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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藤新平的「生物學原則」與科學統治
文／陳皇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科學與治理

後藤新平（1857-1929）出生於今日

本東北岩手縣水澤市，蘭學者高野長英、

地理學者箕作省吾，以及後來曾任總理

大臣的齋藤實，也是來自於相同地方，皆

是日本幕末到明治維新期知名的人物。

1898年，四十二歲壯年期的後藤新

平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後改為民

政長官），與四十七歲的總督兒玉源太

郎，聯手奠定下日本統治臺灣的基礎。

後藤著名的「生物學原則」，深深影響

了日本殖民臺灣初期的政策，是了解近

代臺灣史不能不知道的統治理論。

生物學原則―以比目魚為例

所謂「生物學原則」，根據後藤

的講法，簡單說就是尊重被統治者的

習慣，例如比目魚的雙

眼，因生長環境與長期

習慣，是長在身體的同

一邊，如果硬是要強迫

比目魚如同鯛魚般改為

長在身體的兩旁，那是

不可能的。

因此，兒玉後藤時

期的統治方針是採取「無

方針主義」。但是根據生

物學原則，有必要對被

統治的臺灣人民進行科

學式的舊有慣習調查。京都帝大民法學

者岡松參太郎、織田萬，以及曾赴德國

留學，有德國殖民機關實務經驗的大內

丑之助，因而被納入舊慣調查委員會，

進行清國時代行政實態、土地交易、親

族繼承、原住民生活樣態，以及臺灣

私法、清國行政法，甚至之後的土地調

查、人口調查等科學性調查，作為未來

制定統治法規的參考。

科學統治―以水道建設為例

後藤新平年輕時就讀洋學校與醫學

校，開始藉翻譯書籍接觸西方近代文明

的先進思想與科技力，深深受其吸引。

後來在內務省衛生局工作期間，曾自費

赴德國留學，認為德國成熟的社會政策

與衛生行政非常值得借鏡。後藤在赴德

國前就著有《國家衛生

原理》一書，內容為將

國家視為一個具生命的

有機體，國家的事務可

藉由建立公共衛生，增

強國家發展機能。

以下藉後藤新平殖民

政策中「文明利器的重要

推手」─臺灣的「水道

建設」初期脈絡，來回

顧後藤新平「國家衛生

論」中計畫性的科學調查。

1895年日本取得第一個殖民地臺

灣，領臺初期派遣來臺接收的軍隊，除

面對反日武力，更面臨水土不服、衛生

條件差而感染傳染病的問題。總督府聘

請後藤新平擔任衛生顧問囑託，隨後也

聘請曾與後藤新平共事的英國衛生技師

爸爾登（William K. Burton）來臺，擔

任總督府衛生工事顧問技師囑託一職，

負責衛生改善業務。

爸爾登是日本發生大規模霍亂傳染

病時，應日本招聘到帝國大學

擔任衛生工學的教授，1889年

起亦擔任內務省衛生局顧問技

師，期間與在同單位任職的後

藤新平一起至各地衛生調查，

建立了互信關係。

後藤新平擔任日本內務

省衛生局長時，曾在呈給內

務大臣井上馨的《臺灣統治

救急策》中，提到英國魯卡斯

（Lucas）的《英國殖民誌》，

書中講述治理殖民地的文

明利器，如科學設施、鐵

道、水道、汽船、電信、

病院等；後藤引伸《國家

衛生原理》，提出日本人

與臺灣人有不同的民族

性，不能以同一方法管

理，但可藉由實施衛生的

設備來取代宗教在臺灣扮

演的角色，例如提供潔淨

用水的水道設施，除實

質上可改善衛生外，更

可影響到心理層面，是治理殖民地的文

明利器。

後藤新平受聘擔任總督府衛生顧問

囑託之日期為1896年4月18日，爸爾登

受聘為衛生工事顧問技師囑託之日期為

1896年4月21日，似可說明後藤新平急

欲推動衛生調查與建立近代衛生設施的

企圖。

日後與爸爾登一同建立臺灣水道的

濱野彌四郎，也可能是經由後藤新平促

▲《ルーカス氏英國殖民誌》，後藤新平曾為此書提序。

▲爸爾登任命書上衛生顧問印章「後藤」，

即後藤新平。

▲兒玉源太郎（右）與後藤新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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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而來臺的。1896年7月11日，爸爾登

發了一份文件給後藤新平，陳述雖然他

被聘為臺灣總督府衛生工事顧問，但缺

乏一位足夠能力的助手，濱野彌四郎是

他認為最能勝任此工作的人選，也是最

有意願與他同行者。同年8月6日，濱野

彌四郎即被任命為衛生工事調查囑託。

後藤新平在擔任臺灣總督府

衛生顧問囑託期間，於1896年6月

前往臺灣南部進行衛生視察，後

轉往中國廈門與英屬香港，結束

後返回日本，他並提出：欲杜絕

傳染病流行，首當在臺灣普及衛

生設施，其根本之道就是要「建

立上下水道」。建立衛生工事，

應可說是後藤新平到臺灣施政的

第一步。1896年8月起，爸爾登

與濱野彌四郎執行臺北、臺中、

淡水、基隆衛生工事調查；9月9

▲後藤新平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的公文檔案。

▲後藤新平在臺北引進科學式的衛生調查。

日向臺灣總督府提出「臺

北市街衛生工事調查バル

トン顧問及濱野彌四郎技

師調查報告」，內容記載

臺北、臺中、淡水、基隆

等地調查結果，說明上下

水道規畫設計等。之後於

1896年12月至1897年3月進

行了海外調查，調查地點

有上海、香港、新加坡，

調查內容包括當地自然條

件、人文情形、上下水道

與衛生狀況。

何以要在僅調查臺灣的四個城市後

赴海外考察取經呢？除可以藉由英國面

臨熱帶地方的氣候與風土，以及為數眾

多欠缺衛生觀念的中國人之地方建設經

驗，提供臺灣衛生規畫設計方面非常適

切的參考案例，應該也可能與後藤新平

建議爸爾登前往英屬香港等進行深入調

查有關。

科學與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