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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法概述
--兼論台灣土木文化資產保存現況及修法初探

Part I

主講人：黃荻昌博士

(土木、建築與城鄉領域）

日 期：101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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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保存VS.拆除-北市舊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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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保存VS.拆除-土城普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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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保存VS.拆除--高雄李氏祖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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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坑電廠

台電：運轉安全，施工方便

地方：歷史記憶，外觀古樸

濁水電廠

竹門電廠

爭議‧保存VS.拆除-台電老舊水力電廠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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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橋與基隆河水患關係

台北圓山基隆河段鳥瞰圖

中山橋遠觀(1933年改
建，2002年拆除)

爭議‧保存VS.拆除-中山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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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變‧修法歷程

(一) 文資法修法歷程

民國71年5月公布施行以來，共經

6次修法

1.民國86年（2次）、民國89年、民

國91年等4次局部文字修正

2.民國94年進行結構性大幅修訂(共

104條)

3.民國101年修正第35條



共51頁 9



共51頁 10



共51頁 11

（一）文化資產保存之目的：

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充實國民

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

（二）文化資產保存範圍：

本法所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文
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
或登錄之下列資產：

二、文資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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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指人類為生

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建造物
及附屬設施群。

2.遺址：指蘊藏過去人類生活所遺留具歷史文

化意義之遺物、遺跡及其所定著之空間。

3.文化景觀：指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

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相關
連之環境。

（三）文資法第3條將種類分為7類9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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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傳統藝術：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之傳統技

藝與藝能，包括傳統工藝美術及表演藝術。

5.民俗及有關文物：指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

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信仰、節慶及相
關文物。

6.古物：指各時代、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

化意義之藝術作品、生活及儀禮器物及圖書文
獻等。

7.自然地景：指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

地形、植物及礦物。

僅自然地景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外，其餘中央主管機關為文化部；另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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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 762處

歷史建築1060處

聚落11處

遺址42處

文化景觀37處

一般古物
395組6,880件

國寶169組448件
重要古物277組362件

（四）台灣有形文化資產指定、登錄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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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古蹟、歷史建築指定、登錄之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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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藝術120案

民俗及有關文物94案

指定文化資產

保存技術共4項

列冊74位保存案

指定重要民俗11案

指定重要傳統藝
術保存者或保存
團體共19案

（五）台灣無形文化資產指定、登錄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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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無形文化資產指定、登錄之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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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觀

聚落

古蹟

古蹟
歷史建築

歷史建築

 景觀＋建物-有形文化資產

1.大-文化景觀

2.中-聚落

3.點-點-古蹟、歷史建築

 內涵-無形文化資產

（六）各類法定文化資產的關係



共51頁 19 P19

三、與國際接軌．
國際憲章的文化資產保存精神

（一）威尼斯憲章（1964年）
「各世代人類所產生的歷史建築（文化
資產），包含著過去歲月所傳下來的信
息，留給當今世代一個人類古老傳說的
活見證。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人類各種價值的統一
性，而將古代的紀念物視為一個共同保
護的文化資產。
一般意識到，為未來世代保護這些文化
資產係我們共同的責任。將這些豐富的
歷史信息完全地傳遞下去是我們的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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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憲章（1964年）：「所謂的文化資產不應僅限於

偉大的作品。凡是能見證文明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事物，
均具有保存的重要價值。

憲章第一條說明：『歷史文物建築的概念，不僅包含個別的建築作品，
而且包含能夠見證某種文明，
某種有意義的發展或某種歷史事件的城市或鄉村環境。

這不僅適用於偉大的藝術品，
也適用於由於時光流逝而獲得文化意義，
但在過去比較不重要的作品』」

日本妻籠宿-修復後街景 日本妻籠宿-修復後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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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4 《奈良真實性宣言》
（ 簡稱《奈良宣言》）

1.1994年《奈良宣言》體現1964年《威尼斯憲章》精神。
2.強調《威尼斯憲章》的「真實性」及「多樣性」 。

（1）「真實性」：是文化遺址價值的基本特徵，對真實性的了

解是進行文化遺址科學研究的基礎；保護一座文物建築，意味著要

適當地保護其環境。任何地方，凡傳統的環境還存在，就
必須保護。

（2）「多樣性」：文化和遺址的多樣性是我們這個世界不可取

代的精神資源和全人類的智慧財富；文化和遺址的多樣性是跨時空
存在的，需要得到各種文化和信仰的尊重。

（3）《奈良宣言》強調保護文物古蹟真實性，同時肯定了保
護方法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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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形文化資產-古蹟、歷史建築整修概念

1.原創性：絕對無必要指「最初的原始狀態」，
也包含後期的變更。亦即是不同狀態的總和，
就像是樹的年輪一樣交互重疊。

2.科學性：將古蹟維護視一種以科學方式工作的學問，
並藉此解決諸多問題。

3.可逆性：執行修繕措施（如修理或構件更換時），
若必需進行侵害性處理，也應該使修繕後能
恢復原狀。

4.可識別性：維修時補添上去的部分和原存部分有所
差異，以便識別 ，如細節上比原來的簡單一些。
但顏色和做法跟原來的差別又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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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間參與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案例

1.民間參與古蹟的再利用－鹿港龍山寺
第一屆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民國98年）－保存貢獻獎
寶成國際集團總裁蔡其瑞、董事長蔡其建昆仲，
捐資兩億元修國定古蹟鹿港龍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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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間參與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案例

2.民間參與古蹟的再利用－台北故事館
第一屆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民國98年）－保存貢獻獎
陳國慈女士開創國內個人認養古蹟活化經營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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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國際接軌-推動遺產保護

（一）推動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1. 2002年選出11處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太魯閣國家公
園、棲蘭山檜木林、卑南遺址與都蘭山、阿里山森
林鐵路、金門島與烈嶼、大屯火山群、蘭嶼聚落與
自然景觀、紅毛城及其周遭歷史建築群、水金九礦
業遺址、澎湖玄武岩自然保留區、台鐵舊山線）。

2. 2003年增加1處(玉山國家公園)，計為12處台灣世界遺
產潛力點。

3. 2009年成立「世界遺產推動委員會」，再增列5處潛力點
（樂生療養院、桃園台地陂塘、烏山頭水庫與嘉南
大圳、排灣及魯凱石板屋聚落、澎湖石滬群），同
年8月14日第二次「世界遺產推動委員會」通過台灣世界
遺產潛力點共計1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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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2年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
第15屆會員大會 在臺灣

1.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為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UNESCO）下，協助ICOMOS，
針對工業遺產基地登錄與審查的正式官方諮
詢組織，係目前全世界工業遺產保護最重要
的組織。

2.主題：後殖民主義與工業遺產再詮釋

3.舉辦時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壇及會後參訪
11月5日~11日。

4.舉辦地點：台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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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參加海報論文發表,將也在本課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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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體環境之保存、
再利用理念

(一)基於保存與永續發展的核心理想

(二)有別古蹟式維護、活用再生新策略
1.從點，延伸到線、面—串聯生活記
憶，賦予時代新機能

2.串連地方生活網絡，營造創意群聚
效益

(三)體驗、學習&世代經驗分享
1. 傳承歷史文化，深化地方內涵

2. 體驗生活故事，發掘創意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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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案例：日本傳建地區制度

日本於1975年文化財保護法修法創設「傳統
建造物群保存地區制度」

1.「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定義：傳統建
造物群與其融合環境為一體而具價值之環境，
經由市町村依據都市計畫或保存條例決定之
地區。

2.首次將街區、聚落的歷史環境「面的保全」
制度化。

3.「由下而上」、「兩階段指定」：

（1）日本傳建地區的決定與其他文化財的指
定之最大差別，是在市町村與居民對話後而
決定傳建地區，其他文化財則是強制的、由
上而下的指定。

（2）國家再依據市町申請，將傳建地區全部

或一部份區域選定為「重要傳建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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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灣保存再利用案例
(一)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

1.臺灣鹽樂活村─台灣鹽博物館週邊鹽田復育、開發鹽漬
商品

2.嘉義縣布袋洲南鹽場－鹽田與社區結合

策動地方政府、立案民間團體與產業單位合作，保存及活用
產業文化資產，創意開發新產值，建構永續發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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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彰化縣溪湖糖廠－
346蒸汽小火車修復營運․發展光音文化園區

4.花蓮糖廠─
日式宿舍整修技術傳承•發展日式旅館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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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東糖廠─
倉庫整修•藝文團體進駐營運•發展原創工場

6.台南市總爺藝文中心－
「紅樓空間及創意小舖營運•發展總爺創藝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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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雲林縣虎尾糖廠─再造虎驛小站、保存活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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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宜蘭酒廠─
保存傳統紅露酒製程，發展台灣紅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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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打狗鐵道故事館－
保存高雄臨港區鐵道文化，建構哈瑪星地區導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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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眷村文化保存計畫

 桃園憲光二村與藝術家合作,於眷
村空間內設置藝術家作品  眷村口述歷史、影像紀錄相當豐富

與珍貴

1

補助及支應地方政府及民間單位辦理眷村文化保
存工作



共51頁 41

(三)推動鐵道藝術網絡計畫

1.輔導縣市推動鐵道藝術網絡─新竹、臺中、
嘉義、屏東枋寮、台東及花蓮等6個鐵道藝術村

 嘉義鐵道藝術村

3 4

 台中20號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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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來願景

(一) 健全文資法令及制度

(三) 推動企業家認養文化資產

(四) 積極參與文化資產國際事務

(五) 計畫地擴大辦理兩岸交流

(六) 積極推動各縣市政府文化資產活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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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