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臨承恩 
      星聚末廣

臺北小學校～福星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校本特色課程手冊



代序

福星國小學校本位課程編製歷程

臺北市立福星國小是一所擁有悠久歷史的小學，四年

前，慶祝了設校一百年的慶祝會，但同樣的在四年前校內

的老師告訴筆者，學校的歷史應該不只一百年，應該更多，

從此，我們展開了學校歷史的溯源工作。

首先我們開始整理學校的校史室，將原來放置不下的

獎座，把底座和銘牌分開，只保留銘牌，空出放置的空間。

接著把在櫥櫃中有關學校歷史的書籍找出來，確立學校歷

史發展的軌跡，但發現，由於學校曾經遭逢中華路火災的

洗禮，許多資料已經遺失無法考據。後來校內葉碧苓老師

到國立臺灣圖書館查詢，提供了台灣日日新報和台灣總督

府職員名錄，與日治時期福星國小土地寄付相關的資料給

我，校內黃小芳老師也作了些史實考據，提供一些資料，

接著筆者就請教務處王曉音主任邀請幾位校內老師，一起

成立了校本課程的編輯小組。另外由於上班時間不方便出

外尋找資料，也拜託了家長會的幾位志工幫忙到大稻埕地

區，協助訪問社區耆老；以及到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影印

資料。而台灣日日新報的資料也請了甄啓剛會長和廖璉瑛

女士（福星國小前身，末廣國民學校校友）協助翻譯日文

資料。

找尋過程當中，除了翻譯這些史料，筆者也找了台

灣教育沿革誌，確定當時日本政府的設校命令，以及日本

時代的工商登記地圖，尋找設校的台阪公司位置，整個歷

史求證過程，雖然筆者請求戶政事務所協助，但是礙於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無法取得當時的登記地址變遷情

形。所以在整個資料考查過程當中，舊年代學校的校名轉

換都已經尋找到軌跡，只有設校的台阪公司仍然找不到舊

地址。就位置來看可能在大稻埕的貴德街和西寧北路的中

間，由於街道已經改變原來的形狀，所以無法再找到台阪

公司的位置，就學校名稱的改變，學校地址的連續性和學

校校長的派設來考據，福星國小的校史比原來多出來了

十七年。

在尋找校史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發現福星國小的老師

會帶學生到學校附近的歷史古蹟進行踏查和校外教學。於

是我們同時考察了這些從大稻埕到臺北城到西門町這範圍

內的歷史古蹟，以及一百多年來的發展。加上校內的建築

位置和羅福星先生的簡介，編成福星國小的學校本位課

程，希望每位在福星國小就學的學生透過這本學校本位課

程的學習，都能對學校的命名、臺北北門城的周邊有更多

的了解。在編製校史課程的過程當中，我們也在學校的大

門口右側，設置了兩片解說牆面，讓學生使用 QR Code 掃

描，就可以在平板電腦或是手機上面來讀取資料。也透過

牆面整修工程，由學校的主任和學年教師代表一起討論，

作了牆面整修工程，讓學校三棟建築物的牆面變成一幅地

圖，結合福星國小的學校本位課程，能夠讓老師直接在校

內向學生解說相關的地理位置，期待這

一本學校本位課程的編

製，讓福星國小的校史

還原原貌，也讓福星國

小的師生對福星國小更

有感情。

感謝這本學校本位課程編製過程中，所有協助的人。

王曉音主任、張志強主任、蘇鈺琇主任、吳雅慧主任、 

劉素妹主任、朱廉雯主任，葉碧苓老師、歐陽雅靜老師、

翁素蘭老師、呂淑琴老師、吳侰儀老師、曾俐穎老師、 

黃小芳老師、莊鵬築老師、謝佳純老師、傅千芳老師、

柯筆媃老師、吳冠玫老師、閻禾璇老師、陳彥臻老師、 

雷詠琇老師、邱薏韶老師，與家長會甄啓剛會長、志工 

葉又慈、陳佳慧、廖若馨、孫雪芳女士，還有

福星國小在末廣國民學校畢業的廖璉瑛

女士。

校長  陳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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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

學校願景

藍色的蝙蝠翅膀—取自「福」諧音

中間為梅花—象徵「堅忍不拔、生生不息」

作詞：李玉珍 老師

作曲：林勝澤 老師

福星福星　是個和樂的大家庭　

師長諄諄教誨　個個迎向光明

共鑽研　練體魄　德智體群四育並行

我們效法　羅福星先生的精神

竭盡所能　為我福星　爭取光榮

福星福星　在培育未來的棟樑　

聽那書聲朗朗　處處歌聲嘹亮

在教室　在操場　天真活潑神采飛揚

我們認真　學習努力奮發圖強

發揮特長　為我中華　實現理想

校歌

  【FHPS 學校經營目標】

   F → Future 未來、科技的福星

   H → Humanity 人性、友善的福星

   P → Participate 參與、分享的福星

   S → Safety 安全、健康的福星

福         星       福       星                    是     個  和         樂     的   大      家     庭

                                                       在          培    育  未     來   的      棟     樑

師            長        諄        諄     教       誨             個          個     迎    向  光            明

聽            那        書        聲     朗       朗             處          處     歌    聲  嘹            亮

共         鑽  研             練       體   魄           德  智  體   群  四  育  並         行

在         教  室             在       操   場           天  真  活   潑  神  采  飛         揚

我          們      效         法                    羅         福      星  先    生    的      精      神

我          們      認         真                    學     習 努      力  奮    發    圖               強

竭             盡    所          能，  為      我             福         星      爭   取   光           榮

發             揮    特          長，  為      我             中         華      實   現   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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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福星祖籍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今蕉嶺)高思鄉大地

村。在祖父用心的栽培下，接受新式教育的訓練，不僅熟

悉漢文，也熟悉英、荷、日語等外國語言。

由於親身體驗不同國度的社會與教育，其個人見識與

觀點也就較甚於常人。羅福星22歲從臺灣返回故鄉，路經

廈門時，隨即加入「中國同盟會」，此後以革命者自居。

資料來源：

．羅秋昭 (2015)。臺灣抗日英雄羅福星烈士殉國一百周年紀念冊。

．覃怡輝 (民國 70 年 9月 )。羅福星抗日革命事件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

．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羅福星烈士抗日事件。臺灣日日新聞 (1913年11月26日至1920年11月24日 )

相關報導。

為什麼命名福星國小
—羅福星小故事

羅 福 星 致 力 革 命

事業，來臺領導抗日革

命；民國35年(1946)，

對日抗戰勝利臺灣光復

後，有識之士以羅烈士

愛民族、愛同胞的精神值得表揚，為紀念抗日英雄羅福星

烈士，建議以羅福星烈士之名命名福星國小。

左：東棟校舍：

昭和初期的東側教室略現雛型，校舍

東邊大部分仍是景觀花圃，日治時代

末期東棟及東南棟教室已完成。

右：西棟校舍：

明治時期的西棟教室和北棟教室，是

當時學生上室內課主要的學習場所。

校舍 ( 昔 )

左：南棟校舍：

昭和時期的南棟教室還是斜屋頂、	

一層樓的教室。

右：北棟校舍：
在明治初期，大部分的教室大多集中

在北棟教室及西棟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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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 ( 今 )

上：昭和時期的典禮臺在西棟大樓

典禮臺 ( 昔 )

上：民國 58年的典禮臺改至北棟大樓

下：民國 68年的典禮臺改至南棟大樓

美麗的中庭與夢公園

福氣樓

108 學年度校本課程教材牆面完成

外牆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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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5 年典禮臺改至東側教室外側，搭配色彩繽

紛的星星圖像、琴鍵步道、西洋棋、風車造景，校園景

觀充滿蓬勃朝氣。

典禮臺 ( 今 )

上：民國 70年代後期至 80 年代，典禮臺的位置在校園中間。

下：民國 91年新校舍落成後，典禮臺則是改至北棟大樓外側。

右：昭和時期的禮堂是學校舉辦

學藝會及各種典禮的場所。

民國 75 年建造白色

外牆活動中心，三樓禮

堂為演出、典禮活動之

場所，並多次借用為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大

型活動之場地。

禮堂

中庭典禮臺

操場典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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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1930 年 ( 昭和 5年 3月 ) 卒業男生。

( 臺北第一高等小學校第 15屆、臺北末廣高等小學校第 9屆 )

男生制服

下：1965 年 ( 民國 54 年 )	

六年丁班畢業照

日治中期，教育逐漸步入軌道，各級學校設置越

為普遍，各校學生制服也漸趨一致。從太平洋戰爭起，

學生制服大多改穿所謂「國民服」，大量採用「國防

色」，大多是長袖國民服搭配及膝短褲並配戴軍帽。

左：民國 64年開始男女合班

六年甲班畢業照

臺灣光復後，男生的制服依舊

以卡其色的制服為主，無論卡其色

制服搭配長褲或是短褲，均需繫上

黑色腰帶，63 學年度開始實施男

女合班後，男生所穿著的制服開始

出現白色制服上衣搭配卡其色褲子

或藍色褲子的情形。

右：民國 65年六年戊班畢業照，

男生白色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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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制服

和服

海軍水兵服

上：1927 年 ( 昭和 2年 4月 3日 )	卒業式紀念

在日治時代，女學生在

參與學校重要的活動或儀典

時，會穿著日本的傳統服飾

─和服。

相對於男生的國防色制服，女生的水兵服，成了臺灣許多學校

統一採用的女生制服，早期從歐洲引進日本，再由日本帶進臺灣。

臺灣的水兵服，大體分為冬季及夏季兩種，冬季以藍底白線條為主，

夏季白底藍 ( 或淺藍 ) 線條為主。但在校服設計上，每個同學往往有

局部的變化，如領帶、領子、線條等。

上：冬季制服以藍底白線條為主，雖是冬天還是著裙裝，

搭配黑長襪及皮鞋。( 昭和時期照片 )

下：民國 49 年至民國 50 年 (49 學年度 )

六年癸班畢業照

白色襯衫搭配背心裙的設計，是日治時期頗為流行的

女生服，僅次於水兵服，縫製較為單純，變化也不大，通

常只在襯衫的領子略予改變設計。

由照片可知，現在福星國小女生所穿的制服格式，可

以說是起源於日治時期的白底背心裙，不同的是，日治時

期及戰後初期是以白色襯衫搭配背心裙，現在則改良為假

兩件式的洋裝形式。

上：昭和時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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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紅色西裝

民國 70-80 年代，每逢北風凜冽、寒風刺

骨的冬季，學生會穿著繡著福星校徽的紅色背

心及紅色西裝，民國 90 年代之後，由於自由、

民主的意識高漲，家長為孩子添購的保暖羽絨

衣已取代傳統的冬季外套，紅色西裝外套已不

復見。

左：民國 74年至民國 75 年 (74 學年度 )	

六年己班女生合照

上：民國 89年至民國 90 年 (89 學年度 ) 六年丙班畢業照

左：現今運動服樣式	

現在制服

上：現今男女制服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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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地圖

處室介紹

教務處輔導室

學務處
總務處

有主任、教學組、註冊組、課程設備組 ( 簡稱課程組 )、資訊組、圖書館管理人員。

關於定期評量、教師教學、課後照顧、攜手激勵計畫相關事項，可洽詢教學組老師。

關於獎助學金、轉出轉入、成績證明申請、數位學生證相關事項，可洽詢註冊組老師。

關於課程設計、教科書、設備購置、深耕閱讀推動相關事項，可洽詢課程組老師。

關於資訊器材維護購置、學校網路、資訊教育相關事項，可洽詢資訊組老師。

關於圖書借閱、小小閱讀家認證、主題書展相關事項，可洽詢圖書館管理人員。

︻
教
務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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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音樂班、管樂團、家長會、家長志工相關事項，可洽詢資料組老師。

關於特殊教育、資優教育、特教宣導相關事項，可洽詢特教組老師。

關於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多元文化、家庭教育相關事項，可洽詢輔導組老師。

有主任、訓育組、生教組、體育組、衛生組、護理師、營養師。

關於社團活動、校外教學、畢業典禮、優良學生相關事項，可洽詢訓育組老師。

關於生活規範、請假缺席、校園安全相關事項，可洽詢生教組老師。

關於整潔工作、資源回收、環境教育、營養午餐、小田園相關事項，可洽詢衛生組老師。

關於體育競賽、排球田徑班、泳訓班、體育認證相關事項，可洽詢體育組老師。

關於疾病預防、疫苗接種、傷害救助、健康檢查與管理相關事項，可洽詢護理師。

關於營養午餐、安全健康午餐把關、營養教育推動與宣導，可洽詢營養師。

有主任、輔導組、資料組、特教組、專任輔導老師。

關於心理諮商、個別或團體輔導，可洽詢專任輔導老師。

【輔導室】

【學務處】

有主任、事務組、文書組、出納組、財管人員。

關於設備維修整理、事務請購相關事項，可洽詢事務組長。

關於公文收發、場地租借、文書來往相關事項，可洽詢文書組長。

關於繳費、薪資發放、學校出納相關事項，可洽詢出納組長。

關於財產物品管理相關事項，可洽詢財管人員。

︻
總
務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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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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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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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 夢公園

健康中心

圖書館

二手書屋
校史室

校園位置

福星高照．琴韻悠颺
（馬賽克磁磚拼貼外牆）

福星高照 ( 日晷 ) 
（公共藝術）

琴韻悠颺 ( 銅音符 ) 
（公共藝術）

周英哲老師

我愛鄉村石雕

有愛無礙
（影像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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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二手書屋】

︻
健
康
中
心
︼

︻
活
動
中
心
︼

︻
夢
公
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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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園】

公共藝術

福星高照 ( 日晷 ) 作品說明：

1. 以羽毛「筆」的造型代表知識的力量。

2. 以象徵日晷的「表」來指示時間。

3. 以各種圓形裝飾不同的地理人文圖騰，

　蘊含散落天際的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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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星高照

     琴韻悠颺

作品說明：

福星國小擁有美麗的校園環境，校園裡有多樣

的植物與昆蟲，與小朋友齊作伴。

本作品設置於福星國小活動中心外側。

圖案作者：張志強

材質：馬賽克磁磚拼貼

設置年度：民國 93年 (2004 年 )

【活動中心】

音樂教育也是福星的特色，校園中不時有

悅耳的旋律圍繞，小朋友在這個充滿藝術氣息

的園地裡快樂學習、健康成長。「福星高照、

琴韻悠颺」是福星校園的最佳寫照。

有愛無礙
作品說明：

滿天星斗的夜空下洋溢著清新香氛，

奇妙多樣的植物、悠遊林中的小動物以及

快樂遊戲的孩童，映入眼簾的是一個美好

世界正在醞釀。

圖案作者：張志強

材質：影像玻璃

設置年度：民國 96年 (2007 年 )

作者以雲端冒出的大

樹為主要圖像，用超現實

手法描繪一個友善有愛的

理想環境，想告訴小朋友

只要多用同理心思考，處

處充滿關懷，就能達到有

「愛」無「礙」的無障礙

環境。

本作品設置於福星國

小活動中心無障礙電梯外

側影像玻璃。



028

校
園
環
境

029

紀念周英哲老師「我愛鄉村」

琴韻悠颺

周英哲老師所創作之名曲「我愛鄉村」廣為傳唱且深受

大家喜愛，石雕上有周老師生平介紹與樂譜，並設有定時音

樂裝置，可設定任何時段自動播放優美的樂曲旋律。

作品說明：

本作品位於福星國小校門口，

以石材雕刻成音符與提琴形象，為

紀念福星國小已故教師 周英哲老師

而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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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路邊—

琴韻悠颺 ( 銅音符 )

古蹟與校史

         初探
作品說明：

1. 以「高音譜記號」原型構成三層高低錯落的街道傢俱。

2. 以銅、石材、水泥，與馬賽克等材質勾勒豐富的琴鍵音符。

3. 另以銅製小音符座椅沿線 ( 人行步道 ) 錯落，蘊含遠揚的樂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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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
查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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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踏
查
地
圖

學校周邊
史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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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日日新報內容，感謝 106 暨 108 學年度家長會

甄會長 剛，與廖璉瑛女士 ( 昭和 5 年 5 月 12 日出生，

現年近 90 歲 ) 協助翻譯。廖璉瑛女士為昭和 20 年 ( 西元

1945) 畢業於臺灣臺北州立末廣國民學校畢業生，口述當

學校歷史資料

圖：臺灣日日新報 ( 明治 31)1898-10-04(2)

圖：臺灣日日新報 ( 明治 30)1897-12-16(2)

　　大稻埕尋常小學校樂捐名冊

時就讀末廣國民學校狀況，該校是日本人念的學校，每班

有 1-2 個臺灣人名額，採甄選入班方式進班，就很像私立

小學，學習科目跟日本人一樣，也要學劍道 ( 木劍 )。

大稻埕內地人 ( 日本人 ) 就讀

之小學校

翻譯：當時以台阪公司作為校舍，

四五日內想要 10 月 1 日開校，但是準

備不及延期了。 

臺灣日日新報 ( 明治 31)1898-10-04 報導大稻埕內地

人 ( 日本人 ) 就讀之小學校，當時以台阪公司作為校舍，

設置於大稻埕，明治 10 月 1 日開校。

出處：臺灣教育會編。1939。《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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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臺灣日日新報 ( 明治 33)1900-10-09(2)

臺北小學校的規模擴張 

翻譯 : 在大稻埕去年十月成立時，當時只有 15 名學生，到

了年末已有 30 名學生，到了隔年年末已增加到 150 名學生，由

於學生志願入學人數增多，大稻埕的校舍狹隘不敷使用，就在西

門外街建立新校舍，落成後就把大稻埕的校舍移至新校舍了。

臺北小學校開始紀念式

翻譯 : 在 10 月 10 日三周年紀念式當日，

由同校的教師柴田貞行所作校歌如下 :

開校十五年記念 

翻譯 : 臺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是本島中歷史最老，在

明治 31 年在大稻埕建昌後街被創立 ; 明治 33 年遷移至現

址，至今 15 週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 時，舉行 15 週年開

校紀念式 ; 翌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有學生優良作品展

覽，從 10 日開始有 3 天的展覽會，開放給父母兄弟姊妹、

一般民眾參觀，陳列在 13 個教室。

臺灣日日新報	圖 ( 大正元年 )1912-10-05(7)

展出作品有日本內地人優良作品，臺灣本島學生經過

嚴密審核的作品，包括有作文 ( 綴方 )、書法 ( 書方 )、繪

畫 ( 圖畫 )、手工藝 ( 手工 )、家事 ( 裁縫 ) 等優良作品。

圖 : 臺灣日日新報 ( 明治 33)1900-0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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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1898 年 ( 明治 31 年 )

臺北小學校位於大稻埕街，

校長為辻村寬堯。

1901 年 ( 明治 34 年 ) 

臺北小學校仍位於大稻埕街。

1902 年 ( 明治 35 年 )

改名臺北第一小學校，仍位於大稻埕街，

校長為鈴木稻作。

1903 年 ( 明治 36 年 ) 

改名臺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

校地位於西門外街，校長仍為鈴木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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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 ( 明治 43 年 )

校長為岩瀨六藏。

1915 年 ( 大正 4 年 ) 

校名改為臺北第一高等小學校，

校長為本田茂吉。

1916 年 ( 大正 5 年 )

校名改為臺北高等小學校，

校長仍為本田茂吉。

1918 年 ( 大正 7 年 )

校長為大塚堅次郎。

1920 年 ( 大正 9 年 )

校長為東八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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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 ( 大正 11 年 )

校長為東八郎。

校名改稱臺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

校址行政區名稱改為末廣町。

1928 年 ( 昭和 3 年 ) 

校長為三ッ橋安郎。

1932 年 ( 昭和 7 年 )

 校長為大場孫治。

1941 年 ( 昭和 16 年 ) 

改校名為臺北市末廣國民學校

直到 1944 年 ( 昭和 19 年 ) 校長仍為大場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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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星國小之前身是「末廣高等小學校」，師生全部

是日本人，校舍、設備、地點均屬一流。臺灣光復後，日

本人全部撤回日本，而該學區臺灣學童就讀「大和國民學

校」，借用老松國民學校上課，光復後，本人奉臺北市政

府之命接受「末廣」之校舍和「大和」之師生，合併改稱

「福星國民小學」。

昭和 19 年 (1944) 四月，創立「臺北大和國民學校」

( 昭和 19 年，1944.04 ～ 1946.02)，因末廣高等小學校尚

未遷離，暫借老松國民學校校舍上課。民國 35 年 (1946)，

對日抗戰勝利，臺灣光復，為紀念抗日英雄羅福星烈士，

二月將校名更改為「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學校」( 民國

35 年，1946.02 ～ 1968.08) 。民國 57 年 (1968)，實施九

年國民義務教育，校名更改為「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小

學」( 民國 57 年，1968.09 ～ 1990.02)

民國 79 年 (1990)，因臺北市行政區域調整，將城中

區併入萬華區，學校正式定名為「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

小學」( 民國 79 年，1990.03 ～迄今 )。

另，臺灣鄉土續誌第二冊 p.198 中提及……

臺北市立福星國民小學創於日大正 4 年 ( 西元 1915

年 )，稱臺北第一高等小學校。9 月改臺北高等小學。因

李明珠校長專文 學校交通位置

亦設尋常小學，併為一校，稱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日昭

和 13 年稱末廣高等小學校，昭和 19 年 4 月 1 日，時稱

臺北市大和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2 月，改稱臺北市城中

區福星國民學校。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臺北市城中

區福星國民小學。

初創立時，原預定遷讓之臺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 ( 設

立於日大正 4 年 ( 西元 1915 年 )4 月，時稱臺北第一高等

小學校，同年 9 月改稱臺北高等小學，日昭和 13 年 4 月

改稱臺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 ) 未遷，校舍尚付闕如，暫借

老松國民學校上課，民國 34 年 10 月遷入現址臺北市開封

街 2 段 3 號。

此外，該校曾於民國 35 年 2 月成立附設幼兒園，並

增設福星初級中學，其中增設之福星初級中學係夜間上

課，於民國 57 年 8 月撤廢。

關於臺北市大和國民學校之記載，仍持續進行資料蒐

集與考究中。

資料來源：

．花松村 (1999)。臺灣鄉土續誌第二冊 p.198。中一出版社發行。			

．張金調	(1996)。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慶祝創校八十週年校慶專輯 p.13。

臺北市：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學校位置在中華路一段，位居臺北市中心樞紐地

帶，就在中華路北端（昔中華商場孝棟），緊鄰北門、

臺北車站（臺鐵、高鐵、北捷松山線、北捷南港線、北

捷淡水線、桃捷六鐵共構）、中山堂、北門文化園區 ( 國

定古蹟 )、鐵道部文化園區 ( 國定古蹟 )、臺北郵局 ( 市

定古蹟 )、西門町商圈、臺灣省城隍廟、二二八和平公

園與總統府……等。學校社區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又

兼具繁榮與現代化的特色。

學校緊鄰中華路北站，有多達 60 幾條的公車路線，

行經學校旁的中華路北站，四通八達的公車路線，交通

便利；若要轉乘捷運，也非常方便，附近有西門站、北

門站、臺北車站；最特別的是鄰近桃園機場捷運 A1 臺

北車站出口，可在捷運站直接預辦登機，辦理報到劃位

及託運行李手續後，直接前往機場登機，不僅可減省在

機場排隊等候的時間，亦可有效規劃及掌握行程，讓搭

機旅途更加輕鬆便捷。

學校附近社區內人文薈萃，與古蹟、老街、文物資

料館、博物館……等教育機構比鄰而居，提供本校親師

生豐富的本土歷史文化與國際教育教學資源。



古
蹟
與
校
史
初
探

046 047

臺北府城北門，正式名稱為承恩門，為臺北府城的正

門。坐落於現今臺北市忠孝西路、延平南路與博愛路交叉

口，落成於清光緒十年（1884 年），保持閩南式風格建

城原貌，是臺灣新式城門的代表作。

臺北市政府在 2015 年啟動的都市復興計畫「西區門

戶計畫」將北門的景觀重整列為重點項目之一，城門周圍

打造廣場式的開放空間，塑造北門有如巴黎凱旋門般的

「國門」意象，使其成為臺北的歷史地標。

承恩門以「承接天恩」之意而得名。清代自朝廷派駐

臺灣的地方官員皆由承恩門入臺北城。北門屬於封閉的碉

堡式城門，臺座的石材是大直北勢湖一帶山區的安山岩。
昔

北門 ( 承恩門 )

外壁則以紅磚砌成，北面外壁接近圓拱門洞上方處有

橫額，中間題有「承恩門」、「光緒壬午年」與「良月吉

日建」。屋頂為閩南傳統建築單簷重脊歇山式屋頂、二方

一圓外壁窗洞。城樓內部空間另外有一道內壁，與外壁形

成一個「回」字形構造。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臺北府城北門。民國107年 11月19日，取自https://zh.wikipedia.

org/wiki/%E8%87%BA%E5%8C%97%E5%BA%9C%E5%9F%8E%E5%8C

%97%E9%96%80

．影片

	 1. 北門拆橋紀錄片—國家地理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tW_-stimSc

	 2. 聆聽北門—公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37AJUfN7kI

．圖片

	 1. 臺北寫真帖 ( 舊照片 )

黃育智 (民國103 年 8月10日 )。[ 臺灣老照片 ]．1913 年《臺北寫真帖》。

民 國 107 年 11 月 19 日，取 自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1092/

tony1092.html?fbclid=IwAR1hAsFR4gKA61sc-QrkyBZT_BRH7B56g56b

9UCwXlVyuU2wPgWDrJWBqeQ

	 2. 北門：福星國小授權照片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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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部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簡稱鐵道部）是

臺灣日治時期的官營鐵路專責機構，隸屬於臺灣

總督府轄下，為現今臺灣鐵路管理局的前身。鐵

道部成立於日治時代的 1899 年 11 月 8 日，原為

總督府直屬機關，1924 年改隸於總督府交通局

之下。在日本治臺近 50 年的期間中，1908 年完

成縱貫線的全線貫通，形成臺灣第一次「空間革

命」。此外，鐵道部還修築了淡水線、宜蘭線、

臺東線等鐵路路線；亦曾進行北迴線、南迴線與

中央山脈橫貫線的路線探查與規劃。

鐵道部位於臺北市北門附近的臺灣鐵路管理

局舊廳舍，日治時期即為鐵道部辦公場所。原公

告指定為三級古蹟，後改為國定古蹟，登錄部分

包含主建築廳舍、工務室、電源室、戰時指揮中

心（防空洞）、食堂與八角樓（廁所）。

完 工 於 1919 年 3 月 的 這 棟 仿 都 鐸 式（Tudor 

architecture）半木構造建築。是寫實式的都鐸式建築：磚

砌外牆，入口為弧狀圓拱門洞，衛牆配置洗石子圓柱天窗，

另外，二樓屋頂與內部裝潢建構皆以檜木為主，也有中央

露臺與玄關走廊。自落成以來一直都是臺灣鐵路的行政中

心，直到 1990 年，臺鐵局本部的辦公廳舍才從這棟建築

搬遷到臺北車站五樓現址。

園區目前由國立臺灣博物館代管並進行修復工程，

2014 年 1 月 9 日動工，預計於 2020 年做為「鐵道部博物

館」並對外開放。

資料來源：

※資料

．維基百科．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民國 107年 11月19 日，取自 https://

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7%B8%BD%E7%9D%

A3%E5%BA%9C%E4%BA%A4%E9%80%9A%E5%B1%80%E9%90%B5%

E9%81%93%E9%83%A8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ATXcbqw-wQ

．圖片

	 1. 鐵道部 (今 )：福星國小授權照片

	 2.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	(2018).	[online]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pei.aspx

鐵

道

部

第一尋常小學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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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舊倉庫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倉庫（簡稱三井倉庫）是位於

臺灣臺北市中正區的洋式建築，在日治時期由三井物產

所興建。2012 年公告為臺北市歷史建築。

該建物為日治時期三井物產之倉庫，建築年代不詳，

早於 1913 年，為三崁式 2 樓磚木混合建造房屋、寄棟造

屋頂，主樑木桁架跨距深遠，建物中央正背立面均設

山牆。中央立面半圓形的山牆仍留有三井物產菱形商

標，是目前臺灣唯一保留三井物產菱形商標的建築物。

資料來源：

．資料

	 維基百科．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倉庫。民國 107 年 11月 19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4%BA%95%E7%89%A9

%E7%94%A2%E6%A0%AA%E5%BC%8F%E6%9C%83%E7%A4%B

E%E8%88%8A%E5%80%89%E5%BA%AB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QX62sGYdE

．圖片

	 鍾泓良 (107年 10月 31日 )。歷經兩年遷移、重組三井倉庫明天重新開

幕。自由時報。民國 107 年 11月 19 日，取自 http://m.ltn.com.tw/news/

life/breakingnews/2597483?fbclid=IwAR3X3W8hbUjkySZqCs-c-

QrJOocgNyyQA19ks_P-rdtN0QWMsK0SD2CODeI

臺北郵政總局

昔

今

臺北郵局成立於 1895 年，位於臺北府城北門附近，

是直轄市定古蹟。該建築共有四層，設有臺北北門郵局提

供業務窗口服務，負責全臺北市、新北市部分地區及金

門、馬祖地區的行政管理、郵件處理及投遞。

臺北郵局原為木造平房日治時期臺灣郵政三大一等

局。1920 年末，因臨時郵局不敷使用，臺灣總督府決定

於原址改建。

1930 年代落成的臺北郵局，為平面呈梯形的三層樓

兩大一小的類似「四合院」配置，為折衷主義建築。建物

正面則配置四組雙圓形古典式門柱及山牆裝飾。外牆除了

使用洗石子之外，也採用淺咖啡「防空色」的北投窯廠所

產的小磁磚。內部構造採取簡化設計取向，柱子與大廳天

花板的古典雕刻，仍呈現極度細緻優雅。

1960 年代，臺北郵局以郵務增加為由，於三樓頂樓

增蓋第四層。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臺北郵局。民國107年 11月19日，取自https://zh.			

	 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9%83%B5%E5%B1%80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cCTAv3YGk&fbclid=IwAR3yO3A17c

uNHChNPqqTxqmqJh-7OJqGYje4nwwGGMa2faAn-DBpVTcD3e8

．圖片

1. 維基百科．臺北郵局。民國 107 年 11月 19 日，取自 https://commons.

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4501321&fbclid=IwAR1esDHSG1LA3

afaoNIA3MqQmFtrhVnOvBMoMb2Zy-nEdKEROxTLLZNqds0

2. 臺北北門郵局 ( 臺北 901支 )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臺北北門郵局 ( 臺北 901支 )。民國107年 11月19

日，取自https://www.travel.taipei/zh-tw/attraction/details/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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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臺街洋樓

撫臺街洋樓是位於臺北市中正區的一棟洋樓，當地人

因其外觀，稱之為「石頭厝」；是現今臺北城內僅存之日

治初期獨棟式的洋式店鋪，為石木混合構造，左右並沒有

相鄰連接的建築物，有別於一般常見的連棟式街屋建築。

其外觀上最大的特徵，即是在立面上的陡斜屋頂、屋頂突

出之老虎窗型式與石造拱廊柱。

撫臺街洋樓整體裝飾簡潔而不複雜，雖質樸細部卻

不失細緻，深受歐陸古典風格之影響，呈現簡潔與美。建

築物一樓以樸質厚重石材疊砌築造，形成造型典雅之騎樓

式拱廊。二樓及屋架均為木造，覆以蒙薩屋頂（Mansard 

roof）或稱複折式屋頂，面鋪石棉瓦片，斜度很陡，並有

突出的老虎窗組構而成，外觀歐風十足的店鋪建築。

昔

今

1900 年，原是大倉組臺灣出張所土木事業主任的高

石忠慥與弟弟金原豐藏在臺灣一同開業，公司創立之初就

設於撫臺街一丁目。1909 年，從北門往南貫穿「撫臺街」

之道路新闢 ( 今延平南路 )，高石組在撫臺街新闢道路（今

延平南路）拓建後不久重新興建公司本社，於 1910 年完

工，即今日的撫臺街洋樓。

資料來源：

．資料

	 維基百科．臺北撫臺街洋樓。民國107年11月19日，取自https://zh.wikipedia.

org/wiki/%E8%87%BA%E5%8C%97%E6%92%AB%E8%87%BA%E8%A1

%97%E6%B4%8B%E6%A8%93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V9T7Z2MCA0

．圖片

1.撫臺街洋樓 (昔 )

			葉俊宏(105年9月5日)。撫臺街洋樓的今與昔。看雜誌。民國107年12月11日，

取自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6/22319?page=show

2. 撫臺街洋樓 (今 )：福星國小授權照片

3.1928 年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術數位典藏計畫 (104 年 12 月18日 )。民國107年 12 月

28 日，取自 http://gis.rchss.sinica.edu.tw/mapdap/wp-content/uploads/2015

/12/1928%E5%B9%B4%E8%87%BA%E5%8C%97%E5%B8%82%E8%81

%B7%E6%A5%AD%E5%88%A5%E6%98%8E%E7%B4%B0%E5%9C%96

No.156.jpg

1928年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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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發展沿革
     

創立於日治時期的福星國小，歷經了日治時代的明

治、大正和昭和時期，直到民國 34 年臺灣光復，學校的

名稱因日治時期及臺灣光復後教育制度與行政區劃分等因

素，歷經了十次的演變，讓我們細說從前～

( 一 ) 臺北小學校

( 明治 31 年，1898.10 ～ 1902.03)

明治 31 年 (1898) 的 10 月，當時官立、供日本人就

讀的小學校只有「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而已，一方面

因為居住在大稻埕的日本學童前往國語學校上學路途遙

遠，一方面因為日本人渡海來臺灣的人數漸漸增加，國語

學校的校舍不敷使用，因而創立「臺北小學校」，當時的

學級分為六年的尋常科，以及二年的補習科。

( 二 ) 臺北第一小學校

( 明治 35 年，1902.04 ～ 1915.03)

1902 年 ( 明治 35 年 ) 改名臺北第一小學校，位於大

稻埕；1903 年 ( 明治 36 年 ) 改名臺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

校，校地位於西門外街，當時校長皆為鈴木稻作。

明治 35 年 (1902)4 月，為了實施新學制，廢除補習

科，改制為尋常科四年、高等科四年，因此學校名稱改為

「臺北尋常高等小學校」，但在此一同時，原國語學校日

本人附屬學校改為臺北廳管轄，為了區分兩校，於是以第

一、第二學校稱之，因此「臺北尋常高等小學校」乃改稱

為「臺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

( 三 ) 臺北第一高等小學校

( 大正 4 年，1915.04 ～ 1915.08)

大正 4 年 (1915) 的 3 月 31 日，在原「臺北第一尋常

高等小學校」校址成立「臺北第一高等小學校」，招收之

學生僅限於小學校高等科學童，除了將臺北現有各校 ( 含

第二、第三、第四小學校 ) 高等科的學生轉往本校之外，

原屬第一小學校之尋常科學童，則由新設立之臺北第五尋

常小學校所招收，因此本校成為日治時期臺北州管轄內唯

二的純粹高等小學校 ( 另一校則為基隆高等小學校 )。

( 四 ) 臺北高等小學校

( 大正 5 年，1916.09 ～ 1922.03)

大正 5 年 (1916)9 月 1 日，各尋常小學校以其座向方

位分別改稱為城東 ( 第二 )、城西 ( 第五 )、城南 ( 第三 )、

城北 ( 第四 ) 小學校，而位在西門外的「臺北第一高等小

學校」則改稱為「臺北高等小學校」。

( 五 ) 臺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

( 大正 11 年，1922.04 ～ 1941.04)

大正 11 年 (1922)，依臺北市街町劃分的結果，校址

位於末廣町四之四番地的「臺北高等小學校」改名為「臺

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

( 六 ) 臺北市末廣國民學校

( 昭和 16 年，1941.05 ～ 1946.01)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政府開始實施皇民化

政策，並著手初等教育，頒布「國民教育令」。日本當地

的小學校更名為國民學校以後，臺灣總督府亦對「臺灣教

育令」進行修正，將公學校及小學校同時更名為「國民學

校」，且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制度，因此校名遂改為「臺北

市末廣國民學校」。

( 七 ) 臺北市大和國民學校

( 昭和 19 年，1944.04 ～ 1946.02)

昭和 19 年 (1944) 四月，創立臺北市大和國民學校，

因末廣高等小學校尚未遷離，暫借老松國民學校校舍上

課。

( 八 ) 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學校

( 民國 35 年，1946.02 ～ 1965.08)

民國 35 年 (1946 年 )，對日抗戰勝利，臺灣光復，

將末廣國民學校與大和國民學校合併，為紀念抗日英雄羅

福星烈士，二月將校名更改為「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學

校」，開辦附設幼稚園；成淵中學暫用福星之校舍，命名

臺北市立福星初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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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小學

( 民國 57 年，1968.09 ～ 1990.02)

民國 57 年 (1968)，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校名更

改為「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小學」。

( 十 )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 民國 79 年，1990.03 ～迄今 )

民國 79 年 (1990)，因臺北市行政區域調整，將城中

區併入萬華區，學校正式定名為「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

小學」。

資料來源：

．張騰實 (2000)。日治時期臺北市「小學校」與「公學校」之創建與發展 (未出版

碩士論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臺北市。

．劉思吟 (2003)。臺北市萬華區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學校之校園變遷 (未出版碩士

論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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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城遠因

臺灣在納入清朝版圖後，不懂漢字的原住民和從福

建泉州渡海而來臺開墾的漢人，雙方在以物易物的交易文

化中衝突、融合。移民沿著淡水河靠岸，定居在艋舺，並

與當地人通婚。之後艋舺聚落人口日漸增加，又有沿淡水

河出海貿易通商之便，因而大為興盛，進而在民間產生了

「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

其後，在清咸豐 3 年（西元 1853 年）艋舺地區發生

械鬥落敗的泉州同安移民後代，不得不將整個宗族連同霞

海城隍全部往北遷徙至大稻埕，依託淡水河運輸之便經

商，發展成另一個繁榮的港口聚落。

清同治 13 年（西元 1874 年），在與臺北相隔數百

公里以外的臺灣南部所發生的牡丹社事件，是促使臺北建

城的遠因。

古臺北城

臺北城古圖

● 城隍廟  ● 北一女  ● 司法院

● 二二八紀念公園內  ● 臺博館

臺北城建城經過

臺北城古圖。紅色點仍為臺北城隍廟；而綠色點為

現今北一女、藍色點為現今司法院、黃色點在現今二二八

紀念公園內、橘色點為現今臺博館所在（亦在二二八公園

內）。

於西元 1874 年福建巡撫沈葆楨來臺巡視，深感北部

的繁榮興盛與海疆戰略地位之重要，奏請「臺北擬建一府

三縣」，臺北府宣告成立，所轄區域包含今日之臺北市、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宜蘭縣、新竹縣及新竹市。

試署知府林達泉於光緒 4 年（西元 1878 年）在臺北

盆地一帶實地探勘，初步決定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的未開

墾荒地構築臺北城，將重要之府城官署、祭祀宗廟等建築

設立於其中。不料林達泉未俟臺北正式開府，即因積勞成

疾而在任上去世。

光緒 5 年（西元 1879 年），臺北正式開府。首任知

府陳星聚與其後（光緒 7 年、西元 1881 年）上任的直屬

長官福建巡撫岑毓英開始積極籌款興建臺北府城，將臺北

城面朝北極星。

接手興建的劉璈，將城的座向改為背靠臺北盆地的最

高山—七星山，並順著山勢興建城牆，使得城的方位向

東移轉 13 度，成為清代最後一座風水城。

於臺北城完工之際，城內陸續動工的文廟（如左附圖

內之綠色標記）、武廟（藍色標記）、聖王廟（橘色標記）、

城隍廟（紅色標記）、天后宮（黃色標記）也陸續落成。

除此，城內也相繼同時建造了臺灣巡撫衙門（臺灣省最高

軍政首長治所）、臺灣布政使司衙門（臺灣省民政首長治

所）、臺北府衙門（知府治所）、淡水縣衙門（知縣治所）

等各級官署，此時臺北城內儼然正式成為臺灣北部，甚至

全臺灣的宗教與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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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初，臺灣北部因淡水河活絡產業輸出及特殊

的政經位置，造就艋舺、大稻埕、臺北城內的臺北三市街，

為百年都市發展奠定基礎。

現代化臺北

直到中法戰爭，清朝才知道臺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將臺灣升格為省。

首任巡撫劉銘傳努力建設臺灣，成立鐵路局，規劃基

隆至新竹鐵路，大稻埕火車站就是臺灣第一座火車站。劉

銘傳還架設電報、裝設電燈，設立西學堂教學英文。

日治臺北城

此圖由日本畫家石川寅治所繪，遠方是北門，兩側有

圍觀的民眾，1895 年 6 月 7 日，日軍進了臺北城。同月

17 日，日軍舉行「始政式」，象徵日本正式統治臺灣。

雖然此圖看起來祥和，但臺灣各地武裝抗日正展開。

資料來源：

107.11.15 查詢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

5%9F%8E

日軍進臺北城想像圖；遠方為北門，騎馬第 2人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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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古城門

臺北城位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城牆總長約 5 公里，

由 30 餘萬根石條圍成，城內有五個城門。

資料來源：

107.11.18 查詢於 https://hiveminer.com/Tags/%E5%8C%97%E9%96
%80%2C%E5%8F%B0%E5%8C%97%E9%83%B5%E5%B1%80)

北門承恩門 ( 北門 )

通往大稻埕的要道，城外

有一道甕門為外廓作為屏障，

承恩的意思為取其遙望北京方

向，承受皇恩之意。承恩門雖

在日治時期被拆除了甕城外

廓、接官亭等建築物，但仍是

臺北城門之中現存最完整者，

也是中華民國的國定古蹟。並

有「巖疆鎖鑰」之巨匾。

昔日（承恩門）

現今（承恩門）

現今（西門印象）

資料來源：

107.11.18 查詢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

E5%BA%9C%E5%9F%8E%E8%A5%BF%E9%96%80)

寶成門 ( 西門 )

寶成門 ( 西門 )

城外道路通往艋舺，為臺北城五個城門裡面最華麗

的城門。然而在日本明治 33 年（清朝光緒 26 年、西元

1900 年）起，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在臺北實施市街改正，

在計畫拆除臺北城牆的過程中，因為拆除此門後的民意反

彈，致使臺灣總督府之後意圖拆除其他四座城門的計畫暫

停，也因此，西門成為了臺北城唯一被拆除殆盡的城門。

為紀念此門，於西門圓環處，設有「寶成門舊址」石碑，

2014 年更以原寶成門為藍圖，設置城門造型藝術品「西

門印象」。

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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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正門（南門）

五城門中的臺北城最大的城門，可通往景尾（臺北景

美）、臺北深坑、臺北石碇。外觀較為華麗，從屋簷是採

重簷歇山式方式建築而成，可見其莊嚴高貴。

資料來源：

．107.11.18 查詢於 http://blog.udn.com/webman/88942577)

．107.11.18 查詢於 http://srj5557.pixnet.net/blog/post/162259586-%E5%8F%B0%E5%8C%97%E5%BA%9C%E5%9F

%8E%28%E4%BA%8C%29%E5%8D%97%E9%96%80%E5%8F%8A%E5%B0%8F%E5%8D%97%E9%96%80)

南門

昔日（麗正門） 現今（麗正門）

重熙門 ( 小南門 )

五城門中最小巧，閣樓式城門造型，流露出親切的味

道，經由富商林維源捐輸經費協助，才得以興建，是由新

興崛起的枋橋（今新北市板橋區）聚落，而面對通往其地

的路徑方向所設。

小南門

昔日（重熙門） 現今（重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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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門（東門）

臺北府城東門是現存的臺北府城城門中環境最為寬廣

的。城樓的臺座由石條砌成，額題「景福門」，二樓採【回】

字型雙層牆壁，內室有 4 根大柱支撐屋頂、屋頂現為歇山

單簷式，但城樓簷下多了一條裝飾帶，左右城牆上多出方

窗設計。當時城內通往該城門的「東門街」，就是現今的

凱達格蘭大道。東門也是臺北府城五城門中石作最為精緻

的，建築結構和北門很類似，有著甕城，都是在石砌的城

座以上，有厚實的磚牆一直接到屋簷下，宛如牢不可破的

方形堡壘。而雙層磚牆之內，則是木造結構。

東門 屋頂是四面屋坡的「歇山式」，簡單大方。和北門不

同的是，東門屋簷下有綠釉空心花磚裝飾，而且兩側門孔

旁均加開方形窗洞。另外，北門的外廓是方形，東門則是

圓弧形。

昔日（景福門）
現今（景福門）

資料來源：

．107.11.18 查詢於 http://view.boch.gov.tw/NationalHistorical/ItemsPage.aspx?id=1

．107.11.18 查詢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A%9C%E5%9F%8E%E6%9D%B

1%E9%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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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城牆到三線路

日本殖民政府對於原本設計中帶有防備日本性質的

臺北城牆之存在價值，產生了議論。1897 年成立的「臺

北市區計畫委員會」開始研議拆除臺北城牆，並隨即在

1899 年公告「第一次市區改正計畫」，臺灣總督府以街

地整理與貫通道路為由，將部份城牆連同城內原有清朝時

代建築物（如文廟、武廟）等一併拆除。

1900 年，臺灣正式實施歷史上的第一次都市計畫，

臺灣總督府進行「臺北城內市區計畫」，將護城河填平，

把城垣至護城壕間的空地規劃為公園，並以增闢九個城門

為由，開始小規模拆除妨礙道路貫通的城牆，西門（寶成

門）也就是在這時候遭到拆除的。

而真正開始大規模地拆除城牆，約在 1901 年的「第

二次市區改正計畫」正式公告前後。該計畫重點在加快原

本已在進行中的拆除城牆工事。於該計畫裡，臺北城的所

有城門本應該全數拆除；不過因為拆除西門後的民間反彈

壓力，讓總督府改變原計畫，留下了還沒拆除的北門（承

恩門）、東門（景福門）、南門（麗正門），及小南門（重

熙門）。

1904 年底，除了刻意留存的四座城門之外，臺灣總

督府幾乎已將臺北城的所有城牆拆除，拆下的石材則大多

運往東門附近，以建造臺北刑務所（今臺北監獄遺址）與

兵營區（後來曾是陸軍總部所在，已改建為中正紀念堂），

此段圍牆現為市定古蹟「臺北監獄圍牆遺蹟」，還有一部

分成為北署（今臺北市警察局大同分局）南側牆壁之建材。

1905 年，臺北都市計畫公告，將臺北城的城牆遺址，

改建為三線道路，並設計為園林大道，其構想源自維也納

的三線道公路。當年都市計畫中的三線道路即為清臺北城

之城牆範圍加上由護城河填平的區域所構成之四條大道，

包括：東三線路（今中山南路）、南三線路（今愛國西路）、

西三線路（今中華路），與北三線路（今忠孝西路）。

1909 年，以舊城牆原有範圍與基石為準而興建，寬

度四十公尺的臺北環城道路「三線路」正式完工。之所以

被稱為三線路，是因為道路仿照歐洲都市規劃範例，於路

中設置兩大綠地作為分隔島，將路面區分為「三塊」之故。

日本政府在三線路沿線刻意營建的仿西洋式建築，

景觀秀麗，富異國情調，當時曾有「東方小巴黎」之稱。

1930 年代，臺灣引進西洋風俗，開始興起自由戀愛風氣，

三線路一帶便成為臺北市區內約會散步的好地方。在民謠

《月夜愁》的第一段歌詞裡便有這樣的敘述：「月色照在

三線路，風吹微微，等待的人那袂來」，表達了等待戀人

時的焦急心情。

資料來源：

．湯熙勇 (2002)。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

．黃淑清 (民國 81	年	6	月 )。臺北古今圖說。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

．徐逸鴻 (2013)。圖說日治臺北城。貓頭鷹出版社，臺北市。

．康鴻裕 (2015)。三線路－鄧雨賢歌謠的臺北文化記憶 (未出版碩士論文 )。

	 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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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紅樓

一、現址：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 10 號。

二、興建背景：

1895 年，臺灣進入日治時代，大量日籍移民進入臺

北市，考慮其城內建築分布與艋舺、大稻埕已成形的街市

地緣，臺灣總督府規劃臺北城西門附近空地為日人居住處

所，為了滿足當地日人生活機能需要，西門旁的「新起街」

於 1896 年出現以簡單木造房舍為主的市場建築，此市場

主要目的就是供應當地新移民的生活日常必需品。1907

年，於市區改正過程中順利拆除臺北城牆與西門的臺灣總

督府，計畫興建正式的西門市場以提供更完善的市場來替

代本有的木造舊市場。

三、興建年代：正式落成於 1908 年 12 月 20 日，。

四、設計者：近藤十郎。

五、建築特色

（一）西門市場入口的兩層洋樓，即為現今紅樓。

因其外觀為八角形，因此被當地日人居民稱為八角堂。八

角堂從立面可見有八面「老虎窗」，每立面外牆的女兒牆

裝飾突出的三角形的「山頭」，另外，外牆則以洗石子仿

造山石充作橫帶裝飾。在內部方面，八角堂採用八角形樑

柱系統為鋼筋混凝土構造，上面為鋼鐵支撐起的八角形屋

頂。以空間論，約可包含二樓的八角形大廳 ( 販售臺灣土

產、明信片及日本土產 )，與一樓入口大廳與分居八角落

的八間小店舖 ( 販賣休閒文教用品與西藥等用品 )。

（二）八角堂主建築體後面連接著的是十字型外觀的

一樓磚造樓房，而結構不太相似的這兩棟建物合稱西門市

場，紅樓則為市場入口。也稱為「新起街市場」的西門市

場，入口為每立面 8M 八角形的兩層樓洋樓建築，另一邊

則為「直」約 65M「橫」約 45M，內部「寬」約 15M 的「十

字形」紅磚磚造一樓樓房。

六、名稱演變：

西門市場 ( 新起街市場 ) →滬園劇場→紅樓書場→紅

樓劇場→紅樓戲院 ( 紅樓 ) →西門紅樓

( 一 ) 日治時期：西門市場 ( 新起街市場 )= 紅樓＋十

字型外觀的磚造樓房。

( 二 ) 戰後：1945 年臺灣光復後，後方十字型建築與

週遭店舖繼續擔任傳統市場，前方的八角堂則由移居臺灣

的上海商人陳惠文向政府承租，改名為滬園劇場，以表演

京劇為主。

( 三 )1951 年，陳惠文將滬園劇場改名為紅樓書場，

表演內容變成說書相聲，而取其「紅樓」名，一則是因為

該建築的紅磚洋樓建築，一則為配合說書的雅致別號。

( 四 )1956 年，陳惠文增設越劇表演，同時將紅樓書

場正式更名為紅樓劇場。

( 五 )1963 年後，紅樓劇場改映電影，因此又被稱為

「紅樓戲院」或簡稱「紅樓」。

( 六 )1997 年，中華民國內政部將紅樓列為三級古蹟，

定名為西門紅樓。

七、歷史地位：

( 一 ) 日治時期為臺灣第一座官方市場。

( 二 ) 今為臺北市著名的文創藝文場所。

( 三 ) 為直轄市定古蹟。

八、相關照片：

圖一：日據時期臺北西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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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圖一：http://pic.pimg.tw/victneer4358/1334740345-47129229_n.jpg

．圖二：http://www.michadel.net/blog/little-planet-2/

．圖三：http://static.panoramio.com/photos/large/20712984.jpg

．圖四：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9%96%80%E7%B4%8

5%E6%A8%93圖三：2007 年的西門紅樓

圖二 圖四：西門紅樓八角樓 2018 年修復完成的外貌

中山堂

一、現址：臺北市延平南路 98 號。

二、興建背景：

1845 年，大清帝國設置臺灣布政使司官職，同年於

臺北府城西門內的西門街北側，建布政使司衙門，該衙

門是全臺灣最高行政機關。1895 年，日本佔領臺北並接

收布政使司衙門，在此舉行治臺始政式典禮。1895 年至

1919 年間，該址的布政使司衙門一直為臺灣總督府之辦

公場所，直到新的臺灣總督府廳舍（今總統府廳舍）完工

為止。

1928 年日本人為了紀念日皇裕仁登基，並作為施政

紀念事業重要建設項目之一，拆除了清末布政使司衙門及

欽差行臺，除了部分建築移往臺北植物園保存外，其餘附

近房舍（包括臺灣巡撫衙門）皆於 1932 年 8 月予以拆除，

而在原址開始籌劃興建「臺北公會堂」，所謂「公會堂」，

乃是日本專為都市舉辦集會活動所設計的公共建築，昭和

11 年落成時，臺北公會堂的規模與場地設備僅次於東京、

大阪及名古屋，是當時日本第四大的都會公會堂。

三、興建年代：

1932 年 11 月 23 日正式動工，工程費時四年，於

1936 年 12 月 26 日落成啟用。

四、設計者：

主要設計者為總督府營繕課井手薰負責，還有八阪志

賀助、神谷犀次郎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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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築特色：

( 一 ) 公會堂的建築本體採用鋼筋混凝土所

造，為四層式鋼骨建築，建築式樣採極自由的

形式，並具有回教式建築風格。

( 二 ) 建造之時正當臺灣官式建築由式樣建

築轉變為現代建築的過渡時代，原本繁複、華

麗的裝飾已由簡單、明朗的立體線條取代，運

用多重立體的小建築組合出整體的形狀，採取

臺灣難得一見的中東阿拉伯拱窗及臺灣陶瓦，

而運用北投窯場面磚貼出的各種多端變化花紋。

( 三 ) 1936 年完工的臺北公會堂，因面臨

全面戰爭爆發初期，因此建築採簡單、明朗設

計概念，採取 1930 年代流行的現代折衷主義樣

式，使用鋼骨水泥結構，外表貼由北投窯場所

生產的淺綠色面磚，不過兩柱與門面，仍有古

典圖案之裝飾。

( 四 ) 建築照片：

正面外觀：

東向正立面是一片和緩的大

山牆，開設六個細長的窗口

及小圓窗，壁面以不同色澤

面磚貼砌，還用不同顏色拼

湊出一道花邊來。

正面窗戶：

中山堂外牆貼淺綠色磁磚，有防空

效果，上面並有陶製窗花。

正面側邊 1 正面側邊 2

壁面以不同色澤面磚貼砌，強調

水平線的移動，以化解大面積的

單調感。

( 福星國小老師拍攝 )

外牆的 43 溝面磚：有 43 道條溝

( 可避免陽光反射 )，以蘇格蘭豆

沙色 ( 草綠色 ) 為主，產自臺灣

「北投窯」並以上下五列二丁掛

勾縫乙次，形成石塊的量體，可

產生石塊堆疊之視覺效果。

( 福星國小老師拍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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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名稱演變： 

1945 年臺灣光復後，「公會堂」更名為「中山堂」，

並由臺北市政府接收。

七、歷史地位：

( 一 ) 1997 年（民國 86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部

分條文，明訂中山堂為直轄市定古蹟。

( 二 ) 1945 年（民國 34 年）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在

公會堂舉行臺灣省受降典禮，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

陳儀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受降，日方投降代表則由臺灣

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等人代表出席。

( 三 ) 臺灣光復初期，經常為政府接待外國貴賓的場

所，其中最受矚目的有美國前總統尼克森、韓國前大統領

李承晚、越南前總統吳廷延、菲律賓前總統賈西亞、伊朗

前國王巴勒維等外國元首訪華，均在此舉行國宴，直到陽

明山中山樓落成為止。

( 四 ) 中美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及中華民國第二、三、

四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大典在此舉行。

( 五 ) 光復後中山堂的主要功能之一即為召開國民大

會之場所，並且成為政府及各界舉辦重大集會之空間。

( 六 ) 1946 年 10 月 21 日，蔣中正抵達臺北，參加在

中山堂舉行之「臺灣光復一週年紀念大會」。

( 七 ) 1954 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此簽定。

八、其他參觀重點：

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	1999 年 10

月 25 日揭幕，慶祝臺灣光復 54 周年，設計師

為當時負責改建中山堂廣場的黃承令。

黃土水的「南國」（近人稱「水牛群像」）浮雕：

黃土水為艋舺人，東京美術學校科班出身，1920

年以「山童吹笛」入選日本第二屆帝展，為臺灣

首位得獎人，是臺灣第一位雕塑家，「水牛群像」

是其生平最後遺作，為中山堂的鎮堂之寶。

公會堂廣場的孫中山像：銅

像的基座原位於西門町，為

紀念臺灣總督府第 4 任民政

長官祝辰巳而建立，為市定

古蹟。

資料來源：

．2019 年 1月 8日查詢於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網址 https://www.zsh.gov.taipei/cp.aspx?n=	

1871B2AB2D00E0A5

．2019 年 1月 8 日查詢於臺北市古蹟巡禮，網址 https://www.csie.ntu.edu.tw/~b90007/

taipei_history/ChungshanHall/ChungshanHall.htm

．2019 年 1月 8日查詢於維基百科，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B

1%B1%E5%A0%82_(%E8%87%BA%E5%8C%97%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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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一的福星—臺北市立福星初級中學

資料來源：

．花松村 (1999)	中一出版社發行，臺灣鄉土續誌第二冊 p.188

．2018 年 11月 20日查詢於臺北市立成淵高中簡介之成淵史略

	 http://163.21.105.3/files/11-1000-119.php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前身為市立成淵國民中學，一

開始只不過是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職員的「在職訓

練」組織研修會，這個研修會到了第 2 年就改為「東門學

校」，到了 1906 年，東門學校和設在臺北城內書院街二

丁目的「私立臺北學習會」合併，而正式命名為成淵學校，

這是成淵之始。

創立於日本明治 41 年 ( 西元 1908 年 )3 月 24 日，

時稱私立成淵學校，為日人高橋辰次郎所創。民國 35 年    

7 月，政府接收完竣，改稱臺北市立福星初級中學，該校

校址初設於今開封街 2 段 3 號 ( 即今福星國民小學校內 )，

民國 41 年 2 月，與市立大龍峒補習學校合併成臺北市立

初級中學，民國 44 年 10 月增設高中部，並改稱臺北市立

中學。

翌年 11 月改名為臺北市立成淵中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臺北市立成淵國民中學，爾後則遷至現址大同

區錦西街 35 號。

成淵學校故址紀念牌 ( 臺北市武昌街一段 49 號臺灣銀行前 ) 紀念該校創校之歷程

特色街區

小吃街

電影街

美國街

川菜街

日系街

戲服街

制服街

影音街

相機街

皮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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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羅福星

身材瘦高的羅福星，像貌酷似混血的西洋人。出生後

隨父母回到廣東嘉應州鎮平縣高思鄉大地村。 

來臺機緣

1903 年，其祖父 ( 羅耀南 ) 來臺灣經商，居住於苗栗

廳後壟支廳造橋區牛欄湖庄（今苗栗縣造橋鄉豐湖村）一

帶。羅福星當時年 18 歲，隨之前來，在此就讀苗栗公學

校，學習日文。

參與革命經過

1906 年隨祖父回到廣東，回鄉途經廈門時，聽到革

命黨人的宣傳，決定加入革命；1907 年，羅福星加入同

盟會，在南洋新加坡、巴城華人學校擔任教師時，召募華

僑加入革命。

1911 年，羅福星率領爪哇當地 2000 多民兵回廣東，

參與黃花崗之役。1911 年底，爆發辛亥革命。1912 年，

中華民國建立後，羅福星至臺灣成立同盟會支部，以大稻

埕為活動範圍進行抗日運動。並往來於臺北及苗栗之間，

以華民會、同盟會、三點會及革命會等集會爭取、招募更

多抗日同志，主張以革命推翻日本殖民統治。

苗栗事件

1913 年 9 月，新竹廳大湖支廳的槍隻遭竊，警方循

線追查，羅福星在各地建立的組織逐一遭到偵破。1913

年 12 月 16 日，羅福星到淡水，準備搭船暫避大陸，遭警

方發現，也逮捕了相關人士。日本總督府在苗栗成立臨時

羅福星烈士

字東亞，號國權；

西元 1886 年 2 月 24 日

( 光緒 12 年 )

出生於巴達維亞

Batave（今印尼雅加達）

資料來源：

．羅秋昭 (2015)。臺灣抗日英雄羅福星烈士殉國一百周年紀念冊。

．覃怡輝 ( 民國 70 年 9月 )。羅福星抗日革命事件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

．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羅福星烈士抗日事件。臺灣日日新聞 (1913 年 11 月 26 日至 1920 年 11 月

	 	24 日 ) 相關報導。

法院，依情節不同，對參與人士分別進行審訊，史稱「苗

栗事件」。此次事件，共 921 人遭到檢舉。臨時法院宣判，

578 人獲得不起訴，4 人受行政機關處分。實際遭起訴者，

被判死刑者 20 名，有期徒刑 285 名，34 人無罪。以羅福

星為首的 20 位革命烈士，在死刑判決確定後，被押回臺

北刑務所（臺北監獄），1914年3月3日上午以絞刑處死。

紀念羅福星

為紀念羅福星烈士為臺灣人民革命犧牲之事蹟，1946

年 ( 民國 35 年 )，對日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同年 2 月將本

校校名更改為「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學校」，並以校歌

「……我們效法羅福星先生的精神，竭盡所能，為我福星

爭取光榮……。」來紀念抗日英雄羅福星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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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日新報校史相關
內容與翻譯整理

日文譯者為 昭和 20 年 3 月 16 日 ( 西元 1945，民國

34 年 ) 畢業於臺灣臺北州公立臺北市末廣國民學校高等科 

廖璉瑛女士 ( 昭和 5 年民國 19 年，西元 1930 年 5 月 12

日生，現年接近90歲)。口述當時就讀末廣國民學校狀況，

該校是日本人念的學校，每班有 1-2 個臺灣人名額，採甄

選入班方式進班，就很像私立小學，學習科目跟日本人一

樣，要學劍道 ( 木劍 )，還要學游泳 ( 借校外游泳池學游

泳 )，也會到校外大空地練習遊行與行進；高等科畢業後，

35 年進入女子師範學校就讀。

本校校史—西元 1944 年 ( 民國 33 年 )4 月 1 日成立

「臺北市大和國民學校」，因末廣高等小學尚未遷離，暫

借老松國小校舍上課 ( 擷自本校校史 )；臺灣光復，日本

人全部撤回日本，該學區臺灣學童就讀「大和國民學校」，

借用老松國民學校上課 ( 擷自創校八十週年專輯 p.13 李明

珠校長專文 )。譯者回憶直到畢業 1945 年 3 月 16 日止都

在同一個地點上課，校名皆為「末廣國民學校」，沒有改

名「大和國民學校」之印象。

當時在戰亂時期學制紊亂，學生出缺席也常有變化，

臺灣同學有的有來學校讀書，過幾天又沒來了，有人躲空

襲就沒來學校上課；日本同學有的有來學校讀書，過幾天

回日本就再也沒來學校了。學制變來變去，沒有系統規劃，

例如 : 小學 6 年級快畢業才發現沒有銜接的學校，趕快開

啟另一個學制，讓 6 年級畢業生能銜接下一個學制。

昭和 20 年 3月 16 日 ( 西元 1945，民國 34 年 ) 畢業於臺灣臺北州

公立臺北市末廣國民學校高等科	廖璉瑛女士	畢業證書

大稻埕尋常小學校樂捐名冊

大稻埕內地人 ( 日本人 )

就讀之小學校

附錄

當時以台阪公司作為校舍，四五日內想要在

10 月 1 日開校，但是準備不及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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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小學校的規模擴張

在大稻埕去年十月成立時，當時只有

15 名學生，到了年末已有 30 名學生，到了

隔年年末已增加到 150 名學生；由於學生

志願入學人數增多，大稻埕的校舍狹隘不敷

使用，就在西門外街建立新校舍，落成後就

把大稻埕的校舍移至新校舍了。

臺北小學校開始紀念式

在 10 月 10 日三週年紀念式當日，由

同校的教師柴田貞行所作校歌如下：

臺北小學校現況

為了日本 ( 內地 ) 人子弟的教

育，在西門外街成立臺北小學校，

去年內部設備已粗略完成，現在學

生男生 208 人，女生 156 人，合計

364 人。

一年級男生 71 人，女生 54 人；

二年級男生 58 人，女生 39 人；三

年級男生 25 人，女生 27 人；四年

級男生 24 人，女生 15 人；五年級

男生 13 人，女生 13 人；六年級男

生 7 人，女生 5 人，補修科一年級

女生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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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小學校現況

明治 31 年 10 月 1 日於大稻埕借用民間房屋 ( 台阪公

司 ) 剛成立只有 15 名學生，經辻村校長辛勞經營，現已

有 530 人，女生超過 240 名，教師有 14 名，5 名女性。

從日本本土移居的學生，熊本最多 60 名，其次是鹿耳島

54 名，東京 47 名……

到本年 3 月為止，規劃把原本 5 間教室的空間改成 4

間教室，有 9 尺的走廊和 60 坪的禮堂，本來要蓋用石頭

造的 2 層樓建築，有放置朝拜天皇的重要物品

( 御奠影奉置所物 ) 的設計，還有玄關位置和

教室等，與新的建築距離太遠，教學與管理不

便，所以延後施作。

小學校令之改正

為了在臺灣本島的日本人在臺灣受初等

教育，在島內設有 11 校，但臺灣的教育制度

( 組織 ) 和日本本地不大一樣，日本小學校尋常科 4

年，高等科 4 年，共 8 年，而臺灣則為 6 年。

有些學生日本、臺灣兩地遷移，入學標準不能

一致，影響兒童將來，要符合日本本地的標準，從

本學期開始小學校是尋常科 4 年，高等科 4 年，合

起來共 8 年，教科書以及科目 ( 課外科目 ) 也都一

定和日本一樣。

新學制臺北小學校

本年度施行臺灣小學校令，小學校是尋常科 4

年，從一年級開始到高等科 4 年，合起來共 8 學級

的組織。

在這同校預定增建教室工程落成的話，有 20

坪教室 5 間、60 坪禮堂 ( 講堂 )1 間，新學期馬上

要招收學生，收到男學生 72 名、女學生 72 名，昨

天已經舉辦開學典禮，本月 10 日 (4/10) 馬上開學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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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小學校之擴張

臺北第一、第二高等尋常小學校，學生年年增加，校

舍備感狹隘，有必要增建，所以有各種計畫把國語學校併

入第二高等尋常小學。

第三小學校 ( 臺北市南門尋常高等小學校 )

新建設講堂 ( 禮堂 )、風雨操場、工作、裁縫室一起

共用，砂眼患者一年一年減少，在很努力的治療與點眼藥

之下，已被撲滅。現在的學生有 663 人。

第四小學校 ( 臺北州樺山尋常高等小學校 )

去年新設 8 個學級，今年又增設 6 個學級，共 14 個

學級。教職員增加 8 名。

別的學校轉校學生 136 名，其中轉入一年級 59 名，

二年級 30 名，三年級 47 名，，內地及本島轉入者 32 名，

總數 765 名。

校內有花草樹木、植栽、有志者 ( 志工 ) 來種花卉，

學校更有規模了。

開校十五年記念

臺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是本島中歷史最老，在明治

31 年在大稻埕建昌後街被創立；明治 33 年遷移至現址，

至今 15 週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 時，舉行 15 週年開校紀

念式；翌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有學生優良作品展覽，

從 10 日開始有 3 天的展覽會，開放給父母兄弟姊妹、一

般民眾參觀，陳列在 13 個教室。展出作品有日本內地人

優良作品，臺灣本島學生的作品經過嚴密審核，包括有作

文 ( 綴方 )、書法 ( 書方 )、繪畫 ( 圖

畫 )、手工藝 ( 手工 )、家事 ( 裁縫 )

等優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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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穿越北門 走入歷史—撫臺街走入臺北城 穿越北門
（時報周刊 1979 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QsaVH-ly6I

2
臺北建城 130 週年 史實紀錄片：臺北建城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82dm-H0fM

3
小學校與公學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urN-ZIqNg

4
北門
https://www.csie.ntu.edu.tw/~b90007/taipei_history/northdoor/ 

northdoor.htm

5

Taipei's old North Gate focus of urban redevelopment

and restoration dri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3JTEOQchcs

6
北區國際光點—臺北城門之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ZUtfhgMiHM

教學資源區

7
臺北府城的五座城門（臺北建城 130 周年）
http://talk2shelley.blogspot.com/2014/07/130.html

8
古城遺跡—臺北府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enqzY9LJ0&t=29s

9
臺北市重熙門（小南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DSn8A3yfdI

10
金視獎—臺北老故事—城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UiemwY5A5k

11

國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修復記錄短片 
（預計 2020 年與大家見面，敬請期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ATXcbqw-wQ&t=29s

12
三井倉庫—10 月開放成北市新打卡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wBfCpVV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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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擺脫殘破景象 「三井倉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Ct6SdxAszw

14

臺北郵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

E9%83%B5%E5%B1%80

15
複製東京郵政塔！北門郵局都更蓋商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5GrOs_WvM

16
中華郵政—北門郵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cCTAv3YGk

17
《藝想世界》撫臺街洋樓 從照片—窺臺北歷史風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57QicmTPUI

18
成淵高中校史室—成淵一世紀
http://163.21.105.3/files/11-1000-117.php

19

中山堂 12 分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SlrlTrXNEo

( 自 3:30 起中山堂介紹 )

20
臺北人的共同回憶—西門紅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9VxQcvsP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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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 光緒 10 年 明治 17 年 ★中法戰爭，法軍砲轟基隆，登陸淡水。

★臺北城的城牆及五座城門興建完成，為清代臺灣興建的最後一座城垣。

1885 光緒 11 年 明治 18 年 ★受中法戰爭的刺激，臺灣從福建省獨立出來成為臺灣省，

劉銘傳就任第一代臺灣巡撫。

1886 光緒 12 年 明治 19 年

1887 光緒 13 年 明治 20 年 ★設鐵路總局於臺北城，開辦臺灣鐵路，為臺灣第一條鐵路。

1888 光緒 14 年 明治 21 年

1889 光緒 15 年 明治 22 年

1890 光緒 16 年 明治 23 年

1891 光緒 17 年 明治 24 年

1892 光緒 18 年 明治 25 年

1894 光緒 20 年 明治 27 年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日軍在日、清議和期間，佔領澎湖群島。

1895 光緒 21 年 明治 28 年 ★ 中日締結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割讓給日本（4 月 17 日）。

★臺灣總督府成立，樺山資紀為首任總督（5月 10 日）。

1896 光緒 22 年 明治 29 年

1897 光緒 23 年 明治 30 年

1898 光緒 24 年 明治 31 年 ★創立「臺北小學校」，校長為辻村寬堯。

1899 光緒 25 年 明治 32 年

1900 光緒 26 年 明治 33 年

1901 光緒 27 年 明治 34 年

1902 光緒 28 年 明治 35 年 ★學校改名「臺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西元 1902-1909 年，

校長為鈴木稻作；西元 1910-1914 年，校長為岩瀨六藏。

西元 中華民國 日本 重要事件

1903 光緒 29 年 明治 36 年

1904 光緒 30 年 明治 37 年

1905 光緒 31 年 明治 38 年

1906 光緒 32 年 明治 39 年

1907 光緒 33 年 明治 40 年

1908 光緒 34 年 明治 41 年 ★縱貫鐵路（基隆至高雄）全線通車。

1909 宣統元年 明治 42 年

1910 宣統 2 年 明治 43 年

1911 宣統 3 年 明治 44 年

1912 民國元年 大正元年

(7 月 30 日以前

是明治 45 年，

以後是大正元

年 )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日軍在日、清議和期間，佔領澎湖群島。

★羅福星烈士苗栗事件事件爆發。

1913 民國	2	年 大正	2	年

1914 民國	3	年 大正	3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1915 民國	4	年 大正	4	年 ★學校改名「臺北第一高等小學校」，校長為本田茂吉。

1916 民國	5	年 大正	5	年 ★學校改名「臺北高等小學校」，校長為大塚堅次郎；西元 1920 年，

校長由東八郎接任。

1917 民國	6	年 大正	6	年

1918 民國	7	年 大正	7	年

1919 民國	8	年 大正	8	年 ★頒布臺灣教育令，確立日本在臺的教育制度

年份與重要事件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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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民國 9 年 大正 9 年

1921 民國 10 年 大正 10 年

1922 民國 11 年 大正 11 年 ★學校改名為「臺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西元 1922-1927 年，校長為東

八郎；西元 1928-1931 年，校長為三ツ橋安郎；西元 1932-1940 年，校長

為大場孫治。

1923 民國 12 年 大正 12 年

1924 民國 13 年 大正 13 年

1925 民國 14 年 大正 14 年

1926 民國 15 年 昭和元年

(12 月 25 日以

前是大正 15

年，以後是昭

和元年 )

1927 民國 16 年 昭和 2 年

1928 民國 17 年 昭和 3 年

1929 民國 18 年 昭和	4	年

1930 民國 19 年 昭和	5	年

1931 民國 20 年 昭和	6	年 ★九一八事變，日軍侵華戰爭開始

1932 民國 21 年 昭和	7	年

1933 民國 22 年 昭和	8	年

1934 民國 23 年 昭和	9	年

1935 民國 24 年 昭和 10 年

1936 民國 25 年 昭和 11 年

1937 民國 26 年 昭和 12 年 ★日軍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對日抗戰全面開始。

西元 中華民國 日本 重要事件

1938 民國 27 年 昭和 13 年

1939 民國 28 年 昭和 14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40 民國 29 年 昭和 15 年

1941 民國 30 年 昭和 16 年 ★日本偷襲珍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

★學校改名「臺北市末廣國民學校」，校長為大場孫治。

1942 民國 31 年 昭和 17 年

1943 民國 32 年 昭和 18 年 ★實施六年制義務教育

1944 民國 33 年 昭和 19 年

1945 民國 34 年 昭和 20 年 ★ 8 月，美國於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昭和天皇發布終戰詔書。

★ 8月臺灣光復，李明珠女士奉令接管，並奉派任為校長。

1946 民國 35 年 昭和 21 年 ★ 2 月學校改名為「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學校」，林聰田任校長，開辦附

設幼稚園及夜間福星初級中學。

1947 民國 36 年 昭和 22 年

1948 民國 37 年 昭和 23 年

1949 民國 38 年 昭和 24 年

1950 民國 39 年 昭和 25 年

1951 民國 40 年 昭和 26 年

1952 民國 41 年 昭和 27 年

1953 民國 42 年 昭和 28 年 ★ 2月林聰田校長卸任，由林煉校長接任。

1954 民國 43 年 昭和 29 年

1955 民國 44 年 昭和 30 年

1956 民國 45 年 昭和 3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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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民國 46 年 昭和 32 年

1958 民國 47 年 昭和 33 年

1959 民國 48 年 昭和 34 年

1960 民國 49 年 昭和 35 年

1961 民國 50 年 昭和 36 年

1962 民國 51 年 昭和 37 年

1963 民國 52 年 昭和 38 年

1964 民國 53 年 昭和 39 年

1965 民國 54 年 昭和 40 年

1966 民國 55 年 昭和 41 年

1967 民國 56 年 昭和 42 年 ★ 9 月林煉校長調任，由林宗源校長接任。

1968 民國 57 年 昭和 43 年 ★ 8 月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校名更改為「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小學」。

1969 民國 58 年 昭和 44 年

1970 民國 59 年 昭和 45 年

1971 民國 60 年 昭和 46 年

1972 民國 61 年 昭和 47 年 ★林宗源校長調任，由賴榮樹校長接任。

1973 民國 62 年 昭和 48 年 ★成立音樂資賦優異兒童教育實驗班。

1974 民國 63 年 昭和 49 年

1975 民國 64 年 昭和 50 年 ★賴榮樹校長調任，由邱明哲校長接任。

1976 民國 65 年 昭和 51 年

1977 民國 66 年 昭和 52 年

1978 民國 67 年 昭和 53 年

西元 中華民國 日本 重要事件

1979 民國 68 年 昭和 54 年

1980 民國 69 年 昭和 55 年 ★邱明哲校長調任，由陳巧雲校長接任。

1981 民國 70 年 昭和 56 年

1982 民國 71 年 昭和 57 年

1983 民國 72 年 昭和 58 年

1984 民國 73 年 昭和 59 年

1985 民國 74 年 昭和 60 年 ★陳巧雲校長調任，本校由金梅仙校長接任。

1986 民國 75 年 昭和 61 年

1987 民國 76 年 昭和 62 年

1988 民國 77 年 昭和 63 年

1989 民國 78 年 平成元年

(1 月 7日以前

是昭和 64 年，

1月 8日以後

是平成 )

1990 民國 79 年 平成	2	年 ★臺北市行政區域調整，本校更名為「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1991 民國 80 年 平成	3	年

1992 民國 81 年 平成	4	年

1993 民國 82 年 平成	5	年

1994 民國 83 年 平成	6	年 ★萬家春校長調任，本校由張金調校長接任。

1995 民國 84 年 平成	7	年

1996 民國 85 年 平成	8	年

1997 民國 86 年 平成	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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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民國 87 年 平成 10 年

1999 民國 88 年 平成 11 年

2000 民國 89 年 平成 12 年 ★張金調校長調任，本校由郭木蒼校長接任。

2001 民國 90 年 平成 13 年 ★ 12 月新建校舍及運動場完工。

2002 民國 91 年 平成 14 年

2003 民國 92 年 平成 15 年

2004 民國 93 年 平成 16 年 ★福星中興合併。

2005 民國 94 年 平成 17 年

2006 民國 95 年 平成 18 年

2007 民國 96 年 平成 19 年

2008 民國 97 年 平成 20 年

2009 民國 98 年 平成 21 年

2010 民國 99 年 平成 22 年 ★郭木蒼校長榮退，本校由張清楚校長接任。

2011 民國 100 年 平成 23 年

2012 民國 101 年 平成 24 年 ★張清楚校長榮退，本校由邱豐盛校長接任。

2013 民國 102 年 平成 25 年

2014 民國 103 年 平成 26 年

2015 民國 104 年 平成 27 年 ★ 5月 30 日舉辦創校 100 週年紀念活動。
★邱豐盛校長榮退，本校由陳清義校長接任迄今。

2016 民國 105 年 平成 28 年

2017 民國 106 年 平成 29 年

2018 民國 107 年 平成 30 年

2019 民國 108 年 令和元年
（4月 30 日以前
是平成 31 年，
5月 1日以後
是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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