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構的縫補-記國立歷史博物館閉館整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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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閉館整建前的二三事 

剛過完64歲生日的國立歷史博物館，憑著樂觀的射手座天性，平安地承載著

來來去去的數代館員，逐漸由年輕轉變為成熟。惟早年承接自日本時代「商品陳

列館」，再經逐年十數次增、改建的建築身軀，因先天體質不佳且長久使用，以

及對應博物館任務型態轉變，早是不堪負荷。 

史博館屬單棟建築且腹地狹小，實際現況使用面積僅2,000坪，扣除必要的

行政與公共服務空間，實際可供展覽面積不及1,000坪，典藏面積僅約232坪；較

之其他國家級的博物館或同性質之美術館，動輒數十公頃的土地與萬坪以上的館

舍樓地板面積，實屬非常缺乏。數十年勉強容納所有典藏、展示、教育、研究、

文創等博物館機能，至今已顯十分尷尬，而面對現代博物館的挑戰，在建築高度、

廣度與設備都明顯不足，無法滿足日益增加的觀眾需求，亦無法呈現館藏巨幅書

畫掛軸、長卷、全套冊頁、巨幅地圖及雄偉佛造像等文物展陳，亟需進行整體規

劃及改造。 

64年來的史博館努力創造過許多博物館界的第一次佳績，包括策劃叫好叫座

的展覽與教育活動、累積典藏五萬多號件獨特又珍貴的文物，陪伴著眾多重要書

畫藝術家茁壯成長，並與時俱進地將博物館圖像深入推廣到國人的生活中。但走

過時間的長河後回首觀之，館員們努力將輝煌與光鮮呈現給大眾的同時，其實是

在越發老舊且極為侷促的環境中勉力前行。 

猶記筆者初轉任於史博館的數月內經常在館內迷路，導因自整體建築空間不

足及早年的空間規劃，博物館只能將珍貴稀少的主要方整空間設為展場，而內部

館員使用的辦公室、會議室、廁所、茶水間、倉庫等空間則散落在各層的犄角旮

旯處，甚至有三個辦公室是早年加蓋的鐵皮違建，遇雨即漏水叫修，夏日期間，

永遠是坐在冷氣下的同仁喊冷、坐在遠離冷氣處的同仁喊熱。 

筆者每次要到館長室報告，需先端正衣裝儀容及精氣神(因為路程中會遇到

參觀民眾)走出小辦公室，途中經過三道管制門、兩道展廳走廊、下三層樓梯、

上一層樓梯，還穿越博物館門廳才能到達館長室，若遇漏帶文件、時間又急迫的

情形時，往回跑的途中實在難堪；筆者所在的辦公隔間，鄰近一個稍大的辦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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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數十名館員共用一個只有女生兩座、男生一座廁間的廁所，實在忍不住時只

好跑進展廳的廁所解決；協助執行整建計畫的委員們及建築師、營造廠團隊，於

經過重重空間後始到達會議室，總是不約而同驚嘆出「深宮」二字。諸如此類的

空間使用行為日日發生在博物館內，足見經年累積疊加的空間配置之窘迫與不合

理。在搬遷整建前的兩三年規劃期間，在鼠患肆虐的小辦公室裡，筆者每每望向

窗外荷花池畔的出簷，看到最近屋瓦上又長出新的芒草、紅柱上的漆皮又掉一

塊、逃生梯上長出好肥好多的左手香、外掛的電線脫離了牆面晃下來了阿，總期

待整建工作能順利持續下去，讓史博館這棟建築盡快走出黎明前的黑暗，而斷了

犄角的屋瓦走獸能重新得回尊嚴。 

另一方面，最初的史博館以歷史文物之收藏與展示為核心任務，在當時政府

的扶持下，努力豐富館藏、籌辦引導前衛的展覽，惟自1980年代起，國際新博物

館學論述帶動博物館發展趨勢的轉變，博物館的營運任務由以物件為導向轉為以

觀眾為導向，傳統上文物的徵集、鑑定、保存、維護、修復與陳列等工作不再是

博物館的唯一核心，如何使觀眾積極參與未來多元文化及創新互動的社會變遷、

如何讓人們所在地域的文化資產以最佳方式呈現，成為博物館工作的重點，此後

三十諸年，博物館的四大核心功能也於國內外博物館的實踐中逐漸確立與成熟。 

對應上述博物館核心任務轉型之現實，史博館自1970年代即已改建完成之博

物館建築規模，受限於腹地狹小，在空間質量及數量上皆已顯不足，無法承擔許

多基本營運任務，尤其是公共服務空間，受到非常嚴重的限制。入口門廳的狹促，

使得下雨天的門廳總是特別忙碌，開館前許多民眾擠站在十五坪大的門廳等待進

入展廳，既要寄放背包、收放雨傘、諮詢購票，又要與友人集合寒暄，並穿插著

清潔阿姨努力清潔地面的濕滑；筆者任職期間兩次生育，每日一至兩次使用展廳

內的公共哺乳室集乳，經常心焦於外面無等候位置而站在展廳走廊上哭泣的嬰兒

及其敲門的父母親；另由於動線具備多重機能，造成卸佈展或維修人員與觀展民

眾的窘迫交會；即使博物館員努力地服務各類型參觀民眾的需求，但實在很難說

博物館提供了令人十分愉悅的公共服務品質。 

前述史博館長年空間質量與數量上的嚴重問題，是本次史博館辦理閉館整建

工作的濫觴，然而進入實際的整建階段的工作千頭萬緒，牽涉面向與專業極其複

雜，本文嘗試以結構補強的角度紀錄這兩年來的整建工作，「結構」在過去史博

館辦理閉館整建的論述中慣被忽略，由近日觀之，其實才是最主要的關鍵角色。 

二、閉館整建的再三考量 

史博館於1955年承接興建於1917年的總督府商品陳列館兩層木造建築作為



館舍，簡易整理後即開幕營運，但隨著展示及典藏陸續到位，商品陳列館空間型

態並不足以對應博物館的營運需求，於是1956年至1970年代，在預算到位時間及

展覽排程的考量下，史博館進行十數次規模不等、位置不同、主題不一的增、改

建，此時期的增改建除了增加樓地板面積外，也呈現將木結構逐步替換成RC結

構，並在日式建築中混合了中式宮殿建築構造語彙的趨勢，其後在1971年至1976

年間，雖有林柏年建築師主持整體規劃改建，但本次改建終究並非拆除重建，且

面臨經費有限且需要在分年一邊營運一邊施工的前提下進行規劃設計，該次改建

後，建築外觀雖已全然改變為中式宮殿建築風貌，然而內部格局與結構仍為新舊

系統交雜併用的狀況。 

史博館這種空間逐步疊加、結構新舊並陳的建築特色所帶給我們的，除了空

間使用的不便性之外，包藏在層層裝潢裡的結構問題，才是本建築更為重要的課

題。在閉館搬遷前夕，漏水由各時期不知何年劣化的建築伸縮縫或未處理徹底的

新舊介面漫佈，沿著RC結構體內的裂縫隨意露出，這四處亂竄的潮濕所造成的傷

害成為結構隱患之一。因此，隨著我們對於本建築分期增、修、改建歷史的認識

越多，越加深對於本歷史建築脆弱結構的擔憂，因此整建的重點，除了在改善史

博館使用空間闕漏及不便性，更關鍵的工作在於由重新理解整體結構系統與補強

設計的角度進行文化資產修復與再利用。 

史博館十數年前即開始爭取辦理史博館空間整建的計畫經費，惟因故皆無法

獲得支持，而本次亦經多年的努力終於在2015年5月25日獲行政院核定「國立歷

史博物館升級發展計畫 (2017年8月14日第一次修正)，這是史博館多年來擁有最

完整經費挹注的時刻，相對足夠的經費給了我們足夠的支持可以思考如何整體性

地規劃空間及解決結構問題，而非屈就於過去機關每年稀少的日常管理維護預算

進行抓漏修補的工作。 

曾經有人提出史博館應該拆除重建或者向上增建，用以徹底解決結構問題及

空間量的問題，其實除了基地容積及建蔽率的先天限制無法容許以及避免對植物

園區域生態產生衝擊的考量之外，史博館建築於2007年受臺北市政府登錄為歷史

建築，因此，本次整建需要遵循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範進行文化資產建

築的修復及再利用工作，完全不存在拆除重建或大幅度變動外觀的可能性。 

史博館建築為逐年增改建而成，再經數十年使用，於結構安全已出現許多警

訊，另樓板承載力不足亦造成館方辦理展覽的限制，因此本次整建工程規劃進行

整體結構重新補強，樓板載重亦須進行重整，垂直動線調整，以確保未來文物、

參觀人員及辦公人員之使用安全。為徹底改善結構及空間系統問題，在研擬「國

立歷史博物館升級發展計畫」的階段，我們即思考以全面閉館、並將人員、設備



及館藏全數暫時撤離後再動工，對工程人員來說這是一個既理性又簡單的決定。

但即使到2018年史博館對外溝通即將逐步閉館時刻，外界質疑為何史博館無法

「半半施工」，也就是一邊營運一邊施工，似乎此法可以同時解決博物館的營運

責任及空間問題。其實，由於本次史博館整修作業係屬自結構體起徹底大修，在

既有建築空間侷促、狹小腹地且垂直動線單一的先天條件下，並無具備一邊營運

一邊整修之可能。若要勉強為之，除延長整體整建時程、增加工程經費及營運管

理成本之外，即使我們能為了展覽區域的安全增加更多重型支撐，仍有不可預期

的結構坍塌甚而造成人員傷亡之風險。 

本次整建工程非屬一般展示或裝修工程，本工程之結構、材料及工序皆需維

持持續性，若要強行分區施工，將增加更多時間、經費與管理成本，且可能因此

增加更多結構構造，致使未來可用樓地板面積減少。另一方面，史博館數十年來

勉強容納所有典藏、展示、教育、研究、文創等機能於僅2,000坪的單棟建築中，

將主要空間作為展廳使用，人員辦公場所及展覽工作準備空間已相對受到擠壓，

而由於空間混雜及機能重疊，因此每個空間或系統的小調整均牽一髮而動全身，

如採整修與營運同時實施之作法，本館展示與籌備空間除將更顯局促狹窄，勢必

將有運作失靈的情形產生。 

而施工期間噪音、粉塵及溫溼度控制將嚴重影響參觀品質及展品的安全，臺

北市捷運工程局於2015年開始於南海路上辦理捷運萬大線新建工程，其施工噪音

嚴重影響展覽參觀品質，捷運工程距離本館展廳尚有30公尺的距離，難以想像長

期貼近於展廳旁施工會是怎樣的景象。此外，由於本館樓地板面積有限，現況室

內僅有乙座樓梯及乙座電梯、室外僅有面臨南海路的單一出入動線做為卸佈展、

辦公人員及參觀動線，若要再容納施工動線，將產生嚴重的安全性問題，若要額

外為施工增加樓梯，不僅壓縮可營運樓地板面積、增加經費與管理成本，亦可能

對文資建築造成破壞。 

總而言之，本館受限於腹地狹小，無彈性空間可茲調度，為考量文物安全、

參觀品質、人員安全、整修效益、工程期程及減省公帑等方面，不得不以閉館整

建方式進行，是博物館專業考量後的慎重決策。 

三、閉館整建-結構補強規劃與工程 

基於整建前須盡可能對本文化資產建築取得充分理解，史博館於2015年至

2016年間依《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3條及第19條規定，委託何黛雯建築師

事務所進行史博館建築的調查研究及結構評估等工作，當時建築師與結構技師在

稀缺的書圖文獻中分析本建物之興、修、改建歷史，並在不同建造時間之區域進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70048


行結構體檢測調查，記錄及分析各結構體受損情形，作為後續修復再利用規劃設

計之基礎。不過因為當時本館仍在營運當中，各樓層皆有重要展覽，梁、柱及樓

板等結構體多數包覆於天花板、展板及展櫃之後，此時期能做到的結構調查主要

以目視檢測及無裝修包覆區域的混凝土鑽心取樣送驗及鋼筋掃描為主。 

至2017年間本館委託曾泊銘建築師事務所辦理規劃設計作業，規劃期間建築

師事務所及結構技師檢視過去所做結構調查報告，要求館方須提供更多區域進行

結構檢測，以使結構設計更符合建築需要。館方當時亦仍處營運狀態，但同意在

不影響展覽的前提下，利用數個周日夜晚及周一休館時間，有限度地拆除裝修材

進行混凝土及鋼筋檢測後再予以復原，建築師事務所透過以前的使用執照圖說及

本次結構檢測結果的交叉比對，盡可能地理解本建築結構狀況並作出結構補強設

計。 

史博館於2018年7月1日起全面閉館，於該年底將5樓與閣樓的典藏文物暫遷

於各寄存庫房，將散落各層的辦公人員全數搬遷至徐州路臨時辦公室，將設備物

品及檔案搬遷至倉庫，此時為史博館自1955年建館以來第一次全面淨空。史博館

修復及再利用的第一期工程由潤昶有限公司得標，於2019年3月正式開工，負責

主體結構補強及修復。 

依據本工程的預定進度規劃，2019年底應完成全部裝修及管線拆除工程，並

啟動主要結構補強工程，但隨著裝修拆除工程的推進，我們在許多區域發現了牆

面之後還有牆面、管線之上還有管線的情況，而所揭露的隱蔽處越多，本建築令

人難以置信的結構狀況才能逐漸浮現，每天都有新的發現，營造廠的工程推動十

分困難，由於結構體的現況不符合過去結構檢測結果、使用執照圖說及合理的結

構推測，因此建築師、結構技師與工程督導委員認為有十分的必要調整原來的結

構補強設計。 

我們於各樓層的柱、樑、牆面及樓板發現大量各時期建築遺構及新舊並陳之

增改建痕跡，有幸親眼見證了原來只呈現在書圖文獻中的建築歷史，並透過不斷

追加範圍的結構基礎試挖，意外發現日本時期商品陳列館的柱基、透氣窗、犬走、

排水溝及入口階梯及玄關地坪等，使我們對這座只存在於歷史照片裡的漂亮房子

的位置與形象有了立體化的了解。而為了保護與展示商品陳列館的遺構，建築師

必須調整原來的補強基礎設計。 

另外，我們發現了大量與原始使用執照圖面不相符及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包

括空心磚樓板的發現、使照圖上的RC柱遺失、空調管線於結構柱梁穿孔過大、分

期增建建築梁柱未接續等等狀況，這些狀況大量且重複地分散各處，只有透過將



層層疊疊的裝修及管線全面性拆除後才能發現，此等結構狀況讓各個督導本工程

的專家學者們對於史博館能安然度過數十年歲月，不約而同地驚呼「真是天佑史

博」。拆除工程每日面對未知的結構狀況，營造團隊甚至為施工安全數度暫停施

工，報請監造單位同意增加安全支撐。 

敲除天花板及地坪後發現大面積的空心磚樓板，證實了過去館員口中樓板承

載力不足無法引入國際展覽的問題，館方在綜合考量對文資建築合理補強的原則

後，重新討論了原來對於展場樓板載重(400kgf/m²)的要求。因此本工程在重新

進行建築破壞調查及測繪後，建築師與技師調整結構補強設計，本工程案於109

年5月完成第一次變更設計。 

但隨後營造廠依圖完成初步RC樑、柱及樓板補強，確保接續工程施工安全後

再進行第二階段拆除工作，我們在剔除粉刷層後揭露新的隱蔽處，再發現分期增

建的樓層多處結構柱樑變位挫曲、空心磚樓板未有樑筋與其他樓板連接、樓板配

筋量不足等問題，於是建築師與技師再次調整結構補強設計，並經過督導委員會

審查通過，於2020年12月完成第二次變更設計。 

在修復工程實際動工之前，我們充分理解史博館長期在空間質與量上的窘迫

現實，也是本升級發展計畫的起始，但在實際動工後，我們才真實體驗到數十年

前逐年疊加拼貼的文化資產特色所造成嚴重的結構隱患，未來能提供安全的博物

館參觀保證其實才是史博館閉館整建最重要的理由。閉館整建工程進行到今日，

由外界看來或許覺得推動進度緩慢，但事實上，史博館需要時間在有限的資源下

處理非常多至關重要的細微問題。史博館整建工作還是進行式，每天都有許多困

難等待著我們，筆者期望透過本文的敘述，除呈現整建工作的篳路藍縷，更期待

各界更為耐心地等待與史博館以更成熟並嶄新的面貌再見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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