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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的二宮金次郎銅像： 
學校的物質文化史考察之一面向

 

  許佩賢 

摘 要 

二宮尊德（幼名金次郎）是戰前受過日本教育者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除了

因為二宮是修身書中的常客之外，一度出現在校園中的二宮金次郎銅像可能也是

重要的印象來源。 

1920 年代中期起，日本本國因為地方商人要推銷自家產品，開始製作「負薪

讀書」少年造型的二宮塑像，受到各地小學校歡迎。臺灣的學校則是到 1935 年以

後，在鄉土教育運動與部落振興運動的背景下，開始設置二宮銅像，鼓勵兒童、學

生勤勉向學、刻苦耐勞。 

1940 年，為了慶祝日本皇紀紀元二千六百年，各地學校紛紛以設置忠臣偉人

像、奉安殿、校園神社，作為紀念活動，臺灣的校園銅像也在這一年大幅增加。隨

著日本戰局緊張，起初期待教化學生自我修養、貢獻地域的二宮銅像，一方面被

利用來加強人心的動員，最後連銅像本身也成為戰時物資被徵用。 

當代透過二宮銅像的記憶串起過往歷史的故事時有所聞，可能是因為二宮銅

像表現的「勤勉苦讀」之價值觀，與傳統臺灣漢人社會尊崇學問的集體心性有共

通之處，因此，即使橫跨三個世代，仍然可以引起臺灣社會的共鳴。已經消失的二

宮銅像，事實上也是臺灣歷史記憶的一部分，訴說著近百年臺灣學校的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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