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筑波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教田中，本人在大學

從事的是日本近代史相關教育及研究，專攻近代史

中明治時期的思想史及史料學。另一方面，本人身

為筑波大學校史整合架構的一員，也是編纂筑波大

學50年史的編纂員。

今年正逢筑波大學的「始祖」師範學院設立150周

年，而明年則將迎來筑波大學本身開辦的50周年。

因此，今天想跟各位報告筑波大學是一所怎麼樣的

學府？其史料又是被保存於如何的場所？其校史又

是如何進行編纂？

壹、日本的大學與筑波大學的歷史
一、師範學校～東京師範學校

（一）學制

筑波大學有著好幾位「祖先」。首先，筑波

大學的始祖是設立於1872年（明治）的師範學

校。要說到這所學校之所以會設立，不得不提

及於同年所制定，有關近代日本首次體系性的

教育法令－學制。其主旨為「人們需立其身，

治其產，昌其業，以此生遂」，因此「學校」

筑波大學的歷史和檔案
筑波大学の歴史とアーカイブズ―創基150年の年に―

筑 波 大學 的 歷 史和 檔 案：建 校15 0 週 年

建校150週年
專題演講講者：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研究科\Yukari Tanaka田中友香理

圖右為演講者田中友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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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於焉產生。總言之，明治5年這一年是福

沢諭吉的《學問之勸》初篇被刊登的年份，而

他在隔年亦成立了「明六社」，該組織核心成

員之一的中村正直，則是在明治3年，以「西國

立誌編」的形式出版了塞謬爾．斯邁爾斯Self 

Help的日譯版，他們帶來了建構於知性世界的

文明開化，其等於此時的著作所顯示的學問觀

均具備相當之「實用性」。其後，明六社成員

之一的箕作麟祥，則是學制起草的人物之一。

因此，我們可以說此學制是對全日本的年輕學

子傳遞了學問不僅代表著希望，同時亦能成為

立身顯達的工具般，令人慷慨激昂的訊息。

於是乎義務教育獲得了重視。當時，作為義務

教育的小學被規劃為每600個人設立一所。而日

本當時有3000萬人，故以設立五萬所學校為目

標。至此，產生了小學教師即戰力的需求，

而師範學校便是以培育小學教師的搖籃開始

出發。

（二）師範學校（明治5年～明治6年）

師範學校為全額公費的公立學校，教師由名為

史考特的美國人一人包辦。其後，在美國習得

教育學的伊沢修二及高峰秀夫擔任校長及教

師。因此，一般認為初期的師範學院採用的是

美式風格的師範教育。

（三）東京師範學校（明治6年～明治19年）

接著，由於在大阪、宮城增設了師範學校，甚

至連在東京也增設了女子師範學校之故，師範

學校於1873年（明治6年）七月被改稱為「東京

師範學校」。但在1877年所發生的西南戰爭導

致財政困難，公立師範學校僅限東京師範學校

及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兩所。

二、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一）師範學校令

東京師範學校於1886年（明治19年）成為高等

師範學校，此乃根據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禮親

自起草的師範學校令而成。師範學校可分為培

養小學教師的一般師範學校及培養師範學校、

國中教師的高等師範學校這兩種類型。

如上所述，東京師範學校改組為東京高等師範

學校。師範學校令中規定，學生在畢業後須成

為教師的義務，並補助其就學中的學資。還

有其他如：帝國大學令、中學校令、小學校令

等。高等師範學校與帝國大學因此之故成為唯

一以公費進行營運的高等教育機關。

（二）高等師範學校

相對於帝國大學中所提及的「國家大學須以教

授國家所須之學術技藝，並致力於探究其蘊奧

為目的。」師範學校在學校令中只被認定為

「培育成為教師所須之場域。」由此可見，政

府所賦予兩者各自扮演角色的差異，也由此般

差異為起始點，高等師範學校內部次第出現不

同的聲音希望昇格為大學。換言之，即是昇格

為不單僅只是教育，且進行研究的機構。這部

分我們稍後會再論述。

這張照片是師範學校令原稿，現今被當作是

「御署名原本」，珍藏於國立公文書館內。所

謂「御署名原本」意為由天皇親自蓋印「御名

御璽」，也就是由天皇裁定可公布頒發文件的

原稿。明治19年伴隨著公文式的內閣制度，公

文制度有了變動，現定法律敕令須由天皇的裁

決（上諭）加以頒布。

53

成大校刊 277期



然後，在明治19年5月18日，明治天皇行幸更

是加深學校與國家之間的連結。明治天皇親自

造訪高等師範學院，並參觀了學生的軍事體操

及宿舍的情況，甚至在當天賜予了敕語，即為

「本日親臨此校，目睹諸事皆宜、業務優良之

際，朕甚感嘉冕，並期許諸位在教官等的勉

勵之下，百尺竿頭。」同時也記載到天皇陛

下對即將成為教師的學子們提及：須具備「順

良」、「信愛」、「威重」等氣質。並導入模

仿軍隊的體育教育。姑且不論其善惡，此舉等

於確立了「師範人設」的畢業生形象。

坊間普遍認為這種打出與帝國大學大相逕庭差

異性的舉措與於1 8 9 6年（明治2 9年）至1 9 2 0

年間歇性擔任校長的嘉納治五郎的意志實踐

有關。而師範教育的理念也持續成為大學昇

格路上的絆腳石。另一方面，學校本身則吸收

了現在的東京藝術大學的東京音樂學校及國立

科學博物館的東京教育博物館，膨脹成為更大

的組織。

（三）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明治30年（1897年）的師範教育令制訂高等師

範學校負責培育中學、師範學校、高等女子學

校的教師。由於增設中學的需求強烈，二年後

便訂定了新的中學校令，也承認地方依據市町

村設立單一中學，於是產生了更多中學教師的

即戰力需求，明治35年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因此

開設，而高等師範學校則更名為東京高等師範

學校。同一時間，帝國大學與高等師範學校校

友因中學候選資格一事產生了激烈的對立其

中，教科書疑獄事件，這樁針對教科書所引發

的收買事件更是引發了高等師範學校出身的校

長更迭的情況。

三、東京文理科大學

（一）大學令（1919年大正8年）

截止此時，嘉納治五郎希望在昇格為大學的同

時，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乃須發揮其獨特性，並

堅持追求其為師範教育領域的精神於校內產生

了兩種相反的意見...前者的思想可說在原敬內閣

頒布大學令修正時達到了最高潮。

（二）大學昇格運動與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民主主義與

民族自決的嶄新思想潮流席捲了全日本，日

本政府因此設置臨時教育會議，並企圖透過

此類的答辯擴充高等教育，同時特別期盼藉

由增設大學以達到「人格陶冶及國家思想涵

養」的目的。

公立專門學校及私立學校也因此得以昇格。慶

應義塾及早稻田大學便是在此時成為大學。而

由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嘉納校長並未特別積

極，因此並未搭上這波大學昇格的風潮。而此

時學生們展開行動，他們於隔年12月3日召開要

求昇格大會。其後，於嘉納退任後新任校長三

宅米吉及畢業生同學會茗溪會共同展開了昇格

運動。

（三）東京文理科大學

好不容易在1929年（昭和4年）制定了文理科

大學官制，東京文理科大學以作為高等師範學

校的主修科昇格為大學。其後高師與文理科大

同時鼎立，高師並未從此消失。文理科大並藉

由例如在史學科國史學的第一講座安排文化史

（松本彥次郎）、第二講座安排思想史（村岡

筑波大學的歷史和檔案：建校15 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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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嗣）為代表，企圖展現出與東京帝國大學的

不同。

四、東京教育大學

（一）教育基本法、學校教育法1947年（昭和

22年）

二戰敗後，文部省於昭和20年9月發表「新日

本律訂教育方針」並倡導「文化國家建設」。

依據GHQ（盟軍總司令）徹底落實教育改革政

策，發表了教育刷新委員會以及教育基本法綱

要，並於昭和22年制訂了教育基本法及學校教

育法。

（二）東京教育大學1949年（昭和24年）

於此，高等師範學校及專門學校均改為四年制

大學，高等師範學校與東京文理科大合併，東

京體育專門學校則與農業教育專門學校合併。

東京教育大學踏出嶄新的一步，其建校理念為

「培育具有高度學識與宏大視野的優秀教育人

才」（東京教育大學學訓）。

五、筑波大學

（一）移轉問題（成為筑波研究學園都市）

（二）筑波大學

轉型後的東京教育大學約莫1 0年，校內外便

開始出現搬離東京的移轉計畫。校內的部分

雖有聲浪要求設置新學部與學生會館，但在

極度人口過密的東京此舉甚為困難。於此同

時，政府首都圈整備委員會於1963年揭示了筑

波研究學園都市計畫，於同年亦在校內成立了

大學移轉問題特別委員會。只不過在1965年7月

左右，受到文學部與教授會的反對，因此展開

激烈的反對運動。此時也正巧迎來日本學生運

動的鼎盛期。

著名的全學共鬪會議（全共鬪）占領東京大學

安田講堂事件，便是發生在其4年之後。由於

國家主導整個筑波移轉導致學生運動也匯集

於此，但在1973年9月29日國內大學設置法的

部分修法取得法律動力，筑波大學得以於10月

1日開學。世人在歌頌這所大學的「創校理念」

及「開放性的大學」之「國際性」與「學術

性」的同時，另一方面因曾經歷激烈的反對運

動之故，「負責任的管理體制」也一併被註記

在內。

但曾為東京教育大學理念之一的培育「教育

者」則並未獲得傳承。這裡也得以窺見東京教

育大學與筑波大學之間極為困難的關係。

參、日本大學史之編纂
一、～三、戰前之大學史編纂與檔案匯總管理

近代大學的大學史相關編纂始於戰前1932年「東京

帝國大學50年史」這部學史是由大久保利謙等人於

服部宇之吉的麾下編纂而成。戰後50年後，東大著

手進行「百年史」的編纂，這部學史可說是創建出

迄今為止國立大學年史的典型。換言之東大史由於

具備通史編、資料編、局部史的三部架構故共有10

卷，是相當厚重的文史，而京都大學、九州大學、

東北大亦承襲了此形式。

而上述所列舉的這些年史編纂史日後均以文書館的

形式被留存於校內，而把為了編纂大學年史所收集

而來的資料視作為為核心史料之舉，可說是日本大

學文書館之一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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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書館與「50 年史」的編纂
一、筑波大學文書館之設置～二、「筑波大學50年

史」編纂

相較於前述，筑波大學至今幾乎未曾編纂過年史。

要說其原因，是由於缺乏史料所致。其實筑波大學

雖說有圖書館，但沒有博物館、美術館及文書館，

故無法收集保存相關原始史料。

因此，筑波大學是先從設置文書館檔案彙整開始，

至此才開始從大學的非現用文書之中收集歷史性的

重要史料。而在此前提下著手展開的「50年史」編

纂，可說是與其他國立大學的順序完全顛倒。

為了要論述這情況的優點，我必須先談談筑波大學

文書館是個怎麼樣的機構。此機構指的是依據2011

年所制定的公文書管理法中規定之「國立公文書館

等」的指定史料保存機關。由於筑波大開館遠晚於

其他大學的同樣機構，而其主要用意單單只是滿足

公文書管理法的制定。所謂公文書管理法乃是行政

機關與法人之文書管理相關統一法律，其規定行政

文書與法人文書之中歷史性重要文書必須移管至

「國立公文書館等」，而被指名為「國立公文書館

等」的目前全日本共有16處。

其分別是保存宮內廳行政文書的宮內公文書館、保

存外務省行政文書的外交史料館，除此之外的省廳

均交由國立公文書館移館。而身為獨立行政法人之

一的國立大學法人之中的12所大學則被指定為「國

立公文書館等」。負責保存各大學的文書。

而其中針對筑波文書館有下列幾項特殊要求：①

「承接歷史公文書之移管」②收集、整理並保存筑

波大學相關資料③調查研究並加以教育、④提供學

生、職員及其他大眾一般使用，透過上述幾項應運

而生的便是=》⑤協助本校管理營運之順遂及史料學

相關學系之發展。

其中的①與②相關部分，筑波大學本體如前述所

述，於1978年3月29日創立者當時便是由文部省大學

校長的通知中明述將繼承前大學的相關文書，而筑

波大學所繼承的這些文書作為釐清筑波大學歷史的

筑波大學的歷史和檔案：建校15 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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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所見如上述般的關係。

接著最後，我想針對這樣的體制在面臨「50年史」

的編纂之時，其所抱持之理念與目的，以及其所相

關之課題跟各位論述。「50年史」最大的目的，我

認為仍是以透過筑波大學自師範學校以來的歷史性

地位，加以進行歷史性的評價。

截止目前為止，由於筑波大學受限於相關史料以及

移轉紛爭等敏感問題，故無法編纂大學史，但適逢

設立50年之際，身為新概念大學的筑波大學究竟抵

達到了哪裡？抑或是往後退了多少，我認為都應該

使用相關史料加以論述，並進行評價。

而這不僅僅只是將目光放至過往的事象。筑波大學

自前任校長起便揭櫫「imagine the future」的口號，

而創造「future」這個口號，其究竟抱持著怎樣的理

念，是否適合作為因吸收諸多大學及學校而成立的

筑波大學呢？若不總結過去，勢必無法描繪未來。

本人僅希望「50年史」能為大學的走向及應有的樣

態略盡一己棉薄之力。

層面來看乃為至關重要的史料，故移管至筑波大學

文書館。而其結果便是匯集完成了筑波大學前身學

校與其之間的基礎史料。

另外要提到筑波大學文書館的特色，便是支援史料

相關調查研究以及教育。文書館作為校內教育研究

組織，其所屬教職員全員均為日本近代史的教師。

因此，可透過保存之史料教導學習日本近代史的學

生，並且也有傳授編制檔案目錄及檔案修復方法。

我們並不偏重於檔案管理學，而是持續朝日本近代

史及大學史貼近。

雖說近來日本有相當重視檔案管理學及資訊學之傾

向，若此學問乃致力於釐清如文書內容架構的整體

面貌，那我可以這麼說：「本館在持續深究之餘，

仍持續致力於解析文書所寫的內容。」因此，文書

館作為年史編纂的母體，可說對雙方均受益良多，

好比是前後車輪般互相互補的關係。

「50年史」的編纂體制，是將編纂室設於文書館，

由館長兼任編纂室長，館員兼任編纂室員，由此可

57

成大校刊 27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