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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進入瞭解日治時期台北帝國大學哲學科的史料之前，可以預先猜想一下：那時候他們的「哲

學科」都學些什麼？和現在台灣的「哲學系」又怎樣的差別呢？「走過從前，懷想現在」或許是和

這些史料接觸時最深刻的體會吧！ 

無論在《台北帝國大學一覽》或是《學內通報》的資料順序，哲學科都是在整個文政學部的

首位，這也許意味著「哲學」在西方大學的傳統中，佔有「首位」般的地位，而日本繼承西方學術

傳統，仍不可避免地將「哲學」置於重要的位置。不過若仔細考察其中實際運行的情況，則可能有

不同的看法，因為從哲學科包含的科目與學生人數的比例來看，它的重要性就不如前述重要。準確

地說，哲學科包含了五個專攻科目：即東洋哲學、西洋哲學、倫理學、心理學、教育學；但是它的

學生卻少得可憐。 

二、學生 

哲學科作為臺北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的一個科，算起來是很特殊的。其中，最大的特色可以說

是學生少得可憐。除了昭和17年10月和昭和18年10月兩次大規模招生 ( 分別招進十五人和六人 ) 

之外，每年招生名額不超過三人，更甚者在昭和8年與10年都沒有任何一位學生入學，而昭和9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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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收一名學生 (為新田淳 ) ，但後來他又轉入文學科，使得昭和10年到12年間哲學科的學生維持

在一、二位之間。總體而言，從昭和3年到昭和18年之間，哲學科一共招收三十九位學生。（參見

附表四：入學生及其變動） 

另一個特色是哲學科有很細的分工，即有五個講座，分別是東洋哲學、哲學與哲學史、東洋

倫理學與西洋倫理學、心理學以及教育學與教育史等。就從專攻來看也如上述所分有五個專攻。從

昭和6年到18年的卒業生共有十二位，也就是從其專攻來看，專攻西洋哲學有四位，專攻教育學有

三位，專攻心理學有三位，而專攻西洋倫理學和東洋哲學則分別只有一位。（參見附表四。特別是

「學生動態」部份）幾乎可以說教師比學生還多。 

三、必修科目與單位、講義題目 

在「前言」時，我曾自問：當時哲學科的學生學些什麼？關於這個問題在「帝大一覽」的「必

修科目與單位」，以及《學內通報》的「講議題目」都可以提供我們答案。 

就「必修科目與單位」來看，在昭和3年到5年是一套辦法，昭和6年以後則有另一套辦法。

（參見附表一）其中最大的差別是昭和6年以後，把所謂的「共同必修科目」獨立出來。這是五個

專攻科目的共同必修。他們的共同必修是東洋哲學史概說、哲學概論、倫理學概論、心理學概論、

教育學概論。由此或許可以看出當初的設計，是意圖：雖然分成五個專攻領域，但並不想讓學生太

早太專攻，而設立哲學的共同基礎。這種「共同必修」的制度，在文政學部的其他學科是看不到的。

不過，讓人疑問的是：哲學科的學生那麼少，先分成五個專攻，再設立「共同必修」，是否真有其

必要？實際執行的情況又是如何？ 

再就「單位」而言，在昭和3年到5年間，五個專攻領域都必須修習十六個或十八個單位（教

育學專攻者修十六個單位數，其餘專攻者修十八個單位數），其中因不同的專攻而又不同的選修科

目，大致保有五個到七個單位數的選修科目。昭和六年以後，除了「共同必修科目」有五個單位之

外，另有「專攻必修科目」十五個單位數，共計二十個單位數。其中含有五到八個單位數。（又關

詳細的內容請詳見附表一） 

另一個線索是《學內通報》的「講議題目」。從「講議題目」可以更清楚看到當時他們讀的

是什麼「書」。其中屬於「概論」性質的課，佔大多數。如：東洋哲學史概說、哲學概論、倫理學

概論、心理學概論、教育學概論等課。這些課基本上是不會隨時間的變遷而變動的。不過，對於「特

殊講義」、「讀講」、「講習」的課所開出來的「書目」，就具有很大的特殊色彩。如：「東洋哲

學講讀及演習」上過的課有：四書「大學、中庸」、論語注疏（後期）、十三經注疏、朱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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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記注疏等等。其他的「特殊講義」、「講讀」的課大多也是用「原典」書籍上課。包括亞里斯多

得、笛卡爾、康德、黑格爾等人的原典著作（詳細的「講議題目」請詳見附表七）。以昭和8年為

例來看，東洋哲學講讀及演習，由今村教授擔任，讀《四書》。西洋哲學講讀，由淡野助教授擔任，

讀 Kant 的原典《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die Antinomie der reimen Vernunft)》以及 Bergson 

的原典《 Essai sur les donnees immediates de la conscience》。而負責西洋哲學特殊講義的務

台教授則講「辯證的研究」。倫理學講讀的課則讀 Fichte 的原典《 Das System der Sttenlehre》，

由柳田助教授擔任。教育學講讀讀Pestalozzi 的書《Schwannengesang》由福島助教授擔任。教

育學演習讀Hoenigswald的書《 Ueber die Grundagen der Piidagogik. 2》由伊藤教授擔任。再以

昭和9年為例來看，「東洋哲學講讀及演習」的課，讀《十三經注疏》由今村教授擔任。「西洋哲

學特殊講義」的課，談「辯證法和精神史」由務臺教授擔任。「倫理學特殊講義」的課，談「先驗

的方法」由世良教授擔任。「倫理學講讀及演習」的課，讀《Aristoteles : Ethica Nicomachea》

由世良教授擔任。「倫理學講讀」的課，讀Fichte的原典《 Das System der Sttenlehre》、《 Deduktion 

der Realitatu》、《Anwendbarkeit des Prinzips der Sittlichkeit》等，由柳田助教授擔任。「心理

學講讀」的課，讀Flugel的原典《 A hundered Years of Psychology》由力丸助教授擔任。「教育

學特殊講義」則講「人間學諸相」由伊藤教授擔任。「教育學講讀」的課，則讀Herbart的原典

《 Allgemeine Padagogik》由福島助教授擔任。（其他年度的「講議題目」請參見附表七）其中

值的注意的是：昭和13年由淡野助教授所擔任的「西洋哲學講讀」竟是讀Max Weber的《經濟與

社會》。事實上，由「講議題目」來看，可以看出日治時期的台北帝大所讀的書，起碼具有兩個特

色：一是大多是「原典」，第二是大多是「原文」，在西洋哲學的課尤以德文居多。這可以說是昔

日與今日哲學課程安排上最大的不同，昔日以德文為主，今日以英文為主。如Weber的《經濟與社

會》，在現今台灣讀過此書原典者（如中文、英文）者不少，但讀過「原典原文（德文）」者就不

多了。而昭和13年淡野助教授所教授Weber之《經濟與社會》，就是「原典原文」，這種情況在

今日台灣甚難遇見，實因台灣在文化上成為美國的殖民地太久了，以為「外文」只有「英文」。 

三、師資、講座 

就哲學科的師資部份，可以說是從昭和4年定型的。雖然在草創的昭和3年，已經有教授名單

出現，但是明顯地是十分薄弱的，只有四位教授，和一位講師。他們分別是：教授「哲學、哲學史」

的務臺理作、教授「心理學」的飯沼龍遠、教授「哲學、哲學史」的近藤壽治、教授「東洋倫理學、

西洋倫理學」的世良壽男（以上為教授）。講授「哲學、哲學史」的淡野安太郎（為講師）。到昭

和4年師資陣容：教授六人、助教授四人、講師一人，共計十一人。以後雖有些許的變化，但大體

上並未有重大改變。（整個師資陣容的成立過程與變動過程，請參見附表三）大致維持十一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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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陣容。教授、助教授、講師的比例也大致是6：4：1，或是5：5：1（昭和10年以後）。我大膽

地猜測：這是和講座制度有關。在哲學科的講座一共有五個。在講座制度上大致的配額是一教授、

一助教授的方式。因此，在哲學科的講座一共有五個，所以在教授與助教授的比例上大致均等。而

那個「餘數」--講師--是教授社會學概論的岡田謙，他和他所擔任的課程「社會學」在哲學科中甚

難分類，在從事研究工作上他似乎也是獨立作業，而非隸屬於哪一個「講座」。（有關岡田謙的介

紹將在下面敘述。） 

至於講座的情形也和師資的部份類似。在昭和3年的「講座令」下，哲學科首先成立了三個講

座，分別是：哲學哲學史講座、東洋倫理學西洋倫理學講座、心理學講座。在昭和4年才再補兩個

講座：東洋哲學講座和教育學教育史講座。昭和4年以後不再有變動，就是以這五個講座為定型。

（整個哲學科講座擔當人及其助教授與助手，請詳見附表二。）就擔任人而言，最初在昭和4年看

見名單：「哲學哲學史講座」由務台理作擔任、「東洋倫理學西洋倫理學講座」由世良壽男擔任、

「心理學講座」由飯昭龍遠擔任、「東洋哲學講座」由今村完道擔任、以及「教育學教育史講座」

由近藤壽治與伊藤猷典分擔。這樣的分配一直持續到昭和10年才有變化，「哲學哲學史講座」改

由岡野留次郎擔任（直到資料可見的昭和18年，都由岡野擔任之）、「東洋倫理學西洋倫理學講

座」由世良壽男和今村完道分擔（今村完道同時仍分擔「東洋哲學講座」)、「心理學講座」則未

改變，仍由飯昭龍遠擔任、以及「教育學教育史講座」改由伊藤猷典單獨擔任之。在昭和16年「心

理學講座」改由力丸慈圓擔任。其餘講座都持續到戰前的昭和18年未再有變化。 

四、研究成果 

哲學科這群師生們又留下了些什麼研究成果呢？這可以從兩方面來看，一是「哲學科研究年

報」（資料出處是《台北帝國大學一覽》，但其中只有題目，並無見其文章內容，可參見附表五），

另一則是「學會活動」（資料出處是《學內通報》，可參見附表七）。 

就「哲學科研究年報」來看，昭和9年5月出版第一期，共有八篇文章。其中除了典型的哲學、

教育學的討論之外，最引人注意的是「心理學講座」三人小組（教授 飯沼龍遠、助教授 力丸慈圓、

助手 藤澤仲）的有關「高砂族記憶」的研究，以及岡田謙的有關「首狩的原理」之研究。真是令

人訝異：是哲學科中竟然有「高砂族」的研究。這似乎又和「南方土俗人種研究室」的研究有相關，

其中的關係有待其他研究的進一步佐證。相關的研究在第三期有藤澤仲的「色彩好惡，色彩記憶」

的研究，第四期有力丸慈圓的「在台灣各族兒童智能檢查」之研究，第五期有岡田謙的「布農族的

家族生活」之研究......等等。（詳細的目錄請參見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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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從「哲學科研究年報」也可以看出戰爭因素對哲學的影響。首先，愈接近戰爭末期，

「年報」的份量也就愈單薄。第二，就內容而言，在第九期上居然出現「東亞新秩序和世界觀的基

礎」的文章。這或許可以說是「哲學的墮落」吧！ 

從「學會活動」來看。哲學科有哲學談話會、哲學會、心理談話會、通俗心理學講演會以及

教育學會。最初是以哲學談話會和心理談話會為主。在有資料可查的情況下，前者首先出現在《學

內通報》第34號（昭和6年5月2日），一共進行七次，最後一次在昭和11年5月2日進行；後者第一

次出現在學內通報第36號（昭和6年6月6日），一共進行21次，最後一次在昭和11年12月14日進

行。而哲學會的第一次出現在第93號（S8/11/25），一共進行7次，最後一次在昭和11年11月21

日進行。教育學會的第一次出現在第59號(S7/5/26)，一共進行3次，最後一次在昭和8年4月22日進

行。通俗心理學講演會只進行一次在昭和7年6月4日。由此可見後二者的「插花」性質頗濃，或許

有其他使其中斷的因素，總之，哲學科的學會活動可以說是放在前三者身上，更明確地說，是哲學

和心理學。不過，有趣的是，在昭和11年底上述的學會活動卻突然全面中斷，取而代之的是稱之

為「金曜會」的活動。「金曜會」並不只是哲學科的學會活動，就講演者來看也包含政學科的部份。

（這部份的說明可參照政學科的說明。）而有關哲學科教授、助教授或講師的講演可參見附表六的

「金曜會」之部分。 

五、特別介紹：岡田謙與心理學講座 

上述「講座」與「研究成果」的時候，已經隱約提到岡田謙與心理學講座，在此將特別獨立

出來強調之。因為就「台灣研究」或台灣學術知識的傳承，二者都做了很重大的貢獻，尤其是在「山

地研究與宗教調查」的工作上。可以說是，提供了最基礎性的盤石。 

下面將參考黃得時(1967)（山地研究與宗教調查----跟台灣大學客座宮本延人先生一席談）來

介紹二者。在那時岡田謙寫了不少山地人的論文，他是完全站在社會人類學的立場，研究山地人的

生活情形。他的論文有：〈首獵原理〉、〈原始社會於社會關係〉、〈原始家族族

家族生活〉、〈原始母系家族族家族生活〉等。這些都可以從附表五哲學科研究年

報中得知。後來岡田謙在日本出版《原始社會》的單行本，收入弘文堂文庫，成為暢銷書之一。而

岡田謙對於「祭祀圈」的研究也為日後研究打下基礎。如林美容(1986：54)說：「最早用這一概念

來研究台灣社會的是岡田謙。他在〈台灣北部村落於祭祀圈〉一文中，描述士林的祭祀圈，

他把祭祀當作『共同奉祀一個主神的民眾所居住之地域』，他首先指出要瞭解台灣村落之地域團體

或家族團體，必須從祭祀圈問題入手，這是一個很敏銳的觀察。」由此可見岡田謙的重要。上述所

提到的文章，陳乃櫱翻譯成中文，刊於「台北文獻」第九卷第四期(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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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學講座的先生們則從心理學的立場，研究山地人的心理，例如：飯沼龍遠教授、力丸慈

圓助教授、藤澤仲助手共同研究的〈高砂族形態記憶種族的特色就〉，力丸慈圓助教

授研究〈臺灣於各族兒童智能檢查〉以及〈心理學於刺激反應就〉，而助手藤

澤仲又發表了〈色彩好惡色彩記憶--關係並民族的現象就〉、〈高砂族行動特性 -- 

 --〉、〈未開民族叱責〉等論文。這些也可以從附表五哲學科研究年報中得知。

對於台灣原住民的記憶、各族兒童智能檢查、色彩好惡、色彩記憶、行動特性等等「心理人類學」

的研究，可能都是開拓性的研究。就我們目前可以掌握的資料，只發現鄭發育先生發表在1952年

的《台灣風物》之相關研究，分別是第二卷第二期的〈高山族的色彩好惡〉，以及第二卷第四期的

〈高山族的智力測驗〉，並且在內文中分別提及「藤澤仲」與「力丸慈圓」，為戰後台灣高山族心

理學研究作了學術傳承的工作，至為可貴。不過也僅此一例1。對於戰前日本學者所留下來的研究

成果與調查資料，大體而言，並未詳加整理分析、善加利用，甚至以此為基礎做出超越前人研究成

就，真是可惜。或許這是台灣學術界傳承上的悲哀吧！ 

                              
1 由於經費、人力、時間上的限制並未進行全面資料收集，下這般的結論

時有偏失之處，敬盼各方前輩提供寶貴資訊與資料，以利提出更完善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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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必修科目與單位 

 

昭和3年 -- 5年 
1. 東洋哲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 單位數 

哲學概論                               1 

東洋哲學史概論                         1 

東洋倫理學概論                             1 

東洋哲學及東洋哲學史特殊講義                   3 

東洋哲學東洋倫理學講讀及講習                   3 

西洋哲學史概說                                2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與政學科所屬科目選修              7 

 

2. 西洋哲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 單位數 

哲學概論 1 

西洋哲學史概說 2 

東洋哲學史概說                                1 

西洋哲學特殊講義                              2 

西洋哲學講讀及講習                            3 

西洋倫理學概論                                1 

論理學及認識論                                1 

社會學概論                               1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與政學科所屬科目選修              6 

 

3. 倫理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 單位數 

東洋倫理學概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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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倫理學概論                             1 

倫理學史                                   2 

倫理學特殊講義                             2 

倫理學講讀及講習                           2 

哲學概論                                   1 

東洋哲學史                                 2 

西洋哲學史概說                             2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與政學科所屬科目選修              5 

 

4. 心理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 單位數 

心理學概論                                 1 

心理學特殊講義                             2 

心理學講讀及講習                           3 

心理學實驗                                 1 

哲學概論                                   1 

論理學及認識論                             1 

倫理學史                                   2 

生理學及生物學之中選修                     1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與政學科所屬科目選修              6 

 

5. 教育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   單位數 

教育學概論                                 1 

教育史概說                                 2 

各科教授論                                 1 

教育行政                                   1 

教育學特殊講義                             1 

教育學講讀及演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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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洋倫理學概論                             1 

西洋倫理學概論                             1 

屬於哲學科科目與生理學生物學中選修         5 

史學科、文學科與政學科所屬科目選修         3 

 

 

昭和6年--18年 
（一） 共同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                                          單位數 

東洋哲學史概說                             1 

哲學概論                                   1 

倫理學概論                                 1 

心理學概論                                 1 

教育學概論                                 1 

 

(二)專攻者必修科目 
1. 東洋哲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 單位數 

東洋倫理學概論                         1 

東洋哲學特殊講義                           2 

東洋哲學講讀及講習                         3 

西洋哲學史概說                             1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與政學科所屬科目選修              8 

 

2. 西洋哲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 單位數 

西洋哲學史概說                             2 

西洋哲學特殊講義                           2 



108    台北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   

西洋哲學講讀及講習                         3 

論理學及認識論                             1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與政學科所屬科目選修              7 

 

3. 倫理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 單位數 

東洋倫理學概論                             1 

倫理學史(東洋及西洋)                       3 

倫理學特殊講義                             2 

倫理學講讀及講習                           2 

西洋哲學史概說                             1 

社會學概論                                 1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與政學科所屬科目選修              5 

 

4. 心理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 單位數 

心理學特殊講義                     2 

心理學講讀及講習                           3 

心理學實驗                                 1 

論理學及認識論                             1 

西洋哲學史概說                             1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與政學科所屬科目選修              7 

 

5. 教育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 單位數 

教育史                                     1 

各科教授論                                 1 

教育行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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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特殊講義                             1 

教育學講讀及演習                           2 

東洋倫理學史                               1 

社會學概論                                 1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與政學科所屬科目選修              7 

 
附表二   講座 

1、講座設置的變遷 
[昭和3年] 

哲學、哲學史    1 講座 

東洋倫理學、西洋倫理學   1 講座 

心理學    1 講座 

 

[昭和4年] 

東洋哲學    1 講座 

哲學、哲學史    1 講座 

東洋倫理學、西洋倫理學   1 講座 

心理學    1 講座 

教育學、教育史   1 講座 

[昭和4年後未再改變] 

 
2、講座擔任人的變遷 

哲學、哲學史講座 

年度 教授 助教授 講師 助手 

S4 務臺理作* 淡野安太郎   

S5 務臺理作* 淡野安太郎   

S6 務臺理作* 淡野安太郎   

S7 務臺理作* 淡野安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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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 務臺理作* 淡野安太郎   

S9 務臺理作* 淡野安太郎   

S10 岡野留次郎 淡野安太郎   

S11 岡野留次郎 淡野安太郎   

S12 岡野留次郎 淡野安太郎   

S13 岡野留次郎 淡野安太郎   

S14 岡野留次郎 淡野安太郎   

S15 岡野留次郎 淡野安太郎   

S16 岡野留次郎 淡野安太郎   

S17 岡野留次郎 淡野安太郎   

S18 岡野留次郎 淡野安太郎   

 

東西洋倫理學講座 

年度 教授 助教授 講師 助手 

S4 世良壽男 柳田謙次郎   

S5 世良壽男 柳田謙次郎   

S6 世良壽男 柳田謙次郎   

S7 世良壽男 柳田謙次郎   

S8 世良壽男 柳田謙次郎   

S9 世良壽男 柳田謙次郎   

S10 世良壽男*今

村完道* 

柳田謙次郎   

S11 世良壽男*今

村完道* 

柳田謙次郎   

S12 世良壽男*今

村完道* 

柳田謙次郎   

S13 世良壽男*今

村完道* 

柳田謙次郎   

S14 世良壽男*今 柳田謙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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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完道* 

S15 世良壽男*今

村完道* 

柳田謙次郎   

S16 世良壽男    

S17 世良壽男    

S18 世良壽男    

 

心理學講座 

年度 教授 助教授 講師 助手 

S4 飯沼龍遠* 力丸慈圓  藤澤仲 

S5 飯沼龍遠 力丸慈圓  藤澤仲 

S6 飯沼龍遠 力丸慈圓  藤澤仲 

S7 飯沼龍遠 力丸慈圓  藤澤仲 

S8 飯沼龍遠 力丸慈圓  藤澤仲 

S9 飯沼龍遠 力丸慈圓  藤澤仲 

S10 飯沼龍遠 力丸慈圓  藤澤仲 

S11 飯沼龍遠 力丸慈圓  藤澤仲 

S12 飯沼龍遠 力丸慈圓  藤澤仲 

S13 飯沼龍遠 力丸慈圓  藤澤仲 

S14 飯沼龍遠 力丸慈圓  藤澤仲 

S15 飯沼龍遠 力丸慈圓  藤澤仲 

S16 力丸慈圓 藤澤仲   

S17 力丸慈圓 藤澤仲   

S18 力丸慈圓 藤澤仲   

 

 

 

東洋哲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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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教授 助教授 講師 助手 

S4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S5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S6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S7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S8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S9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S10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S11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S12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S13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S14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S15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S16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S17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S18 今村完道 後藤俊瑞   

 

教育學史講座 

年度 教授 助教授 講師 助手 

S4 近藤壽治 *伊

藤猷典* 

福島重一   

S5 近藤壽治 *伊

藤猷典* 

福島重一   

S6 近藤壽治 *伊

藤猷典* 

福島重一   

S7 近藤壽治 *伊

藤猷典* 

福島重一   

S8 近藤壽治 *伊

藤猷典* 

福島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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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 近藤壽治 *伊

藤猷典* 

福島重一   

S10 伊藤猷典* 福島重一   

S11 伊藤猷典* 福島重一   

S12 伊藤猷典* 福島重一   

S13 伊藤猷典* 福島重一   

S14 伊藤猷典* 福島重一   

S15 伊藤猷典* 福島重一   

S16 伊藤猷典 福島重一   

S17 伊藤猷典 福島重一   

S18 伊藤猷典 福島重一   

--------------------- 

註： 

   1. 有符號 * 者，表示為講座「分擔」，無者表示講座「擔任」。 

   2. 講座的「助教授」部份係推論而得。因某人擔任該「科目」之授課「助教授」，故推論應為

屬於該「講座」之「助教授」。 

 
附表三    師資 

（一）昭和3年 
(1) 教授： 

哲學、哲學史 文學士 文學士務臺理作 (長野) 

心理學文學士  飯沼龍遠 (岐阜) 

(兼)哲學、哲學史 文學士 文學士近藤壽治 (鳥取) 

東洋倫理學、西洋倫理學 文學士 文學士世良壽男 (廣島) 

 

(2) 講師 

哲學、哲學史 文學士 淡野安太郎 (兵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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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昭和4年 
(1) 教授： 

哲學、哲學史講座分擔 文學士 務臺理作 (長野) 

心理學講座擔任 文學士 飯沼龍遠 (岐阜) 

教育學、教育史講座分擔 學生主事文學

士 

近藤壽治 (鳥取) 

東洋倫理學、西洋倫理學講座分擔 文學士 世良壽男 (廣島) 

教育學、教育史講座分擔 文學士 伊藤猷典 (京都) 

東洋哲學講座擔任 文學士 今村完道 (愛媛) 

(2) 助教授 

心理學 文學士 力丸慈圓 (福岡) 

西洋倫理學 文學士 柳田謙次郎 (神奈川) 

東洋哲學 文學士 後藤俊瑞 (兵庫) 

教育學 文學士 福島重一 (高知) 

(3) 講師 

哲學、哲學史 文學士 淡野安太郎 (兵庫) 

 

（三）昭和5年 
(1) 教授： 

哲學、哲學史講座分擔 文學士 務臺理作 (長野) 

心理學講座擔任 文學士 飯沼龍遠 (岐阜) 

教育學、教育史講座分擔 學生主事文學

士 

近藤壽治 (鳥取) 

東洋倫理學、西洋倫理學講座分擔 文學士 世良壽男 (廣島) 

教育學、教育史講座分擔 文學士 伊藤猷典 (京都) 

東洋哲學講座擔任 文學士 今村完道 (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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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助教授 

心理學 文學士 力丸慈圓 (福岡) 

倫理學[1] 文學士 柳田謙次郎 (神奈川) 

東洋哲學、倫理學[2] 文學士 後藤俊瑞 (兵庫) 

教育學 文學士 福島重一 (高知) 

哲學、哲學史 文學士 淡野安太郎 (兵庫)[3] 

(3) 講師[4] 

社會學概論 文學士 岡田謙 (廣島) 

教育行政 臺灣總督府視

學官、文學士

若槻道隆 (長野)[5] 

說明： 

[1] 原授「西洋倫理學」改授「倫理學」。 

[2] 原授「東洋哲學」改授「東洋哲學、倫理學」。 

[3] 由講師升任為助教授。 

[4] 新聘兩位講師。 

[5] 若槻只出現於昭和五年。 

 

(四）昭和6年 
大體上同昭和5年，只有 

後藤俊瑞原授「東洋哲學、倫理學」改授「東洋哲學」。成為： 

東洋哲學                           文學士  後藤俊瑞 (兵庫) 

 

(五）昭和7、8、9年師資未調整。 

 

(六）昭和10年 
(1) 教授：[1] 

心理學講座擔任 文學士 飯沼龍遠 (岐阜) 

東洋倫理學、西洋倫理學講座分擔 文學士 世良壽男 (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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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教育史講座分擔 文學士 伊藤猷典 (京都) 

東洋哲學講座擔任   

東洋倫理學、西洋倫理學講座分擔

[2] 

文學士 今村完道 (愛媛) 

哲學、哲學史講座擔任[3] 文學士 岡野留次郎 (和歌山) 

 

(2) 助教授 

心理學 文學士 力丸慈圓 (福岡) 

倫理學 文學士 柳田謙次郎 (神奈川) 

東洋哲學 文學士 後藤俊瑞 (兵庫) 

教育學 文學士) 福島重一 (高知) 

哲學、哲學史 文學士 淡野安太郎 (兵庫)[3] 

(3) 講師 

社會學概論 文學士 岡田謙 (廣島) 

說明： 

[1] 教授陣容在昭和10年有小幅調整：務臺理作、近藤壽治去職。 

[2] 同時擔任兩個講座。 

[3] 新聘。 

 

（七）昭和11-15年師資陣容未調整。 

 

（八）昭和16年 
(1) 教授：[1] 

東洋倫理學、西洋倫理學講座擔任 文學士 世良壽男 (廣島) 

教育學、教育史講座擔任 文學士 伊藤猷典 (京都) 

東洋哲學講座擔任 文學士 今村完道 (愛媛) 

哲學、哲學史講座擔任 文學士 岡野留次郎 (和歌山) 

心理學講座擔任[2] 文學士 力丸慈圓 (福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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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助教授[3] 

東洋哲學 文學士 後藤俊瑞 (兵庫) 

教育學 文學士 福島重一 (高知) 

西洋哲學[4] 文學士 淡野安太郎 (兵庫) 

心理學 文學士 藤澤仲 (長野)[5] 

 

(3) 講師 

社會學概論 文學士 岡田謙 (廣島) 

說明： 

[1] 飯沼龍遠去職。 

[2] 力丸升任教授並擔任心理學講座。 

[3] 柳田謙次郎去職。 

[4] 授課名稱由「哲學、哲學史」改為「西洋哲學」。 

[5] 新聘。 

 

(九）S17 師資陣容未調整。 

 

(十）昭和18年 
(1) 教授陣容未調整。 

(2) 助教授 

東洋哲學 文學士 後藤俊瑞 (兵庫) 

教育學 文學士 福島重一 (高知) 

西洋哲學 文學士 淡野安太郎 (兵庫) 

心理學 文學士 藤澤仲 (長野) 

倫理學 文學士 田中熙 (福井)[1] 

 

(3)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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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概論 文學士 姬岡勤 (????)[2] 

說明： 

[1] 新聘。 

[2] 岡田謙去職，由姬岡勤接任。 

 
附表四    學生 

入學年度 入學學生 動態 其他 

S3(1928) 牟田恆義(佐賀) S6.3畢(西哲)  

 中川彌一(兵庫) S6.3畢(心理)  

S4(1929) 中山庚子男(靜岡) S7.3畢(教育)  

 小島武味(熊本) S8.3畢(西哲)  

S5(1930) 中野格郎(山形) S9.3畢(教育)  

 西田豐明(福岡) S8.3畢(教育)  

 宅間巍(鹿兒島) 不明  

S6(1931) 河北東一郎(山口) 不明  

S7(1932) 加籐元福(崎玉) S13.3畢(西倫)  

 木村喜和三(千葉) 不明  

S9(1934) 新田淳(東京) 不明  

S12(1937) 富士井忠大(福岡) 不明  

S13(1938) 櫻林仁(山梨) S16.3畢(心理)  

S15(1940) 高山喬(析木) S17.3畢(東哲)  

 竹山春日(千葉) S17.3畢(西哲)  

 田島直治(山口) S17.3畢(心理)  

S16(1941) 山本利一(奈良) 不明  

 下田義博(福岡) S18.3畢(西哲)  

S17(1942)10月 奧田榮助(富山) (以下資料未見)  

 太田俊藏(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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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亮(岡山)   

 金平文二(岡山)   

 北村視信(和歌山)   

 關口博司(兵庫)   

 世良勝太郎(愛媛)   

 曾我部亮雄(大阪)   

 竹內實次(鹿兒島)   

 竹圃震澤(朝鮮)   

 中村繁(長崎)   

 野西惠三(廣島)   

 比嘉利男(沖繩)   

 本吉忠雄(福岡)   

 吉村巖(大阪)   

S18(1943)10月 松本善次(熊本)   

 今村耕太郎(鹿兒島)   

 山口忠文(大分)   

 屈田照邦(析木)   

 早阪泰次郎(宮城)   

 米增勳(鳥取)   

 
附表五 出版品 

(一）哲學科研究年報第一輯(昭和9年5月) 
 

．．個別的人間學 教授 伊藤猷典 

高砂族形態記憶種族的特色就 教授 飯沼龍遠 

 助教授 力完慈圓 

 助手 藤澤  仲 

首狩原理 講師 岡田  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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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課題 教授 近藤壽治 

二律背反論 助教授 淡野安太郎 

人間存在三樣態教育三領域 助教授 福島重一 

－精神現象學客觀的精神 教授 務臺理作 

道德學於形式主義克服 助教授 柳田謙十郎 

 

（二）哲學科研究年報第二輯(昭和10年6月) 
 
私見人間構造研究方法 教授 伊藤猷典 

二程子實踐哲學 助教授 後藤俊瑞 

假定辨證法的方法 教授 世良壽男 

道德學於形式主義克服  

--一七九八年道德學體系就 助教授 柳田謙十郎 

 

（三）哲學科研究年報第三輯(昭和11年9月) 
 
朱子本體論 助教授 後藤俊瑞 

辨證法的存在論其立腳地 教授 岡野留次郎 

知行----實存的思維哲學行為的意義 助教授柳田謙十郎 

原始社會於社會關係 講師 岡田  謙 

色彩好惡色彩記憶--關係並民族的現象就 助手 藤澤  仲 

 

 
(四）哲學科研究年報第四輯(昭和12年9月) 
 
時間空間及辨證法 教授 岡野留次郎 

道德的法則於當為的價值的形式的實質的普遍的

個別的 

教授 世良壽男 

辨證法的世界論理 助教授 柳田謙十郎 

形態盤成績民族的相違 教授 飯沼龍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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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於各族兒童智能檢查 助教授 力丸慈圓 

教育可能限界 助教授 福島重一 

 

(五）哲學科研究年報第五輯(昭和13年9月) 
 
教育作用範[道] 教授 伊藤猷典 

原始家族族家族生活 講師 岡田  謙 

義 教授 今村完道 

行為現象學一般的理念  

的一試論 教授 岡野留次郎 

存在真理--真理論一考察 助手 洪耀勳 

 

(六）哲學科研究年報第六輯(昭和14年12月) 
 
原始母系家族--族家族生活 講師 岡田  謙 

朱子德論 助教授 後藤俊瑞 

實存的道德諸問題 教授 世良壽男 

高砂族行動特性 --  -- 助手 藤澤  仲 

 

(七）哲學科研究年報第七輯(昭和17年1月) 
 
教授作用辨證法 教授 伊藤猷典 

周易政治思想 教授 今村完道 

朱子禮論 助教授 後藤俊瑞 

心理學於刺激反應就 教授 力丸慈圓 

 

(八）哲學科研究年報第八輯(昭和17年5月) 
 
朱子認識論 助教授 後藤俊瑞 

社會哲學試論 助教授 淡野安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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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開民族叱責 助教授 藤澤  仲 

社會的立場人格 -- 力學的立場 -- 助教授 福島重一 

 

（九）哲學科研究年報第九輯(昭和18年8月) 
 

行為現象學序論 教授 岡野留次郎 

現代於信教自由問題 助教授 淡野安太郎 

人間精神於感情意義及性質就(一) 教授 世良壽男 

東亞新秩序世界觀的基礎 教授 伊藤猷典 

人格形成科學可能性方法 助教授 福島重一 

 
 

 

 

 

附表六    哲學科學會活動 

一、哲學談話會 
 
時間 活動 備註 出處 

S6/5/2 於文政學部第一番教室開催，由木下助手講演「國家

教會關係--團體論--」 

 學內通報

第34號 

S6/10/24 於文政學部第一番教室開催，由洪耀勳講演「—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 

 NO.44 

S6/11/14 於文政學部合併教室開催「—紀念講演會」，

有助教授淡野安太郎的「初期著作通觀

—哲學思想成立史」、教授務臺理作的「—

 NO.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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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現象學存在論」、教授杉山茂顯的「—

法律哲學及其現代意義」之講演 

S6/12/12 於文政學部第一番教室開催，由學生福井康雄君講演

「國家法律論理的關係」及「—法律

哲學一展開」 

 NO.47 

S8/4/20 於昭和町親交會俱樂部開催，由教授荒勝文策氏講演

「最近物理學就」 

 NO.79 

S8/6/10 於大學親交會俱樂部開催，由助教授淡野安太郎氏講

演「因果律意思自由」 

 NO.82 

S11/5/2 於文政學部會議室開催，由助教授淡野安太郎氏講演

「佛蘭西哲學雜觀」 

 NO.149 

 
 
 
 
 
 
二、哲學會 
 
時間 活動 備註 出處 

S8/11/25 於文政學部第五番教室開催，有文學士中川彌一氏的

「學業成績體格關係」、助教授淡野安太郎的

「二律背反論」、教授伊藤猷典的「   

    比較人間學」之講演 

 NO.93 

S9/4/21 哲學會講演會於文政學部土俗學教室開催，教授世良

壽男氏講演「假定辯證法的方法」、助教授

力丸慈圓氏講演「心理學上於刺戟反應意

義」 

 NO.103 

S9/11/21 於文政學部第五番教室開催，有教授今村完道氏的「儒

家政治的統一原理」、講師岡田謙氏的「原始心性

 NO.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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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史一斷章」之講演 

S10/5/25 於文政學部第五番教室開催春季講演會，有教授飯沼

龍遠氏的「兒童形見方──內.本.蕃比較研究」題

目之講演 

 NO.129 

S10/10/12 於文政學部第五番教室開催，有助教授福島重一氏的

「教育現實」之講演 

 NO.137 

S11/5/2 於文政學部第五番教室開催，有助教授後藤俊瑞氏的

「朱子本體論就」之講演 

 NO.149 

S11/11/21 於文政學部第五番教室開催，有助教授柳田謙十郎氏

的「實存道德」之講演 

 NO.163 

 
 
 
 
 
 
三、心理學談話會 
 
時間 活動 備註 出處 

S6/6/6 於教育會館開催，有前野喜代治氏的「子供喧嘩

就」、教授飯沼龍遠氏的「日本心理學大會雜感」

題目之講演 

 NO.36 

S6/11/24 於教育會館開催第十三回例會，由高等學校教授今崎

一氏講演「顏記憶」 

 NO.47 

S6/12/14 於教育會館開催，有教授飯沼龍遠氏的「異常兒就

」題目之講演 

 NO.46 

S7/2/8 於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開催第十五回例會，助教

授力丸慈圓氏講演「左利教育」 

 NO.50 

S7/12/12 於教育會館開催，有藤本元治郎的「內臺人興味形

相違」、教授飯沼龍遠氏的「最近心理學大勢」題

 NO.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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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之講演 

S8/2/13 於教育會館開催，由學生中川彌一君講演「第一師範

學校附屬公學校於氣質.意思檢查結果」 

 NO.75 

S8/3/13 於教育會館開催，由高等學校教授今崎一氏講演「青

年宗教意識」 

 NO.76 

S8/4/17 於教育會館開催，由折戶傳吉氏講演「適用

實際」 

 NO.79 

S8/10/24 於教育會館別館開催，助教授力丸慈圓氏講演「所謂

味盲」 

 NO.91 

S8/11/20 於教育會館別館開催，聽講生及川真學君講演「高砂

族見未來」 

 NO.94 

S8/12/4 於教育會館別館開催，陸軍步兵大佐山縣初男氏講演

「支那民族心理」 

 NO.94 

S9/2/26 於教育會館別館開催，助手藤澤仲氏講演「教育上

現精神分析二三」 

 NO.99 

S9/10/9 於教育會館開催，有教授飯沼龍遠氏的「兒童相談所

察談」、助教授力丸慈圓氏的「人生月運命」

等題目之講演 

 NO.114 

S9/11/21 於台灣教育會館開催，有教授飯沼龍遠氏的「多數審

查員依審查心理」題目之講演 

 NO.117 

S9/12/12 於教育會館開催，有台北高等學校教授富田義介氏的

「直木三十五性格就」題目之講演 

 NO.118 

S10/1/14 於台灣教育會館開催例會，有橫山長治氏氏的「精神

薄弱兒就」題目之講演 

 NO.120 

S10/5/13 於台灣教育會館開催，有台北第二高等女學校教諭森

田政雄氏的「兒童生月成績」、本學教授飯沼

龍遠氏同助教授力丸慈圓氏的「第五回日本心理學大

會感想」題目之講演 

 NO.127 

S10/6/10 於教育會館開催，中修三氏講演「睡眠生理不眠

症療法」 

 NO.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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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10/14 於教育會館開催，有教授飯沼龍遠氏的「型態盤使用

知能」題目之講演 

 NO.138 

S11/6/22 於國防會館開催，有教授飯沼龍遠氏的「適用性檢查

話」題目之講演 

 NO.153 

S11/12/14 於國防會館開催，有木村盲啞學校長的「盲啞兒童

關雜感」題目之講演 

 NO.164 

 
 
 
四、教育學會 
 
時間 活動 備註 出處 

S7/5/26 於文政學部第一番教室開催，由學生中川彌一君講演

「體型性格就」 

 NO.59 

S8/2/24 於文政學部第四番教室開催，由學生中野格郎君講演

「記述的分析的心理學成立就」 

 NO.75 

S8/4/22 於文政學部合併教室開催，由文學博士士俗本富氏講

演「學生余立志理想」 

 NO.79 

 
五、通俗心理學講演會 
 
時間 活動 備註 出處 

S7/6/4 於教育會館開催，有教授飯沼龍遠氏的「子供噓

心理」、助教授力丸慈圓氏的「氣候精神作用」、

助手藤澤仲氏的「神童對」、今崎氏的「瘦

人肥人心理」等題目之講演 

 NO.59 

 
六、金曜會 
 
時間 活動 備註 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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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1/28 於親交會俱樂部開催第十回例會，由教授岡田留次郎

氏講演「行為現象學一般的理念」 

 學內通報

第191號 

S13/2/18 於親交會俱樂部開催第十回例會，由教授世良壽男氏

講演「『判斷力』概念-就」(真、善、

美關連) 

 NO.193 

S13/6/21 於親交會俱樂部開催，由講師岡田謙氏講演「社會學

現況」 

 NO.200 

S13/9/23 於親交會俱樂部開催第十五回例會，由會員柳田謙十

郎氏講演「英雄天才」 

改 稱

「台大

金 曜

會」 

NO.206 

S13/11/4 於大學俱樂部開催第十六回例會，由會員伊藤猷典氏

講演「日本教育學論據就」 

改 稱

「台大

金 曜

會」 

NO.208 

 
附表七    文政學部講議題目 — 哲學科關係 

昭和8年 

科目 講議題目、用書 教官 每

週

時

數 

單

位 

學

修

學

年 

備考 

哲學概論  務臺教授 4 1 1  

倫理學概論  世良教授 2 1 1  

心理學概論  飯沼教授 2 1 1  

東洋哲學講讀及

演習 

四書「大學、中庸」 今村教授 2 1   

西洋哲學史概說 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 淡野助教授 2 1   

西洋哲學特殊講 辯證--研究 務臺教授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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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西洋哲學講讀(一) Kant :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die 

Antinomie der reimen Vernunft) 

淡野助教授 2 1   

西洋哲學講讀(二) Bergson : Essai sur les donnees 

immediates de la conscience. 

Chapitre Ⅲ . De Porganisation des 

etats de consciencel 

淡野助教授 2 1   

東洋倫理學概論  今村教授 2 1 1  

倫 理 學 史 ( 西

洋)(康德以後) 

 柳田助教授 2 1   

倫理學特殊講義

(康德及新康德學

派倫理學以後) 

 世良教授 2 1   

倫理學講讀 Fichte : Das System der Sttenlehre. 柳田助教授 2 1   

社會學概論  岡田講師 2 1 1  

心理學特殊講義

（教育心理學） 

 力丸助教授 2 1   

心理學實驗  飯沼教授、力

丸助教授 

4 1   

教育史概說（日本

教育史） 

 近藤教授 2 1   

教育學特殊講義

（人間學諸相） 

 伊藤教授 2 1   

教育學講讀 Pestalozzi: Schwannengesang. 福島助教授 2 1   

教育學演習 Hoenigswald : Ueber die Grundagen 

der Piidagogik. 2. Umgearbeitete 

Auflage. 

伊藤教授 2 1   

出處：學內通報第79號 

 
昭和9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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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講議題目、用書 教官 每

週

時

數 

單

位 

學

修

學

年 

備考 

哲學概論 哲學概論 務臺教授 4 1 1  

倫理學概論 倫理學概論 世良教授 2 1 1  

心理學概論 心理學概論 飯沼教授 2 1 1  

教育學概論 教育學概論 伊藤教授 2 1 1  

東洋倫理學概論 東洋倫理學概論 今村教授 2 1 1  

東洋哲學講讀及

演習 

十三經注疏 今村教授 2 1   

西洋哲學特殊講

義 

辯證法和精神史 務臺教授 2 1   

倫理學特殊講義 先驗的方法--就-- 世良教授 2 1   

倫理學講讀及演

習 

Aristoteles:Ethica Nicomachea tr. by 

Ross 

世良教授 2 1   

倫理學史(西洋) 西洋古代及中世倫理學史 柳田助教授 2 1   

倫理學講讀 Fichte:Das System der Sttenlehre. 

Deduktion der Realitatu. 

Anwendbarkeit des Prinzips der 

Sittlichkeit 

柳田助教授 2 1   

心理學講讀 未定 飯沼教授 2 1   

心理學實驗 心理學實驗 飯沼教授、力

丸助教授 

4 1   

心理學特殊講義

（教育心理學） 

學習--心理 力丸助教授 2 1   

心理學講讀 Flugel : A hundered Years of 

Psychology. 

力丸助教授 2 1   

教育學特殊講義 人間學諸相 伊藤教授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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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概說 西洋教育史 近藤教授 2 1   

教育學特殊講義 ----------------------教育學 福島助教授 2 1   

教育學講讀 Herbart : Allgemeine Padagogik. 福島助教授 2 1   

社會學概論 社會學概論 岡田講師 2 1 1  

出處：學內通報第103號 

 
 
 
 
 
 
 
 
昭和10年 
 

科目 講議題目、用書 教官 每

週

時

數 

單

位 

學

修

學

年 

備考 

哲學概論 哲學概論 岡野教授 2 1 1  

倫理學概論 倫理學概論 世良教授 2 1 1  

心理學概論 心理學概論 飯沼教授 2 1 1  

教育學概論 教育學概論 伊藤教授 2 1 1  

東洋倫理學概論 東洋倫理學概論 今村教授 2 1 1  

東洋哲學特殊講

義 

儒家倫理的諸問題 後藤助教授 2 1   

東洋哲學講讀及

演習 

論語注疏（後期） 後藤助教授 2 1   

倫理學史(西洋) 近世倫理學史 柳田助教授 2 1   

倫理學特殊講義 理論的和實踐的 世良教授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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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理學講讀及演

習 

Aristoteles : Ethica Nicomachea tr. by 

Ross（續前學年） 

世良教授 2 1   

倫理學講讀 Hegel : Pha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erausz, u. G. Lasson, 3 aufl. 

柳田助教授 2 1   

心理學實驗 心理學實驗 飯沼教授、力

丸助教授 

4 1   

心理學演習 H. Werner : Eeinfugrung in die 

Eentwiekelungs-Psychologie 

飯沼教授 2 1   

心理學特殊講義 最近心理學的諸問題 力丸助教授 2 1 2  

心理學講讀 Flugel : A hundered Years of 

Psychology. 

力丸助教授 2 1   

教育史概說 西洋教育史 福島助教授 2 1   

各科教授論 各科教授論 近藤教授 2 1   

教育學演習 William, H. : Kilpatrick A 

Reconstructed theory of the educrtice 

process. 

福島助教授 2 1   

教育學講讀 Pestalozzi; Meine Nachforschungen 

Uber den Gang der natur in der 

Entwie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福島助教授 2 1   

社會學概論 社會學概論 岡田講師 2 1 1  

出處：學內通報第128號 

 
昭和11年 
 

科目 講議題目、用書 教官 每

週

時

數 

單

位 

學

修

學

年 

備考 

哲學概論 哲學概論 岡野教授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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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理學概論 倫理學概論 世良教授 2 1 1  

心理學概論 心理學概論 飯沼教授 2 1 1  

教育學概論 教育學概論 伊藤教授 2 1 1  

東洋倫理學概論 東洋倫理學概論 今村教授 2 1 1  

東洋哲學特殊講

義 

朱子研究 後藤助教授 2 1   

東洋哲學講讀及

演習 

禮記注疏 後藤助教授 2 1   

西洋哲學演習 Aristoteles, Metaphysica (tr. by W. D. 

Ross) 

岡野教授 2 1   

西洋哲學史概說 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 淡野助教授 2 1   

西洋哲學講讀 Descartes : Meditations.  淡野助教授 2 1   

倫理學講讀 Hegel :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ei 

des Rechts. 

世良教授 2 1   

倫理學史(西洋) 近世倫理學史康德以後 柳田助教授 2 1 1  

倫理學講讀 Spinoza, Ethik (Philos, Bibliothek Bd. 

92) 

柳田助教授 2 1 1  

心理學講讀 ch. Buhler; Klein-Kinder-Test 飯沼教授 2 1   

心理學實驗 心理學實驗 飯沼教授、力

丸助教授 

3 1   

心理學特殊講義 最近心理學的諸傾向 力丸助教授 2 1   

心理學講讀及演

習 

Gesammet Anfsatze zur 

Gestalttbeorie, 4 Heft. 

力丸助教授 2 1   

教育學演習 小川重直著：教育的本質觀 

同                ：勞作教育 

伊藤教授 2 1   

教育史概說 教育史概說 福島助教授 2 1   

教育學講讀 Peter Peterson; Der Ursprung der 

Padagogik. 

福島助教授 2 1   

社會學概論 社會學概論 岡田講師 2 1 1  

出處：學內通報第1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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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12年 
 

科目 講議題目、用書 教官 每

週

時

數 

單

位 

學

修

學

年 

備考 

哲學概論 哲學概論 岡野教授 2 1 1  

倫理學概論 倫理學概論 世良教授 2 1 1  

心理學概論 心理學概論 飯沼教授 2 1 1  

教育學概論 教育學概論 伊藤教授 2 1 1  

東洋倫理學概論 東洋倫理學概論 今村教授 2 1 1  

東洋哲學史概說 日本儒學史概說 後藤助教授 2 1   

東洋哲學講讀及

演習 

焦循    孟子正義 後藤助教授 2 1   

西洋哲學特殊講

義 

時間、空間及辯證法 岡野教授 2 1   

西洋哲學演習 Hegel, Encyklopa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gten im 

Grundrisse. 

岡野教授 2 1   

西洋哲學史概說 西洋近世哲學史 淡野助教授 2 1   

西洋哲學講讀 Malebranche, La Recherche de la 

verite. 

淡野助教授 2 1   

倫理學特殊講義 ----------倫理學研究 世良教授 2 1   

倫理學講讀及演

習 

Aristoteles : Ethica Nicomachea tr. by 

Ross 

世良教授 2 1   

倫理學史(西洋) 近世倫理學史 柳田助教授 2 1 1  

倫理學講讀 M. Scheler, Der Formalismus in der 

Ethik und die materiale Wertethik 

柳田助教授 2 1 1  

心理學實驗 心理學實驗 飯沼教授 4 1   

心理學演習  飯沼教授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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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特殊講義 各科教材的哲學的前提 伊藤教授 2 1   

教育學演習 教育學的種種相（參考書） 

A summary account of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pedagogics. 

伊藤教授 2 1   

教育史概說 教育史概說 福島助教授 2 1 1  

教育學講讀 Grisebach E. die Grenzen des 

Erziehers und seime Verantwortung. 

福島助教授 2 1   

社會學概論 社會學概論 岡田講師 2 1 1  

出處：學內通報第172號 

 
 
昭和13年 
 
科目 講議題目、用書 教官 每

週

時

數 

單

位 

學

修

學

年 

備考 

哲學概論 哲學概論 岡野教授 2 1 1  

倫理學概論 倫理學概論 世良教授 2 1 1  

心理學概論 心理學概論 飯沼教授 2 1 1  

教育學概論 教育學概論 伊藤教授 2 1 1  

東洋哲學史概說 日本儒學史概說 後藤助教授 2 1  東洋倫

理學概

論代用

東洋哲學特殊講

義 

儒學和國民道德 今村教授 2 1 1 東洋倫

理學概

論代用

東洋哲學講讀 禮記 今村教授 2 1  東洋倫

理學概

論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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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洋哲學講讀及

演習 

近思錄集註 

論語注疏 

後藤助教授 2 1   

西洋哲學特殊講

義 

----------------（亞里斯多得）存在論 岡野教授 2 1 2 

3 

 

西洋哲學演習 Aristoteles, Uber die Seele 

(ubertragen von Adolf  Lasson) 

岡野教授 2 1 2 

3 

 

西洋哲學史概說 近世哲學史 淡野助教授 2 1   

西洋哲學講讀 Max Weber :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淡野助教授 2 1   

倫理學特殊講義 行為--本質--就-- 世良教授 2 1 2  

倫理學講讀及演

習 

Cohen, Ethik des reinen Willens. 世良教授 2 1 1.

2.

3 

 

倫理學史(西洋) 古代及中世 柳田助教授 2 1 1  

心理學實驗 心理學實驗 飯沼教授 3 1 2 

3 

 

心理學演習 心理學演習 飯沼教授 2 1 2 

3 

 

教育學特殊講義 古代及中世支那教育思想 伊藤教授 2 1 2  

教育學演習 Fouillee, Alfred : L'Enseignement au 

point de Vue National. 

伊藤教授 2 1 3  

教育史概說 近世教育史 福島助教授 2 1 1  

教育學特殊講義 辯證法神學的教育學 福島助教授 2 1 2  

教育學講讀 E. Grisebach; Die Grenzen des 

Eerziehers und seime Verantwortung

福島助教授 2 1   

社會學概論 社會學概論 岡田講師 3 1 1  

出處：學內通報第196號  

 
昭和1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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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講議題目、用書 教官 每

週

時

數 

單

位 

學

修

學

年 

備考 

哲學概論 哲學概論 岡野教授 2 1 1  

倫理學概論 倫理學概論 世良教授 2 1 1  

心理學概論 心理學概論 飯沼教授 2 1 1  

教育學概論 教育學概論 伊藤教授 2 1   

東洋哲學史概說 日本儒學史概論 後藤助教授 2 1   

東洋倫理學概論 東洋倫理學概論 世良教授 2 1 1  

東洋哲學特殊講

義 

支那上代政治思想史 今村教授 2 1 1.

2.

3 

note 

東洋哲學講讀 禮記 今村教授 2 1 1.

2.

3 

 

西洋哲學演習 Aristoteles : The Physics, tr. by P. H. 

wicksteed and F. M. Cornford. 

岡野教授 2 1 3  

西洋哲學史概說 古代中世哲學史 淡野助教授 2 1   

西洋哲學講讀 Hegel :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淡野助教授 2 1   

倫理學講讀及演

習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世良教授 2 1 2.

3 

 

倫理學史(西洋) 西洋近世倫理學史 柳田助教授 2 1   

心理學講讀 Boring et al; Psychology : A factual 

textbook. 

力丸助教授 2 1 1 

2 

 

心理學實驗 心理學實驗 飯沼教授、力

丸助教授 

3 1 2 

3 

 

心理學演習 心理學演習 飯沼教授 2 1 2  

教育學特殊講義 各科教授論的哲學的基礎 伊藤教授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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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學演習 教育--於----民族的自覺 伊藤教授 2 1 3  

教育史概說 教育史概說 福島助教授 2 1   

教育學講讀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福島助教授 2 1   

社會學概論 社會學概論 岡田講師 3 1   

心理學特殊講義 精神病.犯罪心理學 中村講師 2 1   

出處：學內通報第21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