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度間的時空漫遊
複合式藝文展演古道

當年輕靈魂注入老舊軀殼，凝聚舊城區市民生活文化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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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柳川古道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257巷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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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性質分析 傳統藝文分布



透過再現過去已流失的中區文化，讓歷史文化

從靜置的時空解放出來，重新進入人們的生活。

結合日治時期興起的戲臺、喫茶文化、膠彩畫、漆

藝的傳承，保留舊市區的時代記憶與空間特質。

增加鄰里間的互動，並納入後疫情時代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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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架高廊道



         

   

新增地下廊道

          

          

          

          

  

            

分區動線規劃

      

      

    



設計概念

層 引 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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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川古道就像是一座被城市孤立及時間停滯的孤城，席捲

而來的疫情，讓原先就鮮少互動的鄰里之間更加封閉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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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的方式重現戲台文化，作為人們的心靈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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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透過從小身處的環境，以自身能力傳承柳川古道的歷史價

値，並參與活動工作，共同延續古道特色，建立社區歸屬感。

社區生活記憶對於一個人的影響深遠，都更改善了他們的

生活，但並非是他們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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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流傳

 解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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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滲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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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柳川古道周遭的四大文化-膠彩畫、漆藝、映畫館、喫茶

館及其餘紋理特色，將文化滲入當地居民的生活中。

中區復興改善了部分沒落的區域，但未改善的區域反而拉大了中

區的差距，老舊社區中仍然存在著空屋問題、發展的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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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 技藝展示體驗館 地下廊道

架高廊道

主院落 喫茶館

小農市集
映畫館 古道

架高廊道糕餅體驗館



遊客中心戲台 黑膠唱片行 喫茶館 映畫館戲台 戲台

架高廊道

古道



喫茶館 糕餅體驗館



向度間的時空漫遊
Spatial and Temporal Wandering Between Dimensions

謝謝評審老師，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