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系副教授 / 陳文松

今（2017）年適逢臺南公園（照片1）開

園百年，而以往對於臺南公園的研究成果累積

方面，成功大學的老師貢獻不少。其中歷史性

的敘述，以已退休的成大歷史系教授石萬壽的

累積最多，尤其對於臺南公園腹地所在的歷史

沿革，有相當詳細的考據與描述。1其次，是

以日治時期都市計畫的觀點，來探究府城自清

末以來的空間歷史變遷。這方面成功大學建築

系師生，戰後迄今累積了相當多的成果。2 
其

中作為都市現代化門面象徵的都會公園——臺

南公園，更為府城的都市空間規劃留下了長遠

的影響，深深影響著後世。3（圖1-5）不僅如

此，如後所述，成大校史的發展中，臺南公園

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臺南公園與成功大學的再生緣

  不只是成大：

照片1 今臺南公園一景。筆者攝。

從今日321巷藝術聚落、臺南公園到成大光

復校區一帶，自清初以降，就是總鎮署、城守營

和火藥庫等重要軍事設施的用地。儘管城垣的

材料由城柵、磚土，再到三合土，甚至於道光15

1 參見石萬壽，《樂君甲子集》，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04。書中所收錄與臺南公園直接相關的文章如下：〈臺南府城城垣之滄桑〉、

〈臺南公園八十年慶序〉、〈戊寅府城蓮花節植蓮序〉、〈府城蓮花節成果報告書序〉，以及《臺南公園八十年》（鳳凰城文史協會主

編，鄉城生活雜誌發行，〔1997〕）手冊中所收錄的〈臺南公園八十年——歷史篇〉（即〈臺南公園八十年慶序〉，石萬壽時任鳳凰城文

史協會理事長）等。

2 周欣宜，〈臺南市近代化改造過程中的歐斯曼化現象〉，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劉為光・盧紀邦・陳世明，〈臺南市

舊城邊緣帶空間型態在當代都市生活中的文化意涵〉，《建築學報》85（2013/9），頁227-244。鄭安佑・徐明福・吳秉聲，〈日治時期

臺南市（1920-1941）「都市空間—社會經濟」變遷——指向經濟的都市現代化過程〉，《建築學報》85（2013/9），頁17-37。

3 有關臺南公園歷史的最新研究成果集結，請參見《臺南文獻》第11輯（2017/6）「臺南公園百歲紀念」專刊。筆者亦撰述〈打造府城的門

面：集國民教化與運動休閒於一身的臺南公園〉乙文，本文即根據其中部分內容濃縮增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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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南兵營豫定地圖」。資料來源：《臺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明治三十五年，十五年保存追加，

第四卷附一冊。〈臺南市區計晝委員會日誌、臺

南市區計畫委員會規程、臺南市區計畫委員會議

事錄、臺南市區計畫委員會文書收受發送簿、臺

南市區計畫委員會審議事項ニ付取調報告〉，典

藏號：00004709001。

圖 2 井澤半之助所設計的「臺南公園

計畫圖（藍井澤半之助所設計的

「臺南公園計畫圖（藍曬圖）」。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大正二年，十五年保存追

加， 第 一 卷，〈 大 正 元 年 度 臺 南

公園造營費決算書〉。典藏號：

00005697021。

圖 3 臺南公園計畫圖。資料來源：資料

臺南公園計畫圖。資料來源：資料

來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一卷（特殊），明治四十五年，

十五年保存，〈臺南公園造營費寄

附募集許可 富地近思外十一名〉。

典藏號：00005590011。

圖 4 臺南公園敷地（腹地）預定圖。資料

來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

卷（特殊），明治四十五年，十五年

保存，〈臺南公園造營費寄附募集許

可 富地近思外十一名〉。典藏號：

00005590011。

圖 5 臺南市全圖（大北門附近之局部），

1915。粉紅色標示：今 321 巷藝

術聚落，紅色標示：臺南公園，

綠色標示：今成大光復校區，天

空藍：今成大力行校區。資料來

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

題 中 心 (2016). [online] 臺 灣 百

年歷史地圖 . Available at: http://

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2017/8/10].

照片 2 位於今日公園路 321 巷的日治臺灣軍步兵

第二聯隊官舍群，與位於成大光復校區的

原步兵第二聯隊永久軍營有著臍帶關係。

筆者攝。

照片 3 公園路 321 巷藝術聚落現狀。筆者攝。

（1835）年加建大北門（又稱拱辰門）等五城門

之「月城」，而奠下府城今日之形貌。但如眾所

週知，「日治時代以後，以兵器之進步，城垣失

去防禦價值，遂不再整修，於是自然之傾圮，道

路之開闢，使城垣日益拆廢消失」。4而在府城

4 石萬壽，〈臺南府城城垣之滄桑〉，《樂君甲子集》，頁179-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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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劉為光・盧紀邦・陳世明，〈臺南市舊城邊緣帶空間型態在當代都市生活中的文化意涵〉，《建築學報》85，頁231。

6〈城門拆毀〉，《臺日》，1911年7月11日，第3版、〈臺南城門保存〉，《臺日》，1911年8月27日，第3版。 

7 蔡侑樺、徐明福，〈日治時期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營舍及臺南衛戍病院設置歷程之研究〉，戴文鋒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II》，臺

南：臺南市文化局，2010，頁287-332。

8 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註，《臺灣踏查日記》，臺北:遠流，2012，頁263-264。

9 〈居民逐漸移徙〉，《臺日》，1912年11月9日，第5版。

10 對此，謝仕淵有相當深入的分析。他在《國球誕生前記》乙書中指出：「1920年代之前，臺灣棒球運動的推行，多半利用公園的空地，最

為典型的例子，為臺北新公園與臺南公園」、「除此之外，全臺各地利用公園進行棒球賽的地方，還有基隆高砂公園、新竹公園、屏東公

園、宜蘭公園等地」。謝仕淵，《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頁402-403。

東北角所進行的低度開發的土地當中，有一大區

塊同時也是最早列入都市計畫的地方，就是「營

區」。5並且，隨著1910年前後永久軍營的施工興

建，這些從小北門、大北門一帶拆除的城垣和

城牆的磚石，還被回收再利用充當永久軍營的

建材之用。6而這批永久軍營，就是今日成功大

學光復校區所在的原陸軍步兵第二聯隊，以及

力行校區所在的原陸軍衛戍病院。7（照片2-6） 

日治時期著名的人類學家伊能嘉矩，為

了替殖民政府進行各種調查事業，前後進出臺

南府城數次，因此也留下不少第一手有關府城

大北門及其周邊史蹟踏查的記錄和描述。1897

年10月6日，伊能嘉矩前往大北門外的海會寺

（後稱開元寺）朝拜，回程經過大北門時，

發現門內有石碑，刻著「欽命鎮守分巡臺澎

掛印總鎮府葉 提學按司道徐示 農商負販車牛

往來不許兵役勒索特示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 日

勒」，8同樣內容的碑刻，筆者發現亦存於今

日成大光復校區小西門城門內側。由此可見，

當時這些城門不僅有士兵駐守，且還會非法收

「過路費」。

在臺南公園興建過程中，獲得各界不少

捐款。由表1可知，這些捐款大戶當中，又以

糖業和銀行業的捐款最為醒目。而目前荒廢在

公園對面公園南路的陸軍偕行社，當時也捐了

150圓，算是捐款大戶之一。換言之，這座在

1911年臺南市都市計畫公布，最後擇定府城東

北角所興建的大型都市公園——臺南公園，確

屬臺南人，不分官民，不分族群，出錢出力，

換地又遷墳後，9所共同集體興建的公園。

因此，當臺南公園運動場竣工之後，這些

產業與企業所轄棒球隊間的聯誼與競賽，便經

常以臺南公園為主要場地。這兩者之間，實有

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並且意外掀起南臺灣的棒

球熱，以及民眾熱衷前往臺南公園打棒球與看

棒球這項休閒活動，使棒球成為臺南公園最具

特色和代表性的運動場地之一。10例如以下這

則1916年10月的報導：

臺南公園之整頓，日新月盛，當此清秋

佳日，水天一色，每日赴該園散策者，絡繹不

絕。月念（按：廿）二日值星期休暇，兼以球

界健兒假該公園內中央球埔對敵，往觀者尤

盛。當午前中法院團與打狗鐵道對壘，有少年

應援隊揚三角旗，高唱應援歌，其時觀者如

堵。同十二頃乃暫休息，而觀眾亦憩於松陰

下。下午重整旗鼓，再接再厲。迨二時頃，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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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會社名稱 金額（圓）

1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 5,000

2 株式會社臺灣銀行 2,000

3 大阪商船株式會社 2,000

4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 2,000

5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1,500

6 株式會社三十四銀行 1,500

7 新興製糖株式會社 1,000

8 臺南製糖株式會社 400

9 新高製冰株式會社 300

10 打狗整地株式會社 300

11 臺灣地所建物株式會社 300

12 臺灣製鹽株式會社安平出張所 300

13 增田屋商店 300

14 大阪糖業株式會社臺南出張所 200

15 株式會社臺灣商工銀行 200

16 辰馬商會臺南支店 200

17 安部幸兵衛氏臺灣支店 200

照片 4 昔日臺南府城大北門。資料來源：

《臺日》，1905 年 7 月 28 日，第

1 版。

照片 5 今日位於小東路地下

道與北門路交叉的大

北門遺址紀念碑。筆

者攝。

照片 6 原日軍步兵第二聯隊永久

軍營的之一的歷史系館，

經過一世紀的多重歲月

後，正展開外部修復作

業，預計明年初完工。

另兩棟現由工業設計系

館和藝術研究所使用，

皆為國定古蹟。筆者攝。

照片 7-8 戰後被搬遷至小東門遺址附近的小西門城，內側仍鑲

著與大北門未拆前同樣內容的清代示禁碑。筆者攝。

表1 臺南公園興建中捐款二百圓（含）以上產業與企業界捐款

大戶

製表 筆者。出處：臺南公園造營管理者編，《臺南公園造營要

覽》（1917），附錄，頁2。

照片 9 「酣戰中的臺南公園棒球賽（戰酣 なり 臺南公園

の 野球戰）」。資料來源：竹村豐俊，《臺灣

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網址：

http: / /photo. l ib .ntu.edu.tw/pic/db/detail .

jsp?dtd_id=32&id=19154&20&pk=seq&sho

wlevel=2，造訪日期：2017/4/6。

照片 10 臺南公園的閱兵，陸軍紀念日當天演習攻防結束之

際。資料來源：《臺日》，1925 年 3 月 12 日，

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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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臺南，郵局有志於棒球者在1910年成立南鯤團，砲兵中隊則成立砲兵隊，此後還有臺北中學學生放假回臺南組成的中學生隊，以及官

民有志於棒球的青葉會、法院野球團、臺南廳團等，這其中又以南鯤團實力最強。此外，1913年阿猴等糖廠成立棒球隊，1914年起臺灣製

糖會社為獎勵體育，透過臺糖俱樂部，進行阿猴、橋仔頭、打狗本社、後壁林等糖廠棒球隊間的比賽」。謝仕淵，《國球誕生前記——日

治時期臺灣棒球史》，頁52。

12〈臺南公園盛況〉，《臺日》，1916年10月26日，第6版。

13「臺南市為奉迎殿下永久紀念，在行啟之處，各為紀念植樹，在臺南公園東北隅之小丘上，栽植樟樹。荒卷市尹、佐藤理事官其他立會。

午後一時施行，其他南門小學校及孔子廟，亦皆有準備云。」〈臺南行啟紀念樹〉，《臺日》，1923年4月23日，第5版。

14 例如同樣在1914年，當臺南公園雖未完工開源，遊客已絡繹不絕之同時，軍事閱兵依舊在大北門外練兵場舉行。〈臺南之觀兵式〉，《臺

日》，1914年1月10日，第5版。

15 甚至連軍事演習，都搬到臺南公園進行。例如1923年的陸軍紀念日，「市內陸軍側，擬同日午前中，在臺南公園，舉行奉天會戰之模擬

戰」云云。〈行模擬戰〉，《臺日》，1923年3月11日，第6版。又如〈臺南陸軍日模擬戰〉，《臺日》，1924年2月22日，第6版。

16 蔡侑樺、徐明福，〈日治時期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營舍及臺南衛戍病院設置歷程之研究〉，戴文鋒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II》，頁

298。

鯤團11乃與臺糖團交戰，其後臺糖團大捷，諸

健兒勇氣百倍，拍手喝采之聲，幾欲震破耳

鼓，至日晚乃罷。遊人始陸續散去，自轉車

人力車相續於途，步歸者尤重，洵一時之盛況

也。12 

而在1917年正式開園後，南部間各機關團

體的棒球聯賽，臺南市內各級學校的運動會，

以至南北棒球對抗賽和少棒賽，甚至與日本內

地球隊間的棒球友誼賽等，幾乎都選在臺南公

園運動場舉行，有形無形當中，不僅提升臺南

地區球隊的實力，同時也連帶打響了臺南公園

的知名度。（照片9）

除了運動休閒等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已逐

漸與臺南公園連結在一起，但除此之外，臺南

公園也成為殖民政府與軍方舉辦各式閱兵、紀

念活動，甚至日後日本皇室成員，包括1923年

皇太子臺灣行啟到臺南時，13這些動員官民各界

的大型歡迎活動，都自然而然的不再前往以往

在大北門外練兵場舉行，14而改在交通方便、

景觀優美，且更吸引人賞遊的臺南公園舉行。

15（照片10-12）主要是「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為

日治時期日本國土最南部的軍事部署地，因此

成為日本皇室成員行啟、巡行臺灣的必至之

地」，16因此作為臺南表玄關的臺南停車場與作

為臺南的門面的臺南公園，便成為日本帝國透

過皇室與軍隊，對殖民地臣民——臺南民眾，

展現帝國威望與國民教化的鐵三角「教場」。

1930年日本軍國主義開始興起後，臺南公

園的軍事色彩益發濃厚。而且幾乎就在同時，

1931年臺灣總督府宣布設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

（今成功大學的前身，位於今成功校區）於日

軍步兵第二聯隊所在的小東門外，佔地約55000

照片 12 臺南公園舉行

的 陸 軍 分 列 式

和 參 觀 人 群。

資料來源：《臺

日 》，1930 年

1 月 10 日， 第

5 版。

照片 11 在臺南公園親

自 檢 閱 軍 事 教

練 的 日 本 皇 室

久 邇 宮 殿 下。

資料來源：《臺

日》，1928 年

5 月 11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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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按：1931年）3月16日，與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校址在今臺灣大學徐州路校區）同時舉行入學考試，共409人應考。3月23日，發布錄

取通知，第一屆錄取機械工學科25人、電器工學科25人以及應用化學科22人。」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國立成功大學，最

後造訪：2017/8/11。

18 蔡侑樺、徐明福，〈1929年至1934年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校園規劃與建設〉，《建築學報》85（2013/9），頁187-188。

19 1E 伊東貞昭，〈思念伊形老師〉，《後甲原青春行：「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師生回憶錄（二）》（臺南：成功大學，

2014），頁139。（原載《鳳木會會報》29, 1987/3）

20 同上，頁145。

21 8E 塚本哲郎，〈懷念永吉哲郎同學〉，《後甲原青春行：「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師生回憶錄（三）》，頁102-103。（原載

《鳳木會會報》45, 1994/9）

坪。17這所緊鄰軍營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一

開始就注定與日本帝國海外殖民地國防工業人

才培育密不可分，18並且因地利之便，而與臺

南公園也種下不解之緣。（照片13）

根據成功大學所出版的《後甲原青春行：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師生回憶

錄》，便可找出一些珍貴的歷史片段。例如，

當時第一屆入學的新生在日記中，曾留下如此

的紀錄：「占地55,000的原甘蔗田空地，獨見

一棟平房，那是唯一迎接我們的學校設施。」

19 
而且當時最初前兩屆的新生宿舍，則是借用

位於臺南公園西側鄭仔寮高台上的「一棟兩層

老樓房」。20

 除了宿舍外，還有學生為了完成實驗課

的作業，特地前往臺南市區與臺南公園「取

景」，而留下如下一段生動的歷史畫面：

那次的實驗主題是「照片」，也就是我

們必須去洗出1張照片的原理與結構，並且從

中學習顯像以及沖洗技術，最後在提交的實驗

報告附上照片作品。（中略）從學校到臺南

市區，我們隨意漫步了約30分鐘後，尚未決定

要拍攝的內容；途中我們拍了2、3張適合的景

物，之後再繼續隨興的往前走，最後我們來到

臺南公園。（後略）21 

 1917年6月17日開園的臺南公園，距今剛

好滿一世紀。雖不是臺灣首座近代化的公園，

但不過十年的功夫，卻已被時人譽為「臺灣第

一」的公園。且在未正式開園以前，便已成為

南部棒球的重要競賽場地，古木園池亦是民眾

遊憩之處，到開園後，更成為殖民政府進行軍

事檢閱與演習的教場。而清代城牆的大北門的

磚石也因興建公園遭受拆除的命運，但有趣的

是，這些磚石有一部分竟成了步兵第二聯隊永

久軍營與衛戌病院的建材，而成為今日成大校

園的一部分。同時，早期的成大校友便與臺南

公園結下不解之緣，一路到今天。身為成大

人，即使每年校慶所記念的是1931年臺南高等

工業學校設立起算，但其內涵隨著二次戰後校

區不斷地外擴而導致校園的歷史內涵不斷地上

溯深化，讓成大，不只是成大。

照片 13 昭和 12（1937）年 9 月 9 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員末

永大吉氏收到召集令前往臺南公園合影。出處：《南

國首工拾年紀 - 成大首任校長若槻道隆珍藏相片目錄》

（臺南：成功大學，2014），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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