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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文博會臺博館「舊木記憶」展區（圖片提供：呂錦瀚）

舊木記憶─
鐵道部舊木料生命史的延續
黃冠龍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Huang, Kuan-Lung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舊木哪裡來？

2017年初，隨著臺北城─北門旁的忠孝橋高架引

道拆除，位於城門外的「國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

局鐵道部」（以下簡稱鐵道部）也於近期完成古蹟主

體修復工程
1
。卸下包覆多年的鐵皮外衣，半木構造

的鐵道部廳舍在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

修復下，展露其真實的面貌。文化部為落實文化主

體性，提升首都核心區整體意象，近年積極推展博

經是屬於古蹟建築的一部分，臺博館希望它「退

休」後，仍然有賦予它新生命的可能性，所以開始進

行延續舊木料生命史的構想。

舊木新記憶

這批從鐵道部修復汰換的舊木料數量不多，狀況

較為破碎零散，該如何著手再利用並賦予其創新價

值？基於2015年臺博館曾利用本館建築兩側翼廊及

翼殿屋頂上修復汰換的銅瓦，鑲

嵌樟木賦予老材料新生命的文創

精品─「百年紀念相座」，經評估

認為開發舊木料為文創品是值得

嘗試的方向，所以臺博館徵求有

木工專業且認同博物館提擬「舊

木再生」理念的工作團隊
3
，雙方

共同合作研究舊木料再生的可能

性，設計了實用且富含古蹟記憶

的文創品─「舊木料鑰匙圈」及

「舊木料杯墊」（圖4、5），並在製作

時特別保留舊木料原有的漆面或

釘痕，讓時間的痕跡成為每件文

圖2 鐵道部舊木窗框

創品獨一無二的印記。臺博館希

望民眾並非只是購買文創品，同

時也能收藏鐵道部古蹟留存的記

憶。

博物館是傳達知識、保存記憶、

述說故事的場域，為延續舊木料的生命史，今年臺

博館籌備參展「2017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

會」（以下簡稱文博會）時，以「舊木記憶」為主題
4
，

除了首度發表鐵道部舊木料的文創品外，也期望讓

民眾認識臺博系統及鐵道部園區修復計畫，並展現

博物館對文化資產保存的成果。展示構想利用鐵道

部舊木窗框、舊木屋面板設計製作展櫃、展檯，以

堆疊手法呈現被賦予新生命的舊木展櫃。觀眾可在

圖3 鐵道部舊木屋面板

1 鐵道部是由臺博館負責修復，目前園區內有6座國定古蹟建物(包含廳舍、食堂、八角樓、電源室、工務室及戰時指揮中心）及2處市定古蹟(包含臺北工場及清代機
器局遺構─石砌牆）。

2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簡介，2013年，P.12及20。

物館系統相關計畫，臺博館亦因應整合臺北市核心

區的古蹟建築群，串聯臺博館本館及土銀展示館

（臺灣自然史）、南門園區（臺灣產業史）和鐵道部園

區（臺灣現代性）四區為「臺灣博物館系統」（以下簡

稱臺博系統），進行古蹟修復與再利用
2
。目前鐵道

部正進行景觀、室內裝修及常設展工程，希望能儘

快讓完整的臺博系統與國人見面。在鐵道部進行古

蹟修復過程中，有一批汰換的舊木料（圖2、3），曾

3 臺博館與「木客微光工作室」合作以舊木料為基材開發文創品，並設計製作展櫃，以延續舊木料的生命史。
4 「2017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於4月19~23日展出，展區包含華山1914文創園區、松山文創園區、花博公園爭豔館。臺博館以「舊木記憶」主題於松山文創園
區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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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從舊木料展櫃細部能看出設計巧思（圖片提供：呂錦瀚）

細節處觀察設計師的巧思，例如利用屋面板原有的

卡榫結構作為燈片抽換的軌道、電線桿上的礙子作

為抽屜把手等等。由於舊木料多為檜木材質，其散

發著芬芳的木質香氣，讓觀眾在觀展過程中增添嗅

覺感官的體驗與記憶連結，獲得許多民眾的回饋，

表示認同及支持臺博館對於古蹟建築修復及對舊材

料再利用的想法 （圖6、7） 。

展示再利用

文博會是國內文化界的年度盛事，今年以「我們

在文化裡爆炸」為主題，所有參展單位都卯足全力

展現設計理念。臺博館以「舊木記憶」為策展主題，

使用鐵道部舊木料及以前展覽留下來的展架與木

作，藉由文博會的平台，推廣、實踐「永續利用」及

「資源再生」的理念。而文博會結束後，所有展覽資

材也全數運回博物館迎接下一個「任務」。此批舊木

料展櫃也於5月在臺博館南門園區舉辦的「2017購就

好‧夠就好─老物再生市集」作展示推廣，接下來

將在博物館的展覽及教育活動中使用，持續扮演永

續再利用的重要角色。

臺博館對舊料再利用的想法，於目前開放的三個

館舍皆可見舊料再生的身影，不僅在古蹟修復時使

用舊材料、特展設計也常有以舊

料改造而成的展示物件或家具，

隨著臺博系統古蹟修復，開發多

元的可能性。這批來自博物館古

蹟建築的舊木料，藉由參與文博

會的機會延續了它的生命史，相

信未來臺博館會持續在舊料再生

上有新的創意與成果與大家分

享，創造更多新的「舊木記

憶」（圖8）。 

圖8 文博會結束後，舊木料展櫃將會在博物館裡永續使用。圖6 展區由舊木料及再利用的展覽資材設計製作而成（圖片提供：呂錦瀚）

圖4 舊木料鑰匙圈 圖5 舊木料杯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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