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9月30日，國立成功大學重要的學

術社群聚落：臺南市公園路321巷日式宿舍區

（「原老松町日軍陸軍步兵第二聯隊山砲兵部

隊官舍」），居民集體遷出，點交回國防部，

正式為成大人的居住時代劃下句號。

座落於臺南市公園路321巷老松町日式宿

舍區，二次大戰後，經由校方向軍方的爭取，

安置本校來自中國大陸的教授團，並在1960

年，由省立成功大學與軍方簽訂協議書，取得

宿舍使用權，遂成為成大教職員住宿區之一。

曾居住過此區的教職員包括：羅雲平校長（23

號）、夏漢民校長（40號）、國大代表曹簡禹

教授（33號）與李詩長教授（29號）；另外，

郭柏川教授（27號）、張桐生教授（46號）、

錢歌川教授、于希武教授（35號）、趙少鐵教

授（37號，曾任成大教授會會長）⋯⋯等。特

別是郭柏川教授，長期在宿舍中教授繪畫，成

立「臺南美術研究會（簡稱南美會）」，趙少

鐵教授創立成大國劇社，弦歌不輟，一時人文

薈萃，成為成大教職員學術社群重要的居住活

動場域，也是成大人重要的共同記憶。

自清代以來，此地即為府城重要的軍事中

心區。由於位處府城舊城區內，大北門與小

北門之間，清代設置總鎮署及左營。日本殖

民政府統治臺灣後，在此設置山砲兵部隊與工

兵營，1920年代開始建造營區官舍，原來共有

二十餘棟官舍，為步兵第二聯隊軍眷所居住。

戰後管理單位移交中華民國國防部，分別分配

於省立工學院教授團及軍方兵工配件工廠及

其軍眷宿舍。成大宿舍群的八棟建物，根據

日本官舍制度，原來應為日本高級軍官宿舍，

推估其建造年代，可能在大正末年至昭和初

年（1925-1930）。軍方所屬的兵工配件工廠，

則在1992年北遷至南投集集，營區空置；1997

 公園路
321巷，
  再見！

成大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張幸真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班 連子儀

(攝影：小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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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軍方房舍遭到拆除（如36號等），僅留下

成大宿舍區，及散落在營區附近的少數幾座軍

眷住宅。

民國91年8月26日臺南市文化局召開古蹟

指定審查會議，將「原老松町日軍步兵第二聯

隊官舍」建築群東北區十棟俗稱「321巷日本

宿舍」列為臺南市定古蹟。

2012年10月由國防部接收前，本區尚有八

戶成大的教職員居住於此。區內最有名的郭柏

川故居，為任職成大建築系的藝術家郭柏川生

前安居長達二十多年的最後的居所。郭柏川

為日治時代著名的前輩藝術家，亦是臺南早期

西畫教育的重要推手，由於當時其任教的建築

系，培養的並不是純粹的藝術家，因此除了學

校教學工作外，他亦致力於成立「臺南美術研

究會」（簡稱南美會），並屢向當時的兩位

市長建言，希望可以在臺南籌設臺灣第一座美

術館。因此，今日321巷的郭柏川教授故居，乃

是臺南早期西畫教育推動具代表性的根據地，

也是南部地區戰後早期藝術家習畫、聚會的重

要場域。郭柏川愛女郭為美，回憶搬至此地的

經過：「民國39年省立臺南工學院建築系主任

朱尊誼，看過父親的畫展後，非常希望邀請父

親到建築系任教⋯⋯朱主任為了邀請父親至建

築系任教，前後來我家拜訪五次，有兩次沒有

遇到父親，最後才以為臺南市民做點事情為訴

求，打動父親至建築系任教。朱主任透過幾次

交談，知道父親藝術家瀟灑來去的個性，為了

讓父親安定下來在建築系教書⋯⋯便安排父親

入住今日的321巷27號⋯⋯住在這裡，父親的心

郭柏川故居外觀與內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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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生活也安定了下來，穩定地畫畫、教書。」

K e n n e t h  H u d s o n在《有影響力的博物

館》一書中，將「現址博物館」分為四

類，包括生態的（ e c o l o g i a l）、民族學的

（ethnographical）、歷史的（historical）和考

古的（archaeological）。其中歷史的，指的是

「博物館的所在地是過去有一個社區曾發生

過重大的歷史事件，對這個社區有很大的影

響」。現址博物館所擁有的生命與本質是其他

博物館所不能取代的，這些博物館都相當依賴

其建築物等具體空間中，曾經發生過的事件來

做為吸引力的要件。郭柏川故居，充滿了藝術

家生活起居的回憶，郭為美回憶道：「父親是

一個非常用功的人，非常有恆心且生活規律。

在故居生活的日子，清晨起床後，6點鐘，父

親就會去公園散步或是在後院打掃，然後喝個

蛋花湯（加冰糖和滾水沖泡），再吃稀飯，歇

息一下。除非病到不能起床或是摔傷，父親每

天8點到12點都會固定在畫室畫畫，或是外出

作畫，多年來都是這樣子。由於父親畫畫的時

候需要絕對的安靜，所以都會將畫室的紙門拉

起來，我們也都不會去打擾他。⋯⋯通常星期

天，父親會在故居的畫室收學生教畫，學生尚

未到來前，除了餐廳、客廳的隔門外，他會把

故居內區隔空間的所有門版拆卸下來，排好畫

架等候學生。」

除了郭柏川外，本區還曾住過羅雲平、夏

漢民、翁政義三位成大校長、外文系的錢歌川

教授，以及歷年任教於成大，為數眾多的教師

群，區內有著與成大人密切相聯的人文、歷史

和故事，歷史脈絡的爬梳，影像及檔案有待整

理亦有助於校史檔案的建立。最後定居於此的

八戶成大教職員中，中文系的羅士凱教授是在

此地生活最久的一位教職員。羅老師的父親為

前成大校長羅雲平。羅雲平教授為東北安東省

鳳城人，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後前往德國漢諾

威高等工科大學取得工學博士，民國35年曾擔

任長春鐵路總管局技術室正工程師兼技術室主

任，37年曾任職東北長春大學校長，38年5月

來臺，擔任臺灣省立工學院教授，也是美援時

期成功大學與美國普渡大學合作進行普渡－福

爾摩沙計畫赴美國普渡大學進修的成員之一，

後擔任成大校長，及臺灣中興大學的校長及高

教司司長、教育部長等職務，以所學貢獻臺灣

教育。由於與軍方關係良好，亦協助軍方推動

軍校教育改革，提昇軍官素質。羅士凱談道：

「梅貽琦部長的時期，父親時任高教司司長，

曾對軍校教育做了重大的改革，從那時開始，

三軍官校的畢業生，不但授予少尉官階，同時

還授予他們學士學位。」對於遷入321巷的過

程，他至今依舊印象深刻：「記憶中，父、母

親帶著我和弟弟，於民國37年6月底，從青島

搭劉安祺將軍部隊所租用的一艘民船開往基

隆，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那艘民船叫做臺中

輪，經過11天10夜抵達目的地，由先父的學生

接待，在基隆住了一星期後，轉赴臺北住了三

個月。這段期間透過先父的一位老朋友，也

就是前校長倪超介紹，南下到成大任教，後

來就搬入321巷的日式宿舍。所以從民國37年

迄今，至少住了63年，那時我才七歲，差不多

是小二的時候⋯⋯就讀的就是現在的公園國

小。」 

此區多年以來，為成大教師聚集的聚落，

藝文活動豐富。對此，居住於此長達63年的羅

303030 公園路321巷，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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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凱回憶道：「37號曾經住過一位數學系教授

趙少鐵，趙教授以前是成大教職員國劇社的負

責人，唱戲唱得很好。所以，那個年代，我們

差不多，隔一段時間，就到一個朋友家裡面，

在他們家後面拉電線、掛燈泡，就在裡面聚

會，那個時候還規定每一戶人家要做兩道菜，

拿到那家集合，大家在那邊用餐。小孩子們就

打打鬧鬧，大人們就聊天和唱戲。鄰居之間的

感情很不錯。」並指出「社區有藝文活動，郭

柏川老師也會參加，並常和同好切磋藝文方面

的事情。」

余秋雨先生曾說道：「直接現場也就是一

個明確無誤的空間方位，只有這個空間方位才

能提供一系列充滿活氣的綜合信息，來確證或

否認各種事實發生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運行

軌跡，很難被局外的捕風捉影所替代。」王惠

君亦指出，歷史發生地的留存，能傳達超越

文字的信息，這也是古蹟保存的重要意義。臺

南一直以來是重視文化觀光發展的城市，與商

業發達的臺北及工業發達的高雄不同，文化保

存與歷史遺產，是臺南城市風格塑造，及發展

城市競爭力的重要資產。臺南市立美術館成立

在即，321巷做為臺南早期西畫教育的推展的

重要根據地，其歷史意義及此區豐富的人文資

產，及位於市區，鄰近臺南火車站，交通便捷

的位置，使得本區極具觀光與發展市民休閒的

潛力。此地也是許多新人拍攝婚紗必訪之地，

綠意盎然的巷弄，木造的日式房舍，花香、鳥

語環繞的環境，吸引許多人於此佇足流連，並

曾有競選文宣以29號住戶門前的照片為背景，

展現臺南好生活的在地氛圍。

2003年由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古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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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文教基金會（簡稱古都基金會）調查、

研究並出版的《臺南市公園路321巷日本宿舍

區，歷史建築調查測繪與再利用規劃》報告書

中，便曾指出：「原老松町日軍步兵第二聯隊

官舍」位處臺南市中心區，交通便利可及性

高，區內生態人文資源十分豐富，近鄰臺南公

園，產權也全屬於官方，故具有相當高的公共

利用價值。」詳細考察此區的建築、環境、產

權、土地使用狀況、再利用機能評估、空間

使用規劃建議等，提出可將（321巷27號）規

劃為「郭柏川紀念館」，並以其為推動起點，

妥善利用深具文化魅力的空間建築資源，逐步

擴展古蹟保存的成效，及藝文、文化活動的活

絡。九月底前，在郭為美老師支持下，「那個

劇團」藝術總監楊美英自力策劃下，成為首支

進駐郭柏川紀念館的表演團體，已先後舉辦過

戲劇演出及三場仲夏音樂會，回響熱烈，也炒

熱三二一巷成為藝術園區的話題。

透過Google地圖，比對1947年航空照片及

1951年臺南市區高解析度航空照片，可以發現，

此區從戰後至今，區域及建物保留完整，並且

是臺南市區內，重要的綠地。古都基金會亦發

現區內的生態資源豐富，是各類動、植物生長

的棲所，因而提出將其定位為「都市生態人文

園區」的建議，在建築配置與規模之負荷和量

考量的前提下，將區內的閒置官舍，單獨或成

群規劃出不同用途，例如「生態展示館」、

「藝文紀念館」、「社團聯合辦公室」、「國

際青年之家」、「生態幼稚園」、「都市願景

館」⋯⋯等，以提升其利用價值，亦建議可逐

漸將空置無人管理的房舍提供非營利公益團體

進駐，協助建築體的維護和環境整理，以避免

區內文化資產遭損毀的情況再度發生。

資源尚未到位，未來用途尚無具體規劃之

際，此地該如何管理和維護是當前首要的課

題。9月17日自由時報記者洪瑞琴採訪報導的

新聞稿中則指出，文化局長葉澤山表示，由於

擔心再發生類似「水交社」憾事，除了協請警

方加強巡邏外321巷外，也將再度與軍方協調

代管細節，並評估過渡時期，尋找藝文團體辦

理活動，或與原住戶協商合作方式，避免長期

閒置，引來宵小入侵。文化資產管理處長林韋

旭則說道，公園路321巷軍方與住戶於9月底點

交騰空後，10月1日將由市府與軍方簽約「無

縫代管」代管，市府有權介入維護公園路321

巷環境，並將動用第二預備金七十萬元進行

基本防護，僱請保全措施。然而，七十萬的預

算要應付此區的需求畢竟有限。搬遷前夕，多

數住戶們共同的心願，就是希望在他們搬此區

後，接管單位可以善待此區的文化資產，及豐

富的生態資源。

今年10月1日此地由國防部接管後，轉交

321巷房舍概況整理（繪圖：連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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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文化局管理。根據《中華日報》報導：

古蹟「原日軍步兵第二聯隊官舍群」十月一日

國防部將移交給市府代管，由文化局規劃成為

三二一巷藝術園區，引進藝文活動，打造成為

臺南市區裡的藝術村。文化局長葉澤山表示，

三二一巷的十八戶中，十戶可堪用，八戶須整

修。將先針對可堪用的部分研擬藝文團體進駐

的合作計畫，供藝文團體申請使用。園區保全

已洽妥保全公司，十月一日起啟動。文化局藝

術行政科長黃宏文說，短期先以建物現況、

不修繕的前提下進行最低度利用，預計十月中

召開說明會、月底開放申請，至於園區長遠發

展，還需要從長計議。

然而，由於細部規劃不明，引發關心者憂

慮。查考前例，臺南市南區水交社眷村曾有有

八棟指定古蹟，由文化局規劃為文化園區，並

向中央爭取一億五千萬元修護經費，當時由於

經費尚未到位，且該地產權仍屬軍方所有，該

區因而從林木扶疏，轉為荒涼之地，缺乏管理

維護的結果，古蹟本體遭受嚴重的破壞。除

321巷房舍概況整理（繪圖：連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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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區內將官級宿舍老宅的檜木板、門窗被偷

拆，老樹被挖走外，還慘遭祝融。（洪瑞琴，

2012）321巷宿舍群，點交之後，是否會面臨

相同的困境，使得區內豐富的生態與文化資產

將面臨破壞性的浩劫，令人憂心。目前，區

內44號和48號這兩戶房子，毀壞厲害，25號一

沒有人住，馬上就塌陷了，42號無人居住後，

則有流浪漢進駐，宿舍的熱水器亦被偷走。此

外，據住戶反應，已有空屋遭人侵入並挖走院

中的樹木，而位於21號的兩棟宿舍，多年前早

已因流浪漢進駐，在居民投訴後遭受驅離後，

挾怨報復，縱火燒成了斷垣殘壁。

博物館的重要工作，乃是「為明天保存今

天的記憶」。在得知公園路321巷成大教職員

宿舍區即將拆遷時，即於九月下旬派出研究

員、助理，前往拍照攝影，進行數位影像紀

錄，並安排口述訪問。其間，並獲得建築規劃

管理學院徐明福教授團隊支援進行3D影像數

位掃描，及協助整理公園路321巷相關歷史資

料，共同努力為成大保留這份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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