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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復前後對照彩圖 彩-1 

 
 

 

修復前：武德殿東南側外觀。拍攝於 2005 年

2 月 
 

修復後：武德殿東南側外觀。拍攝於 2007 年

8 月 

 

 

修復前：武德殿西北側外觀。拍攝於 2004 年

9 月 
 

修復後：武德殿西北側外觀。拍攝於 2007 年

8 月 

 

 

修復前：武德殿南側入口階梯。拍攝於 2004

年 9 月 

 修復後：武德殿南側入口階梯及新作木門。拍

攝於 2007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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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復前：武德殿入口軒屋面及主屋面鋁鋅鋼

鈑。拍攝於 2004 年 9 月 

 修復後：武德殿入口軒屋面及主屋面黑瓦。拍

攝於 2007 年 8 月 

 

 

修復前：武德殿西南側犬走及原有之封閉通氣

口。拍攝於 2005 年 2 月 

 修復後：武德殿西南側之犬走及原有通氣口復

原景象。拍攝於 2007 年 8 月 

 

 

修復前：武德殿北側犬走及鐵皮加蓋空間。拍

攝於 2005 年 3 月 

 修復後：武德殿北側犬走及立面恢復景象。拍

攝於 2007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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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復前後對照彩圖 彩-3 

 
 

 

修復前：武德殿一樓室外窗台洗石子。拍攝於

2006 年 11 月 

 修復後：武德殿一樓室外窗台洗石子。拍攝於

2008 年 2 月 

 

 

修復前：壁面 FRP 六角菊花飾。拍攝於 2006

年 2 月 

 修復後：壁面新作銅製六角菊花飾。拍攝於

2008 年 2 月 

 

 

修復前：武德殿木椽天花出簷角樑。拍攝於

2004 年 9 月 

 修復後：武德殿木椽天花出簷角樑。拍攝於

2008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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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復前：武德殿一樓教室及附加壁板。拍攝於

2005 年 3 月 

 修復後：武德殿一樓教室。拍攝於 2007 年月

 

 

修復前：武德殿二樓禮堂（原演武場）。拍攝

於 2005 年 3 月 

 修復後：武德殿二樓禮堂及新作舞台。拍攝於

2007 年 8 月 

 

 

修復前：武德殿二樓北側原有神龕位置。拍攝

於 2004 年 9 月 

 修復後：武德殿二樓北側原有神龕位置。拍攝

於 2007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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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復前後對照彩圖 彩-5 

 
 

 

修復前：二樓禮堂輕鋼架礦纖天花板。拍攝於

2004 年 9 月 

 修復後：二樓禮堂天花板開設大片開口，可看

見原有鋼屋架。拍攝於 2007 年 8 月 

 

 

修復前：武德殿北側人行道。拍攝於 2005 年

3 月 

 修復後：武德殿北側人行道。拍攝於 2007 年

8 月 

 

 

修復前：南側室外遊戲區景觀改善前。拍攝於

2005 年 5 月 

 修復後：原有遊戲區改為花圃。拍攝於 2007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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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復前：南側室外空間景觀改善前。拍攝於

2005 年 6 月 

 修復後：南側室外空間景觀改善後。拍攝於

2007 年 8 月 

 

 

修復前：南側室外原籃球場景觀改善前。拍攝

於 2005 年 5 月 

 修復後：原有籃球場改造為流泉河道及花圃。

拍攝於 2007 年 8 月 

 

 

修復前：南端操場西側空間景觀改善前。拍攝

於 2005 年 5 月 

 修復後：南端操場西側空間施作斜崁、河道造

景後。拍攝於 2007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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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復前後對照彩圖 彩-7 

 

武德殿模型 1 建築全景俯瞰 武德殿模型 2：入口軒與戶外梯 
 

武德殿模型 3：入口軒與戶外梯全景 武德殿模型 4：背立面全景 
 

武德殿模型 5：一樓東南角 武德殿模型 6：入口軒與外廊 
 

武德殿模型 7：入口軒仰視 武德殿模型 8：主入口戶外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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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殿模型 9：入口大門 武德殿模型 10：樓梯 
 

武德殿模型 11：屋面俯瞰 武德殿模型 12：千鳥破風 
 

武德殿模型 13：屋面垂脊 武德殿模型 14：中脊鴟尾 
 

武德殿模型 15：屋架全景 武德殿模型 16：屋架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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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論 0-1

 
 

緒論 

 

 

 

壹、本案緣由 

 

台南市市定古蹟「原台南武德殿」今為忠義國小禮堂，位於中西區忠義路 2 段 2

號校園內。日明治 28 年（1895）大日本武德會創立，為提倡尚武精神，從而發展出武

德殿的特殊建築。 

 

日治初期，武德會於各地興建「演武場」訓練警察人員武藝戰技，其後這些隸屬

警察系統的「演武場」皆改稱「武德殿」。（陳信安，1997）日治中、後期隨著武道精神

納入學校教育體制以及二次大戰的發生，神社和武德殿乃成為宣揚神道精神及皇民化

目標的最佳場所，備受日本政府所重視。（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2002；1-1） 

 

而台南「演武場」據推測創建於明治 43 年（1910）以前，位於當時兩廣會館之北

（約今湯德彰紀念公園中西區公所附近），此即為第一代武德殿。今日所見台南武德殿

是建於日昭和 11 年（1936）的第二代，屬州廳級規模，由「台南州土木課營繕係」設

計，擇址於台南神社東側原海東書院位址，而與神社外苑相鄰，當時此二者之興築工

事同時進行，並一併舉行落成儀式，關係相當緊密。（張玉璜建築師事務所，2005；14） 

 

第二代武德殿室內設有柔道及劍道場，室外則設有一弓道場及其他附屬建物，量

體甚大，雄偉壯觀，故被稱為「台南第一演武場」。（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2002；2-11~2-14） 

 

二次大戰後象徵日本民族精神的神社與相關設施陸續遭拆除改建，台南也不例

外，今日在孔廟文化園區附近僅存台南武德殿及神社附屬建築
1
 各一棟，目前（2006

年）分別做為忠義國小的禮堂和圖書館，皆為台南市的市定古蹟。 

 

武德殿建築體以鋼筋混凝土、磚牆及鋼構組成，外牆面層為洗石子。建築外型以

鋼筋混凝土施作仿木構件造型及以洗石子仿石材的表現方式，模仿日本傳統寺殿建築

風格，為當時台南市闡揚武道精神的見證（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2002；1-1）。有鑑於此，

台南市政府乃於民國 87 年（1998）6 月 26 日公告其為市定古蹟。 

                                                      
1
. 該神社附屬建築於 2004 年 3 月 17 日公告為市定古蹟，名稱為「原台南神社事務所」然經本事務所考

據，其建築於昭和 10 年~昭和 12 年間與神社外苑同期興建，原名稱是「神苑休憩所（含便所）」（張玉

璜建築師事務所，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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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6 年（1997）文建會委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進行「台南市孔廟文化園區劃

定之研究」，針對園區內列級古蹟與未列級之重要建築進行清查及提出相關再利用方

式。原台南武德殿位處古蹟歷史建築密集度高的中心區，週邊有一級古蹟台南孔子廟、

國定古蹟台南州廳、國定古蹟原台南測候所、市定古蹟原山林事務所、原林百貨、台

南地方法院…等。 

 

民國 88 年（1999）1 月，台南市政府辦理「孔廟文化園區歷史核心區整體環境再造工

程規劃設計方案」，藉以促成「生活環境博物館」的概念。民國 90 年（2001）12 月委

託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進行「原台南武德殿調查研究與修護計畫」； 92 年 9 月續委託

執行修復工程之設計監造；工程於民國 93 年（2004）10 月 14 日申報開工，民國 94

年（2005）3 月 4 日正式開工，由任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承包，原預定於民國 95 年 4

月 28 日完工，工期 540 天。為記錄此次修復工程，保存珍貴史料，台南市政府於民國

93 年（2004）9 月 20 日委託張玉璜建築師事務所執行本工作報告書，此為本案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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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古蹟歷史及保存沿革概要 

 

「武德」一詞的含意為武道之德，語出《國語》「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指修養武

道之德以晉升為公卿
2
。「武德殿」係為日本平安朝時期（784~1184）平安宮城中的一

座宮殿，原稱「馬埓殿」，為平安宮馬場的正殿，乃天皇觀覽騎射、競馬、相撲等武道

得場所。平安朝嵯峨天皇弘仁 9 年（818）宮殿名稱改號之際遂將「馬埓殿」改成「武

德殿」
3
，用以彰顯武道之德。（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2002；p2-1） 

 

明治 27 年（1894）因日本甲午戰爭獲勝，軍事體育乃日益受重視，傳統武道精神

也為日本國民所認同。明治 28 年（1895）4 月 17 日武道界人士在京都成立「大日本武

德會」
4
，同日中日雙方在日本下關春帆樓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與澎湖諸島。6

月 17 日台灣殖民時代正式展開。大日本武德會於明治 39 年（1906）4 月在台灣成立支

部，並有計畫的在各地興建武德殿。大正 9 年（1920）地方制度革新後的台北州、新

竹州、台中洲、台南州、台東廳、花蓮港廳等地，皆在此之前已有興建完成的武德殿

並開始啟用
5
。昭和 5 年（1930）至昭和 20 年（1945）間，為台灣各地武德殿興建的興

盛時期。（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2002；p2-2~2-7） 

 

台南武德會演武場原址設於大正公園（今湯德章紀念公園）東側，原兩廣會館之

北
6
，即為第一代，由於缺乏佐證史料，故難以得知確實資訊，然明治 44 年（1911）

出版的《南部台灣寫真帖》已有收錄該建物的照片。日昭和 11 年（1936）因第一代武

德殿空間逐漸不符使用且老舊，無法彰顯州廳級建築之規模與氣勢，故另擇地興建新

武德殿。（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2002；p2-11） 

 

第二代台南武德殿工程由台南州廳土木營繕組設計，昭和 11 年（1936）2 月 2 日

動工，歷經 8 個月竣工。同年 10 月初演武場及大弓場主體建築竣工，隨後進行週邊環

境綠化工事，10 月 23 舉行「武神鎮座祭」，10 月 24 與台南神社外苑一同舉行落成儀

式
7
。落成後的台南武德殿雄偉壯觀，被稱譽為「台灣第一演武場」

8
。（曾國恩建築師事

務所，2002；p2-13） 

 

日治時期台灣各地的武德殿皆約於警察系統之下，除作為平時的武道訓練、武道

                                                      
2. 左丘明《國語》，台北縣：1983 年，p491。 
3. 國史大辭典編集委員會《國史大辭典》第十二冊，東京市：1998 年，p307。 
4. 高野弘正《劍道》，東京市：1942 年，p158。 
5. 台灣經世新報社《台灣大年表》，台北市：1925 年，p48。 
6. 范勝雄〈台灣市日據時期古蹟概述〉《台灣文化》新 46 期，台南市：1998 年，p86。 
7. 台灣新報社〈台南新報〉1936 年 10 月 4 日~24 日。 
8. 台灣警察協會《台灣警察時報雜誌》253 期，台北市：1936 年，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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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試、各類集訓及講習場所，也提供各級校柔劍道等比試各類之用，以闡揚武道精神。

民國 34 年（1945）政權交替，台灣武德會瓦解，武德殿也多由警察系統轉為教育系統

管轄，民國 35 年（1946）7 月台南市政府以武德殿與周邊神社外苑為校址成立台南市

立中學（今大成國中），民國 42 年（1953）8 月與南區「逢甲國校」交換校地，逢甲

國校遷至忠義路現址，名「台南市中區忠義國民學校」，民國 57 年（1968）8 月 1 日

更名為「台南市中區忠義國民小學」，民國 94 年又隨行政區劃的調整在易名為「台南

市中西區忠義國民小學」
9
，武德殿長期以來一直做為學校的禮堂兼室內球場使用。（曾

國恩建築師事務所，2002；p2-19） 

 

武德殿轉供禮堂使用已歷四十餘年，查閱忠義國小總務室檔案，得知民國 77 年

（1988）至民國 85 年（1996）間曾有五次整修工程，概要內容如下表（表 1），而本次

「台南市市定古蹟原台南武德殿修護工程」當屬創建近 70 年來最具規模之整修。 

 

                                                      
9. 李子欽《台南市志》卷五〈教育志〉，台南市：1979 年，p155、p250。 

26



緒論 0-5

 
 
 

［表-1 民國 77 年～96 年忠義國小禮堂歷次整修工程一覽表］ 

來源：古都基金會整理 及 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2002；2-20 

工程名稱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工程起日 竣工日期 整修內容 

忠義國小 

禮堂整修工程 

林三進建築師

事務所 

凱建營造有

限公司 

77.02.25 77.10.11 1. 屋面改鋁鋅鋼板。 

2. 屋架（鋼桁架）防鏽漆。 

3. 二層天花板新作輕鋼架礦纖天花

30cm×120cm×15mm，走廊天花為

塑膠壁板。 

4. 二樓木地板新作（檜木）。 

5. 門窗扇而作。 

6. 入口洗石子新作。 

7. 內牆水泥漆。 

8. 外牆白水泥（色粉）粉刷。 

9. 陽台欄杆新作。 

10. 木樓梯維修。 

忠義國小 

禮堂舞台布幕工程 

林三進建築師

事務所 

凱建營造有

限公司 

78.02 78.04 1. 背景幕。 

2. 電動對開後大幕。 

3. 燈光幕。 

4. 側幕（2.13m 及 1.52m） 

5. 電動對開前大幕。 

6. 文字幕。 

7. 天幕。 

8. 袖幕。 

忠義國小 

活動中心修建工程 

蔡鍾淵建築師

事務所 

力權營造有

限公司 

84.06 84.09 1. 一、二樓內牆訂單面水泥纖維板。

2. 屋面全面施作接縫釘孔防漏處

理。 

忠義國小 

禮堂修建工程 

蔡鍾淵建築師

事務所 

力權營造有

限公司 

84.11 84.12.30 1. 屋面鋁鋅鋼板內面防熱處理。 

2. 二樓天花板新作輕鋼架石膏板

60cm×60cm。 

3. 燈具換新。 

忠義國小 

禮堂地板修建工程 

台南市政府工

務局 

嘉良營造有

限公司 

85.12.11 86.01.30 1. 二樓地板新作象牙木實心地板。

2. 舞台鋪地毯。 

3. 羽毛球場畫線。 

4. 新作窗簾。 

「原台南武德殿」

修護工程（忠義國

小禮堂） 

曾國恩、張瑪

龍建築師事務

所 

任發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

94.10.14 96.09.17 1. 假設工程 

2. 武德殿修復工程 

2-1.屋頂工程 

2-2.天花板工程 

2-3.粉刷工程 

2-4.地坪工程 

2-5.門窗工程 

2-6.結構補強工程 

3. 週邊環境改善工程 

4. 水電消防設備工程 

5. 舞台設備工程 

6. 空調設備工程 

7. 蟲蟻防治工程 

（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2002；2-20 及本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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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紀錄施作概要說明 

 
一、工作項目與執行概念 

 
各古蹟或歷史建築之修復工程會因其構造類型、建築風格及材料運用等的不同，

而有修復模式及工法上之差異，然都有作為日後學習研究及它案修復之參考價值。 

 
依據契約書所訂定條款，本工程工作報告書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項重點： 

 
一、施工前損壞狀況及施工後修復狀況之紀錄。  
二、參與施工人員及匠師施工過程、技術、流派等之紀錄。 
三、新發現事物及處理過程之紀錄。 
四、採用科技工法之實驗、施工過程及檢測報告之紀錄。 
五、施工前後、施工過程、特殊構材、開工動土、上樑、會議或儀式性之特殊活

動與按工程契約書要求檢視等之照片、影像、光碟及紀錄。 

六、施工前、施工後及特殊工法之圖樣及模型。 

七、古蹟修復工程歷次會議紀錄、重要公文書、工程日誌、工程決算及驗收紀錄

等文件之收列。 

八、1：50 實體建築模型一座，外加保護框。 

 
依上列合約規定，本所此次受委託之工作成果，乃包括本報告書、報告書電子檔

光碟三份、1/50 模型及動態紀錄 VCD 光碟三套。 

 
施工紀錄主要重點不脫離「人、事、時、地、物」，乃以「時間」作為主軸，配合

各項工程為分類，並以每日至現地拍照及文字輔助說明與工作內容紀要，針對工程作

詳實紀錄，充分將「人、事、時、地、物」之關係，完整展現於記錄報告書中，使之

有清楚之閱讀性。 

 

本案之執行乃著重於兩大項紀錄作業。其一是「工項工法」紀錄— 由於本案為日治時

期社殿式樣公共建築，其構造主體有鋼筋混凝土柱樑和樓版、磚牆、鋼屋架、瓦作屋

面…等，故需針對該建築修復設計之目標與內容，擬定各工項合宜的紀錄方法，以忠

實呈現修復過程及成果；其二為「建築特色」紀錄— 施工期間，如有隱蔽部位與特殊

發現，如牆面粉刷層、紅磚尺寸及砌法等，作主題式之紀錄與研判，以保存古蹟建築

的珍貴歷史研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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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組織流程 

 
 

[ 圖-1 工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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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書架構 

 
本工作報告書為求清楚表達工程進行之始末，將修復工程紀錄從提案至工程

驗收過程，以時間為主軸，報告書內容架構區分為緒論、五個章節、結論與建議

及附錄等，共計八大部分。分述如下： 

 
緒論，概述本案緣由、古蹟歷史沿革及工作紀錄方式等。 

 
第一章 修復工程前置作業：簡述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之執行計畫內容；以及修復

設計書圖之執行概要、設計內容及修復經費；並依工程圖說之審議與修訂過程，

針對「人、事、時、地、物」作一提要整理。 

 
第二章 修復工程相關合約概述：針對工程發包、合約資料及施工圖說與變更設計

內容、審查會議過程之內容歸納彙整並概述之。 

 
第三章 工程管理與儀式：說明建築師及營造廠之工程管理制度，並針對施工過程

所舉行之各種儀式；如：開工動土、上樑以及工程驗收成果等記錄之。 

 
第四章 修復工程施作紀錄：明確詳實整理出施工工程進度、記錄方法、施作內容、

方式及新工法、新發現事物之處理事項等記錄之。 

 
第五章 重要構材與隱蔽部位記錄：針對工程進行中所發現，以及調查研究和設計過

程因無法窺究其原本型式、樣貌或物件等無預期之事項，進行資料的紀錄及彙整，

以供日後研究或修復參考之用。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從記錄者的角度，針對工程的整體施行過程及重要工程施作成

果，提出看法。 

 
參考文獻、本案人員及附錄，附錄包括「修復工程大事記」、「工程相關文書」、「工

程證明文件輯要」、「重要會議紀錄」、「主要施作師傅訪談概要」、「修復工程參與人

員名單」、「原始設計圖」、「媒體報導」、「竣工圖目錄」、「工作報告書審查意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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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名及專有名詞使用說明 

為統合本報告行文，團隊訪查比對建築師、施作師傅、史料文獻等所使用之相關

名詞，從中選擇通用於本報告之專有名詞，以利記錄與判讀比對。然而，表中所列日

治創建時之原設計書圖空間名稱（以斜體字表示），其與修復設計書圖名稱並無一定對

應關係，本報告書於該部分所採用之名稱，原則上以修復設計書圖為準。 

 
此外，本次修復工程契約名稱訂為「台南市市定古蹟原台南武德殿修護工程」，所

用「修護」一詞，與現行文資法慣用之「修復」有所不同，為求行文統一，報告書中

除工程名稱依原契約之命名外，其餘皆採用「修復」一詞。 

 

［表-2 原台南武德殿主要專用名詞表］ 

來源 

專有名詞 

日本文獻名稱
10
 

（原設計圖名稱） 
修復設計書圖名稱

11
古蹟現場匠師稱法 本報告書採用名稱

 

空間 

地  階 一樓 --- 一  樓 
通  路 走  廊 --- 走  廊 
土  間  ---  

事務所及び會議室 
藝術與人文教室 

（音樂） 
--- 

藝術與人文教室 
（音樂） 

教師室 樂器室 --- 樂器室 
宿直室    
次の間    
板の間 鄉土社會教室  鄉土社會教室 
踏  込    
土  間    
脫衣室 空調主機室 --- 空調主機室 
浴  室  ---  
焚  場 雜物間 --- 雜物間 
倉  庫 器材室 --- 器材室 

更衣室 
藝術與人文教室 

（美勞） 
--- 

藝術與人文教室 
（美勞） 

廊  下 走  廊 --- 走  廊 
階段室 樓  梯 --- 樓  梯 
湯沸場 空調主機室  空調主機室 
小便室  ---  
洗面所 女  廁 --- 女  廁 
便  所 廁  所 --- 廁  所 
物  置  ---  
上  階 二樓 --- 二  樓 
玄  關 廊  道  廊  道 
迴  廊  ---  
柔道場    
劍道場    
神  座 禮  堂  禮  堂 

                                                      
10. 刊登於台灣建築會，1937，《台灣建築會誌九輯二號》。 
11. 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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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專有名詞 

日本文獻名稱
10
 

（原設計圖名稱） 
修復設計書圖名稱

11
古蹟現場匠師稱法 本報告書採用名稱

師範席    
武者溜    
廣  間 樓梯間 --- 樓梯間 
廊  下 通  廊 --- 通  廊 
貴賓室 儲藏室 --- 儲藏室 
湯吞室 儲藏室 --- 儲藏室 
階段室 樓  梯 --- 樓  梯 

 

形式
12
 

屋   根 --- 屋  頂 屋  頂 
入母屋 --- --- 歇山 

佛式(フイソク)トラス --- --- 法國式桁架 
千鳥破風 --- --- 千鳥破風 
唐破風軒 --- --- 入口軒（博風軒）
大  棟 --- --- 十字脊 
降  棟 --- --- 垂  脊 
隅  棟 

（上斷：二の棟，下
段：稚兒棟） 

--- --- 斜  脊 

 

構件 

小  屋  組 --- 屋  架 屋  架 
土  台 --- --- R.C 圈樑 
方  杖 --- --- 斜  撐 
合  掌 --- ---- 人字梁 
陸  樑 --- --- 水平大梁 
真  桁 --- 中  柱 中  柱 
雲筋違 --- --- 橫向水平拉桿 
釣  木短 --- --- 斜撐 

木短 --- --- 斜撐 
金勿  梁 --- --- 斜撐 

転止(ピース) --- L 型角鐵 L 型角鐵 
屋母木 --- 桁  木 桁木（楹木） 
棰  木 --- 角  木 桷木 
野地板 --- 襯  板 襯板 
帶  鈑 --- --- 帶鈑 

挾鉄板、添板 
（ガセット プレート） 

--- --- 挾鉄板 

敷  鈑 --- --- 底鈑 
壁 --- 壁  面 壁  面 

巾  木 --- 踢腳板 踢腳板 
腰羽目、鏡板張 --- 壁  堵 台度板 

笠  木 --- --- --- 
瓦（日本瓦） --- 瓦  作 瓦  作 
經の卷据鬼 --- 鬼  瓦 鬼  瓦 

棟  瓦 --- --- 棟  瓦 
熨斗瓦 --- --- 熨斗瓦 

                                                      
12. 主要參考下列書籍：庄司富重，《實用建築構造》上卷，1935，鈴木書店。堀 紫朗，《建築

構造學》，丸善株式會社。吉家光夫，《建築構法》，共立出版株式會社。坪井利弘，《ニれだ

けは知っておきたい 建築家のための瓦の知識》，1988，鹿島出版會。大熊喜邦，《改訂增

補 大建築學 第四卷》，日本.東京： 大倉書店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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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論 0-11

 
 

來源 

專有名詞 

日本文獻名稱
10
 

（原設計圖名稱） 
修復設計書圖名稱

11
古蹟現場匠師稱法 本報告書採用名稱

面戶瓦 --- --- 面戶瓦 
棟止瓦 --- --- 棟止瓦 
隅  巴 --- --- 隅  巴 

平唐草瓦 --- 瓦  頭 瓦  頭 
平  瓦 --- 仰  瓦 平  瓦 
軒巴瓦 --- 瓦  頭 巴  瓦 
丸  瓦 --- 筒  瓦 丸  瓦 
鴟  尾 --- --- 鴟  尾 

 

 

[圖前-1 武德殿一樓修復後室內空間使用名詞對照位置圖]  

底圖來源：台灣建築會，1937，《台灣建築會誌九輯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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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台南市市定古蹟原台南武德殿修護工程」工作報告書

 
 
 

 

[圖前-2 武德殿二樓修復後室內空間使用名詞對照位置圖]  

底圖來源：台灣建築會，1937，《台灣建築會誌九輯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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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論 0-13

 
 
 

[圖前-3 武德殿屋架構件名詞圖]  

底圖來源：任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圖前-4 武德殿千鳥破風屋架構件名詞圖]  

底圖來源：任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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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台南市市定古蹟原台南武德殿修護工程」工作報告書

 
 
 

 
[圖前-5 武德殿千鳥破風小屋架構件名詞圖]  

底圖來源：任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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