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在日本總督府統轄的五十年中，至少出現過兩份《臺灣民報》，

一是由臺灣人創辦、為本島人喉舌，於1923年在日本創刊的《臺灣
民報》；而這次首度公開出版發行的，則是19、20世紀之交，由日
本人於台灣發行，以日文為主的報紙《臺灣民報》，該報創刊於

1900年8月8日，由三浦重次任發行人，首任社長則為高橋親義。

《臺灣民報》自創刊後，以日報方式發行超過千期，報導立場迥異

於當時具官方色彩的《臺灣日日新報》，而以監督政府、端正社會

風氣為出發點，因報導時常揭露時弊，數次被當局禁止發行，最後

在1904年3月底被總督府下令禁止販售，並取消發行許可而停刊，
不到5年的報紙生命在此劃下句點，離開台灣報業史的舞台。

台灣播種者出版社特別與日本YUMANI書房合作，精印《臺灣民

報》完整內容之復刻本，達22巨冊，由漢珍數位圖書公司代銷國內

外，為臺灣研究開啟新的研究視角。

發刊宣言中文版：
對於當局經營臺灣的態度頗不以為然，批評當局「不以領土視之，而殖民地視之，不以墳墓地視

之，而羈旅地視之」，文末更提及「臺灣經營，屬吾人任務，而不得專委當局放漫」，宣示監督

總督府經營臺灣的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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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8日

百年前報禁下的犧牲品

國際合作，豐富臺灣研究知識礦場

22巨冊精裝復刻紙本 臺灣研究必備套書

《臺灣民報》發刊宣言及報導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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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無能：
《臺灣民報》以當時發生的

土匪、衛生問題為例，重砲

抨擊警察組織的失職；類似

這樣對督府行政當局政策錯

誤、措施失當的指責批評，

在《臺灣民報》的報導中所

在多有。

大稻埕渡船場問題：
             (其20)
1903年初，台北發生了大稻

埕渡船業管理人高瀨四郎挪

用公款的事件。《臺灣日日

新報》只以部份版面交代了

這則消息的事情始末，但是

《臺灣民報》卻非常詳細的

以大篇幅處理這則新聞，甚

至花了20天才將所有相關報

導都刊登完畢；報導中甚至

刊載了大稻埕俱樂部的內部

討論、高瀨四郎的謝罪書等

等，由此我們也可看出《台

灣民報》自成一格的報導方

式。

探索與發現：不同論點、制衡當道

補台灣日日新報官方角度之不足

觀明治期監督批判者之立論發聲

出版  播種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732-9526   ISBN: 978-957-696-705-4

經銷

1901年4月25日

1903年2月1日

稀
有
精

印復刻本

典
藏 首

選

【台北總公司】110 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315號7樓
              電話：(02)2736-1058 分機214(北區)   傳真：(02)2736-3001

【南部辦事處】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425號9樓之3
              電話：(06)302-5369 分機31(南區)     傳真：(06)302-5427
網址：www.tbmc.com.tw   E-mail：info@tts.tbmc.com.tw


	台灣民報-1_20120425
	台灣民報-2_20120425
	台灣民報-3_20120425
	台灣民報-4_20120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