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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近代史中，台湾岛的开发甚晚，开发的过程充满了中国本土的内部移民与外国势力殖民的经验与色彩。

台北的城市发展历程有其特有的历史因素。本文单纯就历史发展过程，对移民、殖民时期台北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历程

进行历史分析，探讨台北城市由近代化的兴起迈向现代化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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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次世界大战前，欧美各帝国对于在亚、

非两洲所占领的殖民地、租借地等所进行的城市

规划具有殖 民 主 义 意 涵 与 风 格 特 征。１８９５年 台

湾岛割 让 给 日 本，成 为 日 本 帝 国 的 第 一 个 殖 民

地。当时的日本帝国是众帝国中的后起之秀，日

本帝国并非欧美白人国家，故在当代主流的殖民

研究中，其在台湾的殖民经验既不完全的典型，

也常被忽视所带来的殖民影响①。日本曾是唯一

致力于殖民地工业化的帝国，为了有效攫取殖民

地的资源，日人利用西化学习的经验，将各种西

方帝国的 城 市 与 政 治 管 理 经 验 运 用 到 殖 民 地 台

湾。以历次台湾都市计划令的调整，可看出在制

定技术性规范上，殖民地提供了殖民国一个试验

的场地———殖民城市内新建的殖民建筑之功能则

以宣扬国威为其表征，借其显示宗主国的强大与

进步，透 过 吸 引、震 慑 殖 民 地 人 民 的 视 线 与 感

官，以获取被殖民者的臣服。

日本殖民政府致力于将台湾发展为未来各殖

民地的样板，进行了大范围的土地测量与各项发

展规划。二十世纪初处于殖民时期的台湾，除做

为日本帝国殖民经济的剥削与宰制对象外，亦是

日本帝国展现其在十九世纪对欧洲殖民模式与建

筑设计所学的试验场②。因空间上的区位与历史

过程中的发展，台北成为其殖民地政治与经济中

心的岛都首选。在政治力的影响下，台北的城市

发展历经近代化过程，并成为后来城市现代化的

扩展基础。本文拟论述在殖民政策影响下台北的

城市发展如何被形塑、改变，以及为后续现代化

发展奠定基础的概况。

一　殖民城市的表征

城市是聚落的一种型态，具有高度的社会分

化结构。除了近代新市镇的规划是以较短期、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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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方式给予营造、形塑外，大部分的城市都有

其形成、发 展 的 历 史 过 程，并 各 具 有 其 功 能 定

位。殖民城市亦不例外。殖民城市是两次世界大

战之前帝国主义殖民下之产物。“殖民”原指迁

往他处定居的人，类似现在所谓的 “移民”。在

《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①一书中曾指出欧洲

人最初使用 “殖民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主要 是 指 为

了在经济、宗教或政治上寻得较好的生活而迁居

且依然忠于原有文化的社群，其原意既不是指统

治原住民，也不是榨取他们的财富。但在帝国的

政治力、经济目的等的驱动下，透过宰制的方式

统治新增的广大领土逐渐成为２０世纪前的 “殖

民”概念。

帝国主义是总的概念，而殖民是其实践帝国

成长的方式之一。就历史与地理的角度，无论是

单一殖民帝国在其各殖民地的实际运作，或是某

殖民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连续经历不同殖民势力

的统治，发展历程都不尽相同，不可能有一个总

括性的理论可一言以蔽之②。在帝国主义构成一

个全球 的 政 治 体 系 下，殖 民 呈 现 出 多 样 性 的 面

貌。现代历史学家常将殖民区隔成两种形式，差

异在拓居和管辖之间的不同：

（１）拓 居 殖 民 地：以 拓 居 为 主 而 建 立 的 殖

民地；

（２）剥削殖民地：地处热带地区，直接或间

接被统治管理的殖民地，主要为了经济的剥削。

殖民城 市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ｉｔｙ）通 常 是 殖 民 者 精

心建设、开发的行政或商业中心③。殖民城市的

形成多是为了提供 “门户”的功能，殖民者在边

缘地区设置门户城市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ｃｉｔｉｅｓ），在 建 立

对大洲内部的经济政治控制的同时，亦便于以殖

民城市 作 为 政 治 控 制 和 商 业 中 心。诺 克 斯 等 指

出，殖民城市通常有两种类型：（１）在没有显著

城市聚落存在的地区 “播种”的新城市；（２）将

殖民功能添加到现有的聚落，利用优势区位和充

足劳动力。④

移民型殖民城市是前哨阵地，通常体现了殖

民者来自母国的价值观；而非移民型殖民地的城

市则多是为了榨取各种商品和建立以此为基础的

政治－行政体系⑤。当聚落形成时，即产生社会

结构的分化与劳动分工，多数殖民城市的形成是

以宰制与剥削为目的，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统御

往往透过城市的规划给予象征性的诠释，并在城

市空间上不间断的重复出现政治性的语汇。而带

有工业革命与西化色彩的现代化历程则会反映出

殖民城市的各项规划与建设皆是具有 “效率”的

符码于其中。为了执行殖民功能，快速的建设殖

民城市，其城市配置通常包括为殖民贸易者、种

植园代表和政府官员配置庆典空间、办公场所与

出境口；为驻防士兵配置营房；为殖民主义者建

设住宅等。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服务于被各种工

作机会吸引到城市的当地居民，居住和商业用地

明显增加⑥。潘兴明曾在 《英国殖民城市探析》⑦

一文中针 对 英 国 殖 民 领 地 上 的 殖 民 城 市 进 行 分

析，指出殖民城市的规划往往会突破欧洲的城市

规划传统，利用新的规划理念和技术，让殖民城

市具有时代风范。殖民城市的街道多采用网格结

构，笔直宽敞；除交通系统之外，排水及 下 水 道

系统广泛采用，改变了旧式城市卫生环境恶劣的

境况。将殖民功能添加到现有聚落中，并利用优

势区位与充足劳动力的殖民城市中，殖民的烙印

在市中心体现最为显著，存在于正式的广场、公

共空间、林荫道布局和殖民建筑与纪念碑中。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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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民族的内部移民：
清代台北的聚落形成与城市发展概况

　　就历史进程而论，台湾岛开发的过程中充满

了中国大陆的内部移民与外国势力殖民的经验与

色彩。自１７世纪末起，透过中 国 大 陆 闽、粤 一

带的汉民族长期地移入与囤垦之历程，台湾岛发

展出大量具有汉文化的聚落居民点与具有交通运

输或中地机能的市镇型聚落。台湾岛的汉人移垦

路线大致由南向北、由西而东，“台北”这个名

词最早则出现在清 朝 初 年 （约 康 熙 年 间），起 初

并不是指一个绝对的、具体的地理范围，而是相

对于最早开发，且发展鼎盛的台南地区之 “相对

方位”。台北盆地在两三百年前，本是沼泽与荒

芜之地，古称为 “大加蚋堡” （或做大佳腊、大

加腊），范围在基隆河以南，淡水河以 东，新 店

溪以北，包括今天的台北市全部，台北盆地在当

时主 要 是 台 湾 平 埔 族 开 打 加 浪 族 （Ｋｅｔａｇａｌａｎ）

所居之地。① 汉人移垦台北盆地约始于明代万历

年间，但于清康 熙 四 十 八 年 （１７０９年）以 后 始

有确实纪录。乾隆之后台湾中、北部逐 渐 开 发，

嘉庆至道光年间，岛上对 “台北”一词仍是笼统

的认知为中部彰化县管辖之台湾北半边。②

清代台北城市的兴起与成形，和当时在淡水

河上形成的河港聚落有关，由当时艋舺、大稻埕

两聚落与后来修筑的台北城做为后来台北城市的

早期发展雏形，此三聚落亦被合称为 “三市街”。

据 《台北发展史 （三）》，清康熙四十八年，泉州

人陈赖章请得垦照，拓殖大加蚋，先拓新庄，后

移艋舺，乃台北市地区土地开发之滥 觞。此 后，

泉州人陆续由中国大陆移住台北，并与原住民交

易，约定开垦土地，移民因此渐增，土地也逐渐

拓殖。雍正年间，在淡水河东岸沙帽厨社形成一

小聚落，为艋舺市 街 之 肇 始。至１７９２年，清 政

府开放淡水河口的八里坌为对中国大陆贸易之港

口，艋舺作为淡水河中、上游的物资集散地，逐

渐形成市街规模，也是台北地区的最早街道。艋

舺的地理位置优越，临淡水河中游，是淡水河支

流的汇聚点，同时满足对口贸易与内陆集运的两

大机能，因此在乾隆年后开始兴盛，成为当时台

北盆地的货物集散中心，并与大陆闽浙地区有直

接贸易往来。至１８５３年艋舺已进入其全盛时期，

艋舺成为当时台北平原中连结大陆市场与台湾内

陆生产腹地的最主要市集。③

当时自福建而来的移民形成不同的移民集团

并时常发生械斗事件。在艋舺市街内多为福建泉

州的晋江、惠安、南安人，通称三邑人，又称顶

郊人。而晚至艋舺的同安、安溪移民 （通称下郊

人），在数次械斗后，逐渐向艋舺北面的大稻埕

地区迁徙。④ 至１８５３年的 “漳泉拼”，漳州人因

战败而移住大稻埕，沿 淡 水 河 岸 形 成 “双 核 心”

市街。同为河港的大稻埕地区约在１８４４年 后 逐

渐发展新的商港与聚落。同时期，艋舺市街则因

河港逐 渐 淤 塞，其 商 业 地 位 渐 被 位 于 其 北 面 的

“大稻埕”所替代，至１８６０年左右，大稻埕已有

取代艋舺商业地位的趋势。

台北城的兴建则为政治因素的考虑，自同治

十三年 （１８７４年）牡 丹 社 事 件 日 人 侵 台 后，清

政府为抵抗外国入侵势力，认为台湾确有国防的

必要性，始准建省并设置台北府与筑城 （１８８２－

１８８４年），至此 “台北三市街”的城市雏形于是

确立，并 提 供 台 北 市 之 后 渐 次 向 东 扩 展 的 契

机。⑤ 据台北府第一任知县林达泉对台北府城的

规划，府城坐落在艋舺和大稻埕之间平野上，以

消弭艋舺 与 大 稻 埕 两 方 为 争 夺 府 治 所 在 地 的 争

论，筑城之前府城用地为一片荒野、池塘以及墓

地。台北建城自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年）开始筹划，

并于光绪 八 年 （１８８２年）１月 兴 建，在 光 绪 十

年 （１８８４年）１１月正式竣工。⑥ 至１８８４年台北

府城完工，官衙、庙宇逐步兴建，人口渐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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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城内虽筑路、建街以招商，但因清政府官员的

管理方式较为消极，至１８９２年城内水田 面 积 仍

占百分之七十，地广人稀，仅 建 成 官 署、书 院、

考棚、文武 庙、天 后 宫、城 隍 庙 及 少 许 商 店 民

房。① 台北城 原 址 位 于 两 个 旧 聚 落 之 间 的 空 地，

台北城建城后的商业生计，也多依赖此二旧市街

的支援。因此，三个先后成立的市街，在历史发

展的过 程 中，成 为 既 独 立 发 展 又 相 互 关 连 的 聚

落群。

台湾最早的近代化建设发生于台北，起于清

治时期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主政期间 （１８８５－
１８９１）所推行的一连串洋务运动。清政府治台初

期，台北地区的城市规模、形制尚未兴起。直至

因河运、贸易等商业活动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

逐渐形成聚落型态的市街规模。台北建城后，台

湾的政 治 发 展 采 取 双 中 心 制，南 以 台 南 府 城 为

首，北则为台北城。台北市街的兴起与经济、通

商贸易有关，至台湾设省后，因海防及经济的现

实因素，刘铭传将巡抚衙门设于台北城内。尔后

接任的巡抚，则直接将台北正式设为省城，使其

成为全台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② 刘铭传任

台湾巡抚时利用自强运动下的西化政策，计划将

台北建 为 商 业 都 市，并 开 始 建 造 台 湾 第 一 条 铁

路，规划大稻埕为主要商业区，扩大区域、建筑

码头、设计新市街、兴建洋楼招揽外商等，让大

稻埕市街 成 为 台 湾 涉 外 关 系 以 及 国 际 贸 易 的 特

区，也形成台湾的经济中心。并着手兴办新式学

堂，但后继官员因无心而未能持续。

在规模上，清代台北城的周长为一千五百有

六丈，东 城 墙 约 为 四 百 一 十 二 丈 （约１２３６ 公

尺）、西城墙 约 四 百 一 十 二 丈 （约１２３６公 尺）、

南城墙约为三百四十二丈 （约１０２６公尺）、北城

墙约三百四十丈 （约１０２０公尺）。台北城城高约

一丈八尺，城厚则约为二间到三间半。在城门形

式特征上，东侧有景福门、照正门皆为歇山墙廊

式，通锡口、水返脚 （今松山、汐止）等处；西

侧为宝成门，属于歇山重檐式，通城外旧市街的

艋舺 （今万华区方向）；南侧有丽正门与重熙门，

丽正门城门采歇山重檐式建筑，城外通往景尾、

新店 （今 景 美、新 店）等 处，重 熙 门 又 称 小 南

门，通往枋桥 （板桥）等处；北门为承恩门，城

门采歇山墙廊式，通大稻埕等处。在平面配置上

类似 矩 形 城 墙，城 内 十 字 街 道，但 门 与 门 不

相通。

清代台北城内之发展，已具 有 一 定 的 规 模，

但多为 庙 宇、官 衙 和 学 校 等 大 小 不 一 的 公 共 建

筑，至 于 商 店、民 房，则 仍 待 开 发。③ 整 体 而

言，台北城内是以政治机能为主，且为有计划的

市街，街道也较宽大整齐；至于位在城外的旧市

街艋舺与大稻埕则是以经济机能为主，自然发展

而成的传统聚落，街道较狭窄曲折，相对影响日

后发展。台北城的发展验证了移民型城市通常体

现了移民者来自母国本土的价值观，台北城兴起

与受重视的时间，适逢清末的自强运动，虽然仅

有刘铭传尝试在台湾发展西化政策，但已开启台

湾与台北迈向现代化的契机。

图１　清代台北市街发展概况示意图

改绘自黄武达：《追 寻 都 市 史 之 足 迹 ：台 北 “近 代

都市”》，（台 北）台 北 市 文 献 委 员 会，２０００年，第１－

１图。

三　日据时代的 “岛都”台北

１．“岛都”的成形与确立

在清朝治理下，台湾聚落的分布与自然地理

环境、农业移民的囤垦迁徙路线、商业经济的发

展都有关，其大致形式为由南向北转移，并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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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西部平原上东西走向的河流影响，早期聚落发

展多沿溪流设置河港或海港市镇，便于货物运输

至中国大陆进行商业交易。“一府、二鹿、三艋

舺”指称的便是分布在台湾西岸南、中、北的三

大商业聚落。清政府在国防与治安考量下，将行

政重心由南而北的转移由历次台湾岛上行政机关

的调整可以 体 现。康 熙 二 十 三 年 （１６８４年）在

台设台湾府 （今台南市）隶福建省管辖，在府之

下设台湾县、凤山县和诸罗县。尔后，逐渐往台

湾中、北 部 增 设 县 治，雍 正 元 年 （１７２３年）于

台湾中部增设彰化县；雍正九年 （１７３２年），成

立淡水厅；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年）置噶玛兰厅。

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年）大 幅 调 整 地 方 行 政 机 关，

分成二府八县四厅，① 原有之台湾府分成台湾府

（台南）和台北府 （台北）。光绪十一年，台湾建

省，以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光绪十三年，再次调

整地方行政机关，② 共分为台北、台湾、台中三

府和台 东 直 隶 州。台 北 府 下 管 辖 淡 水 县、新 竹

县、宜兰县和基隆厅；台湾府下管辖台湾县、苗

栗县、彰化县、云林县和埔里社厅；台南府下管

辖安平县、嘉义县、凤山县、恒春县和澎湖厅。

近代化下，台湾与台北城市发展的过程可谓

始于清末的自强运动。在全岛政治与经济重心往

北的转移下，台北三市街成为经济贸易与政治发

展的核 心，刘 铭 传 通 过 对 台 北 城 市 的 建 设，让

“三市街”的商业繁 荣 连 成 一 体，形 成 现 在 台 北

市的雏形，并在１８８７年自上海购入人力 车 与 马

车行驶于三市街之间，公共交通由此开端，１８８８
年台北府城内开始装设电灯与设置路灯、建沟渠

改善卫生与饮水，并以压路机修筑马路、便捷交

通。在清末台北城曾有 “小上海”的称呼，并已

成为全台首府，具有 “岛都”规模。③

１８９５年 日 人 据 台 后 择 台 北 为 台 湾 岛 的 行 政

中枢，设 总 督 府 及 相 关 行 政 机 构，刻 意 经 营 建

设，让台北既是殖民政府在台的政务中心，亦为

经济、文化的中心，有 “岛都”之誉，确定了日

据殖民时代台北的城市发展定位。清末台湾都市

体系原本是台北、台南的双峰模式，并逐渐向台

北单峰模式发展，至日据后，已完全成为台北独

大的单峰模式。④ 据章英华 《清末以来台湾都市

体系之变迁》一文，台湾在日据时期城市分布的

特色，为最大城市的优势增强，但地区性城市亦

平衡发展，显示台北虽以台湾 “岛都”的定位持

续发展，但并未因城市化的优势导致其他次级城

市的发展停滞，建立城市层级化的发展规模显示

殖民政府为了获取台湾的农业资源而进行的效率

管理。台北能于日据殖民时期成为岛都，并发展

属于该时期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与殖民国的日本

本土已经历明治维新正迈向现代化国家有关系。

西方的卫生、科学概念融入日人生活中，已改变

其传统生活的样貌，台北作为日据时期日本人口

最为集中的区域，殖民政府必定致力于台北城市

的现代化发展。１９３１年 《台北市史》⑤ 中更描述

台北市的发展已成为足以与日本国内大都会相匹

敌的进步城市，其繁荣的程度已超过日本国内的

地方都市，由此可见 “岛都台北”于日据时代在

台湾的城市发展规模。

２．日据时代的台北城市规划

对于日据台湾五十年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者

提出不同的分类方式，但普遍认为日据前期以改

善城市卫生与规范居住环境为主，日据中期则以

计划性 的 公 共 建 设、市 区 规 划、交 通 改 善 为 目

标，而日据末期则更以法令规范计划性的城市规

划与发展模式。日据时期台北城市发展的状况可

通过行政体制变迁与台北市的市街硬件体建设来

了解台北城市的现代化概况。殖民政府对台湾的

行政区域与制度几经变更，台北市在此更迭中，

不仅疆域日渐扩展，同时也反映了殖民政策中对

于效率性掌控的诉求。

近代台北的城市规划与现代化过程在日据时

代有显著的变化。对于殖民城市的发展研究，通

常不脱离 “殖民国家对于社会进行单向的强制剥

削”的论述观点，日人殖民台湾的管理手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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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含有对于政治、经济的宰制与剥削，更借由台

湾作为其 科 学 统 治 技 术 的 资 料 收 集 与 实 验 的 对

象。殖民 政 府 借 由 权 力 的 运 作，通 过 知 识 霸 权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式的专业官僚对城市控制，展现其

帝国权力。① 在权力操弄与夹带宰制与剥削为目

的的管理下，台北的城市发展间接通过殖民主义

精神而持续近代化。日本殖民政府规模性、系统

性的将当时西方城镇规划技术引入台湾，先透过

对各市镇的发展定位与调查，加上近代交通设施

的引进与行政、军事、经济、产业的考虑，援引

不同的空间规划策略，将其认为相对应的西方都

市规划模式直接套用在台湾的城镇空间上，改变

了既有城镇的空间组织与社会结构，同时却也让

台湾的城镇能更为适应近代化发展，公共空间更

为多样化。

日本殖民政府最早进行城市近代化的建设普

遍认为肇始于公共卫生领域。② １８９６年上任的台

湾总督桂太郎在当时日本内务省卫生局长后藤新

平来台后提供的建议下，提出以 “公共卫生”作

为台湾殖民的首要政策；③ 并宣示以卫生优先作

为政策方向，确认了 “卫生第一主义”④，显示

近代日据台北的早期城市建设课题以公共卫生为

主。据日 本 殖 民 政 府 编 载 的 《台 北 市 政 二 十 年

史》，在日本统治五十年间对台北进行的都市计

划中，明 显 公 告 的 “都 市 计 划”共 有 六 次，包

括：１８９９年公布 《台 湾 下 水 规 则》⑤，于 “台 北

城内”地区做 为 首 次 施 行；１９００年 《台 湾 家 屋

建筑规则》⑥，适 用 于 含 台 北 市 街 在 内 之 五 个 市

街；１９００年公布 《台北城内市区计划》；１９０５年

《台 北 市 区 计 画》；１９３２年 《台 北 市 区 计 画》；

１９３６年公布的 《台湾都市计画令》；１９４１年公布

《台北 都 市 计 画 地 域 之 决 定》等。⑦ 历 次 都 市 计

划可概分为两期，前期为以公共卫生为核心的市

区改正，以既有市区地界为范围，对生活空间实

施卫生改造，包括上下水道、家屋管制 等 概 念；

后半期则是对台北的首都地位进行调整，都市计

划不再 局 限 于 地 方 行 政 事 业，而 提 升 到 国 家 层

次，由总督府负责规划设计。⑧ 殖民政府大肆在

台进行环 境 的 改 造 建 设，对 于 卫 生、交 通、政

治、经济、教育方面的设施进行大规模整治与兴

建。在日据的近代化过程中，基础工程 系 统 化、

地景所有权资本化、地景收用 （征收）化等，是

台北城内地区及整个台北市区迈向现代城市雏型

的重要特征。

３．城市的结构与殖民性

现代城市的特征是兼具生产知识文化，并消

费能源与物质的高人口密度空间，也是资本主义

社会的政经文化枢纽、现代性精神的重要表现舞

台。⑨ 现代都市的出现意味着空间结构上与乡村

对立的表现，也意味着近代或前现代朝向现代社

会的转型，台湾现代都市的形成是现代性的产物

也是殖民者在台湾发动殖民地现代化、殖民地知

识分子追求现代性下所谓的进步性场域。日据台

北的城市发展以下分为行政区域的变更、都市计

划的具体建设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空间性质三个部

分探讨其在近代化下的殖民城市特质与现代性特

质的概况。
（１）日据时代台北的行政体系变更

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的行政区域与制度几经

变更，台北市在变更过程中市区范围不断扩展，

同时也反映了殖民政策的需求。１９２０年依州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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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日据时代台北城市发展概况示意图

改绘自黄武达：《追寻都市史之足迹 ：台北 “近代都市”》，（台 北）台 北 市 文 献 委 员 会，２０００年，第３－２、３－

３图。

市市制规定，在台北州内正式设置台北市，成立

台北市役所 （即所谓 的 市 政 府），废 除 旧 有 的 三

区制，让城市地域延展，全市 分 为１５５个 街 庄。

１９２２年，配合殖民政府的 “同化政策”，所有街

庄改用日式 “町”名，全市共６４个町与郊区１０
个村。１９３８年，配 合 市 区 向 东 扩 展，全 台 北 市

共辖６４町和１９个村落。
（２）日据台北的城市建设

日人殖民期间，因应移民政策下的生活需求

与人口成长的变化，多次变更台北的城市计划范

围与实施项目，以求达到城市发展的完善开发与

使用效率。在卫生设施方面，包括下水道干线的

铺设与增加服务区域，加强淡水河的护岸工程。
由于全市用水量增加，原有抽取地下水之方法已

不敷使用，遂引新店溪水源，并且铺设台北市上

水道给水系统，使全市用水不虞匮乏。交通建设

部分，除增加原有市内道路之外，最重要的乃是

拆除旧城墙，兴建三线道，引入格网状的道路设

计与城市土地规划手法，都市景观美化与交通的

效率为强调当时之重点。三线道之兴筑改善繁忙

之交 通 状 况，却 也 凸 显 了 “城 内”的 中 心 性 特

征，同时加入 “圆环”的设计观念，成为道路节

点的处理手法与都市空间的地标。为了提高都市

环境质 量、兴 辟 公 园 绿 地，一 方 面 强 化 都 市 景

观，另一方 面 也 可 作 为 城 市 开 发 的 预 备 保 留 用

地。公园绿地的择址则多在主要交通干道旁，并

在台北城市中心内开辟台北公园，以提供市民作

为休闲娱乐的场所。
日人殖民时代正逢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西化风

气盛行，认为旧式的中国建筑与传统民居样式破

旧，因此开始推展新式、具有巴洛克风格之街道

建筑立面设计，以求现代化风气，但仍保留街屋

中骑楼的 机 能 空 间 成 为 居 民 生 活 的 重 要 交 流 空

间。台北城市的新式建筑多采用具有西化巴洛克

式的装饰设计与混和风格。政府建筑也讲究气势

与政治表征。都市计划则从初期参照西方巴黎市

的都市设计精神，逐渐考虑到环境机能、人口增

长与土地 计 划 等 需 求 而 调 整 新 式 城 市 规 划 的 细

节。历次 “市区改正”、“都市计画”的阶段性调

整与法治化过程则明确了城市人口的成长预景必

须与城市开发、土地用途编定进行结合。
（３）日 据 台 北 的 城 市 社 会 经 济 关 系 的 空 间

性质

台北的经济发展因岛都的地位，而必须对全

台资源进行掌控。从日据时期台北市地区的银行

机关总行设置数居全岛之冠可了解日人不但将台

北做为 殖 民 地 之 政 治 中 心，也 将 其 作 为 金 融 中

心。① 透过日据台北城市的金融机构分布了解在

台北城市中的分布状况与其服务对象，并以此间

接了解台北该时期的金融发展。从金融机构的分

布可以了解城市中经济活动的主要地区与殖民社

会中阶级差异、族群分布等关系。殖民政府甚至

连日常民众生活中的市场也进行干预，其透过公

设市场的机制，来达到城市内的 “改善卫生”、“
稳定物价”以及 “增加地方财政”。②

台北城市的近代化社会发展中，教育文化的

·４５·

①

②

蔡贞瑜：《日治时期台北市地区金融建筑之探讨》，

台湾科技大学建筑系２００４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３－１页。

锺顺利：《台湾日治时期五大都市之公设消费市场

建筑》，台湾 成 功 大 学 建 筑 学 系２００５年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第１０６页。



推行亦是重要的现代性特征。台北地区小学校与

公学校设立的密集度相当高 （尤其是大稻埕和艋

舺地区），且台北地区之学童就学率亦相当高。①

日据时期的教育制度自小学时期就开始实施意识

灌输，是一种殖民地教育中的殖民主义发展之手

段。公学校也是其统治的手段之一，但对于知识

教育的普及化也有帮助。在日据晚期，设立的帝

国大学与师范学校引进更多的西方新知识，对于

城市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也有影响。
日据时期台北城市的都市扩张也呈现出社会

阶层分化的表现，殖 民 城 市 的 社 会 “双 元 模 式”
是在殖民城市中常见的现象，日据时期的台北城

市社会阶层亦不例外，普遍现象是日人与台人分

野明确，在台人居住的区域内少有日人居住。以

日据初期的台北三市街为例，日人多聚集在台北

城内，而台人因为本来即依河港贸易为生，多仍

聚居在艋舺与大稻埕地区。在台北城墙拆除后，
艋舺、大稻埕有逐渐连结的趋势。日人的居住区

域，则因为发展学校教育而朝旧台北城的东方与

南方扩展。在台北的南区因为设立了帝国大学与

师范学校，并有许多日籍教员的公家宿舍分布，
也间接带动 南 区 城 市 扩 张 的 发 展。１９２０年 代 后

日人于大稻埕邻近处开始兴建规模化的排式木造

家屋，逐渐改善日、台人间的接触互动。

四　近代台北城市现代化

　　过程中的影响与反思

　　在日 本 殖 民 政 府 改 造 台 北 城 市 空 间 的 过 程

中，要求的并不是为了提升台湾人的思维方式与

价值观，而是配合整个殖民体制的建 立。因 此，
现代化的引入与现代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

与殖民性有 密 切 联 系 的。② 现 代 化 与 现 代 性 输 入

台湾并非为了启蒙智识或改善人民生活，而是一

种工具与手段，让殖民政府能够以高效率统治台

湾、榨取经济资源。透过瓦解封建地景与重新在

建构政治中心作为殖民地管理的出发点，以现代

化地景宣示殖民者的政治性与支配的正当性。因

此带有殖民色彩的城市现代化，虽然奠定后来台

北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基础，但也是历史过程中的

产物与殖民政权同化被殖民者的间接证明。
城市发展普遍是受政治与经济的影响。台北

城市能在短短一两百年时间，由河港市集与农村

转型成现代化都市，受特殊的历史背景影响，促

使其城市化过程进展快速。加以都市计划法令的

制订，也是对于都市化发展的一种重要调控。台

北城因为民族意识与殖民政策的关系，而产生城

市先破坏后建设的情况，或许也可称是城市现代

化过程的必经之恶。这样的情况不只是在台北城

市的现代化过程展现，综观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也

多因为各种政治、社会因素，或是为了追求西方

所谓的进步象征的现代性，产生城市中拆、建的

反复行为，让城市产生全新的面貌。现代化过程

中摒旧设新的思维，究竟应优先考虑政治管理、
商业发展，抑或文化价值，确实应多所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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