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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內容： 

    嘉義市的北門地區自日治時期時已是嘉義市重要經濟發展的地區，因

而留下多處珍貴的文化資產，必須瞭解嘉義市北門地區在地文化資產價值

的重要性，以目前公部門一套歷史建築保存再利用作法，對於嘉義林區管

理處以「檜意森活村」保存、修復、再利用，以全區一次 OT（Operate  

Transfer 營運-移轉）的方式委外經營管理方式，其優缺點就像一體兩

面。藉此以私部門歷史性建築玉山旅社以「自力修屋」方式及日本妻籠宿

再利用案例分析，提出可以讓公部門歷史建築再利用方式擺脫只以硬體工

程為主之不適宜框架，爲北門地區增加一些精采的創意、增加社會力量及

民間參與機會，利用這二個案例之合作以提升整區文化資產的價值，可以

給嘉義市歷史建築保存再利用得到啟發，亦可以作為嘉義市歷史建築再利

用經營管理的參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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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rth gate area of Chiayi City has been an important reg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ayi City sinc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ith many remaining valuable cultural asset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e northern region’s valuable support for local cultural properties. 
There have been great efforts from the public sector to preserve, sustain and reuse historic 
and heritage places such as the Huiyi Senhuo Village in the Chiayi forest district. A unique 
OT (Operate-Transfer) method was adopted to outsourc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method has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ase analyses were also conducted on 
the private restoration of the historic Yushan Hotel and the adaptive reuse of the Japanese 
Tsumago-juku.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public sector would remove unsuitable framework 
with hardware engineering as well as implement innovative ideas and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said case analyses,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promote the value of cultural properties in the entire region and create awareness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adaptive reuse of Chiayi’s historic architecture. It could also serve as a 
reference source for operating and managing historic architecture in Chiay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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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緣起與目的 

 

嘉義市發展與阿里山林業發展密不可分，日治時期林場開發的歷

史及豐富林業資源，蘊釀特有的產業文化，木材產業造就現在嘉義市

特殊產業遺跡，擁有大量木構造建築。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民國九十一

年委託雲林科技大學執行歷史建築清查計畫與民國九十六年木構造

建築保存調查研究將近一千處，這包含即將倒塌及目前已被拆除的建

築；到民國九十九年止，嘉義市擁有法定文化資產身分共計二十八

處，以北門地區的古蹟及歷史建築數量最多（包含阿里山鐵路北門

驛、營林俱樂部、嘉義市共和路與北門街林管處國有宿眷舍共六十五

戶、原嘉義製材所五棟及嘉義林區管理處辦公區內木構造建築群四

棟）也是全市文化資產密度最高的地區，這些歷史建築與古蹟是日治

時期林業發展而建造的建築，長久下來累積相當豐富的特有文化與價

值！  

這些歷史建築經過將近一百年的今天，文化資產保存觀念日益甦

醒，文史團體的主動關心及民眾主動提報的情形也越來越多，建物所

有人想保存修復及不想保存的想法，面對保存的議題，時而安靜訴

求、時而激烈抗爭，而保存下來的歷史建築再利用是否活化還是再死

一次？ 

由於研究者工作地點就在北門地區範圍內，從事文化資產推廣相

關工作，輔導與協助歷史建築所有人是一大課題，私有歷史建築面臨

經費不足及無心經營，公有歷史建築面臨再利用態度及人力問題，所

以公部份有經費會以 OT 方式處理或委託團隊經營管理。而私有歷史

建築只能仰賴政府補助，但不善盡維護管理責任或任其荒廢，亦是問

題；研究者除了希望歷史建築有新的生命更希望可以朝向更好發展，

而這些保存與再利用方式於政策面向、規劃面向及經營管理等三面

向，對歷史建築再利用活化，是否可提升整個北門地區文化資產價值

需要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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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伯舒玆在其「建築意向」一書中所說的保存和改變其實並不是相對的，因

為毫無保留的改變乃是破壞，而絲毫不允許改變的保存則是頑固，提供日後功能

運作上的永續經營，對環境變異的適應力，也就是計畫性的再利用主張，而非只

是回歸古蹟草創時期傳統情境的虛擬與模仿。（楊裕富，1996） 

現今文化資產保存逐漸受人重視，以文化、藝術、人文、觀光甚

至消費為重點訴求，嘉義市政府在歷史建築密度最高的北門地區積極

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嘉義林區管理處（以下簡稱嘉義林區管理

處）合作，修復日治時期日式建築宿舍群（嘉義市共和路與北門街林

管處林管處國有宿眷舍共六十五戶）及古蹟（阿里山鐵路北門驛、營

林俱樂部）將其改造為檜意森活村、阿里山林業村（原嘉義製材所）、

北香湖公園等，此區林業資源豐富，特有產業文化光環下，首度以歷

史文化及消費型態為主要再利用方式值得關注。 

現階段及未來文化資產保存著重區域保存再利用，除了在公部門

大規模的保存再活化外，在地文史團體（洪雅文化協會）余國信先生

註 1也積極保存並活化屬於私有歷史性建築的修復，「玉山旅社」註 2

的修復賦於老屋新生命，開發文化商品的是另一種賣點，站在保存歷

史建築的角度，出發點及用意都令人感動，修復一棟歷史建築從調查

研究到再利用確實需要不少經費及時間，在沒有公部門冗長調查研究

及審查機制，是否有利於歷史建築的保存或更快破壞建築物。嘉義市

即將擁有首度以商業行為的經營管理方式之文化資產，對於其他文化

資產的經營是否有幫助？ 

 

───────────────────────────── 

註 1.余國信：虎尾科技大學通識中心兼任講師、洪雅書房負責人、嘉義市洪雅文

化協會理事長、玉山旅社經營人、嘉義市秀明自然農園水稻栽培工作隊隊長。 

註 2.玉山旅社：位於市定古蹟北門驛前，嘉義市共和路 410 號，1949 年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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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北門地區的公部門歷史建築群保存利用的作法，討論其

優缺點；私部門歷史性建築玉山旅社保存與再利用案例為研究標的。

而這些保存與活化除了再現城市歷史與閒置空間再利用，都是值得探

討；提出私有歷史性建築與公有歷史建築群整合提升文化資產價值，

探討如下： 

一、探究嘉義市北門地區文化資產價值的重要性。 

二、分析公部門檜意森活村的政策面、規劃面及經營管理面向操

作方向優、缺點。 

三、分析私部門玉山旅社自力修屋保存再利用之優、缺點。 

四、從日本傳統建築保存及玉山旅社再利用經驗中，可以給嘉義

市歷史建築保存再利用得到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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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流程 

 

   

     

初步問題定義 

及訪談問題 

文獻探討 

研究背景及動機 
 

 

 

 

 

 

進行個案研究  

 

參與審查、研究 進行訪談、田野調查

 

 

 

 

研究分析  

 

結論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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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與範圍 

 

   北門地區包含「法定文化資產」及「未經審議認定之有再利用潛

力之歷史性建築物」，主要為所有人提報文化資產的意願及文化資產

認定標準、審議準則有關。 

    本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文獻收集與分析」、「參與文化資產審

查」、「訪談」作為主要分析檢討公有歷史建築群之政策面向、規劃面

向及經營管理面向操作模式之優缺點，另以私有歷史建築修復再利用

模式作比較，提出一個適切合宜的再利用方式，可以將公私部門歷史

建築群整合，提升整區文化資產資價值。 

    文獻與理論分析：內容包含以前研究者、專家、學者相關著作、

論文及論述，保存再利用相關理論等。 

1、 參與文化資產審查：審查資料、紀錄與心得。 

2、 訪談：訪談對象以參與私有歷史建築經營者、林管處相關人

員，訪談地點以北門地區範圍內，訪談時間以 20 分鐘為主，

徵求受訪者同意進行錄音方式，以開放式問答，再整理分析。 

 

3、 嘉義林區管理處人員訪談問題： 

（1） 登錄歷史建築的動機與歷史背景？ 

（2） 保存再利用的政策、規劃方式及修復後經營策略。 

（3） 檜意森活村修復後經營方式？ 

（4） 檜意森活村有何價值？ 

4、 參與私有歷史建築修復經營者訪談問題： 

（1） 私有歷史建築修復的動機？ 

（2） 為何不經過文化資產審議？ 

（3） 自力修復再利用做法？ 

（4） 修復後經營策略。 

（5） 私有歷史建築保存再利用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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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論文架構 

 

    本論文第一章為緒論，說明研究動機、目的及研究的架構流程等

詳細項目，將研究方法與範圍劃分出來，並以文獻回顧方式來分析相

關研究分類。以下各章節的簡要說明： 

     

    第二章：將研究標地以北門地區為主，以產業歷史背景、空間場

域精神，介紹北門地區歷史建築與古蹟，了解北門地區發展對嘉義市

經濟與文化的重要性。 

     

    第三章：以公部門保存機制看嘉義林區管理處歷史建築群保存與

再利用－檜意森活村的政策面、規劃面、經營管理面向分析其優缺點。 

 

    第四章：以私部門之歷史性建築玉山旅社自力修屋，探討其自力

修屋保存再利用方式及經營管理策略，如何結合檜意森活村再利用提

昇整區文化資產價值，並以妻籠宿保存再利用案例來比較探討。 

 

    第五章：以公私部門文化資產再利用操作方式、個案分析，發現

歷史建築群再利用方式優缺點，提出做為嘉義市歷史建築再利用之經

驗值，並於研究限制下提出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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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文獻回顧 

    

   本研究以嘉義市北門地區歷史建築群保存再利用作為研究及分析

的場域，本研究將過去多數研究文化資產文獻資料分為二類硬體研究

及軟體研究： 

一、硬體研究：歷史建築調查研究與建築物修復管理維護之相關研究。 

 二、軟體研究：歷史建築之經營管理研究及遊客對文化資產空間之滿    

意度研究。                                                          

 

一、歷史建築調查研究與建築物修復管理維護之相關研究。 

       調查研究文獻研究有巫基福《歷史性建築空間型態之再利用

研究：以臺灣日治時期公共建築為例》（1995）從再利用計畫中「保

存」與「更新」兩大觀點檢視日治時期公共建築的空間型態，以

探討其所受到的「保存限制」與可能的「改造方式」。 

薛琴《嘉義市市定古蹟嘉義營林俱樂部（阿里山林場招待所）

調查研究》（2000）這棟建築的與會形市市模仿英國都鐸式半木構

造所建，不僅具有極佳的建築藝術之美，而且又是阿里山林場開

發史上及重要的歷史性建築物，所以對於台灣林業發展的歷史具

有極重要價值。 

符宏仁《嘉義市市定古蹟阿里山鐵路北門驛調查研究規劃》

（2000）北門驛為木構造建築，平面為場方形格局，入口門廊略

為突出，作為入口引進之象徵。面寬二十二公尺，進深十一公尺。

在機能上，長方形格局為站房建築之基本形式，係因應鐵路運行

之運輸動線模式。 

       塗芳岳《歷史街區保存規範之研究—以大稻埕及鹿港保存區

為例》（2004）歷史街區在現代生活中，因其所具有的文化、社會

之意涵及美學價值等而具有保存意義與價值，但在台灣因為市場

經濟及空間機能導向的影響下，再加上都市過度的發展，致使這

些極具保存價值之文化遺產面臨消失毀滅的命運。以結合歷史街

區環境維護與建物更新開發行為之理念，展現歷史環境應有之內

涵與價值，並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7



孫全文《嘉義市竹材工藝品加工廠等四棟歷史建築修復及再利

用計畫》（2005）嘉義市「竹材工藝加工廠」等歷史建築物之構造系

統主要包括三棟鋼筋混凝土（兩棟含磚造，一棟為純 RC 構造）及兩

棟純木構建築物（其中一棟為類似日式宿舍及木造工廠）。在鋼筋混

凝土建築部分，動力室及乾燥庫房皆為鋼筋混凝土樑柱系統，內填

充磚牆，其造型皆為簡單的方盒子。 

蘇沛琪《歷史性建築之文化資產環境影響評估研究-以嘉義市

營林機關歷史建築為例》（2005）、透過探討有關環境影響評估系

統，研討建立歷史性建築的環境影響評估方式，查明開發區域裡所

有列管指定、公告的古蹟與歷史建築名單為基礎，進行關於歷史性

建築群的評估調查，來建立屬於歷史性建築的環評工作，評估瞭解

開發地區中的歷史性建築保存的價值與涵義。 

廖志中《嘉義市木構造建築保存方式調查研究計畫》（2007）

經調查得知，嘉義市木構造建築部分因乏人照顧導至程度不等之損

害，許多建築為維修或空間需求而在有部位有新作產生，因而影響

了其保存之價值；多數木構造的「自身防護措施」與「保全措施」

皆有不足之處。 

這類建築物修復管理維護相關研究以古蹟歷史建築歷史背

景、藝術保存價值、建物的構造、損壞狀況、環境評估及未來修復

再利用方向所作調查研究分析，此類調查研究報告為古蹟歷史建築

的必要之調查，也是古蹟歷史建築的第一手準確資料。 

    

       另以建築物主體修復工程、硬體設備及構造研究有、謝文泰

《歷史性建築外部構材與再利用之探討—以台灣日治時期建築為

例》（1995）、所進行之外部材料研究，主要乃著重於分析日治時

期建築外部材料使用情形，並找出其常用之模式；對於建材工學

特性，只作概念性的描述，與材料特性與材料破壞之間的關係探

討，並不涉及材料成分與儀器檢定的研究。 

曾羿華《日式木造宿舍解體與材料再利用之研究--以雲林地

區為例》（2004）了解材料運用與基本的構成原則，以作為進行解

體流程研究的基礎。找出影響日式木造宿舍解體的因子，建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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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合理的解體模式，以作為日後木造宿舍解體的標準。 

張義震建築師事務所《嘉義市原嘉義製材所（竹材工藝品加

工廠）等歷史建築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2006）建築量體全為阿

里山生產之檜木所建成，牆體分別為編竹夾泥牆及雨淋板所構

成，下半部為水泥磚造，內部採木桁架系統所構成之屋頂。    

楊明人《嘉義市營林俱樂部修復再利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2010）俱樂部的基礎部份，從建築物西側基座損壞之通氣孔中        

觀察知其混凝土之基腳，約二十五公分建芳助體高度約六十八公 

分，地板之木桁條架於基腳上為支撐木構地板，為基腳非全面配

置於建築物基座上，應屬局部設置。 

       這類研究以建築物修復及建材調查研究、硬體設備、空間建

構方式、修復工作狀況及施工說明為主要之研究重點。 

 

二、歷史建築之經營管理研究及遊客或居民參與對於文化資產空間使    

用與發展觀光滿意度研究 

       有關歷史建築之經營管理研究的相關文獻有張家甄《古蹟與

歷史建築再利用為餐飲設施之文化與空間探討》（2004）「消費者」

的消費需求來討論古蹟與歷史建築再利用為餐飲空間時，其與人

的關係分為「人的議題」、「文化議題」來討論，其中人的議題以

「機能」、「身體」與「心理」三方面來討論個人與用餐空間之關

係，而「文化議題」則以「政治」、「歷史」與「消費」來討論消

費者與大眾社會之關係。依「設計者」與實質空間的關係來討論

古蹟與歷史建築再利用為餐飲空間之設計因子，分為「環境議

題」、「美學議題」與「技術議題」討論，其中環境議題以討論以

「基地」與「周邊環境為主」，主要內容為古蹟與歷史建築再利用

為餐飲空間時如何與周邊環境串連與共生；美學議題討論以「造

形」、「空間呈現」與「光線運用」，主要討論空間形塑與氛圍營造

之議題；技術議題則以「結構」、「建材」、「設備系統」為主，討

論關於施工與工程上的技術層面議題。 

朱淑慧《從經營觀點談歷史空間再利用修復之研究》（2004）

「經營」是從委任經營單經營的角度，來討論歷史空間再利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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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中，從「先修後用」的政策程序、再利用方式、法令的限制、

古蹟修繕對再利用的影響等等面向，並歸結國內目前再利用的經

營經驗與課題，希冀透過經營者的實際訪談與了解，理解個案在

經營上所面臨的問題點與委外程序上可能的缺失，透過修正與檢

討提出適宜的運作機制。 

郭依蒨《由歷史建築再利用之使用後評估檢視委外經營機制》

（2005）為平衡委外經營機制 下公、私部門的權利關係，與達到

機制運作的最大效力，建議以評估機制的建立 來檢視公、私部門

合作關係的規範事項之基礎。 

蘇韋仁《消費社會中的古蹟觀光－淡水紅毛城再利用之經營

管理為個案》（2007）藉由淡水紅毛城的經驗，從空間的使用、活

動的舉辦、餐飲商品的置入與經營者的理念，分析其在消費社會

的形成之下，再利用的經營模式與消費現象。 

陳季妙《公有古蹟與歷史建築委外經營之商業模式研究》

（2008）委外經營之後，古蹟歷史建築與商業經營間尚存有許多

未被界定清楚的模糊地帶，使得商業性的再利用未能有效發揮減

輕文化資產管理維護經費的作用，反而衍生許多爭議。藉由回顧

文化資產保存法對於古蹟歷史建築再利用上的態度與相關商業理

論作為基礎文獻。 

姜禮恩《古蹟保存區永續經營管理機制之研究》（2007）研究

結果建立古蹟保存區永續經營發展機制應包含有經營面與管理面

的機制。經營面的機制包括有區域總體上的經營、民眾教育服務

上的經營、居民的參與保存、商務機制上的計畫、保存區特有文

化上的行銷、區內動線上的經營；而管理面的機制包括有保存行

政單位上的管理、保存人事素質上的管理、保存相關組織的管理、

保存法令上的管理、建築管理、公共設施、景觀管理及污染控制

的管理。 

黃雅雯《台南安平樹屋二度閒置空間再利用之研究》（2008）

本研究針對閒置空間再利用政策之執行過程中的政策與制度、評

估模式與定位方向，以及經營管理三大面向中所面臨的問題做分

析。探究第一次再利用為藝文展演空間卻又「再閒置」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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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二度再利用後，至今成為安平地區一處熱門觀光景點的安平

樹屋，於不同階段間的轉換過程、影響因素。 

黃耀宗《古蹟委外經營困境與管理機制之研究－以打狗英國

領事館為例》（2009）為解決古蹟委外經營下公、私部門的衝突、

權利義務及經營管理等面向關係，達到委外機制運作的最大效力

及困境排除的方法。以古蹟委外經營管理機制與專責執行監督管

理工作等方向，配合現況古蹟營運、管理之困境，謀求古蹟委外

經營問題的解套與建議方式。 

郭漢鍠、蘇玫碩、郭倉龍、楊建夫，《台南市三處公有文化遺

產古蹟委託經營及研究》（2009）提供公部門相關單位在進行古

蹟、歷史建築修復工程時，除了確實順利達成文化遺產的硬體保

存與維護之外，也要對於未來經營的方式提出解析出如何能豐富

與永續活化台南市的文化遺產的內涵與休閒活動的空間。 

       這類文獻多以文化資產經營面、再利用方式、委外經營或公

辦民營方式做深入探討，主要以經營體觀點來看文化資產營運是

否成功，包含文化消費及商業模式忽略文化資產本身的核心價值。 

     

       另以社區居民參與對於文化資產空間使用或遊客對發展觀光

滿意度研究有林博智（2005）《遊客對歷史建築的遊憩動機與滿意

度之研究－以高雄市立歷史博物館為例》以針對前往高雄市立歷

史博物館之遊客為研究對象，探討遊客個人特性、動機、行前期

望、實際體驗後滿意度及其之間的關係，希望透過研究提供給相

關單位做為未來發展的參考依據。 

蕭仙妮《從民眾參與觀點探討歷史保存區經營管理之研究-

以安平歷史聚落為例》（2007）以民眾參與觀點，探討歷史保存區

所須具備之各項特質，並以安平歷史聚落為實證基地，針對安平

民眾參與現況，建構一套經營管理策略供安平及其他區域參考。 

蘇展平《安平古堡園區服務品質、遊客滿意度與行為意向之

研究》（2007）著重在服務質量、遊客滿意度和旅遊行為的關係之

中。結構方程模式用於談論這三個因素之間的邏輯關係。根據資

料收集，利用結構方程模式(SEM) 中的因素分析和路徑分析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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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這些數據。 

蘇進長《遊客對文化觀光認知之研究-以台南孔廟文化園區為

例》（2005）運用敘述性統計分析，來闡述遊客對文化觀光認知之

現況；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檢視遊客個人社經背景變項因素，

對於文化觀光認知、文化觀光參與感、台南孔廟文化園區與台南

市整體文化觀光旅遊滿意度等項研究構面，是否具有差異性。 

佘瑞瓊《古蹟再利用結合休閒產業發展之研究－以前清打狗

英國領事館為例》（2006）透過「體驗行銷」的方法，經過人的感

官知覺、記憶、表象、思維建構出自己的物質環境，及精神性功

能上的滿足。如此不但帶動社區形塑『創意文化』的觀念並提升

休憩場域的價值，也為高雄市政府及居民增添了實質利益。 

陳君音《安平港國家歷史風景區文化觀光發展之研究》（2008）

以安平港國家歷史風景區之遊客為研究對象，期望透過問卷調

查，瞭解安平港國家歷史風景區的歷史空間保存規劃與觀光發

展，並對安平港國家歷史風景區未來後續相關規劃提出建議。 

張萍珊（2007）《居民對澎湖縣二崁傳統聚落保存認知與態

度之研究》受訪者認為聚落保存可維護當地文化風貌、鄰里間親

密關係與提升觀光產業，訪談部份與問卷結果之看法相似，並多

認為遊客會造成當地文化、環境負面影響，唯透過行前環境教育

及居民與遊客間的相互尊重，才能將負面影響降低。 

這類研究以社區居民參與角度來探討社區融入文化資產經

營的方式建構經營模式，及探討遊客對於文化資產的經營方式的

認知，遊客與文化觀光註 3的量化調查發現服務質量和滿意度的關

係。 

        本篇研究論文以北門地區歷史性建築群修復再利用政策面

向、規劃面向及經營管理模式作分析，檢討如何提升地區公私有

歷史性建築群再利用保存價值及經營管理做研究課題。 

    

 

註 3：鍾鳳麗，2010，建構遺產觀光之研究－以阿里山森林鐵路為例，逢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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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北門區域之發展歷程 

2-1  北門形成與範圍 

一、北門地區的歷史背景及範圍 

康熙 43 年（1704）諸羅城建立，當時為木竹城設有東西南北四

門，為草樓以司啟閉，雖簡陋卻是諸羅築城開始，也是當時一府三縣

中最早建築城池註 4。清朝為諸羅城圖 2-1-1是嘉義市的舊名，既然是城

就曾經有城門的存在，在日治時期拆除了城門的所在，在交通便利附

近設置嘉義郡役所、出張所成為新的政治中心。也由於阿里山林業資

源的開發，讓北門地區因為林業資產與相關行業的經營興起，發展出

北門地區特有文化。經過三百多年城門概念仍深植民眾的心，即使阿

里山林木已禁止砍伐，林業已落寞，仍因與林業產業相關建築物的存

留，讓嘉義市林業歷史鮮明而無法磨滅。日治時期建築物經指定古蹟

及登錄歷史建築等文化資產，保存了歷史記憶，文史團體、社區團體

甚至人文雅士，政府機關仍會以城門概念作文章或活動主題。 

       圖 2-1-1 光緒末嘉義市街市意圖（資料來源：嘉義市） 

 

註 4.石萬壽 1989 年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嘉義市史蹟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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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2 研究者定位嘉義市北門地區範圍（洪雅文化協會提供） 

嘉義市的行政區域並沒有北門地區圖 2-1-2名稱，研究者將其林業

發展相關鄰里與市定古蹟阿里山鐵路北門驛附近稱為北門地區。其範

圍在民國九十九年二月前行政劃分含跨泰安、雲霄里、檜村里、北城

里等。根據「台灣地名辭書卷二十嘉義市」註5記載泰安里主要由縱

貫路、文化路、博愛陸橋和忠孝路、北門街，在日治時期屬檜町的北

半部和三、四丁目，光復後編為泰安里和台拓里，民國四十二年合併

為泰安里，乃希望「國泰民安」之意。林森西路從中穿越泰安里，有

阿里山森林鐵路車庫外，在日治時期全部屬於營林所製材工場所有，

光復後由玉山林管處接收，今日為嘉義林區管理處宿舍（現為玉山一

村、二村）以及貯木池（杉池）填土後蓋文化中心、魚市場及果菜市

場及一般住宅區，本里內吳鳳北路與民權路口為清朝諸羅城北門所在

故稱北門口街尾。檜村里由北排水幹線、忠孝路、民權路及共和路等

地，在日治時期屬新高町的西半部、山下町及檜町小部分，光復後編

為檜村里和雲西里，民國四十二年合併為檜村里，日治時期阿里山的

檜木全部經由森林鐵路運到北門車站（阿里山鐵路北門驛），再送往

泰安里製材所加工處理，檜村里內多為嘉義林區管理處木構造建物，

猶如檜木之村，並取名檜村里。 

註 5. 吳育臻，臺灣地名辭書.嘉義市，台灣省文獻委員會，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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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城里由忠孝路、中山路、吳鳳北路、民權路、成仁街、北門街

及長榮街等街廓，在日治時期屬檜町及北門町小部分，光復後編為北

城里和諸北里，民國四十二年合併北城里，里名由來為清朝時諸羅城

北邊。 

雲霄里位於嘉義市區東北，清朝時稱雲霄厝，日治時期民權路邊

為宮前町、一小部份新高町及山下町，現為安和街、天后宮、國立嘉

義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及西南邊長榮街一帶，里內有一古道現稱雲宵古

道，及傳統工藝技術剖香腳註 6技術者。 

民國九十九年二月後將雲霄里部分、檜村里部分、太平里部分編

為林森里，泰安里部份、北城里部分、社口里編為北門里，筆者將這

兩里內古蹟、歷史建築統稱北門地區歷史建築群。 

北門地區歷史建築群包含已登錄歷史建築：嘉義市共和路與北門

街林管處國有宿眷舍、嘉義林區管理處辦公區內木構造建築群、原嘉

義製材所；已指定之古蹟：嘉義營林俱樂部、阿里山鐵路北門驛；未

具文化資產法定身分之歷史性建築：玉山旅社。 

本研究以嘉義林區管理處所有之嘉義市共和路與北門街林管處

國有宿眷舍、嘉義營林俱樂部、阿里山鐵路北門驛及私有歷史性建築

玉山旅社等歷史建築保存再利用做深入探討。 

             

 

 

註6. 流傳「雲霄厝剖香腳，暗街仔臺木屐」的俗諺，特別是在今安和街197 巷，

俗稱「雲霄厝的巷仔」，到處可見家家戶戶在自家門前剖香腳的景象。剖

好的香腳賣到臺南、嘉義、高雄等地，雲霄厝成為嘉雲南重要的香腳產地。

曾有人讚嘆「雲霄厝一年四季都開花，開的是香腳花」。（資料來源：嘉

義市大北門地區暨驛前街文化資產保存活化計畫，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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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立空間場域精神 

一、林業的發展 

    乙未年（1895）清朝將臺灣割讓日本，日治時期開始積極調查及

建設台灣島，工業、農業、林業等，台灣的自然資源豐富，日治時期

日本人將台灣的森林視為極珍貴的自然資源，且費心經營林木砍伐及

樟腦生意的事業也成為當時最重要的經濟來源之一。當時的伐木區有

阿里山林場、八仙山林場、太平山林場合稱台灣三大林場，初期經營

管理權由官方執行決定，儘管砍伐森林是日人獲取林業資源促進經濟

成長的方式之一。明治三十一年至三十七年日人對台灣林場進行兩次

大規模調查，明治四十三年至大正三年除了山林的資源及林業開採調

查，負責的機構編置由「殖產局」到「營林局」再到「阿里山作業所」

進行伐木事業，大正三年（1914）完成全線鐵道，直到大正七年（1918）

才正式開始全線貨運業務。                                                 

    根據嘉義市文獻第十八期敘述，日人調查阿里山林況包含氣候及

環境，由於阿里山無暴風、氣溫平均攝氏十五度以內、平均溼度百分

之八十一、雨季自四月到九月也多半在午後下驟雨，由於得天獨厚的

自然氣候造就了大量完美的林相，從海拔四千至八千尺各種林木自然

區分，主要林木為紅檜、扁柏、姬子松、櫧樹、亞杉、楠木、烏心石、

九芎、柯樹、及赤楊，並分析各種林木特色。日人在了解阿里山林相

後開始規劃林業經營，從伐木、營造、集材、運材、造林以保持林業

之永續經營。日人雖砍伐森林但對於保育森林的工作亦相當重視，並

積極造林的工作，又區分官方與民間的造林兩類，當時所砍伐的樹種

以樟樹較多，檜木則較少砍伐，所砍伐的檜木大多作為興建神社及重

要建設之用，甚至運輸至日本建造神社之用，而阿里山林場是檜木生

產區之一。日人治台五十年間的林業政策，從調查林業資源、大力推

動造林計畫到各大林場的開發，均投入不少心血並有計畫經營。 

阿里山林場的開發不是單一計畫，計畫分為八十年，如何將林木

運下來，於是阿里山森林鐵路的建設也是計畫之一，大正七年（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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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里山鐵道全線通車，嘉義市成了阿里山木材的集散地，建設運木材

鐵道及車站，因為產木製材帶動了阿里山沿線的開發與建設，在運送

木材外附帶增加客車箱為沿線客運功能，阿里山北門驛為運輸木材及

旅客的第二站（昭和八年至十九年第二站為榮町）。阿里山森林鐵路

因地形地勢的關係，從測量、設計製施工倍加艱辛，鐵道特色成為舉

世聞名之高山鐵路。運輸木材至木材作業地就是貯木場，其阿里山製

材所（歷史建築原嘉義製材所）也同年營運，嘉義貯木場圖 2-2-1、貯

木池及製材工廠的營運，為日治時期東亞最大木材集材場，每日從阿

里山森林鐵路載運下山由天車將木材吊至貯木池浸水存放，其貯木場

及製材所皆於嘉義市北門一帶，形成整個林業營運處、運輸業、鐵道、

經營林業之員工與官方建築物的軸帶都在當時檜町（檜村里現為北門

里）區域內。 

當時林業資產的發展可說是嘉義市經濟命脈，成為「木材之都」

的稱號，使得北門地區「檜町」形成製材業集中地，附近大小商行林

立。營林所嘉義出張所所長長友綠當時甚至認為阿里山豐富的森林資

源將帶給嘉義這一木材都市永久地，繁榮阿里山的開發帶動了製材業

及木材加工業的興起，嘉義市成為木材集散地及加工中心，因此北門

驛周圍的商行、小販及旅社生意絡繹不絕。 

圖 2-2-1 日治時期嘉義製材所/阿里山貯木池（資料來源：嘉義市文獻第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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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市木材業的發展許多行業興起，木材行、製材器具行、家具

行、貨運行、製材廠、餐旅業、娼妓業、酒樓及小販，也造就許多從

事木材業而成為巨商，木材業也帶動整個嘉義市經濟脈動。大正 9 年

間（1920）至昭和十年（1935）全市市民約有四分之一從事木材相關

行業（圖 2-2-2、圖 2-2-3），也就是說當時依賴阿里山木材生活的人約

有四分之一，可見林業資源影響嘉義市甚遠，至戰後初期民國 35 年

（1946）後全市仍有上百家民營製材工廠，目前雖然規模及家數減

少，但至今嘉義市觀光發展及文化觀光仍需依賴林業剩餘價值。 

 

 

 

 

 

 

 

 

 

 

 

 

圖 2-2-2 日治時期林業發展分佈圖 

（資料來源：阿里山森林鐵道機關群之研究，嘉義市政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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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日治時期重要木材商店分布圖 

（資料來源：發現一百年前的阿里山，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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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材業的沒落及消失 

由於原始林砍伐殆盡，玉山林區管理處阿里山工作站開始辦理結

束直營伐木，但繼續整理運出殘材至民國五十四年（1965），公營事

業如貯木場、製材廠於該年八月相繼關閉，「檜沼垂綸」的景象已不

復見，嘉義製材所製材作業，從此走向歷史，民國八十四年嘉義林區

管理處接管製材工廠委由私人租賃營運。 

 

森林鐵路觀光客運崛起於民國五十九（1970）阿里山森林鐵路以

載觀光客的黃金時代，開始觀光事業發展，民國六十二年（1973）北

門新站落成，北門舊站轉做貨運及維修之用，於民國八十七年（1998）

公告為市定古蹟名稱為阿里山鐵路北門驛圖2-2-4。 

 

圖2-2-4阿里山北門驛前（王詠紳拍攝，2011） 

    

 北門驛曾於民國八十七年（1998）慘遭祝融燒毀百分之四十，同

年嘉義林區管理處以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修復為現狀，雖以修復原貌

為主要概念，未經過文化資產保存法審查程序辦理古蹟修復，以致北

門驛色彩鮮豔但與原貌有異，經主管機關要求恢復原貌色澤註7。 

 

 

註 7：資料來源：符宏仁建築師事務所，2000，《嘉義市市定古蹟阿里山鐵路北

門驛調查研究規劃》，嘉義：嘉義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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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八年（2009）嘉義林區管理處與宏都股份有限公司將阿

里山鐵路北門驛、鐵路小火車營運及北門車站（已拆除）以 BOT 方式

交由宏都股份有限公司建設及營運，後於民國九十九年（2010）三月

因故解約，並進入司法程序。 

    

 民國五十年代殘材開始開放民營經營，運出木材在林場分收，林

務局不再出資，並談好分收比例，林務局再拍賣所收取的木材，殘材

生意維持將進二十年時光。民國六十年代中期隨著林業政策「台灣林

業經營改革方案」轉變與七十年代開始石化塑膠製品興起，台灣經濟

不再由木材業支撐，林業也逐漸沒落，經營型態轉型，民國八十年由

於全國生態保育及環保意識抬頭，修定「台灣森林經營管方案」強調

生態保育工作，不再伐木後改由進口原木及半成品加工，也突顯出林

業政策造林計畫不夠確實及開發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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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觀光產業興起 

    嘉義市為進出阿里山的出入口，現今市長施政理念將嘉義市定義

為阿里山入口門戶，未來發展成為「雲、嘉、南觀光休閒的消費城市」，

欲強化阿里山入口意象，需讓嘉義市不只是阿里山的起點，如何凸顯

阿里山下的創意城市？嘉義市具有交通及自然地理的優勢，必須展現

出豐富歷史、文化內涵、清楚城市特質與定位。 

    根據嘉義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規劃嘉義市

综合發展計畫中提出，「嘉義市憑藉其豐富的歷史、文化資源，可做

為發展城市文化觀光的有利條件，因此將文化、觀光合併探討，除關

心嘉義市城市文化的提升，也藉由文化凸顯城市特質、創造城市魅力

帶動嘉義市城市觀光。」 

    文化資產在日益崛起的「文化觀光」領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發展文

化觀光的風潮中，文化資產結合觀光發展是一種積極開發歷史文化潛能的經營策

略。（鍾鳳麗，2010） 

    所以文化資產保存與經濟發展及社會利益畫上等號，文化資產必

須可以促進經濟繁榮才有保存的價值，忽略文化資產的核心價值在於

人的集體生活記憶，當然可以帶動經濟繁榮有其附加價值，而形成一

種文化觀光潮流是更利的保存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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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日治時期阿里山入口                圖 2-2-6 阿里山神木精神地標

（資料來源：嘉義市文獻第十九期） 

    日人在阿里山、玉山區域設置了新高阿里山國立公園（圖 2-2-5），讓阿里

山地區除了砍伐林木的目的之外，也增添了保存山林自然之美的功能。（莊壁宇，

2010） 

 民國五十九（1970）森林鐵路觀光客運崛起，民國六十年代開始

是阿里山森林鐵路以載觀光客的黃金時代，阿里山森林鐵路特殊運行

方式，以檜木製做而成的車廂都是阿里山文化觀光的特色。 阿里山

觀光產業商品包含有形商品：阿里山精神代表「神木」圖2-2-6相關商

品、茶葉、阿里山森林小火車相關商品及文化創意商機無限延伸；無

形商品有森林風光、森林芬多精及日出；阿里山精神代表「神木」象

徵：與神木拍照、必須坐阿里山小火車的感受、原住民鄒族文化體驗、

欣賞阿里山櫻花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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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市政府也逐漸將觀光發展、都市計劃及文化資產保存計畫環

環相扣，民國八十九年（2000）擴大內需方案中提出：創造城鄉新風

貌以「阿里山鐵路北門驛古蹟區暨週遭景觀設計」乙案中，提出重要

的建議：表 2-2-1 

 表 2-2-1 阿里山鐵路北門驛古蹟區暨週遭景觀設計案所提建議（王詠紳整理） 

 項目 重點工作 

一 都市計畫變更 廣場上被編定住宅區部分納入古蹟

保存區，保持廣場的開放性，已呈現

原有的歷史氣氛及休閒功能。 

二 設立古蹟保存區 古蹟保存區的擬定宜配合容積率轉

換的辦法，對整區的發展有長遠的影

響，同時應串聯附近古蹟導覽計畫。

三 有關 BOT 計畫配合 1、鐵道旁應預留足夠緩衝綠帶。   

2、建築設施的天際線應限制。    

3、計畫中擬設置鐵路高架化，嚴重  

影響北門驛整體視覺景觀，建議維持

現有地面行駛方式。 

四 忠孝路綠美化工程 加強地被綠意及色彩，同時設置較輕

巧的休閒設施，提供休憩、散步，在

視覺及動線上提供古蹟保存區及文

化中心間的連續性效果。 

五 與文化園區的互動 在空間上可強化其指示標誌與人潮

的流通，軟體上也能加強文教活動的

經營管理。 

    這個建議案可以提升北門地區文化資產環境品質，設定古蹟保存

區有助於文化資產價值提升，帶來文化觀光潮，加上環境的綠美化更

可促進周遭商家經濟復甦，目前嘉義市政府執行綠美化縫合工程計

畫，也朝向這五項重點方向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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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資源從過去「舊嘉義八景六勝」慢慢沒落，延伸出「嘉義新

八景」在民國八十四年（1995）民眾票選而出（蘭潭、文化中心、嘉

義公園、阿里山火車、植物園、蘭潭後山公園、彌陀寺、文化路夜市），

嘉義市觀光產業與資源也逐漸朝深度旅遊發展。嘉義市由清朝、日治

時期以來留下許多歷史建築及古蹟，這些得天獨厚的文化資產已成為

新一代觀光資源，也正在進行保存再利用政策，進而發展文化觀光，

例如：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即將以獄政博物館再現、市定古蹟阿里山

鐵路北門驛、嘉義營林俱樂部與歷史建築嘉義市共和路與北門街林管

處國有宿眷舍發展為檜意森活村、歷史建築原嘉義製材所包含林管處

之員工宿舍玉山一、二村，將發展為阿里山林業村重現嘉義林業文化

與歷史，都顯示觀光與文化資產的結合成為新的觀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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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北門地區法定古蹟與歷史建築 

 

     文化資產保存法從民國七十一年（1982）頒布，再歷經民國八

十八年（1999）921 大地震後，民國九十四年（2005）從新修正文

化資產保存法全文一百零四條，嘉義市目前法定古蹟十四處與歷

史建築十四處，共計二十八處，包含一處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

這二十八處文化資產再利用開放參觀的情形如表（對照表 2-3-1），到

目前為止更沒有消費模式經營方式。 

 

      文化資產保存法對於古蹟與歷史建築有一定的規範及保護，  

其最大的差別在於歷史建築沒有罰則，歷史建築的登錄為榮譽制

由民眾主動提報，在主管機關依法定規則中仍比照古蹟的方式從

嚴辦理，歷史建築方面在調查研究及修復過程中有一定的水準，

而可以配合再利用方式，仍希望盡量活化較為寬鬆活潑的方式運

用，但民眾仍擔心自己的私有財產無法掌控而卻步。研究者於執

行業務中，遇到個案為例，希望登錄為歷史建築的原因是可以由

政府出資修復私有財產的目的，這些建築物多半為宗祠或家族共

有建築物，這類建築物的所有權人數多、經費籌措困難、意見不

一，因此想藉由政府力量修復甚至包括日常管理維護，修復之後

除了配合政府開放公眾參觀外，在辦理活動仍須政府補助；另外

也有其保存價值而不願登錄，則是擔心這是政府設下的局，雖為

歷史建築難保幾十年百年後會升級為古蹟後成政府的財產，私有

古蹟或歷史建築在文化資產保存法的保護傘下對其所有人仍有無

法自我隨心所欲操控的權利及經濟發展的考量，以致私有文化資

產在面臨登錄前加速破壞它的存在。 

 

  表 2-3-1 嘉義市古蹟歷史建築一覽表（王詠紳整理，★為北門地區內） 

序號/

符號 

名稱 簡介內容 

1/★ 嘉義舊監獄（公有國定）94 年

公告 

 地址：嘉義市維新路 140 號 

 開放時間：整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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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建於日治時期大正 8年

（1919 年），於大正 11 年（1922

年）完工啟用，最初稱為「臺南

刑務所嘉義支所」，日治結束，國

民政府遷台後改稱「臺灣嘉義監

獄」。即將以獄政博物館再現古蹟

風貌。 

 再利用方式：獄政博物館及賣

店 

2 嘉義城隍廟（私有）74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吳鳳北路 168 號 

開放時間：6:00-22:00 

為泉州溪底派匠師王錦木主司

重建，具傳統建築特色，是典型

的街屋式廟宇配置，建築規制富

麗，三川殿精緻大方，拜殿裝飾

巧奪天工，正殿莊嚴肅穆，格局

尊貴，呈現空間秩序的美感。 

 再利用方式：原功能，廟宇使

用，免費。 

3. 王祖母許太夫人墓（私有）74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羌母寮 41 號 

開放時間：全日 

王祖母許太夫人係福建水師提

督王得祿之兄嫂。墓碑兩旁刻雙

龍拱碑石刻，一至四步庭兩端的

雕塑分別是麒麟、蒼鷹、瑞獅、

吉象，第五步庭外側立有后土

墳。 

 再利用方式：無，免費。 

4 八獎溪義渡（私有）77 公告 地址：嘉義市彌陀路 1號 

開放時間：全日 

台灣河川流短水急，行旅常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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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渡救濟，八掌溪是重要的水

路運輸線，渡口甚多，其中最

繁忙與重要的渡口在彌陀寺

旁，相傳是在康熙 54 年，諸

羅知縣周鍾瑄號召捐款，於渡

口編筏濟人。 

 再利用方式：觀光景點，免費。

5 原嘉義神社附屬管所（公有）87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公園街 42 號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九時至

五時 

日據時期是嘉義神社之齋館及

社務所，嘉義神社創建於大正 4

年（1915 年），而神社所屬之齋

館及社務所，建於昭和 18 年

（1943 年），前者為祭祀前齋戒

和準備及相關典禮場所，後者則

為神社行政管理的地方。 

 再利用方式：史蹟資料館，展

覽，免費。 

6 嘉義仁武宮（公有）87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北榮街 54 號 

開放時間：6:00-22:00 

仁武宮創建於明永曆 31 年

（1677 年），主祀保生大帝乃宋

代名醫吳夲，俗稱大道公或吳真

人，為泉州籍移民的守護神。 

 再利用方式：原功能，廟宇，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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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嘉義火車站（公有）87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中山路 528 號 

開放時間：全日 

明治 29 年（1896 年）以日本

瓦斜屋頂、雨淋板外墻之風

格，創建木造單層車站。昭和

8 年（1933 年）改建為現存之

站舍。 

 再利用方式：原功能，交通運

輸，免費。 

8/★ 阿里山鐵路北門驛（公有）87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共和路 428 號 

開放時間：週六、日 8:00-12:00；

13:00-17:00 

是森林鐵路蒸汽小火車的起

點，也是阿里山鐵路貨運集散

地，阿里山鐵路沿線的民生物資

都由此運上山，地位重要。阿里

山森林鐵路為世界僅存三條高山

鐵路之一，具有獨特的魅力。 

 再利用方式：原功能、展覽、

運輸，免費 

9/★ 嘉義營林俱樂部（公有）87 年

 

 

 

 

地址：嘉義市共和路 370 號 

開放時間：整修中 

阿里山營林俱樂部係日本人在

大正年間（約 1914 年）興建，

所屬機關為嘉義林區管理處，做

為台灣總督府營林局的休閒娛樂

場所。建築風格屬歐洲的都鐸式

建築，象徵阿里山林業開採極盛

時期的歷史意義，反映時代的政

經模式與人文價值。98 年底開放

後於99年3月甲仙大地震後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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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館整修中。 

 再利用方式：展覽，免費。 

10 菸酒公賣局嘉義分局（公有）89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中山路 659 號 

開放時間：修復中 

於昭和 11 年（1936 年）興建，

管轄雲、嘉、南三縣市的菸酒專

賣事業，對產業歷史之見証具有

意義。為較成熟之鋼筋混凝土建

築，具現代建築簡潔明快風格及

面磚時期的雙重特質，外觀簡

單，呈現對稱和諧而典雅，規模

宏偉。在二、三樓樓梯轉角處的

八角形樑柱，為法國式風格之代

表，樓梯壁面方格狀的氣孔，樓

梯旁柱頭裝飾等均具特色。 

 再利用方式：未明確 

11 嘉義蘇周連宗祠（公有）89 年

公告 

 

 

 

 

地址：嘉義市垂楊路 326 號 

開放時間：週一、二休館，週

三~五 13:30-19:00，週六、日

9:00~12:00；13:30~18:30 

為閩南三合院中堂，三開間一

進式的中國傳統建築，祠內安奉

蘇周連神位及蘇氏先祖考取進

士，受封位之神位 31 尊，及蘇

氏救命恩公洪公祖之特殊神位。

 再利用方式：原功能，展覽、

研習，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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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嘉義西門長老教會禮拜堂（私

有）94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垂楊路 309 號 

開放時間：8:00-12:00；

13:00-17:00 

主體建築形式為殖民時期東洋

風格之木構建築，屋頂為切妻造

型式，材料為日本黑瓦；建築平

面為一長方形，唐博風樣式入

口，大門進入後為一挑高塔樓。

 再利用方式：原功能、研習課

程，免費。 

13 葉明邨墓（公有）96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植物園後方坐落

都會森林公園基地內 

開放時間：整修中 

明末清初時期所創，坐東北朝

西南，為土構築墓葬，形制簡明

完整，具稀少性。 

 再利用方式：無，免費。 

14 原嘉義農林學校校長官舍（公

有）96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忠孝路 188 號 

開放時間：整修中 

阿里山森林開發木造日式官舍

建築，見證嘉農歷史發展，具稀

少性。本古蹟為日式木造建築，

屬典型的日本家居格局。 

 再利用方式：賣店、辦公室，

免費。 

項次/

符號 

名稱 簡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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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源地水錶室（公有）91 年

告 

 

公

 

■地址：嘉義市民權路，植物園

旁 

■開放時間：預約開放 

■日治大正時期建造，受歐陸古

典風格影響，採簡化弧形山牆搭

配渾厚的柱式。為新古典主義式

的建築立面及希臘多立克柱式，

表面以漆料粉刷及洗石子處理，

建築平面採方型平面，牆體以簡

潔的線條收邊，展現簡約有力的

風格。 

 再利用方式：無，免費。 

2. 北社尾王氏宗祠（私有）91 年

公告 

 

■地址：嘉義市西區北湖里北社

尾路 210 號 

■開放時間：預約開放 

■日治大正年間建造，主要核心

空間為正殿與拜亭。正殿以木雕

與彩繪為主，彩繪以紅、青、綠

色為主色，拜亭「開閩第一」匾

文，為彰顯王氏宗祠渡臺祖先的

拓荒歷史見證。平時為社區居民

聚會娛樂聯絡感情地方。 

 再利用方式：原功能、展覽，

免費。 

3/★ 原嘉義製材所（公有）91 年公

告 

 

■地址：嘉義市東區泰安里六鄰

林森西路 4 號 

■開放時間：未開放 

■日治大正時期建造，阿里山檜

木所建，牆體為編竹夾泥牆及雨

淋板所構成，下半部為磚造，內

部為西式木架，屋頂加高開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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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利彩光與通風，開窗部份採用

長形方格窗。製材流程見證物，

替嘉義市「木材之都」留下美好

回憶。 

 再利用方式：阿里山林業村規

劃中。 

4 嘉義農業試驗分所辦公室（公

有）91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東區民權路 2 號

■開放時間：未開放 

■日治昭和時期建，為長方形加

上弧形構成平面，走廊為弧形拱

圈，有遮蔽日曬功能，外部牆面

有半突出磚塊，底材為洗石子，

全面漆成米黃色。內部廊道上半

部為粉刷，下半部為洗石子，造

型美觀大方，室內家具多為早期

式樣。 

 再利用方式：原功能，免費。

5 紅毛井（公有）92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東區蘭井街 83

號 

■開放時間：全天 

■荷據時期開鑿，井壁仍屬舊

物，雖年代久遠，依然靈泉活水。

見證諸羅街廓發展，是昔日居民

生活的記憶。 

 再利用方式：歷史展示，免費。

6 

 

 

原嘉義酒廠（公有）92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中山路 616 號 

■開放時間：全天 

■日治昭和時期建造，為嘉義地

區重要產業建築，工廠採用 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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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並運用鑄鐵窗等工業材

料，並針對不同採光與通風需求

而有不同設計與建表現當代的建

築技術與工藝美學。 

 再利用方式：文化創意產業園

區、展覽、動態活動，免費。 

7 原嘉義電信局（公有）93 年公

告 

 

■地址：嘉義市東區府路里六鄰

光彩街 269 號 

■開放時間：辦公空間未開放 

■創建於西元 1930 年，台灣近代

建築代表之一。見證嘉義市電信

設施先驅，具產業歷史與文化意

義。主要設計者為鈴置良一；工

程部份由台灣人陳海沙承包，具

建築史意義。本建物在台灣歷史

建築中，型式與風格均具里程碑

之地位。 

 再利用方式：原功能，免費。

8 原嘉義郵局（公有）93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東區府路里六鄰

文化路 134 號 

■開放時間：全天 

■日治大正時期建造，受歐陸古

典風格影響，採簡化弧形山牆搭

配渾厚的柱式。為新古典主義式

的建築立面及希臘多立克柱式，

表面以漆料粉刷及洗石子處理，

建築平面採方型平面，牆體以簡

潔的線條收邊，展現簡約有力的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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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利用方式：原功能，免費。

9/★ 

 
門驛，鄰營林

嘉義市共和路與北門街林管處

國有宿眷舍（公有）94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共和路與北門街

林管處國有宿眷舍 

■開放時間：未開放（修復中）

■日治時期官舍，年代已久；光

復期宿舍亦具時代價值。林業為

嘉義產業代表，林業宿舍群見證

該產業文化及城鄉發展歷史。林

管處官舍宿舍群種類多而完整，

計有 65 戶登錄歷史建築，近文化

園區、市定古蹟北

俱樂部，可作整體規劃保存。 

 再利用方式：檜意森活村住宿

部，消費型態。 

10/★ 嘉義林區管理處辦公區內木構

及再利用的價值與潛力。 

能，免費。

■地址：嘉義市林森西路 1號 

■開放時間：辦公空間未開放 

■興建於日治時期，創建年代已

久。見證林政與林產的分合，具

歷史文化意義，足為時代的表

徵。日治木構造建築，表現地域

風貌及辦公廳舍的形貌。建築群

目前保存良好，具建築史上之意

義以

 再利用方式：原功

造建築群（公有）94 年公告 

 

11 原嘉義郡水利組合之水閘門及

水道（公有）94 年公告 

■地址：嘉義竹圍子段 366-18

號 

■開放時間：全天 

■日治昭和 11 年（西元 1936 年）

興建，年代已久。日據時代水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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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都市發展歷

。

利用規劃。 

費。 

遺跡的代表，具歷史意義。嘉義

市舊時水利遺跡，

程有關，具有水利發展之意涵

水道座落區位尚稱完整，可作整

區再

 再利用方式：無，免

12 嘉義區監理所宿眷舍（公有）96

年公告 

■地址：嘉義市和平路 136 巷 2

號 

■開放時間：未開放 

■木造房屋，為嘉義區監理所之

員工宿舍屬日式建築，為獨棟之

個別建築，建築形式為竹林造結

構。其左側用戶玄關入口處及窗

 

欄完整良好，具有完整呈現舊式

之潛力。 

 再利用方式：閒置。 

13 

 

■ 開放時間：未開放 

城隍廟戲台原為嘉義商賈林寬敏

先生 於大正十一年（西元 1922

年）所捐建，因道路拓寬翻修，

欲拆除戲臺，林寬敏之子林文章

因感念父恩，再次捐款保留戲台

至今。 

原嘉義城隍廟戲臺（林宅）（私

有）98 年公告 

 

■ 地址：嘉義市台斗街 124 號 

1

全部木結構，拆解運回台斗街家

園並重新組構作為住宅

 再利用方式：無 

14 東門派出所（公有）99 年公告

■ 開放時間：未開放 

■ 地址：嘉義市公明街 23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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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物除有原日治時期風貌

外，區位設置目的嘉義市治安

史，有保存價值。2.具歷史文

化，表現地域風貌及建築史之價

值。嘉義市東門派出所現為已廢

除之派出所，其轄區內業務由附

近之南門派出所掌管。東門派出

所創設年代久遠，為日治時期創

建之派出所，目前破壞嚴重。 

 再利用方式：閒置。 

    

    以上嘉義市二十八處的古蹟、歷史建築等文化資產彙整表格

中，看出目前嘉義市古蹟、歷史建築的再利用方式，屬於公部門

出資、以藝文展覽方式、歷史空間導覽方式及免費參觀方式有 53

％。因此這些古蹟歷史建築管理維護費用必須另外編列預算支

出，而私有古蹟歷史建築的經營方式除了寺廟有香火收入、教會

來源外，仍須政府補助修復後開放參觀及辦理活動的經

，與嘉義市其

的文化資產經營方式不同，檜意森活村將置入商業化行為經

，是嘉義市首次以消費方式經營的文化資產。 

 

 

有經費

費。 

     

    北門地區文化資產佔嘉義市文化資產總數 21.4％，又以嘉義

林區管理處所管轄歷史建築群與木材林業產業建設的建築物，保

存較為完整。民國九十九年（2010）執行修復再利用工程的進行，

整區以林業歷史文化為背景，以原貌修復，採用檜木為主構件，

以塑造檜意森活村的願景。雖然再利用方向未相當明確，可以確

定的是經營管理將委託民間以公辦民營的方式營運

餘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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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嘉義市二十八處古蹟歷史建築地圖，綠框內為北門地區文化資產 

（資料來源：嘉義市文化資產導覽手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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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結 

 

    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從民國七十一年（1982）頒布後，最

早的文化資產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地方政府為民政局，嘉義市最

早指定的古蹟在民國七十四年（1985），歷史建築於民國八十八

年（1999）921 大地震後列入文化資產。文化資產保存觀念發展

不到三十年，多數觀念仍是歷史建築的保存與經濟發展是相對的

關係，當現代遇到傳統、開發遇到保存，多數仍選擇現代與開發

才是經濟繁榮的代表。 

    因此嘉義市在日治時期阿里山林業所存留下的建築物，保存

修復再利用實屬不易，代表嘉義市發展與林業文化資產價值的重

要性，如何將其公有與私有歷史性建築做完善的規劃與再利用，

成了文化資產所有人、文化局甚至是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文化資

產總管理處籌備處（以下簡稱文資總管理處）最大的課題。文化

局及文資總管理處要如何透過專家學者的審查機制、所有人的經

營管理方式，達到再利用最大的價值與效益 ？ 

    

   Prof.Chester Liebs 指出「活化再利用之新觀念是將歷史建

築物轉化為文化與經濟性的遺產」。（熊宜一翻譯，空間雜誌 135

期） 

    嘉義市的古蹟與歷史建築共二十八處，已經修復完成或未修

復已供眾參觀已有使用共計二十處，皆未收取參觀費用，檜意森

活村歷史建築群的經營將是嘉義市第一處以文化觀光消費的文

化資產。   

   

  在日治時期北門地區已是嘉義市經濟發展重要地區，目前也

是嘉義市文教中心，文化資產密度最高的地區。這些文化資產是

日治時期因林業產業設施建設包含製材工廠、員工宿舍、驛站旅

店、鐵道鋪設、娛樂場所、辦公廳舍等及民間旅店商家林立。此

區的古蹟與歷史建築修復再利用工程正進行中，爾後經營模式更

是民眾關心的議題，北門地區的建設發展與林業息息相關，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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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府與嘉義林區管理處合作，所打造市政成績以延續日治時期

的林業剩餘價值與文化資產的價值，發展文化觀光產業成為必然

的趨勢。如何在公有、私有歷史性建築做良好保存維護功能及發

揮再利用最大效益。 

     

 40



第三章 公部門之保存與再利用－歷史建築群（檜意森
活村） 

 
3-1 歷史建築日式宿舍群再利用歷程 

 

日式建築在台灣的歷史有很深的淵源，乙未年（1895）清朝將台

灣割讓日本，治台五十年間積極調查及建設台灣島，工業、農業、林

業等，台灣的自然資源豐富。日本人將台灣的森林視為極珍貴的自然

資源，對台灣林場進行兩次大規模調查，就阿里山林場的資源及林業

開採事業也讓日人在嘉義積極建設林業產業主要設施表3-1-1及附屬設

施表 3-1-2，完成運輸木材鐵道，直到大正七年（1918）才正式開始全

線貨運業務嘉義市北門地區為阿里山森林鐵路起點（阿里山鐵路北門

驛），隨著林業經營轉變，嘉義林區管理處留下諸多珍貴林業文化資

產。 

表 3-1-1 產業的主要設施：資料來源：嘉義營林俱樂部（阿里山林場招待所）

調查研究（王詠紳整理） 

產業設施 原有功能 現有功能 

阿里山鐵路北門驛 日治時期為運輸木材

及員工上山工作。 

民國八十七年（1998）公

告為市定古蹟，現為運輸

旅客上山觀光之驛站。 

原嘉義製材所 日治時期貯木池（現為

嘉義市立文化中心）及

製材工廠，為日治時期

東亞最大木材集材

場，每日從阿里山森林

鐵路載運下山由天車

將木材吊至貯木池浸

水存放。 

民國九十一年（2002）公

告為歷史建築，即將發展

阿里山林業村，為觀光資

源。 

嘉義林區管理處辦

公區內木構造建築

群 

辦公廳舍所用。 民國九十四年（2005）公

告為歷史建築，仍為嘉義

林區管理處之辦公廳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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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附屬的設施：資料來源：嘉義營林俱樂部（阿里山林場招待所）調查

研究（王詠紳整理） 

附屬設施 原有功能 現有功能 

嘉義營林俱樂部 做為台灣總督府營林

局的休閒娛樂場所。

民國八十八年（1998）

公告為市定古蹟，民

國九十九年（2010）

修復為展覽教育空

間。 

嘉義市共和路與北門

街林管處國有宿眷舍 

日治時期官舍，光復

後為林區管理處員工

宿舍。 

民國九十四年（2005）

公告為歷史建築，民

國九十六年規劃為檜

意森活村並進行修

復。 

    

    日治時期檜町區（目前共和路、北門街、林森東路嘉義附小旁及

阿里山鐵路北門驛旁）宿舍共計八十戶，國民政府播遷來台，民國四

十九年台灣省農林廳成立林務局，並接收營運，居住於該地區的員工

及眷屬已近三代。民國九十四年（2005）登錄前引起原住在宿舍內的

林區管理處員工及眷屬的抗議，並爭取遷移補助，召開協調會議，共

和路與北門街一帶國有宿眷舍，依據歷史建築登錄審查程序辦理會

勘，經過九十三年八月十九日及九十四年七月十五日兩次審查會，委

員評估建築物歷史、現況等及林管處對宿眷舍保存的意願，決議登錄

公告。民國九十四年（2005）登錄四十六戶，民國九十七年（2008）

再增加十九戶，共計六十五戶。 

    嘉義市政府古蹟歷史建築聚落及遺址審議委員會於登錄審議，登

錄理由：（1）日治時期所建官舍，年代已久；光復初期所建宿舍亦具

時代的價值。（2）林業為嘉義產業最具代表性者，林業宿舍群見證該

產業文化及嘉義城鄉發展史的歷史意義。（3）林管處官舍宿舍群種類

多樣而完整，不但鄰近文化園區、市定古蹟北門驛，而且緊鄰營林俱

樂部，可作整體規劃保存，發展契機宏遠。（4）林管處的保存意願高，

再利用的可行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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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六年（2007）嘉義林區管理處提出「振興經濟擴大公共

工程建設投資-阿里山林業村及檜意森活村計畫」，送中央（行政院）

申請補助，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送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審查，嘉義

市古蹟、歷史建築、聚落專案小組委員依據嘉義林管處委託細部規劃

設計廠商（具有修復古蹟歷史建築資格建築師事務所）提出的施工說

明書圖等進行審查會議，廠商及嘉義林管處參酌依委員審查意見修

改。 

   圖 3-1-1：嘉義市共和路與北門街林管處國有宿眷舍（修復前） 

（資料來源：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嘉義市共和路與北門街林管處國有宿眷舍（圖 3-1-1）登錄歷史

建築過程，民國九十四年居住於日式建築宿舍的林管處員工及眷屬並

不願意遷出也不願意登錄歷史建築，召開補償協調會，嘉義林區管理

處還曾提出廢止歷史建築申請，由於政府政策的確定必須將宿舍騰空

遷出，員工及眷屬領補助費後陸續遷出。共計六十五戶由嘉義林區管

理處透過規劃單位及文化資產法規定，主導再利用方式，再將規劃細

部設計書圖、施工說明書、預算書送文化局審查，文化局組成古蹟歷

史建築專家學者審查委員會，以審查方式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專業

判斷提供嘉義林區管理處修復再利用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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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嘉義林區管理處 A先生：為何想將林區管理處宿眷舍登錄

為歷史建築？ 

「站在文化角度，檜意森活村的日治時期是日本時代的官舍，為了保存日治時

期的木造房屋，有請成大做規劃報告，已有一些構想」。 

    訪談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A 小姐：為何想將林區管理處宿眷舍登

錄為歷史建築？ 

「九十一年委託雲科大全面性嘉義市歷史建築清查時，調查中其中林區管理處的

宿舍群保留完整，當時仍有林區管理處員工或眷屬居住，嘉義林區管理處還一度

因為原住戶補償問題於 95 年提出廢止歷史建築登錄，本局召開古蹟歷史建築審

議委員會，維持原歷史建築身分，函文請嘉義林區管理處依文資法第八條規定善

盡管理維護責任。」 

 

    盧建銘（2001，空間雜誌）指出「登錄制度的行政機制所反映出來的結果，

其實就是一種社會價值或社會權力機制在行政機制上表現。當建築物的價值認定

在國族價值時，較恰當的經營管理方式還是必須由國家來主導，如果登錄制度能

使歷史建築物認定主動權，逐漸落在社區機制上，那麼最恰當的經營管理方式，

就是由社區來主導」。 

    

文化資產所有人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古蹟應

保存原有形貌及工法，如因故毀損，而主要構造與建材仍存在者，應

依照原有形貌修復，故古蹟、歷史建築於指定或登錄後應執行修復再

利用計畫以調查研究建築物的歷史背景、構件、工法、生物性破壞、

建築物樣圖為未來修復工程做準備及依據。並依《古蹟修復及再利用

辦法》規定古蹟歷史建築修復程序為：（一）擬定修復再利用計畫（二）

送主管機關的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查（三）辦理修復工程之規劃設

計（四）再送主管機關辦理設計書圖審查（五）辦公發包行修復工程。

嘉義林管處未對歷史建築物執行調查研究，即委託具行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古蹟歷史建築修復資格之列冊名單之建築師事務所，執行歷史

建築修復再利用工程之規劃設計招標作業。 

巫基福（1995）曾提出從再利用計畫中「保存」與「更新」兩大

觀點檢視日治時期公共建築的空間型態，以探討其所受到的「保存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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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與可能的「改造方式」。 

    嘉義林區管理處在沒有任何調查研究資料中得知歷史建築物的

過去歷史及現存狀況，逕行規劃設計，其文化資產保存的意義與價值

在修復再利用工程過程中是否被保留下來。檜意森活村的「保存限制」

除了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定修復限制，這個林管處宿舍群已沒有員

工居住，在日治時期的林業全盛時期的生活記憶及生活文化已蕩然無

存，其「更新方式」為建築物內部改造以商店使用及庭園景觀美化，

全區以觀光景點發展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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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檜意森活村政策面、規劃面、經營管理等面向操作分析 

 

一、政策面向 

 

嘉義林區管理處與嘉義市政府的政策方向，隨著林業經營轉變，

嘉義林區管理處為留下諸多珍貴林業文化資產，為延續保存珍貴林業

史蹟，維護及動態保存森林鐵路歷史資產、並能呈現早期阿里山林場

風貌，提出「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工程建設投資-阿里山林業村圖 3-2-1

及檜意森活村計畫」、「林業文化公園及北門車站 BOT 計畫」為嘉義林

管處負責四個子計畫，以配合「嘉義火車站附近地區都市更新」案，

打造嘉義市成為「雲嘉南藝文休憩中心」，為嘉義市政府施政發展口

號。該計畫於民國九十八年（2009）經行政院核定，同年四月十日立

法院通過計畫之特別預算，總投入經費二十四億七仟萬元。九十九年

（2010）總經費為十一億六仟萬元，於九十九年五月二十五日經立法

院完成三讀。該計畫為歷史建築保存區保存再利用計畫，其保留下歷

史空間也提出再利用方案，再利用計畫配合都市更新計畫朝向全區開

發方案。 

圖 3-2-1 阿里山林業村配置圖（王詠紳翻拍，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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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嘉義林區管理處資料顯示檜意森活村（面積約三點十五公

頃），全區定位為朝向「歷史建築活化保存再利用為核心，並結合地

方文化特色創造林產新文化」發展，規劃原則以大正三年(1914)所建

之日式宿舍，見證林業歷史及地方產業興衰；檜意森活村計畫自民國

九十八年至一百零一年，總投入經費約五點六億元，民國九十八、九

十九年嘉義林管處將投入三點二億餘元，進行營林俱樂部及區內二十

八棟（六十五戶）日式歷史建築修復，全區預定於民國一零一年三月

竣工，將以「台灣林業文化在嘉義市」呈現。基地內唯一一棟新建物

「農業精品區」新建主館分為二層樓，於民國九十九年十一月完成，

主館設計以「一心二葉」代表阿里山茶文化，完工後提供展售雲嘉南

地區之農特產品及餐廳。該計畫為重要之都市更新計畫，也是愛台十

二項建設計畫之一，配合「嘉義火車站附近地區都市更新」案圖 3-2-2，

以林業為核心價值之經營主體，延續保存林業文化史蹟、維護珍貴歷

史資產，檜意森活村入口意象以阿里山精神「神木」為主要裝置藝術

代表，打造嘉義市成為「雲嘉南藝文休憩中心」，並能呈現早期阿里

山林場風華，創造藝文城市新風貌。 

 

 

 

 

 

 

 

 

 

 

 

 

 

圖 3-2-2 嘉義市都市計劃 4項子計畫（資料來源：嘉義林區管理處提供） 

 

博愛陸橋 

忠
孝
路

文
化
路

林森西路 

北北門門車車站站新新建建計計畫畫  
((11..7788公公頃頃))  

林林業業文文化化公公園園計計畫畫  
((2299..1133公公頃頃))  

阿阿里里山山林林業業村村計計畫畫  

((1133..1199公公頃頃))  

檜檜意意森森活活村村計計畫畫

((33..1155公公頃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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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林區管理處在確認預算後以「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工程建設投

資-阿里山林業村及檜意森活村計畫」進行開發及保存計畫，來規劃

文化資產活化再利用的情形，以結合歷史建築、古蹟、人文、林業文

化、鐵道文化；檜意森活村保存再利用並非完全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

之相關規定辦理，將歷史建築修復再利用工程細部設計圖說、預算

書、施工圖說函送地方政府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進行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審查註 8。嘉義市古蹟、歷史建築、聚落專

案小組委員依據嘉義林區管理處委託細部規劃設計廠商（具有修復古

蹟歷史建築資格建築師事務所）提出的施工說明書圖等進行審查會

議，廠商及嘉義林區管理處參酌依委員審查意見修改。 

 

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制定與修訂，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為保存文化

資產，充實國民精神生活，發揚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除了保存外，

維護、宣揚、權利之轉移、獎勵、罰則、審查標準、管理維護辦法、

再利用辦法、修復建築管理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理辦法、災害處理辦

法、再利用採購辦法、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等規定，原由政府主導保存

計畫逐漸由民眾及地方社區參與。 

 

林華苑（2001）指出古蹟保存時期在民國六十年至九十年間政策

分為觀光功能及文化政治功能，也由指定修復之軀殼的保護擴大到環

境與人的活化保存，民眾參與及權利轉移接著有效再利用。民國八十

九年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增列歷史建築的保護，爾後近十年以加強古

蹟歷史建築管理維護、日常維護、防盜防災保險、緊急應變計畫及有

效再利用計畫等，都是延續文化資產的永續經營。 

     

 

 

 

註 8：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古蹟應保有原有形貌及工法，如因故毀損，

而主要構造與建材仍存在者，應依照原有形貌修復，並得依其性質，由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理人提出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採取適當之修復或再利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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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門地區歷史建築群的檜意森活村的保存再利用工程的政策，

是否回到民國八十年代（1990）以前著重硬體的修復工程？自民國

八十七年（1998）文建會前主委陳其南教授提出社區總體營造及文

建會於民國九十年（2001）提出閒置空間再利用與地方文化館政

策，幾年來以古蹟或歷史建築再利用方式作為展示空間或博物館占

七成，與徐明福教授及傅朝卿教授曾提出「適切性再利用」（Adaptive Reues）

原則相去甚遠，在政府制定政策及提出再利用計畫時忽略歷史保存核心價值

（杜正宇，2010）。   

 

歷史保存區所展現的是一項居住化價值，而這項文化的主體正式這一群

原來的居民。因此市街聚落的文化資產不僅止於古蹟，它還包括住在此地或活

動於此地人們的各項產業和生活文化，甚至也包括住在這裡的各種民俗文化的

傳承人，以及在人們心目中被視為具文化意義或與產業密不可分的地理景觀。

（蕭仙妮，2007） 

    

    然而檜意森活村全區定位為朝向「歷史建築活化保存再利用為

核心，並結合地方文化特色創造林產新文化」的發展政策，規劃以

大正三年(1914)所建之日式宿舍，見證林業歷史及地方產業興衰，

以林業為核心價值之經營主體，延續保存林業文化史蹟、維護珍貴

歷史資產，檜意森活村入口意象以阿里山精神「神木」為主要裝置

藝術代表。嘉義林管處所管檜意森活村的保存再利用工程政策仍完

全由官方主導，缺乏社區民眾及原住戶參與部分，雖嘉義林區管理

處為該歷史建築群所有人，原來的居民已遷出，北門地區中的的歷

史建築群保存檜意森活村中，缺少原屬林業人的居住文化價值及生

活文化特色。 

     

      訪談嘉義林區管理處 A 先生：檜意森活村有何價值？  

   「九十六年提出古蹟歷史建築再利用計畫-檜意森活村，本處基於發展林

業文化、古蹟北門驛、營林俱樂部景觀軸帶特色展演活化再利用，針對歷史建

築區塊擬定具體可行活化再利用計畫，促進地方文化觀光產業發展、木材藝術

推展、保存珍貴史蹟文化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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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崇熙教授（2010）對文化資產的價值有進一步的看法： 

   從文化資產常常被搶救的困境，就表示文化資產還不是社會想像中的價

值，也就不斷地需要被爭取、論述、搶救，因此就需要深入思考如何營造文化

資產的價值，並成為社會的發展動力。文化資產價值是一種論述式（discourse）

的存在，企圖透過論述的方式來建構出文化資產的價值自明性。文化資產的價

值並非自明性的存在，而是由文化資產與人（各式各樣的人、情感、記憶、認

同）、社會（結構）、政治（權力）、經濟（觀光產業、資金）等密切連結而建

構出來。當人們及各個地方都已擁有文化資產為榮時，文化資產的價值就營造

出來了。便可以理解目前的保存及再利用政策是與政治考量及社會

利益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所以許多文化資產因此被保留也有許多文

化資產因此被拆除，所以要如何讓保存下來的歷史建築群有最大的

文化資產價值，就是讓眾人的需要這個歷史建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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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規劃面向 

     

       歷史建築嘉義市共和路與北門街林管處國有宿眷舍規劃為檜

意森活村，在嘉義林區管理處的主導規劃下所提出保存修復再利用

工程，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古蹟修復再利用應辦理事項：

（一）修復或再利用計畫（二）規劃設計（三）施工、監造（四）

工作報告書（五）其他相關事項。嘉義林區管理處未執行修復再利

用計畫，也就是未執行建築物的調查研究，所以在沒有該歷史建築

基礎資料報告，以先修復歷史建築後再以公辦民營方式招標經營單

位，經營單位與經營策略未相當明確下，對歷史建築修復後是否再

度面臨重修，或空間規劃與實際經營運用上差異，或再度變成閒置

空間？ 

         

        依據文化局的專家學者對於嘉義市共和路與北門街林管處國

有宿眷舍皆為日治時期木構造建築的審查意見，其消防安全、水電

使用狀況、使用木料、結構等，都是對於修復工程的問題，日後經

營、管理維護、空間使用機能未討論。摘錄會議紀錄如下： 

   

委員（一）： 

1.計畫應有延續性，原成大發展基金會所研擬的方案、原則，應表現

在本設計中。 

2.計畫前的理論依據很好，但與實際的執行成面落差太大，可否更進    

一步檢討設計的構思。 

3.結構思考的模式，請再作考慮，原創性、可逆性，可辨識性等的原

則應掌握。 

4.設計的細節需再深入討論，關於木材有檜木、杉木、或其他木料，

會利用在不同的部位，原有拆除的木料應可再利用，需要仔細的思

考。 

 5.建築、結構、水電之間的協調需檢討。 

 6.全域的景觀應規劃，並呈現全區的連貫性。 

7.全區的消防、排水防潮、污水等系統應建立。考慮木構造的特性去

規劃。 

8.建照、使照等應先與市府工務主管單位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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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樣圖需將各細節作分別的繪製。 

委員（二）： 

1. 拆除部份是否有可資利用的材（屋瓦、木材等）？如何規劃運用？  

其工料費用如何反應在預算書？ 

2. 屋瓦將有新舊混搭現象，是否考慮舊瓦清理后集中配置於前坡或后

坡？ 

3. 屋面防水工程：依說明書 P28 及 A7-4.1 防腐掛瓦條如何固定在自  

黏式防水毯上？又防水毯由上往下施工的順序，如何處理接頭滲

水？釘孔如何防滲漏水？ 

4. 本案的整體營運維護計劃如何因應？收支可以平衡嗎？或另可盈   

餘？日式庭園的維護費用高昂，如何因應？ 

5. 浴室材質（馬賽克）可考慮新日式材質……（例如整體衛浴）。  

  委員（三）： 

1. 在規劃設計時，各空間之設計（尤其機電方面），應針對再利用的  

需求考量。 

2. 本案為統包案，因此對於所用工法及材料的選用應明確（包括廠 

牌、型號）。 

3. 基地內原有材料應儘可能再利用，包括較好的木料亦可切割再利 

用。 

4. 防潮應盡量全面施作。 

5. 防火應考量全區的消防概念，亦可考慮防火塗料的運用。 

6. 施工說明書應全面針對本案再檢討。 

7. 景觀工程請再檢討。 

 

    有關古蹟歷史建築修復的基準與原則，專家學者各有表述，閻亞

寧教授於 1997 在《古蹟、歷史建築與聚落修復準則》研究案指出「準

則訂定的目的係再提供法律面與實務面之間的一個整合平台，強調一

個思考與檢討程序的重要性。文化資產價值及其指認評估與保存的重

要性，應以之為基準，在不同的過程階段中，文化資產價值的課題均

應被一再被提出討論並尊重」。地方政府及所有人在辦理文化資產的

修復與再利用程序都是依照文化資產法規定辦理，要求所有人將修復

再利用計畫送文化局進行審查，審查委員皆為專家學者，審查過程礙

於經費執行的時間壓力，未在現場勘查僅在會議室由得標廠商說明修

 52



復書圖，由於主關機關承辦人員為處理一般行政業務，對於文化資產

專業性審查都仰賴專家學者們，因此審查時間冗長，甚至得標廠商專

業素養不足或對文化資產不甚了解，就容易導致多次審查不通過，又

礙於主辦機關及主管機關經費執行不力的情形發生，甚至中央主管機

關都面臨同樣的問題，古蹟歷史建築修復再利用工程不同於一般行政

機關，會計單位及審計單位卻用同等的標準查核經費的運用，甚至於

政府施政績效與效率等，這是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執行業務相當大的困

境。 

 

   檜意森活村修復再利用工程圖 3-2-3面對同樣的問題，所以每一

期工程文化局最多審查三次就通過，而且廠商未必完全接受審查委

員們的意見，就由主辦單位依權責自行負責最後把關工作。 

 

圖 3-2-3 修復中的檜意森活村（王詠 紳拍攝，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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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檜意森活村空照圖（資料來源：嘉義林管處） 

    

    檜意森活村圖 3-2-4整個修復工程分為綜合行政區、農業精品

區、木材藝術區第一期、木材藝術區第二期，以統包工程方式由不

同的廠商得標，進行規劃設計施工，見工程經費表。表 3-2-1 

 

表 3-2-1 檜意森活村工程經費表（資料來源：嘉義林管處，王詠紳整理） 

檜意森林活村工程經費表 

 工程區域 經費(萬元) 完工日期 

綜合行政區（黃建鈞建築師

事務所） 
4,175 100 年 9 月 

農業精品區（鍾永男建築師

事務所） 
7,080 99 年 12 月 

木材藝術區第一期（張義震

建築師事務所）。 
9,476 100 年 12 月 

木材藝術區第二期（張玉璜

建築師事務所） 
9,267 101 年 3 月 

 54



    嘉義林管處在民國一百年六月二日對立法院考察報告中提出以

檜意森活村規劃原則為以下四大點：  

(一)都市更新發展：本計畫透過週邊區段的動線，與相關計畫結合， 

    尋求林業文化產業的更新發展。 

(二)歷史建築活化：以日據時期林業文化印象，活化歷史意義，創造        

出日式建築與庭園環境氛圍，除大自然所產生日、夜間對比外，

照明、植栽、造景元素等的投入，提供歷史文化產業及經濟效益。 

(三)節能減碳做法：朝向再生性材料及生態環境等相互運用，融入誘  

導式綠建築設計及建立景觀美學。 

(四)庶民文化彰顯：開放民眾參與，提升教育、生活、休憩機能，與  

嘉義地方社區緊密合作，帶動整體社區意識。 

阿里山林業村規劃原則為以下七點： 

(一)以林業文化為核心，舊建物活化發展再利用。 

(二)建材以木材、石材為主，展現林業村自然風格。 

(三)尊重原有發展脈絡，保留巷道紋理。 

(四)落實節能減碳原則，降低環境破壞。 

(五)建立休閒、創意產業等多元複合林業藝文特區。 

(六)推動自然生態體驗與提供解說教育服務功能。 

(七)營造特色觀光景點、提升地區經濟繁榮。 

    

     

   都市保存的論述，仍然深深地受到「發展」概念的影響。現代化的發展思

維所建構的保存，並沒有脫離依附經濟主體的價值判斷。經濟的主導的保存思

維，對於保存的價值評斷是基於現代化的工具需求，因此保存的呈現，僅能夠

是佈景式的存在。（陳世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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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門地區之文化資產中檜意森活村規劃策略即是以歷史建築的

歷史文化價值加上林業文化，並透過經濟活動（文化觀光及文化消費）

讓其產生最大效益，為展現林業文化特色及嘉義在地文化，北門地區

包含兩處古蹟及兩處歷史建築群及私有歷史建築，提供民眾及觀光客

住宿、參觀展演活動、木材藝術品、餐飲、林業史蹟導覽及農產品販

售；另營林俱樂部依文化資產法修復，規劃為林業文化史蹟資料館，

可配合學術教學及研究用。以上述規劃原則中不難看出政府的意圖為

都市更新及歷史建築活化再利用找一條新的路。 

 

 

 

 

 

 

 

 

 

 

 

 

 

 

 

 

 

 

 

 

 



三、經營管理面向 

     

    嘉義林區管理處於民國九十九年將檜意森活村規劃三大主題區

為農業精品區、木材藝術區及綜合行政區，各區有不同的空間再利用

運用表 3-2-2，現有文獻調查中的古蹟、歷史建築空間再利用方式仍以

藝文展演為多數，而檜意森活村再利用計畫宿舍區規劃住宿使用，是

嘉義市第一個消費型態的文化資產。值得後續觀察研究，但在招商的

規劃過程中有了變數，已不再有住宿的使用，失去該歷史建築群原有

用途（宿舍），除了目前已經開放參觀的農業精品區外，其餘仍修復

中，原農業精品區的新建物規劃為餐廳用途，旁邊兩棟建築規劃為農

產品販賣部，仍待全區完工統一招商營運。嘉義林區管理處委託工程

顧問公司規劃 OT（Operate  Transfer 營運-移轉）計畫案，計畫中

含先期計畫、可行性計畫及招商計畫，期中先期計畫已通過嘉義林區

管理處的審查；至民國一百年八月止已進行兩次招商說明會，預計民

國一百年底完成招商公告，履約項目、規範、營運年限、權利金、租

金等規劃。 

 

表 3-2-2 檜意森活村三大主題區空間再利用說明表，王詠紳整理 

主題區 再利用方向 營運項目 

農業精品區（含

兩棟歷史建築、

一棟新建築物） 

OT（促進民間

參與公共建設

法）公辦民營

方式招商經營

販售農業商品、餐飲區、特殊商店。

木材藝術區第

一、二期（含二

十六棟歷史建

築、一棟古蹟） 

OT 公辦民營

方式招商經營

日式木構造宿舍、日式澡堂、提供觀

光客住宿、林業史蹟展示館、木材藝

術展覽區、木工教室、庭園景觀綠化

區，含嘉義營林俱樂部為林業史蹟展

示。 

綜合行政區（四

棟歷史建築辦公

室） 

行政空間 森警隊辦公室、備勤室、森林志工教

室、林業推廣多媒體教室、生態保育

資訊教室。 



    依據沈勁利教授於2008年提出研究報告指出OT（Operate  

Transfer 營運-移轉）：（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將「公辦民營」之

範圍僅界定於下列二種情形：（一）委託機關將現有的土地、建物、設施及設備，

委託民間（私人）經營管理並收取回饋金或權利金，同時受託之民間業者自負盈

虧並負公有財產保管維護責任；（二）政府不提供土地及建物，僅委託民間提供

服務（特許經營）。其中對具有明顯社會公益色彩或受託人願出資改善原有設施，

經核定確能提升品質者，委託機關得就其業務性質或個案另給予補助。促參法之

委託經營概念，係民間機構擁有設施之經營管理權，自負經營盈虧，並與政府分

享獲利。嘉義林區管理處以第一種方式公辦民營，提供土地、建築物、

設施及設備給未來得標的廠商以十年的合約經營管理檜意活村全

區，在訪談的過程中，得知目前嘉義林區管理處改變營運項目，原設

計日式歷史建築宿舍區已不再做住宿部使用規劃，考慮到消防安全及

裝修問題，有可能以單純文創商品販賣部為優先考量，是否廠商會在

得標後依實際營運狀況再作變更不得而知，因此研究者認為嘉義林管

處應該審慎的處理公辦民營計畫契約，應包含詳細的營運規畫、管理

維護的權利與義務、歷史建築使用規範及社區居民合作互動，才能確

實活化林業歷史建築群的文化資產價值，不致浪費公帑，已達永續經

營目的。 

     訪談嘉義林區管理處A先生：檜意森活村修復後經營方式？ 

「目前工程顧問公司規劃招商合約，檜意森活村使用還沒確實規劃哪一棟收費、

哪一棟免費都還沒確定。」 

    訪談嘉義林區管理處 B先生：檜意森活村修復後經營方式？  

「目前委託顧問公司作規劃招商合約以全區十年的合約，包含履約項目、違

約罰則，但細部招商的經營項目未明確，還是要由本處審查這合約的合適性」    

訪談顧問工程公司 C 小姐：檜意森活村的經營管理的計畫為何？ 

   「會以十年為期的合約，業主擔心時間太長，較難預估狀況發生，營運項目

礙於日式建築的消防安全取消住宿部的規劃，以文創商店及公益文化活動為主，

還有餐飲販賣部，我們已經召開兩次招商說明會，也有廠商詢問，招商應該沒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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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林區管理處初期經營規劃邀集產、官、學及地方文史工作

者，對於軟硬體設施提供意見、同時參考成功案例，希望達成「經濟

發展」的目標，以都市更新地區整體發展合併保存歷史建築再利用，

成為這個開發案重要的賣點，創造出文化新價值，藉著結合人文與經

濟發展的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所以在政府觀點文化資產保存只是手

段，最終目標是經濟發展，嘉義林區管理處也不諱言這是「綜合開發

案」。  

    若依據榮芳傑與傅朝卿教授（2008）《古蹟委外經營制度對文化

遺產管理功能之影響：以 ROT 與 OT 模式為例》一文中 提到「古蹟委

外經營的層面上，即使管理單位並非是非營利組織，但仍可以朝向「非營利性」

的幾項觀點管理之，（一）它的經營不是「利潤導向」（Profit  Oriented），而是「文

化價值導向」（Cultural  Value  Oriented）；（二）「文化價值導向」下的經營，應

顧及遺產享用的公益性原則，並力求獲得可以容許的經濟收益；（三）它的收益

不用分紅，而是用於遺產事業的再投入；（四）它有權獲得政府補貼與社會贊助，

有權享受免稅或部份免稅。」（徐嵩齡，2003）這個綜合開發案可藉此達到

雙贏的目的，藉歷史建築再活化促進觀光發展已是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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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檜意森活村營運計畫中採部分招商一次 OT 的型態進行經營策

略，同時於訂定契約時要求經營團隊定期配合辦理藝文相關活動來提

升文化旅遊深度，體驗林業文化生活，規劃以自償性較高的經營項目

例如遊憩服務設施、主題體驗設施委外經營，自償性較低例如主題展

示設施、景觀休憩設施及公共服務設施及基礎設施的經營項目由林管

處經營表 3-2-3。 

 

表 3-2-3 檜意森活村經營方向一覽表（資料來源：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檜

意森活村及阿里山林業村計畫，王詠紳整理） 

  自償性 設施項目 經營項目 經營方式 

高 遊憩服務設施 遊客服務中心、農產品展

售中心、特色餐廳、紀念

品販賣區、木雕品展售區 

OT 

高 主題服務設施 日式歷史建築宿舍、木材

藝術展覽 

OT 

低 主題展示設施 林業文化史蹟展示 嘉義林管處

低 公共服務設施 林業行政空間 嘉義林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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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精品區含兩棟歷史建築及一棟新建築，是全區唯一一棟新建

築也是目前整修完成試營運期，民國一百年（2011）五月開始舉辦「郵

票、鐵道、步道、保育特展」。兩棟歷史建築其中一棟原為林管處某

課長住屋圖 3-2-5、圖 3-2-6，特別在開幕日再到曾居住二、三十年的

房屋巡視及回憶，流露出不捨及驕傲，因為他居住的房子被留下來，

而且可以讓大眾參觀！ 這兩棟歷史建築在還沒 OT 前仍以藝文展覽

空間做為主要的功用，OT 後將以販售農業商品及做文化創意產業商

品專賣店。 

 

 圖 3-2-5 農業精品區中二棟歷史建築內部（王詠紳拍攝，2011）                   

 

 

 

 

 

 

 

 

 

 

 

 

圖 3-2-6 農業精品區中二棟歷史建築外觀（王詠紳拍攝，2011） 

 61



 

 

 

 

 

 

 

 

 

 

 

圖 3-2-7 農業精品區，（2011）5 月開始舉辦「郵票、鐵道、步道、保育特展」，

（資料來源：嘉義林管處，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檜意森活村及阿里山林業

村計畫） 

 

 

農業精品區圖 3-2-7規劃餐廳使用，以阿里山「茶葉」的意涵：

一心二葉作為建築意象是全區唯一一棟新建築，在新舊建築並存下有

不同意涵。在眾人的眼光中，歷史建築保存再利用成功與否與經濟發

展、社會利益是絕對的關係，單純的閒置空間再利用也逐漸被放棄，

經濟效益成了文化資產再利用最關鍵的考量。現代化的保存成了經濟

效益的附加價值，在政府部門會計單位及審計單位的標準中，當然也

希望在經費運用的同時，實質的收益才是績效的表現；目前為止嘉義

林管處對招商契約內容及可行性計畫未通過審核，因此經營規劃變數

仍很大，雖然文化資產保存法對於修復再利用計畫有所規定，惟對於

經營方向及社區居民認同及參與均未規範，是否由非營利團體或營利

團體經營更沒有規範，文化資產的公共性雖屬全國人民所有，在行公

益之時仍需要營生，才能使文化資產有條件的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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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部門歷史建築保存再利用操作之解析 

 

    歷史建築屬於文化資產一環，其一切保存再利用之程序及準則皆

以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訂定「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理，

主管機關也就是縣市政府文化局應建立古蹟、歷史建築及聚落之調

查、研究、保存、維護、修復及再利用之完整個案資料。在文資法第

二十一條古蹟應保存原有形貌及工法，如因故毀損，而主要構造與建

材仍存在者，應依照原有形貌修復，並得依其性質，由所有人、使用

人或管理人提出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採取適當之修復或再利用

方式。而修復再利用的方式又必須依民國 94 年 12 月 30 日行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文壹字第 0942130854-5 號令發布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古蹟修復及再利用辦法」去執行。 

修復再利用計畫也明文規定必要時得採用現代科技與工法，以增加其

抗震、防災、防潮、防蛀等機能及存續年限，並且得視需要在不變更

古蹟原有形貌原則下，增加必要設施。    此辦法包含五大步驟：（一）

修復或再利用計畫（二）規劃設計（三）施工、監造（四）工作報告

書（五）其他相關事項。 

（一）修復或再利用計畫包括下列事項：  

 1、文獻史料之蒐集及修復沿革考證。  

 2、現況調查，包括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損壞狀況等調查及     

     破壞鑑定。  

 3、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4、必要之考古調查、發掘研究。  

 5、傳統匠師技藝及材料分析調查。  

 6、修復原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復概算預估。  

 7、必要解體調查之範圍及方法、建議。  

  8、按比例之平面、立面、剖面、大樣等必要現況測繪及圖說製作。  

 9、再利用必要設施系統及經營管理。  

 10、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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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設計包括下列事項： 

  1、必要調查之資料整理分析。  

 2、規劃及設計方案之研擬。  

 3、現況之測繪。  

 4、修復或再利用圖樣之繪製。  

 5、必要之結構安全檢測及補強設計。  

 6、施工說明書之製作。  

 7、工程預算之編列。  

 8、都市計畫法、建築法、消防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檢討。  

 9、其他相關事項。 

（三）施工、監造包括下列事項： 

  1、施工廠商清點、統計原有構件及文物之督導。  

 2、施工廠商施工計畫、預定進度、傳統匠師或專業技術人員、重    

     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查對。  

 3、施工廠商放樣、施工基準測量及各項測量之校驗。  

 4、原貌與設計書圖不符時之建議及處理。  

 5、施工廠商辦理原用材料保存、修復或更新與品質管理工作之督 

     導及查核。  

 6、施工廠商執行舊有文物之保護、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 

     境保護等工作之督導。  

 7、履約進度及履約估驗計價之查核。  

 8、有關履約界面之協調及整合。  

 9、新添設備之適宜性建議、測試及試運轉之監督。  

 10、竣工文件及結算資料之協助製作。  

 11、工作報告書及工程驗收之協助。  

 12、協辦履約爭議之處理。  

 13、其他相關事項。 

（四）工作報告書 

（五）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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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各項規定皆為古蹟或歷史建築列出應該辦理的各項工

作，其優點在明文中可以了解其用意，足以讓古蹟或歷史建築以原貌

保存，利用專家審查程序增加其可靠性與可信度，有一套可以讓各縣

市政府主管機關遵循的準則，但這套準則沒有建物的獨特性與在地

性，因此有以下缺點。  

    每項工作辦理的時間期程短則半年，長則一至二年，當然也視其

經費運用無虞及專家委員審查之狀況而定，因此岌岌可危的建築物在

無法與時間及大自然的風吹日曬的抗衡下，這樣的機制造就現有古蹟

及歷史建築如出一轍的「修舊如新」及高價之修復方式，而這樣的機

制用於「檜意森活村」也出現了同樣的問題。 

    上述之各項工作中以（一）修復或再利用計畫之執行事項，無疑

是為建築物建立基礎資料及歷史回顧、文獻史料研究，發掘建築物的

故事，研究其建築工法及應該用的修復原則，並適切性的提出一些再

利用方案，給建物所有人或管理人參考做適當的再利用模式，這會是

建築物的第一手資料，也是身家調查，其可靠性及重要性成為日後規

劃之參考，也是不可省略的步驟。 

   （二）規劃設計執行事項中，如果前項工作完善，此項中必要的

調查有可能省略，僅依建築物現況繪圖、再利用修復繪圖，在具有古

蹟規劃資格建築師提出審查的文件中只有施工書圖、施工說明書、工

程預算書、消防設備書等，此時也由所有人決定再利用的方式，由規

劃單位設計，審查委員提供修復材料、結構問題、防潮及消防設施等

修復意見，而修復工程預算編列幾乎以拆掉重新整修成原貌之價格編

列，以新建材取代舊建材，舊建材留下使用已不復見，轉而當展示用

之歷史材料。 

   （三）施工、監造執行事項中，施工廠商清點、統計原有構件及

文物之督導，施工廠商辦理原用材料保存、修復或更新與品質管理工

作之督導及查核，施工廠商執行舊有文物之保護為歷史建築修復工程

過程中最為重要。通常執行解體工程其解體計畫、大木作處理、磚石

作處理、存放及保護措施、抽換木架構加工、木構件仿作、木構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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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椽條裝釘、養瓦舖設等工程。已改變原貌者鑑定其原貌，對近年

修改或破壞的部分儘可能予以恢復，而對無法考據的現況，應不作猜

測性的修改或重建。仍維持原貌者，視其材質破壞情況，分別施以不

同程度的保存，使其不再繼續遭受破壞。 

    以公部門一系列的步驟修復出來的歷史建築有上述的問題，在這

樣機制下「檜意森活村」也有這些問題 ： 

（一）缺乏建物之基礎資料，歷史回顧、原有工法、文獻史料研究，

發掘建築物的故事等等，原住戶遷移更缺乏建築物與人的生活對話與

生活記憶，抽掉與人的記憶。 

（二）規劃設計提出審查的文件中只有施工書圖、施工說明書、工程

預算書、消防設備書等，而修復工程預算編列幾乎以拆掉重新整修成

原貌之價格編列，以新建材取代舊建材，舊建材留下使用已不復見，

轉而當展示用之歷史材料。原設計規劃日式建築為提供觀光客住宿

部，這項規劃也於審查通過後改變了此規劃，改以創意特色商店使

用，失去原始使用功能實為可惜，再度失去可以讓建物與人互動的機

會。 

（三）在「檜意森活村修復工程」中看到解體整修工程及木構建組立

後，但最後所呈現看到的是新的建物，舊的痕跡極少，顯示舊的構件

幾乎換新構件，缺乏獨特性、在地性、人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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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結 

 

台灣文化資產保存觀念從民國七十六年解嚴的時代開始慢慢

解放，保存工作起步慢幾十年，保存文化資產的道路篳路襤褸。民

眾才逐漸認識，甚至認為保存與修復古蹟、歷史建築等文化資產是

政府機關應該做的事，幾乎沒有文化公共財的觀念。文化資產的保

存再利用工作，中央主管機關也從前幾年以補助古蹟及歷史建築的

個體硬體修復工程為主，在這兩年轉向區域型補助方式，以整個文

化資產區域環境整合計劃為導向，加強整區規劃及朝向再利用活化

的重要性，有主題性及整體性雖有助於完整保存硬體，以 OT 方式

的經營可以有效經營管理，達到經濟發展及社會公益的需要，更利

於文化資產永續的保存，檜意森活村的經營方式是嘉義市值得探討

的案例，研究者整理「檜意森活村」再利用經營的模式圖 3-4-1。 

 

 
（2）影響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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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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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的資源 

 
（3）發展的功能 （4）經營的效益

圖 3-4-1 公部門歷史建築再利用 OT 經營模式（王詠紳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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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1 公部門歷史建築再利用模式： 

（1）基本的資源優勢具有政府資源及阿里山森林鐵路的周邊景觀        

     凸顯檜意森活村的價值。 

（2）經營團隊及居民認同感是直接影響歷史建築的經營因素。 

（3）公部門歷史建築的經營應具備的特色有歷史價值、文化特色、 

     社會公益、消費型態、保存史蹟故事資料及社區睦鄰工作。 

（4）檜意森活村所呈現的結果為文化觀光發展、經濟發展及維護  

     文化資產。 

 

    故檜意森活村擁有政府資源主導保存、規劃、修復，再以公辦

民營的委託方式經營管理十年約期及考核、退場、公部門進場機制

的完整，才能讓檜意森活村得到經營的優勢，以歷史建築群的保存

再利用將成了新的觀光景點，成為嘉義市觀光休閒的經濟舞台，因

此慎選經營團隊，必須重視經營團隊的信念有熱忱、理想及堅持，

經營的定位也必須清楚，經營的特色及策略必須確實執行。     

    檜意森活村的保存再利用除了硬體的經營外，更加不可或缺的

是製造感人的故事，唯有動人的故事、居民生活的記憶才能留住人

心，如何從戀戀阿里山到森林鐵道再到營林俱樂部更延伸到檜意森

活村甚至阿里山林業村。前節所述，因為嘉義林區管理處未對歷史

建築群執行調查研究，以致缺少很多可用素材，包括日治時期分為

日籍官員宿舍及台籍員工宿舍，每間宿舍所住何人？發生什麼有趣

的事？到目前是否有日人來尋找親朋好友，延伸另一海角七號或艋

舺剝皮寮類似情節，這些都是可以營造有趣、動人、令人駐足的故

事，也是在修復硬體空間同時應該準備的，這會比硬體更吸引人，

甚至將檜意森活村恢復住宿使用，達到更有效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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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私部門之保存與再利用－歷史性建築（玉山
旅社） 

 
4-1 歷史性建築玉山旅社的歷史背景 

 

    日治時期大正元年（1912）阿里山森林鐵路開通，北門驛站前因

為鐵路運輸的關係，逐漸發展，建築物多數為營林所出張所所有為公

有財產的員工宿舍與目前嘉義市共和路與北門街林管處國有宿眷舍

為同時期所建，依據嘉義市洪雅文化協會（2011）調查資料註10中提

到玉山旅社原為三連棟的私有建築玉山旅社現址旁的空地有一口古

井及防空，對面為當時公務員宿舍，北門驛站內開著一間小商店，驛

站旁是貨物裝卸與存放的倉庫，有樟木、竹筍、水果等常見的貨品，

倉庫對面則是一間運送公司，運送公司旁則是鐵道部的宿舍區，住著

阿里山森鐵的列車人員或技術人員等，民國三十八年（1949）國民政

府播遷來台，接收日治時期官方機關及財產，逐漸轉賣為私有產權。 

 

    阿里山鐵路的退休列車長陳聰明與朋友合資買下土地，民國三十

八年（1949）拆除原有建物興建連棟六間街屋，分配到最邊間最接近

北門驛位置，開始為一般住宅，民國四十九年後改為玉山旅社經營成

了地區小旅社，當時來往阿里山的火車一天只有一上一下單趟，所以

旅客或小販必須夜宿旅店，當時嘉義市東區旅社多達六十幾家，讓來

往市區與山區的小販過夜或民眾暫時歇腳的地方，多為費用低廉，中

下階級旅客或小販租住，山區居民將農作物帶到市區作買賣，再帶一

些民生必需品到山區。 

 

 

 

註 10：嘉義市洪雅文化協會，2011，《嘉義市大北門地區暨街前驛區文化資產保

存活化計畫》，嘉義：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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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聰明過世後其子女轉手賣給了一位許代書，直到民國六十年代

在轉賣給現在所有人的母親侯陳彩鳳，民國六十二年阿里山的木材產

業轉型為發展觀光，玉山旅社也是旅客最常選擇的旅社俗稱「販仔

間」，一開始是服務生以前稱女中，侯女士從員工變老板，一生獻身

於玉山旅社的侯陳彩鳳，最後將陪其一生，猶如家、也是工作場所，

是她的時代的玉山旅社，直到民國七十一年（1982）阿里山公路開通，

旅社生意受到影響，只好淪為「做黑」，也成了警察掃黃的地點之一，

再交棒給她的先生侯萬寶繼續經營了大約十年，離開人世後（2006 

年）再交棒給大女兒侯素蘭也是現在玉山旅社的所有人。經營時間自

民國四十九年（1960）至九十六年（2007）。 

     

    驛前這條街屋圖 4-1-1、圖 4-1-2，見證阿里山鐵道及林業的興衰，大

正元年（1912）阿里山鐵路的開通，木材事業的繁榮就從這裡開始，

建構了嘉義北門地區木材產業的盛世，北門驛前的除了木材交易、旅

店、木材行、製材器具行、家具行、貨運行、製材廠、餐旅業、娼妓

業、酒樓也興盛一時。 

 

     

 

  

圖 4-1-1 日治時期北門驛前     圖 4-1-2 北門驛前街道（王詠紳拍攝，2011） 

（文化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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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門地區文化資產與這條森林鐵道有著相當密切的關係；北門

驛站，乃是阿里山森林鐵路的起點車站，擔負著載客和運貨的運輸

功能，自阿里山砍伐的原木運抵北門驛時，依照木材種類，分別轉

運至貯木池或陸上貯木場，從北門驛見證伐木時代臺灣林業的繁榮

興盛，也隨著林業的起落而興衰。隨著時間流逝，日治時期所遺留

下來的有形文化資產及無形文化資產，至今仍牽動著嘉義市的經濟

發展，阿里山鐵路北門驛已成為嘉義市市定古蹟，周圍的蘊含了許

多林業相關的歷史及許多旅人的故事，具有豐富歷史與呈現阿里山

森林鐵路周邊人文特色，有著更多代表著嘉義市文化多樣性的文化

資產從歷史建築、古蹟、信仰廟宇、民居建築等。 

 

洪雅文化協會近年從事北門地區社區營造及文化資產守護運

動，民國九十八年（2009）租屋發起自力修屋並經營，將玉山旅社

重新開張。民國九十九年（2010）承租人余國信先生提出申請登錄

歷史建築法定程序，由於所有人對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誤解，覺得是

政府的伎倆，有朝一日當歷史建築變成古蹟就無法變賣甚至重建，

因此不願提出申請登錄歷史建築，可以看出私有歷史建築所有人甚

至多數民眾無法接受文化財為公共性的意識，另一種考量是希望透

過政府補助修復而提出登錄申請，將申請文化資產視為一種補助修

復的手段。 

余國信長期經營北門地區文史工作及關心文化資產，對於玉山

旅社歇業兩年，擔心所有人轉賣改建，極力說服有興趣朋友承租下

來，最後余國信以五年期約承租，「余國信說，很多人對這家旅社深感興

趣，但他大概是最不怕死的，雖然口袋沒錢，屢次懷著忐忑不安的心情和屋主

洽談，終於打動屋主，簽下五年租約，且約定前半年修復期間免收租金」。租

下旅社後怎麼修復、經費問題、營運的問題，在余國信心裡已經有

一個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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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探討玉山旅社自力修屋特性 

    

    玉山旅社在余國信半年的時間修復完成，以文化資產的修復程

序的時間來看並不足夠，因為玉山旅社並非法定歷史建築，不受文

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保護及約束，民國九十八年承租修復，在修復期

間，余先生向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提出申請經

費補助，由於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歷史建築的主管機關為嘉義市政

府文化局，因此為合乎法令，文化局承辦人請余先生提出申請，九

十九年二月向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提出申請登錄歷史建築，然文化資

產保存法規定必須由所有人提出申請，經過文化局承辦人對所有人

說明登錄歷史建築的權利義務後，所有人卻步，也不願意再進一步

討論細節，姑且不論這棟建築是否具有文化資產價值，在私有建築

所有人所擔心的問題有二：（一）建物實際的經濟價值受到影響；

（二）如果登錄為文化資產後所有人的自主權受到限制。 

   所以玉山旅社非法定的歷史建築，只能以具潛力歷史性建築稱

之，歷史建築強調具藝術、文化、年代、故事、科學等價值，對於

玉山旅社的價值與日治時期沒有直接關係，而玉山旅社的生命仍與

林業發展的興盛與衰落息息相關，那是常民文化與嘉義市北門地區

阿里山鐵路起點的也是無數因阿里山鐵路往來旅人故事的起點，那

段車水馬龍、過盡千帆的歲月，只有玉山旅社圖 4-2-1、4-2-2紀錄了

一頁城市的滄海桑田。 

圖 4-2-2 修復後（王詠紳拍攝，2011） 

圖 4-2-1 修復前的玉山旅社（資料來源：嘉義市洪雅文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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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余國信：私有歷史建築修復的動機與概念？ 

「個人認為排除古蹟歷史建築沒有經過文資保存，畢竟還是多數，因為共通性

有某種原因無法達到古蹟認定，私有老建築需要彈性網絡，修復再利用保存策

略及用途應該更具彈性，不需經過五十顆印章才能發包，民間的想法是樂趣加

興趣。」 

    訪談余國信：為何不經由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審查？ 

「我也希望要經由審查通過，因為這樣他有一個法定身份及保障，但往往看委

員的態度，古蹟歷史建築以外，有很多私有歷史建築的保存也是要看執政者或

主管機關的態度，如果不是由委員會決定，會更有彈性，有好也有壞，經過主

管機關審查常會耗時，有時委員間沒有共識，當然地主也有關係。公部門都用

那一套工法，發包整修，經費多，木構件全部換新，窗框全部換新，如果是民

間絕對是該留就留，像我們的作法窗戶玻璃就不會全部一樣，盡量保留原構件

居多。」 

 

    訪談間可以看出余先生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的熱情與堅決的態

度，在守護歷史性建築多年的經驗中體悟出公部門的一貫作法，但

公部門的行政作業中，也必須有一套依循法令的程序、相同的流程

規範，一切依法行政，卻缺乏彈性空間，因此也錯失不少修復的黃

金時間，讓其毀損更加嚴重。在於大多數歷史性建築未達指定古蹟

的標準，介於歷史建築之間，其保存價值雖無關乎所有人的態度，

但也因為所有人的態度卻影響審議委員會的決定，猶如玉山旅社的

所有人拒絕申請登錄歷史建築。 

 

     為了讓森林鐵道在嘉義市的歷史與文化區位不再繼續退位，嘉義市洪雅文  

化協會發起一群傻子入股承租歇業兩年半的玉山旅社，透過民間集體的自發力

量，協力修屋、協力經營，要讓這間見證阿里山森林鐵道風光歲月的玉山旅社

老店新生，這是在地集結、民間非政府組織（NGO）協力國家守護文化資產的

一件有趣的範例，過程不但已經有超過 100 人來參與協力修屋的體驗，更一

起進行辯證，何謂文化資產？誰的文化資產？是誰認定的才算是？才 60 年歷

史的玉山旅社相較於 100 多年的阿里山森林鐵道發展史來看，只是其中一點、

一小歷史罷了。（余國信，2009，外交部 NGO 國際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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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雅文化協會在北門地區經營多年，也涉及多方面運作，包括

社區營造、文化資產守護運動、自然農法推展、參與文化資產相關

業務推廣、發掘在地生活文化，更深入民間找到屬於民間強大的力

量支持，因此擁有足夠的社會資源來參與。玉山旅社以自力修屋作

為號召，以文化資產守護為重點工作，更吸引有興趣民眾以認股投

資方式經營，在在都顯示民間自動自發的精神，更有利於文化資產

的保存，也更勝於政府機關推廣的力量。 

     近年來由民間團體發起的「歷史性建築再生案例」越來越多，

研究者整理出由民間自行發動保存再利用八處案例表 4-2-1，有的完

全出自民間的力量，有的爭取到公部門補助或協助完成的案例，其

自主性的保存成為未來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議題。 

表 4-2-1 歷史性建築再生案例（王詠紳整理） 

歷史性建築物\地點 建築特色 發起單位 經營方式 

玉山旅社\嘉義市 木造街屋 嘉義市洪雅文化協會（地

方文史團體、承租人，私

有經費） 

旅社、咖啡、藝

文展覽、論壇 

土埆厝\新北市福隆

區 

土埆厝 台灣綠色公民行動聯盟

（社會運動團體，私有經

費） 

公共使用的社

區工作室 

伊藤料理（原亞洲唱

片廠房）\台南市 

木構造產業建築 薛暖姝（承租人，私有

經費） 

餐廳 

西螺延平老街\雲林

縣 

巴洛克洋樓街屋 螺陽文教基金會（地方文

史團體，部分公經費） 

文化館、傳統商

店、特色商店 

隨光呼吸（倉庫）\

台南市 

日治時期倉庫 潘俊元（承租人，私有經

費） 

餐廳 

西市場謝宅\台南市 

 

木造加水泥建築

四層樓房 

謝文侃（屋主，私有經費） 日租住宿 

菸樓\花蓮縣鳳林 大阪式傳統菸樓 李芳樹、王春蓮夫婦（屋

主，私有經費） 

芳草古樹民宿

餐廳 

新東國小教師宿舍\

台南縣後壁鄉 

日治時期建築 新東國小校長吳建邦（負

責人，公有經費） 

永續校園公共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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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以上八處歷史性建築再生案例的發起人都有一些共通性，有

三處是建築物承租人、二處是地方文史團體、二處是建築物所有

人、一處是建築物負責人、一處是社會運動團體，這些發起人都對

建築物有感情，了解建築物的歷史背景；歷史性建築物的修復未必

都是專業修復歷史建築的團隊修復，修復時的紀錄或施工方式未必

詳細紀錄，也沒有監工機制，這對建築物保存再利用的方式有許多

彈性空間，其主要的宗旨就是讓人回到與老建築相處，老建築回到

人們的生活。這八個案例中，有六處以消費型態經營管理、二處為

社區及校園使用的公共空間，以人與建築物直接對話達到最佳保存

再利用狀態。    

    文化資產法中古蹟修復以「原樣原貌原工法原材料」的原則，

造成修復古蹟等文化資產驚人的天價，並不適用於一般歷史性建築

修復，近年來發展出「自力修屋」的方式就是集合眾人的力量，出

錢出力讓相同理念的人有機會參與，而發展出因地制宜的技術。由

於非專業的修復團隊執行，因而增加許多彈性空間與調整，這種修

復在主結構未毀損及部分解體後的白蟻整治或拆除非原建築附屬

物，拆除幾乎損毀的構件，並沒有再補新構件，以可以做更好的空

間利用為主要訴求，讓歷史性建築保存成為眾人活動的公共空間。 

 

   圖 4-2-3 玉山旅社外、內部修復中結構受損情

形 （圖片提供：嘉義市洪雅文化協會）   

使用傳統材料及相關技術修復屋頂及漏水部

份。 

4-2-4 玉山旅社屋頂修復（圖片提供：嘉義市

洪雅文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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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多的參與，意味著愈多得連結、關心、出錢出力、論述、行動，此將導

向愈強及愈廣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ing）建構，則意味著文化資產在

當今生活中有機會重建失落的文化脈絡及價值網絡」（林崇熙，2011） 

     林崇熙教授在 2011 發表文化資產渴望公共性中提到，以老屋修 

繕的經驗中可貴的不是在於民間出錢出力，而是形成文化資產保存

所需的公共性，因此集結眾人的力量愈多就代表著愈多人參與文化

資產保存的問題，遠比「原樣原貌原工法原材料」的保存更具真實

性，其意義價值大於物質價值。 

    

 訪談余國信：玉山旅社自力協力修復再利用做法？ 

「台灣太多熱心的人，但不認為保存文化資產是做功德，現在玉山旅社就是

一個平台，玉山旅社只是租的，大家發願將它做好的保存。其實北、中、南都

有一群人在執行這樣事情的團體，號召一群人，興趣加樂趣，修復具彈性以修

復玉山旅社為例，我們都以可逆性修復，培力修復參與人員，台灣太多熱情的

人，可以讓善心的人參與文化資產保存，出錢出力，也號召有專業背景對老房

子有熱情的人來參與修復過程。」 

訪談余國信：私有歷史建築保存再利用的困難？ 

     「私有建築保存最常見的就是所有人的問題，所有人會因為經濟產值考

慮，怕變成古蹟後無法變賣，失去所有人自主權。民眾常會覺得公部門辦的保

留活動是理所當然，如果是民間團體自發性行為就讓人很感動。」「當然我們太

不謙虛，百年的文化資產修復常常是一張標單，或幾個人討論下就決定這間房

子未來怎麼修復，搞不好是先修才想未來，文化資產保存法的深度是不夠，常

常只保留空殼，缺乏人的互動，其實嘉義市就可以看出來更何況全台灣，最主

要建築物與人的關係、互動，我常常處理人的問題，需要培養說故事志工，人

與建築物間的故事才是文化資產的核心價值。」 

 76



 

 

 

 

 

 

  

圖 4-2-5 玉山旅社建築剖面圖（圖片提供：嘉義市洪雅文化協會）   圖 4-2-5 玉山旅社建築剖面圖（圖片提供：嘉義市洪雅文化協會）   

老屋利用與再生的這些規畫者與經營者，普遍都具有一種冒險、創意、突

破的意志力。（張照堂，2010，老屋欣力） 

老屋利用與再生的這些規畫者與經營者，普遍都具有一種冒險、創意、突

破的意志力。（張照堂，2010，老屋欣力） 

  

玉山旅社的自力修屋集結來自不同領域的人，有建築系的學生、

文資系的教授、民間團體、曾參與其它老屋修復的老手、熱情的新手、

還有熱心的志工，有的出錢、有的出力，民眾也可以透過這樣志工參

與的活動，增進社區居民對街區的信心與認同；修復歷史性建築的目

的不僅可以讓的老房子可以被妥善保存外，盡量保留原構造，維持現

況的修復，拆除已遭白蟻毀損的木構件，但無法詳細記錄修復過程及

詳細工法較為可惜，也因為沒有全部的整修，屬於現況保存，使用原

則以原旅社使用，可逆性修復增加其還原的可能性，也減少不必要的

破壞。依據陳健豐於 2001 歷史建築再利用操作程序之研究中整理出

歷史性建築保存方式分類。表 4-2-2 

玉山旅社的自力修屋集結來自不同領域的人，有建築系的學生、

文資系的教授、民間團體、曾參與其它老屋修復的老手、熱情的新手、

還有熱心的志工，有的出錢、有的出力，民眾也可以透過這樣志工參

與的活動，增進社區居民對街區的信心與認同；修復歷史性建築的目

的不僅可以讓的老房子可以被妥善保存外，盡量保留原構造，維持現

況的修復，拆除已遭白蟻毀損的木構件，但無法詳細記錄修復過程及

詳細工法較為可惜，也因為沒有全部的整修，屬於現況保存，使用原

則以原旅社使用，可逆性修復增加其還原的可能性，也減少不必要的

破壞。依據陳健豐於 2001 歷史建築再利用操作程序之研究中整理出

歷史性建築保存方式分類。表 4-2-2 

  

表 4-2-2 歷史性建築保存方式分類（資料來源：空間雜誌第 135 期 PP73-80） 表 4-2-2 歷史性建築保存方式分類（資料來源：空間雜誌第 135 期 PP73-80） 

類別 類別 觀念 觀念 原則 原則 作法 作法 

現況保存 保留建築環境原貌 使用性質與原用途

相近 

現況保存修復 全

體

保

存 

復原保存 舊建築修復、還原、原樣保存 需最原始圖面資料

參考 

建物原有樣貌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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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築保存 增建修建 結構許可下進行 水平、垂直、內部、的下

增建 

移築保存 剔除〝地點〞的保存方式 需較高級技術 建物遷移別處保存 

用途變更 歷史建物有另一新生命 符合法規、經濟效

益 

使用目的變更 

立面保存 結構體無法使用立面仍具價值 保持原有立面風貌 立面保存結構體拆除更

新 

局部保存 因某些因素只能保留建築物一部

份 

新舊建築物間風格

協調問題 

建築物最重要歷史意義

保存其餘則拆除重建 

構造體保存 構造體具有技術上的歷史價值和

意義 

結構仍完好、堅固 主要結構體保存修復 

部

分

保

存 

材料保存 具有歷史意義材料元素保存 使用原有材料若無

則使用相近材料 

原建物的材料、構件附加

於新建物或重現 

空間性保存 源有歷史意義空間復興 了解建物背景及所

想表達意念 

重建建築空間暨成原有

意念 

意念保存 舊建物部份元素於新建物重現 建築物必須拆毀 原建物部分材料構件附

加於新建物或重現 

技術保存 建造技術保存避免傳統技藝失傳 施工使用傳統技藝 傳統技藝之工匠來施工 

復
興
傳
承
保
存 

環境的保存 建物原有環境復原保存 新建物間的協調 了解環境原有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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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玉山旅社之經營管理 

 

    玉山旅社經過半年時間修復後，於民國九十八年（2009）七月開

始由余國信成立的洪雅文化協會團隊經營，轉型為提供背包客預約住

宿，販售經過認證、不剝削農民的公平貿易咖啡、提供簡單餐飲點心、

提供學校藝文創作展覽、定期舉辦影片欣賞及評論的場所表4-3-1，住

宿客人可以使用旅社提供免費自行車在嘉義市漫遊，北門地區之古蹟

歷史建築導覽解說，透過網路的行銷包含玉山旅社blog、玉山旅社電

子報、玉山旅社face book粉絲專頁，玉山旅社逐漸打出名號，以點

一杯咖啡聽老旅社說故事的揭開序幕。 

表4-3-1玉山旅社2011年5月至9月活動一覽表 

（王詠紳整理，資料來源：玉山旅社布落格） 

日期 活動名稱 

5月21日 表演團:張十二與她的海派樂隊 

6月4日 紀錄片欣賞＆分享、 片名：田—消失中的耕地  

導演＆主講人：陳韻如  

6月11日 紀錄片欣賞＆分享、 主題：「夢想騎士」雷小娜0元環島紀錄

片 、主講人：雷小娜  

7月8日 「 玉山旅社也要管一管」音樂欣賞會 

7月 16日 紀錄片賞析、影片：《北方的南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導讀者：劉建佑 

7月 21日 倪祥敎你作扇子、師傅：倪祥(未來的藝術大師)  

8月 12日 「沖繩吶喊」音樂欣賞會 

8月 20日 「單車失竊記」影片賞析 

主講人：侯建全導演 

9 月 3 日 「諾努客走唱隊」在玉山旅社搖滾演唱  

9月 17日 紀錄片放映及映後與談、影片：《軌跡：口述阿里山森林鐵路》

及加映一場客家主題紀錄片、導演及與談人：吳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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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玉山旅社正面圖    圖 4-3-2 玉山旅社二樓通舖空間（王詠紳拍攝，

2011） 

 

 

圖 4-3-3 玉山旅社修復後側面           圖 4-3-4 玉山旅社樓梯間捐款榜（王

詠紳拍攝，2011） 

    玉山旅社的使用空間共112.39坪，一樓大廳賣咖啡及簡單餐飲、

販賣文化創意商品及傳統商品（玉山旅社煎餅、手工包、太和茶葉、

咖啡）圖4-3-1至圖4-3-4，後面有單間房，二樓有單間住房及通舖屬於

背包客的空間，通舖空間常是在假日舉辦影片欣賞及討論的空間，空

間的運用彈性可調整。許多住宿者因為它的歷史背景與自力修復的故

事而來居住，不只本國人喜歡它的舊味道，更有外國人特別經朋友介

紹來感受日式建築的氛圍。玉山旅社不單純只是賣咖啡、賣住宿、或

賣故事，也可以是一個非主流知識交流平台、輿論平台，藉著老旅社

說故事的論點，提供民眾或參與者表達看法，維持社區營造及社會運

動的脈動，持續搶救即將拆除的歷史性建築，而玉山旅社是嘉義市第

一個以消費型態經營的自力修復之歷史性建築再生案例。 

 80



     玉山旅社由嘉義市洪雅文化協會經營，其社團組織為余國信擔任

 

圖 4-3-5 玉山旅社經營組織架構圖（王詠紳整理） 

      訪談余國信：修復後經營策略。 

它是什麼功能，就做什麼再利用

理事長，以經營洪雅書房後，長期關心地方文史工作、公共事務及文

化資產保存問題等社會運動，後成立嘉義市洪雅文化協會，號召有興

趣民眾擔任志工、助理及工讀生，玉山旅社的經營人力，實際執行者

為總幹事、會計及助理三人圖 4-3-5。 

 

 
理事長一人
（統籌）  

 

 

 

 

 

 

 

 

 

 

 

「經營的策略，有一個準則，基本上會以原先

方式，是旅社就優先做旅社，原本是車站就做車站使用。有一種歷史性延伸、

生命的延伸、意義的延伸，後面還有很多價值的延伸，所以這是最好的保存，

如果沒有辦法就退而求其次，以最好的階段先做，稍為折衷的方式，玉山旅社

大概就是這樣理念，以旅社先達到，有些開放空間可以開會，大廳原本就是聊

天的地方，所以就賣咖啡，咖啡豆還是公平貿易。盈餘當做師資的講師費、租

金、修復基金，做社會運動，這樣的理念及情況之下才有辦法達到保存最好，

現在的古蹟和歷史建築沒有辦法達到，像動力室如果是我的理念就會以能源開

發方向，而它現在變成木雕博物館」。 

總幹事一人

（綜理旅社
常務理事三人 助理一人會計一人 

 

（協助洪雅文

化協會事務）

（協助整理

旅社） 
（負責櫃

檯、煮咖啡） 事務、文史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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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啡、創意商品、二樓公共空間

 

 

4-3-6

圖 4-3-7 創意商品（玉山旅社煎餅） 圖 4-3-8 一樓賣咖啡空間 （王詠紳拍攝，

表 4-3-2 經營價目表 

經營項目  

  經營項目表 4-3-2以住宿、餐飲咖

講座論壇、影片欣賞、走廊藝術牆（懸掛小學生畫作）及老唱片，讓

歷史空間有新的元素。圖 4-3-6、圖 4-3-7、圖 4-3-8。 

 

 

 

 

 

 

 

圖 小學生圖畫作品置放於玉山旅社走廊空間（王詠紳拍攝，2011） 

2011） 

價格 備註

住宿 3 晚（三間房一間00 元 一人一

通舖） 

餐飲 80-200 元 價格不等 飲料咖啡

創意商品 1 皂 00-1000 元 手工包、茶葉、手工

影片欣賞 免費 每月一次週六 

論壇或表演 免費 每月一次週六 

自行車 免費 北門地區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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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旅社自稱是一個充滿懷舊、藝文、咖啡、黑膠與背包客

 

   洪雅文化協會在經營玉山旅社除了營利外，免費提供自行車讓

     民國九十九年洪雅文化協會接下嘉義市政府文化局的標案執

  

駐足的地方，民國九十八（2009）年一月五日，一群傻子開啟了

玉山旅社自力修屋的行動，由洪雅文化協會募集各界資源，試圖

開展民間文化保存和文化創意的社會力。來到玉山旅社，您不只

是在品嚐一杯具有公平貿易精神的雨林咖啡，更是在幫助遠在印

尼蘇門答臘的小農們，還有支持我們守護文化資產的理念。 

  

來訪的旅客方便漫遊嘉義市，每月的隔週六舉辦二次影片欣賞、講

座、小型演唱會或表演節目，吸引有興趣民眾觀賞參與。並以玉山

旅社為據點著手北門地區的社區工作，營造社區街角故事屋、社區

防災系統演練、古墟 23.5 度創意市集、進行社區文化性資產資源

調查，挖掘當地常民活動，包括林業文化、宗教信仰、傳統技藝、

老建築、傳統小吃及雲霄古道的故事等。 

行「嘉義市大北門地區暨前驛區文化資產保存活化計畫」調查北門

地區的有形無形文化資產，尋求社區理念相同的居民一起進行推廣

社區文化資產守護觀念，認識預防性保存文化資產的重要性，建立

社區共同意識，整合社區需求與資源，加強公部門資源的結合，利

用此計畫的執行，讓更多民眾參與社區工作及社會運動，有助於北

門地區公私部門無形及有形文化資產保存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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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資產屬社會大眾之公共財，因此在有效的經營管理盈餘仍

 

 

 
 

圖 4-3-9 私有歷史性建築再利用經營模式 

 

    圖 4-3-9 私部門歷史建築再利用模式： 

特色吸引民眾關心。 

業興起及社區營造發展的起步。 

須執行社會公益層面的回饋，包括結合社區其他團體進行社區工

作、社區防災演練及社區培力工作坊，讓社區文化資產更好的保

存。玉山旅社經營模式圖 4-3-9。 

    

 

（2）影響的因素 

 
 
 
 
 
 
 
 
 
 
 

 

 

 

 

 

（1）基本的資源具有社區資源及自力修屋的

（2）所有人的態度及經費來源是直接影響歷史性建築的經營因素。 

（3）私部門歷史建築的經營具備之功能有歷史價值、社區特色、 

     社會公益、消費型態。 

（4）發展的結果為文化創意產

 
私有歷史性

建築經營 
社區

特色 

社會

公益 

消費

形態 

歷史

故事 

文化創

意產業 

社區

發展 

經費

 

所有人

態度 
 

短缺

（3）具備的功能 （1）基本的資源 （4）發展的結果

自力

資源 

社區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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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日本傳統建築群保存再利用案例分析 

 

一、日本長野縣妻籠宿 

位於日本中部山林長野縣西南部的木曾，與岐阜縣交界的木曾

川上

1976 年被選為國家重要的傳統建築群保存區，是

日本

    

3-3-1 妻籠宿文化遊行（資料

來源 http://www.jnto.go.jp/tourism/ch_h

 

游，禦獄山的山腳平原木曾川的流域一帶，是日本三大美林之

一。險山峻嶺圍繞的木曾路，是十七至十九世紀作爲連結江戶（現

在的東京）與京都的交通要道而發展起來的大路，在入口處的馬籠

宿沿著石塊造的坡路仍保存有格子模樣的古風民家，爲了完整的體

現約三百年前的江戶時期的街景，所有電線都被埋在地下，地面上

看不到一根電線，從馬籠過來，翻過海拔八百零一公尺的山項，就

到了妻籠宿。 

妻籠宿，於

最早保存的地區，為了呈現江戶時代（十七世紀初至十九世紀

中期）的宿驛的風情，每年秋季，在妻籠舉行的文化文政風俗繪卷

遊行圖 3-3-1，市民們身著文政年間的衣裝，有武士和駕籠抬夫、虛

無僧、登上木曾馬的新娘來往於江戶時代的街道、結隊遊行，也曾

因遭遇火災使它曾一時衰退，1968 年以來全町持續開展保存運動，

使木曾路沿道的街市得以復原，是有形歷史建築保存及無形文化資

產的保存，妻籠的歷史文化由當地居民保存並發揚光大，結合文化

資產與人、社會、經濟的重要保存區。    

 

 

 

 

 

 

 

 

圖

an/f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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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籠宿的歷史街屋圖 3-3-2發展有三百年了，居民面臨到人口結

構的

」

圖 3-3-2 妻籠宿街道（資料來源

/ch_han/f018.html） 

改變、年輕人口外移、經濟發展的快速起飛、交通的改革，卻

不願讓自己居住的環境高樓林立破壞環境美觀，居民自主保存觀念

影響政府制定法規的動機，讓人民走在政府改革前端，日本於 1975

年「文化財保護法」修法將地方自治條例及保存計畫轉由居民自己

共同策劃，因為日本民眾意識與政府政策同等重要，影響文化資產

的保存與發展，文化資產保護歷程漸漸自政府轉向地方團體，自發

性發起文化保存運動，日本全國町並聯盟即是由居民自主發起的全

國性組織，從地方鄉土、文化議題、生活環境改善，成為保存傳統

歷史建築物群的先驅，全國町並聯盟保存運動的發起給了日本文化

廳修法很大的啟示及鼓勵，從日本各地各種類型的社區與傳統聚落

保存經驗來看，為了不讓傳統建築、市街的保存在城市現代化的發

展下變得突兀，在中央政府制訂的「文化財保護法」所提供的法源

下，地方政府一方面劃定了「重要傳統建造物保存地區」，並將多

處重要歷史建築指定為縣定文化財，嚴格規定歷史建物修復與程

序，同時也提供了專業技術協助與資源，另外也訂定了「景觀條例

嚴格規定保存區外圍區域的建築樣貌與環境設施，避免破壞整體城

市的文化風貌。 

 

 

http://www.jnto.go.jp/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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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長野縣妻籠宿保存運動 

民眾自發性行為與為文化資產地方自定保護條款，文化公共財

的觀

籠宿居民面臨到人口縮減、產業外移、驛站的功能逐漸喪

 

 

念是每個民眾應有的觀念，日本町並保存運動對於地方自治精

神的強調，透過居民參與制訂地方的住民憲章，推動家鄉保護的做

法，雖然不具法律約束力，但卻形成一種默契，居民彼此制約、共

同遵守的經驗，日本町並保存聯盟顧問石川忠臣就說，「街區保存運

動其實就是民主運動的呈現，它能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讓居民更著重公共

利用勝於自身利益，並對地方產生驕傲，也對自己產生驕傲。」在臺灣非常

欠缺這種自治精神的概念，文化公共財的觀念也落後日本三十年，

因此臺灣的文化資產保護工作及責任幾乎限定特定行業及人士身

上，目前只有台中市及台南市有文化資產專責單位，其餘的縣市文

化資產主管機關仍屬於縣市政府文化機關業務，在推動文化資產保

存業務甚至受到政治面向的主導。 

     

    妻

失，在保存與開發的選擇下，居民選擇保留優於開發的原則，妻籠

宿保存事業執行明治百年紀念專區，居民積極態度討論，並且邀集

專家學者提供意見，昭和四十三年（1968）「愛妻籠會」的成立，

經過全區居民同意宣揚保存理念，制定「妻籠宿保護的居民憲章」

地方居民建立「売らない・貸さない・壊さない」就是「不賣、不

租、不破壞」三項保存原則，昭和四十四年（1969）年三年計畫將

全町建築物分類修復，大修復、中修復及小修復，包括恢復環境美

化，為能使傳統建築更具保存價值，將周圍環境視為整體，以「群」

的概念來保存，在促進地方經濟繁榮與高樓林立現代化的框架下，

建築物外觀、防災系統及公共空間景觀由政府補助、專家技術面指

導，對抗外來財團的覬覦反而讓保留傳統的文化特色帶來觀光資

源，又可以保存原有的居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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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妻籠宿的經營管理策略 

籠宿所保存的不只是建築物群，還有無形文化資產及自然環

境，

運動與經營策略表3-3-1加上妻籠宿保存財

3-3-1 妻籠宿經營（資料來源：妻籠宿觀光協會，王詠紳整理） 

     

妻

居民為了留給下一代永續的資源，全體居民致力保護所居住的

環境，復健工作不斷推動，建立全民遵守規則，因為熱愛自己的土

地及記取過去的痛苦全民必須遵守，條例中包含土地所有權變更、

禁止外人或財團入侵、景觀保全維護、進行環境整建、確立防火系

統、防止犯罪系統、確保交通安全、商業觀光規範等規定，這些都

必須透過居民自主管理對自己土地有相當認同與熱愛，才能對自己

社區土地無私的奉獻。 

    妻籠宿居民自主保存

團法人成立、觀光協會及國家資源投入，使傳統建築群保存區的經

營方式更加成功，根據「妻籠宿觀光協會」官方說法即使在金融風

暴來襲，對於觀光人數並沒有多大影響。 

 

表

主題區 經營項目 經營方式 

旅店 家庭旅館 消費（居民自營）

商店 土產店、傳統工藝品、傳統小吃、

餐廳 

消費（居民自營）

藝文展覽 、郵局史料館、傳統藝能表 收費（居民自營）博物館

演、傳統工藝體驗 

宗教、民俗 政風俗繪卷遊 傳統節慶活動

節慶 

神社、寺廟、文化文

行 （居民自營） 

文化財 重要文化財（等同國定古蹟）國家

妻籠宿本陣、縣寶（等同市定古

蹟）、脇本陣奧谷 

收費 

公共設施 幕府時期防塞 免費參觀 明治時期石柱標道、

設施、仿江戶時期公告欄、公共藝

術、紀念碑、步道 

自然景觀 林 免費參觀 瀑布、珍貴老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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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的 龍宿觀光協會

妻籠宿的經營方式是由國家政府資源及立法保障當後盾，人民

團體

 

3-3-2 妻籠宿 傳統工藝品（資料來源：妻 網站） 

 

日本香柏木工藝術品 

 

 

御六擳 

 

漆器製品 

 

 

蘭檜笠 

   

愛妻籠會、町並保存聯盟、觀光協會的輔助，以居民為主要力

量的經營方向及居民自力保存認同，所呈現的不只是江戶時代的傳

統建築，還有傳統生活方式、無形文化資產、重要文化財、及傳統

工藝品表 3-3-2，讓觀光客願意參訪，進入時光隧道回到江戶時代感

受當地的生活民情。妻籠宿居民發揚的就是在地精神、在地文化特

色，更帶動文化觀光、經濟發展及傳統產業的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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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小結 

歷史性建築玉山旅社在民國九十八年由嘉義市洪雅文化協會

余國

方式是由國家政府資源及立法保障當後

盾，

 
    洪雅文化協會長久以來一直經營在地文化、持續重視文化資產

 區的

 

 

信承租，號召一群熱愛歷史性建築志工朋友經過半年修復，預

計承租五年，延續玉山旅社的經營，繼續紀錄下一頁的城市故事，

它代表民間的力量與記憶林業發展。經營者了解建築物的背景資

料，延續原使用功能更延續建築物的歷史故事，文化資產保存法並

未明文規定再利用方向與限制，以文化資產保存的立場，延續其原

始功能與發揮歷史空間最大的效用為優先考量，其主要以提升歷史

性建築保存核心價值。 

而日本妻籠宿的經營

人民團體愛妻籠會、町並保存聯盟、觀光協會的輔助，以居民

為主要力量的經營方向及居民自力保存認同，所呈現的不只是江戶

時代的傳統建築，還有傳統生活方式、無形文化資產、重要文化財、

及傳統工藝品，讓觀光客願意參訪，進入時光隧道回到江戶時代感

受當地的生活民情。妻籠宿居民發揚的就是在地精神、在地文化特

色，更帶動文化觀光、經濟發展及傳統產業的發揚。 

 

保存、搶救即將拆除的老建築，甚至在保存與開發之間拉鋸戰時與

政府對立。在從事種種社會運動的同時也累積不少人脈及媒體運用

有一定的曝光率，逐漸奠定洪雅文化協會在嘉義市文史團體的地

位，因此玉山旅社自力修屋的保存方式之所以成功的關鍵。 

    目前經營玉山旅社的同時，以玉山旅社為據點著手北門地

社區工作，營造社區街角故事屋、社區防災系統演練、古墟 23.5

度創意市集、挖掘當地常民活動，包括宗教信仰、傳統技藝、老建

築、傳統小吃等，並持續搶救即將拆除的老建築，每周舉辦公共社

會議題講座，凝聚社會眾人的公共意識，舉辦社區工作坊作為拉近

民眾與嘉義林區管理處合作以自助、互助方式結合，提升整體生活

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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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一、瞭解在地－北門地區是嘉義市最具文化資產發展潛力之地 

    嘉義市北門地區不僅具有歷史價值、文化價值、經濟價值及學

  嘉義市的古蹟與歷史建築共二十八處，已經修復完成及未修復

 

義市政府與嘉義林區管理處合作，打造市政成績以延續日治

術價值，更是都市更新發展的地區。民國九十一年由行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徵詢專家學者、地方政府及文史團體評選出十二處臺灣最

具潛力點之世界遺產名單，「阿里山森林鐵路」為其中一處，阿里山

林鐵路的起點為北門驛及其周遭產業建築物，皆位於嘉義市北門地

區；民國九十九年五月五日嘉義縣政府公告「阿里山林業暨鐵道文

化景觀」；嘉義市政府也於民國一百年二月十六日公告「北門驛與阿

里山森林鐵道」為文化景觀，北門地區為阿里山森林鐵路之起點、

小火車修理工廠及林業重鎮，更是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振興

經濟擴大公共工程建設投資計劃」，也是都市發展更新計畫案之一。

在在都顯示北門地區為嘉義市最具文化資產發展潛力之地。 

 

  

但已供民眾參觀使用的共計二十處，皆未收取參觀費用，位於北門

地區中檜意森活村歷史建築群的經營及玉山旅社是嘉義市第一處以

文化觀光消費的歷史性建築再利用方式，是嘉義市文化觀光消費的

示範點，其發展情形舉足輕重。於日治時期北門地區已是嘉義市經

濟發展重要地區，目前也是嘉義市文教中心，此區之古蹟與歷史建

築修復再利用工程正進行中，是文化資產密度最高的地區。 

     

     嘉

時期的林業剩餘價值與文化資產的價值，發展文化觀光產業。因此

北門地區是集合歷史、林業遺產、世界遺產潛力點、都市發展區位，

檜意森活村與玉山旅社歷史建築保存再利用的案例，融合新舊元

素，更加強調北門地區整個場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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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策面、規劃面、經營

面向等之優缺點 

（

    隨著林業經營轉變，留下諸多珍貴林業文化資產，嘉義林區管

「檜意森活村」的保存、規劃、修復

嘉義林管處公辦民營計畫未公諸於

  

（二）缺點 

，在沒有任何

，對於歷史建築物的過去歷史及現存狀況缺少

、提出公部門歷史建築群檜意森活村再利用政

一）優點 

理處與嘉義市政府的政策主導

工程，是為延續保存珍貴林業史蹟，維護及動態保存森林鐵路歷史

資產及呈現早期阿里山林場風貌。雖為歷史建築保存活化再利用，

實為經濟發展之開發計畫，說明文化資產保存與經濟發展的對等關

係，開發與保存的互動是可以並立而行，臺灣多元文化的存在與融

合，呼應多元的想像空間，因此本研究認同歷史建築群「檜意森活

村」的保存意念，甚至適度的商業行為有助於保存目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古蹟或歷史建築在利用程序，列出應該辦

理的各項工作，其優點在明文中可以了解其用意，足以讓古蹟或歷

史建築以原貌保存，利用專家審查程序增加其可靠性與可信度，為

了讓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有一套可以遵循的準則，是必須有法源依

據。 

    公辦民營之方式可以減少公部門人力資源，專業團隊的經營策

略經營可達有效再利用，雖然

世，本研究期待公部門可以將未來廠商經營管理十年的契約及考核

機制、退場機制、公部門進場機制審慎評估，然必須重視經營單位

的信念必須有熱忱、理想及堅持，經營的定位也必須清楚，經營的

特色及策略必須確實執行，以「文化價值導向」下的經營，並顧及

遺產享用的公益性原則，及力求獲得可以容許的經濟收益。才能讓

檜意森活村得到經營的優勢，有效經營管理，達到經濟發展及社會

公益的需要，更利於文化資產永續的保存。 

    研究者參與嘉義林區管理處的文化資產審查工作

調查研究資料的情形

基礎資料，完全由規劃建築師事務所至現場勘查繪圖，逕行規劃設

計，提出審查的文件中只有施工書圖、施工說明書、工程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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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設備書等，此時也由所有人決定再利用的方式，由規劃單位設

計，審查委員提供修復材料、結構問題、防潮及消防設施等硬體工

程修復意見，時間的壓力與專業委員的意見對於建築物本身是很大

的影響因素。 

    原規劃歷史建築群為提供住宿服務感受日式建築氛圍，卻因為

用電用火的因素而更改為特色商店，較為可惜。依古蹟歷史建築再

更加不可

利用辦法中並非全然接受規範，而這二棟歷史建築幾乎將原構件換

新，舊構件較少被保留下，在修復後的歷史建築中看不出歷史軌

跡，只要是公部門的修復工程看到的是複製下新建築。 

    本研究認為其文化資產保存的意義與價值在修復工程過程中

已被忽略，檜意森活村的保存再利用除了硬體的經營外，

或缺的是軟體部分，製造感人的故事，唯有動人的故事、居民生活

的記憶才能留住人心，如何從戀戀阿里山到森林鐵道再到營林俱樂

部更延伸到檜意森活村甚至阿里山林業村，是經營層面必須考慮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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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出北門地區歷史性建築保存再利用不可或缺之元素 

北門地區包含公部門檜意森活村及私部門歷史性建築玉山旅

社連棟街屋，視為整區整合保存計畫，政府的提供文化資產專業輔

導與修復資金，加上社區居民參與或讓企業投資，除了可以統一美

化整區公共環境外，可以讓居民參與增加社區認同感。私有歷史建

築或歷史性建築保存再利用個案常見於缺乏經費與專業指導，因此

本研究提出幾點對於公有歷史建築與私有歷史建築保存再利用應

統整改善的方針：（一）增加社區居民及在地文史工作者參與，融

入社會力量。（二）成立專款專用於歷史建築修復再利用，輔導經

營後，讓其可自給自足，甚至有盈餘後可每年自行編列維護修繕費

用，並行社會公益。（三）成立一組在地專家學者專案輔導歷史建

築所有人，修復、再利用、經營管理等專業諮詢。 

以玉山旅社及日本妻籠宿的二個再利用案例分析，可以體悟居

民的力量及社會力量大於政府主導的保存方式來的成功，因為居民

社區的認同感及對社區情感，除長時間經營在地文化及擁有在地情

感外，非政府機關所能有的感受及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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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後續研究建議 

     現今文化資產再利用必須排除再閒置命運，文化觀光的發

展成了評估文化資產營運成功的指標，所以多數文獻以觀光發展

研究文化資產經營成功與否，藉著北門地區歷史建築全區的保存

再利用議題，給予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執行保存再利用政策參考，

為此本研究希望可以給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以下幾點建議： 

一、 公私有古蹟歷史建築再利用計畫建立有效的考核機制，以有

效考評成績核算來年的補助經費，讓文化資產保存工作可以

積極的做。 

二、 文化資產能自給自足情況下也應該給予實質的鼓勵，納入社

區民眾參與項目。 

三、 縣市政府也應建立轄區古蹟歷史建築之考核機制，再依實際

運用情形核撥經費，執行有效再利用經營管理及日常維護，

以達文化資產永續經營。 

    本研究在研究期間正值檜意森活村修復工程審查及修復期

間，對於北門地區歷史建築群檜意森活村再利用確實方式與未來

OT 經營計畫未實際執行，以致未納入本研究內容，未來相關研

究有以下二點建議： 

一、 探討經營管理政策 

    對嘉義市北門地區歷史建築全經營面有興趣之研究學者可

一併考量，並檢視嘉義林區管理處未來經營方向及再利用政策之

適當與否，再者須檢視十年的 OT 計畫是否妥當？是否有完整的

考核機制及退場機制，回顧九十七年間嘉義林區管理處與宏都股

份有限公司的三十年 BOT 案即於合作後三年破局，整個案件進入

司法程序，形成雙輸的局面，這是全民及官方都不意樂見，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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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時間與金錢皆是全民買單，因此建議公部門應審慎處理 OT、

BOT 等案件。 

二、 探討民眾參與北門地區歷史建築群的保存情形 

    以「檜意森活村」現階段的執行方式，看不到民眾參與經營，

結合北門地區人文更具有歷史軌跡文化內涵，歷史建築群保存再

利用，除了行政政策、規劃、經營管理面向，為政治考量、社會

利益、經濟發展外，更重要民眾參與讓歷史建築群保存更具故事

性、文化性、歷史性的永續經營，也更有在地文化資產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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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令條文 

1．文化資產保存法 

2．文化資產保存法施行細則 

3．古蹟修復及再利用辦法 

4．古蹟管理維護辦法 

三、網站 

     國家圖書館-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html 

     妻籠宿觀光協會網站 http://www.tuma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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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基百科網站 

     長野縣觀光協會網站http://www.go-nagano.net/tw/ 

     玉山旅社布落格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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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訪談嘉義林管處林管處人員： 

1、 登錄歷史建築的動機與歷史背景？ 

訪談嘉義林管處 A先生：「站在文化角度，保存檜意森活村是日治時期的

官舍，為了保存日治時期的木造房屋，有請成大做規劃報告，已有一些構想。」 

2、 檜意森活村再利用的歷程。 

訪談嘉義林管處 A先生：「這麼大的計畫有一個草案送行政院審核，計畫

應該已經很周詳了。」 

3、檜意森活村修復後經營方式？ 

  訪談顧問工程公司 C 小姐：檜意森活村的經營管理的計畫為何？ 

「會以十年為期的合約，業主擔心時間太長，較難預估狀況發生，營運項目礙於

日式建築的消防安全取消住宿部的規劃，以文創商店及公益文化活動為主，還有

餐飲販賣部，我們已經召開兩次招商說明會，也有廠商詢問，招商應該沒問題。」 

訪談嘉義林管處 A先生：檜意森活村修復後經營方式？ 

「全部 OT 三個區域 1.3 公頃一次 OT，只是陸續完工，目前工程顧問公司規劃招

商合約，檜意森活村使用還沒確實規劃哪一棟收費、哪一棟免費都還沒確定。」 

 訪談嘉義林管處 B 先生：檜意森活村修復後經營方式？  

「目前委託顧問公司作規劃招商合約以全區十年的合約，包含履約項目、違約罰

則，但細部招商的經營項目未明確，還是要由本處審查這合約的合適性」 

  

4、檜意森活村有何價值？ 

訪談嘉義林管處 A先生：「九十六年提出古蹟歷史建築再利用計畫-檜意森

活村，本處基於發展林業文化、古蹟北門驛、營林俱樂部景觀軸帶特色展演活

化再利用，針對歷史建築區塊擬定具體可行活化再利用計畫，促進地方文化觀

光產業發展、木材藝術推展、保存珍貴史蹟文化等價值。」 

 

訪談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A小姐： 

1、為何想將林管處宿眷舍登錄為歷史建築？ 

「九十一年委託雲科大全面性嘉義市歷史建築清查時，調查中其中林管處的宿舍

群保留完整，當時仍有林管處員工或眷屬居住，林管處還一度因為原住戶補償問

題於 95 年提出廢止歷史建築登錄，本局召開古蹟歷史建築審議委員會，維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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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建築身分，函文請林管處依文資法第八條規定善盡管理維護責任。」 
 

參與私有歷史建築修復經營者訪談： 

1. 私有歷史建築修復的動機與概念？ 

「個人認為排除古蹟歷史建築沒有經過文資保存，畢竟還是多數，因為共通性

有某種原因無法達到古蹟認定，私有老建築需要彈性網絡，修復再利用保存策

略及用途應該更具彈性，不需經過五十顆印章才能發包，民間的想法是樂趣加

興趣。」 

2. 為何不經由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審查？ 

「我也希望要經由審查通過，因為這樣他有一個法定身份及保障，但往往看委

員的態度，古蹟歷史建築以外，有很多私有歷史建築的保存也是要看執政者或

主管機關的態度，如果不是由委員會決定，會更有彈性，有好也有壞，經過主

管機關審查常會耗時，有時委員間沒有共識，當然地主的意願也有關係。公部

門都用那一套工法，來的廠商都是那些人，發包整修，經費多，木構件全部換

新，窗框全部換新，。」 

3. 自力、協力修復再利用做法？ 

「台灣太多熱心的人，但不認為保存文化資產是做功德，現在玉山旅社就是

一個平台，玉山旅社只是租的，大家發願將它做好的保存，有錢出錢有力出

力號召一群人做可逆性修復，好的是彈性，壞的是沒有一套工法保存、如果

是民間絕對是該留就留，能保留就不丟，像我們的作法窗戶玻璃就不會全部

一樣，盡量保留原構件居多。其實北、中、南都有一群人在執行這樣事情的

團體，號召一群人，興趣加樂趣，修復具彈性以修復玉山旅社為例，我們都

以可逆性修復，培力修復參與人員，台灣太多熱情的人可以讓善心的人參與

文化資產保存，出錢出力，也號召有專業背景對老房子有熱情的人來參與修

復過程。」 

4. 修復後經營策略。 

   「經營的策略，有一個準則，基本上會以原先它是什麼功能，就做什麼再

利用方式，是旅社就優先做旅社，原本是車站就做車站使用。有一種歷史性延

伸、生命的延伸、意義的延伸，後面還有很多價值的延伸，所以這是最好的保

存，如果沒有辦法就退而求其次，以最好的階段先做，稍為折衷的方式，玉山

旅社大概就是這樣理念，以旅社先達到，有些開放空間可以開會，大廳原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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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聊天的地方，所以就賣咖啡，咖啡豆還是公平貿易。盈餘做師資的講師費、

租金，做社會運動，這樣的理念及情況之下才有辦法達到保存最好，現在的古

蹟和歷史建築沒有辦法達到，像動力室如果是我的理念就會以能源開發方向，

現在變成木雕博物館。」 

 

5. 私有歷史建築保存再利用的困難？ 

        「私有建築保存最常見的就是所有人的問題，所有人會因為經濟產值考

慮，怕變成古蹟後無法變賣，失去所有人自主權。民眾常會覺得公部門辦

的保留活動是理所當然，如果是民間團體自發性行為就讓人很感動。」「當

然我們太不謙虛，百年的文化資產修復常常是一張標單，或幾個人討論下

就決定這間房子未來怎麼修復，搞不好是先修才想未來，文化資產保存法

的深度是不夠，常常只保留空殼，缺乏人的互動，其實嘉義市就可以看出

來更何況全台灣，建築物與人的關係、互動，我常常處理人的問題，需要

培養說故事志工，人與建築物間的故事才是文化資產的核心價值。」 

 

 

 

 

 

 

 

 

 

 

 

 

 

 

 

 



檜意森活村全區景觀配置圖（資料來源：嘉義林區管理處，檜意森活村設計規劃圖，張義震建築師事務所，2010） 



 

檜意森活村全區配置圖（資料來源：嘉義林區管理處，檜意森活村設計規劃圖，張義震建築師事務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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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檜意森活村第一期 C區景觀改善配置圖（資料來源：嘉義林區管理處，張義震建築師事務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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檜意森活村第一期 C區景觀改善配置圖（資料來源：嘉義林區管理處，張義震建築師事務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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檜意森活村第二期全區配置圖（資料來源：嘉義林區管理處，張義震建築師事務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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