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美術館空間改修記事
The Transformation of TFAM 

臺北市立美術館於 1983年竣工，由高而潘建築師設計，建築的概念若從鳥瞰視
角觀之，採用 7.5公尺為模矩系統的尺寸，構成經緯交織的管狀結構，發展出
符合四合院空間虛實相互涵容，且能無限延伸的立體佈局，突出的管狀端景窗

也支持未來館舍若擴充的理路。北美館建築跳脫傳統式樣，所標誌著的現代建

築風格鮮明，迄今 34個年頭，印象中的形貌除了 2010年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時期增建的南進門，似乎並未改變太多，然而在此不變的主要結構體框架內，

歷任主事者對於館舍使用內容幾經調度或裝修改造。此文將回顧北美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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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與修繕演變，或許能窺見歷來美術館在運用建築容器、服務使用者與詮釋

博物館任務的思維變遷。

同位於基隆河畔土地上，在北美館建館前就存在古蹟建築「臺北故事館」，在它

成為獨立的迷你博物館之前，亦曾扮演美術館延伸空間的角色。原由大稻埕茶

商陳朝駿於1913年興建，幾經權屬變換，為立法院院長黃國書購入作住宅使用，
1979年由臺北市政府徵購，1983年北美館建造工程時面臨拆除危機，經時任臺
北市長楊金欉指示保留。於北美館落成之後，兩館建築隔著廣場形成有趣的時

代對照。1987年 12月以「臺北市立美術館所屬都鐸式建築」之稱加入北美館
的空間編制，隔年改稱圓山別莊，並於 1990年 7月由北美館小幅度修繕後，活
化作為「藝術家聯誼中心」使用，提供藝術家與市民交誼的沙龍空間。 1並於

2000年起至 2002年由北美館連續三年完成臺北市市定古蹟圓山別莊修復與再利
用工程，2003年由陳國慈律師認養贊助，成立大家所熟知的臺北故事館。由於
圓山一帶保留了史前遺址、近代古蹟與當代民眾的記憶，博物館聚落的概念也

仍在討論著。

1995年 9月，張振宇先生任北美館館長，當時也進行了一些空間的調度，例
如，向東借景的二樓 201展覽室，即經改修為會議室，地下樓並配置有市長休
息室，反映當時空間的安排並未脫行政機關之性格。於張館長 9個月任期結束
後，1997年林曼麗女士正式接任館長，針對美術館的觀眾服務，2000年展開
開館 16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系列空間重新整備，當時的現代美術雙月刊如此宣告：
「2000年4月5日至5月26日全面休館，進行整修工程，除加裝辦公室防火牆、
改善建築空間與電機功能，並為了帶給觀眾更舒適更美化更人性化的參觀情境，

特別進行服務動線、空間規劃及視覺標示等內部設計改修工程。」2大廳、動

左圖─

臺北故事館與北美館，1983

右圖─

地板翻修中的臺北故事館， 
1988

51

特別企劃 Special Program—美術館空間改造與增能  Renov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Museum



線、空間結構及辨識系統的重新設計，由設計師陳瑞憲負責，其設計概念是在

原有的架構裡調整動線，而適應現代的需要。 3

所謂「現代的需要」是進一步為觀眾設想，使美術館更容易親近。空間標示系

統色彩以黑白灰定調，編碼方式也單純化，舉例來說，將以往三樓共 11個管狀
展場 301∼ 311整合區分為 3A、3B及 3C展覽室，更對應單一個展覽的空間
規模，也方便民眾辨識。這次空間整修中，最關鍵的調整是把原先館舍外牆的

售票口收起，售票處進到大廳北側落地窗處，亦即購票的觀眾是在室內排隊等

候，而未購票的民眾一樣可以進到大廳等待、休憩、觀看、到禮品店逛逛、到

服務處諮詢，提供大廳的空間給民眾，造就人們的停留，這時間、空間同時轉

換人們進入展場的心情，美術館大廳成為都市中的大客廳，來者即是客。此後

的十餘年，除了少數將票亭遷至館舍外部的特展，大致都維持這樣的狀態。這

次調動也因應當年資訊普及的浪潮，在大廳服務臺旁配置了網站查詢區，約莫

在七、八年後行動裝置取而代之，查詢設備即退出大廳周邊。林曼麗館長時期

的空間修整，基本上強調了美術館服務觀眾的目標，也印證空間規畫能改變人

們的行為，體現「空間就是權力」這個概念。

左上圖─

1984年 4月時的大廳，當時
正在辦理兒童節寫生比賽

左下圖─

1987年的服務臺

右上圖─

1991年的大廳，左方可見當
時的售票窗口及排隊人潮

右下圖─

2000年的大廳售票處及海報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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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水問題長期影響北美館的空間使用品質。探究北美館的建築設計，上層為管

狀、內外通透，許多空間埋入地下層，大門廣場及人行通道的地板即地下樓展

場的頂板，直接與外環境相鄰的外牆與樓地板面積大，容易受外環境影響，若

建築軀殼因施工問題或材料老化致水密性不足，即可能造成滲漏。2000年7月，
黃才郎先生任館長，此時建築體也完工近 20年，開始有計劃地編列經費處理館
舍的漏水問題。專業的防漏工程必須將可能的水路全面封鎖，倘分期施作，在

介面上須能有交疊規劃。在黃館長任內辦理三期展覽場修漏及外牆油漆（2001、
2002、2006）、典藏庫房上方、三樓展覽場外側及地下筏基水箱修漏（2001）、
辦公區、B04及美術教室上方廣場等修漏（2004）、辦公室上方廣場修漏及中
山美術公園臨界景觀工程（2007）等都是在他任內所編列執行的維護工事，同
時期，也執行了典藏庫房空調系統更新（2001），並針對建築物結構及帷幕玻璃
安全及修復補強作鑑定（2004）等，這些修繕雖不涉及空間內容或概念的新創，
但針對硬體機能的踏實修復，大幅改善典藏品儲存、展覽預備與佈置的品質。

這是首長長期在任才可能次第完成的任務，主事者對場館維護的用心可見一斑。

2007年 8月，謝小韞女士轉任臺北市文化局副局長兼代北美館館長，2009年

林曼麗館長時期整修完畢的大

廳服務中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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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專任館長，2010年 3月再轉任文化局局長，在這三年左右的時間，配合市府
籌辦的花卉博覽會，除增建南西向第二出入口（簡稱南進門），同時完成全館許

多公共空間的改造，也辦理開館以來首次大規模的辦公空間修繕，可說是美術

館硬體面貌改動最多的時期。

美術館主要的辦公空間以夾層方式隱藏於廣場與地下樓餐廳之間，開館近三十

年文書檔案的累積、業務與組織專業化，空間不敷使用，且由於配置區位及高

度使然，自然採光、通風換氣困難，也伴隨潮濕、鼠患及弱電、電力與空調各

類管線空間不足等問題一一浮現。謝小韞館長十分支持改善館員工作空間，藉

空間使用內容的調整，將辦公空間擴充至地下二樓圖書室周邊位置，初步紓解

辦公空間不足的問題；並以系列工程處理了雙年展辦公室、資訊小組及研究組

（2008）、辦公室公共空間、展覽準備室、攝影室、展覽庫房、駐警備勤室及
文具用品庫房、其餘辦公室及廁所（2009）、會議室（2010）等美術館後勤空
間的硬體改善。此外，亦運用二樓展覽場，確立推廣與服務空間的配置，如：

於 209展覽室成立藝想空間，專門做為推廣活動使用；對側的 201展覽室則設
為志工辦公與休息室。如此調動和整修，可視為以館員為主體的空間修繕，也

是將後勤空間與公共空間的比例做了合理的微調。

同在此時，北美館所處的美術公園及鄰近的圓山公園、新生公園、大佳河濱公

園一帶共約 90公頃的土地，正式宣告作為 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的舉辦場

2000年 12月，黃才郎館長時
期施作廣場地板修漏工程，大

門上方則是「2002臺北雙年
展」的現地製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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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北美館是花博會場內少數既有公營館所，為了配合這個為期近半年（2010
年 11月 6日至 2011年 4月 25日）、參觀人次近九百萬人的大型活動，北美館
除了大廳和展場沒有改動以外，其餘的公共服務空間由內到外經歷許多改造，

包含：無障礙環境改善工程（2008）於停車場側加設了坡道設施連結至廣場高
程；全館夜貌照明設備改善工程（2008）將北美館的方窗裝設可排程控制變化
的 LED燈光模組；圖書室及書庫空間、餐廳、市民美術教育推廣中心三個改善
工程（2009）整理地下樓展場以外的周邊服務空間，衛生下水道接管、全館公
共廁所整建改善工程（2010）則因應可能的人潮改善基礎民生設施；館舍外牆、
天井外牆油漆工程（2010）則補強了館舍外觀與防水性。裡裡外外，所有民眾
可觸及的設施都做了新的裝修，準備迎接花博。全館內外陸續進行的工事多著

墨於美術館對觀眾的周邊服務空間，展覽或典藏空間則大致維持原本的樣貌。

南西向第二出入口的增建是此階段最顯著的改變，這是市府為了順接花博期間往

來公園與美術館的人潮所規劃增設的。此一改動的遠因可追溯至 1986年臺北市
立動物園搬遷、1997年捷運圓山站開通後，加以 2007年兒童育樂中心納入圓
山國定遺址範圍，開發困難，市政府規劃以士林兒童新樂園取代之 4，美術館的

大門廣場則不如以往能直接迎接經中山北路地下道或搭乘公車抵達的觀眾，故考

量增設南西向入口。但實務上的困難是美術館展場與庫房空間均配置於南側，

由南面嫁接的新動線均可能截斷既有空間的使用。在南進門競圖時，竹間聯合

建築師事務所的提案採用鋼構架和玻璃構成的方型管體空間，搭接至一樓迴廊，

而能完整保留北美館最重要的一樓展覽場。當時，高而潘建築師也表示提案增

建管狀結構與他設計美術館的初衷不謀而合，於是，竹間的設計案獲得正選。

歷經多次流標，南西向第二出入口與臺北故事館介面整修工程（2009-2010）即
時在花博前完工。

中山北路公車站牌及地下道人

潮，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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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9月，吳光庭先生接任北美館館長至隔年 7月底，這段時間花博如火如
荼在圓山地區展開，南進門迎接園區人潮，順利達成串連動線的階段性任務。

花博結束後，2011年 9月，接續由翁誌聰先生擔任代理館長，同年年底，南進
門透過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租借合作，作為臺灣精品館使用，觀眾可連通至美術

館參觀。2017年，臺灣精品館的租約結束，館方將重新思考南進門對於美術館
主體任務所能扮演的角色。

後花博時期，北美館另一項重要的空間整建計畫是擘劃多年的兒童藝術教育中

心。整建此空間的脈絡亦須回推至美術館創設以來各階段藝術教育政策的演變：

上圖─

施工中的南進門，與館體搭接

處， 2009

下圖─

兒藝中心工事進行中，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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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體上，兒藝中心所在地是整合地下樓原本作為教育推廣用途的空間，包含

始於 1983年的美術教室、2002年起的資源教室、舊稱 B04的地下樓展場與地
下樓中庭；於軟體上，整合教育展、互動參與、推廣活動等內容，服務美術館

日漸成長的親子觀眾群，盼將藝術教育融入大小觀眾的生活中。2011年，北美
館委託禾磊設計顧問公司進行裝修規劃設計，將前述基地依使用劇本整理為大、

小工作坊、互動區以及一展覽室，以穿透性的廊道封圍著戶外中庭，構成多層

次的空間體驗序列。2012年起，館方同步執行識別系統規劃設計及室內整修工
程，終於在 2014年 4月，兒藝中心推出首檔展覽「禮物」，在美術館的原始空
間架構裡，開啟藝術教育的新天地。

從北美館的裝修歷史中，不難理解建築本身大大小小的變遷，某種程度回應了

不同使用者對此空間的期待。修建，以趨近能同時滿足多方需求的狀態，它是

社會大眾的、館員的、甚至是某個特別的活動背景下的美術館，回顧開館三十

餘年內／外部、前臺／後勤空間的整理、修繕與轉型的歷史，觀察到主政者如

何斧鑿空間、也反映建築體如何作為盛裝美術館概念的容器，進而觸發對美術

館的多角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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