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屆「in 臺南．無影藏」
徵件熱烈開跑中！

徵件至 112 年 6月 30日 17:00 止
詳情請上網搜尋「in臺南．無影藏」

當你漫步在臺南市區中，從車水馬龍的公園路轉個彎，進入 321
巷，馬路上人車的喧囂瞬間淡去，映入眼簾是一處綠樹環繞、生態
豐富，宛若桃花源的日式宿舍區，這就是市定古蹟「原日軍步兵第
二聯隊官舍群」，更廣為人知的名稱則是「321 巷藝術聚落」。

「原日軍步兵第二聯隊官舍群」（簡稱 321 巷日式宿舍群）的所
在位置是清領時期臺灣最高軍事統治機構總鎮兵署的所在地。日本
治臺後，將這裡規劃為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的軍官住所，是現今古蹟

建築群的基礎。二戰後，這些宿舍長期由臺灣省立工學院（現今的
國立成功大學）向國防部商借作為教師宿舍使用。

2012 年 321 巷日式宿舍群由國防部移交臺南市政府。在進行全
區古蹟修復前，為了讓宿舍空間活絡利用，文化局於 2013 年成立
「321 巷藝術聚落」，邀請藝文團體及藝術家進駐經營，濃厚且悠
閒的藝文氛圍，吸引了不少民眾前來參觀，名聲也漸漸傳開。2020
年起展開為期 3 年的古蹟修復工程，即將於今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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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定古蹟「原日軍步兵第二聯隊官舍群」共計有10棟房舍，含括了日治中期木造官舍、日治後期磚木造官舍，以及戰後
初期的磚木造宿舍，具體呈現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臺灣日本官舍與宿舍的發展，也匯集了各時期不同居住者的時代生活記憶。
本期《聞芝@文資》將帶領讀者一起漫步321，看看這些宿舍中保存了哪些珍貴的時代記憶。

The official dormitory buildings of the second battalion of Japanese Infantry in Taiwan are historic monuments designated by 
the Tainan City Government. The site is comprised of 10 buildings tha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official residences 
made of wood constructed in the mid-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official residences made of wood and brick constructed in the 
lat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and dormitories made of wood and brick constructed soon after WWII. These buildings re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style official residences and dormitories in Taiwan from the Japanese rule period to the postwar 
period, thereby reflecting the lifestyles of the residents during the different eras. In this issue of Aroma@Cultural Heritage, we 
introduce the 321 Art Alley Settlement to offer our readers a chance to see the precious memories left behind in these buildings.

主編的話

Note from the 
Editor-in-Chief

郭柏川（1901-1974），是1920年代臺灣第一波赴日
本學畫的藝術家之一，曾旅居北京。二戰後，返回
故鄉臺南定居，任教臺灣省立工學院（國立成功大
學前身）期間，曾舉家入住321巷日式宿舍，展開
約20年教書、寫生的生活，並致力耕耘臺南美術。
居住於321巷日式宿舍期間，郭柏川時常在午後出
門散步，從住處出發，有時拐到臨近的臺南公園，
有時繞進市區，探訪美食，遊覽赤崁樓、孔廟、祀
典武廟等名勝，而這些臺南的生活日常也經常成為
他畫布上的景色。

小芝識

屋架上的神祕文字
爬上日式宿舍的屋架，發現木屋架上居然寫著日文五

十音，難道是日本人留下來的尋寶謎題？其實這是日本
匠師運用日本古老歌謠《伊呂波歌》（日语：いろは歌）
發展出來的座標編號系統。

《伊呂波歌》（日語：いろは歌）是日本平安時代的
和歌，一般認為內容是歌訟佛教的無常觀。全文以 47
個不重複的平假名或片假名組成，後來被當成日文習字
的範本。

日式建築在格局構造上有一定的規則，匠師利用「伊
呂波歌」假名不重複的特色搭配數字，形成屋架編號系
統，以利施工時辨識。在 321 巷日式宿舍的木屋架上，
可以看到平假名、片假名二種不同假名的編碼系統；此
外，宿舍屋架座標系統有縱向座標為數字，橫向座標為
日文，亦有相反者。從這些現象，我們可以推測 321 巷
宿舍在建造之初，可能同時有兩批匠師進行施工。

守護牆內老樹的時代記憶， 
公民攜手一起來

321 巷日式宿舍區域內植栽豐富，除了日治時期
考量臺灣氣候特色所栽植的可可椰子、黃椰子等棕
櫚科植物之外，還有住戶依個別喜好種植的各種果
樹、景觀植栽，也有自然生成的榕樹、苦楝等喬木。

為了盡可能保護這些植栽，修復工程啟動前多次
邀請植栽專家共同現勘、研擬植栽維護、保護措
施。工程期間，每二週一次的植栽維護、巡檢，定
期監控植栽變化，也邀請市民團體與專家會勘、確
認植栽維護情況。此外，更與臺南社區大學合作辦
理「公民共學參與」活動，由植物專家李武昌老師
帶領市民朋友一起認識 321 巷日式宿舍區內植栽
以及日常維護重點。

「公民共學參與」活動。

豐富的植栽是321巷日式宿舍區內珍貴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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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木屋架上發現以《伊呂波歌》片假名（左圖）、
平假名（右圖）的編號系統。

擁抱舊建材，重生 321
321 巷日式宿舍群修復，是目前臺

南古蹟修復中運用舊建材數量最多的
案例。除了盡可能保留、再利用宿舍
既有的舊材料以外，也運用來自鐵道
部的黑燻瓦、水泥瓦、五金材料與玻
璃等舊材料。除此之外，又向臺南市
文資建材銀行申請相當數量的舊木
料，讓這些來自各地的舊建材，得以
找到新的棲身地，陪伴 321 巷日式宿
舍群一同走向下一個階段。

舊瓦經檢視整理後，再運用於屋瓦舖設。

臺南公園重道崇文坊，1964 ，郭柏川繪／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321巷日式宿舍群中的郭柏川紀念館。

穿越時光的桃花源 職人

開箱古蹟
修復影片



連結牆內外的神秘方洞
沿著區域內街道散步，稍微仔細一點會發現圍牆下方有個方形開洞，繞過庭院內，

發現方洞的另一側連接一個鋼筋混凝土箱體。這是什麼呢？其實這個箱體是早期的
垃圾桶。住戶將垃圾傾倒於箱體後蓋上鐵蓋防止臭味飄散，也避免招來蚊蟲、小動
物；牆外的方形開洞則是清掃口，方便清潔人員進行清理。

為了讓室內空間整體
色調更和諧，修復團
隊特別依據各宿舍內
部 所 保 留 的 不 同 色
調，選用了不同的邊
布顏色的榻榻米來進
行搭配。共選用了四
種 邊 布 顏 色 的 榻 榻
米，到訪時記得找找
看有哪四種顏色喔！

藏在色彩裡的時代與生活記憶
顏色，是這次修復工程中十分傷腦筋的課題。經過逾 90 年的歲月，隨著

入住家庭的喜好與使用需求不同，各棟日式宿舍內部色彩與興建最初始已經
有了相當程度的改變。 

考量到不同的色彩就是不同時代的記憶與面貌，古蹟修復又該留下哪一種
顏色呢？經過反覆的討論，決定就保存狀況相對完整的日式宿舍，將其室內
顏色恢復到最初的原木色；其他保存狀況相對較不完整的日式宿舍（經過一
定的增、改或修建），則盡量維持現有室內顏色。這樣的方式就是希望可以
保留這些色彩所呈現的時代記憶，也映證了這個區域由日治時期至戰後，從
日軍官舍到教職員宿舍所發展演化的文化資產價值。 

日式風呂釜 vs 馬賽克
拼貼磁磚浴缸，今晚
你選哪一種？

在日劇裡常見一種以大鐵鍋作為
浴缸，下方直接燒柴火加熱的日本
傳統浴缸，稱為「五右衛門風呂
釜」。它的名稱據說源自 17 世紀
日本傳奇大盜「石川五右衛門」行
竊失手被捕，遭處以烹殺酷刑。古
蹟修復過程，在部份宿舍發現有五
右衛門風呂的排煙口，以及似鐵鍋
放置處的痕跡，因此，這次古蹟修
復工程也在部份宿舍裡仿作、展示
了五右衛門風呂釜。

此外，321 巷日式宿舍群裡也保
留了不少臺灣人童年記憶中，阿嬤
家常見的馬賽克拼貼磁磚浴缸。在
民國 50 到 70 年代間，這可是臺灣
最時尚的浴室裝潢！

「五右衛門風呂釜」（左圖）、馬賽克拼貼磁磚浴缸（右圖）。

圍牆外側的方洞與內側箱體。

穿越牆裡牆外， 
日式宿舍生活
321 日式宿舍群自日治時期以來，由日本軍官、成功大學教授、藝術家等
先後入住，在宿舍裡外留下或深或淺、或大或小的生活痕跡。
讓我們來看看，在這次古蹟修復工程中保留或恢復了哪些
代表珍貴的時代記憶與生活痕跡！

上圖為前院圍牆、下圖為後院圍牆。

牆裡的看見與看不見： 
視覺穿透與隱私兼顧的庭院設計

321 巷日式宿舍群每戶皆設有前後庭院，並透過
圍牆高度與形制的變化，達到兼顧開放與隱私的設
計。日治時期圍牆高度設計採「前低後高」，前院
是過渡室內與街道，具社交功能的半開放空間，圍
牆高度約 60 公分，下半部磚牆、上半部則使用透
空水泥欄杆，視覺上具有遮而不蔽的穿透性，通常
種植觀賞性佳的植物。後院則是私人休憩空間，為
了區隔街道及鄰接住戶，以高達 170 公分的圍牆增
加隱蔽性，通常種植可食用果樹或遮陰喬木，甚至
飼養家畜。

之後，部份住戶基於防盜考量，自行加高前院圍
牆。此次古蹟修復過程，特別檢視每戶圍牆的結構
安全，並儘量恢復其兼顧視覺通透與隱私的「前高
後低」圍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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