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總督府總督正三位佐久間佐馬太篆額 

枋橋屬臺北擺接堡，而市肆殷盛，為擺接冠。林氏本源居之，頗負德望。 

先世憂文教不興，刱建義學，曰大觀社，又於臺北倡建文廟，出貲助成西學 

堂。自改籍後，庶政鼎新，急於建學枋橋，則假大觀一宇，以充校合。既歷 

十年，諸生日眾，而狹隘不足容矣。今林君爾嘉、彭壽、鶴壽、嵩壽、熊徽 

繼先志，請捐金建學校，政府許之，乃相地于枋橋東北隅，庀材鳩工。明治 

四十一年二月三日起工，五月二十五日告竣。林君立碑記其顛末，具狀乞余 

為文，乃為之記，曰：「前後校舍，前則一，長一百二十三尺，廣二十三尺 

有奇，後則二，長各五十七尺，廣各二十三尺有奇，連接兩廊。前方中央架 

樓，高十有三尺，廣稱之。為室六，容席一百七十。都以煉瓦構築，雖無輪 

奐之美，然規制渾堅，信可經久。用工六千人，縻金二萬二千七百九十四圓， 

其二千二百七十九圓為政府補助。自經始至竣工，悉合圖案，以底有成。顧 

全臺學校二百二十有八，大抵為新築，如艋舺、嘉義、宜蘭諸校，輒偁壯大 



，而成于眾力。獨斯校成于獨力，尤為難得。允與諸校比隆，豈不懿哉。」 
按林氏家祖石潭君，名平侯，居新莊，開大姑，陷番疆，擢柳州知府。娶王 
氏，封淑人，生國華字樞北、國芳字小潭。以其地不便，移居枋橋，偁曰本 
源。樞北生維讓字巽甫；小潭生維源字時甫、維濂字敦甫，父子皆授觀察。 
當劉撫帥省三秉臺政也，時甫為幫辦撫墾欽差，任開拓之務。又致意學事， 
奘勵具至，故人文漸興，頑獷之風悉化為禮讓之俗。所謂蔚山川而開風氣者， 
非耶。而斯校之成，余甚嘉其後之有志也。抑是役也，臺北廳長官加藤尚志 
屢來視，且舉落成式。祝曰：「今校舍作新，足以勵眾，他日其必有英才勃 
興。仰體朝廷，覃敷教澤，而一風化之意，以贊盛世之治。自今而後，余於 
諸生有厚望焉，諒哉。」茲併記而勒于石，以成林君之志，其亦可以風世也 
夫。 

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從四位勳三等大島久滿次譔 
明治四十一年八月   正五位日下部東作書 

 七世廣群鶴刻 



  源──枋橋建學碑的歷史風華 
               板橋，清初稱為枋橋，是一個具有文化氣息的北台名鎮。林本源家族

在清代同治二年（西元1863年）即興建大觀書社，教育地方人才。 
               中日甲午戰後，日本統治台灣，隨即於西元1899年借大觀書社，設立

枋橋公學校。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舊有規模不敷使用，因此，林本源家
族於西元1908年以私人捐資方式擴建枋橋公學校於今日板橋國小現址，並
於同年六月十四日遷入，八月豎立枋橋建學碑。 

               由於是獨資，捐錢捐地建校，日本政府特別激賞鼓勵，不僅由總督府
親自立碑，並請日本的書聖，中央特約書法家日下部東作(號鳴鶴)書寫。
掲碑時，更由時任台北廳長的加藤尚志主持落成典禮，足見枋橋建學碑極
受重視。枋橋建學碑的設立，不僅為本校由大觀書社遷至現址作歷史見證，
更奠定日後本校培育無數傑出人才，貢獻社會造福桑梓建立根基。 

                民國八十四年（西元1995年）枋橋建學碑由內政部公告為碑碣類三
級古蹟，是台灣目前僅存的一座新建學校紀念碑，其歷史地位彌足珍貴。 

 



然而，隨著日月風華的洗滌，建學碑因空氣污染，酸雨侵蝕，原碑 
已逐漸風化，為免未來變成無字碑，更為延續本校此一重要歷史文 
化資產，遂藉由此次校園重新規劃，校舍整建時機，特別將建學碑 
全文六百七十四字清晰呈現於原碑文前，以利板橋學子在課程學習 
中，藉由碑文內涵認識建校源起，學習先人典範，讓板橋優良學風 
永續發展。 
  枋橋建學碑是台灣教育發展史的重要文物，是本校永遠的資產。 
期盼：凡我板橋人皆應戮力維護它！認識它！發揚它！ 

校長  姚素蓮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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