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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築形制及空間研究 

 

3.1  日治時期官舍標準比較 

 

一、日治時期宿舍建築標準 

 

台灣日治時期官舍建築，為因應日籍官員來台居住需求，所衍生之宿舍類型。官舍

類型，主要依據「台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判任官官舍標準改正」以及「判任官

官舍以下設計標準」等頒布條文
1
，由官方營繕組織興建，供官職人員居住。這類官舍依

據文武官職員之階級分配各級宿舍，主分為兩大類，一為高階官員之住宅「高等官舍」，

另一為基層官職員之宿舍「判任官舍」。《台灣總督府宿舍建築標準之研究》將台灣日

治時期之官舍建築標準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為日治初期（1895~1905年），此階段並無統一之設計標準時期。日治初期

在台灣總督府草創及地方官廳規模有限之條件下，官舍之營建主要由中央與地方營繕機

構分工合作，並各依相關委託機構之內規設計官舍。中央與地方分制的結果，導致各地

所轄官舍層級的內規，不僅內容不一致，彼此亦無法銜接，更出現主管機關因地制宜之

人治色彩。在無統一設計標準之條件下，導致衛生、經濟、待遇等方面之問題，造成設

計或施行上出現不合適之處
2
。 

 

第二期為日治中期（1905~1922年），為第一代官舍設計標準實施期間，時程介於

明治38（1905）年至大正11（1922）年間。明治34（1901）年地方官制變更，廢「縣」

設「廳」，各級分支機關亦大幅增加，導致官舍需求量大增，在地方官廳缺乏建築專業

人員，無法獨立執行總督府交付之工事與廳內建築設計業務之條件下，促使總督府開始

訂定官舍與廳舍統一之建築標準，以滿足地方官舍大量需求及專業人士不足之窘況。此

次體制變革促成了明治35（1902）年「標準官舍圖」及明治38（1905）年「官舍建築標

準」之制定，導致官舍設計呈現出中央集權之傾向。此階段由台灣總督府所頒訂之令規，

主要計有：「判任官以下官舍設計標準」（表3.1.2）、「判任官以下官舍設計標準中

變更之件」與「判任官官舍標準改正」（表3.1.3）等三種。在判任官官舍方面，當時

總督府已制定府內外與地方官廳一體適用之「判任官以下官舍設計標準」，此一標準並

持續施行至大正11（1922）年為止。此一階段官舍標準之規範僅以判任官官舍為主，高

等官官舍之設計標準未納入規範
3
。 

 

                                                      
1 「台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大正11（1922)年頒布，「判任官官舍標準改正」大正6（1917)

年頒布，「判任官官舍以下設計標準」明治38（1905）年頒布。 
2 陳信安，2004，《台灣總督府宿舍建築標準之研究》，P：3-8。 
3 陳信安，2004，《台灣總督府宿舍建築標準之研究》，P：3-9、3-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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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為日治晚期（1922~1945年），第二代官舍建築設計標準實施時期（含戰時

體制），時程介於大正11年至昭和20年（1922~1945）年間，此一階段將高等官官舍與

判任官官舍整合於一個「官舍建築設計標準」（表3.1.1、3.1.4）之中，其中並將舊制

之判任官官舍標準廢止，重訂新制，而高等官官舍部分則為新增訂之標準。大正9（1920）

年地方制度再度變革，改「廳」置五「州」二「廳」，並於大正15（1926）年再改制為

五州三廳。在與營建相關之課係上，州設有「土木課營繕係」，郡、市部分設有「土木

係」，部分市役所亦設有「土木課」，從此各州、郡、市分別轄有一批建築專業人員，

並可獨立執行相關之建築業務，成為一種「地方分權」制度。此一時期相關令規僅有三

種，其中最重要之令規即為總督府所頒訂之「台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
4
。以下茲就明

治38（1905）年起之判任官舍標準開始，對日治時期之官舍建築作一說明。 

 

一、高等官官舍 

 

    台灣日治時期高等官官舍標準初始於大正11（1922）年頒布之「台灣總督府官舍建

築標準」，在大正11（1922）年之前的高等官官舍並無一定之標準。「台灣總督府官舍

建築標準」將高等官官舍分為第一種至第四種等級（表3.1.1）。第一種高等官官舍其

居住的官階為勅任官（總督、民政長官、軍司令官等）、稅關長等總督府直屬官員。建

築為一戶建獨棟建物，坪數約在100坪以內，基地面積則約為建築面積之6到7倍。由於

此級官舍是等級最高的宿舍，加上初期未受制於官舍建築法條之約束，因此其官舍的規

模與裝修大多豪華奢侈，並會以西方樣式為住宅之風格，有西式的門廊、老虎窗及屋頂

等，在材料之使用上亦會以石材及混凝土作為建築材料，如台灣總督府官邸（台北賓

館）、台灣軍司令官官邸（國防部陸軍聯誼廳）及台北帝國大學總長官官舍等，皆為此

類官舍。 

 

    第二種高等官官舍，其居住官階為高等官三等、總督府屬各官衙長、各課長州事務

官及中等以上學校校長等，建築坪數約為55坪以內，基地面積為建築面積之5倍。第三

種高等官官舍，居住官階是高等官四等以下官員及總督府屬各官衙長、各課長、專賣支

局局長、州及廳各課長、中等以上學校學長、郡守等官員。其建築坪數約為46坪以內，

基地面積則為建築面積之4.5倍。第四種高等官舍，其居住階級為六等以下之奏任官，

這個階級和其上兩個階級之官舍，約一般所稱之「中流階級住宅」
5
，由於其基地空間及

                                                      
4 陳信安，2004，《台灣總督府宿舍建築標準之研究》，P：3-15。 
5 日本學者青木正夫提出日治時期臺灣官舍建築屬「中央走廊型住宅」。在臺灣所建之大規模並

設有續間（次之間）、座敷之官舍者即屬此一類型。若是規模較小者，雖仍有續間、座敷與西洋

式的應接室，但是卻沒有中央走廊，則不屬之。「中流」即「中產階級」的意思，中流住宅之特

性採取「和洋折衷」作法外，另一特徵則是中央走廊型的配置。即將「緣側」或是廊道置於房間

（通常為「座敷」與「次間」)的背部，並隔以障子或襖作區隔，產生背面有木板廊道的「背面

廊道型」平面配置。若將其更有效率的發展，於廊道的另一側，附加上如納戶、台所等附屬性空

間，使原先稱為背後的廊道（緣側）就成為「中央廊道」，形成「中央走廊型」的住宅平面配置

（黃蘭翔，1999，《昭和初期在臺殖民地官僚住宅之特徵》，＜台灣史料研究＞9期，p：11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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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面積皆不如上級官舍，因此通常會採取「和洋折衷」的組成，其建築坪數約在33坪

以內，基地面積則為建築面積之4倍。 

 

【表 3.1.1】台灣總督府高等官舍類型表（大正11（1922）年「台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

準」） 

官舍種別 高等官舍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第四種 

官等配給 勅任官、稅關長

等 總 督 府 直 屬

官員。 

高等官三等、總

督 府 屬 各 官 衙

長 及 各 課 長 州

事務官、中等以

上 學 校 校 長 等

官員。 

高 等 官 四 等 以

下、總督府屬各

官 衙 長 、 各 課

長 、 稅 務 支 署

長 、 州 及 廳 各

課、中等以上學

校校長、郡守、

一 等 郵 便 局

長…等官員。 

高 等 官 六 等 以

下 、 稅 務 支 署

長 、 專 賣 支 局

長、州及廳各課

長、郡守、一等

郵便局長….與

同 等 級 等 官

員。 

建築面積 100坪以內 55坪以內 46坪以內 33坪以內 

基地面積/

建築面積 

6倍 ~7倍  5.5倍  4.5倍  4倍  

基地面積 600坪 ~700坪  303.5坪  207坪  132坪  

建築形式 獨棟建築（一間造或一棟兩間造） 

（資料來源：堀込憲二，2007，《日式木造宿舍修復再利用解說手冊》：P19）  

 

二、判任官官舍 

 

    判任官官舍標準主要初始於明治35（1902）年頒布之「判任官官舍以下設計標準」

（表3.1.2），並於大正6（1917）年及大正11（ 1922）年間進行設計標準之

修正（表3.1.3）。判任官官舍是屬於職等較低之公職宿舍，其居住空間與機能接近

於一般民宅。判任官官舍一般可分為甲、乙、丙、丁等級。判任官甲種官舍為判任官二

級俸以上，州廳郡課長、支廳長、監獄監長以及二等郵便局長等官員所住，其建築坪數

約為25坪以內，基地為建築面積4倍。判任官乙種官舍，為判任官二、三等之郡課長等

所住，其建築坪數約為20坪以內，基地為建築面積之3.5倍。判任官丙種官舍，為判任

官六級俸以下之四等判任官所住，建築坪數約為15坪以內，基地為建築面積之3倍。判

任官丁種官舍，為五等判任官，如巡查、看所等同級官員所住，其建築坪數約為12坪以

內，基地為建築面積之3.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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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明治38（ 1905）年頒布之「判任官官舍以下設計標準」 

時間 
官舍

種別 

判任官舍 

甲種 乙種 丙種 丁種一號 丁種二號 

 

明
治3

8

年(
1
9
0
5
)

判
任
官
舍
以
下
設
計
標
準 

官等

配給 

獨立官衙長、各

官 衙 部 課 長 …

等判任官。 

五 級 俸 以 上

之 地 方 廳 各

系 長 及 同 等

級首席者。 

六 級 俸 以

下者。 

支廳勤務之

警部補、看

守部長等。 

巡查看守 

建築

面積 
23坪  18坪  13坪  11坪 5合  10坪 2合 5勺

空間

構成 

客 間 八 疊 (普 通

瓦 敷 )、 座 敷 八

疊、居間六疊、

玄關二疊、炊事

場二疊，此外還

有 浴 室 、 炊 事

場、踏込、便所

等。 

座敷八疊、居

間 四 疊 半 二

室 、 玄 關 二

疊、炊事場二

疊，此外還有

炊 事 場 、 踏

込、便所等。

座 敷 六 疊 、

居 間 四 疊

半 、 玄 關 二

疊 ， 此 外 還

有 炊 事 場 、

踏 込 、 便 所

等。 

座敷六疊、居

間四疊半、玄

關二疊，此外

還 有 炊 事

場、踏込、便

所等。 

座敷七疊、居

間三疊，此外

還 有 炊 事

場、踏込、便

所等。 

（資料來源：堀込憲二，2007，《日式木造宿舍修復再利用解說手冊》：P23） 

 

【表3.1.3】大正6（1917）年頒布之「判任官官舍標準改正」 

時間 官舍種別 
判任官舍 

甲種 乙種 丙種 丁種 
 

大
正6

年(
1
9
1
7
)

判
任
官
舍
標
準
改
正 

官等配給 

各官衙課長、同支廳長、

法院監督書記、監獄支

監長、二等郵便局長、

稅關支署長、專賣局支

局長、其他之レニ準ス

ベキ者。 

五級俸以上

ノ者。 

判任官六級

俸以下。 

巡查看守及

之レニ同等

ノ待遇官。

建築面積 25坪  20坪  15坪  12坪  

各等級官

舍戶數之

上限 
一戶建 二戶建 二戶建 四戶建 

（資料來源：堀込憲二，2007，《日式木造宿舍修復再利用解說手冊》：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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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4】大正11（1922）年的「台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 

時間 官舍種別 
判任官舍 

甲種 乙種 丙種 丁種 

 

大
正1

1

年(
1
9
2
2
)

總
督
府
官
舍
標
準 

 

官等配給 

判任官二級俸以上州

廳郡課長、支廳長、

法院監督書記、監獄

支監長、二等郵便局

長、稅關支署長、專

賣支局長…等與同等

級官員。 

判任官五級

俸以上郡課

長…等與同

等級官員。 

判任官六級

俸以下。 

巡守、看守

及同等待遇

官等官員。

建築面積 25坪以內 20坪以內 15坪  12坪  

基地面積 

/建築坪數 
4倍。 3.5倍。 3.5倍。 3倍。 

基地面積 100坪以內 70坪以內 53.5坪以內 36坪以內 

建築型式 
二戶建 

(雙併木造宿舍) 

四戶建(四戶

連棟宿舍)

（資料來源：堀込憲二，2007，《日式木造宿舍修復再利用解說手冊》：P23）  

 

 

 

 

甲種一戶建官舍 

（土木局營繕課大正6（1917）年4月26日圖第5856號）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 

【圖3.1.1】甲種一戶建官舍平面圖及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平面圖（左圖資料來源：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檔案，1917，《判任官官舍標準改正ニ付民政長官依命通達》冊號：00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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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乙種二戶建官舍平面圖（土木局營繕課大正6（1917）年4月26日圖第5856號）（資

料來源：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1917，《判任官官舍標準改正ニ付民政長官依

命通達》冊號：00182 。） 

 

 

 
 

【圖3.1.3】新東國小雙併宿舍平面圖（昭和17（1942）年興建） 

8疊 8疊 

2疊 
2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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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 新東國小空間特色規模比較 

 

    新東國小校園內現存二棟木造宿舍中（校長宿舍及雙併宿舍），其中雙併宿舍屬日

治時期官舍建築，反應了台灣在日治時期日式木造宿舍（官舍）之特性。若藉由空間規

模檢視新東國小校長宿舍與雙併宿舍之特色。在雙併宿舍部份，建築面積約為17坪左

右，室內空間為：座敷8疊、次之間（或茶之間）8疊、居間2疊、玄關2疊，並設有台所

（炊事場）、浴室及便所等。若根據空間之數量及規模判斷，依據大正11（1922）年「台

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來推斷，其等級應屬判任官舍乙種二戶建，為判任官五級俸以

上之郡課長等與同等級官員所使用。 

 

校長宿舍非日治時期所建，初步檢視其仍受日治時期相關之官舍建築影響極深，故

仍進行初步之比對。校長宿舍建築面積約為25坪左右，若依日式宿舍之空間名稱分類，

其室內空間為：座敷8疊、次之間（居間）8疊、客間8疊、茶之間8疊，並設有玄關、踏

込、便所、台所（炊事場）、浴室及便所等。若根據空間之數量及規模判斷，同樣依據

大正11（1922）年「台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來推斷，其等級應介於高等官官舍第四

種及判任官甲種之規模間。為判任官二級俸以上如：州廳郡課長、支廳長、二等郵便局

長與同等級官員所使用。 

 

【表3.1.5】日治時期官舍標準比較表（以判任官甲種官舍為例） 

名稱 等級（年代） 圖說 備註 

判任官以下官

舍設計標準 

甲種 

一戶建官舍 

（1905） 

台灣總督府專賣

局檔案大圖影

像，《判任官以

下官舍設計標準

民 政 長 官 通

達 》 ， 冊 號

00044-00） 

判任官官舍標

準 

甲種 

一戶建官舍 

（1917） 

台灣總督府專賣

局檔案大圖影

像，《判任官官

舍標準改正：付

民政長官依命通

達 》 ， 冊 號

00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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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斗郡二林公

學校校長宿舍 

高等官舍第四

種或甲種一戶

建官舍（1937） 

 

 

新東國小 

校長宿舍宿舍 

規模等同於日

治時期甲種一

戶建官舍 

（1953） 

 

 

【表3.1.6】日治時期官舍標準比較表（以判任官乙種官舍為例） 

名稱 等級（年代） 圖說 備註 

判任官以下官

舍設計標準 

乙種 

四戶建官舍 

（1905） 

 

台灣總督府專賣

局檔案大圖影

像，《判任官以

下官舍設計標準

民 政 長 官 通

達 》 ， 冊 號

00182-00） 

公學校宿舍 乙種（推測） 

二戶建官舍 

（1914） 

 

1914，〈臺中市

都市計畫事業費

國庫補助金返納

ニ關スル件〉，

《臺灣總督府公

文類纂》冊號：

10778。 

判任官官舍標

準 

乙種 

二戶建官舍 

（1917） 

 

台灣總督府專賣

局檔案大圖影

像，《判任官官

舍標準改正：付

民政長官依命通

達 》 ， 冊 號

00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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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靖公學校宿

舍 

乙種 

二戶建官舍 

（1929） 

 

張淑君，2006，

《彰化縣歷史建

築永靖公學校宿

舍修復工程工作

報告書」。 

汐止公學校宿

舍 

乙種 

二戶建官舍 

（1936） 

 

台灣總督府大圖

影像，《汐止街

松山公學校校舍

及宿舍新築》，

00010687004900

1001M 

北斗郡二林公

學校（雙併）

教職員宿舍 

乙種 

二 戶 建 官 舍

（1937） 

 

1937，《臺灣總

督 府 公 文 類

纂》，〈(臺中州

北斗郡)二林庄

教育施設費〉冊

號10787 

新東國小 

雙併宿舍 

乙種 

二 戶 建 官 舍

（1942） 

 

 

 

    日治時期日人及台籍教師在職稱之區分上有所不同。在日人教師部分，其主要之職

務為擔任公學校之校長及教諭，並以文官職的判任官為薪資標準。根據明治31（1898）

年「台灣小學校助教、台灣公學校訓導俸給規則改正」之訂定，日人教師得依考績之不

同區分為判任官一級俸至十級俸等十個等級
6
。由於日治時期台灣日式宿舍主要提供給日

本職員所使用，因此研究初步藉由建築之規模與等級推斷，先就雙併宿舍之部分推斷，

其應為供給資歷較深，等級在五級俸之教師所使用。校長宿舍為戰後所建，興建初期之

目的即提供給校長住宿使用，因此並無居住等級之問題，若與日治官舍規模比對，其等

級應供給學校在二級俸或以上之校長及教諭所使用。若藉由上述官舍標準探討新東國小

校長宿舍與雙併宿舍，其規模已屬日治時期高等級之宿舍。 

                                                      
6而在台籍教師部分，主要之職務為公學校訓導，屬判任官待遇，根據明治 31（1898）年「台灣

公學校訓導俸給規程」之訂定，台籍教師則依考績可區分為判任官待遇一級俸至十二級俸等十二

個等級（蔡元隆、侯相如，2008，＜日治後期至光復初期（1939-1951 年）台灣嘉義地區初等教

育薪俸制度之口述歷史研究＞《文化研究月報第八十二期》，文化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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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檢視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及雙併宿舍之建築特色，並與同時期之官舍建築相比，

反映出日治時期臺灣宿舍（官舍）建築特色。由於臺灣日式宿舍（官舍）之起源，主要

為解決來台日人之居住問題，因此初期之形式基本上是由日本傳統住宅發展而來。日本

傳統住宅移植入台灣後，由於臺灣特殊之氣候環境，亦產生許多適應不良之問題。為此，

為解決台灣氣候潮溼炎熱所帶來的問題，改量後的宿舍在防暑措施部分，包括結合內壁

真壁式（編竹夾泥）牆體與外壁雨淋板的構造方式，以增加內部空氣之隔熱層，或利用

緣側空間為室內空間之中介，避免陽光直設等。另外，像是主要之起居空間，也都以南、

北向開窗為主，並設置出窗及木格子遮陽，以達到防暑的效用。在防潮措施部分，將基

座抬高，並增設通風口，避免溼氣直接沁入屋內並對木構體造成危害，透過通風口進行

自然換氣，亦可防潮、防蟲。此外，為了有利通風對流，室內隔間少用固定牆面，都以

推拉門替代，並另開氣窗等，皆為日治時期之台灣日式宿舍（官舍）之特色，也成為新

東國小校長宿舍與雙併宿舍重要之建築特色。 

 

在內部空間格局與使用上，新東國小校長宿舍與雙併宿舍亦符合台灣日式宿舍之特

色。日式宿舍在入口處皆會設置玄關為過渡空間，為建築中不可缺少構成元素。在起居

性空間會設置座敷、次之間、居間（客間）、茶之間、台所(廚房)等，除設置木地板之

廊道聯繫各空間外，亦於面對庭院側設置「緣側」或「濡緣」，做為室內與室外之半戶

外性質空間。另外，日式宿舍會設置「押入」作為儲藏空間，亦為起居空間之特點。在

空間的開口部份，為增加空間之使用彈性，介面間常使用可水平推拉之障子及襖作為區

隔，以增加空間之穿透與彈性。台灣日式宿舍中另一較具特色之空間為座敷，座敷為建

築中不可或缺之空間，其使用機能雖與現代住宅之客廳相似，但卻是宿舍中具有象徵意

義之空間。座敷空間原本為武士宅邸中彰顯身分地位之重要房間，因此需設置統稱為「座

敷構」之特有裝修。座敷構由「床之間」、「床脇」、「書院」等特有空間所構成，但

在規模較小之宿舍中，常會將其簡化，僅設置床之間及床脇。在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及雙

併宿舍中，則可看到簡化之作法。藉由與台灣日治時期日式宿舍（官舍、宿舍）之比對，

可初步對於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之建築特色做一了解，以下將針對其做更細部之分析，進

一步了解其特性與建築價值。 

【圖3.1.4】新東國小雙併宿舍（西、南向） 【圖3.1.5】新東國小雙併宿舍（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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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形制及空間 

 

一、新東國小校長宿舍空間配置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興建於民國42（1953）年。若將新東國小校長宿舍與日治時期公、

小學校之教職員宿舍比對，其平面與一般傳統日式宿舍之配置有些許差異，推測其建築

有可能為地方匠師自發性之營建行為，其中以在居間與玄關間新增廊下空間之做法為特

殊。日式宿舍於居間間另設廊下（走廊）作為通路之作法在判任官等級之官舍較為少見，

一般僅出現在高等官官舍之設計中，為新東國小校長宿舍特殊之處。新東國小校長宿舍

在歷經使用變遷，部份空間機能已有所調整，本文將比照傳統日式宿舍慣用之空間配置

與使用方式，對其之空間機能與特性進行說明。 

 

調查研究依據日治時期日式宿舍之空間類型將新東國小校長宿舍空間可分為：「玄

關」、「居間（座敷）」、「居間（次之間）」、「客間」、「茶之間」、「台所（廚

房）」、「浴室（風呂）」、「便所」「緣側」及「廊下」等。日式宿舍自大門進入後

之正式出入口為「玄關」。 

 

【圖3.2.1】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平面圖 

(次之間) 

(座敷) 

推測舊制 

為沖洗場 

推測舊制 

風呂位置 

舊制洗手台 

與小便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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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關自入口進入後為高程較低之「踏込」，一般地坪常以泥土地為主，但在新東國

小校長宿舍則為混凝土地坪。自踏込進入後為架高之地板，即玄關（圖3.2.2）。玄關

在二側牆面台度部分採用垂直向配置之「羽目板」（圖3.2.3）。 

 

【圖3.2.2】踏込及玄關 【圖3.2.3】玄關台度之羽目板 

 

    自玄關進入後為一L型之廊道，以廊道為中心分隔出右側居間及左側客間、茶之間

等空間。將廊道配置於建築中心之作法，在一般日式宿舍或官舍標準中並不常見，可說

是極為特殊之作法，推測為地方匠師自發性之設計（圖3.2.4、3.2.5）。 

 

    廊道側為居間，傳統日式宿舍主要之居室空間為「座敷」與「次之間」，調查研究

將其統稱為「居間」。由於座敷為宿舍內最重要的房間，其功能類似於現代居住空間之

客廳，具有重要之象徵意義。一般在規模較大之宿舍如高等官官舍以上等級之座敷，會

設置有「床之間」、「床脇」及「書院」等空間，但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則較為簡化，並

未設置上述空間，僅以儲櫃（押入）代替，亦為特殊之處（圖3.2.6、3.2.7）。 

 

    座敷與次之間成對設置，中間牆面以襖為區隔，上方並設欄間做為通氣窗（圖

3.2.8、3.2.9）。襖為橫拉開關之木製拉門，其兩側皆貼上數層不透光之紙或布，當襖

打開時，座敷與次之間能形成一連結之廣間，而當襖關閉時，二者則分別形成各自獨立

之私密空間。現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在居間之設計上，仍保留上述特色。另外，居間內

設有儲放寢具之儲藏櫃，即「押入」。押入設有橫拉之襖，並以木板架區隔上、下二處

之儲藏空間（圖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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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4】廊道空間（一） 【圖3.2.5】廊道空間（二） 

【圖3.2.6】居間 【圖3.2.7】儲櫃(押入) 

【圖3.2.8】居間通氣窗（欄間） 【圖3.2.9】居間隔間(襖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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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座敷及次之間相鄰之空間為「緣側」，緣側為室內（一般為鋪設榻榻米之房間）

與庭院間之過渡空間，多鋪設木地板。新東國小校長宿舍緣側設置於北側，除了作為廊

道空間外，亦具有遮陽之功能。傳統日式宿舍之緣側，會在與房間（座敷、次之間）相

鄰處設有透光之紙拉門「障子」，障子採橫拉開關方式，當障子開設時，緣側與室內空

間便形成開放之廣間，為室內空間之延伸，而當障子門關閉時，亦可使居間成為私密空

間，並由紙門之透光性替室內引入柔和之光線。新東國小校長宿舍舊制之門扇現況已完

全拆除。 

 

    緣側在面對庭院側會設置大面積開窗，以將戶外之光線及視野引入室內，透過緣側

作為緩衝之空間。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之落地窗扇採水平推拉之方式開啟（圖3.2.12）。

另外，日式宿舍會留設較大之後院空間，以配合緣側之開窗將戶外與室內空間融入，為

台灣日式宿舍重要之特色之一。台灣傳統日式宿舍在庭院與緣側處會設置「沓脫石」，

作為戶外泥土地與建物加高地板間之腳踏石。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之「沓脫石」為磚造，

並為階梯式（圖3.2.10）。中央廊道左側為客間及茶之間，日式宿舍會在玄關一側設置

會客空間，即客間（應接室）以區隔私密性較高之居室空間，作為接待親友或會客之空

間（圖3.2.11）。茶之間即餐廳，為家人用餐之場所，一般會設置於台所旁以方便上餐。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茶之間亦配置於台所旁，並緊鄰於客間（圖3.2.15）。將茶之間與客

間緊鄰配置之方式在傳統日式宿舍中亦為特殊之作法。 

 

與茶之間相鄰側為台所，兩者間以門扇（建具）區隔，但現況門扇已經佚失，形制

則不可考。台所又稱「勝手」和「炊事場」，即現代之廚房，一般設備有櫥櫃及流理台，

並考量油污之排放而設有大面積之開窗。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之台所空間於後期有所改

建，現況已作為儲藏空間，無法確認舊有使用原貌。 

 

與台所相隔處，即在北側緣侧端部留有一空間，現況為水泥地坪，推測舊制可能為

浴室。浴室又稱「風呂」，即為泡澡式之浴室。日式浴室包括浴槽及沖洗場，而浴槽則

有 「五右衛門風呂」、「長州風呂」、「鐵炮風呂」、「箱風呂」及「小判形風呂 」

等類型。台灣日式宿舍浴室，因歷經使用變遷，現常難以確認初始之原貌，但依據背景

判斷當時應多是採用上述風呂類型。在現今臺灣些日式宿舍的台所或勝手口附近仍可發

現風呂之爐口遺跡，所以當初應非直接由水管供給熱水，而是採用以附設鍋爐加溫之方

式
7
。校長宿舍舊制風呂因損壞而拆除，舊制浴室應於浴室東側空間設有風呂（圖3.2.1）。

緣侧東端與浴室相對處設有一便所，便所以舞良戶區分為二處空間。前側空間推測於後

期曾進行改建，現況並無設置任何設施，推測舊制應設置有洗手台或小便斗，但現況已

經拆除。後側空間為蹲式之大便斗，並且保存有舊制之集糞坑。 

 

                                                      
7 堀込憲二，2007，《日式木造宿舍修復再利用解說手冊》：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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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0】緣側處之沓脫石 【圖3.2.11】客間（應接室） 

【圖3.2.12】緣側空間 【圖3.2.13】緣側竿緣天花 

【圖3.2.14】玄關與客間間欄間 【圖3.2.15】茶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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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規模與尺度 

 

    日治時期之建築常會以模距作為訂定規模與尺寸之依據，將空間與構材尺寸

的比例關係組織化。空間與構材尺寸的比例，以柱心距為出發的尺寸計畫，稱之

為「柱割」，而以榻榻米出發的尺寸計畫則稱之為「疊割」。「疊割」發展成京

都地方常用的「京間」，而「柱割」則發展成關東地方常用的「田舍間」（1間=6

尺）。「京間」與「田舍間」不同之處在於，「京間」是以榻榻米為固定尺寸，

其尺寸多是以3.15×6.3尺計算，1「間」約為6.5尺。而「田舍間」則是以柱心到

柱心之間距為計算，此種算法一「間」為6尺（約為181.8公分）
8
。 

 

【圖3.2.16】「京間」法之說明圖（資料來源：＜台北文獻＞154，p:121） 

 
【圖3.2.17】「田舍間」法之說明圖（資料來源：＜台北文獻＞154，p:121）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雖為終戰後所建，但根據現況調查其平面尺寸仍依循日治時期之

「田舍間」而設計。即以柱心距為出發的尺寸計畫。根據圖3.2.17之圖例顯示，田舍間

之柱心距離以固定單位之「尺」作為計算，而榻榻米則需配合柱心距而調整尺寸。以圖

說為例，若室內空間之柱心距長、寬為9尺（2730mm）、12尺（3640mm），則室內面積

為6疊大小，其鋪設之榻榻米則須調整為873.3mm×1765mm及882.5mm×1746.6mm等兩種

尺寸。基本上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之柱心距是以3尺，即0.5間（約910mm）為最小之單位

（模矩），在開口部分之尺寸為4.5尺及6尺，而在空間尺寸則以3尺之倍數推算，客間

及茶之間之規模為12尺×9尺（約6疊大小，不含押入），在客間部份之規模則為9尺×

12尺（6疊）（圖3.2.18）。 

 

                                                      
8王惠君，2005，＜台北文獻＞154期，《日治時期臺灣日式木造住宅之「木割法」探討》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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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新東國小校長宿舍「田舍間」尺寸示意表 

名稱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尺寸 備註 

玄關 

踏込 

長(南側) 入口大門(6尺)  

寬(東側) 柱距(踏込6尺)＋門（3尺）＝總寬9尺  

客間 
長(南側) 柱距（3尺）＋水平推拉窗(6尺)＝總長9尺  

寬(東側) 柱距（3尺）＋水平推拉(6尺)＝總寬9尺  

座敷 
長(南側) 柱距（3尺）＋襖（9尺）＋床之間柱距（3尺）＝總長15尺 含床之間

寬(東側) 床之間（4.5尺）＋押入（4.5尺）＝總寬9尺  

居間 
長(南側) 

柱距（3尺）＋水平推拉窗(6尺)＋柱距（3尺）＋床之間柱距（3尺）＝

總長15尺 

含床之間

寬(東側) 床之間（4.5尺）＋押入（4.5尺）＝總寬9尺  

緣側 
長(南側) 柱距（3尺）＋障子（9尺）＋柱距（3尺）＋押入柱距(3尺)＝總寬18尺  

寬(東側) 柱距(3尺)  

茶之間 
長(南側) 柱距(3尺)＋開口部(6尺)＋柱距(3尺) ＝總長12尺  

寬(東側) 柱距(3尺)＋開口部(6尺) ＝總寬9尺  

浴室

(風呂) 

長(南側) 柱距（4.5尺）＋柱距（3尺）＝總長7.5尺  

寬(東側) 開口(3尺)＋水平推拉開窗（4.5尺）＝總寬7.5尺  

台所 
長(南側) 柱距(3尺)＋開口部（3尺）＋櫥櫃(1.5尺)＝總長7.5尺  

寬(東側) 柱距（6尺）＋開口部(3尺)＝總寬9尺  

便所 
長(南側) 柱距(3尺)  

寬(東側) 開口部（3尺）＋開口部（3尺）＝總長6尺  

 

【圖3.2.18】新東國小校長宿舍「田舍間」平面示意圖 

4.5尺 3尺 

4.5尺 3尺 

3尺 6尺 6尺 3尺 

3尺 6尺 

6尺 3尺 6尺 3尺 3尺 3尺 

6尺 

3尺 

6尺 

3尺 

3尺 

4.5尺 

居間 

（次之間）

居間 

（座敷）

浴室 

（風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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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形制及空間 

 

一、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空間配置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興建於民國47（1958）年，其建築形式與同一時期之菁寮與安

溪國小完全一致，推測皆由當時之後壁鄉公所籌建。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在興建初期即

作為辦公室，基本上屬日治時期廣間型建築類型之一，室內有較大之跨度以供集體之辦

公使用。室內除廣間之教職員辦公室外，另於建築之西側規劃有校長室與值夜室。辦公

室建築平面進深15.54公尺、面寬10.94公尺，入口處另設3.34公尺x32.38公尺之門廊，

其形式類似簡化之「唐破風」，入口處並設置有類似「車寄」空間之坡道。建築物為一

矩形平面，為考量日照、風向等物理環境因素，以因應台灣南部特殊之氣候條件，故矩

形短邊處面向東、西，而矩形長邊處面向南、北。建築物之主要入口，即正向立面位於

東側。現況除東側設有入口外，建築於北、南兩向靠西側校長室與值夜室亦設有出入門，

可方便進入後側空間。另外校長室及值夜室亦有個別開門與辦公室相通。為求較佳之通

風採光，建築於四周均設有大片木製之水平推拉窗。 

     

木造辦公室之空間機能極為單純，教職員辦公室空間約佔11.89公尺×10.94公尺，

舊制為教職員辦公與休息空間，在新東國小之使用歷程中，並曾充當臨時性之教學空

間。空間在南、北二側腰壁處作有連續性之儲櫃，為教具與文件之儲藏空間，並可作為

簡易之工作台使用。辦公空間現況除了設有辦公桌外，亦有乒乓球桌及茶几桌椅，供教

職員休憩使用。除了辦公室外，在建築之西側尚有兩處小空間，較大空間之空間尺寸為

4.54公尺×6.38公尺，舊制為校長室，後期在前棟校舍擴建二層，校長室移置現址後（前

棟教室二樓），現況則改為行政電腦室。西側較之小空間尺寸為4.54公尺×4.568公尺，

舊制為教職員值日或值夜之休息室，即值夜室，現況則改作儲藏空間。 

 

【圖3.3.1】木造辦公室教職員辦公室（東向） 【圖3.3.2】木造辦公室教職員辦公室（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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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3】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平面圖 

 

二、空間規模與尺度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為終戰後所建，但根據現況調查其平面尺寸後發現，其仍依循

日治時期之「田舍間」而設計。若以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之外牆尺寸檢討其空間尺寸，

可發現其柱心距之規則仍是以3尺，即0.5間（約910mm）為最小之單位（模矩），在南、

北向牆面部份，單開口及柱間距基本上是以3尺為單位，而在開窗部份則以6尺為單位，

因此在空間尺寸上仍得以3尺之倍數推算，教職員辦公室之規模為39尺×36尺，而校長

室部份之規模為12尺×21尺，在值夜室部份之規模則為12尺×15尺（圖3.3.4）。藉由

上述之分析，顯示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雖為戰後（民國47（1958）年）所建，但其在建

築尺度與規模上，仍依循日治時期所留下之工法。 

 

【表3.3.1】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田舍間」尺寸示意表 

空間名稱 新東國小木造宿舍尺寸 備註 

辦公室 
長(北側) 開口（窗）部(6尺)＋柱距(3尺)＋開口（窗）部(6尺)＋柱

距(3尺)＋開口（窗）部(6尺)＋柱距(3尺)＋開口（窗）部

 

教職員辦公室 

校長室 

(現行政電腦室) 

值夜室 

(現儲藏室) 

櫥櫃 

課表 

配置圖 配置圖 櫥櫃 

門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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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名稱 新東國小木造宿舍尺寸 備註 

(6尺)＋柱距(3尺)＋開口（門）部(3尺) ＝總長39尺 

寬（東側） 柱距(3尺)＋開口（窗）部(6尺)＋柱距(3尺) ＋柱距(3尺)

＋開口（雙開門）部(6尺)＋柱距(3尺)＋柱距(3尺)＋開口

（窗）部(6尺)＋柱距(3尺)＝總長36尺 

 

校長室 

長(北側) 柱距(3尺)＋開口（窗）部(6尺)＋柱距(3尺)＝總長12尺  

寬（西側） 柱距(3尺)＋開口（窗）部(6尺)＋柱距(3尺)＋開口（窗）

部(6尺) ＋柱距(3尺)＝總長21尺 

 

值夜室 

長(南側) 柱距(3尺)＋開口（窗）部(6尺)＋柱距(3尺)＝總長12尺  

寬（西側） 柱距(4.5尺)＋開口（窗）部(6尺)＋柱距(4.5尺)＝總長15

尺 

 

 

 

【圖3.3.4】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田舍間」平面示意圖 

三、小結-新東、安溪及菁寮國小木造辦公室分析 

 

    藉由上述分析，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雖興建於戰後，但就其在空間設計尺度與形式

風格上，皆符合日治時期臺灣之建築概念與工法。根據《臺南縣歷史建築「後壁鄉菁寮

國小禮堂、辦公室、升旗台」調查研究》文中之推測，同階段之菁寮國小木造辦公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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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可能出自於日治時期曾任職於郡役所營繕課之本土地方技師之手，其設計意匠可能

參考了日治時期相關廣間建築之圖集，直接予以引用其工法。而營造者，亦極有可能出

自日治時期臺籍人士於1930年代曾參與從事之「請負業」或「株式會社」，即今日之營

造廠或建設公司
9
。針對上述說法，調查研究略為補述，推測其制式圖集之來源亦有可能

出自於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技師之手。為此，本節將就同時期興建之菁寮、安溪國

小木造辦公室與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作一比較，以確認其建築形制之來源與特色。 

 

    初步檢視三棟木造辦公室空間形制，在空間內容與配置上完全相似，為一大二小之

佈局，除門廊外，分別是辦公室、校長室及值夜室。在空間規模上，由於測量方式與測

量者之不同，三者在尺寸上出現差異，但若以建築之開口數量作比較，安溪國小木造辦

公室在矩形長邊處牆面之開口（窗）明顯少於一樘，為三者間較大之差異處。另外，室

內部份三者皆於北、南兩側作有連續之儲櫃。除了在規模外，建築在立面上，安溪國小

木造辦公室亦與二者有些許差異，菁寮與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為寄棟屋頂（四坡水），

但安溪國小則作入母屋頂，為最大之差異處。 

 

初步檢視三棟木造辦公室，菁寮與新東國小興建時間相近，在空間形制部份亦幾乎

一致，而安溪國小之興建時間較早，形制也較為不同。綜合上述討論，新東、安溪及菁

寮國小木造辦公室雖皆為戰後所建，但在空間規模（尺寸）、形式與工法上，無論是在

建築之設計者或營造者皆承襲了日治時期之營建觀念與技術未改變。若就建築之相異度

推測，探究建築形式之來源，三棟建築在興建初期確實有可能為相同之營建主導者（鄉

公所），透過制式圖面或圖集修改後，分別於不同時期興建於各校中。至於圖面是否承

襲自日治時期位於郡下或內務局地方課之技師（本土），或為鄉公所職員自行或委託他

人設計後，在逐步複製於各校中，則須待後續更多之史料佐證。 

 

【表3.3.2】菁寮、安溪及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形制比對一覽表（單位：公尺） 

名稱 

(興建年代) 
空間內容與尺寸 總長（公分） 

高度 

（屋簷）
立面外裝 屋頂形式 

菁寮國小木

造辦公室 

（1956） 

辦公室 13.00×10.98 

16.72×10.98 4.78公尺

磚作台度 

雨淋板外裝 

水泥屋瓦 

寄せ棟、四坡水

（類似廡殿頂）校長室 3.66×6.39 

值夜室 3.66×4.53 

安溪國小木

造辦公室 

（1952） 

辦公室 10.95×9.10 

14.63×9.10 4.11公尺

磚作台度 

雨淋板外裝 

水泥屋瓦 

入母屋 

（類似歇山頂）校長室 3.68×5.43 

值夜室 3.68×3.67 

新東國小木

造辦公室 

（1958） 

辦公室 11.89×10.94 

15.53×10.94 3.98公尺

磚作台度 

雨淋板外裝 

水泥屋瓦 

寄せ棟、四坡水

（類似廡殿頂）校長室 4.54×6.38 

值夜室 4.54×4.56 

                                                      
9 曾國恩計畫主持，2004，《臺南縣歷史建築「後壁鄉菁寮國小禮堂、辦公室、升旗台」調查研

究》，p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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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國小平面圖 新東國小正（東）向立面圖 

 

安溪國小平面圖 安溪國小正（東）向立面圖 

 

 

菁寮國小平面圖 

【圖3.3.5】菁寮、安溪及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平面圖

菁寮國小正（東）向立面圖 

【圖3.3.6】菁寮、安溪及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正（東）向立面圖 

 



第三章  建築形制及空間研究 

 3-23

 

 
菁寮國小左（南）側立面圖 

 

 
安溪國小左（南）側立面圖 

 

 

新東國小左（南）側立面圖 

 

【圖3.3.7】菁寮、安溪及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左（南）側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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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與其他案例平面空間比較 

 

一、不同性質之使用空間面積比例 

 

        日式木造宿舍之空間依性質大致可分為入口玄關、走道、居室空間與服務空間

等四種使用空間，其中入口玄關之面積僅計算架高地板以外之面積，架高地板計入

走道面積。走道面積以專用於連通各空間之廊道為主，不計入具走道功能之居室面

積；而「緣側」也計入走道空間。居室空間包含起居室與臥室（客間、茶間、應接

室、書齋）等空間，另也包含「押入」。至於服務空間則以廚房、浴室、廁所與儲

藏室為主。圖3.4.1所示即為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以及教職員宿舍平面形式以及不同

屬性之空間分布。 

    

         表3.4.1與表3.4.2為本研究匯整國內其他21處（共計26種平面單元）日式木造

宿舍之古蹟與歷史建築案例（圖3.4.2），同樣針對入口玄關、走道、居室空間與

服務空間等四種使用空間之面積大小與所佔比率加以比較。經整理，所有案例中入

口玄關面積比率最低的是台西鄉海口庄庄長宿舍（2.2%），最高則是石榴車站員工

宿舍（7.7%）。走道面積比率最小的是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一）-2（8.0%），

最大的是二林公學校校長宿舍（28.0%）。而居室空間面積比率最低與最高的案例

分別是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48.5%）與齊東街53巷2號（68.1%）。服務空間面

積比率最低與最高則分別為孫立人將軍故居（7.6%）以及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

（二）-2（35.1%）。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四種性質之空間比率均在各案例之最高與最低範圍之內，其

中入口玄關面積與其他案例相較比率較高（7.3%），走道面積比率偏低，居室與服

務空間比率則接近平均值；教職員宿舍玄關比例因總面積較小而偏高，走道面積比

例則低於前述各案例（僅6.4%），居室空間則接近平均值，服務攻堅則高出平均值

甚多。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案例四種不同性質的使用空間面積比率均以居室空間

最高，入口玄關最低，走道與服務空間的比率則互有高低。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則是

走道面積比率低於服務空間。一般而言服務空間面積大小較固定，走道則會隨平面

規模而有所不同，通常平面規模愈大，走道面積會提高以串聯各居室空間，其面積

比例因而提升，故規模較大的平面單元，走道面積比率大於服務空間的情形較多。 

 

         經計算，上述26種平面單元之入口玄關、走道、居室空間與服務空間等四種

使用空間之面積比率有一定的範圍（圖3.4.3），平均值分別是4.5%、17.3%、60.4%

與17.9%。圖3.4.4至圖3.4.7分別是四種主要使用空間面積比率與地板面積之關

係，由這些圖可發現四種空間面積比率各有一定範圍，與地板面積大小的關係說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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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口玄關比率與地板面積之關係：玄關之空間性質係一出入口，面積隨建築規制

而有增減（1.6m
2
至8.9m

2
），但其大小仍有一定的限制，因此當地板面積大幅增

加時，玄關面積比率也因而下降，孫立人將軍故居之入口玄關面積即為所有案例

中最大者，但因地板面積高達267.7m
2
，面積比率僅3.3%，略低於平均值。 

 

（二）服務空間比率與地板面積之關係：空間比率隨地板面積增加而下降之現象也發生

在服務空間面積比率與地板面積之關係，此係服務空間性質與入口玄關類似，儘

管隨日式宿舍規模而有增減，但面積大小亦有一定範圍，故地板面積之增加會使

其面積比率下降。 

 

（三）居室空間比率與地板面積之關係：至於居室空間比率，由圖3.4.6發現比率相當

固定，在49.1%至68.1%之間，並未隨地板面積之增減而有明顯增減，可知居室空

間之大小是隨整體面積而增減，故其面積比率相當固定。 

 

（四）走道空間比率與地板面積之關係：較特別的是走道面積比率隨著地板面積增加而

緩和增加，原因可能是地板面積在100m
2
以下的案例，走道面積比率分布均勻（8.0%

至26.5%）；地板面積在100m
2
以上的案例，走道面積比率集中於19.3%至26.2%，

因而使走道面積整體比率隨地板面積增加而有緩和增加之現象。 

 

二、不同性質之使用空間討論 

 

        如前所述，日式木造宿舍之空間性質可分為入口玄關、走道、居室空間與服務

空間四種使用空間，以下即針對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及教職員宿舍討論以上四種使用

空間的特性，並與本文彙整21處其他案例之26種平面單元進行比較。 

 

（一）入口玄關： 

 

          入口玄關的數量有僅設一處以及設有兩處兩種，以齊東街日式宿舍群4個平

面形式為例，玄關依建築規模可分為兩種，規模最小的齊東街53巷2號僅有一處

玄關，其餘3個案例均有位於正立面的主入口與側面的次入口兩處玄關。其他案

例除了孫立人將軍故居之外（排除雙併式與不對稱雙併式案例），均僅有一處入

口玄關。需注意的是，齊東街53巷13號歷史建築是具有兩處玄關的案例中地板面

積最小者（95m
2
），然而與之面積相近的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場場長宿舍

（94.7m
2
）僅有一處入口玄關。由此可初步得知，日式木造宿舍平面單元面積在

大約30坪以上時，多數設置兩處玄關。本文匯整的案例中，平面單元面積大於30

坪而僅設置一處玄關的案例僅有鹿港街長宿舍與台西鄉海口庄庄長宿舍兩例，新

東國小校長宿舍之面積約為21坪，僅設立一處玄關；教職員宿舍亦僅設置一處。 

（二）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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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各案例中，走道的平面形式依規模大小也分為兩類，一類走道完整連通

成ㄇ字型或口字型，另一類被兼具走道功能的居室切割。前者用於規模較大的案

例，後者用於規模較小的平面單元，此與入口玄關形式吻合。其他案例之走道平

面形式大致也可分為上述兩類，其中走道連通完整的案例有鹿港街長宿舍

（125.5m
2
）、宜蘭縣成功國小校長宿舍（84.1m

2
）與孫立人將軍故居（267.7m

2
）

三例，其餘案例之走道均有中斷情形，而這些案例的平面單元面積超過90m
2
的案

例僅有台西鄉海口庄庄長宿舍與基隆要塞司令部校官眷舍兩例，其他案例均在

64.8m
2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場會計總務宿舍）以下，顯示走道之連續性與

平面單元規模也有直接關聯。 

 

          位於平面空間後側與後院之間的走道（緣側）是日式木造宿舍及具特色的空

間，它的性質不僅是連接空間之走道，也帶有休憩與工作之空間性質。本文彙整

的所有案例中，僅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一）-1以及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二）

兩種平面單元無此空間。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面積雖小，但走道完整連貫，並未與居室空間共用，有別

於日治時期多數木造官舍常見做法。但教職員宿舍規模較小，走道包含於居室空

間，僅緣側為完整之走道空間。 

 

（三）居室空間： 

 

          居室空間面積均受明顯的模矩倍率關係限制，上述各案例中最大居室面積在

9.7m
2
（2.7m×3.6m）至45m

2
（3.6m×12.5m）之間，位置多在平面核心，如為規

模較大的單棟式建築，主要居室空間多為走道圍繞；如為雙併式建築，主要居室

多緊鄰隔戶牆。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居室面積比例較高，但因抗震牆體之區隔，最

大居室面積為9.7m
2
（2.7m×3.6m）；教職員宿舍最大居室面積同樣為9.7m

2
（2.7m

×3.6m）。 

 

（四）服務空間： 

 

          服務空間多分布於平面單元之側面，形式可分為兩類，一為廚房、浴室與廁

所均集中於一處，另一類為廁所與廚房、浴室分離。兩種服務空間的形式與平面

單元並無明顯關係，不論案例平面單元規模大小，均有採用上述兩種服務空間形

式之情形。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及教職員宿舍兩者之服務空間廁所即與廚房、浴室

分離，且均設置於平面北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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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不同案例日式宿舍平面空間比較（一） 

編

號 
案例名稱 

平面 

形式 

總面積

（m2） 

不同性質空間面積（m2） 

入口 

玄關 
走道 

居室 

空間 
服務空間

1 永靖公學校宿舍 雙併式 56.6 3.2 12.8 31.6 9.0

2 基隆要塞司令部校官眷舍 單棟式 92.3 3.2 17.0 61.6 10.5

3 美崙溪畔日式宿舍 雙併式 55.0 3.2 4.9 35.6 11.3

4 鹿港街長宿舍 單棟式 125.5 3.2 25.1 78.6 18.6

5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

場職員宿舍（一） 
雙併式

39.7 1.6 4.1 25.9 8.1

 

6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

場職員宿舍（二）-1 
 

不對稱

雙併式

35.7 1.6 4.1 23.5 6.5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

場職員宿舍（二）-2 

48.6 3.2 4.1 31.6 9.7

7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

場職員宿舍（三） 
雙併式

35.7 1.6 4.1 23.5 6.5

8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

場場長宿舍 
單棟式

94.7 3.2 25.1 51.8 14.6

 

9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

場會計總務宿舍-1 
 

不對稱

雙併式

64.8 2.4 12.2 41.3 8.9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

場會計總務宿舍-2 

47.7 1.6 10.5 26.7 8.9

 

10 

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

（一）-1 
 

不對稱

雙併式

64.0 2.4 8.1 38.9 14.6

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

（一）-2 

51.1 1.6 4.1 32.4 13.0

 

11 

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

（二）-1 
 

不對稱

雙併式

47.0 2.4 4.9 24.3 15.4

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

（二）-2 

46.2 2.4 4.9 22.7 16.2

12 台西鄉海口庄庄長宿舍 單棟式 109.3 2.4 21.1 66.4 19.4

 

13 

宜蘭縣成功國小校長宿舍

-1 
 

不對稱

雙併式

49.4 3.2 7.3 31.6 7.3

宜蘭縣成功國小校長宿舍

-2 

84.1 3.6 19.4 51.4 9.7

14 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

（一）- 校長宿舍 
單棟式

97.9 3.2 27.4 54.3 13.0

15 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

（二）- 職員宿舍 
雙併式

68.5 3.2 17.5 33.2 14.6

16 石榴車站員工宿舍 雙併式 41.3 3.2 5.7 22.7 9.7

17 孫立人將軍故居 單棟式 267.7 8.9 70.0 168.5 20.3

18 齊東街53巷11號 單棟式 138.8 8.1 27.5 91.5 11.7

19 齊東街53巷13號 單棟式 95.0 6.5 21.1 54.4 13.0

20 齊東街53巷2號 單棟式 73.7 2.4 8.9 50.2 12.2

21 濟南路二段25號 單棟式 176.6 7.3 42.9 104.5 21.9

22 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 單棟式 66.8 4.9 7.3 43.7 10.9

23 後壁新東國小教職員宿舍 雙併式 50.0 3.2 3.2 31.9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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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2】不同案例日式宿舍平面空間比較（二） 

編

號 
案例名稱 

平面 

形式 
總面積

不同性質空間面積所佔比率 

入口 

玄關 
走道 

居室 

空間 
服務空間

1 永靖公學校宿舍 雙併式 100% 5.7% 22.6% 55.8% 15.9%

2 基隆要塞司令部校官眷舍 單棟式 100% 3.5% 18.4% 66.7% 11.4%

3 美崙溪畔日式宿舍 雙併式 100% 5.8% 8.9% 64.7% 20.6%

4 鹿港街長宿舍 單棟式 100% 2.6% 20.0% 62.6% 14.8%

5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

場職員宿舍（一） 
雙併式

100% 4.0% 10.3% 65.2% 20.5%

 

6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

場職員宿舍（二）-1 
 

不對稱

雙併式

100% 4.5% 11.5% 65.8% 18.2%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

場職員宿舍（二）-2 

100% 6.6% 8.4% 65.0% 20.0%

7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

場職員宿舍（三） 
雙併式

100% 4.5% 11.5% 65.8% 18.2%

8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

場場長宿舍 
單棟式

100% 3.4% 26.5% 54.7% 15.4%

 

9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

場會計總務宿舍-1 
 

不對稱

雙併式

100% 3.7% 18.8% 63.7% 13.8%

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

場會計總務宿舍-2 

100% 3.3% 22.0% 56.0% 18.7%

 

10 

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

（一）-1 
 

不對稱

雙併式

100% 3.8% 12.6% 60.8% 22.8%

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

（一）-2 

100% 3.1% 8.0% 63.4% 25.5%

 

11 

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

（二）-1 
 

不對稱

雙併式

100% 5.1% 10.4% 51.7% 32.8%

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

（二）-2 

100% 5.2% 10.6% 49.1% 35.1%

12 台西鄉海口庄庄長宿舍 單棟式 100% 2.2% 19.3% 60.8% 17.7%

 

13 

宜蘭縣成功國小校長宿舍

-1 
 

不對稱

雙併式

100% 6.5% 14.8% 64.0% 14.7%

宜蘭縣成功國小校長宿舍

-2 

100% 4.3% 23.1% 61.1% 11.5%

14 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

（一）- 校長宿舍 
單棟式

100% 3.3% 28.0% 55.5% 13.2%

15 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

（二）- 職員宿舍 
雙併式

100% 4.7% 25.5% 48.5% 21.3%

16 石榴車站員工宿舍 雙併式 100% 7.7% 13.8% 55.0% 23.5%

17 孫立人將軍故居 單棟式 100% 3.3% 26.2% 62.9% 7.6%

18 齊東街53巷11號 單棟式 100% 5.9% 19.8% 65.9% 8.4%

19 齊東街53巷13號 單棟式 100% 6.8% 22.2% 57.3% 13.7%

20 齊東街53巷2號 單棟式 100% 3.3% 12.1% 68.1% 16.5%

21 濟南路二段25號 單棟式 100% 4.1% 24.3% 59.2% 12.4%

空間面積比率平均 4.5% 17.3% 60.4% 17.9%

22 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 單棟式 100% 7.3% 10.9% 65.4%  16.4% 

23 後壁新東國小教職員宿舍 雙併式 100% 6.4% 6.4% 63.8%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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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1】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上）及教職員宿舍平面空間比較 

 

          

1.永靖公學校宿舍（歷史建築/1929/雙併式） 

                 

2.基隆要塞司令部校官眷舍（市定古蹟/1929/單棟式） 

         

3.美崙溪畔日式宿舍（歷史建築/1931/雙併式） 

 

           入口玄關         走道          居室空間          服務空間 

【圖3.4.2-1】日式宿舍平面空間比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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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鹿港街長宿舍（歷史建築/1935/單棟式） 

      
5.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場職員宿舍（一）（歷史建築/1936/雙併式） 

 

           

6.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場職員宿舍（二）（歷史建築/1936/不對稱雙併式） 

 

         

7.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場職員宿舍（三）（歷史建築/1936/雙併式） 

               
8.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場場長宿舍（歷史建築/1936/單棟式） 

 

           入口玄關         走道          居室空間          服務空間 

【圖3.4.2-2】日式宿舍平面空間比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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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場會計總務宿舍（歷史建築/1936/不對稱雙併式） 

 

       

10.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一）（歷史建築/1937/不對稱雙併式） 

 

                         

11.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二）（歷史建築/1937/不對稱雙併式） 

 

                

12.台西鄉海口庄庄長宿舍（歷史建築/1937/單棟式） 

 

             
13.宜蘭縣成功國小校長宿舍（歷史建築/1938/不對稱雙併式） 

 

           入口玄關         走道          居室空間          服務空間  

【圖3.4.2-3】日式宿舍平面空間比較（三）

 

  

 
 

 
  

 
  

  
 

  
 



歷史建築後壁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調查研究暨修復計畫 

 3-32

 

                   
14.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一）- 校長宿舍（歷史建築/1938/單棟式） 
 
 

    

15.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二）- 教職員宿舍（歷史建築/1938/雙併式） 

 

                      

16.石榴車站員工宿舍（歷史建築/1939後/雙併式） 

 

   
17.孫立人將軍故居（歷史建築/1942後/單棟式） 

        入口玄關         走道          居室空間          服務空間 

【圖3.4.2-4】日式宿舍平面空間比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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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齊東街53巷11號（市定古蹟/1942/單棟式） 

                                                 

19.齊東街53巷13號（歷史建築/1942/單棟式） 

 

                                         

20.齊東街53巷2號（歷史建築/1942/單棟式） 

                  
21.濟南路二段25號（歷史建築/1942/單棟式） 

             入口玄關         走道          居室空間          服務空間 

 
【圖3.4.2-5】日式宿舍平面空間比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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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玄關          走道           居室空間          服務空間   

    

1.永靖公學校宿舍 15.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二）-2 

2.基隆要塞司令部校官眷舍 16.台西鄉海口庄庄長宿舍 

3.美崙溪畔日式宿舍 17.宜蘭縣成功國小校長宿舍-1 

4.鹿港街長宿舍 18.宜蘭縣成功國小校長宿舍-2 

5.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場職員宿舍（一） 19.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一）- 校長宿舍 

6.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場職員宿舍（二）-1 20.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二）- 教職員宿舍

7.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場職員宿舍（二）-2 21.石榴車站員工宿舍 

8.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場職員宿舍（三） 22.孫立人將軍故居 

9.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場場長宿舍 23.齊東街53巷11號 

10.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場會計總務宿舍-1 24.齊東街53巷13號 

11.農委會茶葉改良場魚池分場會計總務宿舍-2 25.齊東街53巷2號 

12.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一）-1 26.濟南路二段25號 

13.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一）-2 27.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 

14.雲林縣警察局舊宿舍群（二）-1 28.後壁新東國小教職員宿舍 

 

【圖3.4.3】各案例日式宿舍四種主要空間百分比

百分比（%） 

案例編號 

百分比（%） 

案例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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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4】各案例日式宿舍入口玄關面積百分比與地板面積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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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5】各案例日式宿舍走道面積百分比與地板面積之關係 

入口玄關面積百分比(%) 

地板面積(m
2) 

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一）- 校長宿舍 

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二）- 職員宿舍 

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 

後壁新東國小教職員宿舍 

走道面積百分比(%) 

地板面積(m
2) 

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一）- 校長宿舍 

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二）- 職員宿舍 

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 

後壁新東國小教職員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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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6】各案例日式宿舍居室空間面積百分比與地板面積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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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7】各案例日式宿舍服務空間面積百分比與地板面積之關係 

 

居室空間面積百分比(%) 

地板面積(m
2) 

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一）- 校長宿舍 

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二）- 職員宿舍 

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 

後壁新東國小教職員宿舍 

服務空間面積百分比(%) 

地板面積(m
2) 

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一）- 校長宿舍 

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二）- 職員宿舍 

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 

後壁新東國小教職員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