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時光盒-臺中文學館 

 

 

 

 

 

 

 

 

 

   

   

 

 

 

 

 

 

 

 
▲民國 99年 4月進行歷史建築活化再利用

修繕工程，並將日式警察舊宿舍群重新命

名為「臺中文學館」。 

日治時期林獻堂先生成立文化協

會，並以「中央書局」作為文人志士

聚會的根據地，也有臺灣中部古典詩

人組成臺灣傳統詩文社團「櫟社」，甚

或 70 年代中後的詩人也於此集結成

社，證實臺中為中部文學交流地與臺

灣文學陣地的歷史與重要性，因此有

「文化城」之美名。 

▲民國 98年 11 月 4日，文化局邀各局處會勘

日式警察舊宿舍留存位置，警察局並於同年

12月 2日會簽點交。 

臺中文學館為大臺中文學資源整合中心 

，兼具文學典藏、展示、推廣與文化休閒等多

功能文學閱讀空間。園區內，除了傳統日式木

造建築外，還有老門牆及氣根成林的百年老榕

樹，氣根更包夾著一台藍色腳踏車，令人驚

嘆，另有開卷椅、書夾亭、墨痕詩牆等文學意

象設計，使臺中文學館有豐富的人文內涵與自

然景觀。 

日治時期警察舊宿舍群，於昭和 9 年

（1934 年）落成、啟用，並於昭和 13 年(1938

年)規劃為棋盤式的輪廓，興建第五市場，

命名為末廣町。日人離臺後，末廣町改為「廣

民里樂群街」，曾為臺中市警察局所在地。

因該區具有代表性與歷史文化價值，臺中市

政府文化局於 2009 年將本區正式登錄為「日

治時期警察宿舍」歷史建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