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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士古屋貞雄的跨境、思想與行動 

  陳宛妤 

摘 要 

  本文主要追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人辯護士古屋貞雄在日本、朝鮮、臺灣

三地間的活動與軌跡，分析他在殖民地與社會政治運動中的定位，以及在跨境後

所帶來的衝突、矛盾與融合。 

  1889 年古屋貞雄出生於日本山梨縣農家，明治大學法科在學時期即投入家鄉

的農民運動，1920 年考取辯護士資格，致力於日本勞農民運動以及法庭辯護活動，

為戰前自由法曹團創始團員之一，被定位是人權派辯護士、抵抗法曹。1927 年赴

京城擔任朝鮮共產黨事件之辯護人，同年底勞農黨派遣古屋到臺灣擔任臺灣農民

組合之顧問，因而舉家遷居至臺灣。1927 年至 1934 年間擔任許多勞農事件與政

治事件的民刑事訴訟之代理與辯護。在勞農運動中，古屋將在日本的運動抗爭手

段帶入臺灣，對臺灣社會產生了一定啟蒙的效果。1935 年荷蘭船朱諾號事件中，

古屋一方面主張辯護士的獨立性，一方面卻支持日本軍部國權至上的見解，讓我

們看到人權派辯護士的侷限與轉向的開始。中日戰爭爆發後，古屋從抵抗法曹完

全轉向為擁護國權的臣民法曹。 

  戰前的古屋擁有許多不同的面孔，對於殖民地勞農與社會運動的法庭支援應

給與正面評價。但他對國家權力的抵抗仍是以體制內為前提，並未曾將自己定位

是體制外的他者，在戰爭期間只能陷於天皇體制的泥沼中動彈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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