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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報告書提要

出國報告書名稱：108年日本富山縣氷見市「淺野總一郎與臺灣（高

雄）之關係」演講事宜

出國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行政法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王御風/07-5312560ext202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王御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代理館長/07-5312560ext202

出國類別：
□ 1考察□ 2進修 □3研究 □4實習 █5洽辦業務 █6參觀訪問 
□7出席國際會議 □8其他_____________

出國期間：108年 7月 25日起至 7月 27日

  

出國地區：日本

報告日期：108年 8月 12日

分類號/目：教育文化/文化藝術

關鍵詞：淺野總一郎

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報告人於 2019年 7月 27日受邀至日本富山縣氷見市，以日本大

企業家淺野總一郎在臺灣，尤其是在高雄的事業為主題，發表「淺野

總一郎與臺灣（高雄）的關係」的演講。除演講外，也拜會富山縣議

會議長、富山縣觀光局。演講後餐會氷見市林正之市長、參議院議員

（國會議員）堂故茂也都到場，可見日方對於以「淺野總一郎」為主

軸，拓展氷見與高雄發展，均以正面看待。除演講外，也參訪淺野總

一郎在富山縣的相關文物，對於淺野總一郎有更深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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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國目的

去年（2018年）八月，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為了紀念高雄港築港，以

及縱貫鐵路通車一百一十週年，舉辦了國際論壇。其中有一個場次是以淺

野總一郎先生為專題，因為淺野總一郎先生對高雄非常重要，他在高雄填

築了日本時代最重要的新市區：哈瑪星，以及興建了臺灣規模最大的水泥

廠：淺野水泥，讓高雄逐步邁向現代化。

該論壇共有三位發表人，除兩位國內演講者（本人及成大歷史博物館蔡

侑樺助理研究員）外，並邀請淺野總一郎家鄉：日本富山縣氷見市淺野總

一郎資料館館長山崎健先生前來高雄發表。

山崎健先生來台後，發現淺野總一郎先生在高雄的重要性，希望能以此

為議題，發展高雄與氷見間的友誼，因此於今年（2019年）七月，邀請本

人至氷見市演講「淺野總一郎與臺灣（高雄）之關係」，讓氷見當地人士能

夠瞭解淺野總一郎與高雄發展的關係，並拜訪富山縣議會、氷見市市長，

增進雙方互動。

二、 出國人員及行程

(一) 出國人員一覽表

姓名 單位/職稱

王御風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代理館長

(二)  參訪行程表

日期 參訪地點

第 1 日 7 月 25 日(二)

台北-富山

富山縣議會議長拜訪

富山縣政府觀光局拜訪

氷見市市長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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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日 7 月 26 日(三) 參訪淺野總一郎出生地

淺野總一郎所建之小牧水庫

第 3 日 7月 27日(四)
拜會氷見市立歷史博物館

演講及餐會

三、 參訪與發表演講

(一) 拜會富山縣議會議長中川忠昭、富山縣政府觀光局

    富山縣位於日本北陸地區，下轄 10市 4町 1村，以工業、觀光為主。

2014年北陸新幹線通車後，觀光業更為發達，境內合掌村及立山黑部為臺

灣所熟知的觀光景點，因此富山機場有桃園直飛的班機。富山縣政府及議

會均位於富山市，因此下飛機後，與來機場迎接的山崎健先生、氷見市觀

光局林詔伶小姐、富山縣臺灣同鄉會會長共田吉孝先生直奔富山市，首站

為富山縣議會，拜訪議長中川忠昭先生。

    富山縣議會與高雄市議會關係良好，今年七月中川議長方率團至高雄

參訪，因此對於高雄相當熟悉，拜會期間，他也希望兩地能夠持續互動，

並希望氷見市能夠藉由淺野總一郎的因緣，開啟與高雄市未來合作。

    結束與富山縣議會議長拜會後，一行人轉往隔壁的富山縣政府。富山

縣政府與富山縣議會兩者座落於同一區域中，縣議會是新蓋的大樓，縣政

府則是由舊建築改裝，饒富古意。

    此行是拜會縣政府觀光局，由局長豬俣明彥、國際觀光課課長島田太

樹、觀光振興室室長田中達也等人接待。因富山縣境內有立山黑部、合掌

村，是國人主要的觀光重地，甚至有直飛班機，每年造訪人數相當多，他

們對於臺灣的觀光推廣也不遺餘力。因為富山縣旁的石川縣為八田與一的

出生地，石川縣也常以八田與一做為對臺灣觀光客的號召（石川縣著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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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為金澤），富山縣也希望能運用淺野總一郎的故事來推廣對台觀光，所

以他們對氷見與高雄的交流相當重視。

    2014年北陸新幹線剛開通，可以直接從東京搭乘新幹線到富山，所以

北陸也成為日本新流行的觀光景點，富山縣觀光局也做了相當多精美的海

報行銷，這些都頗值得我們參考。

前往富山縣議會拜會議長中川忠昭，並互贈禮物。右圖除中川議長（右

二），尚有一同前往的山崎健先生（右一）及臺灣同鄉會會長共田吉孝先

生（左一）。

前往富山縣觀光局拜會，觀光局由局長豬俣明彥（左三）、國際觀光課課

長島田太樹（左一）、觀光振興室室長田中達也（右一）接待。右圖為富

山城，富山縣議會及縣政府均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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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拜會氷見市長、市政府（市役所）

    離開富山縣政府及議會所在的富山市後，我們前往氷見市。氷見市是

此行主要目的，因為氷見市是淺野總一郎的出生地，此行主要邀請者也是

氷見市的淺野總一郎資料館館長山崎健先生。

    氷見市的市役所是由當地學校改建而成，所以並不高，但內部非常寬

闊，室內空間設計方式也頗為有趣。今日所拜會的是市長林正之，並有許

多記者圍繞採訪，我跟市長表達對於此次邀請的感謝之意，也提出兩地可

以互相觀摩之事，包含淺野總一郎、水產食品（氷見以魚、烏龍麵等美食

聞名）及獅子舞，因為本館即將辦理國際戲獅甲大賽，而獅子舞也是氷見

主要民俗，市長一聽很有興趣，當場拿了一張氷見全縣的獅子舞地圖給我

看，並表示希望兩地多多交流，此次見面，隔日也有北日本新聞、北陸中

日新聞、富山新聞的相關報導。

左圖為與林市長（左二）拜會後，雙方互贈禮物，林市長手上所拿為報告者所撰寫

書籍及戲獅甲相關紀念品，另兩位陪同者為淺野資料館館長山崎健先生（左一）及



5

富山縣臺灣同鄉會會長共田吉孝先生（右一）。右圖為與林市長交換意見，翻譯為

氷見市觀光局林詔伶小姐（右一），一旁可見採訪媒體。

北日本新聞 2019.7.26.27 版報導，照片為我提及獅子舞交流時，林市長拿出氷見獅子舞地圖供

討論。

北陸中日新聞 2019.7.26.12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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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山新聞 2019.7.26.23版報導。

（三）第二天行程：參訪淺野總一郎出生地及小牧水庫

     第二天（7月 26日）主要行程為參訪淺野總一郎的出生地，以及他所

興建的小牧水庫。首先前往淺野先生出生的氷見市藪田，淺野資料館館長

山崎健表示，藪田位於氷見郊區的小漁港，以前在藪田與氷見市區間的隧

道未開通前，要到氷見市區，都得翻過一個山頭，交通頗不方便，淺野總

一郎生於此地，每天看著外地的船隻入港，因此發願要到外地奮鬥。

    淺野家在此算是大家族，目前淺野紀念銅像放置處原為海，填海造陸

後成為公園，也在此設置淺野總一郎紀念銅像，後方有房舍處，以前是「臨

海第一排」，至山邊均為淺野總一郎家所有，目前雖設有淺野總一郎出生

紀念碑，但淺野家族多已搬離。

淺野總一郎出生地：氷見市藪田。如今建有淺野總一郎的銅像（左），以

及紀念淺野總一郎出生的紀念石（右）。

    中午在山崎健先生安排下，與淺野總一郎紀念團體「九轉十起促進會」

會員共同用餐，淺野總一郎的一生遭受過許多次失敗，最後才把握機會崛

起，成為日本著名大財閥，而日本形容人屢敗屢戰的成語是「七轉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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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七次，第八次還是可以爬起來），因此特別以「九轉十起」來形容

淺野總一郎先生，也以此做為紀念團體之名。

    用餐後，我們前往另一個與淺野總一郎相關的小牧水庫。小牧水庫位

於富山縣的庄川，淺野總一郎計畫阻斷庄川的急流，建設巨大的水庫進行

水力發電，並於 1919年成立電力公司，水庫於 1930年落成，高 79.2m、

長 300.8m，當時號稱東洋第一的重力式混凝土水庫。此水庫建造並非無爭

議，當地原本由庄川運木柴的伐木業因此抗爭，原本上游的村莊也隨之消

失，如今僅剩下只能由船隻接送，號稱「日本最後秘境」的「大牧溫泉旅

社」。

    我們搭上了遊湖船，欣賞壯闊的庄川峽湖，然後前往庄川峽邊另一座

淺野總一郎的銅像參觀，也到小牧水庫壩前觀賞偉大的工程。有趣的是，

1930年有另一個偉大的水利工程落成，就是臺灣的嘉南大圳，而建造嘉南

大圳的八田與一是富山縣隔壁石川縣人，因此在庄川峽遊覽船的搭乘站（大

牧溫泉のリぼ）中，有八田與一及淺野總一郎的介紹，他們也直言，八田

與一在臺灣的名氣相當高，他們希望淺野總一郎能讓更多臺灣人認識。

    在搭船時，也有當地媒體訪問，我表示今日的參訪，讓我對淺野先生

的事業更為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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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午，與九轉十起促進會共同用餐（右），然後驅車前往雄偉的小牧水壩

（左）。

庄川也時常看到淺野總一郎的紀念碑或銅像（左圖）。庄川峽遊覽船的搭乘站（大

牧溫泉のリぼ）中，有八田與一及淺野總一郎的介紹，這是富山及石川縣與臺灣

的代表（右圖）。

2019.7.27的富山新聞報導我們前往小牧水庫的視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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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天行程：參訪氷見市立歷史博物館及演講

     第三天行程是此行的重頭戲，也就是下午的演講及演講完畢後的餐會。

趁著上午的空檔，我們先前往氷見市立歷史博物館拜訪。

     氷見市立歷史博物館佔地並不大，與市立圖書館共構，一樓為常設展

區、二樓為特展區，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僅參觀了一樓的常設展，由氷

見市立歷史博物館的館長大野究親自接待並導覽。

    整個館舍共有五大重點：一是氷見的史前歷史、二是近代的歷史、三

是氷見的船舶及捕魚技術、四是獅子舞、五是仿造江戶時代的居住空間。

由於本館也即將規劃常設展，因此氷見的規劃頗具參考，尤其是他們有一

區規劃讓展品（複製品）可供參觀民眾使用，民眾可藉此體會這些物品以

往的用途，館方也表示，常有老人團體來此參觀，對於仿古建築感覺很親

切，一來就是一下午，這些都可供我們參考。加上展區中的漁業及獅子舞

也與高雄產業及民俗相似，這都是日後可繼續交流之處。

參觀氷見歷史博物館，由館長大野究親自導覽（左圖）。館內收藏許多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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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的物品，與本市推廣的戲獅甲活動可進一步交流。（右圖）

    由於今天颱風外圍通過，因此整天有雨，原本擔心會影響演講，但最

後仍有七成的來賓，氣氛頗佳。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淺野總一郎與臺灣

（高雄）的關係」，主軸是講淺野總一郎在臺灣的投資，以及在高雄成功的

填海造陸，打造今日的哈瑪星，以及興建臺灣首座水泥廠：淺野水泥的經

過。希望能藉此讓日本相關人士更進一步理解淺野總一郎在臺灣的事業，

全場翻譯由富山縣臺灣同鄉會會長共田吉孝先生負責。除了氷見在地政商

重要人士外，淺野總一郎的長孫淺野一郎也親自到場，相關企業太平洋水

泥及東亞建設、東亞鐵工株式會社多名重要成員也來到會場，氣氛相當熱

絡。

    演講會後是餐會（氷見訪問記念交流懇親會），餐會發起人分別是氷見

市長林正之、氷見市觀光協會會長松原勝久、氷見商工會議所會頭寺下利

宏、富山縣臺灣總會會長共田吉孝，除了市長林正之親自出席外，剛當選

的國會議員，也是前氷見市長堂故茂也特別趕來，可說是氷見所有重要人

物均齊聚一堂，幫忙翻譯的共田先生說這種情形在氷見不多見，也可見他

們對此次演講的重視，而所有行程就在這次餐會中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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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演講在氷見市一間百年茶道館舉行，地點頗有古意。

會後的懇親會（聚餐），除了市長林正之出席（右圖），剛當選的國

會議員堂故茂先生也待滿全場。（左圖）

2019.7.28北日本新聞對於此次演講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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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8富山新聞對此次演講之報導。

四、 心得與建議事項

    此次日本行程，主要是富山縣氷見市淺野總一郎資料館館長山崎健先

生邀請前往日本大企業家淺野總一郎故鄉氷見市演講，主題是「淺野總一

郎與臺灣（高雄）的關係」。

    出發前原本以為這只是一場單純的演講，但一下飛機就感受到日方的

高度重視，第一天直接拜會了富山縣議會議長、富山縣政府觀光局、氷見

市長，最後一天餐會，剛當選的當地國會議員（參議院議員）堂故茂也出

席，同時待完全程，可見富山縣及氷見市，對於以淺野總一郎的歷史推廣

觀光及搭起氷見、高雄之間橋樑，有極高興趣。

    實際上，淺野總一郎對高雄影響極深，所留下的淺野水泥（臺灣水泥

高雄廠），有兩處重要建物才於今年六月通過歷史建築，台泥也希望在此

地設置文創園區，而工業遺址風潮也正捲起，以高雄身為臺灣第一大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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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地位，如何保留工業遺址，與國際對話，目前正是最好時機。如果能

夠以淺野總一郎為核心，連結臺灣、日本，乃至於國際，同時與產業界的

臺灣水泥、日本太平洋水泥進行合作，創造多贏，應該可以嘗試，本館也

會朝此方向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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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此次演講講稿）

山崎先生，各位好友，大家好。我叫王御風，來自臺灣高雄市，目前是高

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代理館長，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來到淺野總一郎先生的故

鄉：氷見，跟大家討論淺野先生在臺灣高雄市的事業及成就。

    因為我不懂日文，需要透過翻譯，也感謝今天辛苦的翻譯。

    去年（2018年）的八月，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為了紀念高雄港築港，

以及鐵路通車的一百一十週年，舉辦了一場國際論壇。其中有一個場次，

我特別規劃了淺野總一郎先生的專題，因為淺野總一郎先生對高雄非常重

要，他在高雄填築了日本時代最重要的新市區：哈瑪星，以及興建了臺灣

規模最大的水泥廠：淺野水泥，讓高雄逐步邁向現代化。

    在規劃論壇的時候，我心想，淺野總一郎先生雖然對高雄市非常重要，

但一般高雄市民對於他的生平並不瞭解，是否請一位對淺野先生熟悉的專

家來為高雄市民介紹。我們透過網路，發現在淺野先生的故鄉，有紀念他

的資料展示館，於是就聯絡氷見市觀光協會的島田小姐，承蒙她的協助，

我們順利邀請到了館長山崎健先生來高雄發表演講，也搭起了高雄與氷見

之間友誼的橋樑，當天的「淺野總一郎」場次，更是吸引了爆滿的觀眾，

許多參與者也表示收穫良多。

    山崎先生來到高雄，不僅帶來豐富的資訊，還特別贈送了一尊淺野總

一郎的塑像給本館，我們也特別將其展出。今年四月，我突然接到一通電

話，淺野總一郎的長孫淺野昌英先生來到高雄參訪，他聽說有他爺爺的塑

像，希望能來參觀，我們也非常開心的接待他。看到淺野昌英先生跟淺野

總一郎的塑像合影，以及今天能夠來到淺野總一郎的故鄉，突然覺得，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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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都鮮活的出現在眼前。

    我們將時間轉到 126年前，當日本在 1895年（明治 28年）統治臺灣

後，吸引許多日本的冒險家到臺灣來探尋美麗寶島中蘊藏的鑽石，淺野總

一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根據記載，1896年（明治 29年）他就已經在打

狗哨船頭及旗後購買大批土地，當地人傳說有 30至 50萬坪之巨，但其代

理人表示只有 16萬坪，不管誰對誰錯，都非常廣大。1我比對淺野先生的

生平，當年正是他設立東洋汽船，遠渡到美國，爭取航路。至今我仍不知

道他如何來到打狗？如何評估及購置？他勇於向海外開拓的精神，跟今日

搭乘私人飛機，四處開會的全球大企業 CEO，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除此之外，他也在基隆購置大批土地。1898年（明治 31年）基隆發

生大火，大部份土地均為淺野先生所有，當局順勢進行市區改正（現在的

都市計畫），淺野先生也捐出部份土地，成為公共設施，獲得讚賞。2

    從上可見，在日治初期，淺野先生就在臺灣的南北兩大港口：基隆與

打狗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投資。有趣的是，基隆築港是 1899年、打狗築港

是 1908年，在此之前，臺灣總督府一直在評估，要在臺灣南方那個港口

進行現代化開發，但究竟要在安平或打狗？從淺野先生的投資看來，他似

乎沒有在安平進行投資，後來總督府也確實選擇打狗，不知道淺野先生為

何跳過安平，但也可看到他眼光獨到之處。

    另一個淺野先生在臺灣的投資是石油探勘。這也是從清初開始，臺灣

石油探勘的主要地點，淺野先生曾向官府租借 60萬坪土地，並與他人合

作，但最後並沒有成功。

1 〈打狗港務〉，《臺灣日日新報》1901.5.3 第 3 版。
2 〈淺野氏の義舉〉，《臺灣日日新報》1898.8.10 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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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野先生投資最成功之處還是在高雄。高雄的發展，與前述 1908年

的打狗築港，以及從台北到打狗的鐵路通車有關係，這也是去年我們主辦

國際論壇的主題。

    高雄的鐵路，最先是在 1900年（明治 33年），由台南開通到打狗，

主要是為了運送興建橋仔頭糖廠的大型機械，1901年（明治 34年）橋仔

頭糖廠落成後，著名的「打狗糖」，也透過這條鐵路線，從打狗港運送至

日本。最早的火車站（打狗停車場），原為淺野總一郎所有，捐贈給鐵道

部使用。3這張照片是後來的第二代火車站。

淺野總一郎的眼光，隨著鐵路開進打狗慢慢應驗。打狗停車場落成後，業

務量直線上升，但貨物在此需透過打狗運河接駁至哨船頭再出港，相當不

方便，且難已滿足日漸擴張的運輸業務，因此於 1904年（明治 37年）開

始，鐵道部委託大倉組，以「恆春號」一邊浚深港口、同時填築海埔地，

然而效率不佳，因而解除大倉組承攬契約，改由民政部土木局辦理。最後

於 1907年（明治 40年）填築出共 38,688坪的「鐵道部埋立地」（埋立地

就是人工填築的土地）。打狗停車場也就搬遷到鐵道部埋立地上，成為從

台北到高雄的鐵路終點，於 1908年啟用。

後來淺野總一郎所填築的淺野埋立地，加上鐵道部埋立地，這兩塊新填築

出來的陸地，因為位於海濱的鐵路線上，被當地人稱為「HAMASEN」，也就

是日文濱線的意思，後來轉譯成國語的「哈瑪星」，一直沿用至今。

鐵路腹地問題解決後，與之接駁的港口改良，便是首先要務。1908年（明

治 41年）第一期築港工程正式開工，在財政困難考量之下，總督府遂向

3 〈打狗鐵道部用地〉，《臺灣日日新報》1903.5.13 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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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野總一郎要求捐獻 3萬 6千餘坪土地，同時由政府買下其 1萬 3千餘坪

土地，日後打狗新市街的基礎，可說是來自於淺野總一郎的 5萬坪土地。

4

但淺野總一郎的企圖心，絕不僅於跟著官方的建設，而是要自己創造更大

的利益。在基隆築港時，淺野總一郎就提出填築新生地的要求，但被拒絕。

到了打狗築港時，總督府的財政日漸枯竭，無法拒絕，終於 1908年（明

治 41年）核准了淺野先生的填海造陸計畫：「打狗水面埋立願書」。5

淺野總一郎取得總督府的同意，以兩處養魚池的土地為基礎，於 1908年

至 1912年（明治 45年）獨自填築出打狗港區一帶土地，1912年 3月全面

竣工，填築出土地共 67,722坪，其中屬淺野總一郎的臺灣地所建物株事

會社取得 36798.65坪的土地，6其餘則為官用。淺野埋立地日後多半劃為

新濱町、湊町，部分為山下町。至此，「鐵道部埋立地」與「淺野埋立地」

兩者即構成今日高雄哈瑪星的土地雛形，亦即日治時期高雄市新興的金融

與政商精華區。

    哈瑪星當時是臺灣最先進的社區，不僅有棋盤式的街道，也有自來水、

電力、公共市場、小學等公共設施，吸引了許多日人前來定居，也成為臺

灣少數日人多於台人的社區。從照片中也可看到當時哈瑪星街道的寬敞。

為了管理及銷售這些填築的新土地（埋立地），淺野總一郎於 1910年（明

治 43年）在東京成立「臺灣地所建物株式會社」，打狗也設立分社（支

4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頁 300。
5 李文環、蔡侑樺、黃于津、蔡佩蓉、佘健源著，《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

好讀出版社，2015），頁 80。
6 〈打狗海面埋立地臺灣地所建物株式會社許可ノ分拂下處分報告（臺南廳其外）〉，《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2122 冊 2 號，19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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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因此「淺野埋立地」也稱為「地所埋立地」，這也是日治時期，高雄

最重要的土地開發商，許多職員在高雄也極具影響力，如打狗分社主任

（打狗出張所長）鐸木直之助在 1920年（大正 9年）就成為首任高雄街

街長。

    除了哈瑪星之外，淺野總一郎先生對於高雄，乃至於整個臺灣，影響

更深遠的是水泥。

臺灣有許多現代化的東西，是藉由日本傳入。換言之，明治維新時，傳入

日本的西方物品，在 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後引入，水泥就是一個例子。

水泥傳入臺灣以前，臺灣傳統建築多以石灰粉、灰泥作為接著劑或塗料。

因此臺灣早期便有以牡蠣殼和海邊珊瑚礁咾咕石，製作成接著劑或塗料，

如靠海的聚落多使用珊瑚礁岩（咾咕石）為建材，以石灰粉做成接著劑，

堆砌成「咾咕厝」。7由此可見，石灰是傳統建材中重要的原料之一，且為

歷史淵源久遠的傳統建材，在此需求之下，臺灣自古就有「燒石成灰」的

燒灰業，而臺灣早期的燒灰業者多半因此成為當地富豪。

高雄境內的山多屬珊瑚礁石灰岩地形，而高雄作為石灰採集地在文獻中之

記載，最早可追溯自荷蘭時期，哈瑪星旁的壽山，也是石灰石，更聚集許

多燒灰業者，淺野總一郎先生來到打狗，當然一眼就能瞭解壽山的地質，

將他的水泥王國南渡到臺灣，也就毫不意外。

前面說過水泥是日本統治臺灣後引入，但一開始需求不多，多從國外進口。

7 吳榮發，〈淺野水泥廠的發展（1917~1945 年）〉，《高市文獻》，18（3）（2005），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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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直到 1900年（明治 33年）因臺灣製糖會社等大型建設動工，臺灣對水泥

需求量才再度急遽增加，更隨著日本各水泥工廠的增產，從日本生產的水

泥移入品逐漸增加，當時臺灣主要使用之水泥，有淺野水泥、小野田水泥、

佐賀水泥，及從海外輸入的香港水泥（由義和洋行代理）等，呈現多方競

爭的狀態。91906年（明治 39年）日俄戰後，帶動日本國內建設振興情形

下，水泥價格又往上飆昇，10

    進入大正時期（1911年）後，從日本內地移出至殖民地（朝鮮及臺灣）

的水泥量大幅增加，而這些水泥移入品則由淺野水泥株式會社及小野田水

泥株式會社製造，也因為從日本國內移入品的增加，從海外輸入的水泥量

逐漸減少並遭到取代。11

    1914年（大正 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國內的水泥製品大量

出口至歐洲，導致對臺灣供給量減少，但隨著臺灣本島人口增加、經濟發

展、製糖業及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各項工程建設日益增加，對水泥的需

求量與日俱增，12因此在看準此趨勢之下，淺野水泥株式會社決議在臺灣

設置水泥工廠。

    實際上，淺野總一郎早於 1908年（明治 41年）便規劃在打狗設工廠，

當時初步規劃的場址預計設於打狗停車場附近，只是該計劃當時遭延宕，

仍未實行。13此外，在原料採集地的取得上，因當時政府的法規限制，導

8 廖師慧，《日治時期水泥工業之發展－以淺野財閥為中心》（高雄市：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26。
9 〈セメントの近況〉，《臺灣日日新報》，1905-03-03 版 2。
10 〈セメントの騰貴〉，《臺灣日日新報》1906.8.21 第 4 版。
11 廖師慧，《日治時期水泥工業之發展－以淺野財閥為中心》（高雄市：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26。
12 廖師慧，《日治時期水泥工業之發展－以淺野財閥為中心》（高雄市：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28。
13 〈淺野セメント工場〉，《臺灣日日新報》，1908-07-14 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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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淺野水泥要取得石灰石原料也遇上一些難關，直到 1913年（大正 2年）

法規修正後，淺野水泥株式會社買下壽山約 190甲官有森林原野地後，14

才獲得總督府的許可通知，開始著手工廠的規劃。15

    因為水泥製造業是原料粗重、有落塵、造音問題的產業，淺野水泥株

式會社選擇將臺灣工廠設於壽山山腳下，可能有以下因素。首先最重要是

壽山豐富的石灰石礦藏及黏土地質，提供了良好的原料取得；其次，基於

深川、門司工廠設廠後的經驗作為考量，水泥廠最好設於離市區一公哩外

的郊區，以避免公害問題；最後，即是打狗具有優良的港灣、便利的河川

水道可用來運載水泥及原料。16

    淺野水泥臺灣（打狗）工廠興建工程於 1915年（大正 4年）8月開始

正式動工，171917年（大正 6年）完工，5月首先開始試運轉旋窯，當時

使用的旋窯長 180呎，採用與川崎工廠相同的德國公司製品，接著於同年

7月完成全數工廠的設備。18

    水泥製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將石灰石燒製成水泥原料，所以水泥工業

中最關鍵是巨大的旋窯，這張圖是 1930年（昭和 5年）的第二工廠旋窯，

雖然在淺野打狗工廠興建時，也已經安裝了旋窯，但當時旋窯技術尚未成

熟，石灰石於窯中需時間，故需較長的滯留時間，因此產能較低。19所以

為了考量產量，工廠決定改以生灰燒成法製造。生石灰燒成法係在石灰石

原石開採後，將原石投入石灰窯中，藉助高溫將石灰石先分解成生石灰，

14 「請書（淺野セメント株式會社）」（1918 年 09 月 01 日），〈大正七年永久保存第二十七卷〉，《臺灣總

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804009。
15 和田壽次郎編，《浅野セメント沿革史》（東京市：浅野セメント，1940），頁 328。

16 吳榮發，〈淺野水泥廠的發展（1917~1945 年）〉，《高市文獻》，18（3）（2005），頁 7。
17 和田壽次郎編，《浅野セメント沿革史》（東京市：浅野セメント，1940），頁 330。
18 和田壽次郎編，《浅野セメント沿革史》（東京市：浅野セメント，1940），頁 331。
19 註：關於原石燒成法及生石灰燒成法兩者的功能，非常感謝臺灣水泥公司予以協助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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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和乾燥過的黏土配料，進入旋窯燒成。如此一來，可提高其品質及降低

整體能耗，並提高產量。

    在董事會同意變更生產模式後，需增加石灰窯先行處理石灰原石，於

1918年（大正 7年）著手設置 7座新的石灰窯、增設附屬設備等工程，整

體工程於 1919年（大正 8年）3月完工。20目前還有三座石灰窯在原址留

存，並於今年六月，成為高雄市的市定古蹟。

    工廠開始生產後，製品不只能供應島內所需，也開始外銷到對岸的福

州、廈門、汕頭、香港等南中國沿岸各地，甚至輸出到較遠的南洋地區。

就如淺野總一郎先生所期待，水泥南進策略的遠大抱負，已成功地具體實

現，臺灣（高雄）工廠成為淺野水泥株式會社躍進南洋的重要據點。21

    淺野水泥後來經過擴廠，也成為臺灣最大的水泥工廠。但 1937年（昭

和 12年）由於戰時各公司水泥產量受到水泥聯合會限制，若淺野水泥旗

下要設立新工廠，公司需要將業務減縮，而淺野水泥原有意在蘇澳成立新

廠，因此決定在臺灣設立個別的法人來經營，藉以脫離水泥聯合會的控制。

然而，在各種原因之下，淺野水泥最終沒有成功在蘇澳設廠。22

    1937年（昭和 12年）8月，「臺灣水泥株式會社」以 500萬圓在臺北

成立，取締役社長為淺野總一郎。臺灣水泥株式會社表面上雖是新設置的

水泥公司，但事實上淺野水泥株式會社就占了絕大多數股份，社長、股東

也皆是淺野集團內成員，工廠更是以租賃的名義直接接收淺野水泥工廠。

20 和田壽次郎編，《浅野セメント沿革史》，頁 333。
21 和田壽次郎編，《浅野セメント沿革史》，頁 335。
22 工藤耕一編輯，《臺灣に於けるセメント工業》（台北：臺灣銀行，1943），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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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總而言之，淺野水泥工廠即是以臺灣水泥株式會社之名，脫離日本內地

水泥聯合會的控管，但實質上仍是淺野水泥株式會社的工廠。

    然而，因原料等關係，臺灣水泥株式會社花費了 2年多的時間，才於

1939年（昭和 14年）1月由臺灣水泥株式會社接手淺野水泥工廠的經營。

24這雖然只是「換湯不換藥」的更名，但有趣的是，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

收淺野水泥而成立的新公司，也叫做「臺灣水泥有限公司」。

    1945年（昭和 20年），日本戰敗，臺灣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所

有水泥工廠均由「臺灣水泥有限公司」接收，淺野水泥也成為「臺灣水泥

高雄廠」，這是台灣水泥所有工廠中規模最大者，也是臺灣戰後水泥工業

的重要支柱。高雄市也在這個工廠帶動下，成為臺灣最重要的工業城市。

    1954年（昭和 29年），中華民國政府為了將土地由地主手中釋出給佃

農，所以將臺灣幾間公營事業公司股票發放給大地主，換取土地，臺灣水

泥公司就此成為民營公司，最初董事長由板橋林家林伯壽擔任，後來由鹿

港辜家辜振甫接手，目前仍以辜家為經營主體，是臺灣重要的企業。

    但水泥的長期開採，造成了環境的嚴重破壞。臺灣在 1980年代後，

環保意識抬頭，民眾希望水泥不要再繼續開採，還給山林綠色原貌，於是

政府在 1992年（平成 4年）終止台泥高雄廠的採礦權，如今臺灣西部所

有的採礦權均已終止，僅剩下臺灣東部能夠採礦。

    長期以來供應台泥高雄廠原料的壽山，終於獲得了喘息，高雄市民有

23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高雄市：出版單位不詳，1940），頁 178-179。竹本伊一郎，

《臺灣會社年鑑》（台北市：臺灣經濟研究會，1941），頁 129。
24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高雄市：出版單位不詳，1940），頁 178-179。和田壽次郎編，

《浅野セメント沿革史》（東京市：浅野セメント，1940），頁 59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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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能重新進入這座以往不得其門而入的寶山，每天從早到晚，都有絡繹

不絕的市民入山，最後更形成市民運動，催生「自然公園」，1997年（平

成 9年）高雄市政府成立推動委員會，2011年（平成 24年）終於由國家

成立自然公園籌備處。從水泥原料採集到自然公園，壽山也見證了高雄的

歷史變化。

    而原來的臺灣水泥高雄廠，打算興建為住宅區，但其中的設計規劃，

經過一再溝通，迄今仍未定案，然而其中仍有些許變化。先是當地因淹水

嚴重，所以台泥公司捐出部份土地，設置防洪的滯洪池，平常則為公園，

頗受當地居民歡迎，而公園中也發現史前遺址，證實此地區極早就有人類

在此活動。

    除此之外，當年最初建廠時的紅磚倉庫及石灰窯，如今仍存在，也在

今年六月成為高雄市的市定古蹟。石灰窯前述已經說過，另一個比較有趣

的是紅磚倉庫，這座倉庫在最初建廠時即已存在，迄今已超過百年，但令

我傷腦筋的是至今僅知後來它被當成放水泥紙袋的紙袋工廠使用，卻不知

道最初使用功能為何？因為當初主要工廠位於運河另一邊，感覺它不是工

廠主體，其體積又很大，不太像是辦公大樓，迄今仍困擾著我，或許在日

本有資料能解開這個謎團。

    臺灣從 1990年開始，將塵封已久的日本時代歷史重新打開、整理，

加上每年台日之間互相觀光、交流的人數眾多，大家對於日本時代歷史開

始好奇，當時在臺灣的日本人，究竟對臺灣有何影響？我在 2006年接受

高雄市政府委託，對於高雄市日本時代日人進行調查，後來也鎖定其中八

位，邀集其他作者共同撰寫並出版，其中淺野先生就是我們鎖定的首位，

他雖然身處高雄的時間並不多，但對高雄的影響卻是無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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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出版後，與淺野先生的因緣卻是越來越深，去年的研討會，讓我

們搭起與氷見的友誼，也讓我有這個機會來到氷見，在山崎先生的帶領下，

更進一步瞭解淺野先生。我們博物館今年年底也將針對淺野水泥及戰後的

台泥進行一個特展，此行我所看到的，也都會融入這個展覽中，我相信，

在氷見的好朋友幫助下，這將會是一個成功的展覽，也希望高雄與氷見之

間，在淺野先生的見證下，雙方合作越來越多，也歡迎氷見的好朋友到高

雄來參觀，見證淺野先生在高雄的足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