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原
臺
南
中
學
校
講
堂
」
建
築
形
制
與
造
型
裝
飾
皆
具
有
時
代
意
義
，
今
年
（
20
18
）
逢
其
百
歲
生
日
，
隨
著
時
代
背
景
不
同
，
物
換
星
移
下
，
講
堂
也
在
不

同
時
期
的
二
中
人
腦
海
中
留
下
不
同
的
記
憶
。

經
過
四
年
的
調
查
研
究
與
修
復
工
程
，
被
師
生
暱
稱
為
「
小
禮
堂
」
的
講
堂
終
於
在
20
13
年
修
復
完
畢
，
對
於
有
形
文
化
資
產
價
值
而
言
，
不
僅
回
復
講
堂
昔

日
風
采
，
延
續
其
功
能
；
在
無
形
文
化
資
產
價
值
上
，
講
堂
見
證
這
座
學
校
走
過
百
年
的
教
育
歷
史
，
尤
其
修
復
完
工
當
年
恰
逢
二
中
百
年
校
慶
，
更
因
此
連
結

起
臺
日
兩
地
校
友
會
之
情
誼
。
透
過
本
期
的
介
紹
，
帶
領
讀
者
認
識
二
中
與
講
堂
的
歷
史
風
華
。

Th
e 

ar
ch

ite
ct

ur
al

 fo
rm

 a
nd

 d
ec

or
at

iv
e 

fe
at

ur
es

 o
f t

he
 A

ss
em

bl
y 

H
al

l o
f t

he
 O

ld
 T

ai
na

n 
M

id
dl

e 
Sc

ho
ol

 h
as

 h
ist

or
ic

al
 s

ig
ni

fic
an

ce
. T

he
 y

ea
r 2

01
8 

m
ar

ks
 th

e 
10

0t
h 

an
ni

ve
rs

ar
y 

of
 th

e 
es

ta
bl

is
hm

en
t o

f t
he

 h
al

l d
ur

in
g 

th
e 

pe
rio

d 
of

 J
ap

an
es

e 
R

ul
e.

 P
rio

r t
o 

re
st

or
at

io
n,

 th
e 

ha
ll,

 u
nd

er
go

in
g 

su
bs

ta
nt

ia
l c

ha
ng

es
 w

ith
 th

e 
pa

ss
in

g 
of

 ti
m

e,
 w

as
 le

ft 
to

 d
et

er
io

ra
te

 to
 th

e 
po

in
t o

f 
di

la
pi

da
tio

n 
an

d 
w

as
 o

nl
y 

us
ed

 b
y 

st
ud

en
t b

an
ds

 f
or

 m
us

ic
 p

ra
ct

ic
e 

se
ss

io
ns

 a
nd

 s
to

ra
ge

 o
f 

m
us

ic
al

 
in

str
um

en
ts 

an
d 

as
so

ci
at

ed
 o

bj
ec

ts.
 H

ow
ev

er
, t

he
 b

ui
ld

in
g 

ha
s 

ov
er

 ti
m

e 
cr

ea
te

d 
m

em
or

ie
s 

fo
r n

um
er

ou
s 

stu
de

nt
s 

at
 th

e 
m

id
dl

e 
sc

ho
ol

, c
ur

re
nt

ly
 n

am
ed

 a
s 

th
e 

N
at

io
na

l T
ai

na
n 

Se
co

nd
 S

en
io

r H
ig

h 
Sc

ho
ol

.
A

fte
r f

ou
r y

ea
rs

 o
f r

es
ea

rc
h 

an
d 

re
sto

ra
tio

n 
pr

oc
es

se
s, 

th
e 

re
sto

ra
tio

n 
pr

oj
ec

t o
f t

he
 a

ss
em

bl
y 

ha
ll 

(w
hi

ch
 is

 g
en

er
al

ly
 re

fe
rre

d 
to

 a
s “

th
e 

sm
al

l a
ss

em
bl

y 
ha

ll”
 

by
 th

e 
fa

cu
lty

 a
nd

 p
up

ils
) w

as
 fi

na
lly

 c
om

pl
et

e 
in

 2
01

3.
 In

 te
rm

s o
f t

he
 v

al
ue

 o
f t

he
 h

al
l a

s t
an

gi
bl

e 
cu

ltu
ra

l h
er

ita
ge

, t
he

 re
sto

ra
tio

n 
pr

oj
ec

t n
ot

 o
nl

y 
re

tu
rn

ed
 th

e 
bu

ild
in

g 
to

 it
s f

or
m

er
 sp

le
nd

or
 b

ut
 a

lso
 re

ta
in

ed
 it

s f
un

ct
io

na
lit

y.
 R

eg
ar

di
ng

 th
e 

va
lu

e 
of

 th
e 

ha
ll 

as
 in

ta
ng

ib
le

 c
ul

tu
ra

l h
er

ita
ge

, t
he

 b
ui

ld
in

g 
sta

nd
s a

s a
 te

sti
m

on
y 

to
 th

e 
ed

uc
at

io
na

l e
nd

ea
vo

rs
 o

f t
he

 s
ch

oo
l o

ve
r t

he
 p

as
t h

un
dr

ed
 y

ea
rs

. M
or

eo
ve

r, 
th

e 
co

m
pl

et
io

n 
of

 th
e 

re
sto

ra
tio

n,
 w

hi
ch

 c
oi

nc
id

ed
 w

ith
 th

e 
sc

ho
ol

’s 
10

0t
h 

an
ni

ve
rs

ar
y 

of
 it

s f
ou

nd
in

g,
 p

ar
tic

ul
ar

ly
 h

el
pe

d 
str

en
gt

he
ne

d 
th

e 
re

la
tio

ns
hi

p 
be

tw
ee

n 
th

e 
Ta

iw
an

es
e 

an
d 

Ja
pa

ne
se

 a
lu

m
ni

 a
ss

oc
ia

tio
ns

.

主 編 的 話

■
  大
正

10
年
（

19
21
）
美
國
大
聯
盟
來
臺
表
演
賽
（
臺
南
二
中
校
友
會
提
供
）

■
  日
治
時
期
校
舍
鳥
瞰
圖

二 中 學 長 的 校 園 生 活

大 正 八 年 某 月 某 日 ， 今 天 是 臺 南 中 學 校 開 學 的 第 一 天 ， 同 學

們 魚 貫 地 進 入 禮 堂 後 端 正 地 坐 下 。 在 這 棟 剛 落 成 不 久 的 建 築 ， 內

外 都 令 人 覺 得 精 緻 且 典 雅 ， 此 時 先 生 在 講 臺 上 正 色 厲 聲 地 勉 勵 學

生 們 用 功 學 習 ， 以 及 培 養 、 鍛 鍊 自 身 道 德 修 養 的 重 要 性 。 學 期 課

表 上 ， 除 了 必 備 的 軍 訓 課 ， 還 有 劍 道 課 與 相 撲 課 ， 由 於 學 校 對 於

體 能 的 要 求 相 當 嚴 格 ， 故 游 泳 、 球 技 、 武 道 ︵ 柔 道 、 劍 道 、 相

撲 ︶ 等 課 程 都 是 學 生 們 在 學 校 的 必 學 學 科 。 中 午 在 學 校 食 堂 用 餐

後 ， 便 是 一 連 串 的 數 學 、 語 文 、 自 然 科 學 課 ； 終 於 等 到 下 午 放 學

時 間 ， 學 生 們 立 刻 衝 向 禮 堂 旁 的 棒 球 場 比 賽 棒 球 ， 一 旁 的 球 場 看

台 上 坐 著 一 群 還 不 願 意 回 家 的 一 年 級 學 弟 們 ， 替 學 長 加 油 吶 喊 ，

而 就 在 此 起 彼 落 的 吆 喝 聲 中 ， 夕 陽 已 漸 漸 落 下 ......

校 名 雖 百 變 ， 美 景 恆 久 遠

國 立 臺 南 第 二 高 級 中 學 創 立 於 1 9 1 4 年 ， 是 繼 1 9 0 7 年

﹁ 原 總 督 府 臺 北 中 學 校 ﹂ ︵ 今 臺 北 市 立 建 國 中 學 ︶ 後 ， 日 本 官 方 在

臺 推 動 中 學 教 育 所 設 置 的 第 二 間 中 學 校 。 校 名 從 ﹁ 臺 灣 總 督 府 臺

南 中 學 校 ﹂ 改 為 ﹁ 臺 南 州 立 第 一 中 學 校 ﹂ ， 1 9 4 5 年 光 復 後 ，

再 度 易 名 為 ﹁ 省 立 臺 南 第 二 中 學 校 ﹂ 。 一 般 而 言 ， 日 治 時 期 校 名

有 ﹁ 一 中 ﹂ 大 多 數 以 日 人 就 讀 為 主 ， ﹁ 二 中 ﹂ 則 以 臺 灣 人 子 弟 就

讀 為 主 。 而 國 民 政 府 來 臺 後 ， 均 以 更 改 校 名 或 位 序 互 換 來 因 應 。

當 年 選 擇 大 北 門 外 的 空 地 作 為 臺 南 中 學 校 的 預 定 地 ， 除 了 因 為

距 離 臺 南 驛 甚 近 ， 南 側 臺 南 公 園 幽 靜 的 環 境 更 可 提 供 學 校 師 生 學

習 、 思 考 與 沉 澱 的 優 良 處 所 。大
正
八
年
某
月
某
日

䉗 㴼 ⺜ 鷪ⸯ 蕇 ⷂ ╚ 㳴 吿 颊 㕔

仰
望
南
方
、
二
中
榮
光

網 球 場

游 泳 池
道 場

體 育 館
講 堂

紅 樓

︵ 教 學 大 樓 ︶

■
  憶
南
望
音
樂
會
暨
金
鑽
餐
會

12
/9
（
日
）
中
午

12
點

   
 ■   
小
禮
堂
美
術
展

12
/2
（
日
）
至

12
/9
（
日
）

二
中
校
慶
暨
講
堂
百
年
慶
祝
活
動

■
  照
片
提
供
：
國
立
臺
南
二
中

■
  黃
天
橫
學
生
時
期
（
帽
上
有
著
日
治
時
期
的
「
南
十
字
星
」

校
徽
）

■
  百
週
年
校
慶
南
中
會
校
友
返
校
，
校
友
會
理
事
長
周
榮
茂
（
右
）
、
歐
財
榮
學
長
（
左
）
接
待
黃
天

橫
學
長
（
中
）（
詹
翹
提
供
）

春
風
化
雨
，
前
人
風
範
永
銘
於
心

臺
南
二
中
建
校
超
過
百
年
，
從
日
治
時
期
至
今
，
培
育
許
多
在
國
家
社
會
各
領
域
貢
獻
的
人
才
；
其
中
對
於
臺
南
風
土
人
文
的
研

究
，
更
是
前
仆
後
繼
，
一
代
傳
承
一
代
，
從
教
師
本
身
的
親
身
實
踐
，
到
後
來
許
多
致
力
於
地
方
文
史
協
會
的
校
友
們
，
都
透
過
田

野
調
查
、
書
寫
記
錄
與
文
物
保
存
等
實
踐
，
留
下
許
多
珍
貴
踏
查
及
研
究
論
文
，
藉
以
表
達
對
於
本
地
文
化
的
研
究
熱
誠
。

黃
天
橫
（

19
22
∼

20
16
）

成
長
於
臺
南
世
家
「
固
園
」
（
日
治
時
期
黃
家
為
府
城
望
族
，
在
今
臺
南
市
東
門
路
一
帶
闢
建
占
地
千
坪
之
庭
園
）
，
自
幼
耳
濡

目
染
於
文
化
藝
術
，
故
養
成
喜
愛
閱
讀
文
學
和
書
寫
。
一
生
奉
獻
於
臺
灣
文
史
田
野
調
查
及
文
獻
整
理
工
作
，
更
無
私
地
將
畢
生

珍
藏
文
獻
、
文
物
提
供
予
各
界
運
用
，
對
於
臺
灣
及
臺
南
歷
史
研
究
與
推
廣
有
深
厚
的
文
化
貢
獻
，
亦
在
臺
南
市
文
獻
委
員
會

（
19

51
年
始
）
及
臺
南
市
文
史
協
會
（

19
58
年
始
）
貢
獻
超
過
半
世
紀
，
可
謂
本
土
文
史
研
究
的
開
拓
先
驅
者
。

黃
天
橫
也
是
南
二
中
校
友
，
畢
業
於
昭
和

15
年
（

19
40
）
，
他
曾
於
回
憶
錄
中
提
到
對
於
臺
南
的
研
究
興
趣
來
自
於
當
時
的
日
籍

教
師
們
如
：
時
任
教
師
前
嶋
信
次
（
歷
史
）
、
內
田
勣
（
地
理
）
、
國
分
直
一
（
考
古
）
等
，
老
師
們
對
於
學
術
研
究
的
認
真
態
度

深
深
影
響
著
他
。

黃
天
橫
曾
於

20
14
年
二
中
建
校
一
百
週
年
所
舉
辦
校
友
會
中
，
與
多
位
日
籍
校
友
一
同
漫
步
在
曾
經
孕
育
他
們
年
少
時
光
的
校

園
裡
，
並
在
講
堂
前
留
下
歷
史
性
的
合
影
。

20
18

  D
EC

04
免
｜
費
｜
取
｜
閱

2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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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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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權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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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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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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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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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行
人
│
林
喬
彬
　

 總
編
輯
│
鄭
任
翔
　

 編
輯
小
組
│
李
雪
慈
、
王
世
宏
、
楊
美
紅
　

 執
筆
│
溫
國
汶
、
鄭
任
翔
　

 特
別
感
謝
│
詹
翹
、
呂
建
德
、
國
立
臺
南
二
中

 發
行
單
位
│
臺
南
市
文
化
資
產
管
理
處
／

ht
tp

://
tm

a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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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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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刊
頭
文
字
提
供
│
臺
南
市
糖
福
印
刷
廠
鉛
字
　

 插
畫
│
郭
璧
如
、
嘎
拉
嘎
拉
　

 美
術
設
計
│
菩
薩
蠻
數
位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出
版
日
期
│

20
18
年

12
月



中
脊

中
柱

偶
柱

偶
柱
斜
撐

吊
桿

斜
撐

斜
撐

陸
樑
敷
桁

人
字
樑
上
段

人
字
樑
下
段

二
重
樑

講
堂

建
築

式
樣

原
臺
南
中
學
校
講
堂
建
築
為
左
右
對
稱
的
造
型
構
成
，
入
口
位
於
整
棟
建
築
物
的
中

央
。
建
築
分
為
中
央
主
體
及
東
西
向
外
廊
，
主
體
為
大
空
間
，
雙
坡
式
屋
頂
，
南
北
向
作

山
牆
處
理
，
山
牆
的
門
楣
有
齒
狀
裝
飾
，
山
牆
中
央
開
有
三
個
拱
窗
。
東
西
向
開
有
高

窗
，
高
窗
上
並
有
出
簷
雨
庇
，
牆
上
有
白
色
橫
飾
帶
。

屋
簷
部
分
，
有
類
似
弧
型
山
牆
及
老
虎
窗
之
設
計
，
老
虎
窗
牆
上
有
三
個
小
圓
拱
窗
。

外
廊
所
有
拱
圈
上
部
，
均
以
洗
石
牆
面
連
接
，
形
成
看
似
連
續
拱
圈
之
貌
，
與
磚
牆
產
生

強
烈
對
比
之
效
。

走
過

百
年

風
華

 
原
臺
南
中
學
校
講
堂
建
於

19
18
年
，
為
磚
木
構
造
，
最
初
的
用
途
為
校
內
集
會
場
所
（
如
入
學
典
禮
、
重
大
節
日
、
演

講
、
訓
示
、
校
慶
、
結
業
式
等
重
大
慶
典
）
；
講
堂
也
是
學
校
建
築
的
精
神
場
所
，
藉
由
講
堂
空
間
傳
達
出
學
校
教
育
與
精

神
生
活
的
要
旨
，
講
台
的
東
、
西
、
北
側
牆
體
依
不
同
時
代
所
要
傳
達
的
意
念
而
懸
掛
不
同
的
標
語
，
如
懸
掛
「
節
」
、

「
義
」
、
「
忠
」
、
「
孝
」
，
即
是
傳
達
忠
君
愛
國
及
孝
順
的
思
想
。

戰
後
講
堂
仍
是
主
要
的
集
會
場
所
，
直
到
體
育
館
拆
除
改
建
新
的
禮
堂
（
明
德
堂
）
後
，
其
功
能
趨
向
多
元

化
，
被
稱
為
小
禮
堂
；
除
了
集
會
之
外
，
更
有
舉
辦
卡
拉

O
K
比
賽
、
撞
球
競
賽
等
學
生
休
閒
娛
樂
活
動
。

講
堂
因
歷
史
悠
久
與
深
具
時
代
建
築
特
色
，
臺
南
市
政
府
於

19
98
年

6月
公
告
將
講
堂
指
定
為

市
定
古
蹟
。

建
築

裡
的

貓
貓

、
狗

狗
，

以
及

老
虎

     ?   
  !     

老
虎
窗

由
早
期
歐
洲
建
築
為
了
避
免
積
雪
對
建
築
物
的
壓
力
，
多
採
斜
面
式
屋

頂
，
但
為
增
加
採
光
和
通
風
散
熱
，
故
再
屋
頂
上
開
設
直
立
式
窗
戶
，
使
建

築
維
持
良
好
的
濕
度
與
溫
度
。

18
43
年
上
海
因
《
中
英
南
京
條
約
》
開
埠
後
，
許
多
英
國
人
到
上
海
居

住
，
也
將
英
國
式
的
建
築
帶
入
東
方
，
而
英
文
屋
頂
為
「

R
O

O
F」
，
其
音

近
上
海
話
的
「
老
虎
」
，
所
以
這
種
開
在
屋
頂
的
窗
便
被
稱
為
「
老
虎
窗
」
。

犬
走 犬
走
是
建
築
基
礎
的
延
伸
，
外
側
排
水
溝
通
常
為
配
合
屋
簷
滴
水
線
位
置

設
計
，
兩
者
擔
負
了
建
物
基
礎
的
保
護
。
寬
度
大
約

30
∼

50
公
分
，
下
雨

時
，
雨
滴
會
滴
在
犬
走
上
再
流
入
排
水
溝
。

奉
安
所

犬
走

貓
道

「
貓
道
」
源
於
英
文
「

ca
tw

al
k」
，
指
架
構
在
一
些
大
型
建
築
物
（
如
工

廠
、
倉
庫
、
室
內
場
館
、
大
型
橋
樑
⋯
）
的
上
方
或
屋
頂
，
方
便
工
作
人
員

進
行
施
工
、
維
修
而
搭
建
的
便
道
，
寬
度
大
概

20
 ∼

30
公
分
。
由
於
架
在

高
空
當
中
，
加
上
不
能
對
建
築
物
主
體
造
成
影
響
，
所
以
貓
道
的
設
計
往
往

十
分
輕
巧
、
簡
單
，
彷
彿
只
有
貓
咪
可
以
走
上
去
，
顧
名
思
義
的
「
貓
道
」

就
成
為
這
類
高
空
通
道
的
專
有
名
詞
。
在
臺
南
的
日
式
古
蹟
建
築
中
，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及
原
臺
南
中
學
校
講
堂
都
留
有
貓
道
。

木
構
架
屋
頂

屋
架
為
木
構
造
副
同
柱
式
系
統
（

Q
ue

en
 P

os
t）
，
通
常
使
用
在
跨
度

10
公
尺
以
上
的

木
造
建
築
，
在
構
造
上
是
以
中
柱
、
人
字
樑
、
斜
撐
、
偶
柱
、
吊
桿
及
陸
樑
（
水
平
大

樑
）
等
桿
件
組
成
，
部
分
桿
件
結
點
並
有
鐵
件
加
強
連
接
。

講
堂
斜
屋
頂
因
大
跨
距
之
需
求
，
採
用
副
同
柱
式
木
構
屋
架
，
與
一
般
偶
柱
式
屋
架
最

大
差
異
則
是
多
了
「
吊
桿
」
，
目
的
在
增
加
水
平
大
樑
的
抗
拉
能
力
。

外
崁
型
式
的
奉
安
所

奉
安
所
的
設
置
目
的
主
要
是
要
傳
達
尊
敬
國
家
及
天
皇
的
信
念
，
與
當
時
社
會
推
行
皇

民
化
運
動
有
關
。

19
34
年
臺
南
中
學
校
為
慶
祝
開
校

20
週
年
盛
典
，
於
講
堂
北
側
增
築

奉
安
所
來
供
奉
天
皇
御
寫
真
及
教
育
敕
語
。
奉
安
所
緊
接
講
堂
後
側
牆
體
，
以
外
崁
型
式

興
建
而
成
，
奉
安
所
南
側
面
有
神
龕
，
神
龕
兩
側
以
門
柱
支
撐
上
方
山
牆
立
面
，
立
面
中

有
菊
花
紋
樣
。

老
照
片
中
可
看
到
「
成
就
德
器
」
匾
額
，
取
自
日
本
明
治
天
皇
於

18
90
年
頒
布
之
《
教

育
敕
語
》
，
內
容
闡
釋
以
道
德
教
育
為
宗
旨
的
教
育
方
針
，
為
構
成
天
皇
制
國
家
認
同
的

道
德
基
礎
。
日
本
統
治
臺
灣
後
，
教
育
敕
語
為
臺
灣
教
育
之
核
心
價
值
，
教
育
敕
語
通
常

安
放
於
學
校
的
「
奉
安
所
」
以
示
尊
重
，
且
要
求
每
位
師
生
都
要
能
流
暢
背
誦
。

臺
南
二
中
校
友
總
會

於
20

18
年
正
式
成
立
，
目
標
在
連
結
起
所
有
二
中
人
的
青
春
記
憶
。
其

中
民
國

60
年
代
畢
業
於
臺
南
二
中
的
臺
南
市
文
化
資
產
保
護
協
會
理
事
詹

翹
，
亦
為
校
友
會
刊
《
紅
樓
拾
穗
》
之
總
編
；
美
術
班
呂
建
德
老
師
則
畢
業

於
民
國

70
年
，
民
國

78
年
起
返
校
服
務
，
兩
人
皆
長
期
致
力
於
臺
南
二
中
校

史
記
錄
與
蒐
集
，
談
起
校
園
生
活
，
大
家
因
對
學
校
有
著
深
厚
的
情
感
，
總

能
有
聊
不
完
的
話
題
。

■
  校
友
會
刊
總
編
輯
詹
翹
（
左
）
；
美
術
班
呂
建
德
老
師
（
右
）

■
  照
片
提
供
：
國
立
臺
南
二
中
（
約
為

19
90
年
代
）

■
  照
片
提
供
：
國
立
臺
南
二
中

■
  原
臺
南
中
學
校
講
堂
依
循
「
英
式
砌
法
」
規
則
疊
砌
，
除
增
加
磚
牆
承
載
荷
重
與
穩
定
能
，
牆
面
外
表
亦
相
當
整
齊
與
美
觀

老
虎
窗

貓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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