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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猛進的日式現代化浪潮並沒有持續太久，太平洋

戰爭生硬的在1945年畫上一條再清楚不過的界線，

除了回歸已經不太熟悉的祖國，臺灣再次被迫接受

另一波陌生的美式現代化力量。這種不斷被動式的

進行各種現代化社會改造的宿命，對於近代以來的

臺灣來說，似乎是一種有點無奈的兩難。

「折衷」一詞意味著極為明顯妥協的模糊意圖，有

著無法被具體明確框選的定義，清楚的標誌著臺灣

多元文化融合的歷史脈絡，建築作為一種專業技術，

在臺灣並沒有相當久遠的歷史，除了具有明顯風土

性特質的原住民建築外，較具規模的技術發展，約

略是起源自清代以降，由來自中國的漢人移民所進

行的各種修造工事，真正進入明確制度化分工的職

業性發展，並且擴展成為具有建築教育功能的專業

體系，仍然是基於日治時期為了治理需求而開始的

各項建設。而戰後受到美援的指導而展開的復員工

程，以及跟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大陸籍建築人才，則

是延續著日治時期的基礎，徹底的將臺灣的建築體

質改造，逐漸走向與傳統反向的現代化之路。

每一個伴隨治理需求而進行的建設，必然會因為

社會環境與文化氛圍的影響，以及內含相當程度的

「建
築」是人類對於社會環境最直接的回應方

式，不僅反應現實條件的物質限制，更要

服務社會文化的期待與想像，除了滿足生活模式的

機能需求，還得傳承歷史的文化脈絡，同時蘊含對

於未來的理想與企圖。「建築」不會只是呈現建築師

個人意志的設計創作，型式美學的背後必然是社會

意識與價值判斷共同交織的成果。由於特殊的地理

位置與政經局勢發展，臺灣在很短的時間內經歷過

政權快速更迭的劇烈變化，形塑社會型態複雜且多

元的鮮明性格，各種不同的族群文化隨著時間的演

進，不斷的編寫進島嶼的歷史之中，生活模式的融

合痕跡體現在各式各樣的建築設計上，成為描述各

個不同時代風景的語彙。

儘管臺灣從清末光緒年間開始，就已經有不少小

規模的現代化嘗試，但真正進入全面性的體質改

變，實際上還是從日治時期開始，因循日本從明治

維新以來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西化進程，徹底脫離

廣義以漢人文化為主體的治理策略，從而走向一個

與傳統文化幾近斷裂的發展軌跡。這種來的既快速

又猛烈的改變，不僅是生產與技術上的革新，更底

定臺灣終於脫離海尾角國的宿命，以前所未有的寬

廣視野面對正在現代化的新世界，然而這股看似突

王俊雄與徐明松在

《粗曠與詩意 :臺灣戰

後第一代建築》一書

中，定義臺灣戰後第

一代建築作品主要來

自三類建築師，其中

陳仁和被歸類於「在

臺灣出生，在日本受

教育」的類型 (王俊

雄、徐明松 , 2008 )，

三者最主要的分類依據在於接受建築教育訓練的

歷程不同，強調學歷對設計能力與執業型態的相互

影響關係。而傅朝卿認為臺灣戰後第一代建築師最

主要的特質，在於「他們在現代主義國際式樣的時

尚下，努力地想以專業者的角色，以專業者的方

法，創造一種新的帶有傳統風格的現代建築」，將

陳仁和列為臺灣戰後第一代的五位建築師之一 (傅

朝卿 , 2010)，但不論哪一種分法都可以發現，陳仁

和都是少數臺灣本土出身，知名度與討論度也都是

最低的非主流建築師。

陳仁和於 1922年 7月 20日出生於澎湖廳馬公支

廳白沙庄吉貝大字，父親陳量原本以經營漁船隊

的家族事業維生，上有一個姊姊，下有兩個弟弟

與一個妹妹。八歲的時候父親受澎湖西嶼小池角

仕紳鍾鮔委託，隻身前往臺灣屏東慈鳳宮附近經

營舊大和旅社，由於陳量認為臺灣本島的教育資

源遠較澎湖完善，而且自身事業也日益穩定經濟

能力逐漸厚實，隔年便舉家遷移來臺定居，陳仁

和原本在澎湖就已經就讀公學校，也因此轉學來

臺一路從阿緱公學校唸到高雄中學。陳量在 1937

年時著手籌建新大和旅社，根據家屬回憶陳仁和

無畏的前行─
陳仁和的時代
與他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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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與教化意圖，而產生具有明顯時代特色的建築

形式與風格，但社會性的發展脈絡無法像政治的更

迭那樣，完美的切分成每一段清楚的時間斷代，這

也是為甚麼臺灣當前的各級城市中，幾乎都保有為

數不少混雜多種時代風格的折衷樣式建築，很難以

一種單純或是統一的語彙加以區分或描述。對於戰

後初期的臺灣建築界來說，像是王大閎或是楊卓成

這種背負國家期望的名字，才是廣為社會所知的建

築師，可以像是巨星般的橫空出世，憑藉著天分與

令人稱羨的機會，不斷的完成各式各樣的建築作

品，但只要離開臺北或是主流以外的地方，絕大多

數的建築師是沒有名字的專業者。

由於臺灣在日治時期之前並沒有專業建築師制度，

就算在日治時期「殖產興業」的治理策略下，所謂的

建築專業人員，指的是包含出身帝國大學與各工業

學校的技術官僚，以及龐大的建築工手們所構成的

職業體系，但不論在工作項目與責任義務的內容上，

都與今日的建築師所職掌的有明顯差異。臺灣現行

的建築師制度是在戰後隨著國民政府來臺後才引進，

初期甚至被歸類在工業技師的項目底下，一直要到

1971年才頒布專法，明確規定建築師的相關責任義

務，因此真正建構戰後第一代建築師的主力成員，

主要是以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大陸籍建築人才，或是

海外留學接受建築教育培養後歸國者為主，其中「陳

仁和」是最為特殊且重要的建築師之一。

陳仁和建築師與兄弟合照 (左二坐者

為陳仁和 )

伴隨治理需求而進行的建設，

必然產生具有明顯時代特色的

建築形式與風格

只要離開臺北或是主流以外的地方，

絕大多數的建築師

是沒有名字的專業者

陳仁和正在繪製鳳山農會肉品市場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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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自述，他對於建築的興趣正是啟蒙自這時

的生活經驗，影響日後前往日本留學時，毅然決

定以建築為志願的契機。

由於臺灣在戰前的教育體制並不完善，大多數本

島人能唸到中學校者相當少，儘管設有臺北帝國大

學作為高等教育機構，但實際上大部分臺灣學子在

公學校畢業後就會投入業界，繼續升學者大多以師

範或是其他實業學校為主，因此具有一定經濟能力

以上的家庭，大多將子弟送往日本留學。陳仁和於

1940年前往日本東京留學就讀預科，就時程上來

看，陳仁和留日的時間點已經是日治晚期，當時對

於海外留學生的規定與制度，以及各種求學資訊相

對較為完善，因此整體留學日本接受高等教育的臺

灣籍學生人數遠多於臺灣本島，甚至含括各學制的

總體留學生人數也屢創新高，但由於戰爭一觸即

發，依然對臺灣留學生造成不小的壓力與影響。

然而留學日本的的花費頗鉅，並且為了考量日後

的職業生涯，同時受限於學力不足的影響，臺灣人

真正要能直接進入大學就讀者並不多。日本政府於

1903年發布敕令61號《專門學校令》，許多戰前的舊

制大學紛紛設立專門部，形制近似舊制官立單科大

學，由於入學較為容易，僅要求中學校或實業學校

以上資格即可入學，修業期限又短，大多只要三年

即可畢業，因此成為日治中後期臺灣留學生的熱門

選擇，甚至形成所謂「法科明治、政經早稻田」等名

門 (紀旭峰 , 2009)。但整體而言，臺灣留學生主流的

進學目標仍不脫醫學、法科以及商科等傳統科系，

像陳仁和這樣選擇建築作為志願者，在整個日治時

期的留學生發展脈絡中來看，是相當少數也相當另

類的特例。

根據學籍資料的紀錄，陳仁和於 1942年進入早

稻田大學專門部理工學部建築科就讀 (紀旭峰 , 

2009)。早稻田大學是兩度擔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

信，受到明治時代六大教育家之一的福澤諭吉建

議，繼承北門義塾的基礎，在1882年以「東京專門

校」為名創立，並於1902年獲得許可定名為「早稻

田大學」，1920年再根據《大學令》升格為舊制大

學，至今仍與慶應大學並列為日本私校兩大名門之

一。早稻田大學於 1910年設立理工部建築科，由

佐藤功一擔任總長，是日本在戰前包含海外殖民地

在內的22所設有建築科的高等教育學校之一，同時

也是僅次於東京帝國大學、東京高等工業學校之

後，創建年代第三早的傳統名門，戰前臺灣籍校友

並不多，最廣為人知的是1950年倡建「臺灣省建築

技師公會」的林慶豐建築師。

早稻田大學專門部理工學部建築科創立於1939年，

由被稱為「耐震構造之父」的內藤多仲擔任總長，網

羅包含岡田信一郎、佐藤武夫、今井兼次等重量級建

築家擔任師資，教學陣容華麗程度絲毫不遜色於東京

帝國大學建築科。早稻田大學專門部建築科採三年學

制，主要教學目標為深化技術訓練，培養高等工業人

才，早稻田大學建築科則是以教育具有獨立思考，兼

具藝術創作能力的建築家為主要目標，因此專門部建

築科的畢業生只要完成畢業設計，但大學部建築科除

了畢業設計之外，需要再寫專題論文才能畢業。早稻

田大學專門部工科於1949年終止招生，原本業務併

入新制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部。

如果從早稻田大學專門部工科的歷史發展來看，陳

仁和就學期間處於已經成熟發展的穩定期，與他同屆

的專門部工科畢業生已有20餘人之多，顯示當時就

讀於大學專門部已經是相當盛行的風氣，但受到當時

太平洋戰爭的影響，陳仁和在畢業後不久就返臺，隨

即被網羅至當時由宮本清利擔任校長的高雄州立高雄

工業學校擔任教諭，並且隨著政府改制為省立高雄工

業職業學校，留任建築科與土木科教師及科主任，甚

至兼任訓導主任與教務主任等教職。有趣的是終其一

生，陳仁和並沒有與前身為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成大

建築有過太多交集，事實上他的教學生涯也於1947

年結束，根據家屬回憶與當時陳仁和之所以離開學

校，與多次鼓勵學生挺身抗議不公事件，以及後來的

228事件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離開教職的陳仁和並沒有閒賦太久，隨即被早稻

田大學的學長林慶豐建築師引薦，進入「臺北市政

府房產委員會」擔任專員，負責設計與建造的業

務，兩個月後又因為謝東閔的關係，外借轉調「臺

灣省政府日產清理處」，負責戰後日產接收的鑑價

與相關建築業務，並經歷機關改制歷任「臺灣省政

府公產公物管理委員會」，以及「臺灣省政府公產

管理處」等單位。由於臺灣戰後初期的社會狀態並

不穩定，經濟起伏變化相當大，再加上物資極度短

缺，因此實際願意投身業界的人並不多，大多也以

較有營利的工礦公司或是私人企業為主，然而處理

日產接收在當時被視為「肥缺」，有心者很容易球

員兼裁判的中飽私囊，因此陳仁和的公職經歷在當

時應該相當令人稱羨。

原本應該平步青雲官場得意的陳仁和，因為父親

陳量認為他的公務員生涯，與原本栽培他赴日留學

的初衷相差甚遠，況且本身並非貪圖非分之財的個

性，因此強烈希望他辭去公職另謀發展，當時臺灣

省政府在1948年起開放「臺灣省籍土木建築技術人

員」的技師登記，但由於要求大專以上學歷以及三

年實務工作經驗，且不承認日治時期的紀錄，因此

造成臺灣人強烈反彈，隨後於1950年再度修訂「臺

灣省建築師管理補充辦法」，先行授予「臨甲」或

「臨乙」等執照，並依規定一年內要取得經濟部登記

的技師證書，方能繼續執行業務。但陳仁和由於留

日的相關學經歷，早在1949年7月就已經通過「高

等考試工業技師檢覈」，取得建築技師資格，並於

隔年申請加入第一屆「臺灣省建築技師公會」準備

開業。

陳仁和與其任教高雄工業的學生合照

陳仁和領取第一屆十大建築師獎 (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

臺灣留學生主流目標仍不脫醫學、法科以

及商科等傳統科系，像陳仁和這樣選擇建

築作為志願者，在整個日治時期是相當少

數也另類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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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考試院於1952年施行「臺灣省土木建築

技術人員考試」，相關制度一直沿用到1971年公布

「建築師法」後才有變動，將專業身分認定從「建築

技師」定名為「建築師」，根據1958年的《臺灣省建

築技師公會會員名冊》資料顯示，當時共有183名

會員，而跟陳仁和一樣留日學歷的共有 35位，大

多設籍於臺北，高雄只有陳仁和一人。如果從高雄

的城市發展歷史脈絡來看，成長於屏東的陳仁和，

之所以會選擇高雄作為職業的起點，是不難理解的

選擇，由於高雄經歷過日治時期的重點建設，已經

有了一定程度的現代化基礎，高雄同時也是最多澎

湖移民聚居的城市，在各種社會資源與人脈的建立

陳仁和建築師事務所錦田路時期  

鳳山農會肉品市場平面圖 鳳山農會肉品市場模型

和一戰成名的高雄佛教

堂設計案，可謂是陳仁

和的發跡之處。隨著子

女陸續出世，陳仁和在

1 9 5 4年與姐姐合購位

於前金區七賢二路與自

強一路交界處的土地自建住宅，在 1966年事務所

再度搬遷到錦田路之前，陳仁和此生大部分具有明

顯個人創作意圖的作品，都在此處完成。

陳仁和的建築事業發展與高雄的城市擴張有明顯

的關係，從最早的鹽埕，跨過高雄川後依序從苓

雅、前金、新興的遷移過程，其實是順應著高雄市

區商業中心位移的軌跡，這種具有開拓意識的前進

型事務所經營模式，反應出高雄的城市與建築發展

脈絡下，建築師順應著案源移動的經營策略，凸顯

出高雄城市建設在戰後的發展過程，民間能量遠大

於政府主導的有趣現象，而陳仁和生涯所有的建築

設計案，幾乎沒有政府的公共工程作品，多少也再

次驗證了這個事實。如果就規模與架構來看，陳仁

和的建築師事務所屬於小型，員工人數最多不超過

30人，早期甚至只有他自己與幾位雄工的學生組

成，員工不支薪但事務所提供食宿，有點像是傳統

師徒制的方式，到中後期因為事務所業務量大增，

才轉變為支薪上下班制的制度。

影響陳仁和建築師事務所選址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在於容易取得同鄉或是資源的支持，不論是最初的鹽

埕或是最後的新興區大港埔，都是高雄市區澎湖移民

陳仁和生涯所有的建築設計案，

幾乎沒有政府的公共工程作品

上，相對較為容易也更有效率。

第一代的陳仁和建築師事務所坐落於北野町一

代，大約是今日七賢二路與壽星街交界周圍，在與

人合租的日式木造宿舍裡，利用起居室改造而成，

1952年受早稻田大學建築科學長陳清全委託，設

計位於苓雅區成功路第五派出所後方的二層樓透

天連棟住宅，並分得其中一棟作為住所，此案不僅

為陳仁和第一個正式的設計委託作品，同時也是第

二代建築師事務所的所在地，並在此處完成讓陳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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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堂、大同國小舊禮堂、或是鳳山農會肉品市場等

較為知名的案例，都可以看出陳仁和對於建築設

計投入相當大的心力，但根據相關建築登記資料

或是發包文件顯示，這些建築作品的造價都在幾

近成本的限制下完成，大多數都經歷過多次流標，

經過陳仁和四處奔走透過個人交情請託，最後由

澎湖同鄉所經營的營造廠以底價承攬的慘烈過

程。如果再考慮到戰後初期的物價波動，以及資

王俊雄、徐明松。 ( 2008). 粗獷與詩意：臺灣戰後第一代建築，臺北: 木馬文化。

紀旭峰，( 2009)。戦前期早稲田大学の臺湾人留学生，アジア太平洋研究科
論集，147- 183。 

傅朝卿，( 2010)。從陳仁和作品原創性、建築構成術觀察戰後臺灣第一代建

築師作品中傳統風格的差異性，臺灣建築雜誌，172 陳仁和逝世20周年

紀念特輯。

文件顯示，這些建築作品的造價都

以在幾近成本的限制下完成，

背後所隱含的是為了完成設計與實

踐理想的強大意志力

源相對短缺的險峻形

勢，所以「大多只跟澎

湖人合作」的慣例，背

後所隱含的是陳仁和為

了完成設計與實踐理想

的強大意志力，而他令

人驚艷的建築設計能

力，其實也不全然是藝術與天分的展現，反而是

為了解決問題的深思熟慮。

星雲法師曾經在個人著作中回憶當年高雄佛教堂

創立時的辛苦，在戰後物資極度缺乏的狀況下，能

夠由信徒自發性的募集資源興建，是相當得來不易

的事情，根據陳仁和家屬的回憶，陳仁和是在參與

高雄佛教堂的建築設計後，正式成為虔誠的佛教徒，

一般人容易因為高雄佛教堂極為特殊的立面造型，

認定陳仁和是參考西式教堂的形式做法來完成設計，

但實際上陳仁和是透過對佛教史以及教義的深入了

解後，創造出一個兼具造型與功能，同時能夠在預

算額度內完成的完美設計，這種因地制宜並且量入

為出的設計模式，正好與當時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年

輕僧侶一拍即合，不以追求名山大院為目標，強調

一種積極入世走入常民生活的靈活性傳教策略，因

此陳仁和持續性的發展對於這種新型態的佛教性建

築形式，陸續實踐在一系列的設計作品之中。

佛教的入世觀點不只影響陳仁和對於建築形式的

探索，更重要的是透過建築來參與社會實踐的積極

態度，因此從作品中可以清楚發現，儘管陳仁和大

抵上仍然依循現代主義以及現代化形式的脈絡，逐

步發展自己的事業，但他除了宗教性的建築作品以

外，並不注重形式語彙的堆砌，反而是回到機能與

造價的現實考量，盡可能地創造出兩者兼顧的雙贏

局勢，這種專注於解決功能性問題的設計策略，加

深了陳仁和只能地域性發展的窘境，甚至是一種帶

有覺悟性的轉身背對時代主流，不急於陷入當時過

於喧鬧的建築型式與文化意義的詮釋語境，像是以

一種獨語呢喃的樣子，透過建築設計來描述他的時

代，這種近似大乘佛教利己利人的社會意識與個人

哲學，實際上才是形塑陳仁和建築設計獨一無二的

關鍵因素。

陳仁和絕對是臺灣戰後建築史上最特殊的建築師

之一，但並不全然是因為藉由強大的結構計算能力

以及藝術天分而實踐的建築設計，而是隱含於背後

熱忱的想要改善社會的社會意識。陳仁和在唯一一

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提到 :「建築家必須要自覺自

勵—我們是站在能以創作，完成人類至上真善美

立場的」。這種迫切意識到自己具有改善社會能力

的自覺，使他義無反顧決心肩負起藉由建築設計來

實踐淑世理想的人生道路。這對於大部分只將建築

視為是藝術性的表現，認為個人的理想在於追求形

式與美感的突破的建築師而言，是一種難以理解的

孤傲。長期以來包含建築界在內的主流輿論對於陳

仁和的忽視，以及他自身因為過度專注而產生的沉

默，如今隨著社會型態的轉變，以及建築人對自我

期許的多元成長，陳仁和反而像是先行者般的，屹

立在時代的前方啟發我們。 

經過陳仁和細部發展後的東港天主堂平面圖

的主要聚落，不少澎湖移民來臺後也都從事營建業，

以新興區的事務所所在地大港埔為例，周圍就住了

許多來自澎湖文澳的澎湖人，而且大多從事水泥匠

作等相關行業，因此容易形成一個基於同鄉情誼而

建立起來，並擴展為各項技術支援的專業團隊，這

一點從負責陳仁和事務所各種案子的營造廠，大多

都為澎湖人所經營就可以看出端倪。然而，對於陳

仁和來說，利用同鄉情誼的好處並不是為了利益的

分配，自己人可能比較好說話的自私打算，而是為

了有助於他能夠盡可能實現自己的設計理想。

不論是高雄佛教堂、三信家商波浪大樓、東港天

對於陳仁和來說，利用同鄉情誼的

好處，可能是為了有助於實現自己

的設計理想

高雄佛教堂室內景象 (林一宏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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