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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庭嘉專案講師、朱傳捷設計師

圖／成大設計中心

「我們想透過系館核心空間的改造，塑造新

的成大建築印象。希望大家一起來關心切身的

環境，並且投入積極作為。」

──建築系杜怡萱主任

廁所作為生活環境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形塑

著我們的日常和習慣，藉著本系進行空間改造

的機會，舉辦「出謀劃廁──成大建築系衛浴

空間整體改善計畫概念競圖」，邀請熱愛設計

的同學們集思廣益，提出自己的理想方案，一

起為本系空間改造出謀劃策。以廁所為題，不

僅考驗同學們對衛浴空間的設計基本功，更考

驗大家對於系上環境細膩的觀察與轉化。

本次競圖邀請到黃世孟老師、戴育澤老師

來回應同學們「什麼是好廁所」的提問，針對

衛浴文化、便器數量、蹲便座便比例、設備系

統、不同性別健康的使用者差異，許多課堂上

沒有探討的浴廁細節，來一一拆解。最後更在

質性、代表性上，提出了「什麼是建築系的廁

所」的反思。

同學們也拿出了十分亮眼的成果，經過激

烈的角逐，由王品蘋、鄭崇明、游廷翰的作品

「Sharing Wall」獲得首獎，透過置入一道牆，
作為新的指標與介質，穿透動線，延伸各層次

空間，將空間、指標、立面、設備一氣呵成。

貳獎作品「大廁大霧」嘗試電控玻璃材料的應

用，創造新的系館立面，並以影片方式完整呈

現空間。參獎作品「Heterotoilet」，對於性別
友善廁所、公私領域也有自己獨到的回應。

同學作品面對現有的問題與狀態，目光不

限縮於廁間之中，擴展了視野，將系上空間、

入口立面、色彩、指引一併納入考量，做出了

更有全局觀的設計。突破原本舒適圈，對於材

料、構造、媒材上有所革新，相信未來同學們

回想起這次競圖，會再次認識到自己的成長。

成大建築系衛浴空間整體改善競圖活動報導

出謀劃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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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道牆去整合新立面、性別友
善廁所與指標系統，創造不同層次
的空間，同時相隔與相連。設計著
重於觀看與隱私性的控制，並選擇
與系館磚紅對比的綠色作為牆的顏
色。

走近建築系館時看見一條突出牆面
的招牌，招牌下的燈在晚上時微微
點亮系館門口 1  。進到大廳，看
到牆露出一角，標示著系館的空間
2 。隨著牆的引導走上樓梯會看到
系上海報與各空間的指引。

上到二樓，扶手延伸到牆內，牆延
伸到廁所內將空間一分為二 3  。
廁所因牆的介入與外界成為一體，
深色的空間與入口寬度保留了必要
的隱私 4  。在廁所底端霧面玻璃
透露著天光，空間再次相連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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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王品蘋、鄭崇明、游廷翰作品「Sharing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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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銹鋼板 t=�mm

冷軋鋼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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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孔不鏽鋼蓋板 t=�mm
化學錨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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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樓板洗孔

冷軋鋼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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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鐵玻璃 t=�mm

低鐵玻璃 t=�mm

襯墊材

絕緣層

大廁大霧
To fog or not to fog, that is a toilet.

觀察：核心之廁(Core toilet)與邊陲之廁(Periphery toilet)

差異的動線：兩個廁所在系館網絡的兩極：二樓廁所位於工作
室與綠台的交匯處，是動線頻繁的系館核心。三樓男廁是所有
動線的末端，使用狀況不佳。

突兀的材料：系館的牆面材料多為溫潤的暖色，但兩個廁所的
外立面都混雜而格格不入。兩個廁所的內部磁磚材料也不同，
任由施工廠商任意決定，無法營回應系館的整體材料。

目標：翻轉邊陲之廁，創造系館新生活情境

置入新機能，創造迴圈：二樓作為廁所，私密的三樓新增淋浴間。
讓原本陰暗邊陲的三樓，變成一個放鬆而有隱私的場域。衛浴也
不再是單純的服務空間。寬闊的過道和置物桌旁，有許多非正式
的交流會在此出現。

揭開厚牆、引入天光：誠實面對在立面上的廁所，把原本封閉的
系館入口立面變成調光玻璃，重塑建築系的立面。廁間與淋浴間
是透明的，有人使用時則會通電改變玻璃，變成霧面。剖面上用
採光天井連起一樓到三樓，通透卻不破壞隱私。

連結材料與機能：在樓梯側立面，把原本混雜的材料統整，順應
系館原有的二丁掛磚。在內部立面，裸露出混凝土，並用鏡面不
鏽鋼板作為隔間，與玻璃配合，展現明亮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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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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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appliances improved
Redistribution of the total amount on the second and third floors
High-usage general-purpose appliances are mostly placed on the second floor
Add a shower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basic functional services, the individualized narrow space also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n environment for their own 
thinking, to provide a temporary shelter, a temporary escape from the busy work and fixed environment. The toilet located on the active 
line is also a small communication place, allow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grades and different studios to meet, providing a time and space 
to share greetings with each other. And in some specific activities, this position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nd the external platform pro-
vides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to observe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erspectives of participation. The newly proposed toilet not only contin-
ues its related functions and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hopes to present the public-privat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toilets, starting 
from the life experience related to toilet infrastructure, to provide a better imagination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

Gender-friendly as a starting point, abandoning stereotyped red and blue color recognition. Activates aisles and 
endpoint spaces through color and configuration. The toilet room on the second floor is contrasted with bright 
orange and purple. Make the originally dark embedded space more intimate and accessible. The lively tones 
also suggest that the space is densely populated. The terminal space on the third floor is dominated by earth 
tones. Add high tables and vending machines to create a social space suitable for washing, tea and rest, and 
use it with the function of the second floor, it is more quiet and relaxing.

The toilet on the main circulation is also a small communication place
A-A’ SECTION

The toilet on the main circulation is also a small communication place
B-B’ SECTION

The idea of   turning the washbasin out into a public space. Hope to overlap and meet by chance in the activity 
of hand washing and filling water. Promote casual interactions in the same year or different grades. To revital-
ize the dark and inaccessible corner space

Concept

Color scheme

a . 搗 擺  |  熱 固 性 強 化 樹 脂 板  選 色

b . 衛 浴  |  3 0 x 3 0 墨 綠 色 系 磁 磚

c . 牆 壁  |  水 泥 粉 光  潑 水 漆

e . 地 坪  |  3 0 x 3 0 止 滑 透 心 石 英 磚  白 色 系

d . 洗 手 台  |  水 泥 粉 光  潑 水 漆

2F PLAN

3F PLAN

A

A’
B B ’

HeterotoiletHeterotoile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ocation of the original 
pipeline. Aim for less 
change, Integrate toilet 
equipment into a com-
plete system surround 
configuration with “UT”. 
It is hoped to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mainte-
nance and construction 
after the func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Reduce 
the burden on the old 
buildings of the Depart-
ment of Architecture.

Device integration

The toilet is not just a service space for functionally solving physiological needs. It is an important infra-
structure that maintains the life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wo toilets on the main circulation 24-7 
service for students. To undertake major needs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we intervene in the life experi-
ence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department.

Texture scheme

建築��� 戴淮安 黃旗蕾 林文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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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hare greetings with each other. And in some specific activities, this position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nd the external platform pro-
vides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to observe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erspectives of participation. The newly proposed toilet not only contin-
ues its related functions and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hopes to present the public-privat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toilets, starting 
from the life experience related to toilet infrastructure, to provide a better imagination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

Gender-friendly as a starting point, abandoning stereotyped red and blue color recognition. Activates aisles and 
endpoint spaces through color and configuration. The toilet room on the second floor is contrasted with bright 
orange and purple. Make the originally dark embedded space more intimate and accessible. The lively tones 
also suggest that the space is densely populated. The terminal space on the third floor is dominated by earth 
tones. Add high tables and vending machines to create a social space suitable for washing, tea and rest, and 
use it with the function of the second floor, it is more quiet and relaxing.

The toilet on the main circulation is also a small communication place
A-A’ SECTION

The toilet on the main circulation is also a small communication place
B-B’ SECTION

The idea of   turning the washbasin out into a public space. Hope to overlap and meet by chance in the activity 
of hand washing and filling water. Promote casual interactions in the same year or different grades. To revital-
ize the dark and inaccessible corner space

Concept

Color scheme

a . 搗 擺  |  熱 固 性 強 化 樹 脂 板  選 色

b . 衛 浴  |  3 0 x 3 0 墨 綠 色 系 磁 磚

c . 牆 壁  |  水 泥 粉 光  潑 水 漆

e . 地 坪  |  3 0 x 3 0 止 滑 透 心 石 英 磚  白 色 系

d . 洗 手 台  |  水 泥 粉 光  潑 水 漆

2F PLAN

3F PLAN

A

A’
B B ’

HeterotoiletHeterotoile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ocation of the original 
pipeline. Aim for less 
change, Integrate toilet 
equipment into a com-
plete system surround 
configuration with “UT”. 
It is hoped to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mainte-
nance and construction 
after the func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Reduce 
the burden on the old 
buildings of the Depart-
ment of Architecture.

Device integration

The toilet is not just a service space for functionally solving physiological needs. It is an important infra-
structure that maintains the life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wo toilets on the main circulation 24-7 
service for students. To undertake major needs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we intervene in the life experi-
ence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department.

Texture scheme

建築��� 戴淮安 黃旗蕾 林文馨

第二名 劉育任、曾宥瑋作品「大廁大霧」

第三名 戴淮安、黃旗蕾、林文馨作品「Heterotoi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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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選 李曄舜作品

優選 陳明華、邱子旂、鄭又碩、吳宛
蓁作品「BACK to the ADOBE」

優選作品「TRAPEZOID 避難所」

最終評選名次討論與最終評選大合照，同學們都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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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新生：

機械手臂木榫轉譯
文．圖／沈揚庭副教授

木榫一直都是華人木作建築的重要語彙之一，然隨著

時代的演進，木作工藝因人才的凋零而逐漸式微，也間接

局限了台灣目前的木榫工法發展與應用。在現今提倡低碳

排與循環經濟的國際趨勢下，木作工法再次受到世人的矚

目。而隨著時空背景的改變，木作發展不能一味仿古，相

反的，應該結合數位雙生與數位製造科技，將傳統工藝融

入到數位製造的歷程當中，甚至轉化成與時俱進的數位工

藝，如此才能突破手工的窠臼，解放人力轉成腦力與機器

的人機協作，帶動木作材料的創新應用與建築工法的數位

轉型。

在此前提下，SyncLab研究室也展開了一系列的數位智

開幕儀式在織蔭（Interlace Forest）座落的榕園圓環轉角空間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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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木作研究。我們先從傳統的漢式木作再現研

究開始，先將整體漢式木作的元件進行數位化

產生「數位雙生」模型。這個數位雙生模型可

以抽取出數位製造所必要的關鍵資訊，引導數

位機具如機械手臂進行精準的製造，最終成功

再現出一座全面以機械手臂製造的漢式木作。

有了前述研發過程的基礎，成大建築系師生

更進一步以機械手臂蓋出全尺寸木作涼亭「織

蔭（Interlace Forest）」。以樹木為意象的仿
生型態作品不但展現了卡榫結構的創新構法，

更在成大榕園的一隅造了一座科技藝術的木作

森林。

「織蔭（Interlace Forest）」落腳於成大光
復校區榕園旁的圓環角落，並在2022年9月
13日正式開幕，同時發表同名書籍《Interlace 

Forest》。在沈揚庭老師和顏嘉慶老師的帶領
下，修習「建築設計（八）」的六位學生設計

師鄭崇明、李弈璇、傅政文、黃柏熹、郭建

愷、李芷沅，以及三位技術助教王宓琦、黃廉

凱、高有閔，共同協力在4個月內完成此一作
品。

「織蔭（Interlace Forest）」的設計概念是
從榕園成群的樹林意象出發，以八棵同質卻形

態互異的樹狀結構組成簇群，企圖展現出科技

與藝術相結合的仿生構築。織蔭為了能夠模擬

原生樹林枝幹交錯的自然美感，除了使用仿生

的演算法來模仿樹木生長的生成邏輯外，更結

合了機械手臂發展出多向度的木榫工法，使得

交織的木條能夠以最自然的型態嵌合在一起，

就如同樹木自然向上展開的生長形狀。最上方

以機械手臂製造的漢式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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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棵木作樹叢以一個共同平面平整地收合成共

構的樹冠，整理了人造森林的上層邊界，使觀

察者更能直觀地參照自然與人為之間的對比。

「織蔭（Interlace Forest）」最大的亮點之
一是全面使用木榫作為接頭。為了能夠突破傳

統木榫在人力與工藝上的限制，該作品在木榫

元件的製作上完全是透過機械手臂來進行數位

製造。

此舉有兩個較具劃時代意義的突破：首先

是對於傳統木榫造型與關係的突破。在「織蔭

（Interlace Forest）」這個作品中，所有的樹
枝狀構成關係都是演算下產生的有機造型，因

此無法如傳統木榫般僅製作出關係較為簡單的

正交元件便可以成型。在數位雙生模型與機械

手臂的介入下，所有的三維斜交關係都可以被

很準確地定義、放樣，以及製造，使得我們可

以製造出各種客製化的三維斜交榫接元件，如

此一來接頭與造型的關係獲得了極大的解放，

也大大增加了木作設計上的開放性與自由度。

再者，這個作品同時也透過這種嶄新的木作

工藝開啟了人機協作層面的新模式。將需要精

準施作、勞力密集，以及高重複性的所謂骯髒

工作（Dirty Work）交由機器去執行，設計者
可以專心去設計對應的構造關係和協作模式，

如此一來不但能釋放人力轉而運用腦力，更有

機會改變過往設計與營建之間的斷裂，創造出

「從設計到建造一體化」的嶄新智慧營建典範

轉移。

織蔭爆炸圖 (左 )，屋頂分割仿生演算方案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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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蔭（Interlace Forest）全景圖。

機械手臂輔助製造出三維斜交的卡榫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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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影響我們的行為和決策

文．圖／林子平特聘教授

這天一早出門，豔陽高照，你小心翼翼地遵

循地面陰影的指引前進。建築物密集的市區，

大樓棟距窄到連小鳥都得側身才能飛得過去，

能突破重重阻礙吹到你身上的涼風，大概就像

日本製的壓縮機一樣稀少。傍晚回家，屋內的

熱氣逼人，你打開臥室、陽台、廚房、浴室的

所有窗戶，試圖讓傍晚的涼風吹一點進來。睡

前，你終究還是敵不過高溫，打開了冷氣，乾

燥涼爽的感覺讓你瞬間來到天堂。

每一天，溫度都影響著我們的行為和決定。

這樣談溫度才有趣

1986年，一個氣溫攝氏零下3度的上午，
美國「挑戰者號」太空梭起飛73秒後發生意
外爆炸，七名太空人全部罹難。當時的總統

雷根找上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費曼（Richard P. 
Feynman）加入事故調查委員會。調查結束
後，在電視轉播的太空梭事故聽證會中，費曼

當場展示了一個實驗。他氣定神閒地在鏡頭

前，把一個O型橡皮環放入一杯冰水內，並將
它加壓扭曲後再鬆開，原本有彈性的橡皮環不

但變得僵硬，也無法立刻恢復原狀。這說明了

太空梭的零件在發射當天接近零度的氣溫下，

因為寒冷及受壓變形而無法將推進器密封，因

而使得推進器內的高溫氣體外洩造成爆炸。

這一幕就像是精心策畫的一場表演，讓觀

眾看得入迷。「啊，你這樣說明我就懂了！」

這應該是當時電視機前的觀眾內心想說的話，

也是我寫作《跳出溫度舒適圈：從狐獴、原始

人、蛋炒飯的小故事，教你少開冷氣也能活的

21個消暑「涼」方》這本書時，期待能與讀者
產生的共鳴。

因此，我在書中每篇文章的開頭都安排了

一段看似與溫度無關的敘事情境，但它們其實

都隱含了與溫度主題有關的線索，希望讀者藉

由逐步解謎的過程，了解溫度神奇且有趣的一

面。
早期的人類為了生存而追尋溫度，現代的人類為了舒適而追

求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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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溫度教我們的五件事

溫度議題是當今社會的熱門話題，它既是理

論也有現象，要從哪些面向，哪些主題談才好

呢？

我嘗試從溫度從何而來談起，藉由地球獨特

的宜居溫度，及動物適應自然界溫度的本能，

對人類嘗試控制與改變溫度的行為提出反思，

並進一步說明，其實透過外牆的玻璃、遮陽、

通風的規劃設計，便能提早預約住居空間的熱

舒適。此外，我也從動態的戶外活動、都市步

行、運動競技、觀光旅遊、購物消費等五個面

向，說明溫度對於各類型的活動，會產生哪些

不為人知的影響。

除了關心個人生活的空間，也需要將關心的

層面擴及到環境，畢竟想要讓我們個人的生活

舒適，前提是要先幫地球退燒。而且，現在就

要馬上行動。

刺激與反應之間，存在自由

感覺熱就按下冷氣開關。這是我們再熟悉不

過的溫度「刺激 v.s 反應」模式。然而，著名
心理學家弗蘭克（Viktor Frankl）曾說，刺激與
反應之間存在著一個空間，在那裡，人類有自

由選擇的權力，在深思後做出負責任的作為，

才是人類的成長及自由。

因此，寫作這本書，我想探索的不只是溫

度變化對於人類生存與生活的影響，更想要延

伸討論人類該用什麼姿態，來面對氣候、環

境、社會的變化。地球剛好的溫度難能可貴，

身體是適應溫度的高手，我們不需要過度控制

溫度。只要充分理解、提早計畫，就可以讓住

宅涼爽、活動舒適。最重要的是，能幫地球降

溫。

這是一本關於溫度的故事，也希望我訴說的

故事有溫度，能讓讀者產生動能，做出改變。

後記

《跳出溫度舒適圈：從狐 、原始人、蛋炒

飯的小故事，教你少開冷氣也能活的21個消
暑「涼」方》於2022年9月出版，這本書的完
成要感謝很多成大建築系夥伴的參與及相挺。

黃恩宇、潘振宇、蔡耀賢幾位老師提供了許多

專業及寶貴的資訊、蕭亦芝的文字編輯、王雅

萱的幽默插畫，也讓這本書容易閱讀且生動有

趣。也有好幾位學長姐幫我宣傳及推廣，讓我

感受到成大建築系這個大家庭真是溫暖！

台南一處住宅，從春天早上 9 點到下午 3 
點的太陽軌跡。只要選對方位設置適合的

外遮陽，你和貓咪在室內都很涼爽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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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杜功仁教授、江維華教授

2005年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為了爭取教育部
第一期「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遂以「建築科技」為尖端研究重點領域

提出研究計畫，且委請建築系魏浩揚教授、陳

章安建築師進行「台灣建築科技中心」大樓之

規劃設計，以統整台科大校內之建築尖端應用

技術與研發能量，並作為建築科技尖端研究的

活體試驗場。台科大最終因為成功獲選該計畫

補助而有機會脫胎換骨，魏浩揚教授可算是其

中的重要幕後功臣！

該大樓為一地下一層、地上七層，總樓地板

面積1,388平方公尺之鋼構建築物，於2010年
12月完工啟用。其規劃設計整合了雙曲面可拆
式沖孔鋁板外牆、節能立面系統、主被動複合

式空調節能設計、開放建築、U型樓板與開放
性配管系統等多項建築尖端技術與設計理念；

也因此榮獲第12屆「國家建築金質獎」之三
項大獎殊榮（公共工程規劃設計類金質獎、公

共工程建築工程類全國首獎、公共工程類金質

獎）。

經多年使用之後，該大樓已不再單純只作為

建築科技研究使用，因此校方決定重新為其命

名。由於校園內已有「研揚」、「醫揚」兩棟

大樓名稱中皆有「揚」字，校方於是決定將其

更名為「浩揚」實驗大樓，一方面富有「浩瀚

學海、揚帆領航」之意涵（並適切呼應大樓之

「浩」瀚學海．「揚」帆領航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浩揚實驗大樓」命名揭牌儀式

由魏浩揚教授、陳章安建築師共同規劃設計的「台灣建築科

技中心」大樓，現更名為「浩揚實驗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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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帆造型），另一方面則用以紀念緬懷該大樓

的設計者魏浩揚教授。校方於2022年9月29日
舉行「浩揚實驗大樓」命名揭牌儀式，除了校

長與校內一級主管，及建築系同仁之外，亦邀

請魏浩揚教授的家屬、中學及大學同學、導生

出席。該大樓也成為國內大學中極少數以設計

師（且非註冊建築師）為名的建築物。

魏浩揚教授是成大建築系75級系友。畢業
後，他曾留在系上擔任許茂雄、張嘉祥教授結

構課程之助教；隨後到德國司徒加大學深造，

取得建築碩、博士學位。他的建築師事務所專

業歷練相當完整，並於1999年歸國至臺科大建
築系任教。在校服務期間，魏浩揚教授秉持著

對建築設計的熱愛，熱心參與校內各項重要建

築工程，在在展現他兼具工藝技術和文化涵養

的設計風格與能力。除了風帆造型的台灣建築

科技中心大樓之外，其他知名作品有：臺科大

游泳池屋頂鋼構外殼增建、臺科大校門水池暨

精誠雕塑規劃設計、臺科一號、校園風雨走廊

設計等；大幅提升臺科大校園環境美感，對校

貢獻良多。

「浩揚實驗大樓」揭牌儀式。

揭牌儀式邀請魏浩揚教授的校內同仁與親友、學生參加。

魏浩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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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九十周年校慶

系友返校活動

系友新況

高而潘 大學部40級 歿 
劉慶男 大學部50級 歿 
楊仁江 大學部56級  研究所60級 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林晏州 大學部63級 國立台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 名譽教授

許伯元 大學部76級 許伯元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林建智 大學部83級  研究所85級 大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吳柏緯 研究所85級 吳柏緯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江秉書 研究所95級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蘇業森 大學部97級 玖柒聯合設計有限公司 負責人

許昕 大學部97級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出版編輯

陳柏瑎 研究所97級 海洋委員會 
楊傑婷 大學部103級  研究所108級 王銘鴻建築師事務所 助理建築師

71系級系友與本系杜怡萱主任、吳讓治老師及新進教師合照。

91級系友與家人在規劃設計學院入口歡樂合照。

成大九十一周年校慶系友之夜，各級系友相見歡。

本系杜怡萱主任與鄭泰昇老師為 75級系友介紹系館改建現況。

81級系友與本系姚昭智老師、杜怡萱主任、孫全文老師相聚。



15新聞

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111年度8-10月份 捐款芳名錄
捐款芳名 捐款金額

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40,000 
三大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20,000 
中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元善投資有限公司 30,000 
白省三 200,000 
朱弘楠 50,000 
吳非士建築師事務所 200,000 
吳信瑩 30,000 
吳建志賴人碩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50,000 
吳胡玉滿 30,000 
呂政道 100,000 
坂板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50,000 
李萬秋建築師事務所 10,000 
周文斌建築師事務所 100,000 
周勤富 100,000 
和光接物環境設計有限公司 5,000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林上立 15,000 
林義傑建築師事務所 10,000 
知名不具 10,000 
邵棟綱 100,000 
侯佑霖 200,000 
施忠賢結構技師事務所 20,000 

捐款芳名 捐款金額

財團法人百慶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 20,000 
張國章 35,000 
張景堯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5,000 
張瑪龍 250,000 
陳玉霖 250,000 
陳冠瑋建築師事務所 10,000 
陳章安建築師事務所 30,000 
陳嘉芸 100,000 
無名氏 (0668168101555) 100,000 
無名氏 (812-0020661000001832) 10,000 
黃世孟 100,000 
黃顯鈞 10,000 
漢宇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劉木賢 10,000 
鄭政利 10,000 
黎光樺 80,000 
學院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59,985 
龍海明 30,000 
戴育澤 180,000 
謝文泰 50,000 
魏子鈞 50,000 
魏孝秦 100,000 
羅婷頤 10,000 
羅興華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90,000 

匯款轉帳捐款後，敬請協助提供匯款單，或是告知匯款日期、銀行、帳號末五碼、捐款收據抬頭、

以及收據郵寄地址。再次感謝您對成大建築系的支持與鼓勵！

聯絡電話：(06) 275-8372
電子信箱：nckuarchi@gmail.com

1.銀行/A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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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捐款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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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郵政劃撥
帳號：31214102
戶名：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3.現金或郵局匯票
請掛號至 70101台南市東區大學路一號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收

81級系友與本系姚昭智老師、杜怡萱主任、孫全文老師相聚。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系友會）第十五屆董事

董  事  長：張瑪龍

常務董事：邵棟綱、趙夢琳、卓永富、杜怡萱

董　　事： 楊立華、周文斌、蘇瑞泉、劉國隆、戴育澤、黃文旭、郭書勝、周祖珍、謝文泰、朱弘楠

 陳嘉芸、周勤富、薛丞倫、吳秉聲、黃恩宇、吳建志、林育菁、呂政道、魏孝秦、魏子鈞

北區聯絡主任：周祖珍　　中區聯絡主任：吳建志　　南區聯絡主任：林育菁

執行秘書：葉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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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電話 公司電話

連絡地址

公司地址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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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加入成大建築系友會 facebook 粉絲團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簡訊 Architecture 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