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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basic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researche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using of architectures aiming at

having a general analysis and specific discussion on the practice and reuse of historic architectures in the Japan’s reigning period in

Taiwan. It attempts to analysis the problems that explorers faced the relative conserving rules and what the methods they can use

when they actualized the plan of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reusing during the Japan’s reigning period, and generalize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the interior decoration materials and technique methods of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during the Japan’s reigning

period. By comparing it with cases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the relevant statutes from Taiwan and aboard to prove the

countermeasures in the essay, and generalized the using situation of the building’s interior materials. I only do conceptual

description in the singularities of the study of building material. The main point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ld architecture

and new materials, without pertaining to the material components and instrument probation. The content: 1. The traits of interior

decoration material of historical building during the Japan’s reigning period: The main point is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bibliography and status-quo investigation. It stresses on the distinction of the interior building materials in the Japan’s reigning

period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I collected the samples for analysis and generalize the using rules and distinctions of the interior

building material. 2. The discuss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reusing of the interior decoration material of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The

main point is to analysis the problems that they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reusing the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and how to resolve them. I

took examples to explain how to solve them, and used the digital mock-up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ld materials and new

materi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material, it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renovation of the old buildings during reuse to present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historical architecture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the old materials with the new to blend them in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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