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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礫石牆基

以改為類似N字形排
列，探坑編號為P1～
P4。2020年10月8日
開工，以人工層位發
掘。
試掘這4個探坑時，
在北端的 P 1探坑內，
發現一區正方形的紅
磚鋪面。根據紅磚的
形式，判斷應為清代
建築結構。因此文資
處李處長希望我們加
開探坑，擴大發掘範
圍，以追蹤遺跡的分
布。經過 2次擴大發
掘，最後一共挖了9個
探坑，發現幾處屬於

不同時代的現象，以下分別敘述：
方磚鋪面
方磚鋪面出現在 P 1探坑，有 6塊完整的方

磚，另有5塊部分殘缺，方磚為正方形，邊長
為32cm，為清營造尺的一尺，所以稱為「尺仔
磚」。據李乾朗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的說
明：「一尺見方的鋪地磚，厚約2cm，是臺灣最普
及化的鋪面紅磚。使用時可鋪成棋盤格，也可鋪
斜格子，多用於室內或步口廊（屋簷下的走廊）。」
此外，位於P3、P6與P4的類似鋪面已嚴重破壞，
只剩下大堆殘磚。
六角磚鋪面
在發掘區的東側，P7探坑的範圍內，發現一區

六角磚鋪面。有8塊完整或略殘的正六角磚。磚
的邊長為 20cm，對角線長 40cm，對邊距為
34cm。據李乾朗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的說
明：「由六角磚所鋪成之圖案，有如龜殼，象徵長
壽，所以較高級的建築常用之。」
溝狀結構
在方磚鋪面區與六角磚鋪面區的北側，有一道

以磚砌成的溝狀結構，磚長約32㎝，寬約22㎝，
厚約4㎝。這種磚的主要用途，一般是用來砌成
「斗子牆」，就是將磚砌成斗形（如中空的箱子）之
磚牆，中間填以土埆、卵石或碎磚，也有完全不
填的「空斗牆」。另有以3塊磚圍成的結構，用途
可能是立柱子。這道溝狀結構的走向為磁北108°
（東偏南18°）。
根據黃俊銘、李乾朗教授的臺灣府儒考棚復

原圖，可知我們這次試掘的地點應在考棚的西廊
部分。溝狀結構的走向與考棚隔間的方向大致
相仿。因此以上這3個現象，雖然保存範圍不大，
但從材料、形制和走向看來，都很可能是臺灣府
儒考棚的遺跡。
礫石牆基
礫石牆基位於P1、P2、P7、P9探坑，表面深

度較方磚鋪面深20cm，在當時的地面以下，共
有2道呈直角相交，其中1道保存較好，是在兩
列巨礫之間，填塞了許多中礫與細礫；另外1道
已被拆得七零八落。這種結構通常是土埆牆的牆
基，築在地面以下，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潮。從材
料上看來，這道礫石牆基比較像是民宅的地基，
而不像是官方的建築；但它的走向卻與前述的溝

狀結構相同，所以可能也是考棚的一部分。
日本磚牆基
疊壓在方磚與六角磚鋪面上方，有用日式紅磚

砌成的牆基，尺寸為23×11×6cm。判斷是日
治時代的建築物，或是光復以後眷舍的建築殘
留，而以後者的可能性較大。
磁磚鋪面
瓷磚鋪面位於P3與P4探坑，由水泥與八角紅

鋼磚鋪面構成，為民國50–60年代流行的建築
式樣。
這次在大屯郡役所的試掘，好像開闢了一條時

光隧道，我們看見了清末、日治時代、光復以後
各期的建築結構，層層的疊壓在一起，各有各的
特色。由於擔心會影響大屯郡役所的修復工程，
也為了保護遺跡，所以暫時回填覆蓋，未來還會
再次開挖。到時候將會設置屋頂、圍欄、解說牌
等裝置，開放給民眾參觀。   

新世代反毒策略：以人為中心，追緝毒品源頭；以量為目標，消弭毒品存在。

1885年臺灣設省，首任巡撫是劉銘傳，他把臺
灣府城設在臺中，並於1889年開始建城。但

在劉銘傳去職，邵友濂接任巡撫後，就下令停
止築城。當時城內已經建好「臺灣府儒考棚」，
可供全臺學子來此科舉考試，沒想到只用過一
次。1895年日本佔領臺灣，日治初期臺中廳政府
的公務員因為沒有廳舍可用，就在考棚內辦公。

1913年開始興建「臺中州廳」，做為臺中州的辦
公廳舍，並拆除考棚的部分建築，但仍有些單位
留在考棚中辦公。1924年才把考棚的建築主體全
部拆除，並把部分梁柱移到現在臺中市西區民生
路39巷內重建，作為警察俱樂部使用，一直留存
至今。2019年「臺中州廳」被指定為國定古蹟，而
移建的「臺灣府儒考棚」被指定為市定古蹟。

1920年臺灣總督府重新劃分地方行政轄區，
其中大屯郡隸屬於臺中州，環繞臺中市外圍，轄
域包括臺中市的大里區、太平區、霧峰區、烏
日區、北屯區、西屯區、南屯區等，但大屯郡的
行政機關「大屯郡役所」並不在轄區內，反而建
在「臺中州廳」旁，大致上就是「臺灣府儒考棚」
原來的位置。「大屯郡役所」共有三棟磚砌的建
築物，分別為西棟、北棟及附屬建築，光復後
曾做為「憲光七村」眷舍及臺中軍中廣播電臺使
用。2006年及2013年公告「大屯郡役所」為歷史
建築。

2020年臺中市政府啟動「歷史建築大屯郡役所
及臺中州廳附屬建築群修復及再利用工程」，一
共要修復7棟歷史建築及1棟現代建築，希望透
過歷史場域的活化，展現城市特色。於是臺中市
文化資產處的李智富處長找我商量，能否藉著修
復古蹟的機會，進行考古試掘，希望能從地下找
到考棚的遺跡。我認為不妨一試，就答應了。
試掘之前先要選擇地點。我與修復古蹟的團
隊討論，要挖在不影響交通動線、不會破壞古
蹟、地下沒有化糞池，以及由考棚位置復原圖
上看來可能的地點，最後決定把探坑放在緊鄰
大屯郡役所西棟的東北側一帶。原本想挖一個
4m×4m的正方形，可以分為4個2m×2m的
探坑，呈田字形排列。但因可能妨礙交通，所

臺灣府儒考棚的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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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方磚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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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發掘區空照圖

圖4 溝狀結構

圖3 六角磚鋪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