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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修護建議及經費預估 

第1節 梅鶴山莊之修護建議 

6-1-1.建築修復與結構補強 

1.建築修復 

重砌：有幾道山牆面因為過去已損壞以磚或土埆加磚重砌過，建議這次修復時以原

有工法土埆磚重砌。（D9、F4、J2、J4 的山牆面） 

 
【圖 6-1-01】F4 牆面為較薄的土埆磚，加上磚柱。 【圖 6-1-02】D9 山牆面已全部改為砌磚。 

拆除重砌：依調查結果，壁體損壞最嚴重的為正立面，例如下堂旁的 F4、G3 面埕的

牆面，已有嚴重變形，建議土埆牆重砌。（F4、G3、J4、I3 面埕的牆面及 H1 的兩側內牆） 

【圖 6-1-03】H1 的牆面。 【圖 6-1-04】G3 牆面向外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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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重整：許多還留有屋瓦的屋面也已經嚴重變形，勢必要重新架樑、桷仔、鋪屋

面瓦，還有近乎一半以上的屋面全部已改為金屬板屋瓦，這部份必須全部拆除，做屋面

復原。 

【圖 6-1-05】左外護龍屋面內部。 【圖 6-1-06】左外護龍全部屋面及左內護龍一半屋面

全改。 

2.結構補強 

梅鶴山莊為傳統土埆造建築，牆壁為承重牆系統，牆和牆之間並不如磚牆一般有交

丁作法，因此破壞處最常出現在山牆面和牆面交接處，另外傳統建築屋頂在造形以及格

局上的需要，每隔一段距離，屋頂會以高低錯開，這部份也成為容易遭受外部環境破壞

最常出現之處，再者梅鶴山莊最初的屋瓦為簡化式作法，只有一層上下顛倒鋪設，在屋

頂容易受外部影響之下，原應發揮保護作用的屋瓦無法發揮，在這樣的先天性缺陷之下，

梅鶴山莊破壞的主要原因為（一）山牆面傾斜、倒塌，（二）屋頂交接面受損、雨水滲

入、梁受潮腐朽、屋面塌陷變形。 

針對上述第一點，建議修復時應針對土埆牆的結構行為進行補強，可以於屋頂內加

入木框作為結構補強，或者於內外牆加入轉角的補強。 

【圖 6-1-07】木框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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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8】轉角處補強。 【圖 6-1-09】土埆牆補強：埋設竹

筋。 

針對上述第二點，建議加強屋頂交接面的防水措施，另一可討論的是，因為原本的

屋瓦作法本身是有缺陷的，如果依原有的工法復原，修復完工不久後必然再度損壞，建

議採用兩層屋瓦作法進行修復，雖然工程費用會因此提高，但可以讓修復完工後維持較

長久的時間。創建初為了節省經費，所用桷仔為木料的邊材，材料本身為非耐久材，因

此調查現況可以發現已有許多被換為現在常見的長方形角材，長方形角材取自木料的心

材，較邊材耐久性佳，建議修復屋瓦時連同桷仔一起改為現在常用作法。為避免後代誤

以為此為創建初作法，建議於再利用空間中說明此事項，讓後代了解原來作法，並知道

修復時曾對原作法進行了改良。 

【圖 6-1-10】創建初屋瓦作法（單位：㎜）。 【圖 6-1-11】建議屋瓦作法（單位：㎜）。 

現在斗栱加上磚柱作為補強，為了恢復原貌，建議加設木柱，並埋入壁體內，斗栱

架設於木柱上，如此一來可以讓斗栱和木柱形成一個結構體，結構上比較穩定，木柱埋

入壁體內，在視覺上也不會造成影響，也留設出原有的通暢廊道。 

3.壁面及鋪面復原 

現有許多壁面因表面龜裂、污損，直接在原有灰泥牆面塗上水泥砂漿，壁體內的水

氣更不易散出，或者為了清潔方便於表面塗水泥漆，未來修復時建議復原。中庭鋪面也

是如此，為了維護上的方便，將水泥砂漿鋪在卵石上，讓排水無法進入土內，也造成排

水上的問題，也建議應恢復原來卵石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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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2】中庭卵石鋪面鋪上水泥。 【圖 6-1-13】牆壁表面塗上水泥漆。 

4.顏色的復原 

面中庭的木門從上半部可以看出原來有上漆，下半部可能因為經年風吹日曬顏色已

經消失，建議依上半部顏色仍可分辨出的做顏色的修復。 

  
【圖 6-1-14】門框、門板上半仍留有顏色。 【圖 6-1-15】木柱上方及斗拱仍留有顏色。 

5.木質防治 

（1）林宅梅鶴山莊大木構件、門窗、斗栱組以及木質板類之劣化主要是生物劣化、

吸水吸濕劣化與天候劣化交互作用所造成。經含水率檢測結果發現，無人居住之屋間以

及靠近外側有天候劣之虞之木質構件水分含量有偏高的之趨勢；且工作團隊在施測過程

中亦發現多處白蟻分飛孔，由種種跡象顯示林宅遭受白蟻之危害有一段時日，應立即進

行白蟻防治且在日常維護管理上仍要重視建築物之通風、周遭環境之整理、漏水之防治。 

（2）林宅梅鶴山莊大木構件、門窗、斗栱組以及木質板類經由目視、敲擊以及超音

波檢測之綜合評估，破壞分級為 3 者建議進行修補 (詳細構件名稱以及位置請參閱【表

6-1-01~03】以及【圖 6-1-16~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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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宅梅鶴山莊大木構件、門窗、斗栱組以及木質板類經由目視、敲擊以及超音

波檢測之綜合評估，破壞分級為 4 者建議進行仿作(詳細構件名稱以及位置請參閱【表

6-1-01~03】以及圖【6-1-16~19】所示)。 

建議 

（1）林宅梅鶴山莊屬歷史建築，整修需經調查、設計還需古蹟主管單位的審核，

耗費時日，故建議先做白蟻防治，一方面可先將破壞的主兇『白蟻』先整巢徹底消滅，

另一方面終止白蟻繼續啃食木構件的行為，也可降低林宅修復時，需大量採購木構件

的龐大經費。 

（2）慎選防治白蟻工法與專業防治白蟻公司，林宅梅鶴山莊仍有人員居住在其

中，故應優先考慮下列幾個條件： 

藥劑安全：必須考量林宅住戶的安全，周邊環境不受污染。 

徹底消滅：白蟻的習性極易受干擾而逃離或四處擴散，待藥劑消退後  再回來，

故防治工法應選用可整巢徹底滅亡的工法。 

維護古蹟 (歷史築築)：古蹟原形原貌應善加保護不可破壞，工法不可造成破壞。 

不 干 擾：不影響林宅住戶人員活動的防治白蟻方法。 

【表 6-1-01】梅鶴山莊大木構件、門窗、斗栱組以及木質構件修補與仿作編號表。 

判定 

結果 

區間 

名稱 

修補 仿作 

G3 G3-7 (桁)、G3-8 (桁) G3-4 (桁)、G3-5 (桁)、G3-6 (桁)

F4 
F4-1 (窗)、F4-2 (門)、F4-3 (桁)、F4-4 (桁)、F4-5 
(桁)、F4-7 (桁) 

－ 

H4 

H4-1(斗栱組)、H4-2-1(挑簷桁)、H4-2-2(椽條)、
H4-3(斗栱組 )、H4-4-2(椽條 )、H4-5(斗栱組 )、
H4-6-2(挑簷桁)、H4-6-3(椽條)、H4-7(斗栱組)、
H4-8( 挑簷桁 ) 、 H4-9-1( 桁 ) 、 H4-9-3( 椽條 ) 、
H4-10(斗栱組)、H4-11-2(挑簷桁)、H4-11-3(椽條)

H4-4-1(挑簷桁)、H4-6-1(封簷板)

H2 

H2-1(斗栱組 )、H2-6-2(牆板 )、H2-7-1(前柱 )、
H2-7-2(後柱 )、H2-7-3(上樑 )、H2-7-4(下樑 )、
H2-7-5(牆板 )、H2-9(挑簷桁 )、H2-11(圓桁 )、
H2-12(斗栱組)、H2-13(斗栱組)、H2-14(斗栱組)、
H2-15-1(圓桁 )、H2-16(門 )、H2-19(挑簷桁 )、
H2-20(斗栱組)、H2-21(椽條)、H2-22(斗栱組)、 

H2-2(封簷板 )、 H2-3(椽條 )、

H2-4(柱)、H2-5(柱)、H2-6-1(下

樑)、H2-8(封簷板) 、H2-10(挑

簷桁)、H2-24(桁) 

H1 
H1-1-1( 桁 ) 、 H1-1-3( 門樑 ) 、 H1-1-4( 門檻 ) 、
H1-1-5(左側柱)、H1-1-6(右側柱) 

H1-1-2(橫披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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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I3-1(門) － 

H3 H3-1(右門板)、H3-2(中間門板) － 

 

【圖 6-1-16】林宅梅鶴山莊一樓大木構件修補與仿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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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7】林宅梅鶴山莊二樓大木構件修補與仿作位置圖。 



大溪林宅梅鶴山莊歷史建築調查研究計畫 

 6-8

【圖 6-1-18】林宅梅鶴山莊門窗、牆板以及斗栱組修補與仿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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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9】林宅梅鶴山莊椽條修補與仿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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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修復分期 

修復時於埕內或梅鶴山莊後方加建臨時住宿，因梅鶴山莊目前住有數十人，如果一

次全部遷出才進行修復的話，短時間內無法提供能夠容納數十人住宿及安置家用品之

處，也不宜遷移太遠造成搬運的困擾，最好是分批遷到離梅鶴山莊不遠之處。建議將梅

鶴山莊分為幾個可以分割的單元，依序重覆遷出、修復、遷入等動作，因為施工期間尚

有多人住於此地，在施工安全上必須格外注意，也盡量讓施工不會過於影響居住者生活。 

建議分為三至四個期間修復，因為（Ⅰ）和（Ⅱ）在空間上有前後關係，修復（Ⅰ）

時必定經過（Ⅱ）區，先拆解（Ⅱ）區，再拆解（Ⅰ）區，兩區可以同時進行修復工作，

之後再進行（Ⅲ）區以及（Ⅳ）區。 

 
【圖 6-1-20】施工分區示意圖。 

6-1-3.居住空間重新規劃 

梅鶴山莊建於 1869 年，當初人口不多，經過一百多年來子孫滿堂，空間需求明顯不

足，增建的部份就如同身體內的癌細胞，在體內亂竄，分家後家族的制約變弱，增建的

部份各自發展，平面往兩側及後方擴張，有人居住在歷史建築當中，可以每日維護，對

歷史建築原本是件好事，但是人口過多所帶來的混亂局面也是需要注意的。 

為了維護歷史建築的風貌，建議召開家族會議，對於修復時將面臨的增建部份拆除

後如何整合現有空間改建，或是另覓他地興建，經協調決定，現有直接和梅鶴山莊相連

接的加建手法應避免出現，新的設計可以有兩種方向，一為增建部份仍接在建築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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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和建築直接相接，而是以廊道相接，二為於梅鶴山莊竹林後面，協調出空地，以從

正面看不到的高度興建新建築，以容納部份家族成員，整理近年來加建的部份，未來負

責修復設計的建築師應透過林氏家族會議，討論空間及家族成員之空間需求，對於影響

歷史風貌的既有增改建，如何進行改善，並訂出規範規定，以後如有增改建行為應遵守

之原則及設計準則。 

現在埕的使用方式作為停車空間，建議將停車空間由下堂前面改為圍牆內側，比較不會

影響梅鶴山莊的正立面。 

【圖 6-1-21】外觀修復準則示意圖。 

6-1-4.農宅景觀維護 

梅鶴山莊是依風水興建，民宅興建多年後，周遭環境如果改變太大，山、水的地貌

有變動，就會影響到原有的風水，民宅多依循風水而建，在修復時多只注意到建築物本

體，忽略掉古人對環境的思想。梅鶴山莊幸運的是被保留在大馬路的小路內，周遭沒有

開發的壓力，到目前仍保有大溪早期開拓的農宅風貌，建築物後面的竹林是過去農宅具

有重要的防禦以及提供食物的功能性，在景觀上高聳的竹林和黑瓦白牆的民居也形成典

型的農宅印象，在過去的古蹟保存只著重於建築的硬體，對於周遭景觀並不關心，造成

建築硬體修復的光鮮亮麗，但周遭的景觀卻是隔隔不入，因此建議修復的同時，對於梅

鶴周遭的景觀也加以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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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2】景觀管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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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 修護經費預估 

本調查期間，因目前有眾多家族的人住於此處，為因應現代生活，有多處的室內空

間釘上天花板，因此有多處的屋頂部份的樑、椽條之現況無法得知，為避免日後追加預

算之困難，於本次的預算概估，視現況為較嚴重的情形，編列較多維修經費，但古蹟之

價值在於留下創建當初的部材愈多的話價值愈高，因此建議修復初期應先對於現有天花

板進行解體，以判斷抽換範圍及修復方式。 

再則，關於土埆牆部份，因有部份牆面已變形，為安全起見，建議以新的土埆磚重

建；至於部份損壞之處，若無結構上問題的話，以新的土埆磚進行部份抽換即可。 

為了維護原梅鶴之風貌及滿足現代生活，鋪面部份建議中軸線上之空間恢復原貌，

其他生活空間及下埕可以現代鋪面之做法施作，滿足生活及停車空間之需求。 

梅鶴林家中留下許多難得的良材，即使是在今日也很難取得，由最近幾年的修復案

中發現，修復完工後不久就發現木柱因乾燥時間不足出現收縮、裂痕，或是木料有許多

節為次等材等等問題，這是目前古蹟修復由公家機關發包普遍會發生的狀況。和一般民

居是由自己找匠師，仔細監工所建造出來的品質有很大落差。因此建議在此情況下，除

非梅鶴自行發包，否則如果透過文化局發包的話，木料有可能無法達到梅鶴當年所用材

料之等級，修復時建議找細心謹慎的大木師父對於受損的部材仔細修理，除非有結構上

之危險，盡量不要抽換材料。 

【下堂】 
經費預估  破壞 建議 

面積1 金額（元） 
地坪 鋪上地磚或水泥粉光 恢復為夯土鋪面 155  1,085,000 

土埆磚牆向外傾斜，牆面變

形 
重砌土埆磚牆，復

原灰泥壁面 
99.92＋ 34.92×2
＝169.76 

492,304 牆面 

土埆磚牆表面塗上水泥砂

漿 
去水泥砂漿，重塗

灰泥壁面 
34.92×8＋ 99.92
＝379.28 

303,424 

更換樑 40（根） 480,000 樑已腐朽變形、屋脊變形 
補修樑 5（根） 20,000 

屋面瓦已損壞，改鋪金屬瓦 更換屋面瓦、桷材 22 83,600 

屋頂 

屋面瓦已損壞，改鋪紅瓦 以黑瓦復原 160 480,000 
合計 2,944,328  

 

                                                      
1 本節表格內，面積未特別註明單位者，其單位為平方米。 



大溪林宅梅鶴山莊歷史建築調查研究計畫 

 6-14

【南北廳】 

經費預估  破壞 建議 
面積 金額（元） 

地坪 鋪上地磚或水泥粉光 恢復為夯土鋪面 49.5×2＝99 693,000 
於日治時期改為磚牆 復原土埆磚牆復

原灰泥壁面 
19.2×5＝96 278,400 牆面 

光復後改為磚牆 復原木門 19.2 96,000 
樑已腐朽、屋脊變形 補修樑 8（根） 32,000 屋頂 
屋面瓦已損壞，改鋪紅瓦 以黑瓦復原 41.25×2＝82.5 247,500 

合計 1,346,900  

【上堂】 
經費預估  破壞 建議 
面積 金額（元） 

鋪上地磚或水泥粉光 恢復為夯土鋪面 20 140,000 地坪 
公媽廳原有鋪面已被改為

地磚 
以原有六角磚復

原 
12 26,400 

已改為磚牆 復原土埆磚牆 43.2+21.6 ＝

64.8 
155,520 牆面 

土埆磚牆表面塗上水泥砂

漿 
去水泥砂漿，重塗

灰泥壁面 
34.92×8＋ 99.92
＝379.28 

303,424 

更換樑 40（根） 480,000 樑已腐朽、屋脊變形 
補修樑 5（根） 20,000 

屋頂 

屋面瓦已損壞，改鋪紅瓦 以黑瓦復原 160 480,000 
合計 1,605,344  

【左內護龍】 
經費預估  破壞 建議 
面積 金額（元） 

天井

地坪 
表面鋪上水泥砂漿 恢復卵石鋪面 37.8 94,500 

地坪 鋪上地磚或水泥粉光 恢復為夯土鋪面 33.75 236,250 
改為磚牆 重砌土埆磚牆，復

原灰泥壁面 
26.15×2 ＋ 30 ＝

82.3 
238,670 

土埆磚牆蟲害 重砌土埆磚牆，復

原灰泥壁面 
30 87,000 

牆面 

土埆磚牆表面塗上水泥砂

漿 
去水泥砂漿，重塗

灰泥壁面 
21.6×13 ＋

108.36＝389.16 
194,580 

更換樑 25（根） 300,000 屋頂 樑已腐朽 
補修樑 25（根）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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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瓦已損壞，改鋪金屬瓦 更換屋面瓦、桷材 36 136,800  
屋面瓦已損壞，改鋪紅瓦 以黑瓦復原 28.8+32.6 ＝

61.4 
184,200 

合計 1,572,000  

【左外護龍】 
經費預估  破壞 建議 
面積 金額（元） 

天井

地坪 
表面鋪上水泥砂漿 恢復卵石鋪面 45 112,500 

最近因空間需求加建 影響景觀建議拆

除 
26.58 13,290 

（一）以土埆磚牆

復原 
27.6×5+144 ＝

282 
817,800 

牆面 

戰後土埆磚牆損壞，以紅磚

重建 
（二）戰後紅磚牆

主體不變，僅於外

觀上復原 

144 50,400 

更換樑 50（根） 600,000 樑已腐朽變形被抽換 
補修樑 6（根） 24,000 

屋頂 

屋面瓦已損壞，改鋪金屬瓦 更換屋面瓦、桷材 190 570,000 
合計 3,181,980  

【右內護龍】 
經費預估  破壞 建議 
面積 金額（元） 

鋪上地磚或水泥粉光 恢復為夯土鋪面 33.75 236,250 地坪 
神明廳地坪損壞 以尺二磚重鋪 8 17,600 
土埆磚牆向外傾斜，牆面變

形 
重砌土埆磚牆，復

原灰泥壁面 
34.92 101,268 牆面 

土埆磚牆表面塗上水泥砂

漿 
去水泥砂漿，重塗

灰泥壁面 
34.92×8＋ 99.92
＝379.28 

303,424 

更換樑 15（根） 180,000 樑已腐朽變形、屋脊變形 
補修樑 30（根） 120,000 

屋面瓦已損壞，改鋪金屬瓦 更換屋面瓦、桷材 20 76,000 

屋頂 

屋面瓦已損壞，改鋪紅瓦 以黑瓦復原 115 345,000 
合計 1,37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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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外護龍】 
經費預估  破壞 建議 
面積 金額（元） 

天井

地坪 
表面鋪上水泥砂漿 恢復卵石鋪面 45 112,500 

地坪 鋪上地磚或水泥粉光 恢復為夯土鋪面 33.75  236,250 
土埆磚牆傾倒 重砌土埆磚牆，復

原灰泥壁面 
60 174,000 牆面 

土埆磚牆表面塗上水泥砂

漿 
去水泥砂漿，重塗

灰泥壁面 
70 56,000 

更換樑 20（根） 240,000 樑已腐朽變形 
補修樑 30（根） 120,000 

屋面瓦已損壞，改鋪金屬瓦 更換屋面瓦、桷材 8 30,400 

屋頂 

屋面瓦已損壞，改鋪紅瓦 以黑瓦復原 270 810,000 
合計 1,779,150  

【埕】 
經費預估  破壞 建議 
面積 金額（元） 

鋪面 現在鋪柏油 頂 埕 復 原 為 夯

土、下埕維持現狀

294 2,352,000 

合計 2,352,000 

修復總經費   新台幣 16,161,24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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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 文化資產價值 

梅鶴山莊之所以會成立，是因為清季北部山地的開發，板橋林家進入大溪開墾，在

開墾的過程中，存在著地主、管家、租戶這樣的社會階層，存在於大溪的是管家與租戶，

梅鶴山莊的創建者林登雲公為林家管家，並且是在任管家時建造，住宅中除了主人家族

房間以外，還有長工及使用人的房間，以及牛欄、豬圈，加上前魚池後果園，雖然現在

已魚池已填平，畜養牲畜的空間也早已改為房間，梅鶴山莊可作為了解清朝北部山區管

家階級住宅的最好例子。 

當初選地於此有幾個關鍵，一因應開發三層地區，因此設於三層，二為風水考量，

三為灌溉用水的取得。這幾點於第二章中已描述過，在此不贅述，由第二章可以知道梅

鶴山莊和周遭環境不可分割，可以說是因為這樣的環境才孕育出梅鶴山莊，也可以說如

果沒有梅鶴山莊，三層地區的開發一定會遲緩多年，無論梅鶴山莊的建築主體如何，光

是梅鶴山莊的存在就可以作為開發三層地區的最好見證。 

從建築來看，梅鶴山莊在格局上為兩進五護龍的民宅，立面為白牆黑瓦，進入中庭，

可以看到南北廳前各有一木圓窗，公媽廳前有精緻的木雕門，公媽廳內的神龕也非常精

美，除此以外，梅鶴山莊大部份為一簡樸沒有太多裝飾的建築，因為梅鶴創建當初大溪

鎮上及三層地區，仍偶有泉漳械鬥及番人出草，位於大溪郊區的梅鶴在興建時也考慮了

防禦上的需求，因此在門窗方面，對外的開口部，採用石材或大木料，土埆磚壁體下方

以卵石墊為基座，防止敵人挖牆腳等等，都是傳統民宅的特色。另外梅鶴的室內門都在

下方留有小開口，這是提供給小貓進出，方便捕老鼠之用，梅鶴至今仍保留有傳統民宅

的許多特色，雖然有許多加建，但仍保有完整格局，加上地理環境條件，讓梅鶴山莊的

價值大為提升。 



大溪林宅梅鶴山莊歷史建築調查研究計畫 

 6-18

第4節 梅鶴山莊之再利用建議 

梅鶴山莊為私人產業，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定如果接受政府的補助，於修復後三

個月內要對外公開，2對於目前還居住於此的人的生活一定會造成影響，未來修復及開放

參觀要有全面的考量，也必須透過和梅鶴林氏家族會議，和家族成員協商修理的順序及

開放方式、範圍，必須有充份的溝通以及對於保存文化資產的共識，梅鶴的修復及再利

用才能兼顧生活面以及表現文化資產的特色這兩點。 

本研究結束後大約有一年半以上的時間才會開始進行修復工作，因此在這段時間

內，應由林氏家族定期召開家族會議，討論梅鶴山莊是否修復，是否申請政府補助金，

如果是的話接下來有再利用的問題，要協商開放那些空間，也必須徵求使用者的同意。

在那之前，本研究謹提出一個方案作為建議，供梅鶴山莊參考。 

有鑑於目前多人居住於此，再利用時必須顧及居住者的生活隱私及安全，以不會打

擾到居住者的靜態展示作為再利用方向，再利用空間以保存狀況良好的閒置空間，可以

表現傳統農宅生活方式，且對目前居住者影響輕微的房間為優先考慮。 

 
【圖 6-4-01】閒置空間示意圖。 

                                                      
2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五十一條：「古蹟主管機關對曾接受政府補助經費整修之私有古蹟，得

通知其管理維護機關、團體或個人，於整修完成後三個月內開放供大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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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將再利用的空間以開放時間區分為一般時間及特殊時間兩類，於出入口處設管

制點，以告示牌或圍欄將私人領域及對外公開領域區隔開。因為目前有幾個房間閒置，

選擇動線比較不會影響居住者生活的房間（D7、D8、D9）作開放，加上戶外的埕以及下

堂，室內展示和梅鶴家族有關的相關史 料以及大溪開發史資料。 

特殊時間的時間點由文化局與林氏家族協調，開放頻率可為一年數次、兩月一次或

每月一次，以必須經由中庭進入的閒置房間（F4、G3、D6）作再利用，於調查過程中發

現林家還保存有許多家具及文物，這些物品有保管上的顧慮，因此建議放在特殊時間開

放的房間內。 

 

 
【圖 6-4-02】配合再利用，平時及特殊時間開放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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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 梅鶴山莊與大溪頭寮之發展計畫 

大溪鎮有名的文化觀光勝地為大溪老街及李騰芳古宅，具有潛力正在發展當中的為

頭寮這一帶，有兩蔣陵寢以及梅鶴山莊，目前桃園縣文化局正在規劃中的埤塘休閒旅遊

路線也有大溪的部份，而梅鶴山莊、三層地區的開發和埤塘也有密切關係，未來可以規

劃兩蔣陵寢為一主題，三層地區開發史為另一主題，而三層地區開發史則以過去板橋林

家的管家住宅梅鶴山莊為中心，輔以周圍的埤塘，讓參觀者可以了解過去先人開發三層

地區的心血。 

但是這兩主題可以容納的參觀人數有很大的落差，兩蔣陵寢的腹地大，可以同時容

納上千人，梅鶴山莊為正在使用中的民宅，雖然有大的廣場，但仍屬私人土地，為避免

觀光對居住者的生活造成衝擊，建議梅鶴山莊不應採用一般觀光模式，湧入過多的觀光

客，可以配合附近的埤塘、登山路線，規劃出屬於家庭出遊的路線，梅鶴山莊做為路線

當中的一個參觀點，如此一來，每次進入的人數為以家庭為單位，對於梅鶴山莊的影響

較小，進入梅鶴山莊的小路也可以繼續維持鄉間小路的尺度，來轉換參觀者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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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01】梅鶴山莊周圍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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