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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治時期北斗地區移民村的設置 

第一節：日治時期日本於臺灣設置移民村之源由 

西元 1869 年日本明治維新底定後，受到西方自由主義殖民思想

影響，從人口繁衍、國防警備或產業調整等問題考量上，日本政府與

大部分學者達成「大和民族海外發展」的共識。19 世紀末，日本國

內死亡率降到 20‰以下，出生率成長到 30‰以上，而人口更從明治

維新前的 3,000 萬至 3,500 萬左右，迅速爬昇到 4,400 萬(西元 1900

年)。因此，日本本地人口過剩、耕地與糧食不足問題更成為迫切解

決的棘手問題。對於這方面，日本明治政府除了鼓勵日人遠渡至如南

美等新興國家成為日僑外，有計劃且以武力做後盾的大批人口移民，

成為日本政府認為解決人口過剩問題的最有效方法。 

西元 1895 年日清簽訂馬關條約，面積三萬多平方公里的臺灣成

為日本新領土，至此，移民臺灣成為日本移民海外事業的實驗場地與

解決人口問題的重要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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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96 年 5 月，日軍入台北城的想像圖，日本認為取得臺灣後，新領土成為

解決人口問題的曙光。（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網站） 
 

第二節：日治時期移民村之種類及介紹 

(一)臺灣日治時期移民村之種類 

臺灣日治時期日本移民村依照移民性質分類，約可分為私營移民

與官營移民，移植日本農村建立移民村，以做為臺灣農村的示範。而

兩類型移民都是臺灣總督府為了殖民地統治，調整日本過剩人口、國

防、民族同化等方面的考慮，最主要目的莫過於解決日本島上人口過

剩問題，而擬定日本農民移植政策。如西元 1899 年由賀田組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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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臺灣東部的花蓮平原移民村，為臺灣首座的日人移民村，不過，

並沒有造成明顯的日式聚落。 

西元 1909 年至 1918 年，臺灣總督府開始積極介入移民措施。由

於臺灣西部沿海耕植密度高，所以臺灣東部為主要目標的移民計劃，

共引進了約 1,700 餘人，只建立了幾個移民村，成效不大而失敗。之

後，東部平原的移民再轉為私營，並轉以台東為主。到了西元 1932

年，臺灣總督府再於臺灣西部的濁水溪、虎尾溪、高屏溪等河床大量

設置官營移民村；而臺灣西部治水工程的陸續完工，使未墾土地大

增，提供了移民墾殖空間。此大規模的移民村計劃直至太平洋戰爭轉

熾（西元 1942 年）才宣告緩和；至西元 1945 年 10 月，臺灣日治時

期正式結束，總移民人數達數萬人的全部日本移民村，隨即撤離落幕。 

因為水土不服、衛生條件太差、耕種作物選擇、移民無法取得所

有權等因素，移民村設置並不成功。實際的農村轉移人口，比遷往於

各大都會的日籍移民人數有著懸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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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日本移民雖位於臺灣，但完全保持大和民族傳統（資料來源：北斗古文書

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二)位於西部河床地區之移民村 

西元 1932 年，於臺灣東部移民計劃受挫的臺灣總督府，在經濟

大蕭條時期再度嘗試以紓解日本本島壓力為考量，移民村設置計畫經

過衡量後，移民事業委員會於捨棄了原本的花蓮移民計畫，轉向臺灣

西部平原，而他們選定的目標則是（1）台中州包含東螺溪畔的濁水

溪河床，如位於北斗郡的豐里移民村；（2）高雄州下淡水溪（今高

屏溪）河川新生地，如位於高雄州屏東郡的千歲移民村；（3）及臺

南州虎尾新生地平原，如春日移民村。這些俗稱溪底的河川浮覆地成

為除了紓解人口壓力外，亦有皇民化與國防等考量的官營移民村設置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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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村設置上，臺灣總督府移民村除了在移民遷入內，以公費

先行整地成方塊狀耕地、重建水玔、構築堤防外，還設置了屋舍、道

路與飲水設施。而每戶約有 3.87 公頃至 4.85 公頃。而預計種植作物，

除了糖廠所需的甘蔗外，也允許自給自足的稻米耕作。而此政策，也

完全符合日本內地市場為考量；糖金米銀的臺灣邊陲經濟特色。除

此，臺灣總督府全力配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加入參與的半官半私之

移民村設置模式，也為日後設置於中國及滿州等各地日本移民村的圭

臬與樣板。 

 
圖 3：臺灣西部的日本移民村均位於河床（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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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於北斗地區移民村之介紹 

1.追溯北斗鎮土地發展之源由 

北斗鎮由於位濁水溪沖積平原上，以自然方面來說，其地形最受

濁水溪水擺幅的影響，最明顯的就是濁水溪河道的變遷。由文獻資料

得知，自清代以來濁水溪下游的主流有由南向北移動的趨勢，從康熙

至光緒年間以舊虎尾溪及西螺為主流，河川易淤高而經常擺動，直至

光緒 24 年才改為西螺溪及麥嶼厝溪（亦有稱東螺溪、北斗溪，今稱

舊濁水溪）為主流，主因為濁水溪支流清水溪上游草嶺潭崩潰，洪水

氾濫，主流遂向北移，此後由於人工築堤，壓束水流，使濁水溪不再

漫流於沖積扇上，而以西螺溪為主流。 

在濁水溪的主流中，以麥嶼厝溪（舊濁水溪—其每個時期的稱呼

亦不同，主要名稱有東螺溪、麥嶼厝溪、舊濁水溪、北斗溪等）。今

日的北斗即位於網流間的河中洲而發展起來，與北斗的關係最密切，

為北岸之田尾及南岸之溪洲三鄉鎮，而成一線排列鄉鎮聚落。麥嶼厝

溪曾二次為濁水溪下游主流，並有兩次潰決的紀錄，而北斗的發展即

隨舊濁水溪流路的變遷而變化，乃至房屋、財產、人員的損失等，無

不隨河道的變遷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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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濁水溪浮覆地與移民村聚落的產生 

濁水溪大量砂石流至中下游造成淤積，也形成廣大沖積扇，又因

含沙量為全省之冠，不但使自然河道時有變遷，人工開鑿的排水系統

也常淤積，造成排水不良而發生水災。 

日治期間，臺灣總督府經濟政策中最重要的便是發展臺灣的農

業，因此工作之一便是大規模興修水利灌溉工程；大正 7 年開始進行

濁水溪護岸堤防工事。堤防修築之後，東螺溪成為今溪州鄉、北斗鎮、

埤頭鄉、溪湖鎮、二林鎮、芳苑鄉、福興鄉的排水渠道，又稱「麥嶼

厝溪」。 

濁水溪堤防築起，溪底於是浮現，過去時而細水流動、時而巨洪

山水的景象不再。濁水溪沿岸浮覆地，因為是附近農民協力築成堤防

後造成浮覆的土地，和農民淵源很深，所以從大正 12 年起，官方就

贌耕給農民。這些俗稱「溪底」的浮覆地，土層很淺，石頭纍纍，土

質相當貧瘠；有句「北斗溪底十三甲」，意即土地很多，但都是沒有

價值的不毛之地。到了昭和 5 年，當地農民忽然被政府驅離，因為日

本當局已制訂濁水溪新生地的移民計畫。 

3.建設在北斗地區的移民村 

西元 1932 至 1942 年之間，臺灣總督府為了殖民地的統治，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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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過剩人口及國防、民族同化等方面的考慮，在濁水溪浮覆地（俗

稱溪底），規劃了豐里、鹿島、香取、八洲、利國村、秋津村等六個

官營移民村，移植日本農民到臺灣。臺灣中部的日本官營移民村都在

台中州北斗郡，其中豐里村的大橋、川上、七星聚落屬北斗境內，分

別在北勢寮和西北斗。 

 

表 1：日治時期彰化縣移民村 

村名 組別 說明 

豐里村 七星組  緣於過去當地是日本人的移民村，七

星緣於當地位居七星圳旁，而組是當

時日人移墾的一個聚落單位。  

現今七星里第 14 鄰，神農路一帶。  

 
圳寮組  由於早期這些地區多為河床地，不容

易種植，故有「北斗溪底十三甲」一

俗語產生。意思是指北斗溪河床多為

卵石所構成的土地，縱使有十三甲之

多的土地也沒什麼價值。  

現今七星里第 12 鄰，陶朱路一帶。  

 
大橋組  緣於過去當地是日本人的移民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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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底 )  橋 緣 於 當 地 位 居 跨 舊 濁 水 溪 水 圳 的

橋樑附近而得名，而組是當時日人移

墾的一個聚落單位。  

現今西德里 12 至 14 鄰，舜耕路一帶。

 
舊眉組 現今溪洲鄉舊眉村移民路。 

 
一號 現今田尾鄉睦宜村裕民路，力行巷。 

 
二號 現今田尾鄉饒平村建平路。 

香取村 三號 緣於過去當地是日本人編號第 3 號的

移民村。當時在北斗、溪州、田尾、

埤頭共有 11 個日本移民聚落，編號

從 1 到 11。  

現 今 中寮里第 11 鄰，裕後路與田尾鄉交界

一帶。 

 
四號 過去當地是日本人編號第 4 號的移民

村。  

現今中寮里第 1 2 鄰 光 前 路 一 帶 。  

 
五號 現今埤頭鄉和豐村新生路。 

 
六號 現今埤頭鄉和豐村六號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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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號 現今埤頭鄉和豐村七號巷。 

鹿島村 八號 現今田尾鄉海豐村新生路。 

 
九號 現今田尾鄉海豐村和平巷。 

 
十號 現今埤頭鄉興農村十號路。 

 
十一號 現今埤頭鄉豐崙村光復路。 

利國村 十二號 現今二林鎮西庄里西庄巷。 

秋津村 新生村 現今芳苑鄉新復路，草崙路。 

 
文津村 現今芳苑鄉芳草路。 

八洲村 漢寶村 現今芳苑鄉復興路，漢溪路。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4.移民村的規劃 

移民村每戶分配面積由 4 甲到 5 甲半不等，宅地通常占 1 分 5 厘，

呈方形塊狀。每兩戶成一單位，左、右前後各有 6 米寬的道路。村內

的排水道、飲水設施都在移民搬入前就完成，有如今日規劃完善的重

劃區。移民的耕地亦呈方塊狀，整齊的水圳縱橫其間，宅地的小方塊

外圍就是耕地的大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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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移民村部落配置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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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大部分移民村都在砂地上，一棟棟房舍如火柴盒，四周光禿

禿連一棵樹都沒有，許多移民看到自己未來就要住在這種不毛之地，

難掩失望之情。而且讓他們最不能習慣的，就是臺灣潮濕炎熱的天

氣；砂地上的房子在太陽照射下，暑氣逼人，加上移民村的飲水設施

一開始很差，罹患痢疾的不在少數；一走出移民村言語不通，有如啞

巴，學校裡使用標準語，對許多日本南部地方的移民有如鴨子聽雷。

這一切的不適應，都讓他們格外想念故鄉的海洋和青山。 

由於濁水溪流域其他各移民村都屬河川浮覆地，土質為砂土和壤

質砂土，由於土質不理想，石礫多土層又薄，移民開墾時，必須移入

壤土改善地力，並挑出石頭，開墾之初相當辛苦。雖然先前已有臺灣

人在此有相當時日的開墾，荒蕪情形稍有改善；但本地所開鑿移民水

圳因為設施不良，依然缺乏灌溉水源。初期全為旱作雜作，移民種植

甘藷、甘蔗因乾旱缺水枯死，或花生不易發芽育成；後期始有水稻、

甘蔗的種植，該地種植作物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移民終於得到預期成

果，嚐到收穫的滿足和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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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移民村日常耕種情形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但是大部分移民來台之前，已將財產變賣，少部分父、母仍在家

鄉看管家園，年輕夫婦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使子女受到良好教育，

毅然變賣家鄉田產，移民臺灣，心中已有埋骨臺灣的決心，頗有永不

回頭的決心，所以很快就投入這方新天地。在移民村的生活可說相當

單調，一年之中最盛大的日子，莫過於參加神社祭典的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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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及圖 7：移民參加神社祭典活動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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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日治時期之移民社會與生活之介紹 

(一) 移民村的社會結構 

日本移民村的社會結構相當單純，移民家戶為農村社會的基本單

位，這些移民都是自耕農，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耕作。初期的移民村

沒有懸殊的貧富差距，沒有地主與佃農的差別，移民在相同的客觀條

件下從事農作。這個日本政府精心規劃出來的農村，其社會不能以傳

統的士紳─地主─佃農模式來分析，移民村尚無內生權力結構，只有

來自政府的指導與支配者。 

理論上移民應以自家勞動力從事農務，事實上每戶移民的勞動力

都嚴重不足，因此雇用短工或長工是常見的現象。農忙時期來自附近

本島人村落，為數不少的短工進入移民村。這些短工按日計酬，朝來

夕歸，偶爾也與移民交換生活物資。長工則寄居雇主家中，在屋後搭

建簡陋的工寮棲身。長工受雇於移民，家無恆產，民族不同；在純日

本人的移民村中，身分低微。日本內地人對待被統治的臺灣人，多少

會流露出殖民者的優越感。長工並不被認同為移民村的一份子，充其

量只是個邊緣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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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移民村的社群組織 

移民村是總督府規劃的人造村落，移民在官方分配下共居一村，

彼此無親戚關係，鄉貫不同，唯一的共同理想是達成政府賦予的神聖

使命─同化臺灣人，建立日本式的模範村，作為開拓國土的先驅。事

實上，在移民無法維持溫飽，生計仍然困難時，這種形而上的使命未

免是個陳義過高的口號，移民需要的是實際上能幫助他們脫離生活困

境及溝通情感的助力。 

移民村內生的社群組織的空間範圍，侷限於一村甚至一聚落。這

樣，社群組織的多寡以及功能的強弱，一定程度反映了移民村的內向

性及閉塞性。基本上移民村便是一個封閉性的社會；總督府規劃的移

民村提供了各種公共設施，在正常狀況下，移民甚至可在這個侷限的

村莊內養生送死。即使村民在經濟上仍免不了和外界接觸，但是移民

村的農業經營以自給自足為目的，商品化程度並不高。最重要的經濟

作物甘蔗、菸草，前者供應製糖會社，後者供應專賣局，兩者無法藉

著經濟力量將移民村帶入開放性的市場與社會。在臺灣的環境中，移

民村的農村社會就顯得相當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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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北斗保正共同事務所落成紀念 
（資料來源：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圖 9：北斗至誠奉公隊結成式紀念 
（資料來源：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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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移民村的日常生活 

移民日常生活簡樸勤奮，繁重的農作占去大部分的時間，移民初

期開墾工作十分艱辛。每天早上五點升過旗，工作到十二點，中午在

搭棚的牛車上睡個午覺，兩點又繼續工作到六點，每天約勞動十到十

一個小時。 

遠離故土的移民，在臺灣的生活連年節喜慶的味道都淡化了；重

要祭典伴隨的各種活動，則是移民最嚮往的。中部移民村每年一次由

移民指導員主辦，在學校路天操場舉辦遊藝會，村民自備食物前來參

加，並表演故鄉民俗戲劇或笑劇，渡過一天歡樂的時光。另外學校的

秋季運動會也是一大盛事，許多移民駕牛車來觀看，移民以牛車為

座，一邊看運動會，一邊喝酒。對於沒有什麼文化、娛樂生活的移民，

參加學校活動已經是難得的調劑。這個小小社群，偶有的漣漪就是

生、老、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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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及圖 11：告別式場（資料來源：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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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街上之告別式 
（資料來源：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四) 移民村的宗教信仰 

日本移民的信仰以佛教占絕大部分，其中又以信仰真宗的比例最

高。但移民村沒有一村一神社，也沒有佈教所，因為比較接近市街，

移民可到附近街庄的神社參拜，除了神社的祭典，移民村的宗教活動

並不多，移民在家中供奉天照大神，不拜神像。 

 

圖 13：神社參拜（資料來源：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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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學童到神社參拜（資料來源：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圖 15： 北斗公學校到員林神社參拜 

（資料來源：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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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移民村的教育情形 

移民的教育機構，廣義來講有小學校、托兒所、青年團、農事傳

習所、拓士道場等 5 種。前四種通常以移民小學校為中心，拓士道場

通常位於移民村附近。移民村家庭各年齡層的成員，都可以在移民村

得到教育的機會。 

小學教育是移民最重要的教育機構，除了接近市街的移民村，其

他都有為移民專設的小學校。儘管移民小學的位置大都較偏僻，移民

的家境也不如日本公職人員、但是十分重視教育，甚至為了孩子的教

育問題而移民臺灣。臺灣剛光復時，大部分日籍老師先遣送回國，由

台籍老師接任。台、日籍老師不相往來，但學生對兩者一樣禮貌。 

臺灣總督府對移民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視，一來在加強移民第二代

的永住臺灣決心，並堅守農業的崗位，二來惟恐住台日久被臺灣化，

因此移民村建設完成，學校隨之成立，原則上一村一校。從移住之初，

移民男女學童就學率便幾近 100%，本島人就學率則落後許多。 

除了提供移民子弟就讀的小學校以外，成年移民也有接受社會教

育的機會。移民村每村都有農事傳習所(附屬於移民指導所)，以村中

的共同耕地，由農事指導者(移民指導員)指導施予農事教育，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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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業經營所需的知識與技術。移民在農事傳習所的學習態度、成

績，與將來的農作經營成功與否息息相關，成績太差者取消移民資格。 

但移民子弟進入拓士道場的意願不高，移民第二代並沒有繼續務

農的義務，他們對父母在異鄉開墾的辛酸苦辣瞭解深刻，因此除了少

部分就讀農校以外，選擇商、工等職業學校的比例反而較高。 

日本移民當初決定來台，許多人受到親戚朋友的反對，但是為了

改善自己的生活，使子女受到良好教育，毅然變賣家鄉田產，來台開

闢新天地，頗有永不回頭的決心。子女只要小學畢業，大部分都繼續

升學，但是辛勞農務工作與微薄的收入，不能吸引移民第二代留在移

民村，他們的觀念已和父母不同。 

 

圖 15：公學校學童合影留念 
（資料來源：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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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北斗婦人會交禮會合影留念 
（資料來源：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圖 17：北斗小學校同學會合影留念 
（資料來源：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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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學童修學旅行合影留念 
（資料來源：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六) 移民村的婚姻關係 

在婚姻關係上，日本移民結婚對象通常來自不同的移民村，或移

民村之外的日本人。日本移民帶有大和民族的自傲，對本島人存有殖

民者的優越感，而本島人對這批來自異國的貧農也心懷輕視，初期兩

者之間存有嚴重的歧見與衝突，婚姻關係不易建立。儘管日本移民和

臺灣人互有摩擦，但是在生活上又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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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及圖 20 及圖 21：結婚典禮合影留念 
（資料來源：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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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日治時期之民族摩擦及融合 

（ㄧ）移民村之移民與臺灣人之間的民族摩擦 

日本移民和臺灣人之間的民族摩擦，最初起因於「土地」因素，

而非人的因素；兩者尚未接觸之前，就因土地問題而對這批即將移入

的日本農民存有敵意。 

日本移民村建設的主旨，便是成立一個示範農村，不與臺灣人混

居。所以移民村內代表著典型的日本文化和民族，自成一個封閉區

域；和村外的本土文化、臺灣人隔閡對立。初期一些日本移民的高姿

態和移民指導員的過分保護，使臺灣人、日本人常有衝突。 

 

（二）移民村之移民與臺灣人之間的民族融合 

勞動力嚴重不足為移民村農業經營的一大問題。移民分配所得的

土地達四、五甲，平均勞動力卻不超過五人，於是雇傭的情形不可避

免。臺灣雇農對本土作物的栽種知識，遠優於移民，移民雖然有指導

員和農事教育，但是實際耕種上的問題，反要就教於臺灣農民。初期

移民種植的甘藷、甘蔗因乾旱缺水枯死，或花生不易發芽育成，在雇

農的指點後，終於得到預期成果。收穫的滿足和喜悅，患難中的相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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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使異民族的感情，逐漸建立在農事的經營上。而且隨著日本人逐

漸學會台語，雙方距離更拉近了，有時臺灣人和移民也會進行物資交

換，遇到年節喜慶，佃農往往請移民到家中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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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及圖 23 及圖 24 及圖 25：村民下田實景 

（資料來源：北斗古文書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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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日治時期北斗地區神社的設置 

第一節：日治時期日本於臺灣設置神社之源由 

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臺灣成為日本南進基地，為了鞏固這個戰略

基地，日本制定了臺灣人民「皇民化」的方針，希望把日本國民精神，

滲透到臺灣人民生活的每一細節，以確實達到「內台一如」的境地。 

西元 1938 年 10 月 06 日北斗神社設立，北斗郡八街庄民眾，在

重要節日都要到北斗神社參拜，在「皇民化運動」時期，神社不但是

信仰中心，也是皇民精神的象徵。「皇民化運動」下的北斗，私塾、

漢學堂被迫關閉，積極進行日語教育。 

北斗神社是北斗郡內街庄所共有（北斗、二林、田尾、埤頭、溪

洲、竹塘、大城、沙山(今芳苑))，祭祀的神祇有明治天皇、大國魂命、

大己貴命、少彥名命及能久親王。神社在臺灣光復後不久便拆除，目

前僅留一對石獅置於奠安宮的門外樓梯邊。 

隨著戰爭情勢升高，「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西元 1940

年，推行「改姓名運動」，改為日本姓氏者，戰時配給加多。西元

1941 年，「皇民奉公會」成立，大力推行所謂「皇民奉公運動」，

強迫民眾參加「奉仕作業」（戰時勞動服役），實行戰時經濟統制，

配給食米；社會上則積極動員各種組織、團體，以應付戰時各種狀況。 

從西元 1942 年起，日本開始在臺灣實行海陸軍志願兵制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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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944 年，更進一步推行「徵兵制度」，不少北斗青年被送到中國

本土和東南亞戰場。當戰爭情勢急轉直下，臺灣直接受到戰爭威脅，

美軍不時轟炸，並封鎖臺灣。北斗街因為沒有製糖會社或重要工業，

因而躲過密集的轟炸，在美、日交戰期間沒有太嚴重的損害。 

北斗神社土地由當時北斗郡（後來所稱北斗區八鄉鎮）出資購

買，至今產權屬北斗區八鄉所有。於民國 31 年時成立女子家政學校，

民國 34 年更與日本小學校合併成立「台中州立北斗中學」。 

 

第二節：北斗神社至今的變化 

戰後北斗神社馬上遭到拆除。於西元 1968 年因臺灣經濟起飛，

為了培養更多的工商人才，因此成立了臺灣省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

業學校(簡稱國立北斗家商)，選定了北斗神社遺址這塊公有地興建。 

 

第三節：北斗神社登記簿相關資料 

(一)日據時期登記為北斗神社之登記簿(北斗鎮北勢寮段 112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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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日據時期所製之地籍原圖（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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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日據時期堡圖（資料來源：參閱臺灣新舊地圖比對--臺灣堡圖(1898-1904)：

中央研究院 GIS 團隊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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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現今的地籍圖（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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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臺帳（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說明：土地台帳為日本政府徵收地租（賦稅）之冊籍，為地稅管理機關所保管，

當時土地所有權人得繳納手續費請求發給土地台帳謄本，以作為查對地租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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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日據時期北勢寮 107 地號登記簿標示部（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說明：百七番即為 107 號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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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日據時期北勢寮 107 地號登記簿所有權部（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說明：1.甲區：所有權部。 
      2.業主權：現在的所有權人，可看出移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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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日據時期北勢寮 107 地號登記簿他項權利部（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說明：1.胎權、抵當權：即現在抵押權。 
      2.乙區：他項權利部。 
 



 

 41

 
圖 31-1：日據時期北勢寮 107 地號登記簿所有權部（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說明：昭和十四年(民國 28 年)贈與給北斗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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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光復初期總登記依此申報書之資料辦理土地總登記（資料來源：本所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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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光復初期土地總登記簿（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說明：民國 52 年 3 月 30 日彰化縣政府令彰府地籍字 21596 號辦理囑託登記給北

斗鎮公所、田尾鄉公所、溪州鄉公所、埤頭鄉公所、二林鎮公所、竹塘鄉

公所、芳苑鄉公所、大城鄉公所 8 個鄉公所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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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北勢寮段 107 地號重造登記簿—標示部（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說明：光復初期北勢寮 107 地號 (與北勢寮 107-6、107-7、107-8、114、115-1、

115-5、116、116-1、116-2、116-3、117、117-1、117-6、117-7、117-8、
117-9、118-1、119、119-1、119-2、119-3、120、120-4、120-5、120-6 合

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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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北勢寮段 107 地號重造登記簿—所有權部-1（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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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北勢寮段 107 地號重造登記簿—所有權部-2（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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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重測後為新政段 23 號登記簿—標示部-（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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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重測後為新政段 23 號登記簿—所有權部-1（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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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重測後為新政段 23 號登記簿—所有權部-2（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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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重測後為新政段 23 號登記簿—所有權部-3（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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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重測後為新政段 23 號登記簿—所有權部-4（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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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重測後為新政段 23 號登記簿—所有權部-5（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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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北斗家商配合校務發展，申請撥用新政 21 地號等兩筆為北斗鎮等八鄉鎮有土

地請北斗地政辦理北斗家商管理機關變更案（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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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函請縣府核示是否可同意撥用案（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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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函請北斗家商提出撥用同意書副知（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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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函請提供北家撥用同意書影本（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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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北斗家商函請撥用之訴願（共 7 頁，資料來源：本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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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北斗神社的銅馬 
說明：現已不知去向，銅馬腹部的圖樣為北斗神社的徽記（資料來源：柯鴻基） 
 

 

 



 

 60

第三章： 日本戰敗後移民村的後續及結語 

第一節：日本戰敗返國並結束在台之移民村 

在軍國主義思想的灌輸下，這些農業移民認為日本絕不會敗戰，

但是這個信念，卻因戰爭的結果而粉碎。當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有

如晴天霹靂，失去殖民政府保護的移民，開始嘗到戰敗國的滋味。日

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臺灣同胞歡欣鼓舞。堅信太陽旗永不降下，日

本絕不戰敗，準備在臺灣安身立命的日本移民，沒想到煎熬多年卻逢

此逆境。 

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統治的臺灣於翌年 3 月（西元 1946 年）開

始陸續遣回日本移民村人民。西元 1950 年之前，人數約在數萬人之

譜的移民村日籍在台居民，均全數返日。另外，根據西元 1946 年 4

月 22 日公布的《臺灣省土地處理規則及接收日人房地產處理實施辦

法》，則將移民村所墾土地統統經由臺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

處理，大部分歸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有。而這些土地亦是稍後三七

五減租、公地放領一連串臺灣土地改革的要角之一。 

移民村日本移民被遣送回國時，必須填寫移交清冊、遣送日僑回

國證明書、引揚證明書等相關文件，並對攜帶物資有嚴格限定。例如

現金不超過一千圓，夏冬季衣服一套，棉被一床，以及其他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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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不走的衣物大多贈與雇工、佃農或舊識。移民乘坐小火車輾轉到基

隆港搭船離去，沒有任何移民留在臺灣。曾經雄心萬丈滿懷壯志，以

殖民者身份來到殖民地開疆拓土的移民，如今多年辛勞結果付之水

流，落得以戰敗國的境況黯然回鄉，但是那一段在臺灣移民開拓的歲

月，成為他們生命中最深刻的回憶。 

 

 
圖 38：引揚證明書（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網站） 
說明：本統治時期曾在北斗規劃日本移民村，本項文件由日本移民提供，包括牠

們被遣送回國的相關文書，包括移交清冊、遣送日僑回國證明書、引揚證

明書、土地證明書、私人財產清冊等，這些都是日本移民歸國前的重要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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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遣送證明書（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網站） 
 

第二節：後續及結語 

 (一)光復後由臺灣人進入這些移民村進行開發 

西元 1945 年臺灣光復，條約規定遣送所有日僑回日本，所以這

些移民村的日本移民也將被遣回。而當年被驅逐而暫住在附近的臺灣

人便希望回到這塊土地，還有一些其他也住在附近的人，甚至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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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住在北斗街上的人，總之日本移民要回國，附近臺灣人於是向進佔

移民村的土地。 

後來聚居在移民村的居民來源很多，進入這塊土地的時間也不一

致。有來自臺灣各地的人（外縣市的主要為北部人），如：大溪、桃

園、中壢、苗栗、新竹、舊眉、圳寮、北斗街…。光復時即由溪州鄉

舊眉、圳寮一帶進入本地的人（包括舊眉、圳寮原本的居民），佔本

地居民的大多數（約佔 1/3），並多半居住在原來日本人的規劃住宅

中。另外還有一些較晚近才遷入的居民，主要分佈在當年移民村規畫

的農地上，不是沿著道路修築的日本房子，此差異點對本地居民的影

響很大，牽涉到後來政府與居民的有關公有土地之土地糾紛。 

這些光復後遷入的臺灣居民早期的農業生活也是很辛苦的。雖然

之前有日本移民與更早來開墾的臺灣人，但是時間都不長，所以因此

光復後進入的臺灣人面對的是依然很原始的土地；雖然已有水圳、有

水稻田，但是事實上水利設施不良，初期仍然以旱作、雜作為主，而

且雖然沖積土肥沃，但是屬於砂質地，不利種植，直到後來水利灌溉

設施逐漸改善，如以鑽井為本地後期主要取水來源，田地裡的石礫也

整理得差不多，而且相繼有一些居民從他處帶來較優質的土壤，逐步

地改善後，近來的土壤才變得較優良，但是仍有砂質土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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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於日治時期建置移民村之看法 

臺灣總督府為了獎勵日人移民臺灣移民事業推動，於政策設計上

近乎是腸枯思竭。然而，西元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落敗，臺灣日治

時期結束後，由於日本是在敗戰型態下放棄臺灣，因此移民事業的成

果如何，至今欠缺日本具體檢討報告。不過由各項數據知道，因為水

土不服、衛生條件太差、耕種作物選擇、移民無法取得所有權，形同

糖廠佃工等因素，移民村設置並不成功。除此，以西元 1945 年遣送

回日本的五十萬人口計算對照臺灣廿個移民村，每個移民村至多

1,700 人計，實際的移民村人口，遠少遷往於各大都會或自主移民的

日籍人士。 

比照滿洲地區及華北地區的日本移民，臺灣設置的日本移民村對

日本國內人口問題的解決，其影響力可說相當薄弱。不過就殖民地永

續經營的範疇上，卻意義重大。移民村的經營本身，有其永住臺灣，

把臺灣當成根基、日本人與臺灣融合共存，同化臺灣人為目的。除此，

移民村的經驗更可作為日本民族大舉移民中國東北、華北，甚至南洋

熱帶地區發展的參考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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