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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目的 

 
自 1887 年清領時期劉銘傳擔任台灣首任巡府開築第一條鐵道後，鐵道運輸就成為台灣

地區交通運輸的主要工具，尤其在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開通鐵道縱貫線（1908），建造了

240 多個車站，其中以基隆、台北、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及高雄這七個車站為南北

交通的重要樞紐，並為當時工商活動密集的要地最具規模、具有特殊的意義。 

 

由於日治初期公路系統的不發達，聯繫各都市之間的交通大多仰賴鐵道運輸，透過鐵道

系統的運作車站座落的城市促使這些新城鎮藉此發展，因此車站地區成為進入都市主要

的出入口如同都市的門戶。當車站匯聚來自各地資源同時也帶動起都市中人潮、貨運、

商品等的流動，因此在都市中車站與鐵道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自 1900 年（明治三十

三年）起日本政府推動市區改正，將商店街、官署、街道、公園等設置都接近車站，再

加上來自外地工作、求學等人口的湧入更增加車站地區在都市中的重要性。自鐵道興建

後車站地區成為都市發展的開端，經過日治時期自都市政策、鐵道運輸、產業活動等多

方面的經營下車站地區更強化了其功能性，由台灣都市發展觀察，以車站地區為核心向

外拓展，再加上基礎設施的設置建構都市朝現代化發展的基模。 

 
日治時期的開發與建設為台灣都市邁向現代化發展的開端，而車站地區更為其發展的源

頭。隨著都市政策的推行、運輸系統的轉變、產業活動的模式等，皆促使都市的成長、

發展到衰退，而這一連串的演變過程呈現出各時代背景與當時空間樣貌，經過時代的轉

變、政策或事件的影響下車站地區空間也出現不同的改變。 

 
因此本研究目的分為以下幾點： 
一、探討日治時期車站地區空間變遷的歷程。 

二、透過文獻資訊與疊圖分析，歸結車站地區空間之演變。 

三、在政策、運輸、產業的影響下車站地區空間演變之異同。 

四、應用地圖分析建立依據，供車站地區空間規劃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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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對象與範圍 

 

都市是一個有機體，它會成長、茁壯、以至衰頹。生活在都市的人們，隨著都市的興衰，

感受不同的服務與氛圍。自從 1908 年鐵道縱貫線通車後台灣開始因為火車而改頭換面，

車站地區變成都市中的重要市集亦是都市中的門戶意向；台灣車站地區發展自清領時期

以國防為主開始興建鐵路，經過日治時期開拓、治理發展到國民政府時期的接收經營，

成就了現今各都市車站區域發展的基礎，在日治時期開發的七大都市中其車站地區的變

遷更可以看出都市的消退與成長，亦可發現各都市空間型態的演變歷程。 

 
自鐵道通過都市後，車站地區成為此交通系統之重要樞紐更是與對外連繫的管道，站場

空間位址的設置，更是在都市發展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而車站地區空間的變

遷歷程容易受到，諸如政策性規劃、產業活動…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因此在本研究探討

的過程中將探討車站地區空間型態的演變，其中藉由分析探討車站地區與都市間的連繫

與相互影響，並討論比對各都市車站地區空間的條件與問題以及分析各車站地區發展之

共通與差異等；此外這些議題皆是各都會區車站區域空間近期內會面臨的課題；因此本

研究範圍與限制分為以下幾點作為界定： 

 
一、對象與範圍： 
在本研究的範圍以日治時期台中與台南車站地區空間為主要研究對象，台中與台南市在

鐵道縱貫線是唯二鐵道穿越城界的兩個車站如【圖 1-01】所示，在鐵道的發展有其相似

處。因此欲透過時間軸、地理區位與開發模式等都市作交互比較，在相同的時間脈絡中

車站區域的變遷過程與都市之間具有何種不同改變；在車站區域範圍的界定上如【圖

1-02】所示，以政府機關所訂定之車站地區作為主要研究探討之範圍，藉由各時期所蒐

集的地圖資料分析，試圖探討車站地區空間之演化。 
 

 

 

 

 

 

 

 

 

 

 

1904 年台灣堡圖 

【圖 1-01】台中與台南車站位置                            資料來源：1904 年台灣堡圖 

車站座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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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台中與台南車站地區空間範圍 

 
二、時間範圍： 
車站地區的發展為都市成長的源頭，當日本政府接手經營下更建造了 240 多個車站，因

此在時間範圍以日治時期（即 1895 年~1945 年）為主要的時間界定，並依據歷史文獻

的脈絡將相同時期台中與台南車站地區歷時演變作重疊的交叉比對。 

 
 
 
 
 
 
 
 
 
 
 
 
 
 
 
 
 
 
 
 
 

台中車站地區空間範圍 台南車站地區空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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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內容與課題 

 
在研究中，將透過「地圖」資料做歷時性分析空間演變的重要工具。透過地圖套疊的操

作是否能夠完成一個車站地區空間的研究等問題指出，面對組織形成規模複雜的聚落，

這樣的分析過程顯然是不足夠，對於能夠透視其中隱性無形的社會事件、經濟等因素，

也是有限。在此必須說明，由於地圖本身符號的組成，即是當時地表上地理空間的投影，

其中許多個別的符號，代表組成這地理空間中的重要元素。於是，當時的空間元素、結

構已被紀錄在地圖之上，當在閱讀之時，空間的情境似乎在腦海中慢慢被建構。故透過

地圖的解讀，可以發現不同時期空間構成的符號，藉由地圖本身圖示系統的分類，讓解

讀過程，可依照聚落構成之空間層級分別，做為系統化的歸納與比較，進而推測符號形

成背後的空間與社會意義。 

 
因此，透過這樣的操作過程，以過去地圖史料上記錄的符號群（地貌、地物），所形成

的平面圖像空間，透過不同時期的地圖予以套疊，檢視平面圖像之間所出現差異的地方

亦是符號群改變的位置，並根據這改變的圖示，推論車站地區空間的改變，反覆這樣的

操作過程，將可發現，空間在時間歷程之下，如具有生命般地往外擴散、收斂或成長、

消失。而對於這樣的現象，有助於在此研究範疇裡提出聚落研究的另一種方式，亦是地

圖史料參考的價值性建立。再者，相關史料佐證與輔助的過程亦是此研究中必須依循的

原則之一，當地圖套疊操作的過程之後，接下來必須針對圖像中差異的地方提出歷史的

證據，如此互相參照，方使正確地掌握車站地區空間的性質與特色。 

 
由於車站地區匯集了都市中的資源因此空間層級複雜，而本研究意圖透過地圖中的各元

素逐一拆解車站地區的空間層級，從地圖判讀空間的「增」與「減」進而探究其空間的

演變。因此本研究內容包括：  

 
一、分析地圖空間架構的建立； 
二、車站地區空間型態之歷時性演變歷程； 
三、比對相同條件下，台中與台南車站地區空間演變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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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方法與流程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與相關研究回顧： 
以相關文獻及地方史料的蒐集整理、以及相關研究報告作為輔助佐證，關於車站區域空

間與地方產業的相關文獻與資料為主，包括地方志相關著作及研究、統計資料、地方刊

物等，對於各車站地區空間與都市發展之歷史背景與發展關係作匯整。 

 
（二）相關地圖與照片蒐集： 
圖面資訊蒐集日治時期之各類尺度之平面圖、地圖為主要圖說，對於各時期關於車站區

域與都市空間地圖，以及相關照片之蒐集。其中地圖方面，以表現各車站區域產業整體

空間範圍與設施分部為主；都市空間方面地圖，選取表現都市空間、道路交通、地形地

貌等具說明之圖說。（其圖說包含台灣堡圖、台灣地形圖、各時期之航照圖、都市計畫

圖等圖面輔助如【表 1-01】所示） 

 
【表 1-01】相關圖面類別 

圖名 資料來源 繪圖年 比例 

台灣堡圖 遠流出版 1904 年 1/20000 

台灣地形圖 遠流出版 1928 年 1/25000 

各時期市區改正圖 台灣都市發展地圖集   

各時期都市計畫圖 各縣市政府   

各都市市街圖 台灣七大經典車站建築圖集 1935 年 1/10000 

轟炸空照圖 文史工作室 1944 年 1/10000 

航照圖 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  1/5000 

 
在地圖蒐集方面由於地圖比例、尺度上的差異，因此在地圖縮尺的大小上，可分為大縮

尺地圖與小縮尺地圖
1
。大縮尺地圖著重於縮小後的位置與距離的正確度，從圖形內容可

觀視更多地表真實現象的資訊；小縮尺地圖卻無法正確表示距離與位置，但卻可觀視大

區域之地理範圍與分區地域之間的共同關係，則其圖形內容較於大縮尺地圖更為簡單。

對於圖面的蒐集選取上多以小縮尺地圖為主藉以分析大區域範圍之關連性，此外配合大

縮尺地圖方便確認重要區域內相關的空間關係。 

 
（三）圖面套疊及文獻對照： 
利用所蒐集之地圖進行解讀與分析，並針對車站區域與都市空間之實質影響因子的建

立，依各時期的地圖所得資訊予以分類、分層、分項的方式進行套疊分析的操作。從套

                                                 
註1 參閱徐瑞萍，2002，《二十世紀台灣中比例尺地形圖套疊之研究》，p3-4。其中將比例尺之訂定為依據聯勤總部測量

總屬（1985）對軍圖的比例尺分類方式為（1）小比例尺－1：600,000 或更小尺度（2）中比例尺－1：600,000∼1：

75,000（3）大比例尺－大於1：75,000 以上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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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中發現差異之地方，配合文獻加以佐證及推論。 
 

地圖本身是將地表上存在的地貌、地物透過投影方式以顯示在平面空間上，用來表現與

解讀地理現象的一種圖像資訊。所以它就像是一種圖像式的語言字彙，以符號化轉換地

理提供的資料，並將其繪製編輯成圖像式的表現模式。其中地圖內容存在過去歷史遺留

的痕跡透過他來傳達空間意涵，本身可以提供研究者許多重要的訊息，對於都市空間的

研究裡已不容忽視具有歷史價值的史料。所以本研究即以這樣的工具，假設以各時期的

地圖做為解析都市空間特別針對車站區域之歷時過程的首要元素，藉由實際操作分析、

輔助比較之方式，建構車站地區的發展模式。 

 
此外，地圖不僅是立體空間圖像的展現地貌、地物等的象徵外，也紀錄著當時的人文活

動，就像是一個時代的剖面，呈現當時地理區域的位置、面積、距離、方向、形狀、空

間關聯性、族群分佈、經濟活動…等多項的訊息，所以除了具有科學性的地理資料外，

其中也隱藏了人文發展過程的資訊。因此透過觀察、分析，便能瞭解地表上的空間形成

與變遷的過程。 
 

1.圖面疊合比對 

依據上述原則進行套疊的動作，這樣的動作是疊合不同時空的歷史線索與平面的空間符

號，在跨時空的界線裡尋找當時都市成長、改變、消滅的種種變因。同時藉由此分析模

式的建立，掌握其他史料所無法預測的變化。 

 

2.史料輔助比對 

當圖像差異形成時，其中歷史證據是輔助詮釋此聚落空間變遷的信實度，其參考的史料

有檔案、調查書、古文書、地方志…等，再配合現況調查與訪談的結果之下，以解釋圖

像差異的歷史始末，最後建立車站區域演化之論述。 

 
（四）現況調查： 
對於地圖空間中圖示不清楚的地方進行現況實地踏勘，配合現況勘查與地方居民耆老之

訪談，並針對地方中所居住之居民進行記錄與提問，加強對地方了解以及研究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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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如下： 

 
 
 
 
 
 
 
 
 
 
 
 
 
 
 
 
 
 
 
 
 
 
 
 
 
 
 
 
 
 
 
 
 
 
 

研究觀念建立 

（背景目的、範圍對象、議題內容）

相關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與架構建立 

地圖蒐集 

歷時性圖面分析 

圖面抽離、重繪 

車站地區之分析架構 

地圖套疊操作、分析 

比較分析 

歸納車站地區空間變遷之異同 

成果與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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