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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一座還兩座？你不可不知的湖心亭小秘密
紅色、橘色、綠色、藍色，繽紛的色彩搭配簡潔

線條，這是大家熟悉的臺中市政府府徽，不過你知道

嗎？這個簡單的「雙亭」意象，可是來自臺中公園裡

最具盛名的「湖心亭」呢！

拜訪臺中公園，一定會對日月湖中「湖心亭」印

象深刻，搖著小槳穿梭在中山橋下，夏日親水賞花，

非常愜意。這座涼亭擁有悠久的歷史，目前是臺中市

市定古蹟之一，它建於1908年，在湖畔屹立超過一百年，而且日本閑院宮載仁親王也

曾經拜訪過這裡。

兩座尖尖的屋頂，搭配白色牆壁，遠遠看起來，就像兩座緊密相連的亭子，與湖

畔高大的金龜樹相映成趣。湖心亭由紅色磚瓦搭配潔白的外牆建成，外觀相當討喜，

它是全臺灣唯一一座「雙併式頂涼亭」，走到亭內，才會發現原來它是「一座」水上

建物，而不是兩棟。

湖心亭的屋頂用木頭搭建而成，主體則以鋼筋混泥土柱支撐，柱間裝設透明玻

璃，可在亭內眺望臺中公園的美麗湖景。一直到現在，亭內還展示許多日治時期的歷

史照片，說明這座小小涼亭與臺灣鐵路發展密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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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刻嘗鮮事

▲	圖一：臺中市政府府徽

到底是一座還兩座？

你不可不知的湖心亭小秘密

呂晏慈 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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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24日，閑院宮載仁親王抵臺舉行

「臺灣縱貫鐵道全通式」，曾在湖心亭短暫休

息，他是乙未戰爭時死於臺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

王之弟，曾經參與過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也是

一名職業軍人，當時臺灣地區仍偶有民變，派這

名「狠角色」來臺，也有穩定軍心的意味。

清治時期，臺灣巡撫劉銘傳開始規劃興建縱貫線鐵路，但由於財政問題，最終只

完成基隆—臺北與臺北—新竹兩線。1898年，臺灣鐵路開始由南、北兩端興工，

其後，後藤新平成立臺灣鐵道部，大幅度修正清治時期的鐵道計畫，並於1908年正式

通車營運，而臺灣總督府也特別在臺中公園舉辦「縱貫鐵道全通式」，紀念縱貫線鐵

路通車。

不過，究竟為什麼總督府會選擇在臺中辦典禮，而不是臺北或高雄呢？其實早在

1887年臺灣建省時，考量須在狹長的臺灣島上建立一個行政中心，方便南北運輸往

來，因此劉銘傳選擇將省會設在彰化縣橋孜圖，也就是今天的臺中市。但當時這片區

域多是農田或泥濘地，加上遲遲沒有建築省城，使得巡撫始終待在北部，實質上的省

會仍然留在臺北。

1908年，臺灣總督府以南、北兩條鐵道在中部交會，加上有意建立新的行政中

心，所以將縱貫鐵路通車典禮選在臺中舉行。縱貫線竣工是總督府的重要政績，當時

成立「全通式委員會」，指派鐵道部長長谷川謹介（建設臺灣縱貫鐵路的總工程師）

擔任委員長，並邀請近兩千名政商名流參加10月

份的典禮，同時也整建臺中公園，作為全通式使

用。當時來臺的達官顯要中，以閑院宮載仁親王

的地位最崇高，10月24日當天眾卿搭火車南下，

在典禮上觀賞各種表演，還施放煙火。

典禮過後，有一段時間湖心亭成為「御休憩

所」，禁止一般民眾進入，而在1913年之後，湖

心亭轉由臺中廳管理，自此開放自由參觀，一直

到現在，它還是臺中市重要的名勝古蹟！

圖片來源：

圖一： 2016年3月1日下載自 

http://www.taichung.gov.tw/ct.asp?xItem=2573&CtNode=736&mp=100010
圖二： 2016年3月1日下載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aichung_Park-1.JPG
圖三： 2016年3月21日下載自凌宗魁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1339436953618

▲	圖二：臺中公園的湖心亭

▲	圖三：清廷官員對臺灣縱貫鐵道通

車的祝賀文，中間六圖為慶典當日

的場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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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紙幣的起源
在21世紀的現代，使用紙幣可說是稀鬆平常的事情。然而，大家知道紙幣到底是如

何出現的嗎？又是什麼時候開始使用它呢？現在就來一探究竟！

我們知道在中國，銅錢很早就開始流通。但如果是大額交易，或是要將銅錢運輸遠

地，那麼就非常不方便。這時，所謂的「票據」以及「寄附鋪」就出現了1。

所謂「寄附鋪」原是幫客戶寄存或寄賣東西，寄存財物只是其中一項業務2。「寄附

鋪」大約在唐朝開元、天寶年間就已很普遍。欲進行大額交易的客戶，在某地的「寄附

鋪」寄存銅錢後，「寄附鋪」開出寄存「票據」，之後便可在另一地的「寄附鋪」，領取

同額的銅錢出來，省去運輸不便以及其他風險。這「票據」在當時稱作「飛錢」或「便

換」3。當此之時，「飛錢」僅是可換成現金的「票據」而已。

那麼到底是哪些人會常常使用「飛錢」呢？是茶商！

唐朝中後期，飲茶的風氣慢慢在中國北方散布開來，來自四川以及東南地區的茶

商，在賣出茶葉之後，因為貨款金額龐大，加上回鄉路途遙遠，所以就大量使用「飛

錢」，可說是邁向紙幣進程的第一步。

到了宋代，「飛錢」得到近一步的發展。在宋朝統一之後，除了使用銅錢外，也使用

中國
中國紙幣的起源

何耕臺編著

「歷」刻嘗鮮事

1. 高橋弘臣，《宋金元貨幣史研究—元朝貨幣政策之形成過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23～24。
2.寧可，《中國經濟通史第四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頁495。
3. 同注一，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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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錢」。而四川是使用鐵錢的主要區域。自從東漢初年

公孫述在四川鑄造鐵錢後，四川地區經過九百年都沒有再

鑄造鐵錢。直到五代時，統治四川的後蜀皇帝孟昶，由於

要籌措軍費，對抗後周，因此又開始鑄造發行鐵錢4。但等

到宋太祖滅後蜀，北宋卻在四川繼續鑄造鐵錢，還禁止銅

錢在四川使用。這樣，當地人民就只能使用分量更重的鐵

錢，交易時非常不方便。當時的四川鐵錢，大的每千錢25

斤，小的每千錢13斤5，不要說是大額交易，就算是小額交

易，使用上也是非常不便。「交子」也因此孕育而生了。

「交子」不但像唐代的「飛錢」，是可用於變換現金的票

據，亦能在實際日常生活交易中，當作貨幣使用6。

「交子」的由來，是因宋代的「寄附鋪」將開出的票

據冠以「交子」之名而出現的，因此「寄附鋪」也稱「交

子鋪」7。而後「交子鋪」大量普及，隨之而來的是不法營

業者的出現。勢力最強的成都交子鋪為提高自己的信譽，

在宋真宗時期，由財力雄厚的16戶富豪組成了一個行會，

並得到朝廷承認，壟斷了四川交子舖的經營，並開始訂定

交子發行制度：

第一、確定交子的面額；第二、決定交子流通的期限

「界」（三年一界）。將制度完善化後，交子使用便更普

及到民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紙幣」8。值得一提的是，

交子能夠普遍在四川地區流行，跟另一項發明—印刷術，

也是息息相關的。

四川地區的交子發行權後來被政府收回去，變成由官

方發行成為「官交子」，但主要仍然是通行於四川地區，

但始終沒有通行全國9。直到金朝中期，才出現全國通用的

「紙幣」，當然，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5

▲	圖一：交子

▲	圖二：會子

4.汪聖鐸，《兩宋貨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486。
5.宋‧呂祖謙，《歷代制度詳說》〈卷七‧錢幣〉。

6.同注一，頁33。
7.同注一，頁32。
8.同注一，頁34～35。
9.同注四，頁619。
圖片來源：

1. 圖一：2016年3月1日下載自http：//hk.chiculture.net/0901/html/c17/0901c17.html#

2. 圖二：2016年3月1日下載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9A%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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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女王獨享的沖水馬桶到平常百姓家
自古以來，家居生活的重點不外乎吃喝拉撒睡，在平常的日子裡，最影響心情的

莫過於上廁所了。家裡沒有廚房，可以在外面買來吃；沒有床鋪，打地鋪也可以將就。

但有多少人可以馬上就適應沒有沖水馬桶的生活呢？恐怕沒有幾個人吧！假如住的地

方沒有沖水馬桶，大小便都得先儲存在一個特定的容器之中—古代中國就稱呼這類

容器叫作「尿壺」、「馬桶」、或「馬子」。所以用「馬子」來形容自己或人家的女朋

友，可是對女生非常不尊重的稱呼！再者，在床底擺放一個晚上試試看，恐怕也沒多少

人能忍受吧！然而這是許多古人都要忍受的事情—其實就算是在今天的臺灣，也有

些地方有「出糞式廁所」。

例如：法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1638∼1715)雖然蓋了豪華的凡爾賽宮，但凡爾賽宮

什麼都有，就是沒有廁所，而路易十四經常腹瀉，所以隨從得隨時帶著馬桶跟尿壺，

好讓他能隨時方便。貴為國王上個廁所都這麼麻煩，那住在凡爾賽宮內的眾多王公貴

族，跟數以萬計的僕人們又要怎麼方便呢？只要想想看火車站每天有多少人來來回回

需要上廁所，就會發現如果住的地方沒有沖水馬桶的話，那是多麼恐怖的情況！

就算使用尿壺跟馬桶好了，快要滿的時候要把東西倒在哪裡呢？在古代的歐洲，

這個問題很簡單：打開窗戶，對外面親切的大喊一聲：「潑糞啦！」然後再把馬桶跟

尿壺往外一倒即可，這就是歐洲古代人的禮貌喔！其實說這是歐洲古禮也不太公平，

因為在同一時代的全世界各地，也都差不多是類似的日常街景。

世界
從女王獨享的沖水馬桶到平常百姓家

LQY 編著

「歷」刻嘗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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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遠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經有人發明了沖水除穢的

概念—就是挖一條水溝，從河道引入不斷流動的活水，

然後讓大家把排泄物送進這條水溝，用一股活水將髒東西

沖走—這就是「出糞式廁所」。發明這種廁所的人可能

是古埃及人，也可能是古克里特島的米諾斯人。到了中世

紀，住在城堡裡面的貴族還利用特殊的管道讓排泄物從高

塔上直通護城河—看來當年住在護城河附近的居民一定

覺得自己很倒楣。但這些都不算是真正的沖水馬桶。

最早沖水馬桶的發明人叫作約翰‧哈林頓爵士(Sir 

John Harington，1561∼1612)。他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

詩人，也是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的親信，同時也是發明

家。哈林頓爵士一生之中可能寫過不少詩詞，也可能在政

壇上為英國貢獻過許多了不起的功績，但今天只有他為伊

莉莎白女王發明的沖水馬桶讓他名留青史。哈林頓爵士發

明的沖水馬桶其實只給伊莉莎白女王享用，不過沖水時噪

音太大而且刺耳，讓女王覺得很不舒服，所以她沒用過幾

次，後來的英國國王也是因為噪音問題而不太敢用。這全

世界第一座跟唯一的沖水馬桶就留在英國的里乞蒙宮。然

而這座王宮在1649∼1659年之間被拆毀，所以哈林頓爵士

的偉大發明也就跟著灰飛煙滅！

到了1775年，英國發明家亞歷山大‧卡明(Alexander 

Cumming，1731∼1814)重新發明了沖水馬桶，而且他運

用Ｓ形管來隔絕化糞池的臭氣，還必須在使用後，自己再

找一壺水將東西沖下去。

到了19世紀末，英國發明家湯瑪斯‧克拉普(Thomas 

Crapper，1836∼1910)發明了今天抽水馬桶所需要的水

箱、自動供水系統、相關的零件，也讓價格變得更便宜與

普及化。然而也因為克拉普讓沖水馬桶普及的關係，使得

他的姓氏「克拉普(Crapper)」，除了變成沖水馬桶的商標，也變成了英文俚語「大便

(crap)」的起源。

7

▲	圖一：中世紀的公廁群像

▲	圖二：沖水馬桶的發明人

─約翰‧哈林頓爵士

▲	圖三：約翰‧哈林頓爵士

發明的沖水馬桶設計圖

圖片來源：

圖一：2016年3月1日下載自http://img.weixinyidu.com/151124/71d38665.jpg
圖二：2016年3月18日下載自http://www.justinscarpetti.com/projects/the-water-closet/images/who_harrington.jpg
圖三：2016年3月18日下載自http://www.historic-uk.com/assets/Images/cummingswatercloset.gif?13909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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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臺灣  風華絕代：北投酒家

               與酒家菜
●嗨中國  清末民初的潮流

               聖品：鴉片
●嗨世界  火車怪談—圍繞鐵路發展的政經角力 

下一期 to be

全新單元─ FUN輕鬆 1.各小節末課間操作新活動！
2.只要 10分鐘，學生不再夢周公！
3.多樣化模式：紙牌、問答、填圖、配對⋯⋯⋯

更多FUN輕鬆！

填圖  P.180

下圖為一座美麗的花園，花園中有幾項臺灣的經典文學、電影、及表演藝術創作，請將這些

作品的創作者，以及作品所屬的類別進行配對，將配對的作品、作者、類別，三者以相同顏色著色，

共有四組、四色，為美麗的花園增添色彩！創作者：鹿橋、白先勇、楊德昌、黃俊雄；作品：臺北人、

未央歌、雲州大儒俠、光陰的故事；類別：現代主義文學、反共文學、新電影、本土文化。

鹿橋

黃俊雄

反共文學

雲州大儒俠

現代主義
文學

現代主義
文學

未央歌

新
電
影

光
陰
的
故
事

楊
德
昌

白先勇

臺北人

本土文化

美麗的花園

180　高職歷史 B

五、海洋文化的特質

臺灣海陸交會的地理形勢，使得政治上有各式不同的政府

統治這塊土地；社會上許多族群陸續遷移進來；經濟上長期依

賴與海外地區的貿易，這些條件下孕育出臺灣多采多姿的海洋

文化。

所謂的海洋文化，不僅僅因為地理上與海洋密不可分的關

係，更重要的是海洋文化所代表的內涵。臺灣長期以來開放、

多元、包容、重商、自由經濟的特質，正是海洋文化的主要元

素。

此外，海洋開拓與移民的精神，帶動了現代民主、人權、

個人自由理念的發揚。這些海洋文化的精神與元素，應該是今

日臺灣最值得重視的價值。

根據語言學者研究指出，紐西蘭原住民毛利人與臺灣原住民有密切的關係。毛利人的祖先可

能是自西元前 4000年從臺灣東部開始一路向外遷移擴散，最終於西元 800年左右時遷至紐西蘭。

今天毛利族的酋長阿瑪托 (Amato Akarana)想要

追尋祖先的腳步，來一趟回溯之旅；然而

南太平洋範圍廣泛、島嶼眾多，讓他非

常困擾。親愛的同學們是否能配合課本

第 8頁的圖片，幫助阿瑪托拼湊出這趟

旅程的路徑呢？

1

紐西蘭

2

　　　

3

　　　

4

　　　

5

　　　

7

臺灣

6

　　　

  圖 1-12　西元 2012年媒體報導毛利

語言學家Winiata與阿美族青年萬中

興相見歡，以毛利人的方式打招呼

漂洋過海返鄉之旅

第 1 章　緒論　11

配對  P.11

 紙牌 P.71

阿華是潮州的客家人，因為清朝渡臺禁令的限制，所以無法依正常管道來臺灣，被迫走上了

九死一生的偷渡之路。下列是阿華的偷渡之路，從中國大陸出發，請同學試著扮演阿華的角色，

抽牌決定是否能順利到臺灣。

遊戲分組方式：全班分為 4到 6組。

遊戲規則：

1 每回合每組依序派人輪流上台抽牌。

2 抽到「灌水」、「餌魚」、「放生」、「種芋」紙卡則該名同學陣亡，得 0分，不可再進行遊戲。

3 抽到「臺灣」紙卡，則直接完成遊戲，可得 3分。

4 抽到「客頭」紙卡，得 1分且再抽一次，並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攜帶一位組員偷渡。

 ‧再抽到「臺灣」紙卡，則得分，一人前往再得 1分，兩人前往則再得 6分。

 ‧若再抽到「灌水」、「餌魚」、「放生」、「種芋」紙卡，則兩名組員皆陣亡，得 0分。

5 各組已無人可以抽牌時，遊戲結束，統計各組得分，較高分組勝。

2. 「灌水」―溺死在海中

3. 「餌魚」―被魚吃掉

5.  「種芋」―客頭到了海

岸就要偷渡者下船，偷渡

者陷入海砂泥淖中亡命

6.  「臺灣」―偷渡者歷盡

千辛萬苦，終於到達臺灣

1.  「客頭」―專門做載運

偷渡客生意的人

4.  「放生」―客頭帶著偷

渡者，還沒到達臺灣海岸，

就被迫下船

偷渡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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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老三是一位荷治時期的臺灣漢人，他利用擔任社商的關係向原住民購來了一批品相不錯的

鹿皮，想要找一條銷售途徑將其賣得好價錢。如果你是丁老三，在尋求最大利益的前提下，你會

選擇把鹿皮賣去日本、中國還是東南亞呢？

如果我是丁老三，我會把鹿皮賣到　　　　　　　。

理由是　　　　　　　　　　　　　　　　　　　　　　　　　　　　　　　　　　　　　　　

　　　　　　　　　　　　　　　　　　　　　　　　　　　　　　　　　　　　　　　　　　

　　　　　　　　　　　　　　　　　　　　　　　　　　　　　　　　　　　　　　　　　。

鹿皮該賣去誰家？

50　高職歷史 B

早期渡臺有多危

險，透過分組抽排

競賽，學生邊玩就

可以了解當年渡臺

所遭遇的狀況。

歷史B—FUN輕鬆：偷渡的風險！

更多FUN輕鬆！

 辯論 P.30

 紙牌 P.37

30　高職歷史 A

道光22年（1842年）的中英衝突，在中國稱為「鴉片戰爭」，而英國卻主張

為「商務戰爭」。請思考兩種名稱所代表的立場差異，選擇兩位當時中英代

表人物進行辯論。

1、

2、

3、

「鴉片戰爭」論點

1、

2、

3、

「商務戰爭」論點v . s .

辯論擂台

參考答案：

� 鴉片貿易和走私使中國大量白銀外流
� 僅開放「廣州」單口貿易，不符英國擴大市場的期待
� 鴉片毒害影響中國人身心健康
� 限定透過「公行」造成不便與糾紛
� 天朝體制未平等尊重他國，英國遣使二次來華交涉失敗
� 英人不滿中國強硬查禁鴉片

大清大清
帝國代表帝國代表

大英大英
帝國代表帝國代表vsvs

辯論擂台 100　高職歷史 A

!

1 2

3 4

西安事變促成第二次的國共合作，也改寫了近現代中國的歷史發展。原來瀕臨被剿滅危機的共產黨

絕處逢生，中日之間的緊張關係卻因國共合作而迅速增溫，導致中日大戰提早爆發。甚至國民黨在

戰爭中逐漸被削弱、共產黨則是日漸壯大，於是戰後國共實力地位的互換，扭轉了歷史的走向。這

場關鍵的西安事變，不只影響日後，在當時也是衝擊甚廣。請同學分組討論，當時國內外的四方勢

力（國、共、蘇、日）對於西安事變可能抱持什麼樣的看法。

國民黨

蘇聯

共產黨

日本

啥!

西安事變後…

 討論 P.100

歷史A—FUN輕鬆：清末戰爭遊戲！

鴉片戰爭

南京條約

國交平等

1840 年

割讓香港

英法聯軍 1857 年

貿易衝突

五口通商

歷史A．搭配第 2章第 3節──共 4套

歷史 A．搭配第 2章第 3節──共 4套

將複雜的清末 4
大戰爭，透由卡牌

上的戰爭名稱、爆

發時間、導火線、

條約內容，學生邊

玩就可以將戰爭

關聯性串聯起來。

問答 P.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