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本洋學校始建於1871年（明治4年），是在熊本藩士橫井太平的努力下開辦的一所政府

官學。教師主要為曾在美國陸軍學院即西點軍校任教的L.L.傑恩斯（Leroy Lansing 

Janes）。 

    學生們需要通過入學考試才能入校求學，一時英才匯聚，當中不乏熊本縣外的人才。

洋學校的授課語言並非日語，而是由傑恩斯老師一人使用全英文講授。1872年（明治5

年），明治天皇巡視熊本時也參觀了這裏的課堂。此外，該校也是日本第一所男女同校的

近代政府官學。傑恩斯的教育宗旨是讓學生通過學習獲取知識、培育品德，將來報效國

家。傑恩斯認為教育對國家富強至關重要，因此開展了重視工農業等的實用教育。 

傑恩斯老師還在課外組織了基督教聖經研究會。1876年（明治9年）1月一群深受傑恩斯熏

陶而信奉基督教的學生登上花岡山，以《奉教意

誌書》起誓。後來他們被稱為熊本派，是明治新

教的三大起源之一。這引發了嚴重後果，隨著傑

恩斯老師任期結束，洋學校即被關閉。盡管洋學

校維系時間短暫，但從這裏走出了包括小崎弘道

和橫井時敬等在內的眾多教育家、牧師、官員和

政治家，為近代熊本、日本奠定了發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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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本藩知事細川護久在就任後的第二年，即1870年（明治3年）7月的藩政改革中關閉了

長期以來擔當本地醫學教育機構的再春館，並於同年10月開設了一家西式診療所（藩立醫

院）。次年（1871年）4月，診療所內成立了醫學講習所，這便是古城醫學校。學校邀請

荷蘭醫生曼斯維爾德（Constant Mansveldt）擔任教師，開展基於荷蘭醫學的教學。同時

也聘請日本教師，包括奧山靜寂、高橋鼎蔵、田代文基等其他曾在江戶、大阪和長崎學習

荷蘭醫學的醫生。課程由高橋鼎蔵為不會說日語的曼斯菲爾德翻譯，並由田代文基記錄。

1871年秋天，這裏完成了熊本首次使用科學解剖法的人體解剖。 

隨著1872年（明治4年）日本推行廢藩置縣，古城醫學校也失去了建校基礎。1874年，曼

斯維爾德醫生因任期結束而離開熊本，1875

年縣政府停止了對學校的資金支持，最終結

束了它的歷史。盡管古城醫學校只維持了四

年，曼斯菲爾德也只在熊本居住了三年，但

該校培養出了眾多後來成為日本醫學界領軍

人物的醫生，包括世界著名細菌學家北裏柴

三郎、創建東京大學衛生學研究室的緒方正

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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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設立在水前寺江津湖公園內的縣指定重要文化財——洋學校教師館（傑恩斯故居），

最初建在古城地區。追溯其歷史：1871年（明治4年）作為教師宿舍與熊本洋學校共同竣

工，具體位置在今天的熊本縣立第一高中體育館。源於當年居住在這裏的洋學校教師，現

在它也被稱作傑恩斯故居。1876年（明治9年），隨著熊本洋學校的停辦，該建築不再承

擔教師宿舍的功能。在1877年（明治10年）的內戰中，被用作有棲川宮熾仁親王的居所，

日本紅十字會的前身——博愛社也獲準在此成立。1894年（明治27年），遷移至當時的縣政

府所在地南千反畑，作為熊本縣的房產用於各種用途，如物產館的分館、熊本女子學校的

臨時校舍等。1932年（昭和7年），賣給日本紅

十字會熊本分會，並搬遷至現在的水道町，成為

日本紅十字會紀念館等。1970年（昭和45年），

被捐贈給熊本市，移至水前寺成趣園東側，作為

熊本市紀念館向公眾開放。次年（1971年），被

列為熊本縣指定重要文化財。 

原建築在平成28年(2016年)熊本地震的前震中發

生了墻體剝落，又因主震而全部損毀。2022年

（令和4年）遷移、重建至現在的電車街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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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初期的傑恩斯故居（長崎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