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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習單位簡介 

一、公所簡介 

（一）中西區歷史延革 

中西區是臺灣臺南市轄下 37 區之一，為臺南市面積最小的行政

區，二次大戰後分設為臺南市「中區」及「西區」，兩區原以西

門路為界，2004年 1月 1日起因為行政精簡需要將其合併，合稱

為「中西區」。中西區一帶為漢人在臺灣最早開發的區域，自明

鄭時期以來曾作為全臺政治中心近 200年，至今仍為臺南市中心，

以古蹟眾多、人文歷史豐富、及新舊混雜的景觀為顯著特色。 

（二）各部門組織介紹 

民政課： 

授權區公所決定鄰編組之核定、里鄰長銜牌及公告牌之製定、鄰

長改補選、鄰長講習（訓練）、里長年度講習、區民活動中心之

興建維護及內部設備購置與管理、春安工作、里鄰長資訊管理、

寺廟登記管理、寺廟登記之核轉、教會登記之核轉、祭祀公業派

下員名冊公告或核發及變動、神明會會員（信徒）名冊公告或核

發及變動、宗祠財團法人之許可設立或變更及財產處分等事項。 

經建課： 

授權區公所決定度量衡公制之協助推行、產業道路維護工程及路

線規劃與土地取得之參與、各山區登山步道割草或清潔及遊憩設

施維護、農業動力用電證明、衛生下水道用戶接管申請、道路寬

度八公尺以下路面及側溝維護、鄰里公園管理維護等。 

人文課： 

掌理人口政策宣導暨移民生活輔導、文化藝術、社區藝文、禮俗

宗教、慶典活動、史蹟文獻、觀光宣導及其他有關文化事項。 

社會課： 

授權區公所決定低收入戶子女助學金核發、社區公共設施工程建

設、社區發展、低收入戶申請查定、低收入戶申請核定、殘障手

冊核（換、補、轉）發、急難救助之核發、天然災害善後救濟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88%B0%E5%BE%8C%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0_(%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8D%80_(%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9%96%80%E8%B7%AF_(%E5%8F%B0%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9%96%80%E8%B7%AF_(%E5%8F%B0%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9%84%AD%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9%84%AD%E6%99%82%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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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核發、生活照顧戶生活補助、輔導市民臨時工、低收入戶救助

卡遺失申請補發、低收入戶埋葬補助費、低收入戶年節慰問、低

收入戶敬老禮金及百歲人瑞禮金發放、殘障居家生活補助、殘障

復健器具裝配及機車改裝核准及補助、社區理事會議紀錄之核備

等。 

（三）組織圖 

 

 

二、實習部門—人文課 

（一）人文課工作職責 

掌理人口政策宣導暨移民生活輔導、文化藝術、社區藝文、禮俗

宗教、慶典活動、史蹟文獻、觀光宣導及其他有關文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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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實習專題改善的作業流程及實習工作內容 

ㄧ、實習工作流程（甘特圖） 

項

次 
工作項目 

預定作

業日數 

計畫時間 

D1-5 D6-10 D11-15 D16-20 D21-30 

1 初步認識 5             

2 旭峰號 10                     

3 事前準備 15                           

4 
尋找屋徽並

拍攝 
10                    

5 討論整理 10                    

6 正式出訪 15                    

7 資料建檔 10              

二、實習流程與工作內容 

（一）實習流程 

1.初步認識： 

在區公所人文課的帶領下我們協辦和參與了許多活動，在這些

活動的過程中我們也漸漸認識到了中西區的地方人文特色和歷

史脈絡；中西區的歷史發展悠久，作為台南最早期開發的地區

之一，保有非常多樣且豐富的文化資產。 

 

2.旭峰號： 

課長拿他們以前做過的旭峰號當範例為我們解說，讓我們更加

理解屋徽的價值和意義，並為之後我們要做的田野調查打下良

好的基礎。 

 

3.事前準備： 

我們透過網路和書籍尋找相關資料並規劃之後第一次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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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的路線。 

 

4.尋找屋徽並拍攝： 

帶著跟公所借的相機，我們照著前面所規劃的路線調查，將沿

路上所找到的屋徽依遠中近分別拍攝照片。 

 

5.討論整理： 

將我們之前所拍攝的照片歸檔，並開始設計訪談表，和公所的

大家開會討論後逐步做修正，最後完成我們正式的訪談表。 

 

6.正式出訪： 

並不是每一間屋主都願意受訪，願意受訪的我們就根據我們的

訪談表和現場的隨機應變來進行訪談，另外課長也有協助我們

幾間的訪談。 

 

7.資料建檔： 

將我們所有訪談的紀錄整理並且建檔，沒有訪談到的也做了最

基本的資料整理並建檔。 

（二）工作內容 

1.專題：台南老屋家徽田野調查 

2.協辦事項： 

（1）協助相關資料建檔與分類整理陳情單 

（2）協助演講舉行 

（3）桌長培訓 

（4）協助圖書館志工 

（5）太平洋理髮廳謝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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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題成果 

一、動機 

（一）區公所活動相關 

近期區公所致力於地方創生、影像紀錄保存等工作，請了多位對地方

經營有經驗的老師來開立課程，吸引地方居民一起參與，發現地方特

色，激發出對地方不同的想法，並且讓這些想法得以實現，不止於空

談；同時區公所這邊還需要了解中西區還有沒有更多沒被發現的老屋，

以及他們所衍生出的在地故事，這些都有助於找到地方專屬特色，因

此這次實習本組有幸能參與到這一部分。 

（二）台南老屋眾多 

台南身為文化古都，有許多舊時代的建築，這些遺留下來的建築背後

都有著他們不同的故事，有的建築已經漸漸被遺忘甚至被拆除，這些

對台南的文化保存是很大的困境，不趁早對這些房屋或是故事進行紀

錄的話，未來隨著時代慢慢推進，一定會有更多我們不知道的在地故

事被遺忘，台南也將會慢慢變為一座冷冰冰的城市，逐漸失去特色，

這也是為何要把握時間馬上行動的原因。 

 

二、專題內容 

本次實習期間經由區公所的訓練及事前準備，本組在這次調查中一共

整理出 18 間在中西區的老屋的資料，以下分為願意受訪及不願意受

訪之老屋分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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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願意受訪之老屋 

1. 益勝行 

訪談日期 109.07.14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 228之一 

店名 益勝行 

受訪者 吳太太 

房屋照片 

po FB意願 

■願意 □不願意 

□其他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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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韓內科診所 

訪談日期 109.07.23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 297號 

店名 韓內科診所 

受訪者 韓醫師 

房屋照片 

po FB意願 

■願意 □不願意 

□其他 

備註  

 

 

 

 

 

 

 

 

 

 

 

3. 連成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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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日期 109.07.23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 293號 

店名 連成銀樓 

受訪者 吳先生 

房屋照片 

po FB意願 

■願意 □不願意 

□其他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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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銘山五金行 

訪談日期 109.7.24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 26號 

店名 銘山五金行 

受訪者 魏先生 

房屋照片 

po FB意願 

■願意 □不願意 

□其他 

備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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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B.ART 

訪談日期 109.07.28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 48號 

店名 B.B.ART 

受訪者 方小姐 

房屋照片 

po FB意願 

■願意 □不願意 

□其他 

備註 
如要 PO 相關文字前請先向 B.B.ART 粉專詢問，進行勘誤 

參考網址：https：//boylondon.tw/2012-05-12-1535/ 

https：//www.twtainan.net/zh-tw/attractions/detail/550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PnVa2RuOo 

 

 

 

 

 

 

 

 

 

  

https://boylondon.tw/2012-05-12-1535/
https://www.twtainan.net/zh-tw/attractions/detail/550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PnVa2Ru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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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eina boutique 

訪談日期 109.08.05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 216號 

店名 Feina boutique 

受訪者 許太太 

房屋照片 

po FB意願 

■願意 □不願意 

□其他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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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格‧長崎蛋糕 

訪談日期 109.08.06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 275號 

店名 金格長崎蛋糕 

受訪者 陳太太/陳學姊/陳老師 

房屋照片 

po FB意願 

■願意 □不願意 

□其他 

備註  

 

 

 

 

 

 

 

 

 

 

 

  



15 

三、願意受訪老屋的故事 

（一）益勝行 

1.訪談過程： 

益勝行為第一家受訪成功的老屋，但是因為我們是第一次進行訪

談，因此格外的緊張，很多問題也問得比較不清楚，不過當時的

受訪者吳太太很親切，聽了我們的來意後就請我們入內接受訪談，

也允許我們拍攝紙行內部照片，使訪談很順利地結束。 

 

2.訪談內容紀錄： 

問題一：建築約於何年代落成？傳承幾代？ 

這棟老房子建於光復那一年(民國 34年)，吳太太的公公所興建自

住，至今屋體形式皆保留原樣貌。 

 

問題二：屋主在此建物從事的行業及相關生活故事變遷？ 

吳太太表示公公那一代以前，是居住在新美街附近從事造紙的行

業，當時受戰爭的波及（經推估大約為二次大戰期間），無法繼

續居住在新美街，於是公公買下民權路上的一塊地東山再起，並

取名為益勝行，當時的益勝行除了製紙之外還有賣文具等相關的

物品，並且有和日本進行貿易。吳太太還補充道，當時的民權路

大多從事布的行業，是台灣南北布的集散地，布業鄰居每天都會

工作到半夜兩、三點，而在當時只有益勝行從事紙相關的行業。 

 

問題三：建築的特色與維護情形? 

據吳太太表示，她的公公是漢字的專家，因此屋徽上的「吳」字

是由公公親自設計，旁邊的花紋則是美觀裝飾用。 

益勝行落成至今（約 75年）未有過重大的修建，在房屋的保存、

維護上也沒有出現什麼太大的問題，由此可見當時這棟老房子建

造過程十分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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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行業的現況？  

訪問其行業的現況時，吳太太回答：現在主要是做印刷、生產教

科書與簿子等，最近開始又兼賣影印紙。主要是家族事業，另聘

請少數員工幫忙。外務方面目前由吳太太的女兒負責(因吳太太表

示年事已高，比較沒有體力跑外面)，她補充說：曾在益勝行工作

的員工年資至少都有 50年了，但都慢慢退休了。 

目前面臨董事長接班人的問題，因為吳太太的兒子不太想接手益

勝行，所以吳太太還是會繼續在董事長這個位置，支撐著整個益

勝行。 

 

（二）韓內科診所 

1.訪談過程： 

一開始接洽櫃台表達來意時，韓良誠醫生很爽快就答應了，等待

過程中我們參觀了診所內的花園，那裡陽光明媚，花花草草都很

美麗，看得出韓醫生細心的照護；到了訪談時，我們是到韓醫生

為了紀念其父親的紀念館進行訪談，韓醫生博學多聞，和我們分

享了許多故事，最後結束時還送了我們記錄當時歷史的書當紀念

品，算是很特別的一次體驗 

 

2.訪談內容紀錄： 

問題一：建築約於何年代落成？傳承幾代？ 

該建築約為三十八、九年建成（大約 1949、1950 年）已傳至第

四代。 

 

問題二：建築的過去及現在，如何使用？例如經營、住宅 

韓醫師的故居在 1945 年 3 月 1 日美軍轟炸台南時不幸被炸毀，

目前這棟建築是由當初台南的建築合作社建立，最一開始韓醫師

的診所其實為 299號，後來因為旁邊的 297和 301號相繼做不下

去，都來拜託韓醫師幫忙買下，才形成如今 297、299、301三個

店面，目前韓醫師的小孩在樓上看精神科，孫子輩也有在念醫學

系的，傳至現在都是在做醫師相關的行業，建築部分除了做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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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進行訪談時還有參觀到 1樓的花園，還有韓醫師為紀念父親

所蓋的紀念館。 

 

問題三：建築是否曾經有重大修建？修建原因？有什麼改變？未

來是否有重建的規劃？ 

外部並沒有進行大的修建，還是維持當時戰後建築合作社蓋時的

外觀，主要是修建內部，像是診所內的花園，還有紀念父親韓石

泉先生的紀念館，紀念館中有提到父親的 2位貴人，一位是韓石

泉先生就讀醫學院時的校長，堀內次雄校長，他當時沒有因為韓

石泉先生發起「同盟罷買」的抗日行動就令韓石泉先生退學，讓

韓石泉先生得以完成他的學業；一位是明石真隆教授，是傳授韓

石泉先生內科醫術的老師，在 1939 年還救了當時因大量胃出血

有生命危險的韓石泉先生，少了 2位其中一位，韓氏家族能否還

能像現在這樣，韓醫師也不敢想像，因此紀念館中也特別紀念了

這兩位韓石泉先生生命中的貴人。 

 

問題四：建築在保存、整修或維護上有何特別困難之處？ 

韓醫師表示：當初在建時就是採用石製的，很堅固不容易壞掉，

因此在建築上並沒有特別難維護、保存的地方。 

 

問題五：家徽設計的意涵？祖先是否有傳承？是否在其他家俱上

有家徽的圖象？ 

韓內科招牌上的植物可追溯於施治明先生當市長時（1989 年

~1993年間），當時市長送每戶人家一盆垂榕，醫師表示當時的居

民都沒有在照顧，放任它死亡，醫師則是從小就對植物有興趣，

持續有在照顧，長到不能再大時，索性將他們和招牌抓在一起，

形成現在的心形外觀；心形代表心臟、愛、醫院，剛好韓醫師的

病人來治心臟病的居多，也希望能讓人民一看就很清楚這裡是醫

院才這樣設計的。房子上的屋徽則是當時建築合作社的風格，具

韓醫師補充在新化那邊很多的建築也是這樣蓋的，至於這樣蓋有

什麼特殊的意義，韓醫師也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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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成銀樓 

1.訪談過程： 

一開始在介紹我們來自中西區公所時，吳先生就馬上想到說：是

要請我們不能亂拆老房子嗎？可是老屋修建的補助好像也沒有

很多嘛？後來在訪問完後吳先生也不希望我們留下聯絡方式，以

及對他們店內多做拍攝，這次的訪談也讓我們了解到可能有部分

持有老屋的民眾可能對政府對於老屋的政策有疑慮甚至是不滿

意。 

 

2.訪談內容紀錄： 

問題一：建築約於何年代落成？傳承幾代？ 

房屋約有百年的歷史（推算約為 1920-1930年間建成），已傳承至

第三代。 

 

問題二：建築的過去及現在，如何使用？例如經營、住宅 

這棟房屋是他祖父傳承下來的，當初是在經營診所，約 30 年前

才開始改為經營銀樓（推算約為 1990年代） 

 

問題三：建築是否曾經有重大修建？修建原因？有什麼改變？未

來是否有重建的規劃？ 

最初建成時他們那排的房子是以泥土建成，往往是倒了哪裡再補

蓋那裡，修建頻率不低，近期重大的修建約在 30 年前，將房子

漆成紫色並改經營銀樓事業。吳先生補充道：「因為改建的成本

太高，通常只會從內部進行小修補，不太會去修建房屋的外型。」 

 

問題四：建築在保存、整修或維護上有何特別困難之處？ 

早期房屋多為木構材料，很容易因受潮或蟲蛀而塌掉，而且房屋

的白漆會經常剝落，維護上較為較繁瑣，之後改經營銀樓時將房

屋重新粉刷成紫色，內部也在修補過程中漸漸改為水泥材質後，

目前的屋況已算穩定，維護上就沒有太困難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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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家徽設計的意涵？祖先是否有傳承？是否在其他家俱上

有家徽的圖象？ 

房屋上的徽章應該是美觀作用的，當初他們那一排很多房子都是

這樣蓋，只是以前的房子很容易倒塌，所以很多房子都進行了修

建，漸漸的當初美觀裝飾用的屋徽就消失了，所以這間建築的徽

章並沒有特殊意涵也非家族傳承。 

 

（四）銘山五金行 

1.訪談過程：這間五金行的房東為良皇宮的總幹事和阿堂鹹粥的

老闆，兩位老前輩都很健談，還泡茶招待我們，在和他們聊以前

的故事和老屋以前的行業時都很愉快，這次的訪談非常的愜意收

獲也很多，是很難得的經驗。 

 

2.訪談內容紀錄： 

這間房屋建於日治時期，台灣光復後，由良皇宮所買下，作

為慈善診所，在當時廟的旁邊都會有所屬廟方的診所，在醫療資

源還不普及的時候，為地方的民眾提供簡易的診療服務，大約民

國五十七年左右（1968年）診所的二樓租出去給別人經營咖啡廳，

且咖啡廳私底下有經營著一些俗稱”摸摸茶”的特種行業，是當時

很特殊的文化，講到周圍的盛況，大概要溯及到清朝開城門（小

西門）時，當時要出入城都要通過這道城門，因此鄰近城門的圓

環附近非常熱鬧，是台南唯一 24 小時都有店營業的地方，那個

年代還有很特別的一點就是當初城門大約是在保安路，城牆只蓋

到西門路，而國華街空地和西門路外全都是海，因此當時台南還

有五條港的存在，代表著台南有名的五條商用水道，這些都是到

日治時期日本人把城牆拆掉，另外開路，然後到了 1970 年小西

門遷到成大校區，才漸漸變成現在圓環的樣子，講回的屋子的使

用，民國 57年那時候的娛樂方式比較少，沒有電視和其他娛樂，

所以當時的特種行業才會那麼興盛，不過因為課的稅很重，所以

要取得經營特種行業的牌照也相對比較困難，而講到特種行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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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提到台南的新町，新町是當時的風化特區大約以保安路為界，

在日治時期有分日本人消費和本土人消費的娼院，其中「真花園」

是新町最後一間最具歷史規模的合法店家，已於 2009 年拆除，

而新町以至於台南的最後一家公娼「夜巴黎」則於 2015 年悄悄

關門，也正式宣告台南的公娼正式走入歷史。問到五金行那間屋

子有無重大整修時，魏總幹事說：外觀幾乎都是維持日治時期當

時的樣子，只有以前屋頂的材質不好，常常會脫落，大約到民國

70 年左右（1981 年）才將屋頂改建為鐵皮製，也將外形的洗石

子牆面漆成現在的綠色，問到這間屋子曾經租給哪些行業做生意，

魏總幹事回答：五金行租到現在已經 3年了，以前還有租過服飾

店、美容美髮業等，魏總幹事還補充，當時美容美髮業他們還會

幫屋內進行整修，所以現在屋內情況保持的都還不錯，之後還講

到在日治時期良皇宮當時的負責人還沒什麼置產觀念，是剛好日

本人走了之後因緣際會下才買到現在這間房子，不然可能現在就

被拆掉了也不一定，而當時的房子很多也都會有屋徽，像廟旁蘇

先生的房子就是一例，當時的屋主蘇獅先生還是良皇宮的董事長，

總幹事還補充：在日本人的管理下，大約民國 35 年前有錢人要

蓋房子只能蓋成有屋徽的形式，所以現在圓環附近的老房子很多

還是保有這樣的建築風格。在最後閒聊時，我們才發現原來董事

長是阿堂鹹粥現在的老闆，董事長提到以前他們家住在城外，在

圓環還是 24 小時很熱鬧時經營著台南小吃—鹹粥，董事長是在

28歲接鹹粥事業的，當時的店址是在現在府前路上的電動車充電

站（府前路一段 239 號），之後才改到現在良皇宮的對面（西門

路一段 728 號）。透過今天的訪談，我們了解到以前廟的文化，

還有這間屋子曾經做過那些行業、當時的建築風格是什麼，到圓

環是怎麼發展到現在的樣子的，很多的小故事都夾雜在其中，如

果沒有來問是完全不會知道的，這些記憶也會漸漸消失，因此這

些都是值得我們去好好發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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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B.B.ART 

1.訪談過程：接受訪談的方小姐很專業，給我們的情報都很精確，

她也表示很多雜誌或部落客都有做過他們的系列報導，可以在網

路收集資料作參考，訪談結束在拍攝時，發現B.B.ART真的很美，

內部的展演空間也會定期更換展覽，看得出經營者的用心。 

 

2.訪談內容紀錄： 

問題一：建築約於何年代落成？傳承幾代？ 

大約為 1940年代落成，現在房屋的持有者為可成教育基金會。 

 

問題二：建築的過去及現在，如何使用？例如經營、住宅 

B.B.ART前身為美麗安洋品店，是日治時期的一家百貨公司，專

門賣舶來品，洋貨等，第一代是開在 B.B.ART斜對面，第二代才

在 B.B.ART現址，美麗安洋品店後還有開過家俱行，之後由可成

教育基金會買下這棟老屋，租給杜昭賢老師，成為現在的 B.B.ART，

如今主要作為藝文空間來使用，2012年開始對外，定期都會更換

不同的現代藝術品展覽，像 2019 年有貴人散步音樂節來此借場

館舉辦，二樓的話還有咖啡廳供民眾享用，每年也會有許多不同

的雜誌爭相報導，民眾會慕名而來看這間老房子如何改建成現在

的藝文空間，順便來喝喝咖啡，放鬆一下，享受當下的美。 

 

問題三：建築是否曾經有重大修建？修建原因？有什麼改變？未

來是否有重建的規劃？ 

當初可成和杜老師接手這間房屋時窗戶旁有許多厚厚的漆，他們

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將漆清乾淨，大概花了 600 多萬元進行修繕，

由於 B.B.ART中庭有一座天井是中空的，水電全部都要重拉，也

一定要使用很好的排水設施，方小姐還有補充：二樓的屋頂有用

H鋼進行補強，所有的修建都以不影響屋況為主，未來主要就是

配合展覽做些小修改，以及對老房子的壁癌進行修整。 

 

問題四：建築在保存、整修或維護上有何特別困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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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房子在保存上最困難的就是時常要修壁癌，因為不能直接封起

來，會導致裡面的水往別處流，因此幾乎是每年都要檢查找出壁

癌，挖掉重新漆上防水漆，也要讓牆壁自然呼吸，使裡面的水分

正常排出，再加上有些壁癌是在 2間房子的中間，要修的話，需

要兩邊的屋主都同意，也需要比較好的技術才行，總結來說壁癌

是老房子永遠的敵人，要時常去檢查修補，才能真正保存好老房

子。 

 

問題五：家徽設計的意涵？祖先是否有傳承？是否在其他家俱上

有家徽的圖象？ 

老屋的三樓外，有一個美字的屋徽，是從美麗安洋百貨時就保存

到現在，象徵的是華麗、美麗，剛好和現在的現代藝術展覽相契

合。 

 

（六）Feina boutique 

1.訪談過程：這次訪談的許太太，是透過我們留下的資料親自打

電話到區公所來詢問的，許太太也對老屋立面的保存很有興趣，

因此促成了這次的訪談，訪談時許太太還帶餅乾來跟我們分享，

甚至是事先準備功課才來和我們分享老屋的故事，許太太的熱情

讓我們體會到在地人對老屋的那份情感。 

 

2.訪談內容紀錄： 

問題一：建築約於何年代落成？傳承幾代？ 

該建築在許太太的公公出生（民國 7年）前落成，已有 100年以

上歷史，目前傳承至第 4代。 

 

問題二：建築的過去及現在，如何使用？例如經營、住宅 

許家一開始是在安平附近的南廠發跡，最早是做醬瓜業的，因為

靠近海港漸漸改與日本進行貿易，進口珍珠回來揹著扁擔到處去

賣，後來事業逐漸做起來，而當時台南比較發達的有中正路、民

權路和西門路，最後許家選擇在西門路現址買土地蓋房子，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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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珍珠業，之後每次都是幾大麻袋的從日本進口回來批發、加

工然後利用店面販賣，當時許太太的公公還沒有接手珍珠業，而

是前往日本去學牙醫，學成之後就在現址經營牙醫診所，而現在

的 7C那件店面則是經營當時很有名的亨利〝金飾〞，至於為何改

作金飾店呢？主要是因為二戰的影響，與日本的貿易無法順利進

行，所以許家才轉型改賣金飾，後來因為當時很少人有看牙醫的

觀念，牙醫的生意不好，剛好當時一位經營修腳踏車的店不租了，

許公公就順勢接下這間店，開始修腳踏車這個行業，後來在友人

推薦下，也去購買零件自己組裝腳踏車來賣，沒想到吸引到當時

還駐守在台灣的美軍的目光，因為許公公懂一點英語，所以很順

利地就賣腳踏車給很多的美軍，也做出了名氣，聽說還是當時台

南第一家賣腳踏車的店，賣到甚至將原本的牙醫店也收掉擴充店

面，可見當時的盛況，後來因為同行的競爭，以及機車加入市場，

許家的腳踏車店才漸漸式微，許公公去從事其他的工作後，也就

把店面租給其他商家使用，先後有租給婚紗店，二十幾年前許太

太嫁過來時的郭元益喜餅店，還有三期的金飾店，再到近期有美

容美髮業和現在的韓服業；不過許家的房子不只有立面那間而已，

還有現在在經營 7C 的那家店面也是許家的，是由許家的大哥管

理（許公公為老三），最早就是經營珠寶店，二戰期間與日本貿

易有困難後就改做金飾店，到後來金飾店也慢慢走下坡時，就轉

行做了一陣子的百貨行，主要是賣與女性相關的用品，例如內衣

褲、保養品之類的，後來又先後租給泡沫紅茶店、美容美體店、

到最後因為持續漏水的緣故，租給現在的 7c後進行了大整修，把

屋內的漏水情況都進行改善，一直到去年（2019年）7c才開始正

式營業。 

 

問題三：建築是否曾經有重大修建？修建原因？有什麼改變？未

來是否有重建的規劃？ 

現在許家那間建築其實只剩立面而已，後面其實都已經有進行整

建過了，據許太太表示：大約在 7、8 年前因為以前的房子很多

都是木製的材料，很多都已經爛掉，甚至還會漏水，加上當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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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有意願想租這間房子，所以怕租戶危險，就必須對這些爛

掉的地板和漏水的問題進行處理，現在許家立面的後面主要是鐵

皮屋，地板的部分都有重新換過之後才有陸續開始承租，至於為

何立面的部分沒有拆除重建，主要是因為許太太的婆婆念舊，希

望保留這座立面不要拆除，未來的話可能會在這間房子的後面再

多買一些土地跟旁邊二伯母的房子一起重建，立面的話會留下來，

不過還沒想出實際上要怎麼規劃這座立面。 

 

問題四：建築在保存、整修或維護上有何特別困難之處？ 

建築最早是木製的地板，加上隔壁大伯的房子以前有天井，常常

會漏水下來，所以防漏和補強地板是維護上比較繁瑣的部分，不

過這些都在整建成鐵皮屋後就比較少發生了，目前維護上就沒有

太大的問題。 

 

問題五：家徽設計的意涵？祖先是否有傳承？是否在其他家俱上

有家徽的圖象？ 

立面上的屋徽只是代表許家的意思，以及美觀裝飾用，無其他特

別的意思，許太太還有補充：以前許家的對面是張家，房子上也

有”張”的屋徽，以姓氏當房子的屋徽應該是當時的建築風格，不

過目前張家的房子都已經拆掉重建，看不見以前的風貌了。 

 

訪談補充： 

a.許家的房子最早不是只有目前拍到的 7c和現在的韓服店，最早

許家的房子是有八連棟的，目前有的已經沒住人、有的已經賣掉，

還有現在照片中租給 7c和韓服店營業用的部分。 

b.許家在珍珠業還沒受到貿易影響時，許太太的祖父那代，許家

在台南被稱為「珍珠王」，當時要買珍珠都要找許家，是許家珍

珠業最輝煌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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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金格．長崎蛋糕 

1.訪談過程：陳太太也是透過我們留下的資料來聯絡區公所，我

們約在一間咖啡廳進行訪談，陳太太是從小在那間房屋中長大的，

對於以前房子附近的故事非常瞭解，另外他還和我們分享了很多

他們家的教育方針，看的出來陳太太是出身在很開明的家庭，因

此他對於老屋的保存也有不同的看法，讓這次的訪談更增添色

彩。 

 

2.訪談內容記錄： 

問題一：建築約於何年代落成？傳承幾代？ 

該建築約於西元 1960 年代，由陳太太的阿嬤跟前屋主買下，傳

承至陳太太已有三代。 

 

問題二：建築的過去及現在，如何使用？例如經營、住宅 

該棟建築由許家買下後最初作為阿嬤的住家用，後來在陳太太3、

4 歲時租給獎卷行(愛國獎卷)→黑膠唱片行→自己家裡經營的布

店→接著便租給金格長崎蛋糕直到現在，陳太太一共有四個兄弟

姊妹，當時分產時分到這一棟，陳太太也有補充到那時候布行非

常的興盛，尤其是民權路，這也和之前訪問益勝行時所聽到的相

符合，還有當時西門路上的房子其實許多都有屋徽，只是大部分

都被改建了。 

 

問題三：建築是否曾經有重大修建？修建原因？有什麼改變？  

在七、八年前由於金格蛋糕認為牆面老舊且土黃色的外觀不好看，

因此就對牆面進行修建，才變成了現今我們看到的紅色牆面；兩

個月前陳太太也請了師傅進行修建，因為屋子的年齡也大了，有

許多老屋會有的問題要解決，屋頂原本是木板，全部替換成鋼板，

漏水的問題也一併解決，除此之外並無改變格局的重大修建。 

 

問題四：建築在保存、整修或維護上有何特別困難之處？ 

陳太太表示，都是些老屋會有的問題，像是漏水，還有因為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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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的建材用的是木頭，所以會有腐朽毀壞的問題。 

 

問題五：家徽設計的意涵？祖先是否有傳承？是否在其他家俱上

有家徽的圖象？ 

陳太太說，該屋徽並無特別的意義，只是裝飾用而已。 

 

四、屋主不願受訪的原因 

（一）屋主年事已高無法受訪： 

很多做生意的店家表示自己並不清楚老屋的歷史，並且

房東的年事已高不希望做過多的打擾。 

（二）生意繁忙無法受訪： 

很多店家表示生意繁忙，希望不要打擾到他們工作。 

（三）屋主居住在外縣市不方便連絡： 

有店家表示屋主長期居住於外縣市無法接受訪談，而店

家也不清楚房屋的歷史。 

（四）對於房屋政策感到疑惑： 

屋主不希望自家老屋的保存受到干涉，因此極力不願意

受訪。 

 

五、總結： 

經過這次的田野調查，我們發現有很多老屋的店家在承租時都不

太會特別瞭解老屋的歷史，除非能夠找到屋主，不然撲空的機率

會很大，就算留下聯絡方式會回信的也是少之又少，基於這些案

例我們知道要保存老屋的歷史必須要多方配合，要有人設計問題

屋主也要同時願意受訪，除此之外還要留下屋子的原形才有機會

能夠瞭解當時的時代背景；老屋歷史的紀錄是困難的，而且隨著

時間的推演情況會更加嚴峻，想要瞭解老屋歷史文化的話，應該

要盡早行動，以免向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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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實習心得 

一、心得與省思-廖柏承 

在進區公所之前，我完全不清楚區公所內部的運作，只想到處理

民眾事務，對於其他細項一概不清楚，所以有點害怕在實習過程會遇

到很多專業知識上的挫折與瓶頸。幸好是在「人文課」實習，雖然並

不完全重疊了我們學習到的專業知識，但相較於其他業務已經能夠輕

易上手了。 

我們實習過程中的任務就是協助課長以及其他的組員的需求，舉

辦各種活動邀請民眾來參加，印象最深的就是屋徽的田野調查，在進

入人文課實習前幾乎不會注意到老房子上的徽章，但在深入了解後才

知道每個屋徽都代表著這個家庭曾經輝煌的過去，不同行業間存在不

同的屋徽，甚至是姓氏，在訪談時講到過去的時光，那些長輩們總是

會在不自覺中露出笑容，甚至是一絲絲驕傲，畢竟當時他們在街上都

是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即使經過歲月的洗禮，人們漸漸遺忘這些行業，

但屋徽的存在可以讓我們一直記住他們，使我們覺得無論如何都想要

好好地把這些記錄下來，即便之前都沒有人做過類似的調查，所有資

料都要靠自己一家一家的尋找，但我們仍是樂在其中。 

此外，我發現在職場中真的與大學生活不同，職場中每一個人都

有自己的任務，完成這件事就是自己責任，只有把自己份內工作做好，

才不會影響到他人作業。實習短短的一個月中，我們也曾因為一些困

難導致拖延了進度，職場生活遠比我們自己想像的更有挑戰性。 

最後真的要好好的謝謝我們的課長，第一次見面就將我們三個實

習生當作自己的小孩一樣對待，事事為我們想，也跟我們分享做人處

事的道理以及做事情的態度，即使我們也曾出過錯但也是好好地跟我

們說並在事後的檢討會中教導我們更好的方法去處理事情，謝謝區公

所給我們這個機會去實習，真的使我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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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得與省思-陳俞脩 

在實習前我認為公所的工作應該大部分都在處理文書這類的繁

雜工作應該很無聊，而我實習的單位—人文課是很不一樣的地方，他

不像民政課、社會課等有既定要處理的事項，每天就是要幫人民解決

固定的事，人文課不一樣的是它沒有固定要辦的事，更多的是要去發

現地方還有哪些特色沒被發掘，或者是辦些甚麼活動能讓這個區變得

更好；這些其實都是很抽象的東西，需要不斷思考、發現才能做得好，

像是實習期間，公所為了一家已經經營幾十年的理髮廳辦相關謝幕惜

別紀念活動，很多的老顧客都特別前來共襄盛舉，為了這項活動，公

所這邊就要接洽很多廠商，還要設計很多的活動來讓顧客和阿姨們互

動，這項活動雖然一開始我覺得沒甚麼特別的，不過陸陸續續看到前

來的客人來給阿姨們裡最後一次頭並聊聊以前的往事，那個畫面就值

得人文課這麼辛苦地促成這項活動了，而這還只是我實習的一個月內

的其中一項活動而已，另外還有地方創生系列演講、主持人培訓課程

等活動，這些都是和我一開始想像的區公所完全不同，不過也因此學

到的東西更多了。 

自我省思的部分我認為在進行田野調查和桌長培訓等活動後，我

的言語表達能力進步了，親自和地方居民接洽，以及和一群素昧平生

的人共同討論公共議題都是很特殊的經驗，實際體驗過這些，就會發

現在學校學習的環境真的過於安逸了，只是考試、上台報告，真正出

社會時面對問題應該還是很容易措手不及吧；至於我在實習期間做的

比較不好的可能是在心態上表現地不夠積極吧，在區公所大部分我還

是去被動接受課長交派的指令，但是課長一忙起來，不能管我們時，

我很容易就會有想耍廢的心態，交派工作的進度可能就會慢下來，這

就是我對實習的態度沒有完全正確所導致的，也是我日後應該要克服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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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覺得這次實習讓我未來能借鑑的應該就是讓我瞭解到外

面的世界不是都是那麼單純的，工作上需要思考的地方很多，不要只

侷限在單一視角，最重要的還是態度問題吧，無論做甚麼事情，不積

極主動的話，事情不會就直接往你想要地去前進的，想要的話就要自

己去爭取，甚麼都要等別人來幫忙的話是永遠無法向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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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省思-劉睿洋 

雖然在實習正式開始前有事先拜訪過了區公所，也大致得知了實

習的內容，但對於之後正式開始實習還是有點忐忑不安，要用什麼樣

的心態去面對也還沒準備好，可是時間就是這麼調皮，你越需要時間

去準備時，時間越是加快它的腳步，轉眼間我已經站在了人文課的辦

公室內開始了這為期一個月的實習，而現在的我正在撰寫的是實習結

束後的心得與省思。 

一個月的時間很短，如果可以活到 80 歲的話，那一個月不過是

漫漫長生中的千分之一而已，可是這短短的一個月卻讓我獲益良多，

經歷了許多事情，邂逅了各式各樣的人，我也慢慢地用自己的觀點去

理解人文課的大家所懷抱的信念、態度、還有這些活動、計畫背後的

意義，就拿太平洋理髮廳為例，一間看似老舊的理髮廳要歇業了，如

果沒有人文課大家的努力去推動一個這樣的活動，為這間理髮廳揮灑

出這一筆完美的句點，那這間理髮廳的故事、阿姨們的人情味、在地

人的回憶就會這樣消逝在歷史的洪流中，我親身從這個活動裡體會到，

我們做的事是非常有意義且有成就感的，我也有親自讓理髮廳的阿姨

們理髮，感受著阿姨們手上斑駁的印跡在我的髮間來去自如，如此熟

練的手藝想必是經過很長的時間慢慢堆積而成的，我暗自在心裡想著，

雖然時代的變遷在所難免，百元剪髮或各式高級髮廊逐漸擠壓著向太

平洋這種老式理髮廳的生存空間，但是縱使是這樣，我們不應認為這

種舊時代的東西被淘汰掉就算了，歷史是縱向的，現在是過去堆疊起

來的，而人文課們所做的就是這樣的事，一件不被大家重視又吃力不

討好但背後卻有著如此龐大意義的事，這就是我以自己的觀點去理解

的人文課，也是我這一個月實習有幸待的地方。 

自我省思的話還真不少，最該檢討的就是積極度不夠還有自我管

理沒做好，很多事情感覺都可以再加把勁做得更好的，卻被自己的思

維所困住而有點停滯不前，可以做到 80 分的事情卻只求及格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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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常常因為晚睡而導致實習時精神欠佳，效率也跟著減退，這兩點

是要深深反省的，畢竟真實社會可不會像實習單位那麼溫柔，這次的

實習也給我了一個這樣的警惕。 

最後我想謝謝我的組員，我們彼此之間補長取短，合力完成交辦

事項，在遇到問題時大家集思廣益想出解決辦法；謝謝課員們的細心

指導，和你們相處起來很愉快；謝謝課長為我們的專題提出那麼多有

用的意見，並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好榜樣；謝謝光旭老師撥出時間與我

們討論，為我們點出了專題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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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屋徽照片 

（一）益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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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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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成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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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銘山五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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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B.B.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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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Feina bou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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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金格．長崎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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