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日治初期基隆行政區域變遷與地方官員任用 

 

    日本統治初期，如何義麟所言在台灣實行「總督」專制，雖說總督權限在

1919 年之後有所削減，但主要還是對於中央殖民政府的關係調查，對於殖民地

仍採取專制體制。1地方行政機關在總督專制體制下，據有官治主義與從屬主義

的色彩。行政官員完全是依循上級機關的指揮監督，執行各種法律命令與管理

行政事務。地方政府本身並沒有自主權與自主權。台灣總督府建立一套上至總

督府下至地方街庄的官僚行政系統。2 

    總督府對於台灣本地原有的社會士紳，採取籠絡與利用政策，使之留在台

灣並為殖民政府協辦地方行政事務。1897 年之際，台灣地方士紳內渡參加秋季

鄉試，未能中舉獲得功名，轉而參與殖民事務或退隱不理俗事。3對於殖民統治

當局而言，統治初期的軍事掃蕩之餘，地方上的長治久安更是其統治思維的所

在。因此固有的「社會領導階層」作位統治策略上的「挪移」便是鞏固殖民體

制上的便捷之道。4乙未割台後，基隆地方士紳如江呈輝、張尚廉等人均內渡，

使得得日本殖民政府需仰賴仍留在台灣的傳統士紳，協助維持社會秩序及政治

運作。5     

 

 

                                                      
1
何義麟，《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五南圖書，2018 二版)，第 87 頁。 

2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台北：五南圖書，2008)，第 3 頁。 

3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第 40、49 頁。 

4
李敏忠，《日治初期殖民現代性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4.6)，

第 14 頁。 
5
吳蕙芳，﹤許梓桑與日至時期的基隆中元祭﹥《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7 期(2012.5)，第 149~150

頁。江呈輝在日治初期曾回台探訪親友，其弟江呈棟及家眷於 1897(明治 30)年返台。吳蕙芳，《基

隆中元祭：史實、記憶與傳說》(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13.9)，第 294 頁。﹔吳文星，《日治時

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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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日本領台初期台灣總督府6 

 

     1895(明治 28)年 6 月 5 日台灣總督樺山資紀一行人在基隆登陸後，開設基

隆支廳，由志水(直之)陸軍大佐擔任支廳長。7檔案中亦提到：「登陸台灣之後，

首先籌辦民政事務者為基隆支廳繼之為台北縣。」8基隆可謂日治時期地方行政

首施之地。據《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記載 6 月 1 日台灣總督曾任命仁禮敬

之為基隆支廳長署理。但在另份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呈報給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

文的報告中提到：「六日總督府移至基隆港稅關，並開設臨時基隆支廳，由福島

大佐以下人員職掌有關民政事務，一般民眾甚表歡迎。」9此報告讓筆者不免懷

疑到底當時誰才是第一任基隆支廳長?各家說法並不一致。從另書中得知福島大

佐於 6 月 5 日抵達基隆，受命擔任基隆支廳長後，旋即在 6 月 8 年轉調淡水成

立淡水事務所，基隆支廳長一職交由志水直之。10因此從文獻相關記載及時間順

序上來說，前三任基隆支廳長依序是福島安正、志水直之及仁禮敬之。 

 

     當時基隆地區居民對於日軍登陸一事存有懼怕之心，地方上盛傳所有私人

財產均將一律沒收充公。地方上人心惶惶，不少地方人士收拾家產倉促逃難。11

日軍為鎮壓武裝抗日人士，因與台人語言不通，加上來台日軍良莠不齊，或虐

良民、騷擾婦女或搶奪財物。加以部份台人藉機鬧事。台北地區商紳以李春生

領銜，向台北縣知事申請倣效前清設立保良局。8 月初獲總督府同意，於 8 日假

大稻埕舉行開局儀式。12台北保良總局設立後，基隆亦設立保良局。基隆保良局

長一說是張達源，13另說是蔡天培。14 

     

    1896 年 12 月，台灣總督乃木希典對於地方行政訓示中，明確指出：「目前，

當務之急乃是在地方廳之下進而設置基層行政機構，採用具有德望之土人(指台

人)擔任吏員，以疏通上下之情意，且謀求行政普及發達。」15但從日後台灣總

督府第四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明確指出：「占領台灣時，我國國民完全沒有任何

經驗可作為政策的參考。」，也就是說日本政府幾乎是在毫無準備之下，匆促上

                                                      
6
本書中所有附圖如無特別註記外，均為筆者本人拍攝或為基隆博物館藏品，不另行標註。 

7
林品桐等人編譯，《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七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9)，第 504

頁。 
8
林品桐等人編譯，《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七輯，第 345 頁 

9
林品桐等人編譯，《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七輯，第 339 頁。 

10
福島安正著、蔡岳熹譯、王佐榮監修，《淡水新政記：一個文明的接收與開端》(台北：蒼壁出

版，2020.12)，第 9、185 頁。 
11
台灣憲兵隊編、宋建和譯，《台灣憲兵隊史》(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9.6)，第 86 頁。 

12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第 50~51 頁。依據《辜顯榮傳》中的記載，台北保

良局總局，為基於辜顯榮所建議所成立的。主理為劉廷玉、副主理為葉為圭，會辦為李春生。辜

顯榮因有事不在台北，而未能參加保良局成立典禮。辜顯榮翁傳記編纂委員會編、楊永良譯，《辜

顯榮傳》(台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2007)，第 62~63 頁。 
13
簡萬火《基隆誌》(基隆：基隆圖書出版協會，1931)，第 34 頁。 

14
鄭俊彬編纂，《基隆市志》卷七人物志列傳篇(基隆：基隆市政府，2001.7)，第 27 頁。 

15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第 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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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16而日治初期來台的官吏素質參差不齊，來台工作如同是被「流放」一般。
17一份 1896 年由時任首相松方正義所提出﹤台湾ノ实況(臺灣實況)﹥報告中指

出：「在臺灣之官吏大抵庸俗低劣，或無能於內地佔據職位，或行為不檢，難容

於內地而往新領土求仕途。」18此報告中另提到「行政須保重現成舊慣，且對舊

統治階層利用其力。」19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對於台灣的統

治是有其先天上不足之處，使得總督府必需極其仰賴地方上有力人士，來協助

地方上的行政事務推動。  

 

   1897(明治 30)年 5 月，全台行政機關改為 6 縣 3 廳，縣、廳之下設辨務署。

辨務署之下設街、庄、社等，作為其行政事務輔助機關。街、庄、社長等任免

由辨務署長呈報縣知事、廳長核可，由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擔任，無固定俸給，

只發事務費 15 圓以下的事務費。20街、庄、社長的設置，主要是利用台灣傳統

街庄自治體的舊慣，且非獨立地方公共團體，實為名譽職的設計，惟有地方上

有力者方能勝任。21 

    台北縣下設基隆辨務署，歷任署長由笹田柾次郎(1897.6~1898.1)、田邊啟藏

(1898.1~1898.5)、七里恭三郎(1898.6~1901.11)擔任。221896 年 11 月，基隆警察署、

基隆水上警察署及瑞芳店警察分署成立。2312 月頂雙溪、金包里、水返腳三處

警察署及水返腳所屬暖暖分署成立。24支署長雖規定由「主記、警部或技手充任。」

但實際上幾乎由警部擔任。25 

 

 

 

                                                      
16
野村明宏撰、阮文雅譯，﹤殖民地近代化統治中的社會學：從後藤新平的臺灣統治談起﹥，收

於薛化元主編，《近代化與殖民：日治台灣社會史研究文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4)，第

155~156 頁。 
17
野村明宏撰、阮文雅譯，﹤殖民地近代化統治中的社會學：從後藤新平的臺灣統治談起﹥，第

161 頁。 
18
﹤台湾ノ实況﹥收於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松方正義文書﹥第 51 冊。原書無作者與頁

碼。引自小熊英二著、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黃阿友等譯，《「日本人」的國境線》(嘉

義民雄：嘉大台灣文化研究中心，2011.11)，第 91、93 頁。 
19
小熊英二著、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黃阿友等譯，《「日本人」的國境線》，第 104

頁。 
20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第 60 頁。 

21
藍亦青，《帝國之守：日治時期臺灣的郡制與地方統治》(台北：國史館，2012.7)，第 78 頁。 

22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下文通稱﹤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石坂莊作，《基隆港》(台北：台灣日日新報，1917 改訂第三版)，第 50 頁。 
23
「基隆支廳警察署設置認可」（1870-11-07），〈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

第一卷官規官職文書外交土地家屋社寺軍事警察監獄殖產租稅會計交通〉，《臺灣總督府檔案．總

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51017。 
24
「基隆支廳警察署分署設置認可」（1895-12-22），〈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

追加第一卷官規官職文書外交土地家屋社寺軍事警察監獄殖產租稅會計交通〉，《臺灣總督府檔案．

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51023。  
25
藍亦青，《帝國之守：日治時期臺灣的郡制與地方統治》，第 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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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基隆辨務署下支署長名單26 

 

年代 基隆水上

支署(派出

所) 

金包里 

支署 

瑞芳店 

支署 

頂雙溪 

支署 

水返腳 

支署 

1898 丸田卓修 大野義轉 永田綱

明 

  

1900 丸田卓修 金子惠教 有馬純

良 

松村儀十

郎 

 

1901 吉川楠太

郎 

金子惠教 寺本十

太郎 

熊谷綱介 福山有

近 

 

    另縣(廳)、辨務署可置名譽職參事五人以內。縣(廳)參事由總督遴選縣(廳)

內具有學識聲望的台籍人士，呈報內閣總理核可，享奏任官待遇。27辨務署參事

由知事就署內有學識聲望的台籍人士任命。縣參事每月津貼為 50 圓內，辨務署

參事津貼為每月 20 圓以內。28基隆辨務署歷任參事名單如下表二：29
  

 

表二：基隆辨務署歷任參事名單 

 

 

 

        

     

     

    吳文星亦指出參事與街庄長係當時台籍精英人士所能擔任最高的職務，且

因無固定任期。通常只隨行政區劃變動而裁併，或因當事人辭職或死亡才會有 

所更動。30蔡天培、31黃發32及陳文貴等人則在 1898(明治 31)年時，總督府附與

                                                      
26
﹤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1901(明治 34)年 8 月 3 日基隆水上支署改為基隆水上警察官吏

派出所。「明治三十年九月民訓第四十八號中改正」（1901-08-03），〈明治 34 年 8 月臺灣總督府報

第 995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0995a004。 
27
日治文官等級分為判任官、奏任官、敕任及親任官。除判任官外，其餘通稱高等文官。親任官

只有一位，便是台灣總督，由天皇親自敕任。判任官由台灣總督任命，奏任官則由內閣大臣任命。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本女人在台灣(昭和篇 1926~1945)》上(台北：時報文化，2009)，第

69 頁 
28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第 40、49 頁。 

29
﹤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30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第 67 頁。 

31
蔡天培，基隆玉田街人。生於清咸豐年間，日治初期於新興街開設布行兼營錢莊與砂金為業。

《台灣列紳錄》記載：「乙未收籍時，出役為軍政廳，處事敏捷，遂拜命臨時事務囑託，鞠躬輸

誠。明治二十九年，擢用基隆堡副堡長，同年登庸基隆辨務署參事，四十二年改于台北廳參事。」

1918(大正 7)年逝世。鷹取田一郎編，《台灣列紳傳》(桃園：華夏書坊，2009)，第 27~28 頁﹔鄭

年代 參事姓名 

1898 蔡天培 黃發 陳文貴  

1900 蔡天培 黃發   

1901 蔡天培 石豐年 陳瑞彩 吳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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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章。331901 年廢縣改廳，基隆辨務署改為基隆廳。34原有街庄長制仍依照舊，

街庄長改由廳長選任。35 

     1909(明治 42)年，原有 20 廳制改為 12 廳制，36原有的街、庄、社長改稱為

「區長」。37新任區長大多採用原有的舊街庄長。38基隆地方史料均會提到許梓

桑曾任基隆區區長，但很少提到在他之前已有兩位臺人擔任過此項職務，分別

是陳文貴與吳志清。簡萬火所撰《基隆誌》一書中既有陳文貴與吳志清二人事

蹟。 

 

參事 陳文貴，媽祖宮口人也。本係商人，略辨之無耳。至領臺當

時，稱總理，繼被任為初代區長。時匪氛未靜，良莠不齊，鑑別

維艱。先生雖以官廳依賴之重，然以非其器，遂致功罪參半焉。 

區長 吳志清，頭圍人，流寓基津，有見識通大略，得知過於山名

廳長，被譽為第二代區長，一年於而退焉。39 

     

    但目前限於史料不足，無法得知陳、吳、許三人是何時擔任基隆區長職務?40

陳凱雯早年的研究指出 1895(明治 28)年 7 月基隆支廳制定﹤總理職務概則及各

街長規則﹥。總理與街長被支廳負於傳達支廳命令及協助辦理戶籍、衛生等事

項。411901 年基隆支廳改制為基隆廳後，總理轉為區長，並受廳長管轄，各街

長則由保甲制度中的保甲長所取代，輔佐地方行政事務。42這些地方公職人員，

                                                                                                                                                        
俊彬編纂，《基隆市志》卷七人物志列傳篇(基隆：基隆市政府，2001.7)，第 27 頁。 
32
黃發，基隆玉田街人，生於清道光年間。聞於福德街經營吳服店。「乙未變革時，鞠躬輸誠。

擢用基隆區街長，明治三十三年登庸辨務署參事。」明治 35 年時往生。鷹取田一郎編，《台灣列

紳傳》，第 26 頁﹔鄭俊彬編纂，《基隆市志》卷七人物志列傳篇，第 27 頁。﹔簡萬火《基隆誌》，

第 34 頁。 
33
「陳祖成外五名ヘ紳章附與、同上授與顛末報告」（1898-05-19），〈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典藏號：00000262006。 
34

 洪敏麟編著，《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6 三版)，第 31

頁。 
35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地方施政與新領導階層之形成﹥《臺灣學研究》第 24 期(2018.6)，第

28 頁。 
36
洪敏麟編著，《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第 32 頁。 

37
藍亦青，《帝國之守：日治時期臺灣的郡制與地方統治》，第 79、81 頁。 

38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地方施政與新領導階層之形成﹥，第 29 頁 

39
簡萬火《基隆誌》，第 34 頁。吳志清自區長一職離開後，轉任台北廳，歷任圖書館、博物館、

內務局編修課。1934(大正 14)年因腎臟病往生。吳蕙芳，《基隆中元祭：史實、記憶與傳說》，第

296 頁。 
40
黃異編纂，《基隆市志》卷三政治志行政篇(基隆：基隆市政府，2001.7)，第 59 頁。根據《台灣

總督府職員錄》記載陳文貴於 1898、1899 年擔任基隆辨務署參事。1900 年與吳志清擔分別擔任

頂雙溪支署柑腳城派出所第一區及第四區街(庄)長。﹤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41
「基隆支廳開廳以來九月ニ至ル事務報告（臺北縣）」（1895-10-18），〈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十二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典藏號：00000023005。﹔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國

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第 50 頁。 
42
簡萬火《基隆誌》，第 15~16 頁。﹔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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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也成為影響地方社會的頭人。而被地方殖民統治者所認可的總理街長，多

為政權轉換之際向官方示好人士。如首任總理陳文貴即是日後第一任基隆區長，

官方所出版的《台灣列紳傳》中提到：「乙未鼎革時，鞅長公事，勤勞不鮮，賜

金賞功，前後二次。」43然而日治初期，日人所選出的總理街長，多有所謂「地

方豪強」，素質良莠不齊。當年《台灣日日新報》中即有總理陳文貴收賄的報導。
44第二區街長何牛，1897 年底似乎因「誣告罪」被基隆辨務署解職。45 

 

表三：1895(明治 28)年基隆街長名單46 

 

基隆總理 陳文貴 

市街名 七月 八月 

媽祖宮口街 謝七 謝七 

新店街 張金發 張金發 

崁仔店街 何牛 何牛 

暗街仔 何月在 何月在 

福德街 黃發 黃發 

新興街 劉溪水 劉溪水 

玉田街 陳懷德 陳懷德 

草店尾街 范元成 范元成 

石牌街 賴火輪 林江 

後井街 陳三益 陳三益 

哨船頭街 林榮欽 吳德 

鼻仔頭街 蔡瑞冎 魏荷歡 

曾仔寮街 雷振作 雷振作 

和興頭街  朱廷燦 

二重橋街  何長福 

 

 

表四：1897(明治 30)年基隆街庄長名單47 

                                                                                                                                                        
﹥，第 50 頁。 
43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列紳傳》(台北：台灣總督府，1916)，第 26 頁。﹔轉引自陳凱雯，﹤帝

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第 50 頁。 
44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第 172 頁。  

45
「基隆弁務署第二區街長何牛解職ノ件（元臺北縣）」（1897-12-01），〈明治三十至三十一年臺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元臺北縣進退永久保存第十九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274012。 
46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第 172 頁。﹔「基隆支廳第一回

報告（臺北縣）」（1895-08-03），〈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十二卷文書〉，

《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23004。 
47
「蘇林旺外四名基隆弁務署管內街庄長ニ採用ノ件（元臺北縣）」（1897-09-01），〈明治三十年



7 
 

 

區名 街庄長名 區名 街庄長名 

第一區街長 蘇林旺 第六區庄長 張三勇 

第二區街長 何牛 第七區庄長 謝秋 

第三區街長 范元成 第八區庄長 賴寶 

第四區街長 賴火輪 第九區庄長 陳齊 

第五區街長 陳母 第十區庄長 何祈恩 

  第十一區庄長 陳典謨 

 

 

     從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所附﹤履歷書﹥發現上述街庄長除蘇林旺與謝

秋外，其餘九人均擔任過「街正」或「庄長」。48但筆者並不清楚「街正」是何

種職務?是否就是保正? 

 

表五：基隆廳街庄管轄區域49 

 

堡

名 

區名 街庄名 

基 

 

第一

區 

基隆街、仙洞庄、牛稠

港庄、石硬港庄、田寮

港庄、大水窟、大沙灣

庄、社寮庄、深澳坑庄、

八斗仔庄、獅球嶺庄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元臺北縣進退永久保存第十六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271071。﹔「張之勇外五名基隆辨務署庄長ニ採用ノ件（元

臺北縣）」（1897-10-01），〈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元臺北縣進退永久保存第十七卷秘書〉，

《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272046。 
48
同上註 

 

姓名 擔任街庄長前一職務 姓名 擔任街庄長前一職務 

蘇林旺 基隆堡囑託 張三勇 大武崙庄長 

何牛 崁仔頂街正 謝秋 漁業 

范元成 草店尾街正 賴寶 田寮港庄長 

賴火輪 石牌街正 陳齊 社寮庄長 

陳母 鼻頭街正 何祈恩 深澳坑庄長 

  陳典謨 鼻頭庄長 

 
49
「基隆廳廳令第十六號街庄長管轄區域改正ノ件」（1903-11-26），〈明治三十六年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五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典藏號：0000082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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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堡 

第二

區 

大武崙庄、蚵殼港庄、

內木山庄、外木山庄、

大竿林庄 

第三

區 

柑仔瀨庄、龍潭堵庄、

深澳庄、鼻頭庄、焿仔

寮庄、九份庄、九芎橋

庄、猴硐庄、南仔吝庄、

水南洞庄、草山庄 

金

包

里

堡 

第四

區 

下中股庄、下万里加投

庄 

第五

區 

頂中股庄、頂角庄、中

角庄 

第六

區 

下角庄 

第七

區 

頂万里加投庄 

三 

 

貂 

 

堡 

第八

區 

頂雙溪庄、魚行庄、武

丹坑庄、石壁坑庄、石

笋庄、燦光寮庄、三叉

港庄、平林庄、 

第九

區 

柑腳庄、三叉坑庄 

第十

區 

槓仔寮庄、丁仔蘭庄、

大石壁坑庄、長潭庄、

枋腳庄 

第十

一區 

下雙溪庄、遠望坑庄、

田寮洋庄 

文 

山 

堡 

第十

二區 

丹裡庄、澳底庄、橯洞

庄、雞母嶺庄 

 

第十

三區 

大平庄、鳥山庄、溪尾

寮庄、料角坑庄 

石 

 

第十

四區 

水返腳街、保長坑庄、

鄉長厝庄 

第十

五區 

十三份庄、橫科庄、康

皓坑庄、白匏湖庄、樟

樹灣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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碇 

 

 

 

堡 

第十

六區 

北港庄、社後庄、叭嗹

庄 

第十

七區 

瑪陵坑庄、友蚋庄、鶯

歌石庄 

第十

八區 

五堵庄、六堵庄、七堵

庄、草瀾庄 

第十

九區 

鵠鵠崙庄、茄苳腳庄、

石硿仔庄、姜仔寮庄 

第二

十區 

暖暖街、碇內庄、八堵

庄、港口庄 

第二

十一

區 

鰈魚坑庄、四腳亭庄、

大坑埔庄、三爪仔庄 

第二

十二

區 

什份寮庄 

第二

十三

區 

石底庄 

 

 

    據文獻記載區長是由廳長任免，為判任官待遇。區長為廳長的輔助機關。

其選任條件為：「居住於所轄之內、三十歲以上、有資產名望、且在公學校修業

六年、有國語素養的人」50其職務依區長職務規程規定如下： 

1.法令之周知 

2.人民提出申請、報告之轉達 

3.行政官廳所發命令之轉達 

4.管內之狀況及其他報告 

5.臺灣歲入、地方稅及其他各種收入 

6公共費之保管及出納 

7.有其特殊規定者，或由廳長特定者，各依其規定辦理 

     

    從上述規定來看，基本上區長本身並無任何政治上的權力，主要還是以轉

達上級的命令及轉送人民的申請，和收取地方稅收。51 

 

                                                      
50
藍亦青，《帝國之守：日治時期臺灣的郡制與地方統治》，第 85 頁。 

51
程大學，吳定葉編纂、金永麗協纂，《日據前期台灣北部施政紀實》警政篇、政治篇(台北：台

北市文獻委員會，1985.6)，第 5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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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支廳共分為基隆堡、金包里堡、三貂堡、文山堡及石碇堡。52今基隆市

行政區域內共設有瑪陵坑區、五堵區、暖暖區、基隆區。其中前三區在日治時

期皆非基隆堡所轄範圍，屬石碇堡歸屬水返腳支廳。基隆支廳下分屬基隆堡與

部分石碇堡。基隆堡內另管轄瑞芳區、鰈魚坑區及頂雙溪區。行政上基隆支廳

與水返腳支廳均歸屬台北廳統轄。區役場所在地及所轄街、庄如下表六53 

 

表六：今基隆市境內所轄原日治時期各區所在地及所轄街庄 

 

區名 所在地 所轄街庄  

瑪陵坑區役場 石碇堡瑪陵坑土

名東勢 

中股 

瑪陵坑庄、友蚋

庄、鶯歌石庄 

原第十七區 

五堵區役場 石碇堡五堵庄土

名五堵北 

五堵庄、六堵庄、

七堵庄、草瀾庄 

原第十八區 

暖暖區役場 石碇堡 暖暖街、八堵庄、

港口庄 

原第二十區 

基隆區役場 基隆堡基隆街 基隆街、仙洞庄、

牛稠港庄、石硬港

庄、田寮港庄、大

水窟、大沙灣庄、

社寮庄、深澳坑

庄、八斗仔庄、獅

球嶺庄、大武崙

庄、蚵殼港庄、內

木山庄、外木山

庄、大竿林庄 

原第一、二區 

瑞芳區役場 基隆堡柑仔瀨庄

土名柑 

仔瀨 

柑仔瀨庄、龍潭堵

庄、深澳庄、鼻頭

庄、焿仔寮庄、九

份庄、九芎橋庄、

猴硐庄、南仔吝

庄、水南洞庄、草

山庄 

原第二十二區 

                                                      
52
「基隆廳廳令第五號街庄長管轄區域及ヒ名稱改定ノ件」（1905-06-28），〈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

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十九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典藏號：00001069005。 
53
本表依﹤台北廳內各區區長辦公場所之設置及其所在地所轄街、庄﹥表修改。程大學，吳定葉

編纂、金永麗協纂，《日據前期台灣北部施政紀實》警政篇、政治篇，第 553~554 頁。﹔胡清正、

陳存良、林彩紋譯，《台北廳誌》(板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7)，57~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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鰈魚坑區役場 石碇堡鰈魚坑庄

土名鰈魚坑 

鰈魚坑庄、四腳亭

庄、大坑埔庄、三

爪仔庄 

 

原第二十一區 

頂雙溪區役場 三貂堡頂雙溪街 頂雙溪庄、魚行

庄、武丹坑庄、石

壁坑庄、三叉港

庄、石笋庄、燦光

寮庄、平林庄、柑

腳庄、三叉坑庄。 

原第八區 

 

 

    學者的研究中提到：「街庄行政的編制系統，在辨務署時代以辨務署為單位，

每一署劃分為數區，每一區置一街庄長。廢縣置廳後則改以廳為單位劃分區。

而區的名稱有以數字編成者，也有以區內著名街庄為名稱者，各廳制度並不統

一。1906(明治 39)年中後，各地方統一以區著名街庄為區之名稱。54 

 

 

圖二：基隆廳 

 

    廳設有廳長，在其樞要之地可設置支廳，已作為普通行政的輔助機關。在

街庄社設置區長，以輔助執行部內的行政事務。且支廳長只是廳長的輔助單位，

而非獨立官廳。區則比照日本的市町、村為行政區域，但沒有自治團體，而只

限於執行區長事務。此外廳長可任命台灣人中有名望學識者擔任參事，為部內

                                                      
54
藍亦青，《帝國之守：日治時期臺灣的郡制與地方統治》，第 81 頁。引自施添福，﹤蘭陽平原

傳統基層社會空間的形成及其演變﹥收於《「宜蘭研究」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7)，第 3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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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諮詢機關。55  

          藍亦青其研究中提到：「蓋區長的任用多依從來的關係」，以舊鄉紳(名望家)

為主，行政能力並不受重視。56日治初期，殖民當局需仰賴地方台籍人士協助地

方事務的推動，也因此早期地方基層職務大多有臺人擔任，而臺人也藉此得到

商業上的利益與晉升的管道。57殖民統治者經常性視其資產、名望，以及對殖民

政府協力的程度而賦予一些權益。包括下層的派出所員警、保正、甲長或是區

長、街庄長。上至參事官或地方行政末梢的職員，都是酬庸這些舊有地方領導

階層的籌碼。 

          這個現象可從 1902(明治 35)年日本內地貴族院針對「六三法」修正案中男

爵北垣國道質詢自治制度中問到實施自治制度中主要成員街庄長對於國(日)語

的理解。時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回答是：「擔任巡查捕及街庄長幾乎都不是

(國語)學校畢業者，基本上我們錄用的大都是在當地有名望、上年紀者，所以沒

有採用學校的學生。581897 年(第一回)基隆國語傳習所甲科 19 位畢業生名單中，

僅周景文擔任基隆街協議員，59楊乞擔任紅毛港第二區保正。第二回 12 位畢業

生中，范昆輝擔任基隆區書記、黃棟鄉擔任金包里區長、陳定國擔任汐止街長。
60而這樣的做法與前述所提區長選任條件是有所違背的。蔡天培及黃發兩人如前

所言在乙未之際，對日軍「鞠躬輸誠」，方能被殖民政府重用，擔任參事一職。

包括陳文貴、吳志清，甚至是許梓桑都似乎並沒有符合前述條件。許梓桑的日

文能力亦被日人形容對「內地語」無充分理解。61 

 

          吳文星提到由於總督府長期以來固守延攬地方縉紳富豪的政策，新任區長

大多仍採用舊街庄長。且大多數區長仍是舊有台人社會精英，總督府只能透過

鼓勵舊社會精英以身作則參加短期國語普及會，習得簡單日語。62蕭明治在其研

究中亦指出：「從鴉片到食鹽專賣，此一經銷利權作為殖民者籠絡地方菁英的方

                                                      
55
胡清正、陳存良、林彩紋譯，《台北廳誌》，第 45 頁。  

56
藍亦青，《帝國之守：日治時期臺灣的郡制與地方統治》，第 85 頁。 

57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第 172 頁。 

58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話

與認同》(台北：麥田出版，2009.4 二版)，第 262、389 頁。 
59
周景文經歷不詳，僅知 1905(明治 38)2 月總督府授與教員免許狀擔任公學校訓導。1902~1904

任職頂雙溪公校雇員，1905~1906 年任職基隆公學校擔任訓導。之後可能從事米糖雜貨商。「敎員

免許狀授與」（1905-06-20），〈明治 38 年 6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771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771a015。﹔﹤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2021/08/16 查詢。﹔

游馥瑋，﹤從國語傳習所看日治初期台灣的教育政策(1896 年 7 月–1989 年 10 月)﹥(東海大學日

本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附錄四：畢業生之職業調查第 1 頁。 
60
「國語傳習所甲科生卒業生一覽表」（1897-05-01），〈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

存第二十卷教育及學術交通〉，《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

號：00004537006。﹔游馥瑋，﹤從國語傳習所看日治初期台灣的教育政策(1896 年 7 月–1989

年 10 月)﹥附錄一：國語傳習所畢業生之名冊，第 1 頁、附錄四：畢業生之職業調查第 1 頁。 
61
椿本義一，《基隆港大觀》(台北：南國出版協會，1922﹔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 影印)，第 228

頁。 
62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地方施政與新領導階層之形成﹥《臺灣學研究》第 24 期(2018.6)，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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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僅達到效果且有持續利用的跡象，成為殖民統治者推行各項政策的重要

支持者。」而專賣經銷權，就鴉片來說排除由日人擔任。63一份 1901 年的報告

中，指出「經銷商大多選任兼具名望、財產者。」、「對於經銷商，各地辨務署

皆令其分出部分收益，充作公共費用，即貢獻給衛生、教育、街庄役場等之經

費中。而基隆每月一百圓最甚者。」64 

 

          1897(明治 31)年，基隆辨務署長七里恭三郎為興辦國(日)語教育，號召基隆

傳統地方商紳包括蔡天培、黃發、陳文貴、福德街長江忠良、簡士生、書房教

師劉維周、陳書、公學校雇員劉錫淇、蔡鳳儀、街長范元成、賴火輪及基隆公

學校教師大島丑三郎、岡本幸二、山口傳吉、北原實一、小原吉之助及就島頭

信恭等人創建「私立基隆教育會」為例。其中上述基隆商紳等人均多有從事公

職。如前所述蔡天培、陳文貴與黃發均擔任過基隆辨務署參事，范元成與賴火

輪都擔任過保正。劉錫淇、蔡鳳儀原為書房教師。65其中賴火輪本身即是前清至

日治初期基隆五大煤行行主之一。五大煤行包括林振盛(行主林榮欽)、林振合(行

主林峨士)、劉合泉(行主劉永連)、賴合興(行主賴火輪)與戴振發(行主戴化生)。66

林榮欽與賴火輪在 1895 年 9 月時依據台灣總督府第九號府令所公布﹤台灣礦業

規則﹥分別取得深澳山腳及田寮港地區礦業權。成為台籍人士中第一、二位取

得礦業權的煤商。67 此外日後長期擔任許梓桑區長任內書記的范崑輝即是范元

成的兒子。68 基隆教育會雖名為「私立」，但從上述所提到的成員名單中，筆者

認為可將其視為官方團體並不為過。且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對於傳統書房政策上

識為另一種的公學校，藉此分擔教化台灣人的工作。69甚至是否可大膽認為官方

有意藉由基隆教育會的成立，拉攏地方上的傳統社會領導階層人士。 

                                                      
63
蕭明治，《殖民樁腳：日治時期台灣煙酒專賣經銷商》(台北：博陽文化，2014.1)，第 36~37、

109 頁。台灣總督府曾擔心台人吸食鴉片的習慣是否影響到在台日人染上吸食鴉片的習慣，就已

知文獻來說，終歸是「杞人憂天」，因為以日人的個性不可能在暗室內悠然橫臥，長時間神遊。」

且「鴉片臭氣難耐」。栗原純著、徐國章譯，《日本帝國與鴉片：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台北：

台大出版中心，2017.4)，第 3 頁。 
64
栗原純著、徐國章譯，《日本帝國與鴉片：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第 126 頁 

65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第 152~153 頁。﹔謝明如，﹤日

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3 期(2010.6)，第 242 頁。 
66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第 153 頁。﹔莊珮柔，﹤日治時

期礦業發展與地方社會－以瑞芳地區為例﹥(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第 64

頁。 
67
林再生撰，《基隆煤礦史》(基隆：基隆市政府，1999)，第 89 頁。 

68
陳燕如，﹤中元普度與政商之間：日據時期基隆地方領袖的發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8)，第 175 頁。 
69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話

與認同》，第 93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