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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計畫基本資料表 

計畫名稱 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園區展館修護計畫 

申請單位 

(縣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聯絡人 邱嚴平 

聯絡電話 06—2136207 E—mail cyp@mail.tainan.gov.tw 

執行單位 

(藝文場館) 

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園區/

財團法人王金河文化藝術

基金會 

負責人 王鳳群 

聯絡地址 臺南市北門區永隆里 27號 統一編號 10163690 

聯絡人 謝麗花、游淳詔 聯絡電話 06—7862012/0919-159512 

E—mail 
blackfoot.tw@gmail.com 

yusape913@gmail.com 
聯絡地址 同執行單位 

實施期程 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1日（依實際核定日為準）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實施地點 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園區 

計 畫 總 經 費

(元) 
1,500,000 

補助款(元) 1,500,000 

自 籌 經 費

(元) 
0 

計畫摘要說明 

一、計畫緣起及目標 

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園區由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為臺南市名人故居，臺南市

北門區永隆里 35號)、手工藝工場(臺南市北門區永隆里 31號)、省府補助的患者病

房（人們稱為小白宮，臺南市北門區永隆里 31號）、基督教芥菜種會免費診所(臺南

市北門區永隆里 31號)、北門嶼長老基督教會(臺南市北門區永隆里 31號)及原免費

診所(臺南市北門區永隆里 27 號)等 5 棟建築物構成，主要係介紹 1950 年代於西南

沿海發生的重大疾病「烏腳病」，是集結民間力量和國際資源而成的醫療照護場域，

各建築物仍維持當時原貌的歷史場域，亦是臺灣現今僅存可反映環境汙染、公共衛

生、現代化設施、醫療照護、跨國合作等多元面向的私人經營展館。 

台灣烏腳病醫療園區由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手工藝工場、省府補助的患者

病房（小白宮）、基督教芥菜種會免費診所、北門嶼長老基督教會及原免費診所等 6

棟建築物構成，興建年代約為 1930至 1960年代間，除紀念館曾於 2006—2007年間

因應開館進行修護，其餘展館並未進行妥善的建築物維護作業，園區內建築物迄今

至少有 17年以上的歷史，極需進行展館結構性及受損處補強之相關維護改善作業。 

mailto:blackfoot.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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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規劃構想 

針對園區內有使用安全疑慮之建築或損壞處進行立即修護，讓至今都維持原貌

的建築群們，可以提供觀者們在親近園區各空間時，除能感受到曾經發生在此地的

故事外，還能親自觸摸和體驗建築群，讓進入園區的觀者們能互動感受，在此地一

直流動著的人與人之間的溫度。 

目前展館可供觀者們了解曾經發生在此地的過往經歷，主要藉由志工和每週末

王金河家屬的南北往返，他們述說親身經歷和民眾們互動，讓民眾能感同身受。為

能讓觀者們在非開館時間抵達園區時，仍可了解曾經發生在此地的人和故事，擬於

園區內外空間擇定重要場景，設置多媒體語音導覽系統，配合園區所留存的舊照片

及王金河家屬們的介紹，讓曾經在此地生活的人和故事重現於園區內，藉由觀者們

沉浸在視覺與聽覺的雙重體驗，在歷史場域內觸發觀者們與過往經歷的共感。 

三、預定工作項目 

1. 修護作業—展館結構修護及補強(依安全疑慮及經費考量優先排序處理) 

⚫ 白蟻損害之物件替換：展館樑柱多為木構件，110年及 112年以自籌款項處理白蟻

損害之狀況，惟受損之木構件數量龐大，無法以一己之力進行替換作業。如金河診

所內播映影片區(原病患休息區及王金河一家起居間)的榻榻米地墊、木拉門門板及

門框，原免費診所的木門和門框、樑柱，手工藝工場的樑柱，免費診所木製展櫃，

原廚房和餐廳雨遮廊及室內木構件等，都受到白蟻啃蝕而僅剩外皮或是在展櫃內築

巢，其對觀者恐造成安全疑慮亦不甚美觀，亟須進行受損構件之汰換或補強作業。 

⚫ 自然環境影響之構件替換或補強：展館遮雨廊之木構件，長期受到天氣影響（風吹

日曬雨淋），已有變形、起翹及因水漬引起的腐菌侵害狀況發生，恐造成必須經過

此處至館內參觀民眾的安危。除需進行受損嚴重的構件替換外，另同步檢視雨遮廊

的導水設施、屋瓦接合處的水切進行補強或加設，降低木構件受潮的損害現象。 

⚫ 展館壁面空鼓損害：因展館位於鹽分地帶，長年受到帶有鹽分的海風吹拂，園區內

手工藝工場自 1960 年代建成後，展館未曾修護改建，目前已發現屋瓦塌陷、壁面

因鹽析現象造成的白華、空鼓及壁面剝落情形，恐造成參觀者之安危，亦影響展館

整體外觀，需進行局部結構加固作業，以及壁面剃除重新塗佈可延緩或降低鹽析作

用之新材料進行處理。 

⚫ 展館安全性補強：病患住房(小白宮)之二樓走廊矮牆，因建築物向後方傾倒，致使

廊道矮牆與建築物逐漸分離，恐危害參觀民眾之人身安全。建議可利用增強連結建

築物和矮牆之輔助物，補強其結構安全性。 

2. 修護作業—排水地坪維護作業 

園區內手工藝工場前方的庭院榕樹曾發現白蟻蹤跡，且庭院周圍設置的排水溝渠

高度極淺，無法有效達到快速排水之目的，積水和高溫會造成白蟻聚集或築巢，需重

新清整排水溝渠及替換損害構件等措施以提升排水率，有效排除積水，避免白蟻損害。 

3. 多媒體導覽系統設計與建置 

園區內由六棟主要建築物構成，因每棟建築物有各自的歷史背景，為能在未開放

時間仍能與觀者們互動，擬配合現存之舊照片，擇定重要場景以動態呈現在園區內外

空間，並請王金河家屬錄製旁白簡介，讓觀者們可以藉由新科技了解園區故事。 

四、預期成果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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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硬體補強修護及多媒體導覽系統設置，讓至今仍維持原貌的六棟建築物和戶

外空間，可以成為能和民眾安全互動，以及提供沉浸式體驗的歷史場域，將場域轉化

為動態說書人，突破時間和空間限制持續和公眾互動交流，讓更多人了解曾經發生在

西南沿海和臺南鹽分地帶的歷史軌跡。台灣烏腳病園區亦可藉著公衛議題、跨國合作

等歷史背景，成為臺南、臺灣與國際接軌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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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地方藝文場館簡介 

烏腳病為臺灣西南沿海的特殊風土病，1950 年代開始臺南學甲、北門區及

嘉義布袋、義竹區出現大量病例，然而早期政府對烏腳病問題的應對偏重於病因

研究，多數烏腳病患缺乏醫療資源，亦難理解自身得病原因與傷口照護方法，造

成許多病患因畏懼外界眼光，獨自在家承受病情惡化。患者的痛苦觸動醫者的惻

隱之心，在北門開設診所的王金河醫師，在執業過程中發現烏腳病患人數漸增，

積極引介教會資源協助。1960年 4月 7日芥菜種會創辦人孫理蓮女士到訪北門，

了解當地烏腳病情況與醫療資源匱乏問題後，隨即與王金河醫師合作開辦「芥菜

種會北門免費診所」，並邀請謝緯醫師前來支援外科手術。診所無償提供病患醫

療照護，並以信仰撫慰及藺草編織陪伴病患安定身心、學習謀生技能，重拾生而

為人的尊嚴和快樂，醫療資源與社福力量凝聚，成為西南沿海居民的重要依靠。 

 

「芥菜種會北門免費診所」於 1960 年 5 月 23 日成立後，初期與金河診所

（臺南市北門區永隆里 27 號）共用空間，其後因病患人數眾多，需要病房與手

術室空間，孫理蓮女士與王金河醫師遂共同募款建造免費診所，並因病房需求再

建立二樓。免費診所建築自 1963 年 1 月啟用，提供許多病患醫治病痛、安心療

傷的空間，1970 年代烏腳病患因水質改善漸少，1984 年免費診所於孫理蓮女士

逝世隔年停辦，正式功成身退。而金河診所則至 1996 年 8 月 5 日行醫滿五十年

的王金河醫師退休才正式停辦，1999 年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透過磐石計畫補

助，經過 2006—2007 年的修復後正式開館，同年成立財團法人王金河文化藝術

基金會。 

 

自 1960 年展開的民間烏腳病醫療是支持重要力量，台灣烏腳病文化紀念園

區保存烏腳病患醫療、工作、生活的場域，園區內各館舍說明烏腳病醫療史中不

同觀點，「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原金河診所）」由王金河醫師之「金河診所」

改建而成，館內展出王金河醫師紀錄片、烏腳病患截肢標本、診療紀錄文件，透

過文物呈現烏腳病診療歷史，並體現王金河醫師投入的「甘願做憨人」精神。「手

工場」則呈現病患進行截肢手術後，透過草蓆編織重拾工作能力的自立精神，「王

金河醫師故居」保留免費診所初創時大門，館內呈現王金河醫師的生活空間與醫

者生涯，成功大學歷史系團隊已完成手工場及王金河醫師故居的展示更新計畫，

執行展示內容統整、展場設計優化，業於 2021年 11月重新開幕。「基督教芥菜

種會北門嶼免費診所紀念館」則保存診療空間及醫療器材，並有部分展示牌說明

芥菜種會孫理蓮女士、謝緯醫師、王金河醫師共同開展的烏腳病醫療工作，而

2023年 12月由基督教芥菜種會、北門嶼基督長老教會、財團法人王金河文化藝

術基金會與成功大學歷史系團隊共同合作，於免費診所入口處辦理可移動式的巡

迴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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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期程與實施地點 

一、計畫期程 

113年 4月 1日（依實際核定日為準）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二、實施地點 
1. 預計實施地點 

考量到園區整體規劃及修護影響，雖建物所有權分屬兩不同單位，但仍

應以整體園區之範圍進行規劃。是以，擬定分為兩部分進行，一是以台灣烏

腳病醫療紀念館(金河診所—臺南市名人故居)、原免費診所和手工藝工場及

前方庭園區為主，另一是園區內其他建築物及所包圍之庭園區為紀念建築之

定著範圍，以門牌號為臺南市北門區永隆里 27號、31號及 35號所包含之地

上物(原免費診所、金河診所、患者病房(小白宮)、廚房和餐廳、嶼江幼稚園

教室、牧師館、免費診所、北門嶼基督教長老教會)。 

 
紅色框線處為主要實施區域，黑色框線處為周邊定著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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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物及土地所有權概況－主要實施區域 

序號 建築物名稱 所有權者 

1.  
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金河診所，

臺南市名人故居) 王金河醫師家屬 

2.  原免費診所 

3.  手工藝工場及前方庭園區 
王金河醫師家屬及北門嶼基督長老

教會共有 

4.  患者病房（小白宮） 北門嶼基督長老教會 

 

3. 建物及土地所有權概況－周邊定著區域 

序號 建築物名稱 所有權者 

1.  芥菜種會免費診所 

北門嶼基督長老教會 
2.  北門嶼基督長老教會 

3.  嶼江幼稚園教室 

4.  原廚房和餐廳 

 

二、執行方式 
1. 執行策略：本計畫預計 113年 4月起執行，執行期程約 9個月。 

序號 執行項目 策略說明 

1.  設定修護範圍 擬定施作區域 

2.  

修護區域整體損害狀況

盤點記錄與施作 (物件、

木構件及壁體) 

記錄修護前影像及位置並同步施作 

3.  
擬定物件及木構件修護

策略並施作 

局部補強：輕微處採用 Epoxy 混和木屑填補加

固。 

局部替換及整體構件替換：優先利用市府轄下

的文資建材銀行，挑選合適的老構件進行替換，

達到永續循環的使用方式。 

保護措施：補強及替換處塗佈防護漆，易與水氣

接觸處需事先進行防水處理。 

4.  

擬定壁體修護策略並施

作（以手工藝工場為修先

施作區域） 

建立示範區：擇定鹽析現象較為嚴重處，剔除局

部泥作，擇定合適修護之材料。 

壁體修護：剔除表漆及受損泥作，以新材料修護

（具防水、隔熱、透氣性佳、抗酸鹼等為優先採

用材料）。 

建築物結構補強:小白宮二樓廊道矮牆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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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連結補強。 

保護措施：塗佈防水保護漆或合適之保護材料。 

5.  擬定地坪排水改善策略 
擬定整體排水策略，如加速地板鋪面排水、清整

排水溝渠及替換損害構件等。 

6.  多媒體導覽系統建置 
配合現存舊照片擇定重要場景(約 4-5 處)，以

動態影像及語音導覽呈現。 

 

2. 規劃設計成果概述 

(1)修護原則 

以不破壞建築物原貌及結構現況之前提進行修護作業，建築物之木構件

樑柱大都使用杉木或心材、邊角料等，杉木之生命週期僅約 20~30年左右，園

區內建物木材皆已超過使用年限，且接近心材和邊角料的材質較不穩定，容易

起翹變形。園區內亦發生臺灣家白蟻及木構件與水接觸處因潮濕產生腐菌等

問題，園區建築體的損害狀況主要是木構件劣化，於盤點園區內各建物之損害

狀況時，同步評估各損害構件之保留率，並說明修復處理方式。園區目前各建

築物構建狀況，約有 8 成以上係良好狀態，且建築物並未進行大幅度變動，應

可順利進行修護作業。 

 

(2)修護工程概述 

目前園區各建築物屋瓦皆無太大損害狀況發生，故可著重於木構件損害

處之補強、局部抽換或整體抽換工程，因園區建築物大部分木構件已於 2023

年底進行白蟻防治作業，故僅針對以下修護事項進行說明。 

⚫ 構件遭蛀蝕嚴重或變形而有安全疑慮者，可優先利用市府轄下文資建

材銀行或依原樣仿作進行抽換。 

⚫ 屋架損害盤點及清潔處理，清除髒汙及粉塵堆積。 

⚫ 園區內建築物之木屋架及木構件，表面均需塗佈保護漆。 

⚫ 銹蝕之五金料件，盡可能以原貌仿作替換，並全部進行防銹處理。 

 

壁體損壞狀況，主要原因是鹽析作用所引起的空鼓、壁體泥作剝落及白華

現象，因現有壁體已無法再進行換氣或防止濕氣侵入的功能，以下針對壁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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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事項進行說明。 

⚫ 剔除油漆層及泥作層，以具防水、隔熱、透氣性佳、抗酸鹼等為優先採

用材料。 

⚫ 整體施作完成後，於表面塗佈防水保護漆或合適之保護材料。 

⚫ 病患住房(小白宮)之二樓走廊矮牆，因建築物向後方傾倒，致使廊道矮

牆與建築物逐漸分離，恐危害參觀民眾之人身安全。建議可利用增強構

件連結建築物和矮牆，補強其結構安全性。 

 

(3)鋪面排水改善工程概述 

目前園區尚存 5棵植栽，如榕樹、樟樹、龍眼樹、芒果樹等，皆採用原地

保留的方式，惟手工藝工場前方庭院的榕樹，以及樹幹有部分空洞和劈裂的樟

樹、龍眼樹等，需持續觀察是否有白蟻蹤跡或褐腐菌及免費診所前的植栽竄根

狀況。本工程主要會針對鋪面及周邊溝渠排水進行修護。 

⚫ 排水溝渠清整及替換損害構件，以因應短延時強降雨所造成的積水危

害。 

 (4)多媒體導覽系統建置  

配合園區內外所留存之舊照片，擇定重要場景(約 4-5處)，以動態影像及

語音導覽呈現，增加與民眾溝通、對話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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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費配置 

   113 年度經費預算表(單位：千元) 

項次 工作內容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一 直接工程費 式 1 1,250 1,250 

含包商利潤、安全衛生管
理費、品管費、稅捐及保
險費、空污費、建照審查
費、清除費等 

一.1 
受損構件汰換及

補強 
式 1 500 500  

一.2 
壁面剃除、修護及

結構補強 
式 1 250 250  

一.3 
排水設施、透水地

坪補強及修護 
式 1 250 250  

一.4 
多媒體導覽系統

設計與建置 
式 1 250 250  

二 其他費用 式 1 250 250  

 二.1 工作報告書 式 1 250 250  

總計 1,500 (以上經費可相互勻支) 

(執行經費請分年列表，如無經費請自行刪除，(如執行一年以上，請分年列表) 

肆、執行期程與預計進度 

計畫期程 113年 4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 

進度 

項目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受損構件汰換及補強          

壁面剃除、修護及結構補強          

排水設施、透水地坪補強及修護          

多媒體導覽系統建置          

(以整體工作流程、執行步驟填寫，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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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成果與預期效益 

（一）質性成果  

1.形塑地方認同感  

藉由園區內各建築物所代表的不同視角，讓觀者們由展示內容或專屬的

教育推廣活動機制認識在地環境和文化特色，亦是培養學童們關懷在地精神

的歷史場域。與學童們利用多元的博物館工具認識在地風貌，進而產生對在地

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蓄力未來在地發展及持續深化議題的動能。 

 

2.建立串聯北門各聚落的行動模組  

北門區內的臺 61線兩側，由北至南分別有雙春國小、錦湖國小、蚵寮國

小、北門國小、文山國小、三慈國小。而這六間國小學區周邊的聚落，皆有其

獨特的生活樣貌和型態，聚落之間亦無緊密交流。烏腳病醫療紀念園區，因著

學生團隊的協助和地方文化運籌團隊的輔導協助，擬定針對在地學童開發相

關教育推廣活動及課程，亦建構出一套適用於在地現況的模組化工作方法，從

蚵寮、北門等二間小學開始，未來可逐步套用到其他四間小學及周邊聚落，嘗

試讓在地學童、居民們透過實地體驗、觀察與發現在地特色，激盪出不同年齡

層間的火花，以此開啟北門各學區或聚落間的互通關係。  

 

3.打造在地的對外平台  

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園區，因其過往的歷史印記，使其曾經是在地居民的

嫌惡設施之一，但經過王金河文化藝術基金會、北門與基督長老教會、成大歷

史系學生社群的影響，逐漸轉變為在地居民的聚會場域。展館的展示內容可作

為在地社群與非在地社群間的溝通工具，藉由對在地文化和議題的關懷能量，

構築成一個對話平台，並伴隨著運用博物館在地技術的行動過程，凝聚積累在

地社群的共識，成為日後參與在地發展之動能。希冀未來成為推廣地方的工具，

使其他區域或縣市的民眾，能透過此平台認識臺南鹽分地帶、倒風內海之區域

特色和生活樣貌，持續發揮在地的影像力，自詡成為在地居民與外部社群間的

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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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落實及發揮 SDGs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本次計畫落實及未來可發揮的領域分別為「SDGs 目標 3 確保及促進各年

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SDGs 目標 4 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

及提倡終身學習」、「SDGs目標 6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SDGs 目標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SDGs 目標 11 永續城鎮與社

區」、「SDGs 目標 12 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SDGs 目標

16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

「SDGs目標 17多元夥伴關係」等八項指標，在展館修復時及修復後，可以做

為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生活模式、循環經濟、人權、性別平等、博物館的易近

性和教育推廣功能、促進和平與非暴力文化、減少因汙染造成的死亡或疾病人

數、推廣改善水與衛生管理的議題、全球公民意識、尊重文化多樣性，以及永

續發展在地文化議題的場域。藉由烏腳病的醫療史、公衛史和國際合作的精神，

進一步讓觀者們可在園區內了解關於烏腳病不同論述視角的差異性，並藉由

園區內各建築物的歷史意涵和展示內容開啟與公眾溝通對話機制，促進城市、

郊區與農村地區之間，經濟、社會和環境的正向連結。與周邊社群及外部資源，

建立有效的公共、公私營和民間社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地方永續願景。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17 個目標。圖片素材來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https://sdgs.un.org/go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