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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95年日本政府開始統治臺灣之後，為了培養翻譯人

才，隨即設置臨時性的教育設施，次年在臺灣各地創設

「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與其「分教場」，這些教育設施

皆由臺灣總督府來提供經費。不久，各地所設之教育設

施數量逐漸增加，總督府一方面將教育目標轉為普及性

的一般教育，同時也希望地方能一起負擔教育經費，遂

於1898年公布〈公學校令〉，規定學生八歲入學，十四歲

畢業，修業年限六年，不但學生的年齡降低，同時也由

原來的免學費，改為學生必須繳交學費，另外加上以捐

款、學租收入等來支持學校開支。 

起初雖然學生不多，但隨著地方經濟有所改善，到

1906年時，全臺公學校由74所增加為180所，學生人數

由7,838人增加為31,798人，就學率為5.32％。1907年新

定〈臺灣公學校令〉，規定學校經費不足時，可向學區內

居民徵收。不久，為讓更多的學齡孩童可以就學，1910

年將部分公學校的修業年限改為4年，以減輕家長的負

擔。到1918年時，全臺公學校增加為394所，學生人數為

108,587人，就學率提高到15.71％。

隨後，1919年公布〈臺灣教育令〉，確立有系統的臺灣

學制架構，初等教育正式採取臺灣學童就讀「公學校」，

日本學童就讀「小學校」之制度。1922年修改〈臺灣教育

令〉，為強調日本與臺灣學童之平等對待，不再以日本人

和臺灣人來區分，而改以能說日語的學童就讀「小學校」，

還不會日語的學童就讀「公學校」的方式來區分。到1937

年時，臺灣各地共設立有563所公學校與123所小學校。

二次大戰時期，為加強臺灣人對日本政府之效忠，

1941年頒佈〈國民學校令〉，將「公學校」與「小學校」都改

為「國民學校」。然而，實際上仍分別針對以日本學童為

主的學校、臺灣學童為主的學校以及原住民學童為主的

學校，分三種課表來進行教學。

在臺灣首要都市―臺北，日治時期共設有28所「國民

學校」，包括17所原為「公學校」的老松、大宮、太平、松

山、中園、蓬萊、東園、日新、龍山、大橋、富田、永樂、

宮前、堀江、若山、圓山、河合等國民學校，以及九所原

為「小學校」的末廣、旭、南門、樺山、壽、建成、錦、幸、

双葉等國民學校；另外還有兩所是 1941 年以後設置的

明治國民學校與川端國民學校。

臺北市的中正區主要包括清代所設的臺北城內，以及

日治時期開發之城東與城南地區，這些地區在清末都是

居住人口較少的地區，日本人來臺後，就在這些地區興

建政府設施與日本人住宅區。因此，在這個以日本人為

主的地區，日治時期設立有三所「小學校」，兩所「國語

學校附屬小學校（也就是師範學校之附屬小學）」，二次大

戰中又設「川端國民學校」，但沒有「公學校」。這三所「小

學校」包括目前為東門國小的「旭小學校」，目前為南門

國小的「南門小學校」，以及目前為內政部警政署所在之

「樺山小學校」。本文即試由文獻與現況調查的結果，來

說明對這三所學校之建立與變遷過程。

旭小學校

臺北地區最早設置的初等教育學校，是1896年4月1

日在芝山巖學堂開設之總督府國語學校，同時設立各

附屬學校；第一附屬學校位於八芝蘭，第二附屬學校

位於艋舺，第三附屬學校位於大稻埕。同年6月1日改

芝山巖學堂為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國語學

校本校於7月11日暫定借用艋舺學海書院，同時艋舺第

二附屬學校亦設於同一地點
1
。1898年改制後，由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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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國語學校附屬學校都是提供臺灣學童就讀，因此皆

改為「公學校」。

另一方面，關於渡海來臺的日人子女，起初僅能就讀

在大稻程與艋舺龍山寺的私立學校。1896年時，就讀於

這些私立學校的學童數就已經超過200人
2
，而隨著日人

渡臺人數的增加，日本兒童的教育問題遂成當務之急。

有鑑於此，日本政府即任命高等師範學校訓導新井博

次為國語學校教諭，準備開設供日本兒童就學的「小學

校」。預定在城內的南門附近，臺北監獄前建造國語學校

校舍的同時，在鄰地興建「小學校」校舍。學校東北側即

為民政部、土地調查局等

所屬之官舍所在地，因此

可就近提供日人子女就

學。校舍於明治卅（1897）

年6月落成開校，雖然起

初六學年制初等科學生數

僅63人
3
，但到同年11月時

即增為145人
4
，之後更逐

年成長。

明治三十一（1898）年，

頒布【國語學校附屬學校

規則改正】
5
，原來的第一/

八芝蘭與第三/大龍峒附

屬學校分別移歸臺北縣管

轄，並改稱為「公學校」，

因此本校改為第二附屬學校。明治三十五（1902）年時，

第二附屬學校因移為臺北廳轄下，改稱為「臺北第二尋

常高等小學校」
6
，自此由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獨立出

來，但校舍仍假國語學校所屬之舊校舍授課。

從當時的報導來看，開校之際，校園中包括一棟有4

間教室，各間教室寬約8公尺，長約10公尺，可供200位

學童上課的教學棟，以及運動場。其後，又陸續增建另

一棟有4間教室的教學棟、講堂（約12.7公尺×16.4公尺）

與教員宿舍等，校地共約3千坪
7
。從明治三十六（1903）

年的地圖與明治三十八（1905）年的〈臺北市區改正圖〉

中，可以明確知道上述建築的配置情形。這段時間學校

共有11班
8
，推測學生數應在5百至7百人之間。

由於雖然獨立為「臺北第二尋常高等小學校」，但所使

用之校地仍為國語學校所有，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校

地更顯狹窄，必須另尋適當土地以遷建新校舍。在明治

三十八（1905）年的報導中，關於東門外第二小學校遷移

預定地，記載有當時東門外人煙稀少，預定地中土地有

12筆，歸7人所有，建築僅有兩棟，計畫以高於市價的價

格購入
9
。

同時亦記載負責設計

「臺北第二尋常高等小學

校」新校舍者，為總督府

土木局技師近藤十郎工學

士。由總督府公文類纂的

紀錄中，可知明治三十九

（1906）年4月開始，即陸續

將學童移至新校區上課
10
，

校舍全部完工，正式舉行

開校儀式則是在10月
11
。

在開校的報導中，記載

新校區面積有6千8百30餘

坪，建築由堀內商社建造，

總樓地板面積有5百59坪

半。建築下方築有3尺高之磚造臺基，以避免過於潮濕的

氣候，教室12間，各約20坪，出入口分於教室左右兩側，

建築兩棟各有教室5間，棟與棟的距離約有60公尺，相當

寬闊，即使在日本也很少見。教室室內淨高達13尺，而

非一般的12尺高，還設高窗以利自然採光。裁縫室與「作

法室（禮儀教室）」之入口左側為和室，設有「床之間」與

「違棚」，其他建築構造則採西洋式，這種和洋折衷的設

計方式，預計將帶起未來校園建築的新潮流。只是走廊

1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文號100 冊號7 學海書院引繼及

國語學校〔假〕事務所〔及第二附屬學校〕ニ使用ノ件 

明治二十九年

2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P411  昭和十四年
3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年6月27日3版
4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年11月25日3a版
5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楝花盛開時的回憶〉P54 民國

九十四年

6 臺北市教育社會課〈臺北市小公學校施設要覽〉P11 

昭和三年

7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年4月28日2版
8 臺北市教育社會課〈臺北市小公學校施設要覽〉P11 

昭和三年

9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八年8月18日2版
10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文號1174 冊號56 臺北廳告示第

六十六號第二尋常高等小學校東門外新 築校舍ニ移

明治三十六年時的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圖面來源：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臺灣日

日新報〈臺北全圖〉1903年

轉ノ件，當中記錄明治三十九年四月時將十一個班級
中的八個班級移往新校舍；另外三個班級則見於同年

七月另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文號1174 冊號100臺

北廳告示第百二十四號第二高等尋常小學校舊校舍

ニ殘留三學級新校舍ニ移轉。 
11 臺北市役所〈臺北市政二十年史〉P323 昭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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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1.8公尺寬，顯得較窄，如果能有1.5倍或2倍寬度就

會更好
12
。其後，明治四十三（1910）年時又增建「屋內體

操場（體育館）」
13
。

大正四（1915）年時，由於高等科皆併入臺北高等小學

校中，因此本校改名為「臺北第二尋常小學校」，不再有

高等科。五個月之後的同年9月又改為「臺北城東尋常小

學校」。大正十（1921）年的校舍增建配置圖中
14
，開始出

現有磚造建築。

大正十一（1922）年，隨著市町改正的結果，校名改為

「旭尋常小學校」，一般稱為「旭小學校」。同年的增建計

畫圖中，可看出隨著學生數量的增加，而有陸續新建教

室的計畫；除磚造校舍外，還可看到預設有裁縫室、理

科教室等特別教室的增建等。次年擴建「屋內體操場」，

應是為將男女之使用分隔開而來
15
。大正十三（1924）年

時，「旭小學校」共有23班；學童數有1千1百88人，其中

男學童數623人，女學童數為565人
16
。

之後，校內學童數持續增加，加上昭和四（1929）年時

新設的錦尋常小學校，亦先借用本校校舍授課（次年校

舍才完成）
17
，使得校舍又顯不足。昭和七（1932）年，學

童已達2千1百77人，共有34班
18
。

昭和八（1933）年時，報導中出現「旭小學校」將由臺北

市役所土木課設計，改建為全臺首見之二層鋼筋混凝土

校舍的訊息
19
。由實際的設計圖中，可看出西側為已竣工

的男子「屋內體操場」及部份教室，且廁所已和主體建築

連結，推測開始有沖水設備。此外，新設計中校舍已盡

量向外移，同時拆除中間走廊，留出更大的內部運動場

空間。

這是因為新的學校設備規定中，對應於學童數，定有

最低的運動場面積要求，原有校舍的配置方式難以符合

這項要求，因此後來的校園配置多呈現出「口」字型的形

式。由昭和八年臺北市旭小學校新舊校舍1樓至3樓的平

面配置圖可見，一般教室有34間，特別教室則有8間，講

堂1座，男、女分別有「屋內體操場」。另外校園正門及行

政區域皆由原來的西側改為東側，並設有車道。

19年後，昭和十六（1941）年因國民教育令的頒布，「旭

小學校」改稱為「旭國民學校」。二次大戰結束後，成為今

天的「臺北市東門國小」，而改建後的部分鋼筋混凝土造

校舍以及配置方式，亦沿用至今。

南門小學校

明治卅（1897）年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第二

尋常小學校）與次年臺北尋常小學校（第一尋常小學校）

分別設立之後，於明治四十年前後又出現日本學童激增

的狀況，因此有新設「第三尋常小學校」的計畫。該計畫

最早出現於明治四十一（1908）年的報導，校地選在南門

大正十一年度城東尋常小學校配置圖。圖面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日治時期與光

復初期檔案大圖編編目查詢網站

東門國小現況圖

昭和八年臺北市旭小學校新舊校舍配置圖。圖面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日治時期與光

復初期檔案大圖編編目查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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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南新街苗圃鄰地，是市區計畫中的新市區，土地可

由國語學校及臺灣銀行之宿舍區撥用，預定以3年的時

間陸續興建校舍，後於明治四十二（1909）年4月1日開校，

成為「臺北第三尋常高等小學校」
20
。

可以推測由於明治三十四（1901）年的臺北城外南方市

區計畫與明治三十八（1905）年的臺北市區計畫分別實行

之後，這個地區日人人口顯著的增加，因而決定在此增

設供日本學童就讀的「小學校」。

與「第二小學校」遷建工程相同，「第三小學校」亦由

近藤十郎設計，由於有第二小學校與艋舺公學校的經

驗，這次特別設計更寬敞的走廊。明治四十一（1908）年

12月的報導中指出，本年度內將完成3間教室約可收1

百60名學童
21
。次年（1909）2月的報導中，提及新設的

「臺北第三尋常高等小學校」原先預計設置3班，但因申

請入學之學童數量激增，將增為5班、學童數增為3百60

人，其中新生有2班，約1百40名，其他3個班級之學童

則分別由第一、第二小學校轉校而來
22
。

3月的報導中即明確指出校舍包括有長、寬各為10公

尺與7.3公尺，並有走廊之教室5間，廁所1處，同時以原

專賣局員工宿舍1棟8戶之建築物，修改為工友室、茶水

間及職員值日室
23
。

明治四十二（1909）年4月1日正式開校時，學童數為2

百97人，包括一年級3班1百80名，二年級全數由「第二

小學校」轉學而來，1班76名，三年級則由第一、第二小

學校轉校而來，合併為1班30人
24
。

然而，在開校數日後，4月8日報紙上就指出目前「第

三小學校」不僅空間狹小、設備欠缺之外，教職員室以專

賣局官舍充當，對於學童之監護頗有不便之處等事。5月

時的報導記載：近年來日人學齡兒童數激增，「第三小學

校」雖開校並完成計畫中12間教室中的5間，本年度將依

計畫再完成另外5間，剩餘的2間將於下年度增建，然而

「第三小學校」的增建是否足以容納增加之學童數量仍有

疑慮，因此必須考慮增設「第四小學校」。當前臺北市的

日本人人口計達2萬人，若依平均每5人中就有一位學齡

兒童，臺北市內推測有學童4千人，現今3所小學僅能收

1千1百餘人，尚有多人無法就學
25
。

明治四十三（1910）年，「第三小學校」被指定兼為總督

府國語學校小學科師範部附屬小學校之代用，並於本年

度完成12班級的編制與建築設備。同時，也在當時3所

「小學校」中佔地最廣，3千餘坪的運動場上增設部分棚

頂，成為有遮蓋的運動場
26
。

明治四十四（1911）年，增建講堂1處、裁縫兼「作法室」

（禮儀教室）1間、「屋內體操場」2處等
27
。同年9月的報導

中指出，「第三小學校」所收學童，多為居住於艋舺一帶

之日人子弟，以商人、軍人及下級官吏子弟居多，人數

已達6百21人，共13班
28
。

12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九年十月19日2版
13 臺北市教育社會課〈臺北市小公學校施設要覽〉P11 

昭和三年

14 〈臺灣總督府檔案〉日治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大圖編

編目查詢網站。000105290069001010M 臺北州臺北市

城東小學校增築校舍配置圖 大正十年 
15 臺北市教育社會課〈臺北市小公學校施設要覽〉P12 

昭和三年

16 臺北州知事官房文書課〈大正十三年臺北州第一統計

書〉P27 大正十五年
17 臺北市役所〈臺北市政二十年史〉P331 昭和十五年
18 臺北市役所〈臺北市學事要覽〉P105 昭和十年
19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八年6月15日7版
20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文號1470冊號9臺北廳告示第

二十九號臺北第三尋常高等小學校四十二年四月一

日開校ノ件 明治四十二年

大正五年臺北城南尋常小學校平面圖。圖面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日治時期與

光復初期檔案大圖編編目查詢網站

21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一年12月25日2版
22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二年2月27日2版
23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二年3月18日5版
24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二年4月2日2版
25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二年5月22日2版
26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三年6月2日2版
27 臺北市教育社會課〈臺北市小公學校施設要覽〉P28 

昭和三年

28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四年9月29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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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二（1913）年，以原專賣局菸草工廠之舊建物址增

建「應接室」及手工教室及職員室等，並提到待全部落成

之後，將把正門移往北面與道路鄰接之處
29
。由此可見，

後來於圖面上所標示之正門位置並非最初之位置。同年

4月1日國語學校附屬小學校開校後，「第三小學校」雖解

除附屬學校之代用，多數學童轉入附屬小學，但因此又

收了其他小學校轉入之學童，人數反增為7百30人，分為

14班
30
。次年的報導中，指出第三小學校在校門位置變更

之後，前庭的設計採取日式設計風格，並種植松、蘇鐵

等日式庭園常見之植栽等
31
。

大正四（1915）年，因另設高等小學校，校名改為「臺北

第三尋常小學校」，不再設高等科。同年9月改稱為「臺北

城南尋常小學校」。

由大正五（1916）年的平面配置圖來看，西北端的校

地仍有專賣局所屬之倉庫建築2棟，校地中仍有上未完

成撥用的部分。而前述之日式風格之庭園，可能就在

圓環的區域，此外南側的運動場上還設有網球場。大

正六（1917） 年日日新報上的照片中
32
，可看到在「土

俵」上進行「相撲」比賽的狀況。同年學校增建有新的

磚造校舍
33
。 

大正十一（1922）年，因臺北市市町改正，位於南門町

的本校，再度改名為「南門尋常小學校」，一般稱為「南門

小學校」。在當年的增建計劃圖中，可看出預定於校地北

端再興建一棟二層樓的行政大樓，一樓部分為職員室、

圖書室及「應接室」等行政部門，二樓則為講堂。但是從

昭和三（1928）年的照片中，可看出一層建築與前庭並未

有所更動，可見此計畫並未立即施行。

昭和七（1932）年，家長會出資興建「南門尋常小學校

奉安殿」
34
。依昭和十（1935）年〈臺北市學事要覽〉

35
的記

載，當時的校舍包括有鋼筋混凝土二層建築與木造一層

建築。由當年的照片來看，可以看到鋼筋混凝土二層建

物已落成的狀況。

昭和十六（1941）年國民教育令頒布後，改名為「南門

國民學校」。由昭和廿（1945）年的美軍軍事地圖中，可看

出建築配置還是維持之前的狀況。戰後日人撤離，「南門

國民學校」曾經停辦，校舍轉為他用，目前則成為南門國

小與南門國中共用的校地，但日治時期所興建的舊校舍

已全數拆除。

大正十一年臺北城南尋常小學校校舍增築計畫平面圖。圖面來源：

〈臺灣總督府檔案〉日治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大圖編編目查詢網站

明治四十三年臺北廳大加蚋堡臺北第四尋常高等小學校新設配置圖。圖面來源：〈臺

灣總督府檔案〉日治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大圖編編目查詢網站

臺北市南門尋常小學校。圖面來源：〈臺北市學事要覽〉昭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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樺山小學校

現位於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的內政部警政署，原為日

治時期之「樺山國民學校」，戰後日人撤離後廢校。最早

的名稱為「臺北第四尋常高等小學校」。

由於前述「第三小學校」開校後，時間不過月餘，即出

現當時3所「小學校」仍顯不足的狀況，因此開始準備設

立「第四小學校」。

明治四十二（1909）年7月的報導中
36
，指出「第四小學

校」將以大稻埕地區的日人學童為主要來源，且預定設

立於製冰會社附近的地點；但同時也記述學校之設立，

以校地的取得最為困難，後來「第四小學校」的校地，的

確歷經波折才定案。   

在8月的學事彙報中，提出在西門外新起街至淡水河

一帶的耕地設校之案，可能是大稻埕地區在土地取得上

遇到困難，轉而往艋舺方面探尋，但該地區因地勢較低，

必須加以填埋方能使用。

明治四十三（1910）年9月，設校地點確定在城外三板

橋地區的舊水道事務所所在地，將於近期開工，並定於

明治四十四（1911）年開校，預計開設8班
37
。報導中更說

明當時除了大稻埕地區的學童外，「第四小學校」的設置

也考量到北部較偏遠地區的通勤學童。同時，雖然還無

法決定校地的所在位置，但已經提到關於「第四小學校」

的設置計畫，將於第一年度設置教室8、9間，第二年度增

設教室、講堂及其他附屬建築物，第三年度則針對以上

其他尚未完備之處做改善
38
。

最後的校地以及建築配置方案，從〈臺灣總督府檔案〉

中，可以看出實際上有過幾個不同的方案。基地選項還

包括有現在監察院所在地，以及其南側土地；配置方案

有「田」字型與「目」字型。最後確定案可見於〈臺北廳大

加蚋堡臺北第四小學校新設配置圖〉，基地在今天的行政

院，並排的教室皆座北向南，以男西女東的方式來安排

教室，北側有男女分開的「屋內體操場」。

在明治四十三（1910）年11月的報導中，記載已收購該

筆土地，總坪數約1萬坪，建築用地約2千坪，校舍建築依

原訂3年計畫陸續完成，本年度之計劃為教室8間的竣工
39
。明治四十四（1911）年2月的報導中指出「第四小學校」

29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二年2月15日2版
30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二年4月30日2版
31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三年12月26日3版
32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六年2月12日5版

33 臺北市教育社會課〈臺北市小公學校施設要覽〉P28 昭和

三年

34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七年10月16日n4版
35 臺北市役所〈臺北市學事要覽〉P57 昭和十年

臺北第四尋常高等小學校。圖面來源：〈臺灣統計要覽〉1915年

36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二年7月9日2版
37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三年9月6日2版
38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三年5月19日6版
39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三年11月12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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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築工程於1月15日開工，明年度將增建8間教室
40
。

明治四十四（1911）年4月10日，「臺北第四尋常高等小

學校」正式開校，共有8班，學童4百55名
41
。報導中特別

記有廁所設有多個水龍頭
42
。由圖中可以看出在每個廁所

對側都有洗手臺的空間。在同年9月時的報導中記載，新

設的「第四小學校」之學童，大部分來自大稻埕與城內，

其嶄新的設施亦讓該校成為圓山敕使街道的起點地標
43
。

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1912）年，本校增為16班，學童

7百96人
44
。報紙中亦記載前年度開工的校舍建築已完成，

新落成之校舍3棟，每棟3間教室，一間教室為22坪，共

有8班，男生「屋內體操場」有84坪；校庭則由園藝試驗

場轉讓相思樹千株，並購買植栽，預定栽種兩千株等
45
。

大正二（1913）年時，班級數量略增為18班，學童數達

到903名，女生「屋內體操場」落成，並記載本年度落成

的校舍中首次出現有磚造校舍
46
。 

當時位於校地南端的建築物，應為基地上之原有建築

物改建而成，由於其他行政空間則尚未完成，僅由一走

廊連接左側之男童教室與右側的特別教室及女童教室，

北側則為「屋內體操場」。

到了大正三（1914）年，在北投及水返腳（汐止）設置分

教場，班級數增至21班，學童數量更突破了千名以上；另

外還記有一上、下各2間教室之2層建築竣工的紀錄。同

年報紙中記載校內開始設有寬約5.5公尺、長約27公尺的

果園2處，作為五年級以上學童之農業實習用地
47
。

大正四（1915）年4月，臺北第一高等小學校的成立，

接收了臺北各小學高等科學童，各校不再設高等科，本

校改為「臺北第四尋常小學校」。9月再改名為「臺北城

北尋常小學校」。同年錫口（松山）分教場成立。大正7

（1918）年的報導中指出，當時的「臺北城北尋常小學校」

是全島學童人數最多的小學校，有1千2百餘名，基隆小

學校次之
48
。

大正九（1920）年，臺北成為州轄市，計畫新建臺北市

役所，而建築用地則將由「城北小學校」提供部分校地與

建築物
49
。

大正十一（1922）年， 臺北市實施街町改正制度，位於

樺山町的「城北尋常小學校」改名為「樺山尋常小學校」，

一般稱為「樺山小學校」。

在大正十三（1924）年之校舍增建計畫圖中，可以看

出原水道事務所之建築右側已被拆除，並標示為市役

所的建築，學校原講堂的位置也成為市役所的一部份；

而學校部分則將南側改建為2層建築，1樓的部分做為

事務室、接待室、圖書室等行政區域，2樓的部分則是

建為新講堂。雖然市役所與樺山小學分別有各自的正

門，但內部似乎沒有明確的隔牆。講堂於次年落成，報

導中指出本建築約有2百坪，是日本分離派風格之紅磚

造建築
50
。

昭和九（1934）年時，由於臺北市役所已面臨空間不足

的問題，必須進行擴建，報導中指出當年開始編列預算，

並預計於昭和十一（1936）年時興工的臺北市役所廳舍，

基地的選擇有三，第一為明石町的知事官邸旁，第二為

樺山町電力會社修理工廠，第三則為現址。其中第一項

知事官邸旁地點雖佳，卻只有5千餘坪稍嫌不足；而第

三項的現址則包括樺山小學校及既有土地，共有9千餘

坪，面積較大，然而因地勢較低且涉及學校的遷移；而

第二項修理工廠的土地目前由自動車課所使用，而該地

已購得2千7百餘坪，僅需再購入5千餘坪，因此似乎樺

山町電力會社修理工廠是最適當的基地。

但在最後在昭和十（1935）年的臺北市協議會中，決定

收購電力會社修理工廠作為「樺山小學校」之遷移校地，

昭和十一年樺山尋常小學校一、二樓配置平面圖。圖面來源：〈臺灣

總督府檔案〉日治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大圖編編目查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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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原址擴建市役所
51
。樺山小學校因為這個契機，而

得以新建校舍
52
。

「樺山小學校」的新校地即為原校址旁的樺山町37、38

番地，也就是目前內政部警政署的所在地。新校地的配

置平面呈現出與原來截然不同的「口」字型，建築皆為二

層樓鋼筋混凝土造，行政部門與講堂同樣位於南端中央

的位置，北端則為男、女之「屋內體操場」。校地面積有

7千5百63坪，建築面積8百90坪，總樓地板面積1千7百

36坪。報紙記載「樺山小學校」的遷建工程始於昭和十一

（1936）年5月
53
，次年3月底，校內除了二、三年級的學童

之外，大多已遷入新校舍上課
54
，新校舍的落成儀式，在

昭和13（1938）年10月16號舉行
55
。

昭和十六年（1941）時改為「樺山國民學校」，由昭和廿

（1945）年美軍所繪製的地圖來看，西北側的校舍直到戰

爭結束都未完成。戰後因日人的遣返，雖因而廢校，但

校舍建築至今仍留存，由內政部警政署使用。

結語

從前述「旭小學校」、「南門小學校」與「樺山小學校」

的設校與變遷過程中，可以知道這些「小學校」先是附

屬於國語學校，後來才獨立設校；並以設校時間順序為

校名，稱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小學校。後來，改以

所在位置，成為城東、城南、城北小學校，接著又因街

町名稱之修改，而以所在町名為校名，成為旭、南門與

樺山小學校。

關於設校位置，由於日治時期日本人在臺北市的主

要生活範圍是在清代所設的臺北城周邊，因此以日本學

童就讀為主的「小學校」分別位於城東、城西、城南與城

北。校地的取得多由公有地之撥用而來，後來校地不足

時，也必須收購土地，遷校以興建足夠的校舍和提供學

生足夠的運動空間。

學校建築的配置方式，初期多為並排的座北朝南教室

為主，之後在其中增建講堂和「屋內體操場」。由於臺灣

夏季陽光炎熱，因此在教室南側設走廊連接各建築，既

能遮陽，又成為雨天的過道。擔任「旭小學校」與「南門

小學校」建築設計的總督府技師近藤十郎，在『臺灣教

育會誌』中發表有關於小學校校舍配置法的文章，認為

這樣的以走廊連接各建築的方式，適合與日本氣候相近

的臺灣，只是因為日本冬季寒冷，走廊是設在建築北側，

這點和臺灣不同。

然而，後來在學校建築的增改建或遷建後，建築平面

即逐漸演變呈「口」字形。這是因為由於學生人數增加，

為符合大正元（1912）年日本政府修改後的規定，也就是

學童數為百人以上時，平均每人需有一坪半以上的操場

面積，因此只有將建築盡可能向外移，才能在中央留出

夠大的操場而來。這樣的校園配置也一直延續到戰後，

今天大多數的學校仍呈現這樣的配置方式。

學校建築構造方面，明治時期以木構造為主，大正時

期的增建多為磚構造，昭和時期的增改建與新建則為鋼

筋混凝土構造；樓層也由單層變為2層或3層。這些昭和

時期所建的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包括東門國小與內政部

警政署，在戰後仍繼續被使用，有的與新建築並立，留

存至今。

位於中正區的這3所學校皆設立於明治時期，有百年

以上的校史，它們的校舍建築變遷過程一方面呈現出過

去臺灣教育思潮的變化，同時也反映出從日治時期到今

天，多數小學發展歷程的縮影。 

內政部警政署空照圖─左側為舊校地所改之現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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