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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學術圈】吳明勇 重建臺灣林學歷史 鑽研臺灣林業史

書香聊天室

研究緣起 

「臺灣有近70%是山林，於日治時期起才有踏查研究、系統化砍伐的活動，而學界第

一篇與山林史相關研究論文，於2000年後才出現！」本校歷史學系副教授吳明勇專攻

臺灣林業史，樂於面對挑戰的他，選擇一頭栽進這項罕有學者研究的史學領域。 

吳明勇首先說明，原先他鑽研臺灣軍事史學，但因史料難以取得、大多嚴密保管於國

防系統，加上臺灣正值解嚴時期，史學研究漸漸脫離政治的干擾，讓臺灣史學研究領

域隨之擴大，逐漸拓展到各面向的領域。那個時候，山林史、林業史是較少人觸及的

，許多相關研究者也多屬於植物學系、森林學系學者，少有歷史學者專攻此領域。在

當時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吳文星教授的鼓勵下，毅然決然

投入研究，從一開始的摸索，到後來找出專攻方向，耕耘於林學試驗、臺灣山林知識

上的歷史頗有心得，便持續到現在。 

研究領域 

吳明勇自2000年起投入臺灣林業史研究，目前為臺灣僅有專攻林業史研究學者，尤其

專精於日治時期的林業試驗與伐木制度，研究的素材多來自日治時期相關機構流傳下

來的紀錄。 

他說明，臺灣是一個山林面積占70%的島國、具有豐沛的森林資源，在日治時期才開

始被現代化國家所統治。日本政府為利用臺灣的自然資源，對島內的山林付出財力、

人力與時間，是臺灣島上第一個做全面性調查的政權，並以近代科學、準確的知識來

制定合理政策、用先進學術方式統計與調查臺灣山林。 

吳明勇的研究，包括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對於臺灣山林的砍伐開採、林學試驗、森林教

育的歷史、林業政策等。他認為：「我眼中的森林，有一種神秘與隱晦的氛圍。即使

殖民者權力再大也必須正視大自然、親自去踏查。」 

他分析，臺灣山林孕育出很多天然資源，這些資源對統治者而言可帶來財富，在這邏

輯之下開始進行山林探查的活動。當時政府林業機構的研究成果，成就現今研究臺灣

山林史的第一手史料，吳明勇用「山林的知識化」來形容日治時期對待山林的方式。 

研究歷程與甘苦談 

談起研究歷程，吳明勇表示：「其中遇到的最大困難，無非是研究領域從社會文化

，跨足到自然資源。」在學術研究上，他面對兩個不同的領域：專業的史學研究與陌

生的自然資源。因此，他從了解森林樹木開始一步步前進，到後來透過史料區分出森



林教育、森林保安、林業試驗等林業研究，進一步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 

他說明，日治時期的臺灣林業相關研究資料大多都來自官方圖書館，如：國家圖書館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大學圖書館與林業試驗所圖書館等。當時日本的森林學家

、林業機構為臺灣留下了山林現場的第一手資料與初步研究分析，吳明勇便是蒐集這

些資料並加以分類進行更深入而詳盡的研究。 

他曾針對日本學者金平亮三、田代安定、永山規矩雄對於當時所做的研究，了解近代

臺灣林業學術、行道樹理論、民間木材利用的紀錄、並進行分析撰寫論文。他形容

，分析史料後，透過統計數據、涵蓋地域，便能漸漸描繪出伐木的過程，那技師、工

人與樹木共舞的輪廓彷彿躍於眼前。 

除了書面資料上的研究，吳明勇更曾實地踏查，循著史料上的途徑至新北烏來、屏東

滿州等地的開墾遺跡，更進一步探究山林開墾的情形與風貌。在研究中，吳明勇窺見

日本政府除了森林踏查、砍伐木材之外，更教育民眾文明知識，如：養成民眾要用愛

護植物的思維去面對花草樹木、訂定「愛林日」來教化民眾、在林業歷史中有針對「

行道樹」的統計研究。他認為，以上的種種作為，代表政府重視自然生態與美感，如

：日治時期政府啟蒙「人與山林的關係」的思維，在群眾之中形塑出另一層的民生文

化。 

他發現不同當政者對於山林的態度也不一樣。日本政府於1912年至1945年間，3大林

場共砍伐2萬公頃的森林；國民政府卻於1964年後，10年間密集砍伐林木，每1年就砍

伐1萬公頃的森林！他感慨地說：「經歷600萬年孕育的臺灣山林，在幾十年內大量消

失，從史料中更看見『統治者的慾望』。」 

綜觀吳明勇的研究歷程，包括林業學研究沿革、植樹制度、愛林思想、行道樹理論、

臺灣林業史趨勢與現況研究、歷代林業試驗單位分析、阿里山作業所歷史考察等，成

果多元且斐然。他認為，這一路上研究辛苦之處有兩層，首先是匯集來的史料都是日

文，得需要有語文基礎，才能加以翻譯成能運用之資料；得到資料後，又需要科學領

域知識來進一步了解詞彙的意義進行分析。他強調，「對於學術研究的關鍵無他，就

是要耐心地對待史料。」 

研究成果 

投入「臺灣林業史」研究10餘年至今，吳明勇說明，歷史學家的研究，在於為史料揭

開神秘面紗。他進行林業史研究之後，發現山林、樹木的歷史，不只是侷限於森林中

，也結合現代城市的建設、公民教育、生活習慣等，隨著時代轉變，民眾與植物的相

處方式也有了轉變。 

吳明勇曾受邀至林業試驗所帶領「臺灣林業史」系列講座，其中包括臺灣島史、臺灣

山林變遷史、臺灣樹木書寫及其林學思想、山林行蹤與植物調查、近代臺灣植樹制度



與愛林思想的建立等課程。他認為，這是政府單位中對於林業研究具有實踐性的單位

，能將自己所學與從業人員分享是很不錯的。另外，他將在淡水社區大學開設「臺灣

山林遊誌」課程，將山林研究成果推廣出去。 

因對於臺灣林業史的豐富研究成果，吳明勇曾獲中興大學森林系之邀約，擔任其研究

所論文口試委員，也曾以林業史學者的身分參與森林學領域之學術活動，如阿里山林

業一百年紀念研討會等。一位人文類學者，能獲得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活動邀約，這

無異是對於研究成果的肯定。吳明勇更把握每次跨領域交流的機會，激盪出學術研究

的新火花。 

未來展望 

對於未來展望，吳明勇計畫投入「伐木制度」的歷史研究。他說明，這項主題涉及不

同時代的環境、歷史與文化，是一項複雜且困難的研究領域；吳明勇說：「待各項研

究有成果後，希望以專書的方式出版，讓更多人認識臺灣的森林、林業開發的歷程。

希望將我的研究成果以傳遞知識方式回饋社會，相信這皆是每位學術人員的夢想。」 

臺灣林業史研究履歷簡述 吳明勇 

我進入臺灣林業史研究、浸淫山林史料，已有10幾年光陰，臺灣是一個山林占全島面

積70％的島國，因此，對於山林研究總是存在一份醇厚的真切情感。在歷史資料中

，我看到近代政府對於自然資源開發的態度、民眾對於山林樹木的對待關係，在時代

的洪流中不斷變遷著，史料裡乍看之下是數據、地域的紀錄，但加以解析後會發現這

跟當代的產業、文化、環境都有相當程度的歷史關聯，例如在山林中，林木的砍伐事

業、整編與利用，皆會影響氣候、水文，與水土情況的變動與構造，這是在研究中值

得關注的地方，也是歷史研究的奧妙，而在林業史學家的眼中，不同的統治者對待山

林的態度不盡相同，卻都影響著土地的歷史與人民的生活。 

以一個熟悉臺灣山林的史學專家來看，我認為，近年大眾藉由觀光旅遊親近山林是不

錯的休閒，但在觀光化的驅使下，有些政策與業者將平地的美感移植到山林中，反而

讓山林失去原有的特色，這很可惜，因為山林的絕美與絕險是並存的，山林應保持一

定程度的原始面貌，才能展現其奧妙的一面。不同的山林各有獨特的風貌，不應過度

開墾，或執著栽種同類植物讓美感呆滯化，這是人類與山林拉近距離時，應自省檢討

的地方。 

乍看之下，林業研究似乎離我們很遠，但如我們所熟悉的「臺北植物園」，正是臺灣

近代林業試驗的起源地，建於1896年，初稱苗圃。其後苗圃改稱為臺灣總督府林業試

驗場、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所，步步變遷，戰後存續，即為今日

的林業試驗所，是臺灣近代林業研究的學術重鎮，亦是總綰臺灣近代林學知識的建立

、散播與與林業利用知識之所在。在1921年，「臺北植物園」的名稱正式出現後，更



進一步提供大眾的植物教育與遊憩空間，其功能沿用至今，是民眾進行植物與林業相

關知性旅遊的「大自然教室」。這代表了臺灣人的生活與樹木、山林關係密切，也不

排斥從中學習更多知識，這些促使我樂於將所學分享給大眾，讓大家更能認識臺灣山

林文化。 

回顧我的學術研究足跡，有兩位人物別具意義，一位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的

吳文星教授，他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在這位權威學者的帶領下，奠定我在

學術研究向前邁進的基礎；另一位則是日本時代林學家金平亮三，金平博士自1909年

來臺，1928年返回日本，是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首任部長，也是日治時期第一位在臺研

究臺灣樹木，獲得東京帝國大學林學博士學位的學者，他的學術與地位深刻影響了臺

灣近代林業學術之發展，我尊譽他是「殖民地林學的舵手」。金平博士勤思紮實的學

術履歷與著述不輟的豐厚成果，為我們這些後繼的學界後輩，留下令人敬重的風範。 

林學與林政，是臺灣近代林業史的兩個軸心，我近年的研究階段，已初步重建了臺灣

近代林學研究的歷史過程，接下來的研究，我的興趣在於近代伐木制度與伐木事業的

歷史考察，重心放在此一「林政」相關領域，雖然史料錯綜複雜，但希望能早日出版

學術專書，進一步拓深臺灣林業史的研究基礎。 

研究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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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學術研究內容，請見本 校教師歷程系統，以「吳明勇」 查詢。 （網址：教師

歷程系統http://teach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