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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簡介 

1.1､設立:公共埤圳官田溪埤圳組合-大正 9 年（1920）9 月 1 日 

嘉南農田水利會創立之初﹐稱「公共埤圳官田溪埤圳組合」﹐為一受

益者團體 (即可享受到用水的地主和佃農等)組成的法人組織﹐在國策下

由政府配合撥付經費建設｡機關名稱迭有變更﹐其主要任務乃是維護「嘉

南大圳」､秉持政策維持灌溉功能｡ 

「嘉南大圳」是日治時期最重要水利工程﹐興建始於西元 1920 年﹐

內容包括灌溉､排水､防潮､防洪等設施｡預定灌溉面積 15 萬公頃-濁水

溪(52,000 公頃)､烏山頭水庫（98,000 公頃）｡西元 1930 年﹐大圳竣工

全線通水後﹐嘉南平原從此沃野千里｡由於業務不斷擴張﹐乃擇址新建事

務所﹐1941 年落成﹐即是今日座落位置｡ 

1.2､組織演變 
 

 

 

 

 

 

 

 

 

 

1.3､2014年組織概況 
 

 

 

 

 

 

 

1.4､2014年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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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嘉南水利會的歷任會長 

                                                 
1
 參考「南瀛水圳誌」﹐陳正美﹐98.11 版﹐P.307｡ 

2
 大正 9 年(1920) 依據 8 月 30 日頒佈「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規約」第 19 條﹐1920 年 9 月 1 日台灣總督
派任土木局長山形要助擔任「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管理者﹑台南州知事枝德二擔任副管理者；渡利
友吉就任理事並囑託台南州內務﹑警務兩部長及各課長﹑郡守﹑市尹其他關係官員處理事務｡ 徐欣忠口述
(2011)﹕由於水利會的業務中取締盜水是很重要的項目但又沒有警察權，為行政一元化，所以州知事一直
兼任大圳組合會長，並在州廳上班，因為太小，所以 1940 年才自己出來蓋辦公室。管理處主任讓郡長擔
任(台南州計 10 郡，管理處主任由當地的郡長擔任)以貫徹行政一元化；知事每周來會長室上班 2 次，理事
為實際業務執行人，重要公文則請工友把公文帶到「台南州廳」批閱。 

3
 1941.08.04 喬遷進駐新大圳事務所﹐木製辦公桌之桌腳均鐫刻著「嘉南大圳組合」的字體；部分可能由嘉
義搬入﹐故辦公桌購置年代或在 1940 年之前｡ 

NO 組織名稱 職務 姓名 任職期間 備註1 

1 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 管理者 山形要助 1920.09.01-1921.10.07 
台灣總督府土木局長兼任； 

副管理者枝德二2 

2 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 管理者 枝德二 1921.10.08-1930.05.22 
1920.10 至 1922.06 由台南州
知事兼任；1922.07 至 1930.05 

辭知事專任管理組合 

3 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 管理者 永山止米郎 1930.05.23-1931.07.03 前台南州知事專任 

4 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 管理者 今川淵 1931.07.04-1936.02.25 由台南州知事兼任 

5 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 管理者 藤田傊治郎 1936.02.26-1936.10.18 由台南州知事兼任 

6 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 管理者 川村直岡 1936.10.19-1939.12.27 由台南州知事兼任 

7 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 管理者 石井龍豬 1939.12.28-1940.05.24 由台南州知事兼任 

8 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 管理者 一番ケ瀨佳雄 1940.05.25-1942.07.04 
由台南州知事兼任 

1941.08.04 喬遷進駐新大圳 

事務所3｡ 

9 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 管理者 宮木廣大 1942.07.05-1943.03.31 由台南州知事兼任 

10 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 管理者 宮尾五郎 1943.04.01-1943.12.31 由台南州知事兼任 

11 嘉南大圳水利組合 管理者 宮尾五郎 1944.01.01-1946.01.09 由台南州知事兼任 

12 嘉南大圳水利組合 管理者 袁國欽 1946.01.10-1946.11.29 由台南縣長兼任 

13 嘉南大圳農田水利協會 會長 袁國欽 1946.11.30-1948.03.29  

14 嘉南大圳水利委員會 主任委員 袁國欽 
1948.03.30-1948.11 辭
職 

1948.11 至 1950.03 副主委林 

蘭芽代理 

15 嘉南大圳水利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蘭芽 1950.03.14-1956.11.30  

16 嘉南農田水利會(第 1 屆) 會長 林蘭芽 1956.12.01-1959.12.10  

17 嘉南農田水利會(第 2 屆) 會長 陳華宗 1959.12.11-1963.03.31  

18 嘉南農田水利會(第 3､4 屆) 會長 楊群英 1963.04.01-1970.05.17  

19 
嘉南農田水利會(第 5 屆､健全
方案時期) 

會長 廖炳輝 1970.05.18-1982.05.31  

20 嘉南農田水利會(第 6 屆) 會長 蘇金賀 1982.06.01-1985.07.12  

21 嘉南農田水利會(第 6 屆) 代理會長 陳益煇 1985.07.13-1985.08.19  

22 嘉南農田水利會(第 6 屆) 代理會長 張兆鉅 1985.08.20-1986.05.31  

23 嘉南農田水利會(第 7､8 屆) 會長 李源泉 1986.06.01-1993.01.31  

24 嘉南農田水利會(第 8 屆) 代理會長 薛派欽 1993.02.01-1993.07.08  

25 
嘉南農田水利會(第 8 屆繼任､遴
派第 1､2 屆､直選第 1､2 屆) 

會長 徐金錫 1993.07.09-2010.05.31  

26 嘉南農田水利會(直選第 3､4 屆) 會長 楊明風 2010.06.01-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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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嘉南大圳組合事務所」 

今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辦公大樓 

                                                 
4
 依據《臺灣日日新報》1921.12.12「事務所成 嘉南大圳組合」第 7734 號﹑成大建築系歷史保存組「嘉義市

市政中心市府前棟一棟舊建築活化再利用委託規劃評估」內「原嘉義郡役所重要歷史沿革」｡ 
5
 該址目前地上建物為嘉義市政大樓北棟辦公大樓｡ 

6 依據日治時期土地登記簿謄本，位在嘉義市下路頭 350 番地的嘉南大圳水利組合事務所(1921.10 落成啟用

-1977.9)；1940 年 11 月 11 日基地買賣移轉給台南州廳，1952 年囑託登記給嘉義縣政府｡依據土地租賃契約﹐

1976年開始基地回租給水利會﹐依據財產分類帳 1977.09拆除物公開標售﹐依工程登記卡 1977.6.30-1978.11.30

施工﹐依據使用執照﹐1980 年啟用｡現一樓為嘉義工作站﹐二樓為嘉義區管理處﹐三樓作為會議室｡ 
7
 1930 年地方自治設街庄﹐故 1930 年後地址的「郡」改為「市」｡ 

8
 《台灣日日新報》「臺南大圳組合新事務所に移轉」﹐昭和 16(1941)年-07 月 29 日﹐第 14866 號﹐4 版｡《臺

灣日報》「嘉南大圳組合新事務所落成」﹐昭和 16(1941)年 07 月 29 日﹐第 14233 號[夕 2]﹐2 版｡ 

2.1､嘉南大圳組合廳舍的變遷 

 

 大正 9 年-大正 10 年(1920.09.01-1921.12.11) 

 嘉義畜牛保健事務所4
 

 地址：嘉義郡北門町三丁目 26 番地5
 

 

 

 大正 10 年-昭和 6 年(1921.12.11-1931) 

 嘉南大圳組合事務所6
 

 地址：嘉義市7嘉義街下路頭 350 番號 

 本棟在昭和 6 年 7 月-昭和 15 年作為 

嘉義郡役所 

 

 

 

 昭和 6 年 7 月-昭和 16 年 

(1931.7.24-1941.8.3) 
 臺南州廳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1 號 

 

 
 
 
 
 
 
 

  

 昭和 16 年-民國 104 

(現在)(1941.8.4
8
-2015) 

 原嘉南大圳組合事務所 

 現嘉南農田水利會辦公大樓 

(內部不開放參觀)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友愛街 
2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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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遷移歷程 

1919 年（日大正 8 年﹐民國 8 年）8 月嘉南大圳前身「公共埤圳官佃

溪埤圳組合」成立﹐同年 11 月﹐其烏山頭水庫計畫成立﹐係為嘉南農田

水利會之起源｡1920 年（日大正 9 年﹐民國 9 年）在臺南及嘉義兩廳分別

舉行了開創官田溪埤圳籌備委員會﹐即為嘉南大圳之前身｡9 月於嘉義市

北門町 3 丁目 26 番地(1920 當時﹐為嘉義畜牛保健組合事務所（農會的

前身）聯合辦公廳)設置辦公廳舍｡ 

1921 年（日大正 10 年﹐民國 10年）4 月間改名為「公共埤圳嘉南大

圳組合」；並在烏山頭設置出張所﹐在嘉義市嘉義街下路頭 350 番地(現

嘉義市興南里 10 鄰垂楊路 225 號)新建組合事務所｡ 

1931 年（日昭和 6 年﹐民國 20 年）7 月﹐事務所由嘉義市移遷到臺

南州廳內﹐1940 年（日昭和 15 年﹐民國 29 年）﹐在「公共埤圳嘉南大

圳組合」末段時期﹐由於組合之業務不斷擴張﹐於臺南市幸段 1 小段 11

之土地﹐即今臺南市友愛街 25 號﹐興建本會辦公大樓﹐連續 2 年擬各投

資約 15 萬日圓﹐新建一棟三層樓之組合廳舍9｡ 

新建辦公廳舍 1941 年（日昭和 16 年﹐民國 30 年）7 月 31 日落成啟

用之後﹐8 月 2､3 日自借住 10 年餘的台南州廳遷至新廈(嘉南大圳組合

事務所﹐今嘉南水利會辦公大樓)｡ 

1945 年（民國 34 年）8 月臺灣光復﹐本會辦公室 1 樓倉庫(現人事室)

被稅捐處借用，湯沸室(現理髮室)被臺南憲兵隊借用﹐約 1964 年中10遷移﹐

再於 1966 年（民國 55 年）完成 3 樓建築﹐至 1998

年（民國 87 年）間﹐為臺南市政府列入市定古蹟11｡ 

                                                 
9《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4 年(1939 年)3 月 14 日之報紙刊載此消息： 

嘉南大圳組合總會預定於 3 月 22 日及 24 日在州廳會議室舉行本年度預算編列﹐約有 600 萬左右﹐與前年
差不多｡為了說明此事﹐鶴內務部長搭乘 14 晚間北上的快車赴總督府｡此會要討論之主要項目乃為多年懸
而未決的新辦公室的費用及其相關事宜｡現在的辦公室有一部份是租賃而來﹐為了業務之發展及州本身事
務執行上已感覺太狹隘了｡所以自新年度開始連續 2 年﹐投資約 15 萬圓﹐計劃新建一棟 3 層樓之組合廳舍﹐
地點就在台南警察署的南側﹐現在課長官舍及幸俱樂部之處｡ 

10
 2015.02.16 吳玉土﹑林華嶽口述｡戰後兩單位借在水利會聯合辦公，稅捐處遷往新化；台南憲兵隊拒不搬遷， 

1964 年左右辦公室不夠用計畫要擴建，水利會給予遷移費憲兵隊方遷往衛民街，後該隊 2002 年又遷往小
東路榮民醫院旁｡ 

11
 臺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位於台南市友愛街之本會辦公大樓﹐建於昭和 15 年（1940）﹐為日據時期日人在台
所建歷史性建築末期之作｡於民國 87 年（1998 年）台南市政府以 87.6.26 八七南市民文字第 20283 號公告
指定為市定古蹟﹐古蹟名稱為「嘉南大圳組合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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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組合建築演進 
2.3.1､逐年擴建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本會辦公大樓雖然在設計時就已經設計成一

棟三樓的樣貌﹐但實際施工時卻大分為數階段始成今貌｡ 

 

辦公大樓1940年4月動工

~1940年12月23日上樑｡ 

惟由於興建之時適值戰

爭劇烈﹐物資缺乏﹐於1941

年12（日昭和16年﹐民國30

年）完成2樓及3樓會議室

後﹐3樓辦公室因經費不繼

而停建｡ 

上圖､臺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日據時期初建風貌(約 1941 攝) 

 

臺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

光復後於1966年13（民國55

年）完成增建東西向長翼

部分3樓(左圖黃色區塊)｡ 

1972年總會辦公廳增建

工程(增建今司機室)並全

棟外牆噴塑膠漆工程｡ 

1980年「總處三樓會議

室地坪改善工程」﹐原櫸木

地板改鋪白色大理石｡ 

1996年（民國85年）將

辦公室東側宿含､車庫､

儲藏倉庫木造建築予以拆

除﹐改建4層樓房乙棟（新

辦公大樓1996開工﹐1998

啟用）﹐1998年並與原有辦

公室連通(今開標室等)﹐

俾利發揮整體功能｡ 

                                                 
12

 參閱《臺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本會辦公大樓建築史料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1992.4｡ 
13

 資料來源：嘉南水利會工務組-工程概況登記表｡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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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開工與上樑 

開工典禮昭和15年(1940)4月

24 日午前九時14在臺南警察署南側

敷地舉行﹐由主辦單位管理者代理

鶴內務部長15﹐高橋理事以下各課

長､來賓樂滿警務部長､津田市助

役､三宅署長等出席､由臺南神社

的祭司松本宮司主祭下﹐慎重地舉

辦破土典禮｡ 

參與本新建工程之人員，根據

大樑棟札上之記載﹐當時之理事為高橋秀人[註 1]﹐土木課長柴田一郎[註 2]﹐

技師(設計監造者)住谷茂夫[註 5]；兩名技手為安部正弘[註 6]及松村福市[註 7]；

兩名技手補為房本末吉[註 3]及許津[註 8]；工手為薛保全[註 4]；工事請負人(承

包商)為中井清枝；現場代理人為二階堂喜繼；而工匠則為中島善市｡ 

上樑時間為昭和 15 年(1940 年)12 月 23 日16﹐由開山神社社司杉田恕

平主祭﹐請祭之神有屋船久

久能知神﹐屋船豐受姬神﹐

手置帆負神及彥狹知神｡ 

 

 

  

                                                 
14

 《台灣日日新報》「大圳事務所地鎮祭きのふ嚴修さる」﹑昭和 15(1940)年 4 月 25 日﹑第 14409 號﹐5 版｡ 
15

 台南州內務部長鶴友彥﹑嘉南水利會理事高橋秀人﹑警務部長樂滿金次﹑市助役津田羽曳野﹑台南警察署

長三宅正雄﹑台南神社祭司松本賴元｡ 
16

 棟札紀錄｡ 

 
嘉南大圳事務所地鎮祭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5(1940)年 5月 1 日﹐ 
第 14415 號﹐5 頁刊載寫真 

   

業主﹑設計者﹑施工者之記事木

牌｡上圖示﹐為上梁時間記錄牌 

棟札正面(表) 棟札背面(裏) 

高182cm﹑底寬23.6cm﹑上寬28cm﹑板厚2.4cm﹑材質檜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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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落成與進駐 

「嘉南大圳組合事務所」昭和 16(1941)年 7 月 28 日竣工17﹐神璽奉

齋式暨落成典禮奉告祭187月 31日下午四點半於事務所會議室在一番ケ瀨

知事､伊藤總務､小野田警務兩部長､那須市長､堀之內署長等來賓及

組合職員多數列席下；由臺南神社松本宮司從嚴舉辦典禮﹐知事､總務部

長與市長的玉串拜禮19儀式﹐同日 5 時結束﹐建物正式啟用｡接下來於另

外一場地﹐有管理者一番ケ瀨知事的致詞與工事負責人住谷技師報告施

工經過｡ 

組合事務所坐落在幸町警察署前﹐原預計三樓且連續 2 年擬各投入

15 萬圓﹐限於戰事緊張﹐預算拮据﹐完工時辦公區僅蓋到 2 樓﹐工費投

入二十四萬九千餘｡ 

昭和 15(1940)年 4

月 24 日開工以來﹐工期

歷一年多﹐終於昭和

16(1941)年 7月 28日落

成﹐敷地九百餘坪﹐總

建坪六百六十坪﹐備有

自動車倉庫和自轉車置

場 20 坪﹐白色三階建

物﹐美輪美奐｡ 

一樓是林務課 20､

電話室､宿直室､小使

室､倉庫﹐二樓庶務､

經理､水利､土木課﹐

三樓會議室｡ 

舉行落成式後﹐昭和 16(1941)年 8 月 2 日､3 日兩日﹐搬離借住十年

餘21的州廳﹐8 月 4 日進駐新廳舍開始辦公｡  

                                                 
17

 《台灣日日新報》「神璽奉齋式 嘉南大圳組合で」﹐昭和 16(1941)年 8 月 2 日﹐第 14870 號﹐4 版｡ 
18

 類似今之啟用典禮｡是向神祈禱建物平安完成､永遠堅固､祈祝建築主人永遠繁榮的儀式｡ 
19

 儀式中「祈禱」是先呈上「祈禱文」和「大祓詞」，再進行「神樂舞」和「玉串（以白紙纏繞楊桐樹枝）

拜禮」。「大祓詞」也是神道當中最重要的驅邪祝禱詞｡「玉串拜禮」是一種驅邪的儀式，手持楊桐樹枝伸

向神靈前。 
20

 《台灣日報》「臺南大圳組合新事務所落成」﹐昭和 16(1941)年-07 月 29 日﹐第 14233 號[夕 2]﹐2 版｡ 
21

 昭和 6(1931)年 7 月-昭和 16（1941)8 月 3 日期間﹐嘉南大圳組合於台南州廳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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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註 1】高橋秀人﹐明治 27(1894)年 2 月 24 日生﹐廣島縣人﹐大正 10 年 6 月 23 日任台灣總督府台北州警務

課長等警政勤務﹐昭和 11 年 11 月 9 日離開養神院院長職﹐昭和 12 年 7 月 31 日任嘉南大圳組合理事﹑

事業課長﹐領五級俸﹐昭和 13 年 8 月 25 日任職台南市役所﹐土木委員﹐昭和 15 年 8 月 25 日任台南

市尹（1940.8.25-1941.1.13）﹐二級俸給﹐昭和 16 年 1 月 13 日退職｡ 

【註 2】柴田一郎﹐明治 27(1894)年 1 月 23 日生，本籍福岡縣﹐大正 2 年 6 月 30 日東京私立攻玉社工學校土

木科畢業﹐大正 9 年 12 月 7 日嘉南大圳組合技術員任用﹐昭和 5 年 5 月升任技師﹐昭和 10 年 10 月

30 日事業課土木係長任命﹐昭和 15 年 12 月 14 日服務 20 年以上組和勤續精勵勤勞創立 20 年獲頒紀

念品表揚﹐昭和 16 年 8 月 30 日工務課長﹐兼任斗六地方土地改良事業建設所長﹐昭和 18 年 12 月

24 日組合改組﹐同日改任命為技師兼任土木課長﹐和 16 年 12 月 15 日監查係長﹐昭和 19 年 9 月 3

日調台南州總務部土木課勤務﹐民國 35(昭和 21)年 2 月 13 日解職為服務員﹐民國 35(昭和 21)年 11

月 30 日奉命留用﹐仍舊委派在嘉南大圳農田水利協會工務科服務﹐民國 36(昭和 22)年 4 月 26 日因

留用解除免職｡ 

2015.7.21 其女兒占部典子回到烏山頭表示﹐柴田一郎土木課長 1894.11.23 生-1975.4.5 歿﹐享年 80

歲﹐1920.12.7-1947.4.28 滯台二十餘年﹐用一生最精華的歲月耕耘台灣﹐歸國後始終掛念｡ 

【註 3】房本末吉﹐明治 37(1904)年 3 月 25 日生﹐鹿兒島縣人﹐昭和 3 年 4 月 1 日專賣局斗六酒工場營繕部

採用﹐昭和 9 年 6 月 10 辭職﹐赴滿州大林組現場﹐昭和 11 年 2 月渡台﹐昭和 11 年 4 月 6 日﹐嘉南

大圳組合技術員臨時工手進用﹐奉派烏山頭支所﹐昭和 12 年 5 月 25 日事業課勤務﹐昭和 15 年 3 月

31 日土木課勤務﹐昭和 18 年 12 月 24 日嘉南大圳水利組合技手捕任命﹐民國 35(昭和 21)年 3 月 13

日依願退職｡ 

【註 4】薛保全﹐明治 43(1910)年 11 月 18 日生﹐澎湖廳湖西庄人﹐大正 14 年 4 月 1 日台北工業學校建築科

入學﹐昭和 4 年-9 年自家土木建築請負業從事﹐昭和 9-13 年建築工事設計監督業從事﹐昭和 14 年 1

月 5 日嘉南大圳組合﹐任烏山頭餘水吐嵩上工事臨時工﹐昭和 14 年 5 月 9 日土木課營繕臨時工手採

用﹐昭和 15 年 4 月 1 日土木課工手進用﹐昭和 16 年 10 月 31 日離職｡ 

【註 5】住谷茂夫﹐明治 26 年(1893)年 3 月 1 日生於東京﹐東京市小田園町私立工手學校本科建築科畢業後

來台在總督府土木局任職依據總督府職員錄歷新竹州技師﹑昭和五年(1930)四月接任內務部土木課營

繕股長﹑同 9 年(1934)八月轉任到臺南州﹑同十年(1935)七月任臺南州建築技師承辦內務部土木課勤

務﹑1940 年奉派嘉南大圳組合新築工程任擔當人｡1941 年退職｡ 

住谷茂夫任職總督府期間設計的作品有：1924.4 臺中師範學校自習室其他新築工事﹑1924.7 新竹

植物檢查場倉庫新築其他工事﹑1924.11 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官舍改築工事﹑1924.11 獸疫血清製造所

豚舍其他新築工事﹑1924.10 高等農林學校臺北農場作業室新築其他工事﹑1926.01 臺灣總督府中央

研究所官舍增築其他工事等﹐設計圖目前收錄於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檔案典藏｡ 

【註 6】安部正弘﹐依據總督府職員錄﹐昭和 3 年（1928）任臺南州內務部土木課技手﹐昭和 13 年(1938)臺

南州知事官房稅務課技手﹐昭和 17 年(1942)臺南州總務部土木課地方技師﹑建築技師﹐迄 1944 年｡ 

【註 7】松村福市﹐明治 22(1889)年 2 月 28 日生﹐山口縣人﹐大正 11 年 1 月 10 日渡台受聘吉本組從事下包

商﹐沖繩縣南大東島製糖所宿舍新築工事完工後回鄉﹑大正 13 年 3 月 20 日渡台嘉義街從事承包商﹐

大正 14 年 6 月 9 日向嘉南大圳組合提出履歷書 8 月 14 日進用﹐昭和 4 年 9 月 30 日昇任事業技手補

奉派土木課勤務﹐昭和 6 年 12 月 17 日奉派台南出張所勤務﹐昭和 13 年 6 月 30 日昇任技手﹐昭和

15 年 12 月 14 日因服務 15 年以上勤續精勤茲於創立 20 年獲頒紀念品表揚﹐昭和 18 年 12 月 1 日台南

州建築事務囑託﹐昭和 19 年 12 月 20 日六級俸技手依願免職｡ 

【註 8】許津﹐民前 1(1911)年 8 月 10 日台灣台南人﹐民國 21 年 3 月台灣省立台北工業職業學校建築科畢業﹐

民國 27 年 6 月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工手進用擔任建築工程設計施工及監督﹐民國 36 年 4 月嘉南

大圳農田水利協會時代昇任技士﹑民國 41 年 6 月 10 日建築師檢覈通過﹑民國 42 年 9 月昇任工程師﹐

民國 61 年 4 月自願退休｡ 

資料來源：嘉南水利會「退職人員履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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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特色 

3.1､建築外觀  

不管在日本或是在台灣﹐當時主要建設幾乎都只到昭和15(1940)年為止﹐

因為昭和16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包括建材等各種資材都不足﹐不

只禁止製造販賣奢侈品﹐甚至連生活必需品樣樣都有管制﹐後來更有一

些代用品的出現﹐這些都顯示出當時根本沒辦法進行一般的建設22；所以

嘉南大圳組合事務所（嘉南農田水利會）可以說是少數﹐甚至最後一棟興建

於日治時期的辦公廳舍｡ 

造型簡約﹐沒有繁複的裝飾﹐顯示出嘉南

大圳組合是一個不需彰顯權威的公共建

築｡加以適值二次世界大戰﹐物資缺乏﹐

又考量台灣地震頻繁﹐故建築體以防震､

實用､安全､簡潔為要。 

建築物Ｌ型﹐坐南朝北﹐南北向較短（短
翼沿南門路）而東西向較長（長翼沿友愛
街）｡短翼部分高三層樓﹐下層為倉庫﹐2
樓為理事室；通往2樓理事室的門框有弧
度造型﹐比1樓及3樓辦公區的方門框較有裝飾；短翼3樓為大會議室﹐屋頂採
用桁架系統﹐上有四坡屋頂﹐在外觀上為斜屋頂｡木構使得以平屋頂為主之建
築體添增日治時期建築風味｡ 

長翼部分亦高3層樓﹐但略低﹐上為平屋頂｡長翼部分全為辦公室﹐而
在長翼東側有次入口與另一樓梯｡1樓樓梯下方原設有浴室和湯沸場(茶
水間)｡後來湯沸場打通增加一個走道出口﹐出口動線形成剪刀口｡ 
  從列柱中開窗﹐窗戶的窗櫺規矩排列﹐採光通風俱佳｡ 

正立面﹐轉角處凸出;而其上之旗座亦構成視覺
上的一個焦點;主入口沒有門廊﹐只有雨遮｡外觀上,
長翼有7根､短翼5根貫穿三層樓有柱頭裝飾的壁

柱﹐飾有簡單的渦卷｡門廳與主樓梯位於轉角處﹐是該建
築物裝飾最多的部分｡室內一樓門廳､二樓至三樓的梯廳立
柱有相同的梁托；獨立柱具托架及回紋柱頭裝飾等｡  

                                                 
22《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十八期 2011 年 12 月 研究論文 第 19 頁〜 48 頁『日治時期台灣

近代建築外牆磁磚形式與色彩變遷之研究』－堀込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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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主入口(長翼．友愛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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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東側(側門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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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三樓大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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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見證歲月的鑿痕 

4.1､戰火下的台灣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擴大在中國的占領行動﹐自此日本15年一直都處在戰爭狀態｡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全面進攻中國﹐中國展開8年抗戰的起點｡1895年馬關條約時台灣

就已是日本的屬地﹐全台進入戰爭體制｡ 

■1941年7月底﹐嘉南大圳組合事務所甫成﹐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 

太平洋戰爭時期﹐台灣是日本進攻南洋的戰略基地﹐許多軍事要塞設施

都在南台灣﹐如台南步兵第二聯隊（後來改稱第四部隊﹐現成功大學校區內）､

台南航空隊等等｡ 

開戰前(1940﹐昭和 15 年)的 11 月初旬﹐日軍在台南､高雄集結﹐「台

灣南軍司令部」(南方作戰指揮部)也從北部移到台南市﹐1943 年，司令官本

間雅晴中將進駐孔廟鄰近剛落成的嘉南大圳新大樓23會長室﹐積極策劃攻打菲

律賓｡大樓周圍憲兵站崗警戒﹐從遠處就看見軍旗飛舞﹐學生行經必須繞路而

行﹐管制森嚴﹐組合員工暫遷往愛國婦人館﹐後 1944 年再遷往烏山頭｡ 

1941 (昭和 16)年 12 月 7 日早晨﹐台南市的日本軍隊突然消失無蹤﹐如

暴風雨來襲前的寧靜﹐原來軍隊利用深夜移動﹐運兵船隊已從高雄港秘密地

開出﹐正在橫渡巴士海峽24｡ 

到了 1941 (昭和 16)年 12 月 8 日(夏威夷時間 7 日﹐星期日)拂曉﹐日本

海軍以 6 艘航空母艦為主幹組成 32 艘軍艦的聯合艦隊﹐從秘密集結在北方的

擇捉島25單冠灣出發﹐秘密駛到離夏威夷不遠的海域﹐由航空母艦上起飛 300

多架的戰鬥機群偷襲珍珠港﹐擊沉美國太平洋艦隊主力戰艦 4 艘及創傷軍艦 8

艘﹐摧毀飛機 188 架﹐引起太平洋戰爭爆發｡ 

當天台南市區﹐戰機聲音隆隆響徹天空﹐從台南航空隊飛出的戰鬥機一

架連一架﹐相連成群向南方飛去｡ 

由本間雅晴中將指揮的日本第 14軍﹐1941 (昭和 16)年 12 月 8 日在呂宋

島北面的巴坦群島登陸，攻下菲律賓｡開戰初期﹐皇軍戰果輝煌﹐日軍勝利的

訊息﹐每天隨著雄壯的軍艦進行曲奏樂不斷地傳來｡ 

開戰不到半年的 1942 (昭和 17)年 4 月 8 日﹐美軍敢死隊員駕駛轟炸機

16 架﹐從航空母艦黃蜂號起飛﹐首次突襲日本東京､名古屋､神戶等﹐拆破

所謂國土神聖不可侵犯的日本神話﹐日本軍方顏面大失｡ 

                                                 
23 東俊賢﹐《兵器戰術圖解》﹐2007.9﹐P90.『台灣囝仔與日本秘密武器』｡ 

24 呂榮晉 2014.10.17 口述記錄｡ 

25 日本北海道北邊﹐北方四島中最北的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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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雙方為掌握制空權﹐空域激戰﹐許多從日本開出的運補船在海域遭

遇猛烈砲火攻擊而沉沒(八田技師搭乘的「大洋丸」號亦受波及)｡ 

日軍為了雪恥﹐計畫 6 月 5 日的中途島大戰﹐料想不到遭遇美軍猛烈反

擊﹐損失了主要的航空母艦 4 艘﹐飛機 322 架﹐老練飛行員眾多陣亡﹐死傷

士兵 3,000 多人﹗損失慘重｡ 此後﹐飛行員的培養來不及﹐大量損失的飛機

也無法補充﹐影響後續的作戰計畫﹐戰局反轉直下｡ 

為了增強航空兵力與增產飛機﹐當時日本所需的勞動力嚴重不足﹐1944 

(昭和 19)年透過總督府在台灣中小學募集 8,000 多名台灣囝仔帶到日本﹐施

予技術訓練﹐並立即參加製造飛機的工作﹔為了對抗美國海軍強大的優勢﹐

挽救其戰敗的局面﹐日本人發揮武士道精神﹐由一群平均年齡 17歲的青年組

成神風特攻隊﹔希望利用自殺式襲擊﹐以最少資源獲取最高破壞力｡ 

4.2嘉南大圳組合的迷彩妝 
「防空法」於 1937 (昭和 12)

年 4 月 5 日公佈﹐同年 10月 1 日

施行﹐另在同年 11月 4 日公佈並

即日實施「防空法台灣施行令」｡ 

1941 年 11 月實施新修訂的

「防空法改正法」增加「偽裝」

項目﹐而「偽裝」即為「防空迷

彩」(國防色)的意思｡為了建築的

偽裝﹐需將其所在地､基地的形

狀､配置､建築的型態､色彩等

項目全部考量進去､俾達到完善

之效果｡一般認為黑色或深色系

的效果較佳｡ 

當時嘉南大圳組合在整頓戰

時體制前就已建成 (1941 年 7 月

底)﹐故在嶄新的斬石子外牆﹐漆

上黑色迷彩塗料 (圖 2)26｡ 

                                                 
26
 外牆塗上防空迷彩塗料類似這樣的案例僅有在 1940 (昭和 15)年至 1941 (昭和 16)年以後興建的建物比較有

可能﹐但是不管在日本或台灣﹐當時主要建設都只到昭和 15 年為止｡ 詳『日治時期台灣近代建築外牆磁

磚形式與色彩變遷之研究』－堀込憲二｡ 所以本會辦公室所留的防空迷彩妝(國防色)是非常珍貴的歷史見

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6%B5%B7%E5%8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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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的台灣﹐戰鼓急擂﹐美軍展開對台空襲﹐炮火猛烈﹐1944 (昭

和 19)年戰事吃緊﹐台灣南軍司令部佔嘉南大圳組合﹐組合員工遷往愛國婦人

館(後遷往烏山頭)﹐當時本會 2樓辦公區屋頂有架設五門 360 度高射砲27﹐地

對空防禦台南州廳空域｡ 

1944 (昭和 19)年 10 月 12 日早上 7 點半﹐台南市大空襲﹐高射炮對空射

擊﹐從台南機場落向社區｡1945 (昭和 20)年 3 月 1 日美軍針對非軍事目標大

舉轟炸台南28市區﹐當時司令在會長室﹐組合事務所五門大砲發揮防禦功能；

大砲後座力很大﹐但建物歷經一年多戰事仍完好﹐顯見建築真的十分堅固｡ 

戰後 1945 年 8 月台灣政府來台接收﹐當時人事室的位置借給稅捐處﹐後

遷往新化；當時的理髮室及水工試驗室和一部分資訊室位置借給台南憲兵隊﹐

後遷往衛民街29。 

恢復正常業務運作時﹐當初為講究偽裝效果﹐刻意著上明暗彩妝的外牆

顯得突兀了；查證文件﹐1972 年興辦「總處辦公廳增建工程」,增建檔案室(今

司機室)並在斬石子外牆上﹐以塑膠漆全棟噴漿罩覆﹐將炮火痕跡及牆色一併

噴飾補修｡ 
 

 
圖 2.磁磚剝落現出斬石子

牆面留有 1941 年塗
色的「防空迷彩」妝 

 圖 3.1組合事務所正門外牆彈痕修補的痕跡 1 
      見證曾遭遇的槍林彈雨 

 圖 3.2 組合事務所正門外
牆彈痕修補的痕跡
2 

 

                                                 
27 水利會退休員工徐欣忠 2011.3.18 口述﹐翁碧瑜提供｡ 1940~1941 年日軍尋覓架砲台的位置﹐全台南合乎條

件者有三處﹐嘉南大圳組合､高等法院､土地銀行﹐經詳閱建築設計圖﹐評估後﹐當時日軍選擇佔領了組合﹐

理由是相中建物為適應地形及地震建成 L 型﹐相當堅固｡ 1945 年 9 月台灣光復初期﹐日本人要將嘉南大圳

組合交接前﹐該高射砲就撤除了｡ 
28 詳中研院海外歷史圖資徵集與典藏﹐圖片摘自葉高華 http://mapstalk.blogspot.tw｡ 
29 2015.2.16 吳玉土﹑林華嶽口述﹐本會辦公室 1 樓被臺南憲兵隊借用﹐約 1964 年中遷離｡ 後 2002 年﹐再遷

往永康小東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