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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第（一）章 明 代 

明朝天啟年代以前，基隆河流域內湖段兩岸，有麻里折口（錫口）社

（Kimali-tig Sowan，今松山饒河街一帶）、里族社（Litsock，今民權大橋東

橋頭南側的舊宗路一段附近）、搭搭攸社（Tataya， 今臺北松山機場一帶）

三個平埔族凱達格蘭人的部落，在此居住，過著狩獵、漁撈和簡易的農耕生

活。 

◎ 崇禎五年（西元 1632 年） 

西班牙人派遣牧師溯淡水河，進入臺北平原，招降武嘮灣社（Pulauan，今新

莊一帶）。 

◎ 崇禎六年（西元 1633 年） 

西班牙人開拓大浪泵社（Paronpon，今大同區大龍峒一帶），治理搭搭攸

社、麻里折口（錫口）社、里族社。 

第（二）章 清 代 

◎ 嘉慶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西元 1798 年） 

福建臺灣北路淡防總捕分府加五級紀錄十次的李明心發給內湖庄簡乾恭遺產

糾紛案之告示 

碑，防止日後簡姓族人再冒繼控爭；告示碑今立於康寧路一段 236 號。 

◎ 光緒五年三月十九日（西元 1879 年） 

偕叡理牧師（或稱馬偕博士 1844－1901）前來內湖、北勢湖和劍潭、八芝蘭

（今士林）佈教。 

◎ 光緒九年（西元 1883 年） 

郭章龍鄉試中秀才（生員） 

◎ 光緒十一年（西元 1885 年） 

賴維邦鄉試中秀才（生員） 

◎ 光緒十七年八月（西元 1891 年） 

郭文鴻發起募捐，籌集貳仟伍佰圓，興建「碧山巖」新廟（今正殿前身）。 

第（三）章 日治時期 



◎ 明治三十年四月（光緒 23 年；西元 1897 年） 

秀才賴維邦授佩日本政府紳章 

◎ 明治三十三年三月（光緒 26 年；西元 1900 年） 

地方仕紳郭文鴻授佩日本政府紳章 

◎ 明治三十三年三月（光緒 26 年；西元 1900 年） 

秀才郭章龍授佩日本政府紳章；同年，被推薦為錫口（松山舊名）保甲局

長。 

◎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七日（光緒 31 年；西元 1905 年） 

錫口公學校內湖分校（內湖國小前身）設立許可 

◎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光緒 31 年；西元 1905 年） 

錫口公學校內湖分校設立於港墘，借用吳宅作為教室，此日開始教學活動。 

◎ 明治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光緒 32 年；西元 1906 年） 

地方仕紳郭文鴻逝世，享年六十四歲。 

◎ 明治四十年七月（光緒 33 年；西元 1907 年） 

十四份圳核定為公共埤圳，歸臺北廳長管理，當時向勸業銀行貸款三千九百

六十三圓作為修改水門及其他附屬建築物之費用；同年十二月竣工。 

◎ 明治四十一年五月（光緒 34 年；西元 1908 年） 

內湖陂核定為公共埤圳；同年十一月組織合作社，歸臺北廳長管理；該埤為

內湖陂和蕃仔圳合稱。 

◎ 明治四十二年三月（光緒 35 年；西元 1909 年） 

郭華瑞授佩日本政府紳章；翌年擔任內湖區長，未幾辭職。 

◎ 明治四十三年七月一日（光緒 36 年；西元 1910 年） 

錫口支廳區民負擔九千餘圓的募捐，進行錫口公學校內湖分校校舍建設；校

址為當今內湖國 

小校址。 

◎ 明治四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光緒 37 年；西元 1911 年） 

錫口公學校內湖分校首屆學生畢業；畢業生有 11 名。 



◎ 明治四十四年九月十日（光緒 37 年；西元 1911 年） 

錫口公學校內湖分校校舍落成 

◎ 明治四十五年二月（民國 1 年；西元 1912 年） 

前內湖區長郭華瑞逝世，得年五十八歲。 

◎ 大正二年四月一日（民國 2 年；西元 1913 年） 

錫口公學校內湖分校獨立設校，改稱內湖公學校；首任校長杉浦重照（日

籍）。 

◎ 大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民國 2 年；西元 1913 年） 

錫口支廳長貴島勇熊召集保正、甲長會議，會場設於內湖公學校。 

◎ 大正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民國 3 年；西元 1914 年） 

內湖公學校首屆畢業生郭國正農事試驗場畢業，轉往日本愛知縣農林學校留

學。大正六年四月十七日（民國 6 年；西元 1917 年）郭國正從日本愛知縣

農林學校，學成返鄉。 

◎ 大正三年十一月（民國 3 年；西元 1914 年） 

有鄉試生員（秀才）身分的賴維邦逝世，享年七十五歲。 

◎ 大正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民國 5 年；西元 1916 年） 

臺灣總督府臺北廳長加福豐次主持內湖區役場落成典禮；原址位於今內湖分

局處（內湖路二段 261 號）。 

◎ 大正七年（民國 7 年；西元 1918 年） 

五分吊橋通車，橋面舖設輕便鐵路，提供運輸煤炭使用。 

◎ 大正九年三月十五日（民國 9 年；西元 1920 年） 

「內湖信用購買組合」（內湖區農會前身）創立，團（會）員有 623 員。 

◎ 大正九年十月一日（民國 9 年；西元 1920 年） 

施行「州市街庄」制，將南港區合併為內湖庄；首任庄長郭華讓。 

◎ 大正十年九月十六日（民國 10 年；西元 1921 年） 

內湖庄役場於內湖公學校，舉辦「觀月會」（月光晚會），出席人員包括內



湖庄役場職員、派出 

所警察官、內湖公學校教職員和地方人士。 

◎ 大正十一年七月五日（民國 11 年；西元 1922 年） 

內湖庄舉行「國語（日語）普及會」結業式，七星館郡守列席指導。 

◎ 大正十二年四月十六日下午（民國 12 年；西元 1923 年） 

內湖公學校三年級以上師生，赴松山火車站，列隊歡迎日本皇太子昭和蒞

台。 

◎ 大正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民國 13 年；西元 1924 年） 

內湖前區長郭章龍喪禮 

◎ 大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民國 13 年；西元 1924 年） 

郭華讓庄長題字「碧山」，舊石碑今存立碧山巖。 

◎ 大正十三年十一月一日（民國 13 年；西元 1924 年） 

新任內湖第二任庄長郭國仕就職（民國 21 年 9 月 30 日卸任） 

◎ 大正十三年（民國 13 年；西元 1924 年） 

峰碧山 圓覺寺設立於小尖山，此乃內湖地區第一座佛教寺院；開山住持為達

淨師（俗名廖守加）。 

◎ 大正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民國 14 年；西元 1925 年） 

碧山巖廟重建落成 

◎ 昭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民國 18 年；西元 1929 年） 

「內湖庄業佃會」創設成立；會員有 796 人。 

◎ 昭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民國 19 年；西元 1930 年） 

「內湖庄畜產組合」創設成立；會員有 1,500 人。 

◎ 昭和七年四月十八日夜間（民國 21 年；西元 1932 年） 

內湖前「總理」、「區長」李光煥病逝，享年八十二歲。 

◎ 昭和七年十月一日（民國 21 年；西元 1932 年） 

郭華讓庄長再度任命，郭國仕舊庄長卸任。同年十月八日新舊庄長「送迎

會」。 



◎ 昭和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民國 22 年；西元 1933 年） 

「內湖庄出荷組合」創設成立；會員有 112 人。 

◎ 昭和十年八月十九日（民國 24 年；西元 1935 年） 

內湖橋舉行通車典禮，臺北州野口知事親臨主持；總工程費計貳萬伍仟參佰

陸拾圓，臺北州政 

府負責壹萬柒仟參佰陸拾圓，另由內湖庄役場和地方人士各負擔肆仟圓。 

◎ 昭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十時起（民國 24 年；西元 1935 年） 

內湖公學校舉辦創校三十週年慶祝活動，教育課長、郡守、視學等貴賓多人

參加。 

◎ 昭和十年（民國 24 年；西元 1935 年） 

太陽堂於今碧山路二號重建完成，奉祀主神為太陽星君和太陰娘娘。 

◎ 昭和十一年十月七日（民國 25 年；西元 1936 年） 

郭華讓繼續擔任第三任內湖庄長 

◎ 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民國 26 年；西元 1937 年） 

中日戰爭爆發；同年八月十日，臺北州實施燈火管制。 

◎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上午十時（民國 26 年；西元 1937 年） 

內湖新庄役場落成典禮，庄長郭華讓擔任典禮主持人；地址位於今內湖派出

所處（內湖路二段 342-1 號）。 

◎ 昭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凌晨二時（民國 27 年；西元 1938 年） 

內湖前庄長郭國仕逝世；七月二十三日舉行葬禮。 

◎ 昭和十七年四月中旬（民國 31 年；西元 1942 年） 

金龍禪寺首度動土興工；之後不久，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工程受影響而

停擺。 

◎ 昭和十八年三月（民國 32；西元 1943 年） 

內湖公學校五分分教場（今東湖國小前身）設立；同年，四月一日開學。 



◎ 昭和二十年四月（民國 34；西元 1945 年） 

「內湖公學校洲尾分教場」設立（場址設於今潭美派出所處），班級數一

班。 

◎ 昭和二十年五月三十一日（民國 34；西元 1945 年） 

盟軍飛機（以美軍為主）大舉轟炸臺北地區，內湖金面山區亦受美軍 B 24 轟

炸機投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之森林，慘遭焚毀。 

第（四）章 民國－1 

內湖鄉時期 內湖區時期 

內湖鄉時期 

◎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西元 1945 年） 

˙內湖鄉第一任派任鄉長林老英到職兼任（當時任職內湖國民學校校長）；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卸任。 

˙內湖國民學校校長林老英奉令接管校務 

 

◎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西元 1945 年） 

原行政區域名稱「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庄」，改為「臺北縣七星區內湖鄉」。 

 

◎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西元 1946 年） 

臺北縣七星區「內湖鄉公所」新成立，等級為三；首任派任鄉長林老英（任

期從民國 34 年 11 月至民國 35 年 8 月止）。全鄉計有十一村。 

 

◎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一日 （西元 1946 年） 

出生內湖的游彌堅擔任臺北市第二屆派任市長；民國三十九年二月五日卸

任。 

 

◎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西元 1946 年） 

藍文就職臺北縣參議員；藍氏係代表內湖鄉選出（同年 4 月 7 日間接選舉

投票產生）。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六日，南港鎮從內湖鄉劃出後，藍氏仍繼

任。 

 

◎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西元 1946 年） 

https://nhd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14624B66DAE97712&sms=182753B4C8854F02&s=DE1509045305F218#5


˙內湖公學校五分分教場獨立設校，改稱為「臺北縣內湖鄉五分國民學

校」，首任校長曾金印。民國五十七年九月，改稱為「臺北市內湖區東湖國

民小學」。 

˙內湖公學校洲尾分教場獨立設校，易名為「臺北縣內湖鄉潭美國民學

校」，首任校長林金筆（同年 6 月到職）。民國五十七年七月，實施九年

國民教育，校名改為「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 

 

◎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六日 （西元 1946 年） 

南港由內湖鄉劃出而成立南港鎮，首任鎮長蕭貴川。 

 

◎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西元 1946 年） 

原「內湖鄉農業會」之經濟部門，改組易名為「內湖鄉合作社」；同年九

月，辦理登記。設理事七人、監事三人（主席為張寶），會員有 1,805 人。 

 

◎ 民國三十五年 月 日（西元 1946 年） 

內湖鄉第一屆村長名單為大湖（含碧山）村長林阿扁、五分村長黃傳塗、內

湖村長張寶、內溝村長廖金龍、石潭村長游己勝、西湖（含洲子）村長汪朝

成、港墘村長何秋霖、週美村長林丙丁、葫洲村長王蘇鑒、紫陽村長郭華

任、湖興村長林清火。 

 

◎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 （西元 1947 年） 

謝水柳就職地方自治前內湖鄉第一屆間接選舉鄉長，林作文任副鄉長；任期

從是日起至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底止。 

 

◎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西元 1948 年） 

連絡週美與南港玉成地區的「長壽橋」竣工，正式開放通行。 

 

◎ 民國三十七年（西元 1948 年） 

內湖鄉第二屆村長名單為大湖村長林阿扁、五分村長黃傳塗、內湖村長張

寶、內溝村長許 咖陡 、石潭村長游己勝、西湖村長劉查某、洲子村長許登

樹、港墘村長何秋霖、週美村長張進火、葫洲村長王再來、紫陽村長劉添

命、湖興村長王金生、碧山村長黃明月。 

 

◎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一日 （西元 1949 年） 

林金子就職地方自治前內湖鄉第二屆間選鄉長，郭金田任副鄉長；任期從是

日起至民國四十年六月底止。 

 



◎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零時起（西元 1949 年） 

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宣告本日零時起，臺灣全省執行戒嚴。 

 

◎ 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西元 1949 年） 

「臺北縣內湖鄉農會」舉行成立大會；各界貴賓均受邀觀禮。民國五十七年

七月一日起，易名為「臺北市內湖區農會」迄今。 

 

◎ 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西元 1950 年） 

葉金火當選臺北縣議會民選第一屆第五選區議員，民國四十年一月四日就

職，任期兩年。 

 

◎ 民國三十九年 月 日（西元 1950 年） 

內湖鄉第三屆村長名單為大湖村長林再發、五分村長黃傳塗、內湖村長張

寶、內溝村長林進益、石潭村長游己勝、西湖村長劉查某、洲子村長許登

樹、港墘村長何秋霖、週美村長張進火、葫洲村長王再來、紫陽村長劉添

命、湖興村長王金生、碧山村長黃明月。 

 

◎ 民國四十年三月十二日 （西元 1951 年） 

前內湖庄長郭華讓逝世；郭華讓生於民前二十四年十月六日，擔任公職三十

餘年，曾為臺北州青果輸出組合長、內湖信用組合長、內湖庄長等職務。 

 

◎ 民國四十年七月一日 （西元 1951 年） 

內湖鄉第一屆民選鄉長林金子就職 

 

◎ 民國四十一年三月中旬（西元 1952 年） 

金龍禪寺邀請章嘉活佛再次動土重建，經一年餘之施工，耗資二千餘萬元興

建完成；開山住持玄信法師（俗名陳成芬）。 

 

◎ 民國四十二年一月十六日 （西元 1953 年） 

謝通、葉金火就職臺北縣議會第二屆議員；任期兩年。 

 

◎ 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西元 1953 年） 

內湖鄉第四屆村長投票選舉，當選名單為大湖村長林再發、五分村長黃傳

塗、內湖村長張壎堉（同年 11 月 22 日選舉）、內溝村長林進益、石潭村

長游阿井、西湖村長劉查某、洲子村長許登樹、港墘村長何秋霖、週美村長

林丙丁、葫洲村長王再來、紫陽村長劉添命、湖興村長王金生、碧山村長林

紅磚。 



 

◎ 民國四十二年七月一日 （西元 1953 年） 

林金子連任內湖鄉第二屆民選鄉長；民國四十五年六月底卸任。 

 

◎ 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六日 （西元 1955 年） 

吳阿明就職臺北縣議會第三屆議員；任期三年。 

 

◎ 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西元 1955 年） 

內湖鄉第五屆村長投票選舉，當選名單為大湖村長朱阿慶、五分村長蘇清

裕、內湖村長張梁玉蘭、石潭村長游阿井、西湖村長劉查某、洲子村長許登

樹、港墘村長許相雨、週美村長林丙丁、紫陽村長劉添命、湖興村長王金

生。同年五月一日投票選舉，內溝村長邱金聲、葫洲村長王再來、碧山村長

林金得。 

 

◎ 民國四十五年七月一日 （西元 1956 年） 

內湖鄉第三屆民選鄉長郭金田就職；民國四十九年一月卸任。 

 

◎ 民國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西元 1958 年） 

林再和、吳阿明就職台北縣議會第四屆議員；任期三年。 

 

◎ 民國四十七年五月二日 （西元 1958 年） 

內湖鄉第六屆村長投票選舉，當選名單為大湖村長林阿龜、五分村長王水

蛙、內湖村長郭鄭阿彬、內溝村長鄒聰敏、石潭村長游阿井、港墘村長許相

雨、週美村長林丙丁、葫洲村長王再來、紫陽村長謝象、湖興村長王金生。

同年五月四日投票選舉，西湖村長顏德旺、洲子村長許登樹。同年五月十八

日投票選舉，碧山村長郭盧火土。 

 

◎ 民國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西元 1958 年） 

湖光佈道所（後易名為湖光基督教會）禮拜堂舉行動土典禮，邀請盧祺沃牧

師主持。 

 

◎ 民國四十八年八月（西元 1959 年） 

內湖國民學校碧湖分班設立，由莊金富兼職分班主任；隔年，改為碧湖分

校。 

 

◎ 民國四十九年一月十六日 （西元 1960 年） 

內湖鄉第四屆民選鄉長劉查某到職；民國五十三年二月卸任。 



 

◎ 民國四十九年二月十日 （西元 1960 年） 

內湖郵局創立，等級為三等乙級郵局（民國 78.01.01 改升為一等甲級郵

局）；首任局長王何添。 

 

◎ 民國五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西元 1961 年） 

吳阿明、謝通就職臺北縣議會第五屆議員；任期三年。 

 

◎ 民國五十年四月三十日 （西元 1961 年） 

內湖鄉第七屆村長投票選舉，當選名單為大湖村長林阿龜、五分村長王再

建、內湖村長郭鄭阿彬、內溝村長林奮梓、石潭村長游阿井、西湖村長顏德

旺、洲子村長郭詩武、港墘村長許相雨、週美村長林丙丁、葫洲村長王再

來、紫陽村長謝象、湖興村長林山峰、碧山村長黃茂盛。 

 

◎ 民國五十年五月十四日 （西元 1961 年） 

內湖天主堂創建，比利時籍胡文義神父掌理首任堂主任。 

 

◎ 民國五十年八月一日 （西元 1961 年） 

「碧湖分校」獨立升格為「臺北縣立內湖鄉碧湖國民小學」；同年十月五

日，指派郭國義為首任校長。 

 

◎ 民國五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西元 1964 年） 

吳阿明就職台北縣議會第六屆議員，任期四年。 

 

◎ 民國五十三年三月一日 （西元 1964 年） 

內湖鄉第五屆民選鄉長林金子就職 

 

◎ 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九日 （西元 1965 年） 

內湖鄉第八屆村長投票選舉，當選名單為大湖村長郭生地、五分村長林良、

內湖村長郭鄭阿彬、內溝村長林奮梓、石潭村長盧望、西湖村長顏德旺、洲

子村長張木生、港墘村長許相雨、週美村長林阿財、葫洲村長王再來、紫陽

村長郭萬生、湖興村長林山峰、碧山村長黃茂盛。 

 

◎ 民國五十四年七月五日 （西元 1965 年） 

「私立西湖商業職業學校」創立，創辦人兼首任校長趙筱梅；民國五十七年

七月，增設工科，校名改為「私立西湖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 民國五十四年八月一日 （西元 1965 年） 

天主教臺北市私立方濟中學奉准招收男生，首任校長為方濟會士申培謙神

父。 

 

◎ 民國五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西元 1965 年） 

「私立德明行政管理專科學校」核准成立，設五年制普通行政、財稅行政和

會計等三科；首任校長兼董事崔載陽，第一任董事長鄭彥棻。民國六十三年

六月二十一日，易名為「私立德明商業專科學校」；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一

日，升格改制為「德明技術學院」。 

 

◎ 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一日 （西元 1966 年） 

天主教耶穌聖嬰方濟會修女主辦的「方濟中學女生部」正式成立；首任校長

申培謙神父，李默先修女主持女生部校務。民國六十年，奉准獨立設校，易

名為「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 

 

◎ 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一日 （西元 1967 年） 

設於內湖路一段 91 巷 15 號的「臺灣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開幕典

禮。該公司為日商太陽誘電株式會社 100 % 出資設立，初期投資額新台幣 

18,554,200 元；土地面積有 4,943 坪 。 

 

◎ 民國五十七年四月一日 （西元 1968 年） 

由內湖鄉選出的第六屆縣議員吳阿明，今宣誓就職；另外，加聘為臺北市臨

時市議員，任期至臺北市第一屆市議員選出就職前止（民國 58 年 12 月 25 

日 ）。 

 

◎ 民國五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西元 1968 年） 

臺灣省政府令臺北縣政府，內湖鄉暫行禁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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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五十七年七月一日 （西元 1968 年） 

˙「臺北縣內湖鄉」改隸院轄臺北市，成為「臺北市內湖區」；首任派任區

長林金子就職。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設立，首任分局長莊亨岱。 

˙原名「私立復興戲劇學校」改制國立，更名為「國立復興戲劇實驗學

校」，同時遷址內湖，首任校長王振祖。 

 

◎ 民國五十七年八月一日 （西元 1968 年） 

內湖國中正式設立，是內湖區第一所國民中學，首任校長周神妙。 

 

◎ 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西元 1968 年） 

于斌樞機主教創辦的「私立康寧護理助產職業學校」正式立案，首任校長賈

祟言。 

 

◎ 民國五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西元 1969 年） 

連接週美里與南港、松山地區的唯一橋樑——長壽吊橋，臺北市政府自此日

起進行整修工程。 

 

◎ 民國五十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西元 1969 年） 

「臺北市內湖區民眾服務社」於內湖路二段 338 號成立；第一屆理事長為

劉文祥。 

 

◎ 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十日 （西元 1969 年） 

內湖區原自五十七年四月底，經由臺北縣政府公告，實施禁建一年；至本

（四）月二十九日屆滿後，決定再公告延緩兩個月。 

 

◎ 民國五十八年六月八日 （西元 1969 年） 

臺北市改制院轄市後，首屆第二期里長選舉投票；當選的十三名里長，分別

為大湖里長郭生地、五分里長林良、內湖里長郭鄭阿彬、內溝里長邱金聲、

石潭里長江安壽、西湖里長顏德旺、洲子里長許乾元、港墘里長郭富雄、葫

洲里長王再來、週美里長林阿財、紫陽里長林萬生、湖興里長林山峰和碧山

里長林金得。同年七月十六日就職。 

 

◎ 民國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西元 1969 年） 

內湖區主要都市規劃，內政部尚未通過核定，禁建令再延期開放。 

 

◎ 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五日 （西元 1969 年） 



洲仔尾渡船超載乘客，發生翻船慘案；二十餘名落水乘客中，有二人溺斃。 

 

◎ 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西元 1969 年） 

臺北市議會第一屆議員選舉投票；第四選舉區（內湖、南港）當選人張宗

明、林穆燦、陳健治。 

 

◎ 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西元 1969 年） 

耗資新台幣二百五十萬元整修費用的長壽吊橋，重新開放行人通行。 

 

◎ 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一日 （西元 1970 年） 

麥克阿瑟公路成功路口立體匝道工程，舉行通車典禮。 

 

◎ 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十日 （西元 1970 年） 

跨越內湖、南港間的成功大橋，正式興工；總工程費四千餘萬元。 

 

◎ 民國六十年五月（西元 1971 年） 

內湖區第二位派任區長孟範到職 

 

◎ 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上午十二時（西元 1971 年） 

第二屆臺北市長游彌堅病逝；游市長光緒二十三年農曆九月二十六日誕生於

內湖游厝，享年七十五歲。 

 

◎ 民國六十一年一月五日 （西元 1972 年） 

內湖特定區開發處成立，調派空軍中將袁和就職處長；同年十二月底撤銷該

處，開發計畫宣告中止。 

 

◎ 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西元 1973 年） 

臺北市第二屆第二期里長選舉投票；當選的十七名里長為大湖里郭生地、五

分里林正雄、內湖里郭鄭阿彬、內溝里林穆強、石潭里江安壽、西湖里顏德

旺、洲子里張木生、清白里徐秀峰、港漧里郭富雄、葫洲里王再來、週美里

林阿財、紫星里彭茂華、紫陽里林萬生、紫雲里楊毓文、湖興里林山峰、瑞

陽里郭萬生和碧山里林金得。同年七月十六日宣誓就職。 

 

◎ 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西元 1973 年） 

臺北市議會第二屆議員選舉投票；第二選舉區（松山、內湖、南港）當選人

譚鳴皋、王博文、荊鳳崗、陳健治、林利錟、張宗明、陳俊雄、林穆燦、周

英英（婦女保障名額）。 



 

◎ 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十九日 （西元 1975 年） 

臺北市第二屆第三期里長選舉投票；當選的三名里長為行善里林復振、金龍

里游再興和瑞光里撒世鈞。同年二月十六日宣誓就職。 

 

◎ 民國六十五年二月十六日 （西元 1976 年） 

臺北市政府發佈實施大湖里附近地區的都市細部計劃；計劃面積約 24.30 公

頃。 

 

◎ 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西元 1976 年） 

天主教達人女子中學核准立案；校長朱秀榮。民國七十年七月十三日，升為

「達人女子高級中學」，並附設國中部。 

 

◎ 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西元 1977 年） 

中山高速公路臺北、內湖段竣工通車。 

 

◎ 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西元 1977 年） 

臺北市議會第三屆議員選舉投票；第二選舉區（松山、內湖、南港）當選人

秦茂松、陳順珍、陳俊雄、譚鳴臬、陳健治、荊鳳崗、闕河源、林穆燦、王

昆和、林利錟、周英英（婦女保障名額）。 

 

◎ 民國六十七年二月一日 （西元 1978 年） 

臺北市政府在新里族段內溝火炭坑小段和五分小段，舉辦內湖第一期市地重

劃；面積計 33.6328 公頃。 

 

◎ 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一日 （西元 1978 年） 

西湖國民小學創立，首任校長林勝澤。 

 

◎ 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一日 （西元 1979 年） 

內湖區農會發行支票，參加票據交換作業，正式納入金融體系。 

 

◎ 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一日 （西元 1979 年） 

˙「麗山國民中學」正式成立，首任校長蔡添順。 

˙「康寧國民小學」正式成立，首任校長李調棟。 

 

◎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元 1979 年） 



財團法人臺北市全臺葉姓祖廟舉行新宗祠落成典禮，供奉葉姓始祖葉諸梁

公。 

 

◎ 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西元 1980 年） 

內湖區農會與臺北市農會共邀碧山里、內溝里農友約三十人，遠赴苗栗大

湖，舉辦草莓栽培觀摩。 

 

◎ 民國六十九年五月（西元 1980 年） 

內湖區第三位派任區長歐文到職 

 

◎ 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九日 上午八時（西元 1980 年） 

內湖區農會總幹事黃金德代表臺北市農會，參加總統府擴大早餐會。 

 

◎ 民國六十九年八月三十日 （西元 1980 年） 

內湖區首份社區雜誌《湖濱報導》創刊發行；范增平擔任「湖濱報導雜誌

社」發行人。 

 

◎ 民國六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夜間（西元 1980 年） 

五指山區山洪暴發，大湖里溪水暴漲，三人慘遭溺斃。 

 

◎ 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六日 （西元 1980 年） 

內湖區婦女會理事長曾蟳當選臺北市婦女團體增額國民大會代表；曾代表係

內湖在地婦女第一位擔任中央級民意代表。 

 

◎ 民國七十年二月一日 （西元 1981 年） 

臺北市團管區司令部正式遷駐康寧路二段 40 巷 15 號（今地址改為金湖路 

365 號）「康寧營區」。 

 

◎ 民國七十年五月三十一日 （西元 1981 年） 

臺北市第四屆里長選舉投票；二十個里長當選人為大湖里郭生地、五分里林

正雄、內湖里謝南、內溝里林穆強、石潭里吳丁財、西湖里劉昌楠、行善里

林復振、金龍里游再興、洲子里林富吉、清白里孫宗慶、港墘里郭富雄、葫

洲里王再來、週美里翁江加欽、紫星里郭西川、紫陽里林萬生、紫雲里楊毓

文、湖興里林山峰、瑞光里于陳金鳳、瑞陽里郭萬生、碧山里林金得。同年

七月一日宣誓就職。 

 

◎ 民國七十年五月 日（西元 1981 年） 



王再來全票當選臺北市農會第四屆理事長；任期四年。 

 

◎ 民國七十年六月八日 （西元 1981 年） 

長壽吊橋逾齡，進行封閉，等待拆除。 

◎ 民國七十年十月一日 （西元 1981 年） 

友華煤礦因瓦斯外洩，發生礦工一死一傷慘案。 

 

◎ 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十四日 （西元 1981 年） 

臺北市議會第四屆議員選舉投票；第二選舉區（松山、內湖、南港）當選人

為陳水扁、趙少康、謝英美、陳世昌、秦茂松、王昆和、林鴻基、陳健治、

周英英、陳俊雄、林水吉、林利錟。 

 

◎ 民國七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西元 1981 年） 

大臺北瓦斯公司興建於公館山大永煤礦舊址的兩座五萬立方公尺儲氣槽，槽

體經工礦安全檢查通過；隔年二月間，與中油公司輸氣幹管連接後啟用。 

 

◎ 民國七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西元 1981 年） 

陳健治當選臺北市第四屆市議會副議長 

 

◎ 民國七十一年三月七日 上午（西元 1982 年） 

內湖區婦女會理事長曾蟳倡導「行的安全」觀念，舉辦騎機車戴安全帽市區

重要街道示範遊行活動，以慶祝婦女節。 

 

◎ 民國七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西元 1982 年） 

福田煤礦「瓦斯突出」發生災變，計有十三名礦工身亡、三十五人受輕重

傷。 

 

◎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西元 1982 年） 

臺北市長楊金欉和臺灣警備總司令陳守山上將，於警備總部博愛樓，代表雙

方簽訂治磐新村改建為七層樓國宅十七棟，計有 476 住戶。 

 

◎ 民國七十一年九月一日 （西元 1982 年） 

銜接內湖區與松山區的民權大橋，開放通車。 

 

◎ 民國七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西元 1983 年） 



臺北市內湖國際獅子會假內湖區公所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同年五月一日，

在內湖國中中正堂舉辦授證典禮，臺北市長楊金欉和地方人士多人親臨道

賀。創會會長陳貴樹。 

 

◎ 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西元 1983 年） 

大湖里呂天來創新「段木」栽植香菇法，獲選第二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村青

年。 

 

◎ 民國七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西元 1983 年） 

內湖區行政大樓啟用典禮 

 

◎ 民國七十三年元月二十八日（西元 1984 年） 

「內湖區觀光草莓園」於種植地——碧山里，首度對外開放觀光採果。 

 

◎ 民國七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西元 1984 年）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假內湖區公所舉行「內湖區耆老座談會」，主任委員黃宇

元擔任主持人，十五位地方耆宿受邀參加座談。 

 

◎ 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十三日 （西元 1984 年） 

內湖垃圾山起火燃燒；堆積十三年的垃圾，高度達 53.86 公尺。民國七十四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關閉堆放垃圾。 

 

◎ 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西元 1984 年） 

臺北市長楊金欉假內湖區行政大樓，舉行內湖垃圾山問題座談會；出席人士

有市議員趙少康、陳怡榮、于秉溪和前區長林金子，還有相關的里鄰長及居

民們數十員參加，商討垃圾山大火的未來處置方式。 

 

◎ 民國七十三年八月一日 （西元 1984 年）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正式成立；七十五年七月，核准招收新生，首任

校長邵忠雄。 

 

◎ 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西元 1985 年） 

王再來全票當選連任臺北市農會第五屆理事長 

 

◎ 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九日 （西元 1985 年） 

臺北市第五屆里長選舉投票，二十個里長當選人為大湖里郭坤祥、五分里林

正雄、內湖里謝南、內溝里林穆強、石潭里吳丁財、西湖里劉昌楠、行善里



林復振、金龍里游再興、洲子里林富吉、清白里孫宗慶、港墘里郭富雄、葫

洲里王再來、週美里林江河、紫星里郭西川、紫陽里林萬生、紫雲里楊毓

文、湖興里謝清榮、瑞光里陳高蕙芸、瑞陽里郭萬生、碧山里林金得。 

 

◎ 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西元 1985 年） 

臺北市議會第五屆議員選舉投票；第二選舉區（松山、內湖、南港）當選人

為趙少康、周伯倫、陳世昌、闕河源、陳俊雄、王昆和、謝英美、秦茂松、

陳健治、李定中、陳光憲、洪濬哲、周英英。 

 

◎ 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西元 1985 年） 

陳健治當選臺北市第五屆市議會副議長 

 

◎ 民國七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西元 1986 年） 

內湖區第四位派任區長陳正治到職 

 

◎ 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八日 （西元 1986 年） 

內湖區農會原址改建大樓，舉行奠基典禮。 

 

◎ 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 （西元 1986 年）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核准設立；首任校長吳燦陽。 

 

◎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一日 （西元 1987 年） 

「明湖國民小學」正式奉准成立；同年九月一日，開始招生，首任校長賴廷

生。 

 

◎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西元 1987 年） 

臺北市政府斥資近新台幣三十億元的內湖垃圾焚化廠，正式興工；民國八十

年元月起，試行運轉，隔年正式接管運轉；本廠為國內首座高效能大型垃圾

焚化廠，處理容量 900 公噸 / 24 小時。 

 

◎ 民國七十六年八月一日 （西元 1987 年） 

「臺北市立西湖國民中學」正式核准設立；首任校長詹益東。 

 

◎ 民國七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西元 1987 年） 

麗山國民小學舉辦新校舍工程奠基典禮；隔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期校舍正

式啟用。首任校長黃幼蘭。 

 



◎ 民國七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西元 1987 年） 

中度颱風「琳恩」帶來豪雨，造成基隆河水暴漲，內湖地區嚴重災情。 

 

◎ 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十三日 （西元 1988 年） 

內湖區農會新建辦公大樓暨內湖綜合醫院落成典禮 

 

◎ 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一日 （西元 1988 年）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創立；首任校長林煇。 

 

◎ 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一日 （西元 1989 年） 

內湖區第五位派任區長巴馳到職 

 

◎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十二日 （西元 1989 年） 

陳健治當選臺北市第五屆市議會補選議長 

 

◎ 民國七十八年七月（西元 1989 年） 

財團法人金龍院（金龍禪寺）捐贈臺北市警察局消防警察大隊救護車（取名

「玄信號」）壹輛，由大隊長趙鋼代表接受。 

 

◎ 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一日 （西元 1989 年）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正式成立；隔年七月，開始招收首屆新生。首任

校長紀淑和。 

 

◎ 民國七十八年九月三十日 （西元 1989 年） 

市有超級市場多福超市東湖店開幕，此店係東湖地區第一家市有超市。 

 

◎ 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日 （西元 1989 年） 

臺北市議會第六屆議員選舉投票；第二選舉區（松山、內湖、南港）當選人

為洪濬哲、陳世昌、陳健治、李逸洋、謝英美、秦慧珠、陳俊雄、秦茂松、

李金璋、卓榮泰、王昆和、闕河淵、周伯倫、楊實秋。 

 

◎ 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西元 1989 年） 

臺北市議會三讀通過行政區域調整案，全市分為十一區，其中的內湖和南港

將合併為一區。 

 

◎ 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西元 1989 年） 

陳健治當選臺北市第六屆市議會議長 



 

◎ 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十日 （西元 1990 年） 

反對內湖和南港合併成一區的居民，發動三百餘名民眾，分別搭乘遊覽車，

前往臺北市政府及內政部抗議，希望廢止兩區合併案。 

 

◎ 民國七十九年二月十三日 （西元 1990 年） 

臺北市長吳伯雄正式宣佈——臺北市行政區域調整案，仍維持議會決議的十

一個行政區；但區公所組織作業，則以十二個行政區為規劃。內湖、南港兩

區暫不合併，一年後視實際情況而定。 

 

◎ 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二日 （西元 1990 年） 

臺北市長吳伯雄於國父紀念館，舉行臺北市十二個行政區區長佈達典禮；原

任內湖區長巴 馳，繼續留任。全市十二個行政區調整案，從今日起開始實

施。 

 

◎ 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十六日 （西元 1990 年） 

臺北市第六屆里長選舉投票，三十個里長當選人為大湖里郭坤祥、五分里王

柏傑、內湖里謝南、內溝里陳演城、石潭里吳丁財、西安里謝建華、西康里

王長友、西湖里章文童、行善里林復振、東湖里王賜章、金瑞里陳湧、金龍

里游再興、洲子里林富吉、清白里謝金傳、港都里林文龍、港華里陳金地、

港富里陳春卿、港墘里郭富雄、葫洲里謝春漳、週美里林江河、紫星里郭西

川、紫陽里孫柑林、紫雲里楊毓文、湖元里林山峰、湖興里謝清榮、湖濱里

陳尤雪、瑞光里陳高蕙芸、瑞陽里郭萬生、碧山里林金得、樂康里林清松。 

 

◎ 民國七十九年十月六日 （西元 1990 年） 

教育局主任秘書張碧娟主持文湖國民小學校舍奠基典禮；八十一年九月一

日，正式招生開學。首任校長陳福源。 

 

◎ 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上午（西元 1990 年） 

位於安康路 106 巷的臺灣第一家量販體系「萬客隆批發倉庫內湖店」正式

開幕；佔地 13,500 平方公尺，全年無休。內湖店曾創下單年營業額新臺幣

六十億元的傳奇紀錄；九十二年二月十二日，無預警宣布停業。 

 

◎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六日 （西元 1990 年） 

內湖區農會職員趙山富（原住民名為達路巴拉印，北賽夏族五峰鄉大隘村

人）代表農會，參加「國際農村青年交換赴日訪問團」，前往日本，擔任

「草根大使」。 
 

 



編纂經過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於民國九十二年間，即著手 規劃 在轄內各區公所，分批執

行區志編纂工作；本區志的編纂批次，乃市政府編纂區志計畫的首批 （包含內

湖、文山及中山三個行政區）任務。 

民國九十三年秋季，本案（案號： 932010 ）曾經公開上網徵求服務企劃書

後，因無廠商投送，故改採限制性招標；經機關首長核准後，邀請地方文史工

作者陳金讚議價 ，於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雙方議價工作。 

本案委託時程為自簽約日（民國 94.01.04 ）起至九十五年六月十日止，全部

內容分二期審查；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前，完成區志內容百分之五十（含）

以上編纂工作。其委託項目有一、撰編「臺北市內湖區志」十篇，共十萬字以

上；內容含（一）目錄，（二）基本內容（綱目及凡例），（三）圖表及照片

二 OO 幅以上，（四）參考書目。二、將撰編內容製作成可編輯之電子（文

字、圖片）檔案。 

本案曾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假內湖區公所五樓第二會議室，召開

「內湖區志期中審查會」；又於九十五年七月三日上午，召開「內湖區志期末

審查會」；再於九十五年九月廿七日上午，召開「臺北市內湖區志」案總結審

查會， 此三次區志審查會中，均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

員兼圖書館主任、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湯熙勇先生暨地方耆宿賢達人士彭景

雲老師、謝樹地先生、張福田先生、曹連成先生，擔任區志審查工作。 

有史以降，內湖地區尚無編纂過較翔實之官方版地方志書。本區志案編纂者陳

金讚，在民國八十九年八月，曾獨自完成《內湖傳家寶》地方誌書著作發行之

基礎上，再度編纂本區志工作；雖然，本案編纂經費有限，但編纂者仍 抱著再

為地方付出的理念，貢獻個人的文史經驗，排除萬難，例如將內湖社區大學行

政職務，採取「半職薪」方式，刻意安排多一些時間，能致力於本案編纂工作

上；終於，在區志編纂期約內，順利完成本區志 編纂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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