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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場所 記憶 與活動

      空間沒有定型且難以捉摸 , 也不是能夠直接描述和分析的實體。 然而 , 我們可以感受到
空間 , 幾乎總是會有一些相關的地方或地方概念。一般說來 , 空間似乎為地方提供了脈絡 , 
卻從特殊地方來引申其意義 (Ralph, 1976:8)。

       每個場所都有其人文歷史與自然地理背景 , 形塑出其特殊性與精神 . 當我們創造空間的
同時 , 必須理解同時擔負有創造記憶與延續特定活動與否的可能性 . 於是 , 我們依其時代性
定義出場所的代表精神 , 詮釋內涵重新給予新的意義 , 選擇活動 , 創造新的空間使場所再生。

溫泉與人
      溫泉 : 是一種由地下自然湧出的泉水，其水溫該環境年平均溫攝氏 5℃，或華氏 10 ℉以
上。在學術上，溫泉的學術定義中把湧出地表的泉水溫度高於當地的地下水溫者，即可稱為
溫泉。

       溫泉提供人們休憩與療養及遊樂的功能 , 自發現以來 , 結合當地的地理環境及發展性成
為景觀 , 遊樂區 , 公園或是旅館休閒業等 . 無論空間性質如何改變 , 機能性地以人的需求考量
是一貫性的做法 . 我的提問是 : 溫泉只是資源供人恣用 ? 如何將溫泉與地景優於人們的使用
為考量創造空間 ?

人文地景與自然溫度的結合
       北投溪是一條溫泉溪 , 貫穿新北投區 . 自源頭以下至末端的泉水溫度隨著每個瀑布的高
差落下而遞減 . 而百年人文歷史以來 , 瀑布旁伴隨著一座座具有時代意義的人文建築 . 百年
間 . 經過殖民時代 , 威權時代 , 以及休閒旅館業的全面覆蓋 , 我在思考 , 如何在將這些人文地
景與北投溪的數段溫度串接 , 創造出可以延續下一個百年的空間與建築 . 

建築作為溫度與活動的節點
       不同的溫泉溫度容納人們不同與水的互動 , 我找出不同溫度與活動的關係並重新定義對
象 , 機能與空間屬性 , 建築於是成為重新被定義的容器 . 對內容納活動與人 . 對外接續自然與
環境。

三個不同溫度的溫泉與舊建築結合 , 形成新的溫度地景
          重新被定義的空間屬性與原有的人文地景結合 , 產生不同的可能性 . 延續北投溪的溫度
紋理讓原有的人文建築產生改變 , 於是舊建築與溫度結合 , 不再是人文建築與自然環境的彼
此背離 , 利用新的空間延續溫度的活動 , 創造新的記憶 , 形成北投溪的溫泉地景 , 往下一個百
年邁進。

關鍵字 : 溫泉 , 浴場 , 地景 , 溫度 , 舊建築 , 新北投 , 北投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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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ace, memory, and activities
       
    Every space has it's own humanity history and natural geography background supported 
and shaped, which create the particularity and spirit. When we are creating spaces, it's 
inevitable to remember that we're carry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create a new memory and 
to extend the possibility of some specific local activities. Therefore, we define the identified 
spirit of the space according to the contemporary definition, then we interpret it and a new 
meaning is given. Finally, the new space is created and the space is reborn.  

Hot Spring and the People
Hot spring: A hot spring is a spring that is produced by the emergence of geothermally 
heated groundwater from the Earth's crust.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should be higher of 
5° C or 10° F then it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cademically, a so-called hot spring is 
defined as any bursted spring that it's temperature is higher than of the local groundwater. 
       A hot spring is functioned as resting, healing, and recreation for the people. Since it's 
founded in the history, it become a landscape, tourist spots, parks, or hotels combined 
local geographical particularity. No matter what the space form and program is, functional 
consideration and human inquiries are always prior than the site and water itself. My question 
is: Is hot spring only a applicable resource for the people? Or I could make a space where is 
took priority of the hot spring and the landscape together rather than people's needs?

Combination of Humanity landscape and nature temperature
       Beitou River is a hot spring river, which goes through Shin Beitou area, the spring 
temperature decreased with the difference in drop of every waterfalls from the source  Along 
with a hundred history developed, historical and sinifigant architectures are created beside 
the waterfalls.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they crossed the colony period, authority ruling 
period, and are being overwhelmed by the recreation busness now. That evokes me of a 
thinking that to make connec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the different waterfalls of 
varied temperatures. The creation could be the representative architecture of the specified 
space and extends to the next hundred of years.

Architecture: intersection of temperature and activities       
      Varied temperatures of the hot spring create different activities of the people. I try to 
discover the relation between temperatures and activities and redefine the objects, programs, 
and the space attribute. Thus, the architecture is a re-identified container and interface; it 
contains people's activities internally, and connect the nature and envionment outward.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architectures and hot springs of three varied 
temperatures
    A new possibility shows by joining the existing humanity landscape and the 
redefined space. The action inherits the temperature texture of Beitou River and also  
makes a change to the historical architectures. Then, the old buildings are joined with the 
temperature aside instead of the existing isolation in between. I create temperature landscape 
of Beitou River by creating a new memory and prolong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 specified 
temperature around. The temperature landscape will sustain as a core of Beitou River and 
goes on to the next hundred of years.

key words: Hot Spring, Bath, Landscape, Temperature,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Shin 
Beitou, Beitou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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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Preface

       北投溫泉與人的接觸起始於 120 年前的日據時代 ...

       西元 1895 年 , 日本人平田源吾懷著淘金夢來到台灣 . 沒能順利進行礦
產事業 , 卻因傷到了北投溫泉區休養 . 他每日在溫泉溪流裡沐浴 , 傷勢漸
漸痊癒 . 隨後在北投開設了第一間溫泉旅館 " 天狗庵 ", 也是台灣第一間溫
泉旅館 . 
       
       休養與療傷是人們接觸北投溫泉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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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發想與目標
Initiatives and  Goals

萬物之所 , 各安其位 .
A place for everthing and everthing in its place.

在投入畢業設計之前 , 在歐洲將近三個月的自助旅行以及實習經驗喚醒我對於自然環境中的
關注。在德國 , 看見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河流的親密關係 : 

       河水穿過兩岸的工廠與河岸餐廳 , 坐在辦公室裡 , 總是聽到河上的鴨子三兩成群叫著 ; 
     在中午用完餐 , 我們會步行到河邊坐下望著腳下 30 公分近的水流平穩經過 , 河水是日常
的伴侶 , 一般不過。
       天氣轉熱 , 河裡有下水游泳的泳客 , 在平穩的水流中游過 , 也讓開慢划的鴨子們。

在瑞士 , 細細的水流在山坡上不規則地流動 , 水與人與周遭的空間是協和平衡的 , 看見自然
與人造空間以及人們日常間的共存 , 平等協調地共存 , 不存在利用與被利用的視覺關係 , 而
是人們依附在土地上生活著。

在義大利 , 水被巧妙地安排著 , 在建築裡 , 在開闊的空間裡 , 水被經營著 , 與人們精緻後的生
活一起並存著。

在台灣 , 我們跟水的關係很深 , 我們的家鄉四面環海 , 此外也富有地熱及溫泉資源 , 其中溫泉
更是從北至南廣為被開發使用的自然資源之一。溫泉佔據了生活記憶中很大的一部分 , 是休
憩 , 是團聚也是放鬆的記憶。但就空間而言 , 卻無法感受到溫泉 , 自然環境以及建築結合一
體的融合性。溫泉只是被當作資源使用 , 在每個有溫泉的旅館 , 休憩場所 , 遊樂區以及景觀
區裡 , 除了溫泉的溫度外感受不到當地環境與其溫泉的特殊性。然而 , 溫泉不該只是單一地
被當作休養的熱水以及商業觀光的手段 , 我們應該考量當地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設計出最
適宜的溫泉空間 , 延續其溫泉的地方特殊性 , 以及重新使人們發現當地的人文地景如何與溫
泉互相結合 , 成為一體的溫度地景空間。

我嘗試在基地上發掘北投溪這條溫泉溪的特性以及當地人文景觀的關聯 , 以溫度與活動為研
究的主軸 , 輔以舊建築的特色 , 創造出適合不同溫度的活動的溫泉浴場空間。於是北投溪的
自然溫度與人文建築可以相互結合 , 被創造出新的活動機會與空間可能 , 而這個嘗試平衡人
文地景以及自然環境的設計將協和共存延續至下一個百年北投。



10



11



1212

 1-2 範圍與對象
Range  & Objects

我的基地在新北投的北投溪及其沿岸。對象為北投特有的青磺泉及北
投溪自地熱谷以下的五道不同溫度的瀑布。

為了體現溫度地景與北投的浴場歷史緊密結合 , 我選擇第二道至第四
道瀑布的溫度做為我的設計範圍 : 分別為 35-38 度 , 38-42 度 , 以及
43-45 度 , 這三段溫度為人們最適宜沐浴與浸泡休憩的不同區段溫度。

不同溫度營造出不同的沐浴活動 , 而不同溫度的活動同時與瀑布旁的
歷史建築產生對話。



13

 1-3 設計方法與流程
Design Methor & Process

133

我的基地在新北投的北投溪及其沿岸。對象為北投特有的青磺泉及北
投溪自地熱谷以下的五道不同溫度的瀑布。

為了體現溫度地景與北投的浴場歷史緊密結合 , 我選擇第二道至第四
道瀑布的溫度做為我的設計範圍 : 分別為 35-38 度 , 38-42 度 , 以及
43-45 度 , 這三段溫度為人們最適宜沐浴與浸泡休憩的不同區段溫度。

不同溫度營造出不同的沐浴活動 , 而不同溫度的活動同時與瀑布旁的
歷史建築產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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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Issue

        溫泉 , 與人們關係最為密切的水資源 . 
          人們藉由溫泉紓解壓力 , 恢復身心平衡 , 療癒身心失調 .
 
                                   沐浴 , 舒緩 , 放鬆

           

          有溫度的溪 - 北投溪 . 

     百年以來 , 新北投的人文與地景沿著北投溪發展茁壯 .
     百年過去 , 隨著社經變遷以及觀光遊憩及商業需求的增加 , 溫度被遺忘 , 
沿岸的人文地景各自陳舊 . 
   
        建築昰人文的地景 , 具有文化與政治上的時代性 ; 以及地理環境上的
意義 . 

百年過去 , 新時代與環境紋理的改變 , 應該與原有建築產生對話 , 賦予再
生的可能 , 才昰延續及發展當地文化與地景的機會 , 繼續往下一個百年的
時代前進 . 
      
      我的設計嘗試將新北投最重要的空間記憶 : ＂浴場＂帶入在北投溪旁
不同溫度節點上的人文建築中 . 不同溫度與歷史空間的對話 . 形成溫度與
活動的地景 , 往下一個百年延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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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台灣溫泉
The Hot-spring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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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北投的空間歷史
The Space History of Bei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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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與自然環境的疏離

北投溪受其他接管而來的溫
泉水所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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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人文建築  Important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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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環境 , 溫泉與人  Environment, hot speing, and people

封閉 & 機能供水   
traditionally indoor & functional water supply

在水上 & 親近自然  
upon the water & close to the natural

Geomatric Park, Chile

熱海大飯店 , 新北投
Atami Hotel, Shin Beiou,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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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邊 & 視覺上開放   
beside the water & visually opened to it

礁溪溫泉公園
Jiaosi Hot Spring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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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場的建築典型 Architype of Bath

羅馬浴場 Roman Bath

日本浴場 Japanese 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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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房 : 放鬆 
warm room: relax

冷水沖涼
washing in cold water

熱房 :  hot room 

沖洗 , 清潔與按摩
washing & cleaning &massage

冷卻房 :  cooling room 

土耳其浴場 Turkish 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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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地 
Ch. 3  Site

“造化鐘奇構，崇岡涌佛泉；怒雷翻地軸，毒霧撼崖顛…”

《北投硫穴》詩 , 鬱永河 , 西元 1697 年 ( 康熙三十六年 )

        浙江人鬱永河來臺採礦，初夏抵北投，入山往探“落粉銷危石，流黃
漬篆斑，矗聲傳十里，不是響潺湲”的磺穴；溪水若沸，白煙縷縷的硫磺
谷始為漢人所悉。

        1697 DC, Mr. Yu Yong-He, a Chinese from Zhejiang province, 
came to Taiwan for mining engineering. He arrived Beitou at the 
begining of summer, and discovered the sulfur hot spring source 
from the white smoke spreaded, which is the first discovery of the 
sulfur in Beitou as recorded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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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現象觀察
 Observations

霧氣 the mist



27



28

瀑布 Waterf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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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與速寫 Observation & Ske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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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瀑布  waterfalls

     根據日據時代日本學者的溫泉調查 , 北投溪有五道高差顯著的瀑布 , 自源頭地
熱谷以下 , 分別為五瀧 , 四瀧 , 三瀧 , 二瀧 , 與一瀧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 of the Japanese scholar which is mad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re're five signifigant waterfalls in the Beitou river: from 
the sourse of the hot spring " Thermal Valley", and are so-called " fifth waterfall, forth 
waterfall, 3rd waterfall, 2nd waterfall, and 1st waterfall."   

一瀧  1st Waterfall

二瀧  2nd Water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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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瀧  3rd Waterfall 四瀧  4th Waterfall

五瀧  5th Water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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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資訊與歷史
Information and History

  尋幽殊未已，言訪北後投泉；
  曲路陰迴壑，海流碧噴煙，
  土膏溫弱荇，溪色澹霏煙，
  苦憶湯山淥，明陵在眼前。

《北投溫泉》詩 , 梁啟超

北投溫泉最早被外界知悉，是在西元 1894 年由一位德籍硫磺商人奧裏所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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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基地
Site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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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瀧乃湯
Longnaitang

ELEVATION 
SCALE: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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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F PLAN 

SCALE:1/200

GF PLAN 
SCALE: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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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梅庭 
            Plum Garden

    Plum Garden was builded in 1930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t's an 2 floored 
Japanese style architecture, having the concret structed basement as functioned air-raid shelter 
and the upper traditional Japanese wooden house as the entrance of the house and living floor. 
       Served as a vacation house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hiefs, the main house is courted by 
walls of 180 cm in heighth,  and in delicate layout has shown a house in typical Japanese mood. 
Yu Yo Ren started to lodge in this place for getting away from hot weather, being lobbied, social 
activities. At entry gate, the name “Plum Garden” was written by himself for memory, he was a 
famous calligrapher.

      梅庭建於日據年代﹝西元 1930 年代﹞。兩層樓高的日式建築，地下室是混擬土結構的
防空避難室 , 上層則為木造的日式房屋 , 做為主要生活空間出入
        1952 年起為于右任先生以此為避暑、避壽、避關說之寓所，入口門柱上「梅庭」及其
親手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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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PLAN 
SCALE:1/400

B1F PLAN 
SCALE:1/400

 SECTIONS A-D 
SCALE: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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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露天防空壕
Open-air Antiaircraft Dugout

地理位置 : 
防空壕位於中山路三叉路口處之山坡林地（梅庭對
面），包含停車場預定地、環保局垃圾車停車場及鄰
近部份林地。壕寬 1 公尺，深約 1 ～ 1.5 公尺，有
部份保留完整，部份土壁已崩塌埋沒，做為綠色迷宮
遊戲空間，串連成北投溫泉文化巡禮的旅遊動線。

由來 : 
       日據時代因珍珠港事件戰區擴大，為躲避美軍的
空襲，才開挖此防空壕。範圍從逸仙國小後方，順著
目前兒童樂園所在處，延伸至新民國中、國軍北投醫
院後方，另外，靠近地熱谷附近之防空壕，則是為疏
散溫泉旅社的遊客而逕行開挖的，但這個故事卻鮮為
人知。

目前使用狀況 :
        多年來已廢棄不用。由於兒時的防空演習經驗，
和其內部四通八達的壕溝，在協會推動溫泉親水公園
的規劃時，當時任總幹事的陳慧慈先生建議將其整建
為「兒童迷宮」。

平面圖
SCALE: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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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圖 A-D
SCALE: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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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詮釋
Interpretation

3-3-1 印象 Impr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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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詮釋
Interpretation

水上與水下 On the Water & under the Water

人們在水上休息 , 感受水流與傾洩的陽光灑下

人們在水下停留 , 水氣蒸散 , 溫泉從膝蓋下浸潤 ; 光線從上方折射 . 散下 . 



49

自然中的隱密空間 the Private in the Big Nature

凹下的寬闊河床上是人們暫留與休憩的地方 , 交織的樹蔭形成了屋頂 , 日光從縫隙中流瀉而
下 , 照在石頭上 , 和水上 . 區別出了亮與暗 .

微光與下凹而廣闊的河床形塑了隱密的空間 , 在這裡人們趕到安全 , 可以長時間地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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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詮釋
Interpretation

水上與水下 On the Water & under the Water

人們在水上休息 , 感受水流與傾洩的陽光灑下

人們在水下停留 , 水氣蒸散 , 溫泉從膝蓋下浸潤 ; 光線從上方折射 . 散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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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與水下 On the Water & under the Water

人們在水上休息 , 感受水流與傾洩的陽光灑下

人們在水下停留 , 水氣蒸散 , 溫泉從膝蓋下浸潤 ; 光線從上方折射 . 散下 . 

水上與水下 On the Water & under the Water

人們在水上休息 , 感受水流與傾洩的陽光灑下

人們在水下停留 , 水氣蒸散 , 溫泉從膝蓋下浸潤 ; 光線從上方折射 . 散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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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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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分析方法 
Analysis Method

針對基地的三個不同溫度區段 , 35-38
度、38-42 度、43-45 度 , 分析適宜的
人的活動以及場所氛圍 ; 另就三個溫度
的瀑布旁的歷史建築空間與意義進行研
究 , 將舊建築與自然溫度的活動相互對
照做為建築設計的依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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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35° C-38° C

視覺

音

斜度

45度

觸覺
水霧 水&人的

 4-2 溫度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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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沿不同坡度行走的經驗    山澗: 漫游

1/50

A 不同尺度的水的體驗

水徑: 水是地景  也是人游走的路徑

12 - 15 cm

 在毫無查覺的高差下 走 入水徑

2. 泡腳 腳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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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沖水休息

D 露天沖水區

露天浴池 4mx6m   4-5 個

歇息 片段 intervals of rest

室內 沖洗 indoor shower 室外 沖洗 open-air shower



57

1.5m

50cm

5m

8m

up

up

up

up

C 露天衝擊浴池 - 瀧的延伸

E 兒童戲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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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43° C-4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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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溫度 , 高度與光線
Temperature, height, and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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瀧乃湯
Longnaitang

梅庭
Plum Garden

防空壕洞
Open-air Antiaircraft 
Dig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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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沐浴

浸 泡

熏 蒸

溫度

35-38 度

溫水 , 一年四季
都 可 以 沐 浴 的
溫泉

38-42 度

43-45 度

機能

庶民的大眾浴室與書報空間

1F: 
男女浴池各一
半戶外休憩空間                        廁所與淋浴間

2F-4F
階梯式書報空間

公共溫泉浴場

1F( 地面入口層 )
公共展覽空間                                           餐廳

B1F
浴場入口                           蒸氣空間入口通道
廁所與淋浴間          室內溫泉浴池 40-42 度
暫息室                                                   泡腳區
半戶外大浴池                           戶外休憩平台
溪池

接待區 , 辦公室及蒸氣空間

1 館 : 接待大廳與綠蠔洞

2 館 : 男女更衣室與沐浴間

3 館 : 蒸氣空間
男女廁所                                                    淋浴區
運送蒸氣與機房空間                                飲泉區       
37-39 度 室內及戶外舒緩池    40 度 岩盤浴區
45 度 100% 濃度水池  45 度 50% 濃度大眾池
45 度 30% 濃度大眾池              45 度蒸氣隧道                    
45 度土耳其浴                     50-80 度 戶外烤箱

 4-5 機能 Program



 5-1 設計策略  Design Strategy

北投的溫度序列

在新北投 , 浴場空間與沐浴文化是長久以來延續不斷的在地價值 , 於是在五段瀑布之間 , 我選
擇最適宜沐浴休憩的三段溫度與瀑布為我的基地範圍做設計。
重新建立與修復這之間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關係 , 結合彼此為一體 , 成為新北投的核心空間。

入口 : 娛場
百年北投公園

           育場
北投圖書館
溫泉博物館

           浴場
瀧乃湯
公共浴場 , 梅庭
防空壕

           育場
地熱谷



歷史 , 空間 , 溫度

瀧乃湯
Longnaitang

梅庭
Plum Garden

防空壕洞
Open-air Antiaircraft 
Dugout

人文意義 設計策略瀑布位置

二瀧

三瀧

四瀧

溫度

35-38 度

溫水 , 一年四季
都 可 以 沐 浴 的
溫泉

38-42 度

43-45 度

北 投 第 一 個 平 民
浴場 , 如今為當地
居 民 與 觀 光 客 習
為使用中

修復與增建
1. 完備原有大眾浴場
使用空間與機能
2. 增加社區活動空間

打開與延伸 : 封閉別莊
成為開放的公共展覽休
憩空間與走向自然的浴
場

1. 以原有圍牆的痕跡 , 
在地下室設計自然由室
內步出室外的浴場空間
2. 地面層為穿透性強
的公共展覽與休憩空間

庶民的大眾浴室
與書報空間

公共溫泉浴場

蒸氣空間

威 權 時 代 的 官 宦
別墅 , 獨特的面溪
景 致 與 日 式 建 築
空 間 均 為 特 權 人
士所享

轉化
害怕不安的壕洞 ->
通往放鬆的蒸氣與溫泉
池的空間

壕洞 : 
    在底層運輸蒸氣
   在地下為蒸氣隧道讓
人停留與呼吸放鬆
     在地面層是通道 , 通
往各個溫度序列空間的
通道

日 據 時 代 所 建 的
露天防空壕洞

躲避 , 害怕
停 留 在 溝 洞 中 等
待安全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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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場 , 餐廳與展覽空間                                     38-42 度      浴場 , 餐廳與展覽空間                                     38-42 度      
public bath, restaurant, and exhibition space    38-42°Cpublic bath, restaurant, and exhibition space    38-42°C

大眾浴室與社區書報空間                                 35-38 度      大眾浴室與社區書報空間                                 35-38 度      
Public Bath and community Reading Space            35-38°CPublic Bath and community Reading Space            35-38°C



熱空氣對於人類的使用而言 , 不是潮濕的空氣 , 不是濕潤的空氣 ; 也不是霧濛熱空氣對於人類的使用而言 , 不是潮濕的空氣 , 不是濕潤的空氣 ; 也不是霧濛
濛的 , 不是以任何形式呈現的霧氣瀰漫的狀態 , 而是指整個人體浸入熱的 " 大濛的 , 不是以任何形式呈現的霧氣瀰漫的狀態 , 而是指整個人體浸入熱的 " 大
氣 " 中 . 氣 " 中 . 

The application of hot air to the human body. It is not wet air, nor moist air, nor The application of hot air to the human body. It is not wet air, nor moist air, nor 
vapoury air; it is not vapour in any shape or form whatever. It is an immersion of vapoury air; it is not vapour in any shape or form whatever. It is an immersion of 
the whole body in hot the whole body in hot 
common air." common air." 
                                              by  Dr Johann Ludwig Wilhelm Thudichumby  Dr Johann Ludwig Wilhelm Thudichum

我稱熱蒸氣與人體之間的關係為 " 滲透 ". 我稱熱蒸氣與人體之間的關係為 " 滲透 ". 
I will ca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eam and human body is " infiltration."I will ca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eam and human body is " infiltration."

蒸氣空間                        43-45 度      蒸氣空間                        43-45 度      
steam house                     43-45°Csteam house                     43-45°C





第六章 設計第六章 設計
Chapter 6    DesignChapter 6    Design



6-1 整體設計介紹 6-1 整體設計介紹 
OverviewOverview



公共浴室與社區書報空間公共浴室與社區書報空間
Bath Room & Community Reading SpaceBath Room & Community Reading Space

35-38 度     35h-38° C 35-38 度     35h-38° C 







F-F' Section                       Scale: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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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9

1.  50 度 土耳其蒸氣浴室
2.  蒸氣運輸空間
3.  45 度 蒸氣隧道
4.  45 度 蒸氣房
5.  男子更衣室
6.  女子更衣室
7.  入口大廳
8.  接待處 
9.  綠蠔洞
10.  館藏收納 

50°C Turkish Steam Room
Steam Transportation Area
45°C Steam Tunnel
45°C Steam Room
Male Dressing Room
Female Dressing Room
Entrance&Lobby
Reception
Green Channel
Storage Area

浴場 , 餐廳與展覽空間                                      38-42 度      浴場 , 餐廳與展覽空間                                      38-42 度      
public bath, restaurant, and exhibition space    38-42°Cpublic bath, restaurant, and exhibition space    38-42°C

11.  地面層的浴場入口
12.  員工入口
13.  貨運入口
14.  行政辦公室
15.  廚房
16.  浴場入口
17.  休息大廳
18.  儲藏室
19.  戶外用餐區 
20. 餐廳
21. 溪池
22. 戶外休憩平台

Bath Entrance from Ground Floor
Entrance for Staffs
Loading Area
Administration Office
Kitchen
Entrance for Indoor Bath
Lobby for Rest
Storage Room
Out-door Area for meal
Restaurant
Pools in River
Out-door Resting Wooden Platform 

13
11

16

22

1917
20

21

22

10

8

7

14 15
1812

蒸氣空間                                                            43-45 度      蒸氣空間                                                            43-45 度      
Steam House                                                            43-45°CSteam House                                                            43-45°C

+29 PLAN               Scale: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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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PLAN               Scale: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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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PLAN               Scale: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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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PLAN               Scale: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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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f PLAN               Scale: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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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SECTION         Scale: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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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SECTION         Scale: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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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SECTION         Scale: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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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SECTION          Scale: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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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SECTION        Scale: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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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霧氣圍繞的屋頂草坪上行走 , 休息
Walking and resting on the roof in the 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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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發展過程與模型 附錄 1: 發展過程與模型 
Appendix 1: Appendix 1: development process & study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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