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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昭和6年（1931），高雄市街圖中的高雄中學。資料來源：中西清七（高雄市役所），《高雄大觀》，附圖，臺南新報高雄印刷所，昭和6年（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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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中學設立的由來

日治時期，大正9（1920）年，臺灣總督府進行地方改

制，全臺設5州（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2廳（花

蓮港、臺東）。全臺同時進行地名改正工作，其中將「打

狗」，改稱為「高雄町（Taka-o，地名取自京都市區西北方

之高雄）」。

一方面因為原隸屬於臺灣總督府的各地中學校，於

大正10（1921）年，皆改由各州管轄，成為州立中學校，

所需經費除教職員薪俸，由國庫支應外，其餘皆由各州

政府負擔；另方面為使高雄州內日本人子弟可就近升

學，於大正11（1922）年2月，「高雄州協議會」依據教育

普及和地方自行籌措經費的大原則，提議籌設第一所州

立中等學校，「高雄中學校」設校案，經總督府同意後開

始籌劃。

「高雄中學校」原本規劃設在屏東，選擇閒置的阿緱廳

舊廳舍（屏東街）作為校址，不料竟發生嚴重火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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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大正11年（1922），高雄州知事向臺灣總督申請學費認可。

資料來源：〈高雄中學校課程其他ノ件事項認可ノ件〉，《總督府公文類纂》，
序號1，冊號3417，文號1，1922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5年；4月1、2日兩天，舉行入學考試，考試場所在「高雄

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今鼓山國小）。

 又依據《臺灣總督府府報》，第2621號，於4月5日發

佈，由吉川祐戒出任首位校長（4月1日生效）；同年（1922

年）4月6日，高雄州知事富島元治以「府令第66號臺灣公

立中學校規則第四條第一項第六號」公文，向臺灣總督

田健治郎，申請認可的高雄州立中學校相關收費事項如

下：（圖2）

1.授業料（即學費）：一學年為30圓。

2.入學受驗料（入學考的報名費）為1圓。

3.住校生宿舍費：一個月為30錢。

4月15日，公告錄取新生100名，東、西二組，其中日本

人65人、臺灣人35人。臺灣人子弟並未能享受公平的教

育機會，如一般中學校、高等女學校之中，一班之中屬

於臺籍子弟的名額較少，日籍子弟則佔有相當的優勢。

同年（1922）5月1日，舉行開學典禮。創校初始，暫借

湊町（今鼓山渡船場附近）民宅，作為師生宿舍。從課程

及授課時數可瞭解，當時高雄中學的教育是五育均衡，

尤注重修身，即「公民與道德」；另加強英語、數學、化學

等課之外，學生每週也有5小時的體育課，其內容非常豐

富，如擊劍、柔道、游泳（日治時期有游泳池）、田徑、球

類、體操等。從昭和18年（1943年）的高雄中學校校景全

圖，可以瞭解，關於體育的設施有運動場、室內體操場、

相撲場、武德殿（1932，今網球場處，鍛鍊柔道、劍道之

處）、排球場、網球場、游泳池（1933，今語文館處）、弓道

場、射擊場等。可見日本的中小學教育，其實非常重視

體能訓練，因為強身才能報國。

遭遇挫折。因而有屏東街、鳳山街與高雄街等三處，積

極連署，向高雄州廳請願。一方面因明治41（1908）年西

部縱貫鐵路完工；大正2（1913）年，九曲堂—屏東段通

車，後路線又持續延伸至潮州、溪州（今南州）。高雄街

的三塊厝則位於高雄街至鳳山街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

優越；另方面，因屏東街、鳳山街與高雄街三地之居民，

所抽檢的血清中，三塊厝居民絕少具瘧疾病源反應，環

境衛生最佳；加上其周邊地區（含大港庄）居民，死亡率

最低，出生率高於其他地區。基於上述科學方法的數據，

高雄州政府乃選擇高雄州高雄郡高雄街（按：大正13年，

1924，高雄郡高雄街升格為高雄州高雄市）的三塊厝，成

為最終設校地點。

為營造更佳的學校環境，高雄州政府藉此積極改善

三塊厝的環境衛生工程，一方面調查當地居民的健康

狀況；另方面為遏阻瘧疾滋生，還舖設自來水管線，整

建下水道排水系統，填平附近的污水池、豬糞池和校地

內六座殘存的魚塭等；

同時依規定向高雄州所

屬居民募款。至大正10

（1921）年募款金額為3萬

日圓；大正11（1922）年

募款金額為8萬日圓。其

中以高雄街募得3萬2千

元，鳳山街1萬2千元，屏

東街1萬6百元。其他旗

山、岡山、東港、潮州、

馬公等地，也都捐款數

千元不等。

高雄中學的設立

大正11（1922）年2月

13日，於高雄郡高雄街

的三塊厝，舉行建校破

土典禮；3月10日公告招

生；依據同年（1922）臺

灣總督府第51號告示，4

月1日設置認可，正式創

立「高雄州立高雄中學

校」（圖1）。初期招收小學

校、公學校畢業生，修業



Culture Vision
文化視野

54 2012 臺灣博物季刊 114 31卷 第2期

令人驚訝的事，各年級每週各有2小時的「臺語課程」，

亦可見日本在臺教育課程的用心與柔軟性。

昭和2年（1927）3月，第一屆學生畢業有54人，其中日

本人37人、臺灣人17人；平均日籍學生為1.5人當中1人

拿到畢業證書；臺籍學生2人當中只有1人可拿到，其他

同學則有讀到7年或8年，才畢業者。同年（1927）4月1日，

臺灣總督府訓令第18號規定，高雄中學的員額編制為，

校長1位、教諭18位、書記1位。

據高雄師大楊玉姿教授的研究，日治時期高雄中學

的五位校長，皆為正科班出身，經驗豐富，其教育理念

有吉川祐戒的「勤儉誠實」、「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

殆」、「溫故而知新」；西卷南平的「苦其心志」、「弘毅以大

成」。本田喜八提倡「滅私力行（按為戮力為公之意）」。

教師中以土屋恭一為著名，於昭和8年（1933年）擔任

博物科教師，昭和11年（1936年）高雄中學第三棟教室施

工挖地基時，發現三塊扁平石斧與石刀，經考證是屬於

平埔族中的馬卡道族「打狗社」族人使用的器物，使高雄

中學在高雄的考古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開啟高雄考古

學的先聲，其可說為「高雄考古學之父」。昭和13年（1938

年），又在今龍泉寺後方的石灰岩洞內，發現石器、陶

器、人骨、貝殼等；他又在半屏山上也發現獸骨、人骨

等。其論文有昭和14年（1939年）的〈壽山洞窟に於て發

掘したる人骨と石器〉《南方土俗》；昭和17年（1942年）的

〈高雄州鳳山郡仁武庄の牡蠣化石層に就いて〉《臺灣博

物學會報》。 
1

「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至昭和18年（1943），為因應於

左營新設第二所州立中學，而改名為「高雄州立高雄第

一中學校」；民國34年（1945）國民政府來臺後，改名為省

立高雄第一中學；民國36年（1947）合併第二中學，改名

為省立高雄中學；民國53年（1964）成為高級中學；民國

59年（1970）成為省立高雄高級中學；民國68年（1979）7

月1日，高雄市正式升格成為直轄市，高雄中學因而改隸

屬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並更名為「高雄市立高雄高級

中學」。

紅樓（行政大樓）

自大正11年（1922年）起，陸續建造的三棟紅磚建築物

（第三棟的二樓為戰後加蓋），建築設計主要受英國維多

利亞時期紅磚建築的影響。採用今愛河岸邊中都「臺灣

煉瓦株式會社打狗工場」所生產的清水紅磚（有「TR」的

標緻）（圖3），以英式砌磚工法建造，俗稱為「紅樓」。

 從大正12年（1923年）版的〈高雄州寫真帖〉與高雄中

學未刊檔案〈接收清冊〉可見：

自創校第1年，即大正11年（1922年）興建的第一批「紅

樓」教室有3間（即今第二棟教室），樓上兩間作為教室

（一百位新生分成東、西兩組），樓下兩間，分別作為辦公

室與值班（夜）室；至大正12年（1923年）3月31日，屋內

體操場（即室內體操館，今綜合大樓） 及部分學寮（學生

宿舍）完工；同年（1923）12月31日，完成校舍（今第二棟

教室），其餘尚繼續建築中。（圖4）

從昭和6年（1931）〈高雄州高雄中等學校計畫圖（圖5）〉

研判，第二批興建的「紅樓」（即今第一棟行政大樓），其

新建築工事圖（圖6、7、8）雖為第一批興建的紅樓第一期

工程圖面設計，且預計於大正13年（1924年）建築，但依

高雄中學未刊檔案，〈接收清冊〉得知，大正14年（1925年）

8月31日，先部分完成玄關與東邊三間教室（圖9、10）。

圖3 高雄中都「臺灣煉瓦株式

會社打狗工場」所生產的清水

紅磚（有「TR」的標緻）。

資料來源：高雄師大楊玉姿教

授提供。

圖4 高雄中學於大正11年（1922）5月創校，先完成校舍三間；大正12年（1923）12月31

日，完成校舍（今第二棟教室完工）及屋內體育場（按：即室內體操館，今綜合大樓）與

部分學寮（學生宿舍），其餘尚繼續建築中。資料來源：《高雄州寫真帖》，頁7，大正12

年（1923），作者與出版者不詳。

1 楊玉姿，〈高雄中學紅樓〉，《高雄市史蹟賞析》，，頁157-178，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民國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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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高雄州中學校校舍增築及便

所渡廊下新築工事配置圖（昭和 10

年，1935）資料來源：〈高雄州中學校

校舍增築及便所渡廊下新築工事配

置圖〉，《臺灣總督府檔案  》，昭和10

年（1935），卷4，新冊號：10647，NO： 

000106470029002001M。

圖5 高雄州高雄中等學校計畫圖（昭和6年，1931）

資料來源：〈高雄州高雄中等學校計畫圖〉，《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6年（1931），新

冊號：13286，NO：000105740039002001M。

圖7 高雄中學新築工事圖（4-4）。資料來源：〈高雄中等學校新築

工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47卷，冊號：03417，大正11

年（1922）， NO：000034170029003004M，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圖6 高雄中學新築工事圖（4-3）

資料來源：〈高雄中等學校新築工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47卷，冊號：03417，

大正11年（1922）， NO：000034170029003004M，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圖8 高雄中學新築工事圖（仮階段：指「臨時性或暫時性樓梯」）。資料來源：〈高雄中等學校新築工事〉，《臺灣總

督府公文類纂》，第147卷，冊號：03417，大正11年（1922）， NO：000034170029003004M，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圖9 大正14年（1925）8月31日，高雄中學校的第一進「紅樓」先

完成東半側。資料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圖10 今第一棟紅樓，初期先部分完成玄關與東邊三間教室；

至昭和10年（1935），始增建西邊教室；從照片來看，正門庭園

尚未有植有6棵琉球松。資料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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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昭和10年（1935）〈高雄州中學校校舍增築及便所

渡廊下新築工事配置圖（圖11）〉及高雄中學未刊檔案，

〈接收清冊〉研判，昭和10年（1935）3月29日，始增建其西

邊部分教室；至昭和11年（1936）3月31日，增建西邊教

室的工程完成。

昭和11年（1936年）至昭和12年（1937）3月15日，又完

成第三棟的紅樓一樓平房教室，即今第三棟教室。
2
（民

國58年，1969，始增建其二樓教室。）

至昭和18年（1943），除紅樓的第一、二棟二樓與第三

棟一樓的教室、音樂教室外，已建有雨天操場、網球場、

排球場、游泳池、運動場、相撲場、射擊場、農業場、武

德殿、弓道場，教職員宿舍、學生宿舍等（圖12），已頗俱

規模。

雄中的三棟紅樓，皆為座北朝南，呈一字型平行排列，

棟與棟之間，以庭院相互隔離，栽種熱帶樹木、花草。其

中已有16棵列入高雄市政府的保護樹木名單，彌足珍

貴；近年來，因雄中校園的友善環境，據黃校長秀霞、吳

學務主任榮發指出，常有角鴞（貓頭鷹）、喜鵲、白頭翁、

圖12 高雄中學校園全景圖（昭和18年，1943）。資料來源：吳榮

發，〈風華八十五〉，《南國的十字星》， 頁27，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

學，2007年。

圖13 高雄中學第一棟紅樓擁有兩個拱圈迴廊。資料來源：高雄師大楊玉姿教授提供。

圖14 紅樓第一進中央門廊廊柱。資料來源：高雄師大楊玉姿教授提供。

松鼠等出現。校園內至民國101年（2012），尚保留有三棟

「紅樓」。

第一棟紅樓為地上二層建築，兩邊各配有兩個拱圈迴廊

（圖13），採用清水磚牆，RC柱樑結構，一字型的平面，前後

左右對稱，方整模式，基座托高，下層以洗石子包裹的折衷

式樣建築，更顯現其精美、堅固與耐久性；雖歷經如「921大

地震」等的侵襲，紅樓中仍未見有裂縫，可見其工夫的扎實。

正面玄關的裝飾相當精緻，擁有中央門廊廊柱（圖14），

牆壁除清水紅磚與洗石子外，另貼設13溝面磚，以增加

別緻性，其東西兩端各有兩個圓拱形的門廊廊柱，樓梯

扶手為磨石子的圓形柱頭（圖15），人見人愛；東側樓梯

步道，鑲嵌有精緻的止滑銅條，樓梯間因設置長方形窗，

採光明亮，樓梯踏面斜度也因精心設計，較為平緩，使

得上下樓梯，不覺得費力。

屋頂為四坡水屋頂「寄棟造」，與門廊的四坡斜屋頂正

交，而以淺野水泥石綿瓦，拼排裝飾而成，式樣罕見；

屋脊以金屬收邊，作工相當精緻。落水管則設於紅樓背

面。外牆有菱形裝飾（圖16），與屋頂銜接的部分，採正面

2 臺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未刊檔案》，〈接收清冊〉，頁3；民國58年，1969，始增建其二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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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民國98年。

圖18 高雄中學第一進紅樓屋頂上精巧的避雷針。資料來源：高雄師大楊玉姿教授提供。

圖15 樓梯扶手為磨石子的圓形柱頭，人見人愛。資料來源：

高雄師大楊玉姿教授提供。

圖 16  紅樓第一進外牆的菱形裝

飾。資料來源：高雄師大楊玉姿教

授提供。

圖17 紅樓第一進正面出簷仿舟肘木，屋簷下有承托屋頂的托架，別

具特色。資料來源：高雄師大楊玉姿教授提供。

出簷斗拱，屋簷下有承托屋頂的鑄鐵托架，別具特色（圖

17）；加上屋頂精巧的避雷針（圖18），使建築物更顯現其

柔和性與協調性；更可見1920至1930年代之裝飾藝術

（Art Deco）風格，實難能可貴。

從昭和18年（1943）〈高雄中學校園全景圖〉中，可見於

庭園栽植婀娜多姿的6棵琉球松，配合綠地空間的毛柿

（又稱為臺灣黑檀）等樹林，在光影的變化中，散發出古

典而幽雅的濃郁南國風情校園氣氛，成為高雄中學紅樓

建築的一大特色。

如今第一棟紅樓，已成為高雄中學的門面與學生學習

精神的象徵，現成為行政大樓﹝一樓有校長室、教務處、

總務處等，二樓有學務處、國際教育交流中心、人事室、

會計室、家長會與校友會辦公室等﹞。

高雄中學為高雄市歷史最悠久之公立中學。近年來，

又能積極從事紅樓的保養與維護工程，其第一、二、三

棟紅樓，得以獲得保存。民國92年（2003），獲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指定為文化資產；同年（1902）2月，又公告「高雄

中學紅樓」為高雄市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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