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十三 大事記 

 

 

中國或日本紀元 西元

紀元 

松山大事紀要 

明嘉靖二十三年 1544 *葡萄牙人初至臺灣近海，稱臺灣為福爾摩沙（Formosa）。 

*在基隆河流域沿岸已有搭搭攸、里族、麻里折口等社。 

明天啟四年 1624 *西班牙人初來臺灣。 

*荷蘭人占領澎湖風櫃, 明將俞大猷諭令荷蘭人棄澎湖而去

大員（今安平）。 

明天啟五年 1625 *顏思齊病逝，眾推鄭芝龍為首領。 

*荷蘭人於新港赤嵌河地築普羅民遮城（Provincia），也就是

現在的臺南赤嵌樓。 

明天啟六年 1626 *西班牙人占據臺灣北部雞籠（今基隆），築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 

明崇禎元年 1628 *西班牙人據滬尾（今淡水）築聖多明哥城（San Domingo），

即今「紅毛城」。 

明崇禎三年 1630 *荷蘭人於一鯤鯓築熱蘭遮城（Zeelandia），今「安平古堡」。 

明崇禎五年 1632 *西班牙人開闢從雞籠到臺北之間的交通，路線為雞籠、八

堵、七堵、五堵、水返腳、南港仔、錫口、淡水（臺北）東

門，即今舊台五線，又稱北基公路。 

*西班牙人在後山埤設立修道院（今成德國中）。 

明崇禎六年 1633 *里族社已有小規模漢人社區 

明崇禎十年 1637 *荷蘭宣教士 Rev. Candidius完成《臺灣地誌》一書 

明崇禎十五年 1642 *荷蘭人驅逐西班牙人，西班牙人退出臺灣。 

*荷蘭士兵凡．路貝克至錫口。 

*荷蘭中尉裴德到里族社、麻里折口社，著《招撫雞籠河蕃社

日記》。 

明隆武二年 

清順治三年 

1646 *鄭芝龍降清 

明永曆元年 

清順治四年 

1647 

 

荷蘭人資料，搭搭攸社有 200人，里族社有 80人，麻里錫口

社有 52戶，180人。峰仔峙社有 100人。 

明永曆十五年 

清順治十八年 

1661 *延平郡王鄭成功由鹿耳門登陸臺灣，攻占普羅民遮城，圍攻

熱蘭遮城。 

明永曆十六年 

清康熙元年 

1662 *荷蘭人投降，退出臺灣。 

*鄭成功將臺灣改稱「東都」，北路設天興縣，南路設萬年縣。



本區隸屬天興縣。 

*鄭成功去世，得年三十九歲。 

明永曆十八年 

清康熙三年 

1664 *鄭經入臺，將東都改為東寧，天興與萬年兩縣改為州。本區

屬天興州。 

明永曆二十年 

清康熙五年 

1666 *鄭經派代表到里族，與荷蘭代表會談。 

明永曆三十七年 

清康熙二十二年 

1683 *清將施琅領兵攻臺，鄭克塽降，明朝亡。 

清康熙二十三年 1684 *設臺灣府，隸屬福建省。下設臺灣縣、諸羅縣、鳳山縣。 

*本區屬諸羅縣。 

*厲行移民三禁，漢人暫時減少。 

清康熙三十三年 1694 *臺北盆地大地震, 形成臺北大湖。本區不在古湖範圍內。 

清康熙三十六年 1697 *郁永河來臺灣，到北投一帶採購硫磺。 

清康熙四十年 1701 漢人許總入居搭搭攸社，為夥長。現在子孫有二千餘人。 

清康熙四十四年 1705 *郭錫瑠出生 

清康熙四十八年 1709 *陳賴章墾戶申請開發臺北盆地。 

清雍正元年 1723 *諸羅縣內設彰化縣與淡水廳。本區隸屬臺灣府淡水廳。 

清雍正二年 1724 *陳夢林《諸羅縣志》纂成。 

清乾隆元年 1736 *郭錫瑠自彰化遷居中崙，從事開墾。 

清乾隆二年 1737 *林守義自湄州迎媽祖像一尊，渡海來到錫口。 

清乾隆三年 1738 *泉州之晉江、惠安、南安（三邑）移民建立龍山寺。 

清乾隆五年 1740 *瑠公圳開工。 

清乾隆十年 1745 *沈用入墾今松山之中埤、永春埤一帶。 

*在此之前興雅撫徠庄已經有漢人開墾。 

清乾隆十一年 1746 *詔准臺民攜眷來臺，嚴防遊民偷渡。 

清乾隆十七年 1752 *貓里錫口社已有漢人的「店地」。顯示已有以商業為主的街

市。 

清乾隆十八年 1753 *安溪移民開始興建錫口慈祐宮。 

清乾隆二十年 1755 在這年之前五分埔已經開墾，可能是何、周、沈、杜、李五

姓業主共同之荒埔地，按五份均分而得名。 

清乾隆二十二年 1757 *郁永河遊麻里錫口社（今南松山）。 

*慈祐宮落成。 

清乾隆二十九年 1764 *始有「貓里錫口街」之記載。 

清乾隆三十年 1765 *郭錫瑠逝世。 

清乾隆三十一年 1766 *清廷設南北路理番同知。 

*為恐傷龍脈，下令禁採煤礦。 

清嘉慶六年 1801 *慈祐宮第一次修葺。 

清嘉慶七年 1802 *慈祐宮媽祖殿重修。 



清嘉慶十三年 1808 *開闢錫口至水返腳之通道，支線到石碇。 

*錫口置汛，外委一員，兵三十五名。 

清嘉慶十七年 1812 *設噶瑪蘭廳。 

*「麻里錫口社」正式改稱「錫口街」。 

*臺北宜蘭官道暢通，經過錫口。在鯉魚頭建木橋，通南港。 

清嘉慶二十年 1815 *設錫口鋪，鋪司一名，鋪兵四名，傳遞公文。 

清嘉慶二十五年 1820 *呂來興背錫口城隍爺(霞海城隍)來頂街供奉。 

清道光元年 1821 *姚瑩《臺北道里記》記載「錫口街市」。 

清道光六年 1826 *慈祐宮媽祖殿第二次重修。 

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建石泉巖。古茶道入口，今臺北市臥龍街底。 

清道光二十七年 1847 *淡水同知曹仕佳立「奉禁憲示私挖煤炭者立斃」之採礦禁令。 

清道光二十八年 1848 *九月大風雨，錫口成為澤國。 

清咸豐三年 1853 *艋舺漳泉械鬥，頂下郊拚，焚毀艋舺清水祖師廟。下郊的同

安人被迫遷移到大稻埕，另立商埠。 

清咸豐九年 1859 *淡水、臺北漳泉械鬥激烈，屋毀人亡，損失難以估計。失敗

者多為漳州人，相繼湧入大稻埕，造成大稻埕日漸興起，艋

舺逐漸衰落。 

清同治五年 1866 ＊英國旅行家柯林伍德（Collingwood）搭船上溯基隆河，在

錫口渡船頭上岸，遊覽錫口街。 

清同治六年 1867 *詹振南中舉。 

清同治十年 1871 *淡水廳同知陳培桂纂修《淡水廳志》十六卷，正式將本區命

名為「錫口」。 

清同治十一年 1872 *九月二十六日馬偕首次來到錫口傳福音。 

清同治十二年 1873 *馬偕再訪錫口。 

清同治十三年 1874 *馬偕於一月與九月再訪錫口。 

清光緒元年 1875 *行政上隸屬臺北府淡水縣。 

*楊克彰恩貢。 

*馬偕四訪錫口，九月租屋成立禮拜堂。 

第一任傳道師吳寬裕(1875-1877)。 

第二任傳道師陳庭（1878-1879）。 

第三任傳道師郭希信（1880-1884）。 

 

清光緒八年 1882 *錫口長老教會成立。 

清光緒十年 1884 *中法戰爭，法艦攻打雞籠，法軍被擊退。中法戰爭法軍再度

攻占雞籠，我軍退守水返腳一帶。 

*劉銘傳任臺灣巡撫，督辦臺灣軍務。 

*設二府八縣四廳。 

清光緒十一年 1885 *錫口街民因法軍攻臺而遷怒，焚毀長老教會。劉銘傳出萬兩



白銀賠償各地被焚之教堂。錫口在列焉。建尖塔教堂。 

清光緒十二年 1886 *劉銘傳建別墅於永春埤。 

*建鐵道機器局於錫口。 

*高遙鋒中舉。 

清光緒十三年 1887 *本區改隸臺北府。 

清光緒十四年 1888 *改革郵政，錫口設郵站。 

清光緒十六年 1890 *張丙丁為生員。 

清光緒十七年 1891 *劉銘傳去職，邵友濂繼任。 

*臺北至基隆之鐵路竣工，錫口設站。 

*錫口之基隆河航運逐漸沒落。 

清光緒十八年 1892 *鐵路由臺北至大湖口，延長三十二英里，在臺北共有基隆、

八堵、水返腳、南港、錫口、臺北、大橋頭、海山口等站。 

清光緒二十年 1894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設火車的臺北機廠於北門附近。 

清光緒二十一年

明治二十八年 

1895 *中國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給日本。 

*日軍於六月五日抵達基隆，立即派川村旅團之三木大隊前進

到水返腳，在昊天嶺設立哨站（今北二高橋下鐵路旁）。大隊

本部也派出人員打探臺北城內軍情。此時，辜顯榮從南港方

向打白旗，帶領李秉均、吳聯元、陳舜臣、李春生等人，偕

同英商湯姆遜、德商奧利等人，走到步哨線，辜顯榮等人向

三木大隊本部提供臺北城內情形，並請日軍趕快入城維持治

安。日方確認情報無誤後，於六月六日晨，三木大隊由水返

腳出發，未受任何抵抗，順利進入臺北城。另外，近衛師團

分為兩個梯隊。第一梯隊的川村旅於六月七日先進入臺北

城，第二梯隊由北白川宮親自率領，於六月十日宿水返腳，

六月十一日進入臺北城。 

*實施軍政，本區隸屬臺北縣。 

*九月在錫口街設立事務所，任命王國瑞處理全盤事務。 

*十一月七日，詹振率軍襲擊錫口。  

*十二月三十一日臺灣北部的陳秋菊、簡大獅、詹振、新竹的

胡阿錦等人，發起抗日義勇軍圍攻臺北城，史稱「乙未之役」。 

 

清光緒二十二年 

明治二十九年 

1896 *元旦，詹振率義勇軍襲擊錫口鐵路員工宿舍，殺害鐵道工人

二十餘名。錫口街也因而乎全毀。 

*日人立鐵道工人殉職紀念碑。(松山火車站旁) *基隆至臺北

鐵路的南港隧道完工。 

＊四月成立保務署之分署，在本庄設置庄長三人：錫口街王

國瑞、興雅庄高定、上塔悠庄張紅。 



清光緒二十三年 

明治三十年 

1897 *設立錫口郵便局、電信局。 

*動員工兵修築基隆、臺北道（舊台五線）。 

*五月八日抗日游擊義勇軍千餘名圍攻臺北城。 

*詹振陣亡。 

*陳能記開採舊碑山煤礦。 

 

 

清光緒二十四年 

明治三十一年 

1898 *國語傳習所錫口分教場成立，同年改稱「錫口公學校」。 

＊六月設置臺北辨務署，下轄第十一、十二兩區。第十一區

的區長役場（相當於現在的區公所）在興雅庄，由高定出任

區長，統轄興雅、三張犁、五分埔、各中坡等地。第十二區

長役場設於錫口街，由王國瑚出任區長，下轄錫口街、里族

庄、東勢庄、上塔悠庄、下塔悠庄。 

清光緒二十七年 

明治三十四年 

1901 *本區隸屬臺北廳錫口支廳錫口區，陳春光為區長。 

清光緒三十年 

明治三十七年 

1904 十一月錫口公學校設內湖分校。 

清光緒三十二年 

明治三十九年 

1906 *錫口街八庄合併，陳春光為庄長。 

清光緒三十三年 

明治四十年 

1907 *林希張任錫口庄長。 

清光緒三十四年

明治四十一年 

1908 *錫口霞海城隍廟始建於錫口中街。 

清宣統元年 

明治四十二年 

1909 *興建松山市場。 

清宣統三年 1911 *陳錫九為鍚口庄長。 

*陳茂松任庄長事務助役（副庄長）。 

民國元年 

大正元年 

1912 *陳五豹開四分庄煤礦。 

*陳同益開發後湖及十四分埤煤礦。 

民國二年 

大正二年 

1913 *四月內湖分校獨立為內湖公學校。 

民國三年 

大正三年 

1914 *四月錫口公學校設立南港分校。 

民國四年 

大正四年 

1915 *錫口出張所升格為郵便局。 

*慈祐宮媽祖殿第三次重修。 

民國六年 

大正六年 

1917 *陳茂松任錫口庄長。 

民國七年 1918 *南港分校獨立為南港公學校。 



大正七年 

民國九年 

大正九年 

1920 *田健治郎將臺灣西部廢廳改州，下設郡或市。臺北廳改為臺

北州，錫口庄改名為松山庄。由陳茂松為庄長。 

*本區改隸臺北州七星郡。 

*許金定購買陳五豹的四分庄煤礦和陳同益的後湖與十四分

埤煤礦。 

*錫口公學校改名為松山公學校。 

*錫口郵便局改名為松山郵便局。 

民國十年 

大正十年 

1921 *松山公學校分離教室開班。 

民國十四年 

大正十四年 

1925 *陳復禮出任松山庄長。 

民國十六年 

昭和元年 

1927 *臺北府城隍由延平南路移奉至松山，改名為「昭明廟」。 

民國十七年 

昭和三年 

1928 *松社正式成立。社員有陳復禮、陳茂松、張木、王子榮、蘇

水木、林錦銘、葉瑞堂、林江郁、陳金含、莊根如、黃石養、

陳鎔經等。 

*七月三日大雨成災。 

民國十八年 

昭和四年 

1929 *許金定另開內湖煤礦。 

民國十九年 

昭和五年 

1930 *八月十六日松山火力發電廠竣工，松山設電燈。 

民國二十二年 

昭和七年 

1933 *鐵路局強制收購民營公車,改為局營，公車由臺北經松山到

基隆（光復後為公路局的北基線）。 

民國二十四年 

昭和十年 

1935 *基隆臺北道（舊臺五線）鋪設混凝土高級路面。 

*內湖港墘至松山塔塔悠之間的內湖吊橋開通。 

民國二十五年 

昭和十一年 

1936 *臺北松山機場竣工。 

*分設西松山公學校(現在的西松國小)。 

民國二十七年 

昭和十三年 

1938 *松山庄改隸臺北市，戶數為：4,340，人口為 21,524人。 

*松山臺北間通行公共汽車。 

*二月二十三日中國空軍轟炸松山機場，誤中南松山，傷亡數

十人。 

民國二十九年 

昭和十五年 

1940 *許金定、鄭水源合開松山二坑、中埤三坑炭礦。 

*松山火車站改建為木造站房。 

民國三十年 

昭和十六年 

1941 *松山公學校改名為「松山國民小學」。 

*設立特定松山郵便局，兼辦電信及公共電話業務。 

民國三十一年 

昭和十七年 

1942 *潘迺賢開和興煤礦、羅清風開三協成、徐春卿開興亞、許欽

璋開金興、蕭貴川開裕豐、鄭水源、陳雨亭開新和興煤礦。 



民國三十四年 

昭和二十年 

1945 *美軍轟炸臺北。 

*八月十五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 

*臺灣光復，重回中國版圖。 

*十月二十五日日本總督將行政權移交臺灣省行政長官陳

儀，開始接收行政機構和日本企業。 

*松山公學校改名為松山國民學校，王子榮出任第一任校長。 

民國三十五年 1946 *一月三十一日臺灣省接收工作全部完成。 

*官派區長陳復禮。 

*間接選舉第一屆區長水源。 

*本區人口 2萬 2千餘人 

*慈祐宮媽祖殿第四次重修。 

*中崙併入松山區。 

*游彌堅奉派為第二任臺北市長。 

*日人的雙葉小學校改名為興雅國民小學，首任校長凌水源。 

*松山國小增設松山初級商業職業學校，王子榮為校長。 

民國三十六年 1947 *二二八事件 

*松山國校增設幼稚園。 

民國三十七年 1948 *長壽橋完工通行。 

民國三十八年 1949 *慈祐宮媽祖殿第四次重修完工。 

*十二月九日國民政府宣布將國都遷到臺北。 

民國三十九年 1950 *游彌堅辭臺北市長。吳三連接任。 

 

民國四十年 1951 *民選第一屆區長溫金波。 

*本區人口 3萬 9千餘人。 

*松山初級商業學校自立門戶。 

民國四十三年 1954 *王永慶創立「福懋公司」，一九五七年更名為臺灣塑膠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台塑」）。 

*高玉樹當選第二屆臺北市長。 

民國四十四年 1955 *松山國小設立五分埔分校。 

民國四十五年 1956 *運用美援興建南京東路、敦化北路、民權西路等九條大道。 

民國四十七年 1958 *五分埔分校獨立成為永春國民小學。 

民國四十九年 1960 *松山國校完成西棟三樓教室。 

民國五十年 1961 *臺灣電視公司成立。 

*松山奉天宮成立。 

民國五十二年 1963 *林國長出資建中華體育館 

*慈祐宮重修落成，第一次建醮。 

民國五十三年 1964 *高玉樹當選第五屆臺北市長。 

民國五十四年 1965 *開始規劃設立民生社區。 



*運用美援建敦化北路、南京東路及其他道路。 

*松山慈惠堂建成。 

民國五十六年 1967 *本區人口 15萬餘人。 

*土地改革紀念館落成。 

*松山國小王子榮校長退休。周永興接任。 

*松山國民學校改名為松山國民小學。 

民國五十七年 1968 *介壽國中動土典禮，代表全臺灣啟動國民中學教育的里程

碑。 

*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 

民國五十九年 1970 *鄭李足當選增額國民大會代表。 

*松山慈惠堂成立。 

民國六十年 1971 *電子業開始在南京東路五段設廠。 

民國六十一年 1972 *傅王遜雪當選增額國大代表。 

民國六十三年 1974 *正氣橋完工，是當時為臺北市唯一的一座圓環型高架橋 

民國六十四年 1975 *慈祐宮第二次建醮。 

*饒河街拓寬為十二公尺寬的馬路。 

民國六十五年 1976 *十二月一日臺北長庚醫院區成立。位於敦化北路台塑大樓旁

邊。 

民國六十六年 1977 *松山長老教會新建教堂。 

民國六十七年 1978 *松山堤防興建。 

*慈祐宮的附設圖書館落成。 

民國六十八年 1979 *兄弟飯店開幕。 

*松山機場改為國內航班。 

*中泰賓館事件。 

*傅王遜雪當選增額監察委員。 

民國六十九年 1980 *周文勇當選區域立法委員。 

民國七十年 1981 *長壽橋封閉，禁止通行。 

民國七十二年 1983 

 

*國父紀念館於五月十六日落成啟用。 

*松山火車站木造車站拆除，改建為二層跨鐵道車站。

(1983-1985) 

*八德路拓寬。 

*周文勇當選商業團體立法委員。 

民國七十三年 1984 一月，臺灣第一間麥當勞開設在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民國七十四年 1985 *周文勇當選商業團體立法委員。 

民國七十六年 1987 *饒河街觀光夜市開市。 

*慈祐宮第三次建醮。 

民國七十七年 1988 *本區人口 45萬餘人，分 98里，成為全臺北市最大的區。 

*中華體育館遭火災而毀。 



民國七十九年 1990 *全臺北市行政區域調整。以縱貫鐵路為界，將松山區一分為

二，鐵路以南成立「信義區」。以北仍為松山區。 

民國八十年 1991 *長壽橋拆除，改建行人水泥橋。 

民國八十三年 1994 

 

*基隆河松山段截彎取直，河道南移，重新調整區界，將舊宗

里併入內湖區，金泰里併入中山區。(1994-1998) 

*南松山正氣橋改建，增建麥帥二橋，把基隆路、南京東路、

塔悠路、堤頂大道與環東大道聯成一體。 

民國八十四年 1995 *饒河街原先的四個里合併為慈祐里。 

民國八十六年 1997 *松山國小建校一百週年。 

民國八十八年 1999 *九二一大地震，東星大樓倒塌，死傷慘重。 

*二月十六日（大年初三）凌晨，正氣橋正式拆除改建。 

民國九十年 2001 *松山百年大水，損失慘重。 

*九月二十九日正氣橋改完工，正式通車。 

*十月二十六日微風廣場正式開幕，成為臺北市首間大型購物

中心。 

*十一月，京華城購物中心正式開幕營運。 

民國九十二年 2003 *松山社區大學成立。 

*松山慈祐宮建宮 250週年紀念五朝建醮。 

民國九十四年 2005 *市立棒球場改建成小巨蛋，十二月正式營運。 

*慈祐宮主辦北臺灣媽祖文化節。 

民國九十六年 2007 *松山機場改為兩岸直航的機場。 

*第一屆錫口文化節。 

*慈祐宮為是北臺灣媽祖文化節的參贊單位。 

民國九十七年 2008 *9月 21日松山段鐵路地下化通車。 

*第二屆錫口文化節 

民國九十八年 2009 *第三屆錫口文化節。 

*松山社區大學承擔編寫《松山區志》。 

*9月 5日至 14日聽障奧運會在松山體育園區舉行。 

*完成中崙公園社區改造。 

民國九十九年 2010 *第四屆錫口文化節。 

民國一百年 2011 *第五屆錫口文化節。 

*完成安平公園社區改造。 

民國一百零一年 2012 *第六屆錫口文化節。 

*完成富錦六號公園社區改造。 

*捐地公園正式更名為「復盛公園」。 

民國一百零二年 2013 *第七屆錫口文化節。 

*松山慈祐宮建宮 260週年紀念。 

民國一百零三年 2014 *第八屆錫口文化節。 



                           *松山捷運線通車(西門站-松山站)。 

民國一百零四年 2015 *第九屆錫口文化節。 

 

民國一百零五年 2016 *第十屆錫口文化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