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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簡要總結 

「阿里山」一詞如霧湧現世人記憶中，人們也開始不斷的尋找更能理解它的方式，

企圖一窺隱藏於山林雲霧裡的全貌。 

日治時期官方與學界以地理、民族、地質、自然、產業等學科的視野觀看山林，

以探險者與征服者的姿態深入並不斷採集知識，日漸構築了龐大的阿里山知識系統。

當山林開發前景黯淡，地方官民企圖以觀光替代伐木產業，因而推動申請「國立公園計

畫」的時代背景裡，1935年的「始政四十週年記念臺灣博覽會」成為絕佳的宣傳契機。 

營林所嘉義出張所與嘉義市役所不僅合力興築了阿里山高山博物館、阿里山高山

植物園，更費心的將當時與阿里山有關的知識，都盛裝進入這一小巧的山屋與庭園

中，企圖證明阿里山確實具備成為「國立公園」的資格。隨著時光流逝至今，阿里山的

知識也不斷被添加的更為豐盛，直到遠遠超過山屋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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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針對阿里山森林遊樂區中，同時也位於重要文化景觀「阿里山林業暨鐵道文化

景觀」範圍內的「阿里山高山博物館」與旁側的「高山植物園」進行調查研究，內容包

含歷史沿革、空間調查、損壞分析、修復建議、現有展品研究、未來展示規劃與管理建

議，共計八章、七附錄，並另附 33 張圖面之 A3 測繪圖集。各章重點如下： 

第一章 計畫概述 

本章針對調查對象、調查範圍做初步概述，並針對全案執行方法進行說明，由於本

案涉及諸多跨領域、跨學科之知識，因此亦於本章中介紹各協力參與之工作人員，做為

後續延伸研究或相同案例之執行參考。 

第二章 歷史沿革 

本章區分為背景歷史與調查對象之歷史，先透過耙梳阿里山高山博物館建置前的兩

種背景，第一種背景是「全球與日治時期博物館的發展沿革」，用以理解阿里山高山博

物館建設前「博物館建築與展示」的概念為何？第二種背景則是蒐集 1935 年前，各種

學科專家、藝術家、探險者到社會大眾對阿里山相關的展現、展示與展覽的形式與焦點，

用以理解阿里山高山博物館最初的展示意圖與手法。在兩種背景知識的基礎上，更加深

入的重新理解 1935 年阿里山高山博物館、植物園興築的始末與時代意義，並透過多項

新史料文獻的挖掘，拼湊出 1935 年至今的博物館與環境變遷過程。 

共計確認了 4 項阿里山高山博物館的歷史價值：1. 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與國立公園運

動的交集、2. 20 世紀初阿里山想像的綜整、3. 臺灣的博物館史與自然學史的連結、4. 阿

里山觀光史與規劃史的見證者。除此之外，透過本章的整理，也發現了兩種歷來的建築

維護、展示規劃爭議，分別為：1. 空間與館藏無法相合、2. 缺乏管理編制導致維護困

難，並藉此發現回饋至後續規劃的討論。 

第三章 建築研究 

本章將歷史文獻與現場空間調查進行連結，先針對該區域整體的環境進行說明，再

進入高山植物園空間與元素分析、高山博物館建築風格與營造分析。針對相關資料較少

高山植物園，利用點雲掃描進行現場資訊的記錄，並核對 1935 年之影像資料，確認消

失的庭園構造物涼亭（四阿）與橋之位置與池泉之淤積狀態；再以此作為現場調查之基

準，並進行石組材料檢測，試圖理解石材產地來源。 

高山博物館部分則透過 1935 年興建前的設計藍晒圖、戰後歷次的修建、增建圖面理解

建築的空間變遷，也從中了解可能的構造弱點。並與現場詳細測繪與當時建築文獻進行

對照，尋找空間、材料上的特色，轉為後續文化資產推廣教育之基礎資料。透過本章研

究確認高山植物園與高山博物館因為處於近代建築與傳統空間概念交接的時代，諸多建

築之知識正進行轉化，因而充滿實驗性的特色，整體空間特色為：1. 近現代過程的揉合

嘗試、2. 建築材料具時代意義。 

第四章 結構安全評估與木材損壞檢測 

即使是具有豐厚文化內涵的建築空間，仍然需要考量其建築之安全性，本章即針對

建築結構進行安全評估，結構技師團隊透過前章與測繪成果，進行木屋架安全評估、木

造樓板長期承載力評估、長向與短向構架軸組系統耐震能力評估，結論發現除屋架斜撐

疑似有被改修，導致短向構架軸組系統穩定性不足，建議修復屋架斜撐，延伸至與柱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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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連結，補足短向耐震能力。 

而除了結構外，本章亦針對本棟建築之主要材料－木材進行科學性檢測，結果確認

全棟之大木構造材料狀況皆為良好，且未有嚴重之蟲蟻問題，並不需進行抽換的事項。

然而，部分下見板等裝飾性及與排水、阻水有關的木料，有局部因潮溼而受損之情形。

兩種分析之成果則延續至後續修復計畫，給予更詳細之執行方針。 

第五章 細部損壞說明與修復建議 

本章綜整前兩章之內容，並藉由細節的現場調查確認空間損壞部位，依序擬定整體

修復原則，並針對損壞情況進行整合分析，確認損壞為「由上至下」與「由下至上」兩

種狀況，除提出個細部之修復需求外，也提出整體根治之修復方案。此外，本章亦衡量

機關營運、環境承載的狀況，提出修復工程的執行流程；尤其是未來管理維護重於工程

的高山植物園，團隊亦擬定與地方社團合作的長期方案，使相關庭園維護知識可回歸至

當地運作。 

第六章 既有展示與展品調查分析 

本案與一般空間類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之最大差異，在於其曾經具備豐厚之博物館

藏品，而這些藏品歷經時代變遷，亦逐漸具備其自有之歷史價值。本案除針對博物館內

現有或另行收藏之展品進行盤點分析外，也針對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當時之展品清冊進

行分析，用以理解博物館多年來的展示觀點與手法變化。而透過訪談嘉義分署之工作人

員得知，尚有部分委託其他機構代管之展品後，執行團隊也前往訪談確認狀況，並於本

章詳述，協助擬定未來與各機關持續合作之方案。 

第七章 展示初步規劃 

本章綜整歷史沿革、空間分析、既有展示調查等各種結論，針對阿里山高山博物館、

高山植物園進行未來經營方案之擬定，利用現場議題與 SWOT 分析，確認上位方針，並

蒐集日本與瑞士之相關案例並從中進行可行方案的研擬。最後於本章中建置包含空間、

營運架構、第一階段展示主題與活動、後續運作等，可連繫為一體之展示與營運規劃方

案，減少過去空間不足以容納展示主題所造成之困境。 

第八章 後續執行建議 

雖本棟建築非古蹟與歷史建築，但因其位於「重要文化景觀」範圍中且具有高度歷

史價值，故本案依循較高標準，協助補充因應計畫建議，以及未來之管理維護計畫，並

編列詳細的後續執行預算供機關執行參考。 

附錄與測繪圖集 

除上述本文外，附錄中包含《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中與阿里山高山博

物館有關之段落翻譯對照；地方民眾、前次修復建築師、代管展品機構專家、現地管理

團隊之口訪記錄與蒐集相關意見；博物館木構材、植物園石組之檢驗報告；現有藏品清

冊（含後續初步建議）等資訊。A3 測繪圖集中除包含現況、損壞與修復建議，亦有以

歷史文獻進行重建的既有形貌圖面供後續修復設計參考。 

期許本案能促成阿里山高山博物館與高山植物園在延續其過往的內涵精神的基礎

下，適性適地的減輕過於複雜多元的展示主題負擔，並發展出與當代連結的展示風格；

成為無論是當地民眾或旅客心中，共通的文化資源與珍貴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