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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1年春節期間，眾所矚目的宜蘭縣立蘭陽博物

館以其沉穩的單面山建築造型，低調地融入烏石港

區地景內開幕；同年年底，位於臺南的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以「營造一座植根過去、展望未來，立足本

土、放眼世界，屬於全體臺灣人的歷史博物館」為使

命開幕。2014年基隆八斗子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獲得美國紐約建築師協會都市設計榮譽獎開幕。這

些擁有明確組織宗旨、獨特建築造型與優質展示服

務設施的博物館，從篳路藍縷的籌備處時期一路辛

苦走來，最終陸續向國人展示成果；這多年辛苦努

力的結果，不但振奮了博物館界的從業人員、增加

了國家博物館文化事業的內涵，亦提供民眾參與文

化教育的重要場域。

與此同時，國內許多資深的博物館，則因長年建築

老舊、空間不足及定位模糊化等共同性問題，紛紛展

開各種改造博物館軟、硬體設施的行動；有的利用原

有館舍進行擴改建、有的積極尋找新的基地擴建新

館、有的整合城市內幾個閒置不用的文化資產，再利

用為新的博物館空間。國立臺灣博物館（下稱「臺博

館」）啟動的「臺灣博物館系統計畫」即屬於第三類。

位於二二八公園內的臺博館，由於用地問題並不

適合於本館周邊進行擴建，多年來存在著業務空間

不足的問題；故自2005年起，在時空環境許可下，綜

合了各方資源與協助開始啟動「臺灣博物館系統計

畫」，整合館前路頂的臺博館本館、襄陽路上的「臺北

市定古蹟勸業銀行舊廈」（修復後稱國立臺灣博物館

土銀展示館）、南昌路上的「國定古蹟總督府專賣局

南門工場」（修復後稱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及延

平北路上的「國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

部」（暫定修復後稱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等四

個古蹟房地，重新梳理其歷史與空間特性並整修再

利用為以臺灣文化為架構又各自具備主體性的博物

館展示服務空間。

臺博館南門園區（下稱「南門園區」）就是在這樣的

前提下，自2006年起歷經8年的籌備期，啟動近30個

專案 ，集結近40個專業團隊，終於在2013年11月30

日開幕，迎來第一批參觀民眾。南門園區位於臺北

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一號，以古蹟修復再利用的方

法，將現存國定古蹟總督府專賣局南門工場的房地

改造為博物館園區。占地約計1625坪，既有古蹟建

物樓地板面積約700坪、新建建物樓地板面積約1054

坪；包括展示服務空間約500坪、典藏研究空間約

830坪、餐飲商店空間115坪及戶外展示休憩區1169

坪。並因其作為臺灣專賣產業重要生產基地的歷史，

本次再利用規劃時將園區展示主題設定為臺灣產業

史，開館展覽則為「古蹟修復常設展」、「樟腦產業常

設展」、「臺灣新農特展」及「南門童話特展」等。

南門園區開幕至今已有一年光陰，許多參觀民眾

對於臺博館在這個園區投注的努力及現在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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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腦是製造賽璐珞和火藥的原料，也能生產電影

軟片、防腐劑、香料及醫藥品。於1920年到1928年

間，臺灣天然樟腦的輸出量佔世界需求的46%，堪稱

世界之首。1925年以前，樟腦和鴉片專賣的營收佔臺

灣總督府全年收入的一成到三成以上，是重要的收

入來源。直至二次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南

門工場之專賣製品收入仍為國家重要財政收入來

源。然面對人造樟腦與石化工業發展，天然樟腦製

品逐漸喪失優勢，故至1967年國家結束樟腦專賣，

南門工場遂停工關廠。

南門工場關廠後，於1974年起陸續分割處分廠區

土地，東側歸中央銀行、北側歸財政部、南側則歸臺

開信託等單位興建大樓。現僅存之樟腦倉庫（現稱紅

樓展示館）、物品倉庫（現稱小白宮展演廳）、四百石

貯水槽及一段工廠紅磚圍牆，因由財政部與公賣局

繼續作為辦公空間使用而倖免於拆除改建；南門工

場面積縮減至今日規模，與全盛時期已不可同日而

語，原有興盛繁榮的工廠歷史樣貌亦不復存在。

呈現均給予不錯的評價。在數個開館展覽中，「古

蹟修復常設展」相較於其他擁有固定展廳及定時導

覽的展覽，顯得較為低調不顯眼，許多參觀民眾甚

至將之與「樟腦產業常設展」混淆。該展因空間因

素致使散落各地，使其在展示主題及方法上無法聚

焦。然因其展覽目的除在於呈現古蹟建物特色外，

更想顯現博物館與各專業團隊在數年籌備期間包

括古蹟調查研究、建築規劃設計及營建施工之意念

與用心，對博物館建置上有著極重大的意義。現為

補足展覽無法呈現之缺憾，特透過本專文予以記錄

與檢討。

貳、南門園區簡史

臺灣總督府於1897年與1899年陸續啟動鴉片與樟

腦專賣用以擴充國家財政，並隨之興建、合併與擴

充各式廠房。於是，南門工場於1899年起建，佔地

17000多坪，為國內製造、試驗鴉片與樟腦等兩大專

賣品的重要生產基地。

圖1 小白宮舊屋架落架修補（2011.03.016鄧佳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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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門工場見證了臺灣本土產業最輝煌的一頁後退

役沈寂多年，於1998年受內政部公告為國定古蹟，

並於2006年移撥予國立臺灣博物館，自此歷經八個

年頭的籌備，從文物列冊清整、古蹟調查研究、展示

與營運計畫擬定、古蹟緊急搶救工程、結構解體與

安全調查、修復再利用規劃設計及施工、新建行政

大樓工程、室內裝修及展示工程、景觀及公共藝術

設置等階段，園區建築物逐步回復些許昔日之風華

並得以納入新型機能，以產業史博物館園區的姿態

重現世人眼前。

參、古蹟修復常設展展廳的選擇

南門園區基地面積為1625坪，既有建物（紅樓、小

白宮）樓地板面積700坪，在尊重古蹟原有樣貌與空

間形式的前提下，再利用之空間與形式受到限

制。故於規劃階段研提將博物館環境控制之機房空

間與新建行政大樓進行共構，方才能最大規模地保

留古蹟內部空間供博物館展示服務、文創行銷及餐

飲商店等機能使用。

然如何於700坪的空間內合理規劃配置各項博物

館核心機能，一直為臺博館規劃團隊內來回討論

修正之課題。例如，在規劃前期，小白宮的空間曾

經一度討論作為餐飲及賣店空間，故規劃建築師

在小白宮的西側地坪預埋給排水管，但於土建工

程初步完成後，在評估原預設於行政大樓一樓的

會議廳因裝設空調管線之故而降低空間高度、無

法滿足會議廳需求，遂將會議展演功能改至小白

宮內。經多方考量，園區的各空間機能於修復及新

建工程即將完工而室內裝修工程即將發包規劃設

計前，再次評估空間特性、博物館需求及動線完整

性後才完全底定：紅樓作為主要接待、展示服務空

間；荷造場作為入口休憩及委外餐飲商店空間；小

白宮作為多功能展演空間；行政大樓一樓西側三

分之二區域則作為親子展覽、公共服務與行政會

議之用。

在展覽空間的配置上，因為能夠作為展覽使用之

完整空間僅剩紅樓一樓北側、紅樓二樓及行政大樓

西側小展間，經策展團隊討論，紅樓一樓北側辦理

紀念南門工場歷史與樟腦產業的常設展廳、紅樓二

樓作為臺灣產業史的特展廳、行政大樓小展廳則做

為以親子互動為主的特展活動空間。

然而，過去八年南門工場規劃與修復團隊對於所

執行的工作有著極高的參與感與榮譽感，卻沒有展

廳可以做為訴說這些精神與故事的載體，十分可

惜。規劃與施工團隊成員由於對古蹟的尊重，曾於

意外發現隱蔽處的新構造時，自主性停工、通知建

築師與館方研商處理方式；也自覺地討論選擇可供

後續展示的工法與材料；協助博物館搬運保存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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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策展團隊最為頭痛的課題，最後策展團隊擇定

開館展示以「臺灣博物館系統與南門園區古蹟」、「舊

有材料的再利用」、「修復過程中的新發現」、「匠師的

貢獻」及「現地展示」為五大主題。

在「臺灣博物館系統與南門園區古蹟」主題下，述

說臺博館整合臺北城周邊四個閒置古蹟空間作為博

物館展示服務空間的歷程，以及四座古蹟的性質與

定位，讓民眾了解本次修復之意義不僅在於修復一

座百年前的建物，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百年博物館

單位如何利用既有建築創新博物館空間。在「舊有材

料的再利用」方面，以小白宮於1902年利用拆除臺北

城牆所得的唭哩岸石建成外牆，到本次古蹟修復過

程大量應用舊有木材、磚材及瓦材做為修復材料，

說明舊材再利用與古蹟建物生命循環路徑。在「修復

過程中的新發現」主題下，說明包括紅樓的貨梯機

坑、人字形紅磚地坪及小白宮檜木防水層等，因後

期裝修包覆而無法察覺再於修復階段意外被發現，

說明修復團隊對古蹟保存的敏銳度及靈活彈性的因

應措施。在「匠師的貢獻」中，希望讓民眾能夠了解

修復的實現全然有賴現場各種不同工種的匠師、師

傅、點工與工程師，若不是這些人在跳蚤、鼠蟻、髒

污與豔陽下，奉獻自己的經驗、技術與寶貴的青春，

所有的理論與願景將只是紙上談兵，本園區更不可

能在尊重過去的前提下再生。在「現地展示」部分，

可能拆除運棄的古蹟構件進行造冊清理；積極進行

匠師與施工者訪談，保存修復過程中關於人的記憶；

理解博物館對文化資產的重視而配合進行新發現物

的調查研究。團隊成員對於園區的愛護，並非僅僅

只視為餬口的工作，這樣的精神足以作為園區未來

百年永續經營的第一盆養分。

最後，策展團隊決定拋除一定要以一個固定展覽

廳間的執念，而以「古蹟本體就是最大展品」與「現地

展示」等兩個概念，將古蹟修復常設展化整為零，納

入室內裝修及景觀規劃案中，要求再利用規劃團隊

在整體裝修設計中充分考量古蹟風貌，並將古蹟修

復過程中保留之遺構、材料、工法與現地展示點因

地制宜地融入各空間之裝修中。於是，古蹟修復常

設展（下稱「本展」）得以一改無展廳的窘境，反而成

為園區內擁有最大展廳的一檔展覽。

肆、構想、修復與展示

除一般對於展示之消防與公共安全的要求外，本

展希望能以吸引民眾直接親近古蹟，故最大程度地

保留古蹟風貌、不做大面裝修假牆遮蔽古蹟牆面與

構造、不對古蹟進行不可逆性的施工作為，故展示

呈現皆以因結構補強形成的牆面作為背板。

八年的籌備期中，能夠訴說與分享的經驗及故事

很多，如何在侷促的空間與時間中說最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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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帶領民眾進入各個不同的古蹟修復現場，了解古

蹟原貌、修復工法及再利用考量。

本展可以空間區分為「紅樓展區」、「小白宮展區」、

「行政大樓展區」及「戶外展區」等四區，以下將沿著

各展區之動線，說明建物歷史、修復過程以及展示內

容：

一、紅樓展區

1.建築展示

自1915年建成後，歷經百年使用的紅樓，在外觀

上已與原貌有諸多不同，故本次修復工作比對留存

不多的原始建築圖面與文獻，對於復原程度多有討

論與抉擇，最後在結構安全、可保留見證建物使用

歷史及可再利用等前提下，保留部分增改建空間與

材料。

（1）南昌路側

修復期間，修復團隊有許多機會接收到來來往往

的民眾對於本園區開幕的期待，亦不乏熱心的民眾

表示過去到南昌路上的公賣局門市來搶購煙酒的經

驗，甚至修復工班中就有師傅的父執輩做為南門樟

腦產業鏈的一員。位於南昌路上的紅樓，長期作為

南門工場的入口建築，無論於任何時期，均已深植

於臺北人的生命記憶中。

1970年代，公賣局於紅樓南昌路面的南側新設一

座大門及兩樘鐵窗，內部作為洋菸酒販賣門市，外

部開口周邊貼覆當時既流行又物美價廉的馬賽克磁

磚，電信公司於大門口旁設置投幣式公用電話，公

路局在此設置「公賣局」站。絡繹不絕購買菸酒、等

公車、打電話的人潮及叫賣的攤販，使得南昌路紅

樓外的街景熱鬧非凡。

規劃團隊曾討論是否彌封上述公賣局新作開口、

恢復早期立面樣式，但基於尊重古蹟各時期使用史

與國民記憶的立場，最後決定予以保留，僅針對立

面材料壞損部分予以修補，如大門旁的馬賽克面磚，

推估原始應為綠色，經多年使用，表面顏色多已褪

去，留下土黃色的底色，並有少量的破損掉落，本次

修復要求營造團隊尋找相近的磁磚進行單點式的修

補。此外，過去為了處理紅磚牆面漏水而於紅樓一

樓以下區域大面積塗佈紅色油漆，本次修復予以剝

漆清理，然而紅色油漆剝除不易，在保護紅磚釉面

的前提下，團隊試用了兩種不同的剝漆藥劑並進行

長達兩天的剝漆試作後，才終於順利完成去除惱人

紅漆的實驗；另紅樓經多年的使用，天溝與落水管

阻塞漏水嚴重並經各時期修補，至本次修復時已經

有許多不同規格的落水頭、落水管同時並存，本次

修復統一落水頭形式並且將各式PVC落水管恢復成

銅製，當新銅管安裝後，其閃亮程度與紅磚立面格

格不入，但在銅面與空氣形成氧化作用後，終於融

合於紅磚立面上而不顯突兀。 

圖3 紅樓一樓外牆剝漆試作失敗（2009.12.04鄧佳鈴攝）
圖2 紅樓南昌路側修復前照片，可看到一樓外牆塗佈紅漆、木窗壞損及植物
附生等情形，為南門工場圍牆（2009.02.27鄧佳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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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牆面附生植物清除方面，由於鳥類帶來的榕果

附生，長年的植物根系造成室內漏水嚴重且結構堪

慮，本次修復，營造師傅先以藥劑乾枯附生植物、拿

除部分紅磚後清除，清除之根系有長達三米、粗達

直徑十公分的情形。

本次展示除可觀察上述立面材質的修復成果外，

並保留投幣式電話基座及舊行政區名稱的門牌，刻

意保留的舊有構件，營造觀眾時空錯置的感覺，並

強調建物使用的演變歷史。景觀設計時，景觀規劃

師配合紅樓立面的飾帶形式設計新的人行步道鋪面，

使得整個南昌路立面更富趣味性。

（2）東側與南側（靠園區庭院側）

比照紅樓原始設計圖面得知，紅樓東側「荷造

場」最初是由一排九支鑄鐵柱及左右兩道紅磚擁牆

支撐棚架而產生的半戶外工作區域，但在臺博館接

收時，已由公賣局沿著棚架四周築起外牆並加以隔

間、改建成室內辦公空間，並於紅樓南側增建堆瓶

室與廁所。本次修復主要考量古蹟原始風貌，將後

期增改建牆面與隔間予以拆除，恢復荷造場原始全

面通透形式；接著在空調及再利用之考量下，在北

側三分之二區域，以大面落地玻璃外牆的方式隔間，

使得視覺能保持通透性，卻不影響再利用機能。

本次工程原設定將紅樓及荷造場地坪替換為花崗

石，但在拆除水泥地坪時，意外發現比預期面積更

大且保存良好的人字形清水磚面，故予以變更設計

保留。然人字形紅磚地坪歷經百年的踩踏與重複裝

修，已多處呈現沉陷或脫落的狀態，其平整度與未

來參觀民眾行走安全之間的平衡一度受到討論：如

何抽換最少的磚面來保持最佳的動線安全呢？最後，

在最大程度保留古蹟原樣的考量下，請營造師傅改

以人工方式剝除水泥表面材，並由泥作匠師以拆除

後期增建隔間所得的舊磚混合新磚抽換修補已壞損

磚材，在與工場軌道等異材質接觸部分或塌陷較為

嚴重區域，請匠師予以抽換整平並在出入口動線處

加設斜坡。而荷造場現存臺車輕便軌道之舊有軌道

鐵件予以清理保留，已遺失軌道部分則以不銹鋼軌

圖4 修復前夕的公賣局洋菸酒門市，現為紅樓1樓服務大廳（2009.03.05鄧佳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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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荷造場甘蔗板屋面及隔間拆除後，露出原始鑄鐵柱及桁架結構
（2010.05.22鄧佳鈴攝）

條與燈箱方式予以重製。由於規劃初期，荷造場曾

被列為餐飲賣店的可能地點之一，故建築師規畫利

用壞損之地磚路徑埋設排水管，使後期賣店裝修時

不須破壞已修復之紅磚地坪。由於面積不大又屬零

星抽換，施作起來非常不便。我們希望觀眾在行走

人字形紅磚上，除可感受到建築歷經風霜而長成的

溫潤外，亦可由新舊磚的混和分佈間體會修復的用

心。

在牆面修復部分，由於早期之灰泥粉刷、洗石子

飾帶及裝修皆遭破壞且以水泥油漆等取代，本次修

復時，恢復飾帶、基礎與牛腿等裝飾，並且以人工方

式剝除牆面水泥粉刷、恢復紅磚表面。由於水泥粉

刷與紅磚面之黏合性非常高，營造團隊甚至出動土

木系暑期工讀生配合匠師的帶領，以人工的方式進

行敲除。敲除水泥砂漿難免傷及紅磚釉面，加上細

小之砂漿難以去除，故剛完成修復之牆面與一旁舊

牆面的顏色形成不小色差，但此顏色差異已隨著時

間逐漸趨於一致。

紅樓東側立面原有四組鑄鐵雙開大門，但於臺博

館接收時，僅保留北側兩座，本次修復予以剝漆除

鏽後再塗佈防銹底漆及鐵灰色面漆。規劃團隊曾經

考量後續再利用時是否能將此大門開啟以呈現台車

軌道由室外進入室內之全貌，後因配合室內展示之

空調與動線考量暫以閉合處理。

（3）北側（靠財政部側）

外牆修復方式如其他側向之外牆，然公賣局時期

於本側加設一座一樓通往二樓及頂樓之不銹鋼梯，

並拆改二樓窗台及屋頂女兒牆，本次修復考量公共

安全，將本鋼梯予以拆除並恢復原有牆面構造。這

個曾經使用的痕跡現在已經看不到了，只留存於舊

照片及人們記憶中：還記得某個夏日的傍晚，和團

隊成員們分坐在鋼梯上摘採芒果的情形，我們也曾

想著多年前的工場員工是否也和我們一樣坐在這裡

吃著芒果享受工作後的清閒呢？

（4）屋頂

由建築原圖得知，紅樓原有屋頂為雙斜杉木屋架

（以東側斜面較大），頂部鋪設鍍鋅鐵皮，但因年久失

修損壞，此屋頂於1970年被拆除，改將二樓原有RC

頂板作為屋頂使用，並以油毛氈及隔熱磚施作防

水。然至本次規劃初期，該屋頂板因植物附生等因

素，每當雨天行走於室內，有雨水滲漏如同小型瀑布

的情形，故2007年博物館曾針對屋頂進行緊急搶救

工程，防止因等候規劃期間造成室內及結構繼續壞

損。本次修復針對原室內樓板進行裂縫修補及碳纖

補強，並於二樓頂樓復建鍍鋅鋼板底及鋅鋁板面之

雙斜屋頂（為將多數雨水導向南昌路側，故以西側斜

面較大）。文化資產專家由壞損狀況研判若要完全補

強二樓頂板結構，則無異拆除重建，故最後以碳纖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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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紅樓1樓服務大廳升降梯機坑發掘情形（2009.05.07鄧佳鈴攝）圖6 整修前夕的紅樓室內情形（2009.01，鄧佳鈴攝）

強方式維護參觀民眾安全，再鑒於載重安全考量，將

屋頂層設定為承擔防水及隔熱功能的非公眾使用空

間。

在荷造場棚架天花部分，原甘蔗板屋面因雨水滲

漏壞損嚴重、屋架亦多有鏽損，於本次修復時，保留

原有L型角鐵桁架、增設C型不銹鋼桁條，並以與紅

樓屋頂相同型式之鍍鋅鋼板底及鋅鋁板面屋頂予以

重建。 

2.室內展區

有鑑於提供較為全面及結構性的說明，本展利用

室內結構補強後產生之新牆面進行架構性的圖文說

明；在紅樓一樓服務大廳舊木拼貼牆面兩旁，介紹

「臺灣博物館系統與古蹟建築」、「南門工場生命史與

修復始末」及「修復過程的意外發現」等三個主題；

在服務台對向則說明「樟腦倉庫的建造史與建築特

色」、「樟腦倉庫之修復與再利用」、「修復建築師的手

稿與紀錄」、「匠師的貢獻」等四個主題。

作為本展覽的序展區，有必要強調本園區修復的

起始意義，故在「臺灣博物館系統與古蹟建築」主題

中，以圖文方式說明本園區修復再利用的契機為「臺

灣博物館系統計畫」的啟動，以及如何整合修復臺北

城周邊四座各具特色的古蹟，再利用為具備不同定

位的博物館展示服務空間；並說明透過古蹟修復，

博物館從事的研究、典藏與保存工作，由文物擴大

到空間的層面，古蹟本身成為大型展示品，更讓都

市中一度沉寂的歷史空間展現永續的新生命。

在「南門工場生命史與修復始末」單元中，說明南

門工場過去在專賣產業上、國家財政上、行政上及

空間使用等方面的演變過程，並且試圖說明歷時八

年的修復再利用過程，其實涉及了建築設計、結構、

機電設備、古蹟保存、考古、傳統工藝、歷史、工程

和展示規劃等等許多不同的專業領域，這些紛雜的

專業有賴規劃單位的整合，才能使得不同角色的參

與者能夠通力合作，而數十年來埋藏的建築原貌和

地底下的遺構終於得以再次展現於世人眼前。

在「修復過程的意外發現」主題中，說明數個被後

期裝修或增改建所隱蔽、在調查研究及規劃階段未

發現，而在本次修復工程中意外發現並予以變更設

計保存維護的古蹟遺構。例如，2009年進行紅樓一樓

地板解體工程時，意外發現的升降貨梯機坑遺構：

該日上午營造廠商於進行地坪解體時發現兩座包有

鐵柱的混凝土基礎，營造師傅直覺「怪怪的」，趕緊停

止施工並通知現場監造單位後，改以人工敲除的方

式陸續挖掘紅磚坑道及緩衝彈簧等構件，並於北側

對稱區域亦發現一座相同遺構；博物館於當日下午

集結文化資產專家比對專賣局檔案進行鑑定，並發

現二樓樓版留有修補痕跡，其周圍大樑亦有切削情

形，判斷為1916年設置之無車廂升降貨梯；另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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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紅樓補強鋼骨組立完成，被譏為「無敵鐵金剛」（2010.05.12鄧佳鈴攝）

機坑前方由外連結至內的台車軌道遺構佐證，南門

工場的貨物藉由台車軌道運送至紅樓一樓，再透過

升降梯送至二樓存放的歷史軌跡。

在「樟腦倉庫建造史與建築特色」單元中，說明紅

樓於1914至1915年間的興建過程、造價及設計與營

造者，並分析各空間的建築裝飾風格、外牆、樓板及

基礎結構的構造。

在「樟腦倉庫之修復與再利用」主題中，由修復過

程中至關重要的結構補強項目說起，帶出規劃團隊

如何在不破壞原始建築空間美感與完整性的前提之

下，隱藏設置現代環境控制設備的用心。值得一提

的是，每支在場外加工完成的巨大鋼骨如何運進紅

樓內進行組裝，著實讓營造團隊傷透了腦筋，最初

提出的可能性是利用屋頂板的開口運入，但考量開

口寬度與樓層高度不利鋼骨迴旋而作罷，後來營造

團隊決定由紅樓南側窗口運入鋼骨；又為避免破壞

窗台開口及牆面，營造團隊設計了臨時性的滑輪軌

道，當廣場上的吊車將鋼骨吊近窗口邊，讓師傅們

調整鋼骨角度後，藉由軌道滑入室內，最終解決了

這個難題。

紅樓藉由鋼骨樑柱來補強結構曾經遭致批評，主

要原因是由於視覺規模太過強大，甚至有人以「無

敵鐵金剛」來形容。然分析現代結構技師對於興建

於百年前的建築物之原有結構能力皆是沒有把握

的，甚至預設為無結構能力，但在無法拆除重建的

前提下，在結構設計上就需較強的補強構件支撐，

故而遭致批評，然紅樓的結構補強在建築師的整合

下盡可能於安全的前提下減量，其後更在裝修完成

後，因消除了鋼骨在古蹟空間中的違和感，而逐漸

讓人接受。 

在「修復建築師的手稿與紀錄」主題中，說明規

劃建築師與團隊每日撰寫工地日誌以紀錄工地發

生的大小事件，數年累積多達六大冊。本次修復建

築師以每日親自駐守方式辦理本案，於工地日誌

內載有工地重要的施工要徑、工序和時程，且留下

珍貴的建築設計草稿、細部大樣簡圖、工程速寫、

遺構測繪圖等手繪資料，這些都是監造單位維持

施工品質重要的檔案紀錄。在手稿中，我們還可以

看到建築師在修復過程中的思考歷程：由於古蹟

修復工程在施工期間常遇到不可預期的事件，建

築結構的破壞情況於前期規劃設計階段無法精確

預期，且設計圖檔年久遺漏，多已不可考，許多建

築物埋藏的細節乃隨著施工的進展而出土。修復

團隊須隨著修復過程中陸續發現的建築遺構、設

備殘跡，做出適當的回應，因而屢屢面臨停工、變

更設計等挑戰。例如過程中欲判斷樓板混凝土破

壞程度，必須先將粉刷層敲除，結構裸露後才能評

估並採取適當的結構補強因應方案；欲了解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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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屋架結構腐朽的程度，必須要將屋瓦與屋架拆

卸下來，才能詳實了解每根構件的實際破壞程度，

並逐一判斷修補方法。

設置「匠師的貢獻」主題，是為了反映策展團隊認

為園區建置過程最重要的人物其實是現場的許多點

工、工班、工程師、主任及匠師們，若不是這些人在

跳蚤、鼠蟻、髒污、豔陽與危險下，奉獻自己的經驗、

技術與寶貴的青春，所有的理論與願景將只是紙上

談兵，本園區更不可能有再生的此刻。

館方十分重視這批永遠無名的英雄所提供的專業，

思考著可以透過怎樣的過程讓他們了解自己的重要

性及「為何而戰、為誰而戰」，故曾於土建工程初期，

邀請營造廠同仁利用夜間休息時間至臺博館本館參

觀。在經營造主任調配下，師傅們提早結束下午的

工作、輪流梳洗後並換上整齊服裝，開心略帶緊張

地進入博物館，許多人表示第一次參觀博物館；在

館方介紹土銀展示館修復案例並感謝所有工班的貢

獻後，修復團隊同仁對於工作除了視為日復一日的

辛勞與無聊之外，似乎有點明白自身的存在，其實

對於國家文化有著極大的重要性而需予以尊重。

本展區著重古蹟修復的匠師體系，包含泥作匠師、

大木作匠師、細木作匠師及瓦作匠師。利用互動遊

戲的方式，讓參觀民眾更能了解各式匠師在修復時

的工作內容。另由於結構補強項目為古蹟修復之關

鍵，故於互動遊戲中增加結構師傅的工作內容，讓

參觀民眾更為了解修復工種體系。

另在建築構件的展示方面，以服務台前方「小白宮

屋架模型」展示，這組模型是大木匠師們在修復過程

中研究屋架結構用的工具。木工匠師們在修復過程

中借宿於工地現場，休息時間利用舊木料敲敲打打、

製作擺弄模型，為隔天的工作做準備。此屋架模型

原本規模很小，在與匠師討論構造工法時，鼓勵匠

師保留模型並增加各層構造，可做為展示教育之

用。由本模型我們除了可以看到屋架之一角，也可

以看到過去屋面板及防水層的逐層形式，包括本次

修復過程發現的檜木防水片，雖本次修復已改用防

水毯，仍可透過實物的展示，讓民眾了解工法與材

料上的演進。

圖9 詹益忠建築師手繪圖（詹益忠建築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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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南門工場圍牆異地重組情形（2009.07.14鄧佳鈴攝）

3.現地展示

在紅樓展區還能夠於幾個現地展示點觀察本次修

復的軌跡，包括「電梯機坑」、「木窗修復」、「碳纖補

強」、「台車軌道」、「人字形紅磚地坪」、「南門工場紅磚

圍牆異地重組」等。當行走在紅樓內，總會聞到淡淡

的檜木香，此一香味來自紅樓木窗，該窗扇木料採

用鐵道部保存拆除房舍的舊檜木來製作，但其窗框

與線板則是使用杉木新材，為何會有此差異呢？其

實是來自一連串美麗的意外：由於木窗受損嚴重已

無部份修補之可能，故採取全數使用新木料仿作，

由於博物館因重視舊建材再利用而保存有一批舊建

材，於是筆者於修復前夕詢問營造團隊是否能採用

保存於鐵道部的舊檜木料，當時的第一批細木作匠

師表示因舊木料來自許多不同的建築部位，有許多

榫頭與加工的部份必須予以裁除拼接，且大量的鐵

釘在清除上十分不易，除增加工時外，一不小心就

容易造成機台壞損及人員受傷，故仍堅持依圖採用

新訂杉木製作窗台及窗框；不久後營造團隊因故更

1 本文作者自2009年至2014年任職臺灣博物館展示企劃組，主辦臺博館南
門園區建置計畫，亦為本展策展人。現任職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組。

換第二批細木作匠師，筆者再度嘗試說服匠師，最

終得到匠師同意，採用保存舊木料；緊接於其後修

復的小白宮木窗，則亦跟進使用檜木舊料。

「碳纖補強」的現地展示點位於紅樓二樓南側展間

天花板，由於碳纖補強後將再以白灰粉刷覆蓋，故

修復團隊選擇保留此處展示碳纖補強的分層工法，

參觀者可以從逐層不同的材質與顏色觀察EPOXY

裂縫灌注、底膠塗佈、碳纖布貼附、面膠塗佈、七厘

石粉刷到白灰粉刷等不同步驟工法。

參觀民眾還可在荷造場北側擁牆外觀看「南門工

場紅磚圍牆異地重組」展示；這道圍牆本來留存在南

昌路入口、紅樓旁，在日治時期南門工場的四周設

有紅磚圍牆，這些圍牆在停工廢廠後陸續拆除，至

臺博館接收本園區時，僅剩這最後一道圍牆。本次

修復工程因考量將園區最大程度地向民眾開放，故

規劃將本段園牆異地重組於園區北側。（上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