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花磚代表的是建築歷史的脈絡與那個世代的審美觀；在當時是

身分、地位、財富的表徵，更是美感的追求。而每一棟建築，花磚的

排列、配置都不相同，形成精采的裝置藝術；因此欣賞花磚時，可多

觀察其拼貼之美、與建築的結合，以及圖案表達的意涵。」 

  －－徐嘉彬

從保存花磚、復刻花磚到宣揚花磚文化，徐嘉彬為臺灣的花磚外交，寫下漂亮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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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彬與花磚的相遇
重現百年前的時代風華

文／林蔓禎   圖／林蔓禎、徐嘉彬 



石子等建材，結合為建築物的重要一部分，

並與剪黏、交趾陶、雕塑、彩繪等工藝交

相輝映，鑲嵌於建築物屋脊、門窗、牆上

等顯眼位置，以凸顯花磚之稀有與珍貴。

走過時代軌跡，花磚不僅承載了歷史的重

量、標誌了時代的風華，更將百年前的特

殊裝置藝術傳承下來。

與花磚結緣

徐嘉彬是典型的理工生，理性思考、

冷靜嚴謹，講求邏輯與科學數據，很難想

像他竟然對充滿藝文氣息的古玩、老件情

有獨鍾。當時的他木訥口拙，做研究一級

棒，談戀愛卻常無功而返，直到某次與鄰

校中文系的聯誼活動中，一位讓他心儀的

女孩，知道他喜歡攝影、拍老房子，便分

享她臺南老家古厝的一張老照片，畫面中

老屋護龍上的六片磁磚，飽受歲月洗禮卻

在臺灣，早已停產

百年的花磚工藝，在一

群有志之士的堅持與守

護下，率先恢復生產；

從蒐集、造冊到搶救古

厝花磚，並進一步成立

花磚博物館及復刻花

磚⋯，這所有行動的發

起人與靈魂人物，就是

臺灣花磚博物館的創辦

人徐嘉彬。他從最初憑

藉一己之力，騎著摩托車穿梭於大街小巷

尋覓花磚古宅，在拾掇、搶救一片片花磚

之際，也串連起一段屬於古老年代的臺灣

歷史與回憶。

臺灣花磚歷史

根據資料記載，花磚最早出現於歐洲，

稱為「馬約利卡磚」（Majolica Tile），西

元 1870年左右，擁有「日本近代窯業之

父」稱號的德籍教授哥特弗里德・華格納

(Gottfried Wagener)移居東京，同時將技

術帶進日本，並對日後日本花磚工藝的蓬

勃發展影響深遠。而臺灣的「花磚」，指

的就是流行於西元 1915到 1935年間的建

築裝飾，之後因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而停產。

僅僅流通 20年的時間，卻留下無數美好的

記憶與生活足跡。透過一棟棟經典傳統的

老屋及古建築，花磚與紅磚、洗石子、磨

每一片花磚的圖紋都有意義，花卉、瓜果、魚鳥象徵福氣綿延、連年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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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耀眼奪目，原來它們還有個別致的名

字 「花磚」。這是徐嘉彬與花磚的初相

見，而這位中文系女孩後來就成了徐嘉彬

的另一半。因此他說，「花磚不僅是我一

生追尋的志業，更是為我牽起一世姻緣的

媒人」。

徐嘉彬與花磚，從此結下不解之緣。

某日他跟攝影同好到一棟即將拆除的老屋

拍照，正巧屋主就在現場，發現徐嘉彬如

此喜愛花磚，便將原本打算丟棄的花磚送

給他做紀念，這是徐嘉彬搶救並收藏的第

一片花磚「波斯婆婆納花磚」，寶藍色的

四片葉子象徵健康，是臺灣最常見的花磚

樣式。這個偶然的緣分成了重要的契機，

也為他日後的花磚志業奠下了基石。當年

還是學生的他，一有空便騎著摩托車到處

找老房子，搜尋花磚蹤跡。畢業後順利進

入科技業，有了固定收入之後，他開始思

考：「我還能為老屋為花磚做些什麼？」

於是他嘗試更積極的在老屋拆除之前及時

搶救花磚，讓老屋和花磚的精神以另一種

方式存留下來。他從最初的單槍匹馬單兵

作業，到逐漸建立起組織與團隊，到現在，

徐嘉彬對全臺灣的花磚老建築皆已進行造

冊與紀錄，若有任何動向，拆除業者、屋

主及熱心網友都會主動告知，讓徐嘉彬及

其團隊能掌握第一手資訊，進行搶救。

經典花磚建築與文化意涵

花磚在臺灣流行的時間雖然短暫，但

在建築裝飾領域仍占有一席之地，融合西

洋、和式與臺灣本土元素的花磚文化，透

新北三重先嗇宮，擁有全臺廟宇最大面積的花磚牆，圖為位在虎側位置的兩道康乃馨花磚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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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建築物本身提供的載體，將建築藝術發

揮得淋漓盡致。除了製作工法、藝師的設

計理念，還包含屋主的品味及其想要表達

的意義；因此，每一棟古厝，都擁有無可

取代的獨特魅力。臺灣 (含離島地區 )曾有

數千棟鑲嵌花磚的建築，雖歷經拆除、改

建甚至凋零等過程而銳減，但仍有為數不

少的古厝依舊昂然矗立。徐嘉彬在其著作

《重返花磚時光》推薦了他心目中的經典

花磚建築，包含高雄大社許氏古厝、金門

水頭聚落黃天露宅、新北三重先嗇宮、臺

中大安中庄黃氏古厝洋樓、臺中霧峰林家

景薰樓等。其中，位於新北市三重區的先

嗇宮，於民國 14年進行修建，設計出全臺

廟宇中最大的花磚牆，為沉穩莊重的廟宇

外觀注入鮮明活潑的視覺感受。當時的修

建工程還以「對場」方式進行，由廟宇的

正門為中準線分為龍虎兩邊，龍邊由唐山

師吳海桐帶頭，虎邊則是臺灣師陳應彬坐

鎮，各自率領團隊同場較勁。不只花磚，

還包含木雕、石雕、彩繪等工藝，雙方秉

持著相互競爭之餘仍須講求整體對稱、均

衡的共識，讓這場龍虎鬥更加精彩絕倫。

兩邊的花磚牆不論色彩、圖紋幾乎都無二

異，但近距離觀察才發現兩邊花紋的些微

差異。龍邊的單朵花卉有如結實纍纍的飽

滿花穗；虎邊的每一束花皆開出三朵康乃

馨，就像欣欣向榮的秧苗般挺立。以大面

積青綠及白色為底色，藉由花磚排列，呈

現傳統手工技藝的純粹美感以及有如幾何

圖形般的夢幻變化，典雅之中蘊含細膩的

巧思與創意，色澤鮮亮的釉彩歷百年而不

衰，讓這座百年廟宇在時代洪流中更顯卓

爾不凡。

孔雀圖騰組合花磚，代表家族圓滿與興旺，色澤飽滿的釉彩，彷如寶石

般耀眼璀璨。

徐嘉彬的第一片花磚「波斯婆婆納」，由 4片藍色
葉子組成的圖案，用色搶眼鮮亮，是臺灣最常見的

花磚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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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臺中大安的黃氏古厝洋樓，是

大地震後在民國 26年完成改建的三層樓稀

有建築。建物採用日本辰野式 (たつの )建

築風格，以紅磚、白石為主建材間隔堆砌，

再於白石中央嵌入色彩斑斕的花磚，使原

本的紅白建築更具有設計感，也成功揉合

了臺灣元素、日本風情與歐洲品味三大要

素。此古厝堪稱臺灣建築中紅磚與花磚建

築的經典代表，一樓與二樓牆柱上的白石

鑲嵌了綠色方形與三角形花磚，運用幾何

拼貼手法，遠看像是一支支的綠釉花瓶，

恰好與並排的歐式花瓶欄杆左右呼應。側

邊牆上更匠心獨具的以紅磚排列出「囍」

字，用心可見一斑。整體而言，傳統與現

代思維並陳，既古典又新潮。

從搶救老屋到成立花磚博物館

隨著日積月累，收集來的花磚數量與

日俱增，除了清潔、修復需要專業的團隊

及人力外，儲存空間也成了難題。就在一

次搶救老屋行動中，一棟坐落在嘉義市林

森西路上的兩層樓百年老屋，產權已多次

易主，最後一任產權人是一對中年姊妹，

多年來每遇建商洽談都更事宜皆未點頭出

售，直到徐嘉彬的出現，才覺得應該就是

他了。徐嘉彬對此相當感動，更思忖著如

果能同時兼顧二者，將老屋建造成一座博

物館作為專屬於花磚的「家」，應是兩全

其美的好辦法。而且嘉義是徐嘉彬的故鄉，

不論就近照顧親人或回饋故里，都是博物

館的最佳落腳處。

花磚博物館氣氛溫馨、環境舒適，圖為工作人員正為訪客做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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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不是小事，他和太太商量許久，

最後太太一句「喜歡就買吧」，讓徐嘉彬

決定將上千萬積蓄全數投入。旁人看他或

許過於衝動、浪漫，然而衝動的結果竟是

如此美好，當初若是考慮過多，可能就沒

有勇氣踏出這一步，也不會有花磚博物館

的誕生了。

百年老屋的經典傳奇

整修之前必須先拆除，這一拆，老屋

的往昔就像層層覆蓋的生命旅程，每拆一

層就是一段回憶，理髮店、漫畫屋、火鍋

餐廳⋯。慶幸的是設備雖已老朽損毀，但

表面的裝潢拆除之後，內部的木料幾乎完

好如初。除了外牆與 2樓地板為水泥建造

外，其餘皆為木造，而且是上等的檜木。

於是徐嘉彬將內部的木結構全數保留，並

請來嘉義當地經驗豐富的老匠師以傳統工

法將老屋「復舊如舊」。與此同時，徐嘉

彬努力爬梳老屋的歷史，透過在地耆老的

解說，老屋的原始樣貌愈見清晰。

花磚博物館成立之後的某一天，最原

始屋主的後代前來參觀，關於老屋的前世

今生終於完整呈現。原來，目前所見的老

屋是原屋主蘇友讓重建的第二代木屋。他

是日治時期「德豐材木商行」的創辦人。

民國初期，嘉義是臺灣重要的林業中心，

而緊鄰鐵道的林森西路是嘉義著名的木材

街，從阿里山運送下來的木料都集中在此

處理。德豐材木商行更是當年唯一擁有製

材廠的臺籍廠商。民國 27年，德豐行以總

督府格局為範本進行改建，一樓是木材商

行，二樓就當作住家使用。蘇友讓不僅經

商有成，更醉心於藝術的追求，他的另一

經典的檜木紅眠床，以花磚為主要裝飾，是極稀有的珍貴老件。 成立花磚博物館是徐嘉彬善待老屋、守護家人及回饋故鄉

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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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是陳澄波長女的書法老師。蘇友讓飽

讀詩書，常舉辦各種詩文競賽；提拔新銳

藝術家更不遺餘力，常以購買作品及贊助

方式等實際行動予以支持。德豐行除了一

樓生意往來熱絡，二樓宅邸更經常高朋滿

座，許多文人雅士都常是蘇友讓的座上賓。

如此生動鮮活的故事，更賦予這棟百年老

屋傳奇的色彩。對徐嘉彬來說，有很多屋

主的故事是可以去追尋的；當老屋在的時

候，故事就在；當老屋消失不在，故事也

就隨風而逝了。所以他以最原始傳統的工

法修復老屋，這是他善待老屋的方式之一，

不僅給花磚一個永遠的處所，也持續守護

老屋，將原屋主的精神及其故事留予後人。

優美雅致的展示空間

歷經兩年的修復，民國 106年年底，

重生後的老屋以嶄新面貌再現，臺灣第一

座花磚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館內展示的

花磚皆來自古厝及老屋，原本可能淪為垃

圾遭到丟棄，因為徐嘉彬的關注及搶救，

使這些花磚得以存活下來。別人眼中的垃

圾卻是徐嘉彬心目中的珍寶，經過修復與

整理，再從上萬片之中篩選出千片左右的

花磚，作為花磚博物館的館藏及常設展出。

位在熙來攘往的林森西路上，外觀

低調，入內之後，觸目可及的花磚拼貼藝

術讓人目不暇給。進門右手邊的花磚因難

以卸除乾淨而連同古厝屋瓦或泥牆一併展

示，呈現老屋原始風貌。左手邊的一整面

桌面上的牡丹花磚，以模板噴畫工法製作，營造出花瓣的漸層感及彩

蝶翩然飛舞的意境。

詩意盎然的木造空間，一扇門、一面牆或一個轉角，都

傳達出古典文化的迷人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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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磚牆，每一片都裱上木框，整齊劃一的

木質紋理襯托出花磚的優雅與尊貴。這面

花磚牆都屬狀況最好的花磚，修復時也未

再補色上色，百歲花磚釉彩卻依然鮮豔明

亮，讓人難以置信。花磚博物館的特別之

處在於，來訪者不僅可盡情拍照，還能觸

摸實體，用肌膚直接感受高浮雕花磚、淺

浮雕花磚、線條結構花磚或平面花磚等等

的差異。沿著木質樓梯拾級而上，緩步移

動於二樓的木造空間裡，感受百年前的時

代氛圍，彷彿得以窺見當年藝文沙龍的畫

面與盛況。不論是貴氣的紅眠床、纏足婦

女坐的纏腳椅、銜接樓上樓下的階梯，以

及精巧華麗的各式家具，上頭鑲嵌了花磚，

就是家世與財力的展現。

每一片花磚都有自己的故事

花磚有三種尺寸及規格，第一種

是 15.2cmx15.2cm 的 正 方 形 花 磚， 是

最廣泛使用的標準型花磚。第二種是

15.2cmx7.6cm的長方形花磚，主要作為

邊框之用，圖案多為連續性且重複，代表

綿延不絕的祝福之意，又稱「腰帶磚」。

第三種是 7.6cmx7.6cm的小正方形花磚，

主要搭配腰帶磚在邊框的四個角使用，所

以也稱為「轉角磚」。屏東「金良記古厝」

的「中國結花磚」，結合上述三種不同規

格的花磚，組合成傳統中國結樣式，徐嘉

彬將此獨一無二的設計，複製還原於花磚

博物館內，讓更多人認識。

花磚造價不斐，只有最富裕的家庭才

歐洲風格濃厚的十字紋玫瑰花磚，右半部以腰帶磚拼貼成

幾何圖形花樣，典雅又浪漫。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象徵福氣與愛情的玫瑰蝴蝶花磚，始終深受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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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使用花磚為屋宅妝點門面，是家族

實力的彰顯及財富的表徵，因此多以象徵

吉祥、福氣的鳥獸花卉瓜果為圖案。譬如

石榴及葡萄表多子多孫，桃子與佛手柑表

長壽，蝴蝶表福氣，玫瑰象徵愛情，牡丹

則與富貴畫上等號；在當時，玫瑰、大理

花、康乃馨等都屬外來種花卉，花磚使用

這些圖案，也代表著屋主思想前衛、品味

時尚的新潮作風。花磚圖案寓意深遠，有

傳統意象的「連年有餘」，也有構圖新穎

的各式花卉。從一面花磚牆就能看到百年

前臺灣大戶人家的生活態度與樣貌，這樣

的功能性也只有博物館能做到。

此外，花磚也大量運用在家具上面，

博物館內展示的一對「纏腳椅」和「媳婦

椅」，前者的小抽屜是專門用來放纏腳布

的；這兩張椅子，充分顯示了舊時代的傳

統思維與文化。在新舊交融之中，更多想

法、創意油然而生，這也是徐嘉彬成立花

磚博物館的主要目的。他認為花磚文化不

應只有保存，所以他開設博物館，讓更多

人親近花磚、了解花磚，自由擷取意象、

靈感或知識，展開新的設計，並進而產生、

創造出新的花磚文化。

復刻自「金良記古厝」的中國結花磚，涵蓋標準正方形花磚、

腰帶磚與轉角磚三種規格，新穎別致、創意十足。

古代的富裕家庭連座椅都講求規矩，圖為「纏腳椅」及「媳婦

椅」，前者還附有擺放裹腳布的小抽屜，上頭的花磚圖樣分別

為百合與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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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磚的復刻與再製

老花磚的維護、保存、研究需要固定

經費，加上博物館的營運，對徐嘉彬來說

都是沉重的負擔，但復刻花磚一直是他努

力的目標。民國 106年，國立中正大學傳

播系學生來訪，讓他興起在網路募資的想

法，沒多久，「復興臺灣老花磚」募資計

畫出爐，募資金額設定 15萬元 (單一款花

磚模具開發費用，不含後續初胚、手繪、

燒製等費用 )。計畫一上線就極受關注，短

短 12小時就達標，最終募得的資金超過

500萬元。這份支持與鼓勵，讓徐嘉彬備

受感動，傳揚花磚文化的使命他已責無旁

貸。

復刻花磚是當務之急。徐嘉彬拜訪了

多位臺灣陶藝家與多家陶瓷工廠，歷經瓷

土研發、鋼模設計、釉色調配、上釉技巧、

燒製技術等工序，無數次實驗與失敗，終

於開發出「立體手繪花磚」與「彩釉花磚」

兩項專利商品。至此，在全世界已經停產

百年的花磚，率先在臺灣恢復生產。幾年

時間，花磚再製的名號響遍國際，來自海

內外的訂單亦紛紛湧入，大面積的採模具

輔助的半手工量產，其餘則由純手工完成。

因適合的藝師已鳳毛鱗爪，而且一位師傅

一天只能生產3至4片花磚。如此「慢工」，

顧客卻無怨言，因為他們知道，手工的價

值無可取代。「孔雀花磚」即是。這是一

組由孔雀圖騰拼貼組合而成的花磚，全臺

所剩無幾，藉由作品復刻，美麗的孔雀再

現，晶瑩剔透的釉彩閃閃發光，藝師精湛

的手藝，讓作品更具收藏的價值。

徐嘉彬曾說，花磚有很多的祝福，可

以把家人的凝聚力結合在一起，對他而言

就像家人一樣，有「家」的感覺。所以，

成立花磚博物館，或許就是他守護老屋、

善待花磚，以及深刻連結家人的一種最溫

柔的方式。

為了搶救花磚，徐嘉彬總在第一時間付諸行動，即刻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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