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獲獎照片說明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愛古蹟組第一名(代表參加國際賽) 

作品以馬祖芹壁聚落為拍攝主題 

拍攝者：張雅倫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愛古蹟組第二名(代表參加國際賽) 

作品以水湳洞選煉廠為拍攝主題 

拍攝者維基帳號：Smchen43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愛古蹟組第三名(代表參加國際賽) 

作品以金瓜石礦業圳道及圳橋為拍攝主題 

拍攝者維基帳號：JinBoTwn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愛古蹟組入選(代表參加國際賽) 

作品以永成戲院為拍攝主題 

拍攝者維基帳號：Chang660614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愛古蹟組入選(代表參加國際賽) 

作品以北埔姜家古廟為拍攝主題 

拍攝者維基帳號：Sdfery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愛古蹟組入選(代表參加國際賽) 

作品以阿根那造船遺構為拍攝主題 

拍攝者：任台生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愛古蹟組入選(代表參加國際賽) 

作品以嘉義縣新港奉天宮虎爺聖誕香期為拍攝主題 

拍攝者維基帳號：Celineliu119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愛古蹟組入選(代表參加國際賽) 

作品以花蓮吉野開村紀念碑為拍攝主題 

拍攝者維基帳號：Mk2010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愛古蹟組入選(代表參加國際賽) 

作品以為蘭嶼雅美族野銀部落傳統建築拍攝主題 

拍攝者維基帳號：WU PEI HSUAN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愛古蹟組入選(代表參加國際賽) 

作品以臺北機廠組立工場為拍攝主題 

拍攝者維基帳號：Tienhsi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集記憶組第一名 

作品名：懸日下的疫情 

拍攝者：唐義宏 

作品故事：臺北市峨嵋街的懸日/落日甚美，四月間武漢肺炎疫情嚴峻，原想拍

「懸日」卻拍到了「懸疫」，街頭人人戴口罩，顯示臺灣百姓自主衛生管理

佳，成為全球疫情控制模範生。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集記憶組第二名 

作品名：小兒麻痺兒童之家 

得獎者：邱桄水 

作品故事：小兒麻痺症已存在有千年之久，大規模的疾病爆發始於 19 世紀末的

歐洲與美國 。20 世紀，小兒痲痺症更接著成為疫區中最讓人擔憂的幼童疾病,

在早期的台灣也有很多幼童患此病,所以防疫工作在那時的台灣就成為很重要的

課題,這張老照片是一所診所成立的小兒麻痺兒童之家,染病的兒童並沒有因此而

面露憂愁,反而因為得到了妥善的醫療照顧而露出燦爛的笑容,很令人感動與不

捨。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集記憶組第三名 

作品名：醫生配藥師／童乩與桌頭 

拍攝者：溫宗翰 

作品故事：民間信仰中的濟世服務，經常由神明所選之乩童來為信徒解決疑難

雜症，有時不見得是開立藥方，而是交代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瑣碎事項，或是開

立符令給信徒淨身使用；無論如何，乩童身旁必然要有一位桌頭（或稱筆

生），而這位桌頭得仔細地把神明交代的所有事項抄錄下來，有時甚至要協助

信徒去完成神明交辦的事項，宛若醫生治病而藥劑師開藥一般互動。圖中乩童

為信徒解決身體疾病，開立符令後，交代身旁之筆生要如何使用符令與其飲用

方式。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集記憶組 入選 

作品名：臺南上茄苳藥籤筒 

拍攝者：ICE 

作品故事：臺南市後壁區上茄苳顯濟宮，已擁有兩百多年的歷史，該廟還保有

藥籤的傳統文化，民眾會先去顯濟宮求藥籤，而後再到附近中藥店抓藥。圖為

顯濟宮廟裡的藥籤筒，可以看到分為眼科藥籤、運途籤詩、兒童藥籤、成人藥

籤等四項，顯濟宮主神為保生大帝，民眾可以根據自己所求，對應相對的藥

籤，籤筒色彩繽紛，也為古老的廟宇增添一些色彩。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集記憶組 入選 

作品名：1965 年的疫苗接種紀錄卡 

拍攝者：文及真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集記憶組 入選 

作品名：老醫書孤本 

拍攝者：李昀謙 

 

109 年集思廣憶全民徵件集記憶組 入選 

作品名：古代除瘟大師與現代西藥房 

拍攝者：陳弘桂 

作品故事：在北臺灣，關渡二媽在早期驅除瘟疫的神蹟廣為人知，庚子年新冠

肺炎蔓延全球，關渡二媽仍出巡奔波除瘟，二媽從轎窗看到醫療衛生的進步應

該倍感欣慰。也著人，也著神，人神共助，不論今昔，關渡二媽仍守著眾弟

子，與強大的醫療人員陪伴臺灣共度時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