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修復到展示——
鐵道部園區歷史暨古蹟修復常設展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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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king of the Historic Site Exhibition of Railwa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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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簡稱
鐵道部）自 2006 年起歷經十餘年的籌備、修
復工作，於 2020 年 7 月，以「國立臺灣博物
館北門館」的新身分正式開館，臺灣博物館系
統計畫也因為北門館的開館而完整。

北門館，即鐵道部古蹟園區所在地，自晚
淸即成為臺北機器局與鐵道工場落腳之地，日
本治臺後延續作為殖民政府交通局鐵道部，陸
續興建起現今指定為國定古蹟的建築群，戰後
中華民國政府接管持續作為臺灣鐵路總局的辦
公廳舍。鐵道部古蹟群，百年來始終肩負了臺
灣鐵道最高行政中心的角色。

鐵道部基地範圍中，總計有八處指定古蹟。
其中六棟建築：廳舍、食堂、八角樓、電源室、
工務室、戰時指揮中心（防空洞），於 2007

年擴大指定為國定古蹟，其修復工程於 2014

年開始，至 2016 年 10 月完成，耗時近 3年。

另二處：淸代機器局遺構與臺北工場則為
臺北市定古蹟。目前除臺北工場仍由臺北市政
府所管之外，其餘七處皆屬北門館的範圍。鐵
道部園區歷史暨古蹟修復常設展，即以六棟國
定古蹟為其展示核心，呈現園區的歷史與建築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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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博系統下的鐵道部古蹟展

策展初始的核心問題：
為何保存、如何修復

回到臺灣博物館系統的根本―「首都文化
園區」，旨在建立國家首都博物館的文化形象，
透過臺北城內的古蹟修復再利用，構成首都博
物館群，藉由這些深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空間，
呈現臺灣多元文化與歷史發展的縮影，進而提
升臺灣文化主體意象。

從古生物館（原勸業銀行臺北支店）、南
門館（原專賣局臺北南門工廠）到北門館（原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每個館舍中都有
建築古蹟展，作為向觀眾說明每個展館由來與

特色的博物館敍事。古生物館以獨立展間設置
古蹟修復室，呈現修復過程的場景與建築物件、
特色工法、左官職人匠師交流；南門館則以建
築師手稿、互動裝置、建築拆除構件並輔以園
區現地展示，提供觀眾了解樟腦工廠的前世今
生，以及修復的思維與方法。

而到了北門館，這個因交通門戶屬性，在
臺博系統中賦予了詮釋臺灣知識及建設發展現
代性任務的館舍，這裡的故事又該如何對眾人
訴說？

鐵道部之所以被指定為古蹟，不僅因為極
具特色的日治時期官廳建築，更因其扮演了將
鐵道引入臺灣的窗口以及百年交通指揮中心的
歷史地位，就是在這個城內與城外、陸地與河
岸的交界，臺灣開始和世界同步，其歷史區位
與建築本體同樣富有時代意義。

為何保存？
每座被留下的古蹟都有其原因。

因此，如何凸顯歷史區位的重要性，就
成為展示設計上値得費心之處。而整體落成於
1920 年的廳舍、八角樓，作為森山松之助―這
位臺灣總督府技師、重要官廳建築的設計者―
在臺晚期的代表作品，其設計考量臺灣氣候風
土，並大膽務實地運用鐵軌、混凝土等材料，
讓建築從外觀到內部構造都値得仔細探索。

此外，儘管洋式日治官廳運用的材料、工
法也許大同小異，但在鐵道部能同時看到淸代
機器局牆體與道路的遺構、日治中後期半木構
造的大型官廳、日式屋架，以至於二戰階段的
防空掩體，這些跨越了至少五十年的建築、殘
跡，保留下來的，不僅是臺灣建築技術變化的
縮影，也是一段鐵路人長長的舊日時光。

2016 年剛整修完成的鐵道部廳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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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部自 1989 年臺鐵總局遷離後，
僅餘鐵路局少數單位駐守，至 2014 年初
修復工程啟動的二十多年間，內部建築已
多年未再整理更新，損壞嚴重；加上長年
因應不同階段組織編制的調整，連帶地使
辦公需求產生變化，隔間、門窗等頻繁地
增改建，在在都增加了修復難度。

如何修復？
著重鐵道部的重生過程。

修復前電源室內部漏水嚴重

拆解至木構骨架檢修損壞程度

廳舍外牆包括木構基礎、混

凝土蔽體、銅板泛水等異材

質構造接合而成，提高修復

難度

修復前廳舍橢圓廳損壞狀況 修復前廳舍內部走廊損壞狀況 修復前廳舍露臺損壞狀況



修復工程初始，國立臺灣博物館（簡稱臺
博館）即延聘薛琴、謝立、黃俊銘等古蹟修復
專家成立工程督導小組，與張義震建築師事務
所、慶洋營造有限公司，加上中原大學建築系
黃俊銘老師研究室的工作報吿書小組、紀錄片
拍攝等共同組成修復團隊，一起投入修復過程。

每週、每月定期召開工作會議推動工程進
度；針對灰作、瓦作、雨淋板牆體等重要工項，
安排資深匠師試作，確認品質和細節做法後才
正式上場施工；也邀請日本專家來臺進行建築
師、匠師的交流研習，考察損壞原因來找到最
佳的修復方式。

另外，隨著修復過程種種不可預期的狀
況，如外牆構造的接合方式、地下佈管開挖發
現的處理、原始色澤考證等等，彈性且機動地
調整溝通和決策過程。修復團隊的成員盡力做
到每個環節的細緻度，以確保最後整體的修復
品質。這些看似繁瑣無趣的過程，反映了修復
團隊面對保存與修復的態度，同時也是臺博系
統結合文資保存的初衷：

透過保存修復臺北城內的老建築成為博物

館，彰顯臺灣的歷史與文化內涵。

在展示中呈現出這個面向，相較於細細解
釋各種修復工法，可能來得更為重要。也是這
樣一個過程，構成了一部專屬於鐵道部的修復
敍事。然而這些花絮碎片，可以如何轉化成為
展覽內容，讓未曾參與經歷的觀眾一窺究竟？
有沒有可能，透過展覽讓原本對建築古蹟、文
資保存無感的觀眾，有機會因為看見修復過程，
開始對這些歷史悠久的老房子有一點好奇、多
一些認識？

整體展示的基礎，即透過這兩個核心問
題，對觀眾交代，鐵道部如何從一個具交通歷
史重要意義的節點，轉型重生成為博物館園區
的故事。

監造單位與督導委員研究牛眼窗修復作法

建築師比對建築修復色彩

修復團隊研究門窗剝漆考證用色

剝漆工班以雕刻工具清除最後的舊漆痕跡



古蹟建築即為展品，
不喧嘩的展示設計原則

修復與展示的銜接：
提早為展示做準備

展示設計過程中，曾有審查委員提出這樣的問題：
「古蹟展，是在古蹟中做關於古蹟的展覽，還是要展示古
蹟？」仔細思考後，策展團隊採取的作法是：修復後的古
蹟本體是展示主角，後續增添的古蹟展示重點在引導觀
眾悠遊於展館之間的實際空間體驗，古蹟展作為建築的註
解，不應搶走古蹟自身的風采。

再考量到前述展示欲回應的核心問題，因此透過設計
手法彰顯園區歷史區位，修復後的建築本身即是展示，以
幕後花絮的呈現，邀請觀眾對保存與修復產生好奇，就成
為古蹟展在設計時的執行重點。

在這個前提下，鐵道部古蹟展的各個獨立展間進行展
示設計時，儘可能將展櫃、展品集中於空間中心，以家具
形式來呈現；或是結合既有空間特性、設備元素來設計展
示櫃架，擴大古蹟原有空間的可見面積，保留觀眾進入展
場的同時也能意識到身處建築中的空間感受。

在古蹟修復階段，修復團隊即考慮
到未來展示的需求，在設計和施工上都
做了相應的調整。

設計層面，由於木構屋架是廳舍中
極具特色的建築構造，但屬於工作人員
的後臺維護空間，一般觀眾無法觸及。
因此在演講廳的部分天花保留開口未予
全部修復，讓觀眾透過開口即可一窺屋
架局部，同時也請匠師修復此區域時，
特別分層呈現木摺天花的構造，以利後
續工法解說。

修復階段預留演講廳木摺天花開口與分層構造

保留原有建築空間感的展示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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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保留多處在解體修復過程中的構造發
現和調查痕跡，如廳舍的剝漆調查結果、亞麻油
毯痕跡、工務室的防蟻混凝土構造等等，作為日
後展示說明。如果是建築結構必須隱蔽的部位，
則以拍攝照片、紀錄片等方式加以記錄，使未來
有跡可循。

第三，對於拆解下來的建築原始局部構件、
匠師們的試作樣品和使用的修復材料，也盡可能
的整理保留。

第四，工作報吿書的詳細記錄，包含工法記
載、影像紀錄，以及從建築師、施工團隊到各主
任匠師的成員訪談，使得鐵道部的修復從設計緣
由、對案場的觀察研究到施作方式都能擁有具體
的參考依據。

這些在修復階段為了施工紀錄和展示所做的
種種作為，回頭來看，不僅避免了因展示需要而
對古蹟的二次破壞施工，也確實提供了日後研究
基礎，成為古蹟展示的最佳素材。

脫落的石膏飾經過整理保存，成為展示的一部分 修復階段提早納入展示設計，呈現隱身牆板內的木構墨字

施工過程匠師訪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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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個主展間呈現古蹟精華

北門周邊文化資產，不同的活化利用方法

策展初始，
藉由前置研究調整展示規劃

從 2D 文案到 3D 展示

當時北門館尙未開館，因此在設計初始，
策展團隊進行了前置研究，試圖瞭解未來觀眾
觀展的期待，讓展示內容與設計能夠確實回應
觀眾需求。前置研究在 2017 年的 6 月至 7 月
進行，分別針對一般潛在觀眾、臺博館既有觀
眾以及具歷史展示相關專業背景的潛在觀眾等
三類群體，進行問卷調查和焦點座談，以了解
觀眾對於鐵道部的認識程度、展示內容與設計
手法的偏好，進而提早調整展示規劃。

前置研究的結果顯示，參加問卷調查的
群體中，半數以上有聽過鐵道部，甚至知道園
區位置，對於北門館開館與展示內容有高度期
待，認為建築與空間氛圍是最大的參觀誘因，
而最想知道的，是關於建築興建的時空背景、
建築特色以及與古蹟相關的人物故事，並對文
物和現地遺址的展示最感興趣。在展示設計
上，觀眾期待如互動、多媒體等新鮮有趣、具
現代感的展示手法，但仍希望看見更多的古蹟
空間和自然光線。

而焦點團體則提供了更深入的資訊。參與
者認為，歷史內容與場景的眞實性、考證與保
存修復的意義，是參觀古蹟空間展示在乎的重
點。體驗式的參觀、集章、手遊、歷史情境的
復刻活動、限量版門票或紀念品都能讓參觀經
驗更具吸引力。關於古蹟修復，則對修復原因、
如何還原以及修復者的態度、修復最困難之處
等議題感到好奇，也期待看見修復的前後差異。

有了這樣的調查基礎，展示內容得以及早
調整園區歷史背景和建築介紹的比重，也強調
其能見度，對於較少人好奇但仍有觀眾詢問的
修復工法，則以故事性的手法強化其吸引力，
並持續發展與展示搭配的遊戲體驗。

考量古蹟展與建築空間緊密相關的展
示特性，以及前置研究的觀眾反應，最後
古蹟展的整體展覽架構，是以園區四個主
要展間呈現園區歷史、重要工法、解體遺
構以及修復過程等重點展示內容，加上分
置於六棟建物的建築特色數位導覽、二十
處現地展示點所組成。

策展團隊將最希望讓觀眾了解、也是
潛在觀眾最想知道的重點資訊：園區歷史、
立體石膏飾的修復、建築解體遺構以及古
蹟修復過程，分配在位於食堂、廳舍部長
室、廳舍金庫和工務室四個主要展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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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眺望北門窗景成為展示一環

廳舍模型深入介紹建築特色互動裝置鳥瞰北門外時代變化

園區歷史
食堂

園區歷史展區，將鐵道部建築的歷史
背景、古蹟價値、建築特色，藉由模型、
敍事影像和多媒體互動裝置，引導觀眾回
顧鐵道部的過往，以此回應鐵道部為何保
存的議題。

歷史展區之所以會選在食堂，是因為
此處具有藉著窗景看到整個北門與臺北郵
局的最佳視角：位處二樓、帶著一點高度創
造出抽離感，搭配文案提示，吸引觀眾直
視鐵道部、北門、臺北郵局圍塑出的空間
關係：淸代北門作為臺北城的入口、到日
治中期以至戰後多年火車於鐵道上自北門
和廳舍之間奔馳而過、北門高架橋興建後的
侷促，再到今日開敞的西區門戶計畫路型。
這是個引領臺灣邁向現代化的歷史區域。

古蹟保存從來不只是空間中單獨存在
的一點，而是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在「今
昔對照北門外」單元中，將視角擴及到鐵
道部至臺北車站鐵道沿線周邊的城市地景
變化。

在戰後變化快速的北門外地景中，這
些因特殊文化與歷史價値而被指定保存的
建築物，更成為了漫長時空中相對恆定的
座標，讓後續世代在回顧歷史之餘，借此
參照。

在臺灣文資保存觀念生根發芽之前，
建物因應人們對空間需求而拆除、改建，
是使用的常態，也反映了現代性特質中追
求理性、進步、效率的思維。尤其位於開
發壓力極大的臺北車站都會核心區，即便
是鐵道部如今有幸得以保存成為博物館，
在 1990 年代的都市規劃裡，也曾面臨僅
維持立面的皮面式保存方案。

保存，並非理所當然，恆常充滿價値
判斷與政治考量。在展示中，也希望觀眾
在瞭解歷史之餘，能更進一步思索文資保
存的意義。

因而設計了「保存與活化的N種可能」
單元，挑選鄰近鐵道部的四處文化資產（鐵
道部宿舍群、臺北工場、三井倉庫、撫臺
街洋樓），呈現其在文資指定前後的不同
變化，試圖挑起觀眾的意識。今日所見的
北門館，也是多重價値選擇淘洗後的結果。

借景北門

今昔對照北門外

保存與活化的 N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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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部中的建築修復涉及工法
繁多，但其中最困難、也是最具吸
引力的，無非是廳舍的立體石膏飾。

廳舍的立體石膏飾在修復前已
損壞嚴重，尤其是部長室天花的中
心飾，幾乎全數脫落殆盡，現場僅
餘可見骨架的木摺天花，以及脫落
的石膏殘件和舊照片可考。

在近乎於零的基礎上，本館與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合作，邀請日本
長岡造型大學木村勉教授和臺灣的
修復團隊一起進行天花原始構造調
查，了解石膏飾脫落的根本原因，
並與日本匠師、科學保存技術員交
流可行的技術解決方案。

調查結果發現，廳舍興建當
時，石膏飾是以竹釘、鐵線組裝固
定於木摺天花上。一旦天花構造水
損腐朽，整組飾件即難以持續固
著。考慮修復後的持久性與現代技
術進展，最後以鍍鋅金屬棒作為石
膏飾骨架，並改以不鏽鋼螺絲加黏
著劑鎖固的方式來強化石膏飾的穩
定性。

而脫落的石膏飾則由建築師
與舊照片交互比對，找出構件樣式
和組合方法，確認殘缺需仿作的部
分，再交由匠師仿作、試組裝後定
位復原其位。而修復新件與原始舊
件之間，亦需做出區隔，以達到可
辨識的效果。

2009 年修復前的部長室天花（林一宏 攝）

脫落的石膏飾缺損石膏飾仿作試組裝

匠師重新組裝復位

石膏飾立體拼圖提供觀眾模擬匠師的體驗

立體石膏飾
廳舍部長室、橢圓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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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石膏飾修復的過程，涉
及眾多不同專業與技術人員通力合
作，其間亦有諸多需留意的細節。
鐵道部的古蹟修復，不僅對原始樣
貌力求考證，也在乎修復後眞實性
的辨識。在回復舊有樣貌的同時，
亦納入現代的技術來改善原本建築
的弱點。

挑選石膏飾修復來深入介紹，
因其精美的建築工藝或技術難度，
更因其足以反映臺博館修復團隊對
鐵道部修復所採取的方法和態度。

在對過往古蹟修復展的觀察中，許多觀眾由於對
修復過程的陌生、不了解而走馬看花，加上修復展往
往著重於工法技術的講解，卻因內容生硬，難以引起
非相關領域觀眾的興趣，然而在導覽解說的現場，「古
蹟如何修？」又是參觀者最常提出的疑問。

因此在這個展間裡，策展團隊從工程紀錄者的視
角出發，以十二則實際發生於工地現場的修復故事，結
合 1:1 建築構造模型、紀錄影像，呈現鐵道部修復的不
同切面，試圖揭開修復的神祕面紗。

藉由這些故事的帶領，看見是誰參與了鐵道部的
修復工作？修復的工地裡發生了什麼事？匠師們運用
了那些工具、方法來面對不同的修復難題？鐵道部成為
今日的樣貌又經歷了甚麼樣的過程和決策掙扎？同時，
也規劃活動空間，提供修復工坊舉辦教育活動之用。

監造與施工單位共同定位天花飾放樣位置

原始組件陳列於現場，解說剝漆修復作法

修復紀錄影片成為展示素材

迷你柱頭雕塑體驗

古蹟修復展示工坊
工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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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或捨棄？
廳舍金庫

對於前置研究調查，多數觀眾期待
的建物歷史與特色介紹，展示設計將之
結合成影片和互動式說明，把各棟古蹟
的基本資料收容在數位導覽看板內。除
了建物特色與背景外，也提供和古蹟相
關的有趣小故事，讓觀眾在現場自主檢
索。這些素材，日後也能擴充成線上資
料庫，成為移動式數位導覽的一環。

修復過程因解體發現而保留的眾多
痕跡中，策展團隊挑選了二十處作為古
蹟展的現地展示點。一開始的規劃是將
現地實境與手機結合，透過解謎遊戲將

數位導覽看板與
古蹟現地展示

其串聯，後來考慮常設展應盡可能服務所有觀眾，也提
供後續參觀團體活動發展的參考，改以導覽地圖整合，
讓展示媒介更具可及性。

鐵道部的現地展示，有別於一般直白的說明方式，
採取每一處皆以一個問題出發，這是建築師在古蹟層層
解構時所產生的疑問，也是一個個的修復故事。期待透
過謎題，勾引觀眾進一步探索的好奇心，所有的解答都
要親臨現場，才會揭曉。

修復過程中，修復團隊保留了許多
本將丟棄的建築原始構件、殘片。對博
物館和建築研究者而言，文物典藏，是
博物館的責任，而這些物件，就是了解
鐵道部建築的最好教材。然而即使預備
了空間，依然會面臨收藏空間不足和後
續利用的問題。如果放大來看，這也是
老舊建物在現代城市中去留再利用的抉
擇縮影。

策展團隊將其中一部分的物件，以
密集庫房的概念展出於此，一方面回應
金庫原本肩負了臺鐵局收容現金、帳簿 保留建築構件的密集展區

從提問出發的古蹟現地展示

等重要財務文件的空間角色，另一方面，也將博物館員
們恆常遇到的問題回問觀眾：

「我們該如何面對處理這些看似殘破的老物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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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謎導覽地圖結合古蹟空間，
創造自由搭配的展覽組合

尾聲：開展在即

有別於臺博系統的其他館舍，北門館是一
個包含至少六棟古蹟建築的園區，古蹟展配置
的完整展間，分別散佈在廳舍、食堂、工務室
裡，加上多處現地展示，不僅空間配置相對分
散，且展示點可能大至一整座牆面，或小至門
板上的某個角落，與一般在密集展間中連續性
呈現展示主題的作法，空間條件即有相當大的
差異。

因此，建構一套有效的指引系統，串連各
個展示點，強化點與點之間的連結， 進而形成
一個完整的展示架構，是鐵道部古蹟展設計上
的一大挑戰。

在分散多處的展示點中，串連起整個展覽
的關鍵，就是導覽地圖。在觀展經驗上，觀眾
不會在單一空間中密集看完整個展，他可以利
用導覽地圖按圖索驥發掘古蹟展；也可以跟著
園區建議的導覽動線，在遊逛的過程中，隨機
發現古蹟展，自由組合出對古蹟的了解和印象。

導覽地圖的另一作用，是現地展示建築解
謎的指引卡。園區中保留的現地展示多達二十
處，這些痕跡不僅反映了當初古蹟本身的建造
資訊，也是後來建築師決定如何修復的依據，
是連結今日與過往的橋樑。

設計上，特別不在摺頁上提供古蹟細節說
明，僅以簡單介紹和提問引起觀眾進一步探索
的好奇心，邀請觀眾親自到現場觀看展覽，以
得到最完整的資訊。這樣的作法，也是期待能
促使觀眾以身體直接經驗空間，感受這些經典
建築獨有的迷人魅力，讓觀眾自主、創造多元
的觀展方式。

鐵道部，這個佇立北門外的建築群，在落
成百年後的二十一世紀，以博物館的新角色重新
出發。

鐵道部園區歷史暨古蹟修復常設展作為開
館常設展之一，展覽是否了呈現鐵道部相對於其
他日治古蹟建築的獨特之處？是否將生硬難懂、
耗時費力修復過程，轉化成能讓觀眾心生好奇、
理解、進而觸動對文資保存的思考？整個展覽是
否達到了策展初始的目標，回應觀眾的期待？這
一切，都只待開館後大眾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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