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中樵，1882年生於

日本福井縣，1900年曾考

上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今

筑波大學前身），卻因年

齡不足而無法入學。1901

年開始擔任多所高等學校

教職，在職期間曾事師考

古學家高橋健自，而對考

古學的研究產生極大的興

趣。1911年轉任宮城縣立

圖書館司書，開始涉入圖書館領域，此後即歷

任新瀉縣圖書館館長、日本圖書館協會評議員

及多所學校之校長囑託等職。

1927年 8月他辭卸所有本兼各職，接受

台灣總督的任命渡台接掌總督府圖書館第五任

館長。此後他除了沿襲既有之制度之外，開始

大刀闊斧地推動圖書館的多元功能，包括推廣

讀書風氣、舉辦圖書管理人才講習會。同時也

支援全島各圖書館的設立、擴充、整備、圖書

館員的培養、與各學校及日本內地圖書館的合

作等等，都竭盡心力以赴，對於台灣圖書館的

發展貢獻卓著。

山中館長非常重視臺灣文獻及南方志的

保存，他為充實館藏臺灣史料及文物，不惜重

資網羅收集，並聘請專家前往中國各地搜尋、

或抄寫地方志等。因此在他接任後館藏圖書大

幅增加，包括中、日、英文等書籍，典藏量增

加到 195,948冊。在設備方面，閱覽席增加到

為 422席，並擴增巡迴書庫，巡迴圖書增加達

7,135冊，各地公私立圖書館也增加到 93所。

為了推動台灣的全民讀書風氣，他規劃了

一系列的計畫，包括透過台北放送局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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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讀書」等各種廣播節目，推廣讀書的觀念，

甚受聽眾的好評；同時也建立巡迴圖書館制

度，以嘉惠偏鄉地區。在他不遺餘力的推動之

下，各地的公共圖書館也開始蓬勃發展，大開

國民的讀書風氣。

1929年，他在總督府召開「台灣全島圖

書館協議會」，出席者有來自日本、朝鮮、滿

州及臺灣各地的圖書館及文化界的相關人士。

此後每年定期召開一次，藉此討論有關圖書館

業務的決策與經營方針。

他和石川欽一郎、尾崎秀真等文化界人

士一樣，非常熱衷於台灣本土的文化事物，

包括台灣本土文學、古蹟及文物之保存等，也

曾經負責赤崁樓解體修復工程的考古任務，因

此與長谷川清總督、羽鳥又男台南市尹、千千

岩助太郎教授等共同列名於赤崁樓修復紀念

碑。 此 外 他

也成立台灣

愛 書 會， 以

鼓勵國民培

養藏書及讀

書 的 習 慣，

並且加入本

島人組成的

詩社「台北瀛社」(註 1)，經常與台灣耆碩們

吟詩作樂、談古論今，並定期舉辦詩會。1941

年，他因功績卓著，榮獲政府敘勳，獲頒勳四

等瑞寶章。

1944年戰爭末期，美軍開始反撲，山中

樵警覺到美軍勢必大舉轟炸台灣，因此立即

率領館員實施圖書疏散計畫，將約 20萬冊的

藏書分別疏散到新店大崎腳、大龍峒保安宮、

龍山小學校、南勢角民宅等四處。1945年五

月，總督府圖書館大廈 (註 2)在美機轟炸之

下毀於戰火，而大部分的藏書則幸免於難。

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接管

臺灣，由於原館已遭炸毀，因此暫借臺灣博物

館一樓使用。山中樵則應長官公署要求以顧問

職繼續留任，先後協助范壽康等兩任館長穩定

館務。他將圖書館內之殘留事務及資料圖書等

交接完畢後，繼續花費很長的時日和精力，重

新編纂了一套新的漢字索引系統，以提供今後

使用者的方便，其忠於職守的精神，深受大家

的敬佩。只可惜在戰火中倖存的 20萬冊珍貴

書籍，並未受到接管者的妥善保存，而散置各

處終告失散。

1947年台灣爆發 228事件，社會治安混

亂不安，因此山中樵終被遣返日本。由於他長

居台灣達二十年，返國後不適應日本的寒冬氣

候，不幸於同年 11月罹病逝世，享年 66歲。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的「台灣先賢先烈專

輯」系列，特編列「山中樵傳」，以彰顯這位

氣度恢宏的日籍台灣先賢。

註 1：台北瀛社與南社 (台南 )、櫟社 (台中 )
同列台灣三大詩社，首任社長為洪以南，副

社長為謝汝銓。

註 2：總督府圖書館原位於現總統府後側，
於 1945年大轟炸後幾乎全毀，所幸大部分
圖書設備已先行疏散。此建築物在戰後並未

依照舊貌重建，而改建為今之國防部博愛大

樓，隔鄰的台電株式會社大樓也遭炸毀，亦

沒有原樣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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