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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未經允許，重奠奠沉落下來

撕開平野，撕開山丘，撕開我們牽手相攜的路

撕開我們，交頭許諾永不分開的愛

黑暗，毫不知會，黑壓壓沉落下來

壓垮房舍，壓垮屋壁，壓垮我們用心維護的家宅

壓垮我們，闔眼許願美麗的未來

〈黑暗沉落下來〉，向陽，1999.9.23

建築 — 集體意識投射的對象

在「車籠埔斷層保存館」 2的建築

之外，我們的目光會不自覺地凝視遼闊

地景上，一座有如包覆著生物介殼，抑

或是有如疤痕般的建築主體。若不是由

玻璃、混凝土、不鏽鋼所構築的通道，

是這樣明顯的引導、邀約我們進入建築

體，或許我們會穿過操場、草地，到任

何我們想去的地方，那是一種無意識的

逃避，逃避令我們屏息、嘆息的所在。

「車籠埔斷層保存館」的設計，並

不是營造一個巨大的紀念性場所，也不是重現地震

對地景所造成無可回復的改變，而是刻意藉由多重

隱喻的設計，創造出一個凝結歷史時間的空間。在

此空間內，面對肋骨般歪斜的混凝土結構、帳篷索

一般的鋼索、不規則的牆面組合，步履斷層般的地

板，似乎回到歷史所標示的那一刻。在建築之內，

我們各自讓屬於自身的記憶包覆，或許是對自然的

無情、生命的無常，甚至是接受溫暖照顧的感恩之

情。然而，我們在此不再被創傷襲擊，因為它承受

如此多的情感，卻以理智引領我們慢慢了解，並提

供一種平復創傷的靜謐。

當代博物館建築設計若選擇反映歷史與環境，

建築主體將呈現人文與風土的考量，其建築型體與

思維不再與現實環境切割開來。然而，這樣的建築

並不意味失去前衛的實驗概念。相反的，這是建築

師選擇面對使建築更具人文意味的挑戰。「車籠

埔斷層保存館」的設計，即是一個兼具工程創新與

表達人文意涵的例子。保存館雖然運用混凝土、金

屬、玻璃、鋼索等傳統材質，但是建築形式卻由封

閉的量體轉變為具有「臨時性帳篷」寓意的概念。

不僅在結構上精密的計算，運用混凝土與鋼索造成

視覺與空間的張力，更對博物館建築思維從歷史

的、記憶的等精神層面作出回應。建築師用輕盈的

形式，光線的包覆感，表現了此建築對人性與記憶

的關懷，隱喻地表達了對創傷採取療癒的態度。

「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兼具「博物館」與「紀

念性建築」的身分，這是世界少有的就地保存的建

築實例。紀念性建築為我們共有的記憶所投射，是

集體意識的寓所，「車籠埔斷層保存館」藉由我們

的記憶展現了意義的維度。傑出的建築不僅在形式

上啟發我們對空間的詩意想像，也透過蘊含的無形

思維與有形質地觸發了我們的感官。 我們可以透過

「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建築交錯的、細緻的意涵，

思維建築與文化意義的可能方式。 

記憶產生了建築

建築造型可以表現出計畫的要求與概念性的本

質，當人進入建築物，即是參與這樣的概念性，其

象徵性的意義，會隨著人與空間的互動而產生微妙

的關係。藉此「記憶與回應」，我們創造了無法量

度的空間感知，屬於個人的空間。

進入「車籠埔斷層保存館」，我們走過從左方

傾斜而下的坡道，有如進入一個神祕的地下通道。

相對於其他博物館雄偉的大門，這裡僅有彷彿帳篷

般的「入」型門廳。建築入口部分是幽暗的，但是

看得見蜿蜒在前方的通道透著戶外的光線。建築的

主體依地形地貌調整，形成一「蛹」狀空間，混凝

土結構表達出建築的分量，並藉由鋼索、玻璃等材

質，將斷層的痕跡包覆起來。路易康（Louis Kahn）

的建築設計哲學是將「光」作為磚瓦來使用，他

說：「設計空間就是設計光亮。」他在設計中成功

的運用了光線的變化，是建築設計中光影運用的開

拓者。他認為自然光的運用，能使單純的建築成為

藝術。在每個建築必須有的特殊性中，光被視為能

調整空間機能的方式之一，對於營造整體感也具有

決定性的作用，它和構成空間的建築實體一樣，能

創造出出人意表的空間氛圍。

博物館建築空間設計連結事件的脈絡、傳達

的訊息，激發民眾對變遷中或已消失的在地文化

重新深入體驗與認識，觸動感官。「車籠埔斷層保

存館」藉由大面積的玻璃牆所表現的透明感，延伸

圖2　引領我們進入建築主體的通道。（傅鵬錦攝）

圖1　車籠埔斷層保存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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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中的鋼索當成是縫合大地的線，將裂開的斷層

縫合。」使情感獲得重生的力量。

紀念性建築的意義

儘管得力於當代的營造技術，讓建築有豐富

的、新穎的風貌。然而，博物館與其他建築的差異

則在於表現了獨特的紀念性，使其成為一個提供更

深層次思考的介質。傑出的建築設計往往始於對特

殊的人文、歷史的領悟，紀念性建築的設計更需要

考量可度量的物質性與不可度量的精神性。通過建

築的精神性，傳遞更富人文意味的語義，是一種從

紀念性與保存性解讀文化內涵的思路。

羅蘭．巴爾特在《寫作的零度》一書中提到艾

非爾鐵塔，他說：

「它將永遠是某種東西，是某種與人類本身相

關的東西。目光，物體，象徵，這就是功能的無限

循環，它使鐵塔永遠是什麼別的東西，是比艾菲爾

鐵塔多得多的某種東西。」

不是所有的建築物都承受我們的目光，也不是

所有的建築物本身都擁有象徵的意義，除非在建築

中存有一種詩的質素。博物館建築的特殊性在於其

空間是使意義具體化的結構體，那些透過博物館建

築實體與設計理念所傳達出來的精神性，反映出人

存在於歷史的真實情境。

一般的博物館建築是事件、物品的容器，但是

「車籠埔斷層保存館」不僅包容了事件，也被事件

所包容，在我們心中，我們所參觀的不是保存館所

保存的「斷層」或是對自然力的理解，而是「它」

對我們顯現了一個共同的創傷記憶。

了視覺的空間，營造了建築實體與事件的關聯性。

建築的空間意象包覆我們的感官，營造出一種靜謐

感，並且散發出想被瞭解、撫慰的氛圍。玻璃帷

幕的牆面，將我們現時所處的空間與歷史的空間

隔開來，一邊有著身體被包覆的安全感，另一邊則

是視線所能凝視的，是被類似帳篷的「膜」與「鋼

索」所保存著的大地傷痕，鋼索則將地震裂縫象徵

性地縫合。帳篷曾經是我們臨時的庇護所，「帳

棚」這樣的意象，作為轉換傷痕記憶與保存歷史物

件，在「車籠埔斷層保存館」明顯地被強調出來。

帳篷是臨時的、移動的、提供安全的住所，如今帳

篷的意象提供一種凝固的素質，將我們記憶中的不

安與恐懼，安安靜靜地固著在保存館內外，卻是以

「膜」、「PC」、「混凝土」、「鋼」等材料，創

造出另一種更為牢靠、優美的結構。

斷層本身是事件的遺留也是重要的教育內容，

建築設計者除了滿足博物館建築機能性的要求：

「保存地層變動的證據」之外，博物館教育功能上

所要求的知識性展示也是設計的重點，這些都是可

以量度與安排的。然而「車籠埔斷層保存館」的空

間與動線，營造了「黑暗 — 懼怕」、「光明 — 安

全」的隱喻，其整體空間氛圍的呈現，已經凌駕建

築實體的度量之上。

我們不能通過混凝土板、鋼索、玻璃等材質

的本身來敘述建築的意義，但是這些建築材料：針

（混凝土板）、線（鋼索）象徵地將大地的傷口縫

合起來，安撫我們在暗夜中被撼動的驚懼，以及那

一段社會與人心動盪不安的日子。這些複雜的情感

在建築空間中慢慢沉澱了，我們在此空間中的感受

與接受，並將我們小心翼翼包覆好的、不願再次觸

碰的傷痕輕輕展開。對於歷經「九二一地震」的觀

者而言，「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展示了斷層地點，

也透過各種平面、影像媒體教導相關的知識。然而

建築本身如同「蝶蛹」般的場域，象徵了新生的空

間。觀者的感受與回憶，更賦予建築新的生命。

許多建築設計試圖運用先進的科技、新穎的材

質，創造一個全新的「外形」，以展現當代營造的

標竿，成為傑出的「建築物」。另一方面來說，是

尋求創造一個「視覺的對象」，因為它滿足了我們

視覺感官的慾望 ─ 容易被外形刺激與追求新穎。

若我們僅藉由視覺去欣賞建築，建築只是外在於我

們的現實，對其「仰望」將壓抑我們對建築的感受

性。建築的本質是意義的空間，我們透過感官接受

了建築的外形、尺度、材料、顏色；相同的，我們

也投射自身的記憶、歷史的時空、文化的情感。記

憶產生了建築，同時也創造新的記憶，建築的存有

在於意志與情感的體驗。「車籠埔斷層保存館」以

建築的線條、扭曲與變形的結構、不規則的幾何形

體，暗示了對事件本身的記憶，也回應了情感的傷

痕。邱文傑建築師認為：「這建築的特色就在於把

圖5
以多元的建築材質表達

豐富的空間隱喻。3

圖4　通過半掩蔽式的蛹道，我們是否能透過理解而新生。（傅鵬錦攝）

圖6　 
館外保存了因斷層而造

成的跑道隆起。4

圖7　 
「車籠埔斷層保存館」

的功能之一：保存地層

變動的證據。（傅鵬錦

攝）

圖8　 
博物館存在的意義來自

於人的活動，尤其是教

育。（傅鵬錦攝）

圖3　每個角落都是光影與結構線條的舞台。（傅鵬錦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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