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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2日，古田智久先生受邀來國立臺灣文學館演講。當天反應熱烈，連最後
的互動時間，與會來賓也踴躍發問。會後，古田先生再應邀親自縮減原日文演講稿，

交由本刊翻譯登載。（文╱周華斌）

前言

臺南的各位好，非常感謝今天受邀演講。首先，請容我向臺南的各位致謝。臺南

是和八田與一有因緣的地方，而且在這裡飛虎將軍杉浦茂峰也受到敬仰，如此重視日本

人，真是感謝。5年前日本東北大震災時，領受來自臺灣各位的大量捐款，而得以建造醫

院，期望此後日本和臺灣能互助互愛。今天要談的森山松之助建築師，是許多臺灣公共

建築的設計者，其回日本後的作品親和、多種多樣，人生充滿波瀾，且是位有趣的人。

演講時間約1小時，透過「森山松之助與其作品」的內容，若能讓各位對日本人建造的建

築物產生興趣的話，就足以令人欣慰。

1. 生於名門但幼年不幸罹患結核病
森山松之助生於1869年，逝於1949年。日本因明治維新成為近代國家後，到戰爭失

敗，其生命幾乎橫跨於這段期間。基於結核病、找藝妓玩樂等原因，森山足28歲大學才

畢業（譯注：作者表示本文所載年齡皆為足歲），39歲好不容易才任正式職務，51歲結

婚，至72歲都自己經營建築設計事務所。雖比一般人晚成，但其設計能力非常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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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家森山松之助與其作品
演講──古田智久　橫濱市建築局宅地審查課　　　　翻譯──周華斌　研究典藏組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古田智久　

森山松之助畢業設計「東京大學講堂」（1897）。

聽說父親森山茂、叔父五代友

厚，都是舊薩摩藩士，也是名門，然

因雙親離異，而由叔父五代家養育。

未受到家人的關愛，以致其此後的人

生並未對地位、權力表示過興趣。

我研究森山松之助時，首先調查

的是其畢業設計的東京大學講堂。那

是以哥德式藝術風格（Gothic）為基

礎，富具變化的結構。於此希望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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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入口兩側，兩座塔的上面有彎翹的日式屋

頂。有點不協調，但其應是想以兩座塔表現出日本

特色吧。這樣的主題（motif）設計，其他人不太使

用，所以成為判斷是否為森山松之助作品的指標。

森山松之助的畢業設計、畢業論文，都是第一名。

 

2. 至37歲就任正式職務且具高超的建築設
計技術

以前日本有稱為「遊郭」的烟花巷。森山松之

助由於父親是有錢人，而開始找藝妓玩樂，後來日

益嚴重，便被父親森山茂切斷父子關係，且被討債

的人追著跑，而輾轉變換借居友人住處。從學習院

到東京大學接受最高等教育的森山松之助，有許多

朋友；後來能夠設計大住宅，是因為天皇親戚久邇

宮邦彥王是其學習院的學弟；設計東京齒科大學、

遠渡臺灣的契機，也是因為和日本牙科教育先驅血

脇守之助是摯友的關係。

森山松之助曾勸血脇守之助進入其姊夫（譯

注：高山紀齋）創立的牙科學校。此後其為繼承經

營該學校的血脇守之助設計自宅、學校，甚至寄食

於血脇籬下。醫生友人後藤新平去那邊拜訪，喜歡

該建築，問道：「設計這建物的是誰？」因此寄於

籬下的森山松之助便被介紹，並被勸誘到臺灣。

3. 遇見後藤新平而大活躍於臺灣總督府
森山松之助在臺灣非常活躍。建於1909年的臺

北市電話交換局，是日本最初的鋼筋混凝土辦公大

樓。日本本土的三井物產橫濱分店，還晚其2年。

臺灣遭受白蟻、颱風災害嚴重，因此森山松之助提

出防蟻混凝土的方案等，使臺灣成為鋼筋混凝土結

構的先進地。

土木部廳舍，以文藝復興風格為基調，是不

致感覺陳舊的縱向舒展構思。臺北水源地唧筒室，

是樣式出色的建築，結構也充滿浪漫氣息。進入20

世紀後，原本善於繪畫、以建築為目標的人們已成

為建築師，掌握西洋風格的縱長配比手法，也於大

致不加裝飾的現代主義中，活用該縱長配比手法。

有關舊臺南郵局（譯注：原位於今忠義路與民生路

口，已被拆除），明治時代是磚砌時期，像東京車

站於紅磚中以白石圍繞出橫線的設計，是日本最初

的建築家辰野金吾（譯注：森山松之助的老師）慣

用的手法，稱為辰野式文藝復興。在臺灣的森山松

之助作品，以辰野式文藝復興為基調，加上臺灣式

的裝飾。請注意舊臺南郵局的正面高塔的屋頂，和

古田智久先生演講實況。（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42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6.12  NO.53

舊本所公會堂（1926）。

森山畢業設計的屋頂非常相似。基隆郵局，設計者

被認為是近藤十郎，但設計時期近藤先生並不在臺

灣。由塔的屋頂造型，我就想說是否為森山松之助

的設計，因此調查各種文獻，找到在1915年名為

《建築畫報》的雜誌有中條精一郎寫的文章，其曾

於日本建築學會發表說這是森山松之助的作品。

專賣局，並沒有證據顯示是森山松之助作品，

但是從塔的屋頂造型可推定是森山的作品。臺中州

廳，不在馬薩式屋頂（Mansard Roof）和天花板間

設置房間，以便作為通風、冷卻功能。中庭通風良

好，是針對臺灣風土仔細考量後的建築。臺灣總督

官邸，因受白蟻災害，而由森山松之助整修。該塔

的屋頂就有森山松之助式風格。濟南教會，從教會

史可確認是森山松之助負責基本設計，而施作設

計、監理則是井出薰。臺南法院，原當成是小野木

孝治設計，但經過調查後，從先前的中條精一郎文

章可得知是森山作品。明明是文藝復興風格的裁判

所，卻左右不對稱，一側還有塔，是森山松之助式

風格。臺北州廳，變形圓頂（dome）、解體的型

式，是喜歡變化的森山松之助式作風。聽說當時森

山被推選為課長，卻回絕說：「不要啦！我討厭蓋

章，近藤君，你來做！」臺南州廳，於戰爭轟炸後

修復成斜屋頂，但作為臺灣文學館時已恢復成圓形

屋頂。臺南人比日本更愛日本人建造的建築，非常

感謝。臺灣總督府廳舍，大多被認為是長野宇平治

設計，但競圖案和實際施作非常不同，我想設計者

應為臺灣總督府營繕課（森山松之助）。臺灣總督

府是以組織設計，然而要整合西洋風的複雜裝飾必

須有一位設計負責人，一般認為那是森山松之助。

久邇宮御常御殿（1924）。

新宿御苑台灣閣（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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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蜂須賀邸（1927）。

明治乳業兩國工場（1928）。

4. 52歲回日本開設建築設計事務所
臺灣總督府竣工後，森山松之助認為「已經

沒什麼好建造了」，便直率地辭去臺灣總督府營繕

課職務，回國。森山於東京銀座，其姊夫（譯注：

高山紀齋）的高山齒科醫院2樓開設建築設計事務

所。那是木造的2層樓小建物，不知是否有雇用職

員。然而，森山松之助對工廠、倉庫、平房的住宅

也都不偷工減料，認真設計。縱使不那麼賺錢還如

此認真，我想就是因為喜歡設計吧。

回日本後的最初作品，是學習院的學弟久邇

宮邦彥王的御常御殿。鋪木板的房間設置稱為「書

院造」（譯注：日本書齋兼起居室的空間型式）的

日本、西洋混合空間，是卓越作品。於東京新宿御

苑，目前還在的台灣閣；鋼鐵結構大空間的本所公

會堂，已於去年毀壞；30年前毀壞的蜂須賀正氏

邸，外觀爬滿長春藤，內部是道地的西洋建築。於

臺灣，將西洋型式運用自如，而且精通配合臺灣氣

候風土，陸續設計出不加裝飾的現代主義風格，到

達讓人無法想到的程度。連明治乳業兩國工場也不

偷工減料，確實設計。目前日本還留下的森山松之

助作品，最親和的是在長野縣的諏訪湖畔建造的片

倉館。那邊有深1M，可站著泡的澡池，應是活用自

臺北北投溫泉的設計經驗而建造。原為片倉製系員

工建造的設施，現在只要付便宜的入場費，誰都能

進去。與其說威嚴，毋寧說是可親可近、愉快、輕

鬆的設計。鄰近的片倉別館、現諏訪湖旅館，也具

有同樣親切的設計，但現在只殘存一部分。森山在

日本的代表作，是為摯友血脇守之助設計的東京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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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學。明明不加裝飾，卻蘊含豐富、深厚的風味。水平

連續窗，以這設計為基軸，強調水平線。若只這樣，會太

單調，因此強調式加入垂直線。穩健踏實，不偷工減料，

持續建造米井商店、朝日石棉、杏花樓、丸嘉商店等不起

眼的建築物。有關設計方面，森山生為一名設計者，認真

地對於委託人要求的設計，不管什麼都會處理，且完成度

高，可作為民間建築事務所的借鏡。

 

5. 持續設計至72歲但因戰爭爆發而停止且逝世
於終戰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就沒有建築工作可做了。東

京逐漸被空襲，1945年森山松之助便移居至東北地方山形

縣的斎藤清美先生家。1949年在那裡逝世，享年79歲。相

對於相同年代的建築家只會西洋歷史型式設計，森山松之

助的思考則較靈活，能陸續設計出新結構技術或不加裝飾

的現代主義建築。在那背景中，其曾以後起新秀之姿，使

臺灣總督府成為鋼筋水泥構造的先進建築，回日本後於民

間設計事務所，在有限的預算中努力回應委託人的要求。

我想其仔細研究歐美的新式設計，正是建造豐富作品的原

動力。在日本森山松之助的作品逐漸被拆毀之時，在臺灣

卻被重視，甚至回復原貌，對此我深表感謝。非常感謝在

這會場協助的各位，以及聽我演講的各位。

片倉館（1928）。

片倉別館、諏訪湖旅館（1928）。

東京齒科大學（1929~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