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

盟軍接收臺灣。1945年11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公布〈臺灣省各級學校及教育機關接收處理暫行

辦法〉，並頒訂〈省立各級學校接收須知〉及〈新

任校長接收須知事項〉，作為接收各級教育機關

與學校工作之依據。在這些規定下，原日治時期

臺北市內的各州立中學校是由行政長官公署教育

處直接派員接收。

根據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中有關《臺北州

立臺北第二中學校第17屆畢業紀念冊》中旁的說

明寫道：「臺灣省立臺北

成功中學（今成功高中），

其 前 身 為 1922 年 設 立 之

『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

校』，創校初期借萬華祖

師廟授課，1925年起陸續

遷至現址。戰後，臺北第

二中學校改稱『臺灣省立

臺北第二中學』，隨後又

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北成

功中學』。」(註1)在戰後

初期，「臺北成功中學」

的「前一個」校名真的是

「臺北第二中學」嗎？而坊間也似乎將戰後初期

的「臺灣省立臺北第二中學」視為是今日臺北市

立成功的校名，但根據2016年12月22陸續解密

行政長官公署的公文書來看，似乎並非如此！

以校長派任及公文內容解釋

首先，戰後初期行政長官公署於1945年12

月底任命19位校長出任全台29所省立中學校長。

其中，各地二中校長多由一中校長兼任，例如：

臺北第一中學與臺北第三中學林攀龍（林獻堂之

子）、臺北第二中學與臺北第四中學張耀堂、臺

北第二女子中學與臺北第三女子中學鄭英勵、臺

中第一中學與臺中第二中學金樹榮、臺中第一女

子中學與臺中第二女子中學余麗華、臺南第一中

學與臺南第二中學蘇惠鏗、臺南第一女子中學與

臺南第二女子中學黃濬、高雄第一中學與高雄第

二中學林景元、高雄第一女子中學與高雄第二女

子中學陳燡。(註2)換言之，戰後初期臺灣各省立

中學在1945年12月底大抵皆已完成校長派任。

但在當時各校校長派任之後，「臺灣省立

臺北成功中學」仍由接收之初的州二中時期即任

教於本校的林恩惷（即林子惠）與陳日燉二位臺

籍教師，偕同耆宿魏清德，共同接掌校務（林景

元教師時已接任高雄第一中學與高雄第二中學校

長），直至1946年2月8日始由何敬燁接任戰後「首

任」校長。其因便是林攀龍拒絕接任本校校長。

1945年，林攀龍婉拒教育處派任「臺灣省立

台北第一中學」校長一職後，亦婉拒擔任臺中一

中校長及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之職。翌年，林攀

龍捐地設立臺中縣立霧峰初級中學並擔任創校校

長；1949年，又創立私立萊園高級中學，並將臺

中縣立霧峰初級中學納入其中。

林攀龍婉拒臺灣省立台北第一中學校長之職

後，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以中華民國35年2月8日，

五齊（卅五）署人字第01083號（如圖一），根

據文件內容指出，「教育處督學何敬燁另有任用

免去本職，派何敬燁為省立臺北成功中學校長兼

臺北和平中學校長」。因此戰後成功中學首任校

長即為何敬燁，顯然何敬燁是接任林攀龍之職擔

任「台北一中」和「臺北三中」校長一職。   

「台北和平中學」的前一個校名為「臺灣省

立台北第三中學」，是今日臺灣師大附中的前身，

在宗亮東擔任「首任」校長之前，何敬燁是「首

任兼任」校長，第二任兼任校長為葉桐。因此「臺

灣省立台北第一中學」應是「臺灣省立台北成功

中學」。

再由中華民國35年7月9日，致五佳署人字

第5020號（如圖二），「令省立臺灣成功中學兼

和平中學校長何敬燁，應予免去省立台北和平中

學校長」。如此便與前述林攀龍接任台北一中兼

任三中校長、北二中兼任四中校長所述相符。因

此戰後初期「臺灣省立台北第一中學」實為今日

「台北市立成功高中」殆無疑義。

其實從上文可知，在1945年12月底，行政

長官教育處實已派任林攀龍擔任「臺灣省立台北

第一中學與第三中學」的首任校長。根據臺灣行

政長官公署教育處，中華民國35年1月4日，子

交（卅五）署人044號（如圖三），令台北第一

中學校長林攀龍兼任省立台北第三中學校長，台

北第二中學校長張耀堂兼任省立台北第四中學校

長。誠如前述，張耀堂為戰後建國中學首任校長，

因此在建國中學尚未更改為「建國中學」之前，

其名稱當為「臺灣省立台北第二中學」，應是無

誤。

再從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中華民國35

年1月4日，□□（卅五）署人66714號（如圖四），

該公文旨在講述將台北第二中學張耀堂校長免兼

第四中學校長，其中更直言「查本省第二中學已

改稱省立台北建國中學」。所以在行政長官公署

接收後，建國中學校名為「臺灣省立台北第二中

學」已是無誤。準此，「臺灣省立台北第一中學」

是「臺灣省立台北成功中學」也是無誤。

何時改名為臺灣省立台北成功中學呢？

再者，「臺灣省立台北第一中學」何時改名

為「臺灣省立台北成功中學」呢？根據成功高中

校內1946年1月26日所收之公文（如圖五）。「成

功高中」校名仍是「省立台北第一中學」，下上

角「學校長」仍蓋有州二中末任日籍校長今崎秀

一圓形印章，內有「今崎」二字；右下角收文章

仍有「昭和」字樣，但收文時間已改採民國紀元。

右頁上方有何敬燁校長於2月14日簽辦字樣及其

方形印章。1946年1月29日，教育處發文至本校

公文，校名已改為「省立台北成功中」（如圖六），

至2月14日仍有何敬燁校長簽辦「查按呈報」，

並蓋其方形印章。可知改名是在1946年1月26日

至1月29日之間，何敬燁校長的派令雖於2月8日

發佈，但至2月14日開始簽辦公文，才會簽辦到

「省立台北第一中學」與「省立台北成功中」兩

份不同「校名」的公文。

筆者希望藉由此一短文能糾正長久以來，將

戰後初期「臺灣省立台北第一中學」直接承繼日

治時期「台北州立第一中學校」，且為今日「台

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的前身的錯誤且根深蒂固

的說法，從而正名戰後初期「臺灣省立台北第一

中學」即是今日「台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戰後初期的台灣省立台北第一中學是現今哪一所學校？

游振明老師小檔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士、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

研究所碩士、成功高中歷史教師

1945年12月

19 日學收所

收 公 文， 文

號 教 秘 字 第

253號。

圖六

註1：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擷取時間：1922年3月8日。

註2：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擷取時間：1922年3月8日。

1946年1月26日學校所收公文，事由為「奉令儘

速編具接收詳報」

圖五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作者／游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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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工作

人員佈置校慶

攤位。

▲ 校慶當日園遊會

攤位眾多，參觀人

潮絡繹不絕。

▲今年學弟以成功意象

「蝶」為主題擺設校慶攤

位，販賣品項多采多姿。

▲陳維壽老師（右

二）獲頒終身奉獻

獎，與孫明峯校長

（右一）、戴錫欽

議長（74，左一）、

教育局湯志明局長

（左二）合影。

▲

駐校藝術家Agnes 

Husz（中）與Fumio 

Wakabayashi（右）

致贈駐校期間完成

的藝術品給成功高

中，由孫明峯校長

（左）代表接受。

▲

成功儀隊於操場

中 央 表 演 操 槍 隊

形，氣勢磅礡。

▲

校友會攤位

前，同學們和

孫成功人偶合

影留念。

▲成功中學校友會理監事及會員代表於司令台前合影。
▲校園導覽—蝴蝶宮。

▲校友重聚晚會席開22桌，熱鬧非凡。

▲成功高中校友合唱團帶來美聲演出。
▲陳盛沺理事長與賴柏聿老師合唱
「秋雨彼一暝」。

▲校友會理監事成員齊唱「你是我的兄弟」。

▲陳盛沺理事長、陳銀欉學長、楊坤明學長、劉俊

霙學長將鑲紫、金、銀、銅邊的會旗授予明年舉辦

60、50、40、30重聚的召集人，象徵薪火相傳。 ▲校友會志工圓滿完成本日晚會活動。

校慶日花 絮

校   友 重   聚 晚   會

慶   大   活   祝 會 動

園   遊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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