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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應用展— 

古蹟歷史建築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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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家 

 

  
臺北市政府民國 92年 1月 21日府文化二字第 09200501000號 

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 

 
100年 1月 21日擴大古蹟範圍文化資產價值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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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古蹟範圍文化資產價值鑑

定： 

原則肯定中正區南海段五小段 7-

12及 7-14地號土地納入市定古

蹟自由之家古蹟範圍，惟前揭兩

筆地號上建物是否具文化資產保

存價值，則須俟實地進入建物內

再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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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古蹟範圍文化資產價值鑑定第 2次會勘： 

同意將中正區南海段五小段 7-12及 7-14地號土地納入市定古蹟自由之家古蹟

範圍，惟前揭兩筆地號上建物是否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後續將本案專案小組

會勘意見送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供審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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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定古蹟自由之家前側建物納入古蹟之範圍確認專案小組會勘紀錄： 

確認南海段五小段 7-14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20巷 3弄

26號建物納入市定古蹟自由之家之附屬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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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民國 104 年 1月 27日北市文化

文資字第 10430347200號公告變更古蹟定著土地

範圍、新增附屬建築物及指定理由 

定著範圍：臺北市中正區南海段 5小段 7-3、7-4、7-

13、7-18、7-19、7-12、7-14地號，共 7筆土地 

新增附屬建物為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20巷 3弄 2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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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指定理由 

1、 其歷史價值反映自由中國「反共抗俄」時期的時代意義 

2、 建築風格結合各時期的特色，也是五十年代克難時期少數留存至今的建築之一 

3、 愛國西路 20巷 3弄 26 號建物為日據時期臺灣銀行頭取宿舍西北側附屬建築，為保

存自由之家古蹟定著土地所屬建物的完整性，也彰顯臺灣銀行頭取宿舍的歷史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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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府城 

 
民國 85 年「小南門」、「東門」、「南門」 

由學者、專家評鑑並建請列為第三級古蹟 

 

 

 

 

 

 

 

 

 
民國 87 年 9月 3日 

臺(87)內民字第 8787234號公告 

指定為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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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 5月 27日「國

定古蹟臺北府城門山

牆圖案爭議」公聽會 

出席者包括：臺北市文化資

產審議委員、行政院文建會

古蹟歷史建築審議委員、議

員、團體、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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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內容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依據文資法，依民

國 87年古蹟指定時之原貌進行修

復，並無不適當，但古蹟原貌標準亦

並非不可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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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內容： 

維護古蹟的基本概念是不能任由斑駁

的部分毀壞，但斑駁的圖騰究竟是否

算古蹟的一部分?且修復是否定須恢

復最早原狀?以及該圖騰代表意義之

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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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酒廠、四連棟、米酒作業場 

 

 

 
 

臺北市政府民國 92年 3月 17日 

府文化二字第 09200504500號 

及府文化二字第 09200504501號公告 

臺北酒廠為直轄市定古蹟， 

「臺北酒廠」四連棟、米酒作業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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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及古蹟調查表 

 

 

 

 

 

三樓高塔：建造於民國九年，

為磚造三層建物，具有日式風

味的三層建築，屋頂為石綿瓦

片，表面為灰色洗石子，主要

建材為紅磚及水泥 

烏梅酒廠：建造於民國二十年，鋼筋

混凝土造一層建築，有設置遮陽及內

部抽風設施，屋頂覆蓋紅色金屬鋼板 

煙囪：約建造於民國二十一年 

直徑約二公尺，高約三十六公尺， 

以耐熱磚造成，表面為水泥， 

為臺北少見之歷史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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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酒廠之四連棟及米酒作業場，主體結構主要為

加強磚造，開口部及樑帶以鋼筋混凝土樑加強，內

部為大跨距空間，木構架及鋼構架之屋頂形式。 

其中米酒作業場山牆為洗石子藝術裝飾風格，為最

具歷史價值之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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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郵局 

 
 

內政部民國 81年 8月 14日 

台(81)內民字第 8182727號公告為第三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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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8年 8月 18日 

台北郵局古蹟範圍勘定紀錄 

討論事項：1.台北郵局建築物

究係 114號或 118號疑義(民

國 81年指定時，係指 1929年

完成的台北州廳郵局主體建築

為主)、2.忠孝西路 118號房

屋之附屬建物平房，是否屬古

蹟範圍 

結論：1.實際測量確定資料。

並就未登記之部分建物補登手

續 2.由建築師事務所就古蹟

本體資料及其後陸續增建、拆

除之建物時間做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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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民國 94年 3月 3日府文化二字第 09402805800號 

公告第三級古蹟「臺北郵局」座落位置 

修正為「臺北市忠孝西路 1段 1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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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聯總會 

 

  
民國 83 年，該會〈以前稱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建築物〈地點：臺北市長沙街

1段 27 號〉經民政局規劃為「台北市初步建議增列之歷史建物」 

該會函復本所並檢附文獻會碑文抄本： 

其址前身為清末登瀛書院，日本時代改為官員俱樂部，名之淡水館 

光復時校舍尚存，由憲兵隊使用，現已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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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7 年 4月 24日之古建築物實地初勘紀錄： 

婦聯會為日據時期所興建之西式建築，保存狀況良好 

 

臺北市政府民國 87年 9月 1日府民三字第 8704803701號 

公告指定婦聯總會為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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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業銀行舊廈 

 

  
內政部民國 80年 5月 24日台〈80〉內民字第 921648號 

公告勸業銀行舊廈為第三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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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臺灣軍司令部 

原臺灣軍司令官官邸 

  
 

民國 92 年 5月 15日 

建築物保存價值鑑定會勘 

  

專案小組鑑定意見： 

日治時期設臺灣軍司令部，戒嚴後此建物更是警總所在地 

故此建物具重要歷史意義且為政治發展史重要史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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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軍司令部 

為日治時期重要官舍 

、全台灣軍統率機關建築， 

建築結構與外觀保存仍屬完整， 

可作為軍事建築見證， 

主要評定依據為 

「與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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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軍司令官官邸 

戰後為孫立人將軍官邸，後改為陸軍聯誼社，是歷史事件之證物 

1929 年至 1945年乃臺灣軍司令官官邸，為殖民地史之史證 

建築樣式為當時流行的洋館及和館併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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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之家〈含網球場〉 

 

  
臺北市政府民國 92年 4月 23 日府文化二字第 09200507001號 

公告為市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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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反映日治時期上流支配階級

的生活方式及意識形態， 

值得保存作為歷史見證， 

水泥建築為兩層樓的洋房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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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100年 

變更定著土地範圍 

 

 

 

 

現狀 

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統籌

辦理國定古蹟嚴家淦故居、市

定古蹟自由之家、大同之家規

劃修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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