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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定古蹟的美麗與哀愁：

彰化二林陳宅郭新林彩繪牆堵搶救紀實

張銘宏*1

一、前言

《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為保護尚在審議中未取得古蹟身

份建築物避免遭受破壞，2005 年頒布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讓許多建物

在有糾紛的處境下，暫時獲得 6 個月的生存與喘息。過去先民開墾時代，常有

租借土地建屋的情況，而所有權在後人買賣轉宜或是繼承下，往往建物與土地

分別由不同人所持有，也因此時常發生拆屋還地的事情，雖然可以透過審議指

定古蹟的方式，讓建物得以保存，但不見得每一棟建築物都會幸運的被指定，

尤其在土地開發所得巨大的利誘下，寧可放棄舊有建物，用盡一切方式讓建築

物不具古蹟身份。

座落於彰化縣二林鎮的陳姓家族古厝，在古蹟審議的會議中僅以一票之差

未能獲得親睞，而在審議會議中仍有委員認為，古蹟審議雖未通過，但正廳兩

側郭新林彩繪牆堵具保存價值，建議通報指定一般古物，在新聞媒體曝光後，

屋主為尋求能快速搶救，輾轉使得臺史博在面對種種第一次的建築彩繪搶救經

驗下，終將重要彩繪匠司郭新林拆卸運回維護保存。

*1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組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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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通報

2018 年，在蕭文杰老師的通報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

得知彰化縣二林鎮有座民宅古厝木上彩繪因為建物產權的關係，即將隨著建築

物拆卸而消失，而且這幾片彩繪還是中部地區著名的彩繪匠司郭新林所繪，如

不加以保存，又將失去重要且具代表性的彩繪物件，雖然彩繪要搶救，但物件

本身固著於建物牆體上，搶救了之後這些文物失去了原有的結構固定要如何保

存？涉及拆卸與後續的應用典藏等問題，但要如何救？要花多久時間？經費夠

不夠？除了牆堵彩繪以外，是否還有其他物件值得典藏，都亟需在動手前有完

整的評估規劃。

（一）失去暫定古蹟的保護傘

2018 年 10 月彰化縣政府緊急將陳宅逕列為暫定古蹟，並於同年的 11 月

辦理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會議，由於會議決議不列歷史建物，也使得建物

圖 1　臺史博在接獲通報後由林館長崇熙帶

領前往勘查評估

圖 2　彩繪牆板遭利器刮損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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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失去暫定古蹟的保護傘，雖結果不盡如人意，但在審議會議中，委員提出了

建築中郭新林彩繪具重要性，讓彩繪保存工作有了一線生機。會議結束後，有

心人士卻開始闖入建物，而且針對性地將郭新林彩繪牆堵以利刃刮除破壞，讓

原本就狀況不佳的彩繪層，雪上加霜。

由於破壞古蹟罰責較高，在建築物失去暫定古蹟的護身符後，更容易暴

露在危險中，以本次為例，彩繪牆堵由於附著固定於建築上，屬建築物的一部

分，不像可移動的附屬物件，可隨時移動異地保存，沒了暫定古蹟的身份，第

一時間也無法給予隔離的保護，即便再有價值的建築裝飾或配件，沒有法律與

人為可控制的情況下，如何在拆卸運回博物館入藏前避免被破壞，讓所有人傷

透腦筋，屋主雖居住在古厝的對街，還是得將主要出入口完全封閉，無時無刻

的注意有無可疑人士闖入，成了前期首要任務。

（二）各領域專業協助

在《二林鎮志》中記載著北平里的本棟建築物，興建於大正 12 年（1923），

為陳慶川所建，正身七開間，年久失修，正廳屋頂破損漏水，使得虎邊彩繪水

損嚴重。因涉及傳統建築的拆卸，為求拆卸的完整與安全性，臺史博尋求國立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徐明福老師的協助構件價值性，並邀請建築大木師傅黃彥霖

先生規劃彩繪牆堵拆卸，博物館則自行進行彩繪層的緊急暫時性加固，希望透

過研究人員、匠師以及修護人員三方的努力合作，盡量減少拆卸時對於彩繪牆

板的損壞。

在徐明福老師的評估下，建築物現狀若未來想異地重組，需要先行測繪以

及給予每一個構件編號列冊，並找尋一處可以容受所有構件的暫存空間，且建物

在拆卸時可能會遭遇許多結構構件因嚴重損壞得抽換，無論是經費與空間，短

時間內要達成都是一大挑戰。也因此，臺史博在評估後，選擇了不全數保留的

方案，除了彩繪牆堵外，大型的雕刻獅座構件，則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協助收

藏，並將建築構件以 3D 掃描的方式建檔，希望未來能提供展示及研究等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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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在民宅中的彩繪

在臺灣彩繪的畫派中，臺南的陳氏、潘氏與鹿港郭氏，是臺灣三大傳統名

家，而郭新林就是鹿港郭氏家族第三代傳人，人稱「新林司」，別名甡林，別

號石香、石松、笑山、鹿津漁人、鹿溪漁人、鹿津釣叟、鹿津釣徒筱漁氏，生

於 1898 年，卒於 1973 年，享年 75 歲。他的彩繪遍佈了中部地區，更是見証

了鹿港中部地區的繁榮。

郭氏家族來臺的研究資料甚多，從蔡雅蕙老師過去的研究1 中可知，郭氏

落籍鹿港至今已繁衍至第七代。來臺的第一代連城，原籍福建泉州日湖，來臺

之前，世代即以彩繪為業，來臺之時偕同其妻施糧及長子鐘、長媳林仙查、次

子春江、三子福蔭、四子盼等定居鹿港，其中三子福蔭以 9 歲之齡在咸豐 10 

年（1960）與馬芝堡番社庄謝姚結婚，由此可猜測，此家族最早落籍鹿港的時

間應為清道光末年至咸豐 10 年間。到了第三代，共有 6 名成員，以鐘之長子

光傳為首， 同輩者尚有瑞麟、啟輝、啟薰、新林及一女金等，亦皆以從事彩

繪為生，對於臺灣彩繪奉獻極多。

郭新林彩繪的標的以民宅以及寺廟為主，早期（日本時代）以民宅彩繪為

主，後期（戰後）則多為寺廟，但因民宅訪查不易，所以相關記載紀錄數量不

多，目前所知的資料約有 29 間，2 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本次彩繪牆堵的保存

顯得重要，陳宅的正廳共計有 14 片牆板，不同於寺廟彩繪多以三國演義與封

神榜，主題多為人文典故及詩詞為主，透過圖像諧音或是典故表現不同主題，

以下逐一介紹：

1 蔡雅蕙，《鹿港郭新林民宅彩繪研究》（臺北：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頁 13。

2 同前註，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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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錦繡天開富貴花（圖 3）

位於正廳龍邊後側，畫心繪有牡丹與雀鳥（疑似），象徵著富貴與吉祥的

寓意。彩繪狀況表面有明顯霧白的現象，整片牆片無被破壞之痕跡，左側落有

款，可明顯辨識出為甲子年郭甡林繪。

2. 李白斗酒詩百篇（圖 4）

牆板位於正廳龍邊中間，畫中主題主要源自杜甫著名的《飲中八仙歌》

里，以李白「酒中仙」壓軸，「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

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經過杜甫的一宣揚，李白不但被尊為詩仙，還被尊為

酒中仙了。本彩繪中間有明顯遺失的情況，且多處有起甲不穩定與霧白情況。

3. 片心與月徘徊（圖 5）

本彩繪牆板位於正廳龍邊前側，彩繪主題要源自宋代范仲淹對林和靖的讚

美詩：「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為千鐘下釣臺。猶笑白雲多事在，等閒為雨出山

來。」林逋隱居西湖孤山，終生不仕不娶，惟喜植梅養鶴，自謂「以梅為妻，

以鶴為子」，人稱「梅妻鶴子」。

圖 3　錦繡天開富貴花 圖 4　李白斗酒詩百篇 圖 5　片心與月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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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右軍書法換鵝群（圖 6）

繪於建築物正廳虎邊前側，彩繪故事主要源自王羲之愛鵝成癖。王羲之

有書聖之稱，後官拜右軍將軍，山陰的一名道士，希望王羲之能為他抄寫一部

《黃庭經》，不敢貿然的請求，他獲悉王羲之愛鵝，希望可以用換鵝的方式得

到經書，王羲之果然答應了他並快速地抄寫了一部《黃庭經》送給他。後來這

部《黃庭經》被稱作右軍正書第二，又稱作換鵝帖。

5. 東籬採菊（圖 7）

位於建物正廳虎邊中段牆堵，彩繪故事主要源自陶淵明那首著名的《飲

酒》其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

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6. 喜上眉梢（圖 8）

位於建物正廳龍邊後區，畫有梅樹與喜鵲圖像，有喜上眉梢之寓意。彩繪

牆板部分區域有霧白情況，左側落款處則有外力破壞之痕跡。

圖 6　右軍書法換鵝群 圖 7　東籬採菊 圖 8　喜上眉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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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官進祿（圖 9）

彩繪牆板上繪有菊花、蘆葦與九官鳥（疑似），蘆葦與九官鳥取其音

「官」、「祿」，喻有加官進祿的含意。

8.  祝君華榮（圖 10）

本彩繪牆板疑似繪有石榴、西瓜、佛手柑等，石榴與西瓜都有多子的意

思，佛手有福壽之意，整幅有著瓜瓞綿綿與子孫萬代以及祝君華榮的意思。

9. 尚書紅杏（圖 11）

此彩繪牆板疑似畫有紅杏與書冊，《尚書》稱作《書經》，又是官名，是

封建王朝的大臣，紅杏為進士及第之意，所以以尚書紅杏為題。

圖 9　加官進祿

圖 10　祝君華榮

圖 11　尚書紅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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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官上加官（圖 12）

本彩繪圖像疑似畫有兩隻九官鳥，官上加官的含意。

11. 蒼鷹旭日（圖 13）

以老鷹、松樹及太陽圖像為主，主要有長壽祝福的意思，多會以蒼鷹旭日

為題。

12. 齊結同榮（圖 14）

此彩繪牆板畫有葡萄、香蕉、鳳梨、芙蓉、水仙花、茶壺、茶杯等，多是

取斜音或寓意，有福壽晉爵、迎春旺來，齊結同榮的意思。

13. 書香傳家（圖 15）

此彩繪畫有芙蓉花、書籍（東周列國詰誌）、詳註唐四大家文集彙編、蘭

竹譜、佛手柑，有書香傳家與書畫傳家的意思。

14. 晏居（圖 16）

此件彩繪牆板主題繪有菊花與燕子，取其斜音有晏居之意。

四、與時間賽跑的搶救

（一）突來的法院強制執行令

當我們確認了彩繪的重要性，以及符合了臺史博入藏的宗旨，原以為可以

按照原本的規劃在 6 月底前完成拆卸，但因為地主也曉得建築物古蹟審議的結

果未通過，立即透過委任律師辦理強制執行的申請，由彰化地方法院發文給通

報者與各個建物所有權人，限期於 108 年 3 月 18 日完成拆卸，當我們得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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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官上加官

圖 13　蒼鷹旭日

圖 14　齊結同榮

圖 15　書香傳家

圖 16　宴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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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時已是 2 月底，要在不到 1 個月內完成暫時行加固、結構加強與拆卸、3D 

掃描以及包裝運輸，除了行政採購外，還得視天候狀況才得以進行拆卸工作，

突然間變得困難重重，必須想盡辦法延後時間，才能達成目標。

為了能夠爭取更多的時間，博物館在詢問了彰化地方法院以及臺史博典藏

組組長取得地主委任律師的聯繫後，希望可以利用《強制執行法》第 10 條申

請並暫緩執行 3 個月，在臺史博首長的同意下發文給彰化地方法院，請求法院

協助本館取得債權人同意延緩執行一次，時間則是 3 個月，最後終在大家的協

力下，延緩至 6 月 18 日執行。

（二）只欠東風：所有權人同意書

雖然拆卸的期限延後了，但還有另一件重要的事必須完成才可以拆卸，

也就是所有權人的同意書。當初陳家人通報博物館表示捐贈意願時，訪談時已

明確告知有取得 14 位建物所有權人的口頭同意（包含通報人本人），過去因

為臺史博的捐贈案都是在通過審議小組後再與捐贈人簽立同意書，如果有共同

捐贈也是如此，在簽完同意書後再進行文物取件與包裝運輸。由於本案具急迫

性，又涉及建築物拆卸，不單只是將配件或可移動的家具直接取下或搬動，而

要破壞到部分的結構體，才可完整取得捐贈物，為了避免拆卸工作危害到其他

所有權人的權利，經評估後仍然得取得書面同意書。

由於建築物的 14 位所有權人幾乎搬離二林鎮，居住在臺灣各地，通報人

在得知需要紙本簽名同意書時煩惱不已，所幸，時至清明祭祖，陳姓家族恰巧

有人喜事宴會，在陳家人的協助下，在 4 月中我們一一取得所有權人的同意

書，讓拆卸的工作可以往下一個階段進行。

（三）拆卸前的彩繪的保護

本次主要搶救得標的物 14 片彩繪牆板，除了原有老化與環境因素造成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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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層起甲3（flaking）、空鼓以及遺失的劣化狀況，還有人為因素以利器破壞

刮損表面的痕跡。為了避免讓已經有損壞的彩繪層在拆卸與搬運的過程中掉

落，甚至遺失，我們先確定彩繪層表面對水沒有反應後，在利用的甲基纖維素

混合水，4 並搭配長纖維紙塗刷貼附在容易脫落與破損的區域，暫時性的將破

損的區域加固起來，等到要進行永久性加固時，再利用棉花棒沾水潤濕的方式

將紙移除，並不會損傷到彩繪層。

圖 17　暫時性加固操作情況 圖 18　暫時性加固完表面乾燥後

（四）結構的暫行性固定

彩繪牆板分成兩種尺寸，130×130 公分以及 130×40 公分左右，分別由 

2 片到 6 片不等長條木板拼接而成，並鑲嵌在結構柱中，在黃彥霖師傅的規劃

下，先以 1 分木合板固定服貼在不平整的背面，接著以角料分散黏著在合板

上，再以長條角料與方塊角料鎖固在一起，作為把手，最後將背面的嵌槽以修

邊機剔除，就可完全卸下，然後製作簡易型的木框架保護，在歷經一個星期的

作業後，最後將全數的牆板卸除並包裝運送回臺史博暫存。

3 亦稱起甲，彩繪層與基底材失去結合力裂開後翹起。
4 重量百分比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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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牆板結構示意圖，虛線為彩繪牆板   圖 20　使用 1 分合板在上下服貼固定

圖 21　以小型角料固定於合板上   圖 22　最後以條狀角料與小角料鎖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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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與史料

圖 23　彩繪牆板背面結構加固情況 圖 24　彩繪牆板卸除情況

五、心得與期許

歷經了 5 個月的奔波與搶救，終於將 14 片彩繪牆板保存了下來，過程除

了捐贈者陳姓家族努力四處奔波，尋求一切外在的協助，也要感謝地主有耐心

的配合，讓臺史博這一次的典藏社會服務能夠順利完成，更讓後人能再次看到

這美麗的彩繪牆板。彩繪牆板在入藏後還有一連串的工作等的典藏人員去完

成，包含了蟲害觀察、除蟲、入庫前置作業與檢測分析與修復，最後才能提供

展示與應用。

並非每一次具歷史價值的物件都這麼幸運。被破壞或燒毀不在話下，過

去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以下簡稱文資局）也曾針對古物是否能比照古蹟，擬訂

有暫定古物的條文作出回應，文資局認為5『有關文資法第 20 條「暫定古蹟」

5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https://www.boch.gov.tw/information_163_80438.html，201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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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立法意旨係為避免發生建造物所有人為抗拒古蹟之指定，在短時間蓄意破

壞、拆除等情事，主管機關得逕列為「暫定古蹟」，以保全該具文化資產價值

之建造物，並對於經列「暫定古蹟」所造成所有權人財產之限制，明定應予以

合理之補償，而與由公立機關構列冊財產保管或由私人收藏之文物（古物）不

同。』，文資局認為，古物指定之權，應尊重所有權人的意願，若有蓄意破壞

古物者，則尋求社會秩序維護法給予制裁，不建議比照古蹟方式。

綜上所述，二林陳宅郭新林彩繪是因為在大家的關注下，才能保留下來，

法律無法給予特別的保護，往後若有相似案件，建築物中的構件仍有可能遭受

破壞，我們要如何避免相同事情的發生，都是大家未來努力的目標，無論是從

法規上，還是從搶救的流程速度上，都盡可能地避免古物被破壞而努力。

臺史博曾經典藏過一批 921 震災的建築構件，原本規劃希望能夠在臺史博

重新組立起來，但因經費以及空間限制等因素，最終未能達成，為了不讓典藏

多年的建築構件不見天日，在多方的努力下，將物件運至原有故鄉地，並透過

展示的方式再次重現在大家的眼前。個人認為，建築研究與典藏是一個特別需

要場域空間的領域，未來一樣會面臨許多深具價值的建築物無法現地保存，還

得絞盡腦汁思考如何異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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