,444 人，增加將近三倍之多，約佔當時臺中總

人口數的 20% 左右，其中 1920 年代是日本人移民臺中的最高峰，主要是

因為 1920 年臺灣總督府實施市制改正，臺中的行政地位提昇，加上臺灣總

督府對臺中的都市規劃與基礎建設漸趨完備。另外，就職業別而言，1920

年代移民臺中的日本人，主要是從事公務自由業（34.87%），其次是商業

（28.89%）和工業（25.53%）。1 由此可見，此時期的臺中逐漸形成具有臺

灣中部重要城市的規模，因此，吸引許多日本人移民到臺中。宮原武熊醫師

此時期來到臺灣，並且於臺中開設宮原眼科醫院，對於一位出身鹿兒島士

族，曾經留學德國並且擁有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日本人而言，為何

會選擇留在臺中？根據本研究的調查，一方面是因為臺灣地處亞熱帶地區，

對於一位從事眼科病理學研究的醫師而言，是一個發揮長才的好地方，另一

方面此時期臺中的醫療設施以及設備都尚未完備，非常需要專業的眼科醫

師，因此臺中就成為宮原醫師移居的首選，甚至成為全臺灣遠近馳名的眼科

權威。

透過歷史調查與研究，探究日治時期移民到臺灣的宮原武熊醫師，將近

20 年在臺中的生活軌跡以及對臺灣的貢獻，藉此能夠了解日治時期臺中舊

城區的發展與變遷，從 1927 年宮原醫眼科醫院的設立，到 1933 年宮原武熊

宅邸的興建，可得知當時臺中都市發展的軌跡，以及都市人口增加形成逐漸

往外擴展的趨勢。另外，1920 年代可以說是臺灣人追求自由民主運動的起

點，也是臺灣歷史巨大變動的時代，東亞新崛起的日本帝國日益穩固，對於

1　陳靜寬著，《從省城到臺中市 : 一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 (1895-1945)》（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 年

12 月），頁 96-104、頁 11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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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殖民從初期的軍事治理，進入文官治理的時期，臺灣人在被日本殖民

的同時，也見識到近代西方的文明與思想，並開始反思臺灣的處境，推動文

化啟蒙運動，傳播近代文明的價值，倡議社會改革的運動等，並且以追求自

由民主以及平等主義為主要的目標。2

1921 年 1 月由林獻堂為首第一次向帝國議會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

書》，同年 10 月在蔣渭水的號召下，「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北成立。換言之，

近代社會運動的運作模式在臺灣首次登場，然而，對於殖民統治者而言，擔

心這些臺灣的政治社會運動會危及統治的權威，再加上 1930 年代以降中日

戰爭爆發，便開始打壓所有政治社會運動的空間。然而，此時期由臺灣人與

日本人共同發起的「東亞共榮協會」在臺中成立，對於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

運動而言，可說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1933 年 12 月打著「大亞細亞主義」的旗幟，訴求「東亞共榮」的理想，

由宮原武熊醫師與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幹部陳炘等人共同組成「東亞共榮協

會」，對於殖民統治者而言，此協會設立的目的是為了瓦解臺灣政治社會運

動陣營而創設的緩衝裝置，對於臺灣政治運動者而言，則是希望利用這個主

張，要求內臺融合，企圖擴展臺灣人的生存空間。3 在此背景之下，身處在

殖民統治者與臺灣人之間的宮原醫師，究竟扮演甚麼樣的角色，非常值得深

入探討與研究。

為了瞭解 1920 年代到 1945 年之間，日本人在臺中的生活樣貌以及歷史

軌跡，本文將以宮原武熊醫師作為研究的主題，深入探討宮原醫師於醫學、

政治以及社會等領域的影響力以及對臺灣的貢獻。本文將從以下四個部分來

2　陳翠蓮，《百年追求 : 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 自治的夢想》（新北：衛城出版，2013 年），頁 30。

3　何義麟，〈1930 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 ──以臺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臺灣文史學報》，

創刊號（2009 年 11 月），頁 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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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首先，介紹宮原武熊的生平背景，包括：出生、家庭、求學以及留學

等經歷，同時透過當時的報章雜誌對於宮原醫師的介紹與評價等，了解他的

個性以及為人；其次，探討宮原醫師於醫學上的成就以及對醫療上的貢獻；

接著，分析宮原醫師在政治領域方面的成就以及影響力，特別是在「東亞共

榮協會」扮演的角色以及政治意涵等；最後，透過當時的報紙以及雜誌等探

討宮原醫師於社會、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參與以及貢獻。

貳、宮原武熊醫師生平介紹

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正值日本從幕府封建制度邁向近代化國

家體制的時期，明治維新正式揭開日本邁向近代化國家的序幕，明治維新的

原動力為西南雄藩的下級武士，他們鑑於外患頻仍，於是聯合朝廷的公卿、

諸藩的上層武士以及社會的中間階層，倡導尊王攘夷，迫使德川幕府就範，

而達成大政奉還，實現王政復古。此時期，日本政府一方面必須處理內政的

問題，一方面急於追趕歐美列強。1874 年為解決琉球與清朝藩屬問題而發

動征臺之役（又稱為牡丹社事件），此戰役是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發動的第

一個對外戰爭，同時也是日本脫離華夷秩序的一個試金石，更可說是揭開日

本帝國主義序幕的重要戰役。宮原武熊醫師就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邁向

近代化國家的背景下出生。

1874 年 1 月 13 日宮原武熊出生於鹿兒島縣川邊郡知覽村，父親宮原

勇輔為鹿兒島士族，宮原武熊為家中的四男，1900 年 12 月畢業於愛知醫學

校，1901 年 2 月取得開業證明，同年 2 月到 5 月於鹿兒島川邊郡知覽村開

業。同年 5 月東京帝國大學醫科選科入學，同年眼科學修了，190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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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04 年 11 月於鹿兒島市以眼科專門開業，1904 年 11 月留學德國慕尼黑

大學，專攻眼科學研究以及病理學研究，1906 年 11 月取得醫學博士學位，

1907 年 2 月於奧地利大學從事眼科學研究，同年 12 月遊歷德國、奧地利、

匈牙利、俄國、比利時、荷蘭、西班牙、義大利、法國、英國、美國等各國。

學成歸國之後，同年 12 月開始至 1918 年 2 月以眼科專門在鹿兒島市開業，

同時 1917 年 4 月到 1918 年 2 月宮原醫師曾經到九州大學醫學部從事眼科生

理學研究。4

1908 年宮原醫師與同樣是鹿兒島士族相良熊次郎的長女，相良政（1889

年 3 月生，與宮原醫師相差 15 歲）結婚，1912 年 9 月長女美佐出生（畢業

於鹿兒島高女，之後嫁給醫學博士福島鉄哉）。1918 年 6 月宮原醫師進入

東京帝國大學傳染病研究所從事細菌學方面的研究（1918 年 6 月 -1924 年

12 月宮原係東京帝大傳染病研究所在籍），1923 年 2 月到 10 月因學術研究

之需而前往那霸市出差開業，同年 6 月 18 日取得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

位，1924 年 2 月於東京市四谷區開設眼科專門醫院，同年 12 月再次因學術

上的需要到沖繩縣那霸市開業。5

1924 年 11 月宮原醫師第一次來臺，以東京代表的身分參加臺灣全島醫

學大會，當時宮原醫師發表關於不明熱以及治療此種疾病的特效藥相關論

文，經過多年研究發現除蟲菊成分中萃取出的物質，對於不明熱具有特殊

的藥效，因此，藉此次醫學大會公開讓更多人受惠。6 1925 年 7 月 27 日被

任命擔任臺灣總督府臺南醫院醫長一職，敘高等官五等，二級俸（年 4,100

4　根據臺灣總督府檔案中顯示宮原武熊出生日期應該是明治 7 年 1 月 13 日，然而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

所顯示雖為明治 7 年 12 月 13 日，應為誤植，故本文採用臺灣總督府檔案之資料為依據。臺灣新民報社編，

《臺灣人士鑑》（臺灣新民報社，1937 年），頁 355。「宮原武熊（〔任府醫院醫長〕、陞等、俸給、勤務）」

（1925-07-01），〈大正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 ( 高 ) 第四卷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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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4003022。

5　大日本博士録編輯部編，《大日本博士録 VOLUME Ⅳ》（東京：発展社，1930 年），頁 749-750。

6　〈不明熱特效藥と花柳病の予防法を齎した宮原、橋本二博士〉，臺灣，《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1 月 13
日，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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円）。7 同年 10 月從六位（官職）。8 1926 年 3 月以家庭因素等為由，辭去

醫院醫長一職。9 根據臺灣警察協會雜誌報導，同年元旦，擔任臺南醫院醫

長的期間，宮原醫師曾經南下高雄州四重溪附近，為當地的原住民進行免費

治療，約有原住民 60 餘人以及本島人約 300 人前往求診，成效非常良好。10

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著《理番誌稿》所述，宮原醫師於擔任臺南醫院眼

科醫長期間前往四重溪附近進行義診，包含來自牡丹社、高士佛、四林格社、

加芝來社等地的原住民。11

1927 年 7 月 4 日宮原醫師為牡丹社事件遇害的琉球居民建立紀念碑一

事再度來臺，宮原醫師除了醫學研究之外，對於史實的研究也不遺餘力，經

過他的研究發現，當時一般人認為是琉球籍漁民前往清帝國朝貢的途中，遇

到颱風而漂流到臺灣南部的牡丹社，遭到原住民的殺害，事實上經過宮原醫

師的調查發現是宮古島八重山的住民要向琉球王朝貢的途中遇害，一行人共

69 名，途中有 3 名失蹤，54 名遭原住民殺害，倖存的 12 名，由於受到臺灣

人劉天保 12 的協助才得以脫困，因此，發起募集資金在沖繩縣設立紀念碑。13

7　「宮原武熊（〔任府醫院醫長〕、陞等、俸給、勤務）」（1925-07-01），〈大正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永久保存進退 ( 高 ) 第四卷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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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003022。

8　「宮原武熊等 2 名之人事命令」（1925-10-15），〈宮原武熊外一名（宮內省）〉，《大正 14 年 12 月臺灣總

督府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23689a001。

9　「〔府醫院醫長〕宮原武熊免官」（1926-3-31），〈臺灣總督府檔案 / 總督府公文類纂 / 昭和元年 / 永久保存

進退 ( 高 )/∅ / 高等官進退原議一至三月分〉，《昭和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 ( 高 ) 第一卷乙

秘書》，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045042。

10　〈宮原博士の蕃人の眼病診療〉，《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926 年 2 月 1 日，頁 273-274。

11　台湾総督府警務局編，〈大正十五年－宮原眼科部長の番人眼病治療〉，《理蕃誌稿　第 5 編》（臺北：台

湾総督府警務局，1938 年），頁 1116。

12　根據郭伯佾〈從琉球藩民墓碑文探索牡丹社事件〉一文中指出 54 位琉球漂民遭殺害之後，將其遺骸收拾埋葬

之主事者應如〈琉球藩民墓碑〉所載，為「鄧天保」其人，伊能嘉矩抄錄碑文時，作「劉天保」應是筆誤，

故推測宮原武熊應是根據伊能嘉矩的調查，而將鄧天保誤植為劉天保。郭伯佾，〈從琉球藩民墓碑文探索牡

丹社事件〉，《實踐博雅學報》，第 22 期（2015 年 7 月），頁 89-95。

13　〈遭難琉球民の記念碑を建立すべく來臺した宮原博士 遭難史實の誤謬も發見したと〉，臺灣，《臺灣日日

新報》，1927 年 7 月 8 日（昭和 2 年 7 月 8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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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7 月 12 日宮原武熊首次來到臺中，初期居住的地點推測是在臺

中市寶町二丁目六番地（今中區公園里），根據地籍及戶籍資料推斷其應

為租屋或借居，除宮原武熊夫妻外，還有來自沖繩之雇員（看護婦）1 名，

1928 年 5 月以及 10 月期間曾經短暫居住於臺中市綠川町一丁目八番地（今

中區綠川段）以及臺中市末廣町一丁目一番地（今西區）。1929 年 11 月 1

日取得臺中市橘町三丁目五番地即「宮原眼科醫院」所在地的所有權，開設

宮原眼科醫院。而後因為女兒來臺依親與雇員增加等需求，以及宮原醫師與

中部內臺人士成立「東亞共榮協會」，因應組織成立後聚會之所需，1933

年購入臺中市新高町 116 番地的土地（今宮原武熊宅邸），並且興建自宅以

因應當時的需求。14

1938 年間宮原武熊女婿（醫學博士福島鉄哉）以及外孫共 3 人來臺依

親，而後與長女共同轉籍於臺中市橘町三丁目五番地（宮原眼科醫院），

1938 年 10 月 9 日《臺灣日日新報》記載有關宮原眼科醫院竊盜犯逮捕的新

聞，內容提及：臺中州會議員宮原武熊宅遭竊盜入侵，嫌犯為本籍臺北市賴

金清（19 歲），據稱於 9 月 12 日及 13 日深夜兩度闖入臺中市橘町宮原眼

科病院，從二樓會客室潛入偷走博士千金的手錶以及現金等財物。15 宮原武

熊醫師女兒一家人於 1942 年再次入籍臺中市新高町 116 番地，推測其原因，

在於居住空間不足之情況下，先搬離後待住宅興建完成再遷入。換言之，宮

原武熊宅邸的興建以及完工應該是在 1933 年至 1942 年間，這段期間正是宮

原醫師最熱衷且活躍於當時的政治以及社會活動，宮原武熊宅邸的興建可說

是當時的社會地位以及政治人物的身分象徵。

14　陳柏年計畫主持，《臺中市歷史建築「臺中市市長公館」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臺中市：臺中

市政府社會局，2019 年 12 月），頁 2-37-2-40。

15　〈宮原醫院の竊盜犯逮捕〉，《臺灣日日新報》，臺灣，1938 年 10 月 9 日（昭和 13 年 10 月 9 日），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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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醫學方面的研究

關於宮原武熊醫師在醫學方面的貢獻，主要可以分成兩部分，一是指

醫學研究方面的成就；二是醫療方面的貢獻。關於醫學研究方面：主要指

1923 年宮原醫師獲得東京帝國大學博士學位之後，發表多篇具有獨創性以

及實用性的醫學研究論文以及報導。另外，關於醫療方面的貢獻，主要是指

1927 年宮原醫師來到臺中開設宮原眼科醫院，由於醫術精湛，不僅是臺中

甚至成為當時臺灣的眼科權威醫師，對於臺灣眼科醫療有很大的貢獻。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9 月 27 日刊載的〈博士列傳（三）〉報

導中，關於醫學博士宮原武熊的介紹提及：繼任臺南醫院尾崎眼科醫長之後，

同樣畢業於愛知醫學大學的宮原武熊，曾經留學德國獲得醫學博士，回國之

後，先後在東京以及家鄉開業，曾於九州醫科的眼科學以及生理學研究室從

事研究，並且於東京醫科傳染病研究所，繼續鑽研眼科細菌學的研究，對於

眼科醫學的研究孜孜不倦，同時曾經赴沖繩，一邊進行醫學研究一邊為病患

進行一般診療，經過 20 年的努力不懈，終於提出研究多年的心血結晶《過

血糖動物眼球ノ對炎抵抗力減弱竝全眼球炎ノ成因ニ關スル實驗的研究》

（有關多血糖動物眼球對發炎抵抗力減弱以及全眼球發炎成因的實驗性研

究）的學位論文，並且於 1923 年 6 月獲得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1924 年

於新宿御苑前開設眼科專門醫院，由於醫術精湛，獲得病患的信賴。宮原醫

師生性喜愛旅遊，對於南國充滿好奇心，並且認為在異地與病患之間建立關

係也是學術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16 由此可知，這可能是促使宮原醫師遠

渡來臺灣的重要因素之一。

1924 年至 1932 年間，宮原武熊醫師陸續發了多篇的醫學相關論文以及

16　〈博士列傳 ( 三 ) 医学博士宮原武熊氏〉，《臺灣日日新報》，臺灣，1925 年 9 月 27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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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包括 :1. 「除蟲菊ノ有効成分ノ研究」（除蟲菊含有之有效成分的研

究）；17 2.「急性傳染病後ニ起ル硝子體溷濁症ノ成因ニ關スル實驗的研究」

（急性傳染病後引起的玻璃體混濁症的成因之相關實驗研究）；18 3.「余の

改良せるグラム染色法に就て」（關於本人改良的格蘭氏染色法（Gram’s 

stain） ）；19 4.「綱膜剝離に對する自家考察の手術的療法の 2 例」（本人

考察的視網膜剝離手術療法兩例）；20 5.「過去 2 箇年間に於ける眼科學界

の回顧」（回顧過去兩年間的眼科學界）；21 6.「失明防止に就いて」（關

於預防失明）等。22

1925 年 7 月宮原武熊再度來臺灣，擔任臺南醫院眼科醫長，隔年辭職

返回東京再開設眼科醫院。1927 年 7 月三度來臺，於臺中市開設宮原眼科

醫院。根據 1936 年出版的《臺中市管內概況》一書中，關於當時臺中市私

立醫院的相關調查資料，即可發現宮原眼科醫院的登錄，當時該醫院可收容

住院病患 55 人，病房數有 22 間。相較於其他的私立醫院最多僅能容納 28 人，

而府立臺中醫院也不過容納病患 187 人。23 由此可知，宮原眼科醫院在當時

算是大型的醫療院所。而宮原醫師醫術精湛，可說是當時臺灣的眼科權威。

另外，根據 1932 年出版的《臺灣人物展望》一書中，關於宮原醫師的介紹

17　宮原武熊，〈除蟲菊ノ有効成分ノ研究〉( 除蟲菊含有之有效成分的研究 )，《第十九回臺灣醫學大會紀事》，

卷別 :23，號別 :237（1924 年 11 月 30 日），頁 101-102。

18　宮原武熊，〈急性傳染病後ニ起ル硝子體溷濁症ノ成因ニ關スル實驗的研究〉( 急性傳染病後引起的玻璃體混

濁症的成因之相關實驗研究），《第二十回大會紀事》，卷別 :24，號別 :248（1925 年 11 月 28 日），頁 93。

19　宮原武熊，〈余の改良せるグラム染色法に就て〉( 關於本人改良的格蘭氏染色法 (Gram’s stain) )，《通信》，

卷別 :30，號別 :318，（1931 年 9 月 28 日），頁 155。

20　宮原武熊，〈「綱膜剝離に對する自家考察の手術的療法の 2 例〉（本人考察的視網膜剝離手術療法兩例），

《通信》，卷別 :30，號別 :316（1931 年 7 月 28 日），頁 83。

21　宮原武熊，〈過去 2 箇年間に於ける眼科學界の回顧」（回顧過去兩年間的眼科學界），《通信》，卷別 :31，

號別 :323（1932 年 2 月 28 日），頁 125。

22　宮原武熊，〈失明防止に就いて〉（關於預防失明），《通信》，卷別 :31，號別 :327（1932 年 6 月 28 日），

頁 148。

23　臺中市役所，《臺中市管內概況》（臺灣新聞所，1936 年 10 月 25 日），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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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宮原武熊是臺中市眼科專門開業醫師，以眼科界的權威聞名，病患不

遠千里之外來求診，每天求診的病患百餘名，門庭若市盛況空前，當時宮原

的名聲不僅止於臺中，甚至可說是全臺灣家喻戶曉的知名醫師，同時收入也

頗豐厚，雖然擁有博士的頭銜，卻絲毫沒有任何架子，非常平易近人。24

根據宮原醫師發表於《社會事業の友》，「失明防止に就いて」（關

於預防失明）文章中指出：針對臺灣失明人口比例和其他國家比較起來相

對高的問題，他認為臺灣之所以失明人口比例偏高，一方面是因為教育尚未

普及，人民普遍知識水準不高，衛生習慣不良等；另外一方面是因為臺灣

位於亞熱帶地區，氣候較為潮濕、風沙較多、家屋通風不良、日常生活的清

潔程度不足等。因此，他認為防治失明最好的方法就是「良好的生活習慣」

的養成，從職業別來看，失明人口中大多是從事農業或是幫傭等低下階級的

人，因此，很容易造成社會問題。根據文中指出當時臺灣是一個盲人很多的

社會，有必要推行防治失明的運動，宮原認為必須教育人民從生活習慣改善

起，特別是手部清潔非常重要，因此，宮原積極推廣各地有關手部清潔的衛

生觀念，藉此改善因細菌感染所產生的疾病，甚至造成失明的嚴重後果。他

提出的具體防治方法包括；各地舉辦演講會推廣防治方法、以海報以及手冊

等文宣品告知正確的預防方法、學校以及開業醫師必須負責通報以及宣導

等。25 由此可知，宮原醫師對於推廣衛生教育方面也有頗有貢獻。

綜合上述，宮原醫師不但是醫術精湛，同時對於眼科病理學以及細菌

學研究方面也獲得極高的評價，同時對於臺灣眼科衛生教育的推廣也是不遺

餘力。特別是宮原醫師對於原住民的疾病治療感到非常有興趣，因此，來到

臺灣之後，擔任臺南醫院醫長期間，宮原醫師曾經到高雄四重溪幫原住民義

24　住屋三郎兵衛，《臺灣人物展望》（臺灣月旦社，1932 年 6 月 21 日），頁 81-82 。

25　宮原武熊，〈失明防止に就て〉，《社會事業の友》（臺灣社會事業協會，1932 年 6 月 6 日），頁 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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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由於醫學研究的需要，宮原醫師最初來臺灣主要是為了蒐集更多原住民

的資料作為研究樣本。26 換言之，根據調查宮原醫師之所會遠渡來臺灣的理

由，一方面是因為宮原醫師本身就喜愛旅行，對於像臺灣這樣南國的地方充

滿好奇心，另一方面希望藉由來到地處亞熱帶的臺灣，對於眼科醫學研究能

夠有更大的貢獻。

肆、政治方面的活動

1919 年臺灣總督府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上任之後，積極推動「內

地延長主義」的背景之下，大規模改革地方制度，公布「臺灣總督府地方官

官制」，依此地方官官制以及地方行政區劃進行改制，至此全臺的行政區域

逐漸固定。臺灣總督府公布「臺灣州制」、「臺灣市制」、「臺灣街庄制」，

將全臺劃分成五州二廳，雖標榜的是地方自治，但是依據州制設制的協議會

僅為諮詢機關，沒有議決權，協議會員均為官選，並無自治之實質可言。27 

1920 年 7 月 30 日公布州制以後，臺中州設州協議會為知事之諮詢機關，州

協會員任期為二年，由臺灣總督府就州內住民中較有名望學識者任命之，定

額為 20 人以上 35 人以下。議長由州知事兼任。1920 年至 1936 年前後共 8 屆，

宮原武熊於 1931 年至 1936 年期間曾經擔任臺中州協議會員。28

根據調查宮原武熊於擔任臺中州協議會員期間，曾經多次提出質詢以及

發言。例如：1931 年（昭和 6 年）臺中州協議會會議中，宮原針對臺中州

26　《大日本博士録 VOLUME Ⅳ》，頁 749-750。

27　陳靜寬，《從省城到臺中市－一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 (1895~1945)》，頁 61-65。

28　「原正知外百四十名」（1932 年 10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官報 / 人事 / 敘任及辭令〉，《臺灣總督府官報》，

第 1636 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71031636a010；「鈴木英男外三百三十四名」（1934 年 10 月 1 日），

〈臺灣總督府官報 / 人事 / 敘任及辭令〉，《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2215-2238 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

0071032215e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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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度預算進行質詢。29 1934 年（昭和 9 年）臺中州協議會會議中，他認為

現行農業的栽種管制，應該要放寬，並且朝更多元的農業發展方向。另外，

關於疾病的防治方面，包含：瘧疾以及結膜眼等，他建議應該提出更有效的

防治方法。30 1935 年（昭和 10 年）臺中州協議會臨時會中，宮原提出興建

綜合會館的建議等。31 由此可見，宮原武熊於擔任協議會員時期，對於地方

政治事務非常關注，並適時提出建言。

1935 年 4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公布修訂臺灣州制，依此擴大自治立法權

的範圍，自 1936 年起實施，按規定州置州會，由議長及州會會議員組織之，

臺中州議長以州知事充任，州會議員定額為 20 人以上 40 人以下，半為官選

半為民選，選舉被選舉權之資格及條件為 25 歲以上之男子，有獨立生計之

能力，在州內居住半年以上，並繳納市街庄歲年額五圓以上者為符合資格，

任期 4 年，由市議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以間接選舉方式選舉之。臺灣總督

府藉此改革希望能夠擴大自治立法權的範圍，平息島內對於地方自治權的抗

爭運動。32

1936 年 11 月 20 日宮原武熊當選第一屆臺中州會議員，當時是以民選

的方式當選第一選區的州會議員，此次選舉之前，楊肇嘉、陳炘、黃朝清等

三人與宮原武熊在臺中醉月樓聚會，三人一致決定原先預計參選的黃朝清退

出，改由推舉宮原武熊參選臺中州會議員的選舉。這對於當時的臺灣政治具

有非常重要意義，身為日本人的宮原武熊卻能夠被臺灣人所認可，在當時被

認為是內台融合的實例。33 

29　臺中州，《昭和六年臺中州協議會通常會會議錄》（臺中州，出版年不詳），頁 149-151。

30　臺中州，《昭和九年臺中州協議會通常會會議錄》（臺中州，1937 年 1 月 18 日），頁 128-131。

31　臺中州，《昭和十年臺中州協議會通常會會議錄》（臺中州，1937 年 1 月 18 日），頁 26-27。

32　王秀如，〈戰後臺中縣地方派系與地方發展：以縣議會為中心 (1950~199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

士論文，2008 年 1 月），頁 23。

33　〈臺中立候補之互讓内臺融和實例揚陳黄三氏支持宮原氏〉，《臺灣日日新報》，臺灣，1936 年 11 月 4 日（昭

和 11 年 11 月 4 日），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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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11 月 20 日宮原武熊以官選的方式再度當選臺中州議會議員 34，

之後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選舉停辦，直到日本統治結束，臺灣人共有兩次的

地方選舉的經驗。另外，1938 年至 1944 年期間宮原武熊也曾經擔任臺中州

參事會員，州參事會由知事、內務部長、及州會議員 5 人組成，其職權為答

覆州議會委任事項，作為州知事諮詢機關的性質。由此可知，宮原武熊不但

是見證臺灣地方自治選舉，由於學識豐富再加上社會地位崇高，備受當時統

治者的倚重，連中部地方人士都對他禮遇三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降由於國際情勢的轉變，再加上中國辛亥革命對日

本造成衝擊等背景之下，日本逐漸形成一種結合「亞洲主義」以及「國際正

義」所建構的新的國際政治觀。1931 年 9 月滿州事變的爆發主要是由於日

本資本主義的特殊構造，以及軍國主義的侵略性，直接的動機則是受到世界

性不景氣影響所引起的日本經濟與政治的危機。滿州事變以降，日本外交上

受到歐美的孤立，回歸亞洲的日本，卻因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引發更大

反日浪潮。事實上，此時期日本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

降以英美主導所建立的華盛頓體制以及凡爾賽體制，企圖建立一個「世界新

秩序」，此即所謂「大亞細亞主義」「東亞新秩序」以及「大東亞共榮圈」

的形成背景。

1930 年代的日本，打著「大亞細亞主義」的旗幟，訴求「東亞共榮」

理想的右翼團體先後成立，作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的臺灣，同時也是日本帝

國主義南進政策最前線的臺灣，此時島內最值得注意的呼應團體應該是「東

亞共榮協會」。35 1933 年 12 月 29 日由臺中地區的日本人與臺灣人成立的地

方團體組織，主要成員包含：陳炘、楊肇嘉、林獻堂、葉榮鐘等，都是由地

34　「任命シタル州會議員ノ住所及氏名」（1940 年 11 月 20 日），〈臺灣總督府官報 / 告示〉，《臺灣總督府官報》，

第 4029-4054 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71034046a002。

35　陳翠蓮，《百年追求 : 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 自治的夢想》，頁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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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資產階級主導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幹部，其中日本人當中最為積極的即

是宮原武熊醫師。36

1933 年 12 月間，宮原醫師在私下的聚會中向地方自治聯盟幹部陳炘提

議，在大亞細亞主義運動潮流下，日臺人應共同組織一個亞細亞聯盟。陳炘

認為，當前應該要以「內臺融和」為基礎工作，兩人討論之後決定召開座

談會進行討論。宮原認為臺灣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土，應該呼應國內的愛國行

動，成立亞細亞聯盟。但是，陳炘認為臺灣雖然是帝國的領土，但內地人與

臺灣人無法融合，不能平等、不能同心，如何組成亞細亞聯盟。宮原表示既

然這樣的話，應該找來臺中地方仕紳，舉辦座談會聽聽大家的意見。同年

12 月 10 日宮原武熊、陳炘、黃朝清、葉榮鐘等人在市民館召開座談會，同

意臺灣的大亞細亞主義應以內臺融合為基礎。37

此後，繼續召開了幾次座談會討論，大家一致同意有必要組織一個促

進東亞民族融合之團體。接著再經過幾次的籌備會之規劃，終於在同年 12

月 29 日在臺中市公會堂舉行「東亞共榮協會」之成立大會。東亞共榮協會

的幹部全都是臺中州地方官員與各界代表性人物，因此可以說是一個地方團

體，而非全島性的組織。38 東亞共榮協會成立之後，積極展開宣傳活動，並

且舉辦許多演講會以及座談會，1934 年 2 月 10 日在臺中公會堂舉辦演講會，

聽眾約 200 餘人，隨後在臺中州境內各地舉辦演講會，並且在彰化、員林、

豐原、南投等地設立分會招募會員，以宣揚大亞細亞主義以及內臺融合的理

念。

東亞共榮協會成立之後不久即內部紛爭不斷，該會成立宗旨主張「內臺

36　東亞共榮協會主要幹部包括：理事，宮原武熊、陳炘；委員，田原哲太郎、今井倉治、渡邊國弘、日高茂、

長岡寬、關根重憲、黃朝清、楊肇嘉、葉榮鐘、洪元煌、張煥珪、張聘三；顧問，竹下豐次（臺中州知事）、

中田榮次郎、二瓶源吾、今田卓爾、林獻堂；相談役，入佐藤次郎。

37　陳翠蓮，《百年追求 : 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 自治的夢想》，頁 194-195。

38　何義麟，〈1930 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 ──以臺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頁 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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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然而一開始內、臺之間的衝突就不斷的發生，這一點不僅突顯殖民

統治的矛盾，也暴露大亞細亞主義口號之虛妄。39 關於日本人內部衝突的部

分，主要是指以宮原武熊為代表的一方，較強調內臺之間的平等關係；另一

方人數較多的日本人，則是較強調皇國歷史文化的優越性，要求臺灣人應致

力皇民化，兩派之中宮原方面獲得臺灣人的支持，然而卻因此遭到許多日本

人強烈的攻擊，認為他出賣國家民族，由於宮原武熊這一派背後有臺中州知

事竹下豐次的強力支持，雙方尚能維持均勢的情勢，1935 年初竹下豐次知

事被調走，轉任關東州長官之後，在日本官民雙重壓力之下，東亞共榮協會

終於無法久存，1936 年 10 月協會被臺中州當局接管而瓦解。

1936 年 10 月 1 日在臺中市新富小學校（現在的光復國小）講堂舉行臺

中市民風作興協議會，藉此推動國語普及、衛生觀念、以及各種日本國民精

神運動等，由藤田淳教市尹主持，官民約有百餘人參加，會中宮原武熊對於

實行事項中，紀元年號需使用皇國紀元年號一事，主張強烈反對的意見。宮

原認為在他從事醫療相關工作或醫學研究的時候大多使用西曆紀元，若使用

皇國紀元在實際生活上將會帶來諸多不便。此話一出，引起在場與會人士一

陣錯愕，紛紛指謫宮原的言論是非國民的主張，極力反對，會場陷入混亂之

中，最終由藤田市尹極力安撫之下，使得通過原案，暫時平息一場風波。40

同年 10 月 7 日原本擔任臺中鄉軍分會顧問的宮原武熊，由於激烈言論遭到

許多日本人的責難以及批評，紛紛要求宮原必須辭去顧問的職務，最後在眾

人的勸說之下，宮原主動辭退鄉軍顧問一職，此事件才暫時落幕。41

39　何義麟，〈1930 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 ──以臺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頁 256-257。

40　〈宮原氏の言辭に議場極度に混亂 臺中市の作興協議會〉，《臺灣日日新報》，臺灣，1936 年 10 月 2 日（昭

和 11 年 10 月 2 日），版 5。

41　〈鄕軍臺中分會將勸宮原氏辭退顧問〉，《臺灣日日新報》，臺灣，1936 年 10 月 8 日（昭和 11 年 10 月 8 日），

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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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10 月 9 日「東亞共榮協會」召開委員會，宮原武熊與陳炘兩位

理事以及委員全部出席，經過協議之後，決定該協會將移轉至臺中州政府，

10 日宮原與陳兩位理事，拜訪鶴知事代理，表達將協會移轉至臺中州之決

定，之後並且發表聲明書。42 至此大東亞共榮協會徹底瓦解，曾經參與東亞

共榮協會的作家張深切對協會下了註解說：「表面上看來未嘗不是冠冕堂

皇，實際上卻是吳越同舟同床異夢」，「臺灣社會運動史上最特殊的組織，

也可以說是臺日兩民族智力鬥爭最精彩的一幕。」43「東亞共榮協會」成立

之初是以「內臺融合」與「日華親善」為口號，訴求東亞共榮的理想，殖民

統治者表面上是為了確立日本在大亞細亞主義運動的指導地位，透過臺灣納

編散佈在亞洲其他地區具有勢力的華僑，真正最重要的政治目標是希望終止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另一方面而言，被統治者的臺灣人則是希望透過協

會達到真正的內臺融合，以及日臺平等，至於最終的政治目標是希望實現臺

灣的地方自治。

換言之，東亞共榮協會內部的問題，正可說是呈現出當時日本統治臺灣

社會的矛盾之所在。雖然日本殖民統治者表面上說希望「內臺融合」「日華

親善」，但是，事實上卻是打著「大亞細亞主義」的旗幟，強化大日本帝國

主義統治的目的。因此，當臺灣人希望能夠爭取更多的權利，至少能夠爭取

和日本人同等待遇時，卻屢屢遭受到打壓，此時介於日本人與臺灣人之間的

宮原武熊深感這當中的矛盾，希望能夠扮演中介的角色，但是卻遭到日本人

的排擠以及批評，最終只有走向失敗的道路。

42　〈東亞共榮協會移讓于州 州擬發聲明書〉，《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10 月 13 日（昭和 11 年 10 月 13 日），

版 5。

43　陳翠蓮，《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一自治的夢》，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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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社會與教育方面的參與以及建言

1933 年 12 月《臺灣時報》刊登一篇宮原武熊的文章〈女の伴はぬ植民

は不成功（沒有女伴的殖民是無法成功）〉，針對日本海外移民以及殖民南

洋時，宮原認為應該攜伴女眷一起前往海外發展比較好，若是只有男人前

往海外將會面臨傳宗接代的問題，而且通常無法長久發展，若能攜帶女眷則

可以一起在海外打拼，並且在當地建立日本村或是日本町等，如此一來才是

長久之計。另外，他還建議日本在移民荷屬東印度（今印尼）時，應該爭取

讓日本醫師能夠在當地開業的權利，他發現移民荷屬東印度的日本人，最痛

苦的事是生病時，找不到日本人的醫師，不僅是因為語言的問題，診療的費

用也非常昂貴，對經濟上造成很大的負擔，因此，他主張應該向當地政府爭

取，讓日本醫師也能有開業的權利，這對於日本的海外移民將會有很大的助

益。44

1939 年宮原武熊醫師出版一本關於《梧棲築港に伴ふ工業港の位置變

更希望に救いて（有關隨著梧棲建港工業港位置變更所帶來的希望）》。臺

中港（舊稱梧棲港）以前是天然良港，與彰化鹿港同為大陸移民與商人前來

臺灣中部登陸與通商的口岸，後來因港灣淤塞而漸漸沒落，日據時期計畫在

中部築港使之與北部基隆港、南部高雄港並列為臺灣三大港口，這是日本總

督府為配合「南進政策」而擬定的實業建設之一。1938 年 3 月 10 日發布「臺

中州梧棲港築港計畫」，1939 年 9 月 25 日舉行築港開工典禮，並將新港命

名為「新高港」，計畫開闢為包括：漁業、商業、工業的大港。1941 年 1

月 14 日更發表「新高港都市建設計畫方案」，計畫將沙鹿、梧棲、清水三

地合併，命名為「新高市」成為第二個臺中市。45 此時期擔任臺中州會議員

44　宮原武熊，〈女の伴はぬ植民は不成功〉，《臺灣時報》，（1933 年 12 月），頁 28-31。

45　莊永明，〈「新高港」浮沉記〉，《自立晚報》，（1986 年 1 月 14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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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宮原武熊，對於梧棲建港一事，認為是帶動臺中經濟與工業發展的重要關

鍵，因此提出對於新高港建港的看法。46

1942 年出版的《臺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關於宮原武熊的介紹提及：「昭

和二年來臺開業，於臺中市開設眼科專門醫院至今，宮原醫武熊醫師是一位

見識遠大，經常關注世界情勢的變動，對於國內制度不完備或是社會組織缺

失等會提出建言，並且持續努力不懈。1933 年和中部內臺人士共組東亞共

榮協會，致力于詭譎多變的東亞問題研究，擔任評議員，且非常活耀，為人

清廉明快。」47 由此可知，宮原醫師不僅是在醫學與政治領域非常活躍，對

於社會時事以及國際情勢也非常關注，針對社會體制的諸多缺失也會勇於提

出建言，再加上為人正直豪邁，無論是日本人或是臺灣人都對他非常敬重。

1943 年 3 月 26 日宮原武熊被推舉為臺中州醫師會長，可見宮原醫師無

論是在醫學界或是政治界都有一定的知名度。48 另外，1945 年 1 月宮原武熊

出任臺中商業專修學校（現名新民高中）的校長，一直到同年 11 月為止，

雖然只有短短 10 個月的時間，但是宮原武熊醫師對於臺灣教育也頗有貢獻。

臺中商業專修學校於 1936 年 4 月 27 日由林烈堂、張煥珪、林耀亭、林澄波、

郭頂順等中部的士紳集資，並邀佐藤次郎、中津德治、田中政吉、緒方瀧治、

辻守昌等日本人創辦。當時設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紓解臺灣的中等教育升

學困難的問題，並且因應產業發展工商業人才需求的增加，由林烈堂等中部

的仕紳出資而設立的修業年限三年私立實業學校。49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同年 10 月林獻堂等人上書國民政府

蔣中正委員長，希望能夠留用宮原武熊，關於〈呈請留住善良日僑〉手稿內

46　宮原武熊，《梧棲築港に伴ふ工業港の位置變更希望に救いて》（臺中：宮原眼科醫院，1939 年〉。

47　大園市藏，《臺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新時代社臺灣支社，（1942 年 12 月 27 日），頁 86-87。

48　「後藤薰外二十六名」（昭和 18 年 4 月 8 日），〈臺灣總督府官報 / 人事 / 敘任及辭令〉，《臺灣總督府官報》，

第 302 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72030302a008。

49　臺中市役所，《臺中市管內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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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下：「請留住善良日僑，以彰國家保護善類事，獻堂等鑒於本市新高町

日僑眼科醫師宮原武熊，現年七十有三，乃日僑中善良分子，當日本統治時

代對於日方官民之魚肉百姓欺侮台胞者，頗能主持公道代抱不平，且其醫術

高明著手回春除人疾苦，故患者德之，茲因政府遣送日僑雷厲風行，除政府

准予徵用或留用者，及有妥保者外當無倖免，獻堂等素知其為人，由憐其年

老，故敢具呈擔保，萬一本人居留中如有作奸犯科或有不利於我國家之行動

者，獻堂等願負全責……。」50 當時具名的人除了林獻堂之外，還包括：黃

朝清、王金海、陳茂堤、巫永昌、張煥珪、葉榮鐘等人。但是，請命未成，

宮原武熊遂於 1945 年 11 月之後，離開臺灣遣返回日本，結束其在臺灣將近

20 年的生涯歷程。

陸、結論

1920 年代自由民主思潮席捲全世界，臺灣在日本帝國殖民統治背景之

下，也開始大量吸取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當時臺灣的知識份子企圖透過民

主運動的運作，爭取更多臺灣人的權利，1921 年 1 月以林獻堂為首在東京

發起第一次「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同年 10 月蔣渭水在臺北成立「臺灣文

化協會」，這可說是臺灣民主運動以及文化啟蒙運動的開始。1923 年 12 月

發生治警事件（治安警察法違反檢舉事件），由於反對運動遭到日本總督府

的打壓，「臺灣文化協會」分裂成左傾的文協與右傾的臺灣民眾黨。1927

年 7 月 10 日蔣渭水於臺中新富町聚英樓成立「臺灣民眾黨」，這是臺灣史

上第一個由臺灣人成立的政黨。同年 7 月 14 日宮原武熊醫師來到臺灣，開

設宮原眼科醫院，展開 20 年左右在臺中的生涯歷程。

50　「民國 35 年（1946 年）林獻堂等「呈請留住善良日僑」楷書手稿」，《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庫》，

清華大學圖書館典藏，典藏號：001-0102001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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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日本殖民統治臺灣逐漸進入穩定期，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提倡

「內地延長主義」的口號之下，對於臺灣的教育、社會與政治制度等進行一

連串的改革，一方面是希望能夠更加鞏固對臺灣殖民的統治權力；一方面是

希望能夠強化臺灣的產業與經濟發展，以作為大日本帝國南進政策的重要據

點。政治制度改革方面主要是指：地方官官制以及地方行政區劃的改制，將

全臺劃分成五州二廳，將臺中州以及臺中市的地位提昇，帶動臺中的發展與

各種基礎建設，宮原武熊此時期擔任兩屆臺中州協議會員，雖然只是州知事

的諮詢機關，但是對於臺中的建設與發展提出許多的建言。1936 年臺灣第

一次地方自治選舉，宮原武熊參與其中，甚至當選為第一屆臺中州議會員。

由此可知，宮原武熊在當時的臺中政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1920 年代來到臺灣的宮原武熊醫師，究竟懷抱者甚麼樣的夢想來到臺

灣，或許是對於南國的夢想，以及身為醫師的使命感，希望對當時的臺灣有

所貢獻。1933 年宮原醫師與陳炘共同組成的「東亞共榮協會」就是一個具

體的展現，當時的日本統治者懷抱的是「大亞細亞主義」「東亞共榮」的夢

想，然而，當時的臺灣人懷抱的卻是「日臺平等」「實現地方自治」的夢想，

由於各自有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主張，就如同張深切所說：「表面上看起來，

未嘗不是冠冕堂皇，實際上卻是吳越同舟，同床異夢。」身為日本人的宮原

武熊，卻選擇較強調內臺之間平等關係的這一邊，因此，遭受到大多數的日

本人的排擠以及謾罵，認為宮原的言行是非國民的行為，最後「東亞共榮」

的夢想只有走向幻滅。

透過歷史的回顧以及梳理，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生活的這一片土地，

以及曾經在這一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以及他們所發生的故事，藉由了解過去

歷史的軌跡，才能知道如何邁向未來，此即所謂鑑古知今。百年後的今天，

宮原眼科已經成為臺中重要的觀光景點，宮原武熊宅邸也成為青銀共創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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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51，戰後宮原武熊醫生雖然離開臺灣，但是透過歷史的回顧，讓我們重新

認識到這一位日本醫生為臺灣醫療而奉獻，為政治而奮鬥，為社會與教育而

付出的身影。

51　1945 年二戰結束後，宮原武熊醫師返回日本，宮原眼科以及宮原武熊宅邸被收為國有，其中宮原眼科改為臺

中市政府民政科衛生股，1946 年改為臺中市衛生院。2010 年日出乳酪蛋糕購入此建築，保留「宮原眼科」之

名，改為冰淇淋專賣店以及餐廳。另外，宮原武熊宅邸作為「臺中市政府市長官舍」所使用，從 1948 年開始

歷屆市長住進臺中市政府市長官舍，在林澄秋市長在任期間，宅邸轉交由臺中市政府管理，並改名改為「市

長公館」。2015 年底，臺中市文化資產處將宅邸轉交於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管理，於 2016 年委任「財團法人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所經營，以「銀髮、文創、參與」為核心概念經營，打造「不老夢想 125 號」。2019 年，

正式更名為「宮原武熊宅邸」登錄為紀念建築。王昕茹等，《宮原武熊宅邸 - 不老夢想 125 號 - 導覽手冊》（財

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2021 年 11 月），頁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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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of Dr, Miyahara 
Takekuma in Taichung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Yeh Chiu-lan 1*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ife of Dr. Miyahara Takekuma throughout 
his nearly 20 years of stay in Taichung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local society through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records. During the 1920s, Taichung was a rapidly growing 
city that was slowly becoming one of the major urban centers in central 
Taiwan. This attracted many Japanese citizens to immigrate to the city. 
Among them was Dr. Miyahara Takekuma, who would go on to open 
an eye clinic in Taichung, and would eventually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doctors of his time. Born as a Shizoku of Kagoshima 
Prefecture, Dr. Miyahara not only received education in Germany, but 
also held an MD-PhD from the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One would 
assume that a man with such accomplishments would choose to pursue 
his career in highly developed places like Europe or even Japan, yet 
Taiwan turned out to be the ideal place for him to settle down due 
to its climate, as well as its very underdevelopment. To begin with, 
Taiwan has a warm subtropical climate that facilitates the spread of 
various diseases, which was ideal for a pathologist like Dr. Miyahara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Studies,Graduate Program of Japanese Market and Busincss Straetgies,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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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arry out their research. He was also a specialist in ophthalmology, 
and the relatively undeveloped healthcare system of Taichung provided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his career, as there was a huge demand 
for eye specialists in the city. These were the main reasons behind 
Dr. Miyahara’s immigration to Taichung. However, his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local society didn’t stop at the medical field. In fact, he was 
also fairly active in local politics. He was a member of the Taichung 
Prefecture Assembly and the Taichung Prefecture Consultative Council, 
and had founded the East Asia Co-Prosperity Association along with 
political activists such as Lin Hsien-Tang and Chen Hsin, advocating for 
the assimilation of Taiwan into the Japanese Empire,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countries in general, as well as world peace. Being a visionary 
himself, Dr Miyahara followed international affairs closely, and would 
not hesitate to provide his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should the laws and 
systems showed any room for improvement. We can see that he was an 
honorable individual with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wards the 
society.

Keywords：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of Taiwan, Taichung, Miyahara 
Eye Clinic, Miyahara Takekuma, East Asia Co-Prosperit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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