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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會拉普~r官話畫歷史探討空揖結構變灌體質之觀究

(AD. 1895-1945)

黃體孟*

A Stu益y on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tructure By Reviewing Planning History of Taipei

in Japanese ColonialEra (AD. 1895-19是5)

by

Shyh-meng Huang *

綱要

本研究是台灣都市計畫史系列研究中，有串串台北都市計畫畫史之偽案分析。白的隸台北部市計量監歷史之四顱，檢設主兒童II

環論主實際運作後再時建憐都市~r自結構之特質。

首先將自治撥給台北都市計畫畫史JJ IJ分三王朔:

(1)家屋市紡車藍建期 (AD.1895一 1919 ) (2)1有區擴大計畫期(AD.1905-1932) (3)都市鷗域計盡其主(AD.1921-1946 )
其次，宛述各期都市之Hl藍與建設內容，並綜述各期發展特徵。

本文主重點乃藉都市計量之盤史分析，研討都市空摺結憐變邊的一般燒~.'J~立法則，因此就都市的 f邊緣 j、 f中心 j 、

「門戶 J 、 f 通道 j 、「空地 J 、 f懇地 j 、 i Jl1途 j 、「形態 j等基本觀點，評析日治五十年知認台北都市空間結構變

。

ABSTRACT

The Study focused on the pimaing hIStory of TaipHCIty IS one of the case study serles on zeF
iated topic inTa1wan CIties By revlewmg the hlstory,we can ident1fy characterlsitzcs of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which were resulting from· the operation of various planning theories

Theplanning history of Taipei city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era divided into three time
periodsas follows:
(I)streetsand buildings reconstruction planning period (AD. 1895 - 1919) (2)city areas expansion

planning period (AD. 1905 - 1932) (3)city comp凹hensive planning peria述(AD.1921 一l泌的

The contents of the plann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in each period are ex
plored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general rules or regulations applied to the evolution
of urbanspatial structure. Cityedge, center, corridor, vacant Ian忌，green.space, landuse and urban
form are basic v間wpoints on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s mentione廿above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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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北部有7計畫歷史之分析

一、 1905年台北市區改正計畫

1.市區主改正言十蜜的擬訂

1898年4 月 台灣總督府內設置台北市區改正委員會 ，

著手本計畫之調查與擬訂，並於豆星年 11月 21日律令第

30 號公佈 「 市區計量蓋地區內土地建物之競定 J '此法令

即台北都市近代化法源之母。經 1905年 7月決定市區改

正計鑫方針，同年 10月以公告第 199號公布「台北市這

蜜地與綠地 J、 (4) r 用途與形態 J 等的觀點 ， 詳新空閑結

構歷史變選之特質，以便檢IDE空空閉發展中一般性或法則性

的結者聖潔郎，為本論述的重要觀點。

貳、台北都市計畫歷史之分期

研究台灣都市計畫史，若能掌援發展歷史之分期，將

能劫於綜聖星接史之if:貌。茵此先嘗試探討台灣近百年來及

日治期間台北都市計畫歷史之分朔:

一、合灣都市計畫歷史之分期

所謂近代化的都市建設，其意:指採ffl歐美都市計畫畫的

規勸理念興建設方式。台灣以近代都市計靈環念所規蟄i建

設的都市，肇始於 1且99年至 1905年將所發表約r台北市

甚至改正計EEs與F台中市設計鑫3。回顧台灣九十年來都市

計畫史，有I盡J分成下列七時期: (1)基礎建設識查踴(1895

~1908年 ) , (2)布置改正計畫妨(19ω-1935年 ) , (3)都市

計畫制度期(1921 - 1945年) , (的光復接辦都市計靈期

(1945-1964年 ) , (5)聯合麗君撓劉顧問參與期(1955-1971

年) , (6)區域綜險計畫畫期(1966-1979年 ) , (7)縣市綜合計

輩知 ( 1978一迄今 ) (參兒女13)。而與本研究相串串者為(1 )

(3)期 ， 以下綜述台北都市計畫盟軍史分期方式及內容 。

二、台北都市計:t歷夫之分期

一般影響都市計畫室歷史分期的考慮菌素，包括重要法

令公布或食施年月，重大市政建設工程之開工或完工年月

，都市行政體制改1IiiJ年月，以及主重要決策人士任職在位年

月，等(參見文 12)。本研究認為都市計鑫分敗之原則，

憋悶時考慮「單年It J及「蠶蠱年度」約劉分方式。£車童

年度的分其是觀點， ~P認為一般事件均經過臨蓋章蝦 ， 續入表

態之法制娥，最後I?SI人囡時之改變，事件始逐漸消星星之過

程。I?SIJI:仁，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 ( 1895- 1945)期緒，台北

都市計遵史之分鍛方式及其內容如表1所示。

表1 AD.1895-1953 台北都市計畫史之期名及內容

所以自 1895年到 1945年期筒，台北都市計畫畫可以下

列三計鑫方案來綜述說明(參兒女14 ) (詮 1 ) :

1. 1905年市這改正計靈

2. 1932年大台北市區計蓋章

3. 1946年大台北綜合都市計護

三、從吉f童失分析'§':問結構之觀點

為了檢證近代都市計畫畫理念所規割完成之都市空揭結

構，本文以(l)f邊緣與中心 J 、 (2) r門戶與過路 j 、 (3) r

f
於日本統治台灣期間 (AD. 1895- 1945 ) ，針對台灣以近代

都市計畫畫理念所規勸j建設貨惰，探討都市計畫畫歷史發展中

，都市'2摺結繕變遠之特質，做為檢證直立建立台灣今日都

市規望自I理論之義礎研究。

壹、毒~-;P計畫丈與主兒童.J王里論之分析

本文針對都市計畫畫之規劃j理論 (Pl anning Theory)及

空總結構 (Urban Structure) .兩者以盟軍史發展軸格互校

接之方式為研究解析之耍。並以台北都市計畫歷史為f時，

探討規數理論之本質與都市笠椅結構變遠之特質，其研究

分析觀點綜述如下

一、燒香j理論之評析

都市是真有歷史與生命的有機體。它的實質與非賞質

約規剖，將會影響都市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發展。因此

，過去所完成的計寞，會深海地影響今日都市的形式與活

動;同樣寺日所從事的任何都市計畫畫與建設，也必定會深

遠影響都市的未來。

然、官吉臼治台灣都市計畫畫的規畫思念與技銜，係承費

1900 年代前後歐美為了解決工業化的都市問題而irE生自主

理念與方法，隨迄今日我們仍依循歡美都市為範畫且在規劉

台灣都市。如以技術移總鈞觀點霄，都市計畫本來就是一

種社會集體或象的產物，要想當j裂它的技衛與社會的聯結

關係'中立移λ一套不帶原產地特質的技術是不太可能。

隨著技街的引入不僅會使這套技術所隱含的意識形態暗中

偏激進來，也無可避免地同時帶來它的限制與後果。我們

不自覺地將自筒「長年來學習歡笑都市計畫畫的理念與技

縛，對台灣都市發展究竟有何意義。J '成質疑為最很本

的研究動錢。

二、空間結構變遷之特質

何謂都市的「空間結構J?筆者認為「一般泛指菜時

期都市內的活動與黨體(Physical Environment)所顯現的

人、物、資訊等活動現象，解說空間秩序法則的論說2。

區此，任何一但時期從事都市計畫工作者，其最獨特之體

質乏一，將擁有一套對所謂f好都市J釣全獨結緣觀點。

也因為如此，每段時期許多人基於各種不爵的觀點，提出

許多相似文報與鈞r'2問結構j的論說。本文擬以言十靈童歷

史發展觀點，探討自治時期台灣都市空間結構雙邊諸特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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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D. 1895-1953 台北都市計畫藍史之織名及內容

WI 第一 WI 第二則 第三綴 第四 WI

內 名 家庭前街登建期 市E革擴大計 iii 且是 都市間域計盜 WI 光撥復單車市紡政
容 1895-1910 1905-1932 1921-1946 19是5-1953

$1895年 01905年台北盟軍告

019次盡布宜21年軍管也前警台員調鑫19攤悠m令副蛤a2老-"F司F督Z法a王吉s
81945年台瀉光復

分 日本錢台 示 1 9 9 號台北市~ 府首 政府接辦日人所擬
始故。 計瓷.預計放軍車 15 市計 完成之都市計草鞋。

紛 @1899年 詩人口.茁磁泌的 作， 嘩泌的年為援供給

律令 30 5ili! ha. Iii計 20年 1長途 成都 政參考，按討涼台

內 公佈市區 到飽和人口 o 制 il;發展階段 。 ;It都市計畫畫，成立

Nt護地鐵 吾吾 1 9 1 0年5月緝令 01932年台北JH告 台北市都市建設研

，甘4 內土地建 91鐵公{市台灣紹智 示5是號公佈大台北 究會，留用白話技

物之線定 I宵市 草草訣竅委員會 市區計鐘. I的t ，位 衛人員，草擬 10日

以及 1 9 0 0 .結束家昆、市m 容的詩人口、語種 萬λ大台 ;It串串合部

年1事令 14 改正 gt蜜之時代。 6676ha ， 預計1955 市計楚. 1Zi1 1 9 4 9年

重量台灣家 年達到飽和人口。 時周而廢案。

屋建議現 敬畏崗位年 12丹以

則二則為 J韋 拉克星星先生為首海

市區改正 組「台灣發市政建

t主派之母 設考察小總 J .分

。
赴主，古各地考察的

市鄉鎮，完成光復

後的都市lit查;章辦

工作。

口規模

，考慮人口以丹平均 2.5%之成

年後的 1929年為 15海人口。人口密度(坪

坪、吾吾F司與東門城外 20坪、猛撞甲 12

坪，以此標準決定市區改正計蓋章範題。

所以域內與大稻程約南北向聯絡

'與東側新iii區的東西向

o :W: F司 、 南門按外的新

問 X 80 間(1 間約為 1.82m)的正方形街

一的一

廓，域內街廓採 80給 X 40悶的長方形街廓。

台北城皇室撤除後路幅頗冤，種植路樹形成綠幣，中央

為車遁詞級為步道，車步i草形成三列，即為台北第一處所

謂「三線道 j的蜀道(題2)。於 1908年 6月，欽本次市~

改正計畫畫案，在城內設置商議 7.83ha台北公劉(即今新公

閱)。

4。災害與銜接改建

的II年 8丹六十年來的大颱鈍，造成歸自甲、大草草還

及域內嚴靈的水災，傳統「土角造j約家屋構造接選崩壤

，總督府藉此機會鍛禁士角造建築'豈宜實施域內市~街盔

的改建計囊，改建後的新建築規定退縮3'I市區改正討蓋章道

路的指定線上，採三層磚瓦造或混擬土造的不燃建築，圖拉

鄰街蠱的巨星懲及立獨門窗尺度，持:規定統一3'I相近高度，

也總督府輔助建築設計，台灣銀行協紛貸款，於 1913-



的14年實施改建工程。台北街屋堂堂進入折衷型洋式建

築街景(國3)。問樣，騙局申與大稻壞地區的改建立立新建街

晨，也均採用此頭能夠，實施市監改正計議。

然fm樹創本期台灣l'l;築買主格最重要的法令，莫過於「

台灣家還建築士是~U J 中 ， 手~~~沿道眉苦屋議設 「 亭仔盟軍 j 的

競買主，這也是台灣都市計畫畫法制近代化過程中，考慮台灣

獨特風土後，所關部j的台灣街屋形態的食171] 0

二、 1932年大台北市區計金

1 大台北市區iH 蓋章之擬定

1905 年前甚至改IE討 鞏年期至1929 年 ， 預計容納15

萬人口，但 1920年台北人口已超過 17萬人，市眩計畫能

劉丹筒發蹄地織少，市眩計三蓋章E圈外家庭~fJ陸續興建(閩

4) 。 事安逼迫必要堅董事?緣討台北的未來發展 ， 於1930

31 年質施測量調斐 ， 並於1931 年 10丹在台灣總督府市

J![計靈委負會中經過九次審議，終於 1932年 1月袂定大

台北市i針|蓋章，並於悶年 3月 7日以台北告示第 54號公

布實施(閱5)。

2. 1t+蓋章範惱與人口規模

計言童年均為主 1955年(郎 23年?是 ) 60萬人口，計畫畫

範劉假想f<E消汽車交通工具半徑自km r句 ， 時f迫 切-40 分

鐘內的路綴，其函積約 6676ha 0 比 1905 年6'J ~t蓋章草雷約

大四倍 O若扣除山地、河川、 1M重地區後的可供flJm面議

約是780仙，約每人的的市地函績之計讓襟準 o

3 大台北市區計 燙的特徵

大台北市區音!蓋章的主要特徵;是通往南郊的道路計靈及

市i在公闊的關說方式。

此期計畫畫道路比舊市區改正計愛者攪割的更竄，同時

也將一部分i京有道路計靈敏寬。幹線道路概路數分數等級

，寬度最大為 60 - 80凹，一部分為主OOm釣公鷗道路

(park、Nay ) ， 自己置作為東西\iil南北方I甸的幹道 ， 並在上述

幹道閻麗E登 12條約m冤的東西、南北I句的次幹道。在次

幹道路蒂安街λ 30m、 25m、 20m的車車劫道路。簡言之，

此計重m學知富有市交通;主汽車時代的必然來路，兢竣翻適

應汽車交通的道路計藥。此外道路規章建常兼顧堤紡、排水

道以及公關等各整機能的規草草i概念。

1932 年大台北市草草計葷的男一特徵是主重視都市公燭

，並整f說建繕都市公閥系統 ( park system) 。 當時台北f[

存的公[籍;由繽紛悅，就 23篤市民當每人僅約 2.2的低水

準。由於沒禪，ill:稅都市公巨頭綠地建設，主要考慮豆豆熱帶氣

候條件、改善都市鑄熱現象，沛旦進λ 1930年代後戰事

幸在潑，思紡上重視防空避難等課題。闖鈍，士曾關 17處公

周與原有 d處公園，以及可能當公劉蹄地的 10 %市J€[照

地合 I)丹後，計委 60萬人口中，每人約有 8川的公E草綠地

函壤。並j菜市廠內任何地點 1公!ll.r可均可到達公闋的區位

自己單是原則(隨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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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甚至北面以周山公個及對岸的台灣神社形成全市大型

公鷗綠地約 4盔，市區南亞iJlIIH:鄰今日公鎔地區水草草地設有

兩處公圈，面有責讀這71.3拙，形成市甚至南北配置大規模

公園約特徵。在市區內新設公關均以寬康的公關道路連絡

，乃受美國波士頓、樣護士都市公函系統的影響。 1932

年台北市惡計邊的公閏及劉道的配覺形式，也影響到中劉

東北長春、哈爾演等都市公鷗綠地計鑫乏競劃l興建設。

4。台灣都市計畫畫令的公布

市區計蓋章建設事業的推展，需建立近代都市計畫畫之法

制，才能確保都市計草委之財源，藉著市地關發的投衛與法

源，推行土地使用分fit[及建築用途之管制。

日本本主 1919年公布都市計畫法，刺激了台獨總督

府於 1921年照始著手台灣都市計鑫法制化的調瓷與研議

，雖經廢 1924、 1927年前後三次的草案研擬審議，不知

何函仍舊廢棠 c葭迄 193昌年 6月報鮮公布市街地計鑫令

，才大大刺激台灣總督漪，終於在 193是年 9月設立台灣

總密情內部都市計喜愛實施準備委員會，經 1935年 2月與

8 月 之會議 ， 以律令決定台灣獨 自立法 ， 並於1936 年8

月 27日律令第2號公布 f台灣都F估計議令 J (註2 ) 。

此~i至藍令融合了都市、建築、土地三法為一鐘，實際

考慮台灣獨特環境條件，經接 15年才完成立法的內容與

過程。光復後仍Iil'm此法葭迄 1964年(民國 53年)才重新

修法.~肇造並影響台灣都市發展最深鍾的法令。

三、 1946年大台北綜合都市計鑫

1.100 萬人大台北綜合都市計鑫之緣起

1932 年大台北市區計要是公布未久 ， 第二次世界大戰

爆發，對原子頁JE~I道，未能:3':力推行，反而導致軍事及其

他重要堅設施， I，古據市區廣大面薇 ， 亦使原計護頗受影響 。

光復初期市政府為謀梭討原台北都市計畫及市政建設上之

得失，供施政參考起兒，特於 19必(與國 35)年丑月成立

台北市都市建設研究會，委論原台灣投街協會會長就當時

留鼎的日籍技術人員中，推若干在台灣服務較久，對部門

且是題有研究之專家學者，由市政府聘為研究員，與工務局

指定人員合作研究，該會盤8個月餘，負責 f大台北綜合

都市計蓋章」之草擬i陪審議(參見艾的。

2.~t讓範闊與人 口規模

台北都市建設研究會於 1946年底前曾討論並審議下

列主項計畫畫集問題

(1)1932 年大台北市區計達之修訂 。

(2) 台北市主要地區建築物高度 、 型式之管如j與台

北市風景區之擬訂。

(3)大台北市綜合都市計 畫畫之擬訂( 國6) 。

惟因時認匆促，適逢1949年時為哥哥係，未能從容全童聲

整理，自多不棺配合以至終告擾案。

其中以第 3賓總題，最能代主要當時規晝。者對台北都市



。

個藍藍台北 1905年、 1932年、彷徨6年的都市計鑫範星星

，可發現甚多有趣立{區深思的課題。在 1905年台北mG主

改正計囊中，當持台北都市空間的認知淺緣，西蘭以淡水

河為天然邊界 · m蘭及東面以軍在獄、火葬場、軍營等設

施，北麗質IJ以北淡綠鐵路與中山北路一帶為其「邊 j 。在

此草@鞘昆明顯意涵 f域內 J ~P為台北之 「 心 J 。

本文章星點乃藉台北部市計量il:!li!'史之個顱，研討都市安

街結構變邊的一般規則或法則，試國藉此Ilt總建構規數i理

念之研究臣的。以下就都市的「邊緣 J、 f中心」、「門

戶 j 、「通道」、 I "i:倍1 J 、 f 綠地 j 、 1 m途 j 、 f形

態 J 等墓本觀點 ， 評析臼 治五十年閩台北都市空間結構變

遷的特賞。

一、台北的邊緣與中心

都市有機麓的成長與衰退，在其發展經草草常顯現不同

的「邊緣」與f中心J的概念。換言之，台北都市計畫發

展歷程中，顯現各時期不同的f邊緣 j與「中心 j約認知

光復未久. 1932 年公佈之大台北市q[~'十董預定收容

60萬人口會修減至50 萬 ， 的必年以後台灣都市人口念品1

增加，原訂之都市計畫畫多不配合需求。迄民爾是2年11:全

省、共發布 76處都市計畫畫中，只有問處為光復後所擬定，

其餘均係g治恃期所jj;IJ iE .這些計盡所依據之法令，係自

治時期公布之台灣都市計蠶令及其施行規划，與我關法令

多有抵觸，自應主重新予以該修，其次為配合都市平均地權

之重建施，各地都市計靈亦應分別予以核定，以利實施。遂

於民磁 42年 8 月 5日以嚴毓駿先生為t雷鋒級 f台灣省市

政建設考察小說 J (參見文5) .實地考察B治符期各地都

市計叢、交通道路、璟境衛生、建築物分布及人口密度、

市場、違建房E童問題、都市土地便為情況及都市土地改革

質施範國等項目。此次為期 52天 . 86 m鄉鎮之考察，是

光復初織政府接辦日治時期所完成都市訴筆最主重要銜接工

作，換言之，也象徵了台灣都市計畫童話治時敗之終止(劉
帶

10) 0

肆、從都市計畫歷丈探討空閑結構變

遷之特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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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陽踴

。

'台北的工業、商業

。一般

，擇

• (2)東門及今 岳和平竅

• (3)中崙附近 . (4) 中山

，新計畫之公園緣地主要

。

• (2)三張想一帶

。

口分佈、交通系統等條件視之，為菜籃劃分為三

1)大中心 . 郎台北城內 、 萬華 、 大稻淫 . (2)地方

、和尚洲、板橋、金林、北投、

3連戰及草書潛之建設草草譏

大台北綜合都市計畫之三重點. ~P以發展台北為一工業

都市為自擦，而優良港灣及便利之水運為構築工業都市之

要件，就本計畫畫中的海灣，擬改建當時淡水浴(國7 ) .統

;書整治淡水河，使能通行較高噸級之船袋，豈宜男鸝建遼河

於新工業地區，原料貨物之運轍，均可利用輪船廉價之f耳

邊贅，紡於降低工業產品之成本。

當待淡水港計量豈有二案(註 3 ) .松木虎太氏青青計畫方

案，似比較偏重當時淡水港的擴大改建，而另案~U以淡水

市街與關渡閑之淡水河彎腹部份，計主章建i河堤，疏j害河心

，維持 6-7公尺水深，停泊 5-6∞0噸以下輪船 16隻，

，兩且後案工程費似乎較低。

發展構屋里鈞看法。)oj下就大台北綜合都市計畫之計蠶隨域

、計鑫人口概述如下:

(1)計畫區域

計靈能獨包括當持台北市區(即1932年大台北市fl[計

鑫範闊) .以及台北縣「七是區H:區域(郎土林鎮、北投

鎮、汐i上鎮、內溯鄉)、「新莊監 j全區域(主持飪鎮及鷺洲

、林口、五股各鄉) .總商積錯.260公頃，約 1932年市

區面積的七倍。

(2)計護人口

計鑫收容人口 100萬，其分配情形台北市 50萬人，

土林鎮 10萬人，驚洲 10萬人，內湖鄉 10萬人，北投鄉

8 真是人 ， 新莊鎮6 萬人 ， 汐11:鎮5 萬人 ， 林口五股3萬人

。



1932 年大台北市隘計委中釣台北之 「 邊 J '問掰仍

以淡水河為突然，壘界，萊茵則以柱、山之山麓，哥哥函以蟾蜍

山為界，北jjfi RU擴展到正直接河南岸的錯閣 。 此期台北之 「

心 j從交通幹道系統的配星星言，南北向以今日建盟軍南北路

，Jl(i'!l向以寺臼仁愛路與民生Jl(路為架鱗，並在東西、闖

北南向幹道交會點，特:音:塑造「十字 J形 1日口公尺的路覽

，恰巧此十字交會點位覺又是本Jl，IJ台~t市這計蓋章的地理中

心，也可解讓當時規蓋亞i者所幻想及期待今後台北新「中心

J 的監仗 。

的是6年 100吾吾人口的台北綜合都市計畫雖然獲獎，

但當待已有眼光將台北市痘跨越過淡水河酒岸，並且併λ

今日的新莊、五靈j蚓、林口、五股等地涯，拘束jjfi及北蔚然

λ士林 、 ~t設 、 汐I上 、 內湖等地區 。d主計鑫念滴著以淡求

築港討蓋章後，台北之「心 j將逐漸移豆豆台北盆地的中闊的

淡水河 f前台北之「邊」也擻及台北盆地的接線上。

二、台北的門戶與通道

都市 f門戶 J ftP指車站 、 港口 、 機場等地點 ， 所謂 「

通道 J ftP指都市生活中人或物的流通道路 。 都市的門戶室主

位與通道規鼓亦隨各持刻有不洶的發展重點。

台北三市街時期的門戶，就是在淡水河沿岸各1耳目雪，

劉銘縛於 1893年完成基臣是至新竹的鐵路，也配合水路門

戶於淡水河悶岸各設一車站，這是另治前台北最重要的水

陸門戶。

1905 年台北市區改正計鑫後 ， 主要門戶很獨顯自水

路改為陸路為主的火車站。市區內南北均有二條主要通道

，一是今日鈞重慶哥哥北路，聯絡城內與大稻捏，另一是中

山南北路。中山南路為拆除城舉後的三線道，當持做為交

通與綠地遊態的散步道，而中山北路 4帶{且已在郊外，再

往北葭最重l函UJ台灣j申祉，沿路兩側反而成為來台g本人刻

意經營的新市區。

1930 年代都市通道的討 還與設計有二大特質 ， 一是

預測汽車持代的必將來臨，主草草t1J今臼台北東區的- 80m

的大幹道，另一是幹道常;與排水渠道，以及公窗綠地配合

，使道路真有多葷的機能 o但仍不漠竣當時市甚至內向利用

許多輕便鐵路，充當i車送煤炭、木材等原料之交通工具。

1932 年大台北市區計蓋章縛 ; 1£館教客氣潑 ， 台灣總

督府已朝自給自足、發展工業之政策 o當時整藝工業原料

及藍藍械均由外國進口，高雄、正在峰、花草草港市ftP擔任發展

工業的任務。台北議會亦於 1938年提出台北築港計蓋章(設

3) 。 當時的方案即是喜建今二三重疏洪選為一大遼河 ， 於主主殺

一帶設設臨港工業毯，台北港灣則設在寺日串串渡平原的淡

水河岸邊，同特計畫畫擴大改建當時淡水港。整個關渡平原

以至茲臣是河以北的松山、 i有湖均為工業隘的構想。甚至迄

1946 年大台北綜合葫lf1j il!" ll!t之構想案 ， 仍然提鑫建設台

北成為擁有港口的港灣都市。高呼台北築港乏際，相對于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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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主主像話告發展之僅限，又象徵擁有「港口的都市才有長途

展之希望。

台北松山機場於 1940年代設立以來即為台北最共現

代化的門戶。就 1932年都市計畫畫霄，饑場是位於都市的

邊緣。 1968年台北市綱要計蓋章建議松山機場搬遵~挑E靈

台地，導致被關機場的建設。 1987年國會立委關切松山

機場組廢都市發展課題，提議變更松山機場土地使用，迫

使機場搬邊。這似乎艾昭憶起台北監獄、台北火葬場、台

北水源地、 F↑]~畫中各種草營等設施，均閻部市擴大發展，

而設逼迫位移設施，改變土地用途之一貫盤史法則。

探討台北過去的門戶與通路後，深覺從事都市規懿工

作應具綴速度與空間串串係的觀念，飯佐以速度約指標來構

闊空闊的結僧，如果無法想像從桃樹機場乘坐捷連交通

15-20 分鐘即可到遠台北市中心 ; 如果無法想像話船伸

展出台北盆地自主北1l:快速隧道公路過車後都市發展的景象

，燒盡H者筆下的任何一字一線均il!;嫌因ifim見ITij差錯。

三、台北的空地與綠地

台北市百年來的發展，無論決策者、鏡劉老或是台北

市民，似乎只著綴「建地 j的{使舟，忽視 f空地 j的安排

。所謂都市空地ftP指建地以外的路放空闕，包括可利用與

無法利用的空地，對糕、有1利用的空地，尤其是都市公室司、

校餓、行水區、盆地山麓等綠地，才是居民日常生活所迫

切需求的空間。以下綜述各時期特意規章。為空地的規劃理

念。

都市中約空地對居民生活上最相協者即為「公獨 J與

「綠地 J 0 1905 年台北市m:改芷計畫畫中當次於城內創設

f 台北合國 J (即寺新公路) ，當時f1j1l'f改正計叢中皇宮l設

公筒，盲工說依循澆代化都市計畫理念，樣緻歇美工業國家

處理工業都市中公園的規對方法。至於其存在的必要性也

常被解釋為台灣位於亞熱帶，間草書熱宜有公淘綠地供市ll;;

怡心休態，甚至還論說公樹綠帶調節都市炙熱療境等物理

豈宜架。總之Jlt時期三主要都市公函區位於市中心，函積大、

個數少，並意j當認同一個都市必須鶴建公樹才可謂近代化

、 1主象徵進步的都市。

1932 年大台北市隨計畫畫聖母都市公E雷鋒地已有很明確

的規裁環念與方法，三主要深受 1924年第四次協際住宅都

市計鑫會主義影響，採周E主按計畫畫之以公園綠帶衛星軍都市之

規劉磁念，宜在以美閻波士頓、堪區重士、英感倫敦等都市公

室詞配置形態視為能傲。此期市盟主公菌綠地特色之一是公告圖

個性賦予層綴，從:!E:j行型大公隘至鄰!Jl.1I'!小公函，依照都

市自然地形條件約配置方式，特色之二是公隘以關進連串

形成一種，闖北有今日建國海北銘、東西有仁愛路的 60

-100m 究的公函道路 ( parkway ) 。

1932 年60 萬人的大台北市直至計畫中每人約有 8uf的

公園碌地面積。 f旦依民單詞 74年台北市工務局的統計，全



市人口平均每人擁有 204m2公園綠地jlfi績，即使有待闖關

公鵑綠地頭積逐年依中長程計量監完成後，平均只遠 4，lm2/

人，較it蓋章目標 6m2/人的理想為低，仍比 1932年目標

8m~/人低 ， 更無法與世界大都市的公劉綠地面積相比擬(

註4 ) 。

自從公共設施多目標使(lJ辦法黨施後，公適用地藺草草

漸被公共建築(劉審館、博物館、體育館、行政機構)星星

食外，公共建築的行政管理者也對伯用公圈權力的擴大解

釋，造成公告詞變為私闋的烏蘭。在公共設施蹄地不足鈞壓

迫下，根本未有餘力考慮何種公共建築適於建設在何稜區

仗、何種蓋其裂的公園內，造成了頗令人費僻的公園與球場

、學校等爭地失謂的結局(設5 )。其次，處理日漸嚴寰

的都市交通問題下，~章說「線形」公國道路的規章u原意(

註6 ) ，也是奇告都市公菌綠地系統難民、達成規劉理想的

函惑。

四、台北的土地用途與居住形態

B 治時其主台北的生活式樣與居住形態 ， 五十年期豆豆豆封

底發生何種變化呢?以下就都市計婆去是創建念與技法的重

點一一土地使照計愛與管制，路述「舟途 J與「形態 J的

歷程演變關係。

所謂 f生活式樣 J ~IJ指某持空空某敢擎人辨是現的生活

方式，固有此種生活方式，對態度生某發「居住形態 J '
包括家屋、宅地、 m街之空間形態，以及意毅、信仰、階

層之生活形態。

踴稿時期來台漢人忠實地興建起大臣童話豆豆豆住宅，自治

時期來台日人同樣興建起為數不少的自式住宅，兩者均對

應於民族對家庭與宅地之觀念，形捏了各重量不同的家屋與

，但已有管制家屋以利秩序化市街之

J 中 ，

註7 ) ，其中以保護海級住宅區主之 f住宅專用區」

「特~IJ住宅甚至 J '為當時居住馬地規

。在此種嚴格土地用途分區管制j方式下，對應!!Ii

。於 1946年大台北綜合

，更明確規劃與管ill)全市土地為途，形塑

、工業緣地等各分Il[之實質空閑形貌。

，隨著都市的擴大，有r市街住宅區之規童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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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待日本人生活方式為箱倒之諮援，建立了「宅J與「地

」、 f街 J與 I，§量 j之關係，形塑反本殖民時期台北新的

屑住形貌。截至 1945年戰爭結束前，當時對於居住式樣

與住宅建設方式，仍以平房獨戶或變拼連練之日式住宅為

主流。

光復後都市迅速擴大發展，此類日式住宅施這難位於

市郊，但轉眼成為市中心底，額多改建為自層公寓及商業

產主築，並提昇摟丹喜歡，隨之增加人口密度，原以居住為主

的小巷路更顯擁擠，逐鹿今g台北居室在不鏈的事實。身自

我們常批評 1930- 1940年代都市計畫及住宅建設的笨拙

，常忽略當時預期的生活方式與居住形態;同樣， "年臼詞

人於規劃與建設都市形貌時，假如不可掌握適切的生活方

式，也同樣將受到明日歷史之位詐。

f豆 、 結論

本研究將日治時其主台北都市計畫史畫1分「家屋m銜接

建鄉 J 、 f市區主擴大計量監期」、「都市鷗域計草草期 j等三

發農階段，依各總段所公佈約各種IT鑫及法令，顯現從 f

家監」→ f市Il[ J→ f都市 j以至廣域都市闊的發農歷程

。在計量監層級逐年激近的提昇時代背景，相對顯示並不存

在層級核松的計遺體系的概念，台灣總督府逐年加強管控

都市計畫畫發展特賀。

從台~t都市計鑫發展盟軍史分析中，得知都市是一鍛動

態擴大的有機體，各持期所認知的都市中心與邊緣，自於

都市的擴大，經常造成往日的「邊 HP為今日的「心 J '
顯示都市投無絕對的「中心」與f邊緣 J .其反而是一種

相對性的概念。從台北門戶與通道的分析中，得知都市計

畫畫E辛苦奮輔以速度、時您的指標，來界定都市的邊緣與中心

，界定都市內各鬥戶與任何地點之區位串串係。久來建地的

規變i忽略空地的安排，造成都市欠缺戶外空餌，不利於「

人 J與「樹 J的活動與利用。惟有靈新整體來規劃台北的

空地留設方式，才能使幸I)於市民戶外活動，才能都生緣意

盎然的生態璟境，為今後都市計靈靈哥哥哥華題。若從文化層

面談生活與空空間的關係，以建紡、土地 f路途 j與市街

家最「形態」之對lt!!\鞠係，最能顯現不向生活式樣的產生

不同居住形態之特賀。換言之，任何時期的競賽j者均依恃

一套認知的生活方式，才能建立 f宅 j與「地」、「街 J

與「崖 J之'z;:<間路係。因此，都市規章l的本質，主要並非

只為建構實質空織的秩序，有哥在預知未來生活式樣，適確

掌握生活與空娟的對應法則，才是都市計畫畫的真諦。

室主釋:

註 I 鞠於 1905 年與 1932 年台北都市計畫畫之內容 ， 本文

參考童車澤明先生刊登於「日本土木史研究論文集 j

之部份資料。原題為「台北的都市計畫( 1895
1945 年 ) 日 本統治期台灣都市計量監 J 0



註 2 :參樹台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謀 1937年黨編之 f台

灣都市計靈講習錄 J '本書害台大士研所都計室已全

書中譯出版。

註 3 :台北築港計擎的論議苦苦漲始 13 1930年代{紹和十

年左右) ，當持台灣總督府認為發展台灣工業，需

依賴外來1lR料與機械，所以工業都市應為港灣都市

，遂有 1938年新高港(即今台中港)工業都市之

建設。台北築港計畫室主要內容~P修築淡水港，灣鑿

通往台北\![之大運河之構想。當時友要推動代表人

為惡} II純(台北市議員，台北築港協會理事) ，並

於 1938年 6月發表「台北築港論 J (台灣地方行

政 1938年 6月號 p.2哇-p.29 )。大圈市薇於 1922

年(大jE ll年)之著重書 f台灣的現狀 J '也提到

「以淡水河為中心，台北市街之建設 J p.67-p.的

, I 修築淡水港 ， 撩關大遼河 J p.69-p.73 。 可見

早在 1920年代，當持對於台北市街與港口約關連

發展，已是m若干定型的看法了。

註 4 :依據日本建設省都市計畫畫課整修f綠仿"'7 ;;<. :9-7'
:; :lj乍成0)手哥 I J '公函緣地協會， 1977 年:世界

各毆都市公海最鈞擦掌如下美國)華盛頓

1973 年40.8rn'/人 . 紐約1967 年19.2m'/人 ， 洛杉

磯 1973 年 18.9m' /人， (英翻)倫敦 1967 年

22.8m'/人 ， (法區)巴黎 1973年 8Am'/人， (義

大利)羅馬 1973年 11.41人 i (澳大利道)坎培拉

1973 年70.5m'/人 。

註 5 :依目前台北市已閉關公園內設最公共建築設施之寶

例如下: 1 號公濁內興建國家足球場;2 號公園內

台北美衛錯 ; 5號公爾內市立體育場、棒球場、市

立體奪、松山分局等， 6號公爾內光復函小、劉父

紀念館、 7號公頭內預定地內擬投入三萬人規模的

大型現代體育館 ; 10號公園內歷史博物館等。台

北以外的其他都市情況均類似。

註 6 :.公蜀道路(筒稱戀道)競!!lIJ原意在於有系統串連都

市中的吾吾放空筒，包括公園、枝獨、開放舍地與綠

地、都市河} I I行水霞，完成近代化都市公關綠地系

統的重重要手段。建儘哥哥北路及澆在施工中的辛亥路

高架道路都市計鑫原訂為公園道路，建設後完成景

象那如今臼教化南北路的模式。

註 7 :賢世孟，台灣都市計畫朦史之初探，都市與計畫，

12 卷1 期p.l~p.20，p.16 0 (1)為業區、工業盔、住

宅區、住宅專用甚至、特別住宅E豆、景觀區、道業專

用盔、風化霞、工業專用區、特別工業盔、農業霞

以及無設定區等十二種。

設 8 :台灣住宅營路於昭和 10年代中所規割完成的台北

市朱唐崙方面(郎今南京東路、長春路、建國北路

一7再一

交叉口一幣) 6 萬坪的整嫂開發住宅\![為側 ， 主要

以 4- 11m巷路組構住宅J!!!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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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

鹽 1 1905年台北市區改革計盡頭 { 瓷料來源 : 參考艾麗*11 )

i品一旦中i



圈 2 台北撥給址之 r ~三車車道 J間道(土國今愛國i1!i路，不圈今忠孝霞路)

{資料來源:詞本地讓大系( 1 1 )台灣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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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3 1 91 0年台北市區街慶建築

'it樣(台北城內及大稻遠地區)

(資料*源:自本地種風俗大萊

(15)台灣篇 )



個 4 1 925年台~t市~發展現況 { 節錄這大日本骨髓隆地讀IJ叢書B 1 9:37年發行台北

1/25000 地買主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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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5 1 932年大台北市區箭霾(注意:台北E軍區道路線懿及公園配霞萊絞)

(資料來源:參考艾歉1 4 .台北都市計蜜 (1 895- 1 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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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6 1 946年大台北都市計鑫隘 ( 資料來源 : 參考文獻7 ' 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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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7 淡水港 ( 資料來源 : 日本主也還大菜( 11 )台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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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靈 8 台北蓋章港1蕃想窟 ( 原竄出處 : 閱本地主重大菜 ( 11)台灣篤 ， 幸去者依參艾獻 7繪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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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也
?
"
旬
R
g
自
+
棺

m
m

z
z
•

區1 0 光復f是台北都市計鑫舊車 ( 節錄台北市都市建設史稿 ) (資料來源:參考艾獻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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