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即為日本「保育」名稱的由來。1899年改

名為鎌倉小兒保育院。1902年他與妻子同時

於基督教鎌倉福音館接受洗禮。

音次郎育有一男四女，獨子獻太郎於六歲

時早夭。1905年四女愛子與一名院童於院內

染病不幸死亡。於是他決心捨棄病院的經營，

專心於保育院的管理，並於 1906遷移至佐

助。此時他認為「收容的孩童與自己的兒女不

應有所區別，必須給予同樣的養育」，因此又

將院名改為較為溫馨的「鎌倉小兒保育園」。

1912年他首度踏上大連，發現中國也有

不少流落的戰後遺孤，於是他立即在旅順田

家屯租下萬坪的土地，於 1913年二月成立了

旅順分院 (註 1)；同年八月又在朝鮮成立京城

(漢城，現首爾 )分院。由於旅順和京城的投

資，使得財務的窘困問題接踵而來，於是他只

好出售 300多件家傳的珍貴書畫以支應所需。

1914年初他來到台北，發現台灣還沒有

孤兒的收容設施，於是他於 1915年四月在台

北八甲丁 (現柳州街一帶 )設立了「鎌倉保育

兩年前南山社歐元韻副社長受日本高知縣

之託，來電詢問有關「陳德星堂」附設幼稚園

的事。時值春節假期，我就陪她到寧夏路陳德

星堂參觀，也在那時候我才得悉德星幼稚園的

原始創辦人就是日本知名的兒童保育先驅

佐竹音次郎。

佐竹音次郎，1864生於日本土佐籓的竹

島。年輕時即上京就讀明治法律學校 (明治大

學前身 )，畢業後擔任東京巢鴨尋常高等小學

校長。由於他的職志是醫療，因此又考入醫學

預備校濟世學舍習醫。畢業後考取醫師執照，

並於山梨縣立病院擔任醫師一年，旋於 1894

年於神奈川縣的鎌倉開設腰越病院懸壺濟世。

由於他在行醫期間，目睹一些雙親早逝所

遺留之遺孤乏人照顧，因此就於 1894年在腰

越病院內設立附設孤兒院。後來他又顧及孤兒

們的自尊，因此於 1896年改名為「保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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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台北分院」，以收養貧苦的兒童，這就是台

灣最早的保育機構。此機構除了養護部之外，

還附設托兒所、母子寮、國語講習所等。另

外，由於當時台北只有一家 1907年成立專供

日本兒童就讀的台北幼稚園 (表町，現館前路

一帶 )，因此音次郎乃於 1917年在本地人聚居

的下奎府町 (現寧夏路 )泛稱陳祖厝的陳德星

堂內，另設「愛育幼稚園」以供台、日兒童共

同就讀，後來這兩個機構都交由其三女婿佐竹

齋吉管理。

1920年他捐出所有私人財產，並將機構

改為財團法人。1928年榮獲政府敘勳頒贈藍

綬褒章之後，又於 1932、1938年先後設立了

大連分院及北京分院。

1940年 8月 10日，佐竹音次郎與鎌倉小

兒保育園全體師生合影後病倒，延至 16日不

治逝世，享年 77歲。他於在世期間共收養了

5,571名孩童。 

1945年八月，太平洋戰爭結束，鎌倉保

育集團所有在中國、朝鮮、台灣各地的機構全

遭沒收，其日籍職員亦全數於 1946年 12月底

前先後遣回日本。其中台北的保育院被某公益

機構接收，而愛育幼稚園因設於陳德星堂內，

因此由陳德星堂接手，並改名為「德星幼稚

園」繼續營運至今。按鎌倉保育集團自創立以

來至 1945年終戰期間，共計收容養護及母子

1,044名、保育兒 6,880名。

由於佐竹音次郎之卓越貢獻，而被尊為

「兒童保育之父」，其後繼之佐竹順、佐竹敬

亦秉承其遺志，繼續奉獻兒童福祉，也先後獲

頒藍綬褒章。戰後保育園更名為「鎌倉兒童之

家」，並於園內豎立

音次郎翁銅像及辭世

碑，2015年他 151歲

冥誕時，其高知縣家

鄉也成立了「保育之

父 佐竹音次郎研

究會」，以資紀念。

註 1：「分院」原名
稱為「支部」，為使

讀者易於了解，本文

一律改為「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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