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石大叔看臺北繪本發表 跟著高石大叔回到 120 年前臺北

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將於 2021 年 1 月 15 日下午兩點，在撫臺街洋樓發表以日

治時期臺北城市發展為主題的繪本「高石大叔看臺北」，本書從撫臺街洋樓建造

者高石忠慥的角度，帶大家一起細看二十世紀初臺北這座城市的變遷，也思考我

們的城市該有什麼樣貌。 

「高石大叔看臺北」的創作發想來自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受臺北市文化局委託

管理的市定古蹟撫臺街洋樓，自 1910 年建造至今，洋樓已經佇立在舊臺北城內

110 年。為紀念洋樓 110 歲生日，並呈現學會長年在臺北西區、撫臺街洋樓等歷

史研究成果，繪本選擇高石忠慥為主角是因為他既是住民，也是城市的改造者，

他參與日治初期臺北的城市建造，包含臺北城拆除，鋪設道路及上下水道、衛生

環境改造、加入西方元素的房屋改造等，因此跟隨他的腳步看臺北的城市變化別

具意義。 

本書以高石忠慥的回憶錄為基礎，綜合高石組研究成果，參照日本時代老照片，

希望讓更多人認識臺北如何成為我們熟悉的臺北，了解不同時代留存的文化資產

和其中承載的記憶。 

「高石大叔看臺北」新書分享會 

日期：2021 年 1 月 15 日(五) 14:00-15:30 

地點：撫臺街洋樓(臺北市延平南路 26 號) 



 

 

誠摯邀請您出席  2021年1月15日 (五) 撫臺街洋樓 

    《高石大叔看台北》                繪本新書發表會 

 
發表會地點：撫臺街洋樓(臺北市延平南路26號) 
1330-1400 簽到 
1400-1410 長官致詞 
1410-1440 作者分享 
1440-1500 茶敘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贊助單位：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共同出版：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文/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 黃俊達 

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成立於2004年，以非營利社會團體(NPO)的角色，透過多邊國際交流，促進歷

史資源以及空間環境之永續經營。除了提升、豐富國人文化生活之內涵及場域，藉此強化地方魅力與經濟

活力外，更積極開拓台灣與國際 NPO、NGO 接軌平台與網路，推廣國際參與、資訊交流及互助支援。 

繪/在地偏好工作室 林思駿、張雅筑 

「在地偏好」是一間承接地方空間調查、視覺設計、插畫創作的工作室。「Topophilia」即為「在地偏

好」之意，又可譯為「戀地情結」。擅長將空間特色轉換成不同風格的視覺表現，讓觀者更容易了解並喜

歡我們的環境。喜歡進行跨領域的研究與創作，曾與台南紅椅頭俱樂部、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捷絲旅西門

館、淡水竹圍工作室、清大環境教育中心等單位合作，合作項目含括形象摺頁、藝術創作、主題地圖、課

程設計、展覽策畫等多重面向。 

 



  
 

讓高石大叔帶我們一起回到120年前台北 

追尋臺北的歷史記憶 

來自九州柳川的土木營造商、撫台街洋樓創建者高石忠慥(高石大叔)是本書主角。內容改編自高石大叔發

表於1911年日文期刊《臺灣》的回憶錄，綜合整理高石組研究成果，參照日本時代老照片，以繪本故事方式呈

現給讀者。藉此紀念市定古蹟撫臺街洋樓(高石組本社)落成110年生日快樂。 

1896年，高石大叔把在日本工作經驗帶到台灣來，參與台灣各地建設。1910年，他在北門南側的撫臺街內

蓋了一棟特別房子作為高石組辦公室，自己居住後棟。這棟房子十分特別。一樓使用北投唭哩岸出產的砂岩砌

成，二樓以木造為主體、外頭以人造石牆裝飾，屋頂使用改變斜率的高聳屋頂，今日被指定為古蹟。融合使用

了街屋商店少見的建築元素，屹立至今超過110年。建物細節上的蛛絲馬跡，凸顯這棟房子的獨特性，同時蘊

含過去臺北城市發展軌跡。 

過去這位高石大叔在台灣的工作，直接參與了城市改造與建設：臺北城拆除，鋪設道路及上下水道、衛
生環境改造、房屋改建西方元素及參考西方都市規劃等都是大叔的工作範圍，他既是住民，也親自動手改造
城市。跟隨他的腳步來看城市的變化十分有意思。 

這本書由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在地偏好工作室共同討論及創作，如同乘坐時光機，帶大家一起細看
這座城市的變遷歷程，也能一起思考我們的城市該有什麼樣貌。透過主角視角，我們看到臺北─這座我們熟
悉不過的城市在二十世紀之初如何轉變。「改變」意味著新事物誕生，城市漸漸繁榮興盛，但也伴隨著舊的
人、事、物消失，城市漸漸看不到清代樣貌，逐漸失去了臺北城、水城景觀。城市發展進步的同時，也影響
了近山地區原住民的生活模式。在創作討論、爬疏文獻史料的過程中，我們不斷思索這段歷史中給予了我們
什麼啟示。 

不同時代留存的文化資產，彷彿我們生活過程的歷史切片，提醒我們這座城市是有機、共同創造的記憶
載體。當代的我們，面對未來發展時，如果能回頭多看看這座城市的過去、多思考彼此，不以斷裂破壞方式
重新建造，而能多一些歷史的堆疊與豐厚積累，留下更多共同回憶，無論是美好的或值得省思的都好，或許
這就是尊重從過去到現在每一位曾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人們，最好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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