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30年過去，猛然回頭，法學院竟如此陌生。

越過30年的山峰起伏，重返大學。我記得

當年從法學院搭0南公車可到總區，卻無法描述法

學院大門石柱的模樣。我記得有一天課間休息，

小偷潛入教室，摸走了我唯一的千圓鈔票，無法

看醫生，卻從未追究過法學院紅磚教室的來歷。

我記得法律系的教授有最高法院院長和好幾位大

法官，彷彿半個司法院，其中，陳樸生大法官的

「刑事訴訟法」課，湧來許多陌生臉孔，桌椅

滿到走廊、拱廊下，上進的心伸長脖子、穿過木

窗，目不轉睛，緊追陳大法官的唇語。我卻不知

道90年前，同樣的教室裡，有北京人教北京話，

有英國人教英文，而和我們一樣抱著書穿過拱廊

下的，則多是說著日文的日本人學生。

法學院並非這片校區的原始主人，也非臺大

前身臺北帝國大學的一部分，在日本統治臺灣的

年代，此地為「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我在法學

院一千多個日子裡，完全不知道這些事，好像也

沒有人想要告訴我們這些事。

現在，彎過水池邊，兩步石階踏上，迎面的

教室牆上貼著簡要的海報，幾個字和幾個箭頭，

說明了臺大法學院的身世，看來簡單，卻是光陰

的座標，學生在校園漫步，知道自己正站在時間

流裡的哪一個點；也是一條繩索，可以抓住，游

過時間的河，到達同一空間的另一個彼岸。

當然，這個學校的故事不是一張小布告可以

容載。

1919年，臺灣總督府創立高等商業學校，最

初有校無舍，借棲在總督府內，現今徐州路這邊

還是大片空地，直到1922年3月，高商的「第一教

臺大法學院建基在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校地。（取材自《臺北高商一覽》，1933〔昭和8年〕）

臺大古蹟～法學院故事一二
文‧圖／陳柔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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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今前排教室）完工，校景才初露容顏。

「臺大法學院」現為臺北市定古蹟，包括行

政大樓及其中的大禮堂、兩排二層樓教室，文化

局現有資料記為「均完成於1919年」，顯然不甚

正確。依臺北高商的沿革誌，臺大法學院各古蹟

是分批建成，「第二教棟」（後排教室）緊接在

前排之後，1922年底完工。「本館」（今行政大

樓）1925年3月底落成，比教室晚了兩年多。

法學院裡，警衛室也散發著日本時代的風

情。這座小巧典雅的木造建物與本館同時完工，

當時稱之「守衛所」。

第一棟教室剛完工不久，一位臺北高商教北

京語的老師站在新樓前，仰頭欣賞，肚子裡同時

打起詩稿；1922年4月底，他在報上寫了一首「高

商校舍落成感賦」的七言絕句詩，由此也可推

知，臺大法學院古蹟建成時間非如目前官方資料

所記的1919年。

一個商業學校，有商業簿記、財政學，甚至

法學通論的課程，都屬當然，但臺北高商開了北

京語的課，倒是教人好奇。

這位為校舍完工作詩的北京語老師叫王德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學生制服樣式。（取材自《臺北高商一
覽》，1933〔昭和8年〕）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模型。（取材自《臺北高商一覽》，1933〔昭和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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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非常年輕，1921年進高商教書時，才25歲。

他本是長於北京的旗人，小的時候，父親到福建

當官，他跟著住下來，懂漳州泉州話，彷彿半個

福佬人，在福建早擔任過北京話的老師。

王德欽22歲那一年來臺，落腳臺中，開館授

課。後經大稻埕一家公司引介北上，教室設在

「新店尾街」（今民生西路和寧夏路口一帶）的

天主教堂裡，就是靜修女中對面的天主教主教座

堂。

據報紙說，王德欽的學生有日本人、也有臺

灣人，「就學者眾。數月之間。便能會話。」學

生之中，有曾任臺灣電力會社的日本籍副社長角

源泉，也有位赫赫有名的臺灣商紳—許丙。王德

欽即因許丙才進入臺北高商教書。

許丙原受雇於臺灣第一豪族板橋林家，擔任

林熊徵一房的「家長」，負責收租種種財務，長

袖善舞，交際能力過人，最後被封貴族院議員，

與舊老闆平起平坐。小說家東方白在回憶錄《真

與美》裡，曾描寫許丙出門總是戴禮帽、拄拐

杖，金口不易開，連對幫自己拉車的私家司機

（即人力車夫）也一樣，想右轉，就用拐杖敲右

輪，想左轉，就敲左邊輪子。

許丙有個知名的孫子許博允，創辦新象，30

年前為臺灣音樂沙漠帶來綠意。雖然祖父許丙輪

廓鮮明、五官立體，但許博允略帶異國風情的容

貌，其實來自祖母葉白，她是一位來淡水的英國

籍船長的女兒。

許丙和老闆林熊徵是最早打高爾夫球的臺灣

人，也是淡水高爾夫球俱樂部的第一批臺籍會

員。據許丙的回憶錄指出，他常去總督府拜訪球

友石井光次郎，石井時為秘書課長，因而認識了

調查課長片山秀三郎，時有「歡談」。片山後來

1987 年管理學院自法學院分出，1999 年 8 月法律學系獨立成法律學院，原法學院其他系所更名為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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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第一任高商校長。

此時，許丙的老闆林熊徵開辦華南銀行，常

往上海、廈門募資，許丙隨行，深知情意要相

通，必也先通言語。臺灣商人雖書寫中文無礙，

中國官話卻完全不解，於是，他向片山秀三郎校

長強調設北京話課的重要性，建議應設「北京官

話講座」。商校接受此議，並詢問授課老師，許

丙便推薦了自己的老師王德欽。

高商授課之外，王德欽在華僑組織「中華會

館」及家裡都開過班。家裡的班，人數不限，反

正一整班的束脩要30圓，學生再行分攤。30圓不

少，比基層公務員的薪水都多。

1930年代初期，臺灣揚起北京話學習熱，似

乎讓王德欽更搶手。1931年，滿洲國新立，吸引

各地人進去尋找機會，山東人去，臺灣人也去，

賣茶、開醫院都有。臺北商工協會會長陳清波去

了一趟滿洲，回來就說臺灣茶、蔬菜水果都可外

銷滿洲，正是臺灣人「絕好活躍之時」，但有心

去的必須學北京語和漢文。1936年，王德欽曾針

對要前往中國東北和華北發展的人，編出3個月就

能通北京話的社交商用教材，在夜間上課。

王德欽是臺灣的華僑界要人，華僑慶祝雙十

節的聚會，王德欽是朗讀賀電的那個人；中華民

國第一位駐臺總領事林紹楠來台履新，華僑界熱

烈迎接，一上岸，林紹楠跟三位代表握了手，王

德欽也是其中一個。王德欽也關心鄉親，曾經有

福建人在大稻埕租房子開鞋店，生意不好，難以

度日，自殺三次而死，身後窮得無法入葬，王德

欽出錢幫忙料理後事。

除了北京語，日本時代的臺北高商也是英語

重鎮。臺北高商的英文課長期聘請英國籍教授擔

綱，另有一位日籍英語教席石崎政治郎，則畢業

自美國堪薩斯大學。有位英文老師曾經在抗日活

動裡軋了一角。

日本政府對臺灣人吸鴉片的惡習，原先採取

漸禁的辦法，只賣鴉片給領有牌照許可的癮君

子。但到1929年世界經濟恐慌，為解決財政困

難，傳出要在臺灣自種罌粟花，還要放寬許可，

讓無牌的秘密吸食者合法化。結果，2萬5千人搶

著去登記，吸鴉片的人反增不減。蔣渭水於是找

張月澄想辦法，他們馬上拍了最急件的國際電報

向日內瓦給國際聯盟控訴。此計奏效，總督府氣

得跳腳，被稱為日本時代「非武力抗日打得最漂

亮的一仗」。

國聯代表如救難神仙一樣到了臺北，但是，

他們不懂中文日文，必須給英文版的說明書。當

年，擅英文的臺灣人有限，所以，張月澄草擬

後，為求慎重，他還去找一位英國朋友，幫忙校

對了一遍。這位偶然在漂亮抗日仗軋了一角的英

國人，就是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的英文老師。

1931年元月18日，首次舉辦臺灣中等學校

「英語雄辯大會」，有臺北第二師範、臺北高校

（校址在今台師大）、臺北一中（今建中）、北

二中（今成功中學）、臺北工業（今臺科大）、

基隆中學、新竹中學、臺中商業和臺北高商等9校

參加。比賽地點既選在臺北高商的講堂（即法學
法學院校舍獨立於校總區之外，歷史悠久的古蹟建築。

NTU Alumni Bimonthly No.7432



院大禮堂），冠軍獎盃也由臺北高商抱

走。

臺北高商的故事還很多，出身此校

的臺籍學生不少，許多在戰後初期位居

商界要職，像永豐公司（永豐金集團的

早期公司）的總經理胡自瓶、華南銀行

總經理高湯盤等人，丁瑞鉠則擔任過大

同和台塑的副總經理。臺北高商畢業生

跟戰後初期台灣商業活動的關係，值得

探究。

只是，臺大接用了臺北高商的軀

殼，卻切斷了她的記憶臍帶，不傳她的

故事。

留下古蹟的目的到底是甚麼？假

如，只留住美麗、莊嚴、宏偉的建築，

卻不知、不追、不留古人與古事，古蹟

跟一個陌生人何異？

法學院警衛室，木造建築小巧典雅。

表：古蹟「臺大法學院」建造時間

建築物原始名稱 建築物目前用途 竣工時間 資料來源

本　　館 行政大樓 1925.03.31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一覽》1933年
第一教棟 前排教室 1922.03.16

第二教棟 後排教室 1922.12.11

守 衛 所 警 衛 室 1925.03.31

陳柔縉小檔案
作家，常見專欄和著書。1986年法律系司法組畢業後，未走主流的司法

道路，進入《聯合報》和《新新聞周刊》，當記者，跑政治新聞。為探究

威權政治本質之一的「關係」，辭職著書，寫出《總統是我家親戚》（本

書後增修版改名《總統的親戚》），是瞭解臺灣社會階層和政治關係的經

典之作。最近幾年，連續寫出臺灣歷史的相關著作，更開拓一般人對臺灣

史的視野；《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曾獲《聯合報》非文學類十大好書、

新聞局最佳人文類圖書金鼎獎，《宮前町九十番地》曾獲《中國時報》開

卷中文類十大好書、誠品達人選書第一名。目前以發掘日本時代臺灣社會

生活為研究主題，相關著書有《囍事臺灣》、《臺灣摩登老廣告》，最新

作品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以新聞導體的敘述方式講故事，夾議

夾敘，兼帶考證，旁徵博引，在細縫處嗅出時代氣味，勾勒出一幅幅庶民

生活史；2010年獲新聞局非文學類圖書金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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