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廟宇、民俗活動與社區 

陳世明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建築系的學生學設計時，總會拿廟宇及廟埕探討「傳統

與現代」或是「歷史性建築、環境的保存再生」等議題。到

現在每年仍會看到廟宇或廟埕相關的畢業設計題目。而在探

討廟宇或廟埕的建築與空間時亦常會看到「過去廟宇是社區

的中心，廟埕是社區活動的重要節點，….. 應該讓廟宇與廟
埕在現代社會裡恢復過去社區中心的角色扮演。」的主張，

而以此 concept練習設計表現。 
而當走出校園實際到廟宇走走時，卻會發現所看到的是

和校園內的想像有很大的差距。很多廟宇和社區的關係是相

當疏遠的，很多廟會活動是相當粗俗的，甚至已失去過去記

憶中的熱鬧景象。 
近年來，廟宇及廟會民俗活動在重視本土文化與追求都

市特色、競爭力的時代課題下，成為公部門的文化政策以及

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就台南市而言，廟宇及廟會民俗活動

在文化保存的議題上受到關心。同時也在舊市區內規劃的孔

廟、赤崁等「文化園區」中，被期待扮演舊市區(甚至是全市)

特色營造的角色。 

過去公部門在政策上並沒有十分肯定廟宇及廟會民俗活

動的存在價值，甚至被冠上「迷信」的字眼，造成廟宇與外

界的隔閡。而現在卻是在「本土文化」、「庶民文化」的時

代潮流中，在「幾乎沒有反省廟宇及廟會民俗活動的現代課

題」的情況下，接受了廟宇及廟會民俗活動的存在價值。因

而就廟會民俗活動而言，市政府打著「寺廟文化優質化」的

口號，在藝陣服裝整齊、不吃檳榔等表面優質的要求下工夫，

或是轉移焦點在「文化產業化」上努力，而忽略必需面對的

基本課題。 

今年四月上旬台南市政府又花費近千萬以及大量的人

力、時間舉辦「媽祖文化節」活動。當看到媒體上充斥「營

造台南都市文化特色」、「文化消費付費」、「文化產業化」

字眼的同時，卻發現「如何讓廟宇與廟埕在現代社會裡恢復

過去社區中心的角色扮演」的議題，似乎並沒有因廟宇成為

時代關心的焦點而有被認真思考過。 

成大建築簡訊 
第二〸四期：2001 年 6 月 

發 行 人：張嘉祥 

地    址：成功大學建築系 

‧目 錄‧ 
CONTENTS 

 
學術專題 
1   廟宇、民俗活動與
社區  

 
 

卡蘭德獎學金報導 

6   卡蘭德獎學金的

榮耀 

7   得獎作品介紹 

 

 
系所活動 
14  學術活動報導 

15  系學會活動報導 

16  系所活動預告 

16  系友活動預告 

 

基金會活動 

17  董事會會議記錄 

18  年度捐款 
18  系友回函 
 



 

2 學術專題                                                       

二、廟宇民俗活動的功能 
  隨著時代的改變，廟宇民俗活動的功能並不
僅止於宗教意義，活動規劃者應從多樣的新功

能中，找尋廟宇民俗活動舉辦的意義。 
 
1、在宗教發展上 

就信徒而言，廟宇民俗活動原本的功能即

在宗教意義本身，除宗教儀式的進行外，藉民

俗活動吸引更多的人參與，提供信徒與非信徒

接觸此宗教的機會，使信徒及香油錢增加。此

為促進宗教自身發展的重要關鍵。 

 

2、在都市經營上 

就都市發展言，廟宇民俗活動是都市特色

營造的重要要素，特別像歷史資產豐富的台南

市，於歷史環境再生中活用廟宇民俗活動，將

有助都市自明性的建立。未來城市競爭、城市

國際化的重要性將明顯提升，呈現市民生活面

貌的廟宇民俗活動將是不可或缺的重點。 

 

3、在生活環境營造上 

在都市現代化轉型中，舊市區常面臨社區

發展困境。透過對廟宇民俗活動保存再生的關

心，將可凝聚地緣及非地緣的關懷團體，而有

助於都市社區發展。此外，廟宇民俗活動亦是

生活休閒活動的一類，優質的廟宇民俗活動在

未來週休二日時代將可成為優質的休閒活動

內涵的一部分。 

 

4、在產業發展上 

對產業經營者而言，民俗活動是帶動相關

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媒介。若能使之與古蹟、

歷史性建物、環境相互配合，對文化產業發展

將有重大助益。 

 

5、在文化資產保存與再生上 

對廟宇民俗活動本身而言，廟宇民俗活動

是「活的古蹟」，廟宇民俗活動的保存再生是

代表過去庶民生活形態的保存再生。致力使廟

宇民俗活動在社會轉型中延續下來並有新的

生命力，是和古蹟保存活化有同等重要意義。 

 

6、在社會教育上 

良性廟會民俗活動的參與，促使參與者在

節慶活動及平時練習時，把時間、精神投注於

活動中，藉接觸良性人事物，將可提昇參與者

的生活內涵，減少社區及都市問題的產生。 
 

三、公部門推動廟宇民俗活動的一些問題
1、公部門角色扮演不當—誘導而非主導 

公部門推動民俗活動的重點應在誘導參

與團體自主參與。目前公部門推動民俗活動

時，常常由於主導性太強，往往讓參與團體無

法感受到是「是自己的事」。當參與團體認為

「是公部門的事」時，就會產生「等著要公部

門的錢」以及「將自己該作的事推給公部門」

的現象。因此，如何誘導參與團體「自主參與」

是公部門最重要的工作。而最後檢視公部門的

成果時，並不是用「公部門在此次主導了哪些

活動」的角度評價，而是「公部門在此次『誘

導』哪些團體『自主地』辦了哪些活動」。 

 
2、參與者的參與意義不明並欠缺自主性 

公部門推動民俗活動時，總希望能由自己

主導且辦的有聲有色，因此往往希望活動規模

大、參與團體多。但是，往往被邀請的團體無

法找到能肯定自己的活動參與意義，而只是覺

得「被公部門要求參與」，而致參與過程被動

消極。同時，在參與時又往往是「被要求去共

襄盛舉」，去為公部門或是大廟宇「墊底」，致

而無法呈現參與時的「自主性」。在缺乏對參

與意義的認識、參與動機不明以及找不到自主

性的狀況下，民俗活動的呈現自是有氣無力。 
 
3、忽略文化內涵的省思 

在關心本土文化的潮流下，廟會民俗活動

往往成為公部門文化政策的寵兒。但是公部門

在追求業績的情況下，往往關心的僅止於「所

辦的文化活動『吸引了多少人潮』」，至於呈現

了什麼文化內涵並不重要。且在「文化產業化」

的另一潮流下，廟會活動雖被帶上「華麗的文

化桂冠」，但往往僅被拿作「賺錢與吸引人潮」

的工具。 

廟會民俗活動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在面

對前人留下來的遺產時，「從掌握及反省過去

文化內涵，提出新的時代看法，並藉由實際操

作產生良性的新文化內涵」的過程是最重要且

需嚴肅地面對。然而往往因相當費時，且階段

性的成果並不耀眼，因此往往難以獲得追求業

績的政客或是文化揃客的青眛。也因此廟會民

俗活動往往「被帶上『文化』的帽子來當作追

求文化業績的『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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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欠缺文化內涵探討的台南媽祖文化節 

 
4、欠缺自主團體的參與 

要期待參與團體能有「是自己的事」的觀

念，主動參與廟宇民俗活動，是需要在平時配

合「社區營造工作」來孕育自主性團體。亦即

在社區營造下，提供關懷團體自我學習的機

制，培養自我反省思考能力，以及自主運作的

態度，使之在平時即能有操作自己關心的議題

的能力。如此才可期待在民俗活動期間，能有

「是自己的事」的觀念，自主地參與活動。 
 

5、忽略現代意義的檢討 

傳統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一動態變化的過

程。隨著時間、社會環境的改變，將會有新的

內涵植入。因此廟宇民俗活動雖有傳統的一

面，但仍需檢討它的新時代意義，不能只拘泥

於過去某一「傳統儀式」。亦即關心民俗活動

不能只談「傳統的復原」，重要的是需挑戰「傳

統的再生」。除需有上述六項民俗活動的功能

為本的「多角度視點」，來思考此課題外，亦

需藉較嚴謹的基礎調查研究來幫助研判哪些

是需復原保存，哪些是可再生創造。惟有如此

才有可能醞釀新的現代內涵。 

 

6、欠缺宗教信仰本質的探討 

目前對廟宇民俗活動的關心，有的是從保

存臺灣本土文化的觀點，將民俗活動視為文化

的一部分，整理並考據已失去的部分，將之完

整保留下來，使之於現在的廟宇中復原。而有

的則藉藝術表現詮釋廟宇民俗活動的藝術內

涵。 

這些從「傳統的復原」以及「藝術的詮釋」

的關心方式是可以成為民俗活動保存再生的

動力。但是在「廟宇民俗活動乃宗教信仰的表

現」之本質下，若不探討廟宇宗教信仰本質的

 
圖2 穿古裝遊街的藝陣（台南媽祖文化節） 

 

現代課題時，將會流於僅是「形式的保存」或

「形式的藝術化、精緻化」上的關心。不只廟

宇民俗活動的展現將欠缺原始宗教熱忱外，同

時其亦潛藏著「為惡劣的宗教信仰本質，打扮

美麗的藝術文化外表」的危險性。因此，需有

觸及宗教信仰本質的時代課題的探討，才能期

待「活的民俗活動」的形成。 

 

7、「非日常」氣氛的營造 
民俗活動的魅力在於不是平時可以體驗

到的「非日常」氣氛的呈現。但很多過去平時

不容易看到的事物，在現代社會中逐漸成為日

常生活中很容易就能看到的事物。過去生活較

為單純，民俗活動較容易呈現「非日常」氣氛，

而現代社會中活動相當多樣，過去的「非日常」

氣氛不易呈現。而且民俗活動中呈現的陣頭、

傳統攤位等，大都千篇一律，到過一、兩次後

大概就沒什麼「非日常」氣氛。臺灣都市一年

雖有數次不同的民俗節慶，但在所呈現的傳統

活動內容，多是大同小異，「非日常」氣氛不

易塑造，吸引力自是每況愈下。活動的「非日

常」氣氛的設計是魅力關鍵所在。 

 

四、台南市孔廟文化園區永華宮社區營造

的意義 
永華宮位於台南市孔廟入口對面街廓巷

道內，是祭祀廣澤尊王的古廟。原本廟的主要

信徒是境內居民，但由於經營不善轉成以境外

信徒支持為主。而在數年前開始的修廟過程

中，一些中生代信徒爭取改變廟內決策階層的

拆除重建的想法，而改採保存修復式的修廟方

式。在過程中歷經無數次的討論及觀念溝通。 

最近，這些境內中生代信徒想擺脫過去廟

的經營方式，積極想找回社區居民與廟宇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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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小孩提燈籠參與永華宮繞境活動 

 

動關係。於是在廟的內部整修告一段落舉行神

明安座儀式的同時，在慶祝活動中篩選過去尚

可的廟會活動，並加上新的活動安排，期待廟

宇能找回失去的社區居民。其活動內容及所呈

現的意義如下： 

 

【活動內容】 

 

2000年農曆 

6/24：11：00~13：00安座祭典、並設「平安

圓宴」、下午及晚上各一場安座戲、晚

上亦有北管演奏。 

6/25：約19：00赤崁清音南樂社南管及吳心瑞

老師古箏演奏。 

6/26：約19：00赤崁清音南樂社南管及吳心瑞

老師古箏演奏。 

8/15：約19：30中秋節夜烤活動、音樂、影片

欣賞。 

8/17：10：40永華宮召開記者招待會。 

8/19：約19：00聖王公出巡遶境。 

8/20：18：00~19：30小朋友呼拉圈比賽、 

19：30~21：00蔡玫玫老師電子琴演奏。 

8/21：18：30聖王公請壽麵、19：00~21：00

國樂演奏、21：00~23：00北管暖壽、

23：15團體祝壽。 

8/22：19：00交陪境插燭祝壽、19：30卡拉

OK、21：00選爐主、頭家等擲筊儀式。 

 

【活動意義】 

 

1、帶動社區居民參與的活動設計構想 

1）提高社區各族群參與活動的可能性，打破

廟宇與社區間的隔閡 

目前在一般廟會活動中，社區居民或外來

 
圖4 居民坐在有桌巾及花飾的桌椅欣賞節目 

 

者多半僅止於以「參觀者」身分參與活動（看

歌仔戲、布袋戲、繞境活動等）。此次廟會活

動則藉搖呼拉圈、吃魯麵、唱卡拉ok、猜迷、

電子琴演奏會等非宗教性活動使到廟宇的人

大部分均為「活動參與者」，同時在宗教性活

動中的繞境活動亦規劃讓小孩提燈籠，使小孩

與其父母、親戚亦能一起參與，打破廟宇與社

區的隔閡，提高社區居民參與廟會活動的可能

性。 

2）社區化、多樣化、現代化的活動設計 

以喝咖啡聽電子琴演奏、烤肉、搖呼拉

圈、吃魯麵、唱卡拉ok等多樣的活動，並提

供鋪有桌巾花飾的桌椅作為欣賞節目及飲食

用，改變過去廟宇端碗站著或蹲著吃、看的「乞

丐式」習慣，吸引社區內不同族群的居民至廟

宇參加活動，取代以前應付式的歌仔戲、布袋

戲以及脫衣舞表演。 

3）藉小孩參與帶動社區中生代父母參與 

以提燈籠繞境、搖呼拉圈、唱卡拉ok等

活動並贈送麥當勞玩具，吸引小孩參與廟會活

動，藉此間接帶動社區四、五十歲的父母參

與。 

 

2、廟方的學習機制 

1）活動策劃很早即已開始。整體的活動全在

廟方年輕委員及參與者無數次的討論中成

型，學者雖有參與但只從旁建議。藉此使廟方

成員逐漸認識自己策劃的活動與目前其他一

般廟會活動不同之處，肯定自己所策劃的活動

的價值。而於活動結束後亦有檢討會，檢討活

動的優缺點。建立廟方的「自省」機制。 

2）繞境活動前舉行記者會，提供廟方成員自

己面對公眾媒體自我表達的機會，訓練廟方自

己「自立」。而為要面對公眾媒體表達活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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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永華宮小孩呼拉圈比賽 

 

念，廟方成員多次討論此次廟會活動計劃中有

意義、值得提出來講的地方，反覆多次確認廟

方自己努力的價值。此過程提供廟方自立的覺

醒以及學習自立的機會。 

 

3、藉新聞媒體的正面報導改變廟宇形象並提 

高廟方年輕委員的影響力 

學者的從旁建議以及新聞媒體的正面報

導，對內幫助廟方成員肯定自己的活動計劃的

正確性，對外則改變過去廟宇給人粗俗、有隔

閡的感覺，增加社區居民參與廟會活動的意

願。 

同時，目前參與廟會活動的信徒越來越少，

廟方年輕委員及參與者積極想突破目前窘

境，但一直受觀念保守的年長委員與參與者的

排斥。新聞媒體的正面報導可提高年輕委員與

參與者在廟方決策上的影響力。 

 

4、廟方年輕委員及參與者「欲將廟宇與現代

生活結合，使廟宇成為大家都能親近的社區生

活空間」的態度相當積極，並有很高的學習、

自省力，可期待將來能改變目前廟宇生態，成

為「現代都市社會中能透過廟會活動提供社區

居民聯繫機會」的典例。 

 

伍、結論 
廟宇民俗活動是地區生活內涵的一部

分，必需與生活結合，才能呈現「活的生活文

化內涵」。但若是像目前僅在要求傳統藝陣穿

古裝遊街，或是要求藝陣演者服裝整齊、不嚼

檳榔時，將使廟宇民俗活動變成只重視外觀的

樣板活動，而成為「死的生活文化」。 

而若要呈現「活的民俗活動」時，則必需 

突破社區與廟宇間的隔閡，使廟宇能與社區結 

 
圖6 永華宮廟會活動的相關新聞報導 

 

合，才有可能找到新的生命力。而此必需挑戰

廟方特定族群，特別是廟方的決策階層的舊思

惟、舊習慣。同時其亦需要長期努力才有可能

達到。而就像永華宮的例子所看到的，若是在

活動設計上能花心思吸引社區各族群參與，再

加上一些機制的設計，或許能縮短時間。 

投入「社區營造」、「社區規劃師」的工作，

將是關心此課題的建築人的切入點。將自己的

工作僅界定在建築設計時，對此議題的貢獻是

非常有限的。 
 
【注】 
永華宮的改變是先有成功大學建築系徐明福

教授於 85年進行社區總體營造，其後則有歷史系
陳梅卿教授長期持續與廟方接觸，取得廟方部分中

生代信徒的信任，因而促成此次神明安座之相關慶

祝活動構想的實現。個人則在此活動中與陳梅卿教

授協助廟方規劃活動。並從社區營造的角度觀察進

行過程。 
 
【參考文獻】 
1、台南市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台南市孔廟

文化園區社區總體營造活動計畫－以中山里

七娘境為範圍」（期中及期末報告），台南市

政府，2000.12、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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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蘭德獎學金的榮耀1 

編輯組 

 

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設置卡蘭德獎學

金，以鼓勵系上三年級同學創意發揮，對本系

優良設計風氣的建立以及設計課程之協助，產

生相當大的功效。三年來，大三設計課程，更

由於卡蘭德獎學金的設置，大三全體同學為爭

取此系上最高的設計榮耀，無不使盡全力。在

設計課程中，以創新的設計手法，並求作品之

完整性，以期能於設計之領域超越同儕，而獲

致此學生生涯之中最有意義的獎項。 

這次設計的主題以九二一災後國小校舍

重建為主題。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

時四十七分，台灣中部發生了芮氏地震規模七

點三之強震。台中縣與南投縣在此次地震中受

到嚴重的創傷，鄰近縣市以及遠在台中兩百公

里以外的台北市、台北縣，亦有相當嚴重的災

情。地震中人員死亡共兩千四百多人，受傷八

千多人，房屋全倒近一萬棟，半倒近八千棟，

是台灣地區有紀錄以來，最嚴重之災害性地

震。此次震災，學校建築是各類建築中損壞最

為嚴重者。震後中部災區縣市，一方面以臨時

簡易教室來解決教學的需要，另一方面重建的

規劃工作亦同時展開。教育部也要各界訂定

「地震受害國民中小學建築規劃設計規範」，

成大建築系在此規範訂定過程扮演極重要角

色。規範訂定後，更思考如何藉由設計使規範

內容具體化、建築化。 

經討論後決定以中部災區數所小學作為

三年級設計內容。內容除考慮耐震安全、綠色

校園規劃、小班教學、人本教育、校園開放等

觀念也都考量於其中。在本系三年級設計老師

指導群指導、研究生協助，大三同學半年來出

                                                 
1 有關卡蘭德教授的介紹請參考建築簡訊第 15期
1998年 12月號 

錢出力，並為第一線執行者。終於在民國八十

九年四月十二日至四月十六日於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透過圖面、模型、現場解說，呈現

在災區中小學校長面前。 

此次設計操作除了成大建築系的設計風

範展現於國人之前，不論質與量，均超越前兩

年同學於大三設計之水準。在與原大三設計老

師討論，並召開大四班會數次後，由四位同學

林俊逸、歐美蘭、陳海立、鄭鈞鴻代表領獎，

並把榮耀歸殊全體大四同學 (去年三年級同

學) 。基金會希望藉由每年卡蘭德獎學金的設

置，鼓勵本系學生對於建築設計的精益求精，

在創意與實務兼顧的理念下，期能創造出更優

秀的作品。 

 

 
基金會董事會議為卡蘭德獎學金決議 

 

 
卡蘭德獎學金受獎同學與頒獎人合影，左起為：鄭

均鴻、歐美蘭、張董事長銘澤、張主任嘉祥、陳海

立、林俊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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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災後小學重建設計 

大三設計     2000 spring 

 

林俊逸 簡志穎 
沈芷蓀 鄭泰昇 老師 指導 

 

 

.     

. 

 

 

 

 

 

 

 

 

 

 

 

 

 

 

 

 

黃昏時，有些樹幹上似閃著燐光 。走進
細看，才知樹幹被某些昆蟲棄置的外殼覆

蓋住了。驚訝的是，外殼無任何的損壞。

唯一不同的，如X光般的透明，忽然間，

聽到頭上漆黑的樹葉中傳來一陣齊唱的

聲音，那聲音是由殼中原主人所發出…，
我們可看到外殼附著在樹幹上，但那只是

空虛的、被生命本體拋棄的軀體。正當我

們注視這些幽靈般的形體時，我們聽到他

們以新的形體在樹葉間發出蟲鳴。我們可

聽的到，卻看不到，那一陣鳴聲可謂靈魂

之聲。     

--John Hejduk    

 

.   .

 

 
 
 
 
 
a高年級教室 

b中年級教室 

c低年級教室 

d行政區 



 
 

 
 

設計說明與檢討 
。由弧線引導所體驗的一系列空間體驗 

。營造漫步校園時的空間趣味與轉折的驚奇 

。引起學童生活中場所感的共鳴 

。由居民在每段河溝上處理的方式引發設計 

層次上的聯想 

 

     

 

 

 
 

 

。因觀察到基地的特有元素，從此開始注意到

居民生活的智慧，也藉此體會到「風土」為

構成邏輯的重要性 

。由 50分之 1的模型操作中，逐漸瞭解不同

系統可以微妙的重疊存在及中介空間對空

間層次的影響 

     

 



 

在憑藉回想的依稀微光中，  

你心底應當清楚， 

童年的記憶無所不在， 

與你的背影並肩， 

如同在黃昏極淡的綠色光芒消逝之前， 

你經常無端想起， 

小學校園六月間響亮的蟬鳴， 

以及平整的網球場， 

自不知名的生命盡頭顯影， 

穿越現今生活雜亂的筆觸， 

將你推回記憶最初的境地， 

重溫素樸的情感原味。 

2000，春 

指導教授：沈薇老師  合作設計：鄭鈞鴻  游依婷 

921災區小學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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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報導 
 

中華民國音響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音響學會八十九年會員大會及

第十三屆學術研討會，於 89年 12月 8日在本
校國際會議廳舉辦。本次研討會由本系賴榮平

老師籌辦，由本系老師，也是音響學會理事長

江哲銘老師主持。會中全國音響學界及本校師

生熱烈參與，並邀請祐生基金會林董事長及許

多貴賓致詞。 
此次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數量達四十一

篇，其中以對於生活中各類噪音與振動、環境

音響等研討主題的文章數量最多。該日並邀請

來自日本的財團法人小林理學研究所理事長

山下充康博士，就日本之超低周波噪音問題，

以 及 丹 麥 籍 的 專 家 Dr. Ole Thorhauge 
Andersen進行專題演講。山下充康指出低週波
音常發生在道路橋樑或是大型工廠設施周

邊，為一種新型態的「產業型公害」。此次研

討會各界參與熱烈，是一次成功之學術會議。 

 
同濟大學建築城市規劃學院暨逢甲大學

建築系師生參觀交流活動 
 

大陸同濟大學建築城市規劃學院與台灣

逢甲大學建築系於 90年 2月 26日來台南參觀
本系並進行交流活動。同濟大學金雲峰教授帶

領博碩士生與大學生共十人，及同濟大學港澳

辦事處副主任潘慧斌先生，一行共十二人，由

逢甲大學師生帶領參觀。行程由本系安排，共

有成大教師聯誼廳中午餐敘、本系環境介紹、

大二設計教學觀摩、交流茶會、拜會都計系及

成大校園參觀等為時 5 個半小時的活動。由活

動中傳達本系教學的理念與學術的動態，為兩

岸建築學界搭起溝通的橋樑。 

 
向同濟、逢甲大學師生介紹本系環境 

 
 

 
同濟、逢甲大學師生與本校工學院代表合影 

 

 
同濟、逢甲大學師生與本校工學院代表餐敘 

 

 
同濟、逢甲大學師生觀摩大二設計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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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活動報導 
 

2000 年 11 月 25 日古蹟巡禮 
系學會活動股 

 

古蹟巡禮為成大建築系學會學期例行活

動，主要目的是將歷史建築介紹給本系新生或

外系學生，進而喚起大家對古建築等文化資產

之重視。古蹟巡禮上下學期各舉辦一次，上學

期通常在台南市區，下學期則到台南以外之地

區。以步行分站的方式參觀，解說員由本系高

年級生或研究生擔任，藉此機會與大家分享建

築史與建築語彙等相關知識。這學期古蹟巡禮

地點為台南市民生綠園周遭，即孔廟文化園區

之內的古蹟。孔廟文化園區經過本系老師的努

力，現已有相當的規模。園區內包括孔廟一級

古蹟之外，還有多項日治時期歷史建築，目前

多以列為市級古蹟。 

 

 
古蹟巡禮隊員台南孔廟合影 

 

 
古蹟巡禮解說員向隊員解說台南孔廟 

 

 
古蹟巡禮解說員向隊員解說台南孔廟 

 
2000 年 12 月 9 日攝影股外拍 

系學會攝影股 

 

這次外的目的地是屏東的霧台，為甲種管制山

區---為魯凱族的故鄉 。十二月九號  ，我們一行

人從台南出發 ：田寮月世界壯觀的泥岩、美濃

客家風情  、經過了正在整修的高美大橋  。   一路

的鄉間田野景色，徹底釋放了我們的熱情。下

午辦了入山證 ，我們終於要進入我們的目的地

---霧台。 

霧台為魯凱族的故鄉，主要有三個魯凱族

部落。我們帶著探險的心情尋找完整的石板屋

遺址或社區，但卻發現當地的部落的景象早已

改觀。石板屋僅為少數，多以改建為現代的混

凝土建築，也不見當地魯凱族特有的藝術雕

刻，倒是感受到原住民最真實淳樸的生活，人

人臉上都有一種率真的笑容。 

       雖然沒有成功的探尋原始部落 ，但霧台的

山光水色實在動人，夜晚的星光、早晨的山

嵐、似希臘神廟的隧道、天鵝湖內靜謐的瀑

布，台灣的山巒總是散發著特殊的味道。 

第二天中午我們直接體驗山區溪水的冰

涼清澈。戲水中，忘了一路的疲累，這個驚險

的外拍也在大家歡樂的笑聲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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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股同學高美大橋合影 

 

 

外拍的攝影作品 

 

2000 年 12 月 24 日耶誕舞會 

系學會活動股 

 

成大建築系首次舉辦的耶誕舞會終於在

活動股的籌備下完成了。當晚，所有參加的同

學無不爭奇鬥艷，有東洋小魔女、人間四月天

角色扮演，還有可怕的吸血鬼和怪獸。大家都

為了這第一次的耶誕舞會而做打扮，也算是一

次造型設計吧！ 

當晚 DJ 由本系系學會會長擔任，搖滾音

樂震撼全場，猶如 pub 進佔建築系館內。最

後，舞會就在摸彩節目中結束，成大建築系首

次舉辦的耶誕舞會也就圓滿結束。 

 
 

系所活動預告 
 
� 大四畢業設計評圖及展覽預告 

大四畢業設計於 2001 年 4 月 19 日到 22

日在本系系館大廳舉辦評圖活動，邀請數位校

外知名建築師與教授來系講評。19 日所邀請
者包括吳讓治、楮瑞基、王為河與安郁茜；20
日所邀請者為呂理煌、羅仲庭、鞏書章與劉國

滄；21 日所邀請者為李瑋珉、劉培森、黃模

春與金以容；22 日所邀請者為郭文亮、黃聲
遠與吳光庭。畢業展覽於 5月 11日到 16日在
誠品書局台南總店 B2藝文空間展出。屆時歡
迎系友參觀指教。 

 
� 開辦碩士在職專班 

配合社會需求及提昇建築技術水準，本系

今年起開辦碩士在職專班，提供在職者進修的

機會。有關招生細節，於本系網站上有詳細說

明，敬請有志報考者多加利用。 

 
� 舉辦 2001 年「規劃與設計」國際研討

會 

配合慶祝校慶 70 週年活動，建築系、都
市計劃系及工業設計系由徐副院長明福招集

籌辦 2001 年「規劃與設計」國際研討會，將
於 11月 3、4日舉行。內容包括災後重建與永
續發展兩個主題。將有美、日、台等多位學者

被邀請參加，請系友密切注意。 

 
系友活動預告 

 
� 系友之光 

恭賀 52級系友郭基一建築師當選台灣省
建築師工會理事長。 

 
� 中區系友聯誼會 

中區系友聯誼會訂定於 5月 5日（週六）
中午，在台中市通豪飯店舉行，聯誼餐後將由

系內年青生力軍鄭泰昇助理教授演講「資訊建

築」。敬請中區系友踴躍參加。聯絡方式請洽

黃乃琦系友：0932-62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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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第四屆九〸年度第一次董事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民國90年01月15日(週一)上午10:00 

（二）開會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會議室 

（三）主    席：張銘澤 

（四）出席董事：張銘澤、張嘉祥、楊景行、廖隆基、陳森藤、黃  斌、賴榮平、徐明福、翁

金山、姚昭智、吳明修（張銘澤  代）、賴平順（張嘉祥  代）、劉國隆（賴

榮平  代）、王振茂（賴榮平  代） 

     

（五）記    錄：連家碧 

（六）主席致詞：1.感謝各位董事撥空來參加這次董事會，會中將報告89年度工作計劃執行狀

況以及討論90年度工作計劃暨經費預算，會後將邀請各位董事於南寶球場

舉行高爾夫球聯誼。 

2.執行秘書鄭泰昇因健康因素及課務問題，辭去基金會執行秘書一職，現經

由系上系務會議推選賴榮平教授擔任基金會董事兼執行秘書，為此特別感

謝賴教授為系友們服務。 

3.感謝姚昭智教授提供資料與寶貴意見，將基金150萬元存放於美金定存，

使得基金會賺了利率及匯差。 
 

（七）系主任報告：張嘉祥常務董事：略。 
 
（八）頒發卡蘭德獎學金：此次卡蘭德獎學金共有優秀作品四組，並列佳作，每組獎金一萬元，

得獎者並將獎金全數捐出至班費作為921震災國民中小學建築規劃設

計作品展及研討會經費。 
 

作品名稱 得獎者 
育英國小 林俊逸、簡志穎 
竹山國小 歐美蘭、沈弘軒、蔡俊賢 
育英國小 陳海立、黃仕齊 
育英國小 鄭鈞鴻、游依婷 

 
（九）工作報告：賴榮平  執行祕書： 

1.年度工作報告。 
2.89年度資產負債表及損益。 

3.基金投資管理小組投資狀況。 

4.基金會研究案。 

 

(十)提案討論：1.90年度工作計劃暨經費預算 

決    議：通  過。 

 

(十一)臨時動議：張銘澤  董事長： 

1.為達成經常性捐款之預定目的，上次會議已決定本屆新任董事捐款每人二萬 

元整，連任董事則因過去已對本基金會捐款，本屆則採自由認捐。 

決    議：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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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明細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89/11 月~90/3 月系友捐款明細表 
 

姓      名 金      額 

賴榮平 20000 

財團法人和成文教基金會 10000 

張嘉祥 7000 

懋榮工商專業書店 6870 

陳兆鵬 5000 

蘇仁榮 2000 

陳嘉基 2000 

陳梓楹 2000 

陳廷福 2000 

泰鉅工程有限公司 2000 

張翟 1629 

姚昭智 1350 

劉玉文 1000 

林碧枝 1000 

陳修新建築師事務所 600 

文吉營造有限公司 15 

 
 

系友回函 
 

81 級系友黃嘉文來函 
 

本人非常感謝系簡訊諸位老師及同學的服務精神，使各地的系友能看到每期建築系簡訊，

因而獲悉系上最新的資訊及動態。再加上系上老師的學術專題/研討及系友投稿 （學術性），實

在得益不淺。 

本人謹希望系簡訊能保持現在的水平與服務精神，以及在此提供一點小意見：最好能夠在

每一期增加一篇由系上其他老師的學術專題/研討，使簡訊內容更加豐富及予各系友作為參考資

料或研究等。 

 

 

編輯群回函 
 

感謝系友對本簡訊的熱心支持與建議。經由編輯群開會決定，為考量整體簡訊內容及版面，

原則上每一期會安排兩篇由系上老師所執筆的文章，若系上另有重要活動，則當期將會報導活

動相關內容。另外，若有系友投稿，亦一併附上刊載。本簡訊本著服務的精神，將會竭心盡力

製作提供最新的資訊，以期回饋各位系友的支持。 

 

編輯群敬上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89年度建築簡訊徵稿啟事 

 
 
 
 
 
 
 
 
 
 
 
 

緣    起：為建立已畢業系友及在學同學 
          們之間溝通、聯繫的管道，加 
          強系所內外互動關係，擬採徵  
          稿方式，針對近期活動作簡要 
          報導與公告。 
 
徵稿範圍：近期參與建築相關活動所見所 
          聞，或欲推廣、宣導的觀念⋯    
          等等。 
 
投稿事項：發表文章 1000字左右，需註明 
          作者姓名、系級、服務單位及 
          聯絡方式。(來稿若需退還請註 
          明) 
 
期    限：89年度第 26期建築簡訊截稿日

期是 90年 6月 1日。來稿若超
過期限則延至下期發表 

 
編輯單位：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聯絡方式：林思玲同學  
          Email：celing@kimo.com.tw 
          連家碧小姐  

TEL：06-238-9977 

成大建築簡訊 
Architecture  News 
 
發行：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R.O.C. 
地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電話：(06)2389977    傳真：(06)2386116
執行編輯：王敏洲、林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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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台南分行 
  帳號：006-10-70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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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4.國外電匯 
  銀行名稱：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地址：No. 90, Chung Sung Road, Tainan 7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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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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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由成功大學建築學系所發行，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贊助，作為建築系所師生與系友間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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