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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景元，1901年 10月 26日生於臺灣省高雄縣鳳山鎮，父林海從事運輸

業，與母林傳葉育有三男一女，林景元為長子。由於當時臺灣正處日治時期，

臺灣人在教育的不平等政策下，林景元自公學校畢業後自習，考取臺北師範

學校普通科，獨自到臺北求學。畢業後曾任教於高雄縣鳳山公學校及大樹公

學校，時間長達十一年。在公學校任教期間，由於對數學的愛好，自行研讀

數學方面的書籍，且東渡日本東京，先後參加日本文部省中等及高等學校數

學科教師檢定考試均獲及格 1。返臺後，因受中等以上學校仍有差別待遇之影

響，學校教師多為日人之故，仍然無法進入適當學校教書。所幸當時「臺北

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今成功中學前身）校長河瀨半四郎先生恰巧為林景

元在師範學校就學時的導師，深知他品行端正，特向臺灣總督府為其保證，

才能進入「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任教數學，從 1930至 1945年為止，

時間長達 16年，他亦成為日治時期臺籍教師執教中等以上學校的第一人（陳

世福，1997）。

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臺灣主權回歸中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人員未抵

臺前，由於戰敗，日本總督府行政人員已不再處理任何事務，臺籍從事教育工

 1901 1956

1. 林景元次子林有義手稿。

■林景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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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處代電，〈查該校應予解散清理，另設省立高雄第一中學，並調派林一鶴為校長一案，
業經准並分令在案，茲派本處視察鄭騰輝前來監交，希將交接情形會銜具報由〉，《一、二

中合併卷》，現存於高雄中學檔案室。

作者因此組織「新生教育會」，以臺大醫學院杜聰明博士為首，團結臺灣各地

教職人員，一方面使教育得以正常運作，一方面使來臺從事接收工作者能順利

接管（林秀玲，1993，頁 24）。當時林景元擔任臺北分會會長，並兼任臺灣省

教育會理事、高雄市教育會理事長等職（高雄中學，2007，頁 59）。同年 11

月 30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發布戰後第一批省立中學校長名單共 10人，林

景元被派任「臺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校長」（今高雄中學前身），並兼任第二

中學校長，亦是當時臺籍校長的第一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編輯室，

1945）。

1947年適逢「二二八事件」，林景元極力維持校園的純淨與安全，奈何抵

擋不住大量民眾的闖入，唯有盡力保護師生的安全，並退入校長宿舍，「省立

高雄第一中學」成為反對政府社會人士的大本營（高雄中學，2007，頁 59）。

3月 6日，林景元與次子林有義亦被捕拘禁，直到 5月 1日才被釋放，事後他

被迫離任校長之職，2此後身體健康大不如前。不久之後，他受聘為臺灣省立

臺南工學院（今成功大學前身）講師，9月1 日受命為「臺北市立女子初級中學」

（今臺北市立金華國中前身）校長，並兼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先修班數學講師。

1949年 8月升任臺灣省教育廳督學，並曾任臺灣書店編審、私立高雄醫學院教

授等職（臺灣師大，1968）。

此後，林景元鬱鬱寡言，將全部心力投入編纂著作與教學方面，一生中撰

有《鄉土數學》、《趣味的數學》、《幾何問題新選集》等名著，直到 1956

年 4月 30日因肝硬化去世，享年 55歲。

林景元經歷日本統治與臺灣光復初期的過渡時期，始終不放棄對教育的理

想，不僅堅守崗位，且勇於任事，突破困境。即便經歷「二二八事件」的被捕

拘禁，之後亦繼續從事教職與撰寫書籍工作，在教育領域上未曾停頓或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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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其對教育的熱愛並未因為時代的限制而受

影響，而其「教育愛」亦感染了曾受教於他的

學生。以下即以林景元在任教生涯中各階段在

教育上的投入；所受到的環境限制；其突破或

創舉；及學生對他的回憶或評價，對他在教育

的貢獻或影響作一分析。

一、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時期

在日治時期日臺不平等的教育政策下，師

範學校畢業後，林景元並不以教公學校為自滿，

任教期間，憑藉對數學的興趣，努力研讀相關

書籍，並遠赴日本取得文部省中等及高等學校

數學科教師資格，回臺後雖礙於總督府成立的中等學校以上均採用日籍教師的

限制而賦閒在家，所幸就讀師範學校時期的導師恰好擔任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

學校的校長，在其保證之下，林景元得以進入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任教數

學，且是該校在日治時代唯一的臺籍數學老師。

曾受教於林景元的十七期校友王啟傳回憶當時受教的情形，他說：「一位

真正的數學天才。」任何難解的題目到他手中無不迎刃而解。加上他為人的寬

厚溫和，謙沖藹然的修養，也贏得日籍教師們對他的尊敬。他的勇於任事態度，

也未嘗不是原因之一。例如全校許多數據的統計、成績的管理，免費的暑假補

習，幾乎都由林老師一手包辦。當時，每天固定的師生慢跑活動，校長都會特

別徵詢林老師，可以豁免，可見他獲尊重的情形。

另一位二十三期的校友杜武志在他的著作中亦稱：「臺北二中有所謂三寶，

所謂『寶』指的是長年在二中教書，自有他的存在價值，但只有長年還不夠，

必須專精，教學認真。前述的林景元老師就是一寶。」在臺北二中教學之餘，

林景元也勤於著述，編有多種教學著作，同時也擁有許多書局贈送的大批參考

書，凡是演算正確的同學都能獲贈一本，在那物質缺乏的年代，這對學生而言

是莫大的鼓勵（陳世福，1997）。

■林景元先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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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戰爭結束的過渡時期

中日戰爭結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人員尚未至臺接收前，臺籍從事教育

工作者組織「新生教育會」，力求教育的穩定，林景元且自願擔任臺北分會會

長，並兼任臺灣省教育會理事、高雄市教育會理事長等職。在當時混亂的時局

下，他勇於付出的精神令人懾服。

行政長官公署於

1945年 11月原定各州廳

立之中等學校概由州廳

接管委員會先行接收，

之後又認為州廳力量單

薄，應歸省辦，校長人

選由教育處多方物色，

陸續簽請行政長官核派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教 育 處，1946， 頁 29-

30；薛月順，1999，頁

355-356）。11月 30日，行政長官公署發布戰後第一批省立中學校長名單，林

景元被任命為高雄第一中學校長，並同時兼任第二中學校長（1946年 8月才由

陳芳草接替），在這一批十位省立中學校長的名單中，他為唯一臺籍校長，在

當時行政長官公署用人多以外省籍為主的情況下，實屬相當難得 !

三、臺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時期

林景元正式在 1945年 12月 12日接任高雄第一中學校長後，為求學校行

政和教學之穩定，初期仍留用部分日籍教師，由於接收工作的進行，日籍教師

陸續被遣返，1946年 5月以後全部均為臺籍或大陸籍教師。即便如此，在當

時臺灣省面臨師資培育緩不濟急的情況下，高雄第一中學亦面臨部分教師任期

短、流動率高、具中等教師資格者人數不多、學歷不一、素質參差不齊，教育

經費拮据的窘境。 確保教學之持續，林景元多次主動出具服務證明書，證明高

雄第一中學教師具教師熱忱，獲師生肯定，向教育處爭取教員教師資格及敘薪，

■臺灣省體育會主辦光復杯硬式野球比賽，高雄第一中學全省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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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津貼的公文（林秀玲，1993，頁 27-30）。林

景元身為校長，面對戰後初期在百廢待舉的惡劣

環境下，除了必須負起行政長官公署所交付的教

育接收及重整的工作外，尚須解決師資來源缺乏、

經費不足的問題，他都能主動爭取及勇於承擔，

足見其辦學之用心。

藉由高雄第一中學所保留的檔案見證林景元

對戰後教育的付出外，亦可由其次子林有義及與

其接觸過的師生看法來了解林景元的為人處世。

林有義於 1946年開始就讀高雄第一中學，對父親

擔任校長期間的印象是「全心致力於教育工作，

除了對數學有興趣之外，家父的漢學造詣亦不錯，

因偏愛教學，雖然身為校長，仍經常巡視課堂，臨時講授數學，偶會書寫漢文，

吟唱漢文詩詞。」（許雪姬、方惠芳、吳美慧等，1995，頁 381）據戰後初期

仍任教於高雄第一中學的日籍教師曾我廣一（1978）的回憶，認為林校長是一

位相當高潔，自我要求也很嚴格的人。學生柯旗化（2002，頁 31）則認為他是

一位忠厚的學者。

面對戰爭及政權重大變遷所導致的教育體制及環境、內容的改變，雖然原

來就已就讀高雄第一中學的學生對戰後初期的師資及部分轉校學生的表現不甚

滿意，但並未如其他學校發生抗爭或罷課現象（林秀玲，1993，頁 52-53），

這應與林景元治校期間盡力維持教學穩定，教職員未有重大疏失，校園風氣較

日治時期開放民主有關。例如，言論完全自由，教師開始講究民主作風，四年

級學生大多留頭髮以象徵自由氣氛，此一行為在當時雖然違反校規，但由於有

學生公開在校長和教務主任召集全體學生訓話時，勇於舉手與學校溝通，得到

四年級生可以留長髮的權利，此一事件顯示日治時期的軍國主義教育已成過

去，戰後高雄第一中學管理學生作風較為民主（柯旗化，2002，頁 31）。

不過高雄第一中學仍有群體抗議的事件發生。一是 1946年 7月高二學生

認為該年 3月已舊制四年級畢業，經過 6、7個月的補習教育，應該有資格升

上 3年級，不想浪費一年時間，適逢臺北高校情況相同的學生可升上高三，因

■臺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級任教

師服務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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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高二、高一生聯名向校長陳情，校長為此曾向上級請示，欲替學生爭取權益，

但結果未能如學生所願。3一是 1946年 12月 19日上學途中，有學生與火車站

站務人員發生爭執，導致火車班次延誤的事件，高雄第一中學學生亦有參與。

事後經過林景元校長及其他參與

學校校長討論結果，認為此一衝

突為雙方誤會。除勸勉鐵路各從

業人員以後要親切待人，勿鬧意

氣外，學生則既往不咎，和平處

理，此一事件才圓滿落幕（林秀

玲，1993，頁 37-38）。以上二事

件顯示戰後的高雄第一中學學生

自主性提高，在新的社會秩序尚

未建立之前極富正義感，亦勇於

■民國 35年 3月 1日 臺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舊制四年級畢業紀念

■民國 35年 9月 臺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教職員紀念攝影

3.陳情書存放《省立高雄第一中學總務類關於庶務卷宗其二（1946年）》，現存於高雄中學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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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權益，抗議不合理的現象，但陳情及抗議的行動最後未鬧成學潮，林景元

校長未以威權態度處理，而是站在學生立場，了解實際狀況並盡力協調，無怪

乎當時高雄第一中學的師生對林景元校長的為人處事頗能認同！

二二八事件中，林景元與次子林有義亦遭逮補。此期間，由高雄第二中學

校長林一鶴接管並處理一中校務。4林景元校長被拘禁 50餘日才被釋放，據林

有義回憶父親被釋放後的心境是「鬱鬱寡歡」，不復過去之熱衷關心國事，沉

默寡言，與家人甚少交談，故林有義無從得知其父親對自己在「二二八事件」

中的遭遇有何感想。又因家人為營救父子二人散盡家產，校長一職又遭撤換，

林景元終日苦思如何維持家計，不得已只好請求林一鶴校長給予雄中數學教師

一職，再度回校任教，但下課時間不願回教師休息室，而是前往圖書館。不久，

經由朋友引薦，曾至臺南工學院任教。

■民國 35年 11月 21日 省立高雄第一中學初級一年二班紀念攝影

4.教育處代電，〈查該校應予解散清理，另設省立高雄第一中學，並調派林一鶴為校長一案，
業經准並分令在案，茲派本處視察鄭騰輝前來監交，希將交接情形會銜具報由〉，《一、二

中合併卷》，現存於高雄中學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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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熟知其為人的有力人士介紹，林景元在 1947年 9月 1 日起受命為「臺

北市立女子初級中學」校長，並兼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先修班數學講師。1949

年 8月升任臺灣省教育廳督學，並曾任臺灣書店編審、私立高雄醫學院教授等

職，但任職時間均不長。由於家計之故，他著重於撰寫數學參考書籍及補習業

務，直到 1956年 4月 30日因肝硬化去世，享年 55歲。

林景元一生熱愛教育，無論從他教育上的經歷及表現，或是學生對他的評

價，均可呈現出他對教育的執著及奉獻。從日治時代在教育的差別待遇下，自

公學校畢業後自習，考取臺北師範學校普通科；到熱愛數學，自行赴日取得日

本文部省中等及高等學校數學科教師檢定考試及格；突破日治時代對臺人任教

的限制，成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臺籍教師的第一人；經歷中日戰爭

結束，政權轉換導致教育發展的種種困境出現，他責無旁貸的參加「新生教育

會」，努力維持教育的正常運作，並協助國民政府的接收工作順利進行；取得

行政長官公署的信任，成為戰後第一批省立中學校長中的唯一臺籍人士。以上

事跡充分展現他堅守自己的教育崗位，並不因政治環境的種種限制而放棄，反

而是勇於面對困境，爭取任教機會，努力維持教育環境的穩定及正常運作。林

景元遭逢「二二八事件」巨變，被拘禁長達五十六天，身心受創之餘，還被撤

換雄中校長一職。

即便蒙受此一不白之冤，他並未因此失去對教育的熱忱，不管是為了家

計，亦或自身的理想，仍積極爭取擔任教職的機會。曾任教臺南工學院、臺灣

省立師範學院先修班數學講師，顯示當時高等教育學府對他在教學方面的肯

定。先後接任「臺北市立女子初級中學」校長、臺灣省教育廳督學，亦顯示當

時政府並未因「二二八事件」質疑他對教育的努力與奉獻，這也彰顯了林景元

真正是一位實實在在的教育家。

※本文圖片資料來源：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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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高雄中學與「二二八事件」

2002 臺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

2007 高雄中學 85週年校慶特刊

1995 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

訪問紀錄（上）

1997

臺北成功中學創校 75週年紀念特刊 34-35

1945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 3 2

1946 臺灣一年來之教育

1968 師大校友月刊，

62

1978 高雄同窗會會報，11 3

1999 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