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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懷舊記憶　徐嘉彬的花磚人生保留懷舊記憶　徐嘉彬的花磚人生
徐仟妤 報導

鑲嵌於古老三合院的花磚，以不變的鮮豔色澤，乘載舊日大戶人家的時代記憶。

來自嘉義的竹科工程師徐嘉彬，花費20年時間保存拆遷古屋上的老花磚，並成立
花磚博物館讓它們有了安身之處。以日復一日的低調付出，沉澱歲月的醍醐味。

從零開始　與花磚結緣從零開始　與花磚結緣

花磚，正名為馬約利卡磁磚，源自歐洲。日本明治維新後仿造英國維多利亞樣

式，經由殖民地外銷亞洲，並在日治時期傳至台灣，僅1915～1935年間流通於
市面，是日治時代台灣重要的民間文化資產。2016年法國大學更為台灣花磚申請
世界非物質遺產。但隨著舊建築逐漸被拆遷，鑲嵌於老屋上的花磚也一併遭到破

壞。

「台灣花磚與建築物的融合是很特別的。早期花磚是很貴的舶來品，只有大戶人

家買得起，台灣人又喜歡炫耀，想讓隔壁知道他們很有錢，通常都鋪在屋脊最高

的地方。同時也大量鑲嵌在舊式家具，如桌椅和古早的紅眠床上，因此形成與歐

日截然不同的獨特文化。」徐嘉彬說道。

提到花磚，看似文靜寡言的徐嘉彬眼裡都是笑：「花磚做什麼都美，講真的啦。

」現任職於新竹科學園區的他，畢業於台灣大學機械系，原是個與文化保存毫無

關聯的理工人，認識花磚的契機是為了追愛。20年前為了追求女朋友，以女友老
家屋頂鑲嵌的花磚當作話題，深入研究後發現了花磚之美。當時的台灣對文化保

存的概念十分薄弱，僅出現在台灣歷史20年的花磚，對民眾來說更是陌生。「那
時去問周遭的人，連就讀建築系，與對於傳統書畫非常專業的人都不知道這（花

磚）是什麼鬼東西。」在資訊匱乏的年代，徐嘉彬透過文獻取得相關知識，轉而

以實際行動去保存老房子上的花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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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花磚博物館創辦人徐嘉彬，對於花磚的歷史侃侃而談。（照片來源／

徐仟妤攝）

搶救行動　與時間交戰搶救行動　與時間交戰

台灣的花磚老屋多分布於鄉下地區，隨著都市化的腳步，鄉間的老三合院逐漸遭

到廢棄，或遭鄰居舉報為危樓，面臨拆遷的命運。20年來，徐嘉彬與志同道合的
朋友奔走於各拆遷現場，提前將老宅上的花磚搶救出來。由於花磚多鑲嵌於屋脊

上，需要事先與屋主溝通，並利用吊車將屋脊垂吊下來，帶回工作室修復。平均

拯救一棟老屋，雇聘吊車與購買花磚的費用將近十萬，全部是徐嘉彬與搶救團隊

自行負擔。

「錢的問題事小，再賺就有，最難的是屋主不給我們保存。」徐嘉彬說。很多屋

主會將他誤認為阻止他們拆房子的文史工作者。由於老屋的持有者多半面臨經濟

壓力，相對於花磚的價值，一塊地值錢得多。如面臨屋主不在的情況，往往需要

挨家挨戶取得聯繫方式。有時得知拆屋消息時已是拆遷前一天，沒時間布置吊車

的情況下只好直接爬上屋頂敲下花磚，這個方式除了危險，也容易損壞花磚本

身。平均10棟老屋遭到拆遷，能成功保存花磚的只有一棟。

圖為工人要將屋頂挖洞、綁上繩子，以利吊車將鑲有花磚的屋脊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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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工人要將屋頂挖洞、綁上繩子，以利吊車將鑲有花磚的屋脊吊起。

（照片來源／台灣花磚古厝官方臉書）

堅持信念　創建花磚博物館堅持信念　創建花磚博物館

20年來，徐嘉彬成功保存了數千片的花磚，於是著手進行資料庫的建置。恰逢故
鄉嘉義的老舊木材行即將拆遷，決定將老屋買下，將其改造為展示花磚的博物

館，並開放一般民眾預約參觀。然而，修繕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買了它是一條

很可憐的路。當初其實很怕，因為不確定性很大，無法確認結構是否完好。但是

沒買下來它又會被拆掉，這已經是嘉義最後一間木材行了。」徐嘉彬回憶，他在

修繕期間每周末都從新竹開車南下，往往是當天來回，因遵循古法修復，前後花

了一年才完成。

縱使改造成功，老房子的維護十分不容易，漏水與蟲蛀問題頻發，一年的維修費

多達40萬。除了硬體維護，營運博物館本身也是一個挑戰，由於徐嘉彬是竹科的
受薪階級，僅假日有空幫忙南下導覽。然而，有博物館就會有期待，在服務導向

的台灣更是如此，民眾認為造訪沒有收錢的博物館是給對方面子，常會以過高的

標準檢視，品質更無法控管。

面臨金錢與時間不斷耗損，仍持續堅持的原因，徐嘉彬認為是因為信念：「說是

因為熱情才撐下去，但熱情早就沒了。這種都是保護台灣老東西那種信念，才有

辦法一直走下去。途中會一直質疑，那些錢本來可以給家人過更好的生活，但你

拿走那些資源一下就沒了。那種就是一個信念，你覺得它該被保護，就會把資源

拿出來。」希望大眾能藉由博物館，看到台灣的文化與歷史價值，從而對自己生

活的故鄉更為自信。

花磚博物館內部。映入眼簾的是整面由不同花磚構成的牆面，以及日治時

期的古董家具。（照片來源／台灣花磚古厝官方臉書）

理工思維　實事求是的態度理工思維　實事求是的態度

為了維持博物館的營運，並支援市面上古蹟修復所需的建材，徐嘉彬與團隊開始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tiles/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tiles/


著手進行花磚的重製，設計花磚周邊商品。希望能夠藉由歷年累積的資料庫與技

術區隔市場，發展跨國性的營利自有品牌。「身為一個理工人，科技業做久就會

想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徐嘉彬說。在知名半導體公司上班的他，對於產品的成

本掌控與生產鏈的協調相對得心應手，他認為這與理工人實事求是的態度有關。

理工思維也應用在解決問題上，當初找尋修復花磚的技術時，因時代面臨技術斷

層，幾乎難以找到相關人士。在修復過程中，還需擁有化學藥劑的相關知識。徐

嘉彬依靠自身閱讀文獻摸索、不斷的實驗，經過一年才發展出一套完整的修復

SOP。「這壓力跟科技業比起來不算甚麼。」這是徐嘉彬最常講的一句話，保存
與營運所面臨的困境，對他來說僅是一個個待解的習題。

近日團隊開發出的花磚圓鏡樣品。徐嘉彬會根據視覺特性幫不同的花磚圖

案命名，如中間四片葉瓣的圖形名為幸運草。（照片來源／徐仟妤攝）

多元視角　文化保存人士的中性特質多元視角　文化保存人士的中性特質

提及文化保存，徐嘉彬認為從事相關領域的人要很中性。過去在保存花磚時，常

會以自己的思維要求他人，責怪屋主的保存不力。但在搶救過程與屋主對談，實

際經營花磚老屋後，才發現古宅持有者的苦衷。「可能我已花了一輩子的心力，

卻只能做到這樣的程度。」徐嘉彬表示，有些文史工作者會將老房子舉報為古

蹟，但屋主經濟能力不佳，劃為古蹟後除了失去產權，維護不及標準還要罰錢。

台灣保存意識不高，因此很多屋主選擇自行拆遷。

「所以我從不在老屋拆遷現場參與抗議。」徐嘉彬希望比起侃談保存，或躺在怪

手前阻止拆遷，應優先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許多人將老宅登錄為古蹟後，將功

勞攬在身上後，對後續的維護就撒手不管。他認為保存老宅應不計代價從頭幫到

尾，實際付出才能知曉其中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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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行動也讓他認識不同領域的人，有機會發現不同思維模式的差異。「像我們

在花磚生產過程會優先考量如何量產、成本與良率，而藝術家比較不會這麼思

考。」過去生活圈非常封閉，往往在竹科廠房一待就到晚上。經營花磚博物館後

除了社交圈的拓展，徐嘉彬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能看到民眾對花磚產生興趣，因

此更加愛惜自己的文化。

      

 記者 徐仟妤

編輯 楊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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