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日治時期，日本四所大學由於在日

本的演習林都是溫帶或寒帶林，因此
在臺灣設置演習林，以研究或培育不
同緯度氣候的森林樹種。臺灣光復時，
雖然當時臺大多次向行政長官公署爭
取接收這四處演習林以為教學使用，
但屢遭拒絕，並統一由行政長官公署
農林處接收。直至1949年，公署才同
意將位於臺灣中部的原東京帝大演習
林移撥給臺大農學院使用，初稱「臺
大演習林」，並於1950年7月1日改稱
「臺大實驗林」，大家熟知的「溪頭
實驗林」即為其中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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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
．日據時期－「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

附屬臺灣演習林」創立於民國前八
年（明治卅七年）。

．臺灣光復後－民國35年由臺灣省行
政長官公署接收，成立林務局「台
灣省第一模範林場」。

．民國38年秋－撥歸臺灣大學。本校
接收之初仍沿用「演習林」之舊名。

．民國39年7月1日－改稱為「國立臺
灣大學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民國91年配合國立臺灣大學之學院
改名－「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
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請將四所帝大演習林撥歸台大的公文稿（34.11.5發文宗字第7號）



農林處拒絕臺大接收四所帝大演習林公文

（農林處34.11.19農秘芳甲字第69號）



請農林處將第一模範林場劃為台大演習林公文

（臺大36.6.30雨巳陷校秘2759號函）



農林處請臺大辦理移交公文
（農林處參捌未銑農人字第12301號代電）



實驗林管理處呈送38年7月至12月工作報告暨39年度事業預定案

（實驗林管理處39.8.24國實林總字第067號代電）



呈送原第一模範林場移交清冊（實驗林41.10.18酉巧國實林總3715號呈）



東京帝大演習林圖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提供）



實驗林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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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日治時期台灣有四個日本本土大學演習
林，最早就是東京帝大演習林，因東京帝
大在日本的幾處演習林都是溫帶或寒帶林，
缺乏熱帶演習林，而本省地勢多山，自海
拔4000公尺以降，其達3000公尺以上者甚
夥，樹種之豐，兼熱暖溫寒各帶，為林業
不可多得之地區。民國紀元前八年（明治
卅七年），由前臺灣總督府撥歸東京帝國
大學為「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
習林」。

（東京帝大之演習林在臺中竹山郡鹿谷莊，
面積五萬六千零卅一甲，多為檜林又可植
茶。）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二、臺灣光復，由日本內地東京、京都、
九州、北海道等四個帝國大學直接管轄
的臺灣演習林，民國35年7月移交給臺
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林務局，成立
第一至第四「模範林場」。雖然接收之
初國立臺北大學極力爭取接收管理所有
之演習林，造成一完全之演習林以為發
展臺灣及內地森林之基礎（臺北大學34
年11月5日宗字第七號呈），然臺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以森林國有為原則，
各演習林須由政府統籌經營，拒絕臺大
接收四所帝大演習林。各模範林場漸失
去示範與試驗性質，成為一般造林、護
林、伐木之普通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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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38年7月1日第一模範
林場（原東京帝國大學臺灣
演習林）撥歸臺灣大學（臺
灣省政府辰漁府綠技字第
19040號代電）；原第三模範
林場撥交省立農學院，後改
名為惠蓀林場。本校接收之
初仍沿用「演習林」之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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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國39年7月1日，改稱為
「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實驗林
管理處」。專攻試驗研究、教
學實習、示範經營、環境保育
之用。涵蓋熱、暖、溫、寒等
不同植物氣候帶，除供森林系
進行林場實習，亦供研究生從
事專題研究，並接受全國各級
學校相關的學生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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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國91年配合國立臺
灣大學之學院改名為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
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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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東京帝大之演習林在臺中竹山郡
鹿谷莊，面積五萬六千零卅一甲，
多為檜林又可植茶。

2：臺北帝大之山林農場在臺中州能
高郡霧社，主要事業為畜牧及墾
植，面積一千二百四十甲，惟分
做兩處，中隔臺中理番課牧場，
如能連成一氣，則本場各處高度
及雨量不同，用作生態學的研究
地，可謂獨一無二。臺北帝大所
有地為一種特殊之農場，而非演
習林，為創造林科之基礎，及管
理和試驗之便利，應作為國立臺
北大學之所有。（臺北大學34年
11月5日宗字第七號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