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攘堂 

1903（明治 36）年竣工。長州藩＊出身的政治
家品川彌二郎死後將吉田松陰遺留下的親筆文
稿等捐贈予京大，尊攘堂正是為了收藏這些文
物而興建。

木下廣次胸像
前校長（1851～1910）。
曾任第一高等學校校長、文部省專門學務局長，
而後成為京大首任校長，奠定京大日後的發展
基礎。

荒木寅三郎胸像
前校長（1866～1942）。
專攻醫化學。1915（大正４）年出任校長，在
職 14 年為歷任校長之最。

新城新藏胸像
前校長（1873～1938）。
專攻宇宙物理學，1929（昭和４）年出任校長。
在景氣蕭條與思想箝制等嚴苛的時代環境中，
投入大學的營運工作。

第三高等中學校預科解散石碑
1894（明治 27）年立碑，當時原本位在此地
的第三高等中學校暫時廢除了為進入大學作準
備的升學課程，學生們被迫分發到其他各校，
因此立碑加以紀念。 

織田萬胸像
前法學部教授（1868～1945）。
專攻行政法。活躍於國際舞台，曾任國際法庭
的法官。

福井謙一
諾貝爾化學獎獲獎紀念石碑
為了紀念工學部教授福井謙一在 1981（昭和
56）年榮獲日本第一座諾貝爾化學獎，而設立
此碑。

舊防災研究所事務室
1916（大正 5）年竣工。建築物的設計近似舊
石油化學教室本館的二樓部份，目前作為留學
生的交誼廳使用。

工學部土木工學教室本館
1917（大正６）年竣工。是大正時期京大的紅
磚建築代表，白色花崗石裝飾與大片窗子是一
大特色。

工學部建築學教室本館
1922（大正 11）年竣工。是京大第一座鋼筋水
泥建築，未鋪設瓦片屋頂。暗紅色磁磚、正面
的彎延牆面，以及頂部的帶狀裝飾等極具特色。

法經濟學部本館
1933（昭和８）年竣工。起初只興建了西側建
物，後來又依序增建一直到 1953 年。入口周
邊的設計獨樹一格。

總部校區正門 

1893（明治 26）年竣工。竣工當時的門柱由
磚頭與石塊交錯疊成，後於 1979 年進行了重
建工程。

綜合人間學部正門·門衛所

1897（明治 30）年竣工。原位於現今總部校
區的第三高等學校（通稱三高），在京大創立
的同時也遷移至南側，當時便興建了此一正門
與門衛所。三高以學風自由而聞名，曾孕育出
諾貝爾得獎者等諸多名人。

舊石油化學教室本館
1889（明治 22）年竣工。位於內側的一層樓
建築，原本是第三高等中學校從大阪遷移來時
所興建的物理學實驗場，是京大校區現存的最
古老建築物。諾貝爾得主湯川秀樹、朝永振一
郎、福井謙一等人都曾在此從事研究，因此又
稱「諾貝爾獎之館」。

時計台
1925（大正14）年竣工。內部有校長室與大會堂，
是京大的象徵性建築物。為紀念京大在 1997
年創校一百週年，故於 2003 年 12 月整修為「百
週年時計台紀念館」。位在紀念館後方的法經
第一教室曾經是京大最大規模的教室，發生瀧
川事件時的學生大會，以及大學紛爭時的團體
交涉，都是在這裡舉行的。種在時計台正前方
的樟樹，是第一代樟樹在 1934 年因室戶颱風
的侵襲而倒下後再度栽植的第二代。百週年時
計台紀念館的 1 樓設有歷史展示室。

歷史展示室
歷史展示室固定舉辦以「京都大學的歷史」為
題的常態展出。常態展出以通史展示為核心，
訂定了從「京都大學的創立」一直到「近年的
京都大學」等八大主題，以大學文書館的館藏
文書與照片為主，搭配實物資料進行展示，呈
現出不同時代的各自樣貌。另外，還展示了校
園模型、重現戰前的學生宿舍，以及電腦繪圖
作成的影像資料等，可以從不同觀點認識京都
大學的歷史。

［休館日］ 每月第１個週一以及年末年初
（第１個週一若遇節日，則順延至第 2 個週一）
［開館時間］ 9 點 30 分～ 17 點 00 分
[ 門票 ] 免費

綜合博物館
2001（平成 13）年開幕，為日本最大規模的
大學博物館。內部收藏與展示了京大創立百餘
年來所收集的 260 萬件珍貴的學術標本資料。 

［休館日］ 每週一、二，以及年末年初 
［開館時間］ 9 點 30 分～ 16 點 00 分
　　　　　（閉館為 16 點 30 分）

［門票］ 一般人士 400 日圓、大學高中生 300 日圓、
　　　 中小學生 200 日圓（有團體優惠）

文學部陳列館

1914（大正 3）年竣工。興建目的是為了收藏
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以及古代美術領域
等由文學部所收集的珍貴資料。出入口的山牆
面、上方的橢圓小窗、建築物上方的小塔等，
讓本館成為校區內格外顯眼的華麗建築。

關於京都大學

京都大學於 1897 年創校於古都京都，在
日本是歷史第二悠久的研究大學。今日，
京都大學在海外也設有多處研究設施，以
真正的國際研究機構自許，重視靈活的思
考，並致力建構一個放眼全球的學術環境。

京都大學的校園是一個具包容性與協調性
的學術環境，研究者們既可在此長期投入
研究，也可在多元路線中挑戰開拓新領域。
京都大學此種態度所具備的優勢，從畢業
校友與研究者們所獲得的榮譽即可證明。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共有 8 位諾貝爾
獎得主、2 位菲爾茲獎得主，還有 1 位高
斯獎得主。這樣備受國際肯定的成績，大
半可歸功於本校的教育研究哲學。那就是
重視靈活的思考、獨立與對話的思維，這
種獨特的學術風格孕育出一種創造力，而
這種創造力正是投入劃時代的研究、探索
新發現所需要的。另外一項重要因素是，
最先進的實驗研究設施。這些設施為學生
與研究者們帶來親自體驗的寶貴機會，是
邁向科學家與學者的成長道路上所不可或
缺的。

為了實現人類與生態系在地球這一顆行星
上的協和共存，京都大學以此為己任全力
奉獻。在追求遠大理想的路途上，本校期
許全世界的學生與研究者們，不僅成為本
身所鑽研領域中的佼佼者，更應時時刻刻
提醒自己，要致力解決全世界最迫切的問
題，為國際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Kyoto University
京都大學 涉外部 宣傳與社會合作推進室
〒606-8501 京都市左京區吉田本町
URL   http://www.kyoto-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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