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三法」

（註 1）的精 

神，推動「台

灣議會設置請

願運動」的體

制內改革。

矢內原忠雄在台灣友人的安排下，

遍訪全島各地，包括臺北、桃園、新竹、

臺中、南投、嘉義、臺南、高雄、屏東、

宜蘭、花蓮、臺東等地，並深入鄉間探訪

民情。他的考察範圍包括工廠、農家、學

校、原住民部落等，充分的了解台灣民間

的狀況。返回台北之後他應邀在民運活動

中公開演講，而受到警察的干涉，然而

1926年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教授矢內

原忠雄於「帝國大學報」發表了「兩百萬

市民與四百萬島民」的文章，批判臺灣總

督府對台灣島的專制統治，而受到正反兩

極的矚目。隔年的 1927年 3月，他為了

深入瞭解台灣民主運動的狀況，特地遠從

日本來到台灣做私人實地調查。

他抵達台灣後透過蔡培火的介紹會

見林獻堂先生等臺灣的民間領袖，以瞭解

台灣的政治實況。當時正值台灣文化協會

因內部意見不合，標榜社會主義的左派人

士連溫卿、王敏川等人取得領導權，溫和

派的蔣渭水、林獻堂、蔡培火等人則脫離

文化協會另組台灣民眾黨，造成文化協會

正式分裂。而林獻堂先生則繼續以廢除

敲響民主的晨鐘
矢內原忠雄與「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台北中山社 李博信 PP Marine

台灣第一次州協議員選舉報導

維基百科

矢內原忠雄總長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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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選舉制度。同年 11月 22日終於舉行

第一屆州市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這次選

舉雖然只有半額民選，但是總算踏上民主

政治的第一步。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矢

內原忠雄在「中央公論」發表「國家的理

想」，強烈批判日軍侵華的行為，終於在

當局忍無可忍的壓力下，被迫辭卸東京大

學教授職務。

矢內原忠雄，日本愛媛縣人，生長於

富裕的醫師家庭，1910年上京就讀東京第

一高校，在學中加入校長新渡戶稻造舉辦

他仍然大聲疾呼支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 

運動。

台灣之行結束之後，他回到日本，

立即在「帝國大學報」發表「在台灣的政

治自由」一文，批判台灣總督府的非民主

施政。並將滯台一個多月的調查資料，經

過分析整理後，完成了「帝國主義下的台

灣」著作，於 1929年 10月由東京岩波書

店出版。這本論著發表之後，引起廣泛的

重視與討論。於是台灣總督府在 1935年

4月正式發布地方制度改革相關法令，並

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岩波書店目錄

1927年矢內原忠雄訪台與民主運動人士見面
圖片 北港文化報

蔣渭水 walking
book行冊

林獻堂先生

台灣典藏

1921.1.30臺灣人第一次向帝國議會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
圖片 台灣回憶探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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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讀書會。後來考上東京帝國大學之後，

又成為新渡戶稻造「殖民政策講座」的學

生，同時也加入聖經研究會，終身信仰其

所提倡的基督教無教會主義。1920年，任

東京帝大經濟部助理教授，同年 10月奉

派到歐美留學，在倫敦 Toynbee Hall和倫

敦政經學院深造；1923年回國升任教授，

並兼任新渡戶教授之「殖民政策講座」教

授，因此他的政治及經濟思想受到新渡戶

稻造的影響很大。

1945年 8月太平洋戰爭結束，同年

11月在東京大學再三邀聘之下，重返東京

大學擔任教授；1946年任東京大學社會科

學研究所初代所長；1947年，獲東京大學

經濟學博士學位；1948年，擔任經濟學部

長；1949年，任教養學部（註 2）初代部

長；1951年，任東京大學總長，至 1957

年止共在職二任六年。1958年獲名譽教授

號，並獲頒正三位勳一等瑞寶章。

1961年 12月 25日，矢內原忠雄因胃

癌病逝，享年 68歲。東京大學為紀念他

的德行，特於駒場校區設立矢內原門及附

近的「矢內原公園」。日本歷史學者家永

三郎稱譽他為「日本人的良心」。

他在著作中曾說：「歷史證明台灣

是台灣人的台灣，現在的事實也是如此。

故我國的殖民統治政策，既然表明不是榨

取，而宣示為文化政治，那麼就應該要充

分考慮他們的利益。」，這句話敲響了台

灣自由民主的晨鐘。

註 1： 六三法：1896年 3月 31日大日本

帝國國會公布第六十三號法律。

該法律賦予臺灣總督律令制定

權，在其管轄區域內得發布具有

法律效力之法令，而且臨時緊急

命令可不經總理府呈請天皇裁決

而立即發布，因此台灣總督府擁

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六三

法原定期限是三年，但延期至

1907年之後才修訂「三一法」、

法三號，但臺灣總督仍保有「律

令制定權」。

註 2： 教養學部：日本在戰後將舊制東

京第一高等學校升格為東京大學

的教養學部，其他八大高校亦同

時升格為國立大學的教養學部。

新渡戶稻造夫婦 新渡戶稻造── PeoPo公民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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