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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走在街道上，猛然一抬頭，咦？這路怎麼叫作『廣東路』、『福建路』？」相信這是許多人

都有過的疑問，然而，為何臺灣各地會充斥著這些與大陸省份相同的街道名呢？這是否有什

麼時代背景的緣由？在台東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廖秋娥教授的《地理權的歷史地理面向─以台

東市的街道名為例》論文中提到： 

 

    「由政府所命的行政區名、路名、橋名、河名等，自日治時代即常帶有政治教化目的，

尤其是民國時代以後，這種情形更加普遍，使我們所能作的解釋，亦僅限於『政治教化目

的』或『中華文化涵意』的說詞而已。這樣的地名與該地的土地和人民無關，又如何能引發

人們對該地的認識、探究和珍惜呢？」 

 

因此，我們以花蓮市區為例，將目前花蓮市的街道名稱加以初步的統計和分析，進行街道命

名的歷史背景探討。 

 

二、研究目的 

 

以花蓮市區的街道名為樣本，探討街道名的由來及其政治地理的分析。 

 

三、研究方法與流程 

 

先透過網路的方式查詢花蓮市的街道地圖，確認花蓮市以中國各省份命名之街道名的地理空

間分布及其街廓範圍。其次，蒐集相關資料、訪談社會科文史老師，再輔以實際勘查花蓮市

街道並拍照作紀錄。 

 
 

圖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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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經過本研究探討與研究，我們發現了花蓮市的街道名大多都跟政治有關，無論政治人物、三

民主義思想，以及當年的反攻大陸、復興中華的思想有關。 

 

一、前言 

 

臺灣為太平洋上的一座島嶼，北鄰日本、西鄰中國大陸、南接菲律賓群島，自古以來便是原

住民族的世居之地。然而十七世紀後，許多海權國家興起，到處廣設殖民地，臺灣也因為此

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豐富資源，成了被殖民之地。臺灣一共經歷了許多政權，像是荷治、鄭氏

王權、滿清等等，不同的統治者，不同的背景與理念，都會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一些紀錄，而

當政權更迭之時，後來統治的政權為了鞏固統治權力，通常會將上一個政權的文化從各方面

覆蓋掉，路名，也是其中一項。 

 

就像日治時期時，臺灣也有許多跟日本有關的路名，但是等到二次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了臺

灣，就開始以「除去日本色彩」為由，進行了一系列的「道路改正」工作，然而國民政府又

以什麼作為新的街道名，其中又包含著怎樣的想法與理念？因為道路交通是現代社會最重要

的生活指標之一，人人都得利用道路交通、道路成了現代國家人車往來活動的主要場域，也

是國家權力控制的空間。為了強化權力的神經，每一條路常常賦予它特殊的意識命名，以象

徵權力的無時不在。以往，自然形成的街道名，常會遭到更改，以標示新權力、新時代和新

歷史的到來。 

 

二、街道名是一種權力表徵與意識形態 

 

現在所看到的許多街名與地名都受到了當時先民思想及政治的理念影響。二次大戰後，國民

政府收復臺灣，為弭除台灣的日本色彩，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活動，其中也包括了「道路改

正」運動，當時國民政府將許多的中國傳統思想，例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作為命

名的依據，代替日治時期對臺灣道路的名稱。 

 

戰後全島地名不斷更迭修改，且大小都市、鄉鎮的行政區、街道名，不是用中國省市地名，

就是用政治意識、道德教化的條目來命名(莊萬壽 1996 ：54-55)。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市於

民國36年(1947)起，將全市街路名更名，更名的方式則基於台北市區範圍類同中國秋海棠疆

域的形狀，因此在道路名稱的命名方式上，考量當時台北的發展重心在西區，因此以中山南

北路為經、中正東西路(1970年7月1日更名為忠孝東西路)為緯，將台北分為四大區，放大投

射為整個中國，依其原有中國地名位置，置用於相同區位的台北街道名，這些地名包含了中

國之省份、大都市、名山大川(以路名為主)、城市史蹟(以街名為主)等。這一套更名的原

則，反映了國民政府治台的基本理念，希望藉由空間的重新命名，完成集體記憶的汰換，塑

造合乎執政者想像的新的認同指標(黃雯娟2014：17-18)。 

 

本研究發現，花蓮的街道名也有此現象的產生，尤其是市區的道路以中國省份第名和政治理

念有關的名稱比例最高。本研究小組透過地名的空間分布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的統計分

析，來說明在台灣歷史發展中即便位處東部邊陲的花蓮，也有如此地名更動、國府治台的理

念痕跡，表徵在今日花蓮市的街道名之中。 

 

三、花蓮市區街道名的歸類與分析 

 

我們透過閱讀文獻和觀察各縣市街道名的分布，發現只要是愈靠近政治權力核心的地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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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省轄市和縣轄市等，愈無法避免政治意識型態的干擾。因此本研究小組透過文獻的

閱讀、花蓮在地社會科文史老師的訪談、實地的觀察與記錄，將花蓮市區的街道名進行歸

類，分為四大類：「政治圖騰」、「地理位置」、「道德思想」和「特定人物」。 

 

             
    圖2、市區街道名--南京街、光復街、中華路      圖3、花蓮市區的復興街(本研究實地拍攝) 

 

    (一)花蓮市區街道名整理與分類 

 

花蓮市區 

1.路名 

1劃 3劃 4劃 5劃 6劃 8劃 9劃 

一心路 三民路 中和街 民國路 成功街 長安街 南京街 

 上海街 中山路  自強路 長春街 重慶路 

 大同街 中正路  自由街 林森路 信義街 

  中華路  光復街 忠孝街  

  中原路  光華街 和平路  

  仁愛街   明禮路  

     明義路  

 

11劃 12劃 13劃 15劃 

博愛街 復興街 福建街 廣東街 

 

2.分類 

特定人物 由來 原因 

中山路 紀念  國父 孫中山 是為迎接孫中山先生靈柩而

建並由此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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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路 紀念蔣中正 八年抗戰後，中華民國具有

戰勝之國身，當時身為中國

軍隊最高總司令蔣介石聲望

大增，建築、道路皆此命

名。 

林森路 紀念國民政府主席林森 是為國捐軀的英勇先烈，而

為國所做的貢獻而得名。 

成功街 紀念鄭成功 是為國驅逐荷蘭，維護國家

和領土並維護海商權益，所

做的貢獻而命名而來。 

 

地理位置 

花蓮的街道名 大陸的地名 

上海街 上海市 

南京街 江蘇省南京街 

福建街 福建省 

廣東街 廣東省 

重慶街 重慶市 

長安街 陝西省西安市 

中和街 四川省中和鄉 

長春街 吉林省長春市 

中原路 泛指中國以河南省為核心延及黃河中

下游的廣大地區 

 

政治圖騰〈反攻大陸及中心思想〉 道德理想 

復興街 忠孝街 

光復街 仁愛街 

光華街 信義街 

成功街 和平路 

自由街 明禮路 

自強街 明義路 

三民路 明廉路 

五權路 明恥路 

一心街  

中華路  

民國路  

博愛街  

大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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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花蓮市區街道名的統計分析 

 
 

圖4、花蓮市區街道名統計分析之圓餅圖 

 

本研究以(一)統計數據為依據，將花蓮市區街道名四大分類作成圓餅圖，明顯可見街道名以

「政治圖騰」為最多，佔41%，顯示國府治台的政治統治治術與理念明顯化約在街道名中，

如：「復興」、「中華」、「光華」、「民國」、「三民」、「大同」、「博愛」等。其次為中國省份名

的「地理位置」，佔28%為次多，如「上海」、「南京」、「廣東」、「福建」、「重慶」，為民國50

年代反攻復國(註)意識形態的中國地名表徵。 

 

第三，仍是國民政府治台化約在街道名中的治術─「道德思想」，如「忠孝」、「仁愛」、「信

義」、「和平」、「禮義廉恥」等，為所佔比例之第三多；第四，則為特定人物之紀念，如「中

山」、「中正」、「成功」、「林森」等，對於中華民族和開國有貢獻之特定人物紀念。 

 

 

表一、花蓮市區街道名的歸類與統計 

 

分類 特定人物 地理位置 政治圖騰 道德理想 

數量 4 9 1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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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投射在花蓮市區的中國省份相對地理位置與地名分布之標示(本研究繪製) 

 

 
圖6、圖說花蓮市區街道名的四大分類與位置分布(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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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5和圖6的地圖繪製中，約從吉安溪到美崙溪的花蓮市中心舊街區一帶，本研究發現花蓮

市區的橫向道路為以中國地名命名之路名，縱向道路則穿插著蔣中正欲成功收復大陸的理念

及中國的傳統道德思想。整個花蓮市中心地圖，就彷彿一張小型的中國各省地圖、反攻理想

藍圖。 

 

路名，不只有指示方位、地點的功用，還告訴了我們先人的思想及理念，以及一地的歷史與

時代的變遷。臺灣的路名紀錄了過往的歷史，因此我們可由路名得知當時執政者欲收復祖國

的理念與渴望。 

 

参●結論 

   

路名，主要是為了標示地點、方位而產生，命名方式有很多種，有些是利用地方人民熟悉的

語言命名，有些則是由當地經濟發展特色所構成。經過我們田野調查及不斷比對，我們發現

花蓮的路名反映了當時傳統復國的思想及政治理念。而這些路名便漸漸地出現在你我身旁，

久而久之，雖然不知道最後那份思想是否還在。它會隨著時代的變遷 ，也許慢慢的被世人

遺忘，但歷史的紀錄會永遠存在這片土地。 

 

最後，反攻的思潮隨著時間漸漸淡去，臺人不再將反攻大陸掛在嘴邊，蔣公像也全面退出校

園，這段曾經有過的歷史，隨著時代的變遷，滄桑轉換，也許會漸漸模糊、慢慢的被世人遺

忘，但是這些過往卻早已牢牢的紀錄在路名之中。 

 

於是，路名不再只是為了標示地點、方位而出現的產物，它更是歷史的紀錄者，即使時光逝

去，名稱原來的作用早已消失，但它依然猶存，在我們都不經意、都遺忘了過往的時候，它

卻頻頻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只要我們肯多留心去觀察，就不難發現── 它其實從未停

止向我們傳達當時的那份理想。 

 

◎補充 

1.地名通常是依照自然法則或所構成。 

2.地名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跟著改變，例如：戰前的地名跟戰後的地名，有了許多轉變。  

3.地名可以反映出一地的歷史與地理。 

4.地名可展現的語言多樣性與多元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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