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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

修增建工程暨全園區景觀與環境整合工程

規劃說明座談會議

2020. 8. 25

建築設計/竹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景觀設計/達觀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結構設計/圓方結構工程技師事務所

機電設計/高森工程設計有限公司

照明設計/好喆照明設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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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景美紀念園區現況
1-1 園區現況
1-2 園區發展定位與目標
1-3 園區空間現況遭遇困難

2. 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的歷史與未來
2-1 景美園區歷史背景
2-2 園區空間屬性(牆內/牆外/分區)
2-3 園區主要空間課題 /實施原則

3. 牆內空間修復說明
3-1 修舊如舊
3-2 修復空間體驗
3-3 配合博物館機能及使用需求

4. 牆外空間設計說明
4-1 各層機能概述
4-2 各層平面圖
4-3 外觀材料及色彩
4-4 建築物高度檢討及立面外觀
4-5 量體模擬示意圖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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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景美紀念園區現況

1-1 園區現況

基地位置/抵達方式/周邊環境/建物使用現況/ 使用分區說明

1-2 園區發展定位與目標

1-3 園區空間現況遭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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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園區現況

基地位於新店區復興路131號，秀朗橋引道南側；往⻄過秀朗橋即中和區，沿中正路往北可⾄臺北市。

基地面積約為3.24公頃。前屬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景美園區全區於⺠96年登錄為歷史建築，主要歷史
建物包括仁愛樓看守所、第⼀法庭、軍事法庭及兵舍等。

(1)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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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系統
沿溪園路或由秀朗橋下迴
轉進場；⾃復興路或⺠⽣
路離場。

22
m
中
正
路

1-1 園區現況 (2) 抵達方式

捷運系統
從十四張站下車後，沿溪
園路或⺠⽣路進入園區
(園區⻄側未來有公園開
發計畫)。

公車系統
於復興路或中正路下車後
步行至園區。

捷

公

公

公
公

捷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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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A

C

E

D

B

景美園區

D

E

1-1 園區現況 (3) 周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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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4B

4C

4D

4E

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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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

9

11

12

15

歷史還原 展示 典藏研究

教育推廣 遊客服務 行政內勤

園區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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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園區現況 (4) 建物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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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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使用現況

1-1 園區現況 (4) 建物使用現況

歷史還原

11

12

7
仁愛樓

第⼀法庭

軍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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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專用區(⼀)

文化
專用區(二)

廣場兼
停車場

廣場

廣場

綠地

汽修大隊修增建工程位置(文專二)

1-1 園區現況 (5) 使用分區說明

指定歷史建築範圍(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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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園區發展定位與目標

發展定位: 「現地遺址保留型博物館」

- 以轉型正義、記憶保存為主軸，定位全園區成為見證白色恐怖歷史的重要場域，並深
化人權教育與推廣。

- 以園區歷史建築群保存、復原歷史場景為主，增建工程為輔，補足園區現有功能不足。
(Restore History / Initiator)

發展目標:

- 園區為⼀「展示的整體」，以「歷史場景還原」之景觀與環境整合為規劃方向，做為
人權教育的場域。

- 活化歷史園區，結合歷史場景參觀體驗，並經營新與舊的對話空間，成為展現臺灣⺠
主歷程的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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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園區空間現況遭遇困難

因應⻑期發展，須滿⾜遊客服務設施、展示、及典藏需求

- 園區為現地遺址型博物館，相關訪客服務需求之設置與擴充，須充分考量園區內既有建
築歷史價值與再利用方式之相容性。

- 園區歷史建築無法提供展示文物恆溫恆濕環境之物理條件，故因應國家級博物館展示計
畫之需，衍生出新建常設展及特展廳空間之需求。

- 現有典藏空間不足，園區既有建築難以提供適當之物理條件收納珍貴之歷史材料。

園區環境可及性及自明性有待改善

- 園區基地位於新北市新店區邊緣之秀朗橋下，周邊建物及交通紊亂，園區之可及性及自
明性較低；為推廣人權教育，引導更多的⺠眾⾄園區參訪及了解⽩⾊恐怖歷史，應透過
整體規劃設計，修整園區與都市介面，並優化園區之區位與環境自明性。

- 園區位於都市邊陲，空間受周邊都市開發與基礎建設擠壓，時常出現噪音和視覺干擾，
加上目前園內動線與配置的安排，無法令入園參訪者之情緒充分轉換，回到歷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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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的歷史與未來

2-1 景美園區歷史背景

2-2 園區空間屬性(牆內/牆外/分區)

2-3 園區主要空間課題 /實施原則

2-4 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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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不同時代的使用，園區多為空間片段，並非完整樣貌。

白色恐怖年代界定：1949-1991
→戒嚴時期：1949-1987
→動員戡亂時期：1948-1991

1967-1991

2-1 景美園區歷史背景 歷史場景主要回溯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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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
景美看守所

白色恐怖年代與景
美看守所的重疊，
主要在此地是軍法
審判與代監執行發
生的場域。

警備總部
非現役軍人但受軍法審
判之事件（基本上均是
政治性案件）

國防部軍法局
是彼時國家體制下的共
犯，然而在園區內扮演
的角色相對弱，主要是
覆判局是上訴行政程序
中的⼀個步驟，⽽其判
決呈現當時的國家意志。

景 景

2-1 景美園區歷史背景 使用單位變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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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園區空間屬性

對應到現況環境的牆內/牆外界線

牆內

以警備總部主導的景美看守所系統
為核心；周邊其他建築內的行政體
系則述說⽩⾊恐怖年代異於⼀般時
期的國家體制。

牆外

1980年，國防部總務局接手軍法局
空間，在其使用範圍修築圍牆以與
警備總部隔離；1992年，國防部汽
修大隊進駐時拆除重建園區東北區
塊建築以作使用。此範圍自80年代
與園區內其他空間的互動相對弱，
現今空間脈絡亦與當年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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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銜接區
位於牆內場域邊緣，不直接與事件相關，過去多因應
使用功能階段重修，空間元素大幅改變，建議可界定
為牆內外空間之情境轉移區。景觀設計原則：

→使牆外空間移動到牆內空間能順暢銜接
→明確定義內外之分別

歷史見證區
與軍事審判直接相關的重要記憶場景，需要恢復導覽
路線的完整性。景觀修復原則：

→重構消失的空間
→復舊空間元素/氛圍

環境背景區
位於歷史見證區周邊，不直接與事件相關，但是當時
脈絡下的園區，泰半保留舊場景，且為參訪者可能經
過的區域。景觀修復原則：

→移除干擾之空間元素
→以低調、樸素、符合原貌方式進行修復

紀念碑區
位於歷史見證區周邊，不直接與事件相關，但是當時
脈絡下的園區，然空間已全然改變，重新賦予紀念空
間之定位。景觀修復原則：

→鄰接歷史見證區之空間局部調整

審判之路

探親之路獨居押房 仁愛樓

牆外

遊客服務區

紀念碑區

兵舍區

人權教育中心

行政區

勤務宿舍

停車場區
空間已經多次更替，元素及樣貌全然改變，因應需求
延續停車場的空間使用。景觀修復原則：

→依據館方需求調整空間，使整體功能順暢

2-2 園區空間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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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審判之路-路徑

審判之路，受難者記憶的「園區」
受難者在仁愛樓以外的經驗非常有限，主要有三個時刻，都發生在同
⼀條審判之路：
1.送押至仁愛樓（經車直接送至仁愛樓入口）
2.從仁愛樓到法庭接受審判
3.從法庭再押送回仁愛樓

審判之路是見證受難者在園區內除看守所外經歷的主要空間，以標誌
性的1980「美麗島大審」作為空間呈現標準

A

仁愛樓 仁愛樓

第⼀法庭

軍事法庭

第⼀法庭

軍事法庭

-1

1980：審判之路標誌性的年
代

1967-1992之間不同階段空間仍有更
動，我們選取最具代表性的1980作比
對，當時美麗島大審在國際輿論下首
次將審判對外公開，是台灣政治情勢
標誌性的事件，也是軍法審判樣貌首
次公諸於世，許多現有流傳的記錄文
史資料都來自當時大審。

2-3 園區主要空間課題 /實施原則 牆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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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朗橋拓寬，原審判之路的入口消失
1988已至戒嚴時期末期，因為秀朗橋拓寬徵收北側園區，北側圍牆及審判之路入口消失，此為不可逆
的歷史痕跡。在目前園區空間內，審判之路入口區位還可以指認，但是起點已經消失了。

開口已無法復原，在現在的土地上指認回來

審判之路-入口A -22-3 園區主要空間課題 /實施原則 牆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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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探親之路

探親之路，受難者家屬記憶的「園區」
另⼀批「受難者」-家屬記憶中的牆發生在探親之路，這段200公尺的路徑是他們對園區唯⼀的記憶。
探親之路在白色恐怖階段的1978、1988、1992三個年代，建築和圍牆經歷多次改變。

探親之路是受難者家屬在歷史事件的見證空間，以封閉性最高的1978年作為空間呈現標準。

B2-3 園區主要空間課題 /實施原則 牆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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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押房，白色恐怖年代的敘事分支
園區內⻄南側⼩型看守所（1980）以及汪希苓軟禁區（1988）是仁愛樓以外特別的押房，針對「特
別的」受押者而建。

獨居押房是歷史事件的見證空間

獨居押房C

1988新建
汪希苓軟禁區

1980新建
小型看守所

2-3 園區主要空間課題 /實施原則 牆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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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錄名紀念碑

錄名紀念碑，破除威權的標誌空間
文建會接⼿後，為傳達破除過去威權時代⽽新⽣的意念，將園區⻄北端空間重新設計為紀念碑區。

此二基地在1992年警總裁撤後分別改為與羽球場及籃球場，供軍人休閒使用，較不利於環境氣氛整合。經過
2005-2015年設置入⼝意象與紀念碑過程，轉型成⼀個紀念的空間，重新與園區氛圍連結，並提供園區憑弔、
省思之功能。⻄北⾓空間亦於2006年改成停車場以符合園區需求。

錄名紀念碑之氛圍與園區歷史重新聯繫，建議保留現況，可就使用者安全與無障礙需求進行調整

D2-3 園區主要空間課題 /實施原則 牆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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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人權學習中心

人權學習中心
過去的軍法局法庭與白色恐怖時期記憶較為脫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成立後，著眼於未來人權教
育需求，將其建築使用調整為人權學習中心，建築前景觀亦整體改造。

人權教育中心維持館方賦予新功能

E

1957-1967 (軍法學校)教室

1967-1980 軍法局局⻑室 / 軍法局法庭

1980-1999 檢查組 / 軍法局法庭

1999-2006 北部地方軍事法院既法庭 /北部地方軍事法院辦公室

2006-2020 北檢院法院 / 北檢院寢室

2020- 人權學習中心

2-3 園區主要空間課題 /實施原則 牆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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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東側營門入口/停車場

隨使用單位(警備總部與國防部軍法局)更動而變換之中介空間
1980圍牆興建之前，本區為國防部軍法局使用範圍，1980之後則為警備總部
使用範圍，然而因為位處邊界，多為功能使用，大部分時間為園內主管的停車
空間，1992之後的航照圖可見正式劃設停車場。

空間作⽤⼀直改變，可做為介於牆內外空間的功能緩衝帶

F2-3 園區主要空間課題 /實施原則 牆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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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牆內空間修復說明

3-1 修舊如舊

有照片可推論之牆內空間(如審判之路)

3-2 修復空間體驗

設施狀態不可逆、不可考的狀態(如探親之路)

3-3 配合博物館機能及使用需求

已經不符合現今功能或維管方式(如鋪面系統)

園區”牆內範圍”(歷史建築指定範圍)
三種修復手段：

- 修舊如舊
- 修復空間體驗
- 配合博物館機能及使用需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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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訪談過程

吳家善 (軍法學校體育老師)

5/5

4/30

4/22

4/7

4/6

4/23 -婉拒訪談

謝秀美 (受難者謝聰敏之妹)

陳中統 (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

簡中生 (受難者)

張邦彥 (受難者)

謝秀美 (受難者謝聰敏之妹) -探親之路起始處(現人權教育中心前)應該是矮平房
-探親之路尾端有圍牆擋住
-探親之路仁愛樓前小綠地以前是土石以及凌亂小樹
-審判之路入口是更小的門(非照片中樣子)
-審判之路入⼝進去旁邊有⼀棟建物(招待所)

軍法處處⻑4/29 -婉拒訪談

-1966-1967參與拆除工程
-園區原本是土石路
-蓋新建築物同時鋪混凝土

-1966-1967參與拆除工程(記得拆兵舍前身木造房)
-在外役區做石頭步道，後改成水泥

-指認圍牆照片就是‘歷史上的今天’影片中的樣子
-提供謝聰敏帶記者去橋上拍景美園區⻄側的照片

-探親之路是⼟⽯路，跟其他地⽅舖⾯不⼀樣
-探親之路尾端無圍牆擋住
-審判之路入口非照片中的樣子
-兵舍區前面的植物都很小棵，其他地方的樹也不大
-紅磚路緣可能是外役區的受刑人做的

5/7 劉秀明 (受難者)

/親訪

/電訪

/電訪

/電話聯絡

/由館方代為連絡

/親訪

/親訪

/親訪

-探親之路是碎石頭路，圍牆是照片的樣子，仁愛樓側有小棵植物或花盆
-有軍用卡車從審判之路入口開進仁愛樓載外役者去拿郵袋回來洗，他記得
除了探親之路其他應該是水泥路
-受刑人在軍法處軍事法庭審判後，申請覆判再交由國防部覆判局覆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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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公正廉明牆 –現況+考證3-1 修舊如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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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公正廉明牆 –建議

1 花台：現況已能呈現陳舊滄桑感，亦符合軍公教

空間常見制式設施，建議維持原貌，不再恢復為花
磚形式。

花台內植物可移除以符合原始樣貌，花台內可堆碎
石或種植矮型地被或草地。

調整方案

2 舖面：材質配合歷史場景區系統整體調整，表面

盡量維持單質無分割。

3 水池：取消水池。

3-1 修舊如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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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第⼀法庭前 – 現況+考證3-1 修舊如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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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第⼀法庭前 – 建議

1

花台：於⽩⾊恐怖時期美麗島⼤審第⼀法庭修建

保留至今，建議維持原貌。

花台內植物可移除種植小型灌木以符合原始樣貌。

綠地植栽改為草地。

調整方案

2

舖面：材質配合歷史場景區系統整體調整，

表面盡量維持單質無分割。

3

植栽：建議移除現況灌木以及地被，種植

整列龍柏回復當年樣貌。

保留入口前2棵白色恐怖時期原有之龍柏。

3-1 修舊如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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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審判之路 –現況+考證3-1 修舊如舊

訪談劉秀明先生
（2020.05.07親自訪問）

- 1968-1978年關押，說明以前
樹很小棵，樹幹沒有白漆，現在
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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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審判之路 –建議

調整方案 1 上層植栽：依據考證位置補植喬木。

3-1 修舊如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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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審判之路 –建議

調整方案 1 上層植栽：依據考證位置補植喬木。

3-1 修舊如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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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審判之路 –建議

調整方案

1 下層植栽：移除明顯後期新增之灌木草

花。

3-1 修舊如舊

3 街道家具：移除明顯後期新增的街道家具。

2 解說標誌：移除或移至不明顯處。國
家
人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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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1978

2020

3-2 修復空間體驗 探親之路 –現況+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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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照片及現地空間元素比對

3-2 修復空間體驗 探親之路 –現況+考證

高度 : 約215+135cm
材質 : 磚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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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2 修復空間體驗 探親之路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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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池

C池

D池

Ａ池

E池

紀念碑與水池的整體性

⽔池並非各⾃獨立存在，⽽是⼀個整體，
彷如紀念碑的托座，界定紀念碑區的場
域感，亦協助參訪者沈澱來到此區的心
境。

審判之路與紀念碑區的區隔與緩衝

紀念碑區與審判之路連結，藉由水池構
築視覺與空間經驗的緩衝帶，使兩區之
銜接能柔和帶入但又清楚分界。

審
判
之
路

紀
念
碑
區

3-3 配合博物館機能及使用需求 紀念碑區 –調整建議

調整方案

水池縮減+深度調淺B C

水池深度調淺D E
維持空間氛圍並因應管理需求。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40舖面系統 –現況+考據

訪談張邦彥先生
（2020.04.07電話訪問）
參與1967年軍法處遷建施工，
說明舖面原本為土路，後來
因為施工部分改為混凝土舖
面。

混凝土、細石土路：經訪問以及歷史照片推敲，過往應有兩種舖面同時存在。現今都已改為瀝青舖面。

3-3 配合博物館機能及使用需求

訪談簡中生先生
（2020.04.22電話訪問）
參與1967年軍法處遷建施工，
說明在外疫區舖石頭步道，
後來改成水泥路。

訪談陳中統先生
（2020.05.05親自訪問）
1969-1979年關押，說明探親
之路是碎土石路，跟園區其他
地⽅不⼀樣，⺠⽣路則是更泥
濘的土路。

訪談劉秀明先生
（2020.05.07親自訪問）
1968-1978年關押，說明探親
之路是碎土石路，審判之路應
該是水泥路（不是柏油），因
為有車出入運送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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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舖面系統 –建議3-3 配合博物館機能及使用需求

2

3 4

調整方案

1 2

4

3

1 洗露骨材-歷史場景區
- 好維護管理、耐車壓。
-展現混凝土混合碎石效果。
-非綠建材、不透水。

混凝土舖面-已改造區
- 好維護管理、耐車壓。
-全區質感類似但仍有不同。
-非綠建材、不透水。

分界鋼板
-明確界定體驗空間

細碎石+植草墊舖面
-格框防陷，不需常整理，更好走
-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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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牆外空間設計說明

4-1 各層機能概述

4-2 各層平面圖

4-3 建築物高度檢討及立面外觀

4-4 量體模擬示意圖

園區”牆外範圍”(非屬歷史建築指定
範圍)設計概要：

牆外空間現存國防部汽修大隊建築與
附屬水泥鋪面，不屬於歷史建築指定
範圍，目前閒置。
為了補足完整博物館功能，並確立園
區發展目標，將以增建量體合併汽修
大隊修建方式完善全園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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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3F 特展展廳

2F常設展展廳

1F大廳

B1典藏/特展作業空間

B2停車場

B3停車場

1F咖啡廳

2F辦公管理空間

3F特展備展空間

4-1 各層機能概述 增修建博物館

既有汽修大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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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圖B

剖面圖A

A

B

7

5

3

2

1

1

8

6

4

1. 停車場
2. 典藏空間
3. 半戶外空間
4. (店鋪)餐廳
5. 常設展廳
6. 外賓接待室
7. 特展廳
8. 特展準備室
9. 主入口大廳
10. 行政門廳
11. 卸貨平台
12. 辦公室
13. 展架準備室

1

1

2

39

7

5

10

10

10 11

12

13

4-1 各層機能概述 增修建博物館 –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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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2 各層平面圖 ⼀層平⾯圖

主要機能

入口大廳
半戶外廣場
咖啡廳
親子廁所/哺乳室
卸貨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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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200人聚會之半戶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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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2 各層平面圖 二層平面圖

主要機能

常設展廳
辦公室
貴賓接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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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層常設展廳，提供約1,080m2
(325坪)，淨高4.8米之展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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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2 各層平面圖 三層平面圖

主要機能

特展廳
佈展準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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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各層平面圖 三層平面(特展空間彈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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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面積分別為：A=231M2、B=231M2、C=412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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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M2 = 265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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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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 各層平面圖 地下⼀層平⾯圖

主要機能

機房
典藏庫房
(內含約240坪恆溫恆濕
庫房空間，依“立體”、
“檔案”、“紙質”等
分門別類)

展品處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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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2 各層平面圖 地下二層平面圖

主要機能

機房
停車空間
(規劃84台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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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2 各層平面圖 地下三層平面圖

主要機能

機房
停車空間
(規劃84台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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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3 建築物高度檢討及立面外觀 建築物高度檢討

博物館增建高度同時滿足下列需求：
1. 地面上主要量體與歷史建築保持18.5m以上退縮。
2. 不遮蓋園區歷史建築物外貌。(符合文資法第34條)
3. 阻擋影響園區歷史氛圍之外部都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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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園區內視線檢討

依分析結果，參訪者若在園區內各處遊走，僅有
14.4%的機率可清楚辨識博物館增建工程之輪廓。

可看見增建工程
隱約看的見增建工程
看不見增建工程

4-3 建築物高度檢討及立面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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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園區內剖面視線檢討

增建工程受園區既有建物與喬木視覺阻擋，參訪者於
園區移動的過程中，僅能隱約和片段的意識到增建量
體存在。

可看見增建工程
隱約看的見增建工程
看不見增建工程

A-A’

B-B’

C-C’

D-D’ E-E’

F-F’

4-3 建築物高度檢討及立面外觀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58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59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60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61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62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63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64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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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增建工程暨全園區景觀與環境整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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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參考案例

恐怖場域 (Topography of Terror) / 德國.柏林

簡介
• 建造於納粹蓋世太保和親衛隊總部遺址上。
• 室外露天展館為柏林圍牆及蓋世太保偵訊室遺跡。而室內圖
書館和博物則用文字和圖片細述納粹壓迫下的歷史和時間軸。

• 新/舊對話
• 過渡/沉思的入口路徑

歷史原址 局部遺跡 含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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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參考案例

簡介
• 為前東德國家安全部監獄。1989年東德共產政權垮台後，
於1994年成立此紀念館，是東德在共產主義統治時期政治
受難最重要的紀念地。

• 霍恩舍恩豪森紀念館提供「時代證人導覽」，「時代證人」
即為曾經囚禁於此的政治犯。

霍恩舍恩豪森紀念館/德國.柏林
(Gedenkstätte Berlin-Hohenschönhausen)

歷史原址 現地遺址保存 無新建工程 展示手法
圖片來源 https://www.luftbildsuch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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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參考案例

回憶和人權博物館/智利. 聖迪牙哥
(Museum of Memory and Human Rights)

簡介
• 紀念1973年至1990年間在奧古斯圖·皮諾契的獨裁政權下
的受害者。

• 主要展示廳為三層樓，展示法律文件、新聞剪輯、照片、
信件、短片、無線電廣播及視聽陳列。

• 量體感+自明性

非歷史原址 無建築遺跡 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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