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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台北城東官署的設置-以三線道路東面為例 

Administrative agency on the east side of Taipei Cit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ke the east of the third-line road as an example 

李其霖
*

LEE Chi-Lin* 

（摘要） 

日治時代的台北城東設置許多官署，這些官署的種類相當多元，與清朝時期的規劃完全不同。這些

官署提供在這個區域活動的人有更好的幫助，讓這些人很容易在此區域生活。這個區域也成為台灣的

政治、教育和經濟的中心，使得這個地方的景色有了很大的改變。這些規劃符合現代化的設計，讓生

活在此區域的人更為方便。 

關鍵詞：清朝，日治時期，台北，三線道路，官署 

（Abstract） 
There were many official offices in the east of Taipei Cit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re were 

quite a few types of these offices, which we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plan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These offices provide more convenience for those who live in this area. This area has also become th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economic center of Taiwan, making the scenery of this place have changed a lot. 

Keywords: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pei, Third-line road, Administrative 
agency 

1．前言 

臺北地區的歷史記錄濫觴於明代晚期，但當時對北

臺灣的記錄內容並不完整，此間記錄主要集中北部港口

的淡水、雞籠等。如明代中晚期，已有書籍記錄臺灣北

部的情況，諸如貿易、海盜等相關面向。中國沿海地區

的居民業已到臺灣北部區域從事海洋活動工作。16 世

紀以後，西方諸強陸續來到亞洲，亦路過臺灣，但對於

臺灣沒有太多之記錄。1624 年以及 1626 年的荷蘭人、

西班牙人統治臺灣，有關於臺灣的歷史資料逐漸豐富起

來。但荷蘭、西班牙統治臺灣期間，對於現今臺北城一

帶，亦沒有太多的歷史資料。依當時資料記錄，臺北盆

地一帶相當荒蕪，完全沒有開發。

康熙元年（1662）鄭成功統治臺灣，對臺灣進行屯

兵經營的策略，北臺灣也是屯兵的地點之一，然而鄭氏

王朝的發展主要還是以南部地區為主，北部地區並沒有

留下太多資料。清代領有臺灣後，於康熙中晚期陸續有

較多的墾戶至臺北盆地周邊開墾，康熙晚期在滬尾設置

水師營，這對至臺北開墾的墾民有了安全性的保障，乃

至雍正初年，北部人口越來越多，因此在竹塹以北設置

淡水廳，加強統治北部地區。乾隆年間艋舺地區因軍工

匠入山伐木，與部分漢人在淡水河的艋舺段開發，使得

臺北盆地的西側開始形成聚落。爾後進入臺北周邊的人

越來越多，但現在臺北城的南門、東門和北門並沒有太

多的改變。

咸豐 3 年（1853），在艋舺地區因為商業糾紛發生

頂下郊拚，廈郊人被迫逃往大隆，同時，其路徑中所經

過的現今臺北城，都還是一片沼澤地。臺北北門外至大

稻埕還是一片草地。但廈郊人進入大稻埕之後，該地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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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發展起來。同治元年（1862）臺灣正式開港後，大稻

埕取代了艋舺成為臺灣北部地區最繁榮的區域。同治

13 年（1874）牡丹社事件結束之後，清廷開始重視到

臺灣的整體規劃，光緒 2 年（1876）臺北設府，轄宜蘭

縣、淡水縣、新竹縣、基隆廳。臺北府城於光緒 5 年

（1879）規劃、光緒 8 年（1882）動工，光緒 10 年

（1884）竣工完成。 
明治 28 年（1895）日本領有臺灣之後，對臺灣的

行政區、公署、城等，有了新的規劃構思，臺北城亦在

規劃拆除的名單中。明治 34 年（1901）「第二次市區改

正計畫」正式公告。在該計畫中，臺北城的所有城門本

應該全部拆除，但在拆除西門之後，引起民間的反彈，

總督府承受不少壓力，因而改變原先拆除各城門之計畫，

使得東門、南門、北門及小南門免於遭到拆除之命運。

明治 37 年（1904），除四座城門外，臺北城的所有城牆

皆已拆除。明治 42 年（1909），以舊城牆之地，興建寬

度 40 公尺的三線路。被稱為三線路之因，主要是日本

西化之後，很多道路仿照歐洲的城市規劃，於馬路中設

置兩個分隔島，並栽種植物，使馬路分成三線，故而稱

之。東三線，即是沿東門兩側的舊城牆拆毀後，所建三

線道(位於今中山南路)，因兩邊設置的官署建物甚多，

本篇先以三線道路東面為論述，了解兩側官署之不同處。 

2．臺北城東區域發展與變化 

2.1 明清時期 

明代嘉靖年間，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海盜林道乾[1]
等人，在明代官軍的追擊之下來到臺灣，這是官書中最

早記錄有海盜及官軍來到臺灣。但比較可信的是萬曆 3
年（1575），海盜林鳳被總兵胡守仁（1544-1599）追擊

來到淡水。[2]萬曆 20 年（1592），倭寇侵入淡水、雞

籠，[3]引起兵燹；同一時期，福建巡撫涂澤民，開給

商販前往雞籠、淡水的船引。[4] 
天啟 4 年（1624），荷蘭人進入臺灣；兩年後西班

牙從社寮島（今基隆和平島）登陸，進行北臺灣殖民統

治。崇禎 5 年（1632）為了聯絡淡水與基隆通道，由淡

水河口進入臺北盆地，沿途行經關渡、北投、天母一帶，

所看到的居民大都為原住民部落。[5]此時期尚未有漢

人村落出現，但可以確立西班牙人已經進入臺北盆地之

外圍區域。崇禎 15 年（1642），荷蘭人驅逐西班牙人，

並在淡水地區建設關塞，加強統治。 
康熙元年（1662），鄭成功（1624-1662）驅逐在臺

灣的荷蘭人後，於北部地區設置行政區，唭里岸（北

投）、國姓埔（金山區）設里。[6]清領臺灣之後，初期

的臺灣北部區域歸屬諸羅縣，並於淡水設防汛。康熙

48 年（1709），陳賴章墾號入墾「大佳臘與淡水」，臺

北盆地逐漸發展起來。[7]康熙晚期，北臺灣人口逐漸

增加，導致諸羅縣管轄的範圍過大，鞭長莫及；雍正元

年（1723）為積極經營北臺灣，遂設置淡水廳，加強對

此地的開墾。雍正 11 年（1733），桃園與臺北之間的龜

崙嶺開通後，赴臺北之墾民快速增加，[8]帶動臺北之

發展。乾隆 53 年（1788），清政府開放八里坌與福州五

虎門對渡；[9]翌年，改新莊巡檢為新莊縣丞，[10]確立

臺北區域的重要性。然而，乾隆晚期至嘉慶初期的蔡牽

（1761-1809）海盜事件，使得北臺灣治安受到重創。

蔡牽事件結束後，清廷重新調整北臺灣之防務，遂於嘉

慶 13 年（1808）改臺灣協右營游擊為艋舺營游擊，改

延平協左營守備為艋舺營中軍守備，同駐艋舺，管轄陸

路弁兵；改興化協左營守備為艋舺營水師守備，駐滬尾

礮臺。[11]清廷因在艋舺駐有重兵，治安逐漸轉趨穩固，

造就艋舺之興起。但當時在艋舺的另一側，亦即後來的

臺北城區域，尚是一片沼澤地，幾乎沒有任何開發。 
同治 13 年（1874），牡丹社事件期間，沈葆楨

（1820-1879）奉旨來臺幫辦，建議朝廷重新規劃行政

區之劃分。光緒元年（1875），沈葆楨奏裁淡水同知，

設臺北府，就艋舺、大稻埕之間建府治。[12]這樣的建

議受到朝廷支持，遂開始規劃，同年 12 月 20 日臺北設

府，然歷經向熹（？-1878）、林達泉（1830-1878）兩

位知府，仍未建城。光緒 5 年（1879）陳星聚（1817-
1885）接任臺北知府，著手規劃建城事宜，邀集地方士

紳協議籌備建之，選定艋舺一帶做為臺北府城基地。

[13]光緒 7 年（1881）岑毓英（1829-1889）督辦臺灣防

務期間，亦支持臺北城的興建。[14]臺北城由光緒 8 年

正月施工，光緒 10 年 3 月完工，臺灣的發展重心也由

南部的臺灣府城逐漸轉至北部的臺北城。現今中正紀念

堂所在地即位於東門城與南門城外之間，但當時的東門

外為草埔地，未有開發，並沒有多少建築物；在此時期，

可將該處視為農業區，東門內是官署，城外則是田野。 
2.2 日本時代 

光緒 20 年（1894）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戰敗，簽

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予日本。翌年，日本當局

進入臺灣施行統治。日本治臺之初，延續清朝在臺灣建

省後，以北臺灣為發展重點的方針。確立以北臺灣為發

展重心之後，臺灣總督府對北臺灣的經營有了新的構思，

但基本上北臺灣的城市規劃仍是以清代時期的臺北城為

中心的設計，再逐步擴展往城外發展。此時期的臺北城

內是臺灣的政治中心，大稻埕和艋舺則是經濟、商業發

展的區域，城東地區則是未開發之地。 
明治 29 年（1896），總督府聘請英國技師司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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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爾登（W.K. Burton）和其學生濱野彌四郎擔任市區

規劃人員，並赴上海、香港及新加坡等處考察，隔年即

設置臺北市區規劃委員會，[15]開始進行對臺北的城市

規劃。明治 32 年（1899），確立臺北市區計畫藍圖，並

將原臺北城牆外圍指定為公園預定地。[16]原來的東門

城這段，則規劃為三線道路，亦往後所稱之「東三線」，

即今日的中山南、北路。隔年，將東門外道路規劃為十

間（約 18 公尺）的一等道路。然而為配合臺灣神社前

的「敕使道路」之開設，[17]於該年 11 月 1 日公告變

更東側道路，只保留城門，將城牆拆除，[18]築成道路。 
拆除臺北城牆的過程中，已陸續規劃設置東三線周

邊的官署建築，部分官署建築在東三線興建期間一併興

建，有些則在往後陸續興建完成。昭和 3 年（1928），
今中山南路兩側已是樓閣林立，車水馬龍。這些建築如

臺灣總督官邸（1901 年興建，現為臺北賓館）、總督府

職員宿舍、臺北州官舍、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1909
年興建，現為教育部）、臺北州廳（1915 年興建，現為

監察院）、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簡稱「臺北醫院」，現

為臺大醫院臺北總院西址）、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病

院（簡稱「赤十字病院」，1994 年被拆除，改建為臺大

醫院臺北總院東址）等。從臺北州廳廳舍、總督府中央

研究所到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這些官署建築為連排馬

薩式屋頂，展現了官方權威，官廳向西與總督府遙相對

望，形成一個軍政權力核心。雖然此階段的建築以官署

為主，一般庶民難以進入該區域，但臺北醫院、赤十字

病院和學校的興建，讓庶民有機會進入權力核心區域；

對一般民眾而言，這個區域也從原本遙不可及的「官方」

或「上層社會」，轉換成重要的活動場域。 
今中山南路兩側，雖然大部分仍為官署機構，但其

性質已進行調整，不同以往。如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改為

中華民國教育部；總督府官邸改設為臺北賓館，並且在

開放時間內，民眾可入館參觀；臺北州廳已改為監察院，

儘管監察院是最高監督機關，卻已褪去神秘色彩，透過

申請業可入內參訪，並非遙不可及；山砲部隊短暫的改

為陸軍司令部後也遭到拆除，爾後興建為中正紀念堂。 
臺灣城東面的區域，經過百年的城市發展，以及歷

經各個時期社會文化之轉變，衍生出之周邊腹地豐富了

此區域的社會、經濟等庶民文化的發展。如臺北車站前

站區域成為重要的商業區與金融區，中山南路兩側除保

有日本時期留下的醫院之外，相關官署則進行了調整，

如行政院、立法院、國家圖書館、教育部、監察院等機

構的遷入；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機關，立法院是民意最高

機關，圖書館是知識的泉源地，盡是庶民經常往來之場

所，加上早前設立的醫院，此區域已由權力核心區轉變

為職官與庶民共有，展現出臺灣多元社會文化的特色。

再者，日本時期或戰後的創作者，也以東三線或周邊景

物做為創作的場域，如鄧雨賢編曲、周添旺填詞的〈月

夜愁〉，以及陳達儒作詞、陳秋霖作曲的〈中山北路行

七擺〉。書畫、文學及歌曲遂成為生活內涵的一部分，

這些藝術創作豐富了東三線周邊的庶民生活。 

 

圖１ 臺灣總督府（約 1919 年）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圖 2 臺灣博物館（約 1908 年） 

資料來源：臺灣博物館 

3．醫療機構與學校 

日本領有臺灣之後，因道路狀況不佳，因此開始規

劃臺灣各地道路的興建，並將道路分成 3 等，1 等路之

路寬為 7 間以上（1 間約 182 公分），2 等路是 6-7 間，

3 等路為 5-6 間。臺北城周邊興建之三線路是為 1 等路，

又因位於首善區，故規格更高，故路寬可達 25-40 間，

即 45-72 公尺。這些三線路是拆除了臺北城，並將原來

的城牆轉建為道路，臺北城東門城牆所建之道路即為東

三線。臺北城東則是現今中山南路之區域，狹義的城東

指中山南路兩側之日本官署建築，廣義的城東則可擴及

至金山南路區域。東三線道路於 1901 年完成。 
東三線周邊官署機構是日本在臺灣的最高統治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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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在這條路上的官署建築匯集了學校、軍事設施、

公家宿舍、醫院、政府研究機構等。相關建築物今昔用

途之變化對照如下表。 
 

表 1 中山南路兩側建築物暨原址今昔名稱對照表 

日本時期名稱 中華民國時期名稱 
山砲隊 中正紀念堂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附屬小學校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總督府官舍 國家圖書館、外交部 
臺灣總督官邸 臺北賓館 
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

部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大樓 
（前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

學校 
臺大醫院臺北總院東址 

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

部病院 
臺大醫院臺北總院東址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 
臺大醫院臺北總院西址、臺

大醫院兒童醫院 

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教育部、行政院中央聯合辦

公大樓、臺大校友會館、國

家文創禮品館 
臺北日本基督教會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 
第二高等女學校 立法院 
臺北州廳 監察院 

臺北州官舍 空地 

臺北城東門 臺北城東門 
說明：表列建築物大致沿東三線（中山南路），由南向北順序排列。 

 

3.1 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今財團法人張榮發基

金會大樓） 

日本赤十字社是日本的國家紅十字會，從事人道救援工

作。明治 28 年（1895）日軍進入臺北城，宣布「始政」，

日本赤十字社亦派員來臺隨軍進行戰地醫療救援。除了

救護活動外，也積極在臺招募社員，[19]依據當時的官

制及日本赤十字社的規定，設立「日本赤十字社臺北委

員部」，[20]為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的前身。 
委員部的主要任務為：勸募府縣中的人民加入赤十

字社、募集社費並將其繳納回本社。[21]不久，臺灣總

督府頒布「臺灣臨時官制」，初步劃定全臺行政區域範

圍，但由於臺灣各地仍持續有抗日活動，因此社員招募

活動主要集中在臺北城附近。 
 

 

圖 3 1897 年臺北城地圖 

圖片說明：日本統治臺灣的第三年，著手規劃臺北城周邊之區域，

臺北城東門一帶即以官舍和學校等官方機構為主。 

資料來源：李乾朗，《臺閩地區近代歷史建築調查第一輯》（臺北：

內政部，1993），頁 32。 

 

圖 4 1930 年東三線周邊區域圖 
資料來源：手機 app 臺北歷史地圖所擷取 1930 年代日本時期東三

線圖。 

 

明治 29 年（1896），改稱「日本赤十字社臺北支

部」。在支部的各項事務中，以社員招募的工作最顯重

要，因為唯有更多社員加入，才有更多經費和資源可供

運用。此外，如何宣傳組織的性質及旨趣，讓臺灣人民

知道，並入社與其產生互動，也是主要任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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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三線道路 
圖片說明：右邊的三線道路即是東三線，也就是今中山南路，圓環

為臺北城東門所在；圓環左上角是臺灣總督官邸，位於照片的中心

位置；總督官邸北方是今臺大醫院舊館，昔臺北醫院所在；三線道

路右方為今臺大醫院新院區及醫學院所在，昔為赤十字醫院及醫學

專門學校。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日據時期臺灣地區明信片〉，臺灣記憶網

站。 

 

圖 6 臺北市東門三縣道路（1925 年） 
圖片說明：此照片由北向南拍攝，左側建築為赤十字病院與醫學專

門學校。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台北市老照片〉，臺灣記憶網站。 

 

圖 7 有美觀行道樹夾道的三線道路（明石町通リ） 
圖片說明：東三線道路，今中山南路北段，汽車旁的建築為臺北日

本基督教會（今濟南教會），遠方圓頂建築為臺北州廳（今監察院

廳舍），兩建物依然屹立在今中山南路上。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日據時期臺灣地區明信片〉，臺灣記憶網

站。 

再者，日本赤十字社在臺灣各地的支部，原憑藉於

縣廳之中。但明治 34 年（1901）廢縣置廳，重新劃分

行政區域，因縣廳的合併或廢止，各支部暫時關閉或停

止執行事務。[23]另一方面，日本國內修訂新民法，規

定具有獨立財產之團體必須登記為財團法人組織，日本

赤十字社及其支部亦不能免於其外。 
受到以上雙重影響，臺灣支部特別召開常議會，就

支部所屬問題及將來的規劃進行討論。[24]明治 35 年

（1902）4 月，由臺灣總督府設立一統籌全島赤十字事

務的支部於總督府內，在民政長官的管理下，於各廳的

舊辨務署設置委員部，再次在臺開辦赤十字事務，[25]
同時發布「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規則」6 條，「日本

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遂正式成立。1903-1905 年本館建

造完成。 

 

圖 8 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1931 年）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台北市老照片〉，臺灣記憶網站。 

 
圖 9 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建築 

資料來源：秋惠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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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今臺大醫院臺北總

院東址） 

明治 28 年（1895），日本人於大稻埕千秋街（今臺

北市貴德街）初創「臺灣病院」，翌年 6 月改稱「臺北

病院」。明治 30 年（1897）4 月，在臺北病院內設立

「醫學講習所」，試辦醫學教育，此即臺大醫學院的前

身。 
初期因於對醫學教育與西醫的不了解，加上課程學

習不易，致生源難覓，效果不彰；而後民政長官後藤新

平認為有提升臺灣醫學教育的必要，決定成立正式的醫

學教育學校。明治 32 年（1899）設立「臺灣總督府醫

學校」，將原醫學講習所學生分別收進醫學校本科（四

年制）二年級及一年級，由時任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

（原臺北病院）院長山口秀高擔任首任校長，以升格為

專門大學做為醫學校的辦學目標。 
醫學校成立時，仍暫用臺北醫院一隅充當臨時校舍，

而後從千秋街遷入臺北城內天后宮一帶營建之 200 多坪

木造平房校舍。明治 40 年（1907）位於東門附近的磚

造校舍落成，校舍與同時期併建的赤十字醫院相鄰。 
大正 7 年（1918 年）設置「醫學專門部」，修業年

限 4 年，招收對象為日本人子弟。隔年，醫學校改制成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大正 11 年（1922）因臺

灣教育令的發布，中等以上學校實施臺日共學，故而合

併專門部與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昭和 2 年

（1927），改稱「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昭和 3 年（1928）臺北帝國大學正式成立，昭和

11 年（1936）設立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並將原臺北

醫學專門學校改制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採

行醫學部與醫學專門部併行的雙軌制。兩年後，臺北醫

院亦正式移交成為臺北帝大附屬醫院，成為名正言順的

教學醫院。[26]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臺

灣大學，醫學部改稱醫學院，僅設醫科；附屬醫院改稱

醫學院附設醫院，醫學專門部停止招生；[27]民國 62
年（1973），醫科更名為醫學系。 

日本時期的醫學校建築，由總督府營繕課技師近藤

十郎所設計；校址位在今中山南路與仁愛路的交會口，

歷經百年，校舍經多次改建與變遷。民國 70 年（1981）
臺大醫學院與附設醫院整建計劃於醫學院區展開，[28]
區內多棟日本時期及戰後興建之建築物遭拆除，至民國

74 年（1985）基礎醫學大樓落成啟用。僅存的日本時

期校舍，唯二號館與藥學館。 
醫學院二號館原為臺北帝大醫學院的本堂及事務室，

平面呈不規則合院配置。建築風格屬於日本時期 1920

年以前仿歐洲古典建築的實驗期，採三段式做法：台基、

屋身與屋頂。屋頂部分為 19 世紀法國盛行之馬薩式

（蒙薩式 Mansard Roof）[29]複折式屋頂，早期以灰瓦

覆蓋，而非今天的銅皮；屋身為兩層樓，一樓外牆有拱

廊，二樓為希臘柱式迴廊，迴廊有欄杆，天花板四周則

呈弧形；與臺大醫院舊館相同，皆設有台基以防止潮濕。

入口正立面則有三角形與半圓形混合山牆，平面山牆及

翼塔在戰後曾遭修改。民國 84 年（1995）8 月開始進

行修復工程，87 年 2 月正式揭幕啟用，並改名為「醫

學人文館」。[30]同年，被公告為市定古蹟。 
藥學館為一棟建於 1930 年代的兩層樓建築，風格

簡約，坐落於醫學院北側。民國 42 年（1953）藥學系

成立，便以該建築做為系館，直至 74 年遷出。[31]民
國 89 年為興建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大樓，聘請專人

將藥學館向北移動 22 公尺，緊鄰今徐州路。 

 

圖 10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右）與赤十字病院並排而立（1910 年代）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台北市老照片〉，臺灣記憶網站。 

 

圖 11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明信片（1920 年代）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日治時期臺灣圖像寫真〉，臺灣記憶網站。 

 

3.3 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病院（今臺大醫院臺北

總院東址） 

日本赤十字社在臺灣成立支部的同時，日本國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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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1924 年慶祝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與校長堀內次雄在職 25 週

年紀念 

圖片說明：堀內次雄於 1896 年 10 月赴臺北醫院任職，1915 年接

任醫學校第三任校長，直至 1936 年 3 月卸任。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日治時期臺灣圖像寫真〉，臺灣記憶網站。 

 

府、縣下的支部，開始有設立支部病院的倡議；明治

36 年（1903）年 7 月，日本赤十字社發布支部病院的

設立準則。在這股風氣下，臺灣支部亦提出設立支部病

院的初步計劃。 
明治 37 年（1904）2 月，因日本向俄國宣戰，戰

事隨時有爆發的可能性，此時支部病院的設立，具有為

殖民母國在戰爭發生時發揮效力的功能，[32]因此原定

同年 11 月才完工的病室，提前在 10 月中旬完成。不過，

支部病院本館的建築工事卻有所延宕；推測原因，可能

是為日本軍方服務的日本赤十字社，在日俄戰爭中亦須

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某種程度上影響支部病院的工期，

使其至明治 38 年（1905）2 月才竣工，[33]且於 2 月

20 日啟用，進行患者的診療服務，[34]擴大臺灣支部在

臺灣的事務範圍。 
支部病院創院的宗旨，是為了組成專業性的救護團

體，以養成專門的救護員，並非以營利為目的。另一方

面，醫院的設備也是為有朝一日發生事變時，能夠提供

陸海軍傷病士兵的收容及照料。[35] 
在人事方面，首任院長由總督府醫學校第二任校長

高木友枝（1858-1944）兼任，各科醫師及相關職員亦

多由醫學校教授或校內職員兼任，且大多為無給職。

[36]此外，又由醫學校四年級生協助醫務，不僅使臨床

實習與臨床教學得以落實，也能減少來院就診的臺灣人，

因不諳日語而無法與日籍醫師溝通病情的困擾。[37] 
透過以上合作，可見醫學校與赤十字病院的深厚關

係。昭和 11 年（1936）臺北帝國大學成立醫學部，並

且將總督府臺北醫學校併入。為了讓醫學部有完整校區，

臺北帝大出資 16 萬圓，收購與醫學校比鄰的赤十字病

院。昭和 16 年（1941），病院遷離東三線上的東門町院

址，搬至泉町 2 丁目 1 番地（今鄭州路 145 號），基地

面積 6,863 坪，是為第二代赤十字病院，以別於在東三

線上的第一代赤十字病院。太平洋戰爭期間，赤十字病

院被軍方接管，供日本海軍使用。戰後，陸續改制成

「臺大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臺灣省立臺北醫院」，

民國 57 年（1968）更名為「臺北市立中興醫院」，94
年再改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院址位於東三線上，對面即是臺北醫院。由總督府

提供土地約 1 萬 7 千坪，做為病室及本館之建築用地。

醫院建築由總督府營繕課技師田島穧造、野村一郎、小

野木孝治等人負責設計。 
在整體規劃上，本館與病室之間利用木造廊道連接，

以符合熱帶的風土氣候。本館為兩層樓磚造建築，基礎

抬高，設有通風孔，有利通風防潮，外牆塗上「紅毛塗」

（水泥），裝飾物為文藝復興樣式；入口處有鐘樓，屋

頂有牛眼窗、老虎窗；後方以兩長條形的走廊連接病室。

病室中裝設西式的上下推拉窗、氣窗，並開有高窗，病

床則排列在中央走廊兩側；除此之外，床下有四五尺之

高，床下各處皆疊磚為弓形之窗，空氣流通良好。從各

種細節可以觀察到設計者的用心，為來院患者營造一個

符合衛生標準的醫療環境。 

 
圖 13 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病院（左）與總督府醫學校（右）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臺灣寫真帖》（1908）。 

 
圖 14 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病院（約 1912 年） 

資料來源：山川岩吉編，《臺灣大觀》（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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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從臺北醫院往赤十字病院望去（1910 年代）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日治時期臺灣圖像寫真〉，臺灣記憶網站。 

 

圖 16 第二代赤十字病院本館 
圖片說明：為現代化之綜合醫院，工程規模龐大，遂分為三期興建；

第一期為本館、診療棟及病棟，第二期為傳染病棟及廊道，第三期

為殯堂、看護婦宿舍等。 

資料來源：臺灣建築會編，《臺灣建築會誌》第 13 輯第 3 號附錄

（1941）。 

 
圖 17 第二代赤十字病院一景 

圖片說明：照片題名「日治時期紅十字醫護軍人」，為知名攝影師

鄧南光在 1940 至 1945 年間的作品；時值太平洋戰爭期間，病院為

軍方所接管，照片中的人物也有可能是在病院接受醫療的軍人。 

資料來源：典藏臺灣網站 

3.4 第二高等女學校（今立法院） 

日本時期簡稱「第二高女」，是於臺北市設立的女

子高等普通教育機構，僅提供在臺日本人就讀。大正 8
年（1919）4 月成立，初名「臺灣公立臺北高等女學

校」，修業年限為兩年，入學年齡為 14 歲以上之高等小

學畢業程度者；學校經費全由地方稅負擔，不同於臺灣

總督府高等女學校由國庫負擔。大正 10 年 4 月，改名

「臺北州立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此後與臺北第一高

等女學校之制度完全一樣。 
戰後因日本人遭到遣返，乃將學生所剩不多的臺北

第一、第二與第四高女合併成「臺灣省立臺北第一女子

中學」；民國 56 年（1967），臺北市改制為直轄市，該

校改隸屬臺北市政府管轄，同年 7 月校名改為「臺北市

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即今所稱之「北一女」。至於第

三高女，因原本就是臺灣人就讀的學校，生源不會流失，

戰後一度更名為「北二女」，最後定名為「中山女高」。 
第二高等女學校於昭和 2 年（1927）興建，於今中

山南路和濟南路築成一 L 型校舍，朝西主棟採洗石仿

石基臺、紅磚造牆身、薰瓦屋頂古典立面三段分割，與

牆面接縫處有托架斜出，陽臺迴廊為仿石造水泥欄杆，

且考慮到日照，東、西、南三面設有陽臺，北面闕如。 
其建築兼具大正與昭和兩時期的風格，由臺北州技

師筱原武男設計，擁有鋼筋混凝土構造、現代主義風格

的三層樓校舍，以及原本面向三線路的磚木構造、歷史

主義樣式的兩層樓校舍，是北一女和中山女高所無。

[38] 

 
圖 18 臺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與學生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民國 39 年（1950），立法院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徙來

臺。初期，先以中山堂為集會地點。至於在太平洋戰爭

期間曾遭美軍砲火襲擊的第二高女校舍，戰後予以修復，

改做為臺灣省政府農林廳辦公廳舍之用。60 年代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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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第二高等女學校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圖 20 1935-36 年度第二女高新築校舍立面圖／工事設計圖 

 
省政府及農林廳等省級機構遷至中興新村後，第二高女

舊址改由立法院所使用，並將校舍原有的禮堂整修為議

事廳，形成今日的立法院院區。目前土地登記為臺北市

政府機關學校用地，立法院每年花費 5,200 多萬元向臺

北市政府承租。 

 

圖 21 第二高女消防演習情況 

資料來源：臺灣軍司令部，《昭和九年臺灣軍特種演習寫真帖》

（1934），頁 64。 

 

圖 22 今立法院議事堂由第二高女禮堂整修而成 

資料來源：立法院兒童版，http://kids.ly.gov.tw/c_treasure/c_treasure 

_time.jsp。 

 

圖 23 立法院行政大樓 

圖片說明：又稱紅樓，為一ㄇ字型的三層建築物，是日本時期所建

二層及三層樓磚、木結構建築，目前作為院長室及行政單位主要辦

公場所。 

資料來源：立法院兒童版，http://kids.ly.gov.tw/c_treasure/c_treasure 

_tim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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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官署機構 

4.1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今教育部） 

明治 42 年（1909）建立之「臺灣總督府研究所」，

大正 10 年（1921）改制為「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簡稱「中央研究所」，是日本在臺統治最前線的公立研

究機關。位於東三線上的本部，為中央研究所工業部、

衛生部及庶務課的辦公研究所在。 [39]昭和 14 年

（1939）撤廢，廳舍由另成立之工業研究所與熱帶醫學

研究所使用。 
日本領臺之後，將臺灣定位為農業的發展區，以及

南進的糧倉，亦即是工業日本，農業臺灣之口號的執行。

領臺的前三任總督，因為社會治安、經濟等各方面不穩

固，因此，並未積極設置研究單位。第四任總督兒玉源

太郎時期，臺灣情勢有所好轉，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

平，進行各種計畫，研究機構的設置亦在規劃之中。中

央研究所的創立，源於後藤新平主張熱帶殖民應以生物

學為基礎，總督府故而獎勵科學，創設獨立的研究機構。

其從事的事業項目有兩大類：第一類有關農業、林業、

工業、其他產業，以及衛生的研究、調查、試驗、分析、

鑑定與研習教育；第二類為種苗、種畜、細菌學的預防

治療品，其他的研究調查或試驗結果的物料等地培育、

製作、配給和提供等事項。 
大正年間之所以改制為中央研究所，在於將總督府

研究所時期的農事試驗場及殖產局所管轄的園藝試驗場、

種畜場、糖業試驗場、林業試驗場、茶樹栽培試驗場等

事業合併統一，亦即合併總督府研究所與殖產局轄下的

事業內容，統一由中央研究所管理。[40]統一總督府相

關部門後的中央研究所，其事業單位遍布的地區更廣，

管理的面向更為多樣，但還是著重在研究及試驗方面的

工作，作為臺灣最高的研究單位。 
在建築的設計方面，該建物由近藤十郎、小野木孝

治所設計，為一磚造、RC 樓板的建築。始建於明治 40
年（1907），之後以 5 個會計年度持續建設，工程由堀

內商會承攬，營造費計 55 萬圓。 
其平面呈ㄈ字型，中央設一中庭，主入口面朝三線

道路。主體為兩層樓，另設有約半層樓高的台基；台基

內為中空，開有通風孔。屋頂採用馬薩頂，並設有小塔、

牛眼窗及避雷針。整體建築外型為日治早期的文藝復興

樣式，表現出簡潔明快的風格，是日本在臺統治期間所

興造的第一批正統古典西洋風格建築。[41]曾任臺北帝

大附屬醫院首任院長的小田俊郎（1892-1989）形容之:
「中庭有廣大草坪，外側有寬廣的陽台式走廊，以大圓

柱支撐著挑高的天花板，對內地（日本）來的人而言，

是罕見的建築物，臺灣地跨熱帶、亞熱帶，其氣候、風

土、疾病等與日本殊異，研究所卻是為配合臺灣獨特的

研究而建造的。」 

 

圖 24 裕仁皇太子視察中央研究所後乘車離開 

圖片說明：昭和天皇在皇太子時期曾來臺巡視，於 1923 年 4 月 18

日上午參觀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資料來源：臺北市役所，《行啟記念寫真帖》（1923）。 

 

圖 25 由臺北醫院屋頂望向中央研究所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最近の台湾：始政三十年記念》（1926）。 

 

圖 26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1930 年）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台北市老照片〉，臺灣記憶網站。 

二次大戰期間，中央研究所北側屋頂因美軍空襲而

燒毀，建築物繼續供工業研究所使用。戰後更名為「臺

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礦處工業研究所」，民國 36 年

（1947）改為「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工業試驗所」，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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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年被裁併。而後，中央研究所舊建築陸續遭拆除，

原址於民國 60 年新建由王大閎設計之 5 層樓辦公廳舍，

即今日的教育部大樓；民國 81 年，又有樓高 18 層之兩

棟中央聯合辦公大樓落成啟用。此外，原址目前另可見

臺灣大學校友會館以及國家文創禮品館等建築物。 
4.2 山砲隊（今中正紀念堂） 
光緒 10 年（1884）臺北府建城，在臺北城外東門

以東的區域，是清軍駐紮之地，其為防衛臺北城最重要

的武力。至日本時期，這一帶在行政區劃上屬於旭町，

也是臺灣山砲隊、軍官營舍、臺灣步兵第一聯隊以及兵

器修理所的駐地，相當於今日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中山

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一段、愛國東路的區域間所

形成的範圍，也是今中正紀念堂園區所在。 
山砲部隊於明治 29 年（1896）設立於東京，再由

日本移防至臺灣，同年至臺北撫臺街佔為據點，並派至

各地進行「剿匪」任務。明治 39 年（1906）始駐紮臺

灣，4 月 6 日是為山砲隊創設紀念日。[42]根據大正 3
年（1914）的報導，可見其至當時古亭庄練兵場附近進

行操演、演習的情形。[43]此外，每年日本紀念陸軍創

立的「陸軍始」儀式，日本內地於東京代代木的練兵場

舉行閱兵儀式，臺灣則在臺北、臺南兩地舉行，臺北的

山砲隊與步兵第一聯隊，便於總督府廣場前集合，舉行

閱兵儀式。[44]亦曾安排學生至練兵場觀看山砲隊的演

習。[45]昭和 5 年（1930），山砲隊參與了霧社事件的

鎮壓行動。[46] 
山砲部隊的營舍建築，則由總督府技師福田東吾設

計的臺灣步兵第一聯隊兵營，於明治 35 年（1902）6
月在旭町起建，隔年 3 月落成，成為日本當局在臺建造

的第一座永久兵營。兵營建築全部採用鐵骨、石材，完

全防蚊的裝置，堪稱是適應熱帶的模範建築。其後，拆

除臺北城城牆，改築三線道路。明治 40 年（1907）3
月，山砲第一中隊兵營竣工，營址就在當時的東三線旁，

大約涵蓋今民主廣場與國家戲劇院。 

 
圖 27 臺灣步兵第一聯隊第一大隊兵營 

圖片說明：考慮風土氣候等因素，再經過衛生方面的諸多研究，而

有永久兵營的興建。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臺灣寫真帖》（1908）。 

 

 
圖 28 臺灣步兵第一聯隊第一大隊（約 1910 年） 

圖片說明：臺灣步兵第一聯隊與山砲隊的營址之間原有道路相隔，

臺灣步兵第一聯隊的大門就位在這條路上，然而今此路已不存。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日治時期臺灣圖像寫真〉，臺灣記憶網站。 

 

 
圖 29 臺灣山砲兵第一中隊（約 1910 年代） 

圖片說明：兵營的設計，採用東南亞常見的陽台殖民地樣式。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日治時期臺灣圖像寫真〉，臺灣記憶網站。 

 
圖 30 臺灣山砲隊本部進行防空偽裝 

資料來源：臺灣軍司令部，《昭和九年臺灣軍特種演習寫真帖》

（1934），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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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臺灣山砲隊與陸軍第一聯隊兵營 

圖片說明：台灣的永久兵營考慮當地風土氣候及衛生環境，建築採

用鐵骨石材，且採完全防蚊裝置，有熱帶模範兵營之稱。 

資料來源：村崎長昶，《臺北寫真帖》，臺北：新高堂書店，1913。 

 
圖 32 台北步兵第一聯隊第一大隊兵營及小南門 

資料來源：村崎長昶，《臺北寫真帖》，臺北：新高堂書店，1913。 

4.3 臺北州廳（今監察院） 

為日本時期臺北州之行政中心，是地位僅次於總督

府的官方機構。臺北州廳未興建之前，其辦公室為當時

的清代時代的儒學正堂，以此學堂充做廳舍使用，爾後

才興建新的官舍。 
日本統治臺灣初期，廢臺北府改臺北縣，明治 34

年（1901）改設臺北廳，嗣後又改為臺北州。初期為能

讓統治事務在短時間內導入正軌，政府機關便利用清代

所遺留的官舍來辦公，但隨著行政業務增加、廳員員額

擴充，舊廳舍逐漸不敷使用，加上舊建物因天災受損，

每年須編列巨額的復舊經費等因素，決定遷建，並選擇

在原廳舍正東、三縣道路外側興建新廳舍。[47]工程分

為三期，自大正元年（1912）起建，至大正 7 年全部完

工，[48]是為臺北廳新廳舍。大正 9 年行政區改制，更

名為臺北州廳舍，為當時北臺灣的最高行政機構。 
戰後，臺北州廳舍改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也是

臺灣省政府之辦公廳；待省政府移往南投後，轉由監察

院使用至今。其坐落於日本時期的臺北市樺山町，即今

日的忠孝西路與中山南路口，隔著忠孝東路與行政院相

望。民國 87 年（1998）公告為國定古蹟，可說是臺灣

保存最完整的巴洛克建築，極富代表性。 
設計者為總督府營繕課技師森山松之助，臺灣總督

府（今總統府）、臺灣總督官邸（今臺北賓館）也是出

自他的手筆。新廳舍位處交通節點上的三線道路外側三

板橋庄區域，街廓完整、腹地發展充足，不受舊有街道

及建築的限制，充分提供設計者揮灑的空間。[49] 
廳舍平面成曲尺型，外觀氣派，強調轉角主入口的

設計形式，是日本時期官廳建築表現氣勢的常見手法。

正向立面為一座凸出三層樓高扁平銅製圓頂，圓頂蓋緣

四周開 12 個老虎窗，做為通風及採光之用；大門入口

有托次坎式圓柱撐起圓弧形的八柱式門廊，左右兩旁各

有八角形造型衛塔；四周採「破縫山牆」，又稱破山頭，

刻意在三角形山牆的中間處破空，造成視覺上的動感及

繁複的裝飾效果。 
一樓大廳挑高 15 公尺，廳內環立 18 根 3 公尺高之

托次坎式柱子，柱頂橫樑雕塑及圓頂天花琉璃彩繪。兩

翼房舍採用具兩種坡度、外型高聳華麗的馬薩式屋頂，

有兩種坡度，其上開有老虎窗，以增加採光與通風，使

屋頂造形增加立體美感，更增屋面的變化。[50] 
從建築式樣看臺北州廳舍的藝術價值，平面形式及

垂直動線機能的設計，簡單清楚，反映當時全面追求理

性思考的建築思潮。這座由紅磚與灰白仿石構造，比例

優美、色調典雅的建築，每每吸引過路人的目光。 

 
圖 33 臺北州廳（約 1920 年代） 

 

5．結語 

臺北城東門的周邊發展在清代以前甚無變化，即便清廷

興建臺北府城後，惟東門城外亦被不青睞。日本統治臺

灣之後，承繼清末以臺灣北部發展為中心的規劃，想當

然耳，臺北成為了權力核心中心。清朝統治臺灣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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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臺北州廳（約 1920 年代）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日治時期臺灣圖像寫真〉，臺灣記憶網站。 

 

圖 35 臺北州廳進行防空偽裝的樣貌 

資料來源：台灣回憶探險團，http://www.twmemory.org/?p=5629。 

 

臺北之發展主要沿著淡水河周邊沿線，造就了艋舺、大

稻埕的繁華街市，這兩處可謂商賈林立，寸土寸金。清

末，建立了臺北城，原來的北門、西門及南門外因靠近

淡水河，皆是繁華熱鬧的區域，這與臺北府城內的官署

建築物互為呼應，後期所建的布政使司衙門亦在北門城

內。東門城內則為校場，並非官署所在地，連帶著東門

城外的發展受到限制。 
這樣的規劃在改朝換代之後，反而有了重新整件之

空間。日本統治臺灣期間，淡水河運一樣熱絡，因此艋

舺及大稻埕的發展一樣興盛未曾影響。但因近代化的發

展快速，海運並非主要的交通運輸了，陸上交通工具的

發達逐漸取代了船舶。因此臺灣總督府利用拆除臺北府

城之機會，重新規劃了臺灣總督府權力核心之藍圖。臺

北府城拆除後改建成了三線大馬路，西門及北門外的商

業發展以達飽和，故往城內繼續延伸發展，形成大的街

市。臺灣總督府的權力核心剛好可以運用東門內外未開

發之處進行有系統之規劃，如此一來，不但不擾民，反

而能更有效率的進行整件。 

因為日本政府的規劃，使得東三線周邊區域形成一

特別區，是個行政中心而不是商業及住宅區。二次大戰

之後，中華民國統治臺灣，接收了所有日本時代的官舍，

並改為中央政府的相關機構，這些官舍建築的轉變不大，

其性質一樣是官署機構，如臺北州廳，改變為臺灣行政

長官辦公室，臺北病院部分區域為臺大醫院，總督府中

央研究所改變為教育部等。這樣的規劃承繼日本時代的

權力核心區，也符合了城市發展，相關的機構及功能性

極為健全，也毋寧再花費更多力氣重新規劃，顯見日本

時期的規劃是非常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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