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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日本型稉稻已成為台灣稉稻元祖，具體的說，台灣稻作與日本稻作有著割捨不斷的親源關係，日治時期日本人成功試驗日本型稉稻，並在短時間內快速地推廣台灣全島種植，整個日本型稉稻發展史，都顯現了日本製造。本文撰寫目的在通過農場試驗與日本型稉稻的互動關係，考察近代日本農場試驗與稉稻在台開展的擾攘。首先，論述發生於同治十三年（1874）的牡丹社事件，日本軍隊軍事補給行動中的一項小型農場試驗計畫，通過史料分析及實地調查，檢視日軍侵台期的小型農場試驗計畫一連串經過。其次，利用台日關於稉稻試驗之濫觴的相關文獻，透過古地圖、GPS衛星定位系統，具體重現台灣總督府殖產部在台北城內實施的日本型稉稻農場試驗。最後，具體勾勒出農場試驗在草創期間的發展概況，並透過推估預算數據，對農場試驗如何規劃工程項目，做一實證分析。



	摘要(英)	Oryza sativa var. japonica has already become ancestor of Taiwan rice. In generally speaking that Taiwan’s and Japan’s rice has blood relationship. Japanese created Penglai rice and planted in Japan’s colony period in Taiwan. The entire Penglai rice history appears Japan to make it. This article mainly inspects Taiwan’s and Japan’s rice interactive relations to understand the rice planting experiment during Japanese colony period. It focuses especially on”The peony society event” in Tongzhi 13 years (1874). Japanese army military supplies motion’’s item ’’the experimental farm plan’’, through the historical data analysis and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This article will reappear paddy field test plan which designed by Japanese and carried out in Taipei town by plants experimentally relative literature, the ancient map and GPS.


Finally this article will demonstrate the activities, expansion states in primary stage and how to project budge in agriculture experimental ground during Japanese colony period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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