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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5年日本統治臺灣後，1901年設立臺北廳並於1915

年興建臺北廳舍，1957年交由監察院使用至今，1998年7

月30日指定為國定古蹟。對於已經使用多年的國定古蹟

監察院建築，必然會發生自然或人為損壞之情形，所以

必須使用傳統工法材料以及匠師進行修復，之後更需有

完善的維護管理，來維持監察院古蹟建築的原有機能，

本文主要內容在說明自2007年到2011年期間，針對監察

院有關古蹟修復及維護管理過程之介紹。

監察院簡介

一、歷史背景

國定古蹟監察院興建於1915（大正4）年，落成後稱作

「臺北廳廳舍」，迄今約97年。1920（大正9）年全臺調整行

政區域為五州二廳，臺北廳改為臺北州，直至政權結束

為止，長達26年改稱「臺北州廳」。1945（民國34）年，臺灣

光復，該建築物撥歸臺灣省政府，作為省政府第二辦公

廳，由衛生處及教育廳使用，稱呼「省府大廈」。1947（民

國36）年中華民國憲法在臺施行，第一屆監察委員依法

產生，1948（民國37）年監察院正式成立，1957（民國46）年

因省府遷往南投中興新村後空出廳舍，隔年監察院便遷

入這棟建築中，成為我國最高監察機關所在，監察院進

駐後，稱為「監察院廳舍」該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二、建築特色

監察院與當時的臺中州廳與臺南州廳也都是由總督府

營繕課技師森山松之助所設計。故這三棟建築彼此之間

有許多相似風格，監察院主要採用法國第二帝政時期之

皇宮建築式樣，在轉角屋頂則採用具有中世紀東正教穹

頂式樣予以組合，外牆細部又採用「辰野式」的灰泥飾帶，

整體而言是以彰顯統治權力的歷史語彙來表現官廳建築，

監察院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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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無論在屋頂、柱式、山牆、翼塔、門廳等部份，或材料

的處理上，皆顯示森山松之助具成熟圓融的經驗及豐富

的創造力。監察院之平面，與臺中、臺南州廳相比高低

變化較大，平面為L型兩翼採左右對稱曲尺形，成九十度

的，角落部分取圓突形，因此令人不覺尖角的銳利。主入

口位在面對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具有後文藝復興後期樣

式建築華麗的特色，有柱式的外突門廊、左右以45度角

伸出二層高之平頂角樓，入口的立面及門廊亦呈圓弧狀，

立有六根托次坎圓柱，且運用較多的柔性線條。 

監察院樓高三層，建築物的中央是突出圓頂為其特

色，在大門主體上端之圓頂，其下緣有十二個半圓形的

「牛眼窗」，作為採光之用，同時也是木屋架的通氣設備，

在下緣有三個「弧拱窗」，接著是一半弧形的屋簷，外圍

有八根支撐的長圓柱子，稱為托次坎圓柱。大門主體兩

旁各建一翼塔，八角形，又名八角亭，也是圓頂式的。由

這兩個翼塔延伸出去各有兩翼的房舍，合併而成Ｌ形，

屋頂為流行於十九世紀的馬薩式屋頂（Mansard），下有一

排「老虎窗」，各位於當時的三線道
1
（今中山南路）及基隆

街（今忠孝東路）邊側，此兩翼的房舍末端各有不同，三

線道邊是八角形的翼塔，基隆街邊是長方形的翼樓，屋

面建材方面頗為考究，全部屋頂舖銅皮及石板瓦，大門

主體及翼塔、翼樓上的圓頂都是由一塊塊長方形銅皮舖

接而成。

國定古蹟監察院平面

配置圖

 

 西向立面

北向立面

該廳舍建築物主要為磚木結構，牆面主要以紅磚砌

成，樓板為RC構造，屋頂則為木構架屋面。入口大廳

挑高二層，大廳頂上覆蓋圓頂，中央處為彩繪玻璃，周

圍框架塑造甚為漂亮的花果裝飾，一樓四周採用較莊嚴

的托次坎圓柱，二樓則為較華麗的愛奧尼克柱與花瓶欄

杆，這裡是室內最豪華的空間，通往二樓的主要T型大

樓梯亦位於此，兩翼上下樓空間以辦公室為主，向內的

一側設有迴廊，除了連通全院，也具遮陽效果。監察院

建築物初建時原只有中央入口及兩翼局部，為了解決空

間不足，之後於後側加建高層辦公大樓，但形制風格配

合古蹟設計，維繫了古蹟的完整性，頗為難得。

1 「三線道路」為現今道路：中山南路（東）、愛國西路（南）、中華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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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損壞狀況

經過多年使用監察院廳舍的屋頂與外牆產生自然或人

為損壞，尤其在屋頂石板瓦部分，可能因為石板材料取

得不易，不知何時被更換為石棉瓦，而石棉瓦對於生態

環境與人體健康是有害的，且石棉瓦屋頂部分日久亦產

生自然老化與雨水滲漏之情形，最早在民國95年監察院

便計畫全面更換石棉瓦，在96年老虎窗接觸石棉瓦周圍

產生滲水情形，且屋頂平台的排水系統亦出現排水天溝

破損、排水口阻塞，故雨天出現積水情況，平台上夜間

照明燈具損壞或者燈架脫落等情形，外牆部分因日久而

發生風化、污損、龜裂與植物生長等情形。

 古蹟修復工程

民國98年監察院之屋頂正式進行修復，更換馬薩式屋

頂側面之石棉瓦為石板瓦，上方屋頂銅皮亦進行檢修，

並重新施做屋頂兩側平台之防水層與隔熱磚，同時整理

屋頂消防、電信、空調設備線路，詳細修復過程及施作

說明如下：

一、銅皮檢修工程

銅皮主要鋪設在石板瓦上方斜度較小屋面，是為有利

於屋面造型變化之施作而採用銅皮，因為目前銅皮保持

尚稱良好，故本次工程並非全面將銅皮更換而是以檢修

局部更換方式為主，施工項目包含銅皮屋面、銅皮屋脊及

銅皮裝飾等。施做銅皮屋面前，亦須先行完成下方防水層

施作，並經過試水作業完成。依照確定位置固定瓦皮及屋

脊結構之背襯材，注意銅皮鋪設時橫向與縱向之間必須

確實平行及垂直精準，接著在瓦棒結構背面襯材之左右

兩側，固定銅吊子，待瓦棒本體施工時連結固定使用。另

外，施作銅皮屋脊蓋板前，必須將禦水板確實固定在屋脊

背襯材料上，以防鬆動，然後再行安裝屋脊蓋板，所有銅

料之結合，不得有釘子等其他料外露之情況。銅瓦安裝結

束收尾時，需全數將屋面瓦棒、銅瓦本身以拍打木整平，

原則上目視效果均勻即可，不可太用力導致銅瓦連接縫

過度密合此舉，將影響屋瓦之排氣效能，反而造成內部結

露現象，而不利屋頂防水與銅皮材料之壽命。

二、石板瓦工程

石棉瓦更換為石板瓦之前須先將石棉瓦拆卸，因為石

棉瓦之粉塵是具有危害人體之物質，故在拆卸過程中需

持續噴灑水動作，目的在於減少石棉瓦粉塵飛揚。再來

是處理與銅製屋脊相銜接處之銅皮，先從屋面斜脊部分

開始拆卸，再卸下銅製線板及簷口銅皮，轉折處銅皮必

愛奧尼克柱

托次坎式圓柱 牛眼窗

大廳挑空花瓶欄杆

八角亭 馬薩屋頂

老虎窗

挑空口剖面圖

中央穹頂

弧拱窗與八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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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由下往上拆卸。最後是拆除防水油毛氈與多餘的不銹

鋼釘拔除，以便重新做防水層之工作。因為屋面斜度很

大，所以防水毯採用乾式施工之方式施作，舖貼防水毯

屋面時上下左右都需須重疊15公分，這樣才能達到最佳

防水品質，並注意施工時須留意勿受雨水淋到而影響防

水效果，在屋面清潔之後便可以進行石板瓦鋪設施作。

石板瓦鋪設工程是監察院屋頂修繕最重要的工項，故

必須特別慎重小心處理。監察院石板瓦鋪設形式有兩

種，分別是在中央位置之圓形屋頂與其他兩側馬薩平面

屋頂兩部分，雖然石板瓦底部有弧形與平面兩種，但鋪

設之方式大同小異，皆必須依照屋面各部分所需不同形

狀瓦片之數量，按瓦片有效尺寸在屋面防水層上放樣，

其順序由下而上、由右至左以交丁法鋪設。最大差異是

圓形部分之石板瓦每片左下角要削成小圓角，平底部分

則保留完整長方形，故削小圓角或鋪瓦到尾端時，須進

行手工切瓦，需注意瓦片裁切加工時，禁止使用任何電

動、氣動鋸片類工具，以免加工後的瓦片過於機械化現

象而不自然。

 三、屋頂平台改善工程

在馬薩式屋頂兩側有多處屋頂平台，平台外側並有

女兒牆，因為在平台本身坡度很小容易積水，且平台上

有很多設備管線等，容易造成積水而產生室內漏水之情

形。屋頂平台施作方法為以下三部分：首先要將原有老

化之地坪拆除運棄，原來在上面消防管線做臨時支撐，

以利於重新澆灌混凝土，澆灌時注意排水口之洩水坡度

施作。再來等屋頂上方再澆置防水層乾固之後，並完成

平台試水檢查有無漏水與排水不良情形，於防水層上面

再施作三公分厚的水泥砂漿目的為以保護下面防水層，

另外澆製照明燈基礎，消防管路以圓形式鐵件固定支撐

架高，不要影響排水。最後在水泥砂漿上面鋪設尺二磚

作為平台之表面材料，再施作排水天溝，使其排水順暢

及溝面不會積水或漏水為原則，至於女兒牆上的留用線

路與掉落燈具，應加以整理固定與重新安裝，如此便完

成屋頂平台地坪之工程施作。監察院屋頂修復後，因為

改善後之屋頂平台排水系統全部是連接到外牆排水立

管，所以必須連同外牆立面與排水立管一起修繕，才能

全面改善室內漏水情形。

四、外牆修補工程

監察院外牆修善主要是針對外牆的油漆塗刷、污損、

植物生長、牆面損裂、裝飾物損壞、開口部掛設冷氣及

圓形穹頂剖面

平面石板瓦施工剖面詳圖

石板瓦新作新作銅皮與石板瓦

圓形穹頂示意圖

銅皮檢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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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窗等，一起改善處理，故外牆修補工程分為以下三部

分：首先是牆面、女兒牆、裝飾柱子等有龜裂情形，處

理方式為先去除原有表面油漆再修補裂縫，小裂縫以環

氧樹脂填補，大裂縫則以超微粒水泥漿填補，牆面裝飾

物如需修補，應儘量使用原材料或相同性質的材料，按

照原樣施作，以保持原貌。其次外牆磚面如有風化情形，

必須先去漆再作去除已風化層表面，清洗牆面時各開口

必須封閉，而外牆在清洗時，如有管線或者鐵件類型等

物品，則必須先拆除下來，以達到清洗之最佳目的。最

後是外牆立面之磚面、石材面、洗石子板面、各裝飾物

等，在青苔、植物清理後，再做表面檢查修後，修補之材

料以不要改變立面顏色，清除牆面上植物皆須以人力作

業，得以小型工具輔助，但不宜使用機械工具，避免破

壞本建築物外觀。

古蹟維護管理

古蹟的維護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其目的在於有效

的掌握建築物修復完畢之後，建築本體及其他相關設備

功能的正常運作，所以在監察院在96年～100年期間進

行維護與管理的工作，是希望有效的執行建築物修復完

畢之後，建築本體及其他相關設備功能的運作正常，故

監察院依照建築特性以及使用單位的人員的狀況，分三

種層級來執行維護與管理工作。

一、第一層級維護管理

第一層級維護管理是屬於日常維護工作，各種項目

都必須訂定之每日、每週、每月與每季等，進行例行性

的清潔整理和維護檢測，第一層級維護管理的檢測是由

監察院方自己維護人員負責，平日時間所必須執行的工

作，除了最基本的維護管理之外，對於建築物本體發生

的損壞或者環境安全的各種因素之第一手掌握，可以成

為一種預警效果，此外，蒐集院方日常重要的維管資料，

做為管察各項設施運作功能狀況與日後修復保養的輔助

資料。有關監察院日常檢測維護工作可分為「建築本體」

以及「環境清潔」這兩區塊，在「建築本體」方面，檢測範

圍主要為屋頂的通風設備、屋頂排水功能、照明機具設

備以及門窗開關功能，有關「環境清潔」方面則必須注

意，中庭空間、外側廣場以及屋頂平台之使用情形。在

監察院第一層級日常檢測維護中，如遇到異常狀況時，

可以採用自行維修或者通知維修，自行維修者為能夠直

接通知院方工友更換或修復的部分，通知維修則為必須

要委託專業廠商到院協助修復。表1為民國96～100年期

間屋頂與外牆進行第一層級維護管理之成果。

平台尺磚及排水溝剖面詳圖

牆面落水管剖面詳圖 簷口排水天溝、落水管剖面詳圖

燈具改善後裁切接合面

二、第二層級維護管理

第二層級維護管理是屬於異常狀況檢查，其目的在於

檢查監察院古蹟本體與周圍環境有無異常情形，特別是

建築物的周遭環境、建築基礎與台基、地坪（樓地板）、磚

牆、梁柱、裝飾線腳或雕飾物、屋面屋瓦、室內裝修及設

備系統等，檢查是否有異常現象或者損壞，各項都與第

一層級的檢查週期相同。此檢查等級是委由古蹟建築專

業團隊進行檢視及維護工作，目的在於掌握古蹟建築各

類的結構、構造、材料及裝飾等，是否有特殊異常或損壞

出現的狀況。該層級檢查都必須使用到專業儀器才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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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第一層級維護管理成果表

年 分 說 明

民國96、99

96年屋頂閣樓局部門窗故障，難以開啟通風困難。其中屋頂閣樓的
氣窗因消防設備的連結，設有電動玻璃器窗（故障），但不是全面性

的設置，其餘的氣窗因距離貓道有一定的距離，造成開啟困難。在

99年時，針對屋頂閣樓方面，均已全部檢修完成，所有氣窗都能開
啟正常。

民國97、98

97年在於走廊上的照明設備維護方面並無異狀，但是在夜間建築
美觀照明部分，均有燈具損壞或者燈架脫落等情形發生， 98年度屋
面修復工程重做屋頂平台，已完成照明系統的改善，所有燈具復

原。

排水立管新作植物都已清除

表2 第二層級維護管理成果表

年 分 說 明

民國97、98

在平台部分，檢查發現有屋頂平台的排水系統出現排水功能障

礙，包括排水天溝破損、排水口阻塞，雨天容易出現積水情形。 這
部分已經在 98年屋頂平台修復工程時，將阻塞的立管疏通，如有
損壞的排水系統，也全面新作。對於室內漏水問題，也將在此項工

程內仔細調查，並記錄漏水發生位置。

98年室內發現屋頂修復工程區域下分有局部滲水情形，特別是在
中央穹頂下方的藻井天花較為明顯。這部分則是需要承包商進行

修繕工作。

民國99

石板瓦也已全部更換完整，但是在 99年有脫落情形，情況不是很
嚴重，所以持續觀察。在平台部分，平台地坪全部更新，燈具以及

線路也都整理完畢，到目前為止並無狀況發生；屋頂排水系統新作

後，排水效過良好，並無平台積水之情形，但近來有人為不小心踩

踏使排水溝變形之情形發生。

三、第三層級維護管理

第三層級維護管理屬於專業性的檢測與工程發包施

作，專業性的檢測委由專業廠商進行檢測並作紀錄，檢

查範圍是監察院古蹟的結構狀況為主，先採用目測法方

式觀察整體建築物構造體有無損壞之情形，並且觀察記

與紀錄每一個空間是否出現異常情形的裂縫，再初步的

分析裂縫的性質。每日或每周都必須設定紀錄觀察，但

是如果遇到地震，則為緊急紀錄，觀察建築體是否有裂

縫或損壞。如果在紀錄觀察中，發現有明顯的結構體損

壞，再由結構技師進行正式檢測與評估補強計畫，如涉

及工程部分，則透過正常程序經由專業技師製作修復圖

說，發包營造廠商施作，並依照文資法規定按原始工法

與材料修補，且由具有匠師資格之工匠執行，以確保施

工品質。表3為民國96～100年期間屋頂與外牆進行第三

層級維護管理之成果。

表3 第三層級維護管理成果表

年 分 說 明

民國98、100

觀察古蹟建築中央穹頂內部的結構狀況與輕鋼架屋架狀況大致良

好，磚造結構體的部份有局部的鋼筋外露情形必須做處理。

臺北式建築師公會指派本案鑑定人員為李澤昌建築師，進行國定

古蹟監察院建築耐震能力初期評估。

民國100

在大門八柱式入口處平台的欄杆下方的裝飾帶出現嚴重裂開，入

口處也發生整片粉刷層剝落之情形，並且也發現到植物開始生長

之情形，經過建築師設計製作發包圖說與專業工程人員的施工，八

柱式入口處修復之後狀況良好，並無其他狀況發生。

結論

國定古蹟監察院廳舍已經存在將近一百年，悠久歷史

與長年使用難免會使古蹟出現損壞之情形發生，這些損

壞有可能是自然產生也可能人為造成，都必須進行工程

修繕與維護管理作業來保持監察院古蹟良好的使用狀

況。近年監察院在屋頂與外牆修復方面所進行之工程修

繕與維護管理，每個步驟都小心翼翼依照文資法規定，

採用原有的材料與工法進行修復，避免造成監察院古蹟

修復後與原始樣貌不符，產生無法挽回二次傷害，並透

過持續維護管理了解監察院的使用狀況，在過程中如有

發現異常或損壞之情形發生，也可即刻掌握情況、時間

與位置進行維修，避免延誤而造成更嚴重的損壞，故在

民國96～100年期間屋頂與外牆所進行的各層級維護管

理工作，取得良好之成效。 

行，例如結構安全評估、木構件含水率以及蟲蟻防治調查

等。此檢查範圍可分為兩大區塊，「建築外觀」與「室內空

間」，再依照這兩者細分樓層別，「建築外觀」部分，則是使

用整體檢查方式，是依據不同區域，如屋頂（屋架、防水、

屋瓦）的方式操作，「室內空間」主要是構造、裝飾、五金等

檢查。第二層級檢查的結果，作為每年預算及各項修復計

畫編擬之依據，且每個計劃要合理的分割，避免修復工程

介面的銜接影響修復品質，修復計畫內容都必須依據文

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進行。表2為民國96～100年期間

屋頂與外牆進行第二層級維護管理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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