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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臺灣總督府廳舍新築預定敷地附近市街圖」，可以看到城內行政中心由西北角轉往尚未完全開發的東側，公園為整個街廓。《建築雜誌》第246號，明治40年

6月25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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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95～1945年五十年之間，臺灣做為日本的第一個殖

民地，日本則是亞洲第一個殖民統治國，身為亞洲第一

個殖民統治國，沒有殖民地統治經驗情況下，試圖透過

優秀的殖民地統治成績，宣告其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

也期待透過第一個殖民地，建立往後其他殖民地的統治

基礎，因此，臺灣面積雖小，但卻任務重大。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不斷地引進西方文明，並透過建

築與都市規劃具體地表現其歐化成果，受聘為日本建築

教育的英國人孔德於1884（明治17）年聘期期滿，培育了

21名日本學生，並將工部大學校工作交給學生辰野金

吾，國家重要建築自明治初期由西方人逐漸轉為日本人

設計， 1890（明治23）年，推出東京官廳集中計畫的德國

建築家安德與布克曼突然離日，宣告明治御雇外國人時

代的結束。

明治20年代開始由日本人自行設計國家記念性建築，

著名的日本人第一代建築家辰野金吾、妻木賴黃、片山

東熊以其各自熟練的樣式設計英國派、德國派、法國派

建築，服務國家，以歐洲樣式滿足明治維新的新氣象，

出現大量歷史樣式的官廳建築。這轉變的時間點距離統

治臺灣並不遙遠。

人 名 來臺期間（在臺時間／離臺後工作） 畢業年 營繕課長

田島穧造 1900-1906（6） 1892 1902
野村一郎 1900-1914（14） 1895 1904
中榮徹郎 1901-1922（16／1907-1911在南滿、東京） 1897 1914
小野木孝治 1902-1907（5／離臺後任滿鐵技師） 1899 ─

近藤十郎 1904-1922（18／回日開業） 1904 1919代
福島克己 1905-1909（4／離臺後任海軍技師） 1899 ─

森山松之助 1908-1921（13／回日開業） 1897 ─

井手薰 1911-1944（33／在臺逝世） 1906 1923
筆者製表，資料來源為《總督府公文類纂》

鹿鳴館，明治16年竣工，孔德設計。堀越三郎著，《明治初期的洋

風建築》，昭和5年，丸善株式會社出版。

臺北的都市計畫最初是較保守的，1900年公布的臺北

城內市區計畫圖，以保留城牆、開闢城門為方針，並未

大幅更動，但是不久之後1905年公布的都市計畫卻是

積極地拆除城牆為三線道路，並於重要交通節點設置圓

環，讓臺北城脫胎化骨，邁向現代化的城市，而1907年

公布的總督府競圖計畫，更可以看出執政者對於都市

空間的遠大眼光，將總督府的位置設置於舊臺北城的核

心，周遭安置重要官廳及公共設施，並於總督府前側留

設大面積的都市綠地，形成臺北的官廳集中計畫。

而造成這樣結果的關鍵人物可能為野村一郎，1903年

野村一郎任臺北基隆市區計畫臨時委員，雖然沒有文獻

明白指出其對於都市計畫之影響，但由其所設計的臺北

停車場、總督府博物館，其規劃的鐵道飯店，以及他所

規劃的1907年總督府競圖計畫，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決

定設置重要建築之地點一事，除了建築規劃之外，更重

視建築在都市空間的表現。

今日重新看待舊臺北城的規劃，當初具有魄力地留設

開放空間及醫院、學校、官舍，提供屬於現代城市該有的

公共設施，並且讓總督府官僚在生活上更加方便，臺北

版的官廳集中計畫在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

平及重要建築幕僚野村一郎的推動下逐漸形成並且落實。

臺北版官廳集中計畫

1895年臺北做為臺灣殖民政治的首府，臺北的開發遠

晚於臺南，清朝留下的臺北城建設不多，尚有多處仍為空

地，臺北成為殖民地統治者揮灑理想的最佳畫布，也成為

許多年輕建築技術發揮能力的實驗地，藉由建築表現國

家新氣象的手法在日本剛被實現，讓日本人民清楚新時

代的來臨，統治者將此手法再次運用於其第一個殖民地，

讓被統治者從生活空間清楚地明白改朝換代，這是建築

除了滿足機能、美學之外，所能發揮的最大社會效應。

初期來臺的建築技術者，有小原益知（1881年東大建

築畢業）、堀池好之助（1896年畢業），但並未留下著名作

品，接著1900（明治33）年有田島穧造（1892年畢業）、野

村一郎（1895年畢業）來臺，野村一郎很快地嶄露頭角，

1901年設計臺北停車場，1903年被任命為臺北基隆市區

計畫臨時委員，1904年取代學長田島穧造擔任課長，野

村一郎雖然留下的作品不多，但其參與臺北市都市計

畫，讓臺北的規劃由臺北城轉變為臺北市，從建築家的

脈絡來看，來臺開始發揮建築專才的可說是自辰野金吾

的學生輩開始，也就是所謂的第二代日本建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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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院鳥瞰，可以看到前棟為本館，左右分別為一棟棟長條形病房。《Japanese Rule in Formosa》，1907年。

臺北醫院，出自《臺灣名所寫真帖》，1899年，臺灣商報社出版。 

第一代臺北醫院凹字形配置，出自《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7

月24日第2版。

第二代臺北醫院魚骨形配置圖

以下介紹臺北官廳集中計畫中的重要建築，及其在殖

民地統治上之意義。

一、醫療體系建築

1.臺北醫院（第一代1898年落成、第二代1919年落成）

日治之後總督府急於興建病院，除了提供日本人醫療

之外，也希望接受漢醫的臺灣人也可以接受西方近代醫

療，以表現母國的恩賜，臺北醫院原名為「臺北病院」，望

文生義為病人居住之家，醫院則為醫病之所，為了讓臺

灣人容易接受，特地改名為醫院，希望藉此增加來院者。 
1

第一代臺北醫院基地於1897年6月選定，由臨時土木

部技師小原益知設計，本館、藥房、病房分開，
2
新建工

程由有馬組施工，
3
報導「落成後成為本島各地各醫院之

模範，研究深遠學理、實施巧妙治療手術，將醫學介紹

給本島土民，讓新民浴沐在文明之化，並且從1896年開

始設土人醫師養成科，此醫院對於本島功勞可謂之大。」
4

臺北醫院由總督府技手八島震擔任監督主任，自1897

年開工，1898年7月完工開院，總坪數1629餘坪，總工程

費14萬數千餘圓，
5
據當時報紙報導如此設備完全之醫院

連內地也少見。
6
有一外國醫生馬雅斯在爸爾登介紹下訪

問臺北醫院，見後感嘆，「臺北醫院之組織管理及一般設

備和歐洲各醫院並無差異，臺灣新殖民地經營困難中居

然能有如此完整醫院。」
7

第一代臺北醫院為木造建築，四周設有陽台，為適應

熱帶氣候的陽台殖民地樣式，但因第一代臺北醫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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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院，《主要工事寫真帖》，出版年不詳。

1 《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7月2日第2版。
2 《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6月15日第3版。
3 《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10月31日第2版。
4 《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7月24日第2版。
5 《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7月29日第5版。

6 《臺灣寫真帖》p10，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08年。
7 《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3月17日第2版。
8 《總督府府報》第3469號，明治45年3月19日。
9 小林仙次著〈私の病院建築履歷書〉《病院建築》第18、19號p34，1973

年1、4月。《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3月26日。

木造，於大正時期決定改建為磚造建築，第二代臺北醫

院由總督府技師近藤十郎設計，其和臺北醫院院長稻

垣長次郎奉命前往香港、菲律賓、海峽殖民地及爪哇考

察。
8
1918（大正7）年3月26日近藤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

究病院建築八個月。
9
傳染病棟的設計因近藤出國而暫

停，等近藤1919年回國後製作圖面後才得以施工。
10
可

見，當時一邊施工一邊考察、設計的情況，總督府及設

計者都希望將當時最新病院建築設計使用於臺北病院，

才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臺北病院的配置為長條形建築平行排列，棟和棟之間

為走道連接，因此，在施工上容易分期，這樣的配置方

式從第一代臺北醫院即開始使用，這可能是因應當時總

督府財政不充裕的情形所做，這樣的凹字形平面於日本

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病院、打狗醫院被繼續沿用，而第二

代臺北醫院將其調整為魚骨形，由本館透過中央走廊連

接後面各棟，在動線上可以達到最短距離，又可以符合

棟和棟之間有足夠的距離，以利通風採光，另一值得注

意之處，無論是日本赤十字社病院或是臺北病院，雖然

前者本館面西、後者本館面南，但都刻意將病房的座向

設在南北向，並且將走廊設在南側，這是為了配合熱帶

臺灣氣候之故。

2. 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病院（1905年落成）

於1903（明治36）年開工，
11

1905（明治38）年完工，
12
以

培養戰時或事變之際可以救難傷病者之救護員為目的，

並供醫學校學生實習，
13
由總督府技師田島穧造、野村一

郎、小野木孝治規劃，本館採用文藝復興樣式。建築物以

走廊連結，構造以衛生為考量，本館約135坪、磚造、二

層樓建築，外面塗灰泥，一樓為事務室、藥劑室、診察室、

手術室、暗房等，二樓為事務室、醫員室、護士室等。 
14

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病院，《臺灣建築會誌》第13輯第2號，

1941年。

10 《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2月3日。
11 《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1月1日第2版。
12 《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7月6日第2版。
13 《臺灣寫真帖》p10，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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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督府醫學校（1907年落成）

總督府醫學校於1897（明治30）年做為臺北醫院之附

屬醫學講習所成立，1899（明治32）年4月依學制創立，以

養成本島人醫師及研究熱帶醫學為目的，校舍設於東門

外閑靜之地，赤十字病院做為醫學校附屬病院，創設於

1904（明治37）年10月。 
15

總督府醫學校設立之初，借赤十字病院授課，1906年

開始興建兩棟建築，設生理、衛生、細菌、化學相關教

室實驗室，位於赤十字醫院南側，合計9萬圓。
16
總督府

並將醫學校和爪哇、新加坡相比較，殖民地醫學校中最

先創立的是爪哇內國醫學校，1906年至1907年之預算約

85,000圓，學生有200人，內容不詳，新加坡以募款設立

醫學校，設備尚未完全，學生僅有42人，臺灣總督府和

爪哇、新加坡相比，認為臺灣並不遜色，足以作為殖民

地醫學校之模範。
17

位於西南側的校舍為近藤十郎設計，採用文藝復興樣

式搭配陽臺殖民地樣式，一、二樓都有陽臺。1907（明治

40）年完工，主體為磚造，二樓地板部分為鋼筋混凝土。 
18

二、司法類建築

1.法院（第一代1899年落成，第二代1934年落成）

覆審法院南北85間、東西40間（約154.5×72.7m），為

總督府技手八島震設計，1898（明治31）年開工、1899（明

治32）年落成，採用磚造，中央玄關突出，為防止太陽光

直射，設有木製外廊圍繞四周，屋內如十字形，另有民

事公判庭、刑事公判庭在法院旁，和東京日比谷裁判所

類似，由澤井市造興建，木材用日本產檜、杉、栂，石材

取自觀音山。
19

覆審法院屋頂的比例很大，塑造出氣派感，從照片看，

屋頂應該已經不再使用日本瓦，而是採用西洋建築中常

見的石版瓦，正中間玄關上方加上老虎窗，強調正式入

口，這比臺北病院的設計又更加成熟。

第二代高等法院及臺北地方法院興建於原本覆審法院

的後側，因構造的改變，第二代為鋼筋混凝土造、局部

鋼骨混凝土造，三層樓建築，建築物由第一代的一字形

平房轉變成日字形平面的三層樓，陽台持續被運用於建

築上，特別的是第二代的外牆受到當時潮流影響開始使

總督府醫學校，《臺灣寫真帖》，1921年，臺灣日日新報社。 醫學校講堂

覆審法院，《臺灣土產寫真帖》，1902年，臺灣週報社發行。 高等法院及臺北地方法院，《建築雜誌》第49輯第596號，193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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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4月14日第2版。
15 《臺灣拓殖畫帖》，1918年，臺灣拓殖畫帖刊行會。
16 《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8月29日第2版。
17 《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9月1日第1版。
18 〈明治時代の思ひ出　其の一〉《臺灣建築會誌》第13輯第2號

pp89-95，1941年。

臺北監獄配置圖，出自《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11171，第42號，1937年。

19 《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4月28日第2版、29日第3版。
20 《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8月24日第2版。
21 《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449，永久保存（追加）第29卷第36號，1899年

9月36日。
22 〈改隸以後建築之變遷（一）〉《臺灣建築會誌》第16輯第1號，1944年。
23 《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9月8日第4版。

用北投燒製的上釉磁磚，室內大量使用臺灣產白色大理

石做為裝修材，充分應用本土建材。

 2.臺北刑務所（1904年落成）

臺灣各監獄原本沿用清朝建築加以修繕，然逃獄

事件頻繁，當時臺灣總督府認為必須以新式刑務所讓

臺灣人瞭解文明國家現代法治的執行方式，總督府

編列150萬圓希望完成臺北、臺南、臺中三處監獄改

建。
20

1899年8月總督府聘任司法省兼內務省技師山下

啟次郎，進行臺北、臺南、臺中三大監獄之設計，
21
臺

北刑務所在當時非常氣派、號稱東洋第一的監獄，連當

時主計課長峽兼齊都質疑這不是為囚人興建氣派的家

嗎？
22

臺北監獄於1904（明治37）年完工，採用最新放射狀平

面，中央設看守所，以看守所為中心興建各方向之長方

形獄舍，監視三方，作業場、事務室等也成為建築之中

心點，監房總數241間。
23
據當時記者進入採訪報導，臺

北監獄為天下有數之大監獄，和東京巢鴨監獄相比，面

積略輸，但臺北監獄設備較優，足以誇耀天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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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邸和官舍

中正區內除了官廳建築之外，還有為數頗多的官邸及

官舍，日治時期規定總督及民政長官住宅稱為官邸，高

等官住宅稱為官舍，來臺後，為因應大量官員住宿所需，

在臺北城內興建大量官舍，有文武町官舍、東門町官舍，

此為最早的官舍，落成時間還早於1901年落成的總督官

邸，並和總督官邸相對，形成重要的官僚住宅區。東門

町官舍位於現在外交部及其後側中央圖書館的位置。

1. 官舍（1897年落成）

日治之後官邸及官舍的興建非常具有急迫性，規模最

大的是文武町官舍，所使用之木材全由日本輸入，磚則

由廈門進口，共有官舍29棟，總建坪5618坪，1897年完

工，依官階分為四類。
25

官舍類別表

類 別 官 階 建築類型 棟 每 戶 房  間 人 數

一號官舍 高等官 雙拼 12 8人 8、10、15、6疊各一間，浴室1間、廁所1間、下部屋一間。 224人

二號官舍 判任官 一棟32房 3 單身 6疊一間 96人

三號官舍 判任官 一棟10戶 5 有家族 4、8疊各一間 50戶

四號官舍 判任官 一棟10戶 9 6疊兩間、8疊及2疊各1間，附設廚房、浴室、廁所 90戶

2.總督官邸（1901落成，1912年改建）

日治之後，先以清朝西學堂做為總督官邸及陸軍幕僚

參謀長官舍使用，為光緒16年至17年興建之建築，
26
乃

木總督就任期間，於西學堂側另外興建日式二層樓木造

建築，於1896（明治29）年落成。 
27

兒玉總督甚為重視總督之威嚴，雖然個子不高，但是

出巡時必定搭乘6人大轎來表現總督之氣勢，總督官邸

為其來臺後最為重視的兩個營造物之一，
28

1899（明治32）

年開工，1901（明治34）年竣工，工程費21萬7260餘圓，磚

石混用二層樓構造，為文藝復興樣式。
29
落成之後，隨即

因為臺灣神社舉行鎮座祭，做為故北白川宮妃殿下來臺

時之宿泊處。
30

從總督官邸一樓平面，一樓的空間前側為應接室、書

記室、副官室、遊戲室、宿直室、配膳室、廚房等，後側

為會議室、客室、大食堂，可以看出在總督府落成之前，

總督官邸除了做為官邸之外，也某種程度地被當作總督

辦公使用。從舊照片中也可以看到，總督官邸經常舉辦

活動、宴會，特別是招待原住民代表參觀，讓原住民見

識到總督之威嚴，以利降服原住民，官邸不僅是單單總

督之住宅而已，還做為辦公、表示權勢的重要場所。

總督官邸一、二樓室內均為拼花木地板，外廊道及一

樓中央大廣間敷設英國製磁磚，屋頂敷設石板，庭園採

用純日本風格。
31

19世紀流行於日本貴族住宅多採用文

藝復興樣式，原本出現於15世紀的樣式，在19世紀歷史

樣式復興潮流中，取代了18世紀的新古典主義，重新被

使用在宮殿建築上，稱為新文藝復興樣式，設計者福田

東吾，畢業於帝國大學工科大學土木科，配合日本國內

總督官邸，《北白川宮妃殿下臺灣御渡航記念帖》1911

年。

兒玉至彰化時所乘之6人轎，《兒玉總督凱旋歡迎記念

寫真帖》，1907年，臺灣日日新報社。

總督官邸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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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的總督官邸和右側的東門町官舍相望。《記念臺灣寫真帖》，1915年。

第一代官邸立面，《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5573，1913年8月。 第二代官邸立面，《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5573，1913年8月。

24 《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7月5、6、7、15日第5版。
25 《臺灣日日新報》1896年12月19日第3版。
26 《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6月16日第2版。
27 《臺灣日日新報》1896年11月13日第2版。
28 〈總督官邸樹石物語〉《臺灣建築會誌》第8輯第5號，1936年，臺灣建築會。

29 《臺灣寫真帖》p4，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08年
30 《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0月3日第2版。
31 黃俊銘著《總督府物語》p45，2004年6月，向日葵文化出版。
32 《改隸以後建築之變遷（一）》《臺灣建築會誌》第16輯第1號，1944年。

潮流採用此樣式做為總督官邸之樣式。據尾辻國吉回憶

總督官邸是宮尾麟的設計，
32
以當時主要設計為技師，其

下有人協助的情況來看，主要設計者可能為福田東吾，

宮尾麟可能是協助設計。

第一代總督官邸於1901年落成，由福田東吾、宮尾麟

設計，因屋架採用木構造，不到10年時間就面臨改建之

狀況，由森山松之助負責改建，改建工程除了更換屋頂

之外，森山大刀闊斧的更動平面、立面，將原本文藝復

興樣式的立面改為歐洲皇室常用的巴洛克樣式，讓總督

官邸更加氣派、豪華，屋頂改為馬薩式屋頂，看起來更

加高聳，二樓陽臺柱式由單柱改為雙柱，屋頂上通氣窗

由圓形牛眼窗改為老虎窗。

二樓大客室為重要宴客之處，因此大客室之室內裝修

亦特別用心，有眾多的灰泥裝飾，並且將臺灣的動物梅

花鹿、臺灣水果裝飾於其上，讓自日本來的客人可以感

受到殖民地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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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機構建築

1.臺灣銀行（第一代1904年落成，第二代1937年落成）

臺灣銀行營業事務所1903年9月開工，1904年2月1日

完工，為總督府技師野村一郎設計，事務所自地板到天

花板有16尺高，為廣闊大事務室，建坪335坪。金庫之構

造為磚和鋼筋混凝土，堅牢無比，內分銀票、金票庫及

龍銀庫，厚5尺1寸的雙層磚牆，內部設有空氣流通的通

路，且加上鋼鐵，從金庫通事務室設有軌道方便運送銀

圓。
33
金庫號稱可以防濕、防風、防火及預防白蟻，以保

管重要財產，
34
當時如此之金庫設備除了日本銀行之外，

就只有臺灣銀行了。
35

臺灣銀行建築是木造一層樓、屋頂為馬薩式、石版

及銅版葺，牆壁貼瓦片然後塗灰泥、上防水漆，雖然建

材不充分，但野村企圖要表現出像銀行的建築，雖是木

造，但透過種種方式處理讓外觀看起來像是石造，直至

新行舍興建於另一側後才拆除，雖是木造卻很少受到

蟻害。
36

第二代臺灣銀行則是由日本知名銀行設計者西村好時

設計，西村除了設計日本本土之外，也接受海外銀行委

託，和臺灣銀行落成時間接近的為滿洲中央銀行總行，

臺灣銀行，《記念臺灣寫真帖》，

1915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部。

第二代臺灣銀行

滿洲中央銀行總行，1938年落成，大林組。《西村好時作品集》， 1950年11月，城南書院出版。 總督府圖書館室內，《臺灣寫真帖第一集》，

1915年，臺灣寫真會。

彩票局立面，《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2月2日第2版。 

從這兩棟建築可以看到希臘神殿的柱列被運用於銀行建

築上，表現出穩重、令人信任之感。

2.彩票局（1908年落成）

1906（明治39）年發表彩票局官制，開始著手興建彩票

局，但於隔年中止，至1915（大正4）年期間做為博物館

使用，之後改為總督府圖書館。彩票局由總督府技師近

藤十郎設計，
37

1908（明治41）年配合鐵道開通式開館，大

廣間原本是彩票局轉球抽籤時，讓樓上樓下的人可以聚

集觀看，做為博物館時展示樟腦及大型模型，如4尺高

的燈塔模型、生蕃山模型、鹽田模型等。
38
轉為圖書館使

用時，大廣間成為閱覽室，成為一個相當氣派的圖書館，

以彩票局做為設計，實際上在落成前就中止計畫，博物

館僅是過渡，使用最久的居然是圖書館，從彩票局到圖

書館，也可以看出總督府政策之變化。

五、知識殿堂：總督府博物館（1915）

1906年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調職離開臺灣，當時臺灣官

民為感念後藤的貢獻，決意要興建紀念建造物，
39
並成立

「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營造物建設會」，本部設

在總督官房內。建築物於1913（大正2）年開工，1915（大

正4）年3月25日完工，總面積為510坪餘，立面採用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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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殿三角形山牆、多立克柱列，主要為磚造，中央穹窿

頂為鋼筋混凝土造。

設計者為總督府技師野村一郎及技手荒木榮一，監督

者為野村一郎、近藤十郎、吉良宗一和荒木榮一，建築

工程為高石忠慥，肖像製作為新海竹太郎。
40

總督府臺灣博物館令人矚目的是它的圓形穹窿屋頂、

柱列、大樓梯，這些都讓建築物看起來更加高聳，走入

室內大廳，挑高大廳上方為圓頂下方的彩色鑲嵌玻璃，

透過雙層穹窿頂之間的採光窗，光線均勻地經過彩色鑲

嵌玻璃射入大廳，大廳正面的主梯也成為大廳的視覺焦

點，為強化焦點，在主梯牆面上設計垂直向度的鑲嵌玻

璃窗，許多手法都在強調向上的感覺，和歌德教堂建築

中，將光線和神聖性相連結之手法雷同，在此神聖性空

間之左右兩側為壁龕，在教會中牆壁或壁龕內之主角通

常為聖徒，在此則為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

平，在紀念臺灣聖徒兒玉、後藤之同時，更加強調出為

日本殖民母國奉獻的神聖性。

六、官廳建築體系

1.專賣局（1913年）

專賣局廳舍於1912年7月15日開始興建，1913年10月

落成，由澤井組施工，為三層樓，角塔高120尺，磚造建

築，22萬圓。
41
建築物位於轉角，主入口由中央塔樓下的

玄關進入，進入後為挑高天花板之大廳空間，樓版採用

鋼骨鋼筋混凝土，室內重要空間採用金屬天花板，外牆

貼來自大阪，一塊塊用稻草捆起來的化妝煉瓦。
42

專賣局位於特殊形狀街廓，森山非常有創意的將入口

設於轉角處，並加一個高聳塔樓，如此一來，讓專賣局

的入口非常明顯，在視覺上也獲得一個平衡感，專賣局

採用紅白相間的辰野式，和之前的土木部廳舍、中央研

究所採用文藝復興樣式相比起來，專賣局的立面顯得活

潑、熱鬧，在亞熱帶臺灣的天空中顯得非常耀眼，從文

獻也可以得知，為了讓正面看起來氣派挺拔，外牆紅磚

使用化妝煉瓦，化妝煉瓦和一般紅磚相比，化妝煉瓦的

邊線非常挺直清楚，可以讓建築物的線條看起來更加俐

落，因此，特別從日本進口化妝煉瓦用在立面上。

彩票局立面，《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2月2日第2版。 

臺灣博物館正面

33 《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1月28日第3版。
34 《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2月13日第3版。
35 《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5月26日第3版。
36 〈明治時代の思ひ出　其の一〉《臺灣建築會誌》第13輯第2號pp89-95，1941年。
37 〈明治時代の思ひ出　其の一〉《臺灣建築會誌》第13輯第2號pp89-95，1941年。

公賣局外觀 

38 《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0月22日第5版。
39 臺灣日日新報社，〈紀念營造物の建設〉《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9月30日第2版。
40 參考黃士娟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古蹟探秘解碼臺灣》p53，2009年9月，國立臺灣博物館。
41 《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2月27日第1版、1913年10月4日第7版。
42 〈改隸以後建築之變遷（二）〉《臺灣建築會誌》第16輯第2、3號，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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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北州廳廳舍（1915）

原本沿用光緒年間興建之臺北府廳舍，但被白蟻腐蝕

嚴重，瀕於危險，為了保有統治上威信，並不妨礙市街

繁榮，1912（大正元）年有廳舍移轉之議，選擇三板橋庄，

經過4年大致完工，結構堅固美輪美奐，雖大致完成，但

仍再需2年才能完全完工。1915年4月先藉由舉行移轉式

舉辦展覽會，供一般民眾參觀。
43

和專賣局同時期開始將建築物設於轉角處，並將入

口設於轉角，為了強調入口意向，分別如專賣局於正

面設塔樓或是臺北州廳穹窿頂，在州廳主入口處也加

上兩側塔樓，以加強入口的份量，在立面上則是分成

兩段，下段部分為辰野式水平飾帶，上面則為紅磚色為

主，在開口部加上白色做強調，臺北廳入口為圓弧形，

較有親和力，但到了臺中、臺南州廳時，改為直線，加

上日益變大的塔樓，變得更加威嚴，非常具有官衙之氣

勢，也可以看出森山在後期，逐漸採用第二帝政樣式做

為官衙之代表樣式，也可以看出同樣為州廳，在不同階

段的變化。

3.總督府廳舍（1919年落成）

總督府廳舍為全臺政治之中樞，1906（明治39）年選定

現在文武街之敷地，
44
由後藤新平提出競圖案，目的在於

透過競圖，獎勵建築學術發展，以及獲得廳舍建築之適

當方案，此為日本首次競圖，於1907（明治40）年5月27日

發佈總督府競圖。
45
由長野宇平治取得乙賞，丙賞為片岡

安，第一名從缺。
46
因此實施設計由臺灣總督府處理，負

責的是在第二次落選的森山松之助，1910（明治43）年決

定將原本150萬圓預算改為250萬圓。 
47

設計期間，森山松之助自1912至1913年，至歐美調

查一年，為了減輕建築物實體重量，主結構採用流行於

1910年至關東大地震期間的「カアン式」鋼筋混凝土構

現監察院外觀

長野宇平治設計圖，《建築雜誌》第24輯第278號，1910年2月。

總督府基地，可以看到基地原本做為跑馬場使用，跑馬場內建築為臺灣人家廟，右側為網球場。《建築雜誌》第21輯245號pp276-278，明治40年5月，日本建築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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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信部外觀

造
48
，計有六層樓，外部以磚、石裝飾。工程於1912（明

治45）年2月開工，於1919（大正8）年6月30日完工，臺灣

具有得以向國內外誇耀的總督府廳舍。

總督府廳舍的實施設計和長野案的一大差別在於塔樓

高度，塔樓比當時日本東京淺草的12層樓摩天樓還高80

餘尺，睥睨四方，總督府廳舍為日本建築界劃時代建築，

以鋼筋混凝土為骨架，為日本首次嘗試，當時剛自臺灣

總督府退職的野村一郎，因其具有臺灣總督府興建經驗，

被朝鮮總督府聘為朝鮮總督府廳舍設計顧問，並由原本

磚造設計改為鋼筋混凝土造，1926年10月1日落成。 
49

 

4.遞信部（1924）

遞信部為森山離開前所做的設計，但在其離臺前後，

於1921年7月開工，1924年2月完工，外觀上採用和由美

國著名建築家萊特設計帝國飯店使用之淡褐色陶磚相接

近之材料。因為遞信部內需要收藏存金、書類等重要物

品，所以採用當時最先進防火、防盜設備。 
50

遞信部為森山設計，從1909年森山使用化妝煉瓦於土

木部廳舍，1924年使用淡褐色陶磚，可以看到森山喜歡

嘗試新建材的手法不因時間變化而改變，萊特於日本設

計著名的帝國飯店時，偏好具有粗獷質感的萊特使用陶

磚做為外牆裝飾，一時之間蔚為流行，在此之前在臺灣

常用的是化妝煉瓦，例如總督府、專賣局等，但是到了

遞信部之後，開始採用陶磚，伴隨著陶磚而來的是樣式

的改變，此時已經開始由歷史樣式轉向現代主義，遞信

部特別的是，仍維持具有古典樣式的正面入口，但在外

牆上採用陶磚，之後接著的井手薰，仍然沿用陶磚，但

卻逐漸走向古典和現代的折衷樣式，因此，可將遞信部

視為轉捩點。

七、新時代的街屋

日本統治臺灣之後，1898年遭逢颱風，臺北市有1千多

棟建築全毀，隔年呼籲制訂家屋建築法，1899年報紙呼

籲應該向德國人統治的膠州灣學習制訂建築法規，
51
總

督府衛生顧問爸爾登在進行衛生調查之同時，也向後藤

新平建議設計「模範家屋」，爸爾登並認為臺灣的亭仔腳

設計，非常適合臺灣，1900年8月總督府發佈律令第14號

「臺灣家屋建築規則」，1900年10月發佈府令第81號，「臺

灣家屋建築章程施行細則」，1908年縱貫鐵道全通式前，

西門周遭市區改正，呈現出模範亭仔腳的街景，但是在

執行上仍然緩慢，1911年臺北市再度遭逢大風雨，營造

業澤井市造與三好德三郎搭船拜訪臺北廳長井村大吉，

希望能以低利貸款推動市區改正，並和臺灣銀行協調貸

款事宜，最後，總共獲得75萬圓低利貸款資金。 
52

43 《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4月25日第2版。
44 《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月23日第4版。
45 《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月23日第4版。
46 《建築雜誌》第23輯269號pp206-207、第23輯270號

p268，明治42年5、6月，日本建築學會。
47 《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4月13日第1版。〈改隸以後建

築之變遷（一）〉《臺灣建築會誌》第16輯第1號，1944年。

48 「カアン式」鋼筋混凝土構造為使用特殊鋼筋組成井字形，在上面放以鋼板做成的箱型物，於其上澆灌混凝土，現在
的鋼筋混凝土造之鋼筋為圓形斷面，這裡所使用的是以菱形和扁平狀長方形組合的矩形斷面。西澤泰彥著《日本植

民地建築論》pp421-422，2008年2月，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49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9月19日第7版。西澤泰彥著《日本植民地建築論》pp80-84，2008年2月，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50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3月18日第9版、1924年3月1日第7版、1924年3月2日第7版。
51 《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8月11日第1版。
52 《澤井市造》，1915年8月，合資會社澤井組本店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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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企劃 Feature

臺北城
近代建築 

Modern Architecture in Taipei Walled City

隔年進行城內家屋改建，由總督府營繕課長野村一郎

統籌指揮，改建有兩個方針，一是道路寬度，府後街較

寬，為10.8公尺，府前街與其他道路為9.3公尺，另一為

亭仔腳高度統一為3.3公尺，改建和市區改正的道路拓寬

同時進行，並規定不可個別興建，全委託由半官半民的

臺灣建物會社負責。

當時的作法為避免個別委託營造業興建，造成良莠不

齊，乃由臺灣建物會社統籌，由臺灣建物會社介於政府

和民間之間，面對由臺北土木建築請負人組合之會員32

名，有意願新建建築者，和建物會社訂定低利融通契約

者，至落成之後，乃由該會社以建築者名義，而借出工

費。
53
臺灣建物會社則負保證責任向臺灣銀行融資，處

理借貸等事務，總共貸款74餘萬圓，興建家屋233戶，平

均每戶貸款3200餘圓，
54
可以視為臺北市的都市更新案，

因此案被視為殖民地之示範點，因此從總督府營繕課、

臺灣建物會社之投入，可看出總督府重視之程度，落成

後，也帶動日後各地的市區改正，並紛紛將街屋改建成

洋風建築，府後街所發揮的作用比最早的模範亭仔腳新

起街來得巨大，有趣的是，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後，臺北

的災後復興模式成為東京市之重要參考資料，並於東京

成立臺灣建物會社之姊妹會社。

從簡樸的純紅磚造、二層樓建築的新起街，到三層樓、

華麗氣派的府後街、府前街、府中街，亭仔腳的立面設

計被發揮至極致，這樣的設計方式和商業建築屬性相吻

合，華麗的外表正合喜愛熱鬧裝飾的臺灣人胃口，普遍

地被應用於臺灣其他鄉鎮，府後街和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同年完工，位於臺北停車場出來後正對面為博物館，而

在這期間的有鐵道飯店以及剛落成的府後街，形成一個

足以宣示殖民者政績的最佳場域，也成為日治時期明信

片中最常出現的內容。

府後街及臺灣博物館，《臺灣寫真帖第一集》，1915年，臺灣寫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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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以建築競圖宣示殖民地實力

明治維新之後，重要國家建築往往直接委託重量級建

築家設計，例如東京大學建築系之母的孔德、受聘赴日

的的德國建築家安德與布克曼、第一代日本建築家的辰

野金吾、妻木賴黃、片山東熊，舉辦競圖意味著幾件事，

首先是日本建築界步入成熟期，藉由競圖宣示大部分的

日本建築師都已能靈活運用歐洲古典樣式，其次是藉由

總督府廳舍競圖，讓日本本土瞭解殖民地已經營成功，

並有財力與技術興建大型廳舍。

從入選名單可以明顯看到入選者均屬於日本第二代建

築家，也就是由第一代建築家所訓練出來的下一代，也

代表著日本除了有能力自行設計古典建築之外，更有能

力自行訓練優秀的建築家。總督府競圖可被視為日本建

築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日本本土的首次競圖為大阪

公會堂（1912年）則晚臺灣數年，藉由殖民地到日本本土

舉辦競圖活動，也讓日本本土認識到殖民地不容小覷的

實力。

2.以總督府優秀官僚掌控全島設計 

1898年3月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上任後，展開以技

術官僚進行產業振興、都市改造之政策，企圖由優秀的

技術官僚打造新氣象的新殖民地，當時營繕課陸續出現

多位東大建築系出身的著名技師，有野村一郎、田島穧

造、小野木孝治、福島克己、近藤十郎、中榮徹郎、森山

松之助，當時的東大每年的建築系畢業生幾乎都為個位

數，野村一郎那屆僅有2位畢業生，森山和中榮同屆，那

屆也僅有7位畢業生，可見東大畢業生為菁英中的菁英，

而這些菁英卻跨海來到殖民地發展，可見殖民地對其具

有某種吸引力，也或許在新天地更能發展設計理想。

殖民地臺灣和日本本土最大的差異在於建築師事務所

是否有存在之空間，臺灣直至日治結束1945年為止，從

未出現過建築事務所，這是因為臺灣的建築設計刻意被

集中於官方的營繕體系以及半官半民的臺灣建物會社，

藉由官方的介入引導臺灣的建築設計，最為明顯的是府

後街改築，動員營繕課所有人員設計整條街道，這在日

本本土不可能出現。

營繕課除了官廳建築設計之外，也配合政策進行民間

建築設計，或受邀為民間建築設計，例如福田東吾設計

臺灣銀行宿舍、野村一郎設計臺灣銀行、井手薰設計三

十四銀行、近藤十郎設計臺灣日日新報社、森山松之助

設計大阪商船會社基隆支店，並且，其設計工作透過總

督府承接，並且設計費另外由這些民間企業支付，等於

總督府支持公部門的技師接外面的設計工作，而這些對

象和總督府有密切關係，這顯現出殖民地的特殊情況。

3.公共建築之多樣性

日治之後，最早興建的建築為醫院、法院、官舍，官廳

建築多先沿用清朝建築，可以看到總督府的殖民政策，

先從衛生著手，並培育臺灣醫師，以表示殖民母國之恩

惠，以現代法治為基礎興建的法院及監獄則是宣告新殖

民統治者是一個已經文明開化的國家，大量的官舍則是

因其重視官僚，為其提供良好的居住環境，使其能於殖

民地安心工作，從當時的建築技師之住址多為官舍可以

看出，官舍確實發揮了作用，這些都是為之後的殖民統

治奠定基礎。

這樣的思考方式不禁令人思考，所謂的殖民統治並不

僅是侷限於建設官廳建築，而是透過生活改善、醫療進

步、法治化等各方面，全面性地宣告進入一個進步的時

代，而這新時代卻是由殖民者所提供，讓被殖民者感受

到殖民母國所賜下的恩惠，並進而認同新的統治者，而

建築則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53 《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2月9日第4版。
54 《臺灣銀行40年誌》pp119-120，1939年，臺灣銀行發行。

大溪老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