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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初期人事構成初探 

—以『昭和七年度辭令原簿』為中心— 

 

淡江大學日文系助理教授 馬耀輝 

 

一、前言 

 

    昭和七年，即西元 1932 年，對於近代台灣糖業的研究發展而言，這一

年有其歷史上的重要性，因為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於該年 3月 24 日成立。 

    在此之前，糖業的實驗、 研發工作一直是附屬於總督府的其他單位，

至 1932 年方才成為總督府直轄下的一個獨立機構。首先是隸屬於 1902 年

成立的臨時台灣糖業局，這是日本農經博士新渡戶稻造建議設置的。他在

1901 年抵台前，曾受後藤新平所託赴歐洲及其殖民地考察農業。來台後，

擔任總督府殖產局局長，同年 9 月，他向總督府提出「台灣糖業改良意見

書」中就有「蔗作」和「製糖」改良的意見 (1)
。他還建議設立臨時台灣糖

務局、在北中南設立糖務支局、採購國內外蔗苗、在台南地區設苗圃、設

置甘蔗試作場等等
(2)

。11 月，民政部殖產局設置「臺南出張所」，並於台

南新設「甘蔗試驗苗圃」，以及麻豆新設「甘蔗試作場」，進行蔗種引進、

改良、栽培等工作
(3)

。  

1902 年 6 月，台灣總督府頒佈「台灣糖業獎勵規則」，設置「臨時台

灣糖業局」，將「甘蔗試驗苗圃」、「甘蔗試作場」合併改組為「臨時台灣糖

業局」台南支局，並增設「分析所」。1903 年 5 月，又在台南廳大目降（新

化鎮）增設甘蔗試作場，隸屬台南支局。1905 年 2 月，試作場增設「糖業

講習所」，訓練糖業農工技術人員，1906 年 7 月，試作場合併糖業講習所

成立「糖業試驗場」，亦隸屬於臺南支局。1907 年，總督府發布臨時臺灣

糖業局糖業試驗場的規程，將「糖業試驗場」改為直屬於臨時台灣糖業局。 

第二次是在 1911 年 10 月，臨時臺灣糖業局廢止，「糖業試驗場」改隸

                                                      
( 1 ) 彥楊 騏『台灣百年糖紀』（貓頭鷹出版、2004 年）33 頁、『台糖六十週年慶紀 

念專刊—台灣糖業之演進與再生』（台糖公司、2006 年）40~43 頁  
(2) 同前注『台糖六十週年慶紀念專刊—台灣糖業之演進與再生』42 頁  
(3) 台糖公司編印『台糖五十年』（台糖公司出版、民國 85 年）4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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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2 年 4 月，在高雄殖產局增設了檢糖所。

1918 年，總督府成立「中央研究所」，高雄殖產局的檢糖所改為研究所的

單位。1921 年 8 月，總督府頒布中央研究所組織規程，合併了糖業試驗場、

高雄檢糖所等其他試驗場，統屬於「中央研究所」農業局，更名「糖業科」。

至此，糖業的試驗、檢定等工作又有了第三次的改隸，規模上較完整、統

一
(4)

。  

1932 年 3 月，中央研究所的「糖業科」與「高雄檢糖支所」改為直屬

台灣總督府的「糖業試驗所」，至此第四次組織變動後，糖業的實驗、研發

工作始有獨立機構，自成體系。 

1933 年，所址訂於台南竹篙厝的「糖業試驗所」正式成立，其下包含

育種、耕種、製糖化學、農藝化學、病理及昆蟲等六科，庶務、農場二課，

以及屏東萬丹的甘蔗交配圃。1938 年，增設無水酒精及纖維化學二科， 

1943 年，無水酒精科改為發酵科
(5)

。  

此第四次的組織變動，應是受到 1929 年爪哇、古巴和夏威夷開始限制

自國品種輸出之影響，而積極展開選育適應台灣風土之優良品種以及加強

雜交育種工作
(6)

。  

    本文即針對 1932 年糖業試驗所成立之初的人事構成，以新發現的『昭

和七年度辭令原簿』（台糖研究所所藏，見下圖）為中心做初步的探討。 

 

二、『昭和七年度辭令原簿』之內容 

 

昭和七年為「糖業試驗所」創建之 1932 年，而「辭令」一詞是人事命

令之意，可知此冊為人事派令之原始清冊，翻開第一頁，可以看到「發令

月日」寫著「昭和七年三月二十三日」，此即試驗所成立的前一日，然後逐

頁翻到最後，日期登錄止於「昭和八年三月三十一日」，換句話說，這本人

事清冊是從「糖業試驗所」正式成為台灣總督府的獨立研究機構開始，記

錄了一整年度所內人事調動的情況（見下圖）。因此，透過此一清冊可以一

                                                      
( 4 ) 同前注『台糖六十週年慶紀念專刊—台灣糖業之演進與再生』46～ 47 頁  
(5) 同前注『台糖六十週年慶紀念專刊—台灣糖業之演進與再生』47～ 48 頁  
(6) 盧守耕「台灣之糖業及其研究」台灣銀行金融研究室編『台灣之糖』（台灣銀

行出版、民國 38 年）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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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試驗所創立之初的人員建置與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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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昭和七年三月二十三日任命之人事構成 

 

首先，即將成立之試驗所的人事陣容，扣除所長岡出幸生兼任病理科

科長；久富敏行同時擔任育種科科長與耕種科科長；齋藤鐵造兼任製糖化

學科科長、農藝化學科科長；高野秀三擔任昆蟲科科長並兼病理科的工作

之外，總共有四十一位（參見表 1）。其次，於所長之下分設育種科、耕種

科、製糖化學科、農藝化學科、昆蟲科、病理科以及庶務課；各科包含科

長在內的配置人員，育種科有三名，耕種科有十二名，製糖化學科有四名，

農藝化學科有七名，昆蟲科有六名，病理科有五名，庶務課有六名；另有

一位任職不明。 

在三月二十三日的派令部分，登載的順序依次為五位「技師」級來自

內閣或總督府的派令，以及薪俸等級。其次是兩位「屬兼技手」或「屬」

層級來自總督府的派令與薪級。之後為十一位「技手」層級發自總督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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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令與薪級。然後是兩位「囑託」的派令與薪水（帳冊上「內閣」或「總

督府」的印章在此消失，之後的「辭令事項」欄不再一一捺印）。接下來是 

十一位「助手」的派令與月俸。最後是十位「雇」的派令與月俸。 

緊接著是一位「屬」級的派令以及四位「助手」級和三位「雇」級人

員的月俸調整。然後又按照「技師」、「屬」、「技手」、「囑託」、「助手」、「雇」

的順序，登載每人的工作單位與任地之派令。最後是七位「技手」級人員

被派為各單位「物品取扱主任」（物品經管主任）。 

從上述的排列順序推測，試驗所的官職層級，應是「技師」、「屬」、「技

手」、「囑託」、「助手」、「雇」的順序；且因任免與薪俸、工作單位、任地

分開登載，於是很多人在帳冊上重複出現。其中，所長岡出幸生在簿中登

載出現四次，在「辭令事項」欄中，先由內閣「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

技師、兼台灣總督府技師、敘高等官二等」，再由總督府命令「四級俸下賜、

糖業試驗所長」，又由總督府令「殖產局特產課勤務」，又令其「病理科長

兼務」；而在「官職」欄中，先記載他是「農林技師、正五位、勳五等」，

然後記載「技師」、又記載「總督府技師」，再載為「技師」。 

 118



表 1、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昭和七年成立之初的人事構成 

所長           岡出幸生（技師） 

 

育種科科長     久富敏行（技師） 

               坂本敏雄（技手） 

               佐藤嘉久壽（助手）

耕種科科長     久富敏行（技師） 

               吉良義文（技師） 

               福留福（技手） 

               青柳正倫（技手） 

               林慍（助手） 

               都外川不可止（助手）

許璉（助手） 

               羅拱（助手） 

               米持隆治郎（雇） 

               荒木未記（雇） 

               石森堅重（囑託） 

               山田克士（囑託） 

製糖化學科科長 齋藤鐵造（技師） 

               吉田政俊（技手） 

               有馬純（技手） 

               田副知文（助手） 

農藝化學科科長 齋藤鐵造（技師）

               古田邦幹（技手）

               村雲謙次郎（技手）

               中島治己（技手）

               安田安治郎（助手）

               波方義夫（助手）

               松尾武行（雇） 

昆蟲科科長     高野秀三（技師）

               高橋秀雄（技手）

               柳原政之（技手）

               近藤武彥（助手）

               中西善雄（雇） 

               吳辛已（雇） 

病理科科長     岡出幸生（技師）

        兼     高野秀三（技師）

               岡田萬八（技手）

               石井久美（助手）

               福壽亮三（雇） 

庶務課課長     津川瀀（屬） 

               前田龍雄（屬） 

               宗朔生（雇） 

               鄉田秀一（雇） 

               宮園一雄（雇） 

               五味弘章（雇） 

 

不明           小川正行（助手）

說明：根據『昭和七年度辭令原簿』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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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藤鐵造也出現四次，先由內閣「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技師、敘

高等官三等」，又由總督府「五級俸下賜」，再命其「依會計規則第一百三

十六條，台灣總督府資金預支（原文：前渡）官吏屬津川瀀辦理之相關帳

簿金櫃檢查」，又令其為「農藝化學科長兼製糖化學科長、「新化試驗地駐

在」。「官職」欄先是「中研技師、從五位、勳六等」，其餘皆為「技師」。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長」欄裡的印鑑，直到岡出幸生所長「病理科長兼

務」的派令在「所長」欄開始蓋著「岡出」之前，全部都是蓋著「齋藤」。

此「齋藤」是否就是齋藤鐵造或另有其人尚待查證，但可推測建所之初，

在「岡出」之前有一位「齋藤」處理事務。 

    高野秀三則出現三次，先由內閣「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技師、兼

台灣總督府技師如故」、敘高等官六等」，再由總督府「九級俸下賜」，又命

為「昆蟲科長、新化試驗地駐在、病理科兼務」。「官職」欄先登載「中研

技師、兼總督府技師、正七位」，其他皆為「技師」。 

    久富敏行也有三次登載，第一次是內閣「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技

師、敘高等官六等」，第二次由總督府「十級俸下賜」，第三次是命其為「耕

種科長兼育種科長、新化試驗地駐在」。「官職」欄的登載除第一次為「中

研技師、正七位」之外，皆為「技師」。 

    吉良義文也被登載三次，第一次是內閣「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技

師、兼台灣總督府技師、敘高等官七等」，第二次是總督府的「九級俸下賜」

和第三次令其「耕種科勤務」。 

至於「官職」欄的第一次登載為「總督府技師、從七位」，其他皆為「技師」。 

    由以上五人之派令以及官職可以得知，他們都是試驗所的主管級人

物；而繼他們之後出現的是津川瀀，他第一次的登載是總督府命其「任台

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屬、給五級俸」，「官職」欄是「中研屬兼技手」。第二

次的登載寫著命他為「資金預支（原文：前渡）官吏、物品會計官吏」，「官

職」為「屬」。第三次出現被命為「庶務課長、新化試驗地駐在」，「官職」

仍是「屬」。而「津川」的印章，即便字體有不同，從第一頁開始蓋在「課

長」欄，一直到同年八月十二日才換成「太田」，可見這位「津川」課長，

自始經手人事業務。另一位前田龍雄只被登載一次，由總督府派「任台灣

總督府糖業試驗所屬、給六級俸」，「官職」是「中研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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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的十一位「技手」層級，分別是坂本敏雄、古田邦幹、吉田政

俊、有馬純、岡田萬八、福留福、村雲謙次郎、中島治己、青柳正倫、高

橋秀雄、柳原政之。他們都由總督府派「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技手」，

但是薪級的登載有「給四級俸」、「給五級俸」、「給六級俸」，也有「給月俸

六十五圓」、「給月俸六十三圓」、「給月俸六十圓」之不同；「官職」則皆為

「中研技手」。 

「囑託」層級的有兩位，石森堅重和山田克士。前者的派令是「獸醫

相關事務囑託」，沒有登載薪俸；後者的派令是「試驗成績編纂相關事務囑

託」、「給月津貼二十圓」，兩者「官職」欄都未再註記。 

再來是「助手」層級，有十一人。他們是田副知文、小川正行、佐藤

嘉久壽、近藤武彥、林愠、安田安治郎、都外川不可止、波方義夫、許璉、

羅拱、石井久美。都在「辭令事項」欄登載命其為「助手」以及九十圓至

六十二圓不等之月俸；「官職」欄則未記載。 

最後是「雇」的層級，有宗朔生、鄉田秀一、宮園一雄、五味弘章、

米持隆治郎、中西善雄、松尾武行、福壽亮三、荒木未記、吳辛已十人，

也是「辭令事項」欄都登載命其為「雇」，月俸八十七圓至四十七圓不等；

「官職」欄亦未記載。其中「鄉田」與「宗」兩人的印章從頭到尾都有蓋

在「取扱者及會計」欄，此二人應為承辦人事或會計業務的經手人。 

在此之後就是重複出現的部分，登載工作單位、任地以及「物品取扱

主任」的派令，在此不再贅述。不過，其間有夾雜著幾位「助手」級和「雇」

級月俸調整的記載，小川正行和佐藤嘉久壽由八十二圓調升為八十五圓，

安田安治郎從七十五圓調至七十七圓，石井久美由六十二圓調為六十五

圓，「雇」級的中西善雄、松尾武行、福壽亮三皆由六十二圓升至六十五圓。 

 

（二）昭和七年三月二十三日後任命之人事異動 

 

    繼「發令月日」三月二十三日之後，清冊上的的登載日期由四月一直

持續到昭和八年三月三十一日止，其間有相當多的人事異動，致使這一整

年的試驗所人員激增（參見表 2 ）。 

    這一部份的記載，一如前一部份在「辭令事項」欄中將來自內閣或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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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府的任命、工作單位、駐地、調薪、免職、獎賞分別登載之故，同一人

員會有重複在同一日期或不同日期被登載的情況，而且「發令月日」也有

未按時間順序、先後倒置的現象。 

    首先，四月五日與四月二日、三月二十三日的記載就順序顛倒，四月

五日登載的是菅野修一郎，由宮內省「敘從四位、以特旨進位一級」，「官

職」為「正五位、勳五等」；但是他的名字未再出現，職位不明。四月二日

是楢橋重威，受命「庶務課勤務」，「官職」為「屬」，但是旁邊附記「殖產

局勤務（兼）」。之後的三月二十三日是吳辛己，前已述及。 

    然後，四月二十二日發佈的是蔡新發派任為「雇、給月俸六十五圓、

庶務課勤務」，「官職」欄是「雇」。其後又是時間倒轉，三月三十一日的梶

川忍，被命為「雇、月俸六十五圓、庶務課勤務」，「官職」也是「雇」。 

    繼以上三位加入庶務課，接下來的是四月二十六日發令，由內閣派其

「兼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技師、敘高等官三等」的三宅勉，「官職」欄

記載「中研技師、兼總督府技師、正五位、勳五等」。隔了一頁，他的名字

又出現，被任命為「病理科勤務」，「官職」欄是「技師」。 

    接下來是四月三十日的派令，不過中間夾雜著五月七日、五月十日、

五月九日的派令。首先是五味弘章，受命「製糖化學科兼庶務課勤務」，「官

職」是「雇」。他在清冊上除了有調薪的記載外，再次出現是在昭和八年二

月八日，記載著「除服出仕」（服喪結束復職）。再來的五月七日與五月十

日是土井季太郎、織田博，前者由內閣命其「兼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

技師、敘高等官四等」，「官職」為「總督府技師、正六位」；後者由總督府

派其「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技手、給月俸五十八圓」，「官職」欄未填。

兩人又在之後的五月七日、五月十日的登載中出現，土井受命「製糖化學

科勤務」，「官職」為「技師」；織田被派為「育種科勤務、新化試驗地駐在」，

「官職」是「技手」。兩人除了之後的調薪紀錄外，土井似無調動；但是織

田在九月十七日被指派「萬丹交配圃勤務」，十一月十日任「萬丹交配圃物

品取扱主任」，「官職」皆為「技手」。五月九日則登載的是小川正行的「除

服出仕」。 

    四月三十日的派令是發給「屬」級的津川瀀、「雇」級的鄉田秀一、宮

園一雄三人免除「新化試驗地駐在」以及另一位「屬」級的前田龍雄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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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分室駐在」。 

    跳過前述三宅勉、土井季太郎、織田博的登載，之後出現的是山崎守

正。他在清冊上除了有調薪的紀錄之外，就是五月十七日兩次命其「糖業

試驗所相關事務囑託、糖業試驗所育種科勤務」，「官職」欄先填「農業試

驗場技師」，後又填「囑託」；其次在八月十二日又是三次記載，由內閣派

「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技師、敘高等官三等」，「官職」欄填寫「農業

試驗場技師、從五位」，再由總督府發令「五級俸下賜」，「官職」欄填「技

師」，然後是「育種科長」；後再於十二月四日受命「耕種科長技師久富敏

行不在中之代理」，「官職」仍為「技師」。因此，他是身兼兩科的科長職務。 

    五月三十日登載的是桐生知次郎、山本勝敏，先由總督府派桐生「任

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技手、給五級俸」；派山本「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

所技手、給月俸七十圓」。同日，再命桐生「病理科勤務、新化試驗地駐在」，

命山本「育種科勤務、新化試驗地駐在」，兩人的「官職」欄都填「技手」。

而五月三十一日的也是一位「技手」竹下武雄，由總督府派「任台灣總督

府糖業試驗所技手、給五級俸」，再派「育種科勤務、新化試驗地駐在」，「官

職」欄一填「農業試驗場技手」，一填「技手」。 

    同樣是五月三十一日發佈的派令，還包括五位「助手」，兩位「雇」；

分別是大村魏、見城守衛、岩崎四方、飯島鼎、中村迎與山田克士、宗朔

生。首先，大村被命為「助手、給月俸八十圓、育種科勤務、新化試驗地

駐在」，見城被命為「助手、給月俸九十圓、製糖化學科勤務、高雄分室駐

在」，岩崎被命為「助手、給月俸八十五圓、農藝化學科勤務、新化試驗地

駐在」，飯島被命為「助手、給月俸九十圓、昆蟲科勤務、新化試驗地駐在」，

中村被命為「助手、給月俸九十圓、育種科勤務、新化試驗地駐在」。這五

人除了之後調薪的登載之外，只有兩人有異動，一位是大村魏在昭和八年

三月十八日受命「本所勤務」，「官職」仍是「助手」；另一位是中村迎在昭

和八年三月三十一日受命「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技手、給七級俸」，再

「因任務完畢免除助手」，這兩次發佈的「官職」欄記載「助手」，但第三

次派其「育種科勤務」，「官職」改成「技手」，可見是升級的派令。其次，

山田克士原為「試驗成績編纂相關事務囑託」，被派在耕種科、駐新化試驗

地；但是五月三十日的派令先命其為「雇、給月俸七十五圓、庶務課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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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試驗地駐在」，「官職」欄填「雇」，又再令「因任務完畢解其囑託」，

可見他由耕種科調任庶務課，不過駐地未變。而另一位「官職」是「雇」

的宗朔生，則受命「免新化試驗地駐在」。 

    六月二日一天中發佈了製糖化學科科長的新任派令與舊科長的解職。

鈴木幸三由內閣發令「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技師、敘高等官三等」，再

由總督府令「四級俸下賜」，然後是命其為「製糖化學科長、高雄分室駐在」，

至於「官職」則先記載「畜產試驗場技師、從五位、勳六等」，其後的兩次

為「技師」。當然，原任科長的齋藤鐵造，也在同日「免其製糖化學科長」

之職。而後者於六月三十日的派令中，受「四級俸下賜」，「技師」的「官

職」不變。 

    六月三日又有一位「技手」田邊敏一被調入，由總督府「任台灣總督

府糖業試驗所技手、給月俸七十圓」、命「製糖化學科勤務、高雄分室駐在」；

但是他在昭和八年一月三十一日，由總督府命令「依文官分限令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四號休職」。而在六月八日，出現了一個新增的層級，一位叫蔡白

的人受命為「練習生」，並有附記但書：「於農藝化學科一年間練習製糖及

副產物利用之相關事項、甘蔗與輪作物肥料土壤之試驗研究分析檢定之相

關事項」。 

    六月八日，育種科再增兩位人手，上野辰郎被命為「助手、給月俸九

十圓」以及「育種科勤務、新化試驗地駐在」；有門博樹被命為「助手、給

月俸七十圓」以及「育種科勤務、新化試驗地駐在」。同日，又有一位被命

為「練習生」的神崎優，也有但書寫著：「於耕種科一年間練習甘蔗栽培相

關事項、因練習中給津貼日薪五十錢」。 

    接下來又有三位分別在六月十五日、十八日、二十日被派入試驗所，

先是小迫與一郎被命為「助手、給月俸八十圓」以及「耕種科勤務、新化

試驗地駐在」；再來是黑川昇被命為「助手、給月俸九十圓」和「農藝化學

科勤務、新化試驗地駐在」；然後是平田武次郎也是「助手、給月俸九十圓」

和「製糖化學科勤務、高雄分室駐在」。 

    到了六月三十日，派令上記載了六位「助手」級和四位「雇」級人員

的加薪令。中村迎「給月俸九十二圓」、林慍「給月俸八十圓」、都外川不

可止與波方正義都是「給月俸七十五圓」、羅拱與許璉都「給月俸七十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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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田秀一「給月俸八十七圓」、五味弘章「給月俸八十二圓」、荒木未記「給

月俸六十圓」、吳辛已「給月俸五十圓」。同日還發佈了齋藤鐵造的加俸令，

前已述及。 

    進入七月份，又有多人的任免派令。首先是七月十二日杉山武男被命

為「雇、給月俸五十圓」、「耕種科勤務、新化試驗地駐在」，其次是七月十

一日石井仁三郎受命「廳舍與其他植樹設計相關事務之囑託」、「庶務課勤

務」，「官職」是「正五位、勳五等」、「囑託」。接下來是七月三十一日林慍

與羅拱兩人先獲調薪而後免職的派令，林慍「給月俸八十三圓」、羅拱「給

月俸七十二圓」，而且都得到獎勵金，林慍「給事務特別勉勵金四百二十六

圓」、羅拱「給事務特別勉勵金三百二十六圓」，但是之後兩人都是「依願

免除助手」職務。同日，「技手」柳原政之被「免除物品取扱主任」，「助手」

近藤武彥受命「昆蟲科物品取扱主任」。 

    七月三十日在庶務課也有人事異動，津川瀀被「免除庶務課長」、變成

「庶務課勤務」，而由太田政雄「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屬、給四級俸」、

受命「庶務課長、庶務課勤務」，「官職」欄記載「台南州屬、勳八等」、「屬」；

而原來是庶務課職員的前田龍雄「任台南州屬、給六級俸」，「官職」欄填

「糖業試驗所屬」。 

    八月十二日又有一位「技手」調入，杉田重次郎由總督府「任台灣總

督府技手、給月俸七十圓」、「農藝化學科勤務、新化試驗地駐在」。同日，

還有山崎守正由「囑託」變「技師」的派令，已如前述。再來是八月十五

日的派令，佐藤武受命為「雇、給月俸五十圓」、「庶務課勤務」以及「官

職」同為「雇」的杉山武男又被加派任務：「衛生土木相關事務之囑託、給

月津貼二十圓、內務部土木課勤務」，而且「發令月日」欄內還加註「台南

州發令」，「辭令事項」欄登載「台南科甲一五一三號之四」的文號。之後

又是登載日期跳回八月十二日，一是山崎守正受命育種科長的派令，另一

個則是久富敏行「免除育種科勤務」，「官職」欄仍記載「耕種科長兼育種

科長、技師」，但是如前所述，山崎守正在十二月四日受命「耕種科長技師

久富敏行不在中之代理」，久富於八月十二日後只擔任耕種科長，直到十二

月四日由山崎代理。 

    到了八月二十日，又有一位「囑託」齋藤才助受命「灌溉排水整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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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務之囑託、給月津貼百圓、庶務課勤務」，但是另一位「傭」島七五三

男被命為「雇、給月俸四十圓」而且獲得「賞與事務特別勉勵金三十八圓」，

卻又「依願免除其雇」。 

    進入九月，先是四日有兩位「雇」米持隆治郎與杉山武男的「免新化

試驗地駐在」。其次十七日，初次出現「萬丹交配圃勤務」的派令，被派去

的是一位「技手」織田博。之後登載日期順序又倒回十四日，「官職」欄先

是「嘉南大圳組合、囑託」後為「囑託」的阿部求，派為「灌溉排水整地

相關事務之囑託、給月津貼十五圓」、「庶務課勤務」。最後是三十日的調薪

與升遷，宗朔生「給月俸九十圓」、近藤武彥「給月俸八十二圓」、宮園一

雄「給月俸八十二圓」、米持隆治郎「給月俸六十七圓」、津川瀀「給四級

俸」、岡田萬八「給五級俸」、吉良義文「敘陞高等官六等」、久富敏行「九

級俸下賜」。 

    十月份又有三位被派到糖業試驗所，十月六日，御給正美由總督府「任

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技手、給六級俸」、「庶務課勤務」，十月十日，黑川

昇平被命為「雇、給月俸七十圓」、「庶務課勤務」，再來的日期難辨，兼重

精作「灌溉排水整地相關事務之囑託、給月津貼十圓」、「庶務課勤務」。 

    到了十一月份，除了十日命織田博為「萬丹交配圃物品取扱主任」外，

依然有兩位新人入所，米村佐太志「建築事務囑託、給月津貼九十五圓」、

「庶務課勤務」，池田博二也是「建築事務囑託、給月津貼七十圓」、「庶務

課勤務」。二十四日則是命御給正美為「第一道路及排水路工事竣工檢查

員」。 

    十二月的記載大都是由總督府發出「事務特別獎勵金」的「賞與」，包

括上自所長的「技師」級到「技手」、「助手」、「雇」、「屬」、「囑託」都在

十五日這天得到金額不同的獎金派令，總共有六十八人。但是，之後的發

令日期跳回四日，就是前述山崎守正代理耕種科長的派令。 

二十日是齋藤才助「依願解除囑託」的派令。接下來的二十六日是一連串

調薪命令，「技手」級的福留福、中島治己、青柳正倫、高橋秀雄、柳源政

之以及「助手」級的田副知文、黑川昇、「雇」級的荒木未記、杉山武男。 

    進入昭和八年一月的第一個派令是二十一日給荒木未記的升遷，命其

為「助手、給月俸六十二圓」、「耕種科、萬丹交配圃勤務」，當然「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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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欄也由「雇」改成「助手」。接下來日期又跳回十七日，「官職」是「台

北帝國大學助教授」的中村三八夫，受「植樹及造園計畫相關事務之囑託」、

「庶務科勤務」，另一欄「官職」加註「囑託」。而到了三十一日，又有一

位「台北帝國大學教授」市島吉太郎由內閣命其「兼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

驗所技師、敘高等官三等」；同日，卻有一位「技手」田邊敏一可能因故被

總督府「依文官分限令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號命令休職」。 

    二月份，「雇」級的五味弘章於八日「除服出仕」；二月十三日有一位

島田義寬受命為「雇、給月俸五十五圓」、「農藝化學科勤務、新化試驗地

駐在」。接著，日期回到一月三十一日，發佈農藝化學科的「助手」黑川昇

「依願免其助手」、「事務特別獎勵賞與三十圓」。 

    到了三月份又有一位製糖化學科「技手」有馬純離職，他在三月十七

日由總督府令「給四級俸」、「依願免本官」、「事務特別獎勵賞與七百一十

圓」。三月十八日，育種科的「助手」大村魏受命由新化試驗地調為「本所

勤務」。三月二十四日，有馬不二郎受命「兼任台灣糖業總督府糖業試驗所

技手」、「育種科勤務」，「官職」為「總督府技手」、「技手」。到了三月三十

一日，又有人員的調入與調出。井手之上清藏受命「獸醫相關事務囑託、

耕種科勤務」，「官職」為「台南州技手」。原賢治郎受命「植樹相關事務囑

託、庶務課勤務」「官職」是「台南第一高等女學校教諭」。戶田禮子被派

為「雇、給月俸四十圓、庶務課勤務」，官職」欄填「元事務僱員」。鈴木

治吉被命為「雇、給月俸四十圓、庶務課勤務」，「官職」欄是「元傭」。然

後是米村左太志，他先受命「因任務完畢解其囑託」，再被派為「雇、給月

俸七十圓、庶務課勤務」，「官職」皆填「囑託」。其次是派給庶務課的阿部

求「自今月給津貼九十圓」，「官職」是「囑託」。再來也是庶務課的「囑託」

池田博二先受命「事務特別獎勵賞與十圓」，再「因任務完畢解其囑託」；

同課的「囑託」兼重精作也是一樣，先受命「事務特別獎勵賞與十圓」，再

「因任務完畢解其囑託」；而石森堅重則是耕種科「囑託」，也是「因任務

完畢解其囑託」。 

    同一日中還發佈了加薪令，包括「助手」級的上野辰郎、見城守衛、

平田武次郎、飯島鼎、岩崎四方、大村魏、小迫與一郎、安田安治郎、都

外川不可止、有門博樹，分獲九十二圓至七十二圓不等的加給；「雇」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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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山田克士、松尾武行、福壽亮三、梶川忍、蔡新發、佐藤武，分獲七十

七圓至五十二圓不等的加薪；「技手」級有三人，山本勝敏與山田重次郎各

得七十二圓的調薪，織田博則是六十圓。 

    清冊的最後，是「助手」中村迎受命「任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技手、

給七級俸」的升遷令，隔壁欄由總督府發佈庶務課長太田政雄「依會計規

則第一百三十六條，台灣總督府資金預支（原文：前渡）官吏屬津川瀀辦

理之相關帳簿金櫃檢查」之後，又發佈中村迎「因任務完畢免其助手」、「育

種科勤務」，「官職」欄也由「助手」變成「技手」。然後是「助手」小川正

行「因任務完畢免其助手」，清冊的記載全部到此結束。 

    這一年之中，人員來來去去，一年結束後的人員總數約有七十三人，

其各科的構成如下（表 2）所示。 

 

表 2、台灣總督府糖業試驗所成立一年後的人事構成 

所長           岡出幸生（技師） 

育種科科長     山崎守正（技師）   

坂本敏雄（技手）   

山本勝敏（技手） 

               竹下武雄（技手） 

               中村迎（技手） 

               有馬不二郎（技手）

               佐藤嘉久壽（助手）

大村魏（助手） 

               上野辰郎（助手） 

               有門博樹（助手） 

耕種科科長     山崎守正（技師）  

               吉良義文（技師） 

               福留福（技手） 

               青柳正倫（技手） 

               井手之上清藏（技手）

昆蟲科科長      高野秀三（技師） 

                高橋秀雄（技手） 

                柳原政之（技手） 

                近藤武彥（助手） 

                飯島鼎（助手） 

                中西善雄（雇） 

                吳辛已（雇） 

病理科科長      岡出幸生（技師） 

        兼      高野秀三（技師） 

                三宅勉（技師） 

                岡田萬八（技手） 

                桐生知次郎（技手）

                石井久美（助手） 

                福壽亮三（雇） 

庶務課課長      太田政雄（屬） 

                津川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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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外川不可止（助手）

許璉（助手）       

小迫與一郎（助手）

               米持隆治郎（雇） 

               杉山武男（雇） 

               神崎優（練習生） 

製糖化學科科長 鈴木幸三（技師） 

               土井季太郎（技師）

               吉田政俊（技手）   

               田副知文（助手） 

               見城守衛（助手） 

               平田武次郎（助手）

農藝化學科科長 齋藤鐵造（技師） 

古田邦幹（技手） 

               村雲謙次郎（技手）

               中島治己（技手） 

               杉田重次郎（技手）

               安田安治郎（助手）

               波方義夫（助手） 

               岩崎四方（助手）   

               松尾武行（雇） 

               島田義寬（雇） 

               蔡白（練習生） 

                楢橋重威（屬） 

                宗朔生（雇） 

                鄉田秀一（雇） 

                宮園一雄（雇） 

                五味弘章（雇） 

                蔡新發（雇） 

                梶川忍（雇） 

                佐藤武（雇） 

                黑川昇平（雇） 

                戶田禮子（雇） 

                鈴木治吉（雇） 

                山田克士（雇） 

                石井仁三郎（囑託）

                阿部求（囑託）    

                米村佐太至（雇）  

                中村三八夫（台北帝

大助教

授） 

                御給正美（技手） 

                原賢治郎（囑託） 

萬丹交配圃      織田博（技手） 

                市島吉太郎（技師、

台北

帝大

教授）

                荒木未記（助手） 

 

不明            菅野修一郎 

說明：根據『昭和七年度辭令原簿』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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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昭和七年度辭令原簿』之初步所見 

 

綜合以上之所見，可以初步歸納出以下幾點的發現：第一，根據總督

府在三月二十三日發佈的糖業試驗所官制，所內職員為所長、技師專任七

人、屬專任二人、技手專任十九人，因此其官職階層的排序一如前述，「技

師」、「屬」、「技手」三者應是構成所內人事主要的幹部。而且，從該清冊

中所載之職掌分派的派令以及「賞與」命令的登載順序來看，都是「技師」、

「屬」、「技手」、「助手」、「囑託」、「雇」的排列。然而，互相對照各科與

庶務課的人事陣容，以表 2 一年後的人事構成來看，除了各科都不安置「囑

託」的人員以及育種科、製糖化學科缺「雇」級人員之外，基本的建置都

是「技師」、「技手」、「助手」、「雇」的四個層級，有的還加上「練習生」。

唯獨庶務課的職制與各科不同，「屬」級應是主要職員，其他則大多數是「雇」

級，且有「囑託」和「技手」。 

第二，從清冊中的記載推論，所內人員的來歷有來自中央研究所、農

業試驗場、畜產試驗場、台南州、嘉南大圳組合、台北帝國大學、台南第

一高等女學校，顯然除了自原來的中央研究所裡繼續留用人才之外，也從

他處依任務需要延攬。至於所長岡出幸生，從「官職」欄「農林技師」的

記載和『台灣紳士名鑑』、『大眾人事錄』等資料上記載「農商務省農務局

技師」、「農林省農林技師」以及報紙報導他的來台視察、二月二十六日暫

返內地、二月下旬官制發佈同時任命所長後攜家赴任 （ 7）
，可以推測是由

農林省派任為所長的。 

第三，另外一則報導中有提到「定員七名」的技師都是「糖業關係技

師官」，尚有八名技手在第一年度中從「新化糖業科」轉來，第二年度再增

十一名。「其他雇員、助手等學校畢業將來成為該試驗場中堅者新加入二十

餘名，並且作業夫常傭人夫等等有一百三四十名，合其家族將會創造出包

括二百五、六十名至三百名左右的新村落，而包含此大聚落的台南市在人

口上的增加與經濟上的惠澤絕不能小覰，應可謂市況振興上之一因」 （ 8）

                                                      
（ 7）「新糖業試験所の位置陣容の決定近し  岡出氏十五日から南下 猪俣特産

課長等と共に」『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 2 月 14 日  
（ 8） 「糖業試験所の横顔  本島で誇るべき大試験機関」『台灣日日新報』1932

年 4 月 26 日～1932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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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試驗所的成立有如造鎮一般。只不過，由清冊中的記載可知，這些

人員並非集中於台南州台南市竹篙厝的本所，也有人被派駐在「新化試驗

地」以及「高雄分室」、高雄州萬丹庄的「萬丹交配圃」。 

第四，人事清冊中有不少人應是與試驗所新建工程有關的臨時任務，

例如廳舍、植樹、衛生、土木、灌溉、排水、道路、獸醫等等，而且一年

過後工作完成就解除任務。因此，成立初期的試驗所人事尚未固定，人數

顯然多於定額，一年之後可能逐漸趨於固定。不過，此清冊中並無前述之

「作業夫常傭人夫」的記載，實際有多少員工仍有待查證。 

第五，試驗所成立之初的人員的出身背景，根據『台灣紳士名鑑』、『大

眾人事錄』、『新台灣支配之人物與產業史』、『台灣人士鑑』、『台灣關係人

名簿』等可以查到的，已知「技師」級的有岡出幸生、齋藤鐵造、高野秀

三、吉良義文、山崎守正、土井季太郎、三宅勉、鈴木幸三。其中，岡出

幸生、山崎守正、鈴木幸三都是出身東京帝國大學，齋藤鐵造與吉良義文

是東北帝國大學出身，高野秀三與三宅勉是北海道帝國大學出身，至於土

井季太郎有記載「大阪高等工業學校機械科」，也有「帝大農科」。「技手」

層級的只查到坂本敏雄是北海道帝國大學、竹下武雄是東京帝國大學、桐

生知次郎是九州帝國大學、中村迎是台北帝國大學。「屬」、「助手」層級以

下所查到的學歷皆不完整，此次暫略不記。 

第六，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台灣本地的人在試驗所新設之初就被錄

用，其中像「助手」層級的許璉，十年後在「十年勤續職員」的合影留念

中有出現，而相片名單中還有其他十位台灣本地人的姓名。另一位「練習

生」蔡白也出現在十年後「現在職員幹部」的合影之列
（ 9）

。另外有一位

同在「十年勤續職員」合影中的董紅蝦，從另一本新發現的『職員履歷書

綴』來看，他的經歷更讓人驚嘆（見下圖，由右至左）。他原本從事飼牛業，

從 

                                                      
（ 9） 台灣總督府糖業試驗所『十年回顧』昭和十六年十二月七日（國立台中圖書

館所藏） 

 131



 

明治三十九年擔任「糖業試驗場人夫」到「耕作夫」、「農夫」、「傭」、「雇」，

薪水也不斷增加。由此可見，當時的糖業研發工作，有不少本地人的參與，

不但產生相當的貢獻，也獲得晉級與加薪。 

四、結語 

 

以上由『昭和七年度辭令原簿』的考察中，得以讓吾人一窺糖業試驗

所成立一年間的人事構成、配置以及異動情形，自然可以說有其史料價值

之存在。然而，無庸諱言地，還有一些問題有待釐清，例如第一任所長岡

出幸生的「官職」欄，有記載著「農林技師」，也有只寫「技師」或「總督

府技師」，這些意味著什麼？而官職等級分為「技師」、「屬」、「技手」、「助

手」、「囑託」、「雇」，各個的含意與職掌又如何？以及，「辭令事項」一欄

中有記載著「敘高等官二等」、「敘高等官三等」之類的內容和「四級俸」、

「五級俸」、「月俸」等字樣，若與他們的職位做對照，是否能整理出當時

各職位的敘等與俸給？甚至，他們的學歷、專長等背景也都還已知有限，

究竟當時的人事主體是東京帝大系統或北海道帝大系統，亦或是其他系

統？台灣本地的人員是如何產生？學歷、職歷如何？工作內容和升遷、薪

水又如何？ 

當然更重要的是在這一年裡，試驗所的硬體工程尚在施工的情況下，

這一群的技術人員如何進行研發工作？設備、經費都到位了嗎？有做出哪

些成果？他們真如『台灣日日新報』所云，形成了一大聚落了嗎？其生活

機能、生活狀況又如何？都是需要一一查證的研究課題。 

 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