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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同文書院大學（1900-1945） 
的臺灣學生 

  許雪姬 

摘 要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為日本東亞同文會在 1900 年創立於南京（同年遷到上

海），以培養「支那通」為目的的學校，設校經費來自日本政府的巨額補助。1945

年 8 月隨著日本戰敗，於 9 月閉校。在這 45 年間一共有 4,368 人受教，為日本培

養一些學界、外交界、新聞界、實業界的人才，但對中國而言這些人卻是侵華的

先鋒。這所學校有 30 名臺灣學生，其中有 3 人以閩、粵籍生的身分，於 1920 年

進入該院所設的中華學生部。有關本校的臺灣學生，已經有學者做初步研究，但

因使用的資料不足，而有再研究的空間。本文利用日本外務省外交史料館有關的

檔案、外國旅券下付表，以及大學史、同窓會名簿，先探討東亞同文書院大學設

立的始末，次則探討臺灣學生何以前往該校就讀；30 位畢、肄業生的經歷，以了

解其學緣以及戰後的業緣；再者就 3 名事蹟特別的學生做深入的研究，即臺中人、

廣東副領事陳新座，苗栗人、軍統南京組副組長彭盛木，鹿港人、上海外國語大

學日語教授王宏，同校畢、肄業，卻發展出不同的認同，可見臺灣人心性複雜之

一斑。近年來日本早稻田大學、奈良女子高等師範學校的臺灣人畢業生都已有了

研究成果，研究東亞同文書院大學踵繼其後，不僅是研究海外臺灣人的又一章，

也是教育史上不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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