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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灣官營農業移民探討日本帝國主義的特色

「堀上協的手記」為中心

岩 村 盂 典
*

本報告 ,一 邊介紹 「堀上 9年 的手記 」,一 邊希望考察在 台灣官

營移民的問題 。現在筆者研 究 ,著 重在 台灣的官營移民和有關帝國主

義關聯等的題 日 ,此次 ,是其 中的一部份 ,介 紹許 多論點 中的一部分 。

要談 台灣的官營農業移民 ,不 但北海道的移民和 日本到其他國家

的移 民等比較研 究 ,不僅限於吉野村 、豐田村 ‵林 田村的比較 ,農 業

移民以外的漁業移 民等的比較討論 ,當 時的總督府跟 中央政府的關係

調查 ,更加成為必要且重要 古

從 日本各地區而來的裝民被 限定在一個狹 窄的區域 ,一 起集體生

活 ,這就是移民村 。由於是農民 ,因 此使用的語言 ,特別會成為那個

地方的方言 。因此 ,移 民村內的生活 ,與 日本國內普通的農村不同 。

特別關於 習俗 ,推測形成 自己獨特的特 色 。這裡逐漸形成和以往 日本

國內村莊不同的特殊社會 。

開鍵字 :移民 、移民事業 、帝國主義 、官營農業移民 、農業移民 、農村 、

原住民 、花蓮港 、東海岸 、台灣總督府 、宗教 、方言 、當地調

查 、吉野村 、豐田村 、林田村 、墓地 、移民村

要提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



一 、緒 論
「台灣的回憶 」

賭上父母的生命

開荒的花朵被切斷

我要如何做

明治 45年 1月 6日

父親堀上熊吉慶應元年 2月 lU日生 姻 歲

母親十′(sada)慶 應 2年 8月 8日生 η 歲

次女 9午 1明
治 “ 年 11月 lU日 lU日 生 lU歲

志同道合的伙伴

湯淺虎吉 、堀上與八 、湯淺平七

細谷安次和田測喜三太等五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及其家族 ,同時由讚岐高松港出發

乘坐小志ε(kasatU)丸號跨越玄界灘 ,航向未曾見過及僅只於聽聞而未知的場所

位於南方的國家 ,作為移民的地方 。

‥⋯.(戰爭結束後的撤回繼續 )

上述的 「台灣的回憶 」,從作者 9牛的弟弟的堀上吉治手中得到的文章 ,是用

手書寫的
2。

堀上一家 ,像手記上一樣 ,在 1912(明治 們 年 )年時 ,移民到台灣 。

這是 ,191U(明 治 43)年設置在台灣花蓮港吉野村的移民 。這個移民是在台灣第一

次的官當農業移民 圠

本報告 ,一邊介紹「堀上 9年的手記」,一邊希望考察在台灣官營移民的問題 。

現在筆者研究 ,著重在台灣的官營移民和有關帝國主義關聯等的題 目 ,此次 ,是

其中的一部份 ,介紹許多論點中的一部分
4。

I這
個手記的作者 。    ﹉

2這
個手記 ,2UU4年 ,從堀上吉治得到 。再者 ,同 時期前後 ,也從同為移民子孫 ,廣 島大學研

究所鈴木昭吾教授手中得到 。再者 ,承蒙鈴木昭吾老師提供 ,高 橋邦彥 ,《 母親 ,高 橋 9/
的一生》,個 人出版 ,1985年 。本報告的內容也 包含其中一部份 。再者 ,本革稿 中記載 「堀
上 9年 的手記」。

堀上 9一是故人 ,不 過 ,兒子堀上吉治先生 ,出 生在花蓮港吉野村 ,現在居住 日本熊本縣 ,

和筆者有親密的交往 。有關公開發表 ,筆者特別得到堀上吉治的允諾 。

筆者 目前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的正規學生 ,現在 ,並且為三角湧文化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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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的所在
堀上 9半 的手記是用原稿用紙書寫 厂昭和四十五年十月 ,僅就記憶所及書寫 。

堀上 waki六十九歲」壽終正寢 。

堀上一家 ,是香川縣人氏 ,像手記一樣在 1912(明治 巧 年 )時移民台灣 。成為

191U(明治 43年 )時 ,設置在台灣花蓮港吉野村的移民
5。

從 9年的手記 ,被題名為 「台灣的回憶」中 ,「 賭上父母的生命 開荒的花朵

被切斷 我要如何做」的文章開始 ,到 1艸5年由於戰敗 ,必須返回日本本土 ,透

露遺憾的感情 ,緊緊地流傳 。

反覆回顧文章手記的最後 ,增加 2個文章 ,如下列表示一樣
‘
。

「賭上父母的生命 開荒的花朵被切斷 我要如何做 。9半台灣的麻煩是什麼呢 ,

鼠疫 、霍亂 、腸 chibisu,加上嗡嗡作響的瘧蚊 ,和從前被高唱的荒野 。 台灣有

什麼有名物產呢 ,砂糖 、烏龍茶 ,並且稻米可以二穫 ,滿山遍野的金黃色花朵 。」

會三峽攀藍染隊的一員 ,台 北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一起進行著各種調查發表活動 ,關 於此次

發表內容 ,包含碧筆者 2UU5年 I月 2月 花蓮縣的調查項 目 ,調 查結果的一部份 。關於華者的

活動 ,在德 島新聞 2UU3年 8月 3I日 被報等出來 ,也呼僚 自鼓者提供信息 。這個短篇論文 ,

多項論點是包含在筆者研究的一部分 。
52UU4年 9月 訪問時堀上吉治先生談 。
°

紙面的關係上 ,筆者加 了句鼓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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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上一家移民台灣的時候 ,9年才 lU歲 ,戰爭結束時是 的 歲 。假使現在仍

然在世的話 ,是瞭解從移民開始到結束詳細情況的一個人 ,可說是非常珍貴 。筆

者 ,和 9午的弟弟吉治
’,交往密切 ,∞研 年 ,在吉治的家投宿 ,從他那裏聽聞許

多事情 。

關於官當移民的研究 ,是雖說不多 ,但 ,主要是以鍾淑敏 《日據時期的官營

移民》
8,張

素玢 《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
9的

為主 ,內容也是按照資料 ,是非常出

色的論文
m。

可是 ,主要引用是不具有豐富資料的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

等 。那些資料 ,許多事後被編篡 。筆者 ,在過去的研究上 ,包含 日本方面 ,台灣

方面的官方面資料和報紙報導等 ,明確瞭解當時情形 ,同時 ,一邊考察移民間題 ,

特別是以花蓮港三移民村為中心 ,一邊嘗試著以此觀點 ,考察日本帝國主義 。

三 、本 文

(一 )移 民的開始和條件
「乘坐 kasatU丸號跨越玄界灘 ,航向未曾見過及僅只於聽聞而未知的場所 ,

位於南方的國家 ,作為移民的地方 。」「官營移民的資格 ,第一是要有家族 ,及持

有現金四百日元 ,當時四百 日元可說是巨款 。「出發之後 ,心中發誓 ,不管任何事 ,

三人咬緊牙關 ,不獲得最後的成功 ,決不罷休 。」「家和土地未滿 13年無法得到

所有權 。擁有自己的財產 ,回到故鄉一次是自己的夢想 。」「最初沒有自己的房屋 ,

和其他許多人居住在吉野村入口處 ,豆蘭地方的寺廟 。」「生活居住在豆蘭的寺廟 ,

約 lU天到 2個禮拜左右 。」

吉野村是台灣最初的官營農業移民村 。現在的研究 ,是探討花蓮港內的吉野

7 
現在居住日本九州熊本 。

8 
鍾淑敏 ,〈 日據時期的國營移民〉,《 史聯雜誌》8期 (台 北 :史聯雜誌社 ,1986年

)。

° 張素玢 ,《 台海的日本皮業移民》(台 北 :國 史館 ,2UU1年
)。

I°

最近日本 ,有 大平洋一 ,〈 住民Φ手記k見 各台濟東部重田官當移民村Φ生活環境〉,《 史

卒》IU號 (日 本 :筑波大苧束洋史談話全 ,2UU4年 );大平洋一 ,〈 日本統治時代台濟︳〔

拓l+石 日本人移民事業k閱 寸各研究動向〉 ,《 束了V了 地域研究》H號 (日 本 :束 了V
了地域研究苧全 ,2UU4年 )。



由 合瀯 官營及紫移民探討 日本帚 國主義的持ε                 ‘I

村 ,豐田村 ,林田村 。在台灣 ,官當移民開始以前 ,已有私人的農業移民存在 ,

不過 ,經費等以移民事業者和移民者出發 ,這樣的意義 ,這與官當移民不同 。並

且 ,必須關注的是 ,這個官營移民 ,是 「開荒移民 ,開墾移民」。報紙等的報導 ,

記載開荒移民與其他移民是有所區別 。

吉野村移民指導所 ,明治的年3月 設置豆蘭移民指導所後 ,6月 改名吉野村移

民指導所 ,1917(大正6年 )年 3月 底廢止 ,其次 ,豐田村移民指導所 ,於 1913(大正

2年 )4月 設置 ,1918(大 正7年 )3月 底廢止 ,並且 ,林田村移民指導所 ,1914(大正

3)年 2月 設置 ,1918(大 正7)年 3月 底廢止
Ⅱ
。

在這裡 ,有關對吉野村移民 ,能容易理解的資料 ,有 日本時代的吉野村 「宮

前」地區 ,吉野神社前有塊 「拓地開村」石碑甲 ,記載著 「明治 的 年 2月 台灣總

督府設立花蓮港的豆蘭移民指導所 ,⋯ ⋯明治 稱 年 ,從德島縣吉野川洽岸的移民

最多 ,最後名稱被稱為吉野村 。⋯⋯本來這個土地 ,居住許多原住民 ,開荒困難

也有疫情 ,是非常慘痛的狀態 。⋯⋯吉野用水渠道的修復工程也竣工 ,事業也繼

續前進 。(大正 8年作成 )」 。

從9午手記與拓地開村碑著手 ,雖然 191U(明治 的 )年開始官營移民 ,不過 ,

明治 42年開始的資料也有 。關於這點 ,筆者也做調查 ,從德島每日新聞上 191U

年 2月 刊載募集的報導記載 。台灣總督府官當移民事業報告書記載 ,指導所建築

從 19U9(明治 親 )年開始 ,計劃本身 19U9年就開始 。

可是 ,問題是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的記載
∥,記載移民募集 ,191U

年 2月 派遣募集官到德島縣 ,不過 ,與 1月 21日的報導內容有差異點 j因此應該

更進一步調查 。

並且 ,關於移民的條件 ,希望由下面的報紙報導知道
Ⅱ

。「官營移民的條件如

下 。一 、強調永久居住 ,二 、素行正確且不曾受刑 ,三 、以農業專業的家族移民 ,

四 、攜帶資金二百五十日元以上的話 ,總督府六塊席二間和有廣場的住宅和旱田

ll台
灣總督府 ,《 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苦》(台 北 :台 灣總督府 ,1919年 ),頁 3S。

12吉
野村 ,現在為花蓮縣吉安鄉 。

13台
灣總督府 ,同 前引書 《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 1UI。

1.今
村特派員 ,〈 台灣的經濟狀態其一其二十九〉,《 朝日新聞》I913.IU.I7一 19l3.H.24(大 正 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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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話 ,二町九段四畝步 ,田的話 ,一町五段步的土地和二段步以內的宅地和農

具和耕牛一頭和一町步 ,付十七 日元的肥料費 ,可以有以下的補助 。一 、房租的

半價 ,二 、農作物的種苗 ,三 、瘧疾預防藥 ,四 、開墾費的一部分 ,五 、折扣券 ,

前項借款 ,從移住後第四年 ,無利息的從十年歲賦 ,每年四十七八日元返還」。

在這裡的問題是 ,根據資料 ,條件有┬部份不同 。這個意味著什麼 ?恐怕 ,

隨著移民事業前進 ,條件也逐漸變化 ?根據台灣總督府官當移民事業報告書 ,及

報紙報導 ,同時 ,9十的手記中也記載 ,如果經過 13年取得所有權 ,返回日本的

夢想 ,此外 ,想賣土地去從事其行業的人好像很多 ,官方也擔憂 。確實 ,現在關

於調查中的官當移民 ,條件嚴厲 ,不過 ,也有很多的保護 ,報紙報導內能找到 ,「 破

例的好條件 」、「農民的天堂」的文字
巧 °在此 ,提出新的論點 ,指出吉野村的初

期移民 ,對豐田村和林田村的移民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呢 。9年的手記內 ,堀上一

家台灣移民 ,是 1912(明治 45)年 ,那時的條件 ,與最初的募集時報紙報導不同 。

並且 ,豐田村移民開始 ,是 1913(大正 2年 )年 ,林田村是 1914(大正 3)年
㏑
。這 2

村的移民條件比較和移民開始的條件比較變得重要起來 。隨著移民進行 ,是如何

改變 ?要研究這個問題 ,其實 ,更明確調查移民者的出身也有必要 ,現在正調查

中 。

最後想說關於吉野村的命名 。拓地開村石碑中 ,吉野村的命名理由 ,從吉野

川流域來的人很多
口
。一般當時來自德島縣移民很多 ,不過 ,到底吉野川流域是不

是很多 ,那是個問題 。除筆者以外能發現關於此點並沒有 ,也沒有接觸此項研究 ;

不過 ,會成為問題 ,是 「從德島縣來的人很多 。在德島縣有名的東西是吉野川 。

因此是吉野村 」的理由與 「從吉野川洽岸來的人很多 。因此是吉野村 」的理由不

同 。說到原因 ,德島縣的吉野川流域 ,是不是說 日本少數第一的 「蓼藍和蓼藍麵

糰兒」的產地 ,蓼藍染色也繁盛 。如果 ,從吉野川洽岸來的人很多 ,很難說明 「為

何吉野村沒有蓼藍染色 」。現實是 ,筆者 2UU3年進行實地調查 。結果發現 ,可以

作為判斷的是 ,首先 ,當時 艸 歲的吉野村出生的男性 ,說了 「確實德島縣的人多 ,

I5〈
東海岸和北台灣〉,《 台灣日日新報》I91..趁 .2-191?.η .b(大正 6年 )等 。

︳‘
台灣總督府 ,同 前引吉 《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 鉋 。

1’

同前引書 ,吉野神社前的 〈拓地開村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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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為吉野村 」。並且 ,實際試著去吉野川工程的地方 。那個地方 ,說不定適合農

口 ,德島縣內也有不是吉野川洽岸地域 ,譬如鳴門等的人也不少 ,這樣可以明白

解開吉野川洽岸說是業用土地 ,不過難說能適合蓼藍 ,是恐怕跟當時沒有蓼藍有

關 。並且 ,經由調查戶誤解 。如果那樣 ,蓼藍染色在吉野村沒能發達就可理解 。

蓼藍麵糰兒 ,蓼藍染色是含有資本主義要素 ,是能賺錢的產業 ,與純粹的農業有

異 。關於這點 ,和糖業比較也是個研究問題
珞°

因此 ,雖然好像並不是說從吉野川洽岸 ,來的特別多 。不過戶籍資料 ,191U

年當時並沒有留下 ,從其他方面著手調查中 。實際上報紙報導 ,並沒有證據顯示 ,

為了因吉野川工程而失土地的人 ,召開說明會
”,以外的人並沒有 。倒不如說 ,官

方的思考 ,是意圖打算發現較優良的移民 ,有這樣思考較妥當 。

並且 ,新的問題 ,是 「為何是德島」。雖然資料裡 ,有德島縣移民北海道的優

良事績等理由 ,不過 ,其他的人際關係 ,德島和台灣總督府之間 ,必須加上調查 。

18明 年占領台灣以後 ,15年未實施 ,或實行不能實施的官當農業移民 ,總督府和

中央政府的關係和各內部的情況必需詳加調查 。

其次的問題 ,是 「為何是花蓮港 」的問題 。資料中提及除花蓮港以外沒有適

合的土地 ,花蓮港正好有土地的理由 ,不過 ,關於這個點 ,調查官方的同僚是非

常重要
2U。

I8關
於這個點 ,根據 「9年 的手記」,清水半平 ,《 吉野村回顧錄》,個 人出版 ,197I年 ,依據

其他的手記 ,移 民 ,當 初 ,記下嘗試各種的作物 ,不 過 ,其 中有關蓼生並沒有記載 。德 由縣

生住町和教育委員會的採訪 ,北海道移民有蓼孟商業務成功的例子 ,可是 ,關 於台泔的移民

則不明白 。其安 ,不 但孟住町 ,週邊的探聽 ,也發現沒有人知道關於台海移民的事 ,連德 由

報社也不知道台灣的最初的國營農業移民 ,是德 島同縣的人道件事 。但是 ,夆 者將信息提供

給報紙報導的連接 ,關 於這點 ,另 外介紹吧 。只是 ,根據那個信息提供者的言詞 ,說不定當

試過麥盟 ,不 過 ,好像沒成功的樣子 。女際上 ,蓼藍染色不只是反業 ,即 使培育麥生 ,與 日

本同樣的蓼藍 ,不 做蔘藍染色也不能利用 。如果那樣 ,即 使是在 台灣進行為芷 ,不 過 ,當 時

的需求 ,已 有化學染色發明 ,需 求已變少 。

I’

〈台灣移民棼朱〉,《 德 島每 日新聞》,明 治 佔 年 2月 21日 。

∞
上列 《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頁 54-S8。 清水半平 。同前引書 《吉野村回頩錄》。

準備本來是原住民的土地給移民用 ,不 過 ,關 於那時的方法 ,是有疑義事女(七 腳川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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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移 民者的生活環境
「家六個草蓆大二間 ,庭園相當寬廣 。吉野村清水五十二號 、吉野村一八一

號 土地三町步房 、地一反步牛農具是借貸 ,土地最初分配給開拓者宮前的人們 ,

三町步一角為單位分配 ,好的土地和壞的土地差別很厲害 ,清水是依好壞分為一

等地 ,二等地 、三等地 ,土地好壞平均分配 ,三等地的距離相當的遠」「清水是縱

四份橫 (側 )三份四組分開 ,自 來水的水槽有四處 ,各自水槽提供附近共同洗澡

(水 ),各家家中沒有浴室」開始從花蓮港朝向吉野 ,在左側有的簡陋的學校 ,從

一年到三年一起讀書 。⋯⋯暫且 ,道路右側完成非常棒的學校」「大正二年九月一

日刮起大暴風雨 ,終於適應吉野的家 ,沒有一家可以挺立幸存 ,吉野村的房屋全

倒 ,無一倖免 。颱風之後 ,瘧疾大流行 ,老人和孩子相繼地死亡」「在總督府的援

助下從新改建 ,⋯ ⋯ 。在此之前 ,只有宮前和清水 ,以中園為中心產生 ,成為區

鄉公所 、學校 、寺院和吉野村的行政中心」「村也有人民會 ,⋯ ⋯。已往為原野 ,

也成為非常棒的稻田.‥ ⋯」。

關於吉野村的地圖 ,堀上吉治與志願者一起依靠記憶所及 ,製作吉野會小冊

子
1刊

載 。

在吉野村有 ,村公所 、小學 、幼兒園 、農林學校 、醫院 、2處寺院 、神社 、警

察派出所 ,購買部(總店 ,3分店)、 牧場 、碾米廠 ,19俖(昭和 加)年度當時都存在 。

再者 ,有關組織 ,本議論指出台灣最初的青年團是在吉野村成立
η
。

關於稻作 〢9I3(大正 砂年的吉野州、宮前水路的完成 ,開始水利設施的改善 ,

至少改變為更好
”
。同時 ,在滿洲移民的模範村 ,被認為是滿洲移民之父的加藤完

至親 ,於昭和 7年視察吉野村 。除稻作成功以外 ,煙草應該特別書寫 。煙草栽培

是日本人特權 ,也容易銷售 。

豐田村的土地 ,從 19%(明治 39)年開始 ,由賀田組管理的預約出售 ,是賀田

刉
再者 ,吉 野會小冊子 ,雖有吉野村的說明 ,不 過 ,如 果根據堀上吉治說法 ,道據說是從吉野

村回預錄轉載 。
η 194I年 。為何吉野村有青年田 ,是應該研究的重要課題 ,現在進行中。再者 ,跟同風會的

關聯在這裡應該被指出。
”

蓬萊米以前 ,在 吉野村青木完成了青木米是 1919(大 正 8)年 (清水半平 ,同 前引苦 《吉野村

回頛錄》,頁 61而 3。



由 合瀯 官營及業移民探討 日本帝 國主義的芳色

村農場的一部分 。官當移民採用賀田組公司移民 m戶 中的 H戶 。有關林田村 ,

於回顧錄中 ,指出原住民的驚異和野獸的受害最多 。19田 年當時 ,3移民村全體

的日本人數約 34UU人舛°

(三 )移民者和原住民
「日本人被教育須為台灣人 、阿美族 、高砂族字習範本 。阿美族的男性 ,把

長度三寸手指粗細的竹放入耳朵中 ,裸身 、在頭上穿戴紅的長毛線 9看上去簡直

像門神一樣 。女性腰間捲著刺繡包袱一樣 ,咬著檳榔 ,吐出血紅的唾沫 ,似乎像

舔血一樣 ,兒童心裏會感到可怕 。但是聲音 ,是具有美妙的聲音 ,在水牛的背上 ,

eehUiyahUiya大聲的唱著 。高砂族住在山上 ,有傳聞獵取人頭的說法 ,因此山腳下

所有崗哨皆圍起鐵絲網 。」

本論的問題 ,是官宮移民為開荒移民計劃而建立村莊 。日本居住區域和台灣

人居住區域是分開 ,跟原住民分開 ,需加入關心 。跟原住民關係處不好的時期 ,

利用原住民的土地 ,開始官當移民 ,對原住民的襲擊等必須加以應對
”
。

關於日本人和台灣人 ,原住民的關係 ,在 「台灣總督府官當移民事業報告書」

設有 「移民村和本島人和原住民」專節于於說明
%。

以前東台灣 ,漢人很少 ,在移

民政策上沒有特別記載 ,有關藩人也就是原住民有記述 。總之 ,由於官當移民即

由於日本人大量地移住 ,怎樣影響蕃人 ,這樣的議論觀點成為很有趣論點 。

記載內容 ,由 「1.耕作上的影響」「2.藩人勞動的影響」「3.移民收容和撫蕃」

的 3項組成 。關於內容 ,限於文章關係不得不割愛,簡單說 ,官當移民在理蕃政策

上也有效 ,是其說明主旨 。據說關於藩人 ,區別為 「生番」、「熟蕃」 :並教育

須當心生番 。只是 ,台灣總督府官當移民事業報告書 ,是以官宮移民成功觀點來

寫的產物 ,對台灣總督府來說 ,高度關心理蕃政策 ,並希望在官當移民也有效 ,

有這樣的心情不是嗎 ,這是要加以指出 ?並且 ,另外一個 ,是 日本人和漢人 、藩

人 ,雖然生活空間被分開 ,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交流 ,是能夠理解 。但是 ,台灣

留
台污總督府 ,上 列 《台海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古》,頁 338。

2s七
腳川事件 。

′

%上
列 《台污總甘府宮營移民事業報告古》,頁 33U.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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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府官當移民事業報告書 ,是從日本人的觀點書寫 ,這樣的事也不能忘記
刀
。

(四 )移 民者的工作
「大正三年開始製作煙草 。最初從三畝(日 制)開始 。大正五年和藤下共同建造

煙草乾燥室 。在清水 ,最初父母和子女三人拼命工作」「十六歲的時候 ,姐姐從國

內一個人渡玄海灘回到父母身邊 。去做河川工程的工作」

官當農業移民的條件之一是做農業 ,當然 ,將土地給佃農耕作是不可以 。可

是 ,官當移民結束後 ,因此 ,取得土地的所有權之後 ,實際上 ,好像有將土地給

漢人耕作的講法
姆°同時 ,也有敘述借給花蓮港的酒館事情

”
。

(五 )宗教關聯
「到九月因為工作變少有較多空閒 ,每年去寺廟 ,練習縫紉 。老師是西本願

寺傳教所和尚的太太 。名字是岡本太太 ,說實在非常棒的人 。教人作為人的知識

禮儀禮法 ,茶道 ,花道 ,及我人生的堅實基礎態度」

吉野村中 ,吉野神社和淨土真宗西本願寺系的寺院和真言宗門的傳教所各存

有一個 。淨土真宗的寺院在中園 ,是村營 。真言宗門的寺廟 ,是所謂的 「真言宗

吉野傳教所」 ,現在是中華民國的國家第 3級文物 「吉安慶修院」。住持是 「堀」

氏現在自稱為 「佐伯」姓 。是私人所設立 。能夠顯示真言宗吉野傳教所的特徵是

四國 88處石佛的存在 ,筆者認為這個也是受到移民大量來自四國的影響
3U。

再者 ,

村營的傳教所是預定在移民計劃上 ,修建當初宗並未派決定
引°

問題是 ,移民村和墳墓的問題
釳°1,巧年的戰爭結束當時 ,移民村有墳墓的事

η
日本殖民統治台污的時候 ,攏絡地方有勢力的漢人 ,統治支配下層人民的行動 ,筆者另外的

研 究將提 出 。
站

∞“ 年 1月 ,在林田村的田野調查及 《母親 ,9↗ 的一生》等 ,有許多的資訊 。在林田村

的現地調查 ,日 本人區域和台灣人區域是分開 。
”

同前引書 〈東海岸與北台潛 〉,《 台灣 日日新報》。
∞

佐伯和華者有親密的交往 ,今後也將持欲訪問廣 白的寺院做現地調查。再者 ,關 於淨土其宗 ,

現在開始對西本願寺調查 。
〕l同

前引書 《台海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苦》,頁 b° 。
跑

這個說不定是設立私人傳教所的理由之一 。



由 台揩 官營反常移 民探討 日本帚 國主義的特ε                 σ

是沒錯
“

、1917(大正2年)當時移民村(吉野村)是沒有墳墓
∥

。移民考慮供奉祖先和

自己永久定居的問題意識上 ,是件重要的事 。再者 ,關於這點 ,「 堀上waki的手

記」內 ,記載著 「為能得到金錢 ,而回日本」的這樣意味存在 。詳細情況本論文

不觸及,不管表面上如何 ,實際沒打算永遠定居意圖的移民是存在的 古現在正調查

中 。

(六 )戰爭結束與回鄉
「我十九歲結婚一邊受惠於三男二女一邊是汗和眼淚的結晶 。⋯⋯長女婿在

戰爭結束一週前的八月九 日 ,於 B” 最後的攻擊戰死台北機場」,「 二十一年四月

六日父母必須離開自己流血流汗所開鑿的吉野村 」,「 現金一人一千 日元 ,和服 ,

夏天和冬天各三件 ,棉被一人二個 ,此外皆無 。⋯⋯登上驅逐艦面向 :⋯ ‥國內出

發 。⋯⋯夢想和希望都沒有⋯⋯四月十二日早上於鹿兒島登陸 。是第二次艱苦奮

鬥的開始 ,我想這是我一生難以忘記的早晨」。

關於戰爭結束和回鄉 ,和張素玢
”
並沒有多次的接觸 。但是 ,戰爭結束當時 ,

清水半平氏等 ,向陳儀提出願意留在吉野村的申請 ,一度被接受 ,這個事實也應

指出
“

。因此 ,一度希望者應該可能留在吉野村 ,但國民黨方面態度的改變反悔 ,

所有人必須遣返回日本 。至少 ,比較上 ,吉野村較好的事件 。此點筆者已有調查 ,

希望另找時間重新介紹
田

。

四 、考 察

讀 「堀上9午的手記」 ,筆者最關注的事 ,是在手記中 ,「 完全沒有描述與

台灣人的漢人和原住民 ,一起遊玩和工作」
芻°這個個人認為極為重要 ,基於這個

”
根據 2UU4年 在吉野會的當地調查 。吉野村內各地都有設

一

基地 。

M同
前引苦 〈東海岸與北台海 〉,《 台灣 日日新報》。

3s張
素玢 ,同 前引古 《台海的 日本皮業移民》。

錎
清水半平 ,同 前引書 《吉野村回旗錄》,頁 147-149。

”
撤回之後的移民者 ,普 通上是不是辛苦 ,《 母親 ,高 橋 9′ 的一生》,在德 由吉野會的訪查中

了解 。
38「

試著寫昭和 小 年 lU月 記憶 ,是限於僅有的記憶」儘管記下的已不存在 。《母親 ,9↗ 的

一生》,記載把土地給台灣人伯耕的事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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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認識的調查 ,不過 ,「 母親 ,高橋 9〤 的一生」也同樣 ,其他定期性地和外

部交流 ,像 目前資料一樣現在並沒有發現 ?此外 ,參加 m“ 年的吉野會時 ,筆者

唱了台語歌 「望春風
3’

」 ,不過 ,沒有知道這首流行於戰爭結束前的歌曲 ,使筆者

也非常吃驚 。筆者認為 ,從此能看出台灣文化是被隔絕於官當農業移民村的特徵 。

更進一步 ,只因外部原因而能決定這個封閉環境 ,是個問題 。說不定是受所

謂日本人的國民性影響 。根據這個想法 ,給予過多的保護 ,也許可以說跟村外交

涉必要性不多有關 ,不過 ,問題勿寧是 ,為何 ,給予如此保護呢 。有關這些 ,筆

者現在正研究中 。

從以上的考察也能理解 ,日 本時代花蓮港的官當農業移民研究有許多的問題

和疑問 。雖然 ,幾個在本論文內發表 ,但對全部的問題應該回答 ,因筆者現在正

研究中 。只是 ,要談台灣的官宮農業移民 ,不但北海道的移民和 日本到其他國家

的移民等比較研究 ,不僅限於吉野村 、豐田村 、林田村的比較 ,不但北海道的移

民和 日本到其他國家的移民等比較研究 ,農業移民以外的漁業移民等的比較討

論 ,當時的總督府跟中央政府的關係調查 ,更加成為必要且重要 。並且 ,以前的

研究並沒有很明確 ,在移民撤回時情況詳細調查中 〢9的 年開始到 弱 年 ,能夠知

道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行動和意義
的°

五 、結 論
台灣對 日本來說是最初的殖民地 。並且 ,吉野村 ,是台灣最初的官營農業移

民村 。以此為模範 ,而有豐田村 、林田村的開村 。最初的殖民地 、最初的官營農

業移民 ,對國外的移民 ,這是東台灣花蓮港農業移民的意義 。

對 日本而言 ,最初正式的移民 ,是對北海道的移民 。這個北海道移民可以想

像對花蓮港官營農業移民計劃裡有很大的影響 ,不過 ,這不是此次的目而不在此

敘述 。可是 ,即使有怎樣的目的 ,調查官當移民開始的經過是非常重要是能夠理

解 。以官方而言 ,台灣總督府和中央政府的關係和情況不同 ,經過占領 巧 年後才

妙
李臨秋作詞 ,鄧 雨資作曲(1933年發表)的 台語流行歌 。

如
午者 ,我爭結束時候在花蓮港居住的男性公務 員進行訪談 。他在 日本人撤回後 ,仍 留在台污 ,

不過 ,據說用蔣介石的判新而返回日本 。詳細在論文化時介紹 。並且 ,從德 由縣的復 員者名

簿著手調查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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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為何有此情況 ,此次介紹可說提及對於當移民村有很大影響的特徵 。

從日本各地區而來的農民被限定在一個狹窄的區域 ,一起集體生活 ,這就是

移民村 。由於是農民 ,因此使用的語言 ,特別會成為那個地方的方言
引°可是 ,實

際上 ,像回顧錄一樣 ,村民的溝通上 ,當初也發生困難。因此 ,移民村內的生活 ,

與日本國內普通的農村不同。特別關於習俗 ,推測形成自己獨特的特色 。這裡逐

漸形成和以往日本國內村莊不同的特殊社會
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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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史料 「堀上9午的手記」全文
‘B

日文版

4I清
水半平 ,同 前引苦 《吉野村回顧錄》,頁 S9。

η
這個論文受到淡江大學碩士蔡水秋先生 、名古屋市立大學山田瘀.L先 生 ,廣 由大學研究所

鈴木昭吾先生 ,大平洋一先生為首 ,及許多人的協助完成 。在道裡提 出感謝之意 。中文伯舒

是由蔡水秋先生及福懋興業陳副總信鈕指牛和修正 。
佔

這個手記 ,2UU4年 ,從堀上吉治得到 。中文翻譯是由蔡水秋先生指牛和修正 。非常威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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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U人達  湯淺虎吉 掘上與八 湯淺平七 細谷安次 田測喜三太芒KU、

五家族U方 t共｜己讚岐高松港若出凳 匕 、見 b知 6甘走走役場(聞㏑走定19U南

U因U開拓移民 t匕 (、 玄界灘若小志t丸 (棄 θ切 U走 。灦戶U站 走中小者海

t加知 6杏小 .走人達吐 、海外U波U荒芒｛已驚 者船醉㏑I己 苦 L砂 B札 走己U時 、

湯淺U虎吉小父芒K小 、茫U已 L(顏若洗㏑｜己U札 (㏑ U(<走 芒η、走㏑〔

3嬉 匕小.走 U各 ⊥<竟久(n否 。約甘小十才UV弱 者女U子一人°淑(、 若

<也 杏㏑而親小杏ㄝ ?海千里秉 U已 久走台消｛已出外19(行
。
5U小進取U氣性

｜己富K(㏑ 走小心任U小 、塋時思‥走U走氣持 b吐 、今 (也 判 6畬㏑ .官宮移

民第一U資格俅 、家族U㏑ δ已ε 、現金四百鬥持 U(㏑ 否已t、 些時四百鬥吐

大金 (巧 °走 。出凳 L走小 6｜己以何事小乃乙3tb親 子三人石爸小●°(也 立

派｜已成功 t在 <(依 t心｜己誓㏑易.(㏑ 走 。

家 b土地 b十三年走走者ㄑ(吐所有榷浴 b6充替外°走 。自分U也 U｜己眷9走

6一度故鄉｛已婦乙U小夢走.走 。高松若出凳 匕走U吐一月六日拈正月若才虫ㄝ

走吠小 U(莏 .走 。波荒 者玄界灘爸秉 η巷θ目的地台淹U東海岸花連港U沖｜己

看㏑走U吐 、十四日｜已b者 .(㏑走 。朝早 <看㏑走U茫於 、〔札小心小大麥濋

.走 。港U眷 ㏑洪｜已吐大者香船吐岸小6、 吐否小杏沖合㏑｛已停泊 匕 、〔已小心

′
、
V歹 t呼以流否小芒者船〡已秉 93U9上 陸才否U(才 。風浴強 <波U大者㏑

時吐何 日b上陸才巷已t小出來舍㏑事 bbδ U(、 上陸才否希望 t不安 t物珍

L芒 t(、 新 t㏑土地各♂、K茫 U5.走 。一番最初吐自分U家杏ε無 <吉野村

U入 θ口｜已、巧.走 夕夕9ˊ“U拈寺(大勢U人達 t生活 t走 。父母俅旅U疲札

各癒｝ 重b替 <、 才 C慟 巷｛已出(㏑ 走 。〔U己 乙U夕 9歹 ˊU道 l± 步 <t° 6

°6°札(㏑ 走樣眷思㏑小 匕走 。夕99ˊ U為寺(U生活吐 、十 日小二週間 ㄑ

6㏑ (莏 .走 土●｜己思 ●。

〔 L(、 ㏑⊥㏑土第二U人生U生活U場 t者 否我小家｜已行 <日 小者走 。〔U出

凳U時 、母親小水小一番大切走小6t中 力ˊ㏑.以㏑U水若持走芒淑走U｜己吐 、

“
豆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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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道 、重 <(困 .走 。家 t吐名以外 θ(、 家U中｛已虫不鬼力中U生產(㏑ 走

U若 思㏑出才 。家以六置二間 、庭吐5㏑求底小 U走 。吉野村清水五十二番戶 吉

野村一八一番戶  土地三町步 屋敷一反步 牛農具吐 、貸与 土地吐最初U

入植者宮前U人達‵U割 U舀 (小三町步一角｛己L(割 η舀(、 良㏑土地 t惡㏑

土地 t(其 U差小Vε <、 清水 l± 一等地 、二等地 、三等地 t土地U良卷(割 U

些(、 三等地杏ε吐 、甘㏑求Kt、 遠 ㄑ｜己易U走 。㏑乙㏑乙杏物事浴決b6札

6、 已汍外6ㄌs而親U希望 t苦闊小始 虫.走 U(莏 乙 。

朝吐私小字校｜已行 ㄑ前｜己家若出(夜注暗 <杏 °(b、 替小杏小婦 °(已 任小 .

走 。 私吐一人(每晚U⊥ ●｜已田KF小 心家 虫(何町步易乙小心 、一間若何足

(步 ㄑt、 ㏑ㄑ6小 C充 乙t婦 .(<乙 t淋 L各 t心細 剖 己淚爸流 t替浴6、

教各小C久 (待 .(㏑走 。面親吐田KF‵ 、私 b元氣｜己字校‵行 °走 c始砂法

花連港小 6吉野｜已向小U(左側｜已莏U走粗末替字校(一年小 6三年 女(一緒｜己

勉強 L走 。私吐三年生 掌校 虫(U承 右吐 、遠小°走 。男U子達小先｜己行 巷道

㏑U㎡㏑｜已生5(㏑ 否力草在心才σ合bㄝ 、後乙小6、 b易 一ε 、為

一

小19(、

其U草｜己足老取 6札 (、 已乙浴否U各面白浴.(每 日才乙U(困 .走小棸 匕⋯

每 日(t走 。L以 6ㄑ 匕(道U右側｜己立派杏掌校外出來走U(才 。其U時吐 、

四年生〡己發.(㏑走 。先生方U扲名前吐忘札(L虫 °走 。磯野先生吐同杲(巧

°走小 6小 、t(色 可愛浴U(下 芒U走 。

大正二年九月一日大暴風雨小吹 巷巧札 、中.t發 ●K走吉野U家 b、 立 .(δ

家吐一家 也無 ㄑ吉野村吐全滅茫°走 。台風U後 ‵▼9V中小大流行 L老人中子

供浴次夜 t亡 <者 U走 。年老 n走雨親老bU私吐人事 t思約札甘心配替每 日(

t走 。棇督府U援助(建 (畬為 L、 人行U必死U努力U為陰 I已 (立 b古站 .走

U(才 。心配 t走兩親 b元氣t慟㏑(<札 虫t走 。〔淑虫(宮前 t清水定li茫

°走U小 、中心｛已中園小出來 、役場 字校 拈寺 t吉野村U行政U中心 t發 δ 。

台消人 /民 族 高砂族 t居 (內地人吐已U人達U為手本｜己會 6抬 dt教 元5札

走 。 ◤乓族U男性吐耳｛已長 志三寸指位U太志U竹若入粗 、裸不頭｛已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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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糸爸Uli、 主乙不仁王樣U⊥ 3｛己涿充足 。女性吐腰｛己色女 t刺繡 L走風呂敷

U⊥ 3會 U若卷 卷 、σK乙 3樹U宎 t石炭若小K(、 赤㏑°㎡爸以巷 、血老各

砂走⊥ 3｛已思b瓶子供心｛己恐㏑t拈 也.走 。(b芹 以 、㏑㏑芹(水牛U背U上

(、 工一工一一小彳中一示彳十一 t大 巷者芹(歌°(㏑ 走 。高砂族吐山｜己住K
(㏑ (、 人U首若取否tU已 t(山 U麓｛已吐 、〔札C札番所小乃 η鈇朵網小 、

甘.t懷 .(礽 U走 。父 t母俅一生懸命開墾 L走一等地 、二等地 、三等地 、先

甘一番近㏑一等地外 6木若切 θ、根爸掘 θ鬼力中若Ul9、 大巷眷石老外走甘 19

年老㏑走兩親U血 ε汗U結晶U炯小出菜走 。始 b｜己力VV中 (砂糖半E)若 U

<9走 。$金分手｛已入否t、 拈 VV小可愛〔 3濋小 6ε 、父U弟U子供U無㏑

人｛己養女｛已殘 L(巷 走婻 I己 ⊥<送金 L(㏑ 走 。五年生 六年生U時吐中園U刁
、

字校｛己通 .走 。掌校外β埽巷t每 日 、牛｜己食代巷才草刈 θ｜已行 .走 。手袋 b無

<鬼 力中爸刈 乙U(手 吐㏑Ub傷 走 619、 字校不手若上σ乙U小耳●甘小 L小 .

走 。五年生 六年生共｜己一番｜已杏札走 。卒業吐大正四年 、卒業式｜已吐大巷杏風

呂敷悒UU心 任εU御褒美任戴㏑走 。而親浴年老㏑(㏑ 走走b私U卒業爸待 ㄘ

小抬(、 高等科｜已行19畬 小 .走 U小殘念(︴ 5者小 9走 。

同級生 ｛已吐 田淵 ΞV〝  西川 V歹 ” 味村 口工 十 山本 工 V口  宮 田

鈴木 卜午 福永 ΞV子 鈴木 /十 民 大井宋吉 鳥羽大助 桑原 池上菊雄

上岡辰熊 須田義一 村岡進一 思㏑出 L走友 l± 、已U人達茫19、 任小U人吐

b才札走 。清水性縱四丁橫三丁四組｛已b小瓶 、水道 t言 .(b水 老走砂(n否

夕V夕 浴四伊所〡已有 θ〔札C札 夕ˊ夕U近 <｜已共同風呂浴巧 θ家㏑元〡己吐者小

.走 。共同風呂U人達吐(改行 ) 古賀 花岡 臼杵 新田 鈴江 南里 竹川

隨行 松尾 沖村 松尾 堀上 U十 二家(改行) 已U人達外交替(風呂焚 者

若匕走 。大勢U人達小入否U(、 巧圭η者粗㏑走ε吐言之杏小 .走 。大正三年

煙草若作 θ始砂走 。最初吐三畝小 6吐 tb否 。大正五年藤下巷Kt共 同(煙草

乾燥室爸建 6乙 。清水(吐最初親子三人(一生懸命慟㏑走 。朝俅朝星 、夜吐夜

星 、〔札(b棸 匕n每 日(L走 。九月｛已杏否t仕事不少 匕暇｜已杏乙U(、 每年

為寺芒K‵ -為裁縫U$稽古〡已行 <。 先生法西本願寺布教所U$坊樣U奧樣(

L走 。為名前吐岡本樣 t申 L誠｜已立派杏為人(L走 。生 女札者(人 t匕 (U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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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札儀作法 、朽茶 、朽花 、私☉人生U基礎作 U若 匕U小 θt教 5(下 芒㏑虫t

走 。十六才U時 、婻小內地小 6一人不玄海灘爸渡 θ而親U元｜己婦U(采 主L走 。

今 虫(一人(淋 L小 U走 小 ●́強 <舍 θ何 t舍 <氣小大 者<者 °走思㏑浴匕走 。

体U大 者㏑媊吐美｜已良 <慟㏑走 。 每日暑㏑U｛己、者淑杏㏑川工事U仕事｛已行

U走 。監督U森芒K〡已母小才 Vˊ 吐力仕事眷ε 、t走 已t替㏑U(役 ｜己走.(

㏑螢㏑U(俅 、t心配 t(尋抬走已t坪易9走浴 、力一以㏑真面 目〡已良 <慟㏑

(<札 乙 、ε言 U(下 芒°走 t喜 K(㏑ 走 。

十三年 匕(所有榷小出來乙t一度內地｛己婦乙 、t言 .(㏑走而親 b、 忙 t芒 ｛已

埽
。
(<乙 t言 b眷 <舍 °走 。名 b知 6蹈大木 鬼力中 甘力中 大石 八9

入 〔札｜已高㏑所 谷中川U⊥ 3｜已見 5否 所 毒‵σ ︵′ ◤才大持 太 ㄑ

(長㏑錦‵ CU⊥ ●者 、乃 6° 否迫害若Uθ 已5(、 十年後｜己吐村吐見違是否

樣｜己杏 .走 。家U中 虫(生元(㏑ 走鬼力中 b屋敷內｛已吐一本 b螢 <、 〔U小杓

ηt、 ▼Vf 尹V′ ︳)二 夕眠 Λ步步 只︿彳中 V中 力 卜9 夕9六  t

汰山舍果物U木濘植充6汍 走 。 村〡己b民余沙出來 、余長各K俅宮前U中島芒

K.清水小 6吐 、合田U小父芒K中隨行 各Kㄌs努b(㏑ 走 。原野不易.走野原

b立派替水田 t杏 θ、一期作 、二期作 t朽米小二度 b取札否╧ 3｜已在否 。渡台

舀時U為米吐長㏑米 (油砂浴入 .(㏑ (食八乙t、 〔U句㏑｜己困 θ以(走 。

為米作 η也最初吐台洿米爸作 .(㏑走小研究者磯永吉博士U凳明｜已⊥η蓬菜米

t名付 196札 走 。內地米 土θ為㏑ L㏑ 拈米ㄌs出來否⊥3t狡 δ 。特｜己二期作分

為㏑ L小 .走 。大柄杏母｜已小柄杏父 蚤U夫婦吐評判U慟 巷者(L走 。食八乙

定19會 6犬中猶(b才 否 。子供中孫U走 b｛已慟㏑(已 〔人間台U茫 t、 ㏑Ub

話 匕(㏑ 虫匕走 。自分 b父｜已似走体 (水牛 bU小㏑ 、b° 已b小
。

各 、男U子

U居〧㏑我於家U勤旁奉仕吐大力走 U(t走 。

十七才U時 、婻小朽 虫bη 志KU卵 t結婚 匕5。 私 b十九才不結婚 匕三男二女

U子室｛已惠 虫札眷小心汗 t淚 U結晶吐流淑芒U(L虫 3。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

日 、日本吐長 n戰㏑U末 、回各焦土 t化 L發小心全面降伏才否 。長女U婿 終

戰一週間前U八月九 日 、最後UB29U攻 擊(台北飛行場悒(戰死 t走 U(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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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年四月六日而親浴血U汗若流匕(切 η開㏑走吉野村若引者揚σ抬㎡杏6

替ㄑ台°走 。六日午前八時清水一組 、二組°人達全員浴迎之U卜 9v夕 ｜已秉 θ

已心 。現金不一人千鬥 看物 、夏 t冬三枚甘
。

、6、 tK一﹉人二枚〔札以上依持

U己 t小 (者 杏小°走 。花連港女字校(二晚過εL八 日吐代一口VU中字校 、

九日中°t出來易小U走 以外 UU築港小6大戰(生巷殘 .走驅逐艦悒秉ㄝ6淑

(一路 、內地｜己向小.(出凳才否 。三十五年前 、親子三人小夢 t希望i己胸 6、 <

6虫 ㄝ(、 渡 .走玄海灘爸九名 bU大家族(夢 b希望 b無 <幼㏑自分U子供｜己

父親U戰死 L走幼㏑孫二人U札 四月十二日朝 鹿兒島｜己上陸匕走 。二度目U苦

閱浴始虫巷 、生涯忘丸否已εU出來舍㏑朝日t扲 b㏑ 虫L走 。

父 母 U命 爸 小 li匕 開 拓 U

b巷

花 切 η取 6淑 b札 ㏑ 小 ｜已ㄝ K

台消迷惑何｛乙何〡已C  八只 卜︳己口V9｜已腸女 E只

V中蚊 t 昔依歌b札 (n走荒粗野若

台洿名物何｜己何｜已r  砂糖 匕土3U｛已 ●3弓 K茶

( 山〡己黃金U花濘眹 <

〔粗｛己′V′ V ▼9

〔L(站米小二度取瓶

昭和四十五年十 月 記憶 ｛己易否小書 ηU思 ㏑(若 書 ㏑(涿 否 。 堀上 b者

六十九才

二 、中文版

台灣思想起

賭注的父母性命  開拓之花被切斷   我要如何做

明治 45年 1月 6日

父  掘上熊吉

母

次女

十 ′

9十

慶應元年 2月 lU日 生  姻 歲

慶應 2年 8月 8日  η 歲

明治 “ 年 11月 lU日 生 lU歲



由 台瀯 官營及幸移民探討 日本帚 國主義的特色

湯淺虎吉 、掘上與八 、湯淺平七 、細谷安次和田測喜三太等五個志同道合朋

友的家庭 ,一同由讚岐高松港出發 ,乘坐小芒ε丸號跨越玄界灘 ,航向未曾見過

及僅只於聽聞而未知的場所 ,位於南方的國家 ,作為移民的地方 。這些只知平穩

瀨戶內海的人們 ,在外海遇到驚濤駭浪 ,如酒醉暈船所苦的時候 ,湯淺虎吉叔叔 ,

抱著我去洗臉 ,使我感覺非常的高興 ,至今仍記憶清晰 。已經年紀不輕的父母 ,

為何帶著一個年僅 lU歲瘦弱的女兒 ,穿越千里海洋到台灣 ,是本性富有進取心 ?

當時所想的心情 ,現在亦無法瞭解 。官營移民的第一項資格是要有家族 、擁有四

百圓現金 ,當時四百圓是非常龐大數 目的金額 。一但出發 ,心中發誓 ,無論任何

事 ,三人咬緊牙關 ,不獲得最後的成功 ,決不罷休 。

家和土地均未滿 13年無法得到所有權 。如果擁有自己的財產後 ,想回到故鄉

一次是自己的夢想 。自高松出發時 ,是 1月 6日 ,剛過完過年 。渡過驚濤駭浪的

玄界灘 ,到達目的地台灣東海岸花蓮港外海已是 14日 。雖然一早就到達 ,但糟糕

的是港口 ,無法停靠大型船隻 ,因此 ,停泊在外海 ,再用接駁船接駁上岸 。因風

勢非常強勁 ,何時可以登陸也不可知 。踏上新的土地 ,登陸時充滿希望 、不安和

稀奇的心情 。當初沒有自己的房屋 ,和其他許多人居住在吉野村入口處的豆蘭之

寺廟 。父母親未消除旅途的疲勞 ,立即外出工作 。回想當時 ,浮現徘徊在豆蘭街

到的景象 。生活居住在豆蘭的寺廟 ,約 lU天到 2個禮拜左右 。

終於要到將成為我第二故鄉的 日子來到 。出發的時候 ,母親認為水非常重

要 ,而裝滿茶壺要我攜帶 ,因路途遙遠 ,而且是沉重的東西 ,形成重大的負擔 。

家僅是徒有形式而已 ,回想起來 ,甚至家中也鬼茅雜草叢生 。家是六疊二間 ,庭

院相當寬廣 。吉野村清水 兒 號 ,吉野村 181號 ,土地三町步 ,房屋及周圍土地有

一反牛 、農器具是借貸 土地是最初分割給到宮前開墾的人們 ,以三町步一角為單

位 ,土地好壞差別很大 ,清水土地好壞依一等地 、二等地 、三等地區分 ,並平均

分配 ,三等地距離非常遙遠 。在各項事情確定後 ,從此是父母希望及奮鬥的開始 。

一早我出門到學校去 ,而父母已在此之前外出 ,天色昏暗下來仍未回到家 。

我是自己一個人 ,每天晚上由田地回到家 ,不知有多少町走 ,每一間走幾步 ,回

家不知數了多少次 ,感到孤寂和驚慌而邊流眼淚 ,數著數等待父母回來 。父母到

田地去 ,我也打起精神去學校 。開始從花連港朝向吉野 ,在左側有的簡陋的學校 ,

從一年到三年在此讀書 。我三年級時 到學校的道路非常遠 。男同學先將路旁長滿



雜草綁起來 ,從後面喊叫追上 ,有人因草絆住腳而摔倒 ,而感到有趣 ,每天如此

做而非常痛苦 ,但也是充滿喜悅的每一天。不久道路的右側興建完成氣派的學校 。

那時我已是四年級生 。老師的姓名已忘記 。好像和磯野老師同縣 ,非常的疼愛我 。

大正二年九月一日 ,下起暴風雨 ,終於適應吉野的家 ,沒有一家可以挺立幸

存 ,吉野村的房屋全倒 ,無一倖免 。颱風之後 ,瘧疾大流行 ,老人和孩子相繼地

死亡 。有年邁的父母在 ,我每日擔心 ,沒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人事 。在總督府的援

助下 ,重新再建設 ,由於大家以必死的決心努力 ,重新再站起來 。憂愁的父母 ,

也提起精神賣力工作 。在此之前 ,只有宮前和清水的地方 ,現在 ,以中園為中心 ,

有公所 、學校 、寺廟 ,並成為吉野村的行政中心 。

國內人被教育 ,須作為台灣人 、阿美族 、高砂族的典範 。阿美族的男性 ,把

長度三寸手指粗細的竹放入耳朵中 ,裸身 、在頭上穿(戴 )紅的長毛線 ,看上去簡

直像門神一樣 。女性腰間捲著刺繡包袱一樣 ,咬著檳榔 ,吐出血紅的痰 ,似乎像

舔血一樣 ,使兒童心裏會感到可怕 。但是聲音 ,是具有美妙的聲音 ,在水牛的背

上 ,eehUiyahUiya大 聲的唱著 。高砂族住在山上 ,有傳聞獵取人頭的說法 ,因此

山腳下所有崗哨皆圍起鐵絲網 。父親和母親盡全力開墾的一等地 、二等地 、三等

地 ,首先從最近一等地伐木開發 ,挖掘樹根 、清除鬼茅 、劈碎巨石移開 ,年邁雙

親的血汗結晶一田地顯現出來 。開始栽種甘蔗 。收到錢後 ,由於叔叔沒有小孩 ,只

有領來的養女姐姐 ,且玲長得非常可愛 ,給她許多錢 。五 、六年級時 ,中園的學

校開始使用 。每天從學校回家後 ,就去割取牛隻要吃的草 。沒有手套去割鬼茅 ,

不時手都割傷 ,在學校舉手時都感到不好意思 。五 、六年級時是最愉快的時候 。

大正四年畢業 ,畢業典禮包裹著大的包袱 ,受到讚美 。由於雙親已年邁 ,不等畢

業 ,就不再升高等科 ,而不會覺得遺憾 。

向學有田淵義美 、西川茂 、味村湯雪 、山本悅子 、宮田助 、桑原 、鈴木辰 、

褔永良子 、鈴木麻美 、大井榮吉 、池上菊雄 、上岡辰熊 、須田義一 、村岡進一 ,

這些是能夠想起的朋友 ,也僅於這些 ,其餘已全部忘記 。清水是由縱四丁橫三丁

四組所分割 ,水道來說 ,建有四個儲存水的 tank,各個 tank供作附近公用的澡堂 ,

而各家並沒有浴室 。公用澡堂的人有古賀 、花岡 、臼杵 、新田 、玲江 、南里 、竹

川 、隨行 、松尾 、沖村 、松尾 、掘上等十二家 。這些人輪流燒熱水 ,由於很多人

進入澡堂 ,不能說洗的很乾淨 。大正三年開始種植煙草 。開始只種植三畝地 。大



由 台考 官營及業移尺探討 日本帝 國主義的旁色

工五年和藤下先生共同興建煙草乾燥室 。在清水是最初家族三人一起拼命工作 。

早上的晨星 ,夜月的星星 ,雖是如此每天都非常愉悅 。到九月因為工作變少有較

多空閒 ,每年去寺廟 ,練習縫紉 。老師是西本願寺傳教所和尚的太太 。名字是岡

本太太 ,說實在非常棒的人 。教人作為人的知識禮儀禮法 ,茶道 ,花道 ,及我人

生的堅實基礎態度 。十六歲的時候 ,姐姐從國內一個人渡玄海灘回到父母身邊 。

至今為止自己一個人感到非常孤寂 ,心情總覺得變為更寬廣 。身體寬大的姐姐 ,

事實上身體行動非常方便 。每天都非常炎熱 ,也去不習慣的河川工程的工作 。母

親心急地找尋監督森先生 ,表達玲未做過粗重工作 ,做過的工作也沒有效果 ,但

森先生說玲認真賣力工作 ,非常努力做事 ,而勝感欣慰 。

父母親說過 ,十三年後取得所有權要回日本一次 ,因生活忙碌 ,而不再提起 。

克服在窮山峻嶺可以見到不知名的大樹 、鬼茅 ‵菅芒 、大石 、碎石之外 ,也有毒

蛇 、眼鏡蛇 、臭青母 、大的錦蛇等各種險阻 。十年後村莊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 。

以往家中會長出的鬼茅 ,現在連庭園內也沒發現蹤跡 ,取而代之的是種植芒果 、

尹V′ V工 夕眠 、香蕉 、木瓜 、V中 力 卜中 、桑樹 ,和許多的水果樹 。村中也有

村民大會 ,主席是宮前的中島先生 ,從清水來的是 ,合田的小父及隨行先生也做

過 。曾是荒野之地已成水田 ,一期作 、二期作 ,稻米可以一年收穫二次 。來台之

時 ,台灣是長米 ,加入油砂來食用 ,味道非常不佳 。稻作開始也是台灣米 ,再來

是用磯永吉博士研究而命名的蓬萊米 。比日本內地米味道更香甜 ,特別是二期稻

作也很甜美 。身軀大的母親及瘦小的父親 ,如跳蚤夫婦一樣的工作 。一直提及 :

狗和貓也會吃飯 ,但會為子孫而工作 ,只有人的這件事 。我自己體型像父親一樣 ,

也能駕馭水牛 ,挑起畚箕 ,家中沒有男孩 ,我不用說需承擔家裡重責 ,這是很自

然的事 。

十七歲時 ,姐姐和警察學生學生 虫bη 結婚 。我自己也在十九歲結婚 ,一邊

受惠於三男二女 ,一邊是流不盡汗和眼淚的結晶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 ,日 本

已達長期戰爭的末期 ,國土已化為焦土的同時 ,宣布全面投降 。長女婿在戰爭結

束一週前的八月九日 ,於 田9最後的攻擊戰死台北機場 。二十一年四月六日父母

必須離開自己流血流汗所開鑿的吉野村 。六日早上八點清水一組 、二組的人員全

部到齊 ,登上來迎接的卡車 。現金一人一千 日元 和服 ,夏天和冬天各三件 ,棉被

一人二個 ,此外皆無 。在花蓮女子學校度過二晚 ,八號在代一口ˊ的中學 ,九 日



終於從已建造完成的築港出發 ,登上大戰後倖存的驅逐艦 ,一路向日本前進 。三

十五年前 ,家族三人心胸充滿夢想與希望 ,現在雖是九名的大家族橫越玄海灘 ,

已無任何夢想與希望 ,帶著自己幼小的小孩及已沒有父親的幼稚姪兒二人 ,四月

十二日早上於鹿兒島登陸 。是第二次艱苦奮鬥的開始 ,我想這是我┬生難以忘記

的早晨 。

賭上父母的生命  開荒的花朵被切斷  我要如何做

台灣的麻煩是什麼呢 ,鼠疫 、霍亂 、腸 chibisu,加上嗡嗡作響的瘧蚊 ,和從前被

高唱的荒野 。

台灣有什麼有名物產呢 ,砂糖 、烏龍茶 ,並且稻米可以二穫 ,滿山遍野的金黃色

花朵 。

昭和四十五年十月 試著依記憶所及來寫作 。掘上b者

六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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