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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磺溪書院是目前台中市唯一僅存的古蹟書院，清光緒年間由地方士紳趙順芳等人籌建，是早期大肚、烏日、龍井的文教中

心。歷經幾番政權轉移，加上天災、戰禍及人為的破壞，早已殘破不堪。幸而在地方人士奔走及政府重視下，重新修復再

現風華，至今依仍保有清代傳統書院質樸的文化氛圍。本研究以官方紀錄和田野調查的方式來探討磺溪書院今昔的歷史、

文昌祭典與建築美學，研究結果發現：磺溪書院磚作建築獨步全台，是本土傳統工藝的藝術瑰寶；已傳承一百二十多年的

文昌帝君誕辰祭典，更是居民代代相傳的時代使命；書院見證大肚繁華的過往，亦與台中海線地區近代史發展息息相關。

希冀透過本研究，提供公部門在古蹟的維護與利用上更多元的視角，讓書院文化資產價值有更大的揮灑空間，並帶動地方

繁榮與生機。

關鍵詞 : 文昌信仰、西雝社、磺溪書院、磚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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