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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傳統建築專輯 

兩個城市，兩座舊市場 

──從北市西門紅樓的新生看台中第二市場的未來 

袁興言 

A Tale of Two City Markets: Furture Thought of Taichung's 2rd Market Inspired by Taipei's 

Westgate Market / Yuan, Hsin-yen 

 

壹、前言 

「這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雙城計》，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城鎮或都市中，「市集」或「市場」是極重要的商業

空間，其機能除了各種財貨在此交換以外，常設性的市場建築，更象徵著這個城

市的繁榮與和平。是故，對於城市，市場當然不只是市場。 

然而在這個新世紀，有了歷史的承載之後，許多從來就不只是市場的市場，

也常超越「只是市場」的機能取向與貧乏想像，化歷史為資產，搖身一變成為城

市文化的新動力。在這方面，台北市的西門市場算是台灣第一個成功的實例。 

以下，將先由台北市西門市場紅樓的經驗做為引子，再以台中第二市場的介

紹與復原推測做為主要內容，期待大家能夠在如此粗淺的描述中瞭解台中第二市

場的現況與文化資產價值，並從而促進產生超越西門紅樓標準的未來第二市場歷

史建築新生。 

 

貳、從台北市西門市場紅樓談起 

一、西門市場簡史與都市意涵 

台北市西門市場座落於西門圓環西南側，西寧南路、成都路、漢中街及內江

街等所圍之街廓土地。興建於西元 1908 年，是全台灣第一座示範性的公營市場。 

這個地區若追溯到清代，原是一個墳墓地。日治時期之初，日本當局相中其

位於台北城西門外通往艋舺的要道的交通地利，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在此設

立簡單的木造市場，稱為新起街市場，亦被稱為西門市場，此即為台灣的第一個

示範性公營市場。時至明治四十一年（1908），日人在原地改建新型磚造市場，

由總督府營繕課近藤十郎設計。其主體包括一座十字形的市場，另在面對城區的

入口位置設置八角形的二層磚造洋樓商場，稱為「市場八角堂」，此即是後來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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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西門紅樓或八角紅樓的知名建築。除此之外，它亦是台灣近代百貨商店建築的

雛形，所以成為日人在台灣推動近代化建設的代表。是故，在昭和十年（1935）

日人在台灣舉行始政 40 年博覽會，八角紅樓亦為主要會場之一。 

戰後進人民國時期，西門市場仍然是攤商雲集交易熱絡。而紅樓本身，由於

其建築外觀醒目知名度高、交通位置重要以及室內空間寬闊的特色，則成為戰後

初期台北市著名的庶民文化娛樂場所。其營運的歷程，最初是由上海人承租經營

說書、相聲和南北雜耍等表演節目，而後增設「紅樓劇場」，成為紹興劇演出場

地，劇影曲聲繁榮一時。 

但隨著西門町地區的逐年高度發展及現代化，紅樓所能提供的消費功能自然

無法與高層化的百貨公司及電影院相比，至 1980 年代，台北市發展向東移，連

一度繁華的西門町商業區亦告銳氣不再而逐年衰退，紅樓則更是乏人問津而被閒

置遺忘。 

 

二、西門市場紅樓的保存 

西門市場之所以會衰退，究其原因，除了紅樓本身的消費及娛樂功能早已失

去競爭力，其十字型的市場部分，攤商現場宰殺及買賣的方式亦不能符合現代消

費者的要求而面臨淘汰，此是所有傳統公營市場面臨的普遍性問題。是故，在營

業方式老舊衰頹而建築本體年久失修的狀況之下，其環境品質低落與安全問題的

嚴重實可以想見，是以當年曾有將此街廓內老舊建築全部拆除重建為新型商業空

間的提議。 

但其為全台灣第一座示範性的公營市場，有九十多年的文化及商業活動歷程，

昔日市場內販售花卉、書刊、藥品、日本醬菜及台灣土產，年節時經營布匹南北

百貨等年貨，八角紅樓不但開台灣洋式百貨店之先河，後來還成為早期的重要小

劇場……無論是在台灣近代民生建設事業或在都市庶民生活史方面，都具有重要

的歷史價值。且就建築本體而言，僅就西門紅樓部分，當年與日本總督府及公賣

局並稱台北三大景觀建築，其時代代表性不言可喻。如果保存程度良好，應可成

為重要的空間文化資產。 

是故，內政部在 1997 年先指定公告西門紅樓部分為「三級古蹟」。自此，紅

樓部分的修復及再生已見曙光，但是，十字型市場部分的保存仍然有所爭議，甚

至在 2000 年 7 月還發生過一場大火，使得市場的屋頂部分付之一炬……。在漫

長的歲月和大災小難之後，這座台灣最早的磚造市場才在最近二年走上再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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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坦途。 

 

三、紅樓劇場與西門地區的新生 

對於西門紅樓本身，在古蹟公告之初，民政局主辦的再利用規劃主題為「紅

樓電影博物館」，原則上不改變其現有功能定位及建築物本體，準備以官辦民營

的方式映演另類電影。而後在 2001 年，文化局則改設定為「說唱藝術」中心，

並在 2002 年 3 月以「零預算」方式全權委外經營，由紙風車文教基金會得標接

下紅樓再生的重任，經過一段時日的室內外裝修工程與準備，2002年 7月 26日，

紅樓劇場終於重新開幕，展現新一階段的歷史風華。 

而台北市政府的企圖不僅僅是重新賦予單幢古蹟建築新生命而已，而是將此

視為帶動西門町地區的再生計劃的重要部分。所以在紅樓開始再利用活動之時，

曾遭焚毀的十字型市場也開始以原貌為本進行更新改建工程。未來希望藉由紅樓

戲院的再利用及西門市場的更新改建，一方面提供西門地區捷運入口區良好的開

放空間，二方面則提供更新更高品質的綜合商業活動。 

 

參、尋回台中市第二市場的歷史風貌 

一、第二市場簡史與都市意涵 

台中市第二市場，座落於今三民路與中正路交口，位於現今中正路、中山路、

興中街與三民路所圍的街廓內。建成於西元 1917 年。在日治時期台中市由官方

建設的五座集中市場之中，此是第二座，故命名為第二市場。 

此區域在設立市場之前，原本是清代台灣省城西北城牆外東大墩街區的一部

分。至日治明治四十四年（1911）發佈市區擴張計畫之後，台中市官方開始沿站

前軸線向大墩溪（柳川）劃設近代市區。是故，在台中市的都市史上，大正六年

（1917）第二市場的建設，代表了清代既有的漢人街庄聚落已經開始被日本當局

規劃的近代市區街廓所逐步取代。 

而不同於台北西門市場的十字型配置，第二市場的設計是在完整的街廓中央

設置了一座三翼型（或三葉型）的市場「本館」（主要建築之意）。二層的六角形

主樓為核心，對外以六道門口放射出六條通道，其中三條直接連接到三翼長型磚

屋，而這三翼向西北、東北及南向對稱延伸的長型屋即是市場營業主體的所在，

走道位於中央而二側則為店舖，由政府規定魚、肉、蔬菜、水果、日用雜貨及飲

食設店的區分位置。而在街廓之內，除了本館之外，當時市場區域內還有噴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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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筒及車棚等附屬設施的配置。 

此外，台中第二市場與台北西門市場在配置上的差異，可以由主要∕次要入

口的不同來了解（如左圖）：西門市場的八角樓配置在十字型的端點處，本身即

是最重要的入口和對外象徵所在，而第二市場的六角樓則配置在三翼型的中心，

並非主要對外入口。是故，二者在規模和空間意象上的不同，也就容易理解了。 

就消費定位而言，由於第二市場位於當時的新富町，本身即接近日本人工作、

居住及商店的集合區，早年即有「日本人的市場」之稱，儼然是當時台中市住民

的高級消費場所。由於在此消費的都是日本公務員家庭，以當時階級、貧富的差

距，因此第二市場所販賣的大多以高級的生鮮與水果為主，而當年的市場口亦常

常聚集著人力車等著接送來此購物的貴客。而這傳統定位一直延續至戰後的民國

時期之初仍舊不變，在百貨公司尚未興起之前，台中市民若要送禮選擇高檔貨或

舶來品仍舊習慣來此。 

隨著商業活動的成長，第二市場的營業空間在日治時期就已告不敷使用，在

增加空間並且配合本地消費習慣的考量之下，便開始在街廓邊緣興建騎樓街屋。

新的街屋在一開始並沒有將街廓完全包圍，但後來則發展成完整的沿街騎樓街屋，

甚至，在市場內三翼建築之間所留的空地，曾幾何時也搭起了做生意的棚架，將

整個街廓內部遮得不見天日。而此一全盛時期的第二市場，當時內部人客來往的

擁擠和交易熱絡的景況，已是今日很難想像的畫面了。 

不過，對於此類被騎樓街屋完全包圍的傳統市場，火災的陰影是永遠揮之不

去，往往是一場小火，在難以灌救的不利條件之下，就會造成整座市場的全毀。

在晚近歷史中，台北西門市場曾遭大火，台中第一市場亦是，第二市場也是如此。

民國六十年代第二市場的一場大火之後，所有的屋頂構造全毀，其他建築物均受

到程度不一的嚴重破壞。所幸，日治時期的本館部分保留了三分之二以上，而未

如第一市場般全部被摧毀。 

除了火災的破壞以外，如前述，消費環境變遷造成傳統市場被淘汰是一個普

遍性現象。台中市的第二市場亦難敵時代的巨輪，隨著市區的向外擴張，在近十

餘年來，其營業狀況已露衰退窘態。是故，自 1991 年開始，台中市政府便開始

這塊編定「市 45」的市場用地上推動更新計畫，由於私有面積將近二成，經過

多次與私有地主開會協商，雖然初步達成改建為大樓的構想，但此項計畫在 1995

年時經當時市長裁示後則暫告停止執行。 

而等待再生契機之中的第二市場，儘管後期的都會發展使得中區面臨整體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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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的困境，風華不再日漸寂寥，但仍然因為數家著名的老店固守在此，如丁山肉

圓、老賴紅茶、李海滷肉飯、顏記肉包、楊家日式菜舖、生魚片舖……等，使得

市場內外仍然持續著幾分往日的風采。 

 

二、第二市場的歷史建築現況 

由於日治後期開始在街廓四週沿路興建的騎樓，將原有中央的三翼磚造屋包

裹而不現，再加上歷經多年的密集使用，週圍開放空間都已蓋在一片不見天日的

鐵皮屋頂之下，而形成今日我們熟悉的「騎樓中的攤集」印象。即使是老台中人，

即使每日出入其中，若不特別留意也會忽略到其中日治時代磚造本館的存在。此

一現況，使得我們必須要以某些特殊角度進行觀察，例如區內建築的分佈位置，

要登上附近高樓才能略窺全貌。 

而核心部分的六角樓，欲觀其保存良好的立面原貌，則必須架梯攀上屋頂。 

至於三翼長型屋，除了其中一翼（南翼）已被焚毀以外，另外二翼的主要構

造物仍然保存完整，但只能從少數幾幢附近屋舍的開窗或水塔頂上略窺其山牆上

半部的風采。 

而在屋頂以上確定了第二市場歷史原貌保存的規模之後，我們再回到地面，

就比較能夠區分出歷史建築的部分及構造細部的特色。 

就結構系統及構造材料的觀察，這幢建築是典型的日治時期大正年間流行的

加強磚造承重牆作法，主體完全為厚實的磚砌承重牆所構成，只在門窗的開口頂

部以鋼筋混凝土樑加強。據現場觀察，這些有承重作用的磚牆，大部分的厚度都

在二塊磚以上（45cm 左右），甚至在柱的部分達到了四塊磚（90cm 左右）的厚

度。且這些磚造部分，歷經火焚和地震仍然大致保持完好，可知其穩固耐用的程

度。 

屋頂部分，據現場所留存的跡象推斷，三翼的長型建築部分是以木屋架支撐

雙斜屋頂，而在脊部可能有採光和通風用的氣窗；至於主樓，由於原本的屋頂和

屋架已經完全焚毀，目前也只能由老照片來猜想其外觀，而六角樓的屋架構造及

材料則尚無法推測。 

特殊裝飾方面則如同當時磚造屋所流行的作法，第二市場在六角樓和側翼的

牆立面上都以磚砌和白色灰泥做出一些帶狀或柱頂裝飾，這些裝飾有些是純粹的

視覺美化，有些則具有建築構造上的機能與合理性。另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

角樓和側翼的立面山牆上都各有一組四個方型灰泥面，有可能在當年是做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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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使用，但原字到底為何？又以何故遭人塗去？則尚待考證。 

 

三、台中第二市場歷史風貌及變遷初探 

有了以上對於保存實物的觀察，以下則以此為本，再加上歷史記載及相關舊

照片的輔助，開始初探第二市場的歷史原貌。 

（一）歷史風貌復原初探 

當年台中市的五座市場，除第二市場以外，第一市場位於中正路和綠川西街

路口（已改建為第一廣場大樓）；第三市場則位於復興路與台中路口；另外還有

干城町市場以及同旭町市場。 

在這五座市營市場建築中，興建於大正年間的第一以及第二市場，不但是唯

二的大型集中式市場，而且同是三翼放射型市場，更有可能是同一作者的雙生姐

妹作。1以老照片為證，並與第二市場留存部分的現況比較，這兩座市場除了部

分空間的規模及尺度以外，其餘不論是建材、裝飾和工法幾近一模一樣。 

是故，關於第二市場的復原，在現存已出版舊照片資源不足的狀況下2，可

以借用第一市場的舊照片來尋找線索。而且第一市場雖有舊照片，但實物蕩然無

存亦無拆前記錄，第二市場則反之，雖乏舊照卻有大部分實物現存。在歷史原貌

的復原工作中，二者或可相互對照，以互補資訊的不足短處。 

以下試整理二座大正時期興建的磚造市場之異同點如下： 

1.六角樓的作法幾近一致，而第一市場舊照片有比較清楚的屋頂上部構造物

外部，此即是復原第二市場六角樓屋頂上部構造物外貌的主要線索。 

2.由部分氣窗來觀察，第一市場的六角樓似乎較高。 

3.第一市場的西向翼有 8 間，略長於第二市場各翼的 6 間。但由於二座市場

的本館面積相同，而照片中的東北向翼與西向翼又看似等長，是故，南翼

                                                      
1
 第一市場雖然設立年代早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且位置就在火車站正前方的綠川旁，目標

顯著生意興隆，舊照片及明信片的介紹亦十分豐富，但其磚造建築的興建則晚於第二市場，據

史載，起建於第二市場落成後一年的大正七年（1918）至昭和五年（1930）方始全部建築完成，

本館部分的佔地與第二市場相同，都是 324 坪（約 1070m
2），而其後二個市場的主要商業空間

都被沿街的騎樓街屋所包圍取代的命運，也是如出一轍。之後的大火與改建更新，則如前述，

是台北西門紅樓、台中第一市場及台中第二市場這三座市場的宿命了。 
2
 第二市場的日治時期建築歷史圖像資料，目前筆者所閱出版品中只尋得一張模糊的六角樓老照

片，刊於（台中．日本統治時代之紀錄》（篠原正已，1996/09）p.309，但可以從該照片判知六

角樓的立面與現況相去不多，最大的不同僅在於屋頂上被火災焚毀的尖頂及第二層山牆構造物，

而由此照片中又可以窺知此目前不存之屋頂部分，其實與第一市場舊照片中所呈現的外觀並無

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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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短於第二市場而不足 6 間。3
 

4.照片中的南翼山牆尺度似乎略闊於第二市場現存的山牆，此點可旁證第一

市場可能不對稱式的配置原貌推論。 

而在繪出第二市場的復原圖之後，二者幾近一致的設計風格和營造成果便更

是一目瞭然了。 

（二）第二市場的分期變遷 

由前述的歷史敘述和復原初探，第二市場全區發展歷史以分期變遷的方式簡

要描述如下： 

1.前身：為清代台灣省城西北城牆外的東大墩街區，為當時漢人商業聚落之

一部分。 

2.創建期：為日治近代市區沿站前軸線向大墩溪（柳川）擴展計畫的重要市

政工程之一，其設計構想的推論是（1）以營業主體的放射狀三翼長形屋

作為最主要構想；（2）將放射三角形中心設計為六角形空間以便於建造及

使用；（3）將六角形空間設計為全區動線管理的核心，而二樓部分極可能

是當年的管理及行政單位所在；（4）修飾構造細部及裝飾物。 

3.第一次外圍增建：因應商業需求，在日治時期沿街增建部分騎樓。 

4.第二次外圍增建：光復後將沿街騎樓整體擴大改建為目前規模。 

5.火災後修茸改建：民國六十年代大火後，改建南翼長型屋並更新屋頂構

造。 

 

四、台中第二市場的文化資產價值初探 

就歷史意義而言，台中第二市場做為台中市第一座磚造大型集中市場，本身

即是近代都市民生設施開始在台中市布設的具體象徵，而之後營業發展及變遷的

歷程，也是台中市民集體記憶的一個重要部分，對於台灣近代民生建設事業或在

都市史方面都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 

而關於其歷史建築保存的現況，主要的破壞是源於民國六十年代的大火，受

損毀去的部分可能有：所有的屋頂及木製構架（包含屋架及六角樓內部二樓的木

製地板），以及指向南面的一翼。也就是說，目前的六角樓屋頂以下以及二翼的

磚造建築部分，仍是自創建期存留至今的歷史建築主體，保存範圍超過原本的

                                                      
3
 此點亦可由各時期地形∕航測圖來佐證，第二市場的配置較為工整對稱，第一市場的各翼則可能

配合基地條件而有不對稱式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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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以上，有相當的研究及再利用價值。 

更重要的是，在第一市場災後拆除改建大樓之後，第二市場已經成為本地三

翼放射型市場的孤例了，而且再考慮台中市目前紅樓類型建築的保存現狀，在所

有公共建築物之中，目前除了第二市場以外，也只剩下市政府及台中高農二幢而

已，如此則更顯其稀少及珍貴。 

 

肆、小結：從「紅樓劇場」看台中第二市場的未來 

一、歷史建築再生的意義 

對於一個都市，市場不只是市場，這也是促進西門紅樓再生的源由。 

由空間使用 VS．都市機能的角度來觀察，西門紅樓由盛而衰，再改建為小劇

場的實例，其根源其實是在於歷史變遷，建築的使用若無法改變，則會被遺忘而

淪為閒置空間。 

而各種再生的方式，相對於過去一貫粗暴的「再生=全面拆除改建大樓」，在

重視文化資產的新時代，則應該有新的理念和作法。誠如紙風車基金會在論及紅

樓劇場經營理念的動人自白： 

「新生的紅樓將營造出『活的保存』機制的空間實踐過程，一個空間與文

化的聯想，如同人類學家 Frank K. Manning的所說：一、它是一種表演性

的文化象徵呈現。二、它是一種娛樂。三、它對群眾是開放的。四、它是

強調民間參與的。結合藝文活動的展演及推廣，進而將古蹟（紅樓）、週

邊環境（如：廣場、商圈）、休閒娛樂功能結合，讓歷史空間有著多重的

意義，並非只是一個內部設  計風格的追求，而是在硬體空間規劃設計和

軟體經營內容的理念及細節中，融入與實踐出對文化資產與社區生活的關

懷……」 

西門紅樓在市場──都市的歷史定位中已經找到了它的新生方向：「紅樓劇

場」，開始結合硬體與軟體資源，但，台中第二市場呢？它的未來呢？ 

 

二、期待台中第二市場區域的再生 

時代條件是這樣的，傳統市場的，甚至百貨公司式的零售商業模式都會停止

成長乃至於衰退。在台灣過去的一百年來，高級食品及舶來品的遊逛消費空間，

曾經由集中式的新型市場開始移向各百貨商場的專櫃，而近年來則又開始移向網

際網路+便利商店物流點對點直接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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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代趨勢如此之下，留存 2/3 以上日治時期歷史原貌的台中第二市場，則

有機會發揮其文化資產價值的魅力，超越傳統市場的空間條件來帶動整個街區的

新生。 

是故，面對台中第二市場的既有條件，西門紅樓劇院的經驗應被視為可能實

踐的最低標準，我們實在可以在它的保存與再生設定更高的理想，相對於西門紅

樓在使用傳承上只再現了小劇場的部分，我們不可忘記台中第二市場做為傳統商

業空間的魅力並未完全死亡，目前仍有許多自日治時期留存至今的老店在此堅守

崗位，難以忘懷傳統風味的老顧客們依然常常報到，這些擁有超距吸引力的老店，

在現在，才是第二市場尚未被台中市民全然遺忘的最基本原因，在未來，亦是台

中第二市場提昇「活的保存」意義時的重要有利資源。 

讓同樣的建築，穿過歲月，依然存在。在我們的呵護之下，唯一改變的，只

是承載了更多的當代歷史風貌，可以向我們的後代去訴說更多的故事。 

期待建築的再生能夠走出擁擠局促與高度開發的宿命，讓台中舊市區與第二

市場的新生，一同重新尋回那一種優雅的繁華市況。 

二座市場的命運，也是二個城市歷史的縮影，台北的西門市場已經開始了新

生命，期待台中的第二市場也能擁有更光明的未來。 

 

 

 

 

網路延伸閱讀 



 

10 

20 號倉庫 http://www. stock20. com.tw/  

紙風車文教基金會──紅樓劇場 http://www. redplayhouse.com.tw/ 

西門市場更新案 http://www.planning.taipei.gov.tw/3/304/30483/304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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