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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資生堂，大家聯想到的可能只有抗皺、誘白、增豔、打退黯

沉的種種化妝品和口紅，對日本時代的臺灣來說，資生堂可

不只是美妝品牌，資生堂還意指另外兩家藥房：臺北的「資生堂藥

舖」比之更早有名，臺南的「資生堂藥房」則是名藥張國周強胃散

製造廠的前身。

以化妝品聞名的資生堂，其實起步之初也是一家藥房。創辦人

福原有信是海軍病院藥局的主管，1872年在東京日本橋創業，開辦

西洋藥局，當時知名的醫學博士松本順擷取中國易經坤卦的「至哉

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幫忙取了「資生堂」這個大器的店

號。現在大家熟悉的SHISEIDO，則是資生堂的日文唸音。

福原經營資生堂有聲有色，他容許往來的各地藥店也掛上「資

生堂」的招牌，日文稱這種掛名分店為「暖簾」。1896年，即日本

治臺第二年，中田銀三郎落腳臺北城內，就在今天重慶南路1段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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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時的資生堂藥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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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樓這邊，也打出資生堂的旗號，開起「資

生堂藥舖」。

中田的資生堂藥舖裡，販售東京資生堂的著

名商品齒磨（牙粉）和化妝品之外，1916年，報

紙有所謂的「物價欄」，調查西藥市價那天，以

資生堂的貨品為樣本，羅列了次亞磷酸、絆創

膏、蜂蜜、桂皮油，林林總總一百多項，足見店

舖規模之大。而店門口橫著大看板寫了三個大字

「寒熱丸」，那是治療瘧疾的專門藥。另外，富

含維他命C的果精、罐頭牛乳，甚至德國製的老

鼠藥也賣。二 年代，面速力達母也擺進資生堂

的櫃子裡，資生堂登廣告時，特別強調面速力達

母是「不可思議非常有效的美國製家庭藥」。

1930年以前，臺灣的商店多未專門化，鐘錶

眼鏡店賣腳踏車，並不稀奇，資生堂藥舖兼賣照

相器材，也不足為怪。今天重慶南路、衡陽路

口的金石堂書店，二 年代以後此地是「西尾商

店」，為日本時代臺灣最大的照相器材專賣店，

老闆西尾靜夫出身資生堂，正因資生堂賣藥也賣

照相器材。

1908年，資生堂藥舖的老闆中田銀三郎就過

世了，太太堅子一肩扛起。堅子不愧是武士之

女，硬是把名字裡的「子」給去掉了，一概以

「中田堅」之名，如男人般，行走江湖。在她的

領導下，資生堂藥舖果然堅挺不搖，一直是日本

時代臺灣的知名大藥房，到日治末期，北中南都

有支店。

能成為大商店，在廣告宣傳上通常都很積

極。1908年，臺灣西部縱貫線鐵道開通，慶祝活

動之一的共進會，很像今天的博覽會，有許多展

示。資生堂藥舖這種大店沒有缺席，提供了假人

蠟像參展。蠟像乍聽起來好像很可愛的玩意兒，

資生堂推出的卻是長痲疹長瘡的蠟像，頗為嚇

人。加上肚子、手腳的模樣也做得逼真，裸露於

外，在保守的年代，有人顧慮婦女看了會花容失

色，撤除之議紛紛出籠。結果，大家根本就是多

慮了。臺灣人愛新鮮，愛看熱鬧，資生堂的蠟像

沒嚇跑人，反而和某店的製麵過程，同列最夯展

資生堂藥舖並非東京資生堂的直營分店，但也賣相關藥妝品。

1924年的廣告顯示，資生堂藥舖已經有售知名的面速力達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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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引來最多的民眾圍觀。

日本時代，許多臺灣人進入日本人商店做事，學到做

生意的方法。像行天宮創辦人黃欉，十幾歲就從三峽家鄉

進入臺北京町（博愛路一帶）一家日本人五金店，後來就

跟哥哥獨立門戶在萬華開五金店。也有臺灣人進資生堂藥

舖工作，只是從報紙看得到的資料，僅僅左興此人辜負店

主的信賴，偷走倉庫30斤水銀，葉份這位店員勾結外人，

偷藥八折賣給執業醫生。

賣化妝品的資生堂，也有臺灣籍員工，情況就完全不

同了。蔡萬春後來開創國泰集團，帶領弟弟蔡萬才跨進保

險業，因而有今天的富邦集團。

蔡萬春待過的「資生堂臺灣販賣株式會社」，就是現

在大家熟知的資生堂的臺灣子公司。資生堂原本生產藥和

牙膏為主，到1897年，也開始製造有藥劑成份的化妝品。

福原有信的三子信三原來專攻藥學，1906年前往美國學習

化妝品的製造與販賣方法，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返國，讓

資生堂大步往化妝品公司轉型。

這位三少爺學過畫，成年後又玩時髦的照相，頗有藝

術涵養。1916年，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玻璃杯裡插一枝

山茶花，不斷素描，大約一個禮拜，終於把山茶花圖案

化，資生堂著名的商標「花椿」（山茶花）於焉誕生。

淡雅高貴的花椿商標獨步當時的廣告，與眾不同，資

生堂的廣告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細雅的線條，勾勒出花

草，脫俗的畫面，在雜誌在報紙發出自己的香味。

資生堂臺灣販賣株式會社於1937年4月設立，事實

上，資生堂的化妝品和香皂早已是市面常見的牌子，由臺

北一家老店「盛進商行」獨家代理。1935年，臺南鹽水就

有一位周丙丁，買了資生堂的香皂，參加抽獎，獲得一等

獎50圓。50圓約當一般人兩個月的薪水，周丙丁捐出來幫

助窮人，在當時傳為佳話。

日本戰敗，資生堂藥舖和資生堂臺灣販賣會社隨之消

失。1957，資生堂才重現臺北，是日本資生堂戰後在海外

的第一個據點。

說起臺南市張國周的資生堂藥房，戰後可是家喻戶

曉，其產品「張國周強胃散」鎮撫過無數臺灣人作亂的腸

胃。張國周是早期少見的藥劑師，留學東京藥學專科學校

（今東京藥科大學），1930年畢業，1933年底在臺南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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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原信三將資生堂轉型為化妝品公司，並
親自設計了資生堂山茶花的商標。

戰前資生堂的廣告，線條簡單清雅。

1941年在中國地區發行的資生堂廣告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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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生堂的香皂化妝品，長期由盛進商行代理，圖為在盛進店前的宣傳
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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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甫獲2010年新聞局非文學類

圖書金鼎獎。

金町三丁目二十八番地開設資生堂藥房。

張國周擅長宣傳，1950年代就製播廣告影

片，並在電視上強力播放5、60年，「張國周

強胃散」幾個字跟「大同大同國貨好」、「綠

油精綠油精」一樣，種植臺灣人腦海之深，大

概連神明也拔不掉了。在日本時代的開店第一

波宣傳，也是放廣告影片，據報載，在臺南公

會堂播放時，也是大滿員。不過，戰前戰後有

一點小不同，張國周後來把店名稍改，少了

「堂」，改成「資生製藥廠」。 

（繪圖／梁旅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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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前的校園，唯二有名字的道路就是

「椰林大道」和「小椰林道」，舟山路

當時還是臺北市區道路。小椰林道比椰林大道年

輕，從校園地圖可知，約在1960年代，從一片田

地中開闢了一條道路的雛形，然後沿路陸續新建

許多建物。

相較於風格鮮明的椰林大道日治時期建築

群、或新穎又整齊劃一的楓香道建築群，小椰林

道可以說是校園建物風格的時空分界點：它是校

園建築自由鳴放的時代舞台，也是促使臺大正視

校園規劃重要性的起點。

小椰林道的端點是森林館（1957年落成）、

終點是思亮館（1987年落成），中間分布有女八

（1958年落成）、新生教學館（1961年落成）、

化工系（1962年落成）、數學系（1962年落

成）、圖資系館（舊研究生圖書館，1966年落

NTU Alumni Bimonthly No.7252

漫步校園時空舞台－

小椰林道
文‧圖／蔡淑婷

（1999園藝系造園組畢；臺大總務處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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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椰林道與沿線建築。

小椰林道沿線建築及其落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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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女九（1967年落成）、電機一館（1969年

落成）、數學研究中心（1970年落成）、綜合教

學館（1972年落成）、生化所（1974年落成）、

志鴻館（1980年落成）等館舍。

這個時期的建築，嘗試以現代、簡約的設計

手法，以重複的元素強調幾何秩序，突顯建築的

結構美。由於此時期建築係由校方指定的建築師

擔任設計工作，因此可以見到多棟建物都出自同

一位建築師之手，如錢思亮校長指定交由王大閎

設計的建築有化工館、生化館（第一學生活動中

心、地質系、嚴慶齡工業研究中心、法學院圖書

館等都是他的作品）。然而時代的法則是「合久

必分、分久必合」，當年建築師致力於拋棄日治

時期建築風格、企圖以現代思維挑戰中國傳統建

築，因此創作出充滿個性的建築設計，卻造成毗

鄰建物景觀凌亂，反而無法突顯區域的整體特

色。也因此，要興建思亮館時，校方即要求新建

物必須參酌椰林大道沿線日治時期建築之風格，

有系統地規劃校園景觀的概念才逐漸受到重視，

1980年代以後的建築物開始受到校園規劃的約

束，使用相同的設計元素如十三溝面磚、拱門、

長廊，塑造出仿古又具現代感的校舍建築，1985

年落成的原分所舊館即是一例。

相較於椰林大道的日治時代建築群，小椰林

道的新興建築群顯得自我。另一個有趣的現象

是，小椰林道西側的建築配置也較為特殊，長方

形的建築物與椰林大道平行而建，因此建築物的

立面不在小椰林道沿街面上，從小椰林道看到的

只是建築物的側面。和多數館舍以正面迎人的配

置相較，小椰林道西側的建築群並未因長相殊異

而令師生印象深刻—因為我們第一眼只看見建築小椰林道是校園北區最繁忙的交通要道。

生化所立面採用白色輕巧的水平遮陽隔板，與兩側紅色厚重外
牆呈現對比。

沿著小椰林道行走，西側的建物只見隱約側臉而非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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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側邊。這讓筆者想起大一新生時期的

往事：第一天上課花了半個小時才找到新

生大樓、找到第一堂課的教室。

現在，也許這些建築物已顯得老舊，

但在他們所代表的那個時空裡，追求自由

學風、以當代思潮演繹建築等等概念，仍

然存在於校園景觀之中、成為我們生活的

一部分。

漫步在小椰林道上，除了可以感受建

物風格轉換的校園景觀，還有另一個時

空地景也反映著不同時代對於環境的看

法，那就是流經此處的 公圳大安支圳。

早年，小椰林道是一片田地，到了1980年

代，水圳失去灌溉功能而被填平，如今水

圳的駁坎石塊還依稀可見，填土後的圳道

上方，校工們栽植了許多樹木，包括錫蘭

肉桂、美人樹等等。如今女八、女九宿舍

圍牆旁的美人樹長得挺拔健壯，每年夏末

秋初開滿紫紅色花朵，總是令人不得不為

這片花海而停留片刻。

根據資深老師們的說法，以往 公圳

的這條供水支圳是處滋生蚊子的小水溝，

在那個推廣環境清潔以控制傳染病的年

女八、女九宿舍圍牆邊的美人樹，夏末秋初的盛花時節，總可見到在樹下一片的紫花地毯。

2002年1月，城鄉所同學辦 公圳展覽，在小椰林道舖上水藍
色帆布，象徵 公圳往昔的圳路，探討 公圳復育議題。這個
位置現在已成為自行車停車場。

NTU Alumni Bimonthly No.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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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為了環境衛生問題，水圳因而被填平。有位

老師的求學回憶是這樣說的：「小椰林道旁栽植

了大葉桉，是因為大葉桉的氣味可以驅蚊，讓我

在女八、女九宿舍前等女孩子時可以少捐一點

血」。大葉桉是否正因為如此而栽植，不得而

知，不妨當作趣聞一件。

在填平 公圳20年後，生態永續成為環境規

劃的顯學，校園裡出現了復育 公圳的聲音，期

待藉由藍帶空間串聯校園裡的水域，創造舒適的

校園環境，以及豐富的自然生態。然而就實際環

境條件來看，小椰林道已成為校園北區無可取代

的交通幹道：同時肩負兩處教室大樓數千位上課

師生同時進出疏散、女九餐廳的餐飲服務、以及

大量的自行車停放問題，令小椰林道要在有限的

土地中挪出一塊空間做為水圳復育之用，顯得窘

迫。不過這也許就是小椰林道的特殊之處吧，隨

時存在著繼往開來的啟示：反映了歷史和成長的

軌跡、同時也促使我們思考未來的願景。穿梭在

這個時空隧道裡，您是否感受到了小椰林道變遷

的痕跡呢？ 

小椰林道東側栽植大葉桉，是校園裡常見的行道樹。

台大校友72期.indd   55 2010/10/30   上午 10:35:54



台大校友72期.indd   56 2010/10/30   上午 10:35:55



好書介紹
身為臺大人不可不知的臺大歷史

臺大歷史已娓娓邁入80載，但一直以來，臺大的校史部分總是

不被世人所熟知及重視，校史館和出版中心藉著2009年校慶

期間，由臺灣大學校史館邀請4位對臺大有深刻關懷的學者，一同

探索臺大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奠基與發展、精神與傳承，而講

演輯錄則由出版中心製作編輯完成出版，為本校發展歷程留下重

要紀錄，透過DVD音像，重譜時空曲絡，重新聆聽你所不知道的

臺大故事。

此系列演講從日治時代臺北帝國大學談起，歷經光復後國民

政府接收的矛盾與妥協，再接受現代化的洗禮和改變；臺灣大學

這80多年來始終堅持著「學術關懷」、「人文關懷」、「社會關

懷」三個層次的精神傳承，由學術出發，在大學校園內孕育了一

代代的自由清新風氣。在歷任校長及臺大師生們的努力開創和守

護下，自由熱血就像杜鵑花般開滿臺大校園；學術耕耘也如椰林

大道般康莊卓立。

4位演講者所提供的校園趣聞和軼事，更是身為臺大人所不能

錯過的，原來今日所見校園的形成也經過重重阻力與對撞，這其

間都有賴前人默默付出，讓我們得以將對學術與自由的熱情盡情

奔放在這個大學校園中。講演者與聽眾風趣的對答及其所提供珍

貴的史料，也收錄在DVD當中。

本套DVD所收錄主要內容如下：

1. 臺北帝國大學的幾個基本問題／吳密察教授主講（前臺灣大學

歷史系教授）

 帶你認識臺大前身臺北帝國大學的創建制度、臺大身為第一所

本地殖民大學的重要歷史意義，揭開日治時代臺灣大學的神秘

面紗。

2. 轉折與奠基—光復初期的臺灣大學／李東華教授主講（前臺灣

大學歷史系教授）

 今日所熟知的臺大制度原來是這樣奠定的！你不能不知道二次

大戰過後的幾位校長是怎麼接棒在當時風雨飄搖的年代，用堅

持來帶出如杜鵑火紅花開的臺大精神。

3. 臺大精神的淵源與發展／柯慶明教授主講（臺灣大學臺灣文學

研究所教授）

 臺大最重要的精神象徵傅鐘和傅斯年校長、臺大最聞名的椰林

大道，臺大的校訓校歌由來，乃至臺大的期許與展望，一同來

參與吧！ 
4. 臺大校園規劃與建築／夏鑄九教授主講（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所所長）

 最精緻幽微的校園建築，都藏著最深刻雋永的人文關懷，校園

空間配置的達文西密碼，等著你深入尋索解密。

此一系列的專題演講，與您一同回顧臺大在歷史洪流中的屹

立茁壯，體驗校園地景蘊含的深意及緬懷前哲先賢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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