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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戰爭做為人類工具理性發展的極致展現，日本在��世紀初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下，為了

達到戰略及通信的目的先後在日本及台灣建造三大無線電信所。其型制的特殊在土地

上劃分了巨大的幾何紋理。幾何紋理的內與外雖歷經相同的時代轉換，卻面臨不同歷史

事件、記憶的疊合。僅存於台灣高雄鳳山的前日本海軍無線電信所(����)，在過去的百

年中先後經歷了不同時期的功能轉換，但共同的特徵皆是非市民(non-civil)的。如今面

臨了城市擴張及都市更新，由非市民轉換到市民的問題。

市民的身體在都市化的過程中同樣面臨因工具理性的發展，身體開始被鐘點化、機械化

、專業分工三班制，在失去個體自主性、差異消失的同時，卻會從相反方向激發尋求個人

獨特性的慾望。開始追求符號性的裝備(打扮)、禁慾式的鍛鍊(健美)，如同裝備競賽般，

為求得社會認同，成為一種救贖也是種解放。

本設計意圖創造一個既可開放受規訓的地景，同時解放都市人身體束縛的場域。不論是

身體的運動及勞動，同時又能紀念基地過去百年中的重要歷史事實。探討在延續舊建築

生命的同時歷史再詮釋再敘述的可能，操作建築設計多重文本、多重解讀的部分。生存

還是毀滅？解放還是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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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及目的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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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與新

����年夏有幸走訪歐洲，正逢畢業設計探索起始，旅途中親臨眾

多教科書上的古典歷史建築亦走訪許多受現代主義影響的建築。

擺盪在不同年代之間，最感招我的是那些歷史建物面臨時代變遷

需轉換成現代建築樣態時的展現，在舊與新之間的改建、增建。這

類建築疊合了各時期人類的活動、記憶，建築物的生命往往能比

人類還長久，化成各個時代的文化積累。

舊建物有幸延續其生命時，舊與新之間的處理方式保有曖昧的操

作空間，會因為社會需求、時代需求、設計團隊的考量產生不同的

決定。這灰色地帶保有了詮釋的機會，這些歷史事實，就如同既有

的元素該如何被安置如何被述說，如何適性的呈現在大眾面前，

符合現今時代人類的處境。

筆者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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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人陶喆在����年發行的個人首張專輯中，使用了a   cap-

pella及R&B的樂曲形式重新編寫台灣民謠〈望春風〉。〈望春風〉

於����年出版，鄧雨賢作曲、李臨秋作詞，歌詞靈感來自中國元

雜劇《西廂記》，欲表達綺年玉貌的少女、於情竇初開時，對美好愛

情的憧憬，呈現當時自由戀愛剛起步的時空背景。而陶喆版本的

歌詞則修改了原詞而加入中文歌詞，將女性自主崛起的觀念融入

其中。

可以看到陶喆版的望春風，涵蓋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創作元素，從

元代的《西廂記》，到����年的望春風原曲，跨越了數百年的文化

時空。加上a cappella及R&B的音樂形式在����年的台灣還是

相當前衛，使得望春風又再一次的受到眾人傳唱。

詮釋

����年李臨〈望春風〉秋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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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歷史建築

台灣現今政府取得主權仍不到一百年，各縣市都市發展受到影響

的痕跡始於清代。歷經清代、日治時期、國民政府來台整備時期、

戒嚴時期，政治及經濟逐漸穩定發展，時至今日對建築物始能有

較餘裕的文資保存觀念。台灣歷史不比歐洲文明，卻仍有豐富的

歷史建築樣貌。但在整體社會氛圍仍以經濟發展為主的風氣下，

台灣的歷史建物出現一股會「自燃」的現象。本論文的基地─鳳山

前日本海軍無線送信所於����年�月�日發起自燃現象，卻也因

此起了一個與筆著相遇的緣分。

取自網站〈全能古蹟燒毀王〉

09



鳳山前日本海軍無線送信所

鳳山前日本海軍無線送信所擁有豐富的歷史事實元素，包含二戰

時期太平洋戰爭日本大東亞南進的計劃、無線電信所型制於世界

中已碩果僅存、 所內有自己的神社、日本官兵生活設施、國民政

府來台後轉型為政治審問的威權空間、後來轉為海軍民德訓練班

、外圈逐年興建的眷村曾為全國最大單一眷村社區等等。這些橫

跨百年的豐富史料，如果僅止於古蹟展示(鳳山前日本海軍無線

送信所已於����年登入為國定古蹟)，只能達到及格邊緣。或許會

有更積極的作法，試著創造不同的觀點來閱讀(指涉)古蹟、歷史

建物，符合現當代的理解。或許台灣歷史建築的「自燃」現象是由

於人民對歷史的不理解(不懂其價值)。就如同，若陶喆沒有翻唱〈

望春風〉，現代��世紀的我們或許仍只會以為是首老掉牙的台灣

民謠而棄若敝屣。

取自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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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歷史考究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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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中遺留一個被規訓的地景。強大為了戰爭目的而劃分的幾何形式，
具破壞性、侵略性，至今民眾身在其中卻不自知。(直徑���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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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以南進政策為由將海軍基地移轉高雄。
�. 設於艦艇砲彈射程範圍之外。
�. 於兩側丘陵地之間之空曠地帶，利於電訊發送。

�.  現況與����台灣堡圖疊圖
�. 位於竹仔腳與脾腹內聚落之間
�. 以不截斷曹公圳與不額外徵收農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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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鳳山無線電信所 

鳳山招待所 - [海軍白色恐怖時期]

海軍明德訓練班

一戰後日本在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之下，
將台灣作為南進基地。先後在日本及鳳山
設立三大無線電信所。

由日本海運1000噸材料來台興建。

主要負責軍中的矯治教育訓練機構，針對
受訓學生進行獨立隔離管訓。

同時築起與鳳山新村十巷的高牆。

文資歷史建物

軍營撤出，先後舉行過眷村文化節活動，也
先後成為歷史建物及古蹟。但現階段空間
呈現停滯狀態待規劃。

中日戰爭結束，國共內戰國民黨失利1949
來台後，將原無線電信所做為肅清投共的
政治犯的場所。進行審問、監禁、拷打，
美其名招待實質為嘲諷意味。

同時將內圓北側原日本官舍改為鳳山新村
十巷。

1917 

1949

1962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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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照圖演變

1947 1969 1970

1947 - 最初於基地西南及東南各有一個聚落。
1970 - 外圈之外開始增長建物。西南處聚落開始擴大，連結基地。
2013 - 北處鳳山溪截彎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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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圈外圍牆旁水溝環繞

於明德班時期開啟的鳳山新村十巷側門 水塔 由田地往東之視角

庫房 十字電台(第二送信所)

浴廁小屋辦公廳舍(曾做為鳳山招待所監禁空間)大碉堡(第一送信所)─曾為鳳山招待所
監禁空間及明德班時期的學生宿舍

A

A’

此為國定古蹟之建物及基座，

其餘的為軍營設施及眷村。

A5

A13

B2

B6

19



牆體分為兩類，原先皆為磚牆環繞，

直至1970明德班時期始築起高牆及鐵絲網。

A5

A6

A5

A7

A11

A13

A14

B7

B6

B5

B4

B3

B2

A5 A6

A13 A14

B2 B3

B6 B7

A7 A11

B4 B5

外圈眷村拆除後所遺留的釘子戶，
以及工協市場旁的蔣中正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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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仔頂溝滯洪池
民國100年中央執行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山仔頂溝滯洪池工程」

面積約5.7公頃
最大蓄水量約22.5萬噸

最多一天可供1.45萬頓予鳳山溪

鳳山溪

埔排水溝

山仔頂排水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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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B7

A14
A13

B6

B6

A11

B5

B5

B4

B4

A7B3

B3

A6

A5
B2

B2

A14A13 A11

A7A6A5

3m

3m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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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現況分析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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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 公共綠地 學校 農地 軍事單位 河與圳 鳳山火車站 捷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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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特色

-  鳳山鄰近高雄市區為新副都心，近年成為高雄市人口成長
   之最。多為住宅及文教空間。
-  基地近鳳山火車站及捷運站。
-  鄰近鳳山溪及曹公圳。
-  火車站周圍為歷史古城，擁有眾多軍事設施及眷村。

-  由外圈到內圈經驗
    外圈以內逐漸寧靜，直至內圈更為寧靜
    與外圈之外周遭呈現不連續狀態

Noisy
a little Silent

extrame Si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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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

公園

小學

市場/福利社

社區活動中心

圈內及圈上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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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面寬度分為三個層級
� 主要車輛路口為北西南三側

圈外進入路口分析(����)

28



� 外圈上的轉折處多半處理為公共機能及出入口
� 圈內被道路切分的畸零地幾乎作為公共空間使用

圈內畸零地使用(����)

� 唯兩處畸零地亦作為眷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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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AA’

海光四村

慈暉一、四、五村

莒光三村

憲光八村

工協新村

鳳山新村

貿協新村慈暉二村

鳳翔新村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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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交通不便時圈內眷村居民自成一個生活圈
�  如今一至兩年會舉行眷村文化節吸引外地遊客

內圈的常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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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中的身體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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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的增長/消融，不斷的把都市紋理抹除/添加
同時也使人們漸漸忽視歷史記憶。

為了抵抗都市變遷對外圍邊界的侵蝕，
我將保留尚存外圈東側的綠帶。用既有的弧線，暗示著同心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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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活動在基地上的演變

日據時期中間做為軍事設施將人排除在外，
明德管訓時期做為關人的場所，
而今日園區開放將人重新帶回到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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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中各時期對身體看待的方式

What 
the… 
God？

達爾文��世紀提出物種起源，(標示人
類的演化有其根據，有著同一個祖先、
哺乳類，透過物競天擇而來)

當時基督教將達爾文嘲諷一翻，表示過
去以來[君權神授、上帝創造人類的觀
念仍尚未剝除]。

直到解剖學的誕生，打開了身體內部的
秘密，開始得知身體不再是受控於上帝
，解放了對身體認知的束縛

身體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現代性發展，從
文藝復興、蒙啟運動，身體開始受到國
家化、軍隊化、法制化、教育化等不同處
境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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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中的身體

然而到了，工業革命，鄉間人口大量遷
往都市聚集，身體開始因為工作，被鐘
點化、機器化、專業分工三班制。

在失去個體自主性、差異消失的同時，
卻會從相反方向激發尋求個人獨特性
的慾望。

開始追求符號性的裝備(打扮)、禁慾式
的鍛鍊(健美)，如同裝備競賽般

身體開始成為展示身分
地位的舞台，相信好的
品牌、好的外貌，能帶來
好的收入，個體與個體
像是軍備競賽。

為求得社會認同，成為
一種救贖也是種解放。

工具理性在都市人的展現，

工作 獲得酬勞 購買商品

(差異性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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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發現生活中對”美對於美有一種特定的評判標準，以
及深怕自己肌肉不夠健壯不夠美而被迫去追崇，進入一種被
”禁錮”的壓力。運動、健身，開始存在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
一種是為了達到健康、另一種是為了滿足社會認同。

社會價值觀給予的束縛，
套用馬克斯的見解，就像是個牢籠一般。

我企圖將被規訓的地景及歷史史實與先前提到都市中身體，合在一起，討論身體的解放和歷史的紀念

工具理性 >>> 價值理性

共構        被規訓的地景    +    現代都市被社會價值觀束縛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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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操作時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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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現況圖，設計範圍選定區塊

以不觸動古蹟及歷史建物(圖面棕色的部分)的方式，創造新的觀看(指涉)方式。
設計介入兩個區塊
一為外圈弧形，二為內圈弧形。

Original Plan

民德班國軍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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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中心及微型市集

Master Plan

都市農場

將地景抬升成「基座遺址公園」

選定基座遺址六顆進行設計

打開內圈東側的圍牆，引進市民活動。
選定內圈東側，民德班時期遺留下來的國軍宿舍進行改建。
以及創造內圈東側新的入口，並懸掛長條量體串聯健身中心、微型市集及都市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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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Section

BB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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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Section

DD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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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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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Section

Cycling Room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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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塔/指涉內圈高塔/閱讀基地紋理 游泳休憩平台/指涉眷村風景

茶室

都市面進入基地的感官放大器 更衣儲物間/指涉內圈的古蹟十字形電信設施

觀看永恆的基座及天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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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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