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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合院住者形式及其空間結構轉化

主曜仁

PROTOTYPE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URTYARD HOUSE IN
PENGHU

by
WEI-JEN WANG*

搞耍

，綴著快速的社會變蓮，澎織的傳統合院住宅陸續被番事建。如果我們仔靠自觀察這按形式不閥、新藍藍並存的民

o 暗示著背後涵構力蠢的改變 。

問野調查，本研究將這些不向待間出夜的住宅分成12經三主要約類型，整理仙型態的演化脈絡。這般演化基本上是

也說是對外形、天井、廚房仗霞、軸線、對稿、祭挖空前位置等傳統合院特性的還步放棄。

中，其形式與空問特性放棄或增加的先後，星是型的形式背後崩構力量的消長闕

，影響變遷的最主要力盞是對住宅形式與空間的領{直觀之改變。在這個過程中，技封軍校、服務性的形式與眾

;與傳統風水、宗教、倫理等較早早騷的'1)，'聞觀念有關之特性別絞兵恆長悅。

，本研究提出形式/涵榜的書畫念位模型，以及在一個變遷過程中核鼓動態的調斃。

ABSTRACT
Following rapid social changes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raditional Chinese courtyard houses in Pinghu
been rebuilt one after another. L∞king closely at the various kinds of coexistence between old and new

We can establish some regularities in forms among these 往wellings. This finding may imply a
of context behind the change of form. This study based on a long term field survey divides the above
凹的 12 major typ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erio吐s in which they emerged. This classification

a trend of typological, evolution , which basically is a degradation process of courtyard house: i.e., the
elimination of the following spatial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ourtyard house; external form, courtyard,
of kitchen , axis, symmetry, an吐position of worship space. Through the 阻alysis of this sequent凶

of formal and spatial featur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dwelling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 this
扭扭 up the causallinking between contextual and the resulting formal changes. Gradually;the change
value of form and space is the m句or factor to influence the evolution. In this process ， 也e technical
utilitarian characteristics of forms and space appeared unstab始， while those characters related to deeper

of form and space , such 品traditional geomeney , religion and ethics seem to have lasted longer.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nceptual model of formlcontext relation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adjustment

in the evolution pro臼部

received on March 5,1985.
stude旺，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Unir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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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動機與目的

台灣漢民屑的研究宮前仍然在起步的階段，過去有關

傳統住宅的研究對象多半是當竄地主約精美大宅，對於一

般民宅大多未予重視。並呈現有的研究也都跟於形式成構

造的探討，缺乏從一個變遷的過程中，研究形式與背後涵

權力量童的互動關係。

一個成熟而穩定的住宅形式，為其所處滾境的生態條

件、生護方式、社會關係、技街條件、文化與鑽值觀等諸

因子長期制約謝遁的結果，這是一傌一般化的常識性概念

，。然而，到底是這些因手中的那幾點，影彎了形式的那些

地方?這些因子之間棺互作舟的關陳是一種怎鑽樣的結構?

在一個變遷的過程中，相應著形式的轉化，它們背後約力

畫畫是如何消長的?是否存在著一種機制在控制這些力擾與

形式闋的關係?這是對實質滾滾的形式與涵構( context)
問題感到鞠心的人普遍的興殼，葉是台灣漢民居研究有待

開發的領域。

澎湖約縛統合院式住宅，隨著移民的過程，長紛紛造

成為一種成熟的民居形式，與當地的生態條件、't姦方式

與生活形態互動成為一穩定的整鏡。近幾十年來，由於技

街條件的改變、快速社會變遷所帶來新價值的傳播與傳統

價值的動蟻，住宅形式起了前所未有的車I)變。尤其是設近

的十年，傳統的合院式住宅以驚人的速度在瓦解，過去數

百年來對草草境形式約制約力最明顯約失去效屑。我們除了

放環繞品質約觀點，感慨過去的生活方式消失了、新形式

失去其與區域地景的和諧之外，如果仔細約草草察這些些新舊

並存的民宅，會發現其詞似乎存在辛苦一種形式的規律艘。

在這假傳統合院崩潰的過程中，這種規律性榕的地暗示了

形式背後的力量量改變，是一種逐步放棄{傳統的步驟。對民

厝形式與磁構及其變遷的研究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

研究機會。

因此，經出對澎誠地區琨存各廢形式的住宅之基礎調

查、整海與分析，本研究約目的有二:

1.找出澎湖各積形式的住宅之發展路徑及其先後關係

'以便對澎尚合院住宅之形式轉化現象竄出一個較清楚的

H\\絡 。

2.透過對上述形式發展H\\絡及其相對應涵構變遷的分

析比較，試瀏惹出影響此一形式轉化現象背後諸力議之閥

的消長狀況，立主躍出一個觀念性的模型，解釋道主主力量之

間約結構闕係，以便進一步解釋影響住宅形式的決定的:菌

素。

(二)定義

本研究對象為一般百姓所您使之民宅，在類型上包括

傳統的三合院或四合院校宅，

類型，但不討論宮室或地主的精美大宅，

市鎮凶沿街甚至商業利益所發展

宅。

在地亞蓋上，本研究以澎湖群島地理區為主要範燭，

括寓公本島、中屯、自沙、西娛lZ1J大島及古貝、為棋、桶

按、單1<、七美各離為(表1 )。

主雪地的記錄與的繪內容包括了佼宅約平閩、立剖面、

照片;其中選擇部份例子，放進行參與式的觀察，記錄環

主寵物件以表示使用活動的痕跡o口頭訪談約對象包好了工

底與使用者，其內容包括建物改建或揚(區的年代，不同空

潤的使用與變豆豆、家庭的型態蟬模、繼承分部、生產方式

、經濟狀況，以及工益與使照者之闊的營建溝通過程。在

文獻食料方面，參考了航照閥、地草喜圈、碑文、族譜、戶

辛苦、鄉縣誌等資料。

一般在建築上我們稽的形式，包括了外表的形狀以及

實體所但被的1E筒，甚至海包結ilJ朝{甸、材料。本研究為

分析上的方便，將“形式"中的“外形"與“內部1E筒"

分自趕來定義。形式:tE本研究中擋的是住宅外表的形狀，包

括:平商量監何形式(含IE負製闊的驕係)、平間尺度形式

、高度形式(幾何、樓層數與尺度)、立在百形式、屋頂形

式(屋頂斜平約關係) o 1E隱結構在本研究中指的是住宅

內部作為不同使用的空詞其空間的分化、相對位霞的關係

、以及其入口韌舟。

(三怖的關

本研究由於處理變遷的總題，基本上屬於後滅性之研

究，研究中的白變項，若不是段成的事簣，便是無法控制

與設計的。對於形式變遷的模式，祇有採用後溯性約觀察

，也現存各種類型的分類中去做詩問約排比。尤其是時潤

的因素，一直是本研究最大的困難。現存的民宅幾乎多無

文獻的資料間考吉普其年代，因此只能用懷有的間接證撥爽

口頭訪談的結果誰比先後順序，對於每一種類型的環的時

悶，紙能作大略特設約概佑，無法作體蜜的定年。

二、文駁回顧與研究假設

H文屠夫回顧

1 台灣漢民層的研究

台灣漢民償的研究，始密的是3年的日本學者富閏芳郎

( 194是 ) 。 其後 ， 蕭梅 (1967) .漢寶德( 1978) .林會

承 ( 1 979 ) ' 李乾朗 ( 1980)諸位先生分別對不闊地區的

合院住宅做了初步的研究。其中，以林會采1982年對'"安

中社聚落與建築的記錄與討論最能提供本研究對澎湖傳統

民宅作深入了解約基磁 ( 1982 . 1 )。

198C年 ， 鞠華山在〈台灣縛統民宅所表現約空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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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 1 調查樣本之士也歡樂數最

〉一番，為絢爛研究中首次能自建築形式約重重點，對影響

形式的諸因素作一次系統討論約研究，迄令仍是主克唐研究

中最主要影響力的理論。

拉普普說明了錢唐的設計過程是一個「模型加調整 j

的過程( A. Rapoport' 1969: 10 )。在比較了世界各地

回野諭查的結果之後，他接出了「住處的形式是社會文化

因素共向作用的結果，而氣候為其形式之修正性路子，材

斜禱築和技術是為修正筒子 J的模型。

拉普普首先將各個學科妻子此一問題的說法分別作了一

個說明 ( A. Rapoport' 1969:25-55) ，這包括了物理

性上的設法一…氣候和庇峰之必要，材料、技娟、墓地;

和社會麓的設法一一經濟、防黎、宗教。上述約說法中，

前瓦頂均為物質決定論，拉普普認為紙是限制性的因子，

僅錢供了形式康生的機會而已o他舉了許多反證，認為主星

星星編靈實質區素的解釋，都有過份簡單化之嫌。他認為建

造往廈是一個文化現象( A. Rapoport' 1969: 57) ，住

處形式是在已經存在的可能性(即前述物質性恆子的限制j

下)中作一個選樺的結果( A. Rapoport' 1969:71 )。

決定這偎選擇的，便是他說的社會文化路子。在一定的氣

候、材料和技術水擎的限制之下，教後決定住宅形式、塑

造空筒，並賦予它們相互串串係約是“這一個旅類對環想生

活的憧憬"。

一文中，首次對傳統建築的空間與JI'! ffij上的文化和領值

系統的討論。在他很忠來的觀點裡，傳統民宅的'iJ'.間

可背後來滋有三:一是民間宗教的「人界觀念J ;二

冰的f生氣觀念 J ;三是倫理的「位序觀念J 0 宗教

現在住宅的內外、裝飾與營建禁忌上;風71<單單表現在

霞、軸向、對稱、正背、層次、入口與尺寸上，倫理位

現在規模、J;'i.元組合、正儒、左右、前後、裝飾與

1次上 。 傳統合拉克住宅的'iJ'.詞與形式特色多半都能得

的解釋，本研究對影響民居形式的非賀質扇子之討

以關文為參考。

，民隱形式決定因素理論

H克唐形式決定因素的理論 ， 無論在建築或人類學

，一向都缺乏有系統的探討。在這方頭最著名的

究應該算是早期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 L. Morgan

先住民的住屋及生活方式)>( 1881) 0 r 在這

中，他將民居視作人類演化中特定鎧史階段之

、!一個質質表衷。他的理論大致為人類學界所失

為後來研究的一但基本模型。可是由於人類學

界基本興趣之不悶，人類學家這種館臨民居為

，仍不能溝足一餒建築研究者

J (陳志樁， 1983:22) 。

Rapoport )的〈位屋形式與文化

澎 湖 地 鑑 |金惚地區 i會闊地區

馬公鐵 潮西姆 自沙姆

~落 會尺認繪寸 概總 黨結

龜
懿略 ~落 體會

起調 瀏繪 名稽 部繪 名稱

大案山 1 7 沙港﹒ 8 7 中屯 B d、 們 1 4 東安 1 3 請過 6 會爾安平 7 I 8.
7 16 土地公前 33 體懿 5 二致 1 4 西安 2 北 ul 3 安筒 1

五線 1 5 將轉 1 9 溶于 1 I 5 大地角 2 z 中敢 1 20 南 ul 1 十二艘 1

鐵給撥裡 1 1 葉志 2 竣頭 14 聽起 9 直接 1 5 后每 2 七設 2 3

2 許家﹒ 4 瓦銅 5 'J'l1!l角 ﹒ 3 11 演陳 1 頂 III 1 下山仔寮 1 3

織盤 7 商直是 4 接接 6 內接 4 31 下茄摟 1 頭盤 1 Iiil ul 1

大倉 ~t 寮 2 2 過器﹒ 1 9 6'f敬 z 9 高權 1 聲山 1 加 1譯 2

南寮 1 7 文章按 4 1 積敵 5塊盾 進
山后 1 曹終身 l 1

菜葉 9 為嶼 5 會界

大地 2 大潔 l

錯 r， 3 吉民﹒
1日 351 竹灣 沙豈是 3 北門 1

林役 3 貝貝 小徑 1 路錢都塌 1 1

宵錄 3 成功 4 <'Ii態布袋 1

中高 1 lf(聽 5 高雄由仔底 l

計 I 10 I 40 I 12 87 16 同 25 13 70 3 37 3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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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構形式

內心關像

處置費世界

然沛，不自覺程序宮中應該還有一個中界的媒介，來

影響民居約形式，就是前述約「預想空闊的監事像 J或「出

前代的資錢所累積約經驗轉化成空閉思考的諾言 j。這接

r lJl(型 」 就是 f 模型的調槃 j 過程中的 f 模裂 」 。 我們很

畫畫第一章中對形式的定義將影響民居形式的IZSI素進一步表

示成:

原型是過去的磁權力最長詩詞作用的結果，主草房形式

的決定除了受制於一t一個原型外，也受到新的涵榜力盡約

制約，修正原來的原型，成為新的形式，也就是下一個新

原型:

新約函中的盤一一一一一一「

涵構力鼓一一一字眼型 1 --L→形式與:':<'間結構

(按型 2 )
那麼，這些「趨構力最j究竟包括那些因子，它們之

閥的關係又如何呢?我們跳話是實質/非寰質因客的二元寧

論，臨其為在一做生態體系中的共同豆豆作，將這些關于表

示成六大讀:

(l)自然條件(包括各讓自然資源、地形、氣候等)

121產業條件 ( 包括生產方式 、 生產組織 )

131，者建材料與技街

在車構力畫畫一一→踩到一一→形式與空崗結構

@自覺程 1宇 :

仰自覺程序:~耳一位互間世界

多少也可以看成是某一但社會文化的「草草想生活餾像

拉普普約空防觀念與探志梧的挖問思考語言，都是在說一

藤模型(或原1\:1)的模仿。其實陳志梧所強調的主主態、直是

業和技乎每等物質因乎與拉普普強調的社會文化IZSI子，放不

是截然的之元鞠係，更無法在兩者問做請楚的部分，若硬

要說執先執後、孰較孰麓，終究要承認是長期互動的發攏。

(斗氏居形式/涵講模型之假設

亞歷山大 ( C. Alexander )在〈形式綜合概要~(

1964‘73-78) 會授出一個獨約約概念姓架構 ， 說明傳統

社會不自覺程序與現代社會建築師具設計意識的自覺程序

此兩種形式綜合過程之不詢:

拉普普跨文化人類學家Redfield提出約文化、風氣

、世界觀及民放性來f晴轉其所說的“討會文化因子" (A.

Rapoport· 1969:59) 。 針對物質決定論者所說的 “正在本

需求"的人權生物屬性的動作需求) .拉普普又復出了

其五點“生命扇子" (某些基本需求、家庭、婦女地位、

私智能、社交)來，證哇R連這些“盜本能求"其貿部:這社

會文化力量達的作為給泉( A. Rapoport· 1969:7是-83 )
。在充份證明了社會文化扇子對形式的決定力蓋章之後，說

普普才分別就氣候、材料榜築和投稿等方在百來討論這些物

質性的信主恁!于如何扮演修正扇子的角色。

在全誨的投後一章，拉普普對攻令的{主監形式提出了

他的看法( A. Rapoport· 1969: 149-159) 。 現代人失

去了鼓始人在神話和字街觀上的定仗，跟土地的關係不存

密切，草草「好生活 j的共有意象混淆了，使得形式、文化

和行為之憫的B串聯變得非常微弱。然而，琨代人也活在新

的神話裡。拉普普稱現代那些非建築飾設計的房子是一種

「築體流行 J (masscult) .本質上郎是社會文化性的。

人們對住宅約看法反映在「類型J的選擇上，這些類裂多

半來自某個特殊築闋的需求(如中ilE諧級自入家庭之於斜

這頂約獨立住宅)。這種需求不一定是真正的生活必詩，

郤成為一趨象敏、一種對「家J的意象。這其中除了「家

是一儕人的城堡J所暗示的私密與安全外，還加上了派頭

或地位，以及新的宗教一一健康、陽光及遂動。

陳忠搭在<反厝空閑理論模型試建>(1983:22)一

文中，對拉普普的模書目中的「社會文化因子j提出批評。

陳志提比較傾向於物質決定論的觀點，他鷗釋了文坊演仕

的過程中、人類食質最境的構建行動與其生產工具、生產

技街之閱有一種不可分韌的關係。

他認為所謂的世界灣、風氣或民族性，其質是各民按

在生存道路的過程中，伴隨著對自然秩序的認知、!tilE技

衛的進展與生活建設約行動所產生約結果的總稱而已。

在練志榕援出的民底發裂中，民居為對應其所處之社

會及生態條件之函數約形式是一遠在但也無直到j有，對原裂的

線性模彷與修正的過程。紙有話外在的變動不能以傅統的

方式解決峙，才會引起涼裂主大的改變o

其實，拉普普一閱始也提出了使崖形式的頭3豈是一個

f 模型加調聾的過程 J .紙是他說模型是受制於社會文化

因子約f對理想、生泊的關像J .藉特殊的空個組織來表達

。拉普普並沒有再深究這些受制於文化毯子的價值觀，又

是如傌來的;如果再追很究賤的話，這些東憑其質也受到

各民族所屬的自然環壤，及其再衍生孺成的!tilE方式與社

會哥哥係之制約o而陳志梧所說的原壁，是由前代實踐所累

積的皺皺轉化成空悶思考的語言(郎所謂的空間鐵念)•

空間思考語言當成為一種空個觀念去影響民居的形式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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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問時獨

戶一「轉化一-一「
形式 I F ， ←一-封F， I
一?一

力量量

表2澎湖民隱忍構/形it 樣裂假設

價值觀，適應當地的自然條件而產生了當地的iiE業、家庭

、與生活方式 o因此在我們約模裂中， r 文化及價值觀 j

被看成和自然條件獨立的餃子，表示自其母文化(大陵)

傳來，或是後來自台灣傳播進入的新價值。

在這館概路模型約假設下，到底是價儷觀中的那一點

影響了家庭生活方式約那一點，萬影響了形式約那一點?

我們希望經過本研究案例約分析，能澄清各個大項園子內

的各個細目，與這些級自之路的相互影響，來補充與修正

這個假設的模型。

(斗形式轉化及渴構力量之變逗

海柏拉肯(N. J. Habraken)在其著作《墓地的轉

化:> (Transformation of the site, 1982:14-17) 一

響中，用力覺 (power)的觀點來看時問輪上，環境的形

式強何受力變約作為哥哥轉化，並分析力量量的秩序。我們可

以表示成:

(原型 3 )
J 其實是在一招生態體系中

，但是

，移民們自原籍地帶來了母文化及其

(包括傳統及外來傳播)

(包括家庭形態、綴濟能力、成

、生活使用等)

(包括人發動作需求與建築物理條件)

、 (2)、 (3)項是拉普普所說的「實質閻于 J

「社會文化因子 J '(6)是他鍵出的 「

。根畫畫馬卡(Ian McHarg)對自然文化與竄

(陳忠話， 1981:1是4) ，我們將這幾頃

2 。 其中我們發現 「 自然條件 j 與 F

是爾德援基本的因子， r 營建 」 、 f 農業

J 、 「 家庭及生活使馬 」 均為中介f3)

「原型 J決定了住麗的

，塑造了新的原型。

(社會變遷或移直甚至呀

，這個原型會被修正成下一個原型:

--------翎呵呵---呦----申呵呵--間也 _ _- -1

滴構力蠱

g

營 建 '
''B

It<

自然 條 件 :

''8
樂! '• 產

F

8

h 錶直至2克生活使用
' 住壓形式

e

' 同 及其

:γ…-- - - - 官 空間結機

~ 文化及價值觀 I I京 型 i← (新原型)

£:_________:.1
g

h g

'

尸--……一一- -一---- ---一一一-------可



形式: [L]-→[L]-吐旦

當我們對澎湖的住宅形式作了分類並在時筒軸上撐到

出發!泛的順序後，我們將得到如下的形式轉化發式:

這個影響形式變遷約力量量，其主寶來自於涵構的改變，

我們將之表示成:

~轉化戶可

形式 I FI 卜一一一對F 2 1

畫 i 力量改變 i 主

僻出一→由

我們將這些觀念綜合起來，成為下函的觀念假設，

就是本研究約方法(假設﹒

t1 t2 t 3

形式與空間

笠見血1J 1

特itt差異一-l L一特性差臭

;〔肉?之規員叫

:c 力鼓改變之鏡血l 〕 i

區EJf差異是LJJ差異孟直3

在以上的方怯假設下，我們得到形式轉化模式的描述

裂摸裂，討論形式轉化背後涵構力最之消晨，據以修正並

進一步解釋前述 F形式與涵榜」模型的盡義。

{回)多錢演化、平行現象與核心特質

人類學家史徒華 CJ . H. Steward) 在其著名<文

化變遷的理論> CTheory of culture change，1984) 一

書中，提出了「多錢演化的理論j自及「生態適應J與 f

文化核心 J ; r 平行演化 j 與 「 跨文化比較 」 兩組!Ii:婪的

觀念。史徒筆修正了十九年t世紀以來對文化單錢演化約看

法，指山文化的進展中形態撞車趨復雜與優勢形態約發展，

在由某一般階段的某一類盟主主化為下一階段的下一類型時

，雖然不兵有任何普闊的先驗法刻，卻有著演化持在形式

、 i晶程與功能上的平行琨象。鈴對文化相對論者對各個文

化型態的錯別描述，史徒星菩提出其 f跨文化的比較 j研究

法，欲建立一館科學糙的通刻，也不同文化在各自演化過

程中存在約相似功能閱係，找出文化變遷的因果解釋。

史徒華研究一個文化中生產技街與自然資源的獨係，

以及其所學涉的工作模式(行為模式) ，提出了“文化核

心"的重重念，認為一做文化的核心是與生姦及經濟活動最

有串串聯的各項特質之集合(包箔政治、社會與宗教模式)

，這些與白然資源及生姦技街相闋的綜合體是文化變遷峙

的關鍵;也就是說，生態適應為文化變遷的動力。

當史徒整整?不同的文化類型之變遷作跨文化的比較時

，發現它們約演化之崗存在著一種形態功能的相似糙，這

種在不偽文化中約數群現象之一再同時tlJJJl.是因為其中的

若干現象吉普耍笑它現象作為先決條件，這兩者之潤的關係

是功能憾的;更重要的是，這種在不閑文化的演化過程中

t3

極主主耳2

t2tl

店主王軍1

如果我們用本研究對形式及其空間結構的操作性定義

來看每一個精設的住宅形式，我們可以分析出每一類挺住

宅之形式與空闊結構所具備的數點特性各如何(例如類型

一的住宅， j主朝向閩南 ， 中軸對穗 ， 有天井 、 祭挖空閥 、

維持斜星星頂、廚房位鈴左側飽房。)0 不同類型的住宅

，主主形式與空間結構不呵，其特性亦不悶。於是我們可以

用這些特糙，來代表每一億階段的住宅形式:

t2 t 3

形式與空間形式與空間、形式與j

鐘盤笠笠J1 1盤盤笠笠12 司益笠且其13

當我們將住宅分析成形式及其空間結榜的特校後，我

們可以比較容易看出每一點特性板對憊的路機力量是(例如

朝向面筒受如l於東北季鼠，層房位於左側廂房受哥哥j於風水

觀念的空間秩序... )。在形式轉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

觀察也轉化討，j後其形式與空閑結繼約特性之不悶，立主立歸

納出特性改變的規則(譬如斜頂的外形免被改變，次之是

，最後是朝肉的原~IJ)。於是，我們可以根按這些特

性的改變規划，找到與特校對I!f!i之涵構力巍的改變規則:

t2
芳實真空商1、防交英穹商

笠笠笠生h r在 式 改 變i 空空 %' 1'£I?
i 燒 ~IJ I 一一一一一-

i 力 最 改 變i

1m ~ljl

一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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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飽之因果律，多半是與生態適應有闊的文化核心特質

;也就是說，;IE類似的環境中，採敗類似的適應過程造成

了跨文化約規律性 o

當我們對澎湖住宅形式的演化與其關鍵的特性有了瑟

的了解後，我們會想到民宅荒草式的發展上是不是也像艾

的發展一樣，有發史徒華所提出約多鶴演化與平行發展

鷗係。如果這個假設是成立的，我們繼綴這種研究方式

更多其他地逅的民宅演化研究，應該也可以找出這種

色的服果規律性出來。

台灣的護良居，在不向約治理區，綴著移民的路徑，

t文化帶來的lJi(裂適應了常地的生態條件 ' mI~了特殊的

omI方式 、 社會組織與生活使用 ， 調過成不同的形式 。 這

至不闊地理臨的民唐原製在時間的向度上，相應了價值、

語稱條件的變遷，各自演化出相似或相異約住宅形

在澎湖地區，我們找到了這些新舊披存的民居形式之

發展劉係，並2歸納丁其形式改變約規律與相應諮構

甘消長。如果我們舟平行演化的觀念來比較這些不同

隘的民居形式，是否也可臥伐的它們改變遷時共悶的

?也就是說，這些平行演化的民底，是否和澎湖的一

存在著一些轉化峙的核心特性，成為變遷相似的功能

,? Sil P ~和台F每一些合院的例子 ， 似乎暗示了這穫演化

i闊的結構性關係的存在 。

地理區2地理自3

移民過程自「一一「
-JI形式 3 1

;A3

曲

:演化時形式/涵糟的功能位總係之規律

~樣一倍研究方法，我們對金門、澎湖、主搭南、台

、台北、宜蘭等地主軍區(練在靜， 1958:769 )的

已變邊，用平行演化的觀點作一個比較，應該可以

還要約功能關係，控制了形式轉化的機制，以t車

幼兒的決定做因素獲致更佳的了解。

湖的傳統合院

環境背景

群島是玄武岩的方山台擋，地形平緩，海灣的近

的地方，就成為被港與聚落的最佳位置。由於風

2容易堆稜 ， 故土地投產力低 ， 加土氣候乾熱 ， 降

雨最低，祇能種植花生虹、甘諸等單作。防萬作5年後，泉州

的老百姓詩詞始說:澎做移民， 1828年 ( 滔滔光8 年 ) ，人口

已達能在1點，澎ililJ由早年福建人口移來的選入施，變成移

往台灣的選住地(陳紹是孽， 19位 ) 。

澎湖的聚落所笠瓏的鼠位與分{市，明顯的反映了生態

的限制。聚落以三合院為萃本的組合單元 ' 111於的l緣關係

與土地分割方式共間作用的結果，形成方格紋的f軒昂。聚

草草內的住宅與廟宇由於相似的巴拉態條件，多晃一致的位郎

。聚落內約社會紡織，除了也照星星割地方式造成的血緣組

織外，就是藉祭拜共悶和II單1\所形成的祭紀閱(絲路文，

1984) 0

(斗家庭及其農業

家庭為澎海磁濟技產約基本單tIL '一般居民多為農機

雜作約生產方式。農業方誦，甘草書為主食，其次為花生、

高梁，採輪耕方式 o漁業方面，即以沿海捕魚為主，輔以

布拉主國魚，岸邊空空蟹，位接之後，才認始出現機'!iJJ漁約約

涯海漁業。在漁業技街改良之前，沒有超出基本語求的生

mI剩餘作再投資的商業活動，因此沒有高於聚落以 t的市

場行為，社會復雜化的分工琨象一直不明顯。

家庭的型態主要為核心家庭與折衷家庭，每戶人口大

多維持在 5、 6人左右(蝶紹鑼，凹的 54-63 )。由於學

自粗放的生產方式，生產f豈不足以供應比一倍家庭更多的

人口，住mI方式也不認要密集勞力，鐵般家鍵不容易接生

(Wolf,1983) 0

在澎湖，無論是產權的繼承(兄弟均分父母的防護)

或是祭純的總承(兄弟分撥通且先的祭紀) ，均以 f均分 j

為原則 o

在開發切紹，各宗旅間總之「總澎組 j或 I vm萃是I! J

'在互相悔亞國各自約土地純闕，然後在自己的土地上，將

于孫的土地預先劉好。通常以「民主份 J或「柱份 J為單仗

，各分得相詰土地(總皇宮文， 19E尋 ) 各房姐在 自 己的土

地內，時依其子發的分文平均分配，是為「分苦lJ式的總承

J (星星孝通， 1948:95 的100 )。如此一萬分割下去，每人

所發得的土地愈來愈少，最後終於發生建地不夠的情Jf;; 0

在傳統的社會中，分到最足夠一樣合院住宅興趣的萃l由後(

約10米 x 15米 ) ，就不再分當IJT去。一戚到鼓近幾坪，性i

於土地人口壓力的增加，傳統價值的瓦解，終於速談起碼

的單位尺寸也被定右分割成二分之一，甚至再給後分割成

I!'J分之一。

(五)形式與凡Jt

中麗君萊爾沿海的合佼佼宅原1l'2隨著移民的過程， Ell騙

錢泉捧一帶(尤其是向安與金門)傳單j澎湖來 b在澎做這

種合院形式為了減少冬季的強風吹草草，增加夏季的日照陰

影豆豆蟹，是琨出一穩緊密的排列，當地的工匠稱這種形式



• i蕊臨天井的面則不另作給封閉 ， 成為開紋的形式 。

下茵的空間，當地人稱作「庭 J (設 1 ) 0

天井的尺寸為4 . 5 X 3 米 ， 詢處與室主星星均與天

，抱度的深度曲IJEiJ 2 . 5- 4 米不等 。 在互身與廂房

亦即正身約晶宮lIiii下函，留有1. 2-1.5米寬的劉巷

搓、路吾吾與{閥門。講究的大門往往做成的喜式，當

「倒吞聆 J (註 2 )。

在絢部約尺寸方面，外大F~約寬105- 110公分

門路小;內向淨寬8日-85公分;甚司將寬的公分;外牆

鹿為祖II承燙的給均埠40-45公分，內牆則在30公分左

正身為承璽絡系統，硬山擱樣的九柴嵐函，雙斜

上多作馬背屋脊。爾總或為主王架式的雙斜昆函，或為

磚的平琪，重要在主均不起遜2 . 5米;其屋脊也不鐘過iE身

鐘書篤。抱慶出五架式，也管不做正脊，僅EiJIL肯離劉轉

圾，遼觀似捲惕。絕大部份的抱盤溼茵梨波爾府之間;

有部分約住宅抱起草跨越廂房前積賞全寬，並且在抱慶

做成夾層.JlT存作物。

整線建築的高度也正身而抱度而路房漸次降低，

形上暗示了內部空闊的不同還要性。

{四}空的及其使用

正身中央的路主豈是住宅中最正式，象徵地位最高訊

問。串串眾位於中軸線的終端，其餘傢{具則依序空空稱排列。

i涂了祭記 ， 婚喪儀式與接待的功能之外 ， 在夜晚或冬季A

成為家居工作與休闊的核心。正身海側的房間是除了正

以外最尊瓷的位置，也是私密特內最高的空問;左側是父母

約臥室，右側民IJ給晨5己居住。房間內的傢俱擺設依照一定

的形制，太低床置於段內側，作東西向排列，種覺i待頭朝

正藍藍，五斗櫃，長方桌亦有一定的位置(表 3 )。

位隨多半設在左邊廂房} (註 3 ) .當家中分史上之後，

也有霞於右媚. QlG F耳鹿 、 亭 、 或總房F甘室 ; 1~十台的附近必

然有鋪位、水缸、燃料、呂定能、鈑桌以及各報維物，成為

全家最紛亂的空間。廂房其餘的房詞或為臥室，或為佇草草

使用，隨處吏的需要一而定。賠傍臥室均作成固定的過舖式

床板，擺設較正廳的臥設備陋。

抱慶下雷的底是所有，;g銜的幾何中心，亦是縱向與核

向動線的交點。由於其間敞、通鼠、速發、避雨的發問性

格，家庭中所有的生計位、生產性與休閉住活動都在這極

發生，主畫家人互動碰函的核心，;g詞。 E于水池、洗衣台、板

凳、躺榜甚至搖籃，寄:標示出它在家居生活土的重要地位

。天井約活動是庭的延伸，也擔負了排水、遺風、採光、

曝爾等物理性功能。

有磚平的住宅，在天井一側部設有樓梯，方便緣關作

物銬的上下活動。門廊的部份，或停車，或霞放農兵，沒

有特定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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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合院沮IJ繪鷗(諾貝1 08號 )

的住宅為 r ~皇宮恕 J (隨 1 • 2 )
一練合院住宅，可以分成「正身 J r 廂房 J r 內按 」

「外捏 j四個部分。外埋包括-了三三合院前後的空地、廁所

、JlT存蚓、牛舍、讀t嘻嘻寮、平泊、萊茵等附屬設施。住宅

的正身望在約10米，進深約5 . 5- 6 米 ， 為三關閉的形制 ，

包括中間的廳堂與iiJii邊對稽的房髓。兩位自約廂房與正身的

悶次間向寬，寬度不超過3米，當地人稱作 f問仔 J • gp
台灣營稱約 f鑫龍 J廂房或隔兩間，或隔三悶，觀主人

的能要與基地的大小孺定。廂房隔成三戀者，常在入口處

加上F~廊，或稱 r F~樓 j 、 f前落 J 0 門路與廂房約屋頂

若用尺二縛鋪成平頂，貝司稱為「縛平 J 0 多數的合說在孺

廂之間成接搭上雙斜還在富的「抱麓 J .一頭接1:.iE身違章寄

鷗 2

一9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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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活動

祭殺、結爽儀式、畫畫待、 3藍客、休鬧起居

、吃飯、看電巍、哪天、工作

聽覺、整裝、休lJll起屑、滋養.... ..

置于存雜物

通過

切法、烹飪、吃飯

E幸 存

Ill!覺、重直接、休閑越底、讀書藍、置于存雜鈞

釀酒、睡覺 o夏天)、吃飯 E夏天傍路〉

家都操作、~;&、農漁作物處澀、農漁工

兵修捕、休閒聊天、兒愛遊鐵、吃飯午經

河上

停車、lIT存雜物及直是認真

休閥、聊天、吃飯、取水、說衣

入倒

置幸存

飼養

種檔飯~

表 3 合院宣閩 、 物件與活動

堂〉
、喬伊、每鼠、音響、沙發

除床、衣t宮、 :Ii斗梅、茵主主梁、長芳ji{

主皂、言書桌、尿瓷、雖物

佐台、科主E台、小品申宿、飯桌綠、福子

量差異、為兵、農作、柴幸存

故球、 1雷子、桌子

農作、魚乾、衣物

lIT水池、洗衣台、水盆、水鄉、獎子、

且由梅、格鐘、花台、雜物

花台、益我

胸踏車、摩托蔥、位台、自11物

青草種樹、欖仁樹、主甚梅、井、堆物

度〉

練傳統合院的興建，由事泌的擎備至IJ真正開始勤工

漠經過很長的時筒(註哇)。一餃來說，營建的f¥

做材料;

在決定建屋之後，通常常要花一段時個駕車備建材

質杉木、紅瓦、方f悔、白石等材料外，最大的工

fU沿海錄取姥描石 。 採完後切成平霞的塊狀堆砌

'待其崗化取用。

定方位:

詞勤工興鐘前，首先請地聽師來決定建築弱的坐同

心向必須篠定t!J東頭與南北兩條建築基本線，稱傲

。「牽正在 j時首先依照正在地約地形決定位屋大致

一股來說「主任山灣筒 J (註 5 )與「坐北車哥爾 j

l風水餃則 ， 也符合了防風的考慮與良好觀景的繪

了大方位後，再{在八卦羅盤的風水流年決定興建

!並核對主人約生辰八字修正小方紋，確定勤工的

日子。如果與態完摯的時隨並不吉祥，主人往往會

等至U適當的年份與月份才正式入瘖 o

3 決定空闊的形制 :

一餒來說三開闊的巨身，頭但i廂房對稱排列是基本的

原迎。(巨赴台要放在ti'.路的那一般房悶、路房與但!巷簡要

不要做隔牆，要不要做門路，要不要總平等問題則磁主人

使用的需求以及驀地的大小來決定。豆豆於造型上的問題(

大門、馬背、堂前壁、地坪的形式與做法) ~Ij依主人的財

力、工誼的技椅.fI!兩人互相協調決定。

4.決定提闊的尺寸 :

工ltC根慷營建口訣與文公尺(魯玻尺)上對吉凶的規

定決定尺寸。一餃而言大概的空鬧大小是主人的意見，工

匠在這個翻陽之內調整總部的尺寸 o計算時先算步數(隨

宅大步，陰宅小步) .再點寸自 o遂常的住宅路3 . 62或

3.66尺 ， 深4.12尺 。 車輯部的尺寸一常院合著風水的頭白 ， 繁

重日內 F~3 . 5吟，外向誠 3分，如此內大外小，往家才不會

露阱。還種尺寸縈忌也使宅的3':寬與縱深控制至IJ紙沫的緝

部尺寸。

5 砌角 I1i! r~框 :

阱
。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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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4過渡型廂房屋頂圈

光復十幾年以後，也就是1960年左右。

依鑄造技衛，我們可以將澎湖的住宅分為:

(II右路瓦頂 ( j硬 III攜綴 ， 承重絡系統 ) 。

(2IRC提心教造 、 水泥瓦1頁 ( 加強甄主壺 ，

統)。

(3IRC"i':心磁造 . Slab平TJH 按住結構系統 ) 。

琨存約住宅形式中，決有天井的都是@與@類的RC

構造，他們的年代必然在有天升的合院式之後，

約 1960年以後，沒有天井的房子才關始普遍o

澎湖傳統的民宅，

各聚落中極少數的簡陋住宅外，

樂顯示，所有非合院式的住宅都是光復後自傳統合院改建

ffij戚 ， 許多現存的例子也都顯示了這一種改建的痕跡 ( 屬

3 )。這一點支持了前函由RC技街綴點所于是論出來的.

非合院式晚於合說式。

2.抽毛餘的使用 :

傳統住宅的斜頂以趙海缸瓦反覆扣合聲出瓦臨與瓦樁

，做成雙投鼠漪，其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排水。平畫畫面的普

遍，必須能先克服排水的技衛障礙。除了後期間水泥或

RC翻修者外 ， 我們發現現存的傳統合院住宅 ， 其廂房錄

用平頂形式者，都是在樣板上盤一層敬。由於方觀約問紡、

容易溺水，因此他毛飪負擔了大部份約紡水功能。而袖毛

能是認據後才傳入澎湖的建材，關此我們推論傳統合院住

宅中廂房或前落門路也環「磚平 j是日線以後的事。

3.過渡型式的平頂

在調查資料中，我們發現傳統式合院住宅的路房，星星

還有幾種形式(簡 4 )這些廂房約盤面有約是雙前鱗閩南

瓦的斜項(如CD ) .有些是外側舖揭為瓦，內側舖尺二髓

。舖尺二敬的壓函明顯的坡度變緩(如®®@) .有錢是

至全部鴿尺二書畫約組平頂(如@) ;<D與@是穩定的形式，

存在的數最也多;®®@可以看出是由@的斜頂過渡到@

@沙港55號@大集山57號 @/J \ ;也角 1 27號 @/]\F可 3號

擅自陸自由詛

關3 哥哥蓄並存之合院

在車定所有約"i':詢部仗與尺寸後，根據)E點的仗霞，先

也給角做起，謂之 f牽角 J .然後放門經與商耘，岡時滯j

石，待橋身完成後，再依J¥架線條，緣于與重紋，最後紛

瓦。大榮稱完成再粉站立換錢，並裝修紹諒。

一的一

四、形式及空間結構之發展

(一)分類:

欲找出澎湖住宅形式的發展關係，必須先對琨存的所

有住宅形式作一次分類，這牽涉到分緝的標擊。在室主料調

查與整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丁許多形式上明顯的差異點

，並立多半與本研究對「形式」及 f空闊結構」的定義有

串串:

1.天井的有其~m\--平ilii幾何形式。

2.庭 ( 抱底 ) 的有或無一一再三函幾仿形式 . ~筒結構 o

3. 前買主門麗的有或無 平吾吾錢何形式 。

4.面寬與進1草 ， 為1 倍 ， 治倍 . %倍 ( 設6 )平

噩尺度形式。

5.樓層數為1 樓或2 樓以上一一高度形式 o

6.屋頂 ( 包括正身 、 抱慶 、 廂房 ) 的斜或平 屋頂

形式。

7.的房院位霞在王軍車側面 、 後面或分化flj住宅外函一

1至筒結構 。

這些壞準並不盡然是獨立變數，彼此翎互有依存的關

係。在分類的過程中，我們隱約的發現這些擦掌劉管一輯:

時蹋的先後關係。函此，我們僅可能的將與時湖有關的參

考證據列出來:

I. R .C技衛的苦 |入與普及化與非合院式住宅的出現 :

R.C的構造投稿經由 日 人的引入 ， 於 1920年代臥後

在台灣的重要建築中普遍的被應用(李乾銬. 198日 : 116 )

。 1 9昌0年代詩懷末期澎湖出現了少數的民C構造建築，但

是反隨著遁的應用RC技街作為住宅的構造方式，頁。要豆豆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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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傳統合院式的二層建築(如中 i註2號、水設 l宅、 4 '毛

) ，其立在直接飾多半真有日益;趣味'BlJlt可兇雖然之縷的

普遍化是在民關50年後與KC技街約普遍一起發生的，

但是臼盡量來已有少數二戀悠築康生。

5 航!tl!關 ﹒

被接聯教民1WJ63年所拍攝的澎湖全縣、航J!U敏關(依該

國可以看出:fu:澎湖住宅的頭說平商) ，當持除了外坡等較

大漁港出境極少數幾棟%倍函究的長條形佼宅外，全部是

1 倍街究的方形平闕 ， 其中又有70%以上仍為傳統合院式

，紙有部份臼將天并填平。荷現在得統合院大鼓誠少，長

條形住宅大撥一增加(以古及為例，剩 F的傳統合悅目i'"住

宅數不到四分之一，長條形佔5096以上)。由此控制函ZZ

L也倍與%倍約長形住宅在民國63年後才普遍的 。

澎湖住宅形式份額

頂之中間產物;亦~D剛開始要將賠房塵區亭頂化的時

發建者為了顧全縛統的外形(閩南瓦斜頭)與使用(

l的尺二驢 ， 隊E西作物之用 ) 雙重目的所作的權竄 。 在

?中，我們又發現@小iIiJ角 127號在全童自古壁上划有「大

五年 j ( 1926年 ) 的字樣 ， 表示其典主童年代 。 另外 ，

氣ilI57號屋主之家族記載資料顯示此住宅係1920年li

似乎這一類的過渡形式約產生於1926年左右，在

賠房屋函應是以斜頂為主的。

B本式立起 :

國 5

，可以知道它們是按一日

。這哩哇有百式立面約住宅多為平頂廂房，或

'並且多半有品?落F~處，Ell此我們更可以提血!l

日據。另外投們也發現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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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量改矮的時間 :

由於民1ili65年後居民經濟的普通改善( 60年前後的經

濟發星星鼓應) .加上民國的、 68年達總兩次大颱風，吹草蓋

了大盔的{傳統住宅，的此65年迄舟，是大宣傳統住宅苦苦矮

的時筒，二層樓的住宅也EI此大提出現。 主是關50年以後大

量的人口移往高雄，電觀的普及，以及民關60年後輪船飛

機等交通工具的改善(澎湖 ' 1981 : 1 7刁- 17 - 1 0 ) .大

幅度的增高了台灣住宅的形式空間觀念對澎湖的影響。此

後改建的新底，多接受台灣長條形販厝「進門後@n客撞車 J

F 廚房浴鷗在最後前 」 等2倚重草念 。

7.對崖主約年代諮詢 ﹒

對於上百年的傳統住宅，年代的資料極不可信，但對

於近五十年的資料，雯，訪者多有相當程度的把喔，尤其是

光復後三卡餘年的建築，均記憶猶新，卻使誤差在上下五

年，也能提供大略的年代參考。

也以上7點的參考，我們對澎做各種類型的住宅作如

儘 5 的先後啡列將之餘約成12種主婪的類型 ， 對於每一種

類型的產生詩詞，在lit蟹的定年上有相當的誤羹，位它們

之間的相對順序是大直在.iE確的。這 12種類裂可以分成「傳

統合院式」與f現代非合院式 j兩大類，每一大類叉可分

成三個階段:

1 傳統合院式 : @IJ建築物成之合或四合排列 ， 中間組

一天井。

(1)第一階設﹒包括母文化的原型及其在澎湖跑過成的

新顏型(加出抱反)。

(2)第二階段 : 包諮路房部份平頂化的各讀過渡及抱反

形式的變化。

(3)第三階段:包括廂房與抱度的完全平頂化及二層樓

的產生，為合院變成非合院的fliT奏。

2.環代非合院式 : @p沒有一天井的現代住宅形式 。

(1)第四階段:天并填平後，仍維持傳統約三認間空隙

絃穗，廚房仍在夜廂或分化至Ij外面，除了天并填平之外，

平誼與傳統式幾乎一樣。

(2)第五階段 : 廚吟輿浴閥的位援改至1正瘤後函 ， 進門

以後立刻lfjj臨正撞車 o

(3)第六階段 : 密書記分割成 '12倍或%倍 。

茲將各類型分述如後( I飽6 ) :
1.類型 1是沒有抱慶的傳統之合睬，平面類似金門或

E是寫約合院 。 詳細的外形 、 空崗使用 ， 構造昆三一日 。 1 - 3

到 1 -6是廂房平民與斜頂的各種變化， 1-1 與1-2是沒有

抱度的的合說形式。

2.類型2是有抱霞約傳統三合院 ， 詳覓三一位) 0 2也

是斜環抱痠與正身屋籐不同約接挂; 2-2是一練完整的合

院加上一練“單伸手"式住宅，在墓地不夠寬的情況下，

單伸手是一種權宜的作法，內部'i:l議與一般合跤

·2屯 . 2-6是XIS頂式約抱慶及其結房的變化 ，

l宣加大成與正身問寬的作法 ， 立宜多在抱處藏個Jf

2-7是2-4廂房演變平的情形 。

3.頰型3 是有抬宜重約合院 ， 廂房頂用尺二

，內部交閱單單 2相同，正身兩邊房巨星多隔成問!背

3-4是處房頂斜平的變化 。

丑.類型 4是有抱起重的傳統問合跤，廂房的房

較類型 1 - 3多〈搞成三問以上) ; I租房的尾侮

邁向門廓。 4-1到4 - 11是凹合院的fliJm臣，抱巨星與路J

頂斜平的不病變化。

5.類型5 的抱慶 、 廂房與內處都是平滾 ， 並且連i

罷，在此之菇，類型1 -4為純粹的傳統敢去置情硬山總1

結構系統，類裂 5平頂的部份血j出現了R.C空心縛

枝樑結構系統，展頂前亦由尺之磚鋪前改成水泥粉光

的正身正是1拼盤 lfjj ; 5-2 • 5-3ff1j全部是R .C空心轉語

系統與Slab平頂。

6.類型6 是正身為2 樓的合院 ， 一緝部份的平頁頁

與類型 1 - 5類似，二緝部份則相當於一般傳統合院

身 o 6-1 到6-3為同樣的形式的三合說 . 6-1與6-2俑，

是雙按斜屋頂，槃線(主宅亦以傳統*還椅硬山蹋撥給

統為主。 6與6 -3期改成R.C樑控系統。

7.類製7 以後是沒有天井的非合說形式 ， 結構系

一律改成R .C加強空心時造，在內部約，是空閉上，一

是過渡的搓，左右各為廚房與浴室，再進去則和縛統正

一樣 o 7-1的屋頂全部改成Slab平頭 。7-2的二樓相當

傳統約iE身。 7 -3是紙將車申明星單獨立到二樓，一樓正寢

成接待與起居使用的答應 o

8.類型8 的的房浴室關所畫畫展器等級草草包也沒鬧獨混在

邊，各 1 ffIJ在獨立在後在頁。品2的二樓相當於傳統的.iE身

9.類製9 的外7位與類型 7 相同 ， 但內部設悶不同 ， 紋

路性空間被排在最?是面，客聽在最前面。 9-4與 9是之縷

的形式，辦案放在樓上. 9-2與9-3是一樓約形式 ， 蹲

在一樓客車車. 9-2的斜頂在高j函 • @n神案的土函 ， 外形如

類型 7轉了 1日0。後的結泉。弘3~1l9 -4都沒有斜頂. 9-4
有二樓。

10.類型10是被方向的長條型 . J揖務從空悶在後函 ， 客

車車與臥室在前半部，派有原來縛統空闊約一半閉薇。 10-3

是二縷的情形。 1日 1與1O-2fc0絞盡苦性'i:悶獨立¥Ij外甚至之一

樓與二樓兩種形式。

1 1.類到11為縱向長條裂 ， 客廳在最前面 ， 神案在二縷

，服是喜悅空間在後函，提問依縱向韓列。 11 - 1是傳統合院

閥分家被劉分一半之後，一半改建成類型11的長條裂，另

一半維持懷來的梭子. 11-2到11-4是長條型雙併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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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留有合院外形的殘跡; 11-4則在樓下為雙

n樣共用 單申明瘤 . 11-5是一縷的例子 ， 串串案放在設

聽授。 11峙的二樓為斜頂. 11-7的二樓部份菱漏 ，

二樓最前面。

ji2 12的寬度比11大，內部為iijjj晶宮悶。 12ω 1 • 12-2
~U :I是一樓平頂 ， 二樓斜頭與二三樓平演的形式 。

i發翩車路

時闊的排比以及形式的不悶，我們將澎湖的各種

初涉的分類，接養我們再依ji2態演化的先後. #寄

裂的住宅之發展串串係表示成鳳 7。

個表中，級軸由左至右表示演化上也早到梭的階

‘有時獨與類型的雙重意義，核輸血j表示詞一階

化的路徑。表中圓形較大的住宅表示主要的類

較多，演化上也較具意義。的在主要類型右下

豆豆它的次要變型，比較不具演化上的意義。爾

三的中間接物或重要從小者，在表中一律省

主要的演化格徑，紡線表示次要路徑。

法將澎湖的住宅作一館比較，其結泉是:

合F穹的合院最相似，空間設簡單

。在第一階段

然條件.$

第二紹階段，演化路竄出現了新約分支。部落門廊的

發展，使得三合院成為間合院。這兩條路線一底平行的發

展到第三階役，基本上都是「磚平 J這個觀念的極端化一一

部為了作物曝爾等使用的話耍，廂房約E童話立自斜到平的過

程。在第三階段中逐漸使用新的民.C與水泥構造技能，

連絕處頂也變平了，立主旦出琨二層住宅的數觴。

第四個借段是形式發展上的重大變革一一天井消失了

，也就是傳統合院的結束。這恃候的住宅大抵蓋章維持者與

傳統合校招類似的空問結構。{蛙到了第五館階段，的房由

正撞車前在百 cl汪鳳)的佼置移到住宅外面，萬移到正廳後筒

。這種改變使得住宅的空悶結構不同於往苦，入內後不是

先經過一連串過渡與服務空閑再進入正瘤，孺是底接面臨

庄重害。另一方誨，另外一議備學的核條型住宅在上述新約

空絢結榜觀念下產生了。

最後一個給段，原來合院的面策被分割成%或%'衍

生出頭組形式出來。這兩車里長條型的住宅在形式與內部岔

路結榜上，都開始類似台灣的飯厝。最後謠，產權進一步做

橫向部分縛，住宅成為方絡的形狀，入口的車司向也包為必

須問鐵道路而被迫改變。毅(內EiJ古民聚落的建築物頂靚圈

，可以清楚約看到上述 12種主要類裂及其變型的聚落中並

存的現象(總 8 )。以一個較長的時劉教來怒，如劉 7 所

示，不同形式約住宅閱有一連串的轉化關係'這種轉化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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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文化中 原盟總化 巨型輯化 血型輯化 缸剪輯化 原單開

化」戶， 面盟 IlH
說荐的

A , A. A, At A. A.原型 A

單迺輯化 原型開化 原盟絢化

'--. A.' 「一 H A:B. 4 A:g .
E封 給I~ 原型開化 血型轉化
雨來的

A.-a: 廿一γ且， A;'B. ←一原盟 B

原型絢化

4 ArB;

時間

聽 化

表 4

係在環論上可府表是表示之。如研究假設中所述，某一文

化中的居住原型A在一定的自然與社會涵構條件下被盟軍為

到墓地土來，表淺出一定的形式與按時結構o當時間變數

加入穗，這個變化實際上是三呈現出一種多線演化的關係出

來。當涵構條件IiJl變到2時，原草草Al可能會轉變成A 2

或A'2 '意昧著對應著一個新的鵲橋力主盡可能有數種不潤

的解決辦法;或是針對著新來的兩組力量是會有不向約謝遍

。再當泌租車條件1iJ2變fU 3 時 . A2與A頃 ， 可能在新力

盤下做同樣的貓整，又合而為A3原裂。又當涵構由3變

II] 4 時 ， 有的住宅受了外來約是rr原教B的影響 ， 融合成A'4

B'是 ， 再衍生 出A'5B5與A'5B'5 ;有的!lU變成A' 4B 4
後就不再變化;也有豹循原來的路徑，由A4轉化成A 5

與A' 5 - --。這接關係顯示者在特鬧過程中的形式轉化，

其路線可能自一個基本原型衍生成數個次!t原型，也可能

自兩{飽問上之丟在本原裂衍生出何一億次生原鑽來;那有些

類型JlI@為適應新諂構條仰的可能性低，而停止了其發展。

對耀著翻7形式的演化，我們將澎湖住宅空間結構的

轉化表示成簡9。相對應著住宅形式的多線變化，其內部

不向使用的"1':閑之相對位最關係也發生一連串的轉化。

從類型 1到類型 2 .最lit婪的是在戶外的公共空湖(

天井)與皇室內的公共空間〈廳堂)之筒 • j1蓋住了 「 庭 」 這

個過渡空鉤，在活動觀察與記錄中，我們很羽顯的發現庭

住宅形式演化翱係

成為家庭活動的核心。由於它位於合院的幾何中心，是各

個房問與動線的交點;更由於它一方Ilii真有戶外"1':闊的涼

爽與明亮，一方吾吾又有室內空間的主蓋亞蓋與避雨功能;包此

家庭中的生計研動，生產活動、休閒活動全部集中於此，

也於廚房與時水池的近使，人們在此說幣、剝花生、補綱

、搶樂、吃飯、辛苦孩子、哪天、做功課、午睡、除去，這

個核心空間成為澎湖得統合院住宅最重要約特賀。

類型3中廂房頂的「縛平 j成為圈定約緣憾作物( 1花

生、地瓜、魚乾)與衣物的地點;天井中的樓梯也出梅特

變成fi'ij定;夏天發晚後更有人在磚平上吃飯，甚至經覺。

類製4在入口與天井潤分化出了內廊(或稱前落) .成為

新的過渡空間，增加了空間體驗約序列，也成為臨時常放

農兵、漁兵、 B插踏車與雜物的場所。

類型5在空間結構上與是類似，但是浴室與廁所開始

佔接了一定約空間位壁，電視進入家庭後，多半放在盟軍堂

右邊，新式的沙發放在電視對函(左為大邊放沙發) .舊

式的茶几目j往神星星方向推移。聽堂的「起居室功能 j開始

顯現出來。一蓋亞]類起6出現二樓臥後，由於放科案的麗

堂移往二樓，一樓成為正式的客廳;樓梯ilIJ移到室內，電

鏡的位鼠也移到中軸線上，取代了原來的神案。

由類型!fIJ 6的傳統合院，我們吾吾環:

1.由外往內的空間層次愈分化億多. ~P

-10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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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頂浴房

II I I
外一鹿一井一庭一廳棠

I I I
闊銜房

一一寸

闊吾吾

I I
外一井一廳堂

I I I
間廚房

類型11在變成二樓時，出現了一磁變型(圓 6 '

11) ，亦凱在2樓路堂的後茁兩間臥室對穩並列，形成

的女問結禱，

所作的折衷。

類裂11的另一種變型一一雙併式，內部空崗

條的新形式了，但外表仍維持了傳統的長寬尺度。

些雙併的例于，在樓下部份分成三家，郤在酒樓共兩周一

個單申明廳。這是兄弟分家，但仍共詞祭紀敏先的時候，

空閉上的反映(簡12 )。

類型12由於產權分割方式的不向，雪里度足夠兩間slt存

，其結果就像類型9削去了一翼一般。

雖然類主主9、 10、 11、 12間為H且是蓋住空間的後移，入

口後直接面臨客廳，失去了過渡空悶，然而，我們又發現

佔給當大比例約這些類型之住宅，在客屬單與戶外間又分化

出類似每每縷的門底，成為新約過渡空間(劉13 ) ,

象似乎表示了室內外之間的過渡空路是澎湖氣候、產業條

件與使用能求下之演化必然趨勢，如同傳統抱瘦的分化。

簡單的說，也 1 - 1 2 '是傳統合院的空問結構也簡單j繁而

瓦解的過程

反映了

I.在「外 J與 f團軍 J之間，過渡空聞自少到多，手等到

沒有。

2 自私劈頭街對稱著包被公共挖閥的三閱胡說化成直

線排列。

3. 服務性ZE聞自前移到後 。

4.隨著之樓約發餒 ， 堂也客盟軍中分化到樓上的空憫 。

約轉化鞠係。

五、轉化背後的渴構力量

外-JIm一井一庭一廳堂

2.除了正盡量兩傲的房問自爾問分化成問侮外 ， 基本上

詞房

I I
﹒外一井一廳堂

廚房

的關係是不變約，亦凱在、空吾與一般空間在公共11'.闊的兩個~

對穗排列，愈往內其私密i在嚴或包被的起皮愈高。

類型7與類型 8 '我們可以看成是傳統的合院將天井

填平;或者更精確約說，是;待傳統合院的前半截去掉，紙

留下正身與兩邊庭問各一，至此，除了類型8商房分化出

去外，

外一井一麗堂

.外一井一庭一廳堂

外廳房一童基爵浴

的結構。合院殘留約空問特性幾乎全鄧瓦解了。

問房

﹒一娃一撞車室主

廚房

的基本結構是不變的，紙是也入口 ilJ!麗堂的中詞少了戶外

民主選內的過渡燭次。庭作為核心發銜的功能也因為天芹的

情失與防水池的廢棄(竄來水在廚房內供給) ，失去了幾

的中心與活動支持的條件，地位明顯的下降。自另一儕角

皮焉，類型 7 it，]空防結構可以看成是將傳統合院約志身摸

到 2樓，將廂房住內平移的結泉(國10 )。

類型 9外裂與類型7相似，但卻是演化過程中空問結

構的大變革:服務性的空間(廚房、浴竊、童基搓、財存)

由正廳約前面移到後戳，在撞車成為進入住宅後第一個門面

。其空崗結構 en禱。，類製 9 )可以看成是類型 7轉了

180。 的結果 ( 國11) 。 車在型10'可看成將類型9 陸縮在一

個為形的路向空間裙。

經過這樣的改變，原來的家庭各種生計，生產與休側

的活動在其核心一一庭共同發生的特的不復存在，tt.計活

動被分化ilJ後筒，生產游動至;U~外，休閒活動在第內，家

庭約生活方式起了很大的封閉繫。

由於產權分密l形成的類萬~11或 1 2 '凶為基本主~I!t的不

夠，無法再雄持 1 -泊的三關閉關係，而改成縱向發展。

類型11中， 5 公尺的室主度祇夠將泊的]縱向一字排閉 ， 自然

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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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1 0 類蓋世 2 →類型 7

自
4
申

國1 1 類設 7 →類型 9

'澎湖幾百年來傳統的生活方式，家庭結蟻

。日釀中期之後，自1力

，行政、教育與交通系統的改善，這些自給

。在住宅

，油毛麓材料與R.C構造技衛的引

，公共衛生措施也帶來了浴室紹所等

澎傲. 1981 ;第蚓、八、卜一、+三篇)。
﹒尤其是五0年代隙始，這些社會涵構條件

，可以就下頭幾方法來討論:

，農業大致維持著傳統的學作方式，漁業

力機械化(窗永祠. 1979:47-68) .由

、司主認國漁與岸邊i牽豆豆垂釣的沿海漁業，變

漁船的近海漁業。漁獲至量的增加帶來了收入的士曾

是七0年代之後4日應辛苦台灣經濟的成長，居民的

大幅改善，使得家庭兵備了翻厝或建屋的基礎。

省政府的離島位最改善計鄧l!il68年的農會建皇袋

:接或間接的影楞了使宅形式的變遷。

E庭方筒 . j過去的核心或折衷家庭 ， 一般百百言並沒

!改變。過去的土地分割方式(獨麗文.1日84) •

獲得完整釣建援基地，現在由於人口與土地I!I!

聚落內可供新開闋的住宅周地均已周教 o在一

，漁車盡量大，人口外流狀況不嚴寰的聚蓓，

地因為分家的結果被割成一半甚至間分之一

完樂形制的住處，其產權擁有者往往可以

多達數十人，紙是多數均已移民台灣，將磁膺

，所以保持了形式約完繫(討 7 )。

窗口共祭祖先付雙併式

、'. ,

自
一國的新住宅過渡三度空間示意圈

在家庭成員的總係方漪，造年人的機威降低，子女的

地位相對的主是高(葛伯納. 1979:約是 ) ，過去成年的兄弟

在各告成婚之後多半仍分校在合院的1.i.右廂房，現在民Ij多

半在左右翻分後畫成雙你式或各自鼻u.t 0 分家主要的康的

是傳統的價值壓制不住新的內部街突(註是6 ) .加上家庭

中部份成員到城鎮中謀求其他非農漁的職業，原來全家合

一的經濟生產E單位敏被分割了(楊懋春. 1980:135) 。

在家庭生活方筒，物質7K擎提高了，除了一設電器用

品外. ~語踏車與摩托車進入了家庭。電報機的引入，使得

鄰居闊的走動聚談相對的減少。離生的觀念，也影響了家

事操作與生活習慣以及廚房、章是這、浴缸目等空崗約使用與

仗霞。

這些變化的背後，最重要的是傳統價個觀念的瓦解與

新觀念的傳播。新的住宅觀念包括了衛生、通風採光、館

人的私密性，新約~~面要求與新的流行式樣(台灣，尤其

是高雄的透天屠形式成為琨代的象在生)。傳統對住宅外形

的意象早已變形或消失 · EIJ宗教、嵐水與倫理所衍生出來

的傳統空間草草念也逐慨淡薄。

引起這些鑽值觀改變的(楊懋春，的8日 1是2- 1 59 )

，一是交通設路與大來傳播媒體的普遍，二是教育約普及

與援高，三是大畫畫移民為雄等地入口的定您還鄉所帶來的

是rrw軍念與時悔。自然，民.C構造的技術普及接供了這些

變革的技衛基艙 o

盤錄說來，領儷觀的改變伴隨著營建與生產技衛的革

新，帶來了新的空個觀念與家庭哥哥億以及生活方式。在下

頭一節裡，將依戀論資訪談約給棠，試圖將形式空聞與溺

構之悶的關單單位做進一步的分析。

-1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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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j形式與空時結構特性的改變

如研究假設中所述，在形式轉化的路程中，我們可以

觀察也總化前?是其形式與空間結構之特性的不悶，歸納I:t:l

特性改變的規划，來看相對應力最改變的規划。

依照本研究對形式與空間結構的操作性定義，我們將

傳統合院住宅的形式與空間結構歸納成具有如下的特性:

l 傳統合院外形的完整意象 .

鎧頂、立函、高度、平頂幾扣I與尺度。竣句話說，就

是居民與工匠所認為一位完整的住宅外表看起來憋該有的

樣子(雙被處在頁，正身段高，兩路次之.... )。

2. 立前所表達的圓的1 與總部 ( 立面形式 )

3.高度約限制 ( 高度形式 )

在技街的限制下，氣候(嵐犬)的因素使澎湖的傳統

住宅一般而言言較為低矮，廂房溼德高度一般在兩米多一點

上 F 0

4. 前寬與進深尺皮 ( tp面尺度形式 )

一般哥哥寬約十米，進深在十之;米至十六米之路。

5 營煌的尺寸禁忌 ( 平面尺度形式與高度形式 )

@PI阪E慢地理歸根讓風，J(J能算與魯班尺而來的原則 。

6.合院的火并 ( 平面幾何形式 )

7. 中軸線對稱 ( 平函幾何形式 )

8.住宅的草草向 ( 入口 車時向 )

郎考戀liiI水 、 地主是 ( 背山面水 ) 與風向所得的結果 。

9 祭紀空能為雙竣斜座商 ( 屋頂形式 ， 不開使用 空泊

之相對tv.霞)

傳統合院的祭品E空間在iE身中央，為九架式雙幸 I i'呈函

。據調查結果，新的住宅中，除非發線都是平鎧函，才會

有祭品巴空間盟於平盤蜜之下的情況，祇主要有斜鎧濁的夜間

，必然作祭品巴盟軍嚷:使用。

10.祭紀ZE詞位於設立事設的位置 ( 空間相對位誼 )

11. f 房一一廳主立一一房 J 的基本嘻嘻係(按間相對忱霆)

12. r 房 眉善堂一一房 的基本關係(空詞組對位詩)

間并樹 j

13 家縫中二千三間成員寢室約位星星 ( 空閑相對位詮 )

14 ， 廚房位於在邊廂房 ( 空闊相對位詮 〉

15 正身與廂房之銜的側門 ( ~悶分化與相對仗霞 )

16 街i藍底約腔 ( 空間分化 )

17. 箱房頂約縛平 ( 按悶分化 )

18 上磚平釣櫻崩與位設一一空間分化與相對仗置

19 ， 前蓓的內廊 空間分化

20 浴血IJ仗於總房右進一一空間分化與格對位詮

在表5 - 1到5 - 13中，我們依形式發援的先後，將每一

類型之住宅其形式及空坦問結構的特性盤理出來，並目 J持影

華華它們的力盤對照著列在旁邊。出類型 1到類型1 2 •

特性隨著形式與空問結構轉化約過程，至整混出了增加、

失或變7位。另一方函，

設中初步的分類，衛單的歸屬於「家庭 J 、 f

、「人的1£物屬性 J 、「營建 j、 fEf草鞋 j 、

j 、 「 價{直觀 J 等大類中 ， 如表2 - 1 的假設 : f
j 一橋中 ， 投左邊是錯於 「 家庭 」 、 f 生活使用 」 、 「 入

約生物崗位 J等蔽r11'行為的注i子;中間是 fE[業」、 f

建 j等中介忠于;最右邊約「自然 J與「價值 j

lEi子的源頭 。 每'品，特性有變化嗨 ， 影響力量就會顯示在旁

邊。

這些特t~，之筒，或有棺互牽連、影響的現象，或有包

含的關係。認構力殼的表示是相當街路的，一方面這是本

研究的限制，一方面也是為了操作上的方便，不得不僑化

，以便掌鐸整罷。

自類型 1到類製 2 • @1£了抱度與抱慶絞 f lit J的空

間。如第在盟主主第三節中對其活動的描述，抱鐘在舊告熱的夏

季t是供更多的I3 J!~陰影哥哥薇，在鑫冷的冬拳則可減少iJ!Il)J月1

的豆花花季風吹草壘，荷成為之合院在澎湖惡劣的氣候條件下

生1串通罰單的結果，種糙的提供了居民主法遁的活動場所(盟軍

14)。

這稜1£態i遜賤的趨勢，在二致這個村子裡被發揮到了

飯毅(劉 1 5 ) .在局部地形的影響下，聚落中的建築物面

對中路釣谷地被分為兩組，函對面的撐到。大部分的建築

物前對著海朝向東南方，使得東北季風血著谷地直接吹進、

住宅的天井，站在亭下立&1J會覺得刺骨的東北季風迎鴻章童

來，於是，我們看到絕大部分東南朝向的住宅，尤其是臨

谷地第--JiIJ的房子，都在庭與天井崗砌上了一道磚牆，留

下一館出入的門，使蹲監主加了一尾聲包被，主i鈺撥北風約侵

襲(廢16 ) o :'J'i於另一是E谷地對面約房子 ， 由於背Jffi丸 ， 故

I!有此話耍 11信保持了頭來庭的關紋 。

在東坡、北里要等地方，我們也看到了這種為了防嵐雨

的目的，在抱鹿外加上一路木哥哥群內的例子。

類型 3的改變是廂房頂成為舖尺之憾的「時平」。這

種因花生、蕃草書等作物E單磁諮耍的卒讀化i晶程是一種漸進

的轉化，起羽只是在露天井的內的局部改成尺二磚締筒，

外個~仍然使賊!獨商紅瓦，以維持住宅外型的傳統意象。等

主j技衛條件成熟，使用的論要才在外型土完全表露 o

組君臣是中，除了門路約分化增加了空間約荒草次與形式

約完務，漏起了更多使用約需求外，立面上出現了東洋嵐

格約裝飾與說石子約材料，顯示出鑽值觀的變動，表現在

象徵的關案上。此外，由於家庭人口的增加，正撞車兩側的

房間數增加了一倍，當兄弟各自娶妻成家後，分l±成為必

然趨勢。長兄{占主主主邊的』廚房(大邊) .右側的小草草1111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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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1 6 二E提抱擅示意儘

類型7將合銳的前半段去掉，天并自此消失了。新的

空間觀念認為住宅內不總該有露天的戶外空筒，說畫畫風畫畫

雨的功能來看，草屋內室外清楚約齒i分能使室內保持乾燥與

游潔;過去住宅水平方向的發展(廂房、河底)改成向二

縷的豈是葭發展，廚房裝了自來水設備，天井邊的財水他也

取消了，家事操作活動移到室內，庭成為進入住宅首當其

衝約過渡空間。樑柱的構造方式自然的取消了原來合院頭

邊約側門(設 9 ) .減少了庭作為動緣與活動接憊的機會

，大大約降低了其作為家庭活動核心:>i;闊的功能。

也得統合院的側門進入住宅內，是先經過但i巷與庭等

過渡空間，再進入各摺房筒。類型8到類型12固然也都在

住宅後豆豆廚房遂開了後門，但因為不像滯統合院的側門，

能戶與戶側向連接，並且也後門進來後沒有經過遜渡的空

崗就讓接進入街房餐廳，無論就鄰里活動il'Z:>i;筒層次約觀

點看，都不壞恕，因此後內雖設卻多半緊閉，幾乎失去功

能。

天并消失後，上嚴頂平台的樓梯被移到住宅外詣，或

經過室內容路上二樓再出去，使得使用的便利性降低了。

廂房去掉煎半截之後，立面更為簡化，紙剩下配合著結構

系統的說石子線角或簡單紋飾，住宅的外型意象自然大大

的不問於過去。

問
劉14抱廈功能示意圖

。這是人口增加，在倫理與風水等價值觀制約下

5 中 ， 立甚至裝飾被街化了 ， 有些房子開始不遜守

寸吾吾忌，新的傻值觀表現在對房間通風踩光與房

皮需求的游足上，莫衷或在浴寞翩所的空間分化上，

對「健康與衛生 j的要求顯然仍受嘗到於傳統的鼠水領

! (浴朗在右邊，函為左邊的青龍怕J1()。登上縛平的
;多在右邊.1Z'j為左邊是崗房，身于7)(他自然也葬在天井

，樓梯只好放到另一倒了。

在類型6中，構造的技術援供了二縷的可能性。祭紀

間被移到二樓，因為神功必需在最佳的故霞，包括中

最內的層次，並且有最佳的觀野。這個空潤不但應

最高的位霞，其形式也應該是雙坡約斜草屋頂，兵有象

地位(註 8 ) 0 i時桌移到二樓後 ， 原來頭邊的臥室是

中地位最高的長者，現在換成了壯年的家長，除了因

入上下樓梯不方便外，也暗示了家庭權力逐漸由老

ilJ社民約生產者身上 。

.縷的產生使得傳統麗靈堂的雙重功能被分化為之:二

堂成為純粹的蝕與空悶，一縷的正應則擔負了接待

唐生活的功能。受了新價值觀的影響，一樓客車舊

約沙發，而電磁lliJ Jjj(代了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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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1 9 類型1 1 、 1 2斜透頭

鷗1 8 類型1 2住宅土地分j!;IJ歸係

草草型11中雙併的形式，多半是兄弟一起鐘慶的結果。

祖先的老唐在分家後，一方商有分家的篇求，一方茹叉希

望維持外形的完整與兄弟的關係，更區為雙併筆法節省了

共同壁的造償。部份雙併式在頂樓兄弟共用神明廳，更表

示出他們在分家的需求與不分家的觀念下，所作的折衷。

類型也是在懷有住宅基地較寬的情形下所鄧分出來的

住宅，相當於傳統合院的正身尺度，這種形式部份是

時作橫向前後劉分的結果，但更大的原因是部份家庭

外流，紙剩下少數的人口，翻瘖持為了經濟的理由就縮r

了格局。

也於澎祖母的聚落中可供發展的空地多已用盡，一線

宅的墓地經過幾代的劉分，產權早已分散，傳統的住宅

念，一館家憋該維持十米ti.右前寬的格局 o現在受了台1

長條型透天瘖的影響，這種觀念動搖了。人口/土地

力，新的形式觀念與分家的壓力，終於將十米酒寬的基

從中樹懿分成一半，甚至前後再懿一半，變成i"l分之一

面積。

類型11是劃l分成二分之一後的結果 ' m於內部 5米:

的空個無法並封上三個房間，變成單向一字排列，留下車室字

的走遍。這種置上烈的方式，空間自然無法保持中翰對稱

家中成真寢室的相對位置也漸漸失去姐則，長幼的寢室

還關始任意。雖然平面上不對稱，但正屬單後面的關門在

內約透艇上仍然維持對稱(簡17)。為了使用上的便利

二樓裝設了衛生設綴，樓層愈萎愈藹，兄弟間也開始以縷

清的劃分作為分家的方式( gp兄弟們一人一層 ) 。 在這種

完全不同的發問結構下，營建的尺寸縈忠不知不覺的消失

了。

.
"

..

、

:步講故品:

flu
;內繫這草草動d

國1 7 類書~ 1 1住宅客廳透視圈

在傳統的住宅中，廚房等服務性空間的位置一夜是在

正身煎函約廂房，廚房桐樹的歌水排水，薪柴實于存、說~

lJt魚等家箏操作的活動，都在廂房與天并附近進行，因此

正身前函o天并為中心的區域是紛亂哥哥熱鬧的。台灣傳來

約透天曆形式 ' m於聽街面作店鴿使舟，或成為具有門面

功能的客竄，加上根本沒有天并在前菌的排水取水等半戶

外空間之條件，服草草性空間都排在最後甚至。新約空間觀念

縛禱的結果，類型8將廚房、浴翩等級務性空間自給房的

位置移出來，彼得進入住宅後不會因為綴務性設施帶來約

哥哥濕或雜亂問覺得不夠鶴函。然而，文持性的活動一減少

，庭童車紙剩下入口過渡的功能了。對當地居民來說，這是

一種「新樣式J .使得房子比較像f台灣式」或「現代式

J .代表的是一種體面與流形。
類型9在這種觀念約影響下，進一步接受了台灣傳來

的住宅配置關係，將服毒草性空間移到最後函，立主且將餐廳

的空路明確化，於是作為入口過渡的庭消失了，客車草成為

進門以後第一街?;<:鉤，樓梯位置可草草可後，就像台灣的一

股住宅。這種與傳統相反的記霞，使得家庭中生計性的活

動與休賜姓的活動被分閉，聊天看電視在前面客廳，做家

事吃飯在後誼商房，大大的改變了家庭活動的分布與家庭

的生活方式，甚至家庭內的人際關係。

在完全平頂的住宅徑， ffi申案在一樓高穹茵約客廳 ( 一摟

住宅)或二樓前詣的~申項重重。但紙要有雙斜星星間存在，軍申

~一定被放在有斜潰的空憫之下，也說是「祭挖空路必tE

斜展蓋亞之下 J .被清極的修正成「斜屋茁下必然是祭紀空

問 J .當然，對外型與立雷的要求更加地鬆跑了。

在軍區選1日φ，上述的空間鞠係被壓搞成橫向的長條形

一 1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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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國18 )。由於寬度足夠爾問並刻，變成與11不闊的

空檔結構。類型11還能在外翅的閥門或F~街上維持對稱，

選12划內外部無法維持對稱了 ( 闊的 ) 。

在類製13中，由於土地齒j分的結果，部份住宅為了也

將題，紙好將哥哥口朝向後閱或值I)邊的道路，放棄了縛統

朝向。朝向改變的結果，造成北風迎商，紙得終R門窗

閉 o

(;.)渴稱力量的消長

為了將這些不間類型住宅之特性作一個誌較，以便看

出在一個特闊的串串化軸上，它們背後福構力量童的消長，我

表5- 1 ~臣表5泊爾納成表 6。

縱軸7lJ出約24點特性，分別屬於本研究定義的 f形式

f 空間結機 J 0 核較表示沿著演化過程先後出現的不

完類裂。每一種住宅類型研具有的特哎，我們用 f O

表示;當轉化成下一倍類型時，有些特性被局iJlI放棄或

沒放棄，我們為 f e J與 f e J表示;有些特性在轉化

應新條件而調整，我們用 f 'J 表示 ( 譬如當二樓出

，祭車巴空閑自一樓正層單移$IJ二樓，是 f祭紀~間位於

吾吾位置 j這傌空崗特性的認整)。

於是由衷 6左邊的( 1 )中，我們可以看的不同特性

業的先後( f e J 出現約先後) .以及新特性出琨約

(f O J 出現的先後 ) 。

然後我們將表5- 1-5 - 13各個特性背後的搔構力籃錦

表6約最右邊一總( IT )中。關蛤一總是原來控制造
的力遷，其右邊一欄則是造成特性消失或調擎的新

如能一來，我們可以自左半郡的符號惹出特性在什

被改變了，主主且對照出是什麼力麓的鑫退或興起畫畫

的改變。

表 6的下半部(Dr)中，我們再將每一種類型中，

化的特性列在下筒，主主表示出在這一般時筋，是什

置在蛻變、衰退，什麼力量蓋在出攻，司在這成特蝕的變

iP將表6 右半部 ( IT )的內容轉摸到下半部( ill ) )

裡，我們可戲看出在一個時間輪上，整個澎湖合技

式及其空閑結構的轉化，究竟是那些力量在消長。

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些琨象出來:

候增加或放寰的先後( I ) :

f ;71-型意象 、 立函 、 高度很劍 、 長寬尺度 j 等與傅

"有串串約特住在很早約階段就被修正或放棄了。

高度限制 j受制於風力，在營建技衛突破之後

解放外，其他三點都有很大的f韌性 J .也戲是

它們都很早就被修正或為鄧放棄， j旦鄧持續l'U後期才

消失。

也) f 軸線 、 報向 、 祭肥空聞為斜屋富 ， 祭制巴空憫的位

家庭成員寢室的格對位屋里 j等傳統特性持續到很晚才

發生變化，這些特性多半與傳統的倫理、風水、宗教等較

深層的巷里總有鶴。尤其 f祭胞為斜殷商j與「祭把位置」

雨點一萬持續到現在仍然被嚴守不放，可克第肥仍是傳統

鑽值中最重要的一點。「朝向 J其竅一直沒有改變，等到

最後產權分割後，因為墓地的限制才使它不得不改變。

(3)f 天井 、 庭 、 側門 、 廚房位置 j 等與空防結構有闋

的特役，都在中期大約詞一個階設消失。新釣價值觀(衛

生k 、 門茵 、 空路戳念 ) 與其所造成的使賠方式 ， 在新的技

鱗條件支持下，造成了傅統合院“去掉天并" ，“服務性

~間也前往後移"等變革 o f 門底 、 樓梯與浴即位設 J 等

特色的消失以及「客路、二樓、 ER務性空崗位誼、餐廳 j

等特性的出現，都是伴隨上述變革前發生的。

2.磁構力聾的變遷 ( IT ) •
整個轉化的過程，基本上我們可以看成是一個對質質

還壤之價倍畫畫約變遷，在新的營建技術與人口土地l!f力下

，不斷頭道作用的結果。影響這按住宅形式與空摺結構釣

力量，可以歸納成:

(l)傳統的:

@母文化及其~筒形式價值綴。包括風水、宗教與

偷聽;對住宅形式的觀念;象敏符號的意義。

@自然條件。包括地形、鼠、自照以及母岩、土壞

等資諒。

@農業。由自然條件衍生出來的生;;It方式與生直是紐

綴。

@營愁。由母文化縛來的營造方法，在新環墟中與

當地材料結合而成的營建技衛。

@人的生物屬性 o包括人體動作對環境尺寸約基本

要求，對透風銀光等物理條件的要求。

@家庭及生活使用。在特定的文化價f直觀與產業緣

件下所形成的家庭塑蔥、家庭經濟、產權繳承與

分割方式，成員相對地位鞠係;更還要的，是由

其所衍生出來的使用與活動。

(2)新形式的 :

@傅草草及其~悶形式的價值綴。包括對衛生與門關

約要求，對住宅形式與空潤的新觀念。

@營態。由傳播ffij來的營建技街。

@人的生物屬性。包括在新價值影響下，產生約對

通風採光等條件的新需求。

@家庭及生活方式。包括在人口/土地魔力下所造

成的鑫撥分割方式;以及受了新舊車念影響後所形

成的使用與活動。

3 在時間軸上的消長 ( 亞 ) :

我們將表 6第( I )與( IT )部份的結果綜合起來，
也一個轉間軸的角度來觀察，可以歸納法(亞) .並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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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館始時候的形式與安間結構轉化 ( 類型1- 是 ) •

自然生態條件及其生產方式防衍

需求下，使得一些與“外表形式..有關的特性先

(21接下來的姥期 ( 類型5 - 6 )開始有一些新的觀念

與技術被引入，在與縛統價值不置若突的狀況下並行不停(

創新的衛生觀念產生了浴室草廁所，在蜜的風水觀下被安

在右廂房;例如新的技術產生了三樓，但仍維持傳統的

鬧安排)。

(3)當外來的新領鐵 ( 衛生 、 門閩 、 新的形式與空間觀

~)及其伶隘的使用方式，在技有可條件的支持下大量引入

(類型 7 - 9 ) .傳統價備中不但與形式有關的部份被

變了，比較深層的風永、倫理等觀念，在與新價值街突

，也被寇斯放棄。不過，不與新價值衝爽的傳統特妞，

然被保留下來( i月如衛生與內題的觀念使服務性空詞後

，造成「廚房在右廂 J與「浴戚在ti紹」的風水觀念被

，但「軸線 J、 f朝向 j仍然被保留。)

(41最後的階段 ( 類裂10-13) .當人口/土地的壓力

呵近到臨界點時，速傳統的比較深層的鼠水、倫理等觀

被迫放棄了(如軸線、朝向)。

簡單的說，我們可以看出形式與空間結構的轉化有如

的趨勢:關始時是母文化原裂主E生懷與產業造成之使用

求下，傳統「外製 j先作了調整，位傳統的深層價值(

虫、倫理、宗教)不受影響。後來新觀念的傳播使得縛

的深層價值中與新單單念吾吾突者被故藥，不吾吾突者留下。

當人口/土地壓力達到臨界點，連部j迫不衝突的深層

很候也失去作用。

風水、倫環、宗教等縛統深層價值有關約特性(如

:Ii!閩、朝舟、軸線) .在形式與空間結構的轉化過程

似乎扮演了一種核心的角色;技術性、服務姓、人口

地聽力等因素扇然是變遷積極力量，這些深層的 f核

性 j卻是最穩定、最具有恆常蝕的。

論

吋祿/形式模型

.模型的提自

接五約討論，我們可以將這些影響形式與空問結構

，分成六大頰，每一大類又可分成若干小類與若干細

(2)文化及其空閑形式價值觀

(j)JJ;l文化及其空間形式須做戲:

(AI空間觀念 ; 包括比較形而上的鼠水 、 宗教 、 倫

理。

他i形式懿念，包括一練住宅應該有的外形意象臥

及外表的國結所傳達約象徵意義。

@外潔的傳播及其新:Ii!筒形式價值觀:

(AI空間觀念 ; 包括住宅入口肉面所顯示的 “現代

..或“氣派"，對整齊、乾燥、清潔等事醫生的

要求。表現在客廳(起居室)、浴閩、廢房、

餐蠻、謂是見、麻將桌等單時空摺機能的分化與其

位置的安置上上。

(BI形式觀念 ; 包括新式樣的住宅外形等 。

(31產業 :

包括生產方式與生產組織。

(是)家庭及生活使舟:

@家庭規模;鄧家庭型態與其人口數;為核心家庭

、三位幹家庭(折衷家庭)。

@家庭的經濟能力。

@家庭土地產權的分割與總承。

@家庭中成員個約相互地位關係 o

@家庭中日常生活的使用與活動需求。

(5)營建 :

@構造技稱:包挖傳統的法重繼夜山草書梅、加油毛

直至釣尺二磚平頂、 RC控樑系統等。

@材料﹒包諮姥結石、玄試岩、杉木、水泥、鐵筋

等。

@匠師營建法且Ij :包括文公尺上的尺寸縈忌與其他

傳承的規制。

(61人約生物屬性 :

@人體約動作需求，包括各種活動所需要的空筒華

本尺度。

@通風採光等建築物理要求。

我們根畫畫本研究調查討論的結果，將這童基因子之潤，

以及這些因乎與住宅形式及其空間結構的關係表琨成表

7 -1 0

我們發現土壤的RelY;力、降雨量是、水源或地下水位、

日照，以及海洋中釣魚類、蝦蟹、貝螺、海菜等生物，造

成了學自耕作與「討海捕魚」的生產方式與生產組織;這

種產業型態決定了核心或折裘式的家庭約規模與其鰻濟能

力、影響了住宅的尺度大小;其處在東作物所需要的曝驕處

理以及住產工具的修補等工作，影響了家庭的生活使用與

活動，進哥哥影響了空闊的分化，梅對位還與屋頂的形式。

日照、鼠、溫度、梅雨等忠于決定了家庭中各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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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均與活動，對遮盔、透風或紡風避雨約要求，影響了合

銳的天井、抱慶等平蕊幾何形式與空調分化。土地約資源

自l透過了土地的分部繼承，影響了宅地的尺度大小。

倫理的觀念決定了家庭成員約地位關係與產權分割繼

'間接影響了空蹋的總對投鼠、平面幾何與尺度

另外，澎誨的自然資諒所供給的~描石建材影響了住

宅的形式;風水觀造成的營建法且Ij決定了尺寸;新的通風

挨光要求調整了住宅的高度與房弱的大小 . . . · 0

最E重要的，特定價值的空間與形式觀念所形成的空間

思考語言(原授)決定了房子的外形(平面幾何、尺度、

高度、立函、屋頂)與空間掰係這裡面比較可以清楚分析

出來的是鼠水觀念影響了幾何(合院天井、中輯對稱等)

、朝向(坐山毅鳥、坐北朝稿)、1J'.隨相對位霞(左青龍

白鹿等) .宗教觀影響了空摺分化(神案移到二樓)與

對位置;門前與衛生的觀念影響了客麗、浴騙、餐應等

悶的分化與鷗係位援...。當然，對位屋外形的意象影

i了這個原型是斜潰的合院 ， 還是長條形的透夭廢 ; 也影

「立面約motif。

其中家庭與生活方式中約“使用與活動"一項，一方

為產業所造成的使用需求哥哥影響了形式與空閑結構;

方jjjj新的形式空詞觀念造成的新住宅形式卻也反過來

了使局與活動(譬如新敏念使得服務性交隨後移，改

P家庭活動的分佈與使用方式 ) 。

表7- 1顯示了涵構與形式各個細項筒復雜的作用，為

出Jl!:清楚的陽係'我們將涵繼各個總項合f并成小項，

表7-2 .以求得更一般化釣涼刻。

們發E是8然聽于中除了「地形與氣候 J (弱照、風

影響了住宅的高度和朝肉. r 土地的資源 j 限制了

E庭模的分\Ill與繼承 j 之外 ， 其餘的 「 資源 J 與 「 氣

:子多是透過「生;;Ii方式與級議 j去影響「家庭及生

再影響到形式與空閑結構、「文化及其價值觀

給了「倫理競」影響的「家庭成員地位與分割緣

風水線」造成的「匠皇軍營建禁忌 j以及 f衛生觀

的「通風直是光需求 J .影響了尺度形式之外，多

原裂孺影響形式與空闊結構，其中的外形芳、象

了住宅的外表形式、1J'.聞觀念卻向轉影響了形

。

寸表7-2的關係表示成表 B的涵樣/形式模型，

例假設模型，這些因子實為一個系統中的共同運

，~藍形式及其空間結構的，一為「文化及其價值

1下來的空間思考語言一一原裂 ， 二為諸國子共

:的新涵構力量達。在澎獄的伊j子. r 文化及其1J'.

R報 j 可分為原籍地母文化所帶來的傳統價值與

日後台灣縛播進來的新領艘，都是由外地移入的。因此我

們將「文化及其價值J與自然綠件一樣視為獨立的蘭大恆

子，也是最基本的兩大力盒，其他的均為中介扇子，受申j

於這兩大力量。其中 f營建j之「構造技衛 J與 f人的生

物崗位」之 f動作需求 J是中介園子中較獨立約兩項，但

是 F構造技街j雖然不屬於價值觀的範闕，卻也是髓移民

或傅播而來的技衡;而 f人的基本動作符求 j也多少受文

化價值戳對空間看法的影響。在這倒表中，我們可以清楚

的看出磁構力靈各函子的種類、細項與其間的廚級或互相

依存關係。

2.在時間的輸向上糢製的變化 :

從一個形式轉化約時間向度看，表8的發型有些什麼

變化呢?我們將澎徽合院形式及其空闊結構發展的各個階

段中涵構III客的獨係，分別以表7 -2的簡化形式表示出來

，再轉搜成表 8涵構/形式模型;表9-1與10- 1表示第 I

、宜階段的獨係與糢裂;表9-2與 10-2表示第噩、 IV階段

的鞠係與糢型;裘9-3與10 -3昂l表示第V、 VI階段。

在表9-1中，我們發現在傳統合院的第 1、草階段，

母文化的傳統價值觀決定了原型，豈宜旦與當地的自然條件

透過;;Ii業、家庭及生為方式共間影響最後的住宅形式及其

1J'.詞結構，我們將主要的力鼓影響在表10- 1中用粗線表示

之。

在表9~2中，我們發現傅撥帶來的新價值觀加入了涵

構III子的運作模式，療型是傳統約價值與新價值共街折衷

的結果。新的民C構造技橋的影響力增加了. r 傳統價假

報」對「家庭成員地位關係 J以及 f產業 J對「生活使m

J 的制約力相對的不如從前 ， 表的-2是3幸運作的結果 。

在表9-3與10-3中，也就是最後的階段. r 傳播前來

的安街與形式犧 J主*T住宅的原型。因為構造技術的突

破，自然限制條件(自熙、風、地形)對形式的如約力變

得十分微弱，唯獨「土地資源的限制 J在人口聽力下突顯

出來，影響宅地的尺度大小、傳統領值對家庭的影響也逐

漸消失了。

從表10的三倍糢扭扭，我們可以看出涵構/型式模型

在時間的向度中，對應著形式與空閑結構的轉化所作的總

道，並且相應了第五章第三節最後的結論:總始終是母文

化原授在生態與產業造成之使用需求下，傳統的外型先被

調整，後來新觀念的傳播能傳統觀念折衷的結果，部份縛

統的價倍被放棄;畫畫後目j完全受制於新約價值觀與人口/

土地的壓力。

{斗總結

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在於:

1.對澎湖民宅所作的分類(閱 7 )。

故照形式與空樹結構的定義，以及時間出環約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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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第 i 、 III階段洹構/形王先勝係國

費挺直生間好話

人的主物屬性

a切
身
佳

人
的
金
錢

體

:(信「師

:一一口L一一叫盟主型生

E支 援……-…… 及止店;祖祖

表10涵構/形艾闕係付變還

將澎湖的民居住宅依六個月發展階段，

製及其次要變裂。

2.建立形式與空間結構的發展脈絡 ( 屬8 、 軍事1日 ) 。

並且，我們發現這個發展基本上:

(1)是一個合院瓦解的過程，也就是對:天井、車曲線、

對稱、空間相對位置等縛統合拉克特性的逐步飲業。

(21呈現著一種多線演化的關係 。

(3)在演化的最早階段是 “腐房平演化"

;然後是服務性空間(廚房、浴翩、餐廳)的分化與位農

由前到外到後的改變;畫畫後是土地當l分方式所z量成約墓地

限制的變化。

一 1 16一



一 1 17一

的空崗恩考語言(原型)

設 1 :林會承及鞠麗文所稱之 f學 J應為「庭 j之誤。

註 2 :做成倒吞破的原因除了好意之外，或謂遮鶴，或謂

棺木抬出大何時轉向方便。

註 3 :根據工匠口述:tx.青龍，右白虎;育路怕水，也虎

怕火;故位台在在，浴Jllij在右。又白食為最大，左

大右小，故食在左邊。

註 4 :訪談時居民或調興建住宅，往往歷經三代﹒祖父存

錯，父藐哥哥質或採集建材，到兒子才興建完工。

註 5 :山是靠背，背後均勢吾吾高;間是水、或誨，或:lJ<詞

地。

註 6 :澎湖傳統合院式住宅的甚至寬約9 . 5- 11 . 5血。後來

發展出來的各覆形式甚至寬有維持此一範圓的( 1 倍

) .或為其V2 ( ~店倍) .或為其%(%倍)。

傳統住宅的流行表環在外表的形式或立頭裝飾上，存

天的流行已經深入到:lJ<凋結構與生活方式之中，傳統形式

所受到的實質力量，如氣候與技手持限制在今天都被克服了

，取而代之的是人口密度，土地壓力，分鐘管做法令，進

償等新的限制，傳統的非實質力蠢，如文化與傳統價值，

舟天被新的流行續值取代了。在一個新的實質與非實質力

讓中，實質環坡的工作者如何掌皇軍各種涵構條件，塑造穩

定而畫畫切的民居形式，是我們令天研茵臨的最大課題。

吉主釋

自然附件、文化及其價績為兩館設基本的筒子，產業、家

庭及住宿使用、人的生物E靈性、營建為中介扇子。在一個

變攘的過程中，最早的時候，來自母文化的價儷觀與自然

條件既衍生出的農業、家庭及技活方式兵有決定的力壘，

現在則是外來傳播的新價{直觀和新技術決定了新形式。

在這次研究調查中，我們坊敏的感受到鑽值變遁的力

章。傳統的價值與其他的磁構力最經過長期的制約'J1lr't

出來的是一個成熟約原型;我們也看到了這種合院住宅形

式與生為使舟的高度契合。新的價銷受到縛播力麗的影響

，除了新的使賠需求外，還有許多是屬於「縛偽 j或「流

行 J的範蟻，這些「流行 j的力量隨著快速約傳播工兵而

來，卻沒有足夠的時間與當地的條件整合。於是我們看到

的新的原型呈現出一些不稽定的式樣，在使用上更顯露出

許多的不過切(臀如家庭中生產性操作空間與時存姓空間

所帶來的觀濕或零亂，與客麗的問函功能發生了衝突;曝

晒作物改在二、三層樓的屋頂，餘了必須經過一連串私密

或聯霉的:lJ<筒，更失去了與財存、操作空閑的近使性

)。

頂間房

! I I
一→﹒外卅一井咕咕堂

I I I
樹廚房

(4)是空間體驗順序 ( 客盟軍 、 兩申 盼撞車 、 服務性發闊的分

)約變化;以及在 F外 J與「聽 J之間的:lJ<

(過渡性:lJ<間)由少到多到無的改變 o

(5)是傳統合院的空間結構也筒荷繁再到瓦解 ， 自私密

頂一室主一闖

一→/
﹒外一聽一間一餐商浴

(6)隨著 「 庭 」 這個核心空間功能的逐顯消失 ， 家庭在ι

、生計、休閒活動是一種合一至5分化的過程。

3.找也不肉類型的住宅在轉化峙 ， 其形式與空間結掉

特性 J放護或增加的先後，以及相腺癌構力蠶的消長(

間房

I I
外一- 11一一廳堂

I I I
闊廚房

(11基本上 ， 形式發闊的薪嘗價值觀變化是影響變遷最

婪的力壘。

(2):tE變巍的過程中 ， 技街棍 、 服海性的形式與空樹特

做是最具變動性的:象徵性的形式與空間特性(祭紀空間

報肉、軸線)則較具包常性。

(3)與傳統 “外形" 有關的特健在最早就被修正了 ， 但

它們多半具有很大的韌性。

(41新的:lJ<悶偎值觀念 ( 門頭 、 衛在 ) 造成了 「 客廠 、

二樓、服務盤空閑位霞、餐廳 J等特性的出攻，並旦造成

「天井、搓、{臨門、廚房位還」等縛統合院特性約消失。

(5)與傳統嵐水 、 宗教 、 倫理等較深層的空間觀念有瀚

的特性多半持鑽到敏銳才發生變化;這其中「祭肥空潤的

位設與其屋頂形式 j持續最久，依序寫朝向、軸線等。

(61從一館時隨軸上來看 ， 形式與空闊結榜約轉化 ， 話唱

詩是母文化}車型在生態與農業造成的使用需求下，傳統

型先被調繁。然後是新的價值觀使得傳統的風水等較深

的設防競念與新價值衝突者被放棄。最後在人口/土地

到這臨界點峙，與新價值不吾吾突的特性也被放棄了。

ι按自形式/涵構調係的觀念投模型 ( 表 8 ) .並表
自在動態的變遷過程中，模型的相應調道(表10 ) 0

在這個模型中，我們發現形式的決定來自前代累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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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7 :澎湖近數十年來錐然人口還往外地謀生者日多，但

是他們仍然擁有趣曆的繼承權。由於每練住iB約產

權所有人數不斷增加，因此單位總承人所擁有的土

地愈來愈小。在小他角、瓦鋼等漁權條件不佳的聚

落，人口外流鍛畫，大都份的房處得以保持完整。

在赤波、古貝、內按、外搜等漁獲較佳約聚落，人

口外流較緩和，雖然仍有相當數量量的空鼠， {旦大部

份的房子都有三代以上的子孫，一般傳統的合院若

嚴格的軍事起來一個人分不到一問房悶。

註 8 :照當地居民的設法，神功若在樓下，會被樓上婦女

約胸從神切的頭頂跨過，如ill::是不吉祥的。

註 9 :傳統合院正身與扇房為分庸置的結構鐘，正身的 t起草書

下恰好作為棚內。現在的住宅為一個樑往約結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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