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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大挪移」是知名作家金庸筆下的武功絕技，在《倚天屠龍記》
中光明頂一役，主角張無忌力克武林群雄的關鍵武功。但你知道嗎？十
九年前，臺南新化地區一群沒有高深武功修為的居民們也上演了「乾坤
大挪移」，但挪移的不是敵人高強的攻擊力道，而是一棟老房子！
「原新化街役場」，興建於昭和九年（1934），後來成為新化鎮公
所辦公空間。1996年鎮公所遷移，街役場因閒置而漸趨荒廢，
1999年規劃闢建在街役場所在位置下方的地下停車場施工在即，
街役場的存廢問題也成了新化的重要議題。

造訪原長泰西藥房，
看見新化老屋故事ing

新化老街上一幢老街屋的二樓空間，復古
木製吧檯後方，一道俐落身影忙碌著。她是
「立賀佇遮」台式餐館的經營者簡珮如。迎
向前來參觀的客人，她一開口，介紹的不是
菜色，而是這棟曾經是「長泰西藥房」的老
屋，它的陳年質感以及人們曾經生活其中
的點滴記憶。

怎麼會選擇在老屋裡經營台式餐館呢？簡珮如笑著說，一切
開始於一場誤會。當時她得知老屋修復團隊辦理招商說明會的
訊息時，誤以為要招募的是寄賣商品的商家而報名，到現場才
發現，他們要的是實際進駐老屋經營的夥伴！
她說，接觸後十分感動新化有這樣一群人用心投入老屋的修

復與經營，進而決定進駐經營。但，要如何經營一間老屋餐
館？她和丈夫起初毫無頭緒，甚至北上雲林造訪前身是保生堂
中藥店的漢方咖啡館。而更令人傷腦筋的是，為了配合不用明
火的老屋使用條件，從菜單到備料、烹煮方式等每個環節，都
得仔細推敲、設計，例如，需要使用明火長時間熬煮的高湯，
最後就決定先在家裡製作、分裝後才送到老屋店內使用。
簡珮如說，有些熟客會提醒她應該把重心放在向顧客推銷商

品而不是老屋的故事，但因為她實在是太喜歡這間老房子了，
所以會一直想要不停的分享這間老房子的過去、長泰西藥房的
故事。

二樓原是屋主一家人日常居住的生活空間，目前由簡珮如經營，空間中呈現許多屋主一家人
過去的生活紀錄。�

長泰西藥房的修復經營團隊，也是新化老街
上知名「晉發米穀行」的經營者。主事者許
明揚，曾是新化社區營造協會總幹事，參與
新化地區文化行動的擘劃、執行，從此一頭
栽進新化老街與歷史文化保存工作。之後，
他投入新化街屋的修復與經營，號召志同道
合的青年創業者進駐經營，希望老屋不只是
實體建築被保存下來，更要把故事找回來。  
（圖：許明揚提供）

藥房一樓目前由
「謝謝，不廢-不廢生活實驗室」團隊
經營無包裝商店，空間內保留了藥櫃及各種文物。

長泰西藥房的故事被編輯成小冊，提供顧客了解
老屋及生活於其間的家族故事。
� （圖：翻攝自「立賀佇遮」提供資料）

在地方強烈的保存呼聲下，鎮公所啟動了街役場暫時遷置計畫，2000
年5月21日在鎮公所的號召下，上千位的新化居民透過十條大繩，展開

「乾坤大挪移」，合力將街役場建物遷移至近三百公尺
外的青果市場暫放，2002年地下停車場興建完成後
再遷回原址。同年，這棟建築物被臺南縣政府公
告為歷史建築，是新化地區第一處法定文化資
產。
這場新化人的「乾坤大挪移」，開啟了新化地

區文化資產保存行動的重要篇章，也是新化居民
對承載幾代人生活記憶的舊建築保存，至為關鍵的

一次共識凝聚與行動。

老屋保存是臺灣近年風行的文化議題，許多老屋藉由文化資產的指定登錄或中央、地方政府的獎勵補助等途徑，成功獲得保存。然
而，承載於其中，那些屬於地方居民的生活故事與記憶該如何才能持續被訴說？本期聞芝@文資，將邀請讀者一起走進新化歷史街
區，看街區裡的人們如何保存自己的老屋和故事。

Over�recent�years,�old�building�preservation�has�become�a�popular�cultural�issue�in�Taiwan.�Old�buildings�have�been�properly�preserved�
through�different�methods,�such�as�designation�as�cultural�heritage�or�subsidies�from�the�central�or�local�government.�However,�how�do�
we�continue�to�perpetuate�the�life�stories�and�memories�of�local�residents?�In�this�issue�of�Aroma@Cultural�Heritage,�we�take�our�readers�
on�a�journey�into�the�Sinhua�Historic�District�to�see�how�local�residents�preserve�old�buildings�and�how�they�preserve�stories�in�thes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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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街役場現今
作為餐廳活化，
餐廳內還保留了
「乾坤大挪移」

時的斷繩。

新化街區的
老屋與故事

你知道什麼是「街役場」嗎？
役場是日治時期辦理地方各種大小公務的辦公場所。1920年（大正9年）起，日本
政府在臺灣施行「州-郡（市）-街庄」的地方行政制度，「街庄」是此制度下最基層
的行政體。如果將「州」類比今日的「縣市」，「街庄」則可類比今日「鄉鎮」的概
念。新化當時屬臺南州新化郡新化街，新化街役場就是新化街街長及職員的辦公處
所，相當於今日的「新化區公所」。

小芝識

區隔餐館工作區與顧客用餐空間的
吧檯，改造自老屋二樓原本的木製
櫥窗隔間。
（圖：翻攝自「立賀佇遮」提供資料）

看更多臺南老屋故事
〈�好舊。好�〉



那一年，新化老屋保存
與便利交通的對決
新化居民對老屋保存與都市建設的兩難，可溯至1995-1999年間新化老街街屋的拆除危機。
1995年都市計畫預定將原本10米寬的新化老街拓寬至15米，老街二側日治時期的街屋也

面臨被拆除的危機。在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王明蘅教授的呼籲下，新化地方人士
相繼成立新化文史工作室與新化老街文化展望會，投入老街屋保存的行動；
當時鎮公所也辦了幾場北部老街的交流活動，希望具體化居民對老街未來的
想像。最終，在1999年1月25日的一場公聽會上，由住戶投票決議保存老街
屋。這是新化居民對在地老屋與歷史文化保存議題第一次的公民議決。

留下了，不拆了，
然後呢？
2009年臺南市新化社區營造協會的成立，適時為新化老街保存的下一

章提供了答案，聞芝編輯小組特別採訪當時的協會理事長王榮森。

社區營造協會行動接力新化街區保存

王榮森說，新化社區營造協會成立之初，就設定以文化工作為核心，
而新化老街自然是社區營造行動首選標的。他說，「不論任何行動，人，
才是成敗的關鍵。」因此，希望老街區的居民能透過文化資源調查、社
區故事的蒐集與再現等活動的參與，更了解社區與老街之間的關係，也
提升對新化歷史文化的認同感，凝聚保存與活化共識。

談及在協會理事長任內最難忘的社造行動，王榮森毫無遲疑指出，肯定是位於新化武德殿前方大目降廣
場旁的彩繪牆！他說，廣場前身是日治時期新化郡役所建物定著位址，後來重建為警察局，是連結新化老
街和新化武德殿的重要節點。2011年警察局拆除後，露出後方大面積
的民宅牆面，也招來了廣告商的覬覦。
為了不讓五花八門的商業廣告盤據這面牆，協會與新化社區大學

合作，成功爭取到得利塗料公司主辦的「2012魅色臺灣計畫」贊
助，為新化老街區留下一面訴說新化歷史的彩繪牆。
王榮森說，這次彩繪以牛墟、新化種馬場等曾經存在於新化的

歷史場景為題材。過程中，為了強化居民參與，協會製作了多張
彩繪模擬圖，進行網路票選，也到各社區媽媽教室及里民大會等
場合宣傳，傾聽居民意見並進行投票。2020年長榮大學USR計
畫進駐新化，王榮森傳承過去推動社造彩繪行動經
驗，由長榮大學師生與地方討論後，重新進行彩繪牆
的設計與塗刷。

新化武德殿提供劍道社團練習。�（圖：陳楠修提供）

1999年1月26日剪報資料。�
（圖：新化區公所提供）

從武德殿開始，新化人說新化故事

臺南市歷史建築「新化武德殿」是串聯新化老街與日式宿舍群的重要地標。新化武德殿的
營運開始於社造協會與志工的協助，即便後來回歸公所管理，文化志工隊至今仍是重要的營
運力量。
武德殿文化志工隊長陳楠修，軍職退休後回到家鄉新化定居，投身奇美博物館的志工導覽

工作。直到一位前輩提點：「你到奇美去說別人的故事，為何不
回來說我們新化自己的故事？」新化這小地方有故事？狐疑下，
他參加了武德殿志工招募活動，也開啟了探索家鄉的大門。
回憶初任武德殿志工的日子，他說，我跟著一位學生志工從殿

內的環境清潔、灑掃學習起，至今他仍稱其為小師兄。之後，他
開始閱讀、爬梳資料，了解武德殿的過去與現在，並主動向訪客
導覽武德殿的故事。
為了編寫解說材料，陳楠修更是跑遍了全臺灣的武德殿。漸漸

的，他訴說的新化故事，走出武德殿，鑽進了老街、巷弄內的古
宅、喧鬧的傳統市場……，甚至擴及新化圳埤歷史與生態環境。

2011年�警察局拆除後露出的大片民宅牆面� （圖：王榮森提供） 2012年�新化社造協會完成第一代彩繪牆� （圖：王榮森提供）邀請居民參與在地文化記憶看板創作。� （圖：王榮森提供）

2020年�長榮大學USR計畫完成第二代彩繪牆

王榮森與妻子趙玉珍帶領社區居民參
與彩繪牆塗刷。� （圖：王榮森提供）

興建於日治時期的連棟街屋是新
化最具代表性的地標之一。

陳楠修在新化武德殿前，拿著
自備教材向遊客解說武德殿的
故事。� （圖：陳楠修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