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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來到這古色古香之地的最高學府，我原無任何一

丁點對校園歷史的熱情或者好奇，頂多是經過博物

館時有那一點點讚嘆而已。後來我與成大朝夕相

處，校園的種種風光和風氣逐漸顛覆我那膚淺的刻

板印象，這令我無意間燃起一抹新穎的熱情。在意

識到這樣的轉變之後，我關注起博物館的社群帳

號，特別是各式各樣的校史相關活動，也領取了

九十週年出版的校史叢書，打算將生活的一小部

分，分享給這全新的興趣。在那之後，我又一次來

到博物館校史常設展，若槻道隆的大禮服直立在櫥

窗裡，被柔和典雅的黃色燈光照耀得莊嚴又高貴，

我望著它，決定開啟一段追溯之旅，就為了窺探這

學校年輕時的樣子。

每間學校都有各種版本的故事，這些故事散落各

處，有的展示在官網乏人問津的角落，有的流傳在

老校友的口耳之間，有的集結成冊，像一本不由當

事人書寫的，很長很長的回憶錄，靜靜安放在校史

室裡。我常常在經過博物館的時候把目光偏到門口

那一側，想著要是學校有個衣櫃，且從沒有人丟棄

裡頭任何一個時代的衣衫，或許那些精心縫紉過的

布料，也串連著整個回憶錄吧。一如整理舊衣服的

自己，站在衣櫃前，幾歲穿了這條裙子去了哪裡，

什麼時候買了那件襯衫又做了些什麼，往事歷歷在

目，好的壞的，悲的喜的，都埋藏在這裡。

回到一九三一年初，若槻道隆就在臺灣總督府臺南

高等工業學校最重要的位置上，他制定西式外套和

麥桿帽作為制服，彼時的博物館本館建築(在當時另

有用途，今二樓的校史展區即當時的校長辦公室 )

尚在興建中，一如尚未成熟、步上軌道的學校。在

這段時期的服飾圖當中，我試圖將校史出版品裡頭

形容的制服樣式，包括外套、襯衫、褲裝以及麥桿

帽，整體繪於一人身上，並著以彩色，背景則是當

時為數不多的建築物，即今日博物館本館。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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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的幻想：衣櫃

張圖當中，唯有服裝的確切色彩因為黑白照片的

緣故而有待商榷。望將來重新繪製時能夠更精確地

著色。

西式制服在日治時期的臺灣雖是相當獨特的設計，

可惜卻在創校的三年後因學生反對，而被更改回常

見的日式制服。該款式在諸多該時代為背景的影視

作品中相當常見，繪製成圖恐怕沒有其他亮點，加

上校園的草創時期尚有許多珍貴物件能夠展示，因

此我向「大多數學校的標配」開始思考。懷抱教育

熱情的辦學之人，送給他們創立的學校的第一份禮

物，大多數不外乎是校名、校歌、校訓、校徽、校

旗。其中唯有校徽和校旗較容易作圖展示，而校徽

太小，校旗較適合作為手持物件，且校旗在制服更

改前就已公佈，我便將它作為圖中人物拿著的東

西。旗上的圖案是這學校最早的印記，高工二字印

在鳳凰花圖型中央，想當年還在日人輔佐之下，還

是單純為工業化而生的靈魂，如今都已成為最初的

印象。

日治時期結束後，國民政府遷臺，彼時臺南高工不

再是臺南高工，而是臺灣省立工學院。由於女學生

的加入，校園裡多出一抹柔美的風情，在當時，女

孩子幾乎都是收腰的連身裙，或是著襯衫，再扎進

高腰七分裙裡。由於近代有時流行復古風，偶爾可

能還有女同學也這麼穿搭。而髮型的時代感就異常

鮮明了，當時鮮少見到直髮，都是燙捲並露出額頭

的短髮。男孩子的襯衫和西裝褲或是牛仔褲總是搭

上皮帶，不過這也許不是和現代差異最大的。當時

的男子髮型有油頭，也就是三七分、四六分那一

類，我想現今不容易再見到同學這樣打理頭髮了。

在我的第三張圖畫中，裡頭的一男一女就如上述那

樣裝扮，並且坐在水池邊。

再後來，臺灣本土士紳們給了省立工學院一個新稱

號：成功大學。時代飛快地繼續前進，彼時西裝外

套也流行起來。成大也有自己的大學服，那是卡其

色的西裝外套，胸口繡有「成大」二字。這或許學

校的新象徵，改名換姓然後步入下個時代，胸口繡

著的名字不僅是擁有大學頭銜後的浪漫，還是一種

和臺南本土的連結，我不曉得有多少人知道成功大

學本來差點被叫做延平大學，但那的確和這學校從

開始便紮根在府城有關係。那時代除了制服，還有

知名的刊物《西格瑪》、優美的成功湖及小橋。我

經常散步到光復校區（尤其是實驗做累時），那裡

的風光讓我暫時得到舒緩並且為下一輪的忙碌儲存

精神能量。我一路從雲平大樓走過，然後右轉直至

工業設計系館和歷史系館之間，穿過榕樹的草坪再

駐足成功湖畔。我總是幻想，在那民風純樸幾十年

前，大概會有一個學生，她穿著成大制服，卡其色

的西裝外套，然後像我這樣，這樣在成功湖畔思

考人生，或是放空，或是想些稀奇古怪的東西，手

裡也許還拿著一本《西格瑪》。畢竟根據我粗淺的

理解，「西格瑪社」似乎是一個能夠給予同學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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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各式問題的社團，那她這樣做也不奇怪。在繪製

這第四張圖時，成功湖和制服是必須，至於《西格

瑪》書刊的外觀，我有幸觀摩「校園生活展」，因

此得知該刊物的確切模樣。如此一來，此圖於這樣

的概念之下完成。

最後，我像時空旅行結束一樣回到自己所處的時

代，仔細在腦海裡整頓這一年多來在校園裡見到的

衣著，我希望它們具有時代特色，同時又和成大有

關，思來想去還是大學T最適合，當然還包括外套、

夾克等等。不論是尚未就讀而先行參觀校園時買下

的，還是錄取後順手購入的，或是畢業之際入手

做紀念的，似乎都是現今的一種潮流。不過可惜的

是，由於能力不足，我無法得知這種近代常見的大

學T究竟從何年代開始流行，這是創作最後一張圖時

留下的待解決疑問。

經過這一輪回顧，我只是從陳舊的衣櫃裡挑出幾件

衣服，去幻想成大很久以前的樣子，去思考時代給

學校帶來了什麼，而學校又給這片土地帶來了什

麼，以致今日的成大是我們所見到的這個樣子。我

並不喜歡從補習班老師或其他極端升學主義者的口

中聽到成大這兩個字，更不願透過他們油腔滑調

的描述來認識我所就讀的學校，我深信唯有相處、

傾聽和時間的作用之下，成大的輪廓方能逐漸明

朗，不論是在空間的變化或服儀變遷或其他方面。

蒐集老照片及史料的時候，我始終以宏觀的視角來

看待眼前這九十年的歷史，而非以一個人、一棟建

築物或一個科系為主體。眼前這個「個體」經歷了

什麼？如何反應在服裝上？這又在歷史當中代表什

麼？和我之間又有什麼關係或他間接給了我什麼影

響？打個簡單的比方，我想知道一個為工業化而生

的靈魂曾經領受過怎樣的時代洗禮，又是如何看待

並且平衡人文藝術在他生命裡的份量，好讓我在校

園裡的一年多能夠受到良好的理工實驗訓練，又能

夠有機會去閱讀那些古色古香的過往？與此同時，

我亦不認為成大在今日能夠發展成非理工的綜合型

大學，是一件相當必然且非常容易的事，儘管仍有

各種學科不平衡之疑慮，我仍認為這是無數學者以

及教育家還有學生們，在一番取捨及努力進步之後

的成果。也許不是全部，但有一部分與此關連的歷

史可能也反應到了某一套過去的服裝之上，還等待

我去發掘，去重新繪製、書寫，然後在寂靜之處獨

自思索它們的意義。

關於對校史的態度，我大多時候是感性的，而那情

感是熱愛卻帶有一丁點複雜。儘管不能書寫出足夠

嚴謹的文章，我仍感謝這校園裡有一群人也同樣在

乎校史的保存，並且願意讓我將這一系列粗淺的想

法發表到研討會，甚至是校刊上。我沒有什麼太大

的願望好讓這篇文章有個完美結局，唯望那些心繫

成大的、關懷校史的、關心校園發展的人們，能夠

繼續在這條道路上前行，好讓那些承載高等教育希

望的大學，也穩穩地在時代中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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