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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鐵道做為一種文化資產的保存觀念逐漸為人們所認同與支持。台鐵亦將多處列為古蹟、歷史建築，許多舊車站陸續

推出改善計畫，此時追分車站卻未獲得青睞，本研究嘗試以文化資產保存的價值性，透過車站建築的特色，結合空間再利

用的理念，探討追分車站整體文化資產可運用之方向。 本研究藉由文獻蒐集、實地調查、專家學者半結構式訪談、遊客居

民結構式訪談等蒐集資料進行質性分析，據此研究結果歸納提出：車站為當地重要交通工具，地區以此為發展據點，站體

古蹟建築可轉換為歷史美學場域、教育學習的功能，而站區空間規劃為社區公園、觀光休憩、婚紗攝影景點，倉庫利用多

元方向為購物、餐飲、展示、閱讀中心，稀少的硬式卡片車票不但具紀念性，也帶來無限商機，結合在地節慶活動與周遭

觀光景點，開發當地旅遊行程帶動文化觀光。以此運用方向及建議供各界參考。

關鍵詞 : 追分車站、鐵道文化、再利用、文化資產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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