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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內容 

 

  (1) 、前言 

本報告係二年期研究計畫的第一年的精簡報告，此一精簡報告的重點在於過去一

年之間本研究計畫的最新進度，包括新史料與新文獻研究的收集等等，以及在過去一

年之間本研究計畫進行過程中，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的檢討等等。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的問題意識源自一個假設：台灣的「民主化」轉型被認為是在 

約佔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全球華人社會中唯一成功的例證，而社會科學研究 

者傾向將「1970 年代」的台灣社會視為此一民主化轉型期的開始蘊釀階段， 

那麼，「1970 年代」的台灣社會是如何在台灣具體的歷史脈絡中演變而來？ 

形塑該社會的動力為何？ 

透過「法律與社會」的視角，以1920 年代到1970 年代的新竹地區為研究 

場域，筆者擬援用黃繼圖律師父子的兩部跨越斷代(1912-1973)、跨越世代的 

日記為中心，重構新竹地方社會的「近代式」法律文化與法律經驗的圖像， 

以及其在不同時期的變遷，最後試圖回應筆者上述的假設：究竟日治時期引 

入並施行於台灣社會的近代西方法律，及其對台灣民眾所形塑的法律經驗與 

文化，或老一輩台灣人所稱的日本時代的「法治經驗」，是否對1970 年代開 

始蘊釀的台灣的民主化轉型提供某種源自台灣社會的心態上的基礎？ 

 

 (3) 、研究方法 

本文試圖結合「法律與社會」的研究取徑，以台灣北部新竹地區的近代法律人 
黃繼圖為中心的個案討論，透過《黃繼圖律師日記(1938-1973)》近三十冊、新出 

土且尚未出版的生活、思想與工作的總記錄，作為本文的核心研究史料，再加以 

相關人物的史料(例如：黃繼圖的父親黃旺成近五十冊且仍待完成出版的《黃旺 

成日記》(1912-1968)，以及黃繼圖同樣從新竹地區赴日本學習法律並考取司法官 

的律師同事或朋友黃運金(1898-)、李子賢(1912-)與朱盛淇(1905-)等人的相關史料) 

的援用，筆者擬探討以下的問題： 

第一，台灣近代法律人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具體脈絡中如何出現？其養成的過程 

以及具體的內涵為何？法律人的精神世界在不同的歷史時期中如何重塑或變 

遷？又較之其它職業、階層或教育背景的台灣民眾而言，近代法律人的特質為 

何？他們在戰前與戰後的社會角色呈現什麼樣的變化？ 

第二，日本殖民政府傳入台灣的近代西方法律，如何重塑日治時期台灣人 

民的法律生活與法律經驗，在此一近代法律文化與經驗的形成過程中，像黃 

繼圖這類的台灣法律人的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再者，日本時期台灣社會所呈現的近代法律經驗或文化的實質為何？台灣人民 

所體現的此一近代法律經驗，在戰後台灣黨國體制與國際冷戰體制雙重影響之 

下，它以什麼樣的面貌呈現？又經歷過什麼樣的重構？ 

第三，《黃繼圖律師日記》是一部介於1938 年與1973 年、跨越日治與國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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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個人記錄，它是否可以提供我們以下的思考：從日記作者個人的視角所見， 

「1970 年代」的台灣社會是一個什麼樣的社會？如何演變而來？又立基於什麼 

樣的動力或原因，「1970 年代」可以被視為台灣民主化轉型前期的起點？換言之， 

日治時期引入台灣社會的近代西方法律經驗與文化，經歷戰後前期的重塑與變 

遷，它在1970 年代的台灣社會中呈現出什樣的面貌？它是否為台灣民主化的開 

始轉型提供了某種源自台灣社會的(法律)心態上的基礎？ 

 

二、參考文獻 

 

簡要介紹本文的核心史料以及最新出土史料之狀況如下： 

 

(一)、《黃繼圖律師日記(1938-1973)》:  

(1)《黃繼圖律師日記》: 共計 29(*37) 年份，外加2 本賬冊。本部日記係筆者與中

研院台史所所長許雪姬在2007 年間訪問黃旺成的孫子黃光宇的過程中發現，現在收

藏於中研院台史所，等候出版。本部日記始於1938 年，止於1973 

年；1938-1945 年間以日文書寫，其後改用中文書寫。本部日記的1941 年份 

由黃繼圖妻阮木筆(1919-)代寫，又1947、1949、1951、1953、1954、1956 共6 

個年份的日記遺失。 

     (2) 中研院台史所於2009年下半年從黃繼圖的兒子黃光宇手中，進一步取得黃繼圖求

學階段以日文所寫的日記(１９２９-１９３６)，共有8 冊，忠實而詳細地記載黃繼

圖早年從新竹中學、臺北高等學校到京都帝大法科期間的學習生活、交遊、娛樂與

內心世界等豐富且完整的私人史料。這些最新出土的資料藏在中研院台史所的古文

書室，由於目前尚未公開使用或影印，本研究計畫為了完整利用此一最新出土的資

料，筆者自2010年3-6月間每週固定到該所的古文書室閱讀並抄錄相關的部分。1 

(二) 、《黃旺成日記》：共49 冊。黃旺成(1888-1979)係教師、記者與政治參與者，他係 

黃繼圖的父親。黃旺成雖不是律師，他的日記與黃繼圖的日記有超過20 年份的 

重覆，可以互相參酌補齊。兩份日記皆以新竹地區為中心、跨越兩個政權且跨越 

兩個台灣人世代的生活記錄，有相當豐富的地方政治生態、閩客族群互動，以及 

生活史方面的資料。 

 

 

三、計畫成果自評:  

  

(一)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 

    首先，根據筆者於 2009.07 年甫獲得國科會通過的二年期研究計畫中所言，筆者當時

(2009.07)寫道 :「已經完成搜集大部份的核心史料以及先行研究，並開始進行解讀與分

析日記史料；由於《黃繼圖律師日記》共有 29(*37) 年份(每年一冊)，其中 1938-1945

                                                
1 參見曾文亮〈黃繼圖日記〉簡介。http://ithda.ith.sinica.edu.tw/?action=newsprint&id=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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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間共有七冊以日文書寫，筆者目前已大抵完成此一部份的解讀，並將此一期間的日

記中所出現的人名依每個月份挑出，開始找出這些人名的背景資訊以及他們與黃繼圖

的關係。至於中文日記部份(1945-1973)迄今仍未進行解讀。關於先行研究部份，筆者已

完成主要的研究成果的閱讀，並進行進一步的相關研究作品的搜集中。」 

    在以上的基礎上，從去年 8 月到今年 5 月期間(2009.08.01-2010.05)，也就是本研究計畫

的第一年期間，本研究計畫的進度可由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說明: 

    (1) 筆者在教學之餘，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大約自 2010.03-2010.06 期間每週 1-2 個天數)，

赴中研院台史所的古文書室抄錄《黃繼圖律師日記》新出土的部份(1929-1936)，這

些冊數 (共 8 冊) 因目前尚未公開使用或影印，故只能前往中研院台史所抄錄相關

的部分。(相關成果請參考筆者尚未經過 key in 的筆記，共二冊) 

    (2) 本研究計畫的兩位兼任助理的主要工作是整理並解讀《黃繼圖律師日記》的中文日

記部分 (1945-1973)，因內容與冊數甚多，故兩位兼任助理分別從 1946-1949 以及 1957

年開始著手，其工作成果參見附錄。 

    (3) 再者，本研究計畫在過去近一年期間，持續進行與本研究計畫相關的研究作品的搜

集與閱讀，包括中文、英文與日文的相關先行研究，以期更細緻且周延地發展本專

書撰寫計畫的研究取徑、章節架構以及論述分析。(參見參考書目) 

 

     其次，根據筆者去年原計畫第一年的預定進度，筆者擬在二年期間完成此一研究計畫

(也就是英文專書撰寫計畫)，分為六個篇章，並於2010年7月底計畫第一年截止時完成

前3章的初稿寫作。現因《黃繼圖律師日記》1929-1936年間共8冊新史料於去年底的新

出土，而有所延宕，預計直到2010年7月底只能完成一個篇章的初稿撰寫。此一篇章預

定以這批黃繼圖早年求學以及在東京律師實習時期的日記史料為主 (1929-1939)，探討

黃繼圖如何成為一個近代法律人的內外在歷史情境，以及相關的養成訓練為主題。此

一篇章已獲日本同志社大學今年(2010)十一月於京都舉辦「東亞近代化：以日本及台

灣經驗為中心」的國際會議中公開發表，應日本舉辦單位的規定以中文撰寫(並由專人

翻譯成日文)。此一篇章礙於該會議規定先以中文撰寫，再於日後以英文改寫，預計需

多些時間才可完成。 

(二) 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 

     如上所述，本研究計畫的初步篇章將於今年(2010)十一月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舉辦的

「東亞近代化：以日本及台灣經驗為中心」國際會議中公開發表，其後除計畫以英文

專書出版之考慮外，也尋求以各別的篇章在中文學術刊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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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堂 總編纂，《新竹市志》，卷首上，新竹市政府，1997，卷首、卷 3,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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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吳密察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 與東亞史的交錯》(播種者文化， 2004)，34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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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增修訂版，頁 60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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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諮議會會訊》 no.15 

《最高法院判例要旨》，上冊 (民國 16-77 民事部份)  《新竹縣志》 

總編輯,賴賢宗; 主編,王泰升 慶祝「思與言」成立四十週年紀念 : 「台灣法律與台灣社會」 

專輯 臺北市 : 思與言雜誌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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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东亚法治的历史与理念》，北京 : 法律，2000。 

増田福太郎，《東亜法秩序序說:民族信仰を中心として》，東京都：大空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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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野豊美《大東亜法秩序・日本帝国法制関係資料〈第 1 期〉司法資料一般》復刻版(南方

軍政関係史料) (-)：龍溪書舎： (2005)                                           

                                                   

浅野豊美《帝国日本の植民地法制―法域統合と帝国秩序》：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2008) 

向英洋《詳解 旧外地法》日本加除出版(2007)                                   3990

日幣 

向山寛夫〈植民地台湾の治安法制〉《国学院大学法学》Vol.5, No.2 (1967/10/00) pp. 9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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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院大学法学会  

向山寛夫〈法令からみた台湾政府の専制統治〉《国学院大学法学》Vol.8, No.3 (1971/01/00) 

pp. 49～106 国学院大学法学会  

吉原 丈司〈日本統治下台湾警察制度の変遷〉《警察学論集》Vol.32, No.1 (1979/01) pp. p92

～105  

立花書房  

向山寛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の法と政治--民族法学の視点に立って〉《国学院大学

法学》Vol.21, No.2 (1983/09) pp. p61～106 国学院大学法学会  

後藤武秀〈資料 台湾に現存する日本統治時代の裁判所資料〉《東洋法學》Vol.44, No.2 

(2001/3) (通号 97) pp. 119～170 東洋大学法学会  

蘆田 東一〈日本統治時代前期の台湾刑事法〉《法学ジャーナル》Vol.74(20031000) pp. 1-54 

関西大学  

山田美香〈日本植民地下台湾における少年犯罪と教育〉《名古屋市立大学大学院人間文

化研究科人間文化研究》No.7 (2007/6) pp. 45～56 名古屋市立大学大学院人間文化研究科  

鈴木敬夫《朝鮮植民地統治法の研究―治安法下の皇民化教育 (札幌学院大学選書) (-) 》

北海道大学図書刊行会 (1989)                                                       

張有忠《私の愛する台湾と中国と日本―ある外地人弁護士の歩みと願い》勁草書房 (1989) 

浅野豊美・ 松田利彦編《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法的展開》東京：信山社:（2004）年 

浅野豊美・ 松田利彦編《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法的構造》東京：信山社:（2004）年 

大友昌子《帝国日本の植民地社会事業政策研究 台湾・朝鮮》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  

鶴見祐甫著、李永熾譯，《日本精神史 (1931-1945) 》 

和辻哲郎，《日本精神史硏究》東京都 : 岩波, 1992. 

藤田省三，《転向の思想史的研究》(1997) 

藤田省三，《精神史的考察》(1997) 

李承機，〈ラジオ放送と植民地台湾の大衆文化〉、《戦争・ラジオ・記憶》所收、東京：勉

誠出版、2006 年 3 月。 
李承機，〈1930 年代台湾における「読者大衆」の出現─新聞市場の競争化から考える植民

地のモダニティ〉、吳密察、垂水千惠、黃英哲主編《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所收、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年 5 月。 
 

 

五、附錄 

 

附錄(一) :  

 

一九四六年 
 
1 月 18 日   星期五   天候     溫度  ℉   訪問： 

建文不在，團內空氣很明朗，余練習國語，盧歡堯指導，發□服務隊分隊長副派令，下午

蘇維銘來說大湖服務隊告發的軍□隱匿事件非屬事實，余即到換□處□□，然不能和首席

換□□商洽，五時木筆來團招待盧、吳兩外省人到家長聚會食潤餅，盧排斥建文□有和□



 12 

的地方，七點半和盧到新生戲院看「夫□之□」食茶後到盧夜會，木筆送吳到那裡，十一

時和木筆回家。 
 
1 月 19 日   星期六   天候 晴   溫度  ℉   訪問： 

在公所開□□各服務隊分隊長副派令，盧如漢，施儒珍到大湖□訓練團員，余將昨天振乾

拿來的二千元入做團員兩名，才有旅費，蔡燦煌、蘇維銘，各攜五百元來團樂捐，下午二

點半往竹富國民學校參加第二區隊第三分隊會議，四時半到團，遇建文從台北回來，建文

向予大聲責，為接收青年機構事務不清楚，不是余的所□甚悟、□夜到□瑞業宅參加分隊

會議，與進發食茶，十時回家。 
 
1 月 20 日   星期日   天候 晴   溫度 66℉  訪問： 

上午八點半到青年團，九點開始國父紀念週，主席報告，檢舉漢奸問題。2、入團手續加緊

完了。3、劉啟光縣長近日就任，維持縣長就是擁護政府十五軍，□團派員來接收舊□處的

草色布錠，金輝兄受福州仔的嫉視，受鈴木所贈的豆油店將被國軍所徵用為國語講習所，

余到豆油店舍雷中校救之，中餐□菜薯。下午五點國珍、李維穌來、夜到垚藩宅，第三分

隊的會議不開。 

 

1 月 21 日   星期一   天候 晴   溫度 66℉   訪問： 

上午讀國父的五權憲法，和進發去市□育課欲調□團所要接收青年機構事，而逢著紀念週

不成，榮才來通知潔淇母逝，正午和榮才、進發到潔淇家表哀悼，一時半才吃中食。下午

三點半再到團去，吳廷使陳記女婿拿五千元來團樂捐，□武□從大湖來，他做大湖□□長

得意滿面，團工作人員與他聚餐，万傑妻屢次來探夫之消息，夜研究團長□組織青年團告

全國青年書。 
 
1 月 22 日   星期二   天候 晴   溫度 67℉   訪問： 
建文昨夜去苗栗，今天黨全□有看的，上午研究團的組織，下午一點進發來家裡，一同到

陳潔淇家去，一點半潔淇母葬式，我送葬受喪單，三點半接陳記，□主角的□□品中請□

去□□和楊純青商談，金輝、姚玉一同去，第二區隊第二分隊在團禮□分隊會議，予參加，

亦指示需求積極性，事務所時間，六時□□與進發、樹滋喝茶談團的將來。 
 
1 月 23 日   星期三   天候 晴   溫度 67℉   訪問： 
建文不回來，團裡大熱鬧，予繼續準備訓練材料，團長組織東團告全國青年書原稿寫完，

上午不上團，下午兩點至團，三點兩個沒有熟識的人，到團說「現在署長親身用棍仔打討

米的人，你們不知道嗎？」驚米荒，□孫濟上後、包圍縣市政府，包圍警察署，討米的現

象是近日來著明的，政府不能取締奸商其他打擾分子，而打討米的人，很不對的，夜繼續

研究三民主義□訓練稿。 
 
1 月 24 日   星期四   天候 晴   溫度 67℉   訪問： 
昨夜研究三民主義至二點半，今天睡眠不足，腦袋感覺很重，九點到團，沒有什麼事，建

文正午從苗栗回來，渠□要順區團意發□，主任，書記，千五百□，股長八百，股員六百，

發揮老爹性出來很不快的事，下午三時半參加婦女分隊會議，予代理主席進行會議，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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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書報告，麗清工作報告，生活報告，予提起糧食為問題討論，五點畢，六時開機關小組

會議，討論薪水問題，糧食問題，與效法協助問題，七時散會。 
 
1 月 25 日   星期五   天候 晴   溫度 67℉   訪問： 
上午九點到團，建文迫我早去竹南，我整理文書後□回家，下午一點四十八分和陳金城出

發新竹，二點半到竹南，站前找許萬得，打電話給方泉松，方不在，改往區公署，區署長

張清雲不在，與張庶務課長談，四點陳九才來，被他案內（招待）到中和旅館休息，我仍

然準備三民主義講義案，在旅館晚餐後，陳九再來訪問我們，和□一個姓郭的酒□，始吃

里魚只，十一點才回旅社。 
 
1 月 26 日   星期六   天候 晴   溫度 67℉   訪問： 
昨受旅社南糸虫襲擊，不能熟睡，頭重，上午八時半，到區公署，九點，陳九，九點半方

泉松才來，方主席開訓典禮，十時開講，余講「三民主義」至十二點半，下午一點半陳金

城講「青年對東團應有之認識」，陳意外無能，二點四十分余講「團長□組織□團告全國青

年書」三點半金城講「黨與團的關係」，夜陳九主席團務座談會，九點散會，和金城到麵店

喝「凱旋」陳九我們不在中買，果實還在旅社。 
 
1 月 27 日   星期日   天候 晴   溫度 67℉   訪問： 
遲緩半點鐘，九點□開始訓練，我講義「東團團章及重要法規」□二點半鐘，後金城講東

團團員之責任與修養，下午二時開宣誓典禮，余□誓，談團長訓詞的一點鐘，甚覺艱苦，

宣誓畢，繼續開分隊會議演習，演習者盡是中老年，讀□不得要領，而且得意滿面似訓講

的態度，余大斥一場，更加說明分隊會議的意義，紀念寫真，晚上在黃發盛宅□，陳万儒

發揮惡酒癮，余亦醉。 
 
1 月 28 日   星期一   天候 晴   溫度 67℉   訪問： 
搭八時余的大車，從竹南□竹，車內混雜，似無立錐之地，四□□聽說，父等待我到今天

上午八時，前天與我相□□回來，為我買六法全書二冊二百元，父與李讚生要請我去做課

長，玉秋叫我去嘉義去做□事長，余無意去做官，決定要拒絕，昨夜的過醉，身體很不快，

□一日，在床內，上午苗栗一老人車，下午李漢玉來，午餐太晚，晚上還沒有食慾，夜施

儒珍來坐，□說訓練結果。 
 
1 月 29 日   星期二   天候 晴   溫度 67℉   訪問： 
上午十點即至團，□團來□文書很多，陳記來問我要去嘉義不去，我即答否，在閱讀中國

六法，殺人、傷害、致死等關於人命最筆日本法律甚重，中餐牽腳踏車東至海龍店，海龍

不在，義勇隊黃來分團，派為第三股長，籌備中卻不法可拒，五時退□後，和施、盧如漢

至東門市場，□茶店喝茶，盧盡量暴露建文的樂處，建文也是一個愛□的老爹。夜□建文

□物學，這個沒有愛讀書，真害。 
 
1 月 30 日   星期三   天候 陰風   溫度 64℉   訪問： 
上午九點半去海龍腳踏車店，海龍自對面前鋒、叫茶餅請我，十點半即到團，姓□大湖人

和李木芳等待我，請我保釋前團報告的漢奸事件主犯的獅壇□長，余對報告者李木芳發了



 14 

脾氣責他，下午三點楊景園來家說他昨天大罵陳添登，在團內因為發旅費的事，建文與盧

衝突，余問了他們，放暇後和施進發、垚藩、抄子□子□當在辦理陳□經和妾□事，再請

□□喝茶後，四人解散。海龍拿麵線、狀元紅來送車。 
 
2 月 1 日   星期五    天候     溫度 ℉      訪問： 

陳記自前天受一上尉來叫去座談會以來，組織不順，正午陳潔淇去問吳鶴宇一○七□改□

□主任，聽說沒有這種座談會，也沒有叫陳記去，同志間受很大動搖，亦大受打擊，四方

八方探消息，完全不知，至晚上，一民報記者受父命來報陳記被警備總司令□拘留，聽說

是郭紹宗誣告，同志對郭大憤激，下午五時找如欽，不在，□□說昨阿菊逃走經過，余和

進發到阿菊說伏，失敗，除夕，雞一，鴨一飲□□□。 
 
2 月 2 日   星期六    元旦□□ 
 
2 月 3 日   星期日    天□上□台北 
 
2 月 4 日   星期一    上台北 

 
2 月 5 日   星期二     
 
2 月 6 日   星期三    □新竹 

 
2 月 7 日   星期四    上台北 
 
2 月 8 日   星期五    □新竹 
 
2 月 9 日   星期六    上桃園 
 
2 月 10 日  星期日    桃園入團訓練 
 
2 月 11 日  星期一     
 
2 月 12 日  星期二     
 
2 月 13 日  星期三    大溪入團訓練 
 
2 月 14 日  星期四     
 
2 月 15 日  星期五     
    

十日間的□□心身皆□憊，午前沒有去團，下午二點至團改聽建文為郭紹宗作弄， 
被免記辦□□，樹滋、潔淇、榮才、建文到思松宅，商量善□策，決定挽留建文，明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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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潔淇上北見余湯□□□團，夜再某同志，在金輝包辦業事務所，商量應付郭紹宗奸計，

明天上北者再加榮才、思松二人，外決定發檄他分團共同戰線，十一點散會，施和我回家，

在家裡過一夜。 
 
2 月 16 日  星期六    天候     溫度 ℉    訪問： 

睡眠不足，身體不爽快，正午叫繼文去車站找潔淇等，說我不能一同去台北和繼模國碁□

回，碁中、潔淇、樹滋、榮才，來說今天十二時的火車不發，再改明天上午八時到台北去，

和潔淇、國碁三回，他先還二目而全改，夜河李請水妻來□如欽、阿菊紛糾事、河李極力

排斥阿菊，而愛菊回家，□□阿菊得女醫的□□是張榜生妻的，如欽時發揮昨夜手段，叫

我明天往車站前寄他們家裏說得如欽，余承諾。 
 
2 月 17 日  星期日    天候     溫度 ℉    訪問： 

上午七點半，潔淇來招我一同去車站，途中□如欽說得他不可發了短氣，搭八時半火車□

竹，潔淇、榮才、思松、陳記案開車，十一時到北，並往青年出版社，而余湯不在，中食

後去民報社，聽父說陳記不白得秋放，下午三時和潔淇、思松去大正町，二条通余湯□，

又不能看余湯，再步行到京町青年出版社，余湯到才出去，在附近茶庄過一時間，又到青

年出版社才能見余湯，余湯答我們絕對不□□我們□意，在民報社晚餐，最終車□竹。 
 
2 月 18 日  星期一    天候     溫度 66℉   訪問： 

上午十時上團，昨天的成功告訴同志都大喜歡，建文亦得安心，明天竹東入團訓練，盧、

施兩人出發去擔當，下午二時在團禮□參□□服務隊幹部會議，商議救濟米荒對策，余不

參加會議，下午三時再和建文，樹滋，潔淇，榮才在思松宅讀□□改□及大湖林□事業如

何開展，決定□□對郭紹宗黃福呈挑戰，陳記洗塵茶□會，林班分團□□事業，明早樹滋、

榮才決定往□□看□□，六時才散會。 
2 月 19 日  星期二    天候     溫度 67℉   訪問： 

整時□團來的書類，並準備二十四號開正分隊長副會議，受給國□□□□二服□，金輝來

團要商議林班經營部，而潔淇有來不成，河李來團請我去抄張榜解決如欽、菊的紛糾，晚

上回家□，遇如欽，叫如欽來家裏聽他說的心境，我予（預？）想如欽必對菊發生大憤慨，

然而他只說為孩子「誠」做犧牲要和阿菊□□，他似對張榜大遠慮的樣子，夜母率文，吟

去城謣廳看戲，更深回來，不好的現象。 
 
2 月 20 日  星期三    天候     溫度 70℉   訪問： 

上午十點高原去團裏訪問我，叫我為□港事件調停，建文去竹東，□誓去法院看「小□食

作」的紀錄，下午三時半，法院□□廷丁來團，叫我去做□選辯護人，關於埔頂殺警長張

貴岳事件，我到法院抄陳□□拒，絕對被告的警戒非常大規模，十數人試□警察隨手扣腳

扣的被告，真驚死了，下午四點高原和□中法□又來團，和他們去□□□邊料理店鋤燒，

刺身、喝酒，十二時才□。 
 

2 月 21 日  星期四    天候 晴     溫度 70℉     訪問： 
今天分團發薪津，扣除二□□才剩七百，不足以還借金，物價日漲，食米一斤已漲上十八

元，庶民實在難得生活，治安又日漸惡化，到處都有□資的危險「何止」日日是想充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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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袋□！好好的台灣，□弄□會的壞呢！建文會又被□團召□，叫黃勁濤寫□□狀，給工

作人員蓋印，他也是「何止」了。在思松宅會意經營林班，夜樹滋、潔淇、榮才，進發來

家裏再議林班案，樹滋□□。 
 
2 月 22 日  星期五    天候 晴     溫度 70℉     訪問： 
建文去台北，教他接林班事，讀□團□來「李昂著 紅色舞台」□□來，□□天載土角來。 
 
2 月 23 日  星期六    天候 晴     溫度 70℉     訪問： 
上午九點到團，理髮，和施到東門町□□①經營的古冊店，買三省堂「新修百科辭典」，□

□(同①)送「判□百法」，再到□□，□□經營的古物委託店去買碁□碁石不成，晚上訪子

□。 
 
 
 
一九四八年 
 
1 月 1 日  星期四    陰      
上午八時起床，進發儒珍即到，第三客是樹滋，不久，木榮，思松，英傑亦到，將木榮由

金輝所借麻雀牌提出沙發桌上，我與思松，英傑，進發四人改戲麻雀至十二時半，打一縱，

進發最贏，英傑最低。 
中餐時飲芬芳（英傑贈品）三分之二瓶，下午二時客人又擁擠事務所再開始打麻雀，上午

客人以外□□、廷謙外大江職員七、八人亦出頭，廷謙等一見面去，到之時又帶□炳煌外

水利局職員一人到來，要求正月酒菜，乃中止麻雀提供酒餐，參加者有儒珍、金輝、進發、

樹滋、廷謙、炳煌、惠仁、木榮外、水利局職員一人、廷謙起醉在事務所內放尿，向我所

在沙發椅，亦灌注，實在大鬧大笑，傍晚一同出去，到一杯酒家，我亦大醉，何時回家，

不在腦中，□意識回家後，再與建文出去吃麵，聽說木榮、惠仁護我回家。 
 
1 月 2 日  星期五    陰 
第一客是思松，木榮因準備明日林慎招待，乘腳踏車出外叫客，上午與思松打象棋，樹滋

進發金輝儒珍亦進到觀戰，午餐時飲藥酒三分之一瓶，下午一時與建源太太，玉英、木筆

又打麻將，祇打一環，我通贏，木筆等與建源家屬去燒蕃薯窯，嗣後與樹滋打象棋，十數

次，傍晚在家飲藥酒半瓶，紅棗家做醮，繼文、母等均到埔頂去，繼文一去無回事務所，

萬成使人攜回麻雀。 
 
1 月 3 日  星期六  晴   58℉ （林慎□案） 
原原客來客去，上下午樹滋均來玩象棋，與儒珍共午餐，飲細酒，儒珍前夜再與金輝進發

由一杯酒家進去真珠宮，渠外衣被金輝吐穢，是夜去進發家麻煩進發太太而坐理髮椅過一

夜，說凍過甚厲害，下午三時火車施回去秀山，渠兩夜不在家。 
寫陳氏有妹一案，證人申請狀係木筆初工作。 
下午五時林慎與其叔父到事務所來，建源在事務所等待，一齊去樂民□，木榮忙於趕客出

席，七時開宴，男女各一桌，男有式穀、添登、克承、福壽、傳風與我、建源、林慎叔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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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女有木筆，玉英，張臻臻、金巧、花枝、傅順與太太。陳藝慕、金嫂與林慎共酒人，

宴半建源起來介紹林慎，□林慎談抱負懇請援助，最近式穀先□□，八時四十分散會，就

寢前我再飲藥酒一杯。 
 
1 月 4 日  星期日  晴    
上午樹滋來商量介紹木榮入新竹分團工作，因為歐□在南部計畫是否進發未知我改答應之

建源家屬總動員嘉明，昨日因在事務所坐我專用沙發椅顛覆後頭部受二針裂傷，今日縛白

繃帶似乎布袋戲所演大頭仔。 
午餐時飲藥酒三杯，下午二時半陳鴻祥來商量昨日公判事宜，三時，廷謙、添壽、漢玉、

秋江由愛樂夢使人來叫，四時我進去愛樂夢，廷謙甚抱歉元旦失態，廷謙先走，我又與添

壽等到小垚界，大醉回家。 
  
1 月 5 日  星期一  晴   60℉（餞別建文） 

本日初訟庭，上午九時辦到法院，陳鴻祥一案，翁□事擔當，下欺調查申請證人吳鴻濱，

由法院回家途中遇見楊古井，與渠一同到王繼兄經營貿易公司，二十數年來見繼兄，其弟

繼叔繼乾亦在公司內，由渠某請祝郭天乙主委候補，郭係新竹中學出身者，住在國內多年。 
委任人陳氏有妹來求日將她委任一案證人手續完畢。 
下午樹滋帶吳新書記來事務所，劉鳳儀尚未列職。 
仙仙訪木筆，玉英亦如每日到來，慶源帶一領□□問我有無□買意思我即答應。 
中午飲藥酒數杯，木筆□初到團□去，遇見陳建文，極力罵陳建文協力莊鶴礽，嗣後與進

發樹滋□□建文到竹庵餞別建文，對建文極不好意思，而能如此做戲我自己能知自己性格

之變化。 
晚餐再飲藥酒半□。 
 
1 月 6 日  星期二  晴   
本日大江營造廠股東會議被廷謙邀請，上午十時到該廠主舍渠□討論嗣後工作所需資金，

湖□與員林兩處工事英準備五六百萬元，現當年關，各股東俱頭痛，□□依股額按排斡旋

該款項，正午回家。 
中午飲藥酒數杯，下午亦客滿，□□坐三時四十分上北而十分前往車站，又□□回頭，夜

再飲藥酒半瓶。 
 
1 月 7 日  星期三  晴  （上北） 
早晨四時半起床，坐五時十八分火車到台北去，八時十分潛到台北站，先去訪問水旺，相

接李銀爐，李承木亦到胡處，九時到高等法院，該院民案□日祇有二件，李國□一案本日

詢問對造證人林墨痕當方証人李承木，十時半又到水旺宅，在水旺處吃中飯，十二時半□

台北，下午三時到□，因睡眠不足，而且胃腸不好，疲倦至極，回家後即入眠床睡覺，五

時起來樹滋進發亦由台北回來，渠□前往支團部訪張書記，始知吳係無派令之偽書記，明

早張書記親身□來竹，樹滋託我極力推薦思松為書記，夜飲藥酒數杯，吳清樞案任一件。 
 
1 月 8 日  星期四  晴（支團張書記來） 
上午九十上法院，本日主件，陳氏有妹一案訊問雙方證人，陳錦梅、陳錦塘、彭貴富、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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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陳一案休止，昨夜始受任吳清樞一案，對造代理人請延，十時回家，適木筆與莊榮才行

象棋。 
上午十一時支團□書記張令奧，由樹滋、進發、吳偽書記帶來，張極力徵收我意見並請幫

助，我不客氣批評整理委員會成立以後在新竹失敗情形，對人事問題大主張，推薦思松為

書記。 
中午在愛樂夢樓上與張書記聚餐。 
下午二時在團部二樓開團幹部座談會，張書記甚熱心聽團員意見，總說亦是□於分團部人

事問題，又要求劉鳳儀尊重團員總意，捨棄私團觀念，張書記一一答應解決劉鳳儀無出席，

議後張書記向樹滋確約思松書記之允准，在主任室與式穀兄、思松、吳偽書記、樹滋再談

半時始解散，叫志往新埔買椪柑二十斤備贈錫祺。 
傍晚繼文回來□□錫祺□今日到台，要我明日一定上北。 
晚餐飲藥酒半瓶。 
 
1 月 9 日  星期五  陰（上北訪錫祺□） 
上午十一時□新竹車站上北，下午一時半到北，坐人力車到胡宅，將椪柑二籠（一籠係贈

胡一籠係贈錫祺）寄在胡宅，二時余出胡宅，走到□鐵道 Hotel 面前適遇陳江山，渠要我

即去看黨部會議，劉潤才、運動渠為監委一票，我不得已乃到省黨部在門前適遇劉潤才、

洪火練一齊上三樓應接室，姪兄丘念台又遇蘇紹文、蘇維銘該兩人為蘇維梁運動監委而跑

來跑去，蘇紹文對我說「你大可以回□我已經和鈕副司令商量完畢，祇要你□□寫一封信

給彭司令和鈕副司令，說我並無違背國家民族立場二、二八當中也無參加因為民報社被查

封受憂悶不止才到上海去，□料在上海聽通緝我的消息，不知如何緣故在報紙上，我攻擊

貪官污吏全為國家前途起見，未嘗違背良心，現在可否□我自新，始可以我□回去□□□

信送給我，我就同鈕副司令到高院去解決你欠款事情」 
我聽得好消息即到□□□後面□□宿舍去，在宿會內遇到吳春霖許乃昌黃春成，乃昌說在

高院換□處與陳慶華換□官為父親事情文涉經過高院全無問題，但是軍部迫強者不得不□

成問題，吳春霖說明與丘念台交涉經過，與蘇紹文說法大同小異，到之時錫祺始到宿舍，

今日適逢渠生日，桃園張溫流帶菜去宿舍，一同會餐祝錫祺之□，錫祺念及繼文至甚，宴

中□陳江山與劉僧來到宿舍，我亦與渠□商量選舉事宜，五時半繼文由學校回宿，錫祺撫

文頭喜歡說，這粒柚仔頭生大了，錫祺□出去後胡始到宿舍，我再與胡會餐一次，八時半

由繼文以腳踏車載到台北車站，九時火車發，在車內睡覺約一時間，十一時余到竹。 
 
1 月 10 日  星期六  晴 
上午九時到法院民事□□甚一案，訊問證人□□□□□詳□耀錦均係對造申請，刑事陳鴻

祥一案遜問證人吳鴻濱□□終結。 
下午十二時半木筆與玉英被邀請到廷謙長男創民□□，木筆帶一雙皮靴去贈為祝。 
下午五時半繼文回來，通知明午二時在台北胡宅與錫祺回面事情，思松亦約同時由台北回

來，說今日監委選舉經過，陳慶華六票，丘念台五票，陳嵐□五票，陳江山四票，當選，

蘇維梁三票落選，□廢票一，而該廢票係蘇自己寫出，不運之至也，婦女李緞四票當選， 
晚餐飲藥酒半瓶，餐後改與玉英、木筆、木榮打麻雀，打一環後施、進發、金輝三人酒醉

突入大鬧，繼文又被廷謙、添壽等七八個人闖入大鬧，□中止麻雀，由廷謙等拖出愛樂夢，

遇□澤渠，叫我對廷謙說，作□與渠遇□開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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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1 日  □□  晴 
起床即客來有妹夏齡華□□□上午八時上北，付不及。 
母親來事務所，十時半□，餐飲藥酒半瓶，十一時與繼文上北，下午一時半到胡宅，錫祺、

春霖、乃易、胡招治業經開宴中，□珍菜脫□□，春霖說明其來歷，招治對我打不□江山，

不肯捐獻上海醫大，錫祺另有任務募捐該醫大經費，來台（錫祺係該大學校長），而江山之

此次當選全靠錫祺之貴□一票，然而全不故錫祺一面，實不近人情，二時半宴畢，三時半

錫祺等別去，四時江山來胡宅，訪不到溫流，渠說今夜急□欲回去南部。 
 
1 月 12 日  星期一  晴 
上午民事鍾肇春一案，下午刑事曾瀛洲一案，中午謝恩祥在愛樂夢宴請劉鳳儀與我。 
思松之書記案經發令，而吳偽書計依然不動，無廉無恥。 
下午五時廷謙廷國添壽來說明昨日竹風成主大舍之盛況，五時半一齊到廷謙宿舍被廷謙今

日邀請去看作□，添壽、廷國、垚仁、曾瀛槐、李開淮、楊廷□、王天水等十余人，酒虎

相逢，連飲不盡，我亦大醉，忘記大□出廷謙家再與惠人顛去。 
紅蘭兩酒家，不知何時回家。 
 
1 月 13 日  星期二  晴 
非常頭痛，而中餐又喝半瓶藥酒，下午三時到團部去，劉鳳儀到職後初次整理委員會□，

我上午帶思松去訪問劉鳳儀時，劉的表面上不快，整理委員會時我故意又帶思松去，吳慎

予大面亦參加，劉鳳儀盡展自己力量我在沙發上假睡，等候劉說完則大言新竹分團的過去，

及二、二八當中功績，又警戒劉對人事問題應慎重，如不慎重者，絕對不協助，五時散會。 
本日□繼舜忌日，實□命小弟叫木筆準備□菜回□雅，我因為中午被思松請餐在竹庵不回

□家。 
夜飲藥酒半瓶。 
 
1 月 14 日  星期三  晴 
上午樹滋進發來說劉鳳儀自昨晚就上北去，大概是計畫推書記此子亦與陳見文五十步一百

步。 
建源每日來商量林慎主委副援事宜。 
 
1 月 15 日  星期四  晴 
起床樹滋進發即到叫我坐十一時火車帶思松去台灣支團，與莊鶴礽計□思松就任書記，我

拒絕叫思松帶工作人員上北，對上面□□，依我案十一時思松與進發一齊上北去。 
晚八時半當我飲酒時思松進發回來，樹滋亦到，說今日思松去支團部大成功，莊鶴礽對思

松印象其好，思松未到以前吳慎予來事務所，說明他自己事情、目的，在□□書記一職，

我極力排斥劉鳳儀的官僚作風，思松等在事務所亦遇到吳慎予，叫木筆到裡面麵店攜酒菜

來事務所一齊又喝酒。 
 
1 月 16 日  星期五  晴 
上午吳鴻濱來說其弟陳鴻祥被判處有期徒刑三月，緩刑二條，吳說欲再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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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氏有妹，劉進二案□續證據聲明，法院來往均叫木榮 
 
一九四九年 
 
1 月 1 日  星期日  細雨 
上午九時始起床，昨夜被英傑邀請忘年會，更深休息，甚感身體疲乏，年已三十九，將近

初老，體軀實在一年不如一年了，回顧過去，感慨無量。 
上午十時繼文坐腳踏車從□雅本宅到來，因其常用車被繼志坐去□運公司，無奈踏壞車來

大打不平，而亂彈□□□機，「赤城山の雪煙、忠治上巖鉄の生會」廣澤處造的浪花節。 
上午十一時垚□來賀年，接後繼緒，繼模穿防護團服來，為參加元旦典禮，緒當兩邊防毒

班長，模當副班長。 

中餐後經繼文懇求打麻雀，木筆、緒、文與我，結果繼文最敗，麻雀中許振乾來賀年，劉

玉英帶市長夫人亦來表示恭喜。麻雀後與繼模、英傑連打圍棋各數次，均擊敗之。 

晚餐時喝紅露四分之三瓶，英傑亦來參加。 

權九時保甲修練所軍隊宿舍突發火，車站背後紅光衝天，我踹車到公園鐵路時竟顛簸，遂

斷念前往現場而回家，聽英傑說中山堂前演□者，即帶雨傘□肩，觀客大數係兵隊，據說

係軍兵慰勇戲，十時回事務所，惠仁來說砂石被虎仔山黨弄得很糟糕，建源亦來聽得大憤

慨，惡勢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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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  

(** 原附錄以表格製作, 下方所見之附錄並無表格, 係因檔案整合後表格線無法顯現之故) 

 

案 件 內 容 

時 

間 

案件 

名稱 

主要 

人物 

案件經過 

案件 

結果 

法律文化 

相關記錄 

相關律師 

活動記錄 

黃繼圖 

政治活動 

備註 

1957 

年 

1/1 

□□傭人 

□□傭人12/31 

晚上被打，前來 

討論告訴的事 

情。 

振乾激他到 

自宅開會，與 

選舉有關，但 

黃以為多為 

空談。 

1/2 

陳惡 

欠房 

租一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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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惡、蔡 

盛財、蔡 

盛寶兄弟 

批評繼 

志浪費 

1/3 

黃錦 

章、魏 

仁傑 

詐欺 

案 

為黃錦 

章、魏仁 

傑案向湯 

書記官借 

卷宗 

與父親一同 

批評木榮，以 

及討論朱盛 

淇的縣長選 

舉與許振乾 

的議員選舉 

繼舜忌 

日 

1/4 

林金 

熙詐 

欺案 

林交5000 

元保金，尚 

屬便宜 

黃繼圖罵 

這批叫我 

免費辦案 

的人實在 

討厭 

1/5 

蔡國珍來 

詢問， 父 

傷人， 子 

應賠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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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影 

《國王 

與我》， 

黃對當 

中誇耀 

西方文 

明，謳歌 

美援感 

2 

到不滿 

1/6 

詐欺 

案的 

被告 

李延 

藩來 

訪 

檢查官將 

民案提起 

公訴， 陳 

以為不然 

1/7 

向湯、柯 

兩書記官 

借張見發 

與李延藩 

的卷宗抄 

寫，共花 

四小時 

1/8 

蕭林蟹對 

陳慶東確 

認債權不 

存在案 

林榮輝被 

毆打案 

吳舟案 

張見發來討論 

案情 

陳宗雲來拿判 

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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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倫代蔡 

盛財來送 

前金 

王金鐘送 

後金 

( 幾乎每 

日每餐 

都喝紅 

露酒) 

1/9 劉宗孔要 

其不要出 

庭 

陳認為此 

人不付酬 

金相當不 

講理 

提及朱盛淇 

提名競選縣 

長失敗一事 

1/10 林本 

源祭 

祀公 

業開 

庭 

李延 

藩詐 

欺案 

開庭 

今日下午五 

時開振乾省 

議員助選會 

1/11 □ □ 

□ 對 

女傭的嬸 

婆來談其 

陳宗雲來 

還判決書 

拒往振乾助 

選會，訪朱盛 

3 

□ 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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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請 

求房 

屋所 

有權 

案 

女兒遭到 

毆打一事 

並送火腿 

一付 

淇並慰問 

之，又十時海 

□ 來談振乾 

選舉事，黃裝 

睡拒見 

1/12 鄭贊 

生強 

制執 

行案 

□ 進 

錄醫 

療致 

死案 

報告債權 

人目前一 

無所獲 

林添財言黨 

外為了對抗 

鄒滌之，第一 

候補莊金 

火、第二候補 

黃繼圖，黃笑 

而不理 

1/13 冠禮 

來談 

其親 

家的 

麵粉 

案 

後巷火 

災 

1/14 向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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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官借蔡 

盛財案卷 

宗抄寫。 

吳扁來向 

其說明蔡 

案不利的 

情況 

洪思聰請求票 

款案，對造以為 

指黨受欺人且 

票面有平行 

線，拒絕銀行業 

者以外的支付 

而主張禁止流 

通之支票。黃繼 

圖回來查證以 

後，確認並非禁 

止流通，始安心 

1/15 楊水□票 

欺案，批 

評李建中 

不予終結 

而再拖兩 

次，應從 

木榮妻 

來談木 

榮如何 

毆打她 

4 

而不從， 

大有不滿 

1/16 鄭江 

遷房 

案，龔 

女推 

事勸 

告和 

解 

林字平來 

委託林恆 

茂祭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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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案與童 

來成的糾 

紛案，林 

並要求介 

紹費 

陳能雲來談 

國民黨省議 

員黨內初選 

共四人參 

選， 無法擺 

平。認為鄭紹 

韻琴得利。 

黃旺成推薦 

鄭鴻源選縣 

長。 

1/17 李延 

藩、張 

□ 元 

各自 

來談 

案情 

祖母手 

術左眼 

1/18 林家 

謙、林 

家 

平、林 

僧元 

前 

來，委 

任與 

兄林 

錦霞 

請求 

祭祀 

公業 

派下 

確認 

案件 

林家平討 

去介紹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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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處理 

好林 

恆茂 

祭祀 

1/13 失火 

一事，林 

焚煌等罹 

災向檢察 

5 

公業 

一案 

署按鈴控 

告洪衫因 

娶弟媳借 

他人爐 

灶，失火 

波及。洪 

衫前來求 

助，但黃 

言尚在審 

查中，無 

法幫忙 

1/20 冠禮來託，24 日開 

庭的賴林案件，黃 

言此為沒契約的便 

宜案件， 但仍接 

受。 

1/21 楊麗水經許南陽介 

紹來委託24 日開 

庭的墮胎案( 其中 

又涉及到子賢) 

1/22 為□□勳與□桐煥 

請求確認房屋所有 

權案而與英、黃、 

李等人到新埔。 

下午一時黃替告訴人詹仲 

繼、陳火土、楊松魁、洪賢 

□等人與林金□和解，林付 

一萬元。 

下午，楊水□與陳錫鎧 

請求票款案，詢問兩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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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結果。 

李延藩詐款案，張推事 

誣賴被告擅改小簿冊， 

判罰500 元。 

農曆年 

停止競 

選活動 

1/23 上午九時半，往法 

院取楊麗水墮胎案 

的卷宗，有得無罪 

的信心 

強制執行的細 

節描述 

1/24 楊金 

運與 

陳雨 

生請 

求墊 

款案 

全力準備 

楊麗水案 

的辯論意 

旨書 

晚餐時趙滄 

洲說振乾在 

等候黃，黃在 

那見到苗栗 

縣長等人，醉 

到失去意識 

1/25 撤回 

蕭林 

前往公園內林家宿舍驗神 

主牌及詢問證人林高玉 

看電影 

《木馬 

6 

蟹的 

異議 

之訴 

珠、龔玉根、林家「馬丕」、 

林家「馬同」、林家康 



 30 

屠城記》 

1/26 潘秀天為次女信子 

被外省人驚嚇一 

事， 詢問如何排 

解。黃囑其到刑事 

局，並請縣議員抗 

議。 

1/27 清木 

來問 

寡婦 

可否 

回家 

分家 

產。 

鄭李五來 

問其地下 

錢莊的案 

情，黃言 

其必須先 

委其上述 

案，然後 

才可以閱 

卷。 

王棟樑來通知 

林恆茂祭祀公 

業案來否 

1/28 亞洲桌球 

賽，中華隊贏 

韓國拿下金 

牌 

1/29 楊麗水判無罪，其妻送 

酬金。 

□詩送黃荃之酬金，金 

額意外地少，黃繼圖恐 

其不實。 

1/30 彭烏秋請票款調解 

庭，對造不利，楊 

兼□密告調解不成 

立，另行起訴，除 

夕尚不休 

林金□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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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金來， 

黃言其為 

難得的守 

約人 

除夕 

本月收 

入破一 

萬，有史 

以來最 

高 

1/31 農曆元 

旦 

2/1 延謙來 

談橄欖 

球隊事 

7 

2/2 林添富派人拿契約書與 

委任書、前酬金來。黃 

言：在正月氣分尚濃時 

已有收入，料有可喜之 

前途 

振乾來，祝其 

省議員當選 

2/3 新竹市選市 

長，唯一人參 

選，選情冷清 

. 

2/4 到法院處理邱垂 

(政)與邱芳蘭請求 

移轉登記案， 黃 

評：劉煥宇本日即 

辦本案，過於認真 

2/5 賴龍輝傷害案定九 

日審理，賴來辦委 

託手續，無報酬 

2/6 下午三時，□德才 

與鍾友弟案開調查 

庭 

鴻源決定參 

選縣長，來家 

長訪黃，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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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生 

病 

2/7 富國會議 

主席 

鴻源又來拜 

訪，黃言其須 

注意資金與 

當局的壓迫 

2/8 下午三時，袁雲登帶一中壢人來討論臺 

灣人會職員保證責任範圍。從而姓聶的 

外省人來推銷基督機關雜誌；陳燦榮帶 

其表弟來商量告發農會總幹事許金土 

事宜。 

2/9 上午處理賴龍輝傷 

害案的和解事宜 

蔡國霖、周雲錦等 

人來事務所 

另，警務處刑警隊警員亦 

來，告訴人施(喜)銘與吳大峯 

雇員亦來 

鍾添富被 

訴貪污案 

公判庭邀 

黃出席， 

黃無償允 

之 

前往現場 

堪驗，大斥 

吳某一場 

2/10 下午三時，金柚冷□□而來，□信對宜培繼承人 

及姚玉請求賠償不得償還的放款四十六萬餘元， 

以為前任理事執務不當為據，金柚待悉合作法根 

黃旺成問其 

有關鴻源選 

縣長一事甚 

8 

據後而去 詳 

2/11 建源來談 

吳有四 

案， 共要 

多少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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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屯山 

等地下 

雪 

2/12 彭□元來 

討論第二 

審上訴的 

事宜 

延□ 來討 

論登錄事 

宜 

宴請數位市 

民代表。黃言 

名為拜會，實 

在揩油。 

2/13 陳鴻基來商討其友人妻與人通姦之 

事 

王傳主與簡長□，□娘發前來商量執 

行異議案，標的房屋係簡長善所脫產 

物件 

建源代吳有四送前酬金，勸他加入 

ROTA 

五時，胡□□、胡木□為遊覽公司汽 

車被軍車撞破致遊客死亡案來，兩胡 

原請檢察官林□德來，モリ去請，被 

拒 

魏仁傑案 

指定22 日 

審理，其□ 

報□ 人於 

18 日即可 

出院，黃勸 

其不要出 

庭，免受刺 

激 

惠仁寫信 

通知小地 

院已完成 

登錄 

宴會改期 

2/14 下午一時，大□鐵工廠代表 

來談票款案和解事件，黃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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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應二個月還清，但木筆言 

鐵工廠倒閉在即，改一個 

月，並上法庭成立筆錄。 

胡木□、李有 

通、郭傳芳相 

繼而來，托談 

鴻源選縣長 

2/15 九時上法院，提吳 

有四刑案記錄抄 

寫，因法院建築損 

毀，改在刑事房隔 

壁繕寫室內 

下午二時再上法院，辦林民 

雄被告竊盜案 

二時半，藍□勳與藍桐煥確 

認房屋產權案開庭 

蘇李五及其子錦清來委任上 

訴案 

莊阿□ 來 

付遷房案 

酬金 

胡木□ 來談 

昨日飛機失 

事一事 

2/16 林民雄及其父林雲開及介紹人來，黃以 

其抄寫的卷宗詳加解說。二時半黃尊秋 

推事開庭，五時判決，林雲開滿意而回， 

林添富派姓尤的送民案委任狀，並說明 

案情。 

新竹律師 

公會大會 

尤介貞主 

席 

王之英司 

代 

郭某被選為 

候補監事，郭 

邀黃聚餐，拒 

而不去 

2/17 陳□淇來問魏仁傑詐欺案 理髮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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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結束 全說福 

州話 

2/18 北上開蘇李五案 啟太與吟芳來告辭，其要 

啟太送履歷表來，以便請 

求朱盛淇為他轉勤所用 

2/19 下午三時與王棟樑、林□ 

元、林家平上法院，為林恆 

茂祭祀公會案 

黃抄關於 

鍾添富瀆 

職案兩小 

時， 份量 

不少 

モリ受任楊 

水□ 介紹之 

支票案，當事 

人提酬金來， 

未見到面 

2/20 後天開庭的魏(人)傑、黃錦亭水泥詐欺 

案，本日完成訴狀。魏弟提醫院證明給 

黃明日呈交法庭 

黃□□及其姘奶案於本日開調查庭 

蔡□來訴其合夥款項被 

騙去， 要黃辦理假扣 

押，改日隨即執行，黃 

言並非如此 

廷謙與 

秀英感 

情生變 

2/21 九時半與瀆職案被告同上法庭，本日判 

決。證人劉桂梅、楊再玉對彭添金相當 

嚴格。鍾某獲判無罪，送蕃茄兩籠，大 

悅而去。 

林民雄判拘役五十天，其父未付罰金。 

林添富來 

談所委託 

之遷房案 

案情 

親近的 

同學敬 

宗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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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使モリ提鍾添富瀆職案意旨書給林金 

華。 

下午一時四十分上法院，三時十分劉宗 

孔開庭，訊問證人魏雲杰等人及被告十 

餘人，費時兩小時，黃陳述時已過五時 

半。 

2/23 冠□ 送賴 

金連酬金 

來 

客運公司 

聘其為法 

律顧問 

鄭鴻源邀黃 

討論選舉，黃 

拒絕 

2/24 完成蔡盛財上訴理由狀 到鴻源助選 

會， 時已結 

束，正在宴會 

返回母 

校同學 

會 

四級地 

震 

2/25 汪振鈴代偉成來委託請求案及地租兩案 

蘇李五父子怕高院刑案緩刑被撤銷，委 

黃盡最大努力 

吳有四仍 

為昨日刑 

案審理相 

當焦慮 

何河財來談 

選舉 

2/26 吳有四案開庭 傳風、毓麟來要求其擔任看電影 

10 

東園木材行來委請票款案件 鴻源的選舉事務長，未允 《成吉 

思汗》 

2/27 郭水呈拿其高院無罪判決書來予モリ抄 

寫 

鄭偉成委任案已完成民事起訴狀與刑事 

告訴狀，已令モリ拿去鄭處 

李有通來連絡其親戚有抵押權破產債權 



 37 

案，黃囑其先去瞭解 

彭金應代債權人送旅費 

來，黃石頭恐其不願代 

理高院民案，亦送旅費 

來 

朱榮華來 

說，縣長希望 

黃或張榜擔 

任其選舉事 

務長，黃推張 

為善 

2/28 北上，九時四十分上高院，審蔡盛財案 

二時又與黃石頭同上高院，黃石頭及其 

姘頭返還傢俱案，只費十五分終結，黃 

繼圖以為太速。 

購民法 

概要一 

冊 

3/1 上午時時上高院辦曾欽□、曾煥灶請求 

借款案，黃與劉旺才共同代理。黃決定 

向新竹縣警局借調□□食品工廠倒閉卷 

宗。 

張澤、張濟父子委借款案；王傳之託モ 

リ代辦提存手續，均為義務。 

四時，偉成與汪□鈴來屬對洪□荃請求 

租金案，黃言因其尚借偉成土城價款， 

故酬金相抵 

黃批評蔣 

姓推事的 

態度不好 

登錄臺北 

律師公會 

范□ 錦打 

電話約其 

到竹北喝 

酒，其拒絕 

在醫院 

遇到林 

□□，黃 

言互作 

不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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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至 

極。 

3/2 冠禮介紹 

陳□ 喜案 

來 

鄭敬宗 

出殯 

3/3 鴻源邀其參 

與選務，請其 

會商，黃拒絕 

3/4 三時，與張澤同上法庭；即水利委員會 

借款案，詢問證人葉慶鈴而終結，後張 

父來談一小時，黃對此不滿 

王棟樑來談祭祀公會案 

3/5 王棟樑、林傳元、林家平又來通知林恆 

茂案下週開庭 

看《龍虎 

鬥》 

3/6 上午九時辦張長發與陳錫鐘請求票款案 

雙溪校長來，摧其趕辦高啟泰離職一事 

李兆豪說大□帶一獅潭洪氏辦理離婚手 

續，由李著起訴狀，內容曖昧，黃假裝 

誇獎 

徐世能水 

泥案上訴 

費一千元 

11 

3/7 即將在臺 

北成立事 

務所 

紅十字會新 

竹分會理事 

會議 

李澤漢 

拿新竹 

中學同 

學名冊 

來 

3/8 九時半到法院辦彭洪雙妹請求離婚案， 

調解不成，送民事庭 

林□元等拿朱被告追加狀，12 日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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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馬銳 

萬著之 

臺灣史 

3/9 蘇永泉來要求為彭□元案補上訴理由狀 黃錦亭為其刑案被判無 

罪，送烏龍茶、花茶、 

紅茶等， 本案雖為義 

務，但報酬高 

在台北成立 

事務所，文告 

印一千份 

李澤漢 

來取回 

同學名 

冊。 

續讀馬 

銳萬著 

之臺灣 

史 

3/10 上午，林□輝來委任向蘇□銘請求票款 

案 

下午，蘇永泉送藍樑棟的酬金來 

北埔的代書帶三當事人來商量還地及自 

訴案件 

惠仁已替 

其辦妥加 

入台北律 

師公會的 

事宜，並歸 

還證件。 

評論馬 

銳萬著 

之臺灣 

史 

3/11 劉□□來委託拆屋還地案，並付酬金 

林添□委拆屋還地案，昨日林□輝請求 

票款案起訴狀脫稿，下午請モリ拿去法 

院。 

冠□ 經手 

的陳振喜 

拆屋還地 

案起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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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可寫完 

看電影 

《恐怖 

的報酬》 

3/12 上午九時半上法庭辦林恆茂祭祀公業與 

林錦霞請求公□共有權案。鄭推事問原 

告公業財產價位，竟令其(林)補繳裁判費 

400 餘元，加上之前令其追加被告40 餘 

人，兩筆合加不下一千元，黃為此不滿。 

前往月寶、燦榮與吳允玉等人，得告發 

許金木的資料加入研究。 

3/13 九時半向湯書記官領徐□能刑案卷宗抄 

寫，十時蕭祥安亦來，同進午餐。 

吳允玉、 

燦榮來， 

蘇李五來 

談明日高 

鄭錫□ 

的父親 

12 

十時半回事務所，徐□能來討論案情。 黃隨代其 

撰寫向縣 

議會告發 

許金( 土) 

貪汙案。 

院開庭的 

刑案。 

偉成來說 

湯河恩侵 

占案，被告 

不出庭。 

過世，托 

黃為其 

父念弔 

詞。 

3/14 上午七時先到醫院談高啟 

泰離職一事。 

蘇李五違反國家總動員法 

只用半小時結束。 

下午二時彭洪雙妹及其父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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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設立 

台北事務 

所的傳單。 

3/15 與偉成、汪振鈴同上法院，終達成和解。 

莊□□祭祀公業林□源委任強制執行及 

審弁狀，莊回桃園後謂其與對造和解， 

毋需撰狀。 

□雲、□模來商明日租□案。 

莊弟才來商量遷房案。 

彭鼎元來 

催寫第三 

審上訴 

狀， 並約 

不久支付 

酬金。 

看電影 

《凡爾 

賽宮豔 

史》 

3/16 汪振鈴帶竹東葉姓來委任土地上訴案， 

因□□金要一千元，故流而未成。 

李兆□來，黃對其說其所介紹之離婚 

案，關於不堪同居虐待的部分恐難成立。 

黃希望金柚 

替鴻源助選 

3/17 看電影 

《河孃 

淚》 

3/18 上午一竹東人來談遷房案 

3/19 丸竹送楊經理拿簽覆電力公司拆屋還地 

請求稿來給他修改 

3/20 其因昨日高院案準備稿未成，先回事務 

所準備洪思聰案準備狀 

朋友聚會，由 

黃認帳，頗為 

不快 

3/21 莊榮才來商討彭添請求遷房案，上午改 

完。 

上午三時上法院，洪思聰與吳水木票款 

案，張鏡清主辦，調查只花十分鐘。 

3/22 湯長順來告說他與袁雲登的臺灣合會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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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侵占公款因而將發生損害賠償案。袁 

被判四個月，湯來辦未提之訟案，並交 

13 

有關款項。 

3/23 鴻源開始選 

舉，但苦無經 

費 

看電影 

《捉賊 

記》 

3/24 上午九時燦榮來商討許金土事 

李兆章帶嚴柏林來訪，嚴欲入事務所， 

黃允之，並於日記中記嚴之家世背景。 

3/25 賴金蓮來商討陳炳生告發還漏租貸戶稅 

達八千餘元，上訴改冠禮辦理。黃甚不 

快。 

完成對□旬所委遷房案的訴狀稿。 

王棟樑來提醒明日民案 

林顯與臺□咸勾結，要 

其當心。 

林添財、彭應 

順來談縣長 

選舉一事，並 

準訴金□ 的 

誇言。 

黃水永說願 

意負擔鴻源 

競選的費 

用。 

3/26 上北，辦曾煥灶等與□□素借款案，半 

小時而返。 

三時上新竹法院，彭洪雙妹和解案成立。 

林恆茂祭祀公業和解將成之際，受被告 

林□代理人吳翰闖入而未成。 

叫林未福 

來，黃言其為 

鴻源助選 

3/27 林榮輝對蘇□銘請求票款案，昨日□銘 

來言榮輝已簽久延長一個月，托其到法 

院取消。然法院龔姓女推事不肯。 

3/28 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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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戲 

春秋》 

3/29 被選為鴻源 

選舉的事務 

長。推辭。但 

允其事務所 

為開會場 

所。 

夜訪振乾，言 

因選舉事故 

暫不來往。 

3/30 林榮□與蘇□銘請求票款案，被告皆承 

認票據為真，龔姓女推事終結弁論，但 

14 

一款傳票來回，不得不……(不清) 

振喜與陳喬某請求拆屋還地案達成和解 

3/31 訪竹東宋枝 

發、橫山曾娘 

鑫、關西許家 

旺、北埔談替 

鴻源助選的 

事情。向父親 

報告為事務 

長事，黃旺成 

似是滿意。 

4/1 竹東宋枝發邀其商量原竹東郡下為 

鄭鴻源競選的事，在和傳芳、添財、 

毓麟等人的會談中，黃強調要籌一萬 

元給枝發，至深夜始決。添財、毓麟 

籌款五千，黃與傳芳去竹東開會交 

付。 

4/2 前往竹東。10 點鴻源坐清鴻的車來。 

毓麟、慶順已籌好款項，10 點40 分 

入枝發宅，上二樓，十一時後與各鄉 

鎮代表見面。共十餘人，至十二點半 

才結束，用餐。 

交一萬元予廖廷漢，然與原需款項28 

萬相差甚多，廖頗失望。 

英傑來探鴻源競選消息。 

4/6 九時上法院，林榮輝與蘇維銘一案，對 

造未到，一併弁論終結。古井亦代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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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協會出庭。 

蘇來要求 

降低其酬 

金， 黃不 

肯。 

中醫師公會開會，通知鴻源送花環。 

另有一公會本日為鴻源開會員大 

會，但似因錦松連絡不周，黃與鴻源 

未說一語便離去。 

4/7 □ □ 告鴻 

源破產， 

下午發傳 

票。 

慶順帶尖石鄉長弟宋□福來，言下午 

六時集合尖石鄉村長七八人為其助 

選。鴻源夜去李金兒婚宴，再去竹 

東。黃未去。其言：身為人大為助選， 

卻大罵選舉憨。 

4/8 三時上法院，向陳鐘如領取林棟「方方 

土」、林漢口記錄抄寫。 

替モリ辦律師公會入會手續。 

本日決定鄭氏家廟由嵩齡、鴻源宿舍 

由邱思敏負責。做日記帳、情報案、 

日程表等，成立競選辦事處。 

15 

上午鴻源往香山，黃又拒往。 

夜九時到鴻源宿舍，把情報給思敏。 

4/9 嚴柏林已入公會入會手續，到院旁聽。 

黃大斥林棟「方方土」案之告訴人鄭紹 

棠非人，連其兄(鄭鴻源)選縣長竟告其破 

產。 

林添富等請求拆屋還地案亦開庭，一庭 

終結。 

回事務所，宋枝發、彭榮煥來言，許金 

德過失傷害案，其工人因故已由社會課 

調解。 

下午二時到法院拿張澤民上訴狀卷宗抄 

寫，完成明日林案狀稿。 

宴請鍾 

生鑑。 

4/10 嚴柏林得律師牌，拍紀念照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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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與黃一同前往開林文進與林□清請求 

確認派下權存在案民庭。因對方律師延 

案，為顧同業面子，黃允之、嚴有些不 

滿。 

4/11 縣市長及省臨時議會候選人公告 

日、助選活動正式開始(其日記中有詳 

情)。黃和傳芳、榮華往楊良□宅，談 

周祖□出馬選省議員事，黃遊說周與 

鴻源合作。下午鴻源續遊新竹市，黃 

疲憊不與。 

4/12 九時上高院，吳思聰與吳水木請求票款 

案，庭上勸其和解，對造不肯，定十五 

日宣判。 

上午回新竹，本日政見發表開始。上 

午竹東榮□戲院、下午峨眉國校。鴻 

源回來，疲憊但說狀況不錯。 

4/14 傳風與慶順本欲巡全縣選情，但無車 

可坐。 

4/15 李□堂來說已與陳輝地談妥，要求客 

運公司發優待票，由黃統計區域與張 

數。 

鄭清錦的包車上臺北時發生事故，被 

警扣押，下午回，但已影響到選務。 

鄭基喚黃到偉成宅，知張順慶收收鄒 

漱之12 萬元，張添財、毓麟來開會， 

只談買票而無結論。 

下午開宗金會支持鄒，然曾娘鑫無 

16 

款，黃大失所望請宋枝發等大發牢 

騷。黃希望每日開檢討會，並更新文 

宣資料。 

4/16 下午吳衫來談作日傷害和解。 

下 

上午八時彭慶順來言竹北陳金源、吳 

延宗大為鄒活動。彭要往海口，黃交 

鴻源名片2000 張予其幫選。九時五 

峯蕃之人要求助選費，帶至鄭氏家 

廟，然鄭廟處亂哄哄，黃一憤而回。 

下午天石來，黃不理睬，天石勸其不 

要灰心，下午四時再往鄭廟，宋柳因 

傳芳擅往竹東大發脾氣，並坐小包車 



 46 

追回傳芳，後往竹東。 

夜十時，父勸黃勿消極。 

4/17 上午十時上法院，劉□可請求遷屋還地 

案，履堪費時，大不能實施。 

黃言其對鴻源的競選失去信心，下午 

一時楊心□、古井來，心□告之已將 

其□至浸水的應援鄒(本句語意不 

明)，並捐500 元給鴻源。黃送至，知 

捐款已達幾萬元，言鴻源官運通矣。 

4/20 上午9 時上法院，林□金與林□請求派 

下權繼承案，由黃予嚴柏林先辯論，對 

造代理人吳瀚被周推事大責，終將案退 

回。 

上午10 時往鄭氏家廟，和嵩齡、慶 

順商量下午競選活動行程。下午和傳 

芳、慶順、嵩齡等與鴻源同搭宣傳車 

巡行新竹，後於市街遇鄒漱之，幾成 

糾紛。最後於城隍廟發表演說。 

4/21 林榮輝來看判決 鴻源敗。黃於本日中言及選舉不公情 

事，包括拘押助選員與計票不公等。 

黃鼓勵提起選舉不公之訴訟。 

選舉日，戴炎煇來。 

4/22 張德樹兄弟詐欺案受付 鴻源輸兩萬餘票，朱錦□來說投票所 

職員如何歪票，警察如何匡票，及昨 

晨金德送25 萬去竹東、5 萬去虎仔 

山，歪壓買導致鴻源的失敗。 

另談本次除台南市外多由國民黨候 

選人當選。以及振乾等省議員的參選 

情況。 

談及高玉樹與郭國基。 

4/23 鄭開源本來欲提筆寫選舉之不公，油 

印分送高極機關及全市民，被黃阻止 

林□生前天被警軟禁，現仍被警恐 

17 

表一：黃繼圖日記中的訴訟案件 

嚇。 

下午與林淮□、慶順、鴻源會遺憾 

宴，談未來如何應付許金德、鄒漱 

之。鴻源大談太子系、陳誠系，8 時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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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芳後來事務所，言如何在議會打擊 

惡勢力。 

黃言：真實第一憨，選舉運動。 

4/24 □成與汪振鈴共來支付湯阿恩案之酬 

金。 

湯長順未付袁雲發應付之另一半酬金。 

慶順拿開支簿給黃看，票捐款達11 

萬餘元，又鴻源未交出款項1 萬元。 

慶順不贊成選舉訴訟。 

10 時，范輝錦、詹德榮來言，陳俊宏 

背叛並支持鄒。 

4/26 言新事務 

所兩個月 

來乏人問 

津， 感到 

恐慌。 

參加新竹旅北同鄉會聚餐 

4/30 鄭鴻源落選遊行。 

8 時前往鄭寓所，9 時出發，途中受 

到群眾歡迎，鞭炮聲不斷。黃言雖敗 

猶榮，並以為市民非為鴻源一人，而 

是希望見到市民縣長的出現。期望民 

眾的輿論可以打垮國民黨黨棍。 

下午又去謝票遊行。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