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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初階課程授課紀錄 

授課時間  民國  98  年  11  月  25日（星期三）  下午 1:15至 3:05 

授課地點  大仁樓 5樓階梯教室 

授課師資  呂崇湧  紀錄 洪郁淳 

上課學生  79 人 

請假學生  2 人 

授課大綱 
(至少 60  字，並以

條列方式敘述) 

一、仿古木船展示形式 

二、仿古木船規劃重點 

三、仿古木船設計製造要點 

四、仿古木船航行展覽規劃 

五、仿古木船維修養護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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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演講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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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師資簡介 

中文姓名 呂崇湧 公司電話 02-28085899#270

E-mail cylui@@mail.usddc.org.tw 

主要學歷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年月 

國立台灣大學 台灣 造船研究所 碩士  

     

     

     

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歷（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公司名稱 部門 職稱 起迄年月 

財團法人聯合船舶設計

發展中心 
 

副執行長兼

研發處處長 
 

 研發處 處長  

 船體部 副主任  

 科技專案室 主任  

  工程師  

  副工程師  

本計畫中負責項目 

初階實務演講課程： 

主題：仿古船簡介 

日期：98 年 11 月 25 日 

時間：下午 1：15 至 3：05 

地點：大仁樓 5 樓階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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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演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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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授課照片 

98 年 11 月 25 日：仿古船簡介 

主任介紹演講者呂崇湧副執行長

上課全景  呂副執行長崇湧演講英姿 

說明鄭和六百年紀念航行 說明仿古船設計作業要點 

回答同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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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演講內容 
 

本週邀請到聯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呂崇湧副執行長來到本系演講。 

今天很高興來到這邊跟各位做一個小專題的介紹，這個專題比較沒

有複雜的理論、技術，屬於比較通俗性的簡介，，算是常識性的簡介，

這個專題可以增加同學一些常識，就是說，原來我們學的是造船，有一

塊範圍是屬於仿古船，我會對涵蓋在世界上所有地區的仿古船以及考慮

的重點讓大家知道，在前幾次的演講中，我們有位同仁介紹台南建造的

仿古木船；建造這艘船裡頭有位工程是從我們這裡畢業的，目前在我們

陳林福經理下訓練，坐這個木船各種圖的設計、繪製，這也是一個很好

的機會跟經驗。今天我所介紹的是比較廣泛的，而不是專注在某一艘

船，也算是比較有趣味性。 

仿古木船大概在幾千年來在各國家都是以木頭建造居多，所以我們

就用仿古木船。仿古木船我們就介紹幾個展示形式，還有一些規劃、設

計的重點，以及航行展覽規劃、維修養護要點，這些都是瞭解船的大概

重點。 

在展示形式上我們整理出來，有一個是沈船實體展示，也就是這船

沈在海底幾百年，像有明朝的船、五百年、八百年的船，把他撈起來後，

就放在博物館裡頭，很多都是這樣的形式。還有模型展示、仿古船靜態

展示，也許是造一個仿古船，仿古就是再從新按照古時候的樣子建造，

剛剛的沈船是真正原來那艘船，比如說鐵達尼號沈到海底，後來潛水器

看到鐵達尼號，但是要把他從海底撈上來以現在的科技跟經費沒有辦法

達成，所以就沒有把他撈起來；但是在比較淺的地方，或是在港口裡面

很多古船被發現被發現，因為他比較淺，所以可以把他撈起來，並將他

復原到原來的樣子放在博物館展示。另外有專題館的展示以及觀光用的

仿古船，目前觀光用的仿古船也是蠻多的，還有一些綜合的展示。 

這個是大陸出土的古船，其實出土的古船還蠻多的，像大陸的古船

是將沿岸或是淺海的船撈起來後，再將船復原，很多古船在沈入海中的

時候會破損、散掉，所以需要古書籍來協助復原。在韓國也有新安古船

的沈船，利用一些文獻將沈船復原並放在博物館展示。 

在模型船中，基隆的曾樹民先生對古船做了很多的考證，所以他根

據古書的考證做了很多模型。另外就是由專業的模型著作展示古船，很

多古船像是在很多的博物館在亞洲、歐洲，做很多該國家古船的模型展

示；我們在台北的長榮基金會的長榮海事博物館也有大型的古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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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就將船切成局部的船型做展示，在古船裡面，我本身在挪威

Viking維京船博物館看過，這船是第八世紀的船，也是打撈之後復原，

之後成立 Viking  Museum，我去參觀過兩次，就是一個古船按照挪威

Viking船復原，是非常優美的船，如果將來各位畢業後有機會出國都可

以去海事管參觀，多多少少會碰到由海底撈上來的古船，尤其在從事造

船業，對海事博物館有機會要能盡量參觀。 

除了模型展示外，還有古籍的書籍，較有名的為大英百科全書，歐

洲人對古物的保存是最有系統的，大英百科全書其中有中國的船稱之為

福船，目前在台南建造的也是類似這個樣子，船型的特點為船頭及船尾

都翹得很高，這是早期傳統以來在中國沿海使用的船，像是到日本或是

鄭和下西洋都是使用這總類似的船型。 

另外在日本長崎的海事博物館中，很多三百、四百年前的中國或是

荷蘭船圖片，他們把他畫起來，像現在我們要從現鄭成功的船也有很多

參考長崎海事博物館的資料，因為鄭成功是在日本出生、長大的，所以

他很常到日本，很多都是從日本的圖片所得知的，倒是我們對文史的保

留沒有很嚴謹，很多都是在打仗的時候就被燒掉了，反之，在歐洲或日

本就保留的不錯，所以當我們要造仿古復原船時必須參考國外的資料。

在日本也很喜歡造古船，他們將古船當作造景，在很多的城市都會有古

船的擺設，像是日本神戶海博館戶外展示，也都是將古船放在戶外展

示。在夏威夷飯店裡面，也有一艘大古船為展示，在日本是很喜歡做古

船展示，其他像是北歐瑞典、挪威、丹麥這三個國家他們航海、海盜海

上的航行非常盛行，這幾個國家海事博物館是非常的多，且都有不同的

特色。 

在各個國家都有建造各自的古船，像是埃及太陽船，希臘古戰船，

荷蘭巴達維亞船；荷蘭古船連續造了很多艘，他們是利用古船來訓練木

匠，在國外則都是年輕的木匠在做，這是相當的不一樣的，國內在建造

古船是沒有規劃的，比如說國外是由政府規劃、由政府提供資金建造古

船、訓練年輕人建造木船的技術；反之，在國內建造古船都是由當初造

木頭漁船的師傅來負責建造，所以整個觀念不一樣，在國內好不容易有

建造復原古船的機會，但是由老師傅負責建造，除了體力上負擔比較大

以外，讓年請人也少了一些機會。 

這是北歐 Viking  Museum 所展示從水底撈起來的第八世紀的維京

船，另外這是按照他的樣子重新造一條新的復原的古船來航行，這是相

當有意義的。船撈起來的時候結構是散的，雖然木頭在海水裡面沒有爛

掉，但是接頭結構都爛掉，所以整個結構都散掉了，最後把他撿起來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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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重新復原，所以北歐是非常注重海事、海洋文化的。還有日本也建

造許多不同的古船，在宮城縣建的使節船是按照古船的樣式重新復原建

造。另外有些漁船也是依照古法建造的。此外，還有些古船建造完後是

作為觀光用途的船，按造古時候的樣子把他造起來，再做一些修改，例

如，原來可能是帆船，沒有動力，但是加了引擎、駕駛台籍現代航儀後

就可以航行，像這樣子的觀光船在國外很多，在台灣就沒有。有一些觀

光船的實際例子，像是五月花號或是長崎的飛帆號、香港珍寶龍號、箱

根蘆之湖海盜船，都是復原古船的觀光船，這些船都只是外觀相仿，但

內裝遺棄、功能都有做修改。在日本橫濱建造好幾艘日本丸帆船，用來

訓練海事學校航海系學生實習或是航行，不是用現代帆船，而是用古船

訓練，可以訓練他們如何操縱帆船、團結合作以及學習如何利用風的力

量航行。 

在大陸太湖有七桅古帆船，我相信古帆船歷史都沒有很久，也許只

有幾十年的時間，像木頭一直在航行的話會爛掉，這些船基本上不是算

古船，而是模仿古船的樣子去造的船，當然一些像帆這樣的設施壞調就

要換掉，所以很多的機具一直有新的建造，比如台南造的船，有很多仿

古的建造，像是帆、桅桿這些，變成就要去大陸購買，因為我們自己做

的話成本上不划算，因為大陸常常在做所以比較便宜。 

在中國歷史上，鄭和在造船裡是相當著名的歷史人物，針對鄭和會

有些紀念航行或造建造鄭和船的活動，這在大陸有盛大的慶祝活動，鄭

和當初七度下西洋，造了很多的船，有很大的船隊，所以當時有各種船，

鄭和到現在過了 6百年，但事實上在這方面考據的資料是不足的，在古

船資料蒐集、保存這方面北歐較為完整。 

浙江仿古船－綠眉毛，船長 31 公尺，是在最近建造的船，將來有

機會航行到台灣，與台南的古船會合，也是大陸最近建造的古船中可以

航行較大的船舶。這次台南造的船有過去看，得到很多寶貴的資料，比

如錨機或是不知道怎麼做的，載我們去看完後得到很多的靈感、資訊。

綠眉毛本身是帆船，開船的船長有三位要過來台灣教我們的船員，因為

古帆船的駕駛方法在台灣沒有人會，因此需要大陸駕駛古帆船的人員來

教我們，也許台灣的學生也會有機會參與培訓也說不定。 

瑞典哥得堡三號古帆船，這是由博物館打撈上來之後將他展示在博

物館內，另外也建造一艘仿古船來航行，當初此船沈船的原因是因為穩

度不夠，第一次下水就沈到港口裡頭，原來設計由荷蘭專家來設計、建

造，但是在船上放太多火藥，在原來的設計裡頭是沒有考慮到的，這就

是學造船需要注意的，當原來沒有考慮到的重量，在後面又放了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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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砲，結果一下水就沈到海底，這是一艘很有名的船舶，也是一艘第一

次下水就沈的船，這是好幾百年的事情。 

東京船的科學館對船有很多的介紹，在漢堡也有很多各種古船的展

示，所以在很多有海港的國家對船都非常的重視，尤其在歐洲每一個國

家，從丹麥、德國、比利時、荷蘭去看，在海岸的城市幾乎有關海事博

物轉的展示都非常的豐富；在美國各地也有古船的展示，像是舊金山碼

頭等各地有各種帆船的展示。 

我們木船規劃的重點，當初做個的重點也有一點看台灣的博物館有

沒有要坐古船，在宜蘭的蘭陽博物館也想要造蘭陽地區的博物館，台南

地區的博物館也想造古船，在新竹也是，每個地方都想造，但後來都是

沒有錢，最後是由台南市政府爭取到文建會的錢，我們才能夠建造，當

初我們也到各個地方去做簡報，古船要怎樣來規劃、是否要航行、建造

的是那個朝代的船、經費估算、設計、規範要使用哪種方式，我們有做

各種的評估，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點是，若是可航行的，那所要考慮的事

情相當的多，比如說我們要航行到日本，日本是否認定為安全的船，雖

然在當時古船是安全的，但是現代眼光來看是不安全的，所以說如果是

國際要到別人的港口的船，本身的船就要讓對方認定為安全的船。所以

當是一艘可航行的古船，要航行到別的國家，那麼就要符合國際公約的

水準，像是穩杜、救生、救火，不能因為是古船，所以這些規範都不遵

守，只要是要航行到國際水域的，那就要遵守國際水域的規則，否則在

他國水域沈船，所影響到的是很大的。所以說，古船不是做一做就算了，

或是完全依照古法建造，這是不行的，因為安全性是不夠的。目前在台

南建造的古船，在途中要改成可航行的，且要航行到金門、廈門、日本

及東南亞，這整個想法就變的非常的嚴格。所以這古船好像看熱鬧一

樣，但其實建造古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安全性上。 

這是在宮城縣造的船，也是蠻大的，全長為 55 公尺，目前台南建

造的船只有 30 公尺，其大小不只有差一倍，這是三維的，所以一差是

差相當多的，因此在整個的建造所需考慮的事多了很多，而且成本也高

了很多。像這個使用仿古船的建造，外板甲板使用日本自己的木材，還

要能夠實船航行，最後室外定點展示，根據歷史記載，原船使用 800人

建造。整個建造的過程也拍成影片詳細記錄。肋骨的組力，古船的作法

與我們現在的作法差不多，但是形狀跟我們古船的形狀不一樣。整個肋

骨的斷面、船底結構。古時候木船的取得較為容易，通常以當地木材為

主，但現在木材管制出口、禁止採伐，在台灣就是禁止採伐，所以要建

造古船都是進口的，沒有辦法用當地的木材，所以會有東南亞的木材、

歐洲的木材，只考慮到強度的問題，像是外板、龍骨使用的木材需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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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硬、不易變形，因為仿古船最怕會漏，或是很多木材泡水、太陽曝曬

後會收縮，當收縮時會造成縫隙變大，水就會滲入，因此在木材的選用、

施工的方法都需要特別注意。這是最後的外板、甲板封板。上星期我到

去看台南建造的古船，目前開始要做甲板，整個外板已經建好了，在結

構的部分只剩下甲板，其他的都完成了，大概月底到下個月初要立桅

桿。像這個桅桿的製作也是相當的困難，幾乎沒有人會做，然後就去大

陸學習人家怎做，回國之後跟師傅說怎做。下水到完工是五個月，但是

在下水前是蠻長的時間，我們台南古船的建造大概要一年辦的時間。 

這是我們在民國 40年時在高雄造 25公尺漁船的施工情況。在民國

六十五年時，交通部訂定一個木質漁船船體構造規範，目前我們整個結

構就按照這個規定，這個規範整個翻譯日本的規範，所以是跟著日本的

結構方式，他有規定各個部位該使用哪種木頭，不能隨便使用。船型就

有一些考古的參考、施工、佈置，最重要的是穩度這方面的安全，還有

木料的選擇，輪機則是比較次要的。這是我們當初到各博物館去跟他們

介紹仿古木船，所以我們對仿古木船有做收集、評估，如果台灣要做仿

古木船有什麼樣的地方要注意。在製造上我們有對木頭的分析及木料或

取締，還有索具的購買、操作方式、木材乾燥、防腐、定型作業，以及

該由誰建造、防水、航行等等，要建造一艘船並不是這麼的容易，尤其

又是一艘仿古木船，所以整個考量要整體的，最後還要考慮日後的維

修，要如何讓船保持正常的狀況，經費、人員要從哪裡獲得。 

這個是我們在建造古船時木材的選法，主要分成兩類：硬材、軟材。

硬材用在什麼地方、軟材用在什麼地方，這在交通部裡面都有規定，當

然老師傅也知道，但不一定符合交通部的規定，所以各地方都要收集資

料。我們當一個造船工程師各個資料從法規面到實務面都要充分瞭解。

這是我們當初估計重量與材料的表格，早期有做 60 呎及 90 呎的仿古

船，大概是什麼樣的材料。在展覽的規劃，比如說航行要有救生、航安、

救火，較遠的還要有衛生設備及生活設施。 

最後講的是維修養護的要點，因為木頭要有很多防腐的處理、防

裂、保養，木頭經過風吹雨打的變形，常常要檢查他的漏水的情形，尤

其現在很多技術都是新的，所以安全很重要。很多時候水開始滲漏時，

泵根本來不及打出去，所以現在科技的運用在船上也是相當的重要。 

以上就是我介紹古船的過程，謝謝各位的聆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