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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日本

領臺後，臺灣總

督府一面建立各

級行政單位的施

政，也逐步成立

各項試驗研究機

構，派任專業技

師技手協力臺灣

重要產業的殖民

調查，藉以確立

務實可行的殖民

政策。

臺灣各產業中，農業可謂傳統最重要

的產業，更是日人急欲殖民治理的領域；

領臺後，農學相關專業人才紛紛來臺，其

中，出身於札幌農學校者眾。據估計，日

治初期二十年間來臺的該校關係者至少

140人，而日治五十一年間，總計多達500

餘人，形成被譽為「開啟臺灣近代農學研

究的大門」之「札幌系」。而在臺任職

二十一年的臺灣總督府技師藤根吉春，可

謂札幌系之中心人物。藤根資

性豁達沉毅，為人風格磊落、

勇往邁進，在勤期間，減私奉

公，深具行政長才，能引領時

代，其擘畫實踐諸多農業調查、

試驗事業、稻作改良、畜種改

良，以及農業人才培育，深刻影響

臺灣近代農業之變革與開展。

藤根吉春生於1865年，岩手縣盛岡市平

臺灣近代農業教育先驅：藤根吉春
文‧圖片提供／吳明勇（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專任副教授）

民，1889年畢業於札幌農學校農學科，旋即

任職北海道廳技手，時年25歲。隔年任職真

駒內種畜場，一年後即升同場主任，1893年

受母校囑託擔任畜牧及肥料相關學科講師。

隔年，亦擔任山形縣米澤尋常中學校代理教

諭；直到1895年，六年間藤根歷練了優異的

農業實務與教育才能。1895年11月，31歲的

藤根吉春隨著渡臺熱潮，受聘臺灣總督府雇

員，展開在臺長達二十一年的任職歲月。

渡臺後，藤根隨即參與總督府的殖民

地調查事業，1897年升任技師，之後歷任了

臺南縣技師、民政部殖產局臺南出張所長、

臺南農事試驗場長、民政部殖產局農商課勤

務、博覽會委員、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主

幹、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場長、臺灣公學

校教員講習會講師、蕃薯寮廳下牛畜組合聯

合牛畜共進會審查委員長、嘉義勸農會牛

畜共進會審查委員長、臺灣縱貫鐵道全通

式委員、臺灣獸醫檢定委員、臺灣農事試

驗場教授、養豚品評會審查委員長、南部

物產共進會審查委

員長，期間並不時

前往印度、爪哇等

海外考察；觀之上

述職務，跨越政產

學界，履歷完整，

而其在臺職務最高

峰，即是1904年擔任

臺灣農事試驗場場

長，總綰全臺農業

試驗事業之推展。

藤根任職場長

期間，知人善任，

使場內專業人才各司其學並互協其力，也催

生日後《臺灣農友會報》、《臺灣農事報》

的刊行，匯聚當時臺灣重要農業研究成果；

甚且，其務實展開的機構整備事業，促使農

試場於1908年完成種藝部、農藝化學部、植

物病理部、昆蟲部、畜產部、教育部、庶務

部七部架構，包括1913年完成的本廳舍也依

其立案建成，奠定臺灣近代農業相關試驗事

業與實務產業的完整基礎。

藤根出身農學科，長年職務涉及政產

學界，兼具知識遠見與實務歷練，深知臺灣

農業改革的重點與要務。其專長畜產學，除

了帶領稻作品種試驗事業之外，更致力於臺

灣牛豬品種的改良。日治初期，日人鑑於臺

灣在來豬種體驅矮小、肉質不良，乃採選英

國巴克夏豬（バ－クシャ，Berkshire）與

在來豬配種，希望增大在來豬體形並改善肉

質，但因巴克夏豬食量巨大，地方農民紛紛

厭拒飼養，造成配種改良難以普及，藤根見

勢難行，建議總督府改由農試場繁殖巴克夏

種豬，再由地方廳農會配付給農民，同時改

良肉豬的去勢術；牛種改革則建議以印度康

克來其牛（カンクレジ，Kankreji）和信德

牛（シンド，Sind）等牛種與在來牛配種改

良，其議皆獲得府方採行，奠定日後臺灣近

代畜產業發達的基礎。

藤根明諳臺灣農村實情，深知欲使臺灣

農業與畜產改革成為長遠事業，則農村中堅

人才的培育是必要之急務。因此，不僅鼓吹

設立農學校，更於農試場開辦農家子弟的農

事講習，親自講授農學大意，十幾年間，農

試場培養出900餘位畢業生。時人追憶，藤

根經常以德誘掖後輩，授課輔以修身，對待

講習生如慈父，深受敬重。其對臺灣近代農

業人才的培育，具有深遠的影響與貢獻，

堪稱臺灣近代農業教育先驅者。

藤根吉春長年身染瘧疾，1915年，51歲

的藤根以瘧疾病因請辭，離臺返日，結束在

臺二十一年的歲月。藤根離臺後，農試場畢

業生深念藤根對臺灣農業的巨大恩澤，發起

建立紀念壽像。1916年，藤根銅像建成，立

於農試場內，9月20日，近千人聚集揭幕儀

式，感懷藤根吉春的高德風範。

1941年3月5

日，藤根吉春因

肺炎併發心臟衰

弱，病逝家鄉盛

岡，享年77歲。

幾天後，3月20

日，臺灣農學會

於臺北東門町曹

洞宗別院主辦了

一場追思會，遙

弔一生青壯時光

盡瘁臺灣近代農

業的奇傑藤根吉

春。

▲《臺灣農友會報》第一號

封面，臺灣農友會，1905

年 05 月。

▲履歷書。（資料來源：〈府技師兼農事試驗場技師藤根吉春兼

任農事試驗場教授、敘高等官四等、廢案〉，《臺灣總督府

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第1871號，1911年 4月 1日）

▲藤根吉春的銅像。（資料來

源：《臺灣農事報》第 120 號，

1916 年 11 月）

▲藤根吉春。（資料來源：《臺灣

農事報》第19號，1908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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