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時代並無近代化的獨立司法制度，

因此司法案件都由縣官的心證來判決，而牢

獄的管理也只是懲處，而沒有教化的機制。直

到 1895年日人領台之後，才將清制的牢獄改

為刑務所，並於 1900年開始由隨軍來台的淨

土真宗本願寺僧侶施予教誨課業。後來發現監

獄內關押了一些未滿 18歲的罪犯，淨土真宗

認為少年犯不應該以一般罪犯的方式懲處，因

此向總督府建議制訂少年感化制度，並設置機

構，以收容 18歲以下的犯法少年。

1907年日本政府修正刑法為：「未滿 14

歲者，不論其犯罪內容為何，必需由感化院收

容。」而當時的台灣並沒有感化院的設置，因

此台北的淨土真宗西本願寺（註 1）即以其豐

富的監獄布教經驗，向總督府申請成立少年感

化機構。終於獲得總督府的許可，於 1909年

在臺北錫口（松山）設立了臺灣第一個少年感

化教育機構 台北成德學院，隨即於 1910

年正式啟用。

成德學院的授課範圍，在普通教育部分

有認識萬物、修得學術，及培育謀生的技藝

技能。在宗教方面則依其教義修身養性，要求

自我的行為舉止，以及培養正確高潔的道德人

格。感化教育的精神不在於報復性的懲罰，因

此為了保護院生的自尊，不會對犯規的院生當

眾斥責打罵，而是以關懷的方式來教誨，以免

激發院生不安的情緒，因此教化效果極佳。 

由於傳統觀念的影響，當年創立成德學院

之時，被一般人視為少年監獄，而有所抗拒，

此後院方不停的引導監護者改變認知之後，才

逐漸同意讓不正行為之少年入院接受感化教

育，最後成德學院的感化教育終於被臺灣人所

接受，因此院生人數也逐年增加。

1922年 4月總督府公布感化院官制命令，

於是經營十多年的成德學院在總督府的要求下

讓出經營權，改制為總督府直屬管轄機構的

「臺灣總督府立成德學院」。同年新竹監獄也

迷航中的燈塔
台灣最早的少年感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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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教團的現代化，致力於日本在海外的傳教活

動。1913年，他會見了孫文先生，並受其推

薦出任中華民國政府顧問。1914年退位隱居

大連。

隱退後的大谷光瑞伯爵於 1917年前來臺

灣視察時，發現台灣美好的自然環境，很適合

他的退休生活，於是就在高雄建了一棟花園別

墅──逍遙園。並於 1940年曾來台短暫居住

於逍遙園別墅。此後又回到大連定居，直到

1947年才返回日本終老。由於他一生涉入政

治較深，因此身後評價不一，各有褒貶。

註 1： 淨土真宗本願寺是日本佛教主要宗派

之一，在 12世紀初期由親鸞上人所創

立，是日本佛教唯一許可僧人娶妻生子

的教派。16世紀時另有弟子脫離原本願

寺而另創分支東本願寺，原教團則改稱

為西本願寺。西本願寺台北別院位於現

中華路，後來被大陸來台難民佔住後，

遭回祿之殃佛寺建築全毀，該基地經市

政府整理後目前由台北文獻館使用。

 東本願寺台北別院位於現西寧南路，係

唯一阿拉伯回教建築風格的佛寺，二次

大戰後被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所佔用，而

成為 228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關押人

犯施行酷刑及刑場的地點。保安司令部

受命遷出後，標售予民間財團，經拆除

原建築後，興建獅子林新光商業大樓、

六福西門大樓與來來百貨台北店。

改為新竹少年感化院，並重新建造新舍，落成

後於 1926年啟用。1931年總督府將感化院定

位為「矯正機構」，從此奠定了台灣的少年感

化教育制度。 

首先在台灣創設感化教育的淨土真宗本

願寺派，是日本最主要的佛教宗派，當時的

淨土真宗西本願寺第 22代當主大谷光瑞，法

號鏡如上人，他以正四位伯爵晉身僧侶華族，

又是天皇的姻親，因此於日本政界具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他不但是日本明治時代至昭和時代

的宗教家，而且也是探險家、歷史學家、考古

學家。他在 1902年開始率領探險隊到中國新

疆，次年回國繼位後，又前往新疆吐魯番地帶

搜集木乃伊，收藏於旅順博物館。

大谷光瑞在年輕時即赴歐洲英、德諸國

考察感化教育，作為加強佛法布教教誨及少年

感化教育的參考，因此具有這方面的先進知識

和專業經驗。此外他以本願寺家當主，積極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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