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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語

1970 年大阪萬國博覽會舉辦的場地，現已改成紀念公園（如下圖）。中華民國館的建

築館體已不復存在，當年中華民國館的舊址上立有說明牌，供人憑弔：

由世界著名的建築師貝聿銘帶領一群青年建築師所設計的展示館，運用中華民國固

有的靜觀內省精神，追求現代建築的設計原則——簡約而饒富變化的形式美。平面

佈局上，將基地劃分為 8等分，配置了展示館、餐廳和廣場，其中，展示館由兩
座三角柱形的建築物構成，兩者之間以三座玻璃帷幕空橋和屋頂相連結，象徵著漢

朝皇宮的大門，強調與其他各國的長遠交流。

2021 年 9 月 24 日，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吳光庭教授在本館辦理的台灣戰後建築閉

門講座中，以 1970 年大阪萬國博覽會的中華民國館為題，講述當時「中華民國」的

時代背景、館體設計的歷程，以及貝聿銘參與的實況及其扮演的角色，乃至中華民國

館對貝聿銘往後建築作品創作的意義所在。吳光庭特別指出，正因為建築「實體」如

今已不復存在，它反而成為一個台灣建築史上的歷史「事件」。對於一個具有豐富歷史

內涵的事件，若無歷史檔案的參照，便無法重新啟動歷史記憶。基於此，本刊以上述

講座內容以及所提示的線索為本，廣泛地蒐集檔案、文獻、媒體報導等歷史資料，再

加以擇選、編排，嘗試梳理錯綜複雜的歷史演變的跡象，尋找出當時中華民國館成立

的獨特語境，提供一個理解中華民國館在 1968 年至 1970 年間發展進程的可能性。

   日本吹田市萬博紀念公園
中華民國館原址現況（圖

片來源：許麗玉提供）

基地面積：4,150m2

建築面積：1,099m2

總樓地板面積：2,188m2

建築高度：32.9m
結構：鋼筋

造價：340 million yen

資料來源：第二回日本建築祭

實行委員會寫真集部會編，架

構  空間  人間──日本萬國博
建築寫真集．資料集，1970
年 6月，頁 38。

   中華民國館內部一景（圖片
來源：財團法人楊英風藝術

教育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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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博覽會
起源於中世紀歐洲商人定期經貿市集的萬國博覽會（Universal Exposition，又稱國際博覽會及

世界博覽會），至 19 世紀起逐漸擴大規模與影響範圍，內容也自商業行為擴散到對各國當代文

化、產業、生活、藝術、思想等成果展示。1851 年，首屆博覽會由英國艾伯特親王發起，

於工業革命時代領頭的英國倫敦舉辦，藉以展示英國國力與工業實力。該屆由英國以鋼鐵及

玻璃製成的「水晶宮」展館獲得特別獎，而當時展出多項工業革命時代下的嶄新機械，後來也

成為以英國工藝美術、裝置及應用藝術為主的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V&A）、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的倫敦科學博物館（Science Museum）等館舍之收藏展品

基礎。因展覽會相關影響龐大，萬國博覽會相關規範於 1928 年由 31 個參與密切的國家共同

簽署國際博覽會條約，其中雖未明定此博覽會舉辦的固定時間，但要求主辦國家需於預計開幕

之前 9 年向國際展覽局（BIE）提出申請，由成員國經投票表決後籌辦。而隨時代與科技發展，

萬國博覽會主題也跟著時代議題推進，如戰爭期間提出的世界和平、太空技術；20 世紀以來

與環保、生態、永續發展相關議題等。

   1851年在倫敦舉行的萬國博覽會會場（圖片來源：The 
nave of the Great Exhibition, looking west, held 
in London in 1851 Retrieved from NYPL Digital 
Collections, USA）

   1900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圖片來源：Le Chateau 
d'eau and plaza, with Palace of Electricity, Exposition 
Universelle, 1900, Paris, France Retrieved from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USA）

   1900 年巴黎萬博會中國館（圖片來源：Walton, 
William(1900), Exposition Universelle, 1900: the Chefs-
d'uvre (p.80-2). Philadelphia : G. Barrie & Son Retrieved 
from Internet Archive Book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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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博覽會裡的中國館
「中國館」在萬博會中的參與歷史最早可自 1851 年倫敦博覽會水晶宮

內的中國展室開始，獨立展館則於 1900 年巴黎世博會起開始出現，

中國館自此一路歷經 1915 年舊金山博覽會、1964 年紐約萬博會、

1967 年蒙特婁萬博會，其展館建築都以中國傳統宮殿式設計為主，

參展內容多以「傳統中國文化」為主，而非歷屆各國博覽會中所逐步

追求的現代性討論。戰後，國民政府退至台灣，1966 年中國爆發文

化大革命，蔣介石在台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中國古典式樣

新建築成為當時地方機構與相關館舍的主要設計風格，此風格最早可

見於如臺灣銀行嘉義分行、高雄分行、南海學園、臺灣藝術教育館、

臺灣科學教育館、歷史博物館等建築設計中。而當時參與許多台灣戰

後公共建築設計，擅於使用鋼筋混凝土材料表現中國北方宮殿建築特

色的楊卓成建築師（作品包括中正紀念堂、圓山飯店、國家兩廳院

等），其設計的二座宮殿式中國館，也分別出現在 1964 年紐約萬博會

與 1967 年蒙特婁萬博會中。從戰後到 196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的

代表性與國際政治處境一直是執政者的憂慮所在，1967 年，時任副

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訪美 20 天後的 5 月 30 日清晨，蒙特婁萬博會

中國館起火，因當時館內無人留守，火勢持續延燒至上午七點、館內

展品多被燒毀，損失估計約 35 萬元。

    〈紐約博覽會中國館〉，
《建築》雙月刊，第32期，
1968年8月，頁58−59

   1967年蒙特婁萬博會中
華民國館宣傳資料（圖片

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系

統識別號 0005916292，
中央社翻拍 /提供）

   紐約萬博會中華民國館（圖片來源：國家
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 0005910617，中
央社翻拍 /提供）

   紐約萬博會中華民國館參加開幕遊行的花
車（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

0005910617，中央社翻拍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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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萬博中華民國館
建築設計徵選
1963 年起，日本開始傾國家之力籌備將於

1970 年 3 月 15 日在大阪吹田市舉辦的日

本萬國博覽會，此次為亞洲國家首度主辦

萬國博覽會，這也是日本繼 1964 年舉辦

東京奧運會後，再次以二戰戰敗國身分重

新進行國家形象建構、企圖展現先進大國

之姿的重要活動。

1968 年，國民政府有感於

內外國際情勢、經貿、外

交等多重現實考量，邀請

當時極富國際盛名的建築師

貝聿銘參與中華民國館建築

設計，最初貝聿銘以業務

繁忙等原因有意推辭委託，

最終在父親貝祖貽遊說下同

意擔任競圖評審，在這場

由經濟部主導的建館籌備過

程中，可見政府企圖對外

展現中華民國朝向現代化國

家的嶄新形象。

  〈中華民國參加一九七○萬國博覽會工作委員公告〉，《中央日報》，1968.05.03

   嚴家淦副總統（右）在行政院接見貝聿銘（左），1968.07.05；中央社記者馮國
鏘攝 （圖片來源：中央社提供）

    〈嚴副總統昨接見名建築師貝聿
銘〉，《中央日報》，1968.07.06

    「1970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
民國館建築設計競圖」第一名，

設計團隊為 Atlier Cambridge，成
員包括：熊起煒、陳邁、白瑾、

李祖原、華昌宜、朱鈞、費宗

澄，設計圖共 17張（圖片來源：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登錄號：

NCM10112001−NCM10112017）
圖面 1. 首頁；圖面 2. PROGRAM 
規劃方案；圖面 3. CONCEPT 
DIAGRAM 1概念圖示−1；圖面4. 
DESIGN PRINCIPAL 設計原則
設計原則（下接 68. 69頁）

  〈飲譽國際名建築師貝聿銘昨返國 將就建築中國館提意見〉，《中央
日報》，1968.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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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 5 月 3 日，經濟部以「中華民國參加一九七○年萬國博

覽會工作委員會」名義於《中央日報》、《聯合報》刊登「中國

館建築設計草圖甄選」公告，繳交草圖截止日期為 1968 年 6 月

15 日。同年 7 月 3 日貝聿銘回台參與 7 月 8 日之競圖評選，並

發表公開演講，該競圖評選共計 27 件作品參與，評選結果：第

一名熊起煒等七人所組成的 Atelier Cambridge、第二名蘇澤、

第三名虞曰鎮。評審委員會主席為經濟部次長張繼正、委員為

貝聿銘、王大閎、陳雪屏、葉公超、黃顯灝。大阪萬國博覽

會工作委員會後於經濟部會議室舉行，會中討論展出構想大綱及

館舍外型設計，最終決議中華民國館由貝聿銘及其事務所指導，

以合作方式與邀請得獎團隊參與及設計。

〈大阪博覽會中國館  請貝聿銘重行設
計 全館展出內容大綱決定〉，《中央
日報》，1968.07.17

〈貝聿銘昨評閱 大阪博覽會中國館
圖樣〉，《中央日報》，1968.07.09

67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68

特別企劃 Features—台灣戰後建築  Taiwan Architecture from After World War II through 1980s

現代美術  MODERN ART  no.204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上承 66. 67頁）
  圖面 5. CONCEPT DIAGRAM 2 概

念 圖 示 −2； 圖 面 6. SITE PLAN基
地圖；圖面 7. ROOF 頂層；圖面 8. 
GROUND 地面層；圖面 9. SECOND 
FLOOR 二樓；圖面 10. BASEMANT 
地下層；圖面 11. SECTION 剖面圖；
圖面 13.14.15.模型圖

  圖面 12. 手繪透視圖

    圖面 11. 剖面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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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 11 月 13 日，貝聿銘再度抵台，

率領設計團隊成員向經濟部進行簡報，16
日行政院新聞局召開記者會，貝聿銘說明

中華民國館設計理念。設計公布後，中

華民國館建築設計持續修正，最終版於

1969 年 3 月定案、破土施工，由日本株

式會社大林組協助營造，1970 年 2 月正

式完工。

中國館建築及展出的設計，嚴格講來，是「貝聿銘小組」的

智慧結晶，這個小組包括六位成員：總負責人是貝聿銘自已

（他給自已所定的職銜名稱是「協調人」Coordinator）；負責
建築設計的是彭蔭宣、李祖原兩位建築師；負責內部裝璜、

佈置、擺設及展出設計的，是翁興慶及榮智江、榮智寧兄弟。

資料來源：黃天才，〈一九七○年日本萬國博覽會 中國館工地巡禮〉，《中

央日報》，1969.07.07。

貝先生與我們相談了二個多小

時，⋯⋯當時的結論是：由李祖

原與朱鈞代表我們這個組織，參

與中國館的設計，貝先生提供他

事務所的支援，並主導、協調。

但後來實際回臺灣，又到大阪負

責設計、施工作業的，是李祖原

與彭蔭宣二位，彭則是貝先生事

務所代表。

資料來源：陳邁，習築憶往，建築與文化

出版社，2007 年，頁 98-99。

〈貝聿銘談設計中國館 外觀氣魄雄偉 內部層次分明 充分表
現我國文化特性〉，《中央日報》，1968.11.14

中華民國館模型，地點：行政院新聞局大阪萬國博

覽會中華民國館設計說明記者會，1968.11.16；中
央社記者馮國鏘攝（圖片來源：中央社提供）

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設計說明記者會，左起貝聿銘、榮智寧、

翁興慶、榮智江、彭蔭宣、李祖原與中華民國館的模型，地點：行政

院新聞局，1968.11.16；中央社記者馮國鏘攝（圖片來源：中央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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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先生與我們相談了二個多小

時，⋯⋯當時的結論是：由李祖

原與朱鈞代表我們這個組織，參

與中國館的設計，貝先生提供他

事務所的支援，並主導、協調。

但後來實際回臺灣，又到大阪負

責設計、施工作業的，是李祖原

與彭蔭宣二位，彭則是貝先生事

務所代表。

資料來源：陳邁，習築憶往，建築與文化

出版社，2007 年，頁 98-99。

   〈日萬國博覽會  中國館今破土〉，中央日報，
1969.05.15

  日本萬國博覽會中國館施工情形，圖片來源：
黃天才，〈一九七○年日本萬國博覽會 中國館
工地巡禮〉，《中央日報》，1969.07.07

   中華民國館設計圖（圖片來源：李祖原聯
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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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棄傳統造型的設計
1970 年，中華民國館以「中國──傳統與進步」為題參與

大阪萬博，由貝聿銘團隊設計建造的館舍位在大阪萬國博

覽會場的日本主題展覽館西側，緊鄰博覽會地標「太陽之

塔」，館舍佔地 4,150 平方公尺，建築面積 1,099 平方公

尺，展覽館高 32.9 公尺，入口處裝置由藝術家楊英風所

做，高 10 公尺、寬 9 公尺、長 11 公尺，以書法筆觸為

發展概念的不銹鋼雕塑作品《鳳凰來儀》。當時，貝聿銘

捨棄古典造型的設計也曾引來「中國在哪裡？」的質疑，

對此，貝聿銘表示：「在建築藝術上來說，是採取中國『庭

園式』的建築，而不是『宮殿式』〔⋯⋯〕在6個月的展期中，
我們要表現的是活潑而多變化，輕鬆而有戲劇性，是像劇院

形式的組合。中國文化不是一個小小中國館所能代表的，我

們只能盡量表現它的精神，而不是拘泥於形式。」李祖原也

在〈中國館設計之回顧〉中寫到：「我們並沒有特意去表現

中國的傳統風格，但因為我們都深受多年中國文化薰陶，無

形中，便在作品中注入了中國的精神和特性。」中華民國館

設計在公開徵選、貝聿銘接手以策展方式主導後，在原公

開徵件的設計圖中重新調整其整體配置，先將基地切分成

八個 18×18 公尺的正方形，再依此發展為以空橋相連的

兩個三角形展間，在密閉展覽室中參觀後，觀眾行經玻璃

天橋時可藉由視覺空間的遠近切換進行休息，藉由連續性

的觀看動線與將中國特質重新內化的空間想像，落實對現

代空間的設計實踐。

統籌協調（Coordinator）：貝聿銘
建築師：彭蔭宣、李祖原

展示設計：翁興慶（萬戈）、榮智江、榮智寧

設計指導： 葉公超 /中華民國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
陳雪屏 /中華民國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
李濟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
長、許倬雲 /台灣大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

雕塑﹝鳳凰來儀〕：楊英風

展品製作： 郭清治、曾謀賢、並木菊雄、董敏、
秦凱、袁祖年、吉向秋月七世、吳讓

農、朱義朝、莊嚴、莊靈、胡漢綿

營造商：中華工程公司、株式會社大林組

內部展示工事： 白水社、OMEGA電氣工業有限公司
雕塑﹝鳳凰來儀〕鑄造：田島順三製作所

中華民國館政府代表：瞿荊洲

中華民國館政府副代表：吳玉良

中華民國館館長：楊乃藩、劉維德

發行： 大江貿易公司（代表：閻承惠）、株式会社
ニュー・ジャパン・インフォメイション

製作：李嘉

編輯：翁萬戈

協力：安雙久夫、杉浦英二

攝影：董敏

印刷：凸版印刷株式會社

資料來源：時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事業營部製作

的中華民國館專頁，頁 48。（如下圖）

中華民國館外觀，1970.03.12； 中央社記者陳永魁攝（圖片來源： 
中央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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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介紹中華民族過去對世界文化的重要貢獻和今天生活在自由民主

世界的中國人對人類社會進步合作與繁榮的辛勤努力以顯示我們對於

中國古聖所揭示的「天下為公」理志的實踐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十五日 蔣中正

資料來源：1970 年 3 月 13 日中央社記者陳永魁攝。

   中華民國館內部一景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

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

提供） 

   中 華 民 國 館 外 觀，
1970.03（圖片來源：
莊靈攝影 /提供）

   從中華民國館頂層俯瞰
會 場，1970.03（圖 片
來源：莊靈攝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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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館內景（圖片來源：莊靈攝影 /提供）

   中華民國館內景（圖片來源：時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事業
營部印製的中華民國館專冊，頁 39）

   中華民國館前〔鳳凰來儀〕
雕塑（圖片來源：財團法人

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提供） 

   黃天才，〈佐藤盛讚「中國
館」 內容豐富設計精巧 充分
表現中國文化背景〉，《中央

日報》，1970.03.15

   中華民國館內景（圖片來源：
中華民國館宣傳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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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步與調和——日本萬國博覽會與中國館的概況〉，《中央
日報》，1969.12.25

   中華民國館外觀，1970.03（圖片來源：莊靈攝影 /提供）

   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夫婦（中）由中國民國駐日大使彭孟緝
（右）陪同參觀萬博會中華民國館，1970.03.14；中央社記
者陳永魁攝（圖片來源：中央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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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中國館」的
定位角力

國民政府自 1949 年底遷台，隔年韓戰爆發，

美國在其全球戰略佈局的考量下，將台灣視

為美國在東亞地區防堵共產勢力擴張的第一島

鏈，並自 1951 年起至 1965 年止，對台灣進

行經濟援助，成為當時台灣經濟建設、現代

化的主要推力。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國際

宣傳，包括萬博會、世博會等相關參與及展

出內容，都有強調自身作為中國的合法代表

性的意圖。1967 年 2 月《中日友好貿易協議

書》在北京簽訂，國際情勢的變動使中國館在

1970 大阪萬博會的登場顯得更具政治性，由

貝聿銘設計的大阪萬博中國館成為向國際營造

國家形象的重要行動。1970 年 4 月，時任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宣布「中國日

本貿易四原則」，要求合作之日本工商業須切

斷與台灣的經濟往來，1971 年 10 月，聯合國

大會 2758 號決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

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中華民國被終止聯合國

會員身份，1974 年的美國史波肯萬國博覽會，

為最後一次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與萬博會。

   賀照禮，〈促進人類的進步與和諧 萬博會昨隆重揭
幕 日皇主持盛典．各國顯要雲集〉，《中央日報》，
1970.03.15

    1974 年的美國史波肯萬國博覽會中的中華民
國 館 明 信 片（圖 片 來 源：https://www.flickr.
c o m / p h o t o s /51764518@ N02/48173922832/ i n /
photostream/ (CC BY-SA 2.0)）

    〈慶祝一九七○年萬國博覽會 中國館揭幕〉，《經濟日
報》1970.03.12，萬博之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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