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6 年元旦，六位到任不久的芝山巖學

堂教師及一名職工突遇暴徒襲擊慘遭殺害，此

事件引起日本全國的震驚。而這六位犧牲者就

是 1895 年日本始政時應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

修二之聘前來台灣的第一批教師。

伊澤修二 ( 註一 )，

號樂石，出生於日本長

野縣，是日本明治時期

基礎教育的啟蒙者。他

於明治維新後被選拔為

貢進生赴東京就讀大學

南校 ( 東京帝國大學之

前身 )。畢業後擔任愛

知師範學校校長。1875

年以公費生獲派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普林斯頓

師範學院和哈佛大學研究所，並潛心研究音

樂。1879 年返國後擔任東京師範學校校長、

東京音樂學校創始校長等職。1882 年出版著

作「教育學」，他一生積極推動師範、音樂、

體育及口吃矯正教育、教科書編纂等工作。

1890 年他創立了國家教育社，開始推動義務

基礎教育。

1895 年，日本統治台灣，伊澤修二即發

表「台灣教育意見書」，主張以實施義務教

育來普及日語，並透過現代化的教學來建設台

灣的文明。樺山總督獲悉立即邀其前來台灣擔

任總督府學務部長。於是他選擇台北近郊八芝

蘭 ( 註二 ) 的芝山巖惠濟宮後殿成立了芝山巖

學堂，招募國語傳習生，最初招募了潘光儲、

潘光楷、潘光明、潘迺文、陳兆鸞、柯秋潔、

朱俊英等七名學生。於是他立即從日本聘請六

位教師遠渡台灣任教。他們都是當年的一時俊

彥，卻捨棄國內的優渥生活和職務，而來台推

動教育，這六位老師分別是：

楫取道明，38 歲 ( 山口縣人，華族，貴

族院議員楫取素彥男爵之子 )、關口長太郎，

37 歲 ( 愛知縣人，士族，西尾小學校長 )、中

島長吉，25 歲 ( 群馬縣，軍事翻譯官 )、桂金

太郎，27 歲 ( 東京市人，士族，東京師範畢

業，教師 ) 、井原順之助，23 歲 ( 山口縣人，

士族，新聞翻譯官 )、平井數馬，17 歲 ( 熊本

縣人，被譽為神童，16 歲即考上日本高等文

官考試而獲破格錄用 )。

同年，在伊澤修二規劃下，芝山巖學堂成

為台灣第一所「國語傳習所」，並招募了 21

名學生，開啟台灣義務教育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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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年元旦，這六位芝山巖學堂的教師

及事務員小林清吉前往總督府慶祝新春，因

台北城內發生動亂，只好折返芝山巖。卻於途

中遭遇眾多暴徒襲擊，全數慘遭斬首殺害，首

級被懸掛於民宅門前，隨身之錢財衣物，以及

從日本帶來的興學基金，全被洗劫一空，史稱

「芝山巖事件」，引起日本全國震驚。事後，

總督府在芝山巖興建神社祭祀，當時的日本首

相伊藤博文亦親自題字立碑。

翌 年 全

台 即 設 立 了

14 所國語傳

習 所， 芝 山

巖 國 語 傳 習

所 成 為 全 台

教 育 之 發 祥

地， 亦 為 現

士 林 國 小 及

台 北 教 育 大

學 之 前 身。

而 國 語 傳 習

所 也 成 為 台

灣 西 式 教 育

的濫觴。

1897 年 7 月伊澤修二辭職離台，雖然在台

任期不到兩年，但卻奠定了後來五十年臺灣教

育制度的基礎，對於台灣的義務教育貢獻厥偉。

在日本戰敗後的 1950 年代，六氏先生之

神社及墓地、碑文等均被撤台的政府拆除，遺

骨被棄置於附近郊野，幸虧被慈濟宮住持秘密

安葬於大墓公附近，並豎立長型無字石墓柱為

記。而神社原址則被改建為紀念戴笠的雨農閱

覽室。

1995 年之後，政府及士林國小才將所有

「學務官僚遭難之碑」、「台灣亡故教育者招

魂碑」、「故教育者姓名碑」等等相關文物陸

續重建修復，以供後人憑弔，這段被埋沒長達

半世紀的歷史，方才得以重見天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掃除文盲計畫，也在

推動失學兒童接受四年的基礎養成教育，但是

其內容也僅限於最基本的識字、衛生、算術及

簡單的工作技能而已，而且足足晚了半個世紀

以上。我們很慶幸台灣已經具備了很完整的教

育制度，但是我們仍然要關注那些偏遠地區的

教育情況，以及開發中國家失學兒童的基礎教

育問題，這些都是我們扶輪的重要計畫，也是

在「基礎教育及識字月」所應思考的課題。

註 一：1897 年 任 勅 選 貴 族 院 議 員，1899

年擔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1903 年創設樂石社，積極推動口

吃矯治、師範及音樂教育等工作。

1917年五月逝世，享年六十六歲。 

其弟伊澤多喜男於 1924-26年間擔任第

十任臺灣總督。 

註二：「八芝蘭」即為今之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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