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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夏季學校」第23回：設市百年‧台中容顏 

招生簡章  
主辦單位：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協辦單位：明台高級中學   
研習日期：2020年7月17～19日（星期五六日，3天2夜） 
研習地點：明台高級中學&台中市地區 

一、夏季學校＆台灣文化協會： 

1921 年台灣仍在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下，台灣知識菁英在內外環境刺激下，為圖謀

台灣文化啟蒙與發展，於該年 10 月 17 日在台北市靜修女中正式成立「台灣文化協

會」。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是台灣人意識覺醒和文化重建的開始，而其所推動的各項

活動，如：成立文化書局、讀報社，舉辦夏季學校、巡迴演講、文化劇公演、美台團

電影放映、音樂會欣賞等，並鼓勵體育活動、注重衛生等，都帶給台灣至深且巨的影

響。 
「夏季學校」為文化協會代表性活動之一，其原旨在對抗日本殖民政府之歧視、

愚民的教育政策與制度，藉以普及大眾智識，啟發民族思想。自 1924 年至 1926 年止

共舉辦過三回，均利用暑假期間，在霧峰林家花園（萊園，今明台高中校址）開辦，

雖然在文協時代只舉辦三回，後因文協分裂而停辦，但透過「夏季學校」，召喚海外台

灣留學生返台和菁英份子傳導新知、促進台灣文明開化與台灣人意識的覺醒，扮演關

鍵重要的角色。 
為承繼「台灣文化協會」前輩們的理念和精神，本會乃於 2001 年舉辦「新世紀

文化運動」系列活動，續辦「夏季學校」第 4 回，著重於台灣文化議題的研習，每年

設定不同的研習主題與內容，至今已舉辦至第 23 回，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熱烈的迴響

與肯定。希望藉由台灣文化的探研，期使國人更瞭解台灣的歷史與文化，熱愛與認同

台灣，進而形塑建構一個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 

二、本次活動緣起： 

    1920年，在內地延長主義的背景下，台灣總督宣稱要扶植台灣人自治，遂有台灣

地方改制的推行，台灣總督府開始進行自統治臺灣以來最重要的行政區域畫分及地方

制度改革—「地方制度改正」，實施「州廳－郡市－街庄」三級制，傳統地名亦以地名

雅化的原則開始改名，很多臺灣的舊地名也因此改變。台灣全島被劃分為5州2廳，下

轄3市47郡，郡下管轄的街庄更是現在臺灣鄉鎮市的基礎和起源，而其中3市就是臺北

市、台中市、台南市。地方制度改正與真正台灣自治雖然距離遙遠，然而台灣人在自

治的動人口號之下，遂以台灣文化協會展開新時代的社會啟蒙運動，更以台灣議會設

置請願運動達到要求台人治台的高潮，因此「地方制度改正」可以說是台灣現代地方

自治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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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台中設市100年，100年來地方行政制度的演變為我們留下哪些歷史記憶

呢？套用惠勒詮釋相對論的說法：物體告訴時空如何變化，時空導引物體如何運動，

我們可以說：行政制度引導著區域時空的變化發展，而區域時空的變化發展也影響行

政制度的制訂，人們的生活歷史就在這交相影響的變化中進行著。第23屆「夏季學校」

將以台中設市100年來行政制度的改變，對於整個台中地區城市規劃、空間發展所帶來

的種種演變進行歷史回顧與實地踏查，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來回顧台中設市百年以來

的歷史容顏風貌。 

 

三、活動特色： 

1. 重返台灣文化協會重鎮、夏季學校的發祥地、林獻堂的故居—霧峰林家花園（現

今明台高中），在全台唯一古蹟花園上課，住宿前省議會古蹟會館，尤能感受歷

史與文化氛圍。 

2. 針對主題邀請各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並安排「霧峰林家花園博物館園

區巡禮＆台中公共行政建築史蹟踏查」，拜訪相關的歷史建築或遺跡，讓學員不

但只是聆聽到歷史，並在實際生活中體驗到活生生的歷史。 

3. 課程方式務求活潑化，為強化學員之間的互動，安排座談會及小組討論，期使大

家針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分享心得，提升學員的興趣和參與意願。 

4. 將台中市發展的過去歷史到現在面貌做完整的發展歷史解析，建構以台灣認同為

主體的新史觀，為以台灣為思考中心的歷史教育紮根。 

 
四、活動時間：2020 年 7 月 17～19 日（週五六日；3 天 2 夜） 

五、上課地點：台中霧峰明台高中（台中市霧峰區萊園路 91 號） 

＊在全台唯一古蹟花園學校【萊園/林家花園】上課！ 

六、住宿地點：議蘆會館（原臺灣省議會議員宿舍改建之古蹟會館） 

＊在全台唯一古蹟花園【萊園/林家花園】的學校上課喔！ 

七、招收名額：80 人（依照報名先後次序，額滿為止） 

八、報名：2020年6月1日（週一）中午12點正式開放線上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