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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資料： 位於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業主為仙葉旻茗茶許先生，樓地板面

積95.26 m2，完工日期2014/1。

小農舍再利用的視野—
眷茶屋

摘要：

綠，是建築當代的不得不然，而其趨

向的途徑卻非必然。此作品以1.結構效益：

新舊建物生命週期延展之經濟性；2.構造對

應：考量輕量、循環、生態、風土之環境

性；3.材料經驗：自然素材操作與感官內化

推廣之身體性；4.人能依附：多主網絡的運

營能量之社會性；5.產業深化：發展茶美學

為永續價值基礎之文化性；來開展一種「地

方知慧型低技建築」的新綠視野。

一、脈絡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村民九成以上靠

茶相關產業維生。2009年的莫拉克風災，重

創了社區剛起步推展的茶文化工作，幾經休

養生息調適再起，2012年社區蓋起了燒製茶

具的陶窯；2013年設計者帶入「將茶屋視為

最大的茶器」概念，開啟茶屋的興建歷程。

「太和村幅員約25平方公里，海拔900-

1600公尺，有11處聚落。基地位於海拔約

1300公尺的樟樹湖地區，平均氣溫夏季21

度、冬季10度、春秋季約15.5度，年雨量約

2500–3500毫米，濕度約為60%–80%。

風向情形則較為複雜，此區因四面環

山，風由位於東北方的山谷吹來，南向來風

則因被山脈擋住因而會順著山谷迴旋形成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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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吹入。再加上基地之東側緊貼鄰房，南側靠著山壁，僅有

北向與西向開放，因而基地微氣候之風向特徵大致為白天吹

東北風，傍晚則是西風，但其間日變化較大。

       

二、風的對策

此處濕度較高，保持高通風率為防潮重要對應措施，同

時考量室內與戶外景觀之關係性，以及此半公共性空間之開

放性，在牆體上採取兩種作法。北向牆面因應白天山谷所帶

來之東北向風，全面設置能向東北開闔之大型垂直百頁板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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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開舊盒子，讓光線與氣流替位居多霧區的茶屋除溼

2.茶屋配置圖

3.茶屋一樓平面圖

4.茶屋剖面圖

5.  PC板屋頂搭庭院配落葉櫻木，構成冬夏宜人的外廊

6.室內暗處適度引入天光，配合舊有遺構保留與歷史物件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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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氣流，並可於東北季風來臨時進行遮阻。

西向牆面因應山谷迴流以及微氣候在傍晚所

帶來的西風，在木結構框架內大量採用竹條

編織之通透壁體，並且藉以將西側庭院之櫻

花樹景帶入室內。北向與西向牆體之作法，

除了環境景觀考量外，使東北風與西風能貫

通屋內，在透過自然風帶走濕氣上頗多助

益。

三、光的對策

原有舊豬圈因作為廁所與儲藏室用，空

間低矮昏暗，此次改建除了全面更新平面使

用、局部變更補強原木構造外，拆除舊屋頂

僅留下手工削製之原木椽，改施以高挑並延

伸至外廊之大屋頂。屋頂外緣1.8公尺寬的外

廊頂部使用透明PC板，在屋簷高度以及屋頂

材質上改善採入之自然光線。

舊有煮豬菜的大灶與煙囪，視為對豬圈

的記憶象徵而予以保留，灶鍋的部分因應女

主人的插花興趣，轉用為插換各式植物的大

型水盤。因應煙囪的保存於屋頂設計採光之

屋突，一方面改善室內裏側之採光，同時也

提供紀念物與水盤植物之低限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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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與綠的對策

建物受限於基地環境限制會長時間西

曬，在透明和抬高屋頂引入光線的同時，也

要遮阻熱輻射的傳遞。設計增建了整體活動

空間至西側庭院旁，形成1.8公尺寬供茶窯活

動使用的外廊，利用庭院由南至北既存的兩

株狀元紅常綠喬木、三株吉野櫻落葉喬木及

一株基地外的櫻桃樹，替長5.5公尺的透光外

廊於夏季下午提供遮蔭、冬季則保有充足的

陽光。

主屋的部分則設計高海拔多霧區所適

用之綠化屋頂，透過屋頂植物來阻絕西曬所

積蓄之熱輻射傳遞。一般屋頂綠化常面臨植

物根系、覆土載重、漏水等問題，然而此處

的環境條件為這些問題提供了解決契機。由

於樟樹湖以終年雲霧繚繞成為著名的茶區，

因而也隨處可見喜好潮濕的苔蘚植物；苔蘚

類植物因無維管束而體型甚小、無真根僅有

假根、無須覆土即能生長，又具有強大吸收

水分能力，比起他種植物對於屋頂構造的負

擔最是輕微。鋸葉麻羽蘚是屋主茶園中常見

的苔蘚，相較於其他種類亦為較易種植的品

種，因而以其作為對屋頂全面綠化的材料。

屋頂面主構造為摺邊不鏽鋼片嵌合而

成，鋪種鋸葉麻羽蘚時，使用拆除原有屋頂

時留下的蔗纖板舊料先行敷設，以作為假根

酸化附著的介質。同時考量後續養護上對水

分調節的需求，沿著斜屋頂最上緣接管導入

高位的山泉水，於需要時可透過重力自行澆

灌；斜屋頂並可導流多餘的山泉水，於側溝

收集後再引入庭院。

五、空間構成與材料使用

茶屋在空間使用上除了三個茶間外，

尚有置掛早期居民農林勞務工具的歷史展示

間、堆放各式生活雜物的儲藏置物間、供鄰

近茶窯活動時使用與欣賞樹景的外廊。主要

的三個茶間以主爐台為核心，透過炭火爐提

供優質的泡茶用水，其上新設兼具排煙與透

光的煙囪，以界定將火源視為茶屋核心的象

徵意義；各茶間對應空間家具特性、茶具、

茶種，發展台、洋、日式之品茗內涵。

石。設計中依循舊式營建的法則，新

設及補修2尺高的石牆作為木構造的防潮基

座。洋式茶間完整保留最初的石造地坪，採

玻璃桌面與石板椅彰顯豬圈舊貌，主爐台面

7.  適合霧區使用之苔蘚
屋頂，兼具隔熱與吸

溼，生長適度與建築

和諧共存

8.  將舊有空間圍封、高
架、壓縮而成的 1.3
坪緊密日式茶間

9.  採用玻璃茶器強調透
明感之洋式茶間，為

映照豬圈原有的石造

地坪而成

10.  開放性、自由度高，
隨入隨離的台式茶間

11.  木結構框架與光影的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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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爐口以全石一體成型，所用石材為當地自採的沉

積砂岩，由在地工班打造。

木。舊木構造主要為當地早期普遍之楠木，接

榫之插梢採高韌度的櫸木；構造之增設、抽換、修

補及北側外牆之大型垂直百葉皆採用居民所儲備之

舊木料，木種較雜但因已長時間存放，材性相當穩

定。主爐台之背景牆亦由居民所存放之舊料中，找

出適宜之舊窗運用。台式茶屋之桌面採用早期辦桌

時用的長型砧板，為牛樟木；日式茶屋之桌面、 

口（入口）、地板則混用了杉木、烏心石、牛樟、

楠木等舊料。此外本次屋頂拆除時也小心卸下蔗纖

板，於建造新屋頂時重新鋪回運用。

草和竹。主爐台之爐口處開往日式與洋式茶間

的取水口，採冬季五節芒花的桿部串成捲簾

使用。屋頂面則如前述，採鋸葉麻羽蘚作為

隔熱建材，同時創造出屋主二樓大型餐廳窗

外之綠毯景觀。內部隔間則大量運用了前述

高通透壁體之竹編做法，不同於以往，此竹

編做法乃以發揮地產轎篙竹的韌性為主，應

用其耐彎曲材性呈現優美的圓弧曲線；未來

將視後續空間互動之使用心得，可將此竹編

當作支撐網架，以手工紙貼覆其上來強化部

分隔間的圍封性。

六、有機營建

以上，以具體而微的角度說明了作品，

之所以能夠具體、細微的原因，來自於背後

一群認真生活者的支撐，讓設計者能深入理

解在地長期累積的生活經驗細節、環境生態

條件後，將其融入設計。而建築要真實，還

必須討論對於營建的設計。

二十餘坪茶屋的改建，卻歷時整整兩年

三個月，關鍵原因是要自己動手完成。一開

始抱著成立「自己起建築團」的理想，從討

論茶屋概念、組織社區工班、討論設計、拆

除、備料、試做、施工等無數次反覆循環的

過程，到此期間所受到的各種阻礙困難，最

後終於將設計落實。而走向此漫長繁複的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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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過程，背後想擾動的是：原始能力以及固

有關係的回復。

在面對風、光、水、綠的回應中，團

員們重新開啟全身感官，敏銳了觀察自然環

境、體認氣候風土的能力。在石、竹、土、

木的構築中，由於天然材料搭配基本工法

之低技門檻，使得「素人」也容易學習變成

「工人」，強化了執行建造勞務、開發手工

手感的能力。以當地8戶11人為核心成員的

自己起建築團，組構出新群體生活，在嘗試

摸索如何互助互惠的倫理機制及另類經濟模

型中，活絡了人際交流、社群互動的能力。

上述透過營建所刺激的三種能力，是原

始人類於環境成長中，自身在生態性、物質

性、社會性之三個向度下長期開展的體得，

然而卻逐漸從現代社會中淡化。而生態性、

物質性、社會性的能力，代表著人與地、人

與物、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關係，深化這些逐

漸消褪的關係，具有使人與環境更緊密結合

的意義。

七、原生意義

茶屋的興建，在上述的脈絡中展開，她

「綠」嗎？

在人˙地關係上，細膩的風土智慧帶給茶

屋對應的設計巧思，收低耗節能之效；在人

˙物關係上，豐富的天然材料自建茶屋而成為

一個混搭拼裝、自我吸收的有機體，除了竟

環保減廢之功，亦呈現庶民之手感美學；在

人˙人關係上，營建過程的社群連結替茶屋編

入了多位生育之主，在日常的維護管理上勢

將永續。

綠建築是當代環境議題下的產物，透過

建築對環境進行反思的同時，也是在反省人

與環境間已經異化的關係。綠建築在高科技

發展的彼端，有另一種原生的方向也值得探

循，彼此間的存在遺留，正如基因多樣性般

的珍貴。

12.  作為茶屋中心的火源、主爐台、
煙囪

13.  強調天然素材、手做質感之室內
家具與裝修

14.  在石、竹、土、木的構築中，重
新開啟全身感官

15.  以鋸葉麻羽蘚為建材的綠屋頂，
在施做半年後已趨穩定。此人為

景觀已融入自然風景

16.  「自己起建築團」於自建茶屋的
過程重拾人與環境的多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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