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大建築簡訊
NO.84

發行：2018年 5月 發行人：吳光庭 http://www.arch.ncku.edu.tw/foundation

 2 「所以」—2018 成大建築畢業展 ／106 級畢業班

 6 第二屆垂直競圖報導 ／108 級系學會長吳昕叡  

 10 建築於文化之中寫在徐明福教授退休之際 ／吳秉聲  

 14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系友會）新舊任董事交接 

 14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107年度2-3月份捐款芳名錄



2

「所以」—2018成大建築畢業展

文．圖／ 106級畢業班

作為承啟之詞，【所以】蘊含緣由，揭示結果。以39 個背景學於五年成大之所，

暫結於此展覽。讓它成為永遠開放且謙遜的提問：「所以」，在過往與將來，在身分

乃至場所之間。

__________

「所以」是一個位在中間的詞。當它單獨出現時，可引誘人在心中對「後面的

結論」與「前面的因由」提出提問。我們對這個展覽的期待就如同單獨出現的「所

以」，希望可以引發人對「結論」與「因由」提出提問、討論，藉此得到一段對話。

在即將畢業，是結束也是開始的時間點，我們選擇這樣一個主題，期許在這個畢業

設計中能不斷地提出質疑，反思有關建築過去的累積與未來的可能。

這些提問大至建築是甚麼、建築能做甚麼，到建築教育的目的是甚麼，小至畢業設

計的目的與展覽的意義。知也無涯，我們思考，也邀請觀者質疑我們的看法，期待這

些提問的精神能一直延續下去。

___________

此外，我們也將展覽的場所延伸到網際網路上，詳盡地紀錄畢業設計的思考過程，

讓畢業設計不再只是靜止的結果呈現，而是延續的行動。在畢展專屬網站（https://

www.arch106design.com/）裡的「畢業設計」頁面中，有我們紀錄到目前為止的論

述，而頁面的最底端，有留言的空間，希望大家能給我們批評與意見。

王美霽作品－有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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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記嘉作品－自然Ｘ林產業

鍾博宇作品－凝固的接點

王淳德作品－看，危險！不安的下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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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思寧作品－ Shoreline Rehab

許紘齊作品－機械空間

陳俊翰作品－海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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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俞君作品－墟

陳昀作品－分野

林修民作品－ 100% ELDERLY'S SOCIETY

總評 5/17 - 5/20 
 C-HUB 成大創意基地 3F
南展 5/25 - 5/28 
 C-HUB 成大創意基地 1F-3F
北展 6/09 - 6/17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第二號倉庫

相關訊息詳見

「成大建築畢業展」活動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arch106nc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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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垂直競圖報導

文／ 108級系學會長吳昕叡

去年三月舉辦的第一屆成大建築系垂直競

圖，是由王秀蓮建築師捐款獎助舉辦，並由

2017年ADA新銳建築獎得獎建築師們發題評

選，在吳光庭主任及上屆系學會長的協助下，

讓全系學生們打破班級的隔閡，成功以跨年級

的直屬家族共同合作參加競圖。

今年延續去年活動的進行方式，由成大建築

系學會統籌舉辦，以跨年級的直屬學長姐學弟

妹作為一個組別的關係，於第一學期結束前發

題，讓學長姐學弟妹們之間，經過寒假期間，

針對題目做發想、概念性的討論，最後在第二

學期開學時舉辦一場全系的評圖。

很榮幸邀請到賴伯威建築師作為發題老師，

賴建築師是《寄生之廟》一書的作者，在書中

提出對城市廟宇的觀察與紀錄；賴建築師於本

次競圖發題，丟出了這樣的問題讓我們思考：如

果有一天奧運在台灣舉辦，我們能做些什麼？

在經過寒假長達一個月的討論後，每一組均

提出非常不同的看法，例如由虛擬實境的角度

切入、場館的移動性、海平面上升的議題、保

險套以及人類欲望，甚至是如果台灣做為舉辦

奧運的最後一屆，該如何實行？從各種迥異的

議題切入，可以看出本次題目的廣度、深度，

以及成大同學們對於概念性的各種發想。

本屆垂直競圖同時邀請到了筱原寬之老師、

何涵晞老師、莊熙平老師、粘晉榕老師以及賴

伯威老師作為評審，其中筱原老師和何老師也

特別在評圖前一天舉辦演講活動，分別針對語

言與建築、參數化設計與建築，和系上同學們

進行分享討論。

最後的大評圖由評審老師們從四十六組中選

出十組晉級第二階段，再從中挑出五組頒布最

後獎項。整場評圖進行的提問與討論都提供了

同學們不同的思考面向，以及可以延伸到後續

討論的議題。

再次感謝王秀蓮建築師的捐款贊助支持，成

大建築系垂直競圖雖然只是第二屆，但是難得

的跨年級、全系性的競圖活動，已提供了同學

們一種新的交流方式，期待本活動可以延續並

成為一個成大建築的新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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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才是此祭典的最大精神，而不再只是

角逐國力的遊戲。」

奧運，是祭神的聖典？還是頌讚運動家精

神的盛會？還是展現國家實力的遊戲？我們認

為，台灣不適合做為奧運的載體，並企圖以詼

諧的方式，道出國家認同、奧運與人本的理想

精神。

設計重點（聖火台設計｜火的熄滅儀式）

「塵歸塵，土歸土。」

我們對以往象徵角逐競爭的聖火台，進行

翻轉式的操作，拋棄高高在上的姿態，以沉穩

下消的形式，來象徵多年來競爭對立的關係消

弭。

聖火台是具有三角支撐基礎撐起的一個純

粹球體。該球體是一個不可燃的霧面黑色金屬

球，奧運聖火將會包覆著球燃燒。球形之下的

支架撐出球體與下沉開口的空間，運動員會將

衣物、國旗等標籤化的事物丟入下方的火海，

象徵去國家性、去競爭化的人本精神。

當支架燃燒殆盡之時，球就會落下並封閉洞

口，聖火就此熄滅。聖火將不再被傳承至下個

國家，就地化成灰燼。

再現：重組歷屆奧運

「台灣缺乏文化認同。」

這是我們關切的重點，並企圖以詼諧的角度

來再定義「認同感」這回事。我們想提及台灣

經歷殖民文化影響，漸漸無法認知到自身文化

優勢的現象。

在比賽場館的設計中隱喻台灣的抄襲文化，

再現歷年奧運具代表性的場館建築，同時作為

末代奧運的回顧。並將獨立場館的形式變為園

區祭典，扭轉參與者與參賽者之間的關係，給

予人群一個不同的觀看視角，激發出更多人與

人互動的可能。

抄襲的動作，在這可以說是整合，更是我們

對台灣文化現象的詼諧呼籲。

第一名

末代奧運 Nolympics
團隊成員／柯皓銓、陳冠宏、陳映澄、周展言、徐榕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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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在全球暖化導致陸地面積大幅度縮減，海平面上

升的前提下，以節省環境資源，降低奧運舉辦成本為目的，

誕生了一可以在海上航行的「奧運島」。島上建有奧運比賽

項目所需的活動場地，以及選手、教練、行政人員的住宿、

訓練、活動空間。奧運從四年一度「置入」主辦國，轉變成

「移動後卡嵌」；以往鉅資建設後不敷營運的場館，在奧運

島上有了循環利用的機會。

│作法│奧運舉辦期間，「奧運島」會停泊到主辦國建置

的臨時奧運港，由主辦國負責島上的活動與賽事，來自四方

的觀光人潮流入主辦國作為其經濟來源。奧運結束後，奧運

島與陸地的連結裝置回收到島上，航向下屆主辦國進行維修

與有限度的改建。

│議題│在環境變遷迅速的未來，不僅是奧運營運形式改

變，台灣與海洋之間的利弊關係，也將因為海面上升之威脅

而有所變動。建築行為亦可能會產生變化。因應陸地減少，

人類的活動領域不再固定於特定場地，垂直向空中拉升，水

平向海面拓展。屆時不同的建築或將可拆解與組合，以應變

不同的空間需求。 

第二名

移動奧運──奧運的空間轉移與重複使用性
團隊成員／黃柏崴、葉欣雅、彭文邦、周旅安、吳旻勳、周妤、林辰憶

2020年代台灣爭取到2032奧運的主辦權。當時全球暖化

逐漸加劇，海平面急遽上升，眾多低海拔城市面臨淹沒，地

勢低窪的台北首當其衝，NASA預估將在2130年，也就是台

北奧運的一百年後淹沒。

因此當時的台灣在奧運競圖中提出了應對構想——「島中

島」Islands in Between，讓奧運不只是為了為期十六天的

奧運，而是將未來一百年的都市規劃納入奧運場區設計中。

為了奧運興建的四區奧運場館將成為未來的漂浮城市。

基地預期在舉辦完奧運後三、四十年之間被淹沒。在土地

被淹沒的同時，場館基地成為島嶼，隨著水位浮起。可漂浮

的設計除了應對海平面上升，在淹沒以前也能防範水患。

我們想像一個新的城市風貌，在波瀾和緩的台北內海，人

們重新與海連結，與水共生。

第三名

Islands in Between
團隊成員／曾敏、吳洋碩、王嘉欣、徐李安、林磊、王十未

全球暖化逐漸加劇，海平面急遽上升，眾多低海拔城市面臨淹沒，地勢
低窪的台北首當其衝，將在百年後淹沒。因此台灣提出了應對構想——
「島中島」，將未來一百年的都市規劃納入奧運場區設計中。在奧運結
束以後，我們興建的四區奧運場館將成為未來的漂浮城市，成為應對海
平面上升的示範。

As global warming intensifies, sea level rise accelerates steadily. 
Hundreds of coastal cities are going to be submerged. Low-lying cities 
like Taipei is going to bear the brunt, which is drowning within a century. 
Therefore, Taiwan has come up with a concept––”Island in an Island”–– 
to cope with this situation. These four Olympics venues areas will turn 
into floating cities in the future and set a good example to the world.

此次台北奧運一共選擇四處場館基地，主場館區選址松山機場，其餘三個
衛星場館區在海拔五米以下較為寬廣的河岸地帶。預期在辦完奧運後三、
四十年之間淹沒。在土地被淹沒的同時，場館基地成為島嶼，隨著水位
浮起。可漂浮的設計除了應對海平面上升，在淹沒以前也能防範水患。

Four areas are selected as Taipei Olympic Games venues. The main 
venue at Songshan Airport, others on the river bank of Tamsui river, 
which are less than three meters above sea level. These areas are 
expected to be submerged after three or four decades. While Taipei 
flooded, these venues will become islands, float as the water level 
rise. Besides dealing with sea level rise, this floatable design can also 
prevent them from flood damage before being submerged. 

浮島城市的容納人數將以各場館的座位量來設計，奧運的場館即成為能
容納全島嶼居民的集會場，除此還有住宅區、醫療資源、公園綠地、發
電設施等等民生所需。每個島嶼皆有完整的生活機能，願意在台北盆地
淹沒之後留下的居民進駐其中，其餘的人民將計畫性的遷移至中南部的
城市，而受影響最少的桃園則成為台灣的新首都。

The capacity of these floating island cities are designed as much as 
each venues, so the Olympics venue can accommodate the whole city’s 
population and serve as residential area, medical resources, urban 
green spaces,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ies and other livelihood demands. 
Each floating island provides complete living function. Residents who 
are willing to stay after Taipei Basin flooded could settle in the floating 
island cities.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s will be moved out to south-
central cities. In addition, Taoyuan, the least affected city, will become 
the new capital city of Taiwan.

新型態的水上城市將成為居民的生活空間，為舊首都營造新意象，水下
的城市將透過海底廢墟觀光，保留過往的記憶。
當海平面上升二十公尺，台灣西部沿岸城市將受到重創，也許這樣的新
型態漂浮城市會是解答？如此城市將再也不受海平面變化影響，甚至還
有移動遷徙的可能。

The floating cities will become the new living space. By developing 
tourism industry, the underwater ruins will be kept as cultural heritage. 
Therefore, the memories of the old capital city will be conserved. Also 
present a brand new imagery of the old capital.
When the sea level rises 20 meters , the western coast will be affected 
seriously. Maybe the floating island cities would be the solution? Thus, 
cities would never be influenced by rising sea level, even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migrating.

我們想像一個新的城市風貌，在波瀾和緩的台北內海，人們重新與海連
結，與水共生。

We imagine a new version of city. In the embrace of gentel Taipei 
continental sea, people rebuilt connection with the sea,  and share 
harmony with water.

選手村

Stadium F

Player＇s Village

選手村
Player＇s Village

選手村
Player＇s Village

選手村
Player＇s Village

體育館 F

Stadium E
體育館 E

Stadium G
體育館 G

Stadium A

Stadium D

體育館 A

Stadium C
體育館 C

體育館 D

Stadium B
體育館 B

Stadium H
體育館 H

發電廠
Power Plant

發電廠
Power Plant

媒體中心
Press Center

媒體中心
Press Center

媒體中心
Press Center

媒體中心
Press Center醫院

Hospital

醫院
Hospital

2032 舉辦台北奧運 + 0 m

2070 淡水沿岸兩處場館及疏洪道場館浮起 + 5m

2100 原松山機場場館浮起 + 10m

2130 台北盆地淹沒 + 20m

    Islands in Between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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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8年，歷屆奧運都沿襲發放保險套的福

利。大部分發給選手，其他則提供給觀眾。刺

激的氛圍及放縱的離鄉處境使奧運成為性愛的

溫床。觀眾及選手在這高度興奮的環境下都變

得更需要性愛。然而，選手多能在選手村內解

決需求，觀眾卻沒有恰當的場所。最終多在廁

所進行高噪音的性行為，不但影響到廁所的正

常使用，更讓這合理需求產生負面觀感。

我們相信如果設置提供合適性行為場所

的裝置，就能合理避免其他空間被誤用。

220x120x250公分的小方盒好拆裝、易清潔，

結合隱密的包廂空間、保險套及衛生紙販賣機

及垃圾桶等設施。在奧運期間提供合適的性愛

空間。

一項調查統計顯示，截至2017年，台灣有超

過五成的保險套販賣機是設置在公園。線上醫

在未來幾年後，大學學生人數逐年下滑，由

此，十年內將會有部分的大學被廢校。廢校之

後，將有大量都市空地可供再利用。另外，學

校周邊舊有規劃過的停車空間以及大眾運輸，

亦可供選手及觀眾使用。

我們從中找了兩所可供再利用的學校作為基

地。

東南科技大學位於深坑，佔地廣大且近木柵

動物園、深坑老街，加上鄰近交流道，因此，

我們將它規畫成選手村，又在奧運之後，做為

渡假村回饋給大眾使用。 

另一間是石碇的華梵大學，因應其地形坡

度，我們將這裡規劃為登山車的比賽場地，與

其延伸相關運動的賽場，而在奧運過後，規劃

成自行車的訓練中心。

第四名

SEX ARK
團隊成員／宋孟勳、林鼎益、林品樺、陳韋綸

第五名

CAMPUS
團隊成員／葉秋瑜、黃京瑩、鄭至余、江雨艾

療服務機構「Superdrug」調查非正規性行為

場所，其中公園最受喜愛（占27%）。公園

的公共廁所被誤用，必然困擾正常使用者。

奧運後性愛方舟可以在各個公園以相同功能

服務民眾。

C A M P U S

     If  Taipei was going to hold the olympic games in 2028, what could we 
do to make something possible that would make Taiwan better.This is what 
we’ve got in mind: reuse the campus of the universities which might be 
abandoned in the next 10 years. 

      We  analysis some possible cases, Huafan University and Tungnan Uni-
versity. Based on the original outline of the campus, we turned the entire 
school into an athletes village. Due to site analysis, each of the universities 
will be distributed one type of venue. All in all, during the game, the campus 
will have a venue and an athletes village in which the corresponding players 
stay. After the game is over, the campus will turn into some kind of facility 
or anything possible that will benefit the neighbors the most.

     By this form, all the abandoned universities in Taipei will be reused and 
combined in to the olympic games internet. We believed that this could 
help with the funding problem and the lack of land to build new venue and 
athletes village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be used 
after the game. By doing all this, it will bring much more follow-up benefits 
to Taiwan.

Universities in Taipei that might be abandoned in 2028.

Tungnan University figure in 2018. Tungnan University plan figure after the olymipic games.Tungnan University plan figure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in 2028. Huafan University figure in 2018. Huafan University plan figure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in 2028.

Huafan University plan figure after the olymipic 
games.

35

最後，我們的中心思想是希望有效利用廢棄

學校用地及原本的設施來規劃奧運，大幅利用

現有的資源，並在舉辦的過程中形塑城市文化

與再生原有都市，在運動文化之外擁有新的城

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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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於文化之中
寫在徐明福教授退休之際

文／吳秉聲副教授

圖／徐明福教授研究室提供

進入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就讀之前，偶然在一本《世界著名大學巡禮》

（1991）書中介紹愛丁堡大學的文章裡首次見到徐明福與傅朝卿老師的

名字。徐老師於1983年至1986年於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博士，成為台

灣80年代留學歐洲後返國任教的建築學者之一。1993年我就讀大二時

參加系學會演講股，負責演講邀約工作。那時邀請的講者多為知名建築

師，如李祖原或黃永洪先生等，而剛結束愛丁堡大學短期研究（1991-

1992）返系的徐明福老師是少數受邀來做學術演講的講者。那是我第一

次見到徐老師，只是當時演講選在尚未改善空調設備的階梯教室舉辦，

其結果就是講者站在投影機前汗如雨下，聽者坐在木板椅上沉沉昏睡，

全場下來我大致所掌握的關鍵字就是「新竹、新埔、匠師、民宅」。

1995年，我進入剛設立的建築學系碩士班「歷史與理論組」就讀，

成為第二屆史論組研究生，並在隔年進入徐明福、傅朝卿與方玲子老師

所主持的「文化與建築C+A研究室」。此時徐老師已返校任教近十年，

陸續完成有關中國建築史與台灣傳統民宅等相關研究。1997年我在徐老

師指導下完成碩士論文，退伍後，於2000年繼續修習博士課程。在此期

間，有機會一方面從理論的面向理解徐老師的建築史課程架構與研究成

果，另一方面從實踐的層面去參與徐老師所推動的城市保存與技術傳承

計畫。

徐明福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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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的歷史文化觀點，

建構中國與台灣傳統建築論述體系

在教學上，除了核心的「建築設計」課外，

徐明福老師長期在大學部開授「台灣建築史」

與「中國建築史」。兩門課程主旨都指出了明

確的目標：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建築是人類社

會文化的一面鏡子，它反應某個時代、某社群

在某個地域上，為自己的社會文化所構築出來

的容身場所，而得以生存於世上。在碩博班主

要開設「建築史之研究方法」、「都市保存與

再生」、「歷史建築保存再利用設計」、「歷

史建築保存調查與實務」、「歷史場域特質之

數位典藏」與「台灣傳統聚落與建築」等理論

與實務並重的課程。其中，核心的「建築史之

研究方法」揭櫫建築歷史研究目的與意義，使

學習者有一套系統性的研究架構和體系，具備

清晰的觀念與想法。

徐明福老師的建築史研究，主要分為三個方

向：其一，對中國建築構成與營造體系做整體

性探究。1991年徐明福與陳薏如老師於《建

築學報》共同發表論文「清工部〈工程做法與

則例〉與梁氏〈清式營造算例及則例〉之比較

（一）－背景、內容與目的」，1994年再與

吳玉成、陳薏如老師提出「清工部〈工程做法

則例〉與梁氏〈清式營造算例及則例〉之比較

（二）－大木構件之定份系統」的研究成果。

再者，致力於建構台灣聚落與建築研究的論

述體系。其代表著作是1990年所出版的《台灣

傳統民宅及其地方性史料之研究》，企圖建立

研究台灣傳統民宅完整的程序。基於前面的成

果，1995年與吳培暉老師發表〈台灣傳統漢人

村落研究之四個面向—邁向聚落建築學〉，文

中提出研究台灣傳統漢人村落的四個面向，分

別為擇址的生態、維生的社會經濟、鄉治組織

的政治社會及宗教活動組織等面向，可以說在

方法論上採取了「成長」的概念來看待聚落，

結構性地影響往後對聚落研究的取徑。

其三，從傳統建築的構造與結構出發的相

關研究。先後執行了科技部「台灣古蹟及歷

史建築防震技術之研究（總計畫）」（2000-

2003）、「台灣傳統疊斗式木構架通柱接點力

學行為研究」（2006）與「台灣傳統疊斗式木

構架中座斗組結構行為研究」（2011）等關鍵

計畫。

為城市保存開創新方向，為傳統技藝紀錄傳承

成大身處於台南這個歷史城市中，徐明福

老師在1997年倡議推動的《台南市孔廟文化

園區劃定之研究計畫》，將城市保存的觀念從

「點」逐步擴展至「面」，對後續同類型的研

徐明福教授研究室

成員赴北海道參訪

旅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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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具有指標性的影響。如今，將台南舊

城區視為一座城市博物館的觀念已經逐步落

實。

在學術研究之外，徐明福、傅朝卿老師與歷

史系林瑞明老師等人在1999年，共同發起籌

設「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藉

此匯聚學術與產業平台，傳遞文化資產保存的

正確理念，並推動可行的保存計畫與活動。創

立二十年來，古都基金會對城市保存的具體實

踐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城市寶貴的資產。其

中最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古都基金會藉由

「老屋欣力」計畫，引介民間的舊房子再利用

案例，讓大眾重視歷史空間營造的價值與時代

性，「老屋欣力」所推介的案例在全國獲得廣

大迴響，引動近十年來的台南觀光熱潮，同時

也喚醒了社會對舊建築保存與再生的關注。

事實上，每座歷史城市底蘊的深化有賴傳統

技藝的承襲。2001年徐明福老師與歷史系蕭瓊

瑞老師共同出版的《雲山麗水：府城傳統畫師

潘麗水作品之研究》完整解析了府城畫師潘麗

水在寺廟畫作與紙本畫作之風格，建立其在台

灣民間藝術圖像史的地位。自此之後陸續開展

了對陳壽彝與陳玉峰等彩畫匠司的系列研究：

《陳壽彝暨陳玉峰彩繪手稿與作品典藏計畫》

（2004）及《陳壽彝寺廟彩繪作品典藏計畫》

（2005）。

2015年起，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支持下，

執行兩位國家指定文化資產保存技術者許漢珍

及廖枝德大木匠司生命史的研究，並在《技高

藝卓：指定重要傳統藝術暨文化資產保存技術

保存者特展》（2015）一書中撰寫兩篇專文：

〈與時俱進的寺廟建築大司許漢珍〉（與蔡

侑樺合著）及〈安居立命的庶民建築司阜廖枝

德〉（與林宜君合著）。

以卓越的行政能力，協助成大校園規劃並帶領

台灣參與世界遺產維護

在學術研究與實務實踐之外，徐明福老師

多年來在校內外擔任各項重要職務，均展現出

他在行政領導與團隊統合方面的卓越能力。首

先，徐明福老師在擔任成功大學規劃與設計學

院院長（2003-2009）期間，主持台灣與中美

洲友邦瓜地馬拉的世界遺產國際合作案〈安地

瓜古城文化遺產維護計畫〉（2005-2009），

此次計畫不僅由外交部捐贈七十萬美金進行遺

產修復，更由文化部（時為文建會）委託國立

成功大學建築系派駐團隊負責工程紀錄，這是

台灣團隊首度實質參與世界遺產現地保存工

作。我本人也在2007年取得博士學位後，赴安

地瓜擔任本案駐地人員，自本次合作案中獲得

徐明福教授著作－台灣傳統民宅及其地方性史料之研究 徐明福與蕭瓊瑞教授共同著作－雲山麗水：府城傳

統畫師潘麗水作品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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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多寶貴的經驗。

對於成大的校園空間規劃，徐明福老師更是

著力甚深。成功大學從1931年開始，歷經多

次改制，由一個校區逐步擴展至九個校區，卻

始終缺乏完整長遠的發展藍圖，以至於各校區

間缺乏整體關連性。徐老師自擔任建築系主任

期間（1993-1996）便受當時吳京校長指派擔

任校園規劃執行秘書，參與校園空間規劃的工

作。2003年擔任規劃與設計學院首任院長後，

便著手執行本校「校園整體規劃」，並自2006

年起擔任校園規劃運用委員會委員，兼任校園

規劃工作小組召集人至今，現已完成校本部空

間發展整體規劃第一階段（2005-2006）、第

二階段（2007-2009）及第三階段（2012）工

作，下階段將以推動成大作為碳中和校園為努

力方向，持續前進。

回想過去受教於徐明福老師近十年的體認，

給學生寬廣的思考空間，並適時的給予導引是

培養學生獨立研究的關鍵。2011年我回到母系

任教，有機會以新的身份與徐老師共事相處。

2015年我受派擔任行政工作後，徐老師給予豐

富的經驗分享與具體的行動支持，讓我在教學

與研究負擔下仍能堅持至今。一晃眼七年時間

過去了，徐老師將於八月一日正式卸下從1986

年返系任教至2018年，共32年的專任教職。

在退休前夕，我以這些文字紀錄我所認識的徐

老，並祝賀獲頒名譽教授榮銜的徐明福老師能

在未來持續為「文化與建築」做些自己歡喜做

的事。

徐明福教授多年來在校內

外擔任各項重要職務，均

展現出他在行政領導與團

隊統合方面的卓越能力

徐明福教授擔任校園規劃

工作小組召集人，對於成

大的校園空間規劃工作著

力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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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系友會）
新舊任董事交接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系友會）第

十二屆董事任期已於2018年2月底結束，並完

成第十三屆董事改選。2018年3月，第十三屆

新舊任董事齊聚成大建築系，召開本年度第一

次董事會議，同時舉行董事長、常務董事及各

區聯絡主任遴選。

會議由曾永信董事長開場，曾董事長首先歡

迎新任董事，也感謝續任董事們的繼續支持，

說明過去基金會運作情形後，曾董事長邀請建

築系吳光庭主任主持遴選議程。

經過提名討論，決議由67級系友張國章建築

師接任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第十三屆

董事長，常務董事四名分別為68級張瑪龍建築

師、69級楊立華建築師、研究所70級邵棟綱建

築師、吳光庭主任；北中南區聯絡主任依序為

82級陳嘉芸建築師、85級賴人碩建築師、87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系友會）第十三屆董事成員】

董  事  長：張國章(67)
常務董事：張瑪龍(68)、楊立華(69)、邵棟綱(70研)、吳光庭
董　　事： 周文斌(70)、金以容(71)、劉國隆(71)、劉舜仁(73)、戴育澤(73)、趙夢琳(73)、
 蘇瑞泉(75研)、卓永富(75)、謝文泰(82)、柯俊成(84)、林子平(85)、賴人碩(85)、
 魏孝秦(86)、趙元鴻(87)、竇國昌(91研)、施鴻圖(98研)
北區聯絡主任：陳嘉芸(82)   中區聯絡主任：賴人碩(85)  南區聯絡主任：趙元鴻(87)

級趙元鴻建築師。

遴選結果出爐後，第十二屆曾永信董事長與

第十三屆張國章董事長隨即進行交接儀式，並

由張董事長接手主持會議。

張董事長首先致詞感謝董事們對基金會事務

的關心與投入，系友聯繫運作須仰賴全體董事

的幫忙協助，擔任董事長任內將與董事們向歷任

董事會學習，全力支持成大建築之教學與研究，

並延續傳承成大建築七十五年的優良傳統。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107年度2-3月份捐款芳名錄
捐款芳名 捐款金額

(財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50,000 
大山開發建築師事務所 10,000 
白省三 200,000 
百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何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20,000 
余曉嵐建築師事務所 35,000 
呂佳隆建築師事務所 20,000 
李濟湟 10,000 
林柏陽建築師事務所 10,000 
姜樂靜建築師事務所 5,000 

捐款芳名 捐款金額

施鴻圖 50,000 
柏森建築師事務所 15,000 
崇雅營造有限公司 20,000 
M Arch II 第三屆 6,036 
郭旭原建築師事務所 150,000 
劉國隆 50,000 
賴人碩建築師事務所 50,000 
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 70,000 
謝文泰建築師事務所 10,000 

系友新訊
鄭宏文 大學部 78級 歿 
林清樑 大學部 74級 國泰建設 協理

連建喜 大學部 83級 連建喜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曾定宇 (紘彥 ) 大學部 97級 理想生活 Idéal De Vie 工作室 

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新舊任董事長交接儀式，第十二屆曾永

信董事長 (左 )、第十三屆張國章董事長 (中 )與吳光庭主任
合影



15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捐款辦法
1.郵政劃撥 帳號：31214102 戶名：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2.銀行匯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府城分行 （銀行代碼 017）
 帳號：00610703884 戶名：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3.現金或郵局匯票 請郵寄至 70101 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收
4.國外電匯　Wire Transfer
 Swift No：ICBCTWTP006
 A/C Name：Architecture Foundation, NCKU
 A/C No：00610703884
 Bank Name：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Add：90, Chung-Sung Road, Tainan, Taiwan 70043
 Bank Tel：+886-6-2231231
 Bank Fax：+886-6-2203771
5.國外支票 抬頭戶名：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NCKU
 郵寄地址： 70101台灣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收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NCKU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 University Road, Tainan, Taiwan 70101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系友會）第十三屆董事

董  事  長：張國章
常務董事：張瑪龍、楊立華、邵棟綱、吳光庭

董　　事： 周文斌、金以容、劉國隆、劉舜仁、戴育澤、趙夢琳、蘇瑞泉、卓永富、謝文泰、柯俊成
 林子平、賴人碩、魏孝秦、趙元鴻、竇國昌、施鴻圖

北區聯絡主任：陳嘉芸　　中區聯絡主任：賴人碩　　南區聯絡主任：趙元鴻

執行秘書：杜怡萱　　　　助理：蔡家華、陳淑珍

姓        名 行動電話

大  學  部                                        級畢業 服務單位

研  究  所                                        級畢業 職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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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願意只收到電子檔建築簡訊

成大建築系系友通訊資料更新調查表

印  刷  品      工本費每本15元 無法投遞請退回 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基於未來成大建築簡訊電子化的規劃，原則上大學部、研究所75級後畢業之系友將採email發送簡
訊，請將您常用的電子郵件寄至基金會email信箱。亦可至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網站下載，謝謝。

建築簡訊系友資料調查

各位親愛的成大建築學長姐，為了響應節能減碳運動及提高瀏覽的便利性，建築簡訊將逐步改以電子報的形式發

行，希望各位系友可以提供以上聯絡資料，讓我們可以將建築簡訊順利寄送，也歡迎您給予我們寶貴的意見。

期待您的意見與參與

歡迎各位系友踴躍投稿，提供關於您近期參與建築相關活動的所見所聞，或者欲分享的經驗與觀念。投稿時，請註

明姓名、系級、服務單位及聯絡方式，若需退還稿件請註明，謝謝。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發行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R.O.C.
執行編輯：蕭亦芝、洪菁穗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電 話：(06)2757575分機54100或(06)2758372
傳 真：(06)2747819
E-mail：nckuarchi@gmail.com
網 站：http://www.arch.ncku.edu.tw/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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