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地為毗鄰街區但被道路分隔者並不在少數，惟校

地分隔數目如此之多、分割如此方正，成大可說是

全臺唯一，值得深入研討。除了成功、勝利、光復

之外的校區，究竟是各自在何時正式納入校地的，

在不同史料中會見到不同的說法，而較晚命名的成

杏、敬業、自強、東寧等校區則往往未被認真探

究。講者試著爬梳成大校本部的流變，並探究校區

逐步擴張與臺灣的工業、軍事及教育政策更迭之關

聯性，同時試著討論校區的增加如何影響校園中核

心建築物的重新分布。

講者有寫一篇文章來研究成大校區腹地因為政策變

革的演變史。這篇文章在資料檢索上面存在一些研

究限制，首先就是講者決定要投稿的時候，在臺南

的時間所剩不多，所以一些需要在上班日才能去現

場取得的資料，例如成大總務處土地契約的資料，

或者是臺南地政局的紙本地籍資料，這些資料，這

些部分在這篇文章是有所缺漏的。接下來是難以檢

索的部分，成大校本部得以擴張基本上是靠周邊的

居民遷走，但遷移的相關史料在國防部國軍史料以

及兩蔣日記裡面應該是可以看到，但是這些資料基

本上是不公開。最後是相關史料目前無法取得，例

如4條通過校區的計畫道路，也就是大學、勝利、

小東、長榮，他們的確切開通年份以及開通前後對

成大的校園到底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的相關資訊。另

外就是臺南市陸委會第55到57次的會議紀錄。這一

段期間會議記錄記載著力行、成杏、敬業、自強這

4個校區從住宅區變更為文大用地的詳細過程，但

是都發局的網站並沒有這段期間的會議記錄。接下

來，來看一下校地地點取得過程中值得提出來討論

的部分：

見
證
政
策
轉
變
的

見 證 政 策 轉 變 的 國 立 成 功 大學 校 本 部 校 區 變 遷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校
本
部
校
區
變
遷

論
文
發
表
人
：
慈
濟
醫
院\

蕭
宇
泰(

線
上
發
表)

資
料
整
理
與
撰
文
：
成
大
財
經
所\

李
皓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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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校區可以討論的是，1946年接收時，校地面積

到底為何。目前有兩個版本，一個是1946年的總務

類校地擴充計畫說明書裡面寫的是18.6751公頃，第

二個版本是成大博物館的成大校園環境變遷歷程寫

的是18.03176公頃，這個數字是跟現行完全一致。

也可以看到王石安校長從1946年接收以後，就積極

找各單位來請求撥用校地，包括找了後司令部遺產

管理所，獲得合影請假均同意，不過後來被孫立人

將軍直接佔用。1949年王石安校長繼續請省政府主

席來撥用相關的土地，校史記載陳主席是有批準建

運動場及建築系館。但是最後為什麼沒有蓋成，在

校史裡面完全沒有後續的記載，不過同時間要求省

府撥款來徵收的部分是有成功，就是現在的勝利校

區。這邊有一個值得討論的點，就是東寧宿舍區到

底是何時納入成大校地呢？校史的正式說法是說

1946年為教職員宿舍及東寧路宿舍，其他有許多文

章也都是持這個說法。不過工學院是在特刊裡面寫

道1950年成大增購了十七甲地，基本上勝利校區、

勝利宿舍區及東寧宿舍區這3塊地加起來才約十七

甲的範圍，所以這一個內容是比較支持1950年才購

入的說法。另外在美哉勝利這一本書裡面也是寫說

東寧校區是在1950年取得，作為宿舍區使用。哪一

種說法比較值得採信呢？我認為可以從中研院的臺

灣歷史地圖來看一下大概的範圍。可以看到現在的

勝利路以東勝利校區的部分，以及東寧校區東寧宿

舍區的部分都是算在後甲範圍。上述可知，序廳使

用房屋為教職員宿舍及東寧路宿舍後面這一句話其

實是有問題的，但可能是要再進一步挖掘第一手資

料，才能確定到底東寧路宿舍區最早是在哪一年納

入成大校地。

接下來看勝利校區跟東寧校區取得的過程。一開始

的勝利校區與勝利宿舍區外觀與現在的勝利校區有

所不同，另外東寧校區外觀也與現在不同。當時長

榮路南段還沒有開闢，所以大學路的22巷的宿舍群

其實跟東寧校區一起購入的，勝利校區購入的相關

資訊與詳細情形在美哉勝利這本書寫得非常的清

楚。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到1960年間省府有同意有

一塊L型未登入國有地撥給成大作為學生宿舍用。這

塊L型低窪國有地獲省府同意之後相關的公文送到行

政院院長備查。

有關光復校區的建築及歷史，相關專書及專文都寫

得非常詳細，不過從戰後到成大接手為止的歷史資

料則相當匱乏。講者在查閱省政府及總統府資料庫

以後發現，在1965年拍板遷移第八軍軍營，讓出土

地給成大的正式時任總統蔣介石，在他定案那一年

的3月有訪問第八軍軍營及後來變成建國校區的砲

兵學校。然而由於第一手資料的不足，無法確認蔣

介石在做此決策的原因背景，以及做決策的確切時

間。另外此處有一小勘誤，蔣介石在1965年3月26日

視察的行程，當天他視察了第八軍軍部，就是現在

的光復校區，同時也視察了炮兵學校，就是現在的

成杏校區。由於缺乏相關資料佐證，我們無法確定

他是在視察前、視察中，還是視察後決定要把軍部

移走的。1965年11月省政府的會議紀錄中有提到，

國防部確定將第八軍搬移至旗山。

建國校區也就是後來的成杏校區。1945年美軍繪製

的臺灣地圖中可以看到成杏校區部分是有一些類似

日軍的建築。取得年份也有所出入，官網是寫1971

年，南方歲時記則是寫1977年。會有這個差別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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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政策轉變的國立成功大學校本部校區變遷

是1971年是政府核準的年份，1977年則是實際

付清款項取得土地的年份。再來看到敬業和南

自強。敬業校區的取得也有類似問題。有一說

是1982年協商定案，另外是說1983年行政院核

準定案，也有一個說法是1984年才付清款項購

得。更複雜的是其中一塊是直接由陸軍青山總

機營地賣給成大。然而另一塊是賣給省政府，

原本作為國宅用地，後來才賣給成大的，所以

兩者的時間不可能完全相同。1983年臺南市都

委會通過了土地分區變更計畫，將現在的力行

校區、成杏校區、敬業校區、自強校區從原本

的住宅區劃為文大使用。當時的臺南市長是成

大校友蘇南成，他在這個案子上出了不少力。

然而如果不是營區移出市區已經成為趨勢，即

使市長再有力可能也沒辦法。再來討論力行校

區東半部，此處又分為臺南監理站與臺汽公司

臺南保養廠兩塊，取得的時間也是眾說紛紜，

有1983、1985、1987、1988共4種說法。接下

來是北自強校區。北自強校區也有1990跟1991

取得兩個說法。更特別的是校史官網中，一個

網頁裡面就有兩種說法。最後是力行校區西

半部。早在1979年就傳出陸軍804醫院要遷往

北部，西力行校區就是原陸軍804醫院，取得

的時間有各種說法，包括1998、1999、2000、

2002等說法。講完上述例子，可以一起思考看

看，到底哪個年份正式列入校史才妥當呢？是

協商定案給成大當校區的年份、行政院核定的

年份、開始付採購款的年份、還是把請購的錢

完全付清的年份？有一些校區是還沒有撥用之

前就先給成大使用，那這個年份可以算嗎？還

是要開始撥用的年份或是完整撥用完畢的年

份，或是在臺南市地政局產權變更的年份呢？

另外，東寧校區東寧宿社區到目前為止校史官

網完全沒有記錄到底它實際購入併入成大校區

的時間為何。最後來探討成大校地擴張與政策

轉變之間的關係。最早設校在日軍二聯隊的營

區旁邊可能就不是一個巧合，而是有服務國防

的性質。戰後，學校曾幾度有望取得北邊東邊

的營區土地，但因為時代紛擾，史權不統一而

一一落空。1965年蔣介石拍板將第八軍遷往郊

區，或許是全臺灣營區郊區化的一個濫觴。

1969年起的陸軍嘉禾案使得預八師砲訓中心都

跟其他單位合併而遷移，因此可以空出空間讓

成大使用。1980年代的國防自主與航太科技發

展使得校方有名義可以取得自強校區，另外搭

配臺南市長之校友的助攻，將周遭的土地劃為

大學用地。

接著來看一下行政中心。行政中心最早是在理

化學實驗室，1934年以後搬進博物館。取得光

復校區以後，1969年行政中心搬到大城館，因

為大成館年久失修，1976年行政中心搬到現在

的數學系館。1991年行政中心搬遷到雲平大樓

至今，可以發現行政中心一直在成功和光復校

區轉換，而且都是在東西軸線上平移。

圖書館最早也是在理化學實驗室，不過在1931

年就已經遷入圖書課，也就是現在的舊化學系

館。1959年配合搬遷到舊總圖，也就是現在

的未來館2001年搬遷至新的總圖書館至今，

圖書館不同於行政中心在東西軸線上面移

動，它是在校區的南北軸線上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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