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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本研究透過日治時期的古蹟與歷史建築資料蒐集

並田野實察，將古今歷史建築資料表格化，並套疊

當時的公車路線，使用XY座標匯入、經緯度校正、

環域分析，繪製當時三種模擬人物的生活地圖，居

民與遊客可藉由此三種主題地圖，搭配臺中市政府

現正推行的i-Bike系統使用，走訪古時舊臺中城，感

受過去舊臺中市區的風華，以不一樣的方式認識臺

中，保留文化資產並再創價值。

二、動機與目的   

   隨著市政府的遷移，臺中舊市區的榮景不在，但

這裡曾經是臺中市最繁華的地方，留下許多日治時

期古蹟與歷史建築，不論是行政機關、古厝、書局

，都相當具有價值，不過在現在的觀光地圖中卻找

不到，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似乎被遺忘了，所以本

團隊希望藉由本次研究達成兩項目標：

(1)透過我們製作出來的地圖，幫助居民對家鄉的認

識與找回認同感

(2)以文化觀光的角度，為舊臺中城的古蹟與歷史建

築設計專屬的旅行規劃，提升當地觀光人潮，再創

價值

三、使用的SuperGIS產品及研究之應用

    領域/產業

1.使用的SuperGIS產品

    本研究主要使用SuperGIS Desktop3.2版本軟

體，將使用到的軟體功能簡述如下，而實際應用情

形，將於下節的研究方法中做詳細說明。

(1)圖層的建立：將所需資料轉換為可作業的圖層。

(2)環域處理：透過環域處理工具建立環域，幫助使

用者分析、規劃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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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轉入X、Y資料：將地圖上的座標資料可以匯入地

圖，產生點圖層。

(4)DataRectifier：作圖層的經緯度校正。

2.研究之應用領域/產業

本研究的應用領域主要提供給遊客與當地居民使用

，希望能利用我們的主題地圖，配合適當的交通工

具，實際探訪舊臺中城中的歷史建物，藉此回憶過

去，找尋歷史的痕跡。

四、研究方法/應用方案介紹

1.研究方法

(1)資料蒐集

   本研究團隊參考各類研究專書(詳見參考資料)，

以及臺中市文資局的相關資料，蒐集中區日治時期

的古蹟與歷史建築，並進行田野調查，蒐羅了鮮少

見於文獻中的歷史建築，如民宅、診所等。

(2)範圍界定

    本研究中日治時期的舊臺中城範圍以昭和12年
(1937年)的六千分之一臺中市地圖為界，並進一步

利用中研院的百年歷史地圖網站做地圖套疊，確認

蒐集的歷史建築是否確實存在於日治時期，若不符

合就刪除之。確認節點後，再將蒐集到的舊照片，

與田野調查時拍攝的現況和簡介進行整理表格化，

一共有67點，分成11大類(表格一)，詳細介紹見附

件一。

台北總公司：114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71號5樓
台中辦公室：407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262號4樓之8
高雄分公司：806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2號4樓之1 A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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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層的建立

    確立古蹟與歷史建築數量後，再匯入臺中市圖

層，製作古蹟與歷史建築的點圖層與交通點、線圖

層，如下：

(1)古蹟與歷史建築分布圖

   本圖層將前述的古蹟與歷史建築透過Google 
map取得XY座標資料，製成EXCEL檔，再轉入XY
資料至SuperGIS中，建立歷史建築圖層，輔以

Google map和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兩萬

五千分之一的臺中市道路分布圖檢視。

(2)交通路線圖

   藉由昭和12年(1937年)發行的六千分之一臺中

市地圖，繪製日治時期的公車路線圖，包含局營、

市內、市外三種，分別以橘、藍、綠三色表示。值

得一提的是因日治時期公車道與現今的街道部分不

吻合，但為反映舊臺中城風貌，故仍忠實呈現原公

車行進路線。

  另外臺中市於去年設立i-Bike系統，所以也製作

i-Bike租借站點圖層，供居民與遊客使用。因為腳踏

車不但機動性高、能與步行搭配，且腳踏車不論在

現今或日治時期都存在，是通古貫今的最佳交通工

具！

4.分析方法

(1)環域處理：

本研究團隊假設三類日治時期人物的生活，包含師範

學生、仕紳、行政人員，再以公車路線作為基準，

做半徑100公尺的環域處理，範圍介於一個街口內的

距離，居民與遊客可選擇主題，決定要探尋的歷史

建築。

(2)經緯度校正：

    因昭和時期的臺中市地圖與兩萬五千位分之一

的臺中市道路分布圖在SuperGIS上呈現的方位有

差異，故使用DataRectifier做昭和時期的地圖定位

校正，校正點採用臺中火車站、臺中州廳、臺中醫

院、臺中教育大學與臺中公園等不易變動的地點。

5.主題圖的建立

   本團隊根據上述研究方法，繪製出《古蹟與歷史

建築分布圖》(見圖1)，再搭配交通路線，規劃適合

的遊古路線，繪製出師範學生、仕紳、行政人員等

三種主題地圖：第一種是以日治時期師範學校學生

日常生活景點分布的《師範生徒の日常》(見圖2)；

第二種根據出身霧峰林家，且是臺灣日治時期非暴

力反日人士代表人物的中部名人林獻堂先生在中區

的足跡模擬繪製出的《灌園先生の足跡》(見圖3)；

第三種是當時中西區行政機關人員辦公場所的《行

政人員の辦公》(見圖4)。

二、上述研究步驟簡化如下：

五、活動成果與心得

1.活動成果

   根據上述的研究，我們將地圖繪製如下。而為便

於居民與遊客進行適合的遊古路線，本研究團隊亦

繪製《i-Bike與景點環域分析圖》，供居民與遊客使

用。(見圖5)
   另外有鑑於本研究團隊實察時常遇到居民詢問

i-Bike在何處租借，且套疊圖層時也發現舊市區租

借站較少，於是本團隊針對已設站的租借點做出環

域分析，並討論設置可行性，規劃《i-Bike設站建

議圖》(見圖6)，建議在覆蓋歷史景點較少的地方續

增租借站，以符合旅客與在地居民的租借需求。(租

借站建議設點理由詳見附件二)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地理資訊系統季刊

Vol.9 No.4 Oct. 2015 23

《師範生徒の日常》是模擬日治時期師範學生的活動

範圍，從師範學校為起點，臺中公園為終點，濃縮

休閒娛樂、傳統市場、醫療診所、公共設施的景點，

總長為2.2公里，步行時間約30分鐘，騎腳踏車耗時

約13分鐘(腳踏車車速約每小時十公里)。

※圖2：《師範生徒の日常》
   (資料來源：同圖一。)

            圖1《古蹟與歷史建築分布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地圖﹝昭和十二年一月調 六千分之一縮尺﹞、
1935年臺中市町界圖，感謝許世融老師提供。)

※圖3：《灌園先生の足跡》
  (資料來源：同圖一。)

《灌園先生の足跡》是林獻堂在日治時代在臺中的有

關景點，終點有兩站，分別為臺中一中與瑾園。往

一中的長度為1.7公里，步行約23分鐘，騎腳踏車約

10分鐘；往瑾園的長度為2公里，步行約26分鐘，騎

腳踏車約12分鐘。

《行政人員の辦公》包含公家機關與公共設施，總長

3.7公里，步行48分鐘，騎腳踏車約需23分鐘。

※圖四：《行政人員の辦公》(資料來源：同圖一。)

            ※圖五：《i-Bike與景點環域分析圖》
       (資料來源：兩萬五千分之一臺中市道路分布圖，
                 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圖六：《i-Bike設站建議圖》
    (資料來源：同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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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心得

   舊臺中城雖是臺中教育大學學生日常生活空間的

一部份，但是學生們對於這裡的過往不太有認識，

彷彿過去所發生的一切與自己毫不相干，於是藉由

這次的研究，我們蒐集舊臺中城的古蹟與歷史建築，

透過田野調查，我們學習以不一樣的視野看待過去

只是「通過」的街道。利用網路蒐羅以前這些古蹟

與歷史建築的風華，利用相機我們記錄現在的樣子，

而使用GIS則是讓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重新展現在

日治時期的網絡上，古今地圖的套疊，讓遊走在上

的我們得以想像當時臺中舊市區的樣貌。

   不過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不少老舊

建築物損毀嚴重，如王宅雖為市定歷史建築，但屋

頂上方破洞需維修，所以我們也希望除了紀錄外，

這些具有文化價值的歷史景點能夠被維護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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