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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農學部—農學科簡介 

 

李文良* 

 

 

一、理農學部簡介 

（一）理農學部的設置與分立 

昭和3年3月17日依敕令第三十二號成立理農學部，同日認可「臺北帝國大學理農學部規

程」。理農學部在第一任學部長大島今太郎的規劃下，分設生物學、化學、農學及農藝化學四學

科。雖然大島金太郎當初是在懷抱「理農合一」的理想下，進行學部規劃。但是大島的規劃構想

卻為未來的理、農之間埋下對立的引子。臺北帝大理農學部在大島部長的努下，不但在昭和5年，

實現原預定設置總數達二十四個的講座之設置工作。也在硬體設施上，相繼完成腊葉館、附屬圖

書館、生物學教室、化學教室及理化學教室。 

理農學部長一職在大島金太郎於昭和9年去逝後，改為二年任期制。同年2月，由動物學第二

講座擔任青木文一郎教授接任學部長。青木任內，理農學部的氣象學教室、農業工學及數學教室

相繼竣工啟用。昭和11年3月，青木任滿，學部長一職改由畜產學講座擔任的山根甚信博士繼任，

山根教授任內，昆虫學養蠶學教室及畜產學教室竣工；昭和13年3月山根任滿後，由專攻昆虫學的

素木得一教授接任理農學部長一職。隨著時間的推移，理農之間的對立氛圍，非但全無改善的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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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反而益形惡化。學校當局為了避免對立升高，試圖以將原本兩年一任的學部長一職，改為一

年一任，並分由理、農專攻的教授，輪留接替出任。 

由於最後一位兩年一任的學部長是出身農學，因此在昭和15年，第一任的一年一任學部長一

職，即由專攻地質學的早一郎理學博士出任，之後並分別在昭和16年，由農學系統的素木得一

出任；昭和17年由理學系統的青木文一郎出任。將學部長一職，由原本兩年一任，更改為一年一

任，並分別由兩系統之學者出任，表面上看來似乎可以避免高層人事糾紛，維持一定程度的統

合。但是這樣的做法，實際上無疑是承認兩學部分立的事實。 

昭和17年，眼見事已無法挽回，臺北帝大終於向中央當局提出將理、農兩學部分開設立的建

議案。此一建議案並於昭和18年3月18日，由內務大臣湯淺三千男向內閣會議提出，26日獲得認

可，並隨即在3月31日以敕令二百九十八號，正式將理農學部分設為理學部與農學部。理學部下設

化學、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四科；農學部下設農學、農業經濟學、農業土木學、農藝化學及

獸醫學五科。並分別由青木文一郎、三宅捷出任理學部與農學部長（三宅捷：昭和18.04.01-

19.03.31；德岡松雄：昭和19.03.31-終戰）。 

 

（二）農學科 

臺北帝大是戰前日本帝國在南方「唯一的綜合大學」。由於地理位置上的特殊性，臺北帝大

自始即致力於「南方研究」、「熱帶研究」，特別是以農為學最，特別是在十五年戰爭爆發後，

為了取得產業及資源，農學更被重視。據當時植物病理學教授松本巍的說法，農學部的被凸顯、

重視是導致理農學部間對立，甚至在昭和18年分設的主要原因。 

因此，若說理農學部中的主軸是農學部，那在農學部中的佔有主軸地位的則是農學科。農學

科佔著重要的地位。 

二、講座 

（一）理農學部講座更動情形： 

臺北帝大理農學部在成立之初，即規劃成立二十四個講座教室，此一計劃構想，總共經歷了

五次變動，費時三年，至昭和5年2月方得完全落實。此後，除了在昭和12、15年分別有二次更動

外，在18年理、農學部分設以前並未有太大的更動。理農學部講座之歷次更動如下：（【】內數

字為講座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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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昭和3年3月17日年以敕令三十三號公布〈臺北帝國大學講座令〉，理農學部設立六講座：

植物學（一）、動物學（一）、地質學（一）、氣象學（一）、化學（一）、生物化學（一）。

【6】 

2.昭和3年3月31日以敕令四十九號改正〈臺北帝國大學講座令〉，理農學部增設四講座農藝

化學（一）、植物病理學（一）、應用菌學（一）、昆蟲學養蠶學（一）。【10】 

3.昭和3年12月27日以敕令二百八十七號改正〈臺北帝國大學講座〉，理農學部增設九講座

植物學（一）、數學（一）、物理學（一）、農學熱帶農學（二）、化學（一）、農藝化學

（一）、農產製造學製糖化學（一）、農業工學（一）。【19】 

4.昭和4年4月11日以敕令六十號改正〈臺北帝國大學講座令〉，理農學部增設一講座：動物

學（一）。【20】 

5.昭和5年2月27日以敕令三十二號改正〈臺北帝國大學講座令〉，理農學部增設四講座：農

學熱帶農學（二）、農藝化學（一）、畜產學（一）。【24】 

6.昭和12年8月9日增設二講座：地質學（一）、化學（一）。【26】 

7.昭和15年4月1日增設一講座：原「農產製造學製糖化學」，分為「製糖化學」及「釀造

學」二講座。【28】 

8.昭和18年3月31日，理、農學部分設。理學部十二講座；農學部設十九講座：氣象學

（一）、生物化學（一）、農學熱帶農學（四）、農藝化學（三）、植物病理學（一）、昆虫學

養蠶學（一）、應用菌學（一）、畜產學熱帶畜產學（二）、家畜衛生學（一）、家畜病理學

（一）、製糖化學（一）、釀造學（一）、農業工學（一）。【理學部12；農學部19】 

9.昭和19年4月14日，以敕令第二百二十九號在農學部增設二講座：家畜內科學（一）、農

學熱帶農學（一）。【農學部21】 

10.昭和19年，農學部增設一講座：家畜外科學（一）。【農學部22】 

 

（二）農學關係講座： 

當時的臺北帝國大學在學制上採取講座制，學生也是分科入學，而為農學科學生或化學科學

生等等，但是在學習過程，則需要選定一個講座教室以為主要學習場所。所以，雖然由不同學科

入學，但可能是由同一講座教室畢業。也就是說，講座教室才是學生最基層的分類層級。理農學

部的講座教室通常是主任教授、助教授、助手、副手、雇、臨時雇，及學生組成不同位階的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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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結構。其中，主任教授「講座擔任」位於此結構最頂端，領導整個講座教室的運作。因而整個

教室的風格，通常反應主任教授的風格。研究室的助手及副手，通常由該教室的學生在畢業後擔

任。 

由於理農學部設立之初是在懷抱「理農一體」的精神下成立，初期講座高達二十四個，因此

難以限定區別，那些講座是「專屬」農學科。只能藉由農學科學生的講座選擇狀況得知，農學科

學生最常選擇的講座教室。從現存的資料中，可以發現，農學科學生主要是以農學‧熱帶農學及

植物病理學教室為主，此外，也有學生進入農業工學、畜產學、氣象學等講座。以下即以上述八

講座教室為主，試圖初步重建各講座教室的成員。至於完整重建及更進一步的研究則有待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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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農學‧熱帶農學】四講座 
講座名稱 主要內容 成立日期  擔任  

農學‧熱帶農學

第一講座 

農業經濟學 S.03.12 農學士 S.3--S.20 奧田彧 

農學‧熱帶農學

第二講座 

園藝學 S.03.12 農學博士 S.3--S.20 田中長三郎 

農學‧熱帶農學

第三講座 

作物學 S.05.02 農學博士 S.5--S.20 磯永吉 

農學‧熱帶農學

第四講座 

育種學 S.05.02 農學博士 S.5--S.20 市島吉太郎 

    S.10--S.20 安田貞雄 

 

1.【農業經濟學教室】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amics 

主任教授：奧田彧（昭和3-20） 

助 教 授： 

助    手：島內滿男、野村陽一郎（昭和7-？）、川口四郎（昭和7-？） 

副     手：林開煥（昭和07-？），鹿沼彰（昭和08.04.01.-？）、繩田一美（昭和10.03.31-

？）、清水新之助（昭和10.05.21-？）、井戶吉次（昭和11.04.23-？） 

雇      ：新井稔（昭和7-？） 

學    生：（以入學年度為序） 

昭和4年：林開煥，臺北帝國大學附屬農林學校專門部出身。 

          鈴木武雄，臺北高等學校出身，高雄州農林課，臺灣總督府農務課，【戰後】農林省

統計調查事務所。 

昭和5年：鹿沼彰、繩田一美。 

昭和6年：石橋俊治，臺灣總督府從事農業行政工作。 

昭和7年：清水新之助、井戶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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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園藝學教室】Horticultural Institute 

主任教授：田中長三郎（昭和3-20） 

助 教 授：中村三八夫（？-昭和06-20） 

助    手：小田島喜次郎（昭和07-20）、寺林清一郎（？-昭和20）、田中諭一郎（？-昭和

10.08.20） 

副    手：蔡雨澤（昭和6-？）、中川龍一（昭和09.06.19-？）、南部寬人（昭和12.04.01-？） 

雇    ：田中米子（昭和07-？）、山下常太郎（昭和09.07.04-？）、足達藤子（昭和10.05.07-

？） 

學    生：（以入學年度為序） 

昭和3年：蔡雨澤。 

昭和4年：日笠香門，臺北高等學校出身，昭和製糖株式會社任職。 

             上村延太郎，臺北高等學校出身，花蓮港廳技師，戰後南九州大學教授。 

             嶺岸長五郎，臺北帝國大學附屬農林專門部出身，宮城縣畜產課長 

昭和5年：秋谷良三、佐多長春、彌富忠夫 

昭和6年：吉岡信彥、中川龍一。 

昭和7年：盛福俊 

昭和8年：岡千里 

昭和10年：中山謙吉，死於長崎原爆 

昭和16年：島田朋己 

昭和17年：松村正 

                 豐日英一，臺北高等學校出身， 

 

3.【作物學教室】Laboratory of Farm Corps. 

    昭和5年成立，至昭和9年時有教授一人；助教授一人；助手三人；雇員二人。 

主任教授：磯永吉（昭和05-20） 

          a.昭和7年受任為理農學部附屬農場場長 

          b.戰後留用臺大教授兼農業試驗場技師，1954年完成"Rice and Crops in its Rotation in 

Subtropical Zones"一書。 

助 教 授：澀谷常紀（昭和03-昭和06-？）農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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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手：森山柄次郎（？-昭和10年-？）、古城坤三（昭和.06.04-）、松尾浩氣(昭和08-16)、

三屋壽夫（昭和16-17）、菅益次郎（昭和16-17） 

雇      ：野村圓（昭和06-？）、國武乙末生（昭和11.09.30-？） 

學    生：（以入學年度為序） 

昭和3年：古城坤三 

昭和4年：石田良弘，臺北高等學校出身，畢業後任職臺南州農業試驗場。 

                小橋清茂，第六高等學校出身，臺灣總督府食糧局，戰後調布市美軍水耕法農

場。 

                二反田益美，第一高等學校出身，新竹高等女學校教諭。 

昭和5年：渡邊尚武， 

               松尾浩氣，畢業後留任該教室任副手，新竹州農事試驗場長， 

昭和6年：齋藤猛 

昭和7年：齊藤巖、杉本相模、平野昇一 

               鹽澤喜彥，臺北高等學校出身 

昭和8年：豐島茂 

               千浦太郎，三井株式會社角板山工場 

昭和9年：鶴勝，臺北高等學校出身，臺灣總督府 

昭和10年：三屋壽夫，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昭和11年：菅益次郎，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昭和16年：內田政治，臺北帝大附屬農業試驗所 

昭和17年：渡邊忠夫 

 

4.【育種學教室】Laboratory of Plant Breeding. 

主任教授：市島吉太郎（昭和5-10） 

          安田貞雄（昭和10.07.04--20） 

助 教 授：大倉永治 

助    手：今村利雄（昭和6-？） 

雇      ：清水太郎（昭和08.05.01-？）、今中清春（昭和09.05.07-？）、小城義輝（昭和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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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以入學年度為序） 

昭和4年：中村瑛，臺北高等學校出身，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高知縣統計調查事務所課長。 

                高瀨文之，臺北高等學校出身，臺灣總督府大南庄蔗苗養成所，臺灣總督府殖

產局特產客技手， 

昭和13年：宮田定信， 

昭和14年：田村輝夫， 

昭和15年：松田榮、清永康太郎、金藤洋一郎、吉國平 

昭和16年：大井卓雄，臺灣總督府食糧局食品課 

昭和17年：中澤秋雄、河野千利 

 

5.【植物病理學教室】Phytopathological Laboratory 

主任教授：松本巍（昭和3-20） 

          戰後留任臺大教授，1966年退休，任臺糖糖業試驗所研究顧問，1969年病逝。松本巍

先生之著作目錄及學經歷參閱松本志（編），《松本巍》（臺北：精華印書館，

1975）。 

助 教 授： 

助    手：平根誠一（副手：昭和06.04-10.03.31；助手：昭和.10.03.31-昭和.16）、吉川涼（昭

和.08.09.30-？） 

副    手：岡部德夫（昭和08.04.05-13.05.31），後藤和夫（昭和.09.04.01-？） 

雇      ：澤田榕三（昭和12.03.19-？） 

學    生：（以入學年度為序） 

昭和03年：平根誠一，昭和6年畢業後，留任該教室為副手，後並升任助手，昭和16年轉任臺灣總

督府專賣局煙草試驗所。 

昭和4年：後藤和夫，盛岡高等農林學校出身，畢業後於昭和7年4月獲大學院入學許可，並留任為

副手，昭和10年歸國，在東大農學部從事研究工作，後先後任職農林省及並宇都宮大

學教授。 

昭和5年：岡部德夫 

 

6.【農業工學教室】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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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3年12月成立 

主任教授：杉村鎮夫（昭和.03-10） 

          牧 隆 泰（昭和.11-18） 

助 教 授：高板知武 

助    手： 

副    手：柴山健吉（昭和09.06.19-？）、橋岡良夫（昭和.10.03.31-？） 

雇      ：渡邊博（昭和.07-？）、野村月子（昭和10.01.31-？）中村辰次郎（昭和10.03.31-

？）、牛尾稔（昭和12.03.15-？） 

臨 時 雇：白煙浩二（昭和.08.04.14-？） 

學    生：（以入學年度為序） 

昭和4年：秋山勇雄，臺北高等學校出身，畢業後臺南州勤務，後轉任臺灣總督府土木課。終戰後

回日，先後在佐賀縣及茨城縣（耕地課長）任職。 

         黃贏澤，臺北高等學校出身，畢業後至滿州國，終戰後回臺灣。 

昭和6年：柴山健吉 

 

7.【畜產學教室】Zootechnical Institute. 

主任教授：山根甚信（昭和.05-20） 

助 教 授： 

副    手：瓜生憲二（昭和11.06.01-？） 

助     手：板內九十六（昭和 .06-昭和 .08.10.10）、龜山勤（昭和 .08.06.30-）、小野豐(昭

和.09.01.09-） 

雇      ：板口利夫（昭和7-？）、中kaSu（昭和.09.11.30-？）、高橋晦男（昭和11.04.06-？） 

教    室： 

學    生：（以入學年度為序） 

昭和7年：橫林輝美治，臺北高等學校出身，入滿州國， 

 

8.【氣象學教室】Institute of Meteorology and Geophysics. 

    昭和3年成立 

主任教授：白鳥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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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教 授： 

助    手：森永元一（昭和.06.04-？） 

雇      ：水戶野進（昭和7-？）、市原正（昭和.09.04.14-？） 

臨 時 雇：津谷花子（昭和.7.08.19-7.11.28）、市原正（昭和.08.08.01-09.04.14）、鈴木喜藏

（昭和.09.06.16-？） 

教    室： 

學    生：（以入學年度為序） 

昭和3年：森永元一 

昭和9年：高木荒司，佐賀高等學校，明治製糖株式會社研究課。 

三、學會活動 

（一）熱帶農學會 

1.第十回小會於昭和6年4月18日在專門部特別教室開會，發表四篇論文： 

 a.加福均三，「椪柑利用一途皮油及葉油就」 

 b.山本亮、和田俊之、合馬輝夫，「屑煙草殺蟲用製法」 

 c.白鳥勝義、森永原一，「大氣密度、太陽活動關係就」 

 d.加藤浩，「家兔內子宮內於精蟲命運」。 

2.第十二回小集會於昭和6年6月20日在專門部特別教室開會，發表二篇論文，並由磯永吉做

專題演講。 

3.昭和6年10月20日在專門部特別教室，與製糖研究會合辦特別演講會。 

4.昭和6年11月9日於教育會館舉行特別演講會，由理化學研究所所長大河內正敏博士演講

「臺灣有望產業」 

5.昭和7年12月11日，第四總會。 

6.昭和8年12月10日，第五總會。 

7.發行《熱帶農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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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園藝學讀書會-臺北園藝研究會 

由園藝學教室之成員組成，通常每一周或二周舉行一次例會，主要是由學生進行報告。偶爾

亦由老師或邀請校外學者作專題演講。例如第六回例會於昭和6年6月6日在農學第二講義室開會，

由日笠香門、上村延太郎及助教授中村三八夫，抄讀。第七回例會於昭和6年6月13日在大學俱樂

部開會，由彌富忠夫、佐多長春、秋谷良三，抄讀。中央研究所技師櫻井芳次郎發表專題演講

「柑橘冷藏就」。 

該讀書會於昭和9年2月17日，擴大成立為臺北園藝研究會。仍以藝學教室成員為主，至於開

會地點除園藝學教室外，因該教室學生需至臺北州立農業試驗場蔬菜部或中央研究所士林支所

「見學」，因此開會的地點也輪流至上述二地舉行。例如：臺北園藝研究會第八回例會在臺北州

立蔬菜試驗場開會，由該場秋作蔬菜栽培狀況見學中，南川勝次、赤城勘一、秋谷良三、西村周

一作專題演講。臺北園藝研究會第九回例會在中央研究所士林園藝支所召開，由彌富忠夫、有田

明作專題演講；並由櫻井技師介紹該場所產之柑橘標本。 

園藝學教室之活動，是農學科各教室中較穩定的一個。 

 

（三）作物學讀書會 

以作物學教室內師生成員組成，原則上約一至二個星期召開一例會，大部份由該教室學生抄

讀，偶由主任教授發表專題演講。昭和8年後，少見活動記載。 

四、課程與修業 

1.修業：理農學部學生在學期間最短三年；最長六年，但休學期間不算入。 

2.課程：昭和3年訂定後經昭和6年、15年、18年三次修訂。 

    (1)昭和3年3月訂定，農學科學生適用第三號表。 

 

第三號表：農學科 

（昭和3年訂定） 

科目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氣象學 3 - 動物發生學及實驗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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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學 2 2 生物化學 3 3 

肥料學 2 2 熱帶有用植物學 2 - 

植物生理學及生態學 3 3 造園學 - 2 

植物病理學 2 2 榮養化學 3 - 

農業動物學 2 2 家畜衛生學 2 2 

昆蟲學 2 2 養蠶學 - 3 

遺傳學 3 - 蠶體生理學及病理學 2 2 

育種學 3 3 應用菌學及實驗 2（1） 2（1） 

作物學汎論 3 - 農業物理學 2 2 

測量學及實習 3 3 農業器械學 3 - 

農業工學 3 3 農業水利學 2 2 

經濟學  3 3 農業統計學 2 2 

農業經營學 3 3 農業評價學 - 2 

農政學 3 3 農業會計學 3 - 

植物學實驗 （2） （2） 農產物市場學 2 2 

動物學實驗 （2） （2） 農業史 2 - 

農場實習 （2） （2） 植民學及熱帶植民史 - 3 

農學實驗及實習 二  學 年  間 法學通論 2 2 

特別實驗及論文 不 定 民法 3 3 

細胞學及實驗 2 - 農業法律學 2 2 

植物系統學 3 3 教育學及教育史 2 2 

   特別講義 不定 不定 

備註：應選擇科目五科以上 

 

(2).昭和6年4月改定。 

農學科學生適用第三號表。必修時數：講義90時間以上；演習、實 

驗、實習18回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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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號表：農學科 

（昭和6年改定） 

科目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氣象學 - 5 一般地質學 3 - 

土壤學 2 2 製糖化學 2 2 

肥料學 2 2 生物化學 3 3 

土壤管理學 1 - 農業藥化學 - 2 

植物生理學 3 3 測量學（甲） - 1 

植物形態學 3 - 農業工學 3 3 

植物分類學 3 3 農業統計學 2 2 

細胞學 - 2 農業經濟學及經營學 3 3 

遺傳學 3 - 農產物市場學 2 2 

育種學 3 3 養蠶學 2 - 

作物學汎論 - 3 畜產學 2 2 

熱帶作物學 3 3 農業動物學 2 2 

園藝學汎論 3 - 動物比較生理學 3 3 

熱帶果樹學 - 3 動物比較形態學 6 4 

造園學 2 - 昆蟲形態學及分類學 2 2 

植物病理學 - 2 昆蟲生理學及生態學 2 2 

農業昆蟲學 2 2 蠶體生理學及病理學 2 2 

微生物學 2 2 榮養化學 3 - 

農業微生物學 2 - 家畜飼養學 2 - 

農產利用學 2 2 家畜衛生學 2 2 

財政學 2 2 經濟學原論 4 4 

法律學概論 4 4 實驗式計算法 - 2 

農業法律學 3 3 科學概論 2 2 

農業史 2 - 特別講義 隨時 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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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民學及熱帶植民學 - 3 氣象學實驗 1 （1） 

農村社會學 2 2 一般地質學實驗 （1） - 

農政學 2 2 植物生理學實驗 （1） （1） 

農業評價學 1 - 植物形態學實驗 （1） - 

農業會計學 - 2 細胞學實驗 - （1） 

數學 3 3 遺傳學實驗 （1） - 

物理學 2 2 農學實驗 （2） （3） 

地球物理學 - 2 農藝化學實驗 （2） - 

熱帶氣候論 - 1 植物病理學實驗 （1） （1） 

應用電氣學 - 2 農業昆蟲學實驗 - （1） 

應用力學 2 - 應用微生物學實驗 - （2） 

應用機械學 3 1 測量學（甲）實習及

製圖 

- （2） 

農業機械學 - 6 養蠶學實驗實習 （1） - 

農業水利學 6 - 畜產學實驗實習 （1） （1） 

測量學（乙） 3 1 農場實習 （1） （1） 

構造及施行法 3 2 農業動物學實驗 - （1） 

動物比較形態學實驗 （2） （2） 動物比較生理學實驗 （2） （2） 

昆蟲形態學及分類學

實驗 

（1） （1） 農業機械學實習 - （2） 

昆蟲生理學及病理學

實驗 

（1） （1） 農業水利學演習 （2） - 

蠶體生理學及病理學

實驗 

- （1） 測量學（乙）實習及

製圖 

（1） （2） 

家畜衛生學實驗 （1） （1） 農業工學實習旅行 隨時 隨時 

農業經濟學演習 （5） （5） 農業工學計畫設計 （1） （1） 

農業法律學演習 （1） （1） 特別問題研究（論

文） 

不定 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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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演習得以講義代替之 

 

(3).昭和十五年三月改定，四月一日起施行。 

農學專攻學生適用第五號表。必修時數：講義90時間以上；演習、實驗、實習18回以上。 

 

第五號表：農學專攻 

（昭和15年3月改定） 

科目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氣象學 - 5 植物生理學 3 3 

一般地質學 3 - 植物生態學 2 - 

土壤學 2 2 植物形態學 - 3 

肥料學 2 2 植物分類學 3 3 

土壤管理論 2 - 細胞學 2  

遺傳學 3 - 測量學（甲） 2  

育種學（甲） 3 - 農業工學 3 3 

育種學（乙） - 3 數理統計學 2 2 

作物學汎論 - 3 農業經營學 2 2 

熱帶作物學 3 3 農業市場學 2 2 

園藝學汎論 3 - 養蠶學 2 - 

熱帶果樹學 - 3 畜產學 2 2 

熱帶有用植物學 2  農業動物學 2 2 

造園學  2 動物比較生理學 3 3 

植物病理學 2 2 動物比較形態學 6 4 

農業昆蟲學 2 2 昆蟲形態學及分類學 2 2 

應用微生物學汎論 2 2 昆蟲生理學及生態學 2 2 

應用微生物學各論 2 2 蠶體生理學及病理學 2  

食品製造化學  3 榮養化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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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糖化學 2 2 家畜飼養學 2  

生物化學 3 3 家畜衛生學 2  

農業藥化學 2  釀造學 2 2 

發酵化學 2 - 氣象學實驗 1 （1） 

農業法律學 3 3 一般地質學實驗 （1） - 

農業史 2 - 植物生理學實驗 （1） （1） 

植民學及熱帶植民論 2 2 植物形態學實驗 （1） - 

熱帶農業經濟學 - 2 植物生態學實驗 （1） - 

農政學 2 2 細胞學實驗 - （1） 

農業評價學 1 - 遺傳學實驗 （1） - 

數學 3 3 農學實驗 （2） （2） 

一般物理學 3 3 農藝化學實驗 （2） - 

地球物理學 - 2 植物病理學實驗 （1） （1） 

熱帶氣候論 - 1 農業昆蟲學實驗 （1） （1） 

應用電氣學 - 2 應用微生物學實驗 - （2） 

應用力學（甲） 2 2 測量學（甲）實習及

製圖 

（1）  

農業機械學 4 4 養蠶學實驗實習 （1） - 

農業水利學 2 2 畜產學實驗實習 （1） （1） 

實驗式計算法 - 2 農場實習 （1） （1） 

科學概論 2 2 農業動物學實驗 - （1） 

特別講義 隨時 隨時 農業法律學演習 （1） （1） 

動物比較生理學實驗 （2） （2） 農政學演習 （1） （1） 

動物比較形態學實驗 （2） （2） 農業市場學演習 （1） （1） 

昆蟲形態學及分類學

實驗 

（1） （1） 農業機械學實習 （1） （1） 

昆蟲生理學及生態學

實驗 

（1） （1） 農業水利學實驗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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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體生理學及病理學

實驗 

- （1） 特別問題研究 - - 

家畜衛生學實驗 （1） （1）    

農業經營學演習 （1） （1）    

 

(4).昭和十八年三月改定，四月一日起施行。 

農學專攻學生適用第一號表。必修時數：講義85時間以上；演習、實驗、實習17回以上。 

 

第一號表：農學專攻 

（昭和18年3月改定） 

科目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氣象學 - 5 植民學及熱帶植民論 2 2 

一般地質學 3 - 熱帶農業經濟學 - 2 

土壤學 2 2 農政學 2 2 

肥料學 2 2 農業評價學 2 - 

土壤管理論 2 - 數學 2 2 

植物生理學 3 3 物理學通論 3 3 

植物生態學 2 - 地球物理學 - 2 

植物形態學 3 - 熱帶氣候論 - 1 

植物分類學 3 3 應用電氣學 - 2 

細胞學 - 2 應用力學（甲） 2 2 

遺傳學及實驗 2 2 農業機械學 4 4 

育種學（甲） 3 - 農業水利學 2 2 

育種學（乙） - 3 實驗式計算法 - 2 

作物學汎論 - 3 科學概論 2 2 

熱帶作物學 3 3 特別講義 隨時 隨時 

園藝學汎論 3 - 氣象學實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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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果樹學 - 3 一般地質學實驗 （1） - 

熱帶有用植物學 2  植物生理學實驗 （1） （1） 

造園學  2 植物形態學實驗 （1） - 

植物病理學 2 2 植物生態學實驗 （1） - 

農業昆蟲學 2 2 細胞學實驗 - （1） 

應用微生物學汎論 2 2 遺傳學實驗 （1） - 

應用微生物學各論 2 2 農學實驗 （2） （2） 

食品製造化學  3 農藝化學實驗 （2） - 

製糖化學 2 2 植物病理學實驗 （1） （1） 

生物化學 3 3 農業昆蟲學實驗 （1） （1） 

農業藥化學 2  應用微生物學實驗 - （2） 

測量學（甲） 2 - 測量學（甲）實習及

製圖 

（1）  

農業工學 3 3 養蠶學實驗實習 （1） - 

數理統計學 2 2 畜產學實驗實習 （1） （1） 

農業經營學 2 2 農場實習 （1） （1） 

農業市場學 2 2 動物比較生理學實驗 （2） （2） 

養蠶學 2 - 動物比較形態學實驗 （2） （2） 

畜產學原論 2 2 昆蟲形態學及分類學

實驗 

（1） （1） 

熱帶畜產學 2 2 昆蟲生理學及生態學

實驗 

（1） （1） 

動物比較生理學 3 3 蠶體生理學及病理學

實驗 

- （1） 

動物比較形態學 6 4 農業經營學演習 （1） （1） 

昆蟲形態學及分類學 2 2 農業法律學演習 （1） （1） 

昆蟲生理學及生態學 2 2 農政學演習 （1） （1） 

蠶體生理學及病理學 2 2 農業市場學演習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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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養化學 2 2 農業機械學實習 （1） （1） 

家畜飼養學 2 - 農業水利學實驗 （1） （1） 

釀造學 2 2 特別問題研究 - - 

發酵化學 2 -    

農業法律學 3 3    

農業史 2 -    

 

五、學生 

（一）大學院 

臺北帝國大學理農學部農學科  學生名冊（大學院） 

姓名 籍

貫 

入學年度 專攻 畢業年度 論文題目 

後藤和夫 靜

岡 

S.07.04 植物病理學   

佐多長春 大

阪 

 園藝學研究 S17.11.17 有用植物學上見無

花果屬譜學的研究 

 

（二）大學部 

臺北帝國大學理農學部農學科  學生名冊（大學部） 

姓名 籍貫 入學年度 畢業年度 論文題目 

藤岡保夫 兵庫 S.03 S.06.03  

後藤定年 福岡 S.03 S.06.03  

平根誠一 茨城 S.03 S.06.03  

池田喜策 富山 S.03 S.06.03  

井上尚夫 京都 S.03 S.06.03 On the Growth Compectition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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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Varieties of Rice and the 

Comparison of the Row Method with 

the Yield Trial Methold 

石橋普 福岡 S.03 S.06.03  

徐慶鐘 臺北 S.03 S.06.03 黃麻種子發育並硬粒關研究 

古城坤三 熊本 S.03 S.06.03 甘藷苗發根關研究 

近藤丹四郎 宮崎 S.03 S.06.03  

三浦正三 廣島 S.03 S.06.03  

森永元一 佐賀 S.03 S.06.03  

中村迎 鹿兒島 S.03 S.06.03 甘蔗實生發育法就 

南部寬人 山口 S.03 S.06.03  

大平莞爾 長野 S.03 S.06.03 插木豫措關研究 

劉興文 新竹 S.03 S.06.03 酸素及分子間呼吸插木於再

生機能及影響 

蔡雨澤 高雄 S.03 S.06.03 臺灣於棗椰子栽培條件 

鈴木正男 島根 S.03 S.06.03  

筒井安雄 和歌山 S.03 中退  

渡邊正一 三重 S.03 S.06.03 鳳梨根生理的研究 

秋山勇雄 佐賀 S.04 S.07.03  

王爾培 臺灣 S.04 病逝  

後藤和夫 靜岡 S.04 S.07.03  

日笠香門 岡山 S.04 S.07.03  

石田良弘 青森 S.04 S.07.03 稻苗及稻成育關研究 

上村延太郎 京都 S.04 S.07.03 柑橘類於芽接部比較解剖學的

研究 

小橋清茂 岡山 S.04 S.07.03 落花生莢五果發育關研究 

黃瀛澤 新竹 S.04 S.07.03  

中村朠 高知 S.04 S.07.03 乾蔗品種細胞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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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田益美 鹿兒島 S.04 S.07.03 內地種系稻栽培史作物學的研究 

林開煥 新竹 S.04 S.07.03  

鈴木武雄 宮城 S.04 S.07.03  

高瀨文之 茨城 S.04 S.07.03 水稻於二三相關形質就 

嶺岸長五郎 宮城 S.04 S.07.09 染色體鑑識學見臺灣有用植物 

秋谷良三 東京 S.05 S.08.03 Observation the Factors Govering the 

Rooting of citing stem Cutting 

長谷川德久 富山 S.05 S.08.03 菜豆關遺傳形質研究 

日暮乙 千葉 S.05 S.08.03 二種不稔稻細胞學的並遺傳學的

研究 

石上茂一 長崎 S.05 S.08.03  

鹿沼彰 群馬 S.05 S.08.03  

前田長太郎 熊本 S.05 S.08.03  

松尾浩氣 高知 S.05 S.08.03 內地種系稻直播栽培法關研究 

繩田一美 福岡 S.05 S.08.03  

西岡林之助 奈良 S.05 S.08.03 小果柑橘比較研究 

岡部德夫 東京 S.05 S.08.03  

呂燕卿 臺北 S.05 中退  

佐佐成美 愛知 S.05 S.08.03  

佐多長春 大阪 S.05 S.08.03  

高木武三二 福岡 S.05 S.08.03  

渡邊尚武 東京 S.05 S.08.03 內地種系稻品種分類的研究 --特

Growth Gcle 就 

山內朔郎 宮崎 S.05 S.08.03  

彌富忠夫 熊本 S.05 S.08.03 柑橘枝條生長關研究 

陳炯崧 臺北 S.06 S.09.03 臺灣產重要茶樹品種茶形態就 

濱田道德 愛媛 S.06 S.09.03  

羽根田彌太 岐阜 S.06 中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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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橋俊治 福岡 S.06 S.09.03  

川田勸 福岡 S.06 S.09.03 蓬來米銘柄關研究 

黃清泉 新竹 S.06 S.09.03  

久保三九郎 佐賀 S.06 S.09.03  

松本光之 長崎 S.06 S.09.03  

森下進二 岡山 S.06 S.09.03 臺灣  麥作關研究 

中田稔 京都 S.06 S.09.03  

中川龍一 福岡 S.06 S.09.03 臺北市對象兒童公園研究 

中島一雄 佐賀 S.06 S.09.03 水稻穗大穗頸維管束相關

關係就 

齋藤猛 群馬 S.06 S.09.03 水稻形質間相關現象關研究【水

稻特性關二三研究】 

佐佐木五九

雄 

愛媛 S.06 S.09.03 黃麻關調查研究 

柴山健吉 東京 S.06 S.09.03  

周財源 臺北 S.06 S.09.03 甘蔗品種於葉組織細胞遺傳學

的研究 

山川研介 北海道 S.06 S.09.03 甘蔗品種根基並發根力關比較

研究 

吉岡信彥 長野 S.06 S.09.03 貯藏輸送果實處理關研究 

平野昇一 千葉 S.07 S.10.03  

柏分忠一 新瀉 S.07 S.10.03  

盛福俊 鹿兒島 S.07 S.10.03 臺灣於夏作蕃茄栽培學的考察 

名城堯 沖繩 S.07 S.10.03  

齋藤巖 石川 S.07 S.10.03 米酮割關調查研究 

椎原岩男 鹿兒島 S.07 S.10.03  

清水新之助 愛媛 S.07 S.10.03  

鹽澤喜彥 靜岡 S.07 S.10.03 甘蔗優良品種初期發根狀態比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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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末永豐志 鹿兒島 S.07 S.10.03  

杉本相模 福井 S.07 S.10.03  

橫林輝美治 岡山 S.07 S.10.03  

千浦太郎 長崎 S.08 S.11.03 臺灣產茶樹品種葉形狀關研

究 

江藤威彥 福岡 S.08 S.11.03 甘蔗水揚法就 

吳左煙 新竹 S.08 中退 風加甘蔗生育並通導組織及

影響就 

堀江亨 茨城 S.08 S.11.03  

井戶吉次 靜岡 S.08 S.11.03  

松元常治 鹿兒島 S.08 S.11.03  

西田正二 福島 S.08 S.11.03  

岡千里 宮城 S.08 S.11.03 ？頭栽培學的研究特臺灣於

哉培可能性就 

羅啟源 新竹 S.08 S.11.03  

詹丁枝 臺南 S.08 S.11.03 1.臺灣於玉？栽培關調查

研究 

2.臺灣於大根栽培時期生育

關係關研究 

豐島茂 愛媛 S.08 S.11.03 裹作小麥生育關研究 

黃榮華 臺北 S.08 S.11.03 黃麻開花期並生育關研究 

馬場春生 愛媛 S.09 S.12.03  

石龜敏夫 福岡 S.09 S.12.03  

三宅睦男 東京 S.09 S.12.03  

廖學義 臺南 S.09 S.12.03 柑橘樹肥培基礎的問題關研究 

高木荒司 福岡 S.09 S.12.03   

鶴勝 佐賀 S.09 S.12.03 蕎麥生育及C.I.N.率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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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建德 臺北 S.09 中退  

三屋壽夫 福井 S.10 S.13.03 臺灣於栽培關一考

察 

中山謙吉 長崎 S.10 S.13.03  

翟志達 中華民國 S.10 中退  

張耀焜 臺中 S.11 S.14.03  

稻村敬一 福島 S.11 S.14.03 李樹於外的操作（環狀剝皮）

花芽形成、著花並果實成長及

影響 

菅益次郎 愛媛 S.11 S.14.03 臺灣於亞麻栽培就考察 

臼井亨 岩手 S.11 S.14.03   

矢野三郎 德島 S.11 S.14.03  

遠藤太郎 宮城 S.12 S.15.03  

王祖濤 臺北 S.12 S.15.03 臺灣亞麻作特異性關二三生態

學的並行態學的研究 

莊野昌三 京都 S.12 S.15.03  

鈴木正夫 靜岡 S.12 S.15.03 香料植物解剖學的並顯微鏡化學

的研究 

多田久雄 東京 S.12 S.15.03  

橫山克己 宮城 S.12 S.15.03  

湯德正夫 鹿兒島 S.12 S.15.03  

石松晉 大分 S.13 S.16.03 亞麻品種關研究 

北川涉 兵庫 S.13 S.16.03  

宮田定信 高知 S.13 S.16.03  

尾村俊久 東京 S.13 S.16.03  

莊琮晃 臺北 S.13 S.16.03  

塚本雅彥 福岡 S.13 S.16.03 棉整枝及早期橘果落蒴及

影響並著蒴部位充實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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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關研究 

精松哲郎 鹿兒島 S.14 S.16.12  

石川修一郎 琦玉 S.14 S.16.12  

黃永傳 臺北 S.14 S.16.12  

小林詮 島根 S.14 S.16.12  

酒井松雄 東京 S.14 S.16.12  

田村輝夫 德島 S.14 S.16.12  

波部利雄 兵庫 S.14 S.16.12  

原俊男 福島 S.14 S.16.12 米增產資蓬萊米種新育成品種的

特異性研究 

松尾中 愛知 S.14 S.16.12  

山本拓磨 長崎 S.14 S.16.12  

竹島義元 佐賀 S.14 S.17.09  

    農學專攻卒業 

安培光彌 大分 S.15 S.17.09  

有賀諄幸 山梨 S.15 S.17.09 臺灣農產重要農作物發達關考

察 

今井義尚 大阪 S.15 S.17.09  

金藤洋一郎 島根 S.15 S.17.09 人為突然變異 

加藤道也 愛知 S.15 S.17.09  

倉光正治 福岡 S.15 S.17.09 臺灣於水稻第二期作根群發育

關研究 

清永康太郎 京都 S.15 S.17.09  

田中和夫 山口 S.15 S.17.09  

原修 櫟木 S.15 S.17.09  

松田榮 廣島 S.15 S.17.09  

松島茂次 奈良 S.15 S.17.09 臺灣北部裹作亞麻栽培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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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村明正 熊本 S.15 S.17.09 臺灣裹作小麥生育中於炭素比

率推移關研究 

山口知 茨城 S.15 S.17.09 臺灣於水稻第一期作根群發育

關研究 

山崎正隆 長崎 S.15 S.17.09  

吉國平 鹿兒島 S.15 S.17.09  

渡邊守之 福島 S.15 S.17.09  

今富太郎 大分 S.16 S.18.09 亞麻纖維細胞增生關環境學的

考察 

內田政治 三重 S.16 S.18.09 臺灣於蓬萊種假植關研

究 

大井卓雄 長野 S.16 S.18.09  

田中實太郎 鳥取 S.16 S.18.09  

田中賴三 澀谷 S.16 S.18.09  

張沂滔 臺中 S.16 S.18.09  

荻屋薰 秋田 S.16 S.18.09  

松岡匡一 愛知 S.16 S.18.09 棉蒴內發芽現象關種子學的研

究 

森本博之 廣島 S.16 S.18.09  

笠井久三 山梨 S.16   

島田明己 宮崎 S.16   

古賀敬一 福岡 S.17.04   

金野太郎 北海道 S.17.04   

高野總十良 島根 S.17.04   

濱田義雄 京都 S.17.04   

平川勝 大分 S.17.04   

崛江董久 島根 S.17.04   

松村正 福岡 S.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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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橋博 福岡 S.17.04   

江島正之 兵庫 S.17.10   

大坪樹一郎 高知 S.17.10   

小河之德 福岡 S.17.10   

小野謙二 岡山 S.17.10   

河野千利 大分 S.17.10   

關政弘 東京 S.17.10   

豐日英一 佐賀 S.17.10   

中澤秋雄 新瀉 S.17.10   

中村克哉 靜岡 S.17.10   

西田博 大分 S.17.10   

野津孝康 島根 S.17.10   

森山久 島根 S.17.10   

山城守也 鹿兒島 S.17.10   

山田俊雄 熊本 S.17.10   

渡邊忠夫 廣島 S.17.10   

安藤治 愛知 S.18.10   

大家二郎 佐賀 S.18.10   

城戶一夫 福岡 S.18.10   

齋藤一雄 兵庫 S.18.10   

四方正義 京都 S.18.10   

？原登 山口 S.18.10   

玉田城三郎 琦玉 S.18.10   

長野佑保 鹿兒島 S.18.10   

永山政助 沖繩 S.18.10   

野津宏 島根 S.18.10   

藤原實 鳥取 S.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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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多政美 大分 S.18.10   

宮城耕治 長野 S.18.10   

宮崎日向 長崎 S.18.10   

渡邊文吉郎 東京 S.1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