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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發現北投石一百週年，本刊特別在第24卷第3期出版專題以為紀念。紀

念的同時，都不忘提到發現者－岡本要八郎（Okamoto Yohachiro,1876-1960）先

生，稱先生是一位偉大的礦物學家、教育家。然而，卻少有人知道，先生在60歲時

，將自己死後的戒名取為「良慈院正知日華居士」。所謂「良慈」就是鐳（Radium）

的日本讀音，意在紀念發現的北投石中含有放射性元素－鐳；正知是先生的別號；

「日華」指的是日本和中華的意思，代表先生在日本、臺灣、大陸的教學與研究。

由這個戒名得知先生始終無法忘懷在這些地方從事教育、研究工作的歲月。

身為地質界的同行，又是岡本先生的校友（先生為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的前身－

國語學校的畢業生），引發我想要瞭解先生一生行誼的動機。

家世背景

先生生於1876年農曆1月13日，日本愛知縣三河國士族的家中，是當地望族－

岡本多丸翁的第八個男孩，所以取名為要八郎。小學就讀於故鄉的西尾高等國小，

中學讀的是三重縣尋常中學，畢業之後，被聘回西尾國小任教，從此展開終身教育

的生涯。先生於1899年4月應臺灣總督府召募，來臺灣唸國語學校1的師範部特別科

（1899年10月設師範部），並在畢業後，受聘擔任艋舺第一附屬公學校2教職，以來

把別人的孩子當成是自己的孩子在教導

別人就會把我的小孩當成是他自己的小孩

■ 林明聖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系副教授，專長地震地質、歷史地震；近年重

心擺在戶外教學、防災教育。人物特寫已完成：

我所知道的畢慶昌先生，地質，第22卷第1期，第75－81頁，2002。

曇花一現的地質工作者—尼古拉斯‧史丹諾，地質，第22卷第3期，第72－79頁，2002。

文◎ 林明聖

我所知道的

岡本要八郎

1. 國語學校：校址為文武廟，即現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的前身。
2. 艋舺第一附屬公學校：國語學校附屬小學，即現今艋舺祖師廟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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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第一期教育者的身分展開在臺教育的序幕，日後並且繼任滬尾（淡水）公學校校

長。1914到1928年，先生赴大陸擔任廈門旭瀛書院院長，將臺灣的教育志業延伸到

大陸，因此早期在艋舺（萬華）及廈門有許多傑出學者都受過先生的教誨。

先生在1928年從廈門回到日本，住在佐賀縣唐津；1931年搬到日本九州福岡市

荒戶村；1939年起在九州大學裡擔任理工學部的礦物學講師；1958年獲得九州大學

理學博士頭銜，1960年3月28日病歿，享年85歲。

學術成就

先生在13歲的時候，受到西尾小學飯田校長的影響，開始對礦物有興趣，在

1898年，還沒有來臺灣之前，即發表了生平的第一篇礦物學文章－「愛知縣幡豆郡

礦物誌」。來臺之後，在教學之餘，不改其從事礦物採集、研究的興趣。1908年4

月，先生到總督府礦務課擔任技術官僚，並兼管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前

身）。此時先生屢赴全島各地採集礦石，並在博物館裡創立礦物室（後來演變成地

學組），將收集的三百餘種礦物標本全數捐出展示，他所採集的標本現今還存放在

臺北館前路的國立臺灣博物館中。

在長達70年與石頭為伍的研究工作中，先生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北投石的

發現。據說當年先生在北投溪採集礦石並拍照記錄，有一次不小心把拍過照的底片

放置於北投石之上，回家之後發現底片都曝光了，這和德國科學家侖琴以及法國科

學家貝克勒爾的遭遇十分相似，於是先生將北投石送往東京帝國大學的神保小虎教

授代為化驗，確定北投石含有放射性元素－鐳。

先生對臺灣礦物界的貢獻不止於此，他在1902-1955年間發表與臺灣礦物相關

的文章就有九十幾篇，發表的刊物有地質學雜誌、臺灣礦業會報、臺灣博物學會會

報、臺灣地學記事、臺灣科學...等，發表的礦物圖鑑更不在少數。介紹過的礦物

至少就有：雪花石膏（Alabaster）、明礬石（Alunite）、方沸石（Analcime）、銳

鈦礦（Anatase）、霰石（Aragonite）、重晶石（Barite）、綠泥石（Chlorite）、辰

砂（Cinnabar）、赤銅礦（Cuprite）、白雲石（Dolomite）、硫砷銅礦

（Enargite）、綠簾石（Epidote）、脆硫銻銅礦（法馬丁礦，Famatinite）、長石

（Feldspar）、石膏（Gypsum）、北投石（Hokutolite）、角閃石（Hornblende）、白

鐵礦（Marcasite）、水綠礬（Melanterite）、自然銅（Natural copper）、自然金

（Natural gold）、雌黃（Orpiment）、輝石（Pyroxene）、水晶（Quartz crys-

tal）、雄黃（Realgar）、薔薇輝石（Rhodonite）、硫黃（Sulphur）、黃玉

（Topaz）、電氣石（Tourmaline）、鋯石（Zircon）等。他還對礦物的假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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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morph）（如武石，即為褐鐵礦取代黃鐵礦）、龜甲石（Septaria）、結核

（Nodular  Marcasite）（如鐵砲玉，又名石卵，即為白鐵礦結核）等現象提出他的

觀察心得。明治時代所謂的「四大新發現礦物」中，就有北投石及大屯硫兩種為先

生所發現、報導者。

除此之外，先生和川上瀧彌在1908年1月創立了臺灣博物學會，並發行了臺灣

博物學會誌，為自然科學提供了一個切磋與發表的園地。這個學會是繼臺灣醫學會

之後，臺灣第二個和科學相關的學會，對臺灣科學教育的貢獻十分重大。

教學態度

關於先生的教學理念與態度，可以從先生和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及臺

灣第一位眼科博士洪長庚的相處故事，略知一二。

杜博士認識先生時，原本打算失學去五金雜貨舖處學習買賣，但先生惜才如

金，不但說服杜的家人讓他繼續唸書，還把杜博士留在身邊，下課後一起回校長公

館吃飯，晚飯後再一起複習功課，晚上則睡在先生所準備的塌塌米上；這段的讀書

體驗養成讓杜博士終身離開不了書的習慣。

先生曾經半開玩笑地指著杜博士說：「這孩子如果教得好，會很好；教不好，

或許會變成土匪也說不定」，這句話可以看出他對杜博士的欣賞與對教育的重視。

杜博士進入醫學校後，每次去拜訪先生，都看到先生在屋內整理礦石或在屋外

清洗礦石，杜博士對先生專注的研究精神，以及一屋子的礦石標本，留下深刻印

象。日後，杜博士主張大學的治學風度應該秉持「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信念，

就是由先生的研究態度啟發而來的。

這段忘年的師生之情也維持長達50年之久，228事件爆發時，杜博士驚恐的東

躲西藏，這位早已返鄉的老校長，竟揮淚公開要求當時的臺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部

總司令陳儀千萬要「高抬貴手」，放杜博士一條生路，由此可見師徒情深。

洪博士則是在小學畢業時接受先生的建議，離鄉背井前往日本，展開小留學生

的求學生涯，獲得東京帝國大學眼科醫學博士學位。1929年返臺於大稻埕創設達觀

眼科醫院；洪博士受到先生的影響，一生熱愛礦物，毫不厭倦。

先生除了教學之外，也曾在總督府轄下的勤務總務局編輯科工作，參與樹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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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最高方針的計畫以及從事國民讀本的編纂，對臺灣教育著力之深，可見一斑。

先生把一生的教學經驗，融入他寫的一幅字當中：

「把別人的孩子當成是自己的孩子在教導

別人就會把我的小孩當成是他自己的小孩」

由這句話當中可以看出他一生奉行的教學理念。

治家庭訓

先生對於大自然的愛好，自然希望有朝一日兒子（岡本正豐）也能繼承衣砵，

然而岡本正豐選擇了貝殼做為自己的興趣。岡本正豐認為，在礦物的世界裡，無論

如何的鑽研，永遠都無法趕上父親。對於兒子的選擇，先生沒有向兒子說過任何一

句遺憾的話。

先生在遺訓明白的表示：「如果不具備那種才能，妻子兒女都不可以承襲先生

的榮譽」，所以岡本家遵照他的遺訓，在辦完家祭之後才發佈死亡通知。並把先生

所收集的礦石標本送給日本地質調查所，把藏書送給末野悌六先生，把先生一生的

研究公諸於世，讓先生成為大眾的智慧財產。

岡本翁頌德碑

1939年5月，日本礦物學會為表彰先生

發現北投石的事蹟，提議要建立一個紀念

碑於北投溪畔的北投公園內，因而成立了

「岡本翁頌德碑建設會」，募得款項日圓682

元，選了一塊產於日本秩父，高105公分，

寬70公分的帽子形輝長岩為碑，並請曾任

臺北州知事的高田富藏先生書寫碑文。

碑文刻好後先送到北投天狗庵（先生

在北投調查時的固定住處）暫存；但因第

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並沒有把石碑立起來；隨著日本人的撒離，石碑的消息就消

失了。1960年代，徐坤泉先生在北投散步時，在天狗庵的廚房地板上發現到這塊石

碑，將它立在自己所經營的文士閣夜花園的庭院中。後經由杜聰明博士的居間協

調，徐先生將這塊石碑轉交由洪長庚博士暫時保管。於是，這塊石碑被搬到大稻埕

圓環的達觀眼科醫院宅邸內，置於通往車庫的庭院上。達觀眼科在1963年改建時，

溫泉博物館內介紹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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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投山上的善光寺商量，在當

年3月29日將「岡本翁頌德碑」

正式除幕。此碑經過多次輾轉流

離之後，終於安置於這處可以俯

瞰北投風光的佛寺，成為訴說這

段歷史的最好

見證。

生活環境博物園譯（1999）北投石碑日後譚。生活環境博物園雜誌，第2期。

杜聰明原著（1955）生活環境博物園譯（1999），北投石的發現者－介紹岡本要八郎老師。生活

環境博物園雜誌，第2期。

洪德俊（1997）一代礦石學者「北投石」的發現者－樂學第一、研究至上的岡本要八郎。北投

社雜誌，第6期。

洪德仁（1996）岡本翁頌德碑。北投社雜誌，第1期。

楊玉齡（2002）一代醫人杜聰明。天下文化，共394頁。

楊玉齡、羅時成（1996）臺灣蛇毒傳奇。天下文化，共404頁。

●

●

●

●

●

●

延伸閱讀

岡本翁頌德碑的譯文

正面：岡本翁頌德碑、高田富莊書。

背面：岡本要八郎先生，明治9年（1876

年）出生於愛知縣。自年輕時，孜孜研究礦

物。明治38年（1905年），在此地發現世界有

名的北投石。日本的礦物學能與先進國家相互

輝映，蓋有如此熱心的研究者矣。吾人應該感

謝岡本先生的成就。

附記：北投石含鉛與鋇元素，帶有1,075馬赫

的放射能，為日本特產的礦石，僅出產於此地和秋

田縣澀黑溫泉。工學博士若林野一郎撰，日本紀元

二千六百年（西元1940年），秩父，石匠石興刻。

善光寺遠眺臺北盆地。●

「岡本翁頌德碑」的背面敘述岡本先生發現北投石的成就。●

「岡本翁頌德碑」的正面清楚的刻著

「岡本翁頌德碑、高田富莊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