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朝哪

傳朝觸 ， 英國愛T堡大學建築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特聰教授 ﹒ 傳教

授長期專注於台灣近現代建築史與立

化資產保存維讀 ﹒ 曾任國立成功大學

建~系主任且財團;主人台南市立化基

童執行長等單單務，目前11任行政院立

化建設委員曹古跡典歷史建~審種重

員會 、 冒冒落典文化景觀審!II委員官及

推動世界遺產委員曹委員 。 傳教摟三

十多年來以世界與台灣近現代建~與

立化遺產保存為主要研究主題 ， 著作

包括期刊 、 會iII論宜 、 尊，與研究鱷

告與其它著作共數百種 ﹒ 傳教縷的著

作曾四度自舊金鼎獎項的肯定 .2009年

也曾lIi頒台灣建築學會最高學﹒的

r連接文化藝術額獎章」及北京清華

表學建築學院與中國「全團高等學校

建築學學科專業指導委員曹」共開設

置的「世界建農史教學與研究阿爾伯

蒂欒」 ﹒





。作者

傅朝哪

傳朝觸 ， 英國愛T堡大學建築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特聰教授 ﹒ 傳教

授長期專注於台灣近現代建築史與立

化資產保存維讀 ﹒ 曾任國立成功大學

建~系主任且財團;主人台南市立化基

童執行長等單單務，目前11任行政院立

化建設委員曹古跡典歷史建~審種重

員會 、 冒冒落典文化景觀審!II委員官及

推動世界遺產委員曹委員 。 傳教摟三

十多年來以世界與台灣近現代建~與

立化遺產保存為主要研究主題 ， 著作

包括期刊 、 會iII論宜 、 尊，與研究鱷

告與其它著作共數百種 ﹒ 傳教縷的著

作曾四度自舊金鼎獎項的肯定 .2009年

也曾lIi頒台灣建築學會最高學﹒的

r連接文化藝術額獎章」及北京清華

表學建築學院與中國「全團高等學校

建築學學科專業指導委員曹」共開設

置的「世界建農史教學與研究阿爾伯

蒂欒」 ﹒



。總策董

戴月芳博士

國立輛大學做研究所博士 ， 耳研明史、白，史、文f凶撞車學﹒

盟λ也值界聞學臨界已有單年，代新F品有 {五千年λ頭大史圖}、

{中國名著握軍車直}、{中國撞車}輯 、 (關台置.)聾諾(扭

扭錦墮)、{盟泄記全帥) , (中國全紀揖}、{古甜甜揖}

{曲也缸中國全起轟} 、 (ø世界) , (中國名IZJlO 、(空中

巴土}、纖細司弄時耳聾囂的、{白，三國的 {明華齡、

{中共軍團點開蟑) , (荷蘭λ在台.) , (西單牙λ在台.)、

{騙林軍興辦林華} 、{台轍掩E←寸，曲的彈}﹒ {台

轉:!I:it協會}、 (Iii事件) , (蔣謂本) , (國語暮色辭典) (費

撞置良聾樹)、{世界古文明之盟}套書(單鹽瞳良單明)、(，JvJ、

理闢草}套書(撞撞團良車輛) , (世界地單村}華書、(，JvJ吽

聶}電于富、{英iliB'N詞，噩噩盟有團團解當古字典}、(明處祖

太幫哥官員盟軍之研究) , (明組主常寺官員陸矗立研究〉、(明

。台灣誌記系列

由31 撞車古間的風，圖懂事~.o著 300元

曲31王山的守軍吉 布næ~壘。著 1的主

即站 台，曲直軍閣官單車持現唱。著 1怕是

墮IIn會1I輸費，盟軍二屆中小學﹒且聶衛出11\

B1J34古，博物k輯查團體宜壘E芽。書 310克

B1J35拙，的生重空間團辜負。誓 師正

由36白，圍住E缸，盡動 æ~革。著 凋0;;'

B1J37 皇~~i!.的時間辦呈著博士01 310是

即濁 水野草一-圖自獸散的..者林里孽，士的 360克

制約明，時間曲IA在宜.u芳博士。曹 4切克

風肋吉.*~章"。著湖元

8U4 1 吉，大軍區.~芳用士。著 1刷是

制2暑控制講一台.!~.n.B*做著手的 1悅

制泊，近代接佩做一側盟國軍車現實士叫賣台，史翰的青 1唱的主

風卅白，撞車的~ll輯闡明，。哥 叫主

台灣因為地理位置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等因素，使得各種不同的文化

很容易匯集，建築的發展更是多元而富變化 。 從十七世紀漢人自中國大
陸渡海來台關懇卒令，

的學術界或一般報章雜誌，都是描述的多，討論的少 ，

'Jlìl} 1呼，更是誤用的多，正確的少 。 本書主要的內容乃是探討台灣建築

發展中「式樣」的發展脈絡，並解釋每一種「式樣」的主要特色 。 書中

討論了閩南傳統式樣、西洋歷史式樣、東洋歷史式樣、新童基術與藝術裝

飾禪讓 、閥洋折衷式樣、現代主義式樣 、 中國古典式樣、 地域主義式樣 、

後現代主義式樣 ， 最後以尋找二十一世紀台灣新式樣作為結構﹒

五兩:Q l t寧攤 ...... i珊 Fl~祖被E咽M冒冒-



台... 因誌地理位置輿社會經濟的發展等因素，使得各層i不同的文化

.一 從卜e't哇紀~.λ回 國大一

.錢乎所有的建鐘表現都曾出現於台灣這魄f:l也

不鷹... 費現 ﹒ 形成了所謂的龜益斗a屯 ，泛起策界、 藝術界

「式樣 J 在台灣的發展， 台灣

﹒都是細述的多， 討詣的少，而對於「式被J

.正值的少 ﹒ 本，主要的內容乃是建函bil'l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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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95年(清光緒2 1年 ， 日明治28年) .清廷在中日 甲午戰

敗，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將台灣及澎湖群島割裂給日本後 ，

台灣不僅在政治環境完全改變，社會文化經濟也隨之更動 ， 都

市與~築之發展也因而產生重大改變並且去

奠下現代建築之根基 。 1945年(民國34

化之腳步伴隨著新的政治與經濟生態一步步的前進 ， 建築之發

展更是隨政經社會而快速發展 。 從 1 895年至令，幾乎是世界建

築舞台上重要的思潮都曾經被引介到台灣，

台
Z
E

蓋
自

一
捌

景 。 不過因為缺乏有系統的引介，所以台灣

' 式樣經常被誤用或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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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空空主主持乃是以式樣酬，有系統的介

紹每種式樣的定義 、 在台灣的發展、重要的元素與代表性個

案 。 由於式樣多而雜 ， 和~只介紹其中影響台灣最深者 ， 而不
\ V / \----一-一「、

:全面性的星央回顧叫炮因為式樣是一種有意識的美學表現，
一---一---~一九/'\一----\一/戶\J大-----------

1何以禮視為 r"土建築 」 的台灣原住民娃築也不在討論的範國
--\-/'\/一\----、 /'"'\~\λ

之內 。-本書從惜思到完稿，歷經兩年多 ， 感謝吧彗主且且

策 ， 也感謝五南岡3出版公司提供出版的平台 。

傳朝卿 於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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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背景

「閩南 J 顧名思義 ， 指的就是福建南部，但是究竟其如何

界定 ， 一直甚為能統。根據 {閩南丈}一番的定義， 閩南 「乃

蠅世哩世題變3超越施海三 南
坡 、 詔安 、 東山 、 平和 、 長泰、海澄、海浦、雲腎 、 華安 、

能嚴、海平、寧洋等十三縣，以及泉州府屬的晉江 、 南安 、 蔥
--一一-、一-----

安、同安 、 安溪 、 永春、德化、

不過在漫
-﹒、--'>----‘

'閩南地區逐漸發展出與其他艾化地域明

顯不同的文化特徵 。 台灣住民的祖先，主要是來自於福建及廣

但以閩南最多，起

自然以閩南建築為藍本而發展 ，形成了閩南傳統"，~t素。

2 什麼是閩南傳統式樣

閩南傳統式樣可以說是在考量閩南地域特徵，且在尚未受

形成，事質上存在著一些觸煤 ， 其中地HIl特徵、語言與宗教信

' 平原地區 ，也有山嶺之地，因此也出現了不

同形態的聚落 ﹒ 特殊的地涅特徵是一個地域得以和另一個地域

有所區別的基本因素 。 因為聚落的分佈 、 資源的取得與民生物

資的分配 ， 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取決於該地域的地理特徵 。 閩南

地區位居中國大陸東南治海 ， 境主山盟主4臨遺體至1

面的台灣也是山多平地少 ， 叉是海島 ， 因而閩南地域可以說是

'----- 一一一一-一-一一--戶一----
山海交~乏主t 形成較為特刑的抽回給你 ， 進而影響人民的生

活習ti'I與經濟生產 ， 也影響到聚落與民居的擇址與配誼，更會

主呈堅壁哩主主空璽些塑旦旦空里壁壘空F豆類型的廟宇。

在多變的環境中，閩南地域出現了不同形態的聚落 ， 有漁

村、農村、市銜 ， 亦有土樓之類的特殊類型 。 聚落都會):J自然

加瘋話局再加有很臨布ê ' f!}):JA 

造環境的考量因子加以修正弋 因此閩南地域絕大多數的聚落
.-
都是依地涅特徵而形成的不規則形狀，如泉州、 金門 、澎湖、

鹿港 、 淡水都是佳例 。 即使連有城晴的聚落形狀仍然都是不規

則者居多，如台南與泉州都是很好的例子， 這與中國大陸北方

吟賞自以規則形制為多 ， 有著明顯的差異 。 在不規則的整體環境

中，閩南人於是再置入較規則的人造物(包指旦旦、哩E詞與~
----'一-

/ 
國
翩

E 
式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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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品更I胡臭間質用密度最高主地哇 ， 想明也丈分多樣 。 除

了傳統咿呀菩薩吋峙及時間可算是最
受歡迎的神明 。 台灣的王爺信仰芷鄭成功信仰也都是閩南文化

主生存乎可在多吋芳也肉，宮，也你多口 ýtll~ U吋盯/蚓民-n，r ~.

-但設立的風氣 ，使聚落中多拼i親可以集會的空間 。 另一方

面 ，閩南聚落中也經常出辦位營之類的厭勝物做日金回風制

品及空主鯽舵類的塹數世之酋長來哥中商也!J")]J!i百由 ，也提
供了另一種力量 。 雖然擁有很多文化陣

素之影響 ， 閩南地域建築的表現也呈現出非常且富的面向 ， 要

定義也一個清晰固定的閩南傳統式樣並不可能 ， 但卻可能歸納

出一些共同的特徵 。

(3) 台灣閩南傳統式樣建築的發展

台灣閩南傳統式樣的發展，與十七世紀以降華人移民歷史

別有輯于快F 。 巴巴且是在)春天，鄭成功率領大
V軍車里空前可荷蘭守將在堅持教天之後終於哩盟主哇，結束

了荷蘭人在台灣之統治，府城台商之歷史邁入明鄭時期，也開

啟了閩南傳體三緝捕的雪展 。 鄭氏治台糊糊地方改為

哀車， 並或電未及字臭棋會二縣 。 1 664年(明永曆 8年

TEE-三縣…一垃-------一)理乙 ， 把市街分成東安 、 西定、寧南、北鎮凹坊，但寶質環境

只能算是一種初具雛型之傳統聚落，還稱不上有 「城市 J 之概

念 。 而且因為明鄭時期之移民是屬於初期墾殖，經濟上較為措
掘，不太可能花大筆錢於建築之上，所以房舍多數為簡單的邀

且
1 683年(明永潛37字， 清康熙22年) J\月，鄭克姨降清，

明鄭成為歷史 。望年 ν清廷改承天府為台灣府 ， 轄台灣、鳳山

及諸羅三縣 。 治台初期 ， 清廷對移民台灣採消極政策 ， 二型J

單多 ， 三型也多，但是人民仍用盡各種方式，且帶在是冒著生

命危險 ，希望能渡海到台灣這片新天地來開創 。 1 698年(清康

熙35年)施fE!去世 ， 禁令漸施 ， 雖然清廷重申禁令，但仍舊無

法阻擋一波波渡海的人民 。 這一批渡海來台之台人旭先逐漸f

台灣建立起較大之聚落 。 直至清嘉凌年間，台灣已有苓少城牆

城鎮之興築p嘉義縣城建於1 704年(清康熙43年 ) IJ印刷
建於1717年(清康熙56年) 。 然而直到 1721年(清康熙6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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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較晚期的城牆城鎮則以建於 1 882年(清光緒8年)之台北

城為代表。政治安定之後 ， 建築的發展日益起色，域內城外都

有不少建築出現。由於台灣有城牆封圍的城鎮 ，有比較強的防

禦系統 ， 因而逐漸成為行政與商業的重心 ，而有的城門之巴里

除了城鎮之外 ， 每一處台灣漢人聚落中 ，必然存在著各種

不同類型的建築，其中以住屋 、 文教建築 、民盟軍迎且字與建J----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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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形成最為息息相關。早期移民的經濟條件並不是特別的富

裕 ， 因而明鄭與清初台灣移民所興建之住屋建築規模都不是很

園 。 台北林安泰宅建於 1 823年

(清道光元到 品點林水源論蟬的以5年至 1 893年(清道
光25年至清你 1 9年) 、各化為輿益源大躍於 1 846年府道
光26年) 、大溪李臉芳宅建於 1 860年(清成型 1 0年)拇峰林

宅建於 1 862年至 1 893年(清同治元年表清光緒 1 9年) 、 l台北義

芳居古厝建於 1 876年(清光緒2年) y社口林密(神樹大夫第)

建於 1 87 5年至 1 878年(清#ê緒元年至4年 ) y永靖餘三館建於

1 89 1年(清光緒 1 7年)其蘆洲李宅建於 1 903年(清光緒29年)

都是非常精美的單單單個睡函誨至於在儷怖 ， 鹿

港古街道中是為佳例。換句話說，閩南傳統式樣因為民居的大

盡興建而廣為流行於台灣。

漢人自古崇尚儒教之說，重要城市均設有其里， 由官方定

期祭肥。台灣早於明鄭時期最阿盟孟之一扭扭J 設有

國學 。 1 683年(明永曆3 7年、清康熙22年) ， 清人入台，依

{大清會典 ) ，必須於各府及縣治所在地了'-儂袋。 1 684年(清

康熙23年)由巡台廈道周昌與台灣知府蔣毓英將已經塌毀之先

JL 

可

師聖廟重修 ， 易名先師廟 ， 並設台灣府學於此 ， 自此儒學之數

目不斷增加，目前所見尚維持在盟主為台血明與拉捕。

清領之後也有不少巷院成立，目前尚存者中 ， 以創建於 1 84 7年 1

(為道光27年)自1蟬屯登瀛書院 、 創建於 1 8 57年(清咸豐5年) I 

肉和美道東書院 、 創藍色於 1 882年行青花緒8年) 耐築集明新書院 l

及創建於 1 887年(清光緒 1 3年)的大肚磷溪會院在建築上保有 1

較完整的形態與規制。

在台灣 ， 民間宗教廟宇的發展是移民渡海到台灣發展的活

見証 。 移民渡海關墾之初，通常會總帶可以庇護平安渡海的神

明，媽祖是其中最重要者，因為她經常顯犀拯救危錐之船隻 ，

早期移民信奉者頗紋 ， 歷代帝王都會賜封:五屆f斗又起司 等

名 。 在台灣，有關媽租的傳說很多 ， 當移民平安到達台灣後為

了感恩 ，於是騙綁棚 ， 至今各地牠胡何事后灣數量
最多的廟宇之一，而且都有著悠久的年代。創建於"1 ω 4年(明

神宗萬曆32年)之前的澎湖女話，宮 、 創建於í 683年(清康熙22

年)之計倫大天后宮 、 創骷 1 725年(清雍正3年)之鹿港天后

富與重建於 1 730年(清雍正8年)之北港朝天宮都是有名的閩南

且且僅半
從中國大陸到台灣開墾的移民，面臨的往往是瘴癌之氣與

哩之害所導致之疾病，因為人民吋王論E除此聶哥育廣
加信奉 。 當墾築趨於穩定之後 ， 台灣人反革是一步興建廟宇供
奉其原鄉干申祇'因而會在不同之聚落中出現不同的廟宇。當

然，除了地域性的神明之夕i-/台灣民間宗教中還有一些神祇是
第所有人民所祭拜者。 皇大帝 、 關丕 、 城陸、觀音與土地

/ 
間
筒
，
依
玄
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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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是為最普遍者 。 閩南式樣建築一直從清朝延續到臼治時期，

除了民宅之外 ，仍有許多 廟採用此種傳統的表現方式，藍色於

1 924年(日大正 1 3年)師萬華龍山寺及 1 930年(日昭和5年閉 台

北市孔廟都是代表之作 。 戰後，大多敏寺廟仍然以閩南式樣繼

緻發展，重建於1 94 7年 (民國36年)的三峽祖師廟是最佳案例

之一。 亡二3

( 4 ) 閩南傳統赫墅主主

建築赴台灣傳統營建環境之一部分 。 在源自於閩南文化的

傳統建築中 ， 從聖~到多證型 、 電準之哇莖室盟 ， 甚至是城池

城門的配置空間、建築座落商方{ft ' ~宅E蜘臥室之關係 、

民間信仰廟宇正殿晶磊眨秘主聶甘示互間機
能，還有對於空間此人生觀與宇宙觀 ， 其中與其他漢人建築最

大不同批科旻笠、世主盔、吐墅 、 唾歪盟與特紅耳
裝飾。做造型方面 ， 傳統的閩南式樣ill築 ， 每布E主築都有其獨

特的造型 ， 從較高等級的電筆盤山直到常見的瑋盟盟，從單皇宮

t 也尾到平也且二 變化的屋頂與其上的裝飾系統多彩多
贅，屋身的計重與門窗的設計也是爭杏鬥豔 ， 極富特色 。 不少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都市中的廟宇 ， 因為敷地不大， 三川殿、拜殿、主殿到後殿之

造型層級分明的運盛二監斗里監主數達拉直峰，天際線轉折起

伏隨之變化 ， 為台灣傳統建築中特色之一。 當然 ， 不同的地

區、不同的原鄉族群 、 不同的匠師派別 ， 也會使建築之造型產

生差異 ， 形成多樣表現的特質 。

司 在情造方面每一種超築系統都有其小剛構造系統 。

原住民及勢洶移馬車t間的是最原始與容易取符的材料來興建房

舍 ，仙 )I土是主要的建材 。同è<Þ!Îj;)後 ， 台
.---一- {甜t---"" 一

灣己能製好品質 li車 ， 磚材成為最主要堅之建材，豪華的宅郎，

多是非常精美的閩南三盟互主盟主主混合建築 、 形成台灣建築多

面向之建築表現 。 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之傳步建築中J 多樣的

建材選撐也最合灣建繁構造之美的一部分，老古石蹈 、 斗:liNl且
. 、 / ----

晰、組材 :yfi3 u晦血皆有籽，略部瓶口tti1t站在1位 。

析和了基本的建築起計台灣的傳統建築往往都存在著工 )
藝表現的自悅 。 它們嘴築但趕出輸特質 ﹒盟唾笠E乙 7

桂、能主、石獅 、抱鼓石 (門柱的強化構件) 、住礎與牆堵為

主哩本雕中以斗棋、吊筒 J 門智 、准替(樑位間的機件) 、獅

座及天花藻芽的表現最辦緻。鴨雕則以應用於牆飾為主，剪

黏為屋頂手主要表現 ，明交趾且是單單、隔不少建築腦堵之表

現方式 。\ ~句:彩繪方面，除了傳統的廟宇及宗祠之門神之外，樑

物與牆壁上也有不少佳作 。 由於主主築是與特定的人相闕，興起

L與匠師對吉它主丘之通糞則會旱車拉星星主中 ， 而且至少、空間

主造型元素都存在著特殊的意涵 。 例如合院空間可能有人倫關

{~之超員或種制之規範 ，門領區聯文字:之主義直接壘現出人文

但只些堅堅美耍想想損題斗哩要l'!iJ
:F.iì J\:;宗耀祖，多數對聯更是教缸里教孝勉勵後代子孫 。 4寺廟中

之間關j互為新品氏逼著吉著是敵人聶善五百三 當然在許多

/ 
自.. 
級
重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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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 、 花瓶門等建築語爽的應用 ， 均有特別之設計意匠與文化意
\r一-、----、-../
涵，例如花瓶門就取 「瓶」 與 「平」 同音而有平安之意 。

澎湖天后宮是台灣最早興建的媽祖廟之一 ，學建於約 1 563

年(明嘉靖42年) 。 自清代以來 ， 澎湖天后宮會多次整修 。

1 922年(日大正 11 年)此廟已經牆垣傾毀，乃由澎湖台廈郊商

會等地方仕紳集資重修 ，

於次年完工，乃成天后宮

令貌。 1979年(民國的

年)澎湖天后宮管理委員

會會邀集地方人士組織籌

建委員會，準備拆除年久

失修的天后宮，並重建新

廟迦些空堅堅
三EL自 己?陳香融為1ï~年*協

調，始免於被拆 ， 並於
--一-一一一----

1 983年(民國72年)依原

樣修復 。 此後亦多次局部

整修，直至20 11年(民國

1 00年〕再度進行大修 。

在空間上 ， 澎湖天

后宮為傳統的三進五開

間， 三進主體建築由南至北依序為三川殿 、 拜殿及正殿與清風

閣，各進之間留有天井作為中介與過渡空間，左右設有證龍與

過廊，清風閣設有二樓，此格局由日治一直維持至今 OA:橋造

上，澎湖天后宮在台度以下為玄武岩，台度以上

砌'牆身表因為自灰粉刷，部分開口部及牆面再輔以紅磚，門

扇及窗戶為木構 ， 非常具有地方特色。

格扇雕花與正殿六幅裕扇雕花等木作以及神氣，都有精美雕

飾， 深具藝術價值 。

台商市孔子廟

台商市孔子廟創建至

今已有三百多年歷史，不

但是台灣地區第一座孔子

廟，更曾是清代台灣地區

時的一部聶革研
在地，所以有 「全台首
，、、、

學」美稱，特具歷史價值

與意義 。 此廟據傳為 1 665

年 ( 明永曆 19年 ) ， 鄭經
接納諮議參軍陳永擎的 ... 台南市孔子廟遠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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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首學( 臺南孔廟)
西元1665年，台灣棟莽初闖，鄭經之參軍陳永華提議建聖廟、設國
學，以教化學子， 舉行科舉，為國愉材 ，因而建置台灣第一座孔廟
與學校「明倫堂 J 也開做了台灣的禮樂教化。 1683年， 清領台灣

i 設一府三縣 ，明鄭時期的國學成為台灣府學，規模逐漸完備， 是

全台最高學府 。此乃「全台首學」之名的由來。

有湖於~台各地之孔廟建築'台商孔廟採傳統閩南式的合院

」 之規制。創建於.路藍儂之際，建築風格呈王

'.穆典雅。

earlliDI" 
built in 1665 by Koxi:~"""γ s s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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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鄭時期的國學成為台灣府學， 規模逐漸完備，是

此乃「全台首學 J 之名的由來。

地之孔廟建築，台南孔扇採傳統閩南式的合院

廟」之規制。創建於學路產縷芝際， 建築風格呈玉

之精神，肅穆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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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孔子廟大成殿之空間相當接近一正方形，面寬與進

深同為三開悶，正面柱間為鑽空之格扇門窗，屋頂形式則為重

詹歇山屋頂 ， 正脊中央為九層寶塔 ， 兩側護之以雙龍，雙龍兩

側則為通天筒(叉名藏經筒或藏書筒) ，其為孔子廟建築專有

之裝飾 ，據說為宋儒朱熹因感佩孔子之偉大而設 ，另一說則為

秦始皇焚書坑儒時 ，為保護經書而設，後人紀念此事而加以模

仿。屋頂上另 種雕飾則為成排位於垂脊之鶴鳴 ， 其本為凶惡

之鳥，但因受孔子感化而馴良 ，後人因紀念此事而將原有一般

廟宇中常見之仙人走獸代之以鷗梟。兩側山牆亦有鐵剪刀構

u
aR誌

建議，在東寧

夫興州寧南坊

鬼仔埔(即孔

子廟現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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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孔于輛大成殿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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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四配十二哲，殿上崖架所懸歷代皇帝元首區極其珍貴 ，其

中最有名者為康照皇帝所賜之「萬世師表」。東 、西膝配祖先

賢與先儒 ，崇聖祠則供奉孔子父親及祖先，廟中其它石碑與文

物也海主主價值。

\/台南市孔子廟府學以入德之門為入口 ，明倫堂為其主體 。入德

之門，面寬三關間 ，中央為燕尾，兩側以 早已背收頭，牆面粉白 。 明

倫堂亦面寬三關間 ，前有一類似拜亭之緩滴空間 ，內觀fd區面苗，

外貌則為歇山屋頂。明月侖堂本身則為硬山燕尾屋頂 ，堂內中央懸有

清乾隆年間楊開鼎所喜 rq月倫堂」區額 ，其下為一;路屏 ， 上有趟孟

頓所喜大躍章句。 兩很u:倍壁則盡忠孝節義四大字 。 孔子廟整座建築

組群東北角尚有高三層樓之文昌閣 ， 一樓為方形，二樓為圓形，三

樓為八角形 ，其為奉紀文昌帝君與魁星之處 ，故叉稱魁星嫂，外貌

屋5li之水波狀剪黏與大成殿鯉魚吐水一樣，有防火之意 。整體而
言，台商市孔子廟是標準的閩南傳統式樣建築群 。

電空空豆豆空三歪扭且，在東側立有沖宮坊，南
有?半池 。 廟界以東西大成坊為入口 ， 東入口前牆面面是有 16 87

年(清康熙26年)奉旨設立的「文武宮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

碑，東大成坊上懸「全台首學」 四字 ， 現為孔子廟之總入口，

西大成坊緊臨忠義國小校悶 。 台商市孔子廟主體建築部分依循

左學右廟之規制，廟前東西分設有禮門與義路，大成門為入

口，兩側為節孝 、 孝子祠與名霞、鄉賢祠 。 大成殿為主膛，兩

側前為東、西j蕉 ， 後為體有普及樂拇庫 。 後殿為崇聖祠，其旁分

別是典籍庫與以成書院。大成殿位於台基之上，階梯中央為一

斜坡稱為「御路 J 刻以棋琴害造與龍頭，古時平常人不准行

走，只有新科狀元與皇帝祭孔時才得行之 ， 平台前後閻以腰

駒，角落上立小獅各具姿態，古樸可愛，角落下為餾首，質為

排水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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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品E典武廟

'月且鄭時期稱為「大關帝廟 J 創建年代

雖非府城最旱 ， 然規模最大 ， 並享有所巳典。清代時期前後整

修三十次左右，奠下現今規制之基礎。明永曆年間 ， 武廟創

建 ， I把關帝 ， 當時為單進之屋 ， 座南朝北。 1 690年(清康熙29

年) ，巡道王效宗第一次整修為三進之屋，並調整朝向為南

函 ， 正殿把關公 ， 後殿把關公之父 ， 第三進為敵堂。 1 725年

(清雍正3年) ， 清廷敕封關帝三代公爵 ' 後殿改為三代廳 ， 廟

台商把典武廟建築十分狹長，座北朝南 ， 東側山紹自南而

北由三川門 、 拜殿 、 中庭過水廊 、 再拜殿 、 正殿與三代廳所稱

成 ， 一氣呵成後沒有問斷 ， 中聞自高而低再於正殿達於最高

點 ， 再降低於三代廳 ， 可說是全台閩南傳統式樣廟宇山牆最傑

出之作。在空間上，

把典武廟由主軸線上

之廟捏 、 本體(包括

面寬三開闊的三川

門 、 拜殿 、 再拜殿 、

正殿 、 三代廳) 、 西

面之觀音佛祖廳 、 西

社 、 六和堂與廟束之

馬使爺廳所組成。三

川門屋頂為二重脊，

以燕尾收頭。大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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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台南紀典武廟天際線﹒

設門神，只作門

釘，表現出關帝

本身神格之高 ，

西側牆而卡精緻

石雕及人物均極

為出色 ， 相當高

之門檻，亦是一

大特色，其上懸
A 台南紀典武廟正殿屋頂﹒

有巡道主效宗

所題之「武廟」門區 ， 抱鼓石與門枕均雕刻精美，亦有歷史意

義。三川門內懸有台南市三大名區之一的「大丈夫」區。

台商品E典武廟拜殿之後為中庭 ， 分為上下二層 ， 左右各有

/ 中庭之高差則圍以紅色欄杆 。正殿是前巴典武廟造型之高潮 ，採

重草書歇山形式，屋脊飾以雙龍 ， 更是空間之重心 ， 中央部分圍

以欄杆 ， 是全廟宇中最神聖之處 ，關帝雕像高坐其上 ， 是 1 690

年(清康熙29年)之物，極其威嚴 ， 兩旁則立|胡平及周倉兩位

護衛，正殿中還懸有一塊成巨星御筆的 「萬世人恆」區，極其珍

貴，其他珍貴區聯亦多 ， 巾央神為也是一座雕工精美之作 ， 值

得細觀 。三代應為紀典武廟主軸線最北之空間 ， 主軸兩側有觀

首攏，主前觀音仰嗨 ， 為台灣少見之明代觀音像 。 觀音廳之南

為西祉，原為府城五大詩社之一 ， 可惜已名存質亡 ， 目前供奉

五文昌帝君，經常有學子至此一拜。觀音廳之後為六和堂 ， 現

為南管振聲社所使用 a 堂前之古梅相傳為明會靖王所摘，每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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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 ".

正月花開 。 除了廟本體與西側之建築物外，尚有一馬使爺聽，

供奉關帝所坐之赤兔馬及馬夫，原位於廟體商側，在歷次改建
中才移至現址 。

鹿港龍山寺

鹿港龍山寺主紀觀世音菩薩，民間據傳自台灣佛教開山祖

取首押回"以 I OJ.)午 1 明水腎/牢 j 時創建，原址位於鹿仔港舊河

道邊(今鹿港大有街一帶) ，後來改建為磚造建築 ，但此說仍

... 鹿港龍山寺拜殿與正
殿外iiI.﹒

~ 鹿港龍山寺
戲台藻井。

待考證 。 1786年(清乾隆51年)泉州、|人士陳邦光倡議進建龍山

寺於現址 ，自鹿港泉郊商賈日茂行林振嵩及仕紳許樂山質際負

責籌建經營 ， 歷代都會多次修復 ，最近一次為 1999年 (民國88

年) 92 1大地震後解體大修， 2008年(民國97年)正式完工 ， 本

次修復工程歷經七年，此乃龍山寺近百年來最具規模的一次修

復工程 。

鹿港龍山寺佔地一千六百多坪 ， 為三進二院七開間的建築

格局 ， 分為山門 、 五門(含戲台) 、 拜殿 、 正殿 、後殿 。不同

的空間採用不同的屋頂 ，山門為重詹歇μl頂 ，五門殿為三重

脊的硬山頂 ， 拜殿為捲棚I頁 ，正殿為重畫畫歇山頂 ，後殿為硬

山I頁，整體呈現了閩南傳統式樣星星富的屋頂樣貌 。 |涂7屋頂之

外， 鹿港龍山寺的木稱與大小木作也充滿了意匠及童基術價值 。

戲台上方藻并結樁 ， 是台灣保存年代最早且最大的木構造藻

井 ， 演戲時具有演戲時共鳴的效果 。 各個殿堂的大小木作及木

窗也都極盡巧思， 兼具構造及鑫術價值 。

龍柱與石雕也是鹿港龍山寺整個廟宇最重要的精髓 。 五鬥

殿前有一對精繳的龍柱為 1 83 1年(清道光 11年)的作品，各有

祥鶴飛翔其上 ， 五門殿兩旁的龍 、 虎堵石雕 ， 均採深浮雕方

式，龍堵的石雕構園中，龍在空中騰雲鴛銬 ， 下方雕飾有二隻

鯉魚 ， 以象徵 「 魚躍龍門」 。 另外拜殿的婚龍右性為 1 853年

(清成型3年)的作品 ，後殿龍柱則是 1 936年(日昭和 11年)的

作品，表現不同時期龍柱的雕t特色 。 五門殿兩旁的八卦形絡

扇窗木雕 ，採雙前透雕工法 ， 雕製精緻 ， 五門殿與正殿的門神

彩繪 ， 為鹿港彩繪藝師郭新林的作品 ， 深具藝filtJ價值 。 鹿港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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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nf他築群建於光緒年間，

;存鏡1:&為紅屋瓦土駒磚造三合

院，前平irp.池，至是無樓為五開閻

王院F再也築'做具建築特色 。新

借及歐州則為n治後所迎。萊闋

的-依1 LI仿水，無自然界線的山

水|材林，園林 lþ迎築受西風影

響 ，有中阿合壁的風格，其中祖

績區之洗干'î ff乍工細緻，為當時

WJ這安作品 ， 亦為閩南傳統式樣 3單位而言，說你林老

迪築l持與環境相當融合 ，而風恰上由於興組

主豆完成時IIlJ較長 ，顯現出不同匠師

的差異 1999年(民國88年) 92 1 

山寺中珍貴的佛教文物與區聯與精美的~築'形塑 f台灣最有

f-1'面的閩南傳統式樣建築群。

從 \/蜘宅
穿 v 枷林宅位於台中峙的區rl'心，餓時林家於阿蹋的

必林與宅ßMlt築群總桶，包插下市、取肝以及來凶三大 1分。

下曆尬築群出草厝、宮保第、大花I[~、二房聶j;)，&廿 1間所組

成 'ill於同治年間，最~t側草j丘為三fT院他築 宮保第為面

寬 f- 開間的五落大膺，前毛落在音H兼自1前使用，主崖採穿 . ff峰林毛景黨唾門咱﹒

斗式惰架，第一進及第五進屋頂採燕尾處理 。大花廳為公共使

用的宴會廳，面寬五開間，戲台雕花作i精緻，拜亭屋頂架構

利用彎條徜成的主主角軒作法相常具釘「特色 e 三厝房亦為五落大

IJ-八間則為林文察時代鄉勇的駐紮肝，純住宅使用的空間

地. n li!i僅存哲址一間 /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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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峽祖師輛木構細都﹒

大地m摧毀不少霧峰林宅的建築'今日所見多為重楚，就歷史
證物而言，已不具稀有性;下層的宮保第、大花廳、三房厝、
草厝等皆為新建， {j墓宮保第部分木構件(如第二進廳堂絡扇的

彩繪與仿李鴻章書法)留存原件，頂厝的景黨樓、頤閩、辛苦

銳齋、五桂慢也多為新尬，僅少數榜件仍為原物，如景Z在樓門

三進帶護吉E絡局 。 臼 j台時期，三峽地方以『巫師廟為抗日基地，

導致此次興建的廟宇後來遭日軍燒毀 。 一開始，日人嚴繁寺廟

之重煌，後因政局改變，加上日人對台也逐漸從嚴厲統治改為

安撫政策， 三峽治r/]<.祖師廟乃在當地居民請求下 ， 於 1 899年

( 日明治32年)再次重建，由i庄師~*I!l!\彬負責 。 1 937年(口昭

和 12年 ) 中日戰爭爆發，祖師廟由R籍三峽街長強行代管，廟

宇乏人照顧以致受白蟻之害，甜甜次損壞，但因當時門人推行皇民

化運動且廟產自 H人所控制，無法重建，直至戰後J於 1 94 7年

( 民國36年)再次訪j工重尬 。 此次動工迄今已歷數卡餘年，大

三峽祖師廟戰後的重是由於畫家李梅樹的參與及對藝術品

質的堅持，使得廟宇ill築更具藝術價值 。 一開始的章建ð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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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祖師廟

三峽祖師ji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間從中國大陸渡

海來台的移民，因從家鄉泉州府安溪清水巖帶來清/]<.而且師，於

台灣逐漸形成的祭紀組織 。 1 833年(清道光 1 3年)發生大地
震降初創的廟宇全部震毀，乃著手里娃，恰局為閩南式樣的





台
灣
建
築
的
式
樣
脈
絡

西
洋
歷
史
式
樣

要將祖師廟

建成「五門

三殿式」格

局，空間規

創為「囝」

殿、後殿及

左右兩個1) )租

房構成一個

封閉的空 屯 三峽祖師廟星頂﹒ I 

間 ， 不過後殿迄今未曾完成，供奉祖師的正殿位於中央 。 兩側

廂房為兩層樓式，樓板及樑使用鋼筋混凝土構造 ， 三樓再以古

法做出側殿及鐘樓、鼓樓 。 前殿石階、廟宇銷商、牆壁、廊性

字形，以前

台
，
遍
設
的
式
犧
E
a

r。

造型上，李梅樹為使得整座祖師廟更顯華麗尊貴，特別突破一

般廟宇只有在，-!'殿及三川殿才有的海并裝飾，大量採用藻并裝

飾，各藻井的風格亦力求變化，成為三峽祖師廟的一大特色 。

三峽兩且師廟另一特色乃是石柱多， 三對透雕龍柱，為鎮廟之

賀 。 於廟中，李梅樹也大腦使用銅鈴裝飾， 三川殿皆為銅門，

其上哼哈二將、四大天王及加官晉祿響花晉爵等門神及殿內壁

面也都有大型銅鈴作品 。 而雕刻之精美，也使其常被譽為 「東

方雕刻藝術殿堂」。 祖師廟屋頂多用剪黏來裝飾， 三川毆正中

為雙龍拾珠，左右屋脊則是雙龍護八卦 ， 不但取其形，亦取其

芯，充分展現閩南式樣的特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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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背景

在台灣主要的城鎮中，經常可以看到富有西方歷史色彩的

建築'其中有不少已經成為法定的文化資產，有的被指定為古

啦，何t:f~飲登錄為腔史題築 。 這些對於台灣整個城市意象影響

很大的建築'絕大多數是日治時期的產物，也有少部分是戰後初

期所建。日治之前，台灣雖有荷西等外國人所興建的西式建築，

但是數量極為有限。真正大盆引入西方建築於台灣的，卻是日治

時期的日本建築師 。 1 920年代中葉前，現代建築尚未於各地發展

成熟，不同風裕的西洋歷史式樣仍是世界建築發展的主流之一 ，

因而台灣臼治時期所興建的官署、銀行 、 學校、軍隊、官郎 、 法

院、紀念碑 、 銅像與頃墓等建築中，許多都是以各種西洋歷史式

樣來表現。這些具有西洋風惰的建築不少目前仍然何細研

卅 ，tJ日總統府 、 國立台灣博物館 、 監察院、國立台灣大學校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舍、國立成功大學校舍、新竹火車站、台中

市政府 、 台中火車站及台南地方法院等，都是當地相當吸引人的

建築 。 這些披著西式外衣的w-婆，筍，神告欄向是

「巴洛克」建築，然而若依其興建源源、概念與手法，很明顯的
可以是該被歸屬於「西洋歷史式樣」

( 2 ) 什麼是西洋歷史式樣

西洋歷史式樣，簡單的說就是受西方歷史主義

( historici sm ) 觀念影響 ，應用西方歷史上出現的各種語彙

ιj~ Ff"I :rr :f>:~ 0 腔史主義是十九世紀全世界發生的一種思潮 ，在

不同領域的定義會有些差異 。 歷史主義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理論

( theory ) ，強調歷史作為價值標準的重大影響 。 在藝術與建

中，它被視為是在創作作品時，刻意的使用或復甦歷史上的

樣 。 跟隨歷史主義腳步的建築師會有一種傾向，認為他們的

平品是一種連續性又化演變中的一環 ， 而且是可以進行歷史分

好的。他們也會認為，將以往的式樣融合，就有可能創造出

!Il適合新時代的歷史風格 。 藉由抹去於過去、現在與未來間幻

覺式的界線，歷史主義開啟了一扇通往無止蠢的創造可能性的

守，同時使建築帥享受悠遊於不受特定歷史式樣羈絆的自由 。

對於十九世紀的建築描述，另外一個經常被使用的字眼是

「折衷主義」。 折衷主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典時期，有一批

學家，他們並不歸屬於任何固定的學派 ，而是自其中選取最

合者。事實上 ，折衷主義的字眼在古希臘語中為eklektik帥，

有「選擇最好者」之意涵。在建築上 ，折衷主義意指在學一作

品上，使用了不同的廢史式樣 。 折衷主義是一種態度，或者是

一種設計手法 ，並不是種特定的式樣 。 在 19 70年代以前，折

衷主義、新古典主義 、 浪漫主義經常會被混用或者誤用 。 然而

從其本質而言 ， 這三種主義背後所指的建築並不相同。新古典

主義的建築乃因考古熱潮而起 ，基本上建築會回到古典世界的

原型。浪漫主義起因於對中世紀的興趣及宗教的熱愛 ，基本上
藍色築會使用哥德建築的特徵 。 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建築基本

上是學-式樣的表現。相對的 ，折衷主義是一種多式樣的表
問峙三位挂到3主Ef寸官腔央主義的特F員， '(;E I 'J / U牛代以後，有

越來越多學者將它們都歸納於歷史主義建築 ' 而其表現則為歷
史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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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歷史式樣
Historicism 歷史主義[建築]

Theory  理論
三種樣態
多式樣

Eklektikos折衷主義 擇要主義
單一式樣
新古典主義
浪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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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e de Beauxz
法國布雜學院建築教育

Composition 構成
proportion比例

Parti原型
洋風建築
兩式樣

擬洋風 和洋折衷 [擇要]
Revival 復古建築

古典的 非古典系埃及印度馬雅西班牙
古典的 來自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英格蘭磚造
建築水彩風或 歐陸的古典建築由畫風



Ecole de Beauxz
法國布雜學院建築教育

Composition 構成
proportion比例

辰野金吾 自由古典風格 辰野風格
白色水平飾帶與 古典裝飾的開口

東京車站 台灣專賣局臺大醫院總督府台
中車站
非辰野風格

台南師範學院紅樓 紅磚拱圈風格



Ecole de Beauxz
法國布雜學院建築教育

Composition 構成
proportion比例
歐陸風格新古典風格
巴洛克風格新竹車站

馬薩風格台北賓館台南州廳
非古典風格

中世紀的仿羅馬 簡化哥德風格 異國風格
宗教建築 中世紀風格(台大文學院原總圖)

異國風格用在銀行與宗教上

台灣銀行 埃及

日本本土建築專業師(單一風格特徵)

台灣匠師參與的設計(不同風格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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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建築起源於十七世紀的義大利，將原本
羅馬人文主義的文藝復興建築，添上新的華麗、
誇張及雕刻風氣，彰現出國家與教會的專制主
義的豐功偉業。此新式建築著重於色彩、光影、
雕塑性與強烈的巴洛克特色。
文藝復興為義大利宮廷帶來財富與權勢，是世
俗與宗教力量的結合。巴洛克，至少在初期，
則是與反宗教改革－－天主教會內部對應宗教
改革的革新運動－－有直接關聯的。天特會議
（1545–1563）普遍被認定是反宗教改革的開端。
巴洛克時期的建築物，一方面有著更強烈的情
緒感染力與震撼力，另一方面引人注目、炫耀
教會的財富與權勢。新的建築風格尤其體現出
新宗教修會的時代背景，例如神職界修會（英
語：Theatines）（戴蒂尼會 Theatines）與耶穌
會，其目標是增進宗教的普遍與虔誠。十七世
紀中葉，巴洛克風格轉而表現於豪華宮殿上，
首先在法國－－如拉斐特城堡（法語：
Château_de_Maisons-Laffitte）（Château de 
Maisons，1642），位於巴黎附近、由弗朗索瓦·
芒薩爾（英語：François Mansart）設計－－隨
後遍及歐洲。

布拉格小城聖尼各老堂，典
型的波希米亞巴洛克風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1%E4%B8%83%E4%B8%96%E7%B4%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96%87%E4%B8%BB%E7%BE%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8%97%9D%E5%BE%A9%E8%88%88%E5%BB%BA%E7%AF%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8%E5%88%B6%E4%B8%BB%E7%BE%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B4%9B%E5%8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8%97%9D%E5%BE%A9%E8%88%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5%AE%97%E6%95%99%E6%94%B9%E9%9D%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E6%94%B9%E9%9D%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89%B9%E6%9C%83%E8%AD%B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5%9E%E8%81%8C%E7%95%8C%E4%BF%AE%E4%BC%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atine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B%89%E6%96%90%E7%89%B9%E5%9F%8E%E5%A0%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AF%AD
https://fr.wikipedia.org/wiki/Ch%C3%A2teau_de_Maisons-Laffitt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97%E6%9C%97%E7%B4%A2%E7%93%A6%C2%B7%E8%8A%92%E8%96%A9%E7%88%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an%C3%A7ois_Mansar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6%8B%89%E6%A0%BC%E5%B0%8F%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5%B0%BC%E5%90%84%E8%80%81%E5%A0%82_(%E5%B8%83%E6%8B%89%E6%A0%BC%E5%B0%8F%E5%9F%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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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一個概擠性的分類 。 但毫無疑問的我們可以從其課程及建築

師之作品中，窺探出古典主義思想及手法所扮演之角色 。 十九

世紀之法國建築或多或少均籠罩在布雜之影響之下 。 而布雜系

統的建築教育 ， 更開始向法國之外的地方擴散 。 包括設置美國

早期設立建築科系的麻管理工學院 、 哥倫比亞大學及賓州大學

都是採取布雜教育系統 ， 它們更進一步影響包括中國 、 日本與

台灣的建築教育與建築質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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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荷西洋歷史式樣建築的發展

西洋歷史式樣建築在回應過去的歷史上的建築峙 ， 每一種

風格都有著相當嚴謹的體系 、 特殊的語染和格成 。 日人治台前

期， 為求在新建建築時有別於台灣傳統建築之風格 ， 採用西洋

~築作為一種表現的方式是可以理解的 。 但當時政經狀況還不

穩定 ， 受過西洋建築專業訓練之日本建築師到台灣的數量也有

限 ， 因此絕大多數是以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興建西洋建築 。 這些

日治早期之西洋建築不少都只是治用日本傳統建築之木橋造方

式 ， 再於外暫日卡添有11阿拉t韓車在語位于苦?絮， [;1 直iI浩，I-j-J，研t

之意象 。臼本本土之近代建築發展初期也曾經出現這種現象 ，

日本的建築史家，稍這類帶有西洋味的建築為 「洋風建築」。

如果從建築洋化的純度來看 ， 洋風建築尚可以有 「擬洋風 」 與

「 平日洋折衷 」 之分別 。 台灣日治初期，擬洋風與和洋折衷迎

喜鞋也都分別出現， ~lf台南驛 ( 1900 ) 、 13台北驛( 1900 ) 、

桃園廳舍( 1904 ) 及新竹郵使局 ( 1914 )等為前者 ， 桃園驛
( 1901 ) 及值所1驛 ( 191 8 ) 是為後者 ， 只可惜都已拆建 ， 無跡

1 

到了十九世紀中槳 ， 全世界幾乎總罩在西方歷史主義之潮

流中 ﹒ 這個時候，許多建築師開始更積極的引用過去的歷史語

彙，他們不再堅持純粹的古典式樣或是哥德式樣，而是更自由

的擷取他們心目中埋怨的廢史原型 ， 再將之孵化應用到新的

建築之上 ， 歷史主義於是成為建築發展主流之一。 這股風潮，

不僅於歐洲廣受歡迎 ， 更隨著西方列強於美洲 、 非洲與亞洲等

地的殖民與影響而在世界各地流行 。 這一批因歷史主義興盛而

產生的建築 ， 我們可以概稱為西洋歷史式樣建築 。 值得注意的

是 ， 歷史式樣娃築的設計與表現 ， 與從法國巴黎開始流行的布

雜學院 ( Eco l e des Beaux-Arts ) 建築教育，有著密切的關係 。 布

雜學院是法國藝術學院的中文音譯 ， 由法國 「皇家建築學院」

( Academie Royale d'Architecture ) 創立於 1 797年 。

在布雜學院的建築設計理論中 ， 最重要的訓練是 「格成 」

( composition ) • r 構成」 這個字眼是布雜學院設計操作的專

業用詣，它指的泄不是單指立面或者裝飾的設計方法 ， 而是指

對於整體建築的平函 、 立面 、 剖面三向度的思考組榕邏輯或程

序 ， 可以說是設計者對於建築三度空間的質假想像力 。 當然 ，

稱成的重點之一乃是比例( proportion )這個源自於古典主I!築

的傳統 。 另外，所謂的 「原型 J ( parti ) 也是布雜學院建築設

計的一個基礎 ， 布雜學院的建築設計均以一個原型為出發點 。

以原型為始 ， 經由先入為主之梢成原則成為許多布線建築師共

同之概念 。 布雜學院做然於十八世紀末才成形 ， 但從其成立到

1968年改制之一個半世紀以來，造就了許多傑出的主I!築人材，

然而Iß質上我們卻無法給予受布雜建築教育黨陶的組築師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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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式樣影響的建築在式樣上比較嚴謹，元素之取用及組構之方

式通常遵循西方古典系列建築標準之作法，受英國維多利亞磚

造建築影響之建築相對的較為自由，因而在風格上相當活潑多

樣 。 換個角度來看 ， 受歐陸影響的建築帶有濃厚的古典宮廷色

彩，恍如歐陸油畫之華麗 . 受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紅磚建築影響

的建築則浪漫主義色彩較濃，可比擬英國水彩畫之清新 。 在非

古典系方面 ， 主要源頭亦有二 ， 一為中世紀宗教建築，由日早期

基督教 、拜占庭、哥德與仿羅馬 。 另一為非西方主流文明，如

可循 。目前只有在整修多次 ， 原是為了慶祝縱貫鐵路通車所建

之台中公園湖心亭( 1908 ) 、 嘉義營林俱樂部( 1 9 15-192 8間)

及拆建到台灣民俗村的新北投驛( 1916 ) 等建築中 ， 才可看到

洋風鐘築的影子 。

1910年代，遵循西洋歷史式樣建築樁成的建築隨著受過專

業建築訓練的技師來到台灣 ， 當時也適逢日本大正盛期 ，台灣

日治時期的西洋歷史式樣在經過初期之發展後，逐漸綻放出美

麗的花朵 。 幾乎重要的公共建築莫不披上西洋歷史式樣的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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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造建築是英格蘭建築非常重要的一種，尤其是在維多利

亞時期甚為流行。在日本，建築教育的鼻祖，搶任東京帝國大學

建築系第一任教授的孔德 ( Jos i ah Conder ) 來自於英國，傑出的

第一代建築師辰野金吾也是留學英國，因而日本本土近代建築中

出現來自於英國維多利亞建築的影響是不足為奇的事 。 辰野金音

在回日本後 ， 更融合了英國的磚造建築與古典建築的元素，創造

了所謂的「 自由古典風格 J 在 1 9 10年代遂於高峰，有人亦稱之

為「辰野風格 J 白色水平飾帶及古典裝飾的閉口部是其特色 。

在日本 ， 辰野金吾設計了許多重要的建築'也把辰野風裕推廣成

日本近代建築發展中重要的風格 ， 日本銀行京都支店 ( 1 906 ' 辰

野金菁 、 長野宇平治) 、福岡日本生命九州支社 ( 1909 '辰野金
菁、片岡安) 、東京驛 ( 1 9 14 ， 辰野金吾 、 葛西方司)及大阪中
央公會堂 ( 191 8 ' 辰野金音 、 岡回信一郎 ) 都是很著名的案例 。

在台灣辰野金吾也設計了唯一一樣辰野風格的建築' 三十四銀行
台南支店( 1908 ) ， 可惜已經不存 。

衣，當然專業建築師的參與再加上技術日漸成熟的本地工匠終

於造就了許多甚至連日本本土建築也比不上之建築佳作 。 嚴格

地說，台灣的 「西洋歷史式樣」只是一個能統的集合名詞 ， 指

的是建築以西洋建築史分期中曾經出現之式樣為藍本作為表現

的復古( revival ) 建築 。 對於這些建築 ， 台灣目前學術界稱法

十分分歧 ， 有 「西式建築」 、 「洋式建築」 、 「西洋建築」 、

r î&期文藝復興建築」 、 「西洋古典建築」 等。然而 ， 這些名

稱都無法闡述台灣這些建築真正的意義與脈絡 ， 比較恰當的稱

法應該回歸於「西洋歷史式樣建築 J 以彰顯其應用十九世紀

世界 「歷史主義」 盛行下各種式樣的脈絡 。

由於日本於明治維新時廣泛的向歐洲各國招聘技師或者派

遣留學生至各國求學受訓，因而在西洋歷史式樣建築上受到的

影響 ，有古典系與非古典系兩大類 。 古典系指的是希臘羅馬時

期的古典風格及其所衍生的風格， f象文藝復興 、 巴洛克與新

古典 ， 這類建築主要源頭有二 ， 其一是來自於英國維多利亞時

期英格蘭時造建築'其二是來自於歐陸之古典建築 。受歐陸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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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車站

「辰野金吾博士作品集成絵
図」後藤慶二 1916年

.1.符合吾(1854-1919)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E%8C%E8%97%A4%E6%85%B6%E4%BA%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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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治台後 ， 不少到台擔任技帥的建築師於臼本求學時都

會受教於辰野金吾 r辰野風格 」 由日本流傳到台灣是可以預

期的 。 台北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1913 . 高塔 1922 . 總督官房營

繕諜 ， 前台灣省煙酒公貿局) 、 台北台灣總督府( 1919 .長野

宇平治 、 森山松之助 ， 今總統府) 、 台北帝國醫院廳舍( 1914-

1924 . 近藤十郎 ， 今台大醫院哲館) . 與台中屆畢( 1 9 1 7)均可

算是台灣日治時期辰野風格經典建築之作 。 除了辰野風格外 ，

台灣日治時期還有一批學校 、 小型之公共建築及小型笛，宅也是

以紅磚或加強磚造興建，建築中雖然也混用西洋歷史經築元

素 ， 卻不屬任何特定風格，台北第一中學校本館( 1908 . 近藤

十郎 ， 今建國中學紅樓) 、 高雄中學校本館 ( 1925 .今高雄中

學紅樓) 、 愛國婦人會高雄支部( 1920年代，今紅十字育幼中

心)及台南師範學校本館( 1922 . 令台南大學紅餒)是為此

類 。 以紅磚為主要表現的還有一種建築 ， 可以稽之為 「紅lî'ÍJ拱

閥風格」。 這類的建築在外貌上幾乎是以烘圈為主 ， 沒有被雜

的古典裝飾系統，也沒有白色飾帶，最常見的表現在於主入口

上之山牆 ， 其內偶有紋樣裝飾，台商縣先l事官~I\ ( 1900 ) 及淡

水長老教女學校( 1916 ) 都是這類建築 。

與在屋L格表現上有較高自由度的各類磚造建築相較 ， 台灣

日治時期依歐陸古典系統影響之建築，在造型上也相對地比較

般的 ， 透過厚重的石材及正統的西方古典語彙之模仿與應用 ，

這些華麗的建築比紅磚建築傳達了更強的紀念性特質，特別是

應用厚重馬隨屋頂與國1頁 。 由於歐!學古典系統從希臘羅馬時期

發展開始 ， 會歷經文藝復興 、 巴洛克與新古典幾個階段 、 在近

代建築中的影響也有所不悶。在日本本土的近代建築中 ， 片山

東熊設計受歐陸古典系影響之作品最具代表性，比較著名的有

奈良博物館( 1 894 ) 、 京都國立博物館( 1 895 ) 、 東京表慶館

( 1908 ) 及東京赤圾離宮 ( 1909 )等建築 。

在台灣 ， 受歐陸古典系影響之作品多為中央或者州廳級的

官署建築 。 然而古典風格在台灣已是第二次移植 ， 再加上台灣

並不生產古典系列慣用的石材， 因而在表達上與設計上就必須

依賴如洗石子等仿石材 。 台北總督府博物館( 19 15 . 野村一

郎、荒木榮一，今國立台灣博物館)具有新古典風格 ， 台南地

方法院( 19 12 . 森山松之助) 、 新竹驛( 19 13 . 松 'T崎萬長，

今新竹車站)與台中市役所 ( 1921 . 台中州土木諜 ， 令台中故

事館)都有部分巴洛克風格的建築語梨，台北台灣總督官郎改

建( 19 12 . 野村一郎 ， 令台北賓館) 、 台中州廳( 1913 . 森山

松之助，前台中市政府)與台南州廳( 1916 . 森山松之助 ， 令

國立台灣文學館)都屬於馬薩屈L格之作品。

1 920年代中期以後 ， 台灣開始出現了幾種非古典系統之式

樣，而且廣為流傳。在這些非古典系統之式樣中以中世紀之

仿羅馬、簡化哥德風格以及與風風格為多。中世紀的兩種風

俗可在日本西方宗教建築與非宗教建築中看到 ， 大浦天主堂

( 1 864 ) 與平戶紐差教會( 1928 ) 都是小教堂f良好的例子。台

灣自治時期雖然西方宗教會遭受某種程度的限制 ， 但是教堂的

~設卻未曾停止 ， 台北日本基督教國幸自T教會( 191 6 . 今濟南

基督長老教會)、苓雅寮天主堂 ( 1 931 . 令天主教高雄玫瑰主

教座堂) 及淡水基營長老教會( 1932 ) 等建築都具有小型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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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之構成，可是細看之下則可發現其於外貌 ， 尤其是柱式上應

用了屬於埃及的棕憫葉柱頭 ， 台北台灣銀行本店( 1938 ' 西村

好時)則為一例。台灣自治時期由日本專業建築師所設計之公

共建築 ， 大多數能以西洋歷史式樣來歸納之。不過在一些由台

灣匠師參與或設計之建築中 ， 特別是仕紳民宅中 ， 卻經常可以

看到不同風格混生之結果，這些建築雖然不具備單一風格之強

烈特徵'卻統合了數種西洋歷史式樣建築之特徵。戰後 ， 西洋

歷史式樣雖仍偶爾出現於新建築中 ， 但數量已逐漸減少 ， 在台

灣建築舞台的重要性也逐漸減少。

建築的特色 。

在非宗教建築方面，日本本土以高等學校建築較常見 ， 其

乃因學校企圖以中世紀之語彙來塑造一種學術氣氛。京都同志

社大學理化館( 1890 ' A.N. Hansell ) 、 東京慶應大學園書館

( 191 2 ' 會彌達藏) 、 東京早稻田大學大喪講堂 ( 192 7 ' 佐藤

功一 、 佐!峰武夫)及東京商科大學商學專門部本館( 1930 '文

部省建築謀)都是很好的例子。台灣日治時期，也有一些教育

不同風格的西洋歷史式樣建築巾 ， 存在著特定的構成原則

與元素，它們最容易被建築師拿來當做表達各種丙洋風情之

處，屋頂 、 門廊 、 山牆 、 柱式 、 核圈 、 開口部 、 飾帶及飾物是

為其中最為顯著者。屋頂是西洋歷史式樣建築創造特殊天際線

設施採用了中世紀風格，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1929 ' 總督

府官房管繕課 ， 今台灣大學文學院) 、 台北帝國大學園書館事

務室( 1929 '總督府官房管繕諜，今台灣大學校史室)及台南

第二中學校講堂( 1931 '總督府官房營繕課 ， 今台南一巾小禮

堂)是為仿羅馬風格。台北高等學校本館 ( 192 8 ' 總督府官房

營繕諜 ， 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行政大樓)以及台北高等學校講

堂 ( 1929 ' 總督府官房管繕課 ， 令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禮堂)則

是簡化哥德間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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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 高塔在西方中世紀以後就經常出現於建築之中， 開始與

宗教上有某種程度的關遠 ， 尤以鐘塔為多 ， 後來也應用於市政

廳與其他類的建築中。文藝復興之後 ， 高塔也經常被放置於對

稱建築的中軸線上以求取其紀念性。日本建築師自歐洲引入建
築峙，高塔自然成為一種表達的元素，在台灣日治時期隨即被

引入台灣當時的建築。除了中央塔樓外 ， 衛塔也出現於一些建

築中，在各地的教堂中，也都可以看到哥德風格的尖塔。

來同造型的圓頂也是西方建築中很重要的建築元素 ， 從羅

所謂的異風風格 ， 乃是指建築中應用了埃及 、 印度 、 馬

雅 、 印地安及拜占庭等建築元素做為主要特徵 。 與風風格的

建築在構成上較自由 ，應用較多的是銀行與宗教建築 。 台北信

用組合( 1927 ' 今合作金庫銀行城內支庫) 、 台北放送局演奏

所( 1930 ' 東山俊一 ， 令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日本勸業銀行

台北支店( 1933 '該行建築諜，今國立台灣博物館土銀展示

館) 、 日本勸業銀行台南支店( 1937 ' 該行建築課 ， 令土地銀

行) 、 台中彰化銀行本店( 1938 '白倉好夫 、 山喜三郎)均可

以歸納於此類 。 另外還有一些建築雖然乍看之下有西方古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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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人發明松的原理來構築圓頂之後 ， 追求完美的圓頂成為許多 式衍生出來的各種柱式之外，台灣日治時期建築中也可以見到

建築師的目標 。 在日本的近代建築中 ， 應用圓頂的佳作不少 。 不同的巾世紀籃式柱頭與帶有異風情調的埃及柱式 。

台灣日治建築中，台南地方法院、台灣總督府博物館與台北州 在西洋歷史式樣建築中，建築屋身中的棋圈及各式各樣的

廳的圓頂都各具特色 。 馬薩頂是歐洲巴、洛克時期以後常見的崖 開口部也是重要的特徵 。 從形式上來看，所謂棋圈可以分為標

頂形式 ， 其特色是屋頂厚重， 一般為雙坡形式，頂部基本上有 準的圍棋及轉形的平棋 、 弧烘及各類的尖糕 。 圓拱及轉形的平

頂飾，屋面則鋪紋樣石板瓦，筒，見形為魚鱗 、 六角 。 屋面於閣 棋、弧拱一般應用於古典風格系列的建築中，尖拱則多數應用

櫻部分則常開牛根窗及老虎窗，屋身則多為古典裝飾語矣 。 口 於中世紀風格系列的建築中 。 就拱於建築中的應用部位來看 ，

本本土建築中應用馬薩頂的案例非常的多，台灣日治建築中的 棋圈可能會被處理成拱廊 ， 也是日人在處理台灣炎熱氣候的一

官署中也應用頗多 。 在西洋建築中 ， 在建築主體入口之前設置 種回應 。 除了拱廊之外 ， 拱圈也可以被當成是開口部 。 當然，

門廊是古典系建築慣用的設計手法 。 台灣日治建築大部分西洋 除了拱圈之外，各種門窗開口部邊框的構成也是強化建築西洋

歷史式樣建築都設有門廊 ， 而且從同一建築中不同門廊的華麗 風惰的重要元素 。 建築物各個部位的裝飾帶與裝飾物，也是影

度也可以看出入口的層級 。一般而言，主要入口的門廊會採用 響建築風格的重要因素 。 在西洋歷史式樣建築中 ， 於不同的風

較為華麗的神廟山牆式門廊或者是觀禮平台式的門廊，前者可 格中往往會搭配有其特殊的裝飾帶及裝飾物，這些裝飾帶及裝

以顯現其古典的莊嚴性，後者則可供長官觀禮答禮之用 。 相對 飾物也是使建築呈現西洋風情的元素 。 勳章飾是許多古典系建 4三

的 ， 次要入口則往往只是簡單的柱廊形式 。 除了門廊之外，山 築共同的裝飾， 中央為精圓形的主髓 ， 周圍則多搭配花草飾; E 

牆也是建築在立面上最直接表達西方歷史式樣之處 ， 有山形與 開口部或山:/，育的垂帶飾與花草飾也極為普遍 ， 各種托架與牛腿 E 王緯先
0 11, 

圓弧形兩種，以前者為多 。 也經常被應用 ; 倫巴底帶般的連緻小盲棋則是仿羅馬風格的特 。45

在茵洋歷史式樣建築中，不同形式的位式( order )是非常 色，四葉飾與棋筋則是哥德風將不可或缺的元素。在所謂的異

重要的元素 ， 甚至可以說是古典建築的精髓 。 台灣日治時期建 風風格中，老鷹、獅子及一些形貌特殊的動物或臉譜也是特殊

築中，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柱式 ， 它們是使建築帶有西洋色彩最 的變飾 。

直接元素 。 各類柱式中，有一位屬於是標準的原型 。 然而由於… 5 台~西洋歷史式樣代表性建築

且本身亦未受到正統西洋建築藝術之黨陶 ， 因而西方柱式經日 原台灣總管府 (今中華民國總統府 )

本建築師引入台灣之後，產生甚多的形變 。 除了由古典五種柱 台灣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的總督府，落成於19 1 9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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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Æ8年)。在此之前，台灣總督府是設立於清朝時的布政使

街門及行台經物之巾。台灣總督府9..tt築後來歷經 1906年(日明

治39年)與 1907年(日明治40年)二次競國徵樂而來 ， 評審委

只包拍了當時日本著名的建築師辰野兔吾、安木賴黃 、 伊東思、

太、中村達太郎與總督府管繕謀長野村一郎等人。這是日本建

築史上第一次公開徵選的大型公共迫築兢|闊。二階段的徵圈，

最後吐l長野宇平泊的作品脫穎而出，磁1~}â立 :;1一樣，再經森山松

之助修改定案，於1912年(日大正元年)六月勤工，經過七年

的興娃，於 1919年(日大正8年)三月完工俗成此棟建築佔有

整個街廓 ， 座西朝束，空間型態為一橫向，端商l略為突出的日

字型，包被兩個中庭。就空間組織而言 ， 口字型無疑的是受到

十九世紀巾盛行的布雜學院空間模式的影響，但部分室內空間

的考量，則可以見到設計者對於機能或者台灣氣候的回應。

基本上，台灣總督府的空間序列是經由抬高的入口門廊，

經門聽到大廳(敝廳) . 再通往Jt它空間。相對於位於二層高

皮的大廳 ， 地面層基本上是屬於絞次婪的空間 ，也可以由背向

中央或閱角塔樓的次入口進入。大廳棲近力1衫，挑高三樓，正

中央為T字型大理石樓梯通往上層 ， 不台設有一陸學覓。大廳

原為此必築最華麗的空間，應用了許多西洋歷史式樣建築的話

• . 原因面均為三閱間 ， 於角落&r，半j間之間投宿雙性，前往為

間形，後位為方位，比較接近科林新位式，個渦卷略大 。 但目

前只街緊鄰樓梯的兩側還保留有圓位，共於均華l方性 。 原有柱

仁之目前彷有繁複裝飾，正中央設償獻的 ， 一惱，除 r正向設置

樓梯外 ， 主主餘閒閻部設有破弧山牆，山牆內有勳TE飾，二樓

為弧快 ，拱心石甚為繁複，可惜的是這些裝飾經歷年整修後都

只剩l簡陋線腳。台灣總督府位於中軸線上的大會議室也是此建

築個比較重要的公共空間，供大型集會以及宗教儀式學行之

間 該室原有華麗的裝飾與以古典柱子文憐的問回天花板 ，也

;宣告晰的抬高的講台及其背後的御其影空 w-放F-I~天主玉照

之常)。然而於戰爭期間遭受巍炸而破壞，戰後改名為介;%

天花板也改以t峽的一鬧的作法。原台灣總仔府控吋以說是日治時

期ill築西洋座史式樣趁築中，最具代奈何的一椒，也是日治時

期公共工程中受英格蘭磚造建築影響級深的住築 ， 更娃辰野金

直至風格的代表作之- . 紅色面閥 、白色

飾帶與古典建築語彙械，成熟的肘於各個

部位，使台灣口治時期的西洋歷史建築

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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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原台灣總督府中央高塔﹒

發展達於高峰 。 在建築

格成上，整棟建築分為

中央高塔、四角落及背

向塔樓與介於二者間的

翼郁。正面中央高塔，

是全棟建築造型上的重

點 ， 尚約六十公尺，是

完工時全台北最高的建

築。 'Jf質上，原來競圍

得獎的長野宇平治的設

計中，此高塔只有六層

樓高，後來經森山松之

助的修正，才提高到目

前的十一層高。從建築構成來看 ， 此巾央塔樓質際上是由兩個

衛拼簇擁著中央高塔所恰成。你!jJ各一層的處理方式與兩翼部合

為一位 ， 二至三償底部及頂部分別裝飾以白色洗石子檢飾幣，

共餘均直接以紅色面磚表現，頂層開布弧棋窗，屋頂原有小圓

頂， 10.於戰爭時被炸毀。中央高塔，在表現上極為細緻，六層

部分為耳其繞塔身的白色飾帶，正面並設有三聯拱圍之窗。九層

以上四面各自兩座牛腿各承托間很一組的托次坎凸緣柱 ， 柱上

為孤山路，再往上則漸次內縮最後冠以四角憤尖I頁。除了中央

高塔及及衛塔之外，台灣總督府的四個角落及背向入口之上也

都各設有塔樓 ， 其屋頂也略為高於建築主體部分。在表現上 ，

這些絲縷的處理方式與中央高塔之衛塔僅為相似，紅色面磚 、

辰野金吾式樣白色水平飾帶與部分古典語袋。機之與部方面地

面府為仿石材弧拱撥成 ; 二層與三層以磚材為主，分別設有平

拱反弧棋。建築立面除紅磚 、 古典風格的窗框外、也以白色橫

飾帶環繞。門廊在台灣總督府之建築中也佔相當重要的角色。

不同的性式呈現出主從入口之分。

原台灣總督官郎(今台北賓館)

日人治台之初，台灣總督府設於前清所尬的布政使司街門

內，首任總心1可樺山資紀亦暫時居住於此，但隨即將官郎遷至清

末所娃的西哈堂。此學堂由三棟建築二前一後以品字形配置排

列，建築為紅磚拱廊形式，且覆以重詹屋頂。由於為了讓總督

能保有傳統的日式生活，此官邱不久就i曾建了具有搧惕米設施

的房禽，也形成

台灣最早的和洋

三館~築之一。

1898年(日明治

31年)在紹過幾

年於兒玉源太郎

就任總督之後，

台灣總督官tl:1\開

始有 r新的倡建

2十宜。工程 1900

年(盯明治 33

年)阱j始進行 ... 原台灣總督官即正向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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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加設惆堡式門房(警衛室)。建築本體高三屑 ， 空間組織

與輪廓，雖然不是完全對稱 ， 其質仍然是法國布雜學院系統下

之產物。此宮郎位於一座兼有通風防濕的基座之上 ， 主入口居

中，穿過門廳後即為寬廣的大廳 ， 大廳西側有座華麗的樓梯通

往二樓 。一樓中央設有室內走廊，走廊北面為大小互異的會客

空悶，為總督當時正式接待賓客之處，現亦為會客空間 ， 由此

可按往北面拱廊 ， 由此更可延伸與庭園合為一宴會場地 。 室內

走廊南面為其他空間 ， 原興建之時南面亦設有棋廊，然部分於

整修受到封閉 ， 東南角也還設有一座樓梯通往三層 。二層縷部

分原為較隱私的部分，北側中央為總督之起區室 ， 今為大會客

'
/
』
重
重
重

一
蚓

台灣總督官郎雖然主要入口面筒 ， 但是所有重要的空閑卻都面

北，其賞這種空間配霞概念與歐洲許多辛苦名的皇宮類似 ， 重要

的空間都位於入口背茵並且與庭團成為一體 ， 使身處重要空間

之人得以享受庭院之笑。

一。面來檢視，原台灣總督官郎可以說是布雜風格十

足，古典建築量體與元素之組合是其最大的原則。基座是厚重

石材所建 ，每一定間隔設有通風孔 ， 外廊之緣則立有瓶飾欄

杆，北面基座與庭園間留有一大嫂梯，梯口欄杆上並立傳統石
獅 。~二層樓的屋身可以區分為入口門廊 、 角塔及主體部位 。

主體部位之外廊 ， 第一層基本上為秘聞處理 ， 由仿石材以拱石
線胸i彼此水平相連，二樓部分多數立面原為單柱形式，不過在
整修後卻採取了對柱之組合，柱式是西方愛奧尼克柱式之變
形，柱上的楣樑則有垂帶飾。此種成對古典柱子之表現，其質

翠年五月完工 。 總督官郎新建工程究竟為誰負責設計，史料

並未明確，記載 ， 然而根據一些日治時期活躍於台

憶，其乃由福田東吾 、 宮尾麟及野村一郎等人設計，其中

陸軍經理部技師 ， 總督官即興建於擔任土木局管繕謀長的福田

東苦應是最主要的設計者 。 官亞11落成之後，屋頂累受白蟻益害

之侵，嚴重受損， 一直到 1910年(日明治43年)間 ， 總管官邱

會進行了幾次大大小小的整建 。 1 9 1 2年(日大正元年)總督官

郎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整重，也就使用上不合機能的空間進行調

整，工程由森山松之助與八板志賀助負責 。 i絨後，總督官郎被

改為台北賓館，做為主妻待國賓或重要宴會之場所 。

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官郎座北朝南 ， 前有院後有庭 。 初建

之時，只設有鑽空之矮牆 ， 後來逐漸形成封閉的圍牆，並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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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國布~Ê學院系統的建築經常會使用的方式，除了少數案例

及幾個森山松之助曾經參與之建築，在台灣算是較少見的元

素 。

台灣總督官~II之屋頂除了角塔外，基本上是馬龍屋頂的組

合 。 馬薩頂的部位為中央入口處的起髓 ， 及其後面叫字型的立

體相依而成 ， 西南角塔與東南角塔則應用別的屋頂形式 ， f;史且E

築的不對稱性更強 。 入口門廊上方二層部分有四根壁位撐起山

牆，山牆內有勳掌及花草紋飾 。 山腦之上為中央直邊 ， 兩側鐘

形邊的馬隊屋頂組合 ， 正中央閱有老虎窗 ， 角落有瓶飾 u字

型2憊的馬薩頂均為直遂，也開有牛眼窗及老虎窗 。 東南角頂

層為可用之閣樓，屋頂為弧線的四角欖尖頂，南北面還有仿木

構架的水泥棚架，西南角塔則為圓頂 。 整體而言 ，屋頂在台北

總督官邱所扮演的角色很重 ， 使其法國古典意象更為濃厚 。 除 I . 原台灣伯特ittiIJ館入 or兩.
了外部有EE富的語彙外 ， 台北總督官郎的室內裝修則無疑是苦奮

麗的，這與世界上所有皇宮或總督宮的作法是一致的 。 在各種

裝修巾，古典的位式與勳章飾仍然是其中最精緻的部分 。 亞熱

帶的台灣少見的壁爐也存在於大部分的空間中，其上還有非常

細繳的裝飾 。

原總督府博物館 ( 今國立台灣博物館 )

台灣總管府博物館(今國立台灣博物館)是台灣日治時期

西洋歷史式樣建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品 。 此博物館是 1906年

(日明治39年 )4月與 11 月 ， 台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

長官後藤新平相繼離台後，總任的民政長官祝辰已為紀念二人

之治鼠 ，發起興起 「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 」 而誰始 。

紀念館選址於原台北天后宮舊址，由總特府營繕謀長野村一郎

與技手荒木榮一共同設計 。 在此同時，於 1 899年(日明治32

年)設立的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品陳列館也於 1908年 ( 日明治

41年) 5月 24日經總督府第八十三號訓令成立 「 台ìf"!總管府殖產

局附颺博物館 J 於是 「 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 乃與

博物館的計登合而為一 ，成為 「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

紀念博物館 J 簡稱台灣總督府博物館 。 1 9 1 3年(曰大正2年)

4月 ， 在經過七年的籌備與設計 r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

館 J 正式勤工 ， 1 915年(日大正4年 ) 3月落成，並且由原有的
委員會將完工建築捐給總督府作為博物館之用 r 台灣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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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殖產局附屬紀念博物館」於8月正式開館 ， 成為台灣地

區第一座大型博物館。戰後 ，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由國民政府接

收，後來歷經數次改隸及整修 . 1999年(民國88年)起更名為
「國立台灣博物館」 。

在空間型態方面 ，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可以說是相當簡單 ，

為一字型平面。中央為入口門廊 、 門廳及大廳空間，左右則對

稱的延伸翼部 ， 並以略為突出的端部收頭。朝向南向之二樓原

來是開放式

的柱廊，文

來因為空間

不足才加建

外牆成為室

內空間 。 大

廳內有一座

大樓梯直達

二樓 。 兩側
直 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大廳﹒ 一

端部也各設

有次要樓梯一座。在造型上，整座建築以略為抬高的地下室作

為基座。中央國頂是此建築最主要的建築造型元素，也是視覺

焦點 。 整個圓頂質際上是一個雙層的構造體，下層由大廳的角

性撐起類似弧三角的構件，上承彩色玻璃頂，上層為混凝土

頂，立於方形基座之上，光線經由兩層之間進入 ， 照亮彩色坡

璃下的大廳，甚為華麗，也是整棟建築極具西方特色之處 。 除

了圓頂之外，大廳的地板是鋪設來自於日本的大理石 ， 以拼花

處理，主要樓梯也是大理石材作為表面之材料 。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量體中央之南北兩座六位式門廊是整棟

建築最具西洋古典建築原型之處，採標準的希臘神廟形式，其

中北門廊是博物館主入口所在，門廊內為進入室內的大門。

另外在兩獎端部南北兩向也分別設有四位式門廊，不過只是

屋身上的一種造型元素 ，並無質i漂入口機能 。另外，東西兩側

也有假山牆之設宜 。 在柱式方面，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有全台灣

最標準的多立完柱式，應用於門廊及立面上的柱列 。室內則以

大廳、中的趨近複合柱式之柱子最為顯著，柱子分兩國，內圈為

國位，外園為方柱。在開口部上 ，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多數門窗

都極為單純，但是在比較重要的門窗上則會繞以邊飾或者加置

勳章飾 。 在裝飾物上，門廊山;踏上及室內大廳的勳章飾，與多

立克柱式配套的三糟石與小間壁及各種遂飾燈具都是西洋建築

中經常見到的元素。中央大廳之壁龜內原來分別立有著名雕刻

家新海竹太郎所塑之兒玉與後藤雕像 ， 國民政府期間，此兩座

雕像被取下安置在儲蓄室 ， 近年已重新整理並公開展覽 。 從台

灣總督府博物館在造型表現上如此的忠於古典多立克的原型來

看，真可謂是台灣最具新古典建築精神的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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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與圖書事務室 ( 今國立台灣大學文學

院與校史館)

台灣高等教育之始的台北帝國大學於1928年 (日昭和3年)

:是校，首任校長為幣原坦。 1 93 6年(日 H召和 1 1 年)開設醫學
郎. 1 943年(日昭和 1 8年)設工學部及預科。至 1 944年(日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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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 9年) ， 台北帝國大早已是擁有文政、理學、農學、醫躍 、

工學五個學部(學院)和預科，以及熱帶臀學 、 南方人文 、

方資源研究所的綜合大學 。 在所有校舍中，圍已

學部是最早興建的幾線通築，於1929年(日 Bì'rf日 4年)落成。

1 945年(日昭和20年 ) ，日本戰敗後，台北帝國大學由國

府主妻收 ， 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艾政學部為文學院所使用，

占事務室則擴建成國占錯 。 2005年(民國94年)間 ，

新述國-t!J館 ， 落成之後並將校史館之位置設於原圖書事務室

F
/』
重
重

重

一
仰

三個層次 。 門廊正面為三

個比例較細長的三聯棋

圈，兩側為唱一大快圈 ;

門廊內亦是三聯拱圈，而

門廊的角落則有裝飾紋

樣 。二樓部長室外的假門

廊也是正面為三聯拱圈，

側面為單一棋圈，假門

廊上裝飾fï特殊困案 。 中央山牆畫畫口則為小盲拱形成的倫巴底

帶 中央皇位這種處理方式也同樣地出現於兩端部的立面處理

上 ， 正面及側面在三位均為三聯拱圈收頭 。 但是中央立體及兩

端郁悶的認部則採用數組四聯烘圈 。

國主?當務室在立面上的處理 ， 與文政校部十分類似，不過

的可廊及rþ央山牆的表現，更為精緻 。 其門廊收淺 ， 雖然同樣

於正面閱有三聯拱圈，但是快園為層層退縮處理，有J斤線裝飾

線條，恢悶悶則為台灣少見的q t[!1:紀籃式往頭 。 中央山:1商同樣

償 。

就空間型態而言 ， 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都是一線兩層樓 ，

空間完全對稱之建築'最初之平面有點類似中文的 「 山 」 字 ，

中央往後延伸，兩端略為突出 。一縷入口設街門廊 ， 內

廳，兩側空間大多數為教室 。 門廳後何一座跳高二層樓的

廳，內有大樓梯通往二樓 。 門廳有八根性子，其中

壁牲， 二很為方形獨立位，均採用衛化的棕憫菜柱式 。 國喜事

務室也是對稱的兩層摟住築，最初之平面趨近於 「一」 字型 ，

中央突出的門廊及端部突山的單位都不明顯 。 門廊後退縮形成

玄翩 。 玄關內設有 4個睡菇形的主入口，由此樓梯通往二樓。

一位設有館長室及辦公室， 二做基本上為閱覽室 。 台北帝國大

學文政EFE部與國S車務室這兩事m築在空間組織上均有布雜EF

院經築的特色，日後也都接綴且越組成完整的複合式建築 。

在造型上 ， 台北帝閥大學文政學部與圖書 'j~務室兩棟建第

採取的都是中世紀仿挺馬風格 。 文政撥部入口一樓門廊、 三倍

假門廊及中央山約為整棟建築物表現之里，心，且依序退縮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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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堂 。

苓雅寮天主教堂之空間基本上是一種長方形的巴西利卡式

之型態 ( basilica ) ， 隨拜堂主空間自七對十四根柱子分成中

殿與兩側通廊三個部分 。 中殿之後之聖塑則為類似八角環形殿

( apse ) 之處理，通廊之端亦為環形殿處理 ， 但較聖擅為小 。

兩側通廊之上有夾層 ， 入口之上則為唱詩壇 。 苓牙在寮天主教堂

在造型屬於一種簡化的哥德、屈L絡，同時也混合了部分仿羅馬的

風格，與道明會在亞洲其他地區興起的教堂有些類似的特徵 。

尖塔 (spire ) . 小尖帽 ( pinnacle ) 、 扶壁 ( buttress) 及玫瑰窗

( rose window ) 等元素均是取材自西方哥德式樣建築 ' 只是加

以作某程度之簡化 。 中央尖塔最上層與通廊兩側之開口均為雙

聯式棋圈窗，棋窗之上於中央塔為凹葉飾，於兩側為簡化之玫

瑰筒 。 玫瑰窗亦可見之於中央塔棋天主堂堂額之下 ， 而凹葉飾

窗亦可見之於立面其他部分 。

~雅寮天主教堂兩側1茵茵之扶壁與彩色玻漓亦為哥德建築

風格之主要特徵，室內之交叉棋筋裝飾性重於結構性，但仍具

有強化其哥德風格之功用 。 烘筋下立於柱子為簡化之科林新柱

式。除柱子之外有些棋筋是交集於托座之上，有數種不同處理

形式 。 中殿端聖垃處有一聖菇 ， 充滿了哥德式樣垂直性之元

絮，內為聖母，手抱聖子 。 雖然此建築具有許多哥德教堂之特

徵與元素 ，但其並不是t~l~準的哥德式 ， 中央塔樓上之連續小短

性與棋國及屋草書迪緻IJ、快園為仿耀馬建築常見之元素 ， 烘闊上

並飾以十字形裝飾以彰顯其宗教特質。門Jilii正上兩位長翅膀之

小天使共同扶持一個「奉旨」之傳教石碑則表明了此教堂是立

的也於草書口飾以倫巴底幣 ， 牆面則於中央開設一

縮式拱圈，搭配兩側兩個較小的拱窗 。 倫巴底帶下l!JJ閱有必

眼笛一座 。 整體而言，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與國

兩座位於軸線上的建築

以中世紀的仿羅馬風俗

強化了整體校園的學術

氛圈，成為學校中最重

要的地標 。

苓雅寮天主教堂 ( 今高

雄玫瑰聖母主教座堂 )

苓雅寮天主教堂之創

建可以追溯到 1859年

(清成巨型9年) ，道明

會傳教士郭德剛神父

( Fernando Sai巾， 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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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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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m 及洪保祿神父( P. Angel Bofurull , O.P. ) 自菲律賓經廈門率教友

李步壘家人拯高峰，重開教務 ， 克服困難後於前金騰地建一草

屋聖堂 。 次年再將之改建為土磚堂堂，是為台灣最早之教堂。

1862年(清同治元年) ，聖堂進行改建， 整年五月舉行獻笙

式 ， 命名為玫瑰聖母堂 ( Holy Rosa ry Cathedral ) ，是為當時台

灣首座大堂 。 192 8年(日昭和3年)由李安神父進行重娃 ， 193 1 

年(日昭和6年)竣工，然而由於工程耗費太犬，所以並未曾舉

行落成典禮，成為台灣天主教歷史上l收一一棟未曾正式祝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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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領土之上 。 1 990年

代，各雅寮天主教堂為 f

避免被指定為占韻，在教

會主導 F將教堂內部原釘

裝修全部拆除新建，乃為

現貌 。

原日本勸業銀行台北支店

(今固立台灣博物館土銀

展示館 )

「勸業 J 在日文中乃

是提倡質槳，獎勵產業 。

日明治29年( 1 896) 時，

日本政府發佈「勸業銀行

法 J 日本勸業銀行於日

明治30年( 1897) 6月正

式任命總裁、副總裁，並

於同年8月開始營業 。 為

了推廣台灣殖民地的業

務，日本勸業銀行於日明

i台38年( 1905) ，與台灣

銀行訂定代E!l店契約，委

花台灣銀行代理其在台業

務，為勵了是銀行系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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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台灣金融市場之始 。 勸業銀行在台營業 ， 乃是為了促進台加

農 、 漁等事業之發展 ， 有助於日本之殖民事業。因為有充裕H、

資本 ， 日本勸業銀行在台灣日治時期成為穩定金融界的主要力l

孟之一 ， 業務不斷擴張 ， 到了 1930年代已需要更寬敞的營業場

所 ， 因而分別於台北與台商斥資興建新的房舍 ， 台北支店位於l

表由J ' 為當時台北城內主要行政金融中心。新建工程由勸業銀

行的營繪課設計 ， 株式會社大林組負責興建 ， 於 1933年(日 H召

和8年)落成 。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臼本勸業銀行的各項業務 ，
並改組成為土地銀行 。

就空間組織而言，勸業銀行台北支店雖然位於角地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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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內部

空間並

不像許多

公共建築

是對稱的

配置 。起

築在南向

及西向均

設有騎

自 原日本勸業銀行台北克店i'口裝飾﹒
樓，以高 ，

達兩層樓之柱廊呈現。主要入口置於南向 ，入內後有一寬敞之

營業大廳，高二層樓 。 營業大廳後半西側有金庫，正是銀行特有

出閃閃 γ也叫l 士了吋事τ間 ，則菜銀行台北支屆明顯的路附 f一

些非西方正統古典語泉之元素或語棠，嚴議的說是一種西洋歷

史式樣中的異風表現 ，但同時與 1930年代流行的藝術裝飾( Art 

D即0 ) 風格混合而成 。治街立面之處理 ， 採用有如埃及神廟內

庭之性廊儲成 ，兩端為厚重之壁膛，兩壁體中間 ， 在南向有八

根柱子，西向有五根柱子。柱子高約9公尺，本身有二十個尖銳

凹槽，無明顯基座 ， 而由柱子直接立於地面，類似古典建築中

的多立克柱式 ( Doric Order ) ，不過柱頭的處理卻很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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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裝飾帶速成一體 。 兩端壁體中央則閱有壁菇，並以石材為邊

榷。除了柱子與牆身之外， 屋頂之畫畫口是裝飾最多之處，質際
機能上也扮演女兒牆的功能，略為內縮，由三層不同的水平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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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組成。第一層是獅頭 、 萬字紋與花飾，第二層為與第一層干

對應的幾何線腳，第三層為更細分的裝飾，只出現於相對第

層的獅頭及花飾的部分。在室內 ， 營業廳的柱頭及天花線腳 ，
也都各有不同的花草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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