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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

「園區歷史建築修復及再利用暨修增建工程」

辦理情形說明暨座談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貳、地點：本館遊客服務中心 2 樓

參、主持人：洪世芳館長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劉富強

伍、發言紀要：

一、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王文宏理事長】

已參加過多次會議及發表意見，時間已過好幾年，對於修增建工程既然已

經準備好，應加緊進行；對於反對意見要再改變地點等其他方案，已不切

實際。園區空間整修照原樣是很好，但完全不去整修亦不可能。

二、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陳中統理事長】

(一)這件修增建工程已延宕多年，應該要加緊進行，博物館使用空間不足夠，

贊成建案趕快完成。汽修大隊本來不屬於歷史建築範圍，對於興建後不

影響既有園區歷史建物。本人支持趕快進行。

(二)口述歷史與新建工程，應同時進行。

三、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潘信行】

(一)民眾對國家人權博物館地點不清楚，需多讓民眾多了解。

(二)人權館需要一個國際級的會議室，來接待國際外賓。本人贊成要趕緊辦

理修增建工程。

四、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林黎彩】

有關二二八事件常設展，應完整呈現整體脈絡。

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協會【張曉霖副秘書長】

(一)修增建工程停車場，停放中型巴士規劃情形為何?進入園區緩衝區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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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會議，會前資料請先行提供。

(三)人權教育活動安排，建議辦理活動前可邀請相關團體協會討論。

六、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吳建東理事長】

(一)全園區景觀工程，歷史調查資料不足。

(二)汽修大隊修增建工程，建築物部分保留拆除、新舊共構、建物尺度、各

層高度、每坪造價費用、空間規劃之決策依據在哪？

(三)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尚未審定通過，本次會議即在說明園區內即將辦理

工程內容方向，程序上似有不妥。

(四)景美園區修復工程，不應僅限縮於建築外觀保持原樣，館方應有文資觀

念，其他部分內部空間或是圍牆等仍應維持原樣，保留歷史氛圍。

(五)園區需加速辦理影片、文字口述歷史蒐集；建築物修建反而其次可不需

急著處理。

(六)園區辦理四件工程：宿舍整修工程作為駐園藝術家宿舍、小法庭修復有

無相關調查研究資料；做為圖書館決策依據、已完成修繕工程遲至今日

仍未啟用；新大樓已規劃典藏空間，為何歷史園區還需辦理既有典藏室

空間修繕工程。既有行政中心與新建大樓亦有規劃辦公空間，兩處皆有

辦公空間，如何規劃決策。

(七)園區辦理修繕工程，應有古蹟修繕概念。

(八)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未核定前，工程發包程序有瑕疵。

(九)排水工程是否重複施作。

(十)歷史園區修繕調查資料欠缺，需補充過去前輩在園區活動口述歷史蒐

集，本人可提供聯絡人名單。

(十一)景觀工程為不可逆工程，應在施工前拍照建檔。

(十二)新建大樓用地，有侵占歷史區疑慮。

七、李乾朗委員

(一)本次會議討論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案，皆有依規定送新北市文化局審查

通過。

(二)吳理事長希望園區全部保留歷史原樣之期望，與各國歷史古蹟規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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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落差，仍應依現況需求使用調整空間規劃，新舊設計空間使用應相輔

相成。

八、洪世芳館長

(一)各位都是希望人權館能夠往更好的方向來發展，所以不管是之前的景

觀工程、修增建工程，或是接下來的既有建築的整修工程，都是朝這個

方向來作思考。

(二)人權館確實是有相關空間不足的問題，包含行政、典藏、研究、圖書室

及檔案室空間等都嚴重不足，我也在思考怎樣讓這樣的環境可以作一

個處理。

(三)博物館畢竟是一個有新發展、要往前走的一個脈絡，當然我們可以思考

在既有的空間上，就不要再作任何處理，這是一種邏輯；另外一個做法，

也可以思考怎樣在既有的空間上，透過新元素的導入，讓它有一個不同

的想像，這也是一個思考的方式。

(四)我們看到全世界有很多的案例，如羅浮宮加入了金字塔這樣的形式，國

內也有臺博館因為新增了許多元素，讓臺博館在整個質量上是有更多

的元素被保留的，又如歷史博物館停留在既有的空間時，就不一定有這

樣發展跟想像。但是，對於這樣的看法是見仁見智的，我想做的是怎樣

取得大家的共識，支持人權館繼續往前走。

陸、會議結論：

一、本次會議希望多聆聽各方意見表達，未來仍會持續與各界溝通，讓人權

館能精進往前走。

二、本館會再盤點受難者名單，建立口述、影像歷資料。

柒、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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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修增建工程辦理情形說明

11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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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現況、歷史與未來

「修增建工程」工程概要

「修增建工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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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現況、歷史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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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還原 展示 典藏研究

教育推廣 遊客服務 行政內勤

建築名稱 樓地板面積 目前使用方式

1 禮堂(舊稱中正堂) 617m² 禮堂

2 最高軍事法院檢查署( 東)
464m²

圖書閱覽室

3 最高軍事法院檢查署( ⻄) 廁所

4A 兵舍A 246m² 展示館

4B 兵舍B 206m² 展示館

4C 兵舍C 216m² 展示館

4D 兵舍D 216m² 展示館

4E 兵舍E 138m² 會議室

4F 兵舍F 210m² 交誼室

5 北部地方軍事法院辦公室 612m² 人權學習中心

6 北部地方軍事法院暨法庭 546m² 典藏室

7 仁愛樓看守所 5,828m² 歷史場景還原

8 國防部軍法局看守所 1,186m² 宿舍

9 高等軍事法院 598m² 遊客服務導覽中心

10 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 663m² 園區及紀念碑導覽

11 第⼀法庭 270m² 歷史場景還原

12 軍事法庭 176m² 歷史場景還原

13 軍情局看守所 320m² 歷史場景還原

14 汪希苓軟禁所 106m² 歷史場景還原

15 最高軍事法院 726m² 行政中心

16 汽修大隊建築 2,727m² ( 閒置)

17 汽修大隊營門 - 警衛室

(4) 建物使用現況

11

12

7
仁愛樓

第⼀法庭

軍事法庭

歷史還原

園區現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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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界定：1949(戒嚴)-1992(刑法100條廢止)

空間歷史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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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樓 仁愛樓

第⼀法庭

軍事法庭

第⼀法庭

軍事法庭

審判之路 受難者記憶的「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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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親之路 家屬記憶的「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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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朗橋拓寬，消失的審判之路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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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歷史見證區

紀念碑區

環境背景區

環境背景區

環境背景區

情境銜接區

環境背景區

增建工程區

停車場區

園區分區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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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增建工程」工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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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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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園區外部環境現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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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沿革

1. 公共空間面對園區。
2. 功能量體不超過三層樓。

3. 展示空間不跨越新舊量體。
4. 典藏位於地下室。

5. 有特展。

競圖階段需求
←競圖階段方案(地上6層，地下3層)

規劃階段需求

↑規劃階段方案模擬(地上2~4層，地下3層)

←規劃階段確認方案(地上3層，地下3層)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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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沿革

競圖獲選方案
(地上6層，
地下3層)

設計階段調整方案
(地上3層，
地下3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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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園區景觀與環境整合工程 修增建工程

N

工程範圍

“Restore History”
現地保留型博物館

“Initiator”
補足國際級博物館
應有的功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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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規模

園區面積(文化專用區(⼀)+文化專用區(二)) 32,430㎡

重新畫設基地面積 9,012㎡

建築面積 2,774㎡

總樓地板面積 15,356㎡(增建棟總樓:13,520㎡、修建棟總樓:1,836㎡)

1F樓地板面積 2,749㎡

2F樓地板面積 2,518㎡

3F樓地板面積 2,407㎡

B1F樓地板面積 2,495㎡

B2F樓地板面積 2,398㎡

B3F樓地板面積 2,398㎡

屋突樓地板面積 345㎡

夾層樓地板面積(含2、3F夾層) 46㎡

樓層數 地下三層、地上三層

建築物高度 (最高點)24.05m

停車位數量 汽車83輛>法停78輛(含充電車位2部、無障礙2部、親
子車位2部)、機車100部(自設)、無障礙機車位2部

工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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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工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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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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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足園區博物館不足機能

對比外在環境的辨識度(自明性)

與園區內歷史建築關係

課題

達到國際級博物館功能

輔助「現地保留型博物館」

目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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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3F增建: 特展展廳

2F增建: 常設展展廳

1F增建: 大廳

B1增建: 典藏/特展作業空間

B2增建: 停車場

B3增建: 停車場

1F修建: 店鋪

2F修建: 辦公管理空間

3F修建: 特展備展空間

既有汽修大隊建築

既有汽修大隊建築

既有汽修大隊建築

補足園區博物館不足機能

展示

行政

備展

遊客服務

典藏

常設展

特展

完備景美園區博物館五項機能

樓層配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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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園區內歷史建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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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園區內歷史建築關係配置退縮檢討

-增建棟地面量體與園區主要歷史建築物
-保留15m以上退縮距離

19

18.89m

21.86m

31.12m

24.39m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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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可看見修增建工程
隱約看的見修增建工程
看不見修增建工程

園區內視線檢討 與園區內歷史建築關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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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C-C’

D-D’ E-E’

園區內視線檢討 與園區內歷史建築關係

可看見修增建工程
隱約看的見修增建工程
看不見修增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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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大樓前綠帶望向修增建棟主入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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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探親之路朝向修增建建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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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外在環境的辨識度(自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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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外在環境的辨識度(自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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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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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園區與都市介面，使基地外側步行空間更為友善

-強化景美園區的可辨識程度

-增建量體成為歷史建築的背景，彰顯園區歷史氣氛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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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平⾯圖

設計圖說

主要機能

1. 主入口大廳
2. 半戶外廣場
3. 店鋪
4. 親子廁所/哺乳室
5. 卸貨碼頭

1
2

3

4

5

28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34

⼀樓半⼾外廣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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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三樓展覽廳之引導參訪坡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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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平面圖

設計圖說

主要機能

1. 常設展廳(367.3坪)

2. 辦公室
3. 大會議室

1

2

3

2

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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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常設展示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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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平面圖

設計圖說

主要機能

1. 特展廳(355坪)

2. 佈展準備空間

1

2

2

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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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彈性使用模式

設計圖說

1. 利用軌道式隔間展牆系統，區隔三種基本特展單元，可以各自獨立

展示。

2. 如遇⼤型特展活動，可將三個單元同時合併成為⼀個完整的特展空

間。

3. 三個特展隔間單元皆有獨立通道佈展，將展示活動與佈展撞期的干

擾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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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層平面圖

設計圖說

主要機能

1. 增建棟屋頂平台
2. 汽修大隊屋頂平
台

3. 特展廳挑空

1

2
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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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鳥瞰園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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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層平⾯圖

設計圖說

主要機能

1. 機房
2. 典藏庫房(190.3坪)

3. 展品處理空間
1

2

3

2

2 2

3

131㎡

69㎡

210㎡

219㎡

102㎡11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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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二、三層平面圖

設計圖說

主要機能

1. 機房
2. 停車空間(83台)

1

2

1

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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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外挑空中庭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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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屋頂俯瞰園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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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白鴿廣場高空鳥瞰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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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指教

國家人權博物館
竹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國家人權博物館 ( 景美園區 ) 修增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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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景美園區 (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

徐忠瑋建築師事務所
A T E L I E R C U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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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北院檢署整修工程

02/最高院檢署整修工程

03/北部地方軍事法院整修工程

04/最高軍事法院整修工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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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院檢署整修工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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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院檢署園區位置

3

職務宿舍(北部地方軍事法院檢察署)與
仁愛樓看守所同為1968 年興建，當時
為國防部軍法局看守所，為口字型單層
加強磚造，至1999年軍事院檢遷入，
將看守所羈押人員全部移往仁愛樓後，
改為北部地方軍事法院檢察署軍官宿舍
使用至移交予文建會。(王維周、李福
鐘，2011)
目前作為國家人權博物館職務宿舍及營
隊住宿、藝術家駐村及部分儲藏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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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概要

本案建築本體為職務宿舍使用，建築物大致保存尚屬良好，多為滲水或植生所導致壁癌、粉刷層脫
落或者濕氣浸潤等問題。圍繞中庭之迴廊，頂板現況因長年累積之滲水或環境潮濕狀況造成多數位
置呈現壁癌油漆脫落情形，迴廊中庭與主要外立面採用同一類型之米色小口面磚，僅有部分龜裂狀
況及修繕痕跡，尚屬保存良好。東側及南側建物外觀因本身建築設計之型態與材料限制，已有多處
滲水之修補痕跡，兩側之水平窗台已有多處破損斷裂、鋼筋外露或完全佚失之狀況。

北院檢署建築現況

迴廊頂板受潮剝落

後期因內部修繕改變窗洞尺寸及位置中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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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設計平面圖小法庭修復

男女浴廁整新

作為藝術家宿舍

總機房擴大建築
用電設備集中管
理

既有弱電系統重新整理，設置弱電線槽，增加戶外照明

外立面牆面重新粉光，鋁窗更新

餐廳整新，增加
收納櫃體

館員宿舍增加獨立電表、熱水器北院檢署建築設計內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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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法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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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法庭修復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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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檢署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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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檢署園區位置
9

本案建築物歷經國防部軍法學校、軍
法處及警備總部等各時期軍事單位，
興建於民國44年(1955年)作為景美軍
法學校圖書館之閱覽樓所用，期間經
歷原青島東路軍法營區遷移至計畫基
地，交由國防部軍法局管理使用；自
國防部軍法局遷出以後，1999年國防
部軍事院檢單位進駐，建築空間使用
也變更作為最高軍事法院檢察署；自
2007年文建會開始接管登錄為歷史建
築至今。(王維周、李福鐘，2011)
目前規劃供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圖
書室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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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概要

本案建築本體一樓與二樓經109年修繕後，已完成大多數損壞部分之修復，但因後續館方之需求變
更，圖書室後續利用機能，須配合結構補強修正設計，因此暫時空置，待結構補強及室內裝修完成
後，後續作為圖書室使用。

最高院檢署建築現況

室內建物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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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高窗

翼牆補強
凹槽保留原始窗戶框線

雨遮齊下
方窗戶及
框線

最高院檢署建築設計內容

11

• 立面外觀- 耐震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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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

電力/資訊設備集中

書目整理空間

服務櫃台書庫區 休息室電腦檢索區

新書書架區

消
防
總
機
移
報
至
警
衛
室

 一樓設計平面

一樓部分，主要配置為密集書庫及圖書館相關辦公空間

最高院檢署建築設計內容

12

新增翼牆

新增翼牆

封高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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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區/電腦檢索區

鋼製書架 造型書櫃 閱覽區 造型書櫃

 二樓設計平面

二樓部分，主要配置為書庫及閱覽空間，中央配置書櫃及閱讀
座席，書櫃配置方式則與木造書架為同一走向，尊重既有建築
物設計紋理。

最高院檢署建築設計內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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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規劃構想 –藏書量計算

1F鋼製書架數量:雙面 3層 4聯 3座
單面 6層 6聯 1座
藏書量:每層藏書長度940mm,
書籍以平均厚度20mm計算
每層約可藏書47冊(940/20)
總藏書量=(72+36層)X47冊=5076冊

1F造型書櫃數量:單面 7層 總長度約6.6m
藏書量:每層藏書長度約6600mm,
書籍以平均厚度20mm計算
每層約可藏書330冊(6600/20)
總藏書量=7層X330冊=2310冊

1F藏書量約7386冊

1F鳥瞰圖

設計內容說明

鋼製書架

鋼製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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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製書架區

1F透視圖

15

B. 鋼製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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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規劃構想 –藏書量計算

2F鳥瞰圖

2F鋼製書架數量:雙面 6層 5聯 4座
藏書量:每層藏書長度895mm,
書籍以平均厚度20mm計算
每層約可藏書44冊(895/20)
總藏書量=240層X44冊=10560冊

2F造型書櫃數量:單面 6層 總長度約13m
藏書量:每層藏書長度約13000mm,
書籍以平均厚度20mm計算
每層約可藏書650冊(13000/20)
總藏書量=6層X650冊=3900冊

設計內容說明

1F藏書量約7386冊

2F藏書量約14460冊

1F+2F總藏書量約2184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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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期刊特藏區

1F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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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區/鋼製書架

1F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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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方軍事法院整修工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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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方軍事法院園區位置
20

北部地方軍事法院暨法庭（又稱北院
檢法庭）為二層加強磚造平頂建築，
總樓地板面積508m2，興建於軍法學
校時期作為教室使用，1999 年軍事院
檢單位遷入園區後，此棟建築成為法
院使用，並為第二期移撥文建會之建
築，至2007 年全部遷出由文建會接管。
(王維周、李福鐘，2011)
目前作為國家人權博物館典藏室使用。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 現況概要

本案建築本體做為園區行政空間使用，內部使用為文物修復、儲藏空間使用。建築物內部大致保存
尚屬良好，多為外牆滲水或植生所導致輕微壁癌、粉刷層脫落或者濕氣浸潤等問題。外觀背面有後
期施作增加冷氣室外機，側面有後期窗洞調整所造成痕跡，開窗部位周邊有多處牆體龜裂狀況及修
繕痕跡，其餘整體尚屬保存良好。

北部地方軍事法院建築現況

建物立面 現況法庭空間 建物背側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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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設計策略

本案作為人權博物館之典藏空間使用。設計策略將以既有結構配合耐震補強所構成平面框架，作為
文物修復及典藏資料存放之需求，並增設必要之設施。

翼牆補強

設置具恆溫恆濕
設備之檔案空間

法庭保留作為未來開放使用

外立面破損及管線重整

 一樓設計平面

一樓部分，主要配置為檔案庫房及法庭展示空間。

北部地方軍事法院設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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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道改向

PVC雨棚拆除回復原貌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設置具恆溫恆濕設備之檔案空間

 二樓設計平面

二樓部分，主要配置為檔案庫房及文物整理室。

文物修復空間整新

北部地方軍事法院設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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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修復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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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軍事法院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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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軍事法院園區位置
26

最高軍事法院為三層建築，一、二層
為加強磚造，三層為鋼骨搭配磚砌牆
面，三層為後期增建，此建築興建於
1983‐1988 年間。
1988 年建築完成；軍法院檢單位遷入
後，此建築即改為最高軍事法院使用
(王維周、李福鐘，2011)
目前作為國家人權博物館行政中心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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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概要

本案建築本體做為園區行政辦公空間使用，內部為辦公室使用。外觀背面有後期施作增加冷氣室外
機，屋頂鐵皮也因年久失修，影響辦公同仁，其餘整體尚屬保存良好。

最高軍事法院建築現況

建物立面 建物現況屋頂破損 建物背側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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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設計策略

本案作為人權博物館之辦公空間使用。設計策略將以原有格局進行最小幅度的調動，重新配置管路及
修繕屋頂，重新恢復歷史建築的外觀完整性。

擴柱補強

不同會議空間供園區辦公人員使用 背立面管線重整

 一樓設計平面

一樓部分，主要配置為會議室及服務空間。

最高軍事法院設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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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樓設計平面

二樓部分，主要配置為綜合規劃組及研究員辦公空間。

最高軍事法院設計內容

 三樓設計平面

三樓部分，主要配置為典研中心及景美管理中心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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