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0年代臺灣地方社會中

日籍警察的公私日常

—以吉岡喜三郎為例

郭婷玉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104 第25回‧2023年7月16-18日

現　　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學　　歷：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

經　　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吉岡喜三郎日記解 

　　　　　　讀班兼任助理（2014.1迄今）

　　　　　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部訪問學者（2016.9-

　　　　　　2016.11）

　　　　　中央研究院107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

　　　　　　人培育計畫人員（2018.7.1～2019.6.30）

代表著作：

郭婷玉，〈日本時代臺灣地方信用組合的運作與1. 

發展：以高雄中洲、興業信用組合為例〉（國立

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21）。

郭婷玉，〈日常與監控：1910年代前期日籍警2. 

察與臺灣地方社會〉，《國史館館刊》第68期

（2021.6），頁43-94。

郭婷玉，〈二十世紀初期高屏地方經濟與信用組3. 

合的出現〉，收入李福鐘、薛化元、若林正丈、

郭婷玉



105

川島真、洪郁如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與東亞

近代史研究論集 第四輯》（臺北：國立政治大

學臺灣史研究所，2020），頁3-55。

參考書目：

鍾淑敏主編，《警察吉岡喜三郎日記選輯》（臺1. 

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2）。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解讀‧編纂，《水2. 

竹居主人日記（一）～（四）》（臺北：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2001）。

蔡明志，〈殖民地警察之眼：臺灣日治時期的地3. 

方警察、社會控制與空間改正之論述〉（國立成

功大學建築學系博士論文，2008）。

姚人多，〈認識臺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臺之4. 

殖民治理性〉，《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2期

（2001.6），頁119-182。

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5. 

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爲例〉，《臺灣史研

究》第8卷第1期（2001.10），頁1-39。

李幸真，〈日治初期臺灣警政的創建與警察的召6. 

訓（1898-1906）〉（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9）。



106 第25回‧2023年7月16-18日

郭婷玉，〈日常與監控：1910年代前期日籍警7. 

察與臺灣地方社會〉，《國史館館刊》第68期

（2021.6），頁43-94。

授課大綱：

一、前言

　　（一）相關既有研究

　　（二）吉岡喜三郎日記介紹與問題提起

二、臺灣近代警察制度與地方監控體系

　　（一）殖民地臺灣的近代警察制度

　　（二）基層警察養成過程

三、地方警察的職業訓練

　　（一）點檢操練

　　（二）巡查補教育

四、警察職務與地方監視網之展開

　　（一）整理戶口調查名簿

　　（二）整理即決事件簿

　　（三）日常巡邏

　　（四）高等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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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保甲事務

五、地方警察的私人日常

　　（一）休假日生活

　　（二）人際交往

　　（三）生病休養

　　（四）進修生活

六、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