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城學院大學文學系 專任講師

小野純子

（國立宜蘭大學： 2023 / 5 / 11 ）

百年校史系列專題演講

日治時期：

宜蘭農林學徒兵調研
-特設警備部隊第536大隊

『留守名簿』之分析



自我介紹（小野純子）

• 出生 日本 愛知縣岡崎市

• 碩士 名古屋市立大學人間文化研究科

（2011-2013）

• 博士 名古屋市立大學人間文化研究科

（2013-2019）

• 金城学院大學文學系 專任講師（2021年～）

喜歡 睡覺 吃飯 旅行 蛋糕 拉麵 薯條
不喜歡 運動 苦瓜 葡萄柚 鰻魚 蚊子



相逢台灣

•2007年3月 第一次 台灣旅行✈

• 國立台灣大學語文中心 語言留學（2013-2014年）

•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應用歷史學系 短期研究（2016年）

•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研究所 訪問研究計畫（2017-2018年）



研究領域

•碩士論文

「在台日本軍と台湾人日本兵」

・台灣軍、第10方面軍

・回想録

・考察「軍隊マニュアル」

序論
第一章 台灣與日本
第二章 台灣人日本兵
第三章 在台日本軍
結論與以後的課題



研究領域
• 博士論文

「日本統治末期、台湾の防衛体制と『留守名簿』：第40軍と嘉義を中心として」

・台灣防衛體制

・學生動員

・特設警備部隊

・留守名簿

・地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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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
第一章 台灣防衛體制與學生動員

第二章 特設警備部隊與《留守名簿》
第三章 嘉義地區的防衛體制與中等學校

結論



論文題目
• 「嘉義神社の創建について－周辺との関わり－」

• 「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戦争末期の学生動員」―その概要と法的
区分、『留守名簿』の検討―」

• 「公開された台湾関係『留守名簿』調査‐特設警備第505大隊及び
第508大隊の例」

• 「大戦末期の台湾における「学徒」動員―特設警備第511大隊台湾
第13871部隊の『留守名簿』の分析」

• 「日本統治末期、第10方面軍の台湾防衛体制―特設警備部隊を中
心に―」

• 「日本統治末期，台湾先住民の島内軍事動員 : 特設警備第514大隊
の分析」

殖民地台灣軍事史



参考：發表題目（中文）

• 「學徒特設警備部隊之『留守名簿』為探討」（第9回 台日國際学
術研討會：「走在歷史關鍵上的東亞」 2017年8月）

• 「1945年台灣防衛體制-透過新公開的資料來探討台灣防衛體制全
貌」（第7屆台灣近代戰爭史學術研討會-台灣的戰爭與戰後處理
2017年10月）

• 「日治時代在台灣編成的特設警備部隊與其定位」（第4屆東亞近
代史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 2019年3月）

• 日本陸軍第 40 軍─從嘉義地區至南九州 為中心《留守名簿》之分
析（第十六屆「嘉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0年）



今天的演講題目

日治時期：宜蘭農林學徒兵調研
・1940年代 大戰末期的台灣→→→整理台灣本島內的防衛體制

・1945年 學生直接影響戰爭

・1945年3月 學校單位的動員

・1945年8月15日 終戰

宜蘭地區學校動員 特設警備部隊第536大隊



留守名簿
• 特定歷史公文書而且是外征
部隊所屬者的現狀以及辨明
留守關係的資料

• 士兵個人情報與留守宅的明
細，留守宅是戰死時的聯絡
方式

• 開戰以後，被派遣到外地、
國外的陸軍兵力越來越多，
士兵被派遣到千島、樺太、
台灣、南西諸島、朝鮮半島、
中國以及南方方面等地區

• 收藏於國立公文書館

• 由陸軍省作成了戰沒者援護
關係史料



≪留守名簿≫的閱覽

「國立公文書館數位典藏數據所查詢的」

厚生勞動省

↓

社会援護局關係

↓

戰没者援護關係史料

↓

留守名簿（陸軍）

↓

留守名簿（北方等）被分級分類

☆2274件中359件是與台灣有關的≪留守名簿≫

留守名簿
（陸軍）

南方 3,013件

沖縄 61件

支那 1,394件

航空 1,065件

船舶 517件

北方等☆ 2,274件

合計 8,324件



學生動員是甚麼?

•戰爭動員

•徵兵制度、 學徒出陣、學生兵

•台灣島內之特設警備部隊

學生 →→ 本島內動員



學徒兵是什麼兵?
您們認識的學徒兵是什麼?

學徒兵?

-從學生這樣的身分急遽被召集進入軍隊
-尚未被定義

1940年代前期被學徒出陣徵召的學生
與被徵兵制度徵召的學生

以學校為單位召集的學生 同樣都被稱為＜學徒兵＞
(學徒特設警備部隊)



第10方面軍

（1944-1945）
第10方面軍

第40軍/第32軍

第9師団、第12師団、第50師

団、第66師団、第71師団

独立混成第75旅団、独立混成第76旅団、独

立混成第100旅団、独立混成第102旅団、

独立混成第103旅団、独立混成第112旅団、

独立混成第61旅団（14HA）

為了準備本土決戰
轉移到南九州

第八飛行師団
憲兵隊

特設警備部隊

第32軍
第24師団
第28師団
第62師団

独立混成第44旅団
45旅団、59旅団

60旅団



①學徒出陣

• 1943年10月

• 因為兵力不足

• 停止徴兵猶予適応年齢

• 20歲以上的文科學生都要出征

學生直接影響戰爭



①學徒出陣的身分

學徒出陣時之台湾人學生：

志願兵

--這是因為1943年決定學生參

戰時台灣並沒有徵兵制度

1943年11月22日

台北新公園舉行出陣學徒壮行會

「ただ一途敵米英撃滅若人勇躍國難に起つ」
（『台灣日日新報』1943年11月22日）



學徒出陣學生 李登輝

• 畢業台北高等學校

• 在學京都帝國大學

・1944年 文科學生的學徒出陣
（見習士官、少尉）

・「志願」來出陣



②徴兵制度

1944年9月兵役法改正→→1945年1月～２月

•全島開始徵兵檢查

•實施徵兵制度

•徵兵第一期 召集通過檢查的文科學生

•第一期 代表學生

・台北高等學校文科乙科的學生

・向天皇 「感謝」



⇒

入營的台灣人配置於台灣島內的大規模部隊（師團旅團）

佔部隊全體20-40%



徴兵學生：葉英堃
--第一期 代表學生

・台南一中→台北高等學校文科乙
科的學生

・向天皇 「感謝」、「現在我在
名義上和實際上都成為日本人」

・「討厭、緊張、寂寞、想念書、
想教育」

小野純子「太平洋戦争期、台湾人徴集兵にお
ける戦争体験」（『名古屋市立大學人間文化
紀要』vol.22、2014年）



學生最多召集的部隊是…？

學徒特設警備部隊是什麼？

學徒特設警備部隊是以學校為單位被統一召集，再分配到特設警備部
隊進行任務的部隊。

・1945年3月全台各校進行召集

➤大學、高校、專門學校、師範學校、中等學校（高年級部）的男學生

・以學校為單位，分配到特設警備部隊進行任務

日本，朝鮮：勤勞動員

沖繩，台灣：勤勞動員＋軍事動員



學生動員與特設警備部隊

・1925年日本政府發布陸軍現役將校學校配屬令

➤現役軍人被配屬至日本國內和殖民地的中等學校以上的學
校，負責軍事教練。1937年之後，日中戰爭爆發，學校內的
軍事教練更加嚴格化。

・1940年之後的殖民地台灣之研究，若除去主要研究對象之
志願兵，可大略分為①學徒出陣、②徴兵制度、③學校單位的
動員，以上三種類。

本研究的對象是，③學徒特設警備部隊（學校單位的動員）。



問題的所在

關於特設警備部隊，以前的研究中，除了個別案件（口述記錄、

回憶錄、校友雜誌等等）尚未進行深入的探討。

沒有實戰的經驗

軍事史料之消失

• 特設警備部隊是活動期間很短，並且沒有實戰經驗

• 軍事史研究：較重視作為台灣第10方面軍中主力的師團、旅團

• 人的動員為中心：是以軍夫、軍屬、志願兵、高砂族等為對象

• 1940年代初至終戰，期間的資料有限制

學徒特設警備部隊的研究相當少



特設警備部隊之編成

1943年6月：軍令陸甲58號

‐在日本本土全域、朝鮮、台灣下令臨時編成

‐防衛召集是順應於對空襲和其他防衛，這是一個在必要時可以臨時

被召集而設定的制度。以警備召集來大隊及中隊，特設警備工兵隊。

編成沖‐戰時，這個特設警備部隊已在前線作戰了

台湾

1943年～44年 大隊的一部分和工兵隊、1945年以後編成了多數



台灣的防衛召集

• 本規則的對象是已結束常備兵役和補充兵役的第一國民兵

1944年的改正後，17-45歲之第二國民兵役，實施大規模的兵役編入。
擴大了上述之防衛召集之範圍。年滿不到17歲的人可志願編入第二國民
兵役。

在其他的地區所看不到的，以「學生」的「第二國民兵」

來編成的「特設警備部隊」、「學徒特設警備部隊」。



在台灣編成的特設警備部隊

在台灣編成的特設警備部隊（戰爭結束時）

大隊中隊66個、工兵隊12個、輜重隊15個
自動車隊5個、陸上勤務隊5個
水上勤務隊5個、患者輸送隊2個

•

110個





學徒特設警備部隊怎麼編成

1944年 ：日本政府發布「陸軍省令」第五十九號「陸軍召集規則改正」

中學生的動員，在第59號「陸軍召集規則」改正與第58號「防衛召集規則」改
正得以適應。據高橋(1998)說，此兩規則為表裏一體的內容，根據戰局的變化而
被令人眼花繚亂地修改了。

實施大規模的兵役編入，擴大了上述之防衛召集之範圍。

1945年：全台灣的大學、高校、專門學校、師範學校、中等學校（高年級部）的
男學生都被統一召集，以學校為單位，分配到特設警備部隊進行任務。

・1945年2月的兵役法改正（兵役法第六十七條）

・1945年6月義勇兵役法以及戰時教育令

・第一次的召集是在1945年3月20日

・像這樣組織的對象全台大約有60間學校，筆者推測全部都是為防衛召集的對象

請參考文章表一



昭和20年7月5日

軍令により特設警備第536大隊宜蘭に於いて

編成完結

同日より宜蘭郡枕頭山付近の警備

昭和20年8月15日

停戦

昭和20年9月2日

混成第32連隊に転属者以外は現地において復

員

特設警備第５３６大隊的為例





（出處：『特設警備部隊第536大隊 臺灣第13856部隊 留守名簿』、2017年8月、国立公文書館にに筆者撮影）



留守名簿之記載

•台灣關係的≪留守名簿≫中記載了編入日期，
前所屬（編入日期），本籍（在留地），留守
擔任者的地址、關係、姓名，徵集年，任官年，
職位，兵種月薪以及發令日期，姓名，生日。
而名簿的排列順序是依照（アイウエオ順）。

•在欄位外有記載重要事項



第536大隊人員

第536大隊的人數是基幹人員31
名與待命者74名總共105名。

↓

基幹人員→→→雷神12882部隊

待命者 →→→ 召集解除

基幹人員 待命者

31名 74名
總共105名



基幹人員

• 基幹人員31名中6名是被削除（因
戰病死等原因）

• 年齡：出生於明治後半至大正
（1900～1926年）。

• 役種：見習士官、少尉、歩長等等

請參考表三

本籍或在留地或留守擔任者是臺灣島內的人

基幹人員轉屬雷神12882部隊



雷神12882部隊是甚麼?

「混成第32聯隊」＝「雷神12882部隊」

↓

に獨立混成第112旅團的隸下部隊

に第112旅團的通稱號是「雷神」

に第112旅團於1945年4月在台北編成，司令部設在宜蘭員山

に混成第32聯隊於1945年2月在台中完結編成→→→最後4月進入第
112旅團的隸下

第536大隊的基幹人員

從混成第32聯隊來召集，戰後解除召集後再轉屬混成第32聯隊。



待命者

に名簿記載人員的半數以上出生於
昭和前半(1927‐1931)。 →學生

に其中16名出生於明治後半至大正
初期(1902-1917)→學校相關人員

に學生的編入日是最多是在1945年
6月30日。隨後是在1945年3月20日

に學生的役種是「二國二」，即以
第二國民兵役二等兵的身分來召集

に學校相關人員的詳細情報

「宜蘭」的學校？





（出處：『特設警備部隊第536大隊 臺灣第13856部隊 留守名簿』由筆者作成）

台北州州立宜蘭農林学校 7名

台北州州立宜蘭中学校 1名

台北州州立蘭陽高等女学校 2名

台中州州立台中第二中学校 2名

台北州五結国民学校 1名

台北州州立台北第二中学校 1名

臺北州蘇澳國民學校 1名

台北師範学校予科 1名

請參考【表五】



整理 特設警備第536大隊

• 防衛宜蘭方面的臨時部隊

• 總共105名的小部隊

• 有關大規模獨立混成第112旅團

• 105名中74名是學校相關人學生,老師等等

• 學生是役種「二國二」，即以第二國民兵役二等兵的身分來召集

• 學生是宜蘭農林學校?宜蘭中學?

臺灣學徒特設警備部隊



總結
• 臺灣於1940年代後進行大規模的師團、旅團的轉入新設

• 為臨時部隊的特設警備部隊負責了防衛體制的一部分

↓

臺灣島內學校單位來編成

學徒特設警備部隊

• 臺灣的學生動員可分為三類：學徒出陣、徴兵、學校單位
動員。



總結②

• 學校的特設警備部隊是1945年3月20日、臺灣全島的大學、
高中、高專、師範學校、中學（高學年）的男學生同時受
到召集。

• 「學校」、「地區」，「班級」為單位召集。

• 本報告分析特設警備部隊第536大隊。

• 第536大隊的『留守名簿』，可以見到，該部隊主要由宜
蘭學生和宜蘭地區學校相關人員組成。

• 第536大隊有所屬關於宜蘭的學生、老師、學校相關人員



今後的課題

• 分析了『留守名簿』，目前還有一些不明確的點。

• 從部隊裡的學校相關人員的人數來看，可推測，該
單位主要由宜蘭農林學校的學生組成。然而，僅分
析『留守名簿』並不完備。

• 考察與宜蘭農林學校的學生名單進行調查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