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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巡禮

花蓮，一個被稱為「後山」的美麗城

市，經過這幾十年來的發展，逐漸擺脫了「

產業東移」的經濟政策，開始轉型成「悠遊

花蓮」的觀光政策，尤其在今年年年初為期

十天眾星雲集開唱在花蓮的活動及政治上蘇

花高興建與否的議題討論爭執，更使得花蓮

這一個城市開始受到國人更多的注意與關

心。本人很幸運在去年八月通過花蓮高中「

公民與社會」科教師甄選，舉家從繁華的台

中市遷移到這背山面海的花蓮市定居，也開

始更進一步認識從日治時代就成立至今的國

立花蓮高級中學（以下簡稱花中）。

花蓮高中成立至今已超過七十個年頭，

在這個不算短的歲月中，橫跨了日治及民國

兩個時期。雖然時間漫長，但校史資料表卻

保存相當完整，令人感到相當的驚豔。特別

是至今仍有日籍畢業生每兩年組團回母校參

訪，流露出校友對母校的懷念。本文透過花

中校史室所典藏的資料、照片，並蒐集歷屆

校友的回憶，試圖勾勒出日治時期花中的學

生學習生活。畢竟民國時期以後的台灣的教

育發展大家都不陌生，但日治時期台灣有

關中等教育的田野資料卻並不多見，包括課

程內涵及學生生活，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方式

下，很多情況都是超乎大家所能想像。透過

本文資料的蒐集及撰寫，進一步體會花中（

1936-1945）在日本教育制度下的形形色色。

㆒、㈰本對台的教育政策與花

㆗的成立

自甲午戰爭清廷失敗，將台灣割讓給日

本後，日本對於台灣的教育政策，根據日本

基督教和平主義殖民學者矢內原忠雄（1988
年）在《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中指出：

歷代台灣總督的施政方針，可以在1918、
19年之交，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施政是立基
於對台灣特殊性的認識，尊重原有習慣，在

政治上對本島人實施差別的警察專制統治，

在經濟上則發展島內產業之資本主義化，確

保內地官僚及資本主義勢力；後期從強調台

灣之特殊性轉為政治上主張內地延長主義、

同化主義、提倡民族融合，經濟上則強調台

灣產業與日本內地的聯絡及像華南、南洋的

方展。就教育而言，前期可說是配合政治統

治上的目的而推動實用性的日治教育，後期

則企圖以教育的力量同化台灣人1。

在學制名稱上，小學唸六年，但日籍學

生與台籍學生卻分別設校：日本人念的是「

小學校」、台灣人唸的是「公學校」。初期

台籍學生只能唸到小學畢業，這使得台籍學生

的教育受到壓抑，也使得台灣人希望自己的孩

子能有更進一步的教育機會盼望更加強烈。

西元1914年，台中士紳林獻堂等為了
台灣人子弟受教育的問題，發起創立台中中

學運動，由霧峰林家、板橋林家及辜顯榮等

二百多位台灣士紳捐資二十四萬八千多圓，

向總督府提出申請。日本接受這些捐資後，

由總督府於翌年二月公布台灣公立中學官制，

在台中設立「公立台中中學校」（即今台中

一中前身），接受台灣人子弟的入學，招收

走過從前—從國立花蓮高級㆗㈻
回顧㈰治時期的㈻生生活

孫錫忠／國立花蓮高級㆗㈻教師

1 吳密察（民80）：台灣近代史研究，頁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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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完四年公學校年滿十三歲以上之台灣學

童，施以初中程度的普通教育2。當時採男

女分校，男生唸的是「中學校」，女生念「

高等女學校」。

台灣總督府於1933年（昭和8年，民國
22年），因應花蓮地方需求及民間集資，根

據「台灣公立中學校規則」成立「廳地方費

立花蓮港中學校」，次年改為「廳立花蓮港

中學校」，直至光復後才改為「省立花蓮中

學」，而後經歷精省後，改名為現今「國立

花蓮高中」。所以「廳立花蓮港中學校」可

說是花中成立的初期階段。

1936年校門

㆓、㈻制與課程

花中成立時的學制為五年制中學，每一

學年分為三個學期。在入學資格上，學生入

學必須經過考試，包括學科考試、人品考核

（由小學申報）以及口試。在當時日本執行

殖民政策下，台灣同胞想考進五年制之普通

中學校，想要考入學校實屬不易。加上日本

政府不願台灣同胞讀較高學校，甚至限制本

省同胞錄取名額最多以30人為上限。在學費
方面，一般台籍家庭月收入約20幾元，而花
中註冊費一學期日幣10年，一學年三學期共
30元，所以學費負擔算是蠻大。

日治時期花中的校訓為：

（一）尊奉教育有關的聖旨，身躬力

行，以報答皇恩。

（二）銘記父母師長及國家、公眾的恩

惠，以致誠力行表現恭謙，勤敏

報恩之心。

（三）尊重信義，敦厚友誼，發揮團結

合作一致的實效。

（四）培養務實剛毅的風氣，以不屈不

撓的精神，達成預定的目標。

（五）注重衛生，謀求強健身體。

從校訓中更能看出學校辦學主要目標是

培養學生對國家的效忠、對長輩對尊重及身

體保健課業學習、不屈不撓特質，課業學習

反而變成次要地位。

1 吳密察（民80）：台灣近代史研究，頁15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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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本實施天皇制度，加上厲行軍國

主義，教育必須配合政治及軍事的需求，因

此除了一般課程之外，又附加許多額外的特

殊課程。在一般課程內容，根據第一屆「生

徒手帳」（學生手冊）所列的學科課程及每

週教授時數，列表如下：

花蓮港㆗㈻校㈻科課程及每週教授時數㆒覽表

學年

科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時

數
課程

時

數
課程

時

數
課程

時

數
課程

時

數
課程

修身 1 道德要領作法 1 同左 1 同左 1 同左 1 同左

公

民

科

2
公民的生活

法制經濟社會

上適應事項

2 同左

國語

漢文
8

國語講讀

作文

習字

話方

8

國語講讀

漢語講讀

作文文法

習字

6
國語講讀

漢語講讀

作文文法

5
國語講讀

漢語講讀

作文文法

5
國語講讀

漢語講讀

作文文法

歷史

地理
3

國史

日本地理
3

東洋史

日本地理
3
東洋史、西洋

史、外國地理
3
國史、西洋史

外國地理
3

國史

地理概說

外國語

（英語）
5

發音、綴字、

聽方、讀方及

解釋、話方及

作文、書取、

習字

5 同左 6

聽方、讀方及

解釋、話方及

作文、書取文

法

4 同左 4 同左

數學 3
算數

代數

幾何

3
代數

幾何
5

代數

幾何
4

代數

幾何三角
4 同左

理科 2 博物 3
博物

物理及化學
3 同左 5 同左 5 應用理科

圖畫 1 自在畫 1 同左 1
自在畫

用器畫
1 同左 1 同左

音樂 1 歌曲樂典 1 同左 1 同左

作業科

（農業）
2 園藝一般實習 2 同左 2 同左 4 農業大意實習 4 同左

體操 5
體操.教練.劍道
.柔道.遊戲及競

技

5 同左 5 同左 5 同左 5 同左

合計 31 32 33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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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在課程的安排上，語

文課程佔有重要比例，史地課程也是從日本

地理為出發點，逐漸擴展至東洋及世界地理

及歷史，完全以從日本看世界觀點的教育觀

點。值得一提的是體操課時數與內容幾乎與

語文課程的比重相差不遠，課程包含體操、

教練、劍道、柔道、遊戲及競技等，這應該

是與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強調健身報國的時

代背景有關。也是因為這緣故，使得體育活

動一直是花中學生的熱愛的活動。就總時數

而言，語文類佔34.1％，包含日語、漢語與
英語。藝能類包括體操、農業、畫圖及音

樂，佔28.6％。數理類佔22.6％，社會科包
括歷史、地理、修身及公民，戰14.7％。成
績考評方式也因科目不同，而有所不同。

項目 考評方式

修身、武道 每學期期末考試一次，以百分位給分

學業成績 以「優、秀、良、可、不可」五個等第來評定

操行成績 以、甲、乙、丙、丁評等

年級班排名 以「特、上、中、下」四個級群來定位

五年表現之畢業榮譽 優等賞、皆勤賞、精勤賞、功勞賞等四種

值得一提的是在操行成績的評定，一般

台籍學生都是乙等，如果有抽煙、打架、在

外服裝不整、上課常常遲到等違規，操行就

會被評定為丙等，學校會通知家長到校處

理。一般而言，只有日籍優秀學生才可能被

列為甲等。在一般學期結束學校並沒有頒

獎，只有在畢業典禮時，才會考核五年學習

成績，頒授優等賞（品學兼優獎）、皆勤賞

（全勤獎）、精勤賞（五學年只請兩三次假

的鼓勵獎）及功勞賞（班級貢獻或社團表現

獎）。

花中的留級制度實施相當徹底，台籍、

日籍皆一視同仁。留級的標準是：

（一）學年總平均成績未達六十分；

（二）學科五十分者有三三者；

（三）學科四十有兩科者；

（四）學科三十分有一科者；

（五）一年級升二年級需留級約十名左

右。

以第二屆學生升級人數的變化為例，

從入學開始到畢業的人數，分別是：一年級

109人、升二年級時變成97人、升到三年級
時變成87人、升到四年級時變成77人、升到
五年級時變成73人。由於台籍學生人數招生
受限，雖然在數量上比不上日籍學生，由於

考進花中相當不易，加上留級制度的實施，所

以台籍學生一般都很用功。住宿的同學晚上

除了自習時間外，等到舍監熄燈回家後，一

個個偷偷起床，躲到留有昏黃燈光的浴室中

讀書。所以每逢考試，一般而言台籍學生成

績都表現較日籍學生來的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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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師㈾與㈻習

日治時期由於實施殖民教育，學校校長

也都是由日本人擔任。花中前三任校長也都

是日本人擔任。花中第一任校長是崛辰已先

生，由於當時花中是在地方人士募集資金，

故在倉促成立時並沒有完整的校舍。上任校

長首先需解決的問題是校園建設工程。開學

之初由於沒有教室，只好暫借他校教室。開

校後一年半，完成了第一期的工程，在校長

親自指揮下，動員所有學生搬遷課桌椅、器

材與設備、整理校園環境，奠定花中學校基

礎設施。1941年第二任校長為清水善次郎，
當時他面對花中師資不足的問題，為了解決

這一個問題遠度回日本尋求師資，但事與願

違在返日航行中不幸遇到戰爭，所搭之船遭

美軍魚雷擊中而殉職。

㈰治時期宿舍餐食

古校園前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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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的教師清一色都是男性日本

籍，「嚴管勤教」是教師們奉行的圭臬，

第一屆校友葉鳴岡回憶：「教史地的山崎

老師，地圖畫得極好，歷史課也很有思想啟

發；但對同學很嚴厲，尤其對台灣學生近乎

苛求，一有違逆，不只一巴掌打過來，甚至

拳頭打在頭上，大家都很怕他。光復以後，

很多老師回台探望，他不敢回來，他對日本

同學說以前對台灣人有一點偏見，所以現在

不敢回去。過世後，他的夫人來台也這樣

講，說先生對台灣人有一點毛病，但是他有

交代，好像日幣三十幾萬，她說先生交代樂

捐給學校，可見他對花中還是很有感情的，

這就是日本人！教理化的北澤教導主任對同

學的嚴峻要求，也讓同學一生受惠不盡。」

雖然有嚴格的教師，但也有更多關愛學

生老師，葉鳴岡校友亦指出：「英語神古老

師、劍道金子老師給予住校同學師情的鼓勵

關懷。那時候的導師，中午飯一定要和學生

一同在教室裡用的。飯後，我們可以請教老

師學業和其他一切事情。有時，老師命我們

飯前各個的便當打開給他看後才用餐，有一

次老師看到我的便當只有鹹魚，沒有其他的

菜，大家飯後，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問我的生

活環境，當然我感謝他的關懷，但對「貧」

字一句也講不出來，只知道，在老師的鼓舞

下，我向上奮發以進的力量，更加堅定。」

至於老師專業學識，也極為學生們

肯定，例如葉鳴岡校友提到：「數學池田

老師為同學扎下了三角、幾何、代數的深厚

基礎；教東洋史（也就是中國史）的導師山

崎先生，很詳盡為我們闡述中國的大同思

想，也因此，我的心底開始萌生了對中國正

統文化的信仰，山崎先生這種胸襟，真讓我

佩服。」這也顯示「學術」超越「民族主義」

的意識型態。

在生活教育方面，透過軍事化的管理，

如服儀嚴格規範，要求學生學習到生活禮儀

規範自我要求。並且實施學長制，透過學長

監督及要求學弟方式，徹底落實生活教育的

規範。第二屆校友原田整一對此一情景有以

下的回憶描述：「軍國主義下的生活常規要

求異常嚴格，學生理光頭，平常的行止表

現，被嚴格要求得像很有教養的孩子，只要

一離家門，無論上學或外出，服裝儀容的整

齊敬肅是基本的分寸。在學校，不僅學生冬

季、夏季都穿著土黃色的制服學生帽，連校

長、老師也有黑色的制式長官服。木屐只能

在家裡穿，出外一定穿皮鞋。帽子也要戴的

端正、平整，不可斜戴、歪戴，否則馬上就

被糾正。從制服衣領上別著的徽章記號，也

可以識別出就讀年級，學弟遇到學長都要敬

禮，不然就會被賞巴掌！種種生活上的規

矩，好像老師沒有硬性規定，風氣就是如

此。其他社團活動如棒球、劍道、田徑、相

撲等等，也都講求服裝整齊，禮儀周到的基

本運動精神。每到體操（柔道）時間，換上

純白色的運動服，整齊排列，短褲紐帶向中

央肚臍處對正，衣褶向腰間兩邊拉襯，總是

這樣被要求著」3。

1 石秋亮（90）：濤聲歲月-創校初期的花蓮中學，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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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學長制只是想透過學長要求來落實

生活規範，但因為在殖民政策氛圍下，日籍

學生的優越感使得學長制亦有負面的影響。

根據校友王乾旺回憶：「學長沒什麼規定

的，有時候就看學長的高興，其中也會有日

本人想欺負台灣人的味道，或者顯顯威風！」

「有一天，我和一位日籍同學騎腳踏車，因

為沒向從側面老遠走來的日籍學長行禮，結

果被叫住立正站好，我那日籍同學反應快，

馬上向學長道歉、賠不是，得以離開，我則

被打了兩個耳光！」。

在體育活動方面，由於體育課程是健身

的基礎，所以學校非常重視，課程內容有棒

球、劍道、馬拉松等等，可說是相當豐富。

棒球一直是學生最活躍的運動，校長經常延

請日本內地職業選手、奧運田徑國手來花中

指導校隊訓練。選手們在炎熱夏天拼命苦

練，並於1941年秋天，獲得台灣中學校棒球
比賽冠軍，準備次年春天將代表台灣參加在

兵庫縣甲子園球場所舉行的全日本棒球比

賽。但後因珍珠港事件，甲子園比賽而因故

停辦，十分可惜。

劍道則是納入正式課表當中。每年冬天

有一個月寒訓，在天還沒亮就要到學校來，

連續每天清晨練一個小時。所以五年的學習

下來，一般同學能夠從五級、四級進到三級、

二級就算很不錯的，也只有日籍專業訓練的

同學可以升到一級甚至初段以上。在1943年
（民國32年），花中學生在全台灣中學校劍
道比賽，獲得「全島優勝」的冠軍殊榮。

㈰治時期制服

體育館（健身房）內劍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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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松比賽每年舉辦一次，根據第二屆

校友原田整一回憶：「同學最熱衷的莫過於

每年都舉辦的馬拉松賽跑，通常一年級是跑

到吉野（今吉安），二年級則跑到新城，那

真是體力與耐力的訓練與考驗。有一年甚至

舉辦花中、花女（即今花蓮女中）小型馬拉

松會跑，「起點在花崗山，折返點在吉野小

學（今吉安國小）。由女同學先出發，三十

分鐘之後男同學才起跑。在信號槍響後，所

有人儘顧著追女生不落人後的跑出去，根本

顧不得其他成員。但跑到差不多專賣局

前面，幾乎大多數的人都已經氣喘咻咻，

在那裡等著同隊其他伙伴的到臨，我們的同

學感情也因此更加凝聚，那真是甜美的一段

回憶」。

除了正課外，課餘活動時間是在每天下

午三點半正課結束後至放學前，及星期六下

午，學校安排了許多的社團活動，例如：運

動類的網球、田徑、游泳、射箭及較特殊的

輕飛機部（即以人力快速拉縴80-100公尺後
即可升空的滑翔機）等。在文藝社團活動方

面，依據第二屆校友王地俊回憶說：「文化

活動方面有學藝部、圖書部、會刊部、喇叭

部等，都在各自的領域中努力發展，值得一

提的是：喇叭部常到陸軍大隊部去接受信號

喇叭進行曲的練習，隊長葉鳴岡（第一屆校

友）是個很優秀的學生，那時他住在現今建

國路平交道附近，郊區沒有什麼人，他一大

早上學便沿路吹奏著喇叭，走到市區便開始

背英文單字，一直邊讀邊走到學校，還因此

在首屆畢業學生中榮獲『功賞獎』呢！」

「百聞不如一見」的修學旅遊也是課程

活動中重要的一環，具體表現在修學旅遊的

活動安排上。此種活動分為「畢業旅行」及

「攀登高山」兩部分。在「畢業旅行」安排

上，學校規劃讓畢業學生能到日本去參訪，

所以當時有規定每人每年存款10元，五年可
存50元（當時公務員薪水每月是45元）。第
一屆學生在昭和5年出發到日本，走訪了東
京、京都、奈良、伊勢等地，第二屆以後因

戰事擴大而無法成行。旅遊修學另一部份是

「攀登高山」，在攀登高山的安排上，主要

是攀登新高山（即玉山，因高於日本最高富

士山而名之）及阿里山，採自由報名參加。

根據校友王乾旺回憶：「登山活動是自由登

記參加，利用暑假期間舉辦，有老師帶隊，

坐午夜火車南下後，天亮從玉里入山，四個

晚上沿途夜宿瓦拉米（蕨村）、大水窟、八

通關、林務局綠林山莊等派出所，派出所裡

面很寬敞，他們還煮飯給我們吃，子夜十二

時開始登頂，以便五、六小時候趕得上觀看

日出，登上玉山頂峰時，太陽冉冉上昇，照

亮大地，大家振臂歡呼、攝影留念，3950公
尺喔！再久我都記得！」

㈰治時㈹登新高山（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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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面所說的一般課程外，針對戰爭

時局所需，另外有許活動加以配合，例如神

社參拜、社會勞動、軍事體能訓練等等。學

校每天朝會升旗，都朝東方向天皇宮城行最

敬禮，而在元旦新年、神武天皇登基、明治

天皇誕辰、昭和天皇誕陳等重要日子，學校

都會集合學生奉讀〈教育敕語〉，不僅要背

誦，有時還考默書。每年考上花中新生，在

入學時全體由老師率隊到花蓮港神社（今忠

烈祠）參拜。10月25日的神社紀念日，全校
師生也要帶隊徒步越過美崙山，到神社恭敬

參拜。每年畢業典禮儀式中，也安排有「宮

城遙拜」、「敕語奉讀」等項目以表示效

忠、感恩，這是日治時代的將政治融入於教

育特色。

社會勞動的主力大都投入戰爭的行列，

所以中學生也在正常課業之外，被要求參與

義務勞動，從事生產食物與修築防禦工事，

因此，花中的學生就會輪流出現在軍隊橋（

今中正橋）邊的阿兵哥營區割草（因為留守

的阿兵哥太少，草長得很快）在現在的高爾

夫球場土地上種地瓜（供食用）、種箆麻（

可做飛機潤滑油），甚至被動員去北埔飛機

廠參與修築戰鬥機掩體工程，並沿海岸線挖

掘防禦戰壕，只有在雨天的時候才能上課，

過著「晴耕雨讀」的患難生活。

軍事體能訓練方面，在軍國主義的教育

制度下，軍事體能的訓練尤為重要，除了學

校管理軍事化外，課程上也將軍事教育納入

於課程之中，其重要性甚至超過其他課程。

第八屆畢業生關町芳行回憶說：「隨著戰爭

的需要，學校課程也做了彈性的調整，首先

當然是更加重軍事教育，在軍國主義的思想

下，學生的一切行動自然更軍隊化，每個同

學都不敢輕視軍事教練，其他的課業再怎麼

好，如果軍事教練不及格，根本無法升級，

也不能畢業。軍訓課的內容是基本訓練（立

正、稍息、分隊、小隊、中隊、戰鬥訓練（

三八式步槍、輕機關槍、手榴彈等各式武器

的分解與使用）。中餐過後，有時候還要到

美崙山練兵場（今縣政府附近）操練，每年

還要參加花蓮地區中學生與在鄉軍人暨青年

學生的聯合野外演習，分『紅（北）白（南）

軍對抗』。甚至第一屆學長還選派代表赴日

本東京皇室宮城，接受天皇對全日本中等學

校學生隊伍代表的軍訓校閱」。

㈰治時㈹第㆒屆同㈻回㈰本參加校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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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可以窺見到日治時期花蓮高中學

生的學習百態。在課程上，顯而易見的，教

育的目的主要是以配合戰爭的需求為第一要

旨，所以軍事訓練、體育活動不論是在時數

上及重視程度上均不比其他的科目差。而其

他隱性課程，如神社參拜、社會勞動等設

計，更顯示出教育國家化。

㆕、在烽㈫㆗㈻習與成長的花

㆗㈻生

因為花中成立適逢戰時，在太平洋戰爭

中，同學也經歷了送別老師嚴肅出征的悲壯

行程，甚至也接收到老師戰死沙場的感傷訊

息。被調皮學生戲稱為「芝麻」的教務主任

北澤正出征後，也在戰爭末期，因砲彈無法

擊發而被炸死了。同學的父兄也有不少征戰

不久就傳回陣亡不幸。有校友回憶說：「我

們中學生排隊去車站，不是送別受召出征

的軍人，就是迎接戰死軍人的灰骨！戰爭

期間，我們花蓮中學排隊去車站，不知送

走了多少軍人到中國大陸去，也不知迎接

了多少戰死者灰骨回來，由此可知中日戰

爭的激烈了！」。「為因應太平洋戰爭的

需要，學寮（學生宿舍）最後被提供為日

本空軍使用，看到有些神風特攻隊員在寮

壁上留下辭世的遺言，讓人感覺到戰爭的

殘酷可怕。」

根據14級校友楊守全回憶：「花蓮港，
在太平洋戰爭末期，是日軍南洋補給線的

重要中途站。那時候，日軍已相當缺少大

型運輸艦，大部分的軍需品，靠著小型的

木造船沿著琉球、台灣、菲律賓這一路線

運往南洋…那時候，美軍的機動部隊幾乎完

全控制了台灣東部海面的制空權，幾乎每

天都有美軍的艦機傳來炸射進出港口的船

隻。…那時候，我們真正在校舍上課的日子

並不多，大概不到一學期。因時局緊張，軍隊

進駐了學校，學生只有利用學生宿舍上課，而

實際上課的時間不多，大部分的時間都幫

軍隊作工程，叫做「奉仕作業」。…有一次，

美軍機動艦隊迫近東部海面，艦載機大舉

射炸花蓮市區，花中宿舍學生緊急避難到

美崙山山洞裡。因為三餐供應困難，加上

留在花蓮實在太危險，所以三天後決定利

用夜間行軍（花蓮市及附近的鐵路、公路

已遭破壞）返回鄉下。當學長們帶領我們

行經花蓮市區時，到處可見房屋正在燃燒，路

邊有不少草蓆蓋著的死者，和呻吟的傷患。」

這段與戰爭相伴的學習生活，花中學生變成

了烽火學子。

後記

歷史原是一條不斷向前奔流的長河，沒

有過去也就無法成就現在。在花中早期建校

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日本教育制度的特

色，這也讓台灣後來的文化發展，充滿一股

濃濃的東洋味。戰爭的烽火，無情的改變

了歷史，分別了國籍，可是母校還是母校，故

鄉還是故鄉，無論台籍、日籍，花中依然是

這一代學子一生濡慕的家園，而花蓮永遠是

他們衷心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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