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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臺灣研究第五年－東部紀行（中）》（1928（昭和3）年12月），東臺灣研究叢書第52編，頁8-10。

以下簡為《東臺灣研究叢書第52編》。

2　同上。

3　同上。

4　《花蓮縣志稿��卷八官制》（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77），頁17-20。

　　本篇分五章：第九章地方政府，第十章民意機構，第十一章郵電，第十二

章法人與人民團體，第十三章玉里榮民醫院。本鎮所有醫療院所，均列入教育篇，

其中玉里榮民醫院為本鎮重要特色，故於本篇列專章

第九章　地方政府

第一節　清代

一、卑南廳時期

政府機關設在玉里，與清末開山撫番政策有關。清末積極經營東臺灣，以1875

（光緒元）年為始，當時開闢三條道路，連通東、西兩岸。北路自蘇澳至花蓮港，

由羅大春負責；中路自林圮埔（經八通關）至璞石閣，由吳光亮負責；南路自赤山

至卑南，由袁聞柝負責。

駐卑南的臺灣府南路撫民理番同知，是東臺灣最高長官，其下有委員三人，分

別在北路花蓮港、中路璞石閣、和南路卑南辦事１。由此可知，玉里最早的地方長

官是璞石閣委員，而委員並不是正式的官銜。

1876（光緒2）年，中路守備兵丁多人染病死亡，福建省方面議論廢止開山撫

番政策；加上鹿港、彰化之間匪徒騷擾，致使已開闢的東西通道，沿線碉堡毀損  
２。東臺灣經營中輟。

二、臺東直隸州時期

1885（光緒11）年，臺灣建省，改南路撫民理番同知為臺東直隸州（升格）知

州，駐水尾（今瑞穗）。本已建築衙門，因原住民和匪徒相繼騷擾，復因瘴氣，乃

遷回卑南，另派州判駐奇萊（今花蓮港），以稽查海口商船３。

臺東直隸州轄今花蓮、臺東兩縣，以下設有卑南撫墾局，秀姑巒、花蓮港等兩

個撫墾分局和花蓮港分局４。當時本鎮之地方政府，為秀姑巒撫墾分局，再上為卑

南撫墾局，更上為臺東直隸州。

秀姑巒撫墾分局轄五部分：

(一) 水尾附近平埔、高山各社；

建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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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上。卑南撫墾局訂頒〈招墾章程〉九條，內容見《東臺灣研究叢書第53編》，頁4。

6　��《花蓮縣志稿��卷八官制》，頁17-20。

7　��《東臺灣研究叢書第52編》，頁8-10。

8　��《花蓮縣志稿��卷八官制》，頁20。

9　��同上，頁21。

10　筒井白楊，《東部臺灣案內》（臺北：東部臺灣協會，1932；臺北：成文，1985，翻印本），頁188。

11　《花蓮縣志稿��卷八官制》，頁21。

12　《臺灣省通志��卷一土地志疆域篇》冊一（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頁56。

13　筒井白楊，前書，頁188。

(二) 大港口（秀姑巒溪出海口）一帶及水尾東北平埔各社；

(三) 水尾及璞石閣西高山各社；

(四) 璞石閣西北高山各社；

(五) 璞石閣西南高山各社５。

秀姑巒撫墾分局，置委員一人，月支薪水湘平銀24兩；局勇20名，每名支口糧

湘平3兩6錢６。1891（光緒17）年，臺灣巡撫劉銘傳去職，東臺灣撫墾政策又受影

響７。

第二節　日本時代

一、臺東支廳、臺東撫墾署、臺東出張所

1895（光緒21）年，臺灣割讓。日本當局改臺東直隸州為臺東支廳，屬臺南

縣；別設臺東撫墾署，直隸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同年8月，臺東支廳改名臺東出張

所，改隸臺南民政支部８。

二、臺東廳水尾辨務署

1897（明治30）年5月，臺灣分為六縣三廳，施行街庄社區制；改臺東出張所

為臺東廳，直屬臺灣總督府，臺東撫墾署同時改隸臺東廳。臺東廳下分三個辨務署 

：卑南、水尾、奇萊９。本鎮在水尾辨務署轄內。

1898（明治31）年，臺灣分為三縣三廳，臺東廳仍舊。1899（明治32）年4月 

，設璞石閣警察官吏駐在所，6月15日改稱派出所；同年8月1日，新設璞石閣區事

務所 10。

三、臺東廳璞石閣出張所

1900（明治33）年，臺東廳增設三個出張所：卑南、成廣澳、璞石閣 11。璞石

閣出張所治理本鎮。

四、臺東廳璞石閣支廳

1901（明治34）年11月，廢縣及出張所，臺灣分為二十個廳，其中臺東廳轄四

個支廳：花蓮港、璞石閣、成廣澳和巴塱衛 12。1905（明治38）年7月26日，區事

務所改稱區庄役場 13。璞石閣支廳下的區庄役場，有水尾、觀音山、與璞石閣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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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管轄本鎮範圍。區庄役場內部，僅分財務係與庶務係 14。

五、花蓮港廳璞石閣支廳

1909（明治42）年10月，臺灣分為十二個廳，廳數減少，但臺東廳析出花蓮港

廳。花蓮港廳又分花蓮港支廳和璞石閣支廳。璞石閣支廳（表9-1）再分為六區：公

埔區、大庄區、璞石閣區、觀音山區、水尾區、和拔仔區 15。其中，璞石閣和觀音

山兩區的全部，和水尾區和拔仔區的部分，在本鎮轄境。同年10月1日，區庄長改

稱區長 16。

六、花蓮港廳玉里支廳

1917（大正6）年，璞石閣支廳改名玉里支廳，另設玉里出張所，專理移民事

務。

14　《花蓮縣志稿��卷八官制》，頁22。

15　同上，頁21。

16　筒井白楊，前書，頁188。

表 9-1　歷任支廳長郡守名錄

璞石閣出張所所長

璞石閣支廳長

玉里支廳長

玉里郡守

安樂平治

安樂平治

久木田平八郎

青木文三郎

大智清三郎

青木文三郎

青木文三郎

池邊正實

松尾溫爾

松尾溫爾

宮原佐尚

古藤齊助

渡邊柳三

清水倉太

五十嵐重藏

宮瀨浩

大澤治重

渡邊幸次郎

1900.05 ~ 1901.11

1901.11 ~ 1902

1902 ~ 1903

1903 ~ 1906

1906 ~ 1907

1907 ~ 1909.10

1909.10 ~ 1913.06

1913.06 ~ 1915.03

1915.03 ~ 1917.09

1917.09 ~ 1925

1925 ~ 1927

1927 ~ 1930

1930 ~ 1934

1934 ~ 1936

1936 ~ 1937

1937 ~ 1940

1940 ~ 1942

1942 ~ 1945.11.17

職　　　　稱 姓　　　　名 任　　　　期

七、花蓮港廳玉里支廳玉里庄役場

1920（大正9）年9月，全臺設五州二廳，花蓮港廳之下的有七個「大字」（地

籍單位，戰後改稱「段」）合併為玉里庄。1922年，花蓮港廳下設一街、一庄、兩

支廳；一庄即是玉里庄。到1937年改郡庄制以前，花蓮港廳下設四支廳，其中的玉

里支廳（相片9-1、相片9-2），為玉里庄直屬上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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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玉里庄勢一覽》（1926），無頁碼。

18　筒井白楊，《東部臺灣案內》，〈玉里庄職員〉，頁59。

19　《東臺灣調查資料－東臺灣の現狀第8編》（1925），頁86。以下簡為《東臺灣研究叢書第8編》。

20　�《東部開發と名士の意見－第三年第23編》（1926），頁13。以下簡為《東臺灣研究叢書第23編》。

1926（昭和元）年，玉里庄役場僅有庄長（相片9-3）、助役、助役兼會計役

各1人，和書記3人，合計6人 17；到1932年，已增加了產業技手兼書記1人和雇員3

人，合計10人 18。

在大正年間，一篇題為「玉里的發展策」的文章，曾指出東臺灣如果設州，玉

里是最適合的州廳所在，何況玉里和新港之間，只需築一條越山道路，東臺灣的開

發展望是很好的 19。

日本統治東臺灣，財政吃緊。以1925（大正14）年度臺灣總督府特別會計預

算為例，歲入方面，花蓮港廳總數353,526圓，臺東廳總數100,563圓；歲出方面，

花蓮港廳總數1,171,939圓，臺東廳總數892,123圓。東臺灣兩廳的年度赤字，合計達

1,600,000圓以上 20。發展東臺灣經濟，是解決東臺灣財政困難的良方；而玉里之發

展前途，正好被當年一批有看法的日本人所關心。

說明：

玉里支廳的位置，約在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分局的宿舍原來是支廳宿舍。

圖 9-1　玉里支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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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花蓮港廳玉里郡玉里庄役場

1937年，改行郡街區制，花蓮港廳改設三郡七庄。改玉里支廳為玉里郡（相片

9-4），玉里庄役場（相片9-5），直屬玉里郡。

相片 9-2　玉里支廳全貌

相片 9-3　松尾溫爾

說明：

玉里歷史上，在任最久的地方首長。日本高知縣人 
，1896年渡臺，曾任宜蘭縣警部補（1901年）、頭
圍支廳長（1908年）、璞石閣支廳長（1915-1917） 
、玉里支廳長（1917-1925）、玉里庄長（1925-
1937）；常以十八公子筆名，發表玉里應興應革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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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9-5　玉里庄役場

相片 9-4　玉里郡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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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同上。

22　�《玉里鎮概況書》（玉里：玉里鎮公所、1955），頁4。玉里郡曾經有機會發展為玉里州，而統轄整個東

臺灣（含花蓮港廳和臺東廳）的，但玉里區署撤銷後，一切化為夢想。

九、花蓮港廳玉里街役場

1938（昭和13）年2月，玉里庄改為玉里街（圖解9-6）21。玉里街之轄區與本

鎮相當。

1945年，是玉里郡的最後一年，也是玉里街的最後一年。隔年1月21日，郡變

成區署，區署到1949年12月底撤銷 22。

圖解 9-6　玉里街役場組織 1938-1945

街　長

助　役

會計役

會計係 動員係 教育係 經濟係 增產係 稅務係 總務係

銃後援會 各部落會 皇民奉公會 婦人會

表 9-2　玉里地區區長庄長街長名錄

水尾區長

觀音山區長

迪佳區長

三笠區長

璞石閣區長

玉里區長

玉里庄長

玉里街長

林子繼

羅永春

陳玉成

陳玉成

陳玉成

賴　甲

馮連三

馮連三

岩田仙吉

松尾溫爾

清水倉太

清水倉太

燕尾角次

1909.10.25 ~ 1913.12.31

1913.12.31 ~ 1917.09

1909.10.25 ~ 1916.10

1916.10     ~ 1917.09.22

1917.09.22 ~ 1920.10.01

1909.10.25 ~ 1913.12.31

1913.12.31 ~ 1917.09.22

1917.09.22 ~ 1920.10.01

1920.10.01 ~ 1925

1925        ~ 1937

1937        ~ 1938.02.11

1938.02.11 ~ 1942

1942        ~ 1945.11.19

職　　　　稱 姓　　　　名 任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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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玉里鎮概況書》，頁4。

24　〈臺灣省鄉鎮組織規程〉，參見《花蓮縣志稿��卷八官制》，頁158-169。

25　《玉里鎮概況書》，頁22。

第三節  民國時代

一、花蓮縣玉里區玉里鎮公所

1945（民國34）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接收臺灣，11月11日花蓮港廳接管委員

會成立。同年11月19日玉里鎮公所（圖畫9-7）「暫先」成立，其前身為日本時代

之玉里街役場 23。

1946（民國35）年1月11日，花蓮縣政府成立，原玉里街改為玉里鎮，原玉里

郡改為玉里區，玉里鎮（圖解9-8）屬玉里區，玉里區屬花蓮縣。1946（民國35）

年1月19日，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公佈「臺灣省鄉鎮組織規程」之後 24，鎮公所於同

年同月25日正式成立。初置鎮長、副鎮長各一人，下設總務、財務、經濟三股（表

9-3）；每股置主任一人；另置有戶籍幹事 25。

說明：

圖示玉里鎮公所第一個辦公處所，即前玉里街役場。

圖畫 9-7　戰後初期玉里鎮公所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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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同上。

27　〈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參見《花蓮縣志稿��卷八官制》，頁171-180。

28　��《花蓮縣志�稿�卷八官制》，頁184-188，附載〈臺灣省鄉鎮公所組織通則〉，係1953（民國42）年7月4

日公佈施行，與此處所據《玉里鎮概況書》，頁23所載有間。

29　《玉里鎮概況書》，頁23。

1947（民國36）年3月7日，照上峰通令，改組為民政、財政、經濟、文化等四

股，在股主任之上，增置總幹事一人，襄助間接民選之鎮長、副鎮長（圖解9-9）
26。

1950（民國39）年4月22日，臺灣省政府公布「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

要」27，到同年年底選舉鎮長，廢副鎮長。1951（民國40）年1月17日公佈、2月1日

實行「臺灣省鄉鎮區公所組織通則」28，於鎮長之下，置總幹事，以襄理一切事務 

，原設四股，改為民政、財政、建設、總務等四課，各置課長、幹事、助理幹事、

事務員；另置主計員一人、戶籍主任、國民兵隊。鎮長兼國民兵隊長，民政課長兼

戶籍副主任。嗣後增設戶籍課，其課長兼任國民兵隊附（即副隊長）。隊附後來改

為專任。此時期總幹事和總務課長，得隨鎮長同進退 29。

表 9-3　戰後初期玉里鎮長名錄

蔡孟鑫

鍾文松

李群山

男

男

男

1945.11.19 ~ 1946.11

1946.11    ~ 1947.05

1947.06.05 ~ 1951.01.20

由接收暫代改為派任

民選

含連任一次

姓　名 性　別 任　期 備　註

圖解 9-8　玉里區署玉里鎮公所組織 1946

玉里鎮公所

總務股 財務股 經濟股 戶籍幹事 里 國民學校 衛生所

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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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同上，頁109。玉里區之撤廢日期，各處資料記載有差異，但都不出1950年底至1951年初之間。

31　�依該通則第一條「警察派出（或分駐）所對推行鄉鎮自治事項應兼受鄉鎮長之監督」來看，彼時鎮長權力

並不小。此處所引，據《玉里鎮概況書》，頁23。該通則公佈施行之年份，《玉里鎮概況書》所載為1954

年，但《花蓮縣志稿��卷八官制》，所載為1953年。

二、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1951（民國40）年2月，撤區，玉里鎮改為直接花蓮縣直轄 30。

圖解 9-9　玉里區署玉里鎮公所組織 1947

圖解 9-10　玉里鎮公所組織 1951-1953

鎮　長

副鎮長

總幹事

民政股 財政股 經濟股 文化股 戶籍室

兵役協會 各里辦公處

鎮　長

總幹事

主計員

租佃委
員會

兵役協會
調解委
員會

軍勤玉里
中隊

國民兵
隊部

戶籍課
(後設)

總務課 建設課 財政課 民政課
自來
水廠

各里辦公處

1954年7月4日，臺灣省令重頒「臺灣省鄉鎮公所組織通則」；鎮長任期改為三

年，連任以一次為限；總幹事改稱秘書，秘書以下，均為常任公務員；撤總務課，

其總務人員改隸秘書；人事獨立；國民兵隊部改為兵役課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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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兵隊部之前身，在1923年為玉里分遣中隊（相片9-11），1926年為玉里

分遣隊，1935年為玉里分屯中隊 32。自1954年起，隊部既改為文職之兵役課（圖解

9-12），原有營舍並未交本鎮使用，而由後來成立的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使用。

32　《東臺灣研究叢書第35編》，頁36；《玉里庄勢一覽》，1926；《玉里庄勢要覽》，1935，頁12。

表 9-4　玉里鎮歷屆鎮長名錄 1951-2006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潘萬法

潘萬法

蘇玉麟

潘宇界

邱慶來

邱慶來

黃正榮

黃正榮

陳仁敵

陳仁敵

林惠敏

林惠敏

潘富民

潘富民

劉德貞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1951.07    ~ 1953.07

1953.07    ~ 1956.07

1956.07    ~ 1960.01

1960.01    ~ 1964.04

1964.04    ~ 1968.02.28

1968.03.01 ~ 1973.04

1973.04.01 ~ 1978.02.28

1978.03.01 ~ 1982.02.28

1982.03.01 ~ 1986.02.28

1986.03.01 ~ 1990.02.28

1990.03.01 ~ 1994.02.28

1994.03.01 ~ 1998.02.28

1998.03.01 ~ 2002.02.28

2003.03.01 ~ 2006.02.28

2006.03.01 ~ 2010.02.28

屆　別 姓　名 性　別 任　期

說明：�

1933年的玉里分屯中隊營區，二次大戰結
束後，改作國民兵隊部所在，後來成立玉
里榮民醫院。

相片 9-11　玉里分屯中隊全景與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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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屬自來水廠，初為日本時代興建，設計目標供應5000人之需，且軍方優先，

早已不敷使用 33。自1961年起，不再由鎮公所管理。該廠於1972年第二水源及辦公

廳建設完成，又接長良、高寮、松浦等簡易自來水管理業務，1973年間復籌辦統一

經營，改組為公司 34。

衛生所業務，自1961（民國50）年7月縣政府所屬「花蓮縣衛生局」成立以後
35，即歸縣政府管轄。玉里衛生所乃成為花蓮縣政府的派出機關（圖解9-13）。

33　玉里自來水廠之沿革，參見第31章玉里勝蹟。

34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1973（民國62）年3月8日鎮人字第3399號函。

35　花蓮縣衛生局網頁�http://www.hlshb.gov.tw/in.htm。

鎮　長

鎮　長

秘　書

秘　書

秘書(室)

里辦公處

人　事
管理員

人　事
管理員

主計員

民政課

兵役課

財政課

戶籍課

建設課

建設課

戶籍課

財政課

兵役課

民政課

主計員

自來水廠

鎮衛生所

消防隊 清道隊

衛生所

圖解 9-12　玉里鎮公所組織系統 1954

圖解 9-13　玉里鎮公所組織系統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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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內政部戶政司網頁�http://www.moi.gov.tw/W3/outline/c-3.htm。

37　玉里戶政事務所網頁�http://www.hlhg.gov.tw/hualien/au11/機關簡介.htm。

38　花蓮縣政府，1973（民國62）年4月7日府民行字第18375號函。

39　龍捲風中英文全文網頁檢索系統�http://163.29.101.3:8080/taitungcpis/depart/govern/v-01.htm。

1969（民國58）年7月1日依戶警合一實施方案之政策性決定，各地方戶政業務

劃歸警察機關掌管試辦，至1973（民國62）年7月修正《戶籍法》，1974（民國63 

）年7月再修正《戶籍法施行細則》，完成臺灣地區戡亂時期戶政改制 36。本鎮公

所戶籍課於該期間裁撤。

戶政業務於1973（民國62）年搬遷至玉里警察分局舊禮堂辦理；1986（民國75 

）年3月17日遷至原玉里警察派出所「玉里鎮博愛路180號」辦公。戶警合一初階

段，戶政事務所主任例由鎮長兼任；戶警合一正式實施後，戶政事務所主任由警察

副分局長兼任 37。1991（民國80）年5月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戶籍法》配合修

正，並自1992（民國81）年7月1日實施戶警分立，戶政業務雖回歸民政體系，但鄉

鎮戶政事務所成為縣政府的派出機關，不歸屬鄉鎮公所管轄。

1973（民國62）年4月，修改本鎮公所員額編制表之前，本鎮設四課（民政、

財政、建設、兵役）兩室（主計、人事），修編後，組織不變，僅增加員額1人，

新納編的是民防團團附 38。其後，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成立，臺灣省部分農業

重要的縣政府，新設農業局，而相關的下屬鄉鎮公所，也因應增設農業課。

隨著民主化潮流，臺灣省長與臺北、高雄兩市長之開放直接民選，形成主流

民意，立法院在1994（民國83）年7月通過《省縣自治法》和《直轄市自治法》。

根據《省縣自治法》之規定：省；縣、市；鄉、鎮、縣轄市均為法人，在自治法規

定之範圍內，享有法律所明定之自主及自治權，其中包括組織編制案件應送同級民

意機關審議。另查依省縣自治法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四十二條規定訂定之縣市

政府組織規程準則暨鄉鎮市公所組織規程準則，當時正送省議會審議，俟省議會同

意後，尚需分別報請行政院、內政部備查，再報考試院做最後核定。為避免上開準

則未頒布實施前，各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之所屬機關之組織編制案件因無所依據

而停滯，影響地方政府政務之推展，故省府向行政院建議過渡時期擬採取之因應措

施，爰在「臺灣省各縣市政府組織規程準則」及「臺灣省鄉鎮市公所組織規程準則 

」未訂定前，省府依行政院核復事項，以1995（民國84）年10月18日府人一字第

92887號函規定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核定所屬機關組織編制之過渡時

期作業程序。其規定如下：

1. 縣（市）政府依現行所屬機關組織規程及員額設置基準訂（修）定其所屬機

關之組織編制，於送請縣（市）議會同意後據以核定，並報省政府備查，俟省政府

函復備查後再由縣（市）政府函送銓敘部轉陳考試院備查，同時以副本抄陳省政府 

、中央信託局保險處、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總統府第一局。

2. 鄉（鎮、市）公所依現行所屬機關組織規程及員額設置基準訂（修）定其所

屬機關之組織編制，於送請鄉（鎮、市）民代會同意後據以核定，並報請縣政府備

查，俟縣（市）政府函復備查後，再由鄉（鎮、市）公所函送銓敘部轉陳考試院備

查，同時以副本抄陳縣政府、省政府、中央信託局保險處、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總

統府第一局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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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劉念夏，《鄉鎮市級自治選舉存廢之研究》（臺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1），內政研第

90-003號。參見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IA/090/R/IA-R-090-003.htm。

1997（民國86）年，國民大會通過修憲精省。為因應精省後的組織變遷，立法

院制定了明定省非自治團體的《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1999

（民國88）年1月13日；又通過了以《省縣自治法》、《直轄市自治法》、與《臺

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等三法併整的《地方制度法》40。

為配合《地方制度法》的實施，本鎮鎮民代表會第十六屆第三次定期大會，和

第十六屆第九次臨時大會，議決了《花蓮縣玉里鎮公所組織自治條例》，調整鎮公

所組織和員額，自2001（民國91）年3月1日起，增設原住民行政課與行政室，裁併

兵役課，役政業務移歸民政課，裁併秘書室，秘書業務移歸行政室，秘書改為機要

職，新置主任秘書，亦屬機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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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1

1

2

1

1

16

14

5

3

50

1

1

4

1

1

2

1

1

17

14

5

3

51

1

1

5

3

7

1

14

15

1

2

2

52

1

1

1

5

1

3

7

1

15

15

3

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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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玉里鎮公所編制 1954-2001

鎮　　　長

主 任 秘 書

秘　　　書

課　　　長

室　主　任

主　　　任

隊　　　長

主 計 主 任

主　計　員

人事管理員

技　　　士

助　產　士

護　　　士

技　　　工

工　　　友

獸　　　醫

主計佐理員

課　　　員

里　幹　事

里 戶 籍 員

管　理　員

稽　查　員

工　務　員

佐　理　員

辦　事　員

事　務　員

隊　　　員

常　備　員

書　　　記

雇　　　員

合　　　計

1

1

5

1

1

1

1

2

1

1

1

7

1

16

11

10

1

2

1

1

7

1

4

2

3

83

員 額

職 稱
1954年 1973年4月以前 1973年4月起 1999年7月1日起 2001年2月16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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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表9-2

表9-3

相片9-4

相片9-5

圖解9-6

圖解9-8

圖解9-9

圖解9-10

相片9-11

圖解9-12

相片9-1

相片9-2

表9-4

表9-5

相片9-3

圖畫9-7

圖解9-13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花蓮縣志稿  卷八官制》，頁30-41。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花蓮縣志稿  卷八官制》，頁45-48。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花蓮縣志稿  卷八官制》，頁140。

製圖/ 葉振輝    資料來源：《玉里郡要覽》。1939（昭和14）年版。

製圖/ 葉振輝    資料來源：毛利之俊，《東臺灣展望》，1933。

製圖/ 葉振輝    資料來源：《玉里鎮概況書》，頁28。

製圖/ 葉振輝    資料來源：《花蓮縣志稿  卷八官制》，頁113。

製圖/ 葉振輝    資料來源：筒井白楊，《東部臺灣案內》。1932（昭和7）年。

製圖/ 葉振輝    資料來源：毛利之俊，《東臺灣展望》，1933。

製圖/ 葉振輝    資料來源：毛利之俊，《東臺灣展望》，1933。

製圖/ 葉振輝    資料來源：《玉里鎮概況書》，頁26。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花松村(主編)，《臺灣鄉土全誌》（臺北：中一，1986
（民國85）年），頁388。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花蓮縣玉里鎮公所2001（民國90）年1月4日玉鎮字第165
號令修正公布。 1973（民國62）年3月8日鎮人字第3399號函； 2001（民國90）年1
月4日玉鎮人字第900000486號函。《玉里鎮概況書》，頁26。

製圖/ 葉振輝    資料來源：《始政三十年記念出版東臺灣便覽》（臺北：成文出版
社，1985（民國74）年，翻印本），頁167。

繪圖/ 曾錦綉　電腦處理/ 葉振輝　資料來源：《玉里鎮概況書》，封面插畫，1955
年。

製圖/ 葉振輝    資料來源：《玉里鎮概況書》，頁28。

製圖/ 葉振輝    資料來源：《花蓮縣志稿  卷八官制》，頁118，將總務課納入，但
據《臺灣省通志政事志行政篇》頁42-43，自1960（民國49）年起，各鄉鎮公所設五
課，其中並無總務課。玆以後者為準。

圖 表 著作權與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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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蓮港廳要覽��昭和12年》（臺北：花蓮港廳，1938（昭和13）年），頁6�。

2　�《昭和十六年十月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花蓮港市：東臺灣宣傳協會，1941（昭和16）年），頁

160。

3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2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十二）昭和12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115-

116。

4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3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十三）昭和13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107。

第十章　民意機構

本鎮之選舉，以1937年11月22日玉里街協議會員選舉為始；當時僅選出6名

（占半數）的街協議會員。各級協議會為日本時代的地方民意機關，彼時本鎮居民

出任民意代表者，有花蓮港廳協議會員、玉里庄協議會員、以及玉里街協議會員；

除半數的街協議會員以外，均為官方任命。

戰後民國時代之地方民意機關，即是玉里鎮鎮民代表會，自1946年以來，至

2002年為止，共有十六屆，均由民選產生。里民大會僅是名義上的民意機關，實際

發揮作用端賴里長。里長之選舉，自1946年以來，至2002年為止，共有十六屆。日

本時代的保正，雖非民選，卻是現今里長制度之淵源，故亦為之誌。

第一節　花蓮港廳協議會

1937（昭和12）年10月1日，花蓮港廳協議會成立，凡屬廳的重要事務備廳長

諮詢１。廳協議會，為當時花蓮港廳居民之最高級民意機關，置協議會員15人，代

表玉里的有兩人：松尾溫爾、李群山，代表鳳林的也是兩人，其餘11人都是花蓮港

市的代表２。同日，廳協議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除決定1937（昭和12）年度花蓮港

廳歲出入預算案，並決定花蓮港廳罹災救助基金特別會計設置案等十三件議案。該

年12月10日，廳協議會舉行臨時會，決定1937（昭和12）年度花蓮港廳特別會計歲

出入追加預算案３。

1938（昭和13）年1月25日，廳協議會開會，決定1938（昭和13）年度花蓮港

廳歲出入預算案、1938（昭和13）年度花蓮港廳特別會計都市計畫費歲出入預算案 

、1938（昭和13）年度花蓮港廳特別會計罹災救助基金歲出入預算案、和1937（昭

和12）年度花蓮港廳歲出入追加預算案。同年6月10日，又開臨時會，決定1938

（昭和13）年度花蓮港廳預算更正案、1938（昭和13）年度花蓮港廳追加預算案、

花蓮港廳稅臨時措置規則制定案、和花蓮港廳稅規則修正案４。

1939（昭和14）年1月26日至27日，廳協議會開會，聽取1937（昭和12）年度

花蓮港廳一般會計暨特別會計歲出入決算報告案，並就1939（昭和14）年度花蓮港

廳歲出入預算案、1939（昭和14）年度花蓮港廳特別會計都市計畫費歲出入預算案 

、1938（昭和13）年度花蓮港廳特別會計罹災救助基金歲出入預算案、1938（昭和

13）年度花蓮港廳歲出入追加預算案、和1938（昭和13）年度花蓮港廳特別會計都

市計畫費歲出入追加預算案，提供諮詢意見。同年3月1日，又開臨時會，決定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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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4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十四）昭和14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

108。

6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5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十五）昭和15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67-68。

7　�1937年花蓮港廳人口統計表，參見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2年》，頁11-12。

8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大正12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一）大正12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81-

82。由於資料不足，議員名單有待日後補充。

（昭和14）年度花蓮港廳追加預算更正案。同年7月12日，再開臨時會，決定1939

（昭和14）年度花蓮港廳追加預算更正案、1939（昭和14）年度花蓮港廳特別會計

都市計畫費歲出入追加預算更正案、和花蓮港廳稅規則修正案５。

1940（昭和15）年1月18日至19日，廳協議會開會，聽取1938（昭和13）年度

花蓮港廳一般會計暨特別會計歲出入決算報告案，並就1940（昭和15）年度花蓮港

廳歲出入預算案、1940（昭和15）年度花蓮港廳特別會計都市計畫費歲出入預算案 

、1940（昭和15）年度花蓮港廳特別會計罹災救助基金歲出入預算案、自1940（昭

和15）年度至1941（昭和16）年度花蓮港工業學校新營費繼續費ノ年期及支出方法 

、1939（昭和14）年度花蓮港廳歲出入追加預算案、和花蓮港廳稅規則修正案，提

供諮詢意見。同年7月10日，又開臨時會，聽取1939（昭和14）年度花蓮港廳追加

預算專決處分報告，並就1940（昭和15）年度花蓮港廳歲出入預算更正案、1940

（昭和15）年度花蓮港廳歲出入追加預算案、和花蓮港廳稅規則修正案，提供諮詢

意見６。

第二節  玉里庄協議會

本鎮在1937年以前並無民選公職，代表民意的公職，是庄協議會員，均由官派 

。1938年起，街庄協議會的部分協議會員，雖由民選產生，但全花蓮港廳有選舉權

人不過2,273人，占該廳總人口（109,979）的5％７，距離真正民主還遠。協議會員

之職務，為聽取施政報告，並就預算案、決算案、稅率案、與其他重大事項，提供

諮詢意見；每年開會一次，最多二次，每次會期一天。在1934年初以前，玉里庄協

議會並無專有之會議場所，亦無職員編制。

玉里庄之設，始於1920年。玉里庄協議會之設，始於1923（大正12）年，該年

3月5日及5月22日，在玉里庄役場開會，聽取（大正11）年度玉里庄歲出入追加預

算、（大正11）年度玉里庄歲出入決算報告，並就（大正12）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

算案、（大正12）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更正案、和（大正12）年度玉里庄稅附加

率案，提供諮詢意見。當時庄協議會員共10人，其中原住民1人，臺灣籍4人８。玉

里開臺灣原住民參與協議會風氣之先。

1924（大正13）年3月29日及9月3日，在玉里第二公學校開會，聽取1923（大

正12）年度玉里庄歲出入決算報告，並就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案、玉里庄基本財產購

置案、玉里庄基本財產管理規程、1924（大正13）年度玉里庄稅賦課率、1924（大

正13）年度玉里庄歲出入追加預算案、和玉里庄基本財產贌耕契約案，提供諮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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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當時庄協議會員定額10人，實際9人，缺額1人９。

1928（昭和3）年1月30日及3月26日，在玉里庄役場開會，就1928（昭和3）年

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案、1928（昭和3）年度玉里庄稅附加率案、和三笠小學校廢

止案，提供諮詢意見。當時庄協議會員定已補足額 10。

1929（昭和4）年1月31日及10月29日，玉里庄協議會在玉里庄役場開會，聽取

1929（昭和4）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案、1929（昭和4）年度玉里庄賦稅課率案、

普通財產處分案報告，並就1927（昭和2）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更正案、1927

（昭和2）年度玉里庄歲出入追加預算案、1927（昭和2）年度玉里庄歲出入決算

案、1928（昭和3）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更正案、和1928（昭和3）年度玉里庄歲

出入追加預算案，提供諮詢意見 11。

1930（昭和5）年1月28日，玉里庄協議會在玉里庄役場開會，聽取1930（昭和

5）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案、1930（昭和5）年度玉里庄賦稅課率案、學校廢止合

併案報告，並就（昭和4）年度玉里庄歲出入第一回追加預算更正案、（昭和4）年

度玉里庄歲出入第二回追加預算案、（昭和4）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更正案、和

（昭和3）年度玉里庄歲出入決算案，提供諮詢意見 12。

1931（昭和6）年1月26日，玉里庄協議會在玉里庄役場開會，聽取（昭和4）

年度玉里庄歲出入追加預算案、（昭和4）年度玉里庄歲出入決算案、（昭和5）年

度玉里庄歲出入追加預算案報告，並就（昭和6）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案、（昭

和6）年度玉里庄賦稅課率案、和玉里庄水道使用條例修正案，提供諮詢意見；同

年9月11日又在玉里庄役場開會，聽取（昭和5）年度玉里庄歲入追加預算案、（昭

和5）年度玉里庄歲出入決算案報告，並就（昭和6）年度玉里庄歲出入追加預算案 

、（昭和6）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更正案、和玉里公會堂使用條例制定案，提供

供諮詢意見 13。

1932（昭和7）年1月26日，玉里庄協議會在玉里庄役場開會，聽取（昭和6）

年度玉里庄歲出入追加預算案、和（昭和6）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更正案報告，

並就（昭和7）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案、（昭和7）年度玉里庄賦稅課率案、和

（昭和6）年度玉里庄歲出入追加預算案，提供諮詢意見。當時庄協議會員總共12

9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大正13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二）大正13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67-

71。由於資料不足，議員名單有待日後補充。

10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3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臺

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三）昭和3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71-74。由

於資料不足，議員名單有待日後補充。

11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4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四）昭和4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76-

77。由於資料不足，議員名單有待日後補充。

12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5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五）昭和5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77。由

於資料不足，議員名單有待日後補充。

13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6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六）昭和6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75-

76。由於資料不足，議員名單有待日後補充。

建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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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較前增加2人；其中原住民1人，臺灣籍4人，增額的部分未分配給原籍本地人

士 14。

1933（昭和8）年1月25日，玉里庄協議會在玉里庄役場開會，聽取（昭和6）

年度玉里庄歲出入決算案報告。當時庄協議會員總共12人 15。

1934（昭和9）年1月25日，玉里庄協議會在玉里庄公會堂（相片10-1）開會，

就（昭和9）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案、（昭和8）年度玉里庄歲出入追加預算案、

（昭和9）年度玉里庄賦稅課率案、以及基本地產借貸契約更新案，提供諮詢意見 

。當時庄協議會員共12人，其中原住民1人，臺灣籍4人 16。玉里庄公會堂於1932年

3月31日落成以後 17，終於成為玉里庄協議會的議事場所，雖然協議會的諮詢性質

未見改變。

14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7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七）昭和7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81-

82。由於資料不足，議員名單有待日後補充。

15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8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八）昭和8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89-

90。由於資料不足，議員名單有待日後補充。

16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9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九）昭和9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89。由

於資料不足，議員名單有待日後補充。

17　�筒井白楊，《東部臺灣案》（臺東：東部臺灣協會，1933（昭和7）年；臺北：成文，1985（民國74）

年，臺一版），頁196。由於資料不足，議員名單有待日後補充。

第十章 民意機構

相片 10-1　玉里公會堂

說明：�玉里庄協議會和後來的玉里街協議會，開會的地方。

1935（昭和10）年1月28日，玉里庄協議會在玉里庄公會堂開會，聽取（昭和

9）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更正案、（昭和8）年度玉里庄歲出入決算案報告，並就

（昭和10）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案、（昭和10）年度玉里庄賦稅課率案、玉里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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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財產管理規程、土地借貸契約案、以及產造成案，提供諮詢意見。當時庄協議

會員共12人，其中原住民1人，臺灣籍5人 18。

　　1936（昭和11）年2月18日，玉里庄協議會在玉里庄公會堂開會，聽取（昭和
9）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決算報告，並就十件議案，提供諮詢意見19：

•1936（昭和11）年度玉里庄歲出入預算案。

•1935（昭和10）年度玉里庄歲出入追加預算案。

•玉里庄督促手數料條例制定案。

•玉里庄公設產婆使用條例制定案。

•1936（昭和11）年度玉里庄賦稅課率案。

•玉里庄有給吏員諸給與基金積立規程修正案。

•消防唧筒購入費積立金規程制定案。

•水泳場築造費積立金規程制定案。

•小公學校營繕費積立金繰入案。小公學校營繕費積立金程制廢止案。

1937（昭和12）年，中日戰起，臺灣課徵「北支事件特別稅」20，各州廳實施

特別預算。該年初，未見玉里庄協議會開會，廳屬各街庄區的預算決算作業，由在

該年底新成立的廳協議會中做了決定。該年9月29日，府令第111號、第112號調整

花蓮港廳行政區域劃分，並更改部分地名，其中在玉里郡範圍的，包括織羅改為春

日、下朥灣改為落合、大庄改為大里、頭人埔改為竹田、公埔改為富里、堵港埔改

為堺 21。

在新的行政區劃下，玉里庄與花蓮港街，皆未變動，舊稱區的，都改為庄，包

括吉野庄、研海庄、壽庄、鳳林庄、瑞穗庄、新社庄、和富里庄。制度改正的七個

庄，連同原有的玉里庄與花蓮港街，該年11月22日舉行街庄協議會員的任命和選舉

（表10-1）。

18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0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十）昭和10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95-

96。由於資料不足，議員名單有待日後補充。

19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1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十一）昭和11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97-

98。由於資料不足，議員名單有待日後補充。

20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2年》，頁94-95。

21　同上，頁114-115。

建置篇

表 10-1　花蓮港廳街庄協議會員選舉統計 1937年11月22日

有投票權者
任命區　分

日本內地人

臺　灣　籍

原　住　民

合　　　計

22

12

2

36

862

1,040

371

2,273

853

1,031

365

2,249

98.88

98.93

98.38

98.72

17

17

2

36

21

39

2

62

實際投票者 投票率％ 當選者 候補者

選　　　　　　舉

說明：花蓮港廳九街庄全部混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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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3年》，頁110-113。

23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5年》，頁112-114。

24　同上，頁73-75。

第三節　玉里街協議會

1938（昭和13）年2月11日，玉里

庄升格為玉里街（地圖10-2）。第一屆

玉里街協議會於該年2月20日開第一次

會，就1938（昭和13）年度玉里街歲出

入預算案、1938（昭和13）年度玉里街

賦稅課率案、玉里溫泉公共浴場使用條

例修正案。

玉里街基本財產管理規程修正案、

和玉里街吏員諸給與基金積立金規程修

正案，提供諮詢意見。該年底玉里街

協議會員應有12人，其中5人為日本內

地人（3人任命、3人選舉），臺灣籍5

人（2人任命、3人選舉）、原住民1人

（任命）；缺額1人，係選出的日本內

地人 22。

1939（昭和14）年2月25日，第一

屆玉里街協議會開會，聽取1938（昭和

13）年度玉里街歲出入決算報告案，並

就1939（昭和14）年度玉里街歲出入預

算案、昭和14年度玉里街賦稅課率案、

玉里街戶稅條例制定案、玉里街墓地使

表 10-2　玉里街協議會員名錄

說明：

協議會員分為官派跟民選兩種來源，何者官
派何者民選，仍待考證。

用條例制定案、和玉里街稅其ノ他賦課徵收條例修正案，提供諮詢意見。該年11月

22日，進行玉里街協議會員任命和選舉，共產生14名協議會員，其中任命和選舉各

半 23。

1940（昭和15）年2月29日，第一屆玉里街協議會開會，聽取1939（昭和14）

年度玉里街歲出入決算報告案，並就1940（昭和15）年度玉里街歲出入預算案、

1940（昭和15）年度玉里街賦稅課率案、玉里街市場使用條例修正案、玉里小公

學校授業料徵收規程修正案、和街庄學校組合設立（玉里街富里庄共營熱帶農業學

校）案，提供諮詢意見。街協議會員總額不變（表10-2）24。

1938年3月 1941年10月

李群山

劉守潭

河野鐵治郎

高瀨團造

鶴田三郎

中村文吾

松尾溫爾

吳鶴

吳返

鍾文松

元村力次郎

（缺額1名）

久我龜次郎

劉守潭

福島英雄

高瀨團造

鶴田三郎

中村文吾

竹內倉久

吳鶴

徐炳古

羅紹裘

元村力次郎

磴文次郎

森田嘉明

蔡孟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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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カシパナン山=喀西帕南山（臺灣百岳之一，高3303m，隸屬花蓮縣卓溪鄉）；ラクラク溪=樂樂
溪；コノホン=古風；ロプサン=崙山；イノガン=崙天；ピ—溪=鱉溪（隸屬富里鄉，現名為永豐）

地圖 10-2　玉里街與富里庄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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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花蓮港廳要覽��昭和13年》（臺北：花蓮港廳，1939（昭和14）年；臺北：成文，1985（民國74）年�

，臺一版），頁38-39。

第四節　保正

保甲制度係參酌清末舊制而來，每10戶為1甲，每10甲為1保。甲置甲長，保置

保正。保甲所需經費，由廳長認可，向保甲區內各戶徵收。保甲不僅為警察的輔助

機關，也是協助推行一般地方政務的機關 25。保甲之外，尚有壯丁團（後備警察） 

，參見本鎮志保安篇。保甲數目，非一成不變，而是遞年增加。保甲制度施行到日

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改為里鄰制度。日本時代的保正（表10-3），

戰後不乏出任里長者，故為之記。

表 10-3　玉里郡保正名錄　1941年10月

說明：

原住民阿美族設有保正，是奇特現象，原因待考。末廣第一保溫季元，是否溫秀元之誤，待考。

區　分 玉里郡保正 阿美族保正

玉 里 第 一 保

玉 里 第 二 保

玉 里 第 三 保

玉 里 第 四 保

玉 里 第 五 保

玉 里 第 六 保

玉 里 第 七 保

觀音山第一保

觀音山第二保

落 合 第 一 保

三 笠 第 一 保

春 日 第 一 保

末 廣 第 一 保

劉火土

羅李育

鍾文松

李群山

森田嘉明

陳運發

蔡金練

陳添壽

潘阿來

蔡金泉

羅紹裘

陳堤岸

溫秀元

玉城武太郎

北川武

日向武郎

鶴田三郎

吉村昇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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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10-3　1967年6月里長就職 

說明：

 1961年6月1日啟模等七里里長在鎮公所前合影，前排右第二人為照片提供人外袓父。當時鎮公所
係前玉里街役場舊建物，鎮公所現建築係1967年利用前網球場興建的。

第五節  里長

里長之置，因里之設；里數增減，則因里區域之調整而變化。戰後初期，本鎮

原設23里，1946年6月15日，劃出其中3里，歸卓溪鄉，成為20里。第一屆至第四屆

里長選舉，維持20里（表10-4a）。自第五屆起，精簡成13里（相片10-3、地圖10-4 

）。1969年，自樂合里分出東豐里，成為14里 （表10-4b）。1971年7月1日，又增

設永昌里，迄今維持15里（表10-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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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a　玉里鎮里長名錄　第一屆至第四屆

表 10-4b　玉里鎮里長名錄　第五屆至第十一屆

說明：後來裁併的里，里名偏右排列。

說明：xxxxxx 尚未成里。第十一屆春日里里長補選後，任期自1981年5月起。

屆　　別

屆　　別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第八屆 第九屆 第十屆 第十一屆

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中城里

啟模里
國武里

泰昌里

長良里
樂合里

松浦里

春日里
德武里
三民里

中城里
啟模里
永昌里
國武里
春昌里
源城里
長良里
樂合里
東豐里
觀音里
松浦里

吳阿雲
羅阿魁
xxxxxx
羅李育
周成武
曾建福
陳仁斗
蔡金泉
xxxxxx
張　樟
王復華

葉雲冠
羅阿魁
xxxxxx
葉雲會
林火爐
曾建福
宋阿進
蔡金泉
xxxxxx
彭阿浪
賴盛福

葉雲冠
羅阿魁
xxxxxx
葉雲會
林火爐
邱雲康
宋阿進
曾文澤
xxxxxx
彭阿浪
張運廷

鄧猷運
羅阿魁
xxxxxx
葉雲會
陶冠洲
黃順文
宋阿進
陳福順
黃阿寶
彭阿浪
張運廷

鄧猷運
曾德昌
張化常
葉雲會
韓國忠
曾秋芳
宋阿進
蔡金泉
邱松雄
彭阿浪
劉福財

a 
b
a 
b
b
b
b
a

a
a

a 
b

a
b
b
b
a

a
a

a 
b

a
b
b
b
a
a
a
a

a 
b
a
a
b
b
c
a
c
a
a

曾昭強
黃春乾
羅紹清
吳秋雲
韓國忠
徐永添
宋阿進
蔡金泉
黃阿北
林燕山
劉福財

洪再和
彭輝文
徐貴先
吳秋雲
韓國忠
徐永添
吳光玉
陳峰民
曾文珍
潘登城
林細彬
蘇炳丁

黃瑞雲-補選
鄭中雄
吳明德
陳明德

陳運發
王木榮
劉火土
朱阿標
李群山
周德富
李岐山
黃朝魁
連文璞
蔡金泉
周得毓
潘萬法
陳錦良
蕭銀財
許善宗
曾慶祿
鍾阿妹
陳三元
葉金土
蘇玉麟

吳阿雲
彭如淮
曾  料
羅李育
陳傳霖
林火爐
曾建福
黃朝魁
余水木
蔡金泉
黃光明
潘萬法
蔡石榮
王福財
陳榮耀
陳當虞
楊金生
鄧友傳
劉阿倉
何貴華

吳阿雲
曾阿炳
莊榮清
羅李育
葉玉廷
林火爐
曾建福
彭阿助
唐知高
葉盛和
蘇細苟
王來金
張  樟
蕭坤土
賴安邦
陳當虞
鍾阿漢
林啟經
葉阿石
黎阿妹

吳阿雲
曾阿炳
曾群彩
羅李育
邱玉寶
林火爐
曾建福
彭阿助
宋阿進
葉盛和
陳寶生
楊仁松
張  樟
王復華
謝木水
莊維新
楊金生
林啟經
葉金土
張開珍

里　　數

里　　數 13

a.1954/05/15

b.1955/06/01

13

a.1957/04/01

b.1958/06/01

13

a.1960/08/16
1973/10/06 1978/06/17

b.1961/06/01

14

a.1964/07/26

b.1965/05/16

15 15 15

任期開始

任期開始

春日里 莊維新 黎逢良 陳金鐵 蘇炳丁 蘇炳丁b b b c 蘇炳丁

德武里
三民里
大禹里

朱福壽
林啟經
張開珍

朱福壽
范楊慶
黃阿基

楊金生
花榮華
張開珍

楊金生
徐阿增
鄔金玉

王建光
徐阿增
向來秀

b
a
b

b
a
b

a
a
b

c
a
c

鄭中雄
吳明德
劉松賢

1946／05／01 1948／05／01 1950／12／08
a. 1952／01／30
b. 1953／03／16
c. 1953／05／29

a.1968/08/11

b.1960/04/27

c.1969/05/03

20 20 20 20

華康里

民安里

水源里
客城里

石坑里
觀山里
高寮里

麻汝里

三軒里
光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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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10-4　玉里鎮各里位置 1955

說明：

 1954年起，本鎮里數由原先20里，精簡成13里。資料來源：《玉里鎮概況書》（1955（民國44）
年），頁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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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c　玉里鎮里長名錄　第十二屆至第十九屆

說明：

1. 第十二屆泰昌里里長補選後，任期自1983年6月22日起。 
2. 第十三屆啟模里里長補選後，任期自1987年12月28日起。

屆　別 十二屆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六屆 十七屆 十八屆 十九屆

永昌里
國武里

徐貴先
吳秋雲
韓國忠

朱楚材-補
徐永添
吳光玉
林秀吉
曾文珍
潘登城
王正夫
黃瑞雲
鄭中雄
葉保貴
陳明德

陳泰森
吳光玉
林秀吉
古連發
陳阿生
王正夫
黃瑞雲
鄭中雄
葉保貴
陳明德

徐永添
鄧德財
蔡宏哲
董啟新
吳細發
鍾春泉
黃瑞雲
鄭阿慧
徐阿增
陳明德

徐永添
唐知高
葉盛和
陳廣雄
吳細發
王正夫
黃瑞雲
鄭阿慧
巫昇錫
陳明德

陳泰森
黃峯雄
陳春發
董啟新
吳細發

蕭林惠美
黃瑞雲
黃德隆
巫昇錫
呂茂林

陳泰森
陳鏡富
陳慶安
曾進財
林阿寶
林信源
栢新南
楊文雄
巫昇錫
黃正義

莊秀雄
黃峯雄
陳慶安
曾進財
陳榮福
林信源
栢新南
楊文雄
巫昇錫
張添富

徐永成
黃峯雄
陳慶安
曾國旗
陳善勇
林誠觀
陳青廉
余榮富
巫昇錫
張添富

徐貴先
張鐵治

徐貴先
范富雄

蔡寶珠
范富雄

蔡寶珠
葉永昌

趙慧文
范富雄

趙琦文
顏秀美

彭輝文
詹俊彥-補
徐貴先
潘　奇

源城里
長良里
樂合里
東豐里
觀音里
松浦里
春日里
德武里
三民里
大禹里

中城里 石宗明 彭鏡與 邱水來 曾慶昌 吳朝成 吳朝成 吳朝成 吳朝成

啟模里 彭輝文 詹俊彥 詹俊彥 吳山豹 莊次郎 邱顯義 邱顯義

朱楚材 朱楚材 李復唐 蔡永坤 蔡永坤 蔡永坤 李家樑泰昌里

里　數

任期開始 1982/08/01 1986/08/01 1990/08/01 1994/08/01 1998/08/01 2002/08/01 2006/08/01 2010/08/0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第六節　玉里鎮民代表會

鎮民代表會為本鎮的主要民意機構，不少鎮長均曾擔任鎮民代表（表10-5–表

10-22），經由鎮民代表會的歷練，或包括鎮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職位之歷練，

乃能實現當選本鎮鎮長之志。鎮民代表大會可說是本鎮鎮長的養成所。

鎮民代表會當初無專屬辦公場所，與鎮公所共用空間。鎮公所原來使用前玉里

街役場辦公廳；1967（民國56）年，鎮公所現址（中正路148號）樓房落成啟用，

鎮民代表會仍隨同遷入，使用二樓（現改做鎮長室）；1988（民國77）年，鎮民代

表會大樓落成（相片10-5），面積485平方公尺（約147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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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5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一屆代表名錄

表 10-6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二屆代表名錄

職　稱

職　稱

姓  名

姓  名

性別

性別

當選時年齡

當選時年齡

任      期

任      期

主　席

主　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主　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湯發財

李新定

邱阿生

劉兆倫

黃培蘭

梁耀南

黃朝元

張輝光

沈   堂

連文琬

陳清財

高順良

陳   都

張忠吉

杜阿風

謝木水

盧慶壯

林庚吉

邱阿生

張進財

葉登科

黃寬宏

黃阿增

劉兆倫

李奇逢

沈   堂

連文琬

陳清財

周德鑫

蔡金佃

曾阿圮

蕭銀財

潘阿來

康廷祥

曾慶錄

林庚吉

林啟經

江清亮

劉   藏

黃阿便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40

35

36

38

37

44

47

51

33

43

33

32

52

30

50

43

33

64

39

36

72

41

53

39

44

35

42

35

32

57

55

30

51

25

42

66

38

42

27

1946.03.24～1947.05.15

1946.05.16～1948.06.08

1946.10.26～1948.06.08

1947.05.15～1948.06.08

1946.03.24～1948.06.08

1946.03.24～1948.06.08

1946.07.15～1948.06.08

1946.03.24～1948.06.08

1946.03.24～1948.06.08

1946.03.24～1948.06.08

1946.03.24～1948.06.08

1946.03.24～1948.06.08

1946.03.24～1947.09.05

1946.03.24～1948.06.08

1946.03.24～1948.06.08

1946.03.24～1948.06.08

1946.03.24～1948.06.08

1946.03.24～1948.06.0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10.27～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78.06.09～1951.01.28

1948.06.09～1948.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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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7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三屆代表名錄

表 10-8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四屆代表名錄

職　稱

職　稱

姓  名

姓  名

性別

性別

當選時年齡

當選時年齡

任      期

任      期

主　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主　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張英華

黃朝元

曾煥照

陳傳霖

徐錫麟

周根在

曾   料

林溪俊

徐兆英

陳火明

李岐山

連文琬

蔡金泉

王萬生

黃光明

林富華

鄧阿壽

張忠吉

潘宇界

黃朝元

吳萬子

羅士錦

曾   料

林溪俊

陳火明

李岐山

連王炯

陳盛添

許聰明

林清吉

張忠吉

王福財

潘春生

盧慶壯

朱福濤

張運清

鄭乞食

許   來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48

50

50

44

35

42

46

32

40

32

42

44

44

44

40

44

38

34

31

55

44

48

48

35

36

45

33

42

27

39

37

46

29

41

42

33

39

28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1.7.27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1.1.29～1953.3.1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1953.3.11～195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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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9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五屆代表名錄

表 10-10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六屆代表名錄

職　稱

職　稱

姓  名

姓  名

性別

性別

當選時年齡

當選時年齡

任      期

任      期

主　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主　席

主　席

副主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羅士錦

黃朝元

張進財

陳東全

蘇陳玉妹

曾料

林溪釧

陳火明

張天福

林富祥

周德鑫

許   來

鄭乞食

林添福

盧慶壯

蕭羅珠

李福生

張忠吉

何維火

林溪俊

邱慶來

何維火

黃朝元

張進財

許榮壽

蘇陳玉妹

邱垂溪

周成武

楊張包妹

邱永風

連王炯

古連發

林富祥

陳盛添

陳隸清

林啟經

陳榮廷

盧慶壯

李福生

蕭羅珠

林信榮

劉   輝

陳服生

王建光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50

42

42

30

44

50

37

38

42

32

39

30

41

30

43

34

27

39

35

36

47

38

60

45

41

47

42

53

55

25

38

34

35

49

25

47

46

47

30

37

37

36

34

32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2.0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5.5.1～1958.5.31

1958.6.03～1959.7.11

1959.8.12～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6.03～1961.5.31

1958.8.12～1961.5.31

1959.8.12～1961.5.31

1958.6.03～1958.6.24

1958.7.15～196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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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1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七屆代表名錄

表 10-12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八屆代表名錄

職　稱

職　稱

姓  名

姓  名

性別

性別

當選時年齡

當選時年齡

任      期

任      期

主　席

副主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主　席

副主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邱慶來

張進財

李   雪

周成武

劉   輝

黃德龍

連王炯

郭遜田

林錦和

曾德火

林福生

蕭羅珠

王建光

何維火

周德毓

郭遜田

蕭羅珠

黃貽正

許榮壽

李   雪

徐桂春

劉　輝

劉伯陶

邱顯榮

連王炯

林錦和

李福生

林清松

潘登城

李繁潤

王建光

陳榮輝

張雲仕

李   廣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50

48

30

56

37

45

41

41

40

42

30

40

35

41

43

44

43

39

47

33

51

41

37

26

44

43

37

35

34

37

38

30

47

42

1961.6.1～1964.2.26

1961.6.1～1964.5.31

1961.6.1～1964.5.31

1961.6.1～1964.5.31

1961.6.1～1964.5.31

1961.6.1～1964.5.31

1961.6.1～1964.5.31

1961.6.1～1964.5.31

1961.6.1～1964.5.31

1961.6.1～1964.5.31

1961.6.1～1964.5.31

1961.6.1～1964.5.31

1961.6.1～1964.5.31

1961.6.1～1964.5.31

1961.6.1～1964.5.31

1964.06.01～1968.05.31

1964.06.01～1968.05.31

1964.06.01～1968.05.31

1964.06.01～1968.05.31

1964.06.01～1968.05.31

1964.06.01～1966.01.14

1964.06.01～1968.05.31

1964.06.01～1965.01.01

1964.06.01～1968.05.31

1964.06.01～1968.05.31

1964.06.01～1968.05.31

1964.06.01～1968.05.31

1964.06.01～1968.05.31

1964.06.01～1968.05.31

1964.06.01～1968.05.31

1964.06.01～1968.05.31

1964.06.01～1968.05.31

1967.03.16～1968.05.31

1967.03.16～196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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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3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九屆代表名錄

表 10-14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十屆代表名錄

職　稱

職　稱

姓  名

姓  名

性別

性別

當選時年齡

當選時年齡

任      期

任      期

主　席

副主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主　席

副主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郭遜田

劉輝

楊永寶

黃貽正

張德勝

張雲仕

李   廣

蔣   暉

溫鳳英

林   鎮

冀   杰

黃德龍

蕭清忠

李繁潤

陳榮輝

曾文明

王阿添

陳慶富

賴興和

連王炯

林清松

黃春里

郭遜田

劉   輝

張雲仕

賴興和

蔣   暉

楊永寶

溫鳳英

連王炯

蕭清忠

古連發

鍾春泉

林清松

曾文明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48

45

32

43

28

48

45

45

33

40

50

52

27

40

34

31

31

30

32

50

41

25

53

51

55

35

50

37

38

53

32

49

36

44

36

1968.06.01～1973.10.31

1968.06.01～1973.10.31

1968.06.01～1973.10.31

1968.06.01～1973.10.31

1968.06.01～1969.12.04

1968.06.01～1973.10.31

1968.06.01～1973.10.31

1968.06.01～1973.10.31

1968.06.01～1973.10.31

1968.06.01～1963.04.04

1968.06.01～1969.01.30

1958.06.01～1973.10.31

1968.06.01～1973.10.31

1968.06.01～1973.10.31

1968.06.01～1973.10.31

1968.06.01～1973.10.31

1968.06.01～1973.10.31

1968.06.01～1973.02.18

1970.11.23～1973.10.31

1970.11.23～1973.10.31

1970.11.23～1973.10.31

1970.11.23～1973.10.31

1973.11.1～1978.7.18

1973.11.1～1978.7.31

1973.11.1～1978.7.31

1973.11.1～1978.7.31

1973.11.1～1978.7.31

1973.11.1～1978.7.31

1973.11.1～1978.7.31

1973.11.1～1978.7.31

1973.11.1～1978.7.31

1973.11.1～1978.7.31

1973.11.1～1978.7.31

1973.11.1～1978.7.31

1973.11.1～197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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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5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十一屆代表名錄

表 10-16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十二屆代表名錄

表 10-17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十三屆代表名錄

職　稱

職　稱

職　稱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性別

性別

性別

當選時年齡

當選時年齡

當選時年齡

任      期

任      期

任      期

主　席

副主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主　席

主　席

副主席

主　席

副主席

副主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陳欽環

劉   輝

溫鳳英

蔣   暉

張雲仕

賴興和

葉仁宏

連王炯

蕭清忠

郭國良

林文寶

陳昌福

鍾光照

陳欽環

蕭清孝

邱創瑞

蕭清孝

潘富民

莊瑞寶

陳華堅

鄧昆明

吳明德

蔣   暉

劉   輝

林清財

黃寬亮

陳昌福

高台清

吳明德

徐慧華

周鑾英

白雲亭

葉志生

陳昌福

曾國雄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53

56

43

55

58

40

27

58

37

34

37

27

37

56

34

37

31

32

26

39

28

41

58

59

39

37

30

31

45

29

25

65

33

32

27

1978.8.1～1982.7.31

1978.8.1～1982.7.31

1978.8.1～1982.7.31

1978.8.1～1982.7.31

1978.8.1～1982.7.31

1978.8.1～1982.2.27

1978.8.1～1982.2.27

1978.8.1～1982.7.31

1978.8.1～1982.7.31

1978.8.1～1982.7.31

1978.8.1～1982.7.31

1978.8.1～1982.7.31

1978.8.1～1982.7.31

1982.8.1～1982.12.31

1986.8.1～1990.7.31

1986.8.1～1990.3.1

1983.2.8～1986.7.31
(副主席1982.8.1～1983.2.7)

1990.3.10～1990.7.31
(代表1986.8.1～1990.3.9)

1983.2.8～1986.7.31
(代表1982.8.1～1983.2.7)

1982.8.1～1986.7.31

1982.8.1～1986.2.28

1982.8.1～1986.7.31

1982.8.1～1986.7.31

1982.8.1～1986.7.31

1982.8.1～1986.7.31

1982.8.1～1986.7.31

1982.8.1～1986.7.31

1986.8.1～1990.7.31

1986.8.1～1990.7.31

1986.8.1～1990.7.31

1986.8.1～1990.7.31

1986.8.1～1990.7.31

1986.8.1～1990.7.31

1986.8.1～1987.12.1

1986.8.1～19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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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９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十五屆代表名錄

表 10-20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十六屆代表名錄

表 10-18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十四屆代表名錄

職　稱

職　稱

姓  名

姓  名

性別

性別

當選時年齡

當選時年齡

任      期

任      期

主　席

主　席

副主席

主　席

副主席

副主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潘富民

徐玉珠

葉志生

曹克農

巫盛豐

徐玉珠

陳榮財

潘靝奇

王燕美

林秀屘

郭國良

陳修福

黃寬亮

林進富

李金喜

潘靝奇

林秀屘

潘富民

吳光玉

莊翼雄

陳修福

黃寬亮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37

26

38

31

47

30

50

42

40

32

50

40

50

35

41

38

28

32

43

48

36

46

1994.8.1～1998.2.28

1990.8.1～1994.7.31

1990.8.1～1994.2.28

1998.3.2～1998.7.31
(副主席1994.8.1~1998.3.1)

1994.3.8～1997.7.31
(代表1990.8.1～1994.3.7)

1998.3.2～1998.7.31
(代表1994.8.1～1998.3.1)

1994.8.1～1998.2.28

1994.8.1～1998.7.31

1994.8.1～1998.7.31

1994.8.1～1998.7.31

1994.8.1～1998.7.31

1994.8.1～1998.7.31

1994.8.1～1998.7.31

1994.8.1～1998.7.31

1990.8.1～1994.7.31

1990.8.1～1994.7.31

1990.8.1～1994.7.31

1990.8.1～1994.7.31

1990.8.1～1994.7.31

1990.8.1～1994.7.31

1990.8.1～1994.7.31

1990.8.1～1994.7.31

職　稱 姓  名 性別 當選時年齡 任      期

主　席

副主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蔡佳音

曹克農

劉德貞

邱玉林

徐玉珠

蘇金勝

潘靝奇

李德發

陳修福

林進富

黃寬亮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40

35

36

38

34

35

46

53

44

39

54

1998.8.1～2002.3.27

1998.8.1～2002.7.31

1998.8.1～2002.2.28

1998.8.1～2002.7.31

1998.8.1～2002.7.31

1998.8.1～2002.7.31

1998.8.1～2002.7.31

1998.8.1～2002.7.31

1998.8.1～2002.7.31

1998.8.1～2002.2.28

1998.8.1～2002.7.31

說明：徐玉珠代表於2002年4月11日補選為主席，任期至2002年7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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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1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十七屆代表名錄

表 10-22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十八屆代表名錄

表 10-23　玉里鎮鎮民代表會第十九屆代表名錄

職　稱

職　稱

職　稱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性別

性別

性別

任      期

任      期

任      期

主　席

副主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主　席

副主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主　席

副主席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代　表

呂三郎

王燕美

邱玉林

徐玉珠

鍾素政

古宏順

李敏聰

郭國良

陳修福

陳建忠

陳忠孝

呂理忠

李敏聰

邱玉林

呂三郎

張明慧

鍾素政

楊裕民

周碩飛

陳修福

陳忠孝

葉志生

陳建忠

郭國良

李敏聰

呂佳怡

蔡秋龍

鄧坤明

邱玉林

張明慧

鍾素政

周碩飛

林彩英

陳建忠

葉志生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男

2002.8.1～2006.07.31

2002.8.1～2006.02.28

2002.8.1～2006.07.31

2002.8.1～2006.07.31

2002.8.1～2006.07.31

2002.8.1～2006.07.31

2002.8.1～2006.07.31

2002.8.1～2004.12.30

2002.8.1～2006.07.31

2002.8.1～2006.07.31

2002.8.1～2006.07.31

2006.08.01～2010.07.31

2006.08.01～2010.07.31

2006.08.01～2010.07.31

2006.08.01～2009.12.03

2006.08.01～2010.07.31

2006.08.01～2010.07.31

2006.08.01～2010.07.31

2006.08.01～2010.07.31

2006.08.01～2010.02.28

2006.08.01～2006.12.25

2006.08.01～2010.07.31

2007.02.06～2010.07.31

2007.08.13～2010.07.31

2010.8.1～2014.7.31

2010.8.1～2014.7.31

2010.8.1～2014.7.31

2010.8.1～2014.7.31

2010.8.1～2014.7.31

2010.8.1～2014.7.31

2010.8.1～2014.7.31

2010.8.1～2014.7.31

2010.8.1～2014.7.31

2010.8.1～2014.7.31

2010.8.1～2014.7.31

說明：陳修福代表記2006.3.2補選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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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10-5　玉里鎮民代表會議事廳落成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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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5

表10-6

表10-7

表10-8

表10-9

表10-10

表10-11

表10-12

表10-13

表10-14

表10-15

表10-16

表10-17

表10-18

表10-19

表10-20

表10-21

表10-22

相片10-1

地圖10-2

相片10-3

地圖10-4

相片10-5

表10-4a

表10-4b

表10-4c

表10-1

表10-3

表10-2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玉里鎮公所民政課。《玉里鎮概況書》（1955（民國
44）年），頁49-55。 花松村，《臺灣鄉土全誌》冊九（臺北：中一，1996（民國
85）年），頁391。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玉里鎮民代表會楊主任秘書紹清提供打字影本，2001年
11月23日。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  昭和12
年》，頁116-117。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昭和十六年十月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頁141-
147。

資料來源：玉里鎮公所。

資料來源：《東臺灣展望》。1933。     

 電腦處理/ 葉振輝　　資料來源：《玉里郡要覽》。1939（昭和14）年。

陳建忠/ 提供。

繪圖/ 曾錦綉　　　　電腦處理/ 葉振輝

攝影 / 葉振輝   2005年11月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昭和十三年三月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臺北：東
臺灣宣傳協會，昭和13年），頁115，李郡山應更正為李群山之誤，李群山經歷參閱
《台灣人士鑑》，1937。《昭和十六年十月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頁150。

圖 表 著作權與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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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郵電

郵電是鎮民的基本公用設施，城鎮現代化的指標。玉里鎮的郵局與電力設施，

與都市計畫之實施，起始都早（地圖11-1）。

地圖 11-1　玉里都市計畫圖 1937

說明：

圖示本鎮最早的都市計畫圖，圓環已經完成，道路格局迄今大致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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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始政三十年記念出版東臺灣便覽》，頁82。

2　�臺籍事務員三人：高雄的邱慶來、新竹的羅勝金、和花蓮港的范姜超龍。《昭和十三年三月花蓮港廳下官民

職員錄》（臺北：東臺灣宣傳協會，1938（昭和13）年），頁115。

3　�臺籍通信事務員八人：臺南的許樹、林水影，新竹的張氏錦春、黃貽欽、張氏芳蓮、吳氏金英、黃貽發，

與臺中的陳氏險。《昭和十六年十月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花蓮港市：東臺灣宣傳協會，1941（昭和

16）年），頁152。

4　�1927年和1928年的資料，因印刷模糊，辨識困難，故未列表。參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昭和四

年玉里庄要覽》，無頁碼。

5　�花蓮港廳（編），《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5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74）年，《臺灣省

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十五）昭和15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42

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13。

第一節  郵政事業

一、日本時代的郵便局

今名玉里郵局（花蓮31支局），屬乙等局，是玉里最早的郵局，1900年7月11

日成立，稱璞石閣郵便局，1917年改稱玉里郵便局（表11-1）。1925年，置局長1

人、儲匯業務1人、庶務1人、郵便電信電話2人，一共5人，無臺灣籍１。1938年3

月，玉里郵便局，除松原儀一局長之外，另有事務員8人（其中3人為臺灣籍）２。

1941年10月，事務員改稱通信事務員，增為10人（其中8人為臺灣籍）３。1925-

1941年的十六年之間，員額從5人增至10人。

郵便局的金融業務，目前可見的記載，僅到1928年為止４，惟可確定一點，到

1935年，已無此項業務。1917（大正6）年5月29日成立的「玉里信販購利組合」
５，此時變成玉里金融市場的獨占者，該組合在1934（昭和9）年共貸出423,862圓
６。

二、民國時代的郵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玉里郵便局改稱玉里郵局11-3（相片11-2、相片11-

3），還是本鎮唯一的郵局。到1960年，才在中山路成立另一個支局，截至2000年

底，本鎮共有郵局四個（表11-2）。

通常郵便

收件 收件 發報 匯出 撥入 存款
年別

送件 送件 收報 匯入 撥出 提款

小　　包 電　　報 匯　　票 郵政劃撥 郵政儲金

1923

1924

1925

1926

千圓

12

千圓

101

千圓

110

57

72

67

71

130

141

149

137

122

132

152

132

千

2,978

千

14,727 5,398 4,652

千圓

363

千圓

140

千圓

112

2,691

4,225

4,228

3,876

13,298

13,467

14,307

14,547

5,396

5,312

4,965

4,128

4,655

4,510

4,525

4,212

353

378

387

124

122

129

131

379

108

108

128

117

1922
千

326

千

431

245

253

250

191

438

463

448

265

表 11-1　玉里郵便局業務一覽 1922-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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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名 成立日期 局　等 電話號碼

玉里郵局（花蓮31支局）

玉里泰昌郵局（花蓮32支局）

玉里三民郵局（花蓮34支局）

玉里新興郵局（花蓮35支局）

（03）888-2177

（03）888-2593

（03）884-1334

（03）888-8321

1900.07.11

1960.06.06

1980.11.03

1986.10.21

乙

丁

丁

丁

表 11-2　花蓮縣玉里鎮郵局一覽

相片 11-３　玉里郵局 1999

相片 11-２　玉里郵局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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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玉里行動郵局

玉里鎮擁有全國碩果僅存的行動郵局（相片11-4）。行動郵局乃臺灣郵政管理

局推行的便民措施（表11-3），推行之初，偏遠地區居民稱便，但業務績效則參差

不齊。唯獨玉里行動郵局辦理成效最佳，迄至2001年底吸收存款，近新臺幣壹億元 

，其中定期存款有四千三百萬元，存簿儲金五千三百萬元。

表 11-3　玉里汽車行動郵局定點定時服務

停　駐　點 到達時刻 離開時刻

德武里苓雅天主堂

春日里五穀宮

春日里泰林

松浦里麻汝

松浦里萬麗

松浦國小

玉東國中

觀音派出所

高寮圓環

東豐里鐵份

樂合里安通

09：40

10：05

10：30

10：50

11：05

11：20

11：45

14：25

15：00

15：50

16：10

10：00

10：30

10：40

11：05

11：20

11：40

12：05

14：50

15：40

16：00

16：40

相片 11-4　玉里行動郵局

說明：

 每個營業天下午接近五點，行動郵局駛回玉裡郵局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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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玉里郵局（花蓮第31支局）局長手寫稿，無標題，2001年12月25日。

8　佳洋新聞網�2006/04/22�http://www.ycknews.com.tw/index_news_view.asp?TitleID=2067

9　《花蓮港廳勢》，1929（昭和4）年，頁18。

玉里行動郵局於1988（民國77）年1月11日設立，置局長一人、司機一人，服

務秀姑巒溪以東地區（通稱河東地區），北起德武，南迄安通，相隔24公里居民約

四千人。除星期例假日之外，每天以專車行駛84公里，定時定點提供一般郵局的各

種服務，但不經營簡易壽險業務。由於以專車服務，不能提供通儲連線，但定時定

點的服務，開辦十餘年，一直獲得居民肯定和支持，居民不但減少往返一般郵局的

路途不便，而且獲得資金去路的安全和流通保障。行動郵局已經成為玉里鎮河東地

區居民生活的一部分７。

2003年，由於三輛行動郵局的巴士都已超過使用年限，保養費用高漲，玉里郵

局原準備隨著巴士報廢，停辦行動郵局，但玉里河東區民強烈要求繼續開辦，郵政

總局只好新購巴士，至今仍維持行動郵局的業務８。

第二節　電力事業

本鎮最早的電力事業，是1919（大正8）年12月設立的「玉里電燈株式會社」 

，採火力（瓦斯）發電，發電機50馬力９，資本額12萬圓，比採水力發電的花蓮港

相片 11-5　玉里市街 1932

說明：

 在電力公司所在的街道上（今光復街），有電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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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橋本白水，《東臺灣》卷中（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22（大正11）年），頁107。

11　《花蓮港廳勢》（花蓮港街：花蓮港廳，1923（大正12）年），頁28。

12　《東臺灣便覽》，頁46。

13　花蓮港廳（編），《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3年》，頁46。

14　�花蓮港廳（編），《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4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七四）年，《臺灣

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十四）昭和14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154。

15　�同上，頁44。花蓮縣名為清水有兩處，一在秀林鄉東北，另一在秀姑巒溪西側，後者流量1,593立方公

尺，枯水流量2立方公尺。參閱：陳正祥，《臺灣地名辭典》，頁241。

電氣株式會社早4個月 10，故本鎮是花蓮縣最早有電力的地方（相片11-5、相片11-

6）。1922（大正11）年，併入花蓮港電氣株式會社 11。該會社之本店在花蓮港，

而在玉里設支店，另一個支店在鳳林 1２。1938年，花蓮港電氣株式會社發展成６

個發電所，用60瓩火力發電機的玉里發電所是其一；該年收入312,090圓，發電量

4,498,413度 13。1939年，玉里街有811戶使用1906盞電燈，全部電燈瓦數58,285瓩
14。同年，花蓮港電氣株式會社新增了清水發電所，用2000瓩水力發電機，全年收

入343,670圓 15。

從前的花蓮港電氣株式會社玉里支店，現在是臺灣電力公司花蓮營業處玉里

所。

相片 11-6　玉里大街

說明：

 今中山路，當年稱大街，路旁兩側有電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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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電話號碼8番，核對《昭和八年東臺灣商工名錄》，正是本鎮在1930年代
的馳名日式餐館之一。

第三節　電信電話事業

日本時代在東臺灣開發電信電話事業，十分艱難。原住民的態度，是重要關鍵 

。1914年的「清水事件」 （參見第三章大事記） ，首先遭殺害的就是當地的電信工。

花蓮地區首先架設的電信電話線路，在花蓮港和臺北之間，1915年6月完工；臺南

至臺東的線路，隨著原住民情勢的穩定，也在1919年5月完成。接著發生的問題，

就是臺東局與花蓮港局之間，需要一個中間點，而玉里局正好應運而生，發揮臺東

廳與花蓮港廳之間的橋樑功能。由於1917年，花蓮港和玉里之間，火車通車，到

1926年，玉里至臺東之間，也告通車，使得花蓮港玉里線和玉里臺東線的電信電話

線路，得到充分保障。維護這兩條線路的暢通，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16。

　　
電信電話業務發展的初期，是郵政的附屬事業。玉里郵便局原稱璞石閣郵便局 

，1906（明治39）年10月1日開辦電報事務，和花蓮港郵便局一樣，都是花蓮地區

最早有電報的地方。1914（大正3）年4月21日，三笠（今三民）和末廣（今大禹）

兩地，也開辦電報收發業務，分別設立電信取扱所。至於電話業務，玉里郵便局於

1915（大正4）年4月21日開始通話，並自1919（大正8）年2月21日，開放市內自用

電話租機業務，當時便有20戶申裝，到1927年，用戶增至65戶 17（相片11-7、相片

11-8、表11-4） 。戰後以來，電信電話與郵務分立，分別歸屬交通部分設電信總局

與郵政總局。電信電話事業民營化以後，目前本鎮的電信電話業務單位，是中華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花蓮營業處玉里服務中心。

16　戶水昇，〈東部臺灣の電信電話に就て〉，《東臺灣研究叢書第39篇》，頁23-25。

17　戶水昇，前文，頁28,33。

相片 11-7　玉里一文字料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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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鎮在1930年代，另一家知名的日式餐館，電話43番。

相片 11-8　玉里喜樂亭料理店

表 11-4　玉里工商電話一覽 1933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業　　主 業　　主店　　名 店　　名

玉里ヨウカン出張所

雜貨商岩田商店

璞石閣旅館

東國屋雜貨商

高橋支店雜貨商

錦城旅館

一文字料理業

日向自動車商會

雜誌書籍學用品商

朝日組及丸ツ運送店

酒類賣捌所

朝倉日進堂藥種商

漥田勝山堂菓子商

カフヱーミソノ

吉田屋

玉里驛構內仲賣店

さつまや

加藤醫院

高瀨商店吳服商

酒類仲賣捌

東正館旅館業

賣藥商

漥田德次郎

岩田仙吉

井門愛子

關柳治

高橋シグ

松浦ハマ

岡田晉策

日向武郎

金子有

渡邊秀吉

大村廉吉

朝倉フヂヱ

漥田德次郎

森ソノ

吉田為八

齊藤清一

橫道勇吉

加藤好文

高瀨團造

伏見龜太郎

植木武夫

木村壽

1

2

3

4

5

7

8

9

14

16

18

22

25

26

27

33

49

59

61

65

66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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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表11-2

表11-3

表11-4

表11-5

地圖11-1

相片11-2

相片11-3

相片11-4

相片11-5

相片11-6

相片11-7

相片11-8

葉振輝

玉里郵局

資料來源：毛利之俊，《東臺灣展望》，1933。

製表/ 葉振輝

玉里郵局

潘繼道

葉振輝

葉振輝

筒井白楊，《東部臺灣案內》，1934。

圖 表 著作權與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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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3年》，頁35。　�　�

�2　���1938年，花蓮港廳產業組合29個，其中「市街地信用組合」1個，「信用並信用兼營組合」19個，事業組

合9個。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3年》，頁49。

3　��筒井白楊，《東部臺灣案內》（臺東：東部臺灣協會，1933（昭和7）年），頁189。

4　���《始政三十年記念出版東臺灣便覽》（東臺灣新報社，1925（大正14）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民國74）年，翻印本），頁114。

5　��《玉里庄勢一覽》。1926（昭和元）年，無頁碼。

6　��《東部臺灣案內》，附錄，頁75。

7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12。

8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3年》，頁49。

9　��松尾溫爾於1937年玉里庄長卸任，同年任花蓮港廳協議會員，1938年任玉里街協議會員。

10　�《玉里郡要覽》（1939（昭和14）年），頁6,�33。玉里街1938年客家人5,460人、阿美族5,126人、河洛

人2,729人、平埔人1,402人、日本內地人1,303人、中華民國140人、朝鮮17人、高山原住民11人。

11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5年》，頁42。

12　吳鶴1938年玉里街協議會員、1941年玉里街協議會員。

13　李群山於1947-1951年任玉里鎮鎮長。

14　�蔡孟鑫1941年任玉里街協議會員，1945年11月接收玉里街役場後，派任玉里鎮鎮長，至1946年11月為

止。

15　《花蓮縣志��卷十八��商業》（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77（民國66）年），頁133。

16　楊伯西，〈花蓮合作事業〉，《花蓮文獻》，期3（1955（民國44）年4月），頁23。

　　　第十二章  法人與人民團體　

第一節  日本時代

本鎮遭1920年底大火吞噬後，1922年開始市街建設，到1938年，道路工程已完

成86％、下水道72％、排水溝71％、橋一座１，而後街肆日漸繁榮，法人與人民團

體，亦相繼產生。

日本時代之法人與人民團體，名稱繁多，有稱組合，稱會、稱社者，亦有稱組

者、稱會社者。稱組合者，或為合作社，或為同業公會；而合作社又是否兼營業之

分２。會社者，公司也。

一、組合

(一)�信用合作社

玉里信用組合－1917（大正6）年5月29日設立 ３。1925年，稱有限責任玉里信

用組合，置理事5人、監事3人，以研田仙吉為組合長 ４。1926年，組合員92人，放

貸927件、269,163圓 ５。1932年，松尾溫爾為理事兼組合長，徐乾錦為理事兼副組

合長，中村文吾為專務理事，河原鑅次郎、吳鶴、李群山等3人為理事，荒武純市 

、黃誕登、張阿皇等3人為監事，磴文次郎、高瀨團造、吳返、羅阿鼎等4人為信用

評定員６。1935年，稱「保證責任玉里信用組合」７。1938年，稱「信用販賣購買

利用組合」，簡稱「玉里信販購利組合」８，設於玉里街111番地，松尾溫爾仍任組

合長 ９，置專務理事1人、理事3人、監事3人、書記5人；該年，玉里街有16,188人 

，9個組合；而該組合之成員多達681人 10，一年後增加為826人 11。該組合的臺灣籍

理事吳鶴 12、李群山 13，與臺灣籍監事蔡孟鑫 14，皆為本鎮要人，屬日本時代本鎮

最重要的民間法人。1944年2月，奉令解散 15，最後的理事是桑原一雄等五人 16；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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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玉里鎮概況書》（玉里：玉里鎮公所，1955（民國44）年），頁223。

18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5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

《臺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十五）昭和15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

33。六個水利組合是豊川、田浦、吉野、豊田、鳳林郡、玉里。

19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5年》，頁42。

20　《花蓮縣志��卷十八��商業》，頁133。

21　楊伯西，前文，頁23。

22　�《昭和十三年三月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臺北：東臺灣宣傳協會，1938（昭和13）年），頁120-

121。

23　磴文次郎為1941年玉里街協議會員。

24　潘萬法任觀山里第一、二兩屆里長後，任第一、二兩屆鎮長。

25　連文璞為長良里第一屆里長。

26　陳當虞為春日里第二、三兩屆里長。

27　�《昭和十六年十月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花蓮港市：東臺灣宣傳協會，1941（昭和16）年），頁

152。

28　曾建福為水源里第二、三、四屆里長，第五屆源城里里長。

29　《昭和十三年三月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頁119,�121。

30　同上，頁119,�122。

「玉里街農業會」接辦 17。

玉里水利組合–1940年，花蓮港廳灌溉水田8,334甲，分屬六個水利組合，玉里

水利組合面積2,141甲 18，占全廳四分之一。

玉里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1940（昭和15）年1月22日設立，組合員66人，

資本額12,330圓 19。1944年5月，解散 20，最後的理事是中村文吾等五人 21。

(二)�同業公會

1. 玉里代書人組合－設於玉里街159番地，1938年，組合長福島英雄，副組合

長彭阿連，組合員17人中，臺灣籍13人。福島英雄1941年為玉里街協議會員。1941

年，組合員增加1人。

2. 專賣品小賣人組合－1938年，原稱酒類煙草食鹽小賣人組合。組合長磴文次

郎，副組合長黃寬宏，另置理事8人，書記1人，組合員61人 22。該組合織成員中，

不乏知名人士，包括磴文次郎 23、潘萬法 24、連文璞 25、陳當虞 26等。1941年，理

事增為9人 27。

3. 宿屋組合－即旅館業同業公會，設於玉里214番地。1938年，組合長仁禮嘉

富，副組合長曾建福 28，組合員11人（表12-1）。

表 12-1　玉里旅館一覽 1938

旅　館 信濃館 薩摩館 玉里溫泉 錦城館 昭和ホテル 璞石閣ホテル 東正館

業主 仁禮花香 橫道勇吉 佐佐木一郎 松浦ハマ 羅灶 曾建福 村田米豐

4. 料理屋組合－1938年，組合長武四郎。商工名錄記載業者4人 29。

5. 理髮業組合－1938年，組合長栗原泉造。商工名錄記載業者4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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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時特別組合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為物價管制之需，臺灣各地方成立有關民生必需品的組

合，可視為戰時特別組合（表12-2）。1941年，在玉里郡有四個名稱雖有分別，負

責人幾乎就是同一批人的組合。不僅如此，那一批人當中，還身兼數職，在其他的

戰時特別組合中，擔任要職。例如，磴文次郎兼「吳服雜貨食料品卸小賣商組合」

食料品部長；黃寬宏還擔任「石油配給小賣商組合」的組合長、和「吳服雜貨食料

品卸小賣商組合」的副組合長；陳崑錫、廖水波、葉步隴等人，都兼任「吳服雜貨

食料品卸小賣商組合」的吳服雜貨部長；岩田トヤ兼任「吳服雜貨食料品卸小賣商

組合」的評議員。

當時的玉里人民團體領袖，還有以專賣品小賣為本業的漥田德次郎，也是身兼

數職，包括「菓子商組合」（糖果商）、「落花生煎豆配給所組合」的組合長。前

消防組駔長高瀨團造，則是「吳服雜貨食料品卸小賣商組合」的組合長 31。

31　《昭和十六年十月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頁152-155。

32　《玉里庄勢一覽》。1926（昭和元）年。

33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10。

34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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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玉里民生用品組合一覽 1941

業　　別 食料品配給 口罩零售 乳製品零售 砂糖零售

組 合 長

副組合長

理　　事

理　　事

理　　事

理　　事

理　　事

監　　事

監　　事

監　　事

磴文次郎

黃寬宏

岩田トヤ

廖水波

小野田兼輔

陳崑錫

卓德昌

磴文次郎

黃寬宏

岩田トヤ

廖水波

小野田兼輔

陳崑錫

卓德昌

磴文次郎

黃寬宏

岩田トヤ

廖水波

小野田兼輔

潘萬法

卓德昌

磴文次郎

黃寬宏

岩田トヤ

葉步隴

卓德昌

未置 未置 未置

未置

二、會、社

(一)�婦人會

婦人會由主婦組成，提倡婦德，修養思想，舉辦講演、講習，對貧困罹災者，

施予救助慰問。1926年，玉里愛國婦人會有會員420人，其中臺灣籍143人、原住民

115人 32。1935年，有愛國婦人會（395人）和玉里婦人會（87人）33，後者係1932

（昭和7）年3月21日成立，到1935年，會員超過百人 34。1936年，含玉里婦人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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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1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臺灣

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十一）昭和11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24。

36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3年》，頁26。

37　�到1923年為止，三個移民村，共有673戶、3,318人，耕地2,502甲。《花蓮港廳勢》（花蓮港街：花蓮港

廳，1923（大正12）年），頁24-25。

38　�有關民風作興會，參見：蔡慧玉，�〈一九三０年代臺灣基層行政的空間結構分析–以「農事實行組合」為

例〉�，《臺灣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卷5，期2（2000（民國89）年4月）�，頁55-

100。

39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2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臺

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十二）昭和12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33。

40　《昭和十三年三月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頁118。

41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3年》，頁26。

42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4年》，頁19。

43　同上，頁117。

44　同上，頁19。

45　同上，頁119。

46　同上。

內，花蓮港廳有三個婦人會和五個佛教婦人會 35；1938年，同 36。

(二)�民風作興會

1910（明治43）年臺灣總督府設移民指導所，管理吉野村；其後復增官營移民

村：豐田村（1913年）、林田村（1914年）；1917年，移民事務改歸花蓮港廳增設

之出張所辦理；由於移民來自日本四國、中國、和九州各縣，彼此之間講信義、重

禮讓、鄰保相助、慶弔相助，十年下來，到1923（大正12）年，已形成一股勤儉風

氣，稱「村風作興」37。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日兩國關係緊張；日本當局為加

強臺灣人民和日本本國的認同，將1920年代此推行於日本內地之教化運動，移到臺

灣來，稱民風作興運動，臺灣各地陸續成立民風作興會 38。1936年花蓮港廳的民風

作興會，共有36團，會員18,583人，其中玉里支廳10團、會員4,234人。1937年，玉

里支廳改為玉里郡，其下屬玉里庄於1938年改為玉里街。1938年，整個玉里郡有10

所民風作興會 39，其中玉里街凡七所：玉里作興（清水倉太）、末廣作興（吉本貞

次）、三笠作興（元村力次郎）、春日作興（陳堤岸）、觀音山作興（簡阿聰）、

落合作興（北川勝秋）、長良作興（連文璞）40；另有街庄聯合會1個，郡聯合會1

個41。1939年，玉里郡民風作興聯合會在郡守領導下，舉辦各種講演、表揚、視察 

、講習、模範部落指導，經費1900圓 42。

(三)�體育會

玉里體育會設於玉里街役場內，會長由玉里街役長兼任，另置副會長1人、顧

問5人，分棒球部、網球部、相撲部、庶務部、和會計部；各部置部長1人，幹事5

人；幹事又各分教育、商工、警察、鐵道、與庶務五項 43。玉里各界精英，幾乎全

部網羅在內。1939年度經費300圓 44。

(四)�業佃會

業佃會是調解地主與佃農關係的組織。玉里街業佃會，由街長兼任會長，另置

副會長1人、書記1人 45。

(五)�清光會

玉里街清光會由街長兼任會長，另置副會長1人、教代主事1人、書記2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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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係1933（昭和8）年1月28日，玉里本願寺布教師岩崎聞號發起，以協助出獄受刑

人更生為宗旨，事務所設在玉里本願寺內 47；1936（昭和11）年8月，改由玉里庄

管理，並接受各界捐款 48。

(六)�皇民奉公會

1941（民國30）年4月，臺灣皇民奉公會成立，由總督長兼任總裁，各州、

廳、市、街、郡、庄，均設支部及區分會、最基層為奉公班，積極推展皇民化運動
49。皇民奉公會玉里郡支部，由玉里郡守大澤治重擔任支部長，下設總務部、生活

部、和經濟部；部置部長，各部又分設班；班置班長、主事、書記。整個支部共有

46人。此外，列名參與者的17人中，臺灣籍有吳鶴、陳添壽、陳振祥、林珠男、

47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19。

48　《玉里郡要覽》（臺北：玉里郡役所，1939（昭和14）年），頁20。

49　�網頁http://www.google.com/search?q=cache:http://www.nocsh.tpc.edu.tw/sociweb/coursereport/Photoshow/

Photodata/panchioustory.htm+%ac%d3%a5%c1%a9%5e%a4%bd%b7%7c&hl=zh-TW&lr=lang_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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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12-1　玉里街役場皇民奉公會全體職員

說明：

1943（昭和17、皇紀2602）年攝於玉里街役場內奉公會辦公室門前。第一排左一為照片提供人許
添富（1911-），時任玉里街役場總務課長。坐者第一排左二謝林妙（財政課長）、左三高團瀨
照（助役），中間戴眼鏡手持帽清水倉太（街長）、右三歐李春明、右二黃桂蘭、右一黎炳秋。
立者第二排左一邱慶來、左二曾炎輝、左三邱傳勇、左四楊善生、中間秦祥遠、右四徐秀英、右
三黃德茂、右二林傳欽、右一徐姓工友。立者最末排左一西村（阿美族改日本姓名）、左二陳阿
來、左三張其郁、左四秦甘露、中間邱錦源、右四黃發郎、右三賴阿有、右二後藤脩一（阿美族
改日本姓名）、右一葉祥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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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昭和十六年十月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頁148-149。

51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大正13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民國74）年，《臺

灣省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二）大正13年》，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316號），頁14。

52　《玉里庄勢一覽》。1926（昭和元）年。

53　《東部臺灣案內》，頁197。

54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3年》，頁23。

55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9。

56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3年》，頁23。

57　《玉里庄勢一覽》。1926（昭和元）年。

潘阿風、李群山、和連文璞等7人。該支部另有委員42人，其中溫秀元、簡松如、

黃子阿、蔡孟鑫、蔡金江、鍾文松、陳當慮、陳新壬、陳崑錫、張高明、鄭清朝、

唐秋源、杜福明、羅紹裘、劉守潭、林興財、梁耀東、和蔡金泉等18人為臺灣籍 50

（相片12-1）。

(七)�青年會、青年團

1924（大正13）年6月，玉里支廳下朥灣、紅　等地的阿美族，成立青年會，

以改善風俗習慣和改良農事為宗旨。其時機僅遲於吉野、豐田、林田三村 51。1924

（大正13）年6月和8月，觀音山青年會和織羅青年會相繼成立，截至1926（昭和

元）年，三個青年會會員共400人 52。1930（昭和5）年9月17日總督府訓令第71號

及同年10月30日花蓮港廳訓令第30號「青年團設置準則」，在玉里庄內改設5個

青年團，包括玉里第一青年團47人（1個分團）、玉里第一女子青年團27人（1個

分團）、玉里第二青年團115人（5個分團）、玉里第二女子青年團140人（5個分

團）、和觀音山青年團130人（3個分團）53。青年團之性質，與青年會有別；青年

團以興年相互勉勵、修練身心、充實生活、培養忠良健全國民為宗旨 54。1935（昭

和10）年，玉里庄有6個青年團（觀音山青年團析出觀音山女子青年團），18分團

凡437人 55。1938年，玉里郡有男、女青年團各7個，團員男849人、女953人（表

12-3），花蓮港廳各郡除了本郡聯合青年團以外，還設本廳聯合青年團 56。

表 12-3　玉里街青年團 1939

名    稱 代  表  者 設立年月日 團員數 分團數 經費(圓)

玉里青年團

玉里第一青年團

玉里第二青年團

觀音山青年團

玉里女子青年團

玉里第一女子青年團

玉里第二女子青年團

觀音山女子青年團

玉里小學校長

玉里第一公學校長

玉里第二公學校長

觀音山公學校長

玉里小學校長

玉里第一公學校長

玉里第二公學校長

觀音山公學校長

1938-04-29

1930-02-25

1923-04-16

1930-11-20

1938-04-29

1931-05-13

1925-04-16

1930-11-20

33

244

77

84

29

210

94

88

1

4

5

7

1

4

5

7

20

50

30

60

20

50

30

55

(八)�國語夜學會

自1917（大正6）年12月起，不到六年內，玉里庄成立了紅　、下朥灣、石公

坑、織羅、中城、觀音山、和末廣等七個以修身和學習日語為務的國語夜學會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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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鄉軍人玉里分會

1926（昭和元）年在鄉軍人玉里分會，有會員64人，其中軍官1人，士官3人，

士兵60人 58。1932年，分會長1人、理事2人、評議員13人 59。1935（昭和10）年，

有會員184人，其中軍官6人，士官10人，士兵168人 60。

(十)�花蓮港廳農會玉里分會

花蓮港廳農會設於1915（大正4）年 61。1932年，渡邊柳三為玉里支會長，小

笠原法榮為支會幹事 62。

(十一)�農業會

自1941年太平洋戰爭起，臺灣總督府為統制經濟物資，1943年發布農業會令，

將各種組合與農會合併，改稱農業會，以辦理農業生產之改良指導、農業統制設施 

、農產物資信用利用、生活必需品供銷、農情調查、會員福利、及前項附帶各種業

務。1943年3月6日，花蓮港農業會成立，會長由廳長兼任，各市、街、庄農業會，

由花蓮港廳指派，市、街、庄以下，分設農業實行組合。農業會維為的農民團體，

由政府管轄，扮演統制經濟輔助機構之角色。1944年3月，玉里街農業會成立 63，

會址玉里街610番，先後任會長荒夫角次與蔡孟鑫 64。由於農業會的成立，原有遍

布各地的農事組合，逐一解散（表12-4）。

(十二)�同仁會

1936（昭和11）年11月，臺灣籍居民發起設立，以救濟貧民為目的，資產1096

圓；1937（昭和12）年度救濟20人，金額95圓 65。

(十三)�自治振興會

1938（昭和13）年玉里街成立後，街內又成立13個自治振興會，以人民團體之

形，行末梢行政機關之實。區總代為自治振興會領導，當時，玉里街置區總代19人 

，有六個「大字」（地籍單位，今名「段」）：玉里、落合、長良、末廣、三笠、

春日，顯然自治振興會、區總代、「大字」三者，不是一貫的。相對地，同屬玉里

郡的富里庄，區總代13人，自治振興會13個 66。若與保甲制度對照（表10-3），則

一保對應一自治振興會，至為明顯。區總代為受領俸給之公務員，與保正有別；保

正若有薪給，其來源亦非政府公務預算，而係收自保內各戶。

(十四)�赤十字社

1926年，玉里赤十字社有社員51人，其中臺灣籍28人 67。1935（昭和10）年，

社員66人，其中臺灣籍31人 68。

58　《玉里庄勢一覽》。1926（昭和元）年。

59　《東部臺灣案內》，附錄，頁56。

60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9。

61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2年》，頁36。

62　《東部臺灣案內》，附錄，頁58。

63　《花蓮縣志��卷十八��商業》，頁140。

64　楊伯西，前文，頁30。

65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4年》，頁20。

66　《玉里郡要覽》（1939（昭和14）年），頁8,�10。

67　《玉里庄勢一覽》。1926（昭和元）年。

68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10。

建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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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17。

70　《始政三十年記念出版東臺灣便覽》，頁90。

71　《玉里庄勢一覽》。1926（昭和元）年。

三、組

(一)�玉里消防組

1920年12月30日，玉里大火以前，玉里並無消防組織。玉里的消防事業，初由

民間自理，稱玉里消防組，1922年始設 69。1925年，由組長有田清一、副組長福島

英雄等兩人負責 70。1926年，組長、副組長各1人，消防手29人 71。1932年，置組

表 12-4　玉里街各解散組合一覽

名    稱 成立日期 解散日期

有限責任玉里信用組合

保證責任落合畜牛販賣利用組合

保證責任玉里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

安通農事實行組合

末廣第一農事實行組合

長良農事實行組合

水源第一農事實行組合

客城農事實行組合

中城庄農事實行組合

山下農事實行組合

三笠農事實行組合

末廣第二農事實行組合

麻汝庄農事實行組合

春日第二農事實行組合

水源第二農事實行組合

馬大林農事實行組合

石公坑農事實行組合

謝得武農事實行組合

春日第一農事實行組合

苓雅濟農事實行組合

觀音山農事實行組合

高寮農事實行組合

落合第二農事實行組合

松浦農事實行組合

落合第一農事實行組合

1917年05月

1938年10月

1940年01月

1938年08月

1938年06月

1940年06月

1940年06月

1940年06月

1940年06月

1940年06月

1940年06月

1940年06月

1940年06月

1940年08月

1940年08月

1940年08月

1940年08月

1940年08月

1940年08月

1940年08月

1940年08月

1940年08月

1940年08月

1940年08月

1940年09月

1944年02月

1944年04月

1944年05月

1944年06月

1944年05月

1944年05月

1944年03月

1943年05月

1943年05月

1943年03月

1944年06月

1947年02月

1944年06月

1944年05月

1946年03月

1943年02月

1943年02月

1943年02月

1943年02月

1943年02月

1944年06月

1943年03月

1943年03月

1943年02月

1944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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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東部臺灣案內》，附錄，頁75。

73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9。

74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17。

75　《昭和十六年十月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頁148-149。。

76　《玉里庄勢一覽》。1926（昭和元）年。

77　《東部臺灣案內》，附錄，頁76。

78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12。

79　《玉里庄勢一覽》。1926（昭和元）年。

80　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3年》，頁48。

81　�1935年，稱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玉里駐在所。《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12。「詰所」

為工作人員的辦公室。

82　《玉里庄勢一覽》。1926（昭和元）年。

83　《東部臺灣案內》，附錄，頁75。

84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12。

85　《東部臺灣案內》，附錄，頁75。

86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12。

87　同上。

88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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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副組長、小頭、副小頭各1人，岩田仙吉（販賣日用雜貨）為組長，村田米豐

為副組長，橫道勇吉為小頭，梅原清茂為副小頭 72。1935（昭和10）年，置組長、

副組長各1人，組員凡31人 73，每年夏冬訓練各一次；其經費來源，以1934年8月為

例，捐贈1300圓、庄費600圓，合計1900圓 74。1938年，仍置組長、副組長、小頭 

、副小頭各1人 75，組長高瀨團造是吳服店主。

(二)�朝日組

朝日組為運送業，1926年，已在玉里設立據點 76，1932年玉里方面由神谷駒之

助負責 77。1935年，稱株式會社朝日組 78。

(三)�大平組

1926年，已在玉里設立據點 79。

四、會社

會社又分三種：株式會社、合資會社、與合名會社。1938年，花蓮港廳有株式

會社23家、合資會社22家、與合名會社4家，合計49家會社 80，部分設在玉里。

1926年，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在玉里、末廣、三笠，皆設有詰所 81；同年，臺

灣製腦株式會社也有玉里詰所；花蓮港電氣株式會社有玉里支店（前玉里電燈株式

會社）；玉里倉庫會社、三和興業株式會社，也都在玉里 82。

三和興業株式會社，1927（昭和2）年2月15日成立，營業範圍包括土地買賣、

農業開墾、精米、製材、養魚，資本額6萬圓 83，為葉氏家族事業；1935年，營業

中 84。

1928（昭和3）年4月1日，李群山等人成立合資會社義和商店，資本額1萬圓，

從事精米及米榖買賣 85；1935年，已改名合名會社義和商會 86。同年5月26日，連碧

榕等人成立東臺振業合資會社，資本額10萬圓，從事土地開拓、買賣及造林、畜牧

附帶有利事業 87；1935年，營業中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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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玉里庄勢要覽》，1935（昭和10）年，頁12。

90　《玉里鎮概況書》，頁223。

91　《花蓮縣志��卷十八��商業》，頁119。

92　《花蓮縣志��卷十八��工業》，頁26。

93　玉溪農會推廣股曾股長提供。

9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http://www.hdais.gov.tw/出版品/農業專訊/第28期/mag758.htm。

95　�徐誌謙/玉里報導，〈金針饗宴�但願"憶難忘"〉，華訊新聞網（Taiwan�Today�News�Network�TTNN），

2001/08/15，http://www.ttnn.com/cna/010815/s58_b.html。

1935年，東臺灣無盡株式會社玉里代理店、合名會社三計公司、和各保險會社

（帝國、明治、日華、日清、場磐）都在玉里營業 89。

第二節  民國時代

戰後，玉里街改為玉里鎮，僅有少數人民團體，繼續運作，包括農會、水利會 

、婦女會、體育會等。由人民團體之地方自主性觀之，民國時代多以縣為主，無論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花蓮縣支會、花蓮扶輪社，俱無以本鎮為名之團體；而重要機關

團體之設於本鎮者，亦多屬分支性質，例如水利會玉里站、花蓮縣義勇消防隊玉里

區隊玉里分隊、臺灣土地銀行玉里分行、臺灣省菸酒公賣局玉里配銷所等。

一、玉里鎮農會

1946（民國35）年4月1日，改玉里街農業會為玉里鎮農會。同年11月10日，復

改名玉里鎮合作社。1949（民國38）年11月18日，再改為玉里鎮農會。1953（民國

42）年12月8日，依農會改進辦法，改組為農民自有、自營、自享之農會 90。會員 

：1955年， 2239人（含贊助312人），農事小組16個。

玉里鎮農會自1948年3月起，代行臺灣省合作金庫花蓮支庫玉里代理處業務，

1952年10月1日起，復代辦玉里鎮公庫 91。該農會設有兩座農產加工廠。1956年5月 

，碾米廠開工，每日最大產量糙米24噸、白米6噸；1961年1月，豆類加工廠開工，

日產生乳1500瓶 92。

二、玉溪地區農會

1975（民國64）年4月28日，玉里鎮農會與卓溪鄉農會合併為「玉溪地區農會 

」。1978（民國67）年7月18日，增設三民分部；1982（民國71）年7月19日，再增

設松浦分部。2001年，正會員2631人、贊助會員834人，會員大會代表41人，農事

小組18個 93。

玉溪地區農會為本鎮目前最主要人民團體，其生鮮超市（本鎮中華路179號） 

，供應各種日常用品，為本鎮規模最大之購物中心；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輔導下，

推廣種植具有地方特色之精緻作物，例如碧玉筍 94；在赤科山舉辦「金針饗宴」活

動 95等。

三、玉里鎮合作社

1946年底，已成立的玉里鎮合作社，係承襲日本時代末期玉里街農業會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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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花蓮縣志��卷十八��商業》，頁144。

97�　�《花蓮縣志��卷十八��商業》，頁147。

98�　�楊伯西，前文，頁34-36。

99�　�《玉里鎮概況書》，頁103。

100　《花蓮縣志��卷十九��社會事業》，頁86。

101　胡大原，〈花蓮縣\人民團體組織一斑〉，《花蓮文獻》，期4（1955（民國44）年10月），頁72。

102　《花蓮縣志��卷十九��社會事業》，頁87。

103　胡大原，前文，頁74。

104　《花蓮縣志��卷十九��社會事業》，頁88。

105　胡大原，前文，頁74。

106　胡大原，前文，頁75。

建置篇

社員1592人（含法人社員8單位），股金舊臺幣152,390元； 1949年，併入農會 96。

四、花蓮縣玉里土地利用合作社

1947年11月8日成立，以土地之開墾改良利用為業務範圍，社員475人，股金新

臺幣60,300元，1962年解散 97。

五、水源合作農場

1948年3月11日核准登記，場員54戶，場地面積37甲，股金1,796元，負責人曾

建福。場員大會為其最高權力機關，理監事由場員選出。採分耕合營制，化荒地為

沃壤，種植水稻、甘蔗、甘藷和花生 98。

六、玉里鎮調解委員會

例由鎮長兼主任委員，設於鎮公所內。1952年6月19日成立時，名為玉里鎮耕

地租佃委員會，置委員11人，佃農代表100名、自耕農和地主代表各20名 99。

七、玉里鎮教育會

1949年5月7日成立 100，設於玉里國校內，是縣政府策動的組織，理事5人、監

事1人，任期2年 101。

八、玉里鎮體育會

1950年11月30日成立 102，設於鎮公所內，理事9人、監事3人，任期1年，是縣

政府發動的組織 103。

九、玉里鎮婦女會

1951年12月7日成立 104，設於鎮公所內，理事9人、監事3人，任期1年，是縣

政府發動的組織 105。

十、玉里鎮護林協會

1954年7月27日成立，設於鎮公所內，理事9人、監事3人，任期2年，是縣政府

策動的組織 106。

十一、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玉里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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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僅存的四家無盡株式會社，被接管合併為臺灣合會儲蓄公司；1947

年，分為七個合會事業區，每區准設一家合會儲蓄公司。1950年2月1日，東臺區合

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資本額僅新台幣28,000元，業務區域包括花蓮、臺東兩

縣。總行設置於花蓮市，分設花蓮分行及臺東分行。嗣於1952（民國41）年3月21

日經主管機關重劃業務區域，改編花蓮縣所轄，改名「花蓮區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

司」，設總行於花蓮市及分支機構遍於花蓮縣之各鄉鎮，玉里鎮因而設分支機構，

辦理各種現金合會、物產合會、存款、放款、代理收解各種款項、保管貴重金飾物

品及有價證券等業務 107。1979（民國68）年1月1日報准改制為「花蓮區中小企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鎮之分支機構稱「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玉里分行」108。

十二、同業公會

本鎮業者在民國時代，並未組成以本鎮為範圍之同業公會，所參加之同業公

會，皆為設於本縣縣治所在地之縣級公會，包括國藥、新藥、木、棉布、米穀、糕

餅、屠宰、冰果、腳踏車、刻字、雜貨、圖書教育用品、旅館、醬、銀樓、理髮、

木屐、彈棉、木器、洗染、電影戲劇、機器、照相、茶室、百貨商、承攬運送、與

製麵等商業同業公會；亦有未參加同業公會之業者，例如長良碾米工廠、中城里的

盛和碾米工廠 109。與日本時代末期（1943年）之蓬勃景象，殊有差異。

十三、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第十區隊

　　1946年1月，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花蓮分團籌備處成立，吸收

社會、學校優秀青年入團，陳振祥為玉里、富里之區籌備員。該年，新團員常在本

鎮宣誓入團。三青團成立後，進行編組，本鎮為第十區隊，區隊長謝壽水，下轄三

分隊。三青團在本縣另設四個青年服務團，玉里青年服務團以陳修福為團長。1948

年5月，辦理黨團合併，團員併入中國國民黨 110。

十四、花蓮水利會玉里站

日本時代原有臺灣水利組合聯合會（各州廳設支部）和水利協會（設在總督府

各州廳設支部），戰後1947（民國36）年召開全省農田水利協會聯誼會，1948（民

國37）年7月15日成立「臺灣省水利委員會聯合會」，1957（民國46）年8月2日改

組為「臺灣省農田水利協進會」，1985 （民國74）年7月29日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

則第39條之規定設立， 定名為「臺灣省農田水利會聯合會」111。

玉里水利組合，本為玉里郡守兼任，政權遞代後，於1946年由玉里區長接兼，

同年11月，與富里水利組合合併為「玉里區農田水利委員會」。1948年2月，奉令

改名「玉里水利委員會」。1955年，有業主會員395人、自耕農會員420人、佃農

會員1,123人，共1,928人；委員會23人，置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1人，由委員互

選，委員20人由會員互選，專家委員1人、有關鄉鎮長2人為當然委員；內部分設總

107　《花蓮縣志��卷十八��商業》，頁120。

108　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網頁http://www.banklotus.com.tw/。

109　《花蓮縣志��卷十八��商業》，頁90-118。

110　�連衡，〈本縣青年運動〉，《花蓮文獻》，期2（1953（民國42）年10月），頁45-47。

111　�http://www.tjia.gov.tw/u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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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課、財務課、工務課、灌溉課、與會計室，外部分設春日、觀山、光復、玉里、

東里、東竹、富里等七個辦事處。所轄埤圳12條：迪佳圳、末廣圳、玉里圳、太平

渠、長良圳、秋林大圳、竹田圳、南下朥灣圳、下朥灣圳、赤　圳、苓仔濟圳、和

朋里圳 112。自1985年起，「玉里水利委員會」改為花蓮水利會玉里站。

112　�《玉里鎮概況書》，頁231-233。

建置篇

表12-1

表12-4

相片12-1

表12-2

表12-3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昭和十三年三月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頁121。

資料來源：《花蓮縣志  卷十八  商業》，頁133-135。

照片提供 / 許添富   人物辨認：邱錦源  日期/ 2003年12月24日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昭和十六年十月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頁153-

154。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花蓮港廳（編），《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14年》，

頁15-16。

圖 表 著作權與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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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玉里榮民醫院

1958（民國47）年7月1日成立的玉里榮民醫院，為坐落本鎮規模最大之醫院

（相片13-1），與本鎮居民關係深遠。該院雖為國內外聞名的精神科專科教學醫院 

、暨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但其服務不以精神科為限，包括以下四類：

(一)  一般門診、及老人心理衛生、兒童青少年、失眠、身心之特別門診。

(二)  急性住院、慢性住院24小時急診服務、會診、居家治療業務。

(三)  花蓮、太平、馬蘭榮家門診，支援臺東榮民醫院精神科門診、支援門諾醫

院精神科門診、支援花東各級學校心理輔導。

(四) 性侵害及家暴防治、司法鑑定。

相片13-1　玉里榮民醫院醫療大樓

 第一節  沿革

玉里榮民醫院位於本鎮中心西北方，中央山脈東麓，介於花蓮與臺東之中點，

距花蓮市與臺東市各約100公里。院區包括院本部、長良分院、花蓮志學職治區、

與臺東海端職治區，分布花蓮、臺東兩縣，面積約76公頃。

1957（民國46）年10月1日，陸軍第六療養大隊及宜蘭療養所併編，成為臺灣

玉里榮民醫院，由臺灣省衛生處託管；設醫務、輔導、總務等三組，會計、人事管

理員及長良農場（相片13-3、相片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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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省政府為擴大收容臺灣地區精神病患者，鑒於臺灣東部之花蓮縣玉里鎮客觀環境適合精神病患之療

養，乃於1966（民國55）年9月1日委託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代為成立「臺灣省立玉里養護

所」，專事收容流落街頭、貧苦無依精神病患者，藉以維護地方安寧，減少社會問題。次年開始收容作業，

原設600病床。1971（民國60）年，增收義務役退伍之官兵精神病患50床、及有安全顧慮之精神病患300

床，成為臺灣最大之精神病患收容療養機構。行政院衛生署（編），《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臺北：

編者，1995年），頁552。

1958（民國47）年7月1日，

改隸輔導會（相片13-2），改名

玉里榮民醫院。1960（民國49）

年6月修訂組織規程；1963（民

國52）年4月，改名行政院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

醫院，業務單位不變。

1965（民國54）年5月，輔

導會應臺灣省政府衛生處之委託 

，由該院協助成立省立玉里養護

所於院區內１，負責收療臺灣省

小康戶精神病患（相片13-5、相

片13-6），續將省立花蓮醫院玉

里分院遷入該院院區，並合組群

體醫療中心，兼辦花蓮南區公、

勞保門診及住院組，衛材、護理 

、會計、安全室；另設忠義、忠

孝兩分院（忠義分院由原長良農

場改編），海端農場及池上、志

學兩個工作隊。

1972（民國61）年8月，裁

安全室及統計員，編成七室三科

（人事、醫務行政、輔導、秘書 

蔣經國訪玉里榮民醫院1958-1961

相片13-2　退輔會的大家長到訪

、會計、護理、復健室、內、外、精神科），另改編長良實驗農場為忠孝、忠義二

個分院、與志學、海端、池上三個職能治療區。

1990（民國79）年1月4日，再修訂為七科（精神、內、外、牙、復健、護理、

藥劑科）八室（醫務行政、臨床心理、社會服務、營養、秘書、輔導、人事、會計

室）及忠義、忠孝分院，裁撤池上工作隊，更改海端、志學為職能治療區。1992

（民國81）年，增設政風室。

1997（民國86）年6月16日重編為十一科（內、外、牙、精神、婦產、復健、

放射、護理、藥劑、臨床心理、醫學檢驗科）七室（人事、會計、政風、秘書、輔

導暨社會工作、醫務行政、營養室）；同時為業務需要，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眼科 

、小兒科、耳鼻喉科、資訊室、環境保護室及勞工安全衛生室等六科室，現有土地

面積76.127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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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玉里榮民醫院院史館（藏），《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沿革史》。

建置篇

輔導會基於任務需要，初期僅規劃本院為收療罹患精神病榮民（眷）之機構，

但因環境變遷，單純的精神病醫院，已無法兼顧住院病患，及日益增多的醫療服務

（玉里地區公、勞、農、福保、榮民、榮眷、一般民眾之其他科別），因而依據標

準，充實設備，羅致人才；乃於1989（民國78）年向花蓮縣衛生局申請地區綜合醫

院開業執照；1990（民國79）年，經行政院衛生署評鑑合格，展開綜合醫院之醫療

作業２。 

相片 13-3　長良農場宿舍

相片 13-4　長良開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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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院為行政院衛生署核定之「精神病防治醫療網」東部地區核心醫院，負責支

援花東地區各地衛生所、慈濟、門諾、省立醫院、學校、榮家、監所等精神疾病之

醫療、衛教、輔導工作，不僅為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暨教育部教學醫院，且為花蓮

南區最大之地區綜合醫院，並設有急診加護中心、洗腎中心等醫療服務。

相片 13-5　病患就診

相片 13-6　病患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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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康復之家與職能治療區

玉里榮民醫院院本部（相片13-7），在本鎮泰昌里新興街91號，長良分院在本

鎮長良里忠義33號；花蓮志學職治區在於本縣壽豐鄉志學村烏村31號；臺東海端職

治區在臺東縣海端鄉東明24號。

一、康復之家

康復之家（相片13-8）原是長良實驗農場（相片13-9），1971（民國60）年3

月22日改編為忠義分院，另成立忠孝分院；在榮民弟兄團結合作下，先後完成修築

堤防3000公尺，開發河川地51.98公頃，採多角化經營，除農作外，並擴大養魚、養

豬、養雞計畫，以求自給自足。

部分土地於1985（民國74）年7月，奉令撥歸臺東農場使用。現有面積30餘公

頃，可容納病情穩定之榮患800-1000人，通稱康復之家。現有500餘人，從事水稻 

、甘蔗、蔬菜種植及家畜、家禽飼養，與漁業養殖等，為具社區治療模式之農牧實

驗室。

二、海端職能治療區

1959（民國48）年成立，該院在臺東縣海端鄉直接投資，設立作業治療農場，

稱海端職能治療區。區內可耕土地8.5公頃，種植從事玉米、水稻、甘蔗、檳榔，並

養殖淡水魚、家禽。

三、志學職能治療區

1991（民國80）年，花蓮農場將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段土地，撥歸該院使用，因

而設立志學職能治療區。

相片 13-7　日間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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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科室與醫師群

玉里榮民醫院現有職員253人，工級264人，合計517人；院長、副院長（2人） 

，之下，分十五科、七室、二分院（表13-1）。

一、精神科

1958（民國47）年，隸屬醫務組，從事精神醫療業務（相片13-10），1972

（民國61）年正式成立精神科。

二、內科
 1972（民國61）年8月1日成立，下設放射科、檢驗室。

相片 13-8　康復之家病房

相片 13-9　長良改良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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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科
1972（民國61）年8月1日成立，並設開刀房。

四、牙科

1965（民國54）年1月1日，隸屬醫務組。1990（民國79）年6月4日，修編組織

規程時成立。

五、藥劑科

1958（民國47）年，隸屬醫務組；1971（民國60）年，改隸衛材室；1990（民

國79）年，定名為藥劑科。

六、復健科

1971（民國60）年，修編成復建室，嗣於1990（民國79）年定名為復健科。

七、護理科

自1958（民國47）年7月起，隸屬醫務組；1971（民國60）年，成立護理室；

1990（民國79）年，擴編為護理科。

建置篇

內科

精神科

臨床心理科

外科

婦產科

牙科

醫學檢驗科

復健科

放射科

護理科

藥劑科

營養室

新陳代謝科

家庭醫學科

藥癮治療精神科

眼科

8

24

2

10

2

2

4

21

5

326

11

3

主治醫師兼

主治醫師兼

主治醫師兼

主治醫師兼

64

5

14

4

10

29

任務編組

25

25

秘書室

人事室

會計室

政風室

輔導暨社會工作室

醫務行政室

資訊室

忠孝分院

忠義分院

院　
　
　
　
　

長

副　
　

院　
　

長

副　
　

院　
　

長

科　　室

表 13-1　玉里榮民醫院組織與編制

科　　室員　　額 員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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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事室

1958（民國47）年，院部成立時，置人事管理員；1971（民國60）年，修編為

人事室，兼辦人事查核；1992（民國81）年因政風室之增設，重新編組，任務單純

化。

九、輔導室

1958（民國47）年，成立輔導組；1972（民國61）年8月1日，改為輔導室。

十、秘書室

1958（民國47）年7月1日，為總務組；1972（民國61）年8月1日，改為秘書

室。

十一、會計室

1958（民國47）年7月1日，為會計組，至1971（民國60）年3月22日組織章程

修改後，改稱會計室。

十二、政風室

1958（民國47）年7月1日，為安全組，至1971（民國60）年8月16日奉行政院

令改制為安全室，至1972（民國61）年7月復奉命改為人事室（二），1992（民國

81）年9月16日，改為政風室。

十三、醫務行政室

1958（民國47）年成立，名為醫務組，至1971（民國60）年1月，修改規程定

名為「醫務行政室」。

十四、社會服務室

1985（民國74）年於精神科內置專業社工員1名，從事醫療社會工作的服務；

1988（民國77）年納入正式編制；1990（民國79）年7月1日，依修訂之組織規則，

成立社會服務室。

十五、營養室

前為營養房，隸屬醫行室，1990（民國79）年7月1日正式成立。

十六、臨床心理室

1978（民國67）年聘用臨床心理專業人員一名，擔任心理治療，隸復建室。

1989（民國78）年增聘為3名，改屬精神科。1990（民國79）年正式成立。

十七、任務編組單位
基於照顧住院榮患（相片13-11、相片13-12）及玉里地區其他榮民（眷）、一

般民眾實際需求，特於1989（民國78）年研究成立婦、兒、眼、耳鼻喉、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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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室的醫療作業，另配合業務需求，成立資訊、安全衛生、環境保護室等九個臨

時任務編組科室。

建置篇

相片 13-10　昔日玉里榮民醫院的教堂

相片 13-11　榮民病房

表 13-2　玉里榮民醫院病床編制 2001

一般性病房內外、婦產 

慢性結核病床

精神科急性病床 

精神科慢性病床

特殊病床

精神科康復之家床

精神科日間病房

護理之家療養床

健保局核定1778床／公務床1513

640

140

1513

（健保）

（健保）

（公務）

92

9 

60

800

37 

（健保） 

（健保）

（健保） 

（健保）

（健保）

床位種類 核定數 床位種類 核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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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玉里榮民醫院孫開平醫師提供。

據2001年資料，玉里榮民醫院有專科醫師20人，和住院醫師7人。專科醫師有

劉文健（院長）、闕清模（副院長） 、林祖善（顧問） 、邱獻章（精神科主任） 、陳

震宇（臨床心理科主任） 、鞠青華（長良分院主任） 、洪曜（藥癮科主任） 、林知遠

（社區復健科主任） 、白雅美、林朝誠、藍祚鴻、周兆平、平烈勇、謝宏杰、王瑛

杰、劉江華、王迺燕、賴奕菁、蔡冠逸、劉英杰等。住院醫師有邵靖翰、王建祥、

胡宗明、郭兆展、林祺彬、莊暘安、林文國（圖解13-13）。

第四節  玉里模式

現任院長劉文健醫師於1996年2月1日到任，有感於玉里榮民醫院立足於玉里地

區需要得到社區民眾的支持，對社區所能提供之醫療服務急待提昇，同時院內住院

二千餘位精神病患之醫療照護亦為刻不容緩之事，因而積極發展各項軟、硬體設施 

，將醫院朝精神專科醫院為主之地區綜合醫院而努力。該院連續於1997-200四個年

度輔導會年終工作績效，三次評比第一名，一次第三名，並榮獲九十年行政院為民

服務品質獎，劉院長經輔導會核定記大功乙次。

劉院長為貫徹行政院行政革新方案，推動「行政業務委託或外包民間辦理」 

，推動志工參與服務，成立「志願服務隊」 ，充分運用民間資源，提昇醫療服務品

質，獲得社區熱烈迴響３。

相片13-12　巡護隊

巡護隊夜間協助戶外榮民　1962-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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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院長是該院創立四十多年來（表13-3），首位具有精神專業醫師背景的院長 

。目前正帶領一群平均年齡不到四十歲的工作團隊，為精神病患營造一個充滿希望

及活力的空間。他們所共有的使命，是要結合現代精神醫學的研究成果，及玉里鎮

本土的資源與特色，發展一個從醫院到社區，多元且統整的復健醫療模式－玉里模

式４。

為使病人擁有更生活化的療養環境，整個玉里精神療養專區，從病房居家化

的規劃，到建立小型社區功能，均希望回歸到從「人」出發的醫療本質。有別於一

般精神療養機構讓、讓所有病人混居一室的做法，該院將病人依生病程度，區分等

級，分別給予藥物、心理諮商等一般治療；尤其是提供病人全面的「環境治療」與

「職能治療」。 

據劉院長表示，「環境治療」是從園區硬體規劃著手，讓病人置身在一個與自

然充分結合、不再是被「囚禁」在空洞、封閉的病房內，藉大自然之力，幫助病人

紓解病情。「職能治療」則是讓病人們在院方規劃的廚房、麵包、冰棒工廠及院外

的雞、豬、魚類畜養場、農地等「單位」各司其職，擔任一份真正領有薪水的「工

作」，並進一步從工作中、建立「人」的價值感和成就感５。

劉院長指出，該套結合精神、藥物、環境、職能的四合一治療，加上以送病人

「回家」為積極目標，是該院積極推動的精神療養「玉里模式」。目前院內三分之

一以上的員工，均為玉里鎮居民，在鎮民的接納下，復原狀況穩定的病友們，每週

能在院方的帶領下，到鎮上走走，看電影、逛街，部分病人甚至還能經院內轉介、

到院外私人商家工作。劉院長對此代表「玉里模式」 、回歸社區的努力已有初步成

果，引以為謝６。

4　玉里榮民醫院新聞稿（1999.6.12），發稿人：林知遠醫師。

5　【記者黃庭郁專提保導】玉里榮民醫院精神病患療養－從「人」出發（1999）

　　http://www.chinatimes.org.tw/news/1999/07/19990705_01.htm

6　同上。

建置篇

圖解 13-13　玉里榮民醫院人員現況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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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玉里榮民醫院歷任院長一覽

• 湖南沅江人，1917（民國6）年2月27日生。軍醫學

校醫訓班畢業。

• 本院院址原為老舊之國民兵訓練營區，建院之初，房

舍、設施不足，領導整建院區房舍。

• 成立長良實驗農場，隨即改為忠孝、忠義分院，創辦

精神病患職能治療於志學、海端、池上，實施農漁、

牧、手工藝品及書畫之職能訓練，奠定本院基礎。

• 陜西延安人，1916（民國5）年10月18日生。於陸軍

官校十四期步科畢業。

• 提倡一切為服務榮民患，更新醫療設施，致力於伙食

改善，積極爭取增建癱瘓及女性榮眷病房，推行清廉

政風，要求同仁自律、自愛。

• 江西貴谿人，1921（民國10）年9月13日生。於國防

醫學院專科四期畢業。

• 提倡學術研究風氣，充實圖書設施，鼓勵員工進修、

推行工作簡化、貫徹十大行政革新、美化院區等工

作。

• 山東省昌邑縣人，1930（民國19）年8月22日生，國

防醫學院畢業。

• 提倡「醫院環境公園化、環保設施標準化、醫療技術

科學化、病患管理家庭化」。

• 山東省滕縣人，國防醫學院畢業，陽明大學醫管系碩

士。

• 歷任醫師、主任、國軍北投八一八醫院院長、退輔會

第六處處長等職。

•臺灣省臺南縣人，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 歷任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師、總醫師、主治醫師；臺中

榮民總醫院精神部主任，教育部部定副教授；玉里榮

民醫院副院長等職。

• 積極發展各項軟、硬體設施，推動「行政業務委託或

外包民間辦理」，推動志工參與服務，成立「志願服

務隊」，充分運用民間資源，提昇醫療服務品質。

• 湖南長沙人，1918（民國7）年7月24日生。樂仁醫

院醫科畢業；國防醫學院軍醫訓練班二期。

• 致力提昇醫療水準的，暢通醫護人員進修管道；籌組

康護之友協會，開辦門診針灸科，設立婦幼衛生教育

及仁愛基金，濟助貧困榮民，爭取開辦玉里群體醫療

中心，擴大服務功能。

1

2

3

5

6

7

8

4

王昌麟

董朗心

吳祺然

劉忠武

劉文健

闕清模

劉文健

劉飛馳

1957.6.7 ~ 1973.11.16

1973.11.16 ~ 1976.7.31

1976.7.31 ~ 1982.2.3

1988.10.1 ~ 1996.2.1

1996.2.1 ~ 2003.10.15

2003.10.16~2005.11.30

2005.12.1~

1982.2.11 ~ 1988.10.1

任別 姓　名 任　　期 事　蹟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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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醫院之中程目標，在於加強精神科研究、與教學提昇醫院學術地位－先與陽

明大學公衛所周碧瑟教授“陽明十字軍”合作，作全面健康狀況的篩檢，期望於未

來的十年內，將玉里鎮全部居民納入健康管理。其最終願景，則是將該該院特有之

『玉里模式』，推向國際舞臺７。

7　玉里榮民醫院全球服務網http://www.vhy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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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表13-2

表13-3

相片13-1

相片13-2

相片13-3

相片13-4

相片13-5

相片13-6

相片13-7

相片13-8

相片13-9

相片13-10

相片13-11

相片13-12

圖解13-13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玉里榮民醫院。

製表/ 葉振輝    資料來源：玉里榮民醫院，2001年提供。

玉里榮民醫院網頁 http://www.vhyl.gov.tw/main.php/item/02about/action/02about_05

葉振輝，據：玉里榮民醫院。

葉振輝，據：玉里榮民醫院。

玉里榮民醫院

玉里榮民醫院，2001年提供。

圖 表 著作權與資料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