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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宇是臺灣聚落發展的重要核心，而做為臺灣開發史上第一個城市，臺

南城市空間的形成更與廟宇有著緊密的聯繫，縱使經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市

區改正」計劃對城市空間系統的重新組織，廟宇仍然在今日的臺南市裡形成

一層隱性的空間網絡，被覆蓋在現代化的交通系統與都市街廓之中，透過跟

隨廟會遶境隊伍的路線，我們可以顯影出這一古老都市空間的大概形貌。

        在臺灣的城市紋理中，廟宇被維持的傳統建築形式：紅瓦、龍柱、飛檐、

雕飾等等，都成為極容易被辨認的異質元素。此一異質性的產生，肇因於在

現代化的過程中，其他建築形式多受到現代主義國際式樣的影響，臺灣本土

建築形式逐漸被其取代，然而廟宇則鮮少受到影響。這讓我產生了一個臆想：

若是廟宇建築曾經隨著現代主義起舞，那麼今日的廟宇型態會變成何種樣

貌？

       基於以上兩個脈絡，本設計論文有兩個主要的發展方向，在機能上做為

展示臺南城市旅遊資訊的場所，為「廟宇導覽之旅」的第一站，以建築形式

與空間組織為提示的方式，引導市民與旅客了解廟宇在臺南城市發展史上的

重要地位；在廟宇形式上，則藉由想像「廟宇是神明的宅邸」為設計概念，

以宗教上之儀式、神明生平與職掌等做為線索，嘗試「現代化廟宇」形式的

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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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

對今日齊拉的描述，必須包含齊拉的一切過往。但是，這座城市不會

訴說它的過去，而是像手紋一樣包容著過去，寫在街角，在窗戶的柵

欄，在階梯的扶手，在避雷針的天線，在旗杆上，每個小地方，都

一一銘記了刻痕、缺口和捲曲的邊緣。」 

          ∼《看不見的城市·城市與記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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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權路北極殿為例



中正路上的總趕宮牌樓

借用總趕宮廟埕的熱炒店

以中正路總趕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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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重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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