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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1946 年戰後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民政處下所特設的營建局為對象，
考察 1944 年國民政府為接收臺灣所擬定一系列文化再構築相關政策在臺施行的狀
況，與其對臺灣建築的影響⸺戰後「文化重建政策」對建築、營造界的意義。
行政長官陳儀委派曾任中央大學建築系系主任、並身兼中國營造學社校理、中國
建築師學會正會員的盧樹森赴臺擔任營建局局長，盼將其在中國學術與實務上的
經驗帶來臺灣，藉由盧樹森對中國建築的理解，推進臺灣建築「去日本化、再中
國化」文化改造的意圖。

盧樹森執掌的營建局，其業務包括接收日產、復興工作、營建設計、工程監督、
住宅改進、擬定法規等相關事宜。此外，盧樹森在《臺灣營造界》發表的文章中，
一方面謫貶日人所興建的日式建築、一方面盼望臺灣應向祖國看齊並發揚祖國建
築之美，揭示其去日化、中國化的態度。

* 本文內容為筆者碩士論文部分研究成果。
本研究撰寫過程受指導教授黃士娟、鄭昭
民，口試委員王俊雄、張崑振等四位教授
的協助與建議，受益良多，特此致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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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盧樹森正式上任之前，即以私人事務所「永寧建築師事務所」的名義
於 1946 年興建「臺灣銀行嘉義分行」，該案為戰後中國古典式樣建築在臺的濫
觴⸺「再中國化」的代表，亦為官方政策指導「文化重建政策」脈絡下的產物。

關鍵詞︱文化重建政策、戰後建築、戰後初期、民政處營建局、盧樹森

︱ Abstract ︱

 The article is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Bureau, which was established by 
Taiw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Executive Office and was specially subordinated 
to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during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in 1946. 
In analyz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eries of policies related to cultural re-
construction policy, which was formulat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or 
taking over Taiwan in 1944, the focus will be on the influence of these policies 
on Taiwa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ost-war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Policy” to the architectural and construction fields. Chief 
Executive Yi Chen appointed Shu–Shung Loo, who had been the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i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he proofreader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full member of Society of 
Chinese Architects, to be the director of the Construction Bureau. Yi Chen hoped 
to bring Loo’s academic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China to Taiwan. Yi Chen 
took advantage of Shu–Shung Loo’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promote the intention of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uprooting Japan; 
implanting China” in Taiwanes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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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Shung Loo became the director of the Construction Bureau, and was in 
charge of the acceptance of Japanese assets, re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design,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housing improvement, drafting regulation, etc. Besides, 
Shu–Shung Loo published the articles in < Taiwan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ose 
articles belittled Japanese-style architecture built by the Japanese; on the other 
hand, hoped that Taiwan should emulate the homeland and promote the beauty of 
the homeland's architecture. The articles revealed his attitude towards uprooting 
Japan and implanting China. 

In addition, Shu–Shung Loo had established the "Bank of Taiwan - Chiayi 
Branch" with the name of the private firm "Yongning Architects" in 1946 before 
he officially took office. This case was the origin of the post-war Chinese classical 
style architecture and became a representative of "implanting China" in Taiwan. 
The case also was the product of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Policy" guided by 
the official policy.

Keywords︱ Culture Reconstruction, Post War Architecture, Early Post-War 
Period, Construction Bureau of the Civil Affairs Office, Taiwan Construction 
Industry, Shu-Shung L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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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戰後 1945 至 1949 年對臺灣人而言，是個歷史的關鍵轉折點。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蔣介石政權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並委派陳儀擔任行政長官赴臺處理接收事宜。而早在 1944 年 4 月終戰前，
國民政府便已於中央設計局下組織臺灣調查委員會，並指派陳儀為主任委
員，針對臺灣做一系列的調查與政策擬定。臺灣調查委員會的主要工作為
草擬臺灣接管計畫綱要，該綱要於 1945 年 3 月擬定完成，顯見國民政府
對於接收臺灣一事早已做好諸多準備。

臺灣接管計畫綱要，意在傾力對臺灣社會進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
改造，使島內社會、政治、經濟，乃至語言、文化體制產生巨變。其中，
在文化政策上，臺灣接管計劃綱要中的第一通則之（4）即載明對臺的文
化政策方向：「接管後的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

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可見國民政府意欲透過文化、教育一掃
臺灣的日本文化，並強化中國民族意識，進而以此為核心，實施一系列文
化再構築政策。  1 

當時提出的「文化」，與「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等臺灣文化重建問題密
切相關，因此所謂「文化」的行為主體及內容形式等問題，必然是研究戰
後初期的首要課題。過去臺灣建築史的研究，並未有以文化重建政策脈絡
審視此時局的相關研究。因此，筆者試圖以此脈絡嘗試梳理此特殊時局下
臺灣建築、營建業的狀況。

 1  關於臺灣戰後初期文化重建政策的相關研
究詳見：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
國化」戰後臺灣的文化重建 (1945-1947)》，
臺 北： 麥 田，2007， 頁 23-25、27-2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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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行政長官陳儀在文化施政上的相關研究，以許壽裳  2  的相關研究為大
宗，許壽裳於 1946 年 6 月受陳儀之邀，來臺主持臺灣省編譯館，主導臺
灣的文化工作。而值得一提的是，陳儀在同一時間邀請曾留學於日本與
美國賓州大學建築系、曾任中央大學建築系主任的盧樹森，來臺主導臺
灣建築、營造業相關的接收與復興工作，並指派盧樹森執掌營建局一切
事務。此時的臺灣，所面臨的是大量亟待修復、復原的城市，與新政權
來臺後所需相關設施的興建，著手處理日產接收的相關事務也是主要工
作之一。

戰後初期的建築、營造界，在臺灣建築史上有其特殊之處：第一，時局的
特殊性，此時臺灣正逢島內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語言  3  的驟變，使
此時局的建築、營造界因此產生巨變並滿佈複雜性。第二，復興重建的時
局下，官方成立的民政處營建局在臺建築史上存在時間極短，然對於戰後
復興建設的涉入極高。第三，新政權在建築式樣做為政治意識型態的載體
之意圖，在戰後初期即鮮明展現。

本文首論盧樹森的生平，並釐清其在實務界及教育界的經歷；次論行政
長官陳儀委派盧樹森赴臺擔任民政處營建局局長的緣由，並考察與其一
同來臺的相關人員，藉此釐清戰後初期官方組織的人事任免；接著將簡
述民政處營建局的組織狀況、任務及其相關作為；最後討論盧樹森以永
寧建築師事務所的名義在臺承接的案例，並試論在文化重建政策脈絡下
其作品的意義。

 2  許壽裳（1883-1948），字季茀，號上遂，
文史學者、作家、教育家。浙江紹興府人。
1902年以浙江公費派往日本留學，入東京
弘文學院學習日語，並與魯迅、陳儀結為
摯交。1908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今筑波大學）史地科。1909年自日本學
成歸國，於辛亥革命後受蔡元培邀約，在
南京教育部任事。國民政府遷都北京後，
任中華民國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長。
1917年奉派至江西省任教育廳廳長。1946
年，受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之邀，赴臺任
臺灣省編譯館館長。

 3  戰後初期因語言隔閡所造成的問題在建築、
土木與營造界內多有相關記載，如洪四川、
李重耀、高而潘、林煶灶等人皆曾撰文或
在受訪時提及此時局的語言問題。為解決
戰後初期的語言問題，「臺灣省土木建築
工業同業公會」下所設的技術委員會決定
籌備出版《土木建築術語集》，並同時刊
載於該會所出版的刊物《臺灣營造界》中，
盼能藉此解決專業術語溝通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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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盧樹森生平及其作品

被任命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營建局局長的盧樹森【圖 1】，字奉
璋，1900 年 9 月 22 日生於浙江桐鄉烏鎮，1955 年卒於上海。盧樹森出身
桐鄉烏鎮望族世家，盧氏家族人才輩出，父親及曾祖父皆為清代舉人，祖
輩多為烏鎮仕紳、文人，家境富裕。盧樹森因此在學業上備受重視，自幼
即入學堂，並送往國外留學。根據 1918 年《教育公報》刊載內容，盧樹
森曾自費留學日本，並於 1918 年完成學業取得留學證書。 4  1908 年美國
政府退還部分庚子賠款並用以支持中國留學生赴美留學，並在中國開辦預
備學校清華學堂，盧樹森即是預備學校的學生之一。後於 1923 年獲得赴
美賓夕凡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攻讀建築學的機會、並於
1926 年取得建築學學士學位。（李雙辰，2013：74；陳劍宇，2017：46）

與盧樹森同樣因庚子賠款赴美賓大公費留學的還有范文照、朱彬、趙深、
楊廷寶、陳植、梁思成、林徽因、童寯、李楊安、過元熙、吳景奇、吳敬安、
譚垣等人，當時的學生皆經過嚴謹考核才能獲得公費出國留學的機會，因
此大多勤奮聰穎，其中多人對中國近代建築的發展皆有卓越的貢獻。

盧樹森學成歸國後在 1928 年 1 月經莊俊、趙深介紹加入「中華建築師學
會」 5  成為會員。【圖 2】中國雖然有悠久的工匠傳統，但直到現代化已
經啟動的二十世紀初，才開始有建築師接受西式訓練，而此時的中華建築
師學會是中國建築師的核心組織，該會成立於 1927 年，第一任會長莊俊，

 4  根據教育公報，盧樹森前往日本留學並於
18歲時歸國獲得留學證書，然尚無資料能
確認其就學於日本何處。參見：〈訓令留
日學生監督發孫祿順、張桐實、方鑑、巴
澤民、盧樹森等自費留學證書〉，《教育
公報》(5)7，1918年 5月 20日，頁 4.46。

 5  創會時報紙登載名稱為「中華建築師學
會」，後更名為「中國建築師學會」。該
會前身為 1927年成立的上海建築師學會，
為中國建築史上第一個學術組織，1928年
呈請國民政府工商部備案註冊，旋以範圍
擴大，會員不僅限於上海，因此更名為中
國建築師學會。參見：上海市建築學會：
http://www.assc.org.cn/history/

圖 1 盧樹森肖
像照（圖片來
源：賴德霖，《近
代哲匠錄》）

圖 2  1931 年 1 月 3 日中華建築學會本屆年會
出席會員攝影（圖片來源：《時事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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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范文照，學會會員分為正會員與仲會員，正會員須有大學的建築專
業文憑或相等的學歷，仲會員則須有六年以上的設計實踐經驗，該會以
「研究學術、互助營業、發展建築職業、服務社會公益、補助市政改良為
宗旨」，主要活動包含學術交流、舉辦建築展覽、仲裁建築糾紛、提倡使
用國產材料等。而中華建築師學會另一重要活動即是編輯、出版《中國建
築》。 6  盧樹森參與的組織除了中華建築師學會之外，也在 1931 年加入
由朱啟鈐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並在 1934 年擔任校理，與學社社員
多有合作、交流的紀錄。

盧樹森在學術界與實務界的公、私部門皆有任職。1929 年春天，盧樹森
受聘於中央大學建築系，任職副教授及事務長；並在同年於上海創辦永寧
（甯）建築事務所。 7  1930 年與劉敦楨共同主持南京棲霞寺舍利塔的修
復工程；1929-1932 年間，分別擔任中國銀行建築顧問、南京文德里生物
研究所打樣及監工工程師、南京鐵道部建設委員會設計委員；1932 年離
開中央大學建築系，赴北平擔任鐵道部技正；（賴德霖，2006：99）1935

年 9 月與梁思成、劉敦楨、夏世昌等人赴蘇州調研與測繪古建築，包括北
宋羅漢院雙塔、虎丘塔、南宋玄妙觀三清殿、北寺瑞光二塔等。（成麗，
2010：91）

1936 年 4 月 12 日，中國建築展覽會在上海舉辦，該展覽會在當時被譽為
民國時期規模最大、影響範圍最廣的建築展覽，用以展示中國文化的傳
統。盧樹森為該展覽會的常務委員，與童寯共同負責舉辦會間的學術演
講，向參觀者宣傳建築文化。（錢海平，2011：87）【圖 3-4】

 6  《中國建築》1932年 11月創刊，由中國建
築師學會發行，為綜合性建築學術刊物。
月刊，出版至 1937年為止，共出版 54期。

 7  以目前筆者所掌握的資料，盧樹森創辦事
務所時，名稱為永「甯」建築事務所，使
用「寧」的古字「甯」，而後相關史料「甯」
與「寧」混用，本研究將以「寧」字為主。

圖 3 中國建築展覽會古代建築陳列（來源：
《時事新報》）

圖 4 中國建築展覽會展示模型「風月亭」。
（來源：《申報》）

188

史
料
與
評
論

H
istorical S

ource and C
om

m
entary

專
題

T
H

E
M

E



同年，盧樹森亦受邀擔任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其最著名的作品南京總理
陵園中山陵藏經樓主樓也於同年 10 月竣工。1937 年 11 月，盧樹森回任
已遷往重慶的中央大學建築系擔任教授並兼系主任；1938 年 8 月結束教
職回到上海續辦永寧建築師事務所。

盧樹森在 1946 年赴臺以前的作品包含：南京市棲霞寺舍利塔修復（1930

與劉敦楨合作）、南京市總統府禮堂修繕（1930）、上海市盧灣區明復圖
書館（1930）、南京市成賢街文德里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約 1930）、
南京市原中央研究院北極閣中央氣象臺（1931）、湛山寺整體規劃設計
（1933 與趙深合作）、南京市總理陵園中山陵藏經樓（1936）、上海市
普陀路戈壁路西上海鋼窗公司廠房二宅（1939）、上海市小沙渡路中國製
釘公司廠房（1940）、上海市辣斐德路丁家弄天和公司住宅（1942）、
上海市普恩濟世路東萊銀行茹川記住宅（1942）、上海市朱景祺先生住宅
（1944）。（賴德霖，2006：99）（盧樹森經歷及作品見【表 1-2】、【圖
5-6】）其建築風格既有純然傳統的語彙、亦有折衷的古典式樣、也有嘗
試現代語彙的設計手法。

表 1  盧樹森經歷年表

年代 相關經歷 備註

1900.9.22 出生於上海
1918.05.20 取得留日學生自費留學證書
1923（秋） 至美國賓大建築系留學
1926（夏） 畢業於美國賓大建築系
1928.1 加入中國建築師學會 經莊俊、趙深推薦
1929（春） 任教於中央大學建築系 任副教授及事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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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創辦永寧建築事務所
1930 南京棲霞寺舍利塔修復工程 與劉敦楨共同主持
1931-1932 任中國銀行建築顧問

南京文德里生物研究所工程師
南京鐵道部建設委員會設計委員
加入中國營造學社

1932 離開中央大學建築系
赴北平擔任鐵道部技正

1934 離開中央大學建築系
任北平擔任鐵道部技正
任中國營造學社校理

1935 與中國營造學社社員測繪古建築：
北宋羅漢院雙塔、虎丘塔、南宋玄妙觀
三清殿、北寺瑞光二塔

與梁思成、劉敦楨、夏世昌
共同測繪

1936 中國建築展覽會常務委員
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

該展覽會舉辦於上海，與童
寯負責舉辦學術演講

1937.11 回任中央大學建築系任教 教授兼系主任
1938.08 返回上海續辦永寧建築事務所
1946.05 奉令前往臺灣參與接收工作，任民政處

簡任技正
1946.06.22 奉令兼任營建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主任
1946.07.04 正式上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營

建局局長
1946.10.09 公署通知營建局，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命令，派營建局局長盧樹森為副官處第
二課代理上校課長

1947.06 任基隆市復興有限公司董事
1955 逝世於上海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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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盧樹森作品簡表

年代 建築項目 備註

1930 南京市棲霞寺舍利塔修復 與劉敦楨共同主持
1935 南京總理陵園中山陵藏經樓
1939 上海普陀路戈登路西上海鋼窗公司廠房二宅
1940 南京總統府兩江總督署中式花廳改造

上海小沙渡路中國製釘公司廠房
1942 上海辣斐德陸丁家弄天和公司住宅
1944 上海普恩濟世路東萊銀行茹川記住宅

上海普恩濟世路 27 號朱景祺先生住宅改建
1946-1948 修復臺灣大學學會＊

修復三井物產株式會社
嘉義市農事實驗樓＊
臺灣銀行嘉義分行

＊標註星號之案例為林洙
著作記載，由陳植、張鎛
提供資料

設計年代不詳 中央研究院北極閣中央氣象臺
中國科學院上海明复圖書館
青島湛山寺藥師塔及山門
南京考試院辦公樓

＊整理自李雙辰〈盧樹森建築教育與建築設計思想初探〉；賴德霖《近代哲將錄》；許永清〈復興建設工程誌〉，
《臺灣營造界》。

民國初期的建築師對中國建築教育與設計思想的發展有巨大的貢獻，尤以
賓大學成返回中國的建築師更是建構起民國初期中國建築發展的骨幹，而
其中之一的盧樹森，一直以來都未能得到更多的關注。盧樹森與劉敦楨共
同主導的修復案，南京市棲霞寺舍利塔  8  修復（1930）【圖 7-10】，由
盧樹森綜司工務，且根據劉敦楨的自述，此案不僅規劃設計的工作，連同
對復建舍利塔臺基、石欄楯有重要意義的塔基發掘工作，也都是由盧樹森

圖 5 南京市原中央研究院北極閣中央氣象臺，
南京，1931 年，現今為中國北極閣氣象博物館。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k7Q3yL）

圖 6 中山陵園的藏經樓，南京，1935 年。（圖
片來源：盧海鳴、楊新華編，《南京民國建築》）

 8  隋文帝楊堅曾於全中國八十三州造舍利塔，
以蔣州（隋朝對南京的稱呼）棲霞寺舍利
塔為首，是中國最大的舍利塔，參見：徐
永利。〈南京棲霞山舍利塔營造年代與形
制來源考〉，《東南文化》2020（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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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完成的。（劉敦楨，1984：48）劉敦楨對於中國建築史研究的成績之
突出與貢獻之巨大，在當今的學術界幾乎人盡皆知，反觀盧樹森卻幾乎被
遺忘，而從 1930 年代初，棲霞寺舍利塔修復工作的具體分工來看，彼時
盧樹森的聲望一點也不遜於劉敦楨，甚至猶有過之，此由碑文稱頌舍利塔
修繕之 「一切經營，蓋無遺憾，非盧君之力不及此」【圖 11】，不難想
見。（邵磊，2021：54）而該案也被同樣就讀賓大、並對中國近代建築
有非凡貢獻的梁思成這樣評價：「在古建築之修葺方面，劉敦楨、盧樹森
之重修南京棲霞寺塔，實開我修理古建築之新紀元。」（梁思成，2011：
327）。如前所述，盧樹森在當時中國建築界獲得非常高的評價。

圖 7 棲霞寺舍利塔修復前樣
貌。（1926 攝；圖片來源：
https://reurl.cc/9O453V）

圖 8 棲霞寺舍利塔現況照
片。（圖片來源：https://
reurl.cc/2DLo6O）

圖 9 棲霞寺舍利塔平
面圖（圖片來源：劉敦
楨《中國古代建築史》）

圖 10 棲霞寺舍利塔立
面圖（圖片來源：劉敦
楨《中國古代建築史》）

圖 11 重修棲霞寺石塔紀碑（圖片來源：邵磊，〈南
京栖霞寺舍利塔興廢史事鉤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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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盧樹森等人赴臺

盧樹森於 1946 年 5 月 22 日先行抵臺，職銜為民政處簡任技正， 9  其被指
派接收民政處第三科、財政處營繕科等二單位，並籌備將此二單位改組為
營建局，隸屬於民政處，盧樹森於同年 7 月 4 日正式就任民政處營建局局
長： 10  

「任免令：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令 中華民國卅五年七月一日 派盧樹森

代理本公署民政處營建局局長。此令。」 11 【圖 12】

「公署民政處增設營建局以為全省營建主管機關、經月來積極籍備、已

於本月四日正式成立、並命公署令派盧樹森為該局局長。」 12 【圖 13】

 除此之外，盧樹森也分別擔任臺灣省營建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主任、 13  

基隆市復興有限公司董事、 14  警備司令部副官處第二課代理上校課長。  

15  在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一切建築、營造相關事務皆由盧樹森主導。

盧樹森在中央大學建築工程系任教時的學生鄭定邦與其一同赴臺，1946 年
7 月 13 日，鄭定邦奉命赴任民政處技正、兼任營繕課課長。  16 【圖 14】
除此之外，盧樹森也薦舉温文華來臺就任民政處營建局技正、兼設計課課
長。  17 【圖 15】鄭定邦曾在《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誌》內提到戰後初期
僅有三位建築師來臺：「……當時僅有三數建築師由滬來臺，為軍公機

構作建築設計，……」， 18   此三人即是盧樹森、鄭定邦、温文華。

温文華，廣東高明人，自幼僑居日本，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時，為了完

圖 13 民政處營建局
昨日正式成立之報導
（圖片來源：民報）

圖 12 任免令 派盧樹森職務
（圖片來源：臺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公報）

圖 14 任免令 派鄭定邦
職務（圖片來源：臺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

圖 15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派免人
員一覽表，派温文華職務。（圖片
來源：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

193

史
料
與
評
論

H
istorical S

ource and C
om

m
entary

專
題

T
H

E
M

E



成學業，未能即時返回中國，於 1941 年自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工學部建築
科取得學位後返回中國。温文華在戰時仍留居於彼時中國的敵國日本，因
此，其就任於公務機關是需要擔保人擔保，而温文華即是由盧樹森擔保赴
臺就任營建局技正兼設計課課長：「據查該員早歲僑居日本，自幼負笈

東瀛，原籍並無親屬，迨廿六年抗戰爆發交通阻隔未能返國，未免荒疏

學業蹉跎年資，計不得不繼續求學，俾日後學成為國效勞且所學為技術

部門，本無思想關係而為人篤實敦厚尤甚倚俾，本人願負責擔保，相應

復請 查照為荷 此致 人事室 營建局局長盧樹森啟」。  19 【圖 16】

鄭定邦，浙江吳興人，1907 年生，1989 年 3 月 10 日卒於臺北。1926 年
進入江蘇省立蘇州工業專門學校建築科，1927 年轉入中央大學建築工程
系，並於 1931 年畢業。鄭定邦就讀於中央大學建築工程系時，盧樹森為
當時該系的系主任，鄭定邦畢業後即進入盧樹森所創辦的永寧建築師事務
所擔任助理建築師，為盧樹森在上海開辦事務所時的重要助手。1931 年 4

月至 11 月任軍政部軍需署工程處技士、技正，1933 年 4 月取得建築技師
執照，並於同年自辦鄭定邦建築師事務所，同時任職茂萊泰洋行地產部建
築師、茂泰營造廠主任技師。1946 年 5 月與盧樹森一同赴臺，並經盧樹
森擔保、薦任民政處技正兼營繕課課長：「僅按鄭定邦君為樹森執教于中

央大學時之學生，成績優良向為樹森所重視，在滬辦理建築事務亦得其臂

助，本年五月隨同來臺，籌備期間端賴襄助深資，依俾對於該員壹切經歷，

樹森願負責保證，謹致人事室。民政處營建局局長盧樹森」 20 【圖 17】

盧樹森之所以被指派來臺，筆者認為有以下四點：第一，國民政府與行政
長官公署借重盧樹森對於中國古典建築的瞭解，其曾與梁思成、劉敦楨等

 9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營建局人員
任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卷
典藏號：003-1010，1946年 6月 21日。

 10  以上參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
技正盧樹森派代營建局局長案〉，《民政
處營建局人員任免》(003)1010，件典藏號：
00303231556001，1946年 6月 21日。與臺
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營建局昨日正
式成立〉，《民報》，1946年 7月 5日。

 11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任免令 派盧樹森
職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5
秋 (4)，1946年 7月 4日，頁 55。

 12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營建局昨日
正式成立〉，《民報》，1946年 7月 5日。

 13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省住宅營團
暨營建局職員劉浣慶等 5員任免案〉，
《民政處營建局人員任免》(003)1010。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件典藏號：
00303231556012，1946年 6月 21日。

 14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基隆市復興有限公
司董事盧樹森等 7員派任案〉，《財政處
人員任免》(003)3392。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文獻檔案，件典藏號：00303232315014，
1947年 4月 28日。

 15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上校第
二課課長盧樹森派令通知〉，《住宅營團
人事任免》(003)0961。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文獻檔案，件典藏號：00303231457001，
1946年 10月 9日。

 16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任免令 派鄭定邦職
務〉，《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5秋
(14)，1946年 7月 16日，頁 212。

 17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派免人員一覽表〉，《臺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公報》36夏 (4)，1947年 4月 4日，
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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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共同完成古建築的調查與修復，實務經歷完整；第二，盧樹森為當時少
數負笈東瀛、美國求學歸國的建築專業人士，暸解當時國外建築教育的體
制，並曾任中央大學建築系主任、教授，對於建築教育建構的經驗有實
際積累。第三，盧樹森曾於日本留學的經歷使其能通日語，能與使用日
文的臺人溝通，有助於來臺協助接收、復建工作，並能閱讀日人相關法
令加以修訂。第四，其參與的組織「中國營造學社」、「中華建築師學會」
皆為彼時中國最重要的建築專業社團，其專業領域的人際網絡有利於行
政長官公署舉薦人才赴臺。綜括上述四點，盧樹森赴臺任職有利於臺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在臺的接收與重建工作，而在文化重建政策的脈絡下，
其對於中國古典建築現代化的瞭解與實踐，更是統治者在此脈絡下欲賦與
重任的原因。

 18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
誌》，臺北：臺灣省建築師公會，1976，
頁 4。

 19  温文華後於 1948年任教於臺灣省立工學
院，並擔任系主任（1947.08-1949.06）。參
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營建局
技正兼設計課課長温文華派任案〉，《營
建局人員任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
檔案，件典藏號：00303231122006，1947
年 4月 2日。

 20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盧樹森為鄭定邦擔
保〉，收錄卷名：《民政處營建局人員任
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典藏號：
00303231557006，1946年 10月 31日。

圖 16 1947.3.31 盧樹森為温文華擔
保（圖片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文獻檔案）

圖 17 1946.10.31 盧樹森為鄭定邦
擔保（圖片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文獻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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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營建局的任務與作為

1945 年 8 月 31 日，國民政府於重慶設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辦事處」，
後於 1945 年 9 月 20 日頒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下設 9 處，
分別為秘書處、民政處、教育處、財政處、農林處、工礦處、交通處、警
務處、會計處。 21  【圖 18】

圖 18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系統圖（圖片來源：重繪自《臺灣光復廿年》）

 21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組織條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公報》1(1)，1945年 12月 1日，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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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創設之初，並無專門負責建築、營造
相關的局處，而相關業務是由民政處第三科、財政處營繕科、工礦處公共
工程局等單位負責執掌。然而此時正值重建復甦的階段，急需由政府主導
相關事宜，因此行政長官公署開始籌劃設立相關組織，於 1946 年 7 月 4

日在轄下的民政處特設營建局，並指派盧樹森就任該局局長。

營建局是由民政處第三科與財政處營繕科兩科合併改組，為民政處特設
的組織，該局下設總務課、營繕課、設計課、審核課、都市計劃課、會
計室、統計室等 7 個處室，局址設在臺大第一附屬病院（舊院）後的舊
仁濟團。  22  民政處營建局的組成為辦理及監督全省營建工程所特設的組
織，執掌全省營建工程事宜，執掌細項如下：

第二條 本局之職掌

一、關於本省營建工程之設計監督及實施事項

二、關於本省都市建設工程之設計及監督事項

三、關於本省平民住宅及農村住宅之改進事項

四、關於本省各機關房屋之修繕與營建築事項

五、關於本省營造廠商及建築師之登記管理指導事項

六、關於擬定本省單行建築法規事項  23 

在營建局成立之前，工礦處下即設有公共工程管理局，而在營建局成立
後，行政長官公署轄下與營建、土木相關的部門有民政處營建局與工礦處
公共工程管理局，在營建局成立後此二部門業務範疇為避免重疊，特別登

 22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廢營繕科並
新設營建局〉，《民報》，1946年6月20日。

 23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民政處營建局組織規程〉，收錄卷
名：《衛生局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規程》，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典藏號：
00301200047002，1947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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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劃分此二部門的業務範疇；民政處營建局之業務範疇主要以「住」為主，
除此之外，都市計劃、市內道路、下水道、橋樑、公園、路燈與公營建築
等皆由營建局負責；而工礦處下的公共工程局則負責關於「行」的部分，
包含上水道等大型土木工程。 24  

民政處營建局成立後由盧樹森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第二十九次記者招待
會宣布該局任務如下：

本人一向於技術界做事，對於行政方面缺少經驗，此次奉令接收民

政處前第三科、財政處前營繕科：合組營建局，隸屬於民政處，業

於本月四日正式成立，所有全省住的營建統由本局監督指揮，其主

要任務為：

一、解決住的問題將日人時代住宅營團改為營建公司，協助各縣市

恢復房室。

二、改良臺灣建築，於結構美術方面改良適合世界潮流。

三、修訂建築法規。

四、改善平民工人住宅。

五、推進都市計畫。

六、改善農村建築。

該局組織內部置設計、營繕、審勘、總務四科，目下尚無一定預算。

「營建公司」係省營公司，一切經費擬由該公司利益撥用云。  25 

盧樹森所發佈的民政處營建局任務主要有上述六項，若盤點營建局相關作
為，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一、在接收方面，接收日時住宅營團並改組為營

 24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營建局與公工局
職掌業務重劃分〉，《民報》，1946年 9
月 11日。

 25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省署廿九次記者
招待會 營建局成立經過 盧局長樹森說明任
務〉，《民報》，1946年 7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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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公司，在接收、釐清日產上有其貢獻。除此之外，營建公司仍延續住宅
營團在日治時期的作法，在基隆興建房舍販售。二、營建局為戰後時局下
復興重建的領導組織，在重建、修復、改築、興建等相關作為對於戰後初
期臺灣的復建工作有其作為。三、釐清戰後初期建築、營造與都市計劃相
關法令，並沿用、修訂日治時期法令、籌劃建築、營造從業人員登記辦法
等。然而，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營建局隨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一同裁撤，相關業務併入公共工程局。至此，上述未竟的相關籌劃與執行
中的案件就此告終。 26  

此外，盤點史料後已知由營建局主導興建、修復與改築，及其督導的案例
如下：

表 3  營建局負責之工程案例

案例名稱 工程類別 時間 備註

美國領事館汽車車庫新築工
程 興建 1946.08.01-

1946.08.31

工程費 94,000 元，由正榮公司
承包，係木造蓋日本瓦平屋，面
積 99 平方公尺，洋灰、三合土
鋪地。

地政局辦公室修繕工程 修復 1946.08.01-
1946.08.25

工程費 190,000，由三遠公司承
包，負責項目計：修建地基、牆
壁澆洋灰、三合土、人造石、油
漆、平頂、及門窗等。

會計處宿舍修建工程 改築 約 1946.08
工程費 150,000 元，木造日本式
房屋部分修改。

宣傳委員會宿舍 改築 約 1946.08
工程費 150,000 元，木造日本式
房屋部分修改。

地政局官舍修建工程 改築 約 1946.08
工程費 150,000 元，木造日本式
房屋部分修改。

 26  關於上述營建局任務的執行狀況詳見：翁
睿宏。《戰後文化重建政策下的臺灣建築
營造界（1945-1949）》，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2022，頁 4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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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備處戰災復舊工程 修復 約 1946.08
工程費 4,000,000 元，鋼筋混凝
土及磚造一部分，二層樓轟炸部
分 9 成重建。

臺北市道路鋪裝復舊工程 督導 約 1946.08

工 程 預 算 1,270,000， 本 案 經 由
該市工務局自辦，營建局隨時督
導。 於 1946 年 7 月 5 日 開 工，
至 8 月已完工東門街等四處。

基隆市道路復舊工程 督導 約 1946.08
工 程 預 算 7,120,000， 本 案 由 基
隆市政府主辦，發交工程公司承
包，營建局督導。

嘉義市橋樑復舊工程 督導 約 1946.08
工程預算 345,000，審核設計圖
及預算。

臺南市中山路、中正路路面
及民生綠園復舊工程 督導 約 1946.08

彰化市中正、民生路路面復
舊工程 督導 約 1946.06-

08
預算 2,700,000，中正路已於 6 月
開工

高雄市橋路下水道工程 督導 約 1946.08 預算 366,900

各縣市政府修繕 督導 已於 1945
年完工

營建局督導辦理 1945 年年度工
作結束相關手續

基隆新市區 測量 1946.05.01
三角網已完成正測、製高低及地
形

基隆海港檢疫所建築工程 興建 1946 下半年 由營建公司負責興建。
蘇澳水泥工廠建築工程 興建 1946 下半年 由營建公司負責興建。
臺灣大學復舊工程 修復 1946 下半年 由營建公司負責修復。
全省醫院病房宿舍建築工程 興建 1946 下半年 由營建公司負責興建。

基隆市房舍興建 興建 1946 下半年 共 10 棟，由營建公司負責興建，
並出售。

臺灣省農業試驗所臺東熱帶
農業試驗支所 修復 1946 下半年

該案為受颱風侵襲而導致毀損之
修復案，該所房屋三座因受颱
風損害過重擬增加房屋修繕費
250,000 元。

＊整理自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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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資料可見，營建局在 1946 年 7 月正式成立後，隨即辦理相關案件，
不論是新興建設、戰時毀損、颱風致災抑或是因機能需求而增築的案件，
皆由盧樹森領導的營建局或營建公司負責。其中，多數房舍維持日式構法
復舊外，仍有新的興建案採用日式房舍興築，顯見在此一時局下，對日式
房舍興建與修築的技術仍須倚賴臺籍本島人，營建局內的臺籍技術官僚對
於戰後復建與新築的涉入程度仍非常高。

　

四、中國古典式樣異地移植：永寧建築師事務所在臺復辦

（一）建築做為政治意識形態的載體⸺「再中國化」

關於建築如何做為文化重建的一環，在盧樹森就任記者會後刊載於《民
報》的報導中雖無詳述，但該記者會中盧樹森所提出的營建局任務第二點
「改良臺灣建築，於結構美術方面改良適合世界潮流」及其在 1947 年發
刊的《臺灣營造界》創刊號中的文章〈寫給「臺灣營造界」創刊號〉可見
其態度：

發揚祖國建築的優點

臺灣脫離祖國五十年，對於祖國建築在結構和美術方面的優點，漸

漸模糊，漸漸消失，就是清代遺留下來的建築物，如板橋林本源家

園，亦只保留下一部分帝國主義的傳統民俗精神極少改進，現在臺

灣重光，極應改良建築風格多多採用祖國建築的美點使本省在精神

方面，與物質方面與祖國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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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世界潮流

世界的建築作風日新月異，我們不能故步自封，固守舊習，不求改

進，因此臺灣的建築也要迎頭趕上，非但與祖國打成一片，並且要

站在時代的先端。

由上可知，盧樹森除了接收工作與營建相關政策規劃的任務外，其所提
「建築風格多多採用祖國建築的美點使本省在精神方面，與物質方面與

祖國打成一片。」揭示出在文化重建政策下，臺灣建築的風格應採用「祖
國」之風格。

除此之外，「適合世界潮流」提及：「非但與祖國打成一片，並且要站

在時代的先端」，此一文字不僅呈現盧樹森對臺灣建築朝向祖國的態度，
也呈現其對於「現代」的追求，行文中雖無提及「現代」，然而仍可藉由
當時中國建築界面對的主要課題來推測，亦即在時代浪潮下中國建築該何
去何從的課題：中國傳統式樣如何現代化、傳統與現代的關係等。可以推
測，盧氏欲將自身正在思索的課題引入臺灣。

此一思潮由盧氏的文字刊載於臺灣建築、營造雜誌，確實使臺灣人開始思
索何謂中國建築，並開始轉譯西方建築的文字，將相關文章刊載於《臺灣
營造界》內。然而，此時的本島人，對於所謂西方現代的想像多停留在日
人引入的歷史式樣、擬洋建築；而對於傳統的認知是混雜的，包含了日人
在臺興建的神社建築、日式宿舍等傳統日式建築，與日人殖民前的閩式磚
造寺廟、民居建築等。因此，便產生了一個認知差異：亦即當時遷臺建築
師與本島建築師對於「傳統」與「現代」的想像與定義是截然不同的。

202

史
料
與
評
論

H
istorical S

ource and C
om

m
entary

專
題

T
H

E
M

E



（二）永寧建築師事務所在臺復辦 

盧樹森於 1931 年在上海開辦的永寧建築師事務所【圖 19】，隨著盧樹森
1946 年 5 月赴臺後也隨之在臺復辦，並任該事務所主持建築師，為中國
遷臺建築師在臺開業的第一位，因此盧樹森抵臺後除了在公部門擔任營建
局局長等公職，也藉由事務所的復辦在臺繼續從事建築設計的業務。而其

圖 19 1947 年 9 月盧樹森上繳之南京市工務局
建築師申請開業登記表，實業部發給證書日期
為 1931 年 5 月，為中國近代最早一批施行建築
師登記的建築師之一（圖片來源：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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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鄭定邦除了在公部門擔任營繕課課長，也同時任職於盧樹森所創辦的
事務所內。

盧樹森 1946 年 5 月抵臺之初，其事務所負責的案件有修復三井物產株式
會社臺北支店修建工程、臺灣銀行嘉義分行、嘉義農業試驗所、臺灣大學
學會等案例，其中目前筆者掌握的文獻資料有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分
支、臺灣銀行嘉義分行兩案，而嘉義農業試驗所、臺灣大學學會尚無行政
長官公署時期之相關文獻，因此以下將以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修建
工程、臺灣銀行嘉義分行興建案進行討論。【表 4】

表 4  盧樹森在臺作品簡表

年代 建築項目 備註
1946.5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修復案
1946.9 臺灣銀行嘉義分行

1946.9 嘉義市農事實驗樓 今日嘉義農業試驗分所辦公室，應與
臺灣銀行嘉義分行同時期規劃修復。

1946. 下半 修復臺灣大學學會（臺灣大學復舊
工程）

＊根據林洙著作記載，嘉義市農事實驗樓及修復臺灣大學學會皆為盧樹森在臺主導的案件。資料為陳植、張
鎛提供，刊載於林洙著作中，詳見：林洙。《中國營造學社史略》，中國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頁
200-201。另詳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營建公司 35 年下半年度營業計劃書送核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
獻檔案，典藏號：00328316002015，1946 年 9 月 28 日。該資料指出臺灣大學復舊工程將於 1946 下半年度進行，
尚無詳細資料指出盧樹森所修復的明確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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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  27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於 1920（大正 9）年由野村一郎規劃設計，
1922（大正 11）年竣工，基地位置座落在表町一丁目 31 番地，依表町改
築之精神，在沿街兩側設置亭仔腳，基地轉角為截角，故採當時流行以截
角為入口的設計方式；建築構造為鋼筋混凝土構造， 28  採三段式設計，一
樓亭仔腳為「基」，材料上採用天然花崗石材，二樓延伸至三樓的立面為
「身」，採淡白色洗石子，二樓立面採辰野式的水平紅磚面，以斜面屋頂
的收頭為「頂」，頂上設有塔樓及頂塔，為一大正時期辰野式的建築。（楊
仁江，2003：66；見【圖 20-23】）

圖 20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約 1920 年代攝，拍攝者不詳 （圖片來源：《日
本地理大系》）

圖 21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
支店，李火增，1933 年攝（圖
片來源：意象．台灣影像資料
庫）

圖 22 臺北 表町通明信片，圖左為三井物產臺
北支店（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

圖 23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入口立面（圖
片來源：楊仁江。《臺北市定古蹟三井物產株
式會社舊廈修復計畫調查研究》）

 27  過去的研究及相關修復再利用計畫，皆未
指出該案於戰後初期之修復及立面改築的
設計者為何人，經筆者研究發現該棟建築
為盧樹森來臺後，在正式上任營建局局長
前所承接的修復工程。詳見：許永清。〈復
興建設工程誌〉，《臺灣營造界》1(3)，
1947年 7月 15日，頁 31-32。

 28  〈新裝成る 三井物產 臺北支店の設備〉，
《臺灣日日新報》，4版，192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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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建築在戰時 1945 年 5 月 31 日受到盟軍轟炸：「……炸彈直擊，穿破二

樓鋼筋混凝土地板，亭仔腳柱被炸毀一處，地基破壞，正面屋上二十公

尺之高塔，受影響動搖，竟向道路傾斜十七公分，而各鋼筋屋梁，均生

二、三公分至七公分之裂縫，於是上則危樓孑立，下則破壞狼藉不堪，

朝不保夕，危險萬分，行人俱戒之，……」（許永清，1947：31）由上
述可見，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於戰後之初破損嚴重，為亟待修復之
建築之一。

1946 年該案委由初赴臺的盧樹森負責設計與監工，並由時任財政處營繕
課的臺籍本島人羅美棧  29 【圖 24】負責結構設計，由許永清  30 、許廷燦
的合發公司得標負責施工，於 1946 年 9 月開展修復改建工程，工程歷時
約莫 5 個月，於 1947 年春完工。

該建築因破損嚴重，亭仔腳、樓板、屋頂、塔樓等皆有嚴重損壞，因此盧
樹森在設計規劃上將破損嚴重的塔樓拆除，立面也改築成今日所見之樣
貌，將截角處立面略為向上拉伸，使截腳處立面略為高起，並以四條貫穿
二、三樓的垂直飾帶做為主立面的設計語彙；兩側立面則採水平開窗。為
戰後重建復興時期、物資匱乏時局下的修復案例，整體建築風格簡約，與
過往塔樓尚存的辰野式樣大相徑庭。工程完竣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將其改做為臺灣省貿易局辦公廳。（許永清，1947：31-32；見【圖 25-

27】）現今該建築被指定為臺北市市定古蹟。

該建築完工後，許永清以〈復興建設工程誌〉投稿於《臺灣營造界》，在
該文章的最後提及：「……重新建造樓屋，內外一新，輪焉奐焉，省垣

圖 24 羅美棧執業資料（圖片來源：《臺灣省
建築師公會 1992 年會員錄》）

 29  羅美棧（1919-），臺灣新竹縣人，日本
東北大學工學博士，戰後註冊建築師、藝
術家。羅美棧除建築本科外，其繪畫天份
在求學階段便已顯露，1940年在日本求學
時師事日本仙台市洋風畫研究所千葉明。
1942年作品即入選日本仙台市東北美術
獎，1946年師事楊三郎、李石樵，戰後初
期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任營建局技士，
1947年依技師法登記為臺灣省建築技師，
後任臺灣省環境衛生實驗所（環保處前身）
所長，退休後繼續專研繪畫並獲得許多獎
項肯定，包含臺陽美展優選、臺陽美展金
牌獎、臺陽美展楊三郎賞、日本全展獎勵
賞、日本全展秀英賞等。

 30  許永清（生卒不詳），臺灣臺北人，日治
時期建築代願人、建築技師考試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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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現代建築矣……」臺籍營造商負責人許永清當時對於「現代建築」的
理解應有限，而其會在投稿中指稱該棟改築後成為一臺灣現代建築，應可
推測是盧樹森在設計時即有此意圖與宣稱，並以簡約的方式重新設計，而
非修復原歷史式樣的建築風格。以盧樹森在賓大時接受布雜教育來說，盧
氏應是有能力還原原歷史式樣的立面，然而選擇以此簡約的方式重新設計
立面，並在建築兩側立面改採水平長條意象的開口，顯見其確實試圖將此
一建築塑造成一現代建築。而此一作法也與其後續投稿於《臺灣營造界》
的相關論述相合，即希望臺灣除了向祖國靠攏，還要與世界接軌的相關論
述。而後盧樹森更於 1947 年 1 月 23 日，在《民報》刊載的文章標題直指
「樹立現代化建築物，辦理修復災區工程」，為營建局該年度的計畫，顯
見其除了符合官方文化重建政策下的建築語彙，也試圖在臺導入彼時中國
建築師們正在嘗試的現代建築。 

圖 25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
支店破損塔樓拆除（圖片來源：
《臺灣營造界》）

圖 26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修復完竣照（圖
片來源：《臺灣營造界》）

圖 27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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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銀行嘉義分行

臺灣銀行嘉義分行所在地原為株式會社臺灣銀行於 1899（明治 32）年設
置的臺灣銀行嘉義出張所，1900（明治 33）年該出張所撤銷，後於 1910

（明治 43）年重新開張，並在 1918（大正 7）年更名為臺灣銀行嘉義支店，
為日治時期辰野式建築。 31 【圖 28】戰時 1945（昭和 20）年 4 月 3 日，
臺灣銀行嘉義支店所在地所在區域遭受轟炸，根據嘉義仕紳張李德和所賦
的〈空襲行〉記載，臺灣銀行嘉義支店旁的諸峰醫院（琳瑯山閣）、逸園【圖
29-33】遭到轟炸夷為平地： 32 

昭和乙酉四月三。忽地飛機迫市南。

狂呼疾呌家大小。防空壕裡避危參。

舉家入壕足未定。爆音霹靂似雷霆。

爆風震撼壕門碎。樓屋窓片起飛聲。

樹木摧折捲黃沙。炸裂聲聲連續加。

人在壕中如縮鼠。口裡兢兢戰齒牙。

……（張李德和，1953：63）

從張李德和的〈空襲行〉中，可見當時轟炸造成的破壞非常嚴重，1945

年盟軍轟炸目標應為位於臺灣銀行嘉義支店與諸峰醫院北側的嘉義公會
堂，然而嘉義公會堂未受空襲，卻造成諸峰醫院與其周遭的房舍皆被夷為
平地，筆者推測在諸峰醫院旁的臺灣銀行嘉義支店也因此遭受轟炸而嚴重
破損。被轟炸的臺灣銀行嘉義支店為嘉義地區的金融核心，為戰後重建復

圖 28 臺灣銀行嘉義支店，約 1920 年代攝，拍
攝者不詳（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

 32  諸峰醫院位置與配置詳見：洪韶圻。《論
府展時期（1938-1943）羅山女史張李德和
（1893-1972）的「繪畫成就」》，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2017，頁 89、118-119。

 31  以上參考：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https://
tm.ncl.edu.tw/、臺灣銀行：https://www.bot.
com.tw/BOTIntro/History/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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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之主要項目。1946 年由臺灣銀行嘉義分行接收日治時期的臺灣銀行嘉
義支店，並委由剛抵臺的盧樹森由其建築師事務所名義重建臺灣銀行嘉義
分行。【圖 34】

圖 29 諸峰醫院位置圖。標示處為諸峰醫院位置。（圖片
來源：1931 嘉義市街實測圖）

圖 30 臺灣銀行嘉義支店、諸峰醫院、逸園位置圖。諸峰
醫院竣工於 1929 年，照片為興建前位置，約 1920 年代攝，
拍攝者不詳 （圖片來源：《日本地理大系》）

圖 31 諸峰醫院。1929 年竣工，1945 年 4 月 3 日遭盟
軍炸毀（圖片來源：《嘉義寫真 . 第五輯》）

圖 32 陳澄波繪琳瑯山閣（逸園）。1935 年（圖片
來源：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圖 33 陳澄波（右二）與琳瑯山閣主人張李德和合
影（左一）（圖片來源：從北緯 23.5°出發陳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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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盧樹森重建的臺灣銀行嘉義分行為鋼筋混凝土建築，外觀整體為一方
正的量體，建築正立面入口門廊採用傳統中國建築語彙，包含門柱、出
栱、斗座、雀替，出簷為自長向截半的廡殿頂，屋坡覆蓋琉璃瓦，門廊
兩側壁面設有宮燈，立面鑲有布幣造型的裝飾，窗戶鐵件欄杆採用卍字
紋，室內同樣使用傳統中國建築元素，為一折衷、步趨式的中國古典式
樣新建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該建築坐落位置為嘉義市區的核心，而嘉義自日治
時期便為推廣漢學的重要地區，嘉義地方仕紳多在日治時期以開設私塾、
籌組詩社的方式在民間推廣漢學，如日治時期臺南州第一位弁護士（律
師）賴雨若  33 ，其創立的「壺仙花果園」 34  即一推廣漢學的場所，由賴
雨若無償教授四書五經，以推廣漢學為志。除此之外也作為雲嘉南地方詩
社、畫社交流的場所。由此可見，盧樹森以臺灣銀行嘉義分行作為臺灣戰
後第一棟中國古典式樣建築，其選擇有地域上的意義及代表性。

過去關於此一案例的討論，皆認為此案建築師為鄭定邦，然就文獻資料而
言，該案應為永寧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盧樹森主導，並由鄭定邦執行；
此外，過去相關研究對於該案竣工的年代記載為 1948 年，然而就史料照
片上所標註的年代，該案應於 1946 年竣工。【圖 35】過往的研究認為該
案與 1949 年由陳有慶  35  所設計的臺灣銀行高雄分行【圖 36】被認為是
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在臺的濫觴，且為個例，並沒有太大之背景因素在導
引。（傅朝卿，1993：228、2017：174）然而，上述論述是忽略了此建築
設計當下所處的時局，自 1944 年 4 月 17 日臺灣調查委員會成立，開展籌
備、策劃與草擬接收臺灣等各式政策，而文化重建政策做為陳儀與行政長

 33  賴雨若（1877-1941），父親賴世觀為清朝
秀才，因此賴雨若自幼便熟讀四書五經，
熟習漢學。賴雨若於 1904年任總督府法學
院通譯、1907年赴日中央大學法律科與明
治大學高等研究科取得學位，後於 1923年
考取臺南州弁護士，成為臺南州第一位臺
籍弁護士。

 34  壺仙花果園為賴雨若於 1926年創辦，園內
設立壺仙義塾，為日治時期嘉義地區推廣
漢學的重要基地。

 35  陳有慶（1919），字聿波，中國南京人，
中華工專青年會中學肄業、美國函授工科
學校，1930年任泰康行工程師、1932年任
德華行建築科主任、1933年任泰利有限公
司建築部主任，1942年與鄭源興創辦光華
營業股份有限公司，任該公司經理。以上
基本資料來源：作者不詳《上海百業人才
小史》，龍文書店編輯部發行，1945，頁
295。就傅朝卿研究指出臺灣銀行高雄分行
為 1949年由陳聿波所設計，然就其來臺與
離臺之因果關係仍尚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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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公署赴臺後，在心理及文化建設上的統治方針、強調「去日本化、再中
國化」的文化再構築。

在此文化重建政策脈絡下，比對盧樹森在此政策下的相關書寫與其主導的
營建局所公布的臺灣建築方針，顯示出盧樹森是有意識地在設計臺灣銀行
嘉義分行時採用「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的風格式樣，顯見此時在臺灣出
現此種中國古典建築語彙，是在政策主導下所形成的建築式樣，意在符合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推行的「文化重建政策」脈絡下，將此建築做為向
「祖國靠攏」、「去除日本式樣」、「發揚中國文化」的樣板建築。

圖 36 臺灣銀行高雄分行（圖片來源：游雅婷提供）圖 34 臺灣銀行嘉義分行設計圖，永寧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 （圖片來源：《臺灣建築》）

圖 35 臺灣銀行嘉義分行成立三週年暨全
體同仁歡送／迎 沈／鍾經理紀念留影，
1949.05.20 攝，拍攝者不詳 （圖片來源：文
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收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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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盧樹森離臺：鄭定邦繼承臺灣永寧建築師事務所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 1947 年 4 月解編，相關資料顯示盧樹森仍留臺，
並任職於 1947 年 6 月 1 日所創辦的基隆復興公司董監事，然而目前尚無
資料顯示盧樹森於何時離臺，僅能由盧樹森於 1947 年上繳南京市工務局
建築師申請開業登記表推測，其於 1947 年 9 月前返回中國，而後於 1955

年在上海過世，享年 55 歲。1955 年代正逢中國營造學社、中國建築師學
會等組織的會員開始集結過往研究、籌劃出版的年代，如梁思成於 1955

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國建築史》（高等學校交流講義）、1960 年黃寶瑜
自行出版的《中國建築史》，與第一本經中國專家、學者籌組研討會並分
別撰寫後集結出版的專書《中國建築簡史》等。盧樹森的逝世來不及參與
後續學術相關活動、也未能將其研究與實踐集結發表，使得關於盧樹森的
相關研究及對於近代中國建築的貢獻時至今日仍尚待釐清與建構。

在盧樹森離臺後，鄭定邦【圖 37】承接盧樹森在臺復辦的永寧建築師事
務所，並成為該事務所的負責人，開展了鄭定邦長達 50 年在臺的執業與
教學的生涯。而鄭定邦也於業界組織任職：1955 擔任建築技師公會理事、
1959 年與 1963 年擔任建築技師公會常務理事，並於 1965-1969 年間擔任
理事長，1972 年建築師公會成立後，繼續擔任該會的顧問。在教學方面
曾任教於逢甲大學、中原大學，負責教授中國建築史。對於推行建築師相
關制度、籌組公會、建築教育皆有所貢獻，在臺灣的建築業相關組織內有
重要地位。

圖 37 鄭定邦像
（圖面來源：《臺
灣省建築師公會
會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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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鄭定邦 1976 年任教於逢甲工商學院建築系並身兼臺灣省
建築師公會顧問時，率領逢甲工商學院建築系學生對臺灣傳統民居展開調
查，歷時一年半共調查 150 餘處，並於 1978 年挑選 22 處編印成冊，出版
《臺灣傳統民居建築》。 36  該書為臺灣傳統民居建築調查早期的重要出
版，為臺灣鄉土運動下，對於臺灣本島建築關懷的具體行動之一。就鄭定
邦開展的傳統建築調查來說，雖與盧樹森同梁思成等人在中國營造學社的
中國古建築調查的脈絡不同，但或許鄭定邦仍多少受其師盧樹森影響而開
展此一調查。

圖 38 礁溪聖若瑟天主堂，拍攝者、拍攝時間不詳 （圖片來源：
聯合新聞網鳴人堂，蕭文杰〈美麗的宜蘭，醜陋的官僚⸺礁溪
天主堂建築群強拆事件〉：https://reurl.cc/p1d5na，該圖為林俊明
提供予蕭文杰翻拍刊載）

圖 39 天主教石牌聖體堂舊照（圖片來源：天主教石牌聖體堂：https://reurl.cc/e3lAk7。）

 36  該書收錄案例：臺北市四維路林宅（林安
泰）、臺北市臥龍街陳宅、臺北市南港闕
宅、臺北市士林曹宅、臺北市士林陽宅、
桃園縣新屋鄉范姜祖堂集住宅、桃園縣八
德鄉邱宅、新竹縣湖口鄉張宅、新竹市北
門街鄭進士第、新竹市北門街鄭氏家廟、
臺中縣大甲鎮杜宅、臺中縣神岡鄉呂宅、
臺中縣神岡鄉林宅、臺中縣潭子鄉林宅（摘
星山莊）、臺中縣大里鄉林宅（林大有）、
臺中縣龍井鄉林宅、臺中縣霧峯鄉林宅（宮
保第、景薰樓）、臺中市西安北巷張廖家
廟、南投縣竹山鎮林宅（敦本堂）、彰化
縣秀水鄉陳宅（陳益源）、彰化縣永靖鄉
陳宅（餘三館）、臺南縣麻豆鎮林宅等 22
處。書內個案紀錄包含位置、建造年代、
沿革、建築構造及用料、現況等訊息，並
包含平面、立面、剖面測繪圖與當時紀錄
的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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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執業的作品有 1963 年竣工的宜蘭礁溪聖若瑟天主堂【圖 38】、1964

年天主教石牌聖體堂  37 【圖 39-41】、1964 年臺南中華聖母天主教座堂   

38 【圖 42-43】、1965 年臺灣銀行士林分行  39 、 1965 年天主教遣使會幼
稚園， 40 並曾多次受邀參與政府工程提案，如 1956 年臺灣機械公司美援
勞工住宅、參與國父紀念館競圖提案等。由上述可見，鄭定邦與其在臺延
續的永寧建築師事務所，在臺灣戰後不論實務、教學上，皆有可被評價的
作為。

圖 40 天主教石牌聖體堂 圖 41 天主教石牌聖體堂

圖 42 臺南中華聖母天主教座堂（圖片來源：洪偉展提供） 圖 43 臺南中華聖母天主教座堂（圖片來源：
洪偉展提供）

 37  來源：陽明山管理局營造執照存根。（江
甫晏提供）該存根標明業主為財團法人天
主教會臺北教區成世光、設計技師鄭定邦、
事務所永寧建築師。該案註記的地址難以
確認現今位置，筆者推測該建築為天主教
石牌聖體堂，該堂的介紹中提及設計者為
范紀明，而范紀明時任永寧建築師事務所
工程師。詳見：https://reurl.cc/8oZvRX。

 38  傅朝卿。〈西方宗教―建築導賞（下）〉，
《心鏡宗教季刊》5，2005，頁 41。

39  來源：陽明山管理局營造執照存根。（江
甫晏提供）

 4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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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重建到復興：文化政策下的建築

文化重建政策所涉及的範疇是廣大、方方面面的與臺灣人民相關，以「去
日本化、再中國化」為思想改造的核心，藉由各種政策的執行，改變臺灣
人的認同，使其逐漸成為正統的中國人。在《臺灣營造界》中，對於祖國
嚮往的聲浪是熱烈的，顯見 1946 年開始執行的一系列文化重建政策，已
對營造界產生了影響，如盧樹森擔任營建局局長時對臺灣建築營造界的期
盼，希望臺灣的建築能夠「向祖國靠攏」，並以臺灣銀行嘉義分行為幟，
成為戰後臺灣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在臺的第一棟建築。

雖然文化重建政策的執行隨著行政長官公署的裁撤而告終，然而這種由上
而下藉由政令宣達進而改造意識形態的方式，已然深入當時建築、營造業
人士的心中。而後更以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兩項文
化政策，使臺灣官方建築以中國古典式樣做為建築式樣的代表，藉以呈現
蔣介石與道統相承接，保衛中華文化的姿態。

國民政府 1949 年敗退遷臺後，仍持續以文化相關政策主導臺灣興建一系
列中國古典式樣建築的興建。若單就已被指定、登錄為文化資產的中國古
典式樣建築來看，目前有 12 處：

表 4-5  戰後臺灣中國古典式樣建築文化資產列表

個案名稱 建築師 年代 文化資產類別 興建源由

臺灣銀行高雄分行 陳有慶 1949 歷史建築 文化重建政策
獻堂館 修澤蘭 約 1955 歷史建築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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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圖書館舊址 陳濯、李寶鐸 1955 歷史建築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國立歷史博物館 沈學優、張亦
煌、任偉恩 1956 歷史建築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南海學園科學館 盧毓駿 1956 直轄市定古蹟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石城建築師事
務所 1957 歷史建築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不詳 1960 歷史建築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臺中教師會館 修澤蘭 1961 歷史建築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故宮博物院 黃寶瑜 1965 歷史建築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陽明山中山樓 修澤蘭 1965 直轄市定古蹟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高雄忠烈祠及原高雄
神社遺跡 姚元中 1978 歷史建築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臺灣民主紀念園區 楊卓成 1980 國定古蹟 為紀念蔣介石而興建
＊本研究整理。

其中，臺灣銀行高雄分行為 1946 年文化重建政策的延續；而以 1953 年民
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發表後而規劃興建的有南海園區內的獻堂館、國立中
央圖書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南海科學館、國立藝術教育館、國立教育廣
播電臺、位在外雙溪畔的故宮博物院與臺中教師會館。中山樓則為紀念孫
中山百歲晋一，並為開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標幟建築。 41  而因 1966 年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開展後所興建的則有高雄忠烈祠。臺灣民主紀念園區內
的中正紀念堂則為紀念蔣介石而興建。

而除了上述已具有文化資產身份的中國古典式樣建築之外，尚有許多未被
指定、登錄的中國古典式樣建築，如 1952 年的高雄弘法寺（高雄，陳仁
和）、1954 年的高雄佛教堂（高雄，陳仁和）、1958 年竣工的臺灣神學
院禮拜堂（臺北，林慶豐、陳敬輝）、1962-1971 年文化大學建築群（臺北，

 41  中山樓興建緣由原為 1959年國防研究院第
一屆黃仁霖上將等國家將領欲贈送一宅邸
為蔣介石祝壽，並聘請修澤蘭規劃設計，
命名為嵩壽樓。然而在蔣介石在看完圖面
後，他不要住宅，要建一座開會用的建築，
因而將此計畫改為興建一棟容納 800人開
會的場所，並命名為中山樓。後因預算不
足，直至 1965年才重啟計畫，並預計成為
為紀念孫中山百歲晋一與宣示中華文化復
興運動開展的標幟建築。來源：修澤蘭〈中
山樓設計〉，國父紀念館講辭，199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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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毓駿）等。此外，由陳其寬為核心的東海大學校舍的規劃與王大閎的國
父紀念館與建國南路自宅等案，也可見試圖轉譯中國傳統建築語彙於現代
建築的企圖。

1946 年文化重建政策目的在於「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為去除殖
民思想的文化再構築，以臺灣銀行嘉義分行與高雄分行為代表，做為中國
傳統式樣建築移植於臺的濫觴。1953 年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的目的在
於推行民生主義之育、樂，以復興傳統禮樂為核心，以文化大學為代表。
（林彥璋，2020：198-202） 而 1967 年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則是這一系列
文化改造的成果，並以修澤蘭所興建的陽明山中山樓做為成果的總結。

然而，修澤蘭曾在 1998 年的國父紀念館講辭內針對中山樓設計的演說中，
提到其對中國式樣建築其實不全然是熟悉的，如中山樓前面的牌樓，即是
蔣介石要求形式要如同北平四牌樓，然而修澤蘭未到過北平，甚至四牌樓
的樣貌都不知悉，需要藉由各種書籍資料來學習。（修澤蘭，1998：6）
由此可知，這個年代不論是臺籍本島人，抑或是遷臺中國人，在臺灣皆仍
處在如何在當代詮釋中國式樣建築的嘗試階段。若就形式來說，受過日本
教育的建築師所詮釋的中國式樣，多半為日本視角的中國建築詮釋，如陳
仁和的高雄佛教堂，運用印度佛塔之意象，展現伊東忠太所建立的建築史
觀；又如林慶豐與陳敬輝所設計的臺灣神學院禮拜堂，在屋頂翹脊處運用
日式屋頂的作法以鬼瓦呈現取代燕尾翹脊【圖 44-45】，呈現不同文化的
融合。而遷臺的建築師多半選用北方式樣來呈現所謂的中國建築。直至中
華文化復興運動以中山樓做為標幟，以中國北方建築的形式、語彙，成為
中華民國政府爭奪道統中國的表現。

圖 44 臺灣神學校（院）舊照，紅圈處為鬼瓦。
（圖片來源：《臺灣建築》）

圖 45 臺灣神學校（院）鬼瓦之鬼面以十字架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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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本文希望作為研究 50 年代臺灣建築史的前沿，盼能填補 1950 年
代以前的臺灣建築、營造界的闕漏，以文化重建政策的視角重新檢視彼時
的營建環境及中國古典建築式樣在臺的濫觴。研究也呈現出，營建局在當
時做為行政長官陳儀在營建領域的政府局處，在人事任免的緣由、營建局
宗旨等方面，皆呈現陳儀將營建局做為建築、營造界「去日本化」、「再
中國化」的文化再構築執行者，並由盧樹森為首興建臺灣銀行嘉義分行，
成為戰後中國建築式樣在臺的濫觴，對臺灣建築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可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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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史
料
與
評
論

H
istorical S

ource and C
om

m
entary

專
題

T
H

E
M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