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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學系成立於1947年，到今年2010，已逾一

甲子歲月。

本校在臺北帝大時期、理農學部分立為二

學部時，農學部共有19講座，其中並無森林相關

學科，後雖有計畫逐步擴增至45個講座，包括設

置造林學、林產利用、森林經理、林政學等4講

座，但因二次世界大戰日軍失利，增設講座之計

畫中輟，未能達成，當時雖已增至24講座，惟森

林學科仍付諸闕如。而臺北帝大創校之初，合併

臺北高等農林學校，更名附屬農林專門部，並於

1925年4月設置林學科招生，培育高級林業科技人

才，可稱作是臺大高等林業教育之濫觴。1943年

4月，附屬農林專門部自臺北帝大分離，遷往臺

中市，改制為臺中高等農林學校（臺灣光復後改

制為省立臺中農學院，即今之中興大學）。自此

臺大森林學科系完全付闕，成為斷層。直到1947

年，森林學系成立，才填補此一缺憾。

1945年臺灣光復，我國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

學，成立國立臺灣大學。當時臺灣的林地面積占

全省土地總面積70%，本校為全省唯一的一所大

學，卻未設森林學系，省政當局鑑於戰後森林復

原與林業建設之重要，培育林業人才迫切，乃與

臺大研商籌設森林學系，經報請教育部核准，於

1947年8月開始招生。在此之前的5月間，農學院

院長王益滔教授，特於上海大公報撰文介紹臺大

農學院，並預告農學院即將增設森林學系。

現今校園望樂樓庭院有一列老舊平房，目前

作為化工系綠色化學程序及光電晶體材料實驗室

（圖片見本刊66期60頁建物篇），原是農林專門

部於1936年興建的林學實驗室，1943年農專遷往

臺中後，即交由新成立的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使

用，作為纖維化學研究室，由大野一月教授主

持。未久臺灣大學成立，歸併於農業化學系，纖

維化學研究室由金孟武講師接管，日籍教授大野

留用。研究室保留有儀器設備123件，日文圖書

200餘冊。1947年8月農學院將此一列平房連同設

備、人員一併撥交森林學系作為建系基礎，臺灣

大學森林學系，於焉誕生。至今（2010）已經過

63年。

森林學系創系主任由時任臺灣省林業試驗所

所長林渭訪教授兼任。在籌設期間，位於南京的

國立中央大學森林系主任梁希教授，也曾積極參

與，並推薦周慧明與周光榮教授伉儷來系任教，

給予多方協助。第一屆招生時，並委託中大在南

京考區代招，錄取3名，來臺就讀。1948年2月，

梁希教授與長春大學農學院院長朱惠方教授聯袂

來臺考察林業為時5周，到臺大森林系訪問座談

時，還曾詢問中大代招之學生是否在座，殷切關

懷。

森林學系第一屆學生僅6人，第一學年課程

多為一般共同科目，另有植物學、動物學、地質

學、氣象學，都到各專門科系上課，森林系本身

不開課。行政工作亦極單純，尚可應付。1948年

夏，森林系成立一周年，林渭訪教授堅辭系主任

職，並推介周光榮教授擔任系主任，然周慧明、

周光榮兩位教授因家務請辭，並未就任，旋即返

回南京中大。日籍教授大野一月則被遣返日本。

此時教育部因見臺大森林系的師資、經費、館

舍、設備等皆嚴重不足，遂有裁撤之議，原有學

生可無條件轉入農學院任一系就讀。此一信息傳

森林館奠基50年
文•圖／路統信（1949哲學系肄；1963年森林系畢；1993臺大農學院技正退休）

原農學院森林學系，現已更名為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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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幸有梁希教授在南京就近到教育部奔走呼籲；在臺北則有林

產管理局副局長兼臺大森林系教授邱欽堂及臺灣省農林廳技正康

瀚率學生向省參議會陳情，並聯絡《中華日報》、《新生報》記

者撰文報導，強調森林為臺灣之命脈，培育林業人才為當務之

急，臺大森林系經籌畫年餘，甫成立一年，豈可輕言撤銷，一時

造成輿論，獲得各方支持，終讓教育部打消裁撤之意。同時梁希

教授推介了長春大學農學院院長朱惠方教授來臺接任系主任，至

此撤系風波始告平息。

朱惠方教授早年赴德留學，進入普魯士林業大學研究林產利

用，畢業後初任教於奧地利墾殖大學，回國後曾任北平大學農學

院、浙江大學、西北農學院等校教授，金陵大學（成都）森林

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應聘來臺，專任本校森林系教授兼系主

任，全心致力於系務開展。朱主任本身主持林產利用研究室，次

年5月延聘甫自美國學成歸國的王子定副教授，自上海來臺主持

造林研究室；8月聘請在臺紙公司林田山林場服務的周楨教授，

主持森林經理學研究室。至此，森林學系造林、經營、利用三主

科具備，組織架構初成。

1949年初，傅斯年校長到校視事，得悉森林系全系侷促校內

一隅兩間實驗室內的窘況後，當下決定為森林系建築新房舍，隨

即覓地、規畫、施工，3個月後，在食堂（今之第一會議室）南

側建築一列磚造平房館舍竣工。有辦公室、圖書室、教室、森林

經理、造林學、樹木學、林政學等研究室。舊有的兩間林產利用

研究室及實驗室仍保留。新建的館舍看似平實無華，在當時的物

資缺乏條件下已是難能可貴。全系師生均十分滿意與珍惜。同年

7月1日，在傅校長的積極爭取下，臺灣省屬第一模範林場（原東

京帝大臺灣演習林）撥交臺大，成立「臺灣大學農學院演習林管

理處」（次年改為實驗林），對森林系之發展，給予極大鼓勵與

助力，可謂雙喜臨門。臺大實驗林面積33,522公頃，占臺灣土地

總面積約1%。設若當年森林學系裁撤，今日臺大也就不可能擁

有這座面積廣闊、資源豐富的林地了。

1958年新建森林館4層大樓竣工，森林系全部遷入新大樓，

舊館一列平房移交總務處保管組、工務組及購運組辦公室使用。

原森林利用及纖維化學研究室舊屋則移交植物學系作為研究室及

實驗室。總務處三組使用之房屋後經拆除改建大樓，即今註冊組

位置之行政大樓後棟。

森林館大樓共4層，建築面積1,139坪（約3,760平方公尺），

美輪美奐，是臺大成立後自籌經費興建的第一幢大樓建築，當時

耗資約新臺幣4百萬元。其中大部分是在一次大颱風後，實驗林

整理風倒木及早期殘材標售木材所得款。

1949年1月傅斯年校長到任後，見新成立年
餘的森林系侷促在校園角落，決定優先為森
林系建造房舍，位置即現今之註冊組基地上
一列磚造的平屋瓦房。

房舍座北朝南，後方為全校唯一的大食堂
（今第一會議室）；前庭原有一列蒲葵數十
餘株（現東西兩端尚各存有3株，中間約有
10株被砍除，作為花圃用地）。蒲葵樹南側
一列舊屋，原為化學實驗室，現在是理髮室
和洗衣部使用。

兩張照片分別自東西兩端拍攝。
上圖：西端由今之信件室方向進入。
下圖：東端由現在的共同教室大樓、3棵琉
球松所在小徑進入。
東西兩端的小徑是行人走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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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系遷入森林館後，邁入了一個新的里

程。1樓是森林土壤、林產化學、木材物理研究

室及實驗室、視聽大教室等； 2樓為農學院辦公

室、會議室、圖書室、閱覽室。另有造林、森林

經理研究室、林產利用實驗室； 3樓為臘葉標本

室、木材標本室、樹木學研究室及多間實驗室及

實習教室；4樓為寬廣的圖書期刊閱覽室。圖書室

藏書鋼架購自英國。臘葉標本室則是以帝大園藝

講座時期田中長三郎教授等歷年蒐集之植物標本

為基礎，經長期持續採集、交換，發展成為典藏

3萬餘張之大型標本室。種子標本室有省產及日

本、馬來亞、美國、加拿大、德國等國蒐集之種

子數百種。木材標本則有600餘種。

此後30年間，森林學系得到充分發展、達到

高峰。1964年成立森林研究所，碩士班開始招收

研究生，分為：造林、林產、森林經理及樹木學

4組。1967年大學部實施分組，分為：育林組、森

林經營組、森林工業組、森林植物組，此階段之

分組，係為未來升格為學院作準備。但由於環境

轉變，迄今未能達成設立森林學院之願望。1974

年森林研究所博士班設立，至此始建構完成林業

高等教育學制系統。

1987年以後，為因應環境資源保育趨勢及現

代科學研究觀念之轉向，研究所之樹木組及大學

部之森林植物組合併改稱森林資源保育組。1991

年，系、所之森林經營組改稱資源管理組。實驗

1960年代的森林館。其東側振興草坪位置的老舊建築，暫供保健
室和理髮室使用。

森林館的建成，使椰林大道向前延伸，道旁新栽大王椰幼樹，
成為臺大校園的新開發區。

1958年森林館興建完成。圖為粉刷工程未完工時，施工鷹架尚
未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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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一棟棟新建高樓對比下，森林館顯得老舊許多，館外的南洋杉樹群，則是風華正盛（2009）。

林管理處在原有的實習、研究、教學、推廣四大

宗旨之外，又增加了自然資源保育與森林旅遊兩

大任務。

為致力森林復育、育林、撫育、生物技術等多

目標經營，以及永續林業、生物材料、水土保持、

森林環境及自然資源保育等研究及應用，培養高等林

學及林業人才，2004年，森林系、所同時更名為：森

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所，不再分組。

多年後，在衛生保健中心後側增建一棟4層樓林產

館，另自省林務局收回水工試驗所東側的航空測量館，

作為航空測量研究室。農業綜合館大樓建成後，生農學

院有了永久的館舍。森林館全部回歸森林系所使用。森

林館歷經50餘年歲月，現在的外觀看來已有些蒼老，而

早年館前所種植的肯氏南洋杉樹群，樹冠高聳，已超越3

樓的高度。

1980年代在椰林、龍柏、茶花、杜鵑花木掩映下的森

林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