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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建築，是最能夠映照出當時代下的發展縮影，而在經歷過時代替換和文化變遷

後，這些古老的歷史建築有些被保存了下來，並幸運地得到了完善的修繕；有的仍抵

擋不過歷史的廣大洪流被迫拆除或是荒廢，始終未能得到完善的修復與保存，最終仍

淪為了時代替換下的文化遺珠。 

    在現今的社會，由於投入許多資源發展都市，造成人們在土地上長期的發展有所

忽略，因而產生舊建築再利用的想法，並將所有心思重新定位在既有的城市空間以及

生活累積的文化經驗。 

    要將這些老建築再度以新風貌呈現，不僅僅是新的政策規劃，也是實踐生活中的

價值觀。藉由空間的創新，調節社會生活的新需求，有可能成為在地的新產業。這樣

的新文化空間的建構，本身就是具體的新文化。 

    然而近幾年來，對於舊建築再利用的規劃備受關注，事實上卻潛藏許多問題。包

括對建築本身的規劃、翻修及設備的添購引發爭議性；在建築的使用及經營的合法性

備受質疑；長期的規劃及營運模式也有著不確定性。 

    由於在為這些老建築進行規劃的同時，政府確實會提供經費的補助，但長期下

來，對政府所提供的經費補助依賴性過高，因此接手老建築的相關團體及公司，必須

要考慮如何將老建築規劃成核准的商業性質，並將老建築的歷史流傳下去。 

    綜合本研究分析，了解到就目前的老建築再利用，太過強調現代化，最重要的是

不該隱藏老建築原有的存在意義，而是完整的呈現老建築本身的歷史意涵、大眾文化

及娛樂，促使人們能夠親自體會這些老建築背後的故事。 

    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對於歷史建築的定義如下： 

本法所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

資產：  

一、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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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附屬設施群。 （行政院文化部－文化資產保存法，1982） 

    而本研究整理出了以下得以保存、並且也被賦予新生命的再利用歷史建築作為本

研究探討之方向。 

    往後本研究也將逐一蒐羅現今我國所保存之文獻，並探討日據時期的歷史建築如

何保存，以及後續如何將這些歷史建築再利用，使其能夠賦予世人更深厚的文化意

義，並能重新建立起其文化價值。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此研究以台北市以及新北市地區為主，並以電子書介紹日式老舊建築改造之餐

廳。因現今日本來台旅客逐年增加。現今旅遊雜誌中極少數旅遊雜誌中附有中日介

紹。雖然現今網路發達，網路上有很多觀光資訊，但在國外很難隨時使用網路。 

    故此研究目的將日式老舊建築改造之餐廳的觀光資訊及介紹以電子書的方式呈

現，方便提供台灣及日本旅客先將電子書下載至手機內，以便隨時參考及利用。 

    本研究是以日式建築再利用為主題，期望達到以下研究目的： 

第一、針對北部日式建築分析現有觀光雜誌資料。 

第二、了解目前北部日式建築再利用之現況。 

第三、以電子書的方式呈現，並以部分中日對照完成電子書的內容。 

    在台灣有許多日據時期所留下的建築物，在風吹日曬下已漸漸老舊，有的木造建

築甚至漸漸腐蝕，為了能夠保留當時的建築風貌， 將為這些老建築進行規劃及改變。 

因此本組以實地採訪的方式，將範圍侷限在台北市，透過訪問店家的方式，了解當時

選擇日式建築的原因，及以什麼樣的經營型態維持建築的原樣，再深入了解規劃日式 

建築在利用的過程。 

    為了能夠將日式建築再利用的成果用不同的方式呈現，本組將以電子書的方式呈

現，並以部分中日對譯的方式介紹，以此與市面上所販售的美食雜誌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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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圖 

 

研究動機 

 

相關文獻整理與分析 

 

研究目的 

 

實地勘查 

 

探勘資料整理 

 

電子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作品呈現 

圖 1-3-1 研究架構與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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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式建築新氣象 

 

第一節 再利用定義 

 

    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章第二十一條，政府界定歷史建築再利用的定義及

辦法如下：第二十一條  古蹟應保存原有形貌及工法，如因故毀損，而主要構造與建

材仍存在者，應依照原有形貌修復，並得依其性質，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提出

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採取適當之修復或再利用方式。前項修復計畫，必要時得

採用現代科技與工法，以增加其抗震、 防災、防潮、防蛀等機能及存續年限。第一

項再利用計畫，得視需要在不變更古蹟原有形貌原則下，增加必要設施。古蹟修復及

再利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本組將專題之研究範圍設定於日據時期在台灣遺

留至今的日式舊建築，在現今做為其他用途之再利用過程。 

    所謂的再利用，在本組專題內指的並非只是將原本的建築保存下來如此，而是使

其跳脫出原本的歷史框架，尋求與以往不同的嶄新價值。這些具有歷史的舊建築，或

許在現今會因為長久以來的年久失修導致其閒置，並未另做他用，甚至是就此荒廢變

成了受到時光洪流沖刷下而逐漸沒落的一個歷史遺珠。而幸運的是，大部份的日式房

舍建築即便是當初政府單位或民間團體無力修繕或維護而暫時閒置，或者又因接手負

責的業主在考慮利用用途時有其考量，使這些建築面臨拆遷或是其他走向等等，但是

在現今還是仍然有為數不少的日式建築得以保存下來，經過修復之後獲得新的生活與

價值。 

    這些建築的新用途不論是做為餐廳，亦或是文創園區等等，本組所欲研究並且呈

現的即是這些老建築在經過一番修整後，究竟是如何變成現今我們所看到的全新樣

貌。"再利用"的過程並非只需單純修復這些歷史建築，而是還需要經過縝密而仔細的

思考，究竟這些建築到底適合用什麼樣的用途，來表現它們與以往單純的樣子完全不

同的樣貌呢？ 

    既要能保留不失原本歷史味道與痕跡，還又要能賦予它們嶄新的價值。在研究的



 

- 5 - 
 

過程中，這同樣也是非常值得探討並挖掘的課題。再者，因為時代變遷及世代替換， 

導致非常多極具時代意義的建築成為了「蚊子館」，間或是因為不同的使用因素或考

量致使其成為了真正的閒置空間；而幸運的是在台灣各地仍有為數不少的歷史建築在

憑藉有利的文化人士奔走搶救下不致於面臨被拆除或蔓草叢生的命運。長期以來，因

為我國致力於經濟上的發展，而造成了相對地較為忽視在文化方面的維護管理，但是

在近幾年來推行文化藝術方面的薰陶，也舉辦了非常多的藝文展覽。所以，就有了我

們所要研究的舊建築新氣象。 

 

第二節 本研究範圍 

 

日本身為一個殖民者，在統治台灣之後，自然而然地也引入各種日本文化，在殖

民地上重視本國文化，在文化上是如此，建築方面也不例外。在政治、文化及懷鄉情

節多重的影響下，各種不同的日本風格的建築在日據時期紛紛傳入台灣。不論是日本

宿舍、日本旅館及料理店，這種來自東洋建築的影響至今在台灣都能看見，因此本組

要探討的是日據時期在台灣還留存至今的傳統日式建築。 

而日本人在治台五十年，在台灣所興建的建築中，最具日本文化的建築物乃是以

日本傳統建築為藍本所興建的各種建築。但也由於這些建築本身的日本意識太過濃

厚，戰後初期的國民政府因反日情節而對這些建築視而不見，或是加以拆除或改建的

念頭，所以現今保存狀況良好的實例，若與西洋歷史式樣的數量相較之下，可說是極

為有限。 

台灣在日據時期所建的建築物，也未必都是具有日本文化的風格。有的在日據時

期建造時是屬於西洋歷史式樣，尤其是從 1900 年左右開始，許多公共建築與學校均

以改建為西洋歷史式樣，例如台北台灣國語學校(1899)、台北總督官邸(1901)及台北

醫院(1898)等等都在 1900 年前後改建，原因在於日本人治台前期，政經狀況還不穩

定，受過建築專業訓練的日本建築師能來到台灣的人數有限，為了能夠在建築上求新

有別於台灣的傳統建築，因此採用較簡單的方式興建西式建築，日本的建築史家將這

類帶有西洋風味的建築稱為「洋風建築」。而這些日劇時期早期的建築不單是只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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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傳統的木造結構，在外觀上也會添加西方建築的元素，創造出西方建築的意象，但

必須要了解的是台灣日據時期的西洋歷史式樣是十九世紀時從歐洲經由日本傳到台

灣，再加上建築師的詮釋與調整後，使建築原本的型態產生改變，因此台灣的西洋歷

史式樣的建築很少有非常接近西方原型的作品。 

由於全台日式建築數量甚多，在經過多次討論下，我們決定將範圍界定在「台北

的日式舊建築」，呈現這些建築如何跳脫以往的框架，與前身有截然不同的新價值，

讓舊建築能夠擁有不一樣的定位，也讓世人能用不同的角度去了欣賞它。 

本專題的研究探討範圍定於「日據時期之建築」， 取材範圍為兩種，一是觀光景

點，二是餐廳；在觀光景點部分，我們實際走訪了華山 1914 文創園區和松山文創園

區，而在餐廳部分，因研究範圍以台灣現今具有歷史感和再利用價值的餐廳做為本專

題研究範圍，包含了像是順天外科醫院及晉江茶堂等等的日式舊建築；另外，除了將

範圍劃分為上述二種主題之外，同時我們必須清楚瞭解經營者是如何得知這些老建

築？而又是利用何種型態重現當時風貌？其再利用的過程又是如何規劃與進行?為何

想將該建築做為現今用途？這些問題都是本專題在進行研究時所要面臨且設法解決

的問題。 

 

第三節 探討現有資料 

 

目前市面上介紹日式老建築再利用的雜誌圖書並不多，因此我們在尋找資訊的過

程中，並不容易從單一本圖書中找到所有我們需要的資料，在尋找的過程中我們發

現，目前日式老建築在利用的圖書大約分成以下這三大類： 

第一類：建築類 

此類的風格多以建築手法、建築師與設計師的修復過程與技巧呈現為主，目標族

群皆以建築設計圈為主。 

第二類：旅遊類 

此類風格多以店家自身特色為主，常以餐點或是景點等等資訊作為圖書內容，並

用圖文並茂的方式呈現，目的多是為了吸引讀者目光，令翻閱的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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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文化類 

此類風格多以歷史角度切入為主，往往以一個都市或一個國家為主，目的是為了

讓讀者能夠清楚地瞭解某地的文化興衰以及發展成果。 

從這三大類的區分上就能夠發現，切入的角度不同，鎖定的目標族群也會不同；

接下來我們會一一分析我們手中的資訊，瞭解究竟傳統圖書與數位資訊的區別為何？

而我們為何選擇用數位電子書的方式呈現？各自有何優、缺點？而未來傳統圖書與數

位資訊分別會遇上何種威脅？如何能一一擊破？ 

 

表 2-3-1 雜誌書籍資訊 

 書名 作者 內容 出版社 出版時間 頁數 

1.  日安，台北 王梅、李方、 

葛新民、楊素 

松山文創園

區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

公司 

2014／09

／30 

P114

~121 

2.  下一站！台

北捷運小旅

行 

城市 WALKER

（YANN） 

華山 1914

創意文化園

區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2012／01 P46

~51 

3.  食尚玩家－

巷弄台北 

總編輯：梁玉立 

副總編輯：彭素華 

主編：林涵青 

青田七六、

華山 1914

文創園區、

野草居食

屋、松山文

創園區、二

條通綠島小

夜曲                                                                                                                                                                                                                                                                                                                                                                                                                                                                                                                                                                                                                                                                                                                                                                                                                                                                                                                                                                                                                                                                                                                                                                                      

英特發股

份有限公

司 

2012／11

／01 

NO.252 

P30.

40~4

2.52.

69 

4.  食尚玩家－

深夜食堂 

總編輯：梁玉立 

副總編輯：彭素華 

主編：林涵青 

野草居食屋 英特發股

份有限公

司 

2012／08

／23 

NO.247 

P8 

5.  食尚玩家－

大稻埕 

總編輯：徐延之 

副總編輯：彭素華 

主編：林涵青 

 

保安捌肆 英特發股

份有限公

司 

2014／10

／16 

NO.303 

P28 

6.  食尚玩家－

和風老屋 

總編輯：徐延之 

副總編輯：彭素華 

主編：林涵青 

保安捌肆、

二條通綠島

小夜曲、青

英特發股

份有限公

司 

2014／07

／24 

NO.297 

P22.

24.3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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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組研究整理 

 

表 2-3-2 參考雜誌書籍資料 

 田七六、天

命庵、野草

居食屋、松

山文創園

區、華山

1914 文創園

區 

 78.8

0 

7.  HERE！台

北好日子 

總編輯：鶴本廣記 

主編：黃淑玲 

編輯：葉弘毅 

撰文者：MINA 

 

二條通綠島

小夜曲、保

安捌肆 

台灣東販

股份有限

公司 

2014／09

／26 

NO.98 

P77.

117 

8.  HERE！秋

天清爽小旅

行 

總編輯：原和男 

主編：劉若屏 

 

松山文化創

意園區、華

山 1914 文

創園區 

台灣東販

股份有限

公司 

2012／10

／29 

NO.83 

P62.

63 

9.  HERE！嚴

選居酒屋 

總編輯：原和男 

主編：凌卓民 

 

 

天命庵、野

草居食屋 

台灣東販

股份有限

公司 

2012／08

／29 

NO.82 

P72.

75 

時尚玩家－巷弄台北（2012／11／01 出版 NO.252） 

華

山

1

9

1

4

文

創

園

區 圖 2-3-1 雜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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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山

文

化

創

意

園

區 圖 2-3-2 雜誌參考 

青

田

七

六 

圖 2-3-3 雜誌參考 

野

草

屋

居

食

屋 

圖 2-3-4 雜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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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條

通

綠

島

小

夜

曲 

圖 2-3-5 雜誌參考 

優

點 
有詳細的文字介紹，圖片清晰。 

缺

點 
版面小，間接導致文字大小，閱讀困難。 

食尚玩家－和風老屋（2014／07／24 出版 NO.297） 

華

山

1

9

1

4

文

創

園

區 圖 2-3-6 雜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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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山

文

化

創

意

園

區 

圖 2-3-7 雜誌參考 

青

田

七

六 

圖 2-3-8 雜誌參考 

野

草

屋

居

食

屋 
圖 2-3-9 雜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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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天
外
科
醫
院
（
保
安
捌
肆
） 

圖 2-3-10 雜誌參考 

天

命

庵 

圖 2-3-11 雜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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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條

通

綠

島

小

夜

曲 

圖 2-3-12 雜誌參考 

優

點 
圖片清晰，排版整齊，店家多元。 

缺

點 
篇幅很少，店家資訊簡短。 



 

- 14 - 
 

 

 

時尚玩家－大稻埕（2014／10／16 出版 NO.303） 

順
天
外
科
醫
院
（
保
安
捌
肆
） 

 

圖 2-3-13 雜誌參考 

優

點 
一目了然，可配合其他景點走訪。 

缺

點 
無餐點資訊。 

時尚玩家－深夜食堂（2012／08／23 出版 NO.247） 

野

草

屋

居

食

屋 

圖 2-3-14 雜誌參考 

優

點 
圖片清晰，有詳細文字介紹。 

缺

點 
唯一店家圖片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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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秋天清爽小旅行（2012／10／29 出版 NO.83） 

華

山

1

9

1

4

文

創

園

區 

圖 2-3-15 雜誌參考 

松

山

文

化

創

意

園

區 

圖 2-3-16 雜誌參考 

優

點 
圖片清晰。 

缺

點 
無完整景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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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嚴選居酒屋（2012／08／29 出版 NO.82） 

野

草

屋

居

食

屋 

圖 2-3-17 雜誌參考 

天

命

庵 

圖 2-3-18 雜誌參考 

優

點 
圖片清晰，店家多元。 

缺

點 
色彩較暗，閱讀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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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台北好日子（2014／09／26 出版 NO.98） 

順
天
外
科
醫
院
（
保
安
捌
肆
） 

圖 2-3-19 雜誌參考 

二

條

通

綠

島

小

夜

曲 
圖 2-3-20 雜誌參考 

優

點 
圖片清晰。 

缺

點 
店家資訊簡短，無完整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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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台北捷運小旅行（2012／01 出版） 

華

山

1

9

1

4

文

創

園

區 

圖 2-3-21 雜誌參考 

優

點 
有清楚文字介紹及圖片清晰。 

缺

點 
圖片過少，無法看完整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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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安，台北（2014／09／30 出版） 

松

山

文

化

創

意

園

區 

圖 2-3-22 書籍參考 

優

點 
有清楚文字介紹。 

缺

點 
圖片過少，無法看完整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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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圖 2-3-1～圖 2-3-21 雜誌參考 自行拍攝 

圖 2-3-22 書籍參考 自行拍攝 

圖 2-3-23 雜誌參考 自行拍攝 

 

 

 

 

 

 

 

甘樂誌（2014／05／01 出版） 

大

村

武

日

式

串

燒

居

酒

屋 

圖 2-3-23 雜誌參考 

優

點 
有清楚文字介紹。 

缺

點 
文字太小，閱讀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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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利用 SWOT 分析的結果，我們發現： 

1. 雖然傳統圖書有它的缺點，像是有重量，需要耗費紙張印製，需要空間存放

等等，但是傳統圖書卻能夠留下時代痕跡，讓後人考究前世代的歷史、文物、

發展。 

2. 因傳統圖書是採紙本形式販售，隨著時間流逝，後人可依照紙張材質的不同，

在考察時能夠有更深入的瞭解，就如同我們能夠憑藉著過去的歷史文物來分

析當初的文化，且不會因時代變遷而完全消聲匿跡。 

3. 綜合以上兩點以及 SWOT 分析，我們認為傳統圖書仍有存在之必要。 

表 2-3-3 傳統圖書 SWOT 分析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整理 

為了能夠比較傳統圖書呈現方式，我們特別也針對電子書做 SWOT 分析，從中

清楚的瞭解電子書的利與弊，並對於以下這幾點做出回應： 

1. 電子書的優、缺點。 

2. 隨著時代的變遷、３Ｃ產品的便利，電子書究竟會不會取代傳統圖書？ 

3. 電子書仍有不足的地方難以發展嗎？ 

根據利用 SWOT 分析的結果，我們發現： 

1. 電子書雖然有便利且無重量、更新快等等優點，但是 3C 產品及通訊網路並

不是人人都能夠擁有，對於比較清寒的人來說，根本無法觀看，這點就遠不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 

閱讀簡單 

圖文並茂 

可利珍藏 

有利文化考究 

不環保 

成本過高 

攜帶不便 

需空間收納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可發行珍藏版 

可轉為觀光產業 

被數位化圖書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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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傳統圖書來的親民，必須事先下載。 

2. 雖然現在 3C 產品的發展可說是如日中天，但是我們認為終究無法取代傳統

圖書，雖然電子書便利且環保，但有些文物上的保留仍需實體物品保存，電

子書並無法保證能夠存放在一個無威脅的空間。 

3. 我們認為電子書仍有難以發展的地方，像是偏遠地區的居民，因為無電信基

地台，就無法使用通訊網路，另外，清寒的人也購買不起 3C 產品，更別說

是使用了，電子書並無法推廣成像傳統圖書那樣人手一本的模式。 

表 2-3-4 電子書 SWOT 分析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整理 

 

為了證明我們選擇的呈現方式較優於現有的傳統圖書，我們特別從上述分析的資料

中，選擇了幾個景點資訊是比較完整的資料來和我們的數位電子書成品做比較，我們

列出了以下十二點作為比較依據： 

1.圖片是否清晰？ 

2.是否有豐富文字介紹？ 

3.是否有完整的店家背景？ 

4.是否有完整的店家資訊？ 

5.價格？ 

6.製作過程是否繁複？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 

不需隨身攜帶 

不需紙張印製 

更新速度快 

無重量 

無法隨時隨地下載 

需花費時間研發製作 

需購買 3C 產品及通訊網路 

格式無法一致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有利數位產業發展 

可針對客群研發軟體 

可替代傳統圖書 

網路安全 

汰換率高 

與傳統圖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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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是否有其他語言標示？ 

8.是否可以及時更新資訊？ 

9.文字大小是否可以調整？ 

10.是否需媒介才可觀看？ 

11.攜帶的方便性為何？ 

12.是否能一本抵多本？ 

表 2-3-5 比較表格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整理 

 

     

 

 傳統圖書 V.S. 數位電子書 

清晰圖片 有  有 

豐富文字 部分圖書有 ○勝   以簡短描述為主 

介紹文字豐

富 
部分圖書有 ○勝   無 

價格 一百至三百元不等  ○勝  免費 

製作過程 
需電腦排版後輸出

印刷 
 ○勝  直接數位輸出上傳即可 

其他語言 無  ○勝  日文 

可即時更新

嗎？ 
不可以及時更新  ○勝  可以即時更新 

可更改文字

大小嗎 
固定大小無法放大  ○勝  可隨意調整 

需要媒介才

能觀看嗎？ 
不需要 ○勝   需要３Ｃ產品和通訊網路 

攜帶方便性 
需空間放置且有重

量 
 需攜帶可連接通訊網路的 3C 產品 

是否能一本

抵多本？ 
不能  ○勝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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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面表格顯示，雖然傳統圖書仍有優點存在，可是與數位電子書比較之後，

可說是節節敗退，數位電子書擁有無重量、文字可隨讀者需求調整、可即時更新等等

優點，這些都是傳統圖書無法做到的地方，但是，數位電子書也不是說完美無缺，它

仍需要與３ｃ產品和通訊網路搭配，若是在無電信基地台的偏遠地區或是３ｃ產品沒

電的情形下就會無法瀏覽，這一點也是數位電子書大大輸給傳統圖書的關鍵，在比較

這兩者的差別之後，本組研究發現，數位電子書想要完全取代傳統圖書，依照目前的

發展情況是完全不可能的，它只是一種多元呈現的方式，能夠提供消費者依照自己的

需求而選擇不同的閱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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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製作電子書 

第一節 何謂電子書 

    隨著時代變遷，資訊產業的進步，現今各種資訊及各種服務都有逐漸電子化的趨

勢，其中書籍及資料的電子化，更為普遍。所謂的電子書，即是將一般的書面文字轉

換成電子檔，可藉由電腦、智慧型手機等等，輕鬆閱讀。現今社會大眾響應環保，許

多書籍都已從實體紙本書轉化為電子書，不僅可響應環保愛護大自然而且更能讓各個

國家的人方便取得利用，拉近個人世界觀的距離。 

 

第二節 電子書製作方法 

    本次製作電子書所使用的軟體為 Adobe。於官網（http：／／www.adobe.com／tw

／products／indesign.html）下載試用版。並以其中 Adobe InDesign CS5 軟體製作本

電子書。 

 

圖 3-2-1 電子書流程介紹 

按此新增頁面。 

http://www.adobe.com/tw/products/indesign.html
http://www.adobe.com/tw/products/indesig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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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電子書流程介紹 

    按此選擇電子書的翻頁方向及直式或橫式。 

 

 

 

圖 3-2-3 電子書流程介紹 

    先在上格中增加頁面，自行設定版型，可設多種版型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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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電子書流程介紹 

    在下格中新增頁面後，可將上格中新增的版面拖曳至下頁面中即可套用 （可將

➁拖曳製➂） 。 

 

圖 3-2-5 電子書流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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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主要製作此電子書工具鍵。 

    ⑤可拖曳方框在內輸入文字。 

    ⑥可拖曳方框後插入圖片。 

 

圖 3-2-6 電子書流程介紹 

    完成之後按此（轉存）即可輸出成品。 

 

 

圖 3-2-7 電子書流程介紹 

    存檔時必須選擇檔案類型 Flash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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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 電子書流程介紹 

    設定轉存 SWF選取所有頁面或欲轉程之範圍並選取產生HTML檔案和轉存後檢

視 SWF 檔後即可按確定。 

資料來源： 

圖 3-2-1～圖 3-2-8 電子書流程介紹 自行拍攝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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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地探訪 

 

    為了瞭解日據時期所留下來的歷史建築再利用成果，我們採取實地探訪的方式，

實地走訪各景點與店家，了解建築歷史及經營者動機和再利用方式，記錄店家如何將

舊建築整修後再次以新風貌呈現給世人，讓舊建築能夠找回它的利用價值。 

 

一、【華山 1914 文化園區】 

    華山 1914 創意文化園區建於西元 1914 年，當時為日本統治時期大正五年，為民

營芳釀株式會社酒造廠，以生產清酒為主，但在西元 1922 年日本政府開始實施專賣

制度，酒廠因此被收買並改名為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北工廠。 

    隨著日本戰敗台灣光復後，在西元 1945 年此點由政府接手並更名為台灣省專賣

局台北酒工廠，由於四年之後專賣局改制成為菸酒專賣局，此點也再次更名為台灣省

菸酒公賣局台北第一酒廠。 

    西元 1997 年時，金枝演社進入廢棄的酒廠演出，被指控侵占國產，藝文界人士

不禁挺身而出，集體爭取廢棄酒廠再利用，在與省政府文化處與省菸酒公賣局協商

後，自西元 1999 年起，公賣局將酒廠委託省文化處代管，文化處再委託中華民國藝

文環境改造協會經營， 此點也正式改名為華山藝文特區，作為藝文界和非營利團體

及個人的創作場地使用。 

    經審後，華山藝文特區轉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管理，曾短暫委託「橘園國際

藝術策展股份有限公司」經營，除了藝術展之外，園區內也開始舉辦設計、流行音樂

相關等活動。 

    西元 2002 年起，文建會開始進行閒置的酒廠舊空間活化再利用計畫，同時為解

決華山長期藝術表演權與公民使用權之間的爭議，並且整併調整為「創意文化園區」，

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特別用地。經過 2004 年一整年封園整修後，在 2005 年底重

新開放供藝文界及附近社區居民使用至今，新園區結合舊廠區及公園區，並且正式更

名為「華山 1914 創意文化園區」。且在 2007 年 2 月時，文建會規劃「華山創意文化

園區文化創意產業引入空間整建營運移轉計畫案」，由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在

2007 年 12 月依約取得園區經營管理權利。   

    「華山」的名稱由來，要回溯到清朝時期。當時原稱為三板橋庄大竹圍，直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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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922 年，日治政府廢除台北舊有街庄名並將名稱改為「樺山町」。「樺山」是取自

日據時期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的名字。當時的「樺山町」包含台北市役所（現今的

行政院院址）、樺山貨運站，台北酒廠等政府單位，是日據時期台北市都市計劃中，

規劃要開發的地區。直到台觀光復後，國民政府將「樺山」更名為「華山」，也就是

現在的「華山 1914 創意文化園區。」 

 

 

 

 

 

 

 

圖 4-1-1 華山 1914 文化園區 

資料來源： 

圖 4-1-1 華山創意文區 自行拍攝 

 

二、【松山文創園區】 

    松山文創園區建於西元 1937 年，最初為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松山菸草工

廠，隨著日本戰敗台灣光復後，此點由公賣局接手，且在西元 1945 年更名為台灣省

專賣局松山菸草工廠，後又於西元 1947 年更名為台灣省菸酒公賣局松山菸廠，但在

西元 1998 年時，因應都市空間的規劃，且隨著國營事業民營化和香菸市場競爭力下

降，故而停止生產，老菸廠於此時正式走入歷史。 

    台北市政府於西元 2001 年指定此點為第 99 處市定古蹟，其中辦公廳、製菸工廠、

鍋爐房、一至五號倉庫為古蹟本體，並將蓮花池、運輸軌道及台灣光復後新建的倉庫

一併納入古蹟保存範圍內，原始建築為日式分離派建築風格的建築物，為了活化及再

利用園區空間，故定名為「松山文創園區」，且在 2011 年 11 月 15 日正式對外開放，

園區內結合了藝文、文創、設計、視覺等跨界性的展演活動，更與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合作設置「台灣設計館」，提升國內設計產業發展，昔日台灣第一座現代化的菸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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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身一變，成了台灣原創的發展基地。 

    廠區也因為戰後種植大量植栽，現已是台北市東區最大的綠地，較令人惋惜的是

在 2002 年時，行政院已同意台北市政府將此地規劃為台北大巨蛋體育館預定地，也

許在不久的將來，松山文創園區就要面臨拆除的命運，老菸廠的身影只能留在所有曾

駐足過、留意過的有心人心中。 

 

 

 

 

 

 

 

圖 4-1-2 松山文創園區 

資料來源： 

圖 4-1-2 松山文創園區 自行拍攝 

 

三、【青田七六】 

    一棟充滿故事的老房子，位於青田街七巷六號的市定古蹟─青田七六，是 1930

年代興建的日式教授宿舍。現今，青田七六是台大校友以黃金種子文化公司方式來經

營。上午免費提供導覽服務，下午以後則提供簡餐、咖啡等服務。他們的執行長表示

「希望古蹟提供給一般親子活動空間，讓大家容易親近這棟建築，並能獲得自然科學

知識。」而一走進青田七六，先是榻榻米的風味撲鼻而來，再來則是保留著日式風味

的樣貌，恍如走進時光隧道，進入了日本時代。 

    青田七六是台大馬廷英教授在台灣當時所居住的地方，據馬教授的兒子─亮軒寫

著：「我的父親大筆潑墨的過完了他的一生，窮通苦樂對他而言都是一樣的，剛強、」

這棟建築是在 1931 年，帝國大學足立仁教授親自設計，洋和混搭的建築樣式，都被

原味的保留下來。建築架構建材選自為上好的台灣檜木與紅豆杉，耐蟲也耐潮，就因

為這樣才能讓青田七六即使歷經 80 年，依舊屹立不搖。 

    青田七六總面積約 252 坪，庭院佔五分之四、建物僅有 46 坪，內部走廊寬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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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或 120 公分，門高 180 公分。 

    為什麼說青田七六是洋和混搭的建築樣式呢?是因為以前日本一進門就是榻榻

米，而青田七六則是選用西方才有的「客廳」的概念，地板也改成檜木板。一般日式

建築是「拉門式」門窗，而青田七六則採用充滿南洋風情的百葉窗及推門，這是為了

適應台灣的潮濕悶熱的天氣。 

 

 

 

 

 

 

 

圖 4-1-3 青田七六 

資料來源： 

圖 4-1-3 青田七六 自行拍攝 

 

四、【滿樂門】 

    滿樂門咖啡廳，位於中山北路一段和長安西路交叉口，是一間極有紀念價值的巴

洛克式風建築物。這間巴洛克式風的咖啡小館是建於西元 1930 年以前日據時期的大

正年間，第一位樓主是一位經營一般小買賣的陳姓商人，但是後來因為經營不善，便

將樓房出售，接手的是一位經商的基隆人－林根籐先生。 

    當時這個小館是頗具盛名的「和發食品行」，是一間經營進口食品、服飾、精品

類的委託行。但是在 1970 年間，林姓商人因為轉投資失敗就將這個商行賣給了弟弟。

原本，林弟想將商行改建成大樓，但是因為與隔壁店家協商後遭拒，反而讓古樓逃過

拆除的命運。 

    1990 年間此棟古樓經過多次轉手後，年久失修，然而在 2001 年滿樂門創辦人曾

先生正好經過此地，驚歎在這繁華的台北竟然還有這種紅磚古樓，便在 2003 年買下

了這間小館，並且在 2005 年底規劃修復古樓，目標是讓古樓在修復後能夠內外堅固，

且保留紅磚原貌呈現給民眾，特地自台南古城聘請古蹟修復經驗足足一甲子的陳姓木

工師傅以及他的團隊親自施工，期間曾先生親自監工，完全不計成本、時間，歷經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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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終於在 2006 年 8 月將紅磚古樓從裡到外恢復了原本的風采。 

    並且邀請文化總會秘書長陳郁秀題名為「滿樂門」，英文名 Monument，「滿樂門」

意思是指「滿滿的音樂情懷」。除此之外，「滿樂門」在 2007 年更是得到台北市整建

維護／更新類－私有建築物金獎的殊榮。 

    曾先生不但讓這棟古樓能以古蹟‧藝文‧音樂‧咖啡四種不同面向的風格向世人

呈現，更是讓這棟台灣的文化資產得以永續保存。為了能讓後人能夠親眼目睹這跨時

代的紅磚古樓的風采，曾先生更是在滿樂門店內的牆壁上掛了八個表框圖像，介紹這

八個美的饗宴，現在就請大家一同來品味欣賞。 

1.華麗的山牆與圓斗 

    這是第一個美的饗宴，因為滿樂門咖啡廳的外觀建築採巴洛克式的風格，在外觀

屋頂最高處的地方展現了山牆與圓斗的設計，這個建築的圖騰是使用鮑魚圖及蕃仔花

（西洋花草）花瓣與葉片依照師傅的巧思創意去變化，而這類建築特色是受到早期來

台的廈門人或南洋島嶼的影響，因此有著台灣味的巴洛克式風格，這樣的風格非常受

到日據時期開商樓的台灣商人喜愛。 

2.堅實的拱廊 

    店外騎樓上頭的圓拱是滿樂門咖啡廳第二個美的饗宴，這騎樓上頭的的圓拱是由

磚頭所砌成的，這樣的拱圈的設計是為了給與沒有鋼筋水泥的建築物強大與堅固的支

撐力，而這些磚頭的排列方式就像是鋼琴的黑白鍵一般，不同的大小拼接形成獨特的

美感。 

3.條板相間的天花板 

    店外騎樓上頭的木製天花板是滿樂門咖啡廳第三個美的饗宴，用的是柳安木及日

本進口杉木，來支撐及美化鮮少人會抬頭望望的天花板。 

4.渾圓的磚柱 

    店內二樓的兩根磚造的圓柱是滿樂門咖啡廳第四個美的饗宴，這種弧形的磚造技

術現在已經不被採用，但是在日據時期時是非常普遍的，滿樂門全樓的磚塊都保留得

非常完整，但是現今的灌漿技術早已取代古法，造就了弧形磚這種技術即走入歷史。 

5.巧妙密實的法式窗 

    店內木窗是滿樂門咖啡廳第五個美的饗宴，因為當時的木窗窗格又密又小所以玻

璃無法做大，硬度也不比今日，故滿樂門在更換破損的門窗時，都會使用最好的台灣

檜木，並窗保留了法式外推型的凹凸弧形崁接面，而且加裝雙層玻璃，整個造型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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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香也能擋風避雨，是工匠非常巧妙的心思。 

6.坏牆的三合土 

    舊時的牆壁是滿樂門咖啡廳第六個美的饗宴，日據時期當時的牆壁除了用磚塊建

造之外，也會使用木板抹三合土黏合，而這些都是現在台灣古蹟整修工程必要的用

料。（三合土：石灰、糯米、烏糖汁） 

7.昭和報紙與樑的對話 

    報紙是滿樂門咖啡廳第七個美的饗宴，在修復滿樂門的過程中，工匠在卸除一、

二樓間的層板時，竟意外發現當年昭和初期的報紙夾在樑木與三合土之間，從此可見

年代的久遠及真實性。 

8.樑柱之美 

    天花板的梁柱是滿樂門咖啡廳第八個美的饗宴，滿樂門的天花板是用原木平行排

列，和圓柱互相呼應，一起撐起這個跨時代的巴洛克式小館－滿樂門。 

 

 

 

 

 

 

 

圖 4-1-4 滿樂門 

資料來源： 

圖 4-1-4 滿樂門 自行拍攝 

 

五、【晉江茶堂】 

    晉江茶堂會不禁令人有一種在現今繁忙的都市裡出現一座「世外桃源」的感覺。

從外面看晉江茶堂的結構，就是充滿著濃濃日式古樸味道，一座木造的小平房，店內

的風格仍舊是以原本留下來的日造木建築為底，在內部以各式各樣的客家風格飾品，

例如客家花布、做糕餅用的糕餅模型⋯⋯等等，都會讓人感到一股濃濃懷舊風情。正

是因為這些裝飾，也賦予了這座古樸的日式平房更加不同的風情，而最值得一提的

是，店內的桌椅全部都是以縫紉機的機檯改造而成的具有十足的巧思。老闆將縫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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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踏板予以保留當作桌腳的部分，至於桌面的部分是將毀損的桌子重新拆解，留下仍

具有利用價值的木頭製作而成。 

 

 

 

 

 

圖 4-1-5 晉江茶堂 

資料來源： 

圖 4-1-5 晉江茶堂 自行拍攝 

 

六、【紫藤古蹟茶館】 

    現在的紫藤廬茶館在西元 1945 年之前是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高等官舍，而在

西元 1950 年以後成為當時財政部關務署署長周德偉教授的公家宿舍，但是在 1960

年的時候，建築物局部因颱風侵襲而毀損，之後改建成二樓式洋房。 

    西元 1975 年周德偉教授退休後，由么子周渝接管老宅，當時正值台灣民主運動

的萌芽期，西元 1976 年愛好藝文的周渝創立了台灣第一個實驗劇團「耕莘實驗劇

團」，連帶有批判色彩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也是在此創辦。 

    在西元 1981 的 1 月 18 號「紫藤廬」茶館正式開幕，茶館的命名是因為庭院中第

三棵老紫藤蔓生屋簷，所以以此命名為「紫藤廬」。 

    紫藤廬茶館是台灣第一兼具有藝文色彩的人文茶館，「紫藤廬」是以「自然精神

的再出發，人文精神的再創造」為理念經營的茶館。創辦人周渝先生更是以多年研習

茶道之始的視野，提出了「正靜清圓」的茶道哲理。 

    紫藤廬茶館不僅僅是一個泡茶休憩的地方，周渝先生更是以茶為媒介將音樂、舞

蹈、傳統曲藝等等融入其中，讓茶不單單只是茶，更有豐富且多元的面貌。像是導演

李安的「飲食男女」的拍攝場景也是在紫藤廬茶館，西元 1995 年更是受文建會的委

託，遠赴法國台灣駐巴黎文化中心舉辦「茶與樂的對話」和「茶的文化」特展。 

    但是在西元 1997 年的時候，因為產權問題，財政部想將紫藤廬收回並查封，這

個事情在各界引起軒然大波，藝文、學術、茶藝、國際各界人士以及台北市民等等紛

紛向政府陳情施壓，許多藝文界人士更是發起了一波聲勢浩大的古蹟保存搶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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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成功的將紫藤廬救了回來，更促使紫藤廬成為指定古蹟保存。 

    西元 2000 年的時候，發起紫藤廬古蹟保存搶救運動的搶救小組成立社團法人紫

藤文化協會，和周渝一起接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委託，讓紫藤廬在保留原始精神風

貌的原則下，繼續創造更多元的文化與社會影響力，也因為搶救紫藤廬運動的成功，

激勵了台灣古蹟保存意識，各地文史工作室紛紛成立，讓更多有歷史故事的古蹟能留

給世人參觀品味。 

 

 

 

 

 

 

 

 

 

圖 4-1-6 紫藤古蹟茶館 

資料來源： 

圖 4-1-6 紫藤古蹟茶館 自行拍攝 

 

七、【野草居食屋】 

    位在同安街十字路口分岔點的野草居食屋，其前身為前台灣大學農化系教授陳玉

麟先生之故居，後來陳教授過往之後台灣大學便將作為教授宿舍故居收回，定將其登

記為台灣大學之校產。台灣大學在收回宿舍之後曾一度使其荒廢數十載，所幸宿舍仍

保持著原有的風貌。 

    採訪時負責解說的楊緹理也提到了"野草"之名的由來，其實在採訪前我們就已經

開始感到好奇了，究竟為何要將餐廳取名為"野草"呢？原來，整修團隊當初在修復陳

教授故居時發現了教授遺留下來的雜草仿製研究報告有取其"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

生"之意，店名就成了今日的"野草"。 

黃金種子文化團隊在接手陳教授故居後並未對房子本身做太多改變與修繕，而是

非常盡力地在重現房子原本的樣貌和格局，此外既然提到了格局，就不得不說陳教授

故居原本同為經典日式房舍格局，以隔間眾多而聞名，但是在野草，我們卻可看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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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故居，它並不是我們想像的樣子，而是極具開放性，空間感十足的樣子，這又是為

什麼呢？一問之下才瞭解，原本當初在整修時，有拉門遺失，甚至是不敷長久以來的

荒廢使用，因而破損，在經過討論與決議後，決定將拉門全數拿下，保留其原本仍舊

完好的門框，進一步將空間改造成開放式空間，於是野草就成了今日我們所看到的風

貌。 

外表仍維持日治時的建築原貌，而內容除了保留原有的和室。塌塌米樣子之外，

也保留了一到建築時的牆面過為另類風格，外表可以維持原樣但內容大變身，老房子

搖身一變成了既古典又摩登的居酒屋。 

 

 

 

 

 

 

 

圖 4-1-7 野草居食 

資料來源： 

圖 4-1-7 野草居食 自行拍攝 

 

八、【順天外科醫院】 

    順天外科醫院，又名保安捌肆。在日據時期，是台灣醫療體系全面西化最重要的

關鍵年代，但如果說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是一種全球化，那麼台灣的醫療體系如此發

達，或許可視為台灣被編入西方醫療體系的重要過程。 

    「順天外科醫院」的創辦人，為台南卑南人的謝唐山醫師，是第一位完成正式西

方醫學教育的台籍外科醫師，而原住民的身分，更是台灣的驕傲。之後迎娶了大稻埕

富商李春生的孫女，進而晉升為富紳階級，跨足醫、政、商界，為這段歷史添加傳奇

的佳話。 

    而 1911 年的一場強烈颱風，導致大稻埕的傳統家屋嚴重損壞，當局下令嚴格禁

止傳統土腳厝，同時，也受到本町新見日本帝國式建築的影響，「保安街 84 號」與大

稻埕多數的街屋相同，都是採用磚面牆面及黑瓦屋頂為主的不燃性建築型式。因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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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原本為木質材料的地板與樓梯，以及屋後增建的梁柱都改為鋼筋水泥建材，建築物

方面則以灰色洗石子處理，開窗則是承襲日式窗的風格。 

    「大稻埕保安街」俗稱「舊市場」，是日至時期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為了滿足人

口快速成長而導致醫療人員的需求，許多著名的私人診所漸漸開業，因而變成大稻埕

地區重要的西方醫療產業，直到現在，依然能看到許多藥房、診所成立，使「大稻埕

保安街」有著「醫生街」之稱。 

    而擔任順天外科醫院的館長，為了保留順天外科醫院原有的建築風格，積極的為

順天外科醫院擬定古蹟修復計畫，並與林雅萍與何黛雯建築師規劃了古蹟修復計畫，

以「轉化」的手法重新詮釋這棟新舊並陳的建築，保留舊有建築，同時讓民眾更容易

走入建築物各處，重新連結在地生命，將一樓規劃為咖啡館，二樓是觀止堂及三樓為

來聽閣真空管音響，一起聯手打造老房子 x 好展覽 x 好音樂 x 咖啡。 

 

 

 

 

 

 

 

 

圖 4-1-8 順天外科醫院 

資料來源： 

圖 4-1-8 順天外科醫院 自行拍攝 

 

九、【大村武日式串燒居酒屋】 

    有著日式建築外觀的串燒居酒屋，就隱藏在繁華熱鬧西門町的一條小小巷子裡。

而它真的是從日據時期保留下來的屋子，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歷史了，全部為木造日

式建築，走進去裡面先是燒烤香味鋪面迎來，再來就是有股濃濃的木頭味道，一踩到

地板還會發出「ㄍㄧ ㄍㄨㄞ」的聲音，一進去裡面就發現燈光很暗卻很有日本居酒

屋的味道。大村武的名字由來，剛好是最後一任屋主姓「大村武」，因而得名。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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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為了感念當時屋主把房子保留了下來，所以以原屋主的名字來命名。 

    大村武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日據時期建造，後來日本撤退後才賣給台灣人。天花板

上有主要建築師的名字，河合三郎。而天花板上那一顆顆白色「礙子」是日據時期留

下的產品，已不是現代工業所使用的款式。且將這些東西留下來，是為了可以見證屋

子的歷史。 

 

 

 

 

 

 

圖 4-1-9 大村武日式串燒居酒屋 

資料來源： 

圖 4-1-9 大村武日式串燒居酒屋 自行拍攝 

 

十、【天命奄】 

    一棟老舊的日式建築，在一位空間設計師的改變後，變成一家具有日式風格的居

酒屋，讓每一位客人走進店裡，就如同身在日本的居酒屋，和家人、好友一同在天命

庵享用美食。 

    天命庵，在還沒有被改為餐廳前，確實是台大的老舊宿舍。但是，木造建築如果

沒經過翻修，日子一天天的過去，終究會腐蝕，而身為天命庵的店長，因為自己是一

位愛好美食的饕客，吃遍各國美食，於是將這棟日式老宿舍，保留原本的風貌，藉由

開餐廳的方式，改變成一家日式居酒屋，將自己所愛的美食，分享給每一位到天命庵

享用料理的客人。 

天命庵的室內設計風格是日式風格混搭一點台味，身為老闆之一的青聿頁設計總

監葉裕清說：「我把室內當室外來裝修，其中一面牆做成雨林板加格柵，格柵裡再貼

黑鏡模擬窗戶，看起來像別人家的外牆，這樣做是希望營造成防火巷里格出來的小餐

廳。」，而天命庵名字，設計總監葉裕清說，他覺得日式房子叫做「庵」很搭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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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2011 年開天命庵本店時，正值 50 歲（知天命之年），因此取名為「天命庵」。 

    天命庵的經營方式，是日式燒烤，但卻是由廚師在廚房將客人的料理烤熟後，再

由員工送餐桌上，這麼做的原因，是為了不讓客人花時間自行燒烤之外，也不希望燒

烤產生的油煙為附著在客人身上，這樣貼心的服務，不僅會讓去過的客人再度光臨，

也會使老顧客口耳相傳，為天命庵帶來好的口碑，即使是第一次光顧的客人，也會覺

得天命庵是一間為客人著想的餐廳。 

 

 

 

 

 

 

圖 4-1-10 天命庵 

資料來源： 

圖 4-1-10 天命庵 自行拍攝 

 

十一、【二條通‧綠島小夜曲】 

    「二條通－綠島小夜曲」的前身是一間由當時的所有權人－佐佐木八二郎在西元

1945 年時所興建的住宅。 

    但是在西元 1945 年的時候，日本戰敗退出台灣後，這棟老宅則由國民政府所接

管，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作為警政單位的宿舍使用。 

    現在則由鍾永男與雷輝兩位老闆取得產權後共同經營，最初是作為鍾老闆的建築

師事務所，但因老宅需要整修，在西元 2008 年 8、9 月的時候靠著鍾老闆的老舊建築

修復的經驗，兩人開始評估修復的可能性，但因為老宅已是 85 歲的高齡，在修復的

過程中因為屋況的不穩定，無法像一般修復過程一樣按照設計圖施工，修復現場的狀

況不容易控制，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也因為這個原因導致施工時間整整花了四個月才

完成，在這段過程中，鍾老闆記錄了以下的這些整修重點。 

 保留二層木造日式住家的風格。  

 保留外觀木製雨淋板。 

 保留外觀格子窗及花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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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除原有天花板，將屋頂木構架外露。 

 保留天花板內原有設施，如架電線的磁珠、螞蝗釘等等。 

 將二樓屋架屋面板上漆並且打上燈光以凸顯屋架結構。 

 拆除多餘的木屋結構，讓木造建築展現老舊木結構的張力及歷史感。 

 內部格局改建後 1F 為咖啡廳、2F 為辦公室。  

 因配合咖啡廳及辦公室空間需求，拆除室內隔間。  

 增加 1F 入口玄關、2F 露台空間。  

    「二條通－綠島小夜曲」的命名非常有趣，因為老宅的興建時期在日據時期，而

在當時中山北路這一條街稱為二條通，另外，因為雷老闆特別喜歡綠島小夜曲這首

歌，且認為綠島足以代表台灣，故將這兩個原因結合，為咖啡館命名為「二條通－綠

島小夜曲」。而且，一開始並沒有打算要開咖啡廳，兩位老闆也不是餐飲業出身，是

因為鍾老闆將二樓空間作為建築師事務所辦公室，才將一樓的閒置空間改裝為能夠方

便開會、接待或是單純享受美味的咖啡館。 

 

 

 

 

 

 

 

 

圖 4-1-11 二條通‧綠島小夜曲 

資料來源： 

圖 4-1-11 二條通‧綠島小夜曲 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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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作品呈現─電子書 

 

    本電子書（SWF 檔）可用 IE 瀏覽器瀏覽，如畫面過大可點擊右鍵選擇「顯示全

部」。從目錄可選擇想要看的店家資訊。按壓右下及右上可翻頁，左上及左下可返回

上一頁。（也可使用鍵盤方向鍵）頁面中間下方的 MENU 可跳回目錄。P.64 至 P.67

詳細資訊按壓圖片即可詳閱店家資訊。 

 

 

圖 5-1 電子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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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電子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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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電子書內文 P4、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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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電子書內文 P6、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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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電子書內文 P8、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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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電子書內文 P10、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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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電子書內文 P12、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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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電子書內文 P14、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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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電子書內文 P16、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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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電子書內文 P18、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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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電子書內文 P20、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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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電子書內文 P22、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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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電子書內文 P24、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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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電子書內文 P26、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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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電子書內文 P28、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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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電子書內文 P30、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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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電子書內文 P32、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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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電子書內文 P34、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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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電子書內文 P36、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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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電子書內文 P38、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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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電子書內文 P40、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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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電子書內文 P42、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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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電子書內文 P44、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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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 電子書內文 P46、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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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5 電子書內文 P48、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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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6 電子書內文 P50、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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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7 電子書內文 P52、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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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8 電子書內文 P54、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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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9 電子書內文 P56、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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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0 電子書內文 P58、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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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電子書內文 P60、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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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 電子書內文 P62、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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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 電子書內文 P64、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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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4 電子書內文 P66、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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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5 電子書內文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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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6 電子書內文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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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7 電子書內文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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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8 電子書內文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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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9 電子書內文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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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0 電子書內文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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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 電子書內文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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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 電子書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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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圖 5-1 電子書封面 

圖 5-2 電子書目錄 

圖 5-3～圖 5-41 電子書內文 

圖 5-42 電子書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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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隨著時間流逝、時代變遷，許多年代久遠的建築物已經消失在這個社會，消失的

原因不外乎就是天災、人禍、缺乏古蹟維護和保存觀念等等，而我們這次專題製作的

選擇，正是介紹這些逐漸被世人遺忘的歷史建築，讓它們以全新的面貌再一次的在世

人面前活躍，重拾建築價值。它們融合舊建築的樸實滄桑和現代的嶄新設計，建築的

再利用呈現出跨時代的新氣象。也讓世人有機會再次細細品味它們身為舊建築的歷史

痕跡。 

在另一方面，這次我們選擇不以傳統圖書，而是用能與世代連結和生活模式結合

的數位電子書的方式呈現，目的是為了貫徹我們專題製作「老建築‧新滋味」的精神，

我們絞盡腦汁企圖使圖書等等刊物能夠跳脫傳統紙本型式，以展新的面向呈現在世人

眼前，透過通訊網路平台，讓國內外想瞭解台灣境內舊建築的社會大眾們，可以跨越

地區限制，且輕鬆、便利的取得舊建築的資訊，隨意下載觀看；且因舊建築整修後，

主題多以景點或餐廳為主，利用數位電子書完整的介紹，可以讓讀者在瀏覽時，不需

花費太多時間即可清楚明白的店家特色及資訊，更有利於旅遊；因為只需透過３Ｃ產

品和通訊網路連結，不需再翻閱一本本主題不同的書籍來尋找店家資訊，減少浪費時

間的機會，讓遊客能有更充裕的時間去欣賞店家特色，並且能讓嚐試不同的閱讀方

式，比較、體會箇中樂趣，一舉兩得。 

放眼社會，相信古蹟保存運動會成為今後的趨勢，因為古蹟保存是一個對於國家

很重要的課題，因為古蹟保存不僅僅是歷史文物的保存，更是利於發展經濟的一項工

具，之所以會這麼說是因為隨著國際趨勢的轉變以及交通的便捷，越來越多的遊客不

單單只是在網路上瀏覽資訊，他們想親眼見證這些資訊是否真實，而親自到各個國家

去走訪，用自己的行動、足跡去為人生創造一些不一樣的記憶，必經的一站一定是當

地的名勝古蹟，因為古蹟正是這個國家的歷史產物，若是能夠將古蹟維護好且再有效

利用的話，必定可以為國家、經濟等等的面向帶來正面的發展，就像我們範圍內的店

家一樣，成為幾乎每一本旅遊書內一定會提到的推薦景點，也正是因為它們擁有獨特

的歷史味道，才足夠吸引遊客前往朝聖，也好在有這些用心、且喜愛古色古香的經營

者們，能拯救這些差點就面臨拆除、荒廢等等的老建築們再次擁有生命，走入另一個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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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滿樂門咖啡 

http：//kjump.com/monument/ 

13. ipeen 愛評網商家情報〈晉江茶堂@台北市〉 

http//www.ipeen.com.tw/shop/6140-%E6%99%89%E6%B1%9F%E8%8C%B6%E5

%A0%82 

14. 野草居食屋 

http：//www.fireweeds.tw/ 

15. Fireweeds 野草居食屋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Fireweeds/timeline 

16. 二條通‧綠島小夜曲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theisland33 

17. 二條通‧綠島小夜曲 

http：//theisland.tw/ 

18. 綠建築家〈二條通‧綠島小夜曲〉  

http：//www.searchouse.net/op/commentary?id=154 

19. 青田七六 

http：//www.geo76.tw/  

20. 1111 商搜網〈青田七六〉 

http：//trade.1111.com.tw/Comp_Info.aspx?vNo=213377 

21. 聯合新聞網旅遊美食〈青田七六「馬廷英故居/青田七六 日相女婿打造」〉

http//travel.udn.com/mag/travel/storypage.jsp?f_MAIN_ID=119&f_SUB_ID=587&f_

ART_ID=43098 

22. 大村武串燒居酒屋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ot23123338 

23. openrice 開飯喇〈天命庵〉

http://www.ttsc.com.tw/theme.asp?theme_id=960&cata_id=87
http://kjump.com/monument/
http://www.ipeen.com.tw/shop/6140-%E6%99%89%E6%B1%9F%E8%8C%B6%E5%A0%82
http://www.ipeen.com.tw/shop/6140-%E6%99%89%E6%B1%9F%E8%8C%B6%E5%A0%82
http://www.fireweeds.tw/
https://www.facebook.com/Fireweeds/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theisland33
http://theisland.tw/
http://www.searchouse.net/op/commentary?id=154
http://www.geo76.tw/
http://trade.1111.com.tw/Comp_Info.aspx?vNo=213377
http://travel.udn.com/mag/travel/storypage.jsp?f_MAIN_ID=119&f_SUB_ID=587&f_ART_ID=43098
http://travel.udn.com/mag/travel/storypage.jsp?f_MAIN_ID=119&f_SUB_ID=587&f_ART_ID=43098
https://www.facebook.com/ot2312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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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openrice.com/northern/restaurant/%E5%8F%B0%E5%8C%97%E5%B8%82-

%E5%A4%A9%E5%91%BD%E5%BA%B5/184153/ 

24. 傅朝卿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日據時期西洋風情建築〉

http://www.fu-chaoching.idv.tw/file/class/ta_01.pdf 

25. 傅朝卿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台灣日據時期日本風情建築 〉 

http://www.fu-chaoching.idv.tw/file/class/ta_02.pdf 

 

 

 

 

 

 

 

 

 

 

 

 

 

 

 

 

 

 

 

 

 

 

 

 

http://tw.openrice.com/northern/restaurant/%E5%8F%B0%E5%8C%97%E5%B8%82-%E5%A4%A9%E5%91%BD%E5%BA%B5/184153/
http://tw.openrice.com/northern/restaurant/%E5%8F%B0%E5%8C%97%E5%B8%82-%E5%A4%A9%E5%91%BD%E5%BA%B5/184153/
http://www.fu-chaoching.idv.tw/file/class/ta_01.pdf
http://www.fu-chaoching.idv.tw/file/class/ta_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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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分工表 

 

 

 

 

 

 

 

 

 

 

姓名 工作分配 

孫榛宜 實地取材、書面報告、蒐集資料 

張藝馨 實地取材、書面報告、蒐集資料 

李依靜 實地取材、書面報告、蒐集資料 

江曼萍 實地取材、書面報告、蒐集資料 

莊宜蓁 實地取材、書面報告、電子書製作、中日翻譯、蒐集資料 

蔡霈綺 實地取材、書面報告、電子書製作、中日翻譯、資料彙整 



 

- 92 - 
 

專題報告修正要點(103 學年度第 9 組) 

 

評審老師建議 

一、 結合時代潮流，具有創意：1.電子書的製作概念 2.老建築新滋味。 

二、 文章內容不重複；累贅，內容言之有物。 

三、 用詞沒有統一：頁 36－日治；頁 40、41－日據 

四、 少數地方的歷史背景、探討不夠深入，頁 5 的「替代方案」。 

五、 針對電子書的內容，可否再增加店家的歷史知識與背景? 

六、 年代標示方法過於凌亂，例：頁 41 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  

  

  

修正要點 

一、 已統一改為日據時期。 

二、 針對頁 41 的年代標示，已改為西元 1925 年。 

三、 針對頁 5 的「替代方案」以修改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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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修正要點(103 學年度第 9 組) 

 

 

 

評審老師建議 

一、 可以從電子書的連結得知進一步的相關資訊。 

二、 把所有傳統書面的資訊利用電子書的方式呈現。 

三、 請針對表 2-3-5 的完整店家資訊與完整店家背景兩者的比較是否有所差異

性？ 

 

 

  

修正要點 

 ㄧ、針對表 2-3-5，將完整店家資訊與完整店家背景不列入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