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固的音樂－修澤蘭建築在虎中

人生耄耋總是可喜之壽，校史八十年自然也是值得一筆。

八十年歲月悠悠，虎尾高中歷經男、女兩校分合，校務起落相摻至今日於雲林地區高中

職學校佔舉足輕重之地位，身為校友，自是有與榮之感。校史早已出刊，六十及七十週年也

都編過特刊，值此八十週年之際，校史暫不再贅述，我們不妨來看看虎尾高中的歷史之中較

為溫軟而美感呈現的部分。

本文想介紹的是虎中的建築，而且是非常特別並具紀念價值的建築。

今日虎中是當年虎尾女中的校區，當年虎女校園景觀之優美，時人有「北景美、南虎女」的

稱譽，而在這美麗景觀中除了植栽花樹、林園廊道，姿態樣貌多彩外，更有幾棟特殊建築物為

這校園美景添色。這幾棟建築物之所以獨特而美麗，正因為出於大師之手。

修澤蘭（1925年8月15日－2016年2月27日），中華民國建築師，湖南沅陵人，中國抗日戰爭期

間就讀遷至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建築系。曾榮獲「十大女傑出青年」、第五屆傑出建築師獎，2016

年獲教育部頒建築貢獻獎。1949年因鐵路局招考人才的機緣抵達台灣，在聯勤工程處擔任副工程

師，也因為鐵路建築的關係結識傅積寛先生而促成良緣。1965年擔任陽明山中山樓修建設計師，

並因而獲得台灣建築成就獎，有「台灣第一女建築師」之譽。（註1）

修澤蘭女士在台灣的經典建築不勝枚舉，最著名的陽明山中山樓、花園新城社區之外，其中

也不乏學校校園中的建築物，中山女高、景美女高、蘭陽女中、嘉義女中、高雄女中等都有修女

士的作品，虎尾女中當年何其幸運也受青睞，本校弘教樓、金英館、勵學樓、科學館、詠絮樓

（女生宿舍）等建築便都出自修女士之手。

建築是有聲音的音樂，有節奏性的，有高有低，讓你看起來他是有情調的，讓你腦筋裡

可以永遠記憶的東西，所以說是個凝固的音樂。－修澤蘭（註2）

修女士的作品向以充滿人文風格與人性化，運用許多女性柔美特質的設計著名，在陽剛

味

十足的建築界自是獨樹一幟。修女士在本校的作品中，這樣的特質也非常明顯，弧形白色的

弘教樓、有圓弧形樓梯的勵學樓、正面V字型圖形（台中女中的大門與圍牆，還有已經改建的東

勢火車站，也都是修女士以V字型圖形呈現的作品）的金英館、正面兩側牆面頂端連續圓弧圖

案的詠絮樓，還有同樣有弧旋式樓梯設計的科學館，在在都把修女士的建築設計特色表露無

遺（本校大門的宮燈及兩側圍牆有點弧度的菱形與細柵條圖案設計也都有這樣的特色，但並沒

有資料顯示為修女士作品）。當年該時期修女士的作品中這種特質的大量運用，有段公視製播

的訪談似乎可以一窺其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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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那個時期，台灣建築還是籠罩在現代主義那樣理性設計的狀態裡面。這個想法因

應著我們的條件上面那種物質缺乏的狀態，戰後重建的狀態，我們比較容易把他詮釋成一種

非常實用性，然後樸實經濟性的情況。這導致50、60年代台灣建築普遍缺乏我們建築上認為的

靈性的部分，也就是說比較缺乏感動人的那部分。修建築師在那個時期裡面，從事宮殿式的

建築，其他建築更通常會出現一些拱形、弧形，甚至她很喜歡用一些圓形的平面，這在當時

台灣多半是男建築師裡面，幾乎是看不見的作法，這樣的作法在多數理性的男建築師眼中，

某種程度上是離經叛道的。如果我們注意到她的那種超脫現代主義的表現的模式，從這個角

度來看，與其說她是一個復古的建築師，還不如說，她是對當時的一種理性而非常陷入沉悶

的狀態的那種建築發展的情境的不滿。－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講師 王增榮（註3）

在整個沉悶大環境中以一種溫厚而富感情的積極心態從事建築設計，這應該也反映出修澤

蘭女士的堅毅與果敢，那種不畏艱難而勇於追求理想呈現的性格。修女士由於一開始在鐵路

建築的工作因緣際會地遇到了她的終生伴侶－傅積寛先生，傅先生給予修女士的最大支持與

協助，便是輔助增強了那些特殊設計的完成。

我母親是學建築設計，我父親是學土木工程，所以我覺得他們在工作的結合是一個很好

的搭配。因為所有好的建築的理念，都是一個藝術的理念，可是藝術的實踐也需要有好的工程

的搭配。－傅德修（註4）

修老師的有些作品滿天馬行空的，就是這個東西要實現的話非常困難，那傅老師就要想盡

辦法怎麼樣去做這個結構設計，來配合修老師，把這個東西能夠真正地蓋出來。－建築師趙家

琪（註5）

建築理念與工程設計的完美組合，造就了那麼多美麗而特殊的建築物，陽明山中山樓、花園

新城等這些經典建築無須本文再多介紹，我們就把目光轉移回到虎尾高中，好好認識修女士

遺留在這校園中的美好事物。

【金英館】

金英館峻工於1968年，建築物乃為了紀念當年任內去世的曹金英校長而命名。該建築物主

要為集合場所與體育館併用，學校後來又興建體育館，目前金英館專用於集會與大型活動。

金英館，係為了早期虎女時期曹金英校長所命名，外面設計風格頗有東勢火車站放大版的

味道，不同的是沒有下面兩支圓弧形支撐柱。而當時修澤蘭女士會來此留下大量建築，想必應

與當年的曹金英校長有關。－華武壟（註6）

金英館正立面採白漆基底，建築整體以洗石子工法為主，金英館上方「V字形」和欄柵支撐

柱為白色底漆。－華武壟（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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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英館是所有虎中、虎女學生的共同記憶，當年在這裡上體育課，每學期開學典禮、大型

集會、畢業典禮等等活動都是在金英館舉辦。除了整棟建築別具特色，金英館正門中央牆面上

女性打球運動的圖案，應該也是所有虎中、虎女人印象深刻的圖案。（註8︰關於金英館，在建

築技師公會民國59年出版的「臺灣建築」一書中有提及，是賴方伯建築師事務所設計，但是否

為槍手案子還有待查證。個人覺得細節、外型手法沒有修澤蘭的柔性，通透感以及善用的線條

角度，氛圍很剛性，應該不是修澤蘭的機率較高）。

【弘教樓】

弘教樓為本校現存歷史最悠久建築，峻工於1962年，當時在任校長正是曹金英。

弘教樓本為教學行政大樓，峻工碑誌也簡要說明了當初「係供本校辦公之用」而命名為「弘

教」之用意。但學校後來增加了許多新興建築，弘教樓便成為輔導室、家長會、教師家長聯誼中

心等多用途場所，目前為輔導室諮商室與各處室檔案室所在，將來預計規畫一樓為校史館。

弘教樓為白色建築，整體建築由正面直視為一大弧形，搭配簷下廊柱，不論色調或形狀

都是一種明亮優雅、簡約俐落的視覺享受，建築正前方又有一蓮花池名「蘭池」，蓮花開放、池

魚悠遊，正與弘教樓的美相映生姿。

在弘教樓牆壁上，至今仍可見到當年建築完工紀念碑，上面寫的時間尚且是女中和男校未

合併的時期。至於位在弘教樓前方圓弧形的噴水池，對於以前就讀虎尾女中或虎尾高中的學生

來說，僅知曉稱之為「蘭池」。此時不禁令人疑惑，分明所種植的都是荷花、睡蓮，怎麼會稱之為

「蘭池」。原來進一步加以考究竟是為了紀念建築師修澤蘭女士所命名。－華武壟（註9）

【勵學樓】

勵學樓也是完成於曹金英校長任內的建築，峻工於1964年。

勵學樓自完成使用以來一直做為教學大樓，即教室班級使用，和弘教樓一樣是兩層樓建

築，也和弘教樓一樣是非常能展現修澤蘭女士建築風格特色的建築。勵學樓整棟建築也是簡

淨俐落的美學概念，然後在簡淨之間穿插波浪式的黑色線條和塗上各種顏色的圓圈圖案做裝

點，遠看有點像音符躍動於波紋中，使得建築物在簡約中不失活潑爛漫。而勵學樓最大特色在

正面的迴旋梯，修女士的許多建築作品都有這種弧形迴旋的特質，樓梯側邊同樣佈滿像躍動

音符的圓圈圖案，每次順著那旋轉的優雅弧度拾級而上，便彷彿踩著美妙的樂章前行。

【詠絮樓】

詠絮樓峻工於70年代，目前為女生宿舍使用。

詠絮之名應該也是當年是女校而採女性有文采命名。

詠絮樓最大特色在大門口及正面頂端遮雨簷都是弧形設計，連續的弧形像波浪般讓整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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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柔和許多，這種柔和正好表現出修女士的女性特質，也展露出虎尾女中的女校性格。

【科學館】

科學館亦採用圓弧形的構造語彙，不過早期側邊的圓弧梯不見了，此棟反而不是以白色

漆為顏色基底，而是以洗石子工法來加以呈現。－華武壟（註10）

科學館顧名思義為數理自然科學教學所用，此建築目前是自然科教室與實驗室所在。科學

館量體不大，夾處於至善樓與明德樓兩大型建築物間，較為不醒目。科學館的樓梯較為特別

是他以一個圓弧的牆面圈住樓梯，也是修女士喜用的設計，而科學館正門前有兩排大榕樹形

成綠色隧道的概念，也是虎中的著名景觀之一，由綠色榕樹隧道望向科學館，頗有曲徑通幽

的美感。

林語堂先生曾說︰「最好的建築是這樣的，我們深處在其中，卻不知道自然在那裡終了，藝

術在那裡開始。」當代日本建築名師安藤忠雄也說︰「建築的一半依賴於思維；另一半則源自於

存在與精神。」欣賞修女士的建築作品，似乎正是藝術與自然，思維與存在的同時迸發的美感

經驗，而修女士除了在建築作品上的創意表現，她的遠見、她的個人特質，都對建築界起了

典範式的影響。

我認為她（修澤蘭作品花園新城社區）是屬於那個美國市郊住宅加上一點點衛星市的觀念

的一個產物，這個產物並沒有真正影響台灣，那麼早的時間，敢大膽地走出那一步，精神是很

可以欽佩！她等於預期了二、三十年以後的台北近郊的發展。－建築教育學者漢寶德（註11）

修澤蘭是一個非常用功的人，她真的是非常賣力，也很誠懇的一個人。她很實事求是，不

是什麼說空話的人。－建築師王秋華（註12）

一個前輩，她又有很好的作品，對我們後輩來講真的就是一個可以學習的典範。這個典範

不是說她的作品風格我要去模仿，而是怎麼成為一個建築人。我覺得怎麼成為一個建築人，她

怎麼去堅持她的作品，然後把她的作品完整的呈現。－建築師姜樂靜（註13）

我們有沒有辦法對我們的時代，像她當時對她的時代那樣的感應到某種事情。但是她的時

代客觀跟主觀的條件，都給她一個很大的侷限，相對的，我們這些晚輩某種程度條件都比她寬

很多，在這種情形下，那我們感受得到，你能不能有意識地做得比她更好？如果台灣要寫一個

現代的建築史，她會放在上面。－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講師王增榮（註14）

王增榮老師說得很好，台灣的近代建築史上，以修澤蘭女士的成就，以她對大時代那樣

敏銳的感應與對後輩的影響，是必定要留名的。留名青史便是一種典範，虎尾高中保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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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的建築作品何其有幸。建築的保存與維護就是一則歷史，期待虎尾高中在不斷寫歷史的

過程中，善盡保存維護之職，讓這些建築物可以在歷史洪流裡一直訴說故事，希望這些美麗

的建築物在往後數十年仍是虎中人的共同記憶。

後記︰由於建築的理論學術過於專業，本文撰寫在建築的專業學術上便著墨不深，比較

側重的是影像與口述記錄，因為實在很怕下筆有誤而貽笑大方。藉著本校八十週年之際，以

一種回顧與緬懷的心情記錄下這些學校建築，然後呈現較多的視覺影像，希望閱讀者站在純

粹欣賞的角度觀看這些美麗的建築，欣賞之餘也紀念這位不讓鬚眉的女性建築師，並以此祝

福我的母校－虎尾高中，八十歲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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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5︰公視【世紀女性‧台灣風華】影片（1999）凝固的音樂建築師修澤蘭

註6-7︰雲林學國際研究中心fb社團（2016）華武壟修澤蘭建築在雲林：虎尾高中

註8︰修澤蘭建築研究同好會fb社團（2016）游筱嵩

註9-10︰雲林學國際研究中心fb社團（2016）華武壟修澤蘭建築在雲林：虎尾高中

註11-14︰公視【世紀女性‧台灣風華】影片（1999）凝固的音樂建築師修澤蘭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