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上伊之助（1882年 -1966年）日本高知

縣人，曾任基督教宣教士，也是深入台灣偏遠

山地 35年從事原住民醫療服務的醫師。

1906年的某一天，當他正參加一場日本

聖書學院主辦的基督教靈修會時，驚聞在台

灣賀田樟腦株式會社擔任技術員的父親井上彌

之助，不幸於太魯閣事件中與數十位政府官員

同時慘遭當地原住民斬首殺害。在乍聞噩耗的

當時，他滿懷悲憤的情緒，一時萌生報復的念

頭，而恰好當天的演講主題是：「要愛你的仇

敵」，那時他似乎感覺到上帝在呼喚著：「最

完美的報復，就是以愛勝惡。」他頓時覺醒，

決定不再冤冤相報，要以「愛」消弭仇恨，因

此改變了他往後的人生。

於是他開始研修醫學衛生課程，並取得醫

師證照，旋於 1911年整裝前往台灣，投入山

地醫療工作。服務地區在新竹山地管制區，範

圍包括了泰雅族聚集的加拉排社及西拉克社兩

個部落。由於各部落間的山區交通不便，他必

須徒步往返才能到達部落進行醫療。在這跋山

涉水的七年間，他不畏艱苦的在部落間教導衛

生常識，也治癒了不少病患。1917年，他因

罹患瘧疾只好返回日本醫治休養。

直到 1922年，井上伊之助再度來台，繼

續原住民部落的醫療服務，除了前述兩社部落

之外，1926年起還擴大到台中州白毛社、眉

原社、新望洋馬利巴社、布農族奈分埔社及那

馬卡邦社等。並且在霧社事件之後，還冒著生

命之危，深入霧社部落，為事件中倖存的三百

多名原住民施行瘧疾及外傷治療。在這二十幾

年中，他以「愛心」和友誼為原住民醫病、教

導衛生常識，藉上帝的力量，教化原住民，不

但贏得原住民的信任和深厚的感情，更獲得原

住民的敬重和愛戴。

1939年，他前往當時仍為台北偏鄉之內

湖開設醫院，又在松山的精神療養院擔任療育

精神病患的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轉往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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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及松山養神院服務。而在他忙於為原住

民醫療的 1937-45年間，他的長女路得子、次

子正明、次女知惠子等先後不幸染病過世，成

為他一生的椎心之痛。

1945年 8月太平洋戰爭結束，井上為

了要持續原住民的醫療照護，改名為「高天

命」，並獲得長官公署的准許，繼續在羅東

等地的山區及樂山療養院服務。直到 1947年

228事件爆發之後，因政治環境丕變，而被迫

遣返日本。當井上伊之助將離開台灣的消息傳

出後，原住民部落充斥一片不捨之聲，然而時

勢之所趨也無可奈何。井上家在台灣長達 35

年的奉獻，返回

日本時卻僅能攜

帶他三位子女的

骨灰及一股無奈

的心情，不禁令

人唏噓。由於他

長期在偏遠部落

的醫療奉獻，貢

獻卓著，後來被

尊稱為「原住民

醫療服務之父」。

回到日本的

井上伊之助，在戰後的廢墟中，仍然艱困的

致力於神職及教育工作，除了傳教之外，也

在靜岡縣的東海大學擔任講師，曾出版「生

蕃記」、「上帝在編織」、「台灣山地醫療

記」等著作。1954年因年邁而退休，1966年

逝世，享年 84歲。他的墓碑上刻有斗大的

「愛」字，下方寫著「トミーヌン‧ウット

フ」，即泰雅語「上帝在編織」之意 (註 1)。

他在臨終前仍然關心台灣的原住民，在他

告訴子孫的遺言中提到：「神用我們作肥料，

就是要讓福音的種子，在台灣的山地部落裡結

實長大。」

註 1： 泰雅族人相信人的出生是 tminun utux 

（神靈在編織），人的死亡是 masoq 

tminun utux（神靈編織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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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用我們作肥料，要讓福音的種子，

在台灣的山地部落裡結實長大。」

─ 井上伊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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