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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們從撿拾物件進行修復,在製，或是從物件的本質上進行了有限度的修復，物件
經過修復後其機能或是功能上可能會改變，從這修復與在製的過程中，討論建築
，舊建築的修復，都市的更新，建築與都市本身，可以被假設為物件，經過時間
都市與建築，就跟物件相同進行替換與置換的動作。

從物件出發，把單一物件依照紋理進行切割，以局部進行了在製的過程，物件材
質轉變，物件再製過程中，所產生質變與物性的改變，來討論建築中經過時間的
使用，被閒置與廢棄，建築拆解再重新構築的方向，與討論城市結構如界定邊界
的方式。

關鍵字；修補   義肢  舊建築  重構
                
                悖論  現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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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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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____引言

創作一直存在於在我的生活與習慣當中，當我創作從
廢棄的物件進行了創作與家具的製作，這樣模式我開
始思考，從人類開始以來用這樣方式從舊時代到現代
，於是開始思考這樣的脈絡聯繫到建築的關係，是時
間性還是物質上關聯性，所以從物件上的操作開始，
對於物件進行了一系列操作與置換的動作，回應建築
被拆解之後所面臨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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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與修復

修補匠(Bricolage)是一個用既有工具與物件進行修補的

一個動作與行為，在與工匠上的差異性在材料的使用與

手法上，修補比較偏向一個轉彎抹角的方式進行，物件

拆解的過程與修補中，物件的元素不規則的組合，與物

件的與其他物件的生成，在修補物件的過程開始與物件

的關係與人開始有了對應，物件即是一個記號，所以這

物件記號在進行修補過程中與被修補對象產生一種相互

性，而當創作者在進行現成物創作也是依循或是跳脫物

件的記號進行創作的論述或是反映一個社會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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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__義肢

<  瓶  2013 創作-王瑞亨 >

<  不知輕重  2013 創作-王瑞亨  >

創作思考在從物件上開始從原本機能或是形式上可以延伸發展或是討論，創作中當

物件再被重新使用，其中原本的物件機能就不斷的開始質疑其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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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

SHAPE

THING

THING

SHAPE

COURSE

PROCEDURE

SHAPETHING

物性定義型態或是種類，物性的完整度在於可被辨認的程度上，樹幹被定義種類是藉由物性

的辨識度來界定，物性經過不斷的再製過程中，物性可辨識度不斷降低，所以在經過分解與

再製的過程中，物性的本質就不斷的被弱化，藉由這樣行為討論建築的物性在被分解過後，

原本所剩餘重新再製，這樣行為重新定義建築。

物性

圖釋講解

物性可被辨識程度依照被分類，樹幹直接變成公園家具的物性辨識度相對高，次等物性

辨識度當樹幹被垂直裁切形成片狀局部可辨識樹幹形狀與種類，物性辨識度低相對的它

的質性與物性的比重相對的失衡。

質性

討論質性本身，物件產生質性的改變，延伸到物件本身物性的辨識度，這可從<忒修斯之船>

質性與物性相互衝突的論述，質性變動可是物性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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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

依照木頭型態進行加工替現成物修補或是替換

物件

製作單一家具或是燈具

餘料

木頭加工產生剩餘物件

物件__類型

物件解構後依類型分，主要材料依序分類進行可使用的方向性，在分類程序中材料被分為

修復性質、物件性質、剩餘性質、解構與區分類型在對應某一種替代性的過程中占據著一

個重要的方向，假設以修復性談論如何用一個異質性去修復家具或是已損壞的物件這是一

個過程，那所要談的是相對的美觀還是修復可堪用，或是修復是一種意境而非是一個必要

，所以依序的分類在對應某種物件的狀態，也會有所不同。

在上圖中依照局部的物件分類，而從物件性質來談論當製造成燈具進入空間後所造成的空間氛圍的異變

是藉由物件性質改變空間，在邏輯的一貫性已不在是自然的，來自品味的統一，現在它存在於一個由記

號形成的體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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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操作在另外一個物件也留下另外一個被討論的過程，
質變的物件反映改變的物件本質被替換，

木頭與質變物件聯繫藉由餘料產生關係透明的質感透視
內部假裝原本木頭還是存在著

操作物件翻模在步驟中藉由流動性的液態進行翻製，翻製過程藉由液態流動完整的保存翻製

對象的纖維紋理，並從這過程中被保存的對象重新的被定位，討論物件外層的紋理在經過保

留後再相對於在後續設計行為的延伸。

物件__ 置換

物件__ 翻製外層

從物件開始做設計概念模進行翻模、物件置換、再製過程、物件化(做成可用物件)、構件組織

物件經過翻製本身產生了質變，物件原本的木頭質性，加工過程產生剩餘物件把這些置入已

，被翻製的物件，在置入剩餘物件後翻製的物件藉由木頭材質與異變的物件結合，質變與原

質性物件在被凝結液態與剩餘物件所置換材質與型態，在這過程中相對在設計行為的討論於

應對性是否可以藉由類似模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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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的取材，進行另外的一個分離後再用替代物件去支撐。

物件完整的複製

替代性構件

物件分解後在分為三部分的構件，上層、中層、下層，從這樣分解過程中重新被組織

，上層的物件維持原本質性與紋理，與下層也是相同質性而紋理因生長過程不同會有

所區別，而當物件分解就會有構件銜接的問題產生，中層原本物性就屬於完整加工材

，當中層被置換後，原本中層構件就產生了被重新定義的可能性，型態可持續原本的

而質性改變的過程就重新定義替代性。

複製物件

原物件的質性在藉由複製的過程重新去界定，在經過複製質性改變，而原本的物件質性

重新被闡述變成一個對立的材質，自然與人工、軟與硬、物質性與型態的關係，就原本

物件被複製成為人工材質的那一瞬間，原本的物件的定位就產生了一個模糊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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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裏

翻模形成內與外的關係原本

表層變成裏層 

形成一個虛與實構成的方式

凝結的過程
物質在凝結過程中產生了質性的變化  

替換
物件形的不變可是質量改變  

邊界
物件的內部形成人工物件與人造的地景

與表面自然的表徵構成一個自然與人工

的一個邊界關係

符號化

物件賦予功能性相對於把木頭的表徵去除掉原本

形式消失形成另外一個型態與符號功能性

置入
物件質變的條件下與原物件的材料相合
形成一種置換的可能性

T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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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建築，現況木構造外露，物件分為磚造、土牆、木構、瓦，基本主要木構造保存完好

，磚造部分為地柱與廚房磚造與矮牆構造，在建築進行拆除過程中，拆解是在進行一個歷

史的分解，他的功能性消失替代是一個空間記號的型態，而建築記憶在故人，對一般人來

說舊建築就是一個時代的氛圍，並沒有深刻的場域生活經驗與記憶，在對於舊建築的處理

進行了全部木構件測繪，與磚造的測繪，進行舊建築可進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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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繪舊建築構件透視圖
從舊建築測繪中，依序分類，磚造，桁架
柱子，結構材。



18



桁架構件 六十一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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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構件八十三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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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框.門框.氣窗構件 一百四十隻  
21



窗框.門框.氣窗構件

基礎木構件

一百四十隻  

六十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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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mantle

舊料材料行

柱構件 次構件 基礎木構件桁架
構件

把棄置舊建築完整的依序的拆解，過程中由上而下從桁架依序拆解，在把拆解的物件移

到異地再製，當建築修舊如舊與修舊如新在其建築意義上相對象，在對異地重新構築，

對舊建築再利用的方式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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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構造在經過舊料行採購後，所依序分類過程從中細分，在這過程中在從這樣方式去討論，舊

建築被棄置而修復過程曾經被討論舊建築的修復方式是修舊如舊嗎，當修舊如舊那其意義是在

面對故人的記憶保存、或是場域的精神這些修舊如舊，是必要還是逝者已逝。

修舊如新意圖再現舊建築本身的形式，保留其當時的時代背景的氛圍，可是當舊建築這樣修復

的樣式其歷史背景或是材料性是否可以被已循著那時代的建築或是空間的氛圍。

上圖用舊建築拼貼的形式，討論舊建築再修復或是再重新構築修復他所謂的舊建築的歷史

與空間性產生了一種混亂的成長的方式，再這樣方式對於修舊如舊與如新產生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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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日治時期設置台中縣從1920年改為台中州，在台中市最早期共分為臺中、頂橋子頭、公館

、東勢子、旱溪、下橋子頭、樹子腳、番婆、半平厝、後壠子、等十個區域，從1941年到省轄時

期的1947年陸續把其他區域併入台中市，再從1965年開始了第一期的台中市都市更新計畫到了，

2007年的14期都市計畫，從這幾個計畫時期年限並不完全一致，從日治時期的台中市擴張到現在

的台中市規模。

台中舊市區範圍

 城市內部舊商業區以自由路與台中舊市政與一中街為發展區域，而從時間的過程中，

商業區會不斷的轉移，藉由都市更新的模式，區域的面貌與人口構造也更動，所以在

這樣的方式人與區域會不斷的往外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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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Long Secfion S:1/2000

城市邊緣發展時間軸，在從日治時期的台中

到第一個都更，台灣建立高速公路台中段，

界定台中與大肚山城市與郊區的邊界，並開

始建立中彰環狀道路，市區到郊區的發展並

有一個分界點。

從上圖環狀的區域是日治時期的台中市發展

區，往大肚山方向不斷的都市更新，中彰環

狀道路以中環道路為分界，從下方城市剖面

來區分郊區與城市的差異性。



設計基地
位置在台中市國道一號交流道台灣大道出口機車引道旁，

周遭位置以工廠與倉庫為主。

基地面積
1500平方米

基地現況為舊料回收商
回收商在舊建築拆解過程中，會進行特定材料回收使用，

回收的建築材料大約都是結構材、柱、樑、桁架、基礎木

架、窗框木構、這些主要的構件進行保留狀態，與回收後

的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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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舊料材料行__處理與儲存步驟

戶外儲存
從被拆除的舊建築收購主要的構件，依照尺寸、長度、種類先行放置戶
外，在覆蓋防水層，在進行後續處置，因木頭已屬於舊料已經完全乾燥
無變形。

半戶外初步處置
在半戶外空間進行初步處理過程，木構件上方的鐵件與殘留鐵釘物件，
在物件進行工廠加工前先行處置，避免工廠機具刀片裁切木構件時被鐵
件或鐵釘殘留物破壞，這過程作為第二步驟進行。

工廠區舊木料處置
半戶外空間進行初步處理過程，木構件上方的鐵件與殘留鐵釘物件，
在物件進行工廠加工前先行處置，避免工廠機具刀片裁切木構件時被鐵
件或鐵釘殘留物破壞，這過程作為第二步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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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為舊廢料做為一個起始點

設計起點

基地現況已是舊料回收的狀況與我常用回收物做創作的性質是共同的，當建

築構件回收再被利用是如何的使用，被當成其他舊建築已損壞的構件替代，

形成一個物件替代的循環過程，或是重新再製，這形成一個物件的循環過程

，離開舊建築修舊如舊的方式。

時間性

建築從開始建蓋與到人進入建築生活到人從建築離開，於是建築開始破敗、

損毀、在這個過程就是一個建築的時間性，人類在也是在一個時間性的狀況

下成長從出生到年老死亡，這是人的一個時間性，在這樣相應之下建築也因

該是與人的時間性有著相互關係。在從閩式建築中合院的擴張與人的生活與

人口數有ㄧ個程度上關聯性來看，依照人口的增加開始建築的成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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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

雙人

小家庭

壯年

老年

死亡

建築設計機能以自我的生命歷程為一個開始 

從一個單身的過程與創作的方式，跟基地關係我開設

相同的舊料回收跟創作工作室，同時也做為我所居住

的地方，單身的生活與創作是可分開或是並存，過程

中居住的空間只需要對於一人生活需求滿足，而創作

空間相對呼應所創作的性質與作品大小做一個廠區發

展的基礎，而生命並不會永遠單一。 

從交女朋友到婚姻這段的過程是必須有所經過，從這

過程中從單一進階到了雙人基本的生活重新要被界定

不管是生活相關的習性或是在空間上的使用層級都是

需要被在界定這是一個階的段落，而建築也是重新要

被界定二人的生活建築與單人的生活差異性，由機能

空間區分。

過幾年後進入了有新成員的小家庭，嬰兒的出生讓兩

人的生活有了另一開端，生活有了一個新的重心，於

是建築開始逐漸的擴張。

小孩成長變成了青少年在相對隱私不想讓家人發現，

於是開始出現大人與小孩分歧點，設置兩個動線然後

在一個公共空間互相交流，這是親子之間的互相的尊

重與交流。

年老了故事開始接近了尾聲，工作室與舊料場也開始

給下一個世代管理，剩下的時間就與另一半好好的度

過，也開始從高層移居到低層還有邊緣的安靜空間，

就這樣好好的度過。



32



33



34



35

第二階段 -  中壯年時期

工廠加工區設置的過程中，人生的歷程往了一個方向邁進，開始自己的創作與

工作的合併時期。

第二階段 -  青壯年時期

在基地上設置一個類似基礎設施物件，自己作為廢棄木頭的工廠區與住宅，在

假想一個週期後開始增設其他空間。



第三階段 -  壯年時期

進入了人生另一個歷程，家庭，把工廠與家庭的關係用物件做一個連結，建築

與建築之間用陸橋銜接，家庭與工廠的線路也開始有了一個可以界定的物件。

第四階段 -  中年時期

家人的誕生與空間上的不足，於是開始往外擴張家庭住宅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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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階段 -  老年時期

家人的成長與空間形成一個密不可分的相互關係。

第六階段 -  養老時期

家庭另外更年輕的生命開始，而我年老生命也快要結束，在這樣不斷的世代更

替，建築也是不斷的擴張與更換舊件，也是為了迎接另外一個歷程的到來。
37



第一時期從平面分為居住與創作廠區
跟回收舊料場地，這是單身生活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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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時期廠區開始建立完整創作與回
收舊料的建築，並開始建立工廠的工
作秩序，居住空間可以分為廠區與生
活兩邊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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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時期生命歷程進入了婚姻，住宅
的空間開始增建，生活開始在與另外
一半產生了共同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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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生活成員的增加，從建築上空間
增建讓建築隨著生活經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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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成員增加與我們老年後所居住的
地方開始轉變，建築依序照著家庭成員
的使用方式界定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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