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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幕

開場：臺灣鐵道發展

國立臺灣博物館北門館，古蹟名稱為「臺灣
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簡稱鐵道部），位於臺
北府城北門西北街廓，座落位置涵蓋部分淸代劉
銘傳時代建設的機器局。機器局在當時即作為製
造機械、修理火車的基地，至日本時期日人接管
後，逐漸擴張修築改為鐵道部用地，二戰後則為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簡稱臺鐵局）。北門館
所在位置歷經三個不同的政權，因應內部與外在
不同需求的擴增改建或是縮減修築，長期帶領著
全臺灣鐵路發展，直至臺鐵局於 1989 年前後陸
續將人員遷入位於臺北車站的辦公空間，建築群
乃至整個園區才放下此大任，取而代之的是將於

 臺灣的鐵路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由劉銘傳
主持建設從基隆到臺北的路段，後續由繼任者主
導建設鐵路延伸至新竹路段，但建設期間面臨許
多問題，如經費、隧道開鑿工程、技師與工人、
工兵之間不協調等，不僅讓工程延宕多時，導致
這條淸代鐵路天生即品質不佳，後續營運期間誤
點脫班是常有的事，也無專業管理體制。例如當
時臺灣官員胡傳（鐵花）於 1892 年欲於桃園搭
火車返臺北時，卻等不到火車，只好於隔日一早
再來車站搭乘火車，被耽擱至少半日時間。淸代
鐵路雖為人詬病不少，但確實是臺灣邁向現代化
的起步之一。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認知國家發展要追上
西方列強腳步，需多方面進行改革，包含在交通
建設上，應要跟隨屬於當時世界潮流的鐵道建
設；甲午戰爭後，日本接管臺灣，體認鐵路在統
治與交通上的重要性，例如鐵路是當時可大量運
送軍力、物資最快的工具，便著手進行既有鐵路
調查，展開鐵路改線及修築，亦新建從南部打狗
（高雄）至臺南的鐵路。另外因淸代鐵路路段坡

西元 2020 年以嶄新面貌，作為國立臺灣博物館
系統之一的「北門館（原鐵道部）」，以臺灣現
代性博物館之姿，重生於臺灣民眾的面前。

「臺灣現代性」一詞疊加了歷史的時間以
及社會發展中不同的環節，由於每個環節總是
相互影響著，若要探討，絕非透過一個展覽就
能完全了解，臺博館期待北門館成為一個述說
「臺灣現代性」的大型劇場，陸續上演臺灣現
代化過程一齣又一齣的故事，本常設展將呈現
臺灣邁向現代性重要啟程中關鍵之一，專屬臺
灣「鐵道的故事」。

度及曲度過大，便將鐵路路線加以修改，原通
行新莊的鐵路改往板橋，也影響兩地日後的聚
落發展。

當時的鐵路雖然經過日人改線修築新建，
營運上步入穩定，但仍是淸代鐵路路線所到範
圍；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宣布縱貫線為治臺要務
之一後，隨展開全臺的路線勘查，更於 1897 年
進行遠期計畫，即環島鐵路的路線探勘，日人
不僅為軍需必須盡快興築南北縱貫線，更有東
西向連結以完成全島交通網的長遠目標。日後，

講述在不同時期的臺灣社會背景之下，與鐵道發展相互影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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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場：鐵道與生活

鐵路的延伸，也帶動了觀光產業，讓人們
可以快速地跨越地域限制，移動到各地參訪，到
想要去的地方，見識到當地的名勝，也許是煙霧
裊裊的溫泉、也許是廣闊的大海，或是綠意盎然
的山。鐵路也讓地域性的祭典成為全島性的大型
活動，如臺北霞海城隍廟，便因鐵道帶來人潮，
《臺灣日日新報》於 1913 年曾有一篇提到「日
日北上列車滿載，稻艋旅館幾無處容身，市上行
人十倍百倍平日」。此外臺灣各地也陸續出現展
覽會，鐵路也扮演著重要的運輸角色，如 1953

年的「始政四十周年博覽會」，當時鐵道部加派
班次，以運輸人潮，《臺灣日日新報》更刊載鐵
道部蒐集舊報紙以鋪地供乘坐之消息，說明了博
覽會人潮多數從外地並搭乘火車而來（王志弘，
2010）。不管是日本時期鐵道部為觀光而生的
新北投線，或是二戰後的臺灣鐵路管理局，均著
力於提升列車舒適度、服務品質，讓鐵路旅遊成
為民眾生活經驗一部分。

而鐵道本身也是多數人生活中的樂趣，像
是各式各樣的車票與時刻表、具有紀念意義的戳
印、不同造型風格的車站建築、不斷演進的動力
車與客貨車等，在收集或拍攝過程中，獲得蒐集

的樂趣。也有許多創作者於搭乘火車時，將感受
到的事情或是抒發著對於思念、離別、重逢等情
感，轉化為現今我們熟知的歌曲、電視劇、電影、
畫作、文學等，讓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鐵道以
另一種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

不同時期的動力車，除了牽引客車貨車前進外，更牽引著屬於不同時代

的臺灣民眾回憶

高雅的銘傳號座椅以及頗具流線型線條的餐車椅，都反映不同時代的

設計風格

因滯貨事件而生的海線，躍身取代原有山線路段
為縱貫線，加上南進興建屏東線、東部幹線的臺
東線、為輸出宜蘭物資的宜蘭線，已可見環島路
線的雛形。

在二戰後，國民政府來臺，包含鐵路在內
的各項建設，常因戰後物資缺乏、人為破壞偷
竊、內部人員震盪、社會秩序混亂，以及來臺官
員亦不了解臺灣鐵路等諸多問題而運作不良。隨
著政局逐漸穩定後，過了很久才逐漸完成鐵道的
修復，並將連結臺東線的北迴線，和將環島路線
實現的南迴線興築完成。

除了主要的幹線以外，日本時期為貨運、產
業而生的各個支線與產業鐵道，今日雖需求量降
低，當時風光已不在，但隨著路線地域的不同，
有著豐富且獨特的在地風貌，多數轉型為觀光鐵
路或是鐵馬道。

科技不斷進步以及社會快速變遷，因應不同
需求的鐵路運輸模式也陸續出現，像是讓臺北與
高雄之間距離只要短短 90 分鐘就可以到達的高
鐵，以及穿梭於城市之中的捷運、輕軌，一次又
一次的改變臺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對於空間地理
的想像，也影響人們的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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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縱貫線的開通，讓臺灣西部各地物產發展趨於快速成
長，連帶影響區域的發展。由於運輸方式改變，西部沿海臨近港口
因海運業蓬勃的區域逐漸式微，基隆、打狗二港迅速發展並成為臺
灣最大進出口港埠，形成南北兩端港埠體制，城鎭中臨近鐵路火車
站的區域開始迅速發展，縱貫線要站成了人口與貨物的集散地，而
就學、就業、洽公、集會頻率變高，也讓各地資訊快速流通普及，
促成鄉鎭之間的交流和發展。

鐵道帶來的不僅是空間上的改變，時間對於人們的意義也產生
變化。鐘錶傳入最早可追尋到十九世紀末，但大多僅限於傳教士、
上流人士，而鐵道的火車到站時刻，則是讓時間、守時觀念在臺灣
迅速普及的原因之一，改變臺灣民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觀念。

鐵路不僅影響臺灣這座島嶼的地方區域、經濟、資源開發、人
口流動、資訊互通等多個面向，且歷經三個政權的臺灣這座島嶼，
從鐵路發展歷史過程中，亦可窺見當時鐵路與社會、經濟、政治變
化，是如何相互影響。鐵道是臺灣邁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環節，誠
摯地邀請讀者們來到北門館，親身感受鐵道在臺灣的故事，以及它
又如何影響臺灣現代化的發展。

終幕與待續：鐵道與現代性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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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車站站體與聲音讓觀眾可以透過情境，體驗身歷其境的展示

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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