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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治台二百十二年間，台灣傳統書院曾高達六十餘所。歷經日治、台灣光復，今現存十七所書院中，因規制符合和硬體設

施完備，得以被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核定為傳統古蹟書院者僅存十一所，大肚磺溪書院不僅名列其中，更是台中市唯

一現存的古蹟書院。磺溪書院是大肚仕紳經商致富、鳩資學田所創建，無論造型或施工技術均十分精巧，是清末同光時期

台灣眾多文教建築中極為傑出的作品，藝術價值極高，亦是大肚地區重要的文化資產。本研究以文獻分析與田野調查方式

探討其建築歷史沿革與裝飾藝術美學，研究結果發現：磺溪書院建築不論匠師的嚴選或是選材、建構與雕飾，均極為精巧

用心。整體結構力學表現卓越，多處可見大膽與創新；建築美學則以壯觀華麗的磚作獨領風騷，被多位專家學者譽為台灣

清代建築中最優秀者。其餘屋頂組合豐富壯麗、脊飾古典優雅；木構架技法創新熟練、木雕繁瑣細緻；石作造型古樸、石

雕線條簡潔；書法、彩繪沉穩脫俗、精緻靈活，整體的藝術表現同樣為人稱道。今日，在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磺溪書院

才得以從廢墟中重生，重現它百年前的風華。希冀透過本研究，提醒公部門善盡管理與維護之責，結合文化休閒旅遊盛行

的風潮，發揮創意與巧思，適時推廣磺溪書院建築美學，重新開啟古蹟新生命，進而促使地方產業的活化與振興。

關鍵詞 : 磺溪書院、傳統建築、木構架、磚雕、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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