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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在中H甲午戰1895年(清光緒2 1年，日明治28年)

序

敗，與日本簽定馬關神約，將台灣及澎湖群島割讓給H本後，

台灣不僅在政治頭境完全改變，社會艾化經濟也隨之更動，都

市與組築之發展也因而產生重大改變並且於口據五十年間逐漸

奠下現代述築之根基 ﹒ 1 945年 (民國34年) ，台灣光復，現代

ft之腳步伴隨著新的政治與經濟生態一 步革的前進，建築之發

展更是隨政經社會而快速發展 。 從 1 895年至今!幾乎是世界娃

員 築舞台

F宇

間

、
l
l
L
/
l
l
|
」

有
在
許
紀

師
外
為

世

築
種
成
七

建
一
會
十

或
是
也
從

者
樑
此
灣

計
式
因
台

設
於
」

是
由
到

的

.

、
的
一

一
涉
法
、
察
一

一
指

手
J
觀
一

-
上
與
」
呆
一

眼
一
展
錢
是

岱
一
發
瘋

J

的


柚
二
軍

M
t

宜

結
一
建
項
覺

灣
一
在
吱
視

台
一
'
的
由

在
一
)
土
被

闖
一附
~
控
制

也
一
(
-
於
很

樣
~
樣

~
之

式
~
式
)
用
現

築
一

.

識
表

控

意

的

A

心
m
v

筒
Z
a
E

•• 
組

-
咖

均有其特殊的背殼 。 不過因為缺乏有系統的引介 ， 所以台灣

過去報于在媒體在報導或陳述迪樂時，式樣經常被誤用或j監用，



忌
。
若 「 巴i有克 」 式樣就是一例 ﹒ 本書乃是以式樣為軸，行系統的介

\-戶一一-----一-一
紹甸事E式樣的定站 在台灣的發展、屯耍的元素與代表性個

案由於式樣多而雜 加倍只介紹其<1 1影響台灣最深品，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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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旦被視為 「風土建業 的台灣原住民也築也不在討論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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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博館後方還有-!'Í'陶瓷公園，除 f提供警衛自Ij作一個戶外展

覽環境外，也將更多的泥土水及綠意作為主體往築之前民與

行氛，緩和了大量體所可能對琨境所產魚的衝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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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背景

1949年(民國38年) . 國民政府退守到台灣 ， 海峽兩鼎呈

現對峙之情況 ﹒ 大批的非台灣荒草人民及官H來到陌生的台灣 ，

思鄉之俏 ， 雖以形容，做鄉之際，中閣大陸上之宮殿陣字之印

象不免時而浮現 ﹒ 中國前典式樣且Jl築能再現於台灣有 f最基本

之l![!由 撫慰民心 ﹒ 再扭，中莘文化道統向來是國民政府自許

為重大之責任?迪築既是文化之一玄，自當延續道統之標準﹒

台灣的閩南式他築在當時官貝之眼中，只是一種地方性的文化

產品，自是不能代表道統 ， 於是以小間古典式樣嚴的地扮演7

這 個角色﹒此時，由於大蠱的中央級機關在短暫之時間內大

量的湧現到原來只有省級地位之台灣土地仁，昔日國民政府在

南京以中國古典式樣所與他的政府機關林立之意象很鵬在一時

之間忘懷 ， 中國占典風格乃成為一種區分中央級機關興地方級

機關意象之最有)j工具之一﹒ 1 966年(民幽55年)夏天 1 中國

大陸上開始自現紅衛兵. r做四笛」 、 r 立l1'l新 J 之口號在各

地響趟，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場 ﹒的7對抗此舉，在台灣的國民

政府乃決定鈴該年十一月十二 8' 擻大慶祝闊父孫中山先生

育零一年誕辰 。 當時參加典禮的人士聯名建議政府燒定每年

國父誕辰為中第丈化tI!興節，經政府接受，並由總統i1íi佈明定

當天ßr中帶文化彼興節」 ﹒ 在中權文化復興運動的推敲助瀾

下，被製古物之想法與政策對日後也築師複製'1'國古典u\築式

樣更有l直接影響 ﹒

2 什麼盟中國古典式樣

， t，闡許7典式樣 ， 悶蟬的說就是採取不同的步趟，運用不同

的手法 ，把 rl'國古典他築的元素 ，閑之於在新建築中後所主且現

出來的風格﹒從閻明木結構形成一套完難之建築體系到清朝中

槳 ，中國古典煌築可以說是漸進的發長 ， 在程序土是進化的

( evoluliona ry ) ltij~1 像丙方建樂是革命的 ( revo l utionary ) 0 

蟬然在每一個時代棍 ，中國古典陸築娃有某些層次仁之豈是樂，

但基本上之結構系統、 空間槽架及造形詣~卻是一脈承傅的 ﹒

然而對中國占典建築漫長二千多年之發展，許多對其研究的學

齒對其發展分期並沒。完全達到一個一致的結論﹒但是基本上

大家都同意一種籠統之分法，那就是從周朝之成彤，寮漠之發

展 !魏晉南北朝之融合 ， 附盾之極盛 ， 遼宋之守成 ， 到明清

之因襲與瓦解 ﹒ 其中宋朝是個關鍵年代，在 1100年(宋元符3

年) . 將作做李誠編修的 {營造法式} 凶度成訟，並且於三年

後(即柴草2年)學旨. r用小字鑽版」刊附﹒{營造法式}一

之TUEIl . 使得自那時趣之官方建築有了更明確之指引 ， 對巾

國控築 r古典式樣」之一致性上足有直撥之影響的﹒

巾國古典建築到底有哪些基本特徵呢。雖然此課題也是許

多研究中凶占典娃築之學品所熱1:1-'於討論的 ! 但他們的結論在

層次上之差異卻是相當的大 ，但其中五六特點是貫穿於不同的

觀點之中﹒第一點是就中國古典生tt築他外d彗星與臼然界大頭境

之關係 ， 也使中國主Jl築在神聖與世俗之間沒有一如西方程築一

樣明顯的界線﹒第二點就結悄而言，幾千年來持續發展之木結

惋系統已經成為'1'閻古典建築的一大特微，斗m上承屋頂之現

t1iJ 

/ 
9
.
古
典
式
，
"



下傅於性 ， 於是牆不負重， r叮當T啟間自如 ﹒ 宋朝之後，以 「材 成l式樣迎集在台灣被有意識型態地用來做為一種文化道統的表

契 」 的單位，清朝以 「斗口 」 為單位，更使娃築有了控制比例 裂 ，該以台北的南海學因為開端 。

及彼矩之標準 ﹒ 第三點就空間配置而言 。 中國占典iJ!築基本上 I*ï海學園基本上是 個國家級的文化教行建集群 ， 包括
、

都是叫建叫阿組合單間師為師 j 有 國~館 、 藝術館 科學館與博物館等設施，其旁是植物

正方形比較少見 圓形只用於特殊之建築(如北京天駛而7年 閥 ，1]治時期日人曾在此設位陳列館等設施 ﹒ 間立巾央國告

搬) 其他亦布/\角 ， 八角或卡字形平面 ， ftrJ應用於一些特 p 館( 1955 '利眉宇鐘書直師事務所 ) 國立科學館( 1959 '盧毓

例 ﹒ 第四點是就形式造型而言﹒ 中國古典煌築是顯明的分為台 」 駿) 及國立歷史博物館 ( 1964 '永利建築師事務所)都是採

墓 、 指控惰架及監頂三部分 ﹒ 第五點就象徵意義而言 ， 中國古 4 取中閣古典式樣 ﹒ 隨之興煌的台北外雙溪之國立故宮博物院. 
典姐築之平面憎成及裝飾系統絕大多數是行深厚的象徵意義 ( 1965 ' 大壯建築師司令務所 ， 責對瑜)典藏展覽的是園民政府

的 ﹒ 中國古典也築在幾千年之發展過程中， 一直延續著上述這 迎自北京故宮之珍貨主;物，在造型上當然行企間以中國古典式

f幌 幾個主要特徵演進，在西方及現代建築入侵之前，並沒有任何 樣再現另一個故?有之意識型態 ﹒ 除了博物館之外 ， '1 1國古典式

重大之變異 ﹒ 吋1國古典式樣就是依循上述特點所設計興建的風 樣串封建築也於1950年代初就仙現在台灣的校間巾 ﹒ 淡水淡江大

格 ﹒ I'}Æ早期校會與中國文化大學早期校舍主要通樂都是中國古典式

樣 ，其巾後者更是中國古典式樣折衷步趨式建繁的大本營，大 / 
( 3 ) 中國古典式繞在台蹋的發展 !覽館( 1961 ) 、 大義館( 1961 ) 、 大仁館 ( 1965 )及大恩館

在 1949年(民國38年)國民政府退守到台灣後，中關古典 ( 1970 ) 是為代表 ﹒

'" 式w就跟隨著到了台灣 ﹒ 話時台灣也築課程rj l缺乏完善的中國 ? 除了南海~國及中國文化大學外， 1 960年代上半前後 ， 台 '" 

娃築教育 ， 因此早期設計巾國古典式樣之迪築師幾乎全為大陸 , 灣各地均斷斷續緻地出現不少在機能相當多樣之中國古典式儕

來台之非台絡建黨帥I . 雖然這些作品也會受到一些嚴厲之批 新建築 ﹒ 這其'1'有許多並且成為同類型建築日後模仿的藍本 ﹒

評，但比起同時期此類作品在中國大陸上幾經放折被批鬥之命 從台北市立綜合運動喝( 1956 ' 基泰工程司 ) irJT台北市立棒

逝，在台灣之巾國古典式撥通築之發展自章程可以說是平坦順利 球場( 197 1τ 農田鎖) ，均是沿用闋民政府在南京類似設施使

木如l幾倍。 1949年(民國38年) ，由陳聿波(光華主ß築師事務 間的中國古典式撿 回 台北市第一頓儀館( 1964 ' 中國興業建築

所)設計之台灣銀行高跟分行會應用部分中間古典元素，但應 'Jl務PIí) . 省立台 '*1醫院 ( 1967 '和陸建築師事務所，惕卓

該可以只算是個例，並沒有太大之背玉立因黨在磚引 ﹒ 中國古 成) 及台北國山綜合大館( 1969 '處曰鎮)也都是中國古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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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新作 ﹒ 在這個同時，中國占典式按新建築也在觀光妝遊區壘，

碰了m耍的據點，這應該歸功於同時成立Jn l 956年(民國45

年)之 「台灣省觀光事業委只會」 和 「 觀光協會 J ' 前者為官

方機構後者為民間1組織 'f且二者兼具有椎動國內放遊專業之任

務 。 梨山賓館( 196 1) .台北國山飯店第一期工程 ( 1 96 1 '和

健娃築師事務所 ， 楊卓成)‘台中縣教師會館 ( 1 963 '海群<l!

樂師事務所 ， 修澤由自)、日 H禪觀光BfH土( 1966 '石城建築師

事務所，姚文英)、澄清湖水族館及中興塔 ( 1969 .姚元中)

與日月潭慈恩塔 ( 197 1 '公路局新工處，汪原淘 ) 都是代表﹒

為了自己合發展觀光帶業 ， 1 966台北東門、南門 小南門開拍整

修，負1立的且J!築師(讀ft瑜)前l將原有之閩南式樣拆除，代之

以北方宮殿式機flfJ ﹒

1 966年(民國55年)反天，中國大陸上開始出現紅衛兵 ，

「 破四舊 J ﹒ 「立四新 」 之口號在各地響起，文化大革命正式

開場 。 為了對抗此舉，在台灣的國民政府乃決定椎動中華文化

復興運動，進而使台灣大量山現中國古典式彼新公共建築，陽明

山中山樓 ( 1 966 ) 。 由於忠烈祠是國民政府英雌之殿笠，更是民

族意識之象徵，所以在式樣及裝飾上，政府當局傾向於以傳統及

肅穆之方式表達出來 。 台北困山!忠烈祠 ( 1969 '石城建築師事務

所，姚文英、姚元<1 1) 是全台灣系列改建忠烈制之第 個 ， 以~

憊的復古步趨所設計。lJ1築以清式宮殿為基本，裝飾華麗 ﹒ 台中

市忠烈祠( 1970 '台灣省公共工程局，林建樂) 、 向南南忌、烈爾

( 1 972 ) 、淡水台北縣忠烈祠 ( 1 977) 、高雄市忠烈祠 ( 1 971 ' 

趙飛虎) .虎頭土耳台商縣忠烈祠( 1 983 ) 花連市忠烈祠 ( 1984 ' 

自F政一)以及澎湖忠烈祠都是這都是這一系列的作品 ﹒ 除了!且烈

祠 ，各地之111人公墓設施也有多處採中國古典式樣， 90自河榮民

公墓祭堂 ( 1 980 ) ， 鐵站山市人公益靈堂與rüi雄深*山1lI人公g

祭殿及忠、靈塔( 1993 ) 均是中國古典式樣之作，且帶有濃厚之政

治色彩 。

這般復古熱潮除 f造就了這一系列之忠烈祠外，也在台灣

產生了幾座大型的孔于闕，台中市孔子廟( 1975 '台灣省公共工

程局)與高雌市扎于關j ( 1976 '主流ru築師事務所，陳碧譚 呂

裕豐) 與快國市孔子勵~ ( 1 988) 為其中代表 ﹒ 雖然早在1 955年台

北市孔子關在建明倫堂(盧毓駿) 時就曾經採用中國古典式騁，

然而其只是整座孔廟III之 -棟房舍 ， 並非把全部廟宇拆掉重腔，

影響力也未歐及其他縣市 ﹒ 由於批孔是中國大陸上文化大革命中

之一重要行動，在台灣的國民政府以維護儒家道統替儒家建立神

聖殿，主是一種意識型態上之必然反應 ﹒ 因而 1 970年代以後，大型

孔于廟陸續在台灣出現，和rþ國大陸上當時熱烈進行的 「批孔批

林」 運動在l時間上之l兩步，並非是 →1'1 偶然的事 ﹒ 基本上。 這幾

座孔子廟仍然是維持祖傳統孔廟之~J1制，包有大成門、大成殿

東西廳 、 民聖前面j 、明(俗笙守空間，只不過將台灣f!!1統孔廟之閩南

式樣故以北方古典式樣而已 ﹒ 其中台中市孔廟據說是修啄曲J$.孔

廟 ， 並且得到孔子後苦苦孔德成之指導而娃，由於當時任行政院長

之蔣經國先生在巡視時曾指示「令後各縣市欲建孔廟，應以台中

南孔廟為典能 J ' 而使之成為台灣新陸孔時]之新模式 ﹒ 整座iL防

線用金黃色之琉璃瓦 ， 與傳統孔廟有完全不一樣之意象 。 而台北

國父紀念館 ( 1 972 '王大閥)則是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下，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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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Jl象表現的少數案例 ﹒ 考量質際使悶，是在座經常會以地面層來串串化 ﹒主於屋頂部分 ，

中國古典式後，不但被應用於公共建築!也出現於商槳 從廓殿 、 做山 戀rJr 、 R巫山 、 捲棚及攬尖頂都可能被r.i1'用到新

建築及高層建築 ﹒台北困山飯府增娃 ( 1971 '和陸建築師'Jl 建築之頂部，也有部分建築會盤合不同形式的屋頂 ， 形成新的

務所 ， 惕卓成)就是將古典迪築高層化的案例，也成為每次國 造形﹒不過不管屋頂的形式如何變化，不同顏色的琉璃瓦是一

民政府接符國貫之處 ~ /'\福客倍( 19 7 1 '蔡拍錄)也是座椅 種不可少的建材 ﹒

業性寓樓 ， 也嘗試在大慣上添加M~之修飾 ﹒高峰回山飯店 織架系統是中國古典尬築特徵鮮明的元素，因而中國古典

( 1980 '和睦娃築師事務所 ， 楊卓成)基本上的手法及情成是 式據新妞築即使應用了鋼筋混擬 t的新織法，也無法避免使用

與台北岡山大飯店相似 ， 只不過樓層皺並沒有那麼高 ﹒ 1976年 以斗棋的巾心的元素 ﹒ Hcl於 Itr 閥廢代的格架系統並不完全一

(民國65年)九月，當時任行政院長之蔣經國先生於立法院作 致，因此建築師在考iiI:斗棋的形制時就會出現差異，偏屬唐

施政報告時提吐l了 r 1_三項計道 」 之主~設方案，其~[! r第 1 二項 末的顯得i芷擻厚重 ， 偏屬於明清者則做得華麗 ﹒ 彩繪及各類裝

乃是在每一縣市設立包指有圖書館 、 博物館及音樂廳的文化'1' 修也是中國古典煌築中軍婪的部分，因此在大多數的中國古典

心 e 在+九個縣市之文化中心之也築兢圈中仍有宜蘭縣 、 兩投 式戲中也經常出現。整體而言 ， 凡是中國古典蛤築中出現的元

縣 ﹒ 台兩縣及高雌縣明訂要有「中國風恰J 或「表現中國文化 素，均可能再現於中國古典式樣中 ﹒

之精神 J ' 其中高雄縣更指明要 「宮殿式架楷J 。 然而此時台 / 
灣的建築界早已遁入多元時代，這一放的文化之中心熱已經無 、 台，蜀中國古典式樣代表性建繁

法再次激起中國前典式樣之連鎖反應 ， 而紀念將中正總統去甘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早期校舍

'" 所煌的中正紀念堂( 1980 ' 和時起築師事務所，惕卓成)和國 台北陽明山w岡中國文化大學是台灣中闊前典式樣新建築
， ~ 

家音樂雌與歌劇院 ( 1987 ' 和陸正li築師事務所，惕卓成)則是 最密集之本營，自盧毓駿設計 。主;化大學之所以會在絞舍上採

中國古典式樣在台灣最後一次I宙潮 ﹒ 用古典形式的原因乃是意識型態上的， I:H於該校之創立是以

恢復中圓文化為宗旨 ， 而且校內叉有一些非常獨特， {日與中

…時 i 國文化有欄之科系，悶此在校f每次達上難免有希望表現中國文

中國古典式樣係以rl'國古典迪築作為創作的品源，因此1fl ft之概念 ， 再加上其創辦人張其昀必然對其任內所設南海學國

嬰元*均取材或模仿自中國古典陸築﹒基座是中國古典迎斃的 中之娃築印象深刻 ， 所以才會有聘任科學館設計建築師盧毓駿

基本#哇!車 ， 因此中國古典式樣新組築也會著力於這兩部分 ，但 設計校舍之舉 ﹒ 在中國且:化大惜之大I在館( 196 1 ) 、 太義館



種生

( 1961 )及大仁館 ( 1965 ) 中，虛毓駿均以他最醉心研究之
「明堂」 作為凶發點 。

就構成術而哥大成館( 1961 )由-座撫殿由兩座晶x山

及一座捲棚頂房舍之屋角與屋角相接構成合院之空間 。三 ‘四

層之犀I宜平台就華間環山之環境ITri言是貼切的 ! 但是平台之欄

杆荷J橫過全樓而成為窗戶下之腰駒，再加上其下 一圈只有點綴

作用之J;f飾，使得上那之古典式閣樓與下部鋼筋混凝土屋身之

司， 台北中間文化大學大仁館外說﹒

間已于于之矛盾

性結更加衝

突 ， 在大義館

( 1961 ) '1" 
在數層器字形

'l'間上立有一

掃內縮之八角

形平面樓層 司 企 台究 中國文化大學大成館外貌 ﹒

其上同置 車駕著積尖之古典式樣回閣樓 。 在 厚重之底座樓層

1 '.再自一國樓之例是可於河北承德普樂寺旭光間中見到，然IIU

其在處理 k卻是 個將惚，但大義館給人卻是三種不同語彙之

愷層墊在一起的結果。

大仁館 ( 1965 )是為 f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所挫 ， 也娃出一

個器字形平面立體化的大宣體作主體 ， 其 t再!買 一中央八角m尖

問及四角四組八座1)、閻 a 類似的造型組合在承德須彌褔毒廟大紅

台亦曾出現 ， 但大紅台質際上是由三屆群他圍繞苦三層樓閣「妙

高紅嚴J 殿組合Ilfj成 個「回 J 字形平面，是喇嘛建築 「 都綱殿

樓J 之極，和大仁館之端字形平面是有不同的 ﹒ 而且大紅台之

主間和凹週圍樓之間留有挑空部分， 二千可因空間之屬性不同所以

平面!不相接 i 但空間卻因挑空IIIT相n逝 ， 這與大仁館維持不面上

形式化之連繫 ， 質際空間缺乏ift暢 固 1970年代 ， 中閣文化大學文

陸續興建了大恩館( 1970 ) 及大典館 ( 1973 ) ，也都應用了中閻
古典去樣，他成果並不如預期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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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台北外雙i1i之關立故宮博物說 ， 落成於 1965年(民國54

年) 由大壯娃築的耶路所設費瑜設計。可同r:日上，故宮博物院是

由中央大廳 ﹒ 四周1lí廊及凹陷小風所組成一個像古代可j堂之對

稱器字型平面 ﹒ 整陳述築是座落於一長軸之端點 ， 人們必須經

過五關閉之牌樓再拾級而上J會拉達館前，就此點而旨 ， 雖然

此軸與'1'國古典經築之軸線性質不盡相I司. {日總結使軸線之端

之控築要比位於市區中之同組建築'<l!更具1'Ì占與組築~:象之說
服力 ﹒

在造型上，故宮博物院也壘以復古式步趨來轉化城門之類

的古典承重牆尬築 . 1椅示 f館內珍藏的是笠，保護之物 ﹒ 巾央3是

企 台北故宮博物館為台灣中國古典式峰的代表作 ﹒

出的閣樓採屑的是盆頂 1 由於其是{立於基地之最高點 ， 似乎也

無人可以瞧見屋頂之上間I . 綠色的琉腐屋面及金黃色的屋脊也

就明7111築師似乎您在不太可變之定規中尋求可變之處 。 中央

盤頂以外的平頂亦飾以綠瓦黃脊之琉耳窩窩飾，其與黃牆之間則

是簡單的 斗 三升斗棋及人字形楠、削創作 ， 其下兩飾以撿回且 ，

以捕捉古典建欒木結惜之淵源 。 閣樓內為鬥八藻川 ，樑面作漢

磚浮雕 ， 滲入部分民間藝術 ﹒ 此館在往後幾年曾經擻迪 ， 空間

左右對稱地向拷字形平面兩側延伸， 並且!ß外形封閉的血體上

左布各N'也一座打四%1 I費尖及盆頂之小樓，但是在尺度及造哩!

請黨土，大體仍治襲原作 ﹒ 整體而言 ， 台北故宮博物院是台灣

中附古典式樣的代表作 ﹒

陽明山中山樓

陽明山中山樓是

台灣最重婪的中國古

典式樣新 111 築，始

建於1965年(民國54

年) . 完成於 1966年

(民國55年) . , l'山
傲的興建版係為了紀

念凶父孫小山訂年誕

辰 ， 後因中國大陸發

生文化大格命，台灣

順勢推動中華丈化
. 間，明山中山槽外現﹒



復興運動，此建築也持 f該運動最佳代言的作品，的修澤闡建

築師負責設計 ﹒ 中山館所隘的地形非常獨特，前打國l坊研究院

的因書館，後有高l旬，兩邊士是硫磷溪 ， 後山與的問腹地高差達

1 -六公尺左右，因此以控 「天下為公 」 牌位及牌般的百級

的~字形台階為前導，也同時解決了高低涯的r:u腦 ﹒

就且主築形態而言 ，陽明山中山樓是 一座有被雜機能之迫

害直複合體，包含可以容納一干八百人之大會議廳(中華文化

堂) . 容納二于人之大餐鹿和各頭小型會議室等大小差異甚多

之空間，由於無法將之容納在一個大屋頂下，趙:築帥不得不利

用各種不同大小、形式之古典犀回來整合造型 。 主入鬥此次入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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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陽明山中山 It門‘-

口門)郎均為盤頂. I"J.fß上為互iíli圓憤尖，其努l'W翼為捲棚頂，

大會議廳上為大歇UJ ﹒ 外形土有高有低、有大有小，利用不同形

式的中國古典屋頂，重墊在綠色山林做?別具一格 ， 其中大鹿

為國攪尖屋頂，門聽兩側為雙坡I頁，中誰文化1itf$國民大會的

那屬開會場所，採即以1111函 ， 入口門廊及其他那仰多為誰頂。

不同屋頂因內部空間的需要彼此相i里 ， 形成相當特別的組合，

雖然在想象上類似於傳統的小國古典建築，也足在煌築構成術

上則差異甚大 。

整體而言，巾0.1慎之外貌，以屋頂的綠色琉璃瓦為基調，

再前配朱紅盤麗的íIi衍，潔白的浮雕樑性和駒面，企闡將'1'國

鐘書藍的特色與所處的地)~(相互輝映 。 除 f巡哇~之外，中山橫

肉在定位土為國家開會、接待闢賓的場所，所以內部裝飾如

門窗、傢俱﹒燈具‘天花、彩章等也都最可能表達中國古典建

築之風絡 。 建築師也曾自述。在設計內部裝飾上，都需要告巾

國文化警衛的氣質與雅緻的特質固顏色更要調車1 .華貨大方 ，

足以在草大樣幽|時 ! 隨時都必需用心處理的 。 尤其考量中國有

五千年歷史文化，殷商時代文物上的銅雀紋絲條，其優美變化

細緻而典雅，後代少見，因此在中山櫻木門上的刻剖，議量利

用 。 並且在大樓的F守衛 陶磁‘磚瓦國架設計 rjJ也盡量放大利

用，也使中山懷與 IJ後以UJJ清裝飾為主的其他中國古典式樣打

所不同 。

陽明山巾山慎俗成在|酬的上與中華虫;化社100運動開展之i吋

步使符它成為政治文化意識型態與建築結合之最ft例j'- o 這亦

呵自蔣中正總統親自主持絡成開幕，和它作為國民黨重要集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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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二射中得到最好之說明 ﹒ 在一落1&~蛇頭盟上，在將中正總統會

發表之'1"華艾化，但落成紀念文中研詐此建築為 「復興墓地垂直~

民胺文化之標幟」﹒ 雖然中山樓有越築槽成術上之缺失，但浩

成之後卻普遍的受到讀譽 ，究其因無非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濃

厚之政治意識型態使然，國父甘甜司1*、科先生就認為以'1'山極的

l:lt築精神來說，就是 「拓展中悟文化復興運動的一個最好的典

型模式」因為其 「雖然材料用的是鋼筋本泥，但無論娃娃築的

基本精神 、 內容和裝飾的特點，卻完全是中國固有文化的一

切J ﹒

台中市孔子廟

1966年(民國55年)星天 ， 中國大隊仁闊的出現紅衛兵 ，

「破四種」 ‘ 「立四新 」 之口號在各地響起 ， 文化大革命正式

H/:J踢 。 為了對抗此舉 ， 在台灣的國民政府乃推動中華丈化彼興

運動，通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及組織章程，負貨推動

各項」二作 ， 其中包括了 「贈送歷史文物仿製品，複製品 J '對

H後趕集師被製古典迎築式樣必然深具影響 ﹒ 在中華文化復興

運動之影響下，建設于L J-廟成為對抗文化大革命的童基E工作﹒

俗成於 1 976年(民國65年)的台中兩孔于關是台灣揚孔的先

驅 ，修E軍必 取孔廟 ， 並且得到孔子後商手L總成之指導I而且J! '由

於當時任行政院長之蔣經國先生在巡視時曾指示 「今後各縣市

欲迪孔廟 ， ff!!.以 fî中市孔廟為典範 J ' 而使之成為台灣新建孔

廟之新做式 ﹒

台中市孔子廟由台灣省公共℃程局脫直到設計監造 ， 慶仁

A 台 'P 世孔于"大也較外祖﹒

營造廠及台灣創造工程公司承尬 。 fL于翩建築空間型式本有典

籍可街 ， 條為審慎再三wf酌、台巾市孔子廟除參考曲市縣誌及

關坐文獻等外 ， (i胡風徵學者專家意川 ﹒ 台中市孔子廟整體建築

群包招牌坊(道質占令 、 德作天地兩座) 照壁 ‘ 措星門 ' i'\主

池前院 、觀德門 ‘ 毓粹門 、 嫩亭速(fr 、大成門 、 大成殿 、 東

廳、問廳 、 ftz望E祠等 ， 可說是全台最為完備的孔廟之一 。 除7

平面國仿的車外 ， 同時51用曲卑建築諂彙名詞典元素，例如觀

德門 、毓粹門，有別於傳統閩南式孔手廟的體門‘ 2單路等 。 在

造型上，整座孔子翩採間金讀色之琉璃瓦 ， 與傳統孔廟有完全

不 樣之意象 ﹒ 大成門為歇山頂，大成般為巾國古典ill築中等

級最高的重1ii廳殿 ， ~)~聖祠為rjl草書廳殿。雖然徜造是鋼筋混凝

/ 
。
.
員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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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新建築，然式樣上卻採宋朝式千葦 ， 仿木惰的斗缺等裝飾細

緻，各殿彩繪亦令部採月1朱式 ， 以捲耳、花lf 為主 ， 用顏色的深

淺來描繪造型 。 整體I市口，是中國古典式樣新尬築的代表 ﹒

台北國父紀念館

台北國父紀念館為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之(1，大人格及革命

行誼且在發揚其思想巾，凶，政府於 1 964年(民國5 3年)開始錯

佬，除供海內外人士胸仰國父之用外並兼抖文化童基術教育 、 生

活休閑及學術研究之功能 ﹒ 台北國父紀念館尬第採畫畫凶方式﹒

一開始 ， 共有 12個國隊被核定為可以挺立值的尬第帥，包插隊

1輯、陳其寬 、 蜴卓成 、 五大閥﹒余振中‘林樹民. 5&眾生虞

日鎮、力霸振中美且litJ!築師聯合設計中心、如~)È月1 、贊賞瑜與

惕元獻 。

最後由主大的脫穎而出，撞得設計總 . {f投~t 國父紀念館

時，王大閑tit提出他的t役Jt 概念，認為打三個方向可走， 一為

追隨現代西方經築-，可以抄仿致函古代筒殿式ill築'二則者

削造有革命性的新中凶式建築 ﹒ 因為國父紀念館設計的準繩 ，

假如採用現代西方迎築是很明顯的用不符體 如果抄仿故國古

代(尤其是清代)自殿式也築'則更不適宜，因為國父是推翻

泣如也築所像徵的滿清政治制度，我們唯 的方向是走向一種

能去現國父偉大性的及JF命創造精神的新中國式且1!Wi ﹒ 後來玉

大的後叉遵照蔣公之怕不在外型上加強中國也築的特色而修正

1世計 ，民國54年先總統將公親自主持奠基典誼 ﹒ 1 972年 ( 民國

61年) 5月 1 6口主要工程完峻，舉行熬成典位

王大閥本身是一他標准的現代主義者，他所鐸受的是現代

陸第教育，但他的作品巾卻是充滿了對巾闕尬築之fill磁靈感與

依附 。 另一方也i他叉慰藉1.1.1專業者之質踐 ， '~有拭去創造一種新

的中國風的 回 而王氏也足台灣之建築師中自主 1 ， 1.對現代也築中國

風絡提出看法者之一﹒ 在他的各項作品ql' 稍司~ß-貴的設計

阪則，然而他卻也有一顆追求中國性將之心 ﹒ 在他偏斥復古步

趨、折衷步趨及裝飾品一趨之古典主義建築的 「假先個1 j 峙，只

1í叫 1m向抽象步趨l+r .w，品1<:'1 '岡古典建築與現代主義之交集點 。

在經過過幾次之嘗試反努力 ， 王大閑應用抽象步趨之成果終於

也台北閥父紀念館中館辦六月民之前定 ﹒

台北國父紀念館，在空間上為自一個可容納三千人之大會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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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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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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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 階梯講堂 、 國告館及展覽室等空間所組成 。 空問為近乎方

形 ， 大會堂層中 ， 其他空間在四周 ， 外圍繞以一陶校廊 ， 屋m

為 一曲線優美之誰頂 ， 最茵上並不鋪砌古典琉噶瓦，而代之以

金黃色面磚 ， 可在且將人口處將之柱于提高直接掀起益m而形成

一壯觀之門廊屋脊也都經過抽象簡化 ， 結情方面也將位樑外

露以表達古典建築之意象， 成功地表達 f一種現代主義者所詮

釋之占典形式 ， 它成為中國古典式樣之另一支流派 ， 流傳於追

求中國風裕之現代主義建築師之9' . 受到國父紀念館之鼓舞 ?

從 1 980年代起以抽象步趨設計之中國古典式樣建築在台灣有明

顯增加之趨勢 。

V 台3t國文記悲給外鈍 ﹒

A 台北同 世紀念館入 口門廊﹒

台北中正文化中IG

台北中正文化中心包含 1-1J正紀念常與兩廳院(關家音樂廳

與國家歌劇院)兩大部分 ， 足為了紀念先總統蔣介石所建 ﹒ 建

築設計採用國際競關方式 ﹒ 經過了二個階段的篩選 ， 白楊卓成

所提的甲 、 乙兩案脫穎而出 ， 其他入國的尚臼三大及張-調建

築師事務所 ! 莫展蜂 沈祖海及宗遁控築師事務所，及監銘光

等人，而暢市成所提之甲 、 乙兩案則再反覆修改聲合 ， 而成日

前質施之方案 ， 其中中正紀念堂於 1 980年 (民國69年)落成。

音樂廳及國劇院則啟用於1987{f (民國76年) • 

台北中正文化中心可以說是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在台灣公

共控築上之最後一次高潮 。 古育部也築足以Jl!丙為主軸 ， 版{先建

告在師認為「蔣公生前喜歡東南的方位 兼以旭日東昇之象 J ' 

-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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嚕所以將入口設於1約有，紀念掌控西面束 ， 國劇院位Iß'她線之

~t - 音樂聽在雨 。 後來則因為欲與總統府取得呼應，並且取西

'p.中l京之意-U!樂之方向與紀前完全顛倒過來。西南之主入口

為五恆的大牌位，自牆藍琉璃瓦 ， 是依 rp案之形乙梁之色設計

而成 正樓區上llr有「大中至正J 大字 ， 在自紡 、 性 fl是石門框

J:均施以古典|叫案裝飾 。 通過大門即為數百公尺之帕紋，底端

f!1l 1育紀念堂'是一座草草草八角償尖之迎築 ， 重E琉璃頂白色 ， 是

綜合原設計甲案之!臺身及乙若是之屋頂而成，座落於三肝火台基

1-.-內街蔣介石總統五形雕像，天花則以向天白日之|的|樣處理

成現代藻井。建築師在設計此紀念、堂時 r最初的槽想是把美

國的林肯紀念堂，印度的泰吉瑪l喻，我國的天悶和中山陵等紀

念性越築物敵匯貫通後產生的 J 泣可從原設計巾在軸線 k有

映池 ， 堂前有華炭等因眾中清楚地有出 。

採用八角形之屋頂，建築師認為i重要「象徵海內外|司胞從

四面八方來歸，接受蔣公偉大稍神之感召 J 而1i!:所立之三師

台基則是「象徵三民主義，表示將公學生努力共言行均以三

民主義為基礎 J 還街類似明堂之吾吾字形平面則是 r 象徵中

正」。 為了~與紀念堂之古典造型相互配合，國家劇院與音樂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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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也不得不採用古典式樣 ﹒ 音樂園里採取的是巾大小兩個歇山m

主鴨及南北兩個盆Jfj所組成之複合式屋頂，關家劇院則使用:m

靠著綠殿取代1f樂廳之歐山部分，鋪冊的均是金黃色之琉璃瓦

昆主苦與台是部分則二者幾乎相同，串T位加上白色古典欄析，斗

棋彩畫， 應俱全 ﹒

台
灣
建
築
的
式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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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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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背寮
雖然對於 「地域 」 辭 ， 從不同的觀點來看 ， 結果不盡相

戰後的台灣建築發展，除了現代主義建築與巾國古典式樣 同。 但是地域不論是被當作兵象的實體還是 個觀念，都涉及

建築兩大系統外，所謂的地域主義建築也企圖在往築舞台上→ 到人及其生活的區域，所以基本上可以被視為是 個由多向度

顯身手 。 1950及 1960年代，鹿為流行之現代才聽話f按月戀問目蛤 的力量所修正的環境整體 。 政治地域 、 地草地域 氣候地域 ﹒

可被二些建築師質疑缺乏地方特色的思考，對現代主義的反省導 經濟地域及文化地域都可以依此~)類 。 有時候 ， 兩種不同類型

致了當時部分鐘築轉向地域之思考 . 1976年(民國65年) ，台 的地域可能會完全 致但大多數的實例並不相同而是在某個

北市政府為了拓寬敦化南路進而計證拆除林安泰古膺，促使是E 程度上重盤問巴. 在所有的不同地域分類中，人艾地RI!學者1

築界與文化界在傳統建築之關懷上 ， 由個人式之害好形成 股 先使用的 「文化地域 」 是被最廣泛使用者 。 文化地域 ， 簡單已

共識 。 報章雜誌上報導介紹仰統建築之文章門益增加，前ï R 什1 說 ，就是根基於語言 、地名 、 宗教 、 種族 、 建築 、 藝術 、 食4

有愈來愈多的人參與質地勘查之工作 。 1977年(民國的年) 起 與經濟問致性所形成的地域 。

漢光建築師!jl務所在漢寶德的主持下，對鹿港地方性建築特色 在一個文化地域<1 ' ，文化傳統與質踐是具有相當的一致

的調查，提供古老市鎮街屋維護的基礎研究，是為台灣傳統聚 悴 ，柚閃出主ll"l ('f7 ( 司

a 而日常卡流科爾閃吾吾<1'-甜

落與建築系統化研究之激鵝，也把建築w與文化界對傳統建築 時 ， 個地域與它的邊界就更加清楚 。 文化地域與國家並不

之態度由鄉愁式的關懷推到學術化之研究層面與新娃築設計的 定要一致 ， 而且文化地域有時也會因為不同的因素而超越明顯

質踐上 。
的地理界線。雖然地域的概念體認並尊重每 個地域的個別性

峙，但共並不意昧著其是孤立主義 ﹒ 個地域不憋該被認知為

(2) 什麼是1世織主義式樣
-1國孤立封閉自給自足的單位 ， 而是應該被視為 個大有機體

地蟻主義( rcgionalism ) 是一種有自覺性意識去彰顛地域建 中的一部分 a 每一個地j~多少都必須依賴與鄰近地域的交流 。

築型~t 、 空間組織 美學 、地域材料和偕築技銜的趨向 。 早在 地域的概念意調著其他可以被辨識的文化族祥生活在其他地
1930年代 ， r地域 J ( reg ion ) 一詞究竟所指為何就會廣泛地 ， 區。 因為強化一個化地域的特徵是強烈的根源於一個地域的傳
而且經常是相互矛盾地被討論過 a 從語源學來說，地域意調著

統 ，也因而 「地域性( re叩開ality ) J 的概念也經常意指 「傅
政治上的控制(其拉丁文字恨regereRfl為統治或治理之意) , J 統」 的概念 ﹒

也可能寬鬆地被描述為一個地區，其中的住民自覺地認為他們
地域建築 ( Regional Architecture ) 與地域主義建築

是一個整總 ﹒
( Regional ist Archi lec lUre ) 二者是不同的 ， 前者在某種程度上

a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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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林安泰古厝遷建與道路拓寬

敦化南路

林安泰古厝(1783年
興建，1978年拆除，
1984年重建)



1754年，本籍中國福建泉州安溪林欽明移民至現
今台北市大安區，其子林志能因為於台北艋舺創
建榮泰行從事船運與貨物貿易而致富。大安由福
建泉州安溪移民開發，為紀念家鄉，故命名為大
安，意指「偉大的安溪」。
1822年，林志能於今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信義
路與和平東路間興建四合院住居，取地名大安的
「安」與榮泰行的「泰」為大厝名，定名為「安
泰厝」。
1978年，因敦化南路拓寬，位於道路預定地上的
林安泰古厝原擬拆除，後因文史學者疾呼保留、
認為敦化南路應變更設計繞過古厝。但最後以遷
建作為定案，移至濱江公園，即今日花博公園新
生公園區，並於2000年起成立「林安泰古厝民俗
文物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E%97%E6%AC%BD%E6%98%8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E%97%E5%BF%97%E8%83%B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8B%E8%88%B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6%AE%E6%B3%B0%E8%A1%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E%89%E5%8D%80_(%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E%97%E5%BF%97%E8%83%B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E%89%E5%8D%80_(%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A6%E5%8C%96%E5%8D%97%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7%BE%A9%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8C%E5%B9%B3%E6%9D%B1%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90%88%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6%AE%E6%B3%B0%E8%A1%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94%9F%E5%85%AC%E5%9C%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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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等於風土建築的 ， 後者是一種對本土建築自覺意識鮮明的產

物 。 地域主義建築論者意圖去彰顯某特定地區的建築型式 、 空

間組織 、 美學 、 與地域材料和構築技iJtr的整合，且將其融入當

代建築運動的涵構中 。 建築上地域主義思潮的產生 ， 應可從兩

方區來探討 一是來自對本土建築自覺性的思考 ， 另一方面則

來自對現代建築環宇性的回應 。 從二十世紀中葉起 ， 由於風土

建築再受重視 ， 研究地域主義的學者逐漸增加，而風土建築是

1960年代以來 ， 地域主義建築主要的靈感來源 。 地域主義的議

穎，雖然被不同的學派，以不同的形容詞命名和定義 。 但在這

些學派捏，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寇提斯( Wi 11 iam Cu巾s ) 所提

倡之「真質的地域主義 J ( Authentic Regiona1ism ) ，及由松尼

斯 ( A1exander Tzonis ) 和拉質利 ( Liane Lefaivre ) 首先提倡 ，

法蘭普頓 ( Kenr叫h Frampton ) 引述發展的 「批判性地域主義 」

( Critical Regiona1ism ) 。

寇提斯認為 。 「 建築的價值必須植基於質踐的 、 美學的 、

象徵的 ， 三者而具說服力的整合 ， 且創造出與環境背景和諧的

整體 。」 對於真實的地域主義 ， 他更是以帶有現代觀點的立場

來詮釋 ﹒ 認為真貫的地域主義嘗試洞穿在現今文化和在傳統

中永恆的價值 。」 地域主義的創作應是融入歷史理論與傳統象

徵的結構中 ， 適應當代改變中的社會秩序 ， 而轉化成適合的型

式 。 它是社會共同記憶 、神話 、 熱望之下知覺的產物，這些知

覺賦予社會團結與活力 。 然後地域主義在現代建築的精架中 ，

真正的顯現出來 ， 以期望去創造融合奮與新 、 地方與寰宇 ，特

定與永恆象徵的建築物 。 他認為地域不是封閉的艾化區域，

一

歷史是地域文化層層蠱加的產物 ， 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層裡留 . , 

下歷史的痕跡 。 因許多本土型式的本身，便是當地形式與外來

形式混血的結果 ， 而這些型態進而在地域中結合成長 。 因此 ，

寇提斯對其質的地域主義的探討重點 ， 放在地域文化的非獨立

性 ， 及國際問文化交流的影響性 ， 認為地域主義真正的本質 ，

是文化在此交流的影響下 ， 地域建築如何從傳統本土建築中 ，

對處理氣候 、 材料 、 構造術 、 及風土式樣的經驗裡，去審視傳

統的地域原型接受外來文化的刺激 ， 其蛻變的情形 ， 藉以尋求

地域、國家 、 國際之間文化街突的平衡點 。

法蘭普頓對於批判性地域主義的闡述最為透徹 ， 首先是在

1 98 3年耶魯建築學報出版的 {透視 ) ( Perspecta )第20卷 ， 一

篇取名叫〈批判性地域主義的期望)之文章中挑選了一些建築

師的作品做為例證 ， 指出這些建築共同特徵是 「雖然它們是批

評現代化 ， 卻仍未拒絕現代建築遺產中解放的和進步的特質 ，

所以其邊際性格使得他得以遠離早期現代運動之典範式教條或

天真的烏托邦思想」。 後來法蘭普頓不斷的修正他對於批判性

地域的論點，而以辯證論的方式來看待地域主義。他認為批判

性地域主義是具有文化、 神話 、 經驗 、 場所 、 建築構成術 、 觸

覺與自然等重要特徵。不管是從什麼觀點來看 ， 地域主義式樣

指涉的都是有意識地回應地域特徵所形成的特殊風格。地i或主

義式樣並不是復古主義，因為其本質上仍然是屬於現代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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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地成主義式樣建築的發展

在台灣 ， 地域主義是台灣現代建築發展過程中相當特殊的



在東海大學成立「住宅與都市研究中心J 對台灣傳統建榮與

聚落做保存維護工作。在 1 977年至 1 98 2年在漢光建築師事務所

的主持下 ， 對鹿港地方性建築特色的調查 ， 提供古老市領街屋

維護的基礎研究 ; 1986年對澎湖三級提出 「澎湖古聚落維護發

展民俗村計畫 J 其對傳統建築的研究擴大到整體聚落的保存

維護 。 台灣在七十年代由於美國鄉土建築思潮的引進，狄瑞德

與華昌琳夫婦在亞洲基金會的贊助下 ， 對台灣傳統建築進行學

術考察 ，完成 {台灣傳統建築的勘察}一書( 197 1 ) 。 林衡道

對台灣傳統建築的踏勘亦功不可沒 ， 除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對

傳統民居建築進行調查外 ， 也完成 {台灣古肢集}

{勝跡採訪冊} (第一至凹輯) ( 1964 , 1 977 ~ 1 979 ) 等著

( 1979 ) 

作。高燦榮的 { 台灣民宅屋頂形態之研究 } ( 1974 ) ，台北

建築師公會出版的 {台灣傳統民居建築 ) ( 1979 ) ，李乾朗的

{台灣建築史 ) ( 1979 ) ，都是對台灣傳統地域建築重要的研 只
U
地
域+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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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一種現象 ， 其一方面是由關懷與研究本土建築所衍生之重要發

展，另一方面則是許多人在對台灣的古典民族式樣新建築及國

際風格現代建築希望破滅之後的一種回應 。 從十九世紀末至日

治時期的閩洋折衷式樣已經國各具地域主義雛形，戰後台灣的地

域主義更在不同的階段，發展出不同的特色 。 戰後台灣的地域

主義風潮第一次在1 950年代與1 96 日年代浮現。當時有幾位跟隨

國民政府到台灣的建築師 ， 因不願意盲目跟著國際風格流行 ，

串串而把創作靈感奠基於他們認知的「中國」 建築 。 這類之建築

呈現的多為建築師個人尋求一種 「東方 」 建築的努力，真正的

台灣意識並不強 ， 在當時並未蔚成氣候 。 東海大學早期校舍

( 1 95 0年代，張欒康 、 貝聿銘及陳其寬) 、 台南碧岳神學院教

堂 ( 1 960 '賀陳詞) 、 哲寮天主教堂 ( 1 962 、 德絡建築師波姆

( G. 8ohm ) 、 楊嘉慶)及台大農業陳列館 ( 1 963 ' 有巢建築師

事務所 、 張買主康)均屬之 。 這些作品，有些是從東方的建築原

型出發 ; 有些則追求中國情與現代性並存之特質，在造型語彙

之引用上，可以看出建築師對於現代建星在中傳統元素的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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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逐漸增多，可惜的是這些建築作品一開始能夠具體回應地

域條件與構築形式的並不多，反而是以語*為主導的表相式

的地域主義建築為多 。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1984 '漢光建築

師事務所) 、 新竹縣南園( 1985 '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 、 澎湖

青年活動中心( 1984 '漠光建築師事務所)與台北市犬安國宅

( 1984 '李祖原)可以說是不同步趨的作品 。 另外也有建築師

採用抽象步趨，嘗試將傳統元素抽象化，再用之於新建築物 ，

以彰顯其現代性 ， 成功大黎新文學院( 1984 ' 王大閥)是為一

告白 。

19 70年代，台灣建築界與文化界在傳統建築之關懷上 ，由

個人式之喜好形成一般共識 ， 傳統建築特色的調查與研究也日

益蓬勃 。 另一方面， 1 95 0及 1 960年代廣為流行之現代主義建築

所產生之許多弊病已經被嚴厲的指陳出來，對現代建築反省

之結果促使了地域主義建築之抬頭 。 台灣戰後最早研究台灣傳

統建築且具重要的成果為新梅的 {台灣民居建築的傳統風格}

( 1968 ) 此書為往後研究台灣傳統的先驅者 ， 此時期漢寶德





但是它也是形塑全球化的力量， 二者相互刺激發展 。

在全球發展的脈絡中， 1990年代台灣地域建築的發展也邁

例。除了上述表相式的地域主義建築外，還有一些建築師企圖

以更積極之手法 ， 創造一種新建築'回應地域建築的構築形式

解嚴有所改變 ， 台灣意識強烈的地域主義建築已經不再是用以

對抗古典民族式樣建築及國際風格的主要利器，尋求一種發展

自台灣內部條件的新建築反而成為逐漸成形的趨勢 。 另一方

面 ，很多建築師也體認到閩南式樣的傳統建築並非是台灣唯一

的文化泉源，因此轉而向更多元的艾化尋求創作的靈感 。 對地

方之長期欄懷與社區營造的深耕也在 1990年代中期後引發地方

意穢的抬頭 ， 進而使建築的表現回到地區的關注上，其中宣蘭

地區從冬山河親水公園( 1992 '日本象設計集團、環境造型研

及各種特徵 。 這類建築雖然帶有西方批判性地域主義之特質 ，

但並不成熟，只能算是準批判住地域主義建築，林為寬紀念圖

書館( 1982 , ~U逸群 、 治訴建築師事務所)及台中老人服務中

心( 1985 ， 莊輝煌 、 魯秀芬建築師事務所)都屬此類例，其雖

然還存有許多缺失與問題，但卻使新建築對地域之回應往前跨

了一大步。這些建築'不僅有傳統建築的語棠 ， 更加上了現代

建築的元素，使建築中不但有傳統性 ， 更具有現代生 。

l990年代，地域主義曾因為各國普遍重視及提倡本土文化

而暫時性的失去主要的論述舞台。 1990年代末期以後的全球化

，D
E
畫
畫

一
的

究所 、高而濟建築師事務所)的興建、不同形式「宜蘭厝 」 的

表現到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999-2004 )的完成所引發的效應最

為明顯， 一些回應當地氣候及文化的新建築開始出現 。 這個成

果也要歸功於一批建築師捨棄大都市回到地處台灣東北部的宜

蘭，努力的想替宜蘭創造一種新的地方風格 。 陸續完工的宜蘭

( Globali sation ) 發展，叉再度促使地域主義的受到重視。所

謂的全球化，其貴在概念上並不同於以往的國際化 。 一方面 ，

全球化意謂著有更多的相互聯繫( interconnection s) 、相互依

賴( interdependence ) ， 跨國間的交流更頻繁 ， 而全世界變成

單一場所的過程要緊湊 。 換句話說，全球化是一種減少國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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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
厝 、礁溪林宅(黃轉速建築師事務所， 1996) 新竹縣立文化中

心(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 1996 ) 與台中港區藝術館(沈芷孫

建築師事務所， 1 999) 、台商藝術大學(漢光建築師事務所)

之間藩籬 ， 鼓勵更親密的經濟 、 政治 、 社會交流的過程 。 另一

方面 ， 全球化也可能在理論上，強調了全球時空的壓縮， 傳統

「地方」的概念與其所在的社會，可能被深受遠方另一個地方

與台北鑫術大學(李而且原建築師事務所)都可屬之 。
或社會的影響。在新的全球化風潮之下 ， 地域文化再次面臨新

的挑戰，地域主義叉也再度被視為是一股新的力量 。 不過在

心一巾""，刊旭山現的新地域主義已經不若以往故步自封的

地域主義，而是更多面向地往外伸出觸角，而與外界有更多的
地域主義式樣重要元素

由於台灣的地域主義是有意識的回應台灣地域特徵，因此

4 

在表現上自然會呈現出與其他強調國際化之建築表現截然不同
接觸 。 地域化 ( regiona1isation ) 是對於全球化回應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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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築元素或諂矣 。 首先是整體造型可能會對於台灣多元的地

域建築採取不同步趨的態度，復古步趨的建築會模仿地域建樂

的外貌 ， 折衷步趨則會兼融不同的元素，裝飾步趨以局部裝飾

為原則 ，抽象步趨則將傳統建築的外貌或元素簡化 。 在諸多台

灣地域建築的造型語袋中，屋頂 (馬背與燕尾)與山牆是最常

被引用的元素 。 雀替 、 鳥踏 、 圓形月門或傳統形制的門窗也經

常被地域主義傾向的建築師所使用 。

在空間方面 ， 地域建築的合院空間常被轉化成現代空間，

帶有濃厚東方氣息的迴廊也是有些建築師所熱衷推介的空間。

建材是地域建築最直接的外衣 ， 地域主義建築也不可避免的會

依賴建材來呈現地域特別 ， 即使有不少建樂都是表面裝飾而

已。在各種建材中，傳統閩南建築的紅磚與綠拍花磚是最常被

使用的建材 ， 有些建築全面採用 ， 有些建築則局部點綴 。 有時

候 ， 回應台灣氣候特徵的某些元素，自日棋圈也會出現於地域建

築之中 。 因為應用了上述的元素，地域主義式樣建築若與其他

式樣相較，就有濃濃的台灣味 。

( 5 ) 台灣地域主義式樣代表性建築

台中東海大學第一期校舍

1 953年(民國42年)東海大學建校，嶄新的校園規劉與校

園建築，對台灣之建築發展提供了適時性的刺激 。 東海大學校

園規創原來是採取競間的方式 ，但因為獎金過低甚且以獎金取

代設計贅 ， 故而引起台灣省建築技師公會之抗議 ， 參加的人並

不多 。 後來雖然自參選作品中選出前幾名作品 ， 但校方與評審

E 
都不滿意，因而i卡車請旅美華裔建築師貝三|主銘負責 。 貝氏為了使，

作品可以更為理想 ， 於是商請當時何在美國的張肇康及|凍其寬

共同設計 。 在校國規ffi!J方面，貝氏自認其規創之概念是源自於

他在哈佛大學碩士班的畢業設計，一上海華東大學 。 在這個規mu

中，貝氏完全捨棄了過去中國大學宮殿式樣與對稱配置 ，亦不

採取西方都市型大樓建築，反而是以一條大道聯接兩側錯落配

置之合院校舍 ，再加上植栽與地形之配合 ，使整個校園中充滿

了中國文人氣息 。

台中東海大學第一期校舍 ， 包括有文學院、理學院 、 行政

大樓 、 男女宿舍( 1 956 ) 及國書館( 1 957 ) 主要是由張肇康負

責設計 。 主要的學院建築是治著文理大道而配置 ， 傳統之合院

建築成為這些早期校舍之原型 。 每一個合院均有門崖，而學院

中也藉由有頂之廊道來串聯空間 回 張氏以現代建築標準化 、 規

格化 、 以及 8 
「 少即是多 」

旦、~ 可 幸緣E 去
之觀念，成功 -.:哺

2 0 7 的整合了中國

傳統m築之意

象於現代建築

之準則之中 。

建材的使用是

相當的簡單，

包括有屋頂的

黑 瓦 、牆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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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區規劃與行政大樓建築係委託國
際知名建築師李祖原先生設計，頗具氣
派的建築外觀與校園環境，融合了自然
與藝術，溫馨的本土氣息結合著現代化
的教學設施，展現出自由與豪邁的開南
精神，令人倍感典雅及宏偉



本校整體校園規劃及各項建築理念秉持
四大原則進行：
融合自然與藝術的優美環境、
蘊藏本土氣息與現代化設施的建築、
富有創意功能的求學環境、
展現自由與豪邁的開南精神。

在整體原則確立之後，籌備處進行各項
先期規劃作業，在有限的經費下，逐一
完成以下硬體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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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區沿高速公路邊緣防高綠帶之種植，存活率達
95%以上，現已能有效地阻擋來自高速公路的噪
音及風砂，栽種數達八千四百株，更增加校園之
綠化，創造出生意盎然之求學環境。

2、校區東北角景觀湖泊之建設，佔地將近兩公頃的
湖泊，在區域用途上有調節雨量、進水量的功能
，在農業用途上則有儲水、灌溉功能，對本學院
則有豐富景觀、未來可提供全校師生休閒場所之
功用。

3、整地工程之完成，本學院預定地原來為田地及
1.8 公頃的池塘，其地勢平緩而完整，有利於開
發為大學校園，在名建築師李祖原先生的精心規
劃下，本校將成為一座具有現代感，融合自然與
藝術氣息的本土型學園，尤其規劃學校主軸為一
百年大樹脂林蔭大道，相信「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將成為本學院之校園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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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築元素或諂矣 。 首先是整體造型可能會對於台灣多元的地

域建築採取不同步趨的態度，復古步趨的建築會模仿地域建樂

的外貌 ， 折衷步趨則會兼融不同的元素，裝飾步趨以局部裝飾

為原則 ，抽象步趨則將傳統建築的外貌或元素簡化 。 在諸多台

灣地域建築的造型語袋中，屋頂(馬背與燕尾)與山牆是最常

被引用的元素 。 雀替 、 鳥踏 、 圓形月門或傳統形制的門窗也經

常被地域主義傾向的建築師所使用 。

在空間方面 ， 地域建築的合院空間筒，被轉化成現代空間 ，

帶有濃厚東方氣息的迴廊也是有些建築師所熱衷推介的空間。

建材是地域建築最直接的外衣 ， 地域主義建築也不可避免的會

依賴建材來呈現地域特別 ， 即使有不少建樂都是表面裝飾而

已 。 在各種建材中 ， 傳統閩南建築的紅磚與綠稍花磚是最常被

使用的建材 ， 有些建築全面採用 ， 有些建築則局部點綴 。 有時

候 ， 回應台灣氣候特徵的某些元素，自日棋圈也會出現於地域建

築之中 。 因為應用了上述的元素，地域主義式樣建築若與其他
式樣相較，就有濃濃的台灣味 。

都不滿意，因而i卡車請旅美華裔建築師貝三|主銘負責 。 貝氏為了使，

作品可以更為理想 ， 於是商請當時何在美國的張肇康及|凍其寬

共同設計 。 在校國規ffi!J方面，貝氏自認其規創之概念是源自於

他在哈佛大學碩士班的畢業設計，一上海華東大學 。 在這個規創

中，貝氏完全捨棄了過去中國大學宮殿式樣與對稱配置，亦不

採取西方都市型大樓建築，反而是以一條大道聯接兩側錯落配

置之合院校舍，再加上植栽與地形之配合，使整個校園中充滿

( 5 ) 台灣地域主義式樣代表性建築

台中東海大學第一期校舍

1 953年(民國42年)東海大學建校，嶄新的校園規劉與校

園建築，對台灣之建築發展提供了適時性的刺激 。 東海大學校

園規創原來是採取競間的方式，但因為獎金過低甚且以獎金取

代設計贅 ， 故而引起台灣省建築技師公會之抗議 ， 參加的人並

不多 。 後來雖然自參選作品中選出前幾名作品 ， 但校方與評審

台中東海大學第一期校舍 ， 包括有文學院、理學院 、 行政

大樓 、 男女宿舍( 1 956 ) 及國書館( 1 957 ) 主要是由張肇康負

責設計。主要的學院建築是治著文理大道而配置 ， 傳統之合院

建築成為這些早期校舍之原型 。 每一個合院均有門崖，而學院

中也藉由有頂之廊道來串聯空間 回 張氏以現代建築標準化 、 規

格 化、以及

「少即是多 」

之觀念 ，成功

的整合了 中國

傳統建築之意

象於現代建築

之準則之中 。

建材的使用是

相當的簡單，

包括有屋頂的

黑 瓦、牆面

8 

... 台中東海大學第一期校舍外鈍。



夭主教碧岳神學院

天主教碧岳神學院教堂雖然與質陳詞所設計其他宗教ill築

作品在某些層面上極為類似 ， 但細品之下卻可以發現更多成熟

之意匠所在 ﹒ 在賀陳詞之作品中，特別注意的乃是質陳氏在作

品所追求中國情與現代性並存之特質 。 喂食上 ， 我們更可從其

作品巾 ， 了解賀陳氏在建築上傳統與現代問題之闕，心與質踐 。

對賀陳氏而言 r傳統與現代不論在時間上或在意識上都是一

個連續體，並無河j淋的

存在。 傳統與現代尤其

毫無價值判斷的意思，

傳統會威風八面地解決

當年所面臨的問題 ， 一

如現代必須努力解決令

天所面臨的問題一樣， g

a

輩
革

則

. 天主教學岳神學院外貌﹒

傳統 ; 今日視脅 ， 正如

將來之視令 ， 假如不能

有效維持此承傅 ， 那就

是文化的解體7 。 傳統

只要是有生命力的 ， 必

可發揚 ， 必可以與現代

接悴 ， 闖出現代化的新

的紅磚 、 結構框架的鋼筋混凝土 、 門衛與廊道之木材及基座之

卵石 。 擷取自民居之黑瓦 、 清水紅磚牆 、 卵石台正在 、 木門窗與

素色木迴廊和諧的與露明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形成一種兼具現代

性與中國的的建築風格 。 由這些建材組成的建築並不是想創造

出一種視覺之特殊性 ， 反而是企圖與多樹之環境取得和諧 。 張

氏利用帶有地域色彩之建材，利用不同材料的的按合，清楚的

表達了傳統經樂之稱成術 。 由於這種風格不帶有古典宮殿之華

麗繁瑣，同時叉蘊含著現代建築之精神 ， 很快的就引起其他有

心追求中國現代新風格之經築師之認同，產生很大之影響 。 與

1950年代盛行的現代主義建築相較，東海大學無疑的是充滿了

地域的思考 。

信
自
吾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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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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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在群之教堂只是神學院中之一棟建築，但其位置卻是處於入口

軸線之端 ，重要性十分明顯，與入口之中卻有一彷若 「田」字

型迴廊位居其中作為過渡。自入口望之 ，屋頂清晰可見，屋身

卻是若隱若現 l 宗教建築之神秘性而非紀念性油然而生 。 Iill!廊

本身的東方色

財之 J 主二 I"J 自~IQ. ?' 卡，失挂司是1''l'j)!ll\1官的、文E占美妙伏p"主'j JJ之。已 1 、挺起身之可--- -~;rvL

元素的使用之直接告白 。 他雖不喜全盡量復古之作 ， 但是卻也不

排斥更不忌諱在局部使用中國古典建築之元素，在碧岳神學院

之建築中也均可見到。質陳氏曾說 「如果某些建築語言或某

些趣味仍然為今天巾國人所激賞 ， 我們也不妨派上用場。 」 入

口門屋分內外兩道，外門本身為鋼材 ， 大紅之顏色與纖細之金

屬分割線條再加上月門式的內門 ，塑造7有鮮明本土意象 。 門

扇兩側為清水磚處理 ，但窗戶用的卻是綠細花磚。教堂本體位

樑外露， 且於屋畫畫部分出挑承托教堂之大跨度四角慣尖頂。教

堂閩西，牆面用清水磚，四周除了主次入口外均繞之以水池，

使教堂看似漂浮於水面之上 ，更加添其肅靜感。室內部分四邊

為裸露之斜樑作為大屋架，上架緣子，外面鋪瓦，中央部分則

以木材作藻并處理 ，深具中國風格，而望向彷若門單，亦充滿

本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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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寮天主教堂

菁寮天主教堂( 1 962 ) 位於南台灣一個鄉下的小村落，自

曾獲得普立茲克獎的德籍建築師波姆 ( G . Bohm ) 所設計，成功

的學合了地域文化、宗教精神與啪啦築三者於一髓，缸台灣的



天主教堂中是非常傑出的作品。菁寮天主堂是由入口 、 迴廊 、洗

禮堂與主堂等空間所稱成。主堂空間是長方型 ， 本應是對稱傳統

的巴西利卡式的空間，但與其連接位於左前方的話b禮空間與聖堂

旁的小室則瓦解了教堂主骰完全對稽的可能性。聖擅為八角形 ，

濃縮了中世紀歐洲修道院不可或缺元素的迴廊意象。洗禮堂為一

獨立的建築元素 ， 但卻叉與主堂維持 定的聯繫 ， 直條式的牆面

也造就了半聞放的特殊情境。在台灣教堂中，獨立的洗禮空間並

不多，干寄寮天主教堂

的設置 ， 無疑的也是

來自西方修院原型的

冉的

菁寮天主教堂外號﹒

果。菁寮天主堂對於

西方修院空間的執著
=緝R 

而導致的不對稱性 ，
212 

也因不同尺度之角錐

與國錐金屬頂而更加

強化。

西方建築師所設

計之教堂 ， 相當重視

整體設計的呈現，從

立面造型到藝術表

瑰 ， 甚至是傢具都

經過設計 ， 因此建築

上呈現不是舊有的建

築元素 ， 而是強烈的

設計意匠與整體建築

美學。子寄寮天主教堂

外觀上大小不一的錐

體無疑的是來自於西

方宗教建築的語棠 ，

也是設計者強烈的表

現之處，聖垣最大的

金字塔角錐與其上的

十字架 ， 是當地最捨

眼的建築元素 ， 在傳

統聚落的天際線中極

為突出 ， 但是卻創造

了與當地民宅有異的 A 算魂早士封神。

自明性 ， 也提昇了宗教之意涵。側牆上的表面材料是有片 ， 其

中聖人手持悠築圖像不但是西方教會興建教堂的傳統，也是一

種藝術創作。除了上述特質之外 ， 菁寮天主堂還有一項特殊之

處，那就是本土色彩的追尋。帶寮天主堂聖嫂的J\角形，是不

少西方宗教空間之原型，但也會使人有本土中八卦形的聯想，

|聖班與其中的聖母像也都具本土色彩。兩側與人口細長比例的
悠地門窗，可以打開通風與自然結合，除7充分反悠出對於

也域氣候之考量外 ， 紅色的門框也傳達了東方的起築意象 。 j'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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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宗教建築

rt'之錐形尖塔和具本土色彩

之門窗家俱於-體的事質值

得我們省思 ， 並且肯定其在

• if.\1純恨的村落 rj l扮演宗教

傳播的角色 。 而菁寮天主堂

這種雙屯性恰與其與地方或

坡的差異久而久之竟也成為

它的特色 。 1i寮天主堂的成

了問方宗教在台灣的傳教歷

程，關明了外來文化與本土

i 相互融制的可能性 ， 這種自 甘 ð

吾 同方也築師所質踐的可能性 趾 l 一 IW ::: 土• E 正是台灣在追求本士本質現

" 代且l!築 liJ以偕銳參考之處

內方也築師適度的依附台灣

本土的作法，應"J讓盲目跟

隨於西方也築發展的通築師

所ff反省 ﹒

澎湖育活動中心

在台憫 ， 救國國(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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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是 個非常特殊的單位，成立於 1 952年

(民國41 年) 。 在 「反共復國 」 的政策方針下，為了做好青年

人在政治思想上的工作，乃由總統蔣中正在當年青年節文告

中，倡議成立一個青年組織，由蔣經國擔任首任主任。成立之

初 ， 其性質類似於昔日之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圈 ， 有官方

色彩 。 隨著政治大環境改變，救國團逐漸由一政治性組織，轉

變為辦理寒暑假期宵(少)年國內外休閉、旅遊 、 等活動的組

織 ， 服務對象主體是大專院校及高中幟的學生 。 在 1980年代之

前，許多人的記憶中，都存有參加各種救國國所舉辦活動的經

驗 。 隨著社會的改變與旅遊模式的改變，救國國也隨之調整腳

步，將全國各地的青年活動中心，加以重建或改建，以符合現

f切社會的需求 。

澎湖青年活動中心( 1984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為 1 980年

代起，救國國新建青年活動中心的第一批，與墾T青年活動中

心同時落成，也同樣屬於地域主義式樣 。 此活動中心是一棟五

層樓建築物，內有一座可容納300人的大禮堂 、 一間可容納的人

的的會議室及數問教室，可供各類研習及圈康之用 。 除7會議

與研習空間外 ， 澎湖青年活動中心還設有49間住宿套房 ， 最多

可容納 1 75人住宿 。 另外也設有觀海咖啡藝廊 、 觀海餐廳及露天

咖啡座，可以觀賞海景 ， 看西嶼日落 。 在外貌上，澎湖青年活

動中心採用的是當時正流行的地域主義的趨向，但基本上以折

衷步趨為手段，在建築之稱成術上並不拘泥於原型之再現，在

比例權衡上，也不再i陷遵傳統建築之稱成法則，建築物四面有

不同景觀的造型，底層採用澎湖所產的玄武石和珊瑚礁所建 ，

A 遍;湖青年活動中心屋頂細部﹒

閃閃叫，間有臼牆，屋頂則覆以傳統屋瓦 。 另外，部分屋頂上有

特別處理的圍牆 ， 有傳統造型意象的閉口，再加上出桃的樓層

或陽台，使此建築既帶有地域色彩也有別於傳統的澎湖建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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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今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在 1980年代台灣盛行的地域主義建築風潮中，自玉大開設

計的國立成功大學艾學院顯得相當的特別 ， 因為這棟建築不但

有著地域主義的特質，叉充滿7建築師自我獨特的建築表現 。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創立於 1956年(民國45年) ，起初與理學

院合稱文理學院，設中國艾學 、!數學 、 物理等三系，翠年增設

外國語文學系 。 1 969年(民國58年)在增設歷史系後 ， 與中國

文學及外國語文學三系獨立為文學院。文學院之院址原來設

;! /; 





對傳統的一貫態度 。 南北兩個中庭也在處理上有明顯的差異，

北側中庭在入口之後，中庭中設有一個亭子，但中庭四周卻無

迴廊 ﹒ 相對的兩側中庭四百綴以過廊，可及性反而較高 。 在造

型上 ，多數的話袋都經過簡化的過程再呈現 a 入口是一個上昂

的門廊，與越築師設計的台北國父紀念館的概念類似，但卻不

是具象的 '-þ國古典越築元素 。 裸露的柱樑及畫畫口，呈現出傳統

建築的意象 。 整體而言，因為採不同程度的退縮，所以看似對

稱但質際上並不對稱 。 在山牆的細部上 ， 與開口部 ， 甚至是樓

於由日軍步兵第二聯隊營舍再利用的大成館中，至民國73年

( 1984 ) 始有機會於現址興建新館。近年因譽院已搬遊至新建

築，此棟建築完全由中國文學系使用 。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位於學校光復校區東北角成功湖東

側，基地內還有一棟小型的歷史文物館 。 在空間處理上 ， 王

大閥有別於過去依賴單一量傲的原則，採取因ff!ff，瑣境和機能 ，

由北向南逐漸退縮，突出於入口兩側的演講室和既有的文物館

更增加了空間組織的不規則性，但fT院空間卻仍傳達建築師

層的高度上也均有明顯的差異 。 另一方面，修長的門扇與自粉

牆的使用，不但彰顯了建築師對中國傳統建築比例及材料的喜

好 ，也及企國將這些話彙及材料本土化的努力。閃此 ， 此國立

成功大學文學院可以算是抽象步趨的地域主義式樣 。

8

2
.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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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在台灣當代建築中，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是 1 990年代台灣建

築發展過程中，非常值得磁注的個案，也是最早企圖表現現代

客家建築的作品之一。 1 980年代起 ， 台灣各縣市陸續興建了許

多文化中心 ， 不過大多數以單一大量髓的方式來容納不同機能

的空間 。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採取的卻是一種分散鼓傲的方式，

以演藝廳為中心 ， 座東北朝西南，演藝廳前是戶外劇場，西北

側為美術館 ， 東南為圖書館 ， 後面為最後才興建的縣史館 。

整組建築是從民國80年( 1991 ) 1 月開始規!JlIJ設計 ， 民國84年

( 1995 ) 8月落成完工 ， 由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監造 。 這種

錯落的配世方式 ， 是建築師企圖以聚落的型態來反應及統合文. 原因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山牆細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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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位

處客家人較

多的竹北，

因此在設計

上 新竹縣 A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歡喜樓外貌。

立艾化中心的外貌上也企圖表現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色 ， 但也兼

顧到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關係 。 國鐘屋、固樓、合院與庭園等傳

統空間形式被加以膀，周轉化，成為具有傳統地域特徵'而叉包

含新機能的建築 。 演藝廳由半圓形的觀眾席及長方形之舞台及

後台組成 。 半圓的外貌有固縷的意象，但以通透玻璃為外牆的

迴廊休息室則叉打破固樓封閉的傳統 。戶外劇場及廣場則是半

社卦血品酬柏固I的地卅有問意象 。 基本上 ，

主軸線上的這兩個空問是屬於較多人的動態、空間 。 相對地，

軸兩側的美術館及國書館就屬於較靜態的部分 ， 兩者均有獨立

且尺度較小的入口與小巧寧靜的內處 。 在造型上 ， 美術館與國

化活動的多

樣性及有機

性 ， 並且有

利於分期的

計盒 ， 同 時

叉可創造出

一些大小不

一的戶外空

Å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演暮廳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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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館均呈現獨特的建築語彙 2 美術館的主要展覽室是以半圓秒1

頂為主要特徵，圖書館的藏書的國樓則將儲藏的功能從傳統的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另一個特色乃是建築構造性的表現 ，建

築中應用了甚多的清水時 ， 清晰的表現出材料的特質 。 另一方

面 ， 在室內部分叉可看到不少金屬之建材 ， 如沖孔鐵板及經鋼

台
灣
建
築
的
式
樣
脈
絡

後
現
代
主
義
式
樣

言 ，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以客家文化為主體的表現 ， 以及強調娃

築構造的真質性 ， 在 1 990年代前半興建的台灣建築中都是數

數二的佳作 。

架等 ， 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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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背景

1 980年代後期 ， 台灣的政治 、 經濟 、 社會與文化都面臨著

鈑大的改變 。 1 986年(民國75年)民進路創黨，在戒嚴時期之

台灣質是一項突破禁忌之舉 ， 然在深深的體會到百姓求變求新

之期望後 ， 主政的蔣經國總統也採取大幅的開放路線，於民進
為宣告成立後的一週，提出 「時代在變 、

， 更於笠年解除長達三 卡八年的戒嚴 。 邁入1980年

後 ， 台灣基本上已經完全擺脫 1 970年代政經逆境之夢魔，以自

信心與經濟力創造了一波新的建築熱潮 。 在這股熱潮中 ， 建築

的多元發展成為不可擋的趨勢 ， 而最能反映這個趨勢的便是後

現代主義 。 在質際建築方面 ， 若以建築師所採取的對策而言，

台灣的後現代建築可以分為三大類 。 第一類是跟隨西方後現代

建築語彙的腳步在前進 ， 第二類以回歸台灣地域傳統為中心思

想 ， 有時候幾乎等同地域主義建，第三類數量較少，兼容有上

述二種建築之特質 。

( 2 ) 什麼是後現代主義式樣

除了地域主義建築是新喊起的思潮之外，後現代主義建築

也是 1980年代的新時俏 。 雖然盛行於1980年代，後現代主義的

源頭早在 1960年代就逐漸成形。二次

大量住宅 ， 學校 ， 加上逐漸發展的經濟也需要大盆新的商業建

築 ' 於是現代國際式樣乃有興盛之勢 。 在將近二十年馬不停蹄

的大肆建設後，人們於 1960年代開始逐漸發現曾被視為是「現

代性」象徵而引以為傲的現代建築是問題叢生的 D 人們開始體

認到現代主義建築師所設計的並不是一個理想的'[1質環境而是

一個社會烏托邦。

1 96 1 年 ， 賀寇女士 (Jane Jacobs) 在她 〈偉大美國城市之

生與死} 書中展開了她對現代城市之攻擊 。 1966年 ， 范裘利

( Robert Venturi ) (建築中之複雜與矛盾) ( Compl exity and 

Contrad iction in Architecture ) 中提倡一種根基於現代經驗的豐

富與曖昧之夜雜與矛盾性的建築，對正統現代主義意識型態提

出了挑戰 。 1 970年代 ， 現代主義建築更受到般厲的批判 。 1 972

(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 。 伴隨著這些反現代主義之浪潮 ，

新的建築流派於焉產生 ， 在這其中以一股被泛稱為「後現代主

義 J ( Post-Modernism ) 之思潮最為龐大而有影響力 。 其質 「後

現代主義」 是一個相當模稜兩可又曖昧之字眼 ， 到目前尚沒有

理論家 ， 評論家或建築師可以給它一個明確叉令人滿意之字

義 。 後現代主義並不是建築界單有之潮流，在文學 、 哲學 、 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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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ï 在建築界，建築師兼建築史學家詹克斯 ( Ch叮les Jencks) 可以

是鼓吹後現代建築思潮最主要之使徒 。 他於1977年首先出版 {後現

代建築之語彙}一書 ， 成為許多年輕建築學生必讀的嶼 ， 撥著叉

陸陸續緻出版幾本文國並貌之書並在各勸忙眾媒體上大肆1倒扇動後

現代主義之思潮 ， 在車輪'ítil!建界撇巳嘩然大波 。 詹克斯認為若就批

判生創造力而言 ， 後現代主義建築算是現代主義之繼承者 。 因為後

現代主義在推翻現代主義之教條與禁忌的激進態度上是可以和當年

現代主義推鞠它的前身布雜思潮相互比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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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混戰中，現代主義主流國際式樣臣服於地域與歷史式樣:

烏托邦和理想主義被與之抗衡的多元主義和大眾主義所取代;

恣意專橫與抽象之形式則讓位於符號及象徵元素，個體概念則

一開始 ， 詹克斯強調後現代主義是回歸古典主義，並將所

有後現代建築均稱之為 「新的古典主義 J ( New Classicism ) • 

然後再細分為 「守成主義的古典主義 J 、 「復古主義的古典主

拱手於涵偕主義，後現代主義全盤性地估了上風 。 儘管許多建

築均被能統地冠以 「後現代主義 」 旗幟，其彼此間的差距甚

義 」 、 「都市主義者的古典主義」 及 「折衷的古典主義J 四六

類 ， 然而隨著時間的發展，後現代主義的表現愈來愈多元 ， 已

不完全拘泥於古典主義 ， 回歸歷史與地域文化的反現代主義風

( 3 ) 後現代主義式樣在台灣的發展

後現代主義建築在西方後現代思潮流行風靡之下，於 198 0

年代很快的也傳到台灣 ， 當然報章、雜誌及各種傳播媒體時尚

性的引介也是影響甚大，而像詹明信 ( Fredri c Jameson ) 等後現

潮都可能被納入其中 ， 不過在表現卻必須要有下列特徵﹒一 、

其應該有重新使用傳統建築(包括中西方大小傳統，即古典及

地域傳統)元素 ， 二 、 其處理手法是傾向於折衷的，並且與

十九世紀盛行之古典折衷建築相比較的話 ， 是激進的 ， 或是

「風範主義」傾向，三 、 其所使用的元素應該是有符號象徵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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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義理論大師之造訪台灣也推波助瀾了後現代主義之流行 。

行業也基本上是以屬於後現代手法的大眾文化裝飾手法來裝修

當然 ， 詹克斯的定義

築 。 在建築質踐方面，台灣後現代建築首先見各大都市中大街

商業建築(包括造型與室內空間 ) .舊情綿綿與現代啟示錄是

較為有名的例子，而各地理容院、 KTV 、 速食店及攝影禮服等

義的 ， 四 、 其是具有雙重性格 ， 亦且IJ同時具有現代主義和另外

之內涵 。 不連續與多色彩的處理也經常是後現代主義者慣用的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盛讚後現代主義，荷蘭建築

克 ( Ald o Va n Eyke ) 就認毀後現代主義建築師為 「

( ra ts and pests ) .他近乎狂暴地譴責後現代主義

設計手法 。

蟲」

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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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multuousnes s ) 與11曹雜 ( voc if-erou sn ess ) .並且指

類歷史上從未見過如此卑劣 、 邪惡 、 無用 、 不過切 、

在台灣的幾種後現代主義建築中 ， 西方歷史主義趨向的作

品數盒算是較多的一類 。 這一類的作晶基本上都應用了西方歷

史式樣建築之語彙做為建築之主要表現元素 。 台中弘光護理專

義只不過是→種新時尚主義 ( Neo-fashionism ) 。 他認為後現代

建築是缺乏社會成就 ， 沒有人性內涵，在自然與科技中尋求分

裂，也因而在建築中之新時尚主義者是膚淺到不能夠被稱為建

築師 。 僅管有人挺身與後現代主義相抗衡 ， 力宣畢竟是小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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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校教民中心是此類越築之代表作之一 ，而其構成也很明顯

的受到美國後現代建築師道可ß瑞夫 ( M i ch ae l Graves ) 之影

。 台北靜修女中行政教學綜合大樓( 1 98 5 ) 、台北私立薇闕

早晨例。校園涵構主義在一些校園中本來就治留有日治時期西方

歷史性9î樂之學校中數量特別的多 。 許多新的校園建築為了與

原有的生I!築涵構產生關{幸 ， 因而會有使用西方歷史性建築語彙

的趨向，不過在手法上卻是後現代歷史主義的 。 成大建築系與

都市計誼系館( 1 980 ) 、台大理學院綜合質驗大樓 、 台大語言

質習大摟 、 台大共同科教室 、 台大磁境工程研究所、台大電機

系館暨工學院圖書館( 1985 ) 、台大中央研究院原分子研究所

( 1 986 )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群 ( 1 993 ) 、台北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 993 ) 、成大區域規劉設計科學研究大樓

( 1 997)也都具有涵構主義的特質 。

1 990年代，滴構主義在大眾文化上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十分

的具有魅力，持續在校園中發展 。 EE築師使用紅面嗨與斜頂 ，

企固讓~築與當地之紅土綠地產生結合，使人在其間與大地產

生共鳴。台灣大學位於傅圈旁新尬的女生宿舍 ， 基本上仍然

是依循校園規創設計準則下的校園涵楷主義作品，但卻也盡龍

點防般的應用了如意形的傳統語iìl;作為防j口部之元素 。 位於椰

林大道軸線之端的台灣大學總圖書館( 1 99 8 ) 也是無法擺脫校

圖酒機主義之影響 。 高雄三民家商第三期校舍除也試國用後琪

，、之手法 ， 將中國古典建築閻捲棚及亭悶抽象化 ， 以增』日趣味

性，並以框架、借景及國洞等方式來創造空間變化 。 文藻語文

E軍校學生活動中IG'、正面上破裂山牆意象之應用及許多傳統元素

及材料之再現，也毫無疑問的受到後現代之影響 。 除了在暨有

校園中後現代主義以酒精主義的手法佔有一府之地外，在一些

新設學校中 ，以傳統語彙創新再現的後現代主義校舍也不少。

體育學院學人宿舍可以算是一種以後現代主義的設計手法 ， 嘗

試去創造一種新本土色彩之作品 。 建築自li使用紅面時與斜頂，

企岡議建築與當地之紅土綠地產生結合，使人在其間與大地產

生共的 。 圓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群( 1 993 ) 與國立台南藝術大

學國會館暨多功能大撥( 1 996 ) 也都明顯的具有後現代主義的

特質 ，而且也都以中國傳統建築作為形變的原型，後者更將具

傳統意象的雙鳳置於屋頂之上，與傳統起草校剪黏及綠和1花磚結

台灣後現代主義建築另外一種手法乃是所謂的新形式主義

趨向 ， 這一類的建築通常使用比較少具象的西方歷史性建築之

語棠 ，然而其卻都是面寬甚廣而且對梢，企圖創造出強烈的

紀念性特質。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 1984 ) 、 台北國立藝

專美工科大樓與新竹縣議會大樓( 1 9 8 9 ) 在設計之初別有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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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明日莒曹莘莘3日-

4目對於強調水平紀念性的新形式主義，新高層建築趨向則是垂

直發展的後現代建築 。 與現代主義之高層建築之平屋頂不同的

是後現代主義之高層建築通常傾向於採用塔頂 、 尖頂、圓頂或

是強化山牆的天際線 。 台北甲第名1色; ( 1982 ' 李祖原)及內湖

湖泊皇家大艘( 1983 '李祖原)是這類越築的始作俑者 ， 其它

像台北築財記皇家大樓( 1983 '李祖原) 、 內湖湖泊王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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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後現代主義式樣重要元素

後現代主義建築因為是以回歸過去為主要意誠型態，因此 r

在山牆及閉口部都可以明顯地看到歷史語爽的再現，例如山牆

部分的聽菇形閉口部與破裂的山牆就是典型的後現代主義元

素，經常被後現代大師麥可葛瑞夫及菲利i甫強生等人所使用 ，

也很快的傳到台灣 ，也現在許多建築師的作品中 。 拱圈閱口

廈( 1984 '李祖原) 、 天母桂林山莊( 1983 '游能全、游承

興)、士林御花園 ( 1 985 '草書錦勝)及台北帝國大廈 ( 1 98 5 , 

沈祖海 、 黃景芳)都是這類的例子 。 這些建築在屋頂上所添泊

之各種造形雖然就建築構成而言 ，有許多都是不甚成熟的作

品，但卻對台灣都市一向單調的天際線注入一股新的抗衡力

部rí 、厚重的屋詹處理也都是後現代西方歷史主義趨向的手法。

由於古典柱式是西方建築的經典元素，許多後現代建築中

也會運用之 ，不過通常會將之簡化或變形，以突顯後現代的手

在建築物頂部作文章的作法一直持續到 1 990年代，此風潮

亦與 1 980代末起，台灣的辦公大樓建築除了冀求在建築技f街上

的突破之外，投資興建者或者是企業者本身的形象 ， 變得是建
書在師在塑造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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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管在西方世界或是東方，屋頂都是傳統建築或古典建築

最重要的元素之 ， 因此後現代主義在處理屋頂時，就顯得十

分多樣，西方的圓I頁 、 尖塔或者是閩南建築的馬背都可能被運

用在新建築之上 。另一方面，有些醉心於中國文化的建築師可

能會將取自於中國古典建築的元素 ，由日木橋斗棋、 雀替及屋

頂 ，以後現代折衷或抽象的方式表現於新建築之上 。

時期各種風格競豔之情況結合在一起 。 宏國辦公大樓 ( 1 990 ' 

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與長谷世貿聯合圓( 1992 '李祖原 ﹒ 王

重平建築師事務所)均是個性很強的作品 ， 也仍舊呈現出後現

代主義的特質 。 在此兩個建築中 ， 為了達到特殊形象之目的 ，

建築師往往會在風格上力求突破，以求同中求異，以高雄長谷

世貿聯合國是台灣第一棟超過五十層的超高層建築 ，在造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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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台灣後現代主義式樣代表性建~

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

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位於士林區 ， 、在成為 1984年(民國

73年) ，由朱祖明建築師設計，是台灣最早回應後現代思潮的

~棟公共建築 。 整棟建築座東朝西，樓高凹餒，面寬甚大，對

稱處理 ，空間形態為橫向的 「 日 」字形，為自日治時期以來，

台灣行政機關慣用的空間原型 。主入口居中，有兩處中庭 。 地

雖然建築師希望以三級浮屠意象之方式來象徵中國人對高層建

築的解釋 。 然細而觀之 ， 卻可以發現其為設計者當時慣用形式

語覓，之呈現，與其說此作是建築師對中國高層建築之詮釋 ，倒

不如視為是建築師對高層建築之自我創作 。 高雄j笑來新世界中

心算是是台灣目前後現代歷史主義樓高最高的作品，在高達

四十二懷大橙之頂處理以法國馬薩式屋頂，在四周低矮環境中

是極為的突出 ， 但在突出之外的美學比例與本土風格之反應
上 ，卻是引發爭議與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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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層除入口大

廳外，中輸線

上尚有民眾休

息的開放空

間，其餘則為

辦公室。二層

樓基本上扇小

型法庭 ， 三屆

懷中軸線上為

挑高兩層樓的大法庭，其餘為辦公室 ， 四層模也以辦公空間為

台北地方法院士林佇院室內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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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形上，建築師企國以「厚、電、高」來強化法院莊皺

的氣氛，紀念性的處理也回應了後現代主義的傾向。突丘j的主

入口以簡化的性子有力的形塑司法機關的門面。劈面的花崗岩

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外w.﹒

傳遞了厚重的訊息 ， 也強í!:了組獄的材質。人口大廳的挑高強，

化了肅靜之氣 ， 但擅姑形與圓形開口卻又在嚴繭的氛圍中創造

了十足的趣味性。另外 ，廊道端點的紅色面磚在灰色的花崗岩

色調中也有畫龍點睛之效。由於台北地方

計受到司法單位的認同 ，也使建築師得以持續承接數個台灣的

法院設計 ，後現代主義的語彙，因而成了 1 98 0年代台灣法院常

見的元素。

國立台灣大學共同科教室

國立台灣大學共同科教室是落成於民國73年( 1984 ) . 由

李俊仁建築師與玉立甫建築師共同設計，座落於台大總校區南

側邊緣 ， 基地略成三角形，有五棵姿態優美的琉球松。建築師

可F
之階梯教室二閩 、 120人之大教室六閩、 50至60人之小教室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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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建築慣用

的土黃色十三

溝面磚，並以

一皮豎貼來暗

示各樓層的位

置 。 在造型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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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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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階梯教室東

側 ， 設計者添

Á 固立台灣大學共同科教室走廊 ﹒ 加 7 一個通往

二位1之斜坡道，不但有其本身之機能 ， 更能調節舒緩此部分之

上 ， 長翼三 、

四層之退縮與

短翼只有 三

屑，都是為了

控制基地的空

間品質 。 在短

閥 、 20至30人之討論室四間及每屑一間教師休13、霆 ， 還要保留

這幾棵松樹 。 為此，連築被以英文字L的型態 、 配益在基地上 ，

L型反翼放置了南向的單邊走廊及大小教室，其中地面層與二樓

之教室略大 ， 討論室及教師休息室則置於長邊之東側 :L型想要

則於地面層及二樓安霞階梯教室 、 三位則由一條走廊區分為~

遂二間小教室 。 此條南北向之走廊之上為二坡式的屋頂 ， 朝北

可由一國i向與長翼之四層空間相望，朝南則將走道擴大成陽台

及露台 。 造型上

之山牆，不但反

映了台大既有建

築之涵惰，更重

龍點晴的應用了

台灣傳統建築中

的綠稍花磚作山

牆之裝飾 ， 在此

短寞之立面之地

酋
皇
宮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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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立面表現 。 另外 ， 長冀的三 、 四層退縮後，三層走廊立面與地

面層之形式均採平拱形式，而二 、 四層則為弧棋 ， 企間形塑二

組互盤之二層樓起築之稱成 。 整體而言，台灣大學共同科教室

多名字RJ-半→-~主--7寫三，* 吋考

面層中 ， 也有兩

根比例特殊之柱

子，整個立面之

之可能性 。 相對於過去台灣校園建築較為霸氣不尊重環境之情

況 ，此建築提供了另一種思考，對於日後台灣校園更加摩登化

之期待 ， 有其正面的意義 。

Á 固立台灣大學共同科教室外 lt ﹒

構成是十足的後

現代主義趨向 。

在建材方

函，此棟建築治

用 7 台大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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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 ... 國立成功大學第二科技大樓丹說﹒

國立成功大學第二科技大樓

國立成功大學肉強校區的第二科技大樓是南台灣最為標準

的後現代歷史主義建築 ' 興建於 1986年(民國75年) ， 由柏森

建築師事務所李灼明建築師負責設計 。 在空間設計上 ， 此建築

內部有一處下沉式的中庭 ， 一座後現代岡像化買車菇形戶外劇場

形成7中庭的主題 。 雖然合院形態的空間普遍的存在於成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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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 除了機能的基本考室之外，後現代主義空間不連綴性的特

質也在此建築中表露無疑 。 主入口位於北函 ， 並將二樓抬高 ，

使最底層的高窗得以採光 ， 同時以「橋 」 迎接入口大門與面前

的道路，然此橋卻是一端為階梯，另一端為坡道 。 在空間配置

上，研究1'1'驗室位於四 、 五層和建築西側，辦公室位於東俱Ij

二 ﹒ 三層 、 工場位於

在建築造型上 ，

此建築更清楚的呈現

出後現代主義的各積

手法。 正立面故意不

對稱 、 四向立面的風

格不連續 、 î!l狀閉

口 、周形阱j口 、 簡化

的柱頭 、 獨特的山

牆 、帶有隱喻的質驗

室買通風孔與立面上的

曲線，都是本建築表

現後現代主義精神與

特徵之處 。 另一方

面 ， 設計者在此建築

中也投入相當精力與

心思於建築細部設計

之上，而細部樁成時

于後現
代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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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固立成功大學第二科技大樓眉形閉口﹒

有邏輯 ， 時而斷續 ; 有些取材於西方歷史式樣建築，有些則是

取材於中國古典建築或台灣地域建築，打破了現代主義建築強

調精純單一的美學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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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宏國辦公大樓

台北宏國辦

公大機為宏國集

幽的總部，落成

於 1990年(民國

79年) ，巾李祖

原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此建築錄

為辦公大樓 ，但

卻沒fj依循傳統

的辦公大樓二段

式的設計原則 ，

而是將盤座建築 ... 台北安國辦公大唔頂部組郁。

地面卡九府以一(崗整體來設計。在空間上 ，地面層幾乎全為大

廳 ，除了大樓梯與垂i在交通核之外，全部是公共空間 。一二艘以上

大多為辦公空間 ， 另有地下三層。

程造彤上 ， 建築帥干干試去突破過去以琉璃瓦及大屋頂作為表

現之中國風格 ，冀國給由抽象的方式結合中國玖咚見代於一體，從

雀替語彙之形變及牆面之弧形收邊到花崗岩顏色之應用 ，都可以

見到設計者希望將巾國文化中的一些抽象意念落質在一個現代材

料之造形是體之上的努力。設計建築師也自認是在處理，個「巾

國造型 J 部分立面上的曲線 ，設計者則詮釋為「師法間有文化

中親近大自然而採蓮花造形J 不管是室內大廳或是建築物立IID的

大雀咎 ，或者是室內的雲筒，表現的方式都是後現代的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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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暮術大學建串iJ'I外現﹒

國立台北藝你i大學建築群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成立於 1982年(民國7 1年)年7月 I U '
起初校名為「國立整術EF院」。學院初設音樂、美術、戲劇三
學系，暫f昔台北市國際青年活動中心辦學。次年增設舞蹈取

系，全校暫避虛洲原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直至 1990年(民國
79年) 9月，關i度校區初期工程完成後，始於 1991年(民間80

年) 7月下旬正式選校。表演學院建築群為該校最早興煌的校

舍之一，落成於 1993年(民國82年) ，包含有音樂系、舞蹈
系、戲劇系及相關設施，由李祖原王重平健築師事務所負責設

計規創。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原有表演學院的各系都己獨立

成院，而原有表演FiZ院建築群吏影響到日後該校校園迪築的發

展，特別是在式樣表現上。

國立台北草草術大學表演學院建築你在配置上順應山坡地形而

採取迂迴轉折的形態 ， 各系館及特殊教室被安排於贅術大道兩

側，以院落的空間創造具有自明性的單元，企圖將rþ國傳統過築

中的空間概念與現代表演及學習空間相互結合，並再現街道的意

象。在造型上，建築師企闖將lþ國古典建築的元素抽象化 ， 並以

誇大的手法將之重現自令承重松、斜屋頂及排l口部。戲劇系的高塔

是為 f塑造表演學院的印象，日後也重複於幾(區建築之中。整體

而言，此組建築呈現出企面!以傳統為基礎的創新，但手法明顯受

到後現代折泉手法的影想。接績而建的學生活動巾心、教學研究

大樓、美術館與圖書館仍然大體延襲類似的式樣。

國立台北墓情大學建禮群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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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 圍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中庭外貌﹒

固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台來國立台灣史前艾化博物館的草草迎源於卑南遺址的搶救

發掘 。 1 980年(民國69年)七月，南迴鐵路台*新站(原稱-*

線鐵路卑南站)及調車場進行新建工程時 ， 出土了盟富的史前

文物，許多行板棺及棺內精美陪葬品紛紛被掀E雪地表 ， 引起民

眾的注意 。 台東縣政府呈報主管機關後，該站興tl工程暫停施

工 ， 並委講台大人類學系朱文黨教授准領孩系學生，組成2月1南

文化考古隊進行搶救發掘工作 。 此後十年間，宋艾其在glii連~(ì美

兩位教授率領台大考占隊，利用寒暑假期間進行十餘梯次拍救

工作發掘面積廣達一越多平方公尺 ， 出土一千五百多座墓葬

與數萬件陶器及石楞 ， 是台灣考古史上發掘飽問最大的治址。

的
式•
• Emm 

2 11 

?f乏文無教授認為如果要保存卑南巡址，應該就地興建考古遺址

野外博物館 。 歷經多方努力與期待，史前館籌備處終於在 1 990

年(民國79年) 二月一日成立 ， 於200 1 年(民國90年)七月試

管速， 2002年(民國9 1年)八月開館 ， 第-j:(iJ展示的三大主題

分別為 「 台灣自然史 J 、 「 台灣史前史 J 以及 「 台灣南島民

族J 。

國立台灣史前交化博物館該館並非u'I援建在考古遺址上 ，

此乃當時籌備處考量若在遺址之上興建大型ill物，將對地下文

4 
‘
四
現
代
主a
式•• 

2 15 

Å 固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中庭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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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而

物造成巨大街擊 ， 因此更改建館計查，另於台東市康樂車站兩

側覓地建設史前館 。 卑南遺址地區則規的為逍址公園，名為卑

南文化公園 。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為國內首座的考古學博

物館 。 並經國際競國結果，由世界知名的後現代主義建築大師

適可ø瑞夫 ( Michael Graves ) 獲得設計榷 。 雖然原來競圓的要

求越築造型要具備有台灣(本土)地方獨特風格，不過在完成

的作品卻有濃厚的葛瑞夫個人風佫的後現代主義式樣 。 整座博

物館基地面積約十公頃 ， 略呈長方形 。 東半部為建築本體 ，西
半部為附屬景觀公園，坐商朝束，

而 H>甜m哥們=.c.院之簇群組織構成各機能空間 。 東側為遊

客入口大廳， ~t側為展示廳，南伯l厲行

池，並延伸至附屬景觀公園 。 建築外闊的國案排列，蜜感來自

於原住民編織，反映原住民編織文化的特色 。 色彩方面以土地

等自然元素為主色，搭配天空色系 ， 以求自然的感覺 。 不過多
色彩的處理及面對中庭立面圓形窗戶等表達，卻與建築師在其
他地區設計的後現代建築有幾分神似 。

建結 在
築論 雲
的﹒ 的

• J't 

新尋龍
式找 絡

樣二
十

一的)
世

主己
正12、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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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斗且，

唔，且且口，

.石-

，台 官H 

}I<[新林場( 20 12 ) 

與大元聯合起築師

事務所設計的關陽

博物館( 20 10 )及

都已擺脫傳統建築

的山牆馬背 ， 設計

出適合地域的新風

絡。在蘭陽博物館

中，越築師大愴的

將建築物以20度角

貌，也爭取與自然

更親密的關係。在

造型上明顯斷闋的

中間縫隙，不但能

插入水邊，@]應了

海岸烏石礁的地

織至二十世紀末，台灣的建築發展依循著一定的脈絡發

展，起築表現也不出上述幾章所談的幾積航船量單的于1匙 串串

不過在 1 999年(民國88年)發生九二一地潰，造成嚴重的破壞

後，許多建築師開始思考是否可以發展→種更適合台灣的控

築'再加上全世界的建築發展也因社會脈動及科技發展而產生

劇變 。 在九二一 地度災後重建的過程，許多校園建築的設計
者，逐漸發展出一種特殊的風格，以滿足不同地域的需求 ，也
形成了新校

園運動，在

山區原住民

部搭成效尤

其特別顯

辛苦，南投信

義鄉的海南

小學(姜樂

( 1 ) 背景

台
灣
撞
爵
的
玄
機
歐
崎-
w

r
h
』

增加室內採光也能

區分機能，更與遠方的龜山島產生聯繫，使視覺上 、 空間上和

... 台南市忠義國小外貌﹒
"' 1;吉義鄉潭南小學外貌﹒

200 1 ) 與水里鄉的民和小學與民和中學(林州民建築師事務

所 ， 200 1 )都是極為出色的案例 ， 而且也受到國際建築界的朽，

再爭建築師

事務所，

一百F豆化的思考也日接受到重視 ， 產生不少具何

特色的作晶。為了使台南孔廟文化園區與忠義國小能共榮共

融，忠義國小全面改建 ， 新校舍 ( 2004-2007 ' 張1馬龍建築師

事務所)為了配合孔廟特殊的景觀 ， 採取低盎髓 ， 紅牆斜屋頂

定 。

1 990年代宜蘭新建築運動持緻回應於新的地方風格的形

塑 。 黃~迷設計的宣部i西堤社會福利館及屋橋 ( 200 1 ) 、 礁溪

的造型， 方面與後面的武德殿配合 ， 另 方面也與孔廟相互
鄉公所1曾建 ( 2002 )及宜蘭河眸舊城生活廊帶 ( 2004 )、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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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一代設計師，街敏銳的地域思考與場所精神 ， 也精於將原

本乏味的空間轉化成充滿空間驚喜的場所 ， 在他格忠、之下 ， 安

平樹屋從一個荒廢的滿佈樹恨的總造倉F巨變身為一處充滿空間

體驗的揚所 。 另外，台南海安路籃曬國 ( 2005 )及前述的安平

(意裁金城改造方案

( 2006 ) 也都是其

代表作 。 這些建築

對於台灣老建築的

珍惜，也可被視為

是一種新的地域主

輝映，更傳達了濃厚的占院氣息 。 由於座海於文化園區 ， 且直棟
建築在設計上以開放的態度來處理，巾央留空的作法使原來早在
在省校舍後 ， 屬於台南神社花園的大榕樹從府前路就可依稀看

見 ， 一樓與二位的平台都提供了與環境對話的可能性 。 不同的

材賀，加上不同的顏色與造型 '/~、義國小的新校舍重新詮釋了
文化敏感地區的新建築 。

從 1 990年代後半開始受到關注的老建築再利用也在順勢持

級發展 ， 形成一股新的表現風潮 。 台北的華山草草文特區與台中
的20號倉庫是兩個最具指標性的案例，人們也漸漸地喜歡上這
種充滿活力的文化遺產發展方向 ， 更有許多是E築師積極投入
此項課題，國家台灣文學館 、 台北故事館、台北當代美術館 、

所υ
直
言

-
E
也
是
一m

d

，
1

台
禽
圈
，
鏈
的
斷
，
去

•• 

義 。二 卡一世紀也

是追求綠娃築與永

安平樹屋、

4h 安平市樹星室內﹒ 紛發展的年代 。

事質上 ， 台灣自 1 996年就積揖推動將 「綠建築 」 之概念椎動至

學術界與質務界 。 許多建築師早已把趙築的永續當成是設計的

花蓬松國別

主要思考 ， 台南位敝國小 ( 2003 '劉木賢建築師事務所 ) 、屏

束屏北高'IJ ( 2006 ' J京相建築師事務所，與書章 ) 、北投困苦

館 、 福與穀

倉與台中

TADA rþ 心

都是由公部

台
盟
銬

的
革
鐵

路

-
m

館( 2007 、 九與建築師事務所)與國立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

校 ( 20 11 '林志德、不ïHR永建築師事務所) 都是值得關注的案

例 。 億戰國小除 f一些節省能源的設計之外 ， 校園中的人工濕

門介入使老

妞築重新活

化的 ?R i列 。

指爾

也應用 f太陽能於部分物理琨境設施之上 。 屏北高中以新的建

材所建，簡樸有力 ， 但對於地域氣候的回應卻是十分軍視，自

然的通風採光使得位於兩台灣的這所學校得以可以不須籍由式

~刊于鏽>4匕'"有Z

在這同時，

民間也由現

許多將老炫築重新利用的商店或餐眩，老建築再利用成為一種
最摩登的時尚 。 安平樹屋( 2005 )的設計者劉國消是近年帽起

Á 台北華中畢丈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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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堆控來掌握地

域的特色，相當成

功 。 台北市立圖書

館北投分館在鐘材

使用，特別是木材

及環境的呼應土則

受到許多人的肯

A 屏東屏北高中游泳池主內。 定 。 建築師設計-以

一橙高大的木玻璃l惟幕，搭配後方貫穿三個縷層的挑空 ，使每

一個樓層都可以欣賞到公園美景與老樹 。 當然， 2010年台北國

際花卉博覽會中的

未來館(九典建築

師事務所)與流行

館(環生方舟 ， 張

俊哲迎築師事務所

+小智研發有限公

司)也都展現了積

極回應節能與環保

的議題 。

進入一十一世

紀後，面對全球化

的布局 ， 台灣的經

築界體認到不能再

白我孤立於世界必
... 北校圖書館外祖﹒

築舞台，進而開始國際接軌的工作，參與國際事務與活動成為

台灣的建築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 雖然台灣的建築師早就透過

各種途徑與國際問有所交流 ， 但由公部門支持的國際活動則始

於2000年(民國89年)由文化建設委員會支持建築師的威尼斯

建築雙年展，許多著名的建築師如李祖原 、 姚仁喜 、 呂理煌、

黃聲述及謝英俊等人都會代表台灣參與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將

向灣的9il!築發展提昇到國際舞台 。 另一方面，有些知名的國際

建築師也紛紛到台灣擴展他們的設計版圓 。 台灣也在公部門的

支持下舉辦了一系列的國際競園 。 這些競圓吸引了許多國外的

建築師前來參加，自莎哈哈迪德 (Zaha Hadid ) 所設計的台中古

根漢美術館雖然未曾質現，但也在台灣的話:築

史上投出一個霞撼彈 。 另外， ' 921重建感恩紀

念國際競固 」 、 ' 2008觀光客倍增計占地最系

列國際競國 J 、 ' 2008觀光客倍增計畫門戶系

列國際競恆I J 、 「 故宮南院關際競圓」、 「 台

中歌劇院國際競圖 J 、 「高雌世界運動會主場

地」 、 ' 2006億裁金城國際競國 」 與「大東塾

術文化巾IC、」 也都吸引了許多國外的尬築師前

來參加，更讓國內的建築師有與國外娃築師同

台競逐約機會，即使沒何得漿，也獲得觀摩的

經驗 。 可喜的是 ， 在這些國際競例中，有些是

由台灣年輕的設計師脫穎而出 ， 如 ' 921 京生l!感

恩紀念國際競國」首獎的鄭采和、 ， 2006億『俄

金城國際競問」首獎的劉國洽及「大東藝術父;

/。

高EE緯昌王R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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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
化中心 J 的張瑪

龍即屬之 。

由於科技的

發展， 二十→ 世

紀不可避免的將

會是 一個資訊

數位的時代 。 應

用數位媒體與

建築空間整合

的另類空間美學將會衝擊傳統的建築思維， 一些

築造型將會逐漸出現於台灣的城鎮之中 。 科技與電腦的

下，台灣鐘築的科技與美學都於二十一世紀開始就再創高峰

八里卡三行博物館 (200 1 ' 孫德鴻建築師事務所)、台北 1 0
樓 (2004 '李而且原~築師事務所)

... 固立台中圖書館外號﹒

九三一地這教育園區

( 2004 '邱艾傑~築師

事游所)、台高鐵新竹

站 ( 2006 、 大元起築師

事務所)、歸仁紅瓦厝

小學 ( 2007 '徐岩奇t主

築師事務所) 、 t的旦普

台的中 f~生活動中心

( 2009 、 王森1-: 、陳

a‘ 

俊宏娃築師事務所) 、 向山行政巾，心 ( 20 1 0 '穌懋彬、國紀彥

建築設計事務所)與國立台中國書館( 20日 ，潘其建築師事務

所) 都是很好的例子 。

台北 10 1 大撥?可是全世界最尚的建築，也是台灣國際知名

度最高的建築 。 雖然從不同的觀點來看，台北 1 0 1 大蝕得到的

WP位並不完全一致 ， 111ji卻沒釘人可以質疑它與台灣自明性

( ident i ty ) 的關係 ， 更熱

法否定此建築在全台灣，

站至是全世界的建築史上

所扮演的角色 。 建築師在

可F 台北 101 大樓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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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101大樓時，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乃是希望它會是一棟具有文

化象徵主主義的超高層建築 。 除了辦公大樓主體採用抽象的「節

節高升」 之概念外，具象的中國傳統紋樣如意 、 祥雲與銅錢等

也被應用於室內裝飾及外觀上，而這也是設計者多年來利用高
層建築尋求新東方主義建築中的一個案例。

"' .早峰九二一地震博物館室內，

童話峰九二一地質教育園區於2004年(民國93年) 9月 21 日 ，

地震發生的五週年正式開放，用意除了紀念之外 ， 更在於提醒
政府與民眾反省並重視地霞的預防與教災 。 如何將士也~lfIí一剎
那間的力量保存 ， 使地震後的痕跡成為歷史的見證'是此園區

必須面臨的大挑戰，而設計晶者似乎提供了一個很獨特的解決方

案 。 在地震博物

館(斷層保存館)

中，斷裂的斷層 、

哲跑道 、 整理過後

的新跑道 、 草皮 ，

被用一種既捕象叉

具象的方式，交織

陳列，再輔以質為

龐大但因低壓而顯

大結擒 ， 此館創造了一種同時與美學體驗 、 地震體驗與空間

體驗的三合一營建環境 。 高鐵新竹車站 ， 設計者利用高科技

的挫築構造技術，以兩點接地的系統，以一個平行四邊形的

山面屋頂 ， 若一付往前直衝的雙翼，覆蓋於軌道及格圓形車

站主體之上 ， 不僅滿足了機能之言害，更在造型上 ， 創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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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得以合而為一。

整體而言， 二十一世紀以後，影響近年台灣當代建築的

因素非指多樣與複雜，規血l設計思潮本身的改變 ， 大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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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進而在全球化的脈絡中建立台灣~樂的文化主體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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