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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建築工具與設備 

 

    目前林務局國有眷舍 A、B 幢建築物因空間使用者的生活需求而有作過設備更新的

動作，然而於兩幢建物中尚保留些許昔日建築設備，因此本小節主要針對建築物昔日的

建築設備作紀錄，以供未來修復時需同時考量保存昔日的建築設備的遺構。 

 

    A、B 幢建築物現場目前所記錄到的設備可分為兩種類別：一為祈福器具，目前於

A 幢建築物發現幣串，於上樑時的鎮宅物品。二為建築設備，其包含了屋根樋、風呂煙

囪、廚房設備、廁所淨化設備、洗手場排水設施等五種設備。 

 

(一) 祈福器具： 

 

幣串
1
 

    林務局玉里國有眷舍 A 幢建築

物現場於屋架 A1 上發現幣串，其尺

度為 3.8x3.8x131.5 公分，上方記載測

樣圖的高低尺寸，即可丈量高低的尺

寸之意。 

 

照片 4-5.2 幣串照片(四邊立面照片) 

 
圖 4-5.1  幣串發現位置示意圖 

 
照片 4-5.1 幣串現況照片(於屋架上) 

 

                                                      
1 上樑時的鎮宅物品，有给住在房屋内的家族祈求幸福驅除災禍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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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5.3 幣串說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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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設備： 

 

1. 屋根樋 

    「樋」指的是排放屋頂雨水之溝狀或是管狀的設備，稱之為「樋」的屋頂排水設備

主要包含三個部分：「軒樋」、「呼樋」、「豎樋」。 

 

    「軒樋」為設在屋簷前端部位，主要用來承接屋簷流下來的雨水，尺寸約在 4 寸~5

寸的半圓形鍍鋅鐵板，且每隔 3 尺~4 尺 5 寸(90 公分~135 公分)之間距設置「軒樋受金物」

的托架將其固定於屋簷側邊。「呼樋」指的是連接天溝、落水管的落水彎管。「豎樋」則

是垂直落水管，將雨水引導至地面或是排水溝內，並以「豎樋受金物」之托架固定於牆

面上，在落水管下端多以陶管連接到排水系統，其下設稱為「樋受石」之承水石，而後

將雨水排放入建築物周邊的排水溝。18
 

 

    林務局玉里國有眷舍 A 幢建築物現場屋根樋之設施物，目前僅有「軒樋受金物」和

「豎樋」保留下來。 

 

圖 4-5.2 「軒樋受金物」位置說明圖 

 

                                                      
18 日式木造宿舍修復‧再利用‧解說手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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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呂煙囪 

 

    林務局玉里國有眷舍 A-1 棟建築物現場炊事場空間發現煙囪，於原工事圖中，正立

面圖在風呂空間處，有繪置煙囪突出於主屋頂，目前因僅有煙囪遺構，尚無法判斷風呂

澡盆的形式。 

 

表 4-5.1 A-1 棟建築物風呂煙囪遺構說明表 

 

 

 

 

 

小屋組內煙囪遺構 

 

小屋組內煙囪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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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廚房設備 

 

    林務局玉里國有眷舍 A-1 棟建築物現場炊事場空間尚保留原始廚房設備，廚房流理

台旁設置爐灶，有些爐灶附有烤網，其稱之為「ロストル( rooster )」烘烤爐灶，國有眷

舍 A-1 棟廚房設備現況並無發現烤網，原工事圖亦無標示說明，因此判定為一般爐灶。

在尺寸部分，原施工圖說上標示爐灶高度為 2 尺 1 寸，換算約為 70 公分，現場丈量尺

寸為 68 公分。在廚房外部空間尚可看到煙囪的基座，現況的基座已重新粉刷。 

 

表 4-5.2 廚房設備說明表 

 

 

A 幢 50 號炊事場現況 

 

 

爐灶 

煙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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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廁所淨化設備 

日治時期之廁所可分為掏取式、沖洗式兩大類。在明治末期(西元 1900 年代初期)

時，在日本國內僅辦公大廈、西式旅館全面設置沖水式廁所，一般住宅內尚未普及，時

至大正末期(西元 1920 年代)，大宅邸及特殊住宅區中才開始設置沖水式廁所；普通住宅

則在戰後才開始普遍使用這類廁所。根據台灣的日式宿舍的設計圖面，除了大官邸內有

附設化糞池之炊水式廁所外，一般宿舍內幾乎都採用傳統的掏取式廁所。 

 

林務局玉里國有眷舍 A、B 幢建築物目前僅於 A-1 棟尚保有昔日的廁所淨化設備，

期包含馬桶設施、排氣管、掏取開口、盛器(陶壺)。 

 

照片 4-5.4 A-1 棟建築物排氣管現況照片 

 

照片 4-5.5 A-1 棟建築物排氣管現況照片 

 

照片 4-5.6 A-1 棟建築物掏取開口現況照片 

 

照片 4-5.7 A-1 棟建築物盛器(陶壺)現況照片 

 

照片 4-5.8 A-1 棟建築物馬桶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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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 專賣局玉里出張所符號一二號丙種官舍移轉模樣替改築工事圖 

資料來源：總督府公文類纂 

 

圖 4-5.4 專賣局玉里出張所丁種官舍新築及工手官舍移轉模樣替工事圖 

資料來源：總督府公文類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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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洗手場排水設施 

 

    林務局玉里國有眷舍 A-1 棟建築物尚保留原始洗手場的排水設計設備，其包含了洗

手場木製水槽，水槽內部採用亞鉛板作木質壁體的防水材，位於外部處則有金屬落水管

遺構保留，落水管的垂直下方設置承水石，將水引導至排水溝。 

 

 

照片 4-5.9 A-1 棟建築物洗手場落水管現況照

片 

 

照片 4-5.10 A-1 棟建築物承水石現況照片 

 

照片 4-5.11 A-1 棟建築物洗手場水槽現況照片 

 

照片 4-5.12 A-1 棟建築物洗手場錏鉛板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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