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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土銀以協助政府推動土地政策為業務方向，

發行實物債券及土地債券、執行農業貸款、耕者有

其田政策，協助修建水利工程、配合美援資金轉貸

辦理漁業貸款，以及工業區開發及融資，並辦理住

宅貸款等，逐漸建立土銀在不動產融資方面的專業

地位。除金融業務外，土銀自1947年開始代為管

理日本時期「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部分土地及國

有地，直至1960年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成立後才移

轉，但仍受財政部委託管理及經營農、牧、茶、桑

蠶及林場至2005年底。

土銀成立後，以日本勸業銀行於1933年興建落

成的臺北分行建築做為總行，至1965年新總行落

成後遷移，舊總行便由不同單位進駐或作為倉儲空

間，1991年經當時內政部指定為第三級古蹟「勸業

臺灣土地銀行行史展示更新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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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身於國立臺灣博物館土銀展示館中的臺灣土地

銀行「土銀行史館」，默默地述說著臺灣土地銀行

自1947年成立以來的故事。

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稱臺博館）與臺灣土地銀

行（以下稱土銀）合作起始，源自於臺博館自2006

年起至今仍在推動並執行的「臺灣博物館系統計

畫」。計劃之初，是臺灣將歷史空間再利用為博物

館或展示館的起步發展階段，「臺灣博物館系統計

畫」即以此為核心，由單點的古蹟保存再利用規劃

思考，擴增到多點的建築群，以臺博館本館所在地

臺北舊城區周邊三處古蹟：勸業銀行舊廈（土銀舊

總行）、專賣局臺北樟腦廠（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

司）、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鐵局舊總局），

執行古蹟修復再利用與博物館建置規劃。其中，由

土銀於戰後接收作為總行使用的「勸業銀行舊

廈」為臺博系統首項完成古蹟修復及博物館建置的

成果，於2010年率先開館營運。

臺博館與土銀的合作模式，是於2007年共同簽

訂第一階段為期9年的《市定古蹟勸業銀行舊廈維

護管理及營運契約書》，以「勸業銀行舊廈」為展示

場域、土銀提供相關展示文物及資源，由臺博館規

劃及執行再利用修復設計及工程、博物館建置及後

續營運與維護管理。2016年延續第一階段之合作

精神，繼而簽訂下一階段的營運契約，同時為迎接

土銀成立70周年行慶，土銀與臺博館共同執行「臺

灣土地銀行行史館展示更新計畫」，更新之後的第

二代「土銀行史館」正式於2016年8月開幕。

回顧：勸業銀行、土地銀行、博物館

臺灣近代金融機構體系發展是於日本時期展開，

現今許多金融機構與日本時期的金融機構多有淵

源。在日本時期不只許多臺灣本土的金融機構成

立，更有從日本跨海來臺設立的金融機構，「日本

勸業銀行」即是其中一例。「勸業」日文之意為「提

倡實業」，因此日本勸業銀行業務也多與土地、生

產事業發展有關。日本勸業銀行在臺灣的放款業務

一開始是由當時的臺灣銀行代理，直至1923年才

在臺北設立第一間分行，直接經營對臺放款業務，

並陸續在高雄、臺中、臺南、新竹等設立據點，主

要以不動產、土地開發、造林及埤圳水利等事業為

主。

戰後，在臺灣於日本時期設立的金融機構大部分

受政府清點接收或整併，日本勸業銀行在臺灣長期

執行不動產、農業融資的業務及分行據點受到關

注，希望藉以成立農業銀行或不動產銀行做為日後

推動土地政策的資金來源。在當時土地改革專家、

也是日後土銀第三任董事長蕭錚建議之下改成立

中央的土地銀行。在清算日本勸業銀行在臺分行資

產之後，由政府撥充6,000萬元舊臺幣作為法定資

本額，並以日本勸業銀行在臺所設立的臺北、新

竹、臺中、臺南、高雄五大分行為據點，於 1946

年9月1日成立「臺灣土地銀行」。

銀行舊廈」，1997年變更為臺北市市定古蹟。2006

年由臺博館接手管理後，自2007年起至2009年底

完成 12項計畫
1
，包含再利用設計監造及裝修工

程、古蹟修復紀錄、土銀文獻調查研究、臺灣金融

史研究、土銀行史展示設計及工程、古生物常設展

展示設計及工程、古生物標本採購等，於2010年

以臺博館「土銀展示館」之名開館至今。 

作為一座以銀行為使用機能的古蹟，臺博館「土

銀展示館」於名稱上延續使用歷史脈絡，保有「土

銀」之名，同時亦於建築外牆保留「臺灣土地銀

行」字樣。常設展主題延續臺博館的自然史展示，

利用銀行挑高大廳展示古生物標本；建築空間中最

具特色且最具代表銀行使用機能與氛圍的，是位於

建築西北側的「金庫」，其為二層獨立動線空間，

1 《國立臺灣博物館土銀展示館竣工開館暨營運計畫》，P7，2012

土銀新總行，出自本次展示更新文物徵集的幻燈片，拍攝時間推測約為

1965年

戰後早期土銀舊總行外觀照片，出自於《土銀行訊》，可看出外牆上的

「台灣土地銀行」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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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或土銀意象的文物，羅列七十年大事紀，營造

入口氛圍。在金庫室內空間調整上，則在維持金庫

原貌與調整觀展環境間取得平衡調整，配合既有線

型動線，以架高地板及顏色區別做為參觀動線指引

方向，並透過燈光及淺色地板調和室內光線。展架

則以成人視覺高度為基準，適當卸除部分櫃架，增

加視覺及照明穿透性，並利用交替錯落展版、展

櫃，變化展示視覺效果，但仍保留一面完整的櫃架

組及走廊，展示金庫原有風貌及氛圍。

新增的二樓展區，利用石材質感營造銀行風格，

考量展場空間不大但展示題組數量較多，為將展示

空間有效利用，展櫃倚牆設計但高度低於泥塑裝飾

以保留古蹟空間特色，並設計中島落地玻璃展櫃以

維持通透性並形塑線型觀展動線。

以物件串起土銀行史

本次展示更新的展示單元及文案，利用原有的展

示架構為基礎擴充與延伸。以展示空間位置區分為

「金庫展區」及「二樓展區」，「金庫展區」以1945年

以前的發展為主，簡要以世界、西方及臺灣金融機

構的演變及發展為切入，展示近代金融體系進入臺

灣始於日本時期，並以日本勸業銀行及臺灣拓殖株

式會社為內容主軸，另以清末、日本時期的臺北城

區空間變遷為引子，將展示時空由日本時期轉向戰

後土銀發展；「二樓展區」則以戰後土銀成立及其在

早期協助政府推動國家土地政策、成為臺灣經濟發

展建設的協力者為主題，記錄土銀與臺灣社會發展

第一代土銀行史館金庫內展示以原有櫃架系統作為展櫃（睛豔國際有限公

司 提供）

第一代土銀行史館入口復刻營業櫃檯（左側） （睛豔國際有限公司 提供）

展示更新後的歷史長廊局部

展示更新後的二樓展區，展牆高度低於天花呈現泥塑之古蹟空間特色展示更新後的二樓展區，利用中島展櫃形塑線形參觀動線展示更新後的金庫展區，以架高地板及卸除部分櫃架重新調整觀展環境

內有高度頂天花板的櫃架組，櫃架隔板可活動調

整。二樓樓板之沖孔設計，使內部空氣可上下流通

為其設計巧妙處。金庫中的櫃架、層板、壁面、樓

梯等皆為金屬材質，並有厚重金屬大門，保護力極

強。因此，最具銀行特色及空間自明性的「金

庫」即成為展示土銀行史的絕佳區域。

第一代的土銀行史館，在展示設計上，於金庫入

口處復刻日本勸業銀行時期的營業櫃檯作為入口

意象，於金庫內部則利用原有櫃架或延續其形式設

計，作為展櫃與展示圖文牆面。展示內容則包含臺

灣金融發展簡介、日本勸業銀行及臺灣拓殖株式會

社在臺發展、戰後土銀成立及成立後的相關土地政

策等。整體而言，第一代土銀行史館保留原有「金

庫」的空間氛圍，以維持原貌為主要設計，觀眾可

直接進入體驗過往戒備森嚴的金庫，以「金庫空間

體驗」為展示基本基調，而相關展示物件及史料檔

案則為輔助空間體驗的導覽說明。

展示更新

2016年為土地銀行成立70周年，同時亦是臺博

館與土銀第一期營運契約年限，以此為契機，臺博

館與土銀合作自2015年起執行為期一年的「臺灣土

地銀行行史館展示更新計畫」，希望藉由展示更

新，重新調整金庫展示及動線，並擴大展區範圍將

2樓兒童探索室納入行史館展示空間，展示文案則

以原有金庫展示內容為基礎架構擴充，並協助土銀

內部進行文物徵集計畫。

原於金庫的土銀行史展示，經年累月之下，由於

金庫內部高度頂天花板的櫃架使得展示空間感較

為封閉及照明不足，且缺乏明顯的入口意象，故在

一樓金庫入口，規劃一條歷史長廊，選擇8件代表

展區位置 展題編號 展題

金庫展區1樓

1 有土斯有財─土地善理與財富累積

2 東方傳統金融機構─錢莊、票號與「兩替商」

3 西方近代金融機構─銀行

4 清代臺灣之金融

5 日治時期臺灣的銀行

6 日本勸業銀行在臺業務展開

7 日本勸業銀行在臺支店的設立

8 戰時體制下的日本勸銀─金融奉公

金庫展區2樓

9 半官半民的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10 投資與經營─臺拓子公司與事業地

11 金融總部林立的臺北舊城區

12 二次大戰大轟炸下的臺北

13 臺灣土地銀行總行喬遷

14 金融書房─臺灣土地銀行出版品

獨立單元 戰地金融─臺灣最早的近代不動產鑑價法制

二樓展區

1 臺灣土地銀行的精神象徵

2 臺灣土地銀行的誕生

3 國家土地政策與經濟發展的推手

4 耕者有其田協力者

5 農業貸款

6 發行土地債劵

7 國有財產代管代營與開墾

8 水利建設奠基者

9 漁業貸款

10 工業區開發之基石

11 不動產融資鏈一條龍

12 生活的土銀

13 臺灣土地銀行的企業社會責任

14 金融事務機器之演化與變遷

15 全方位綜合銀行公司治理新里程

16 馳騁全球嶄新紀元

17 深耕臺灣─分行網絡

獨立單元 行史簡介影片─在地之善臺灣土銀

的緊密關係。

在策展過程中，如何呈現「土銀與臺灣社會發展

的緊密關係」即是本次展示更新的延伸命題。早期

土銀藉由協助政府重大土地政策，推動一、二級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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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字寫的年代紀元卻寫著「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推

測這只信封是在戰後政府接收、清算勸業銀行財產

時所使用。臺灣從日本時期跨越至戰後國民政府時

代，政權交替時的改變過程對於當代人而言或許很

難體會，而這只信封，則替那段變化的年代留下了

一份實體印記。

台拓第百九十六算盤

珠算是早期銀行從業人員必修的技能，退休行

員張素寬提供在業時所使用的算盤，並且精心說

明背後刻有「台拓第百九十六号」字樣；退休行員

李清和提供他於1954年通過土銀內部珠算能力測

驗合格證書，證書背後的印花券恰巧是臺博館本

館的圖樣。

重現天日的幻燈片

原先金庫展區曾展示土銀早期在代管經營國有土

地及農牧事業紀錄之用的幻燈片。藉卸展盤點之

便，有機會一窺幻燈片的內容，發現其中一套幻燈

片拍攝了現今土銀總行的外觀照，以及舊總行營業

大廳的情景。以往的資料對於舊總行的營業廳多半

以日本時期勸業銀行所留下的照片為說明，此套幻

斗六分行行員借用當地寺廟為民眾辦理銀行業

務（土銀斗六分行 提供）

印戳鐵槌及戳記

勸業銀行時期營業大廳（國立臺灣博物館 提供）

幻燈片原貌

珠算能力測驗合格證書及背後印花券

土銀時期營業大廳（國立臺灣博物館 提供） 

燈片的資料可謂是戰後營業大廳的樣貌首次出現，

並記錄當時業務繁忙之情景。

印戳鐵鎚

本批徵集文物中，屬南投分行提供的2把鐵鎚最

為引人注目。早期土銀代管國有林地，為區別非法

盜伐，當時由土銀林地砍伐之木料皆須利用鐵槌蓋

印專用章才可放行。 

與耕耘機合照

本次文物徵集計畫，土銀斗六分行提供一系列的

老照片，記錄著早期土銀印象。早期土銀協助推動

並執行小農機具貸款，相對於現今企業金融貸款的

天價數字，當時貸款一臺耕耘機對於分行而言是非

常重要、需要特別拍照記錄的大事。且當時為深入

村莊協助農民貸款放款等手續，在分行尚未普及的

時代，甚至還借用當地寺廟執行銀行業務。

 結語

本次展示更新企圖呈現土銀與其他商業或綜合銀

行不同的面相，藉由物件串起早期土銀業務樣貌，

同時也是臺灣早期發展的片段縮影，使得原先以國

家土地政策推動為肌理的展示文案，得以透過這批

曾經由土銀人使用的物件串起土銀行史、連接土銀

人共同的生命經驗，並透過真實使用過的器物、工

具、照片，將臺灣時代演進、政策推動的過程呈現

於觀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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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重新盤點並得以檢視原先金庫的展件，同

時因擴大展示區域而產生新的展示物件需求，規劃

土銀內部文物徵集。此次徵集對象來源包含總行、

各分行及退休行員，徵集而得的物件以早期歷史照

片、銀行事務用具、表格文件、文書出版品等，其

中尤以事務用具為多，而退休人員更提供自身與土

銀相關的證照、證件等，總計徵得2,191件，再加

上原先金庫卸下的664件展件，總計本次展示更新

整體資源共計2,855件，數量可觀。

數量龐大的展示資源經挑選再一一對應置展示主

題後，以「物件串起土銀行史」具體的輪廓便因此浮

現。「信封、算盤、幻燈片、鐵鎚、耕耘機」，這五件

物件，乍看恐怕只有算盤可與銀行聯想，但其實每

一件物件，都記錄著土銀行史歷程中的某一片段：

一只跨時代的信封

在整理原先金庫卸下的文書檔案中，發現一只信

封印著「日本勸業銀行臺北支店」的字樣及地址，毛

土銀除了代管台拓土地經營外，也接收台拓的土地測

量儀器，這些紀錄都可從財產標籤確認

斗六分行行員與小農機具貸款農友及耕耘機於

分行前合影（土銀斗六分行 提供）

日本勸業銀行臺北支店信封，上有

民國紀元字樣

業發展，及代管代營與開墾國有土地及農場，在戰

後臺灣初期成立的銀行中，土銀與臺灣土地結下深

厚的關係，土銀的發展過程其實可謂臺灣戰後土地

與經濟發展的縮影。正因為土銀與臺灣土地、與臺

灣社會發展的關係，土銀行史展示的表象是說明政

策內涵，背後想呈現的是土銀與臺灣土地、臺灣人

民關係最密切的時刻之一，這也是本次展示更新關

於展示文案的策展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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