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台灣

我是 1987年成大 76級建築系畢業，曾在村莊建築工

作室及台鼎建設上班，之後進入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工

作五年。連同深造和工作，在台度過了 12個寒暑。在臺

灣是分秒必爭的工作環境，學習到的是分時必爭的建築設

計。我響往的「現代中國建築」設計往往因「遇案不淑」

而無緣成就。另一方面，臺灣的古蹟保存和社區營造也給

我們莫大的影響，有幸能接近李乾朗老師學習中國建築和

古蹟保存理念。

1995年尾，我返回馬來西亞，在檳城一個與臺北工

作環境有天淵之別的家鄉續走建築之路。工作之餘，我與

另兩位留台生 – 朱自強和黃木錦成立了「南洋民間文化」

社團，推廣民間文化活動以及古蹟保存運動。我們辦了許

多「我愛老檳城」活動，包括講座，廟會，歲末 24小時

影像記錄，告別社尾老市場等等。為了搶救老房子，我們

還上街頭拉布條。

在檳城

90年代，在調查檳城華人寺廟同時，眼見許多珍貴

的建築被破壞或不當的整修，就多次規勸業主或主動協助

建築師，因而受邀為修復顧問，投入古蹟保存與修復的領

域。在當時古蹟或文化資產保存和修復是很晚進的觀念，

沒有華人傳統建築被列入古跡，所有的修復都是民間團體

自己來，完全沒得到政府的資助或管制。除了缺乏保存的

制度也缺乏實際修復所需的傳統工匠和材料，我們得聘請

適當的中國匠師來修繕屬於閩南傳統的寺廟或宗祠。在那

種艱難的環境下，我先後參與或主持天公壇，魯班古廟，陳耀威   
陳耀威文史建築研究室工作者

回歸島嶼，
文資保存  

注 1 

文／陳耀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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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會館韓江家廟，潮州會館辦公樓及本頭公巷

福德正神廟的修復。

進入世界遺產

韓江家廟在 2006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

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檳城與麻六甲 2000年啟動

申遺，我參與 2000-2001年申遺工作小組，負責攝

影以及華人文化遺產的撰寫。入遺後那兩年，喬

治市的有形與無形文化遺產還是相當的數量受到

破壞，我們一群來自不同領域的人士組織了 CHAT  

—「文化資產保護行動小組」，督促市議會建築

管理，為相關部門開辦文資課程訓練，舉辦跨部

門圓桌會議，一方面設網頁，同時也主動為民間

團體宣導世遺的保護。2010年世遺結構成立後，

我們也協助編印老屋的認識與保護的海報或手冊 , 

擔任文資保存與修復研習會的講師。

除了華人的傳統建築，我的工作室也做了許

多老店屋的修復與設計。店屋在喬治市屬於第二

類古跡，被允許某種程度的修改或增建以適應當

代的生活或工作使用。這種修復使用的工程，我

們都儘量使用迴圈材料，如木料和磚瓦，並尊重

老店屋的空間位序。我們修復的有住家型，商店

和住商合一的店屋如 81號，83號，清和社，清和

軒，二奶巷 5，7，9，11，17C號屋，五條路 24D

屋等等。

城市的文化資產保存是條漫長的路，需要教

育，實踐，協助監控和批判等等。這過程固然得

罪不少人，包括業主，承包商，建築師，甚至是

政府官員。另一方面也從長期的實踐中改進所犯

的錯誤。

為政府官員上文資課與成員做文

化資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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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古蹟

案例一：檳榔嶼潮州會館韓江家廟 

韓江家廟是檳城潮州人的會館，建於

1870~1890，為三進廳的潮式傳統建築。由於它曾

用作學校，多年來經歷多次任意修改與增添，加

上歲月產生諸多損壞。此修復工作是經詳細的調

查研究和測繪，瞭解它的歷史與建築構造風格後，

聘請中國匠師前來修繕，採用傳統材料和工法， 

保持了家廟造築的原創性。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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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1. 積—物潮州會館韓江家廟與辦公樓

2. 韓江家廟修復前與修復後

3. 屋頂修復前與屋頂嵌瓷

4. 後廳與格扇

5. 門廳博古架

6. 中廳

51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MAGAZINE

西遊記

第
三
章
｜
｜
異
鄉
人

P002-110-15TA138.indd   51 2015/5/4   下午10:22



7. 外觀修復前

8. 外觀修復後

9. 五腳基門面

10. 前廳

11. 天井與走廊

12. 二樓浴廁與廊道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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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二奶巷 17c 店屋

17c店屋建於 1930年代，原為住家，80

年代一樓改成雜貨店，2008年一對退休外國

夫婦購下，修復回鬧市裡的住家。這有騎樓的

雙層店屋只有一進深，一廳兩房，後段廚房也

只是一層。修復方案包括屋頂重鋪 v型紅瓦，

復原木框百葉和玻璃窗。

一樓門面復原中央梳子門，左右木窗和氣

窗，室內調整樓梯，後進重新設計廚房，廁所

和製造鋪花崗石的天井。二樓則設計成一大房

間，後段圍著天井增建木柱走廊和浴廁。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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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觀修復前與修復後

14. 一樓前廳

15. 走廊與天井

16. 樓梯間

17. 後室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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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大街 81 號清和軒

81號是喬治市舊城坊裡的一棟雙層店屋，建於

19世紀中，門面窄，二進深，無後巷。它曾經作為

會館，理髮店，印度小攤店和租房等使用，多年的

修改和增添幾乎令老屋原貌盡失。

2003年屋主清和社收回來，原本只打算維修當

社團的儲藏室，我提出修復設計使用，並租下二樓

當辦公室。門面重做木門窗，打開天井和復原天井

石條鋪面。一樓前廳作會議室，後段為貯藏間。樓

梯移位及重做。二樓前室當工作室，第二進增建一

室以廊道連通。修復的設計工程採用許多傳統，而

且是再回收材料，如木梁，木板，呎磚和屋瓦等。

注釋：

1.  本文 2015年 2月 17日完成於馬來西亞檳榔嶼，首次

發表於《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第 78期。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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