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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記年 

中國記年 

日本記年 

歲

數 
事蹟 時事 

1893 
光緒 19 年 

明治 26 年 

1 

歲 

正月二日出生於板橋 臺北、基隆鐵路通車 

明道、崇基書院建立 

《澎湖廳志》刊行 

1894 
光緒 20 年 

明治 27 年 

2 

歲 

 唐景崧代理巡撫  

中日爆發「甲午戰爭」 

孫文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 

1895 
光緒 21 年 

明治 28 年 

3 

歲 

從祖、父內避廈門 中日簽「馬關條約」，割讓臺澎 

「臺灣民主國」成立 

樺山資紀就任第一任總督 

1896 
光緒 22 年 

明治 29 年 

4 

歲 

母親龔雲環親自在家

督學，延聘外師、名師

教導中西學，到十歲即

能通文事   

日頒布「六三法」 

桂太郎、乃木希典分任總督 

雲林民軍簡義、柯鐵重創日軍 

1897 
光緒 23 年 

明治 30 年 

5 

歲 

臺灣實施戒嚴令 

臺民決定是否入日籍的期限 

日公佈「地方制度改正」 

1898 
光緒 24 年 

明治 31 年 

6 

歲 

清朝變法維新 

日公佈私立學校設置廢止規則 

兒玉源太郎任總督，辦「饗老典」 

1899 
光緒 25 年 

明治 32 年 

7 

歲 

美呼籲各國維持中國領土完整 

中國發生「義和拳亂」 

兒玉邀全島詩人在南菜園和韻 

1900 

 

光緒 26 年 

明治 33 年 

8 

歲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 

日討伐雲林民軍 

兒玉舉辦「揚文會」 

1901 
光緒 27 年 

明治 34 年 

9 

歲 

清廷與十國簽訂「辛丑和約」 

林少貓等義軍被掃蕩 

淡水線鐵路通車 

1902 
光緒 28 年 

明治 35 年 

10

歲 

光緒帝、西太后由西安返京 

梁啟超在橫濱創刊「新民叢報」 

臺中「櫟社」成立 

1903 
光緒 29 年 

明治 36 年 

11

歲 

中國發生「蘇報事件」 

日討伐南部民軍 

汪春源考中進士 



 293 

1904 
光緒 30 年 

明治 37 年 

12

歲 

朝鮮成為日本保謢國 

黃興謀佔長沙失敗 

日收買大租權的土地 

1905 
光緒 31 年 

明治 38 年 

13

歲 

祖父林維源過世 孫文在日本成立「同盟會」 

清廷廢除科舉、興學校 

日解除全臺戒嚴令 

1906 
光緒 32 年 

明治 39 年 

14

歲 

父林爾嘉假板橋林家

花園招待日本官民 

臺南「南社」成立 

嘉義大地震，死千餘人 

佐久間左馬太任總督 

1907 
光緒 33 年 

明治 40 年 

15

歲 

已讀畢諸經 中國革命同盟會在各地起義 

日拓展隘勇線，與原住民衝突 

蔡清琳在新竹北埔起義 

1908 
光緒 34 年 

明治 41 年 

16

歲 

1 偕父返臺分家 

2 晉見天皇，並獻詩 

德宗、西大后相繼卒，溥儀即位 

臺灣縱貫鐵路全線通車 

日天皇臨臺 

1909 
宣統元年 

明治 42 年 

17

歲 

1林本源製糖會社創立 

2 離臺返廈門 

（林本源乃林家代稱） 

日廢街庄制，設置區制 

蔡國琳卒，趙鍾麒繼任南社社長 

臺北「瀛社」成立 

1910 
宣統 2 年 

明治 43 年 

18

歲 

 清廷咨政院開院，籌備開國會 

日併朝鮮 

日開始五年理番計劃 

1911 
宣統 3 年 

明治 44 年 

19

歲 

1林本源製糖會社開工 

2林家各房聚臺談分家 

3 遊學英國牛津大學 

辛亥革命成功，民國建立 

孫文當選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梁啟超來臺遊歷 

1912 
民國元年 

大正元年 

20

歲 

1 旅居南洋諸邦 

2與張馥瑛在棉蘭結婚 

 

孫文退位，推袁世凱為總統 

臺灣發生「林杞埔、土庫事件」 

櫟社、瀛社、南社等聯唱於新竹 

1913 
民國 2 年 

大正 2 年 

21

歲 

林爾嘉建菽莊於廈門 袁世凱正式任大總統，綁架國會 

大湖、關帝廟、東勢角抗日蜂起 

羅福星抗日革命被逮 

1914 
民國 3 年 

大正 3 年 

22

歲 

林爾嘉成立菽莊吟社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臺灣發生「六甲事件」 

林獻堂等人推動「臺灣同化會」 

1915 
民國 4 年 

大正 4 年 

23

歲 

 日解散「臺灣同化會」 

安東真美就任第六任總督 

余清芳因「西來庵事件」被處決 

1916 
民國 5 年 

大正 5 年 

24

歲 

與許南英唱和於棉蘭 袁世凱即帝位，3 月後下臺 

北洋軍伐分派，各擁地盤 

臺北圓山動物園開園 

1917 民國 6 年 25 1 安葬許南英於棉蘭 張勳擁護溥儀復辟，隨即被討平 



 294 

大正 6 年 歲 2 完成《摩達山漫草》 日公佈「臺灣新聞紙令」 

南投大地震，南部旋風豪雨成災 

1918 
民國 7 年 

大正 7 年 

26

歲 

林本源製糖會社內

鬥，四十餘人退社 

中國南北內戰 

明石元二郎繼任臺灣總督 

林幼春等人倡立「臺灣文社」 

1919 
民國 8 年 

大正 8 年 

27

歲 

1 華南銀行成立 

2 完成《天池草》 

3在新加坡動盲腸手術 

北京展開反帝愛國示威運動 

田健治郎為臺灣省任文官總督 

總督府制定「臺灣教育令」 

1920 
民國 9 年 

大正 9 年 

28

歲 

1 返臺停留一年 

2 任新商銀行董事、林 

   本源製糖株式會社   

   監事，主持訓眉記 

3與季叔林柏壽等創臺 

   北鐘社 

4 與臺北鐘社、菽莊吟 

   社聯吟酬唱，詩名益 

   壯 

林獻堂等在東京創立「新民會」 

日准許臺灣民眾與日人共學 

日臺籍青年展開臺民解放運動 

1921 
民國 10 年 

大正 10 年 

29

歲 

孫文就任非常大總統 

林獻堂等請願設置臺灣議會 

瀛社辦第一屆全臺詩人大會 

1922 
民國 11 年 

大正 11 年 

30

歲 

孫文展開第二次北伐 

海線縱貫鐵路通車 

「臺灣文化協會」成立 

1923 
民國 12 年 

大正 12 年 

31

歲 

1 前往北平、上海經商 

2 完成《東寧草》 

3 以詩謁鄭孝胥等人 

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 

日皇太子來臺，授勳統臺協力者 

日實施「臺灣治安警察法」 

1924 
民國 13 年 

大正 13 年 

32

歲 

1 從上海返臺，與連雅 

  堂、林柏壽宴唱 

2偕妻侍父遊歐洲七年 

孫文第二次北伐 

全島詩人大會在中山樓舉辦 

連横創辦《臺灣詩薈》 

1925 
民國 14 年 

大正 14 年 

33

歲 

1林家製糖會社與蔗農 

  間爆發「二林事件」 

2 返國訪京，買醉聽歌 

孫文病逝北京 

廣東國民政府成立 

日警拷問臺人事件頻傳 

1926 
民國 15 年 

昭和元年 

34

歲 

母龔雲環病逝於大阪

大學病院 

蔣中正任中國革民命軍總司令 

嘉南大圳烏山頭堰堤興工 

山上總督邀日本漢文詩人來臺 

1927 
民國 16 年 

昭和 2 年 

35

歲 

1 短暫返臺，再赴歐陸 

2與友合撰《東寧詩集》 

3林本源製糖會社被併 

第一次國共合作結束 

臺灣「革新會」、「民眾黨」成立 

「臺灣文化協會」正式分裂 

1928 
民國 17 年 

昭和 3 年 

36

歲 

旅居歐陸各國 北伐戰爭止，蔣中正任政府主席 

臺北、基隆縱貫公路開通 

日新設高等警察，取締思想犯 

1929 
民國 18 年 

昭和 4 年 

37

歲 

中國發生「濟南慘案」 

臺北高等學校落成 

「臺灣文化協會」第二次分裂 

1930 
民國 19 年 

昭和 5 年 

38

歲 

 臺民向國際控日實施新鴉片令 

發生「霧社事件」，日百人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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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發生大地震 

1931 
民國 20 年 

昭和 6 年 

39

歲 

任豫陜晉邊區綏靖督

辦公署上校參議，冬 

天撤署而離職 

日突擊東北，是為「九一八事件」 

臺民族解放運動領蔣渭水病逝 

全島詩人在新竹舉行詩人大會 

1932 
民國 21 年 

昭和 7 年 

40

歲 

1任滿外交部歐美科長 

2 生活萎靡，好賭樂歌 

「滿洲國」成立 

臺人發行漢文「臺灣新民報」 

日下令禁止開設漢文書社 

1933 
民國 22 年 

昭和 8 年 

41

歲 

1 潛往大連經商，資金 

   被偷，陷入貧困 

2 復返偽滿任職 

日實施「臺、日人通婚法」 

日公佈「全臺灣高砂族集體移住

10 年計劃」 

1934 
民國 23 年 

昭和 9 年 

42

歲 

偽滿洲國改帝制，溥儀稱帝 

宋慶齡等發表對日抗戰宣言 

日訂定「臺灣社會教化要綱」 

1935 
民國 24 年 

昭和 10 年 

43

歲 

日舉行統治臺灣 40 週年博覽會 

臺灣地方自治實施後首次投票 

臺灣中北部發生大地震 

1936 
民國 25 年 

昭和 11 年 

44

歲 

蔣中正發生「西安事變」 

小林躋造開始軍人總督執政 

臺灣選舉第一屆州會議員 

1937 
民國 26 年 

昭和 12 年 

45

歲 

林爾嘉避亂於香港、上

海 

「七七事變」導致中、日戰爭 

日禁止各報漢文欄 

日宣佈進入戰時體制 

1938 
民國 27 年 

昭和 13 年 

46

歲 

居新京，生活雖然困

扼，仍不改好賭的習性 

德正式承認偽滿洲國 

日實施「志願兵制度」 

日實施「國家總動員令」 

1939 
民國 28 年 

昭和 14 年 

47

歲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 

日公佈「國民徵用令」 

日提皇民化、工業化、南進政策 

1940 
民國 29 年 

昭和 15 年 

48

歲 

10 月 7 日病歿於瀋陽

新京（長春） 

中國偽中央政府成立 

日積極推動皇民化 

日改訂戶口規則，迫臺人改日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