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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現場會勘。鄰近的第13號碉堡

上亦被噴上「待拆」字樣，整個大

肚山上所有碉堡(見表一)與火炮掩

體近期內均會被拆，發現事態嚴重

後，隨即展開連署、搶救，立刻引

起社區居民、文史工作者與學校響

應，至今已有全國50個單位、超過

2000位人士簽名支持。

維護文化資產 人人都有責

文化資產是人類歷史的無價寶

藏，一經毀損即難以烣復原先樣

貌。因此，各國無不盡力維護，國

人至外國所看到他國具當地特色的

古蹟、建築亦是這樣留存下來的。

「與其事後的懊悔、補救，何

不事先確實去做」。主管單位有公

權力與行政資源，民間則有充沛人

力、熱情與活力。當政者先要有遠

見、擔當與執行力，要帶頭、要站

在第一線上，並鼓勵居民發揮守

護、維護的功能，這樣守護網才能

動起來。

全國首宗

「文化景觀」申請登錄案

文資法剛剛通過，尚無這類的文

化資產，本案是全國首件「文化景

觀」申請登錄案，對台中市與全國

的文化資產而言深遠影響，有指標

性的義意。

台中市這些碉構與掩體，在科技

戰爭的時代雖不具軍事用途，卻擁

有歷史文化價值，是休閒、觀光發

展的無形資產，更民眾集體記憶。

2006年1月25日，本會向台中市文

化局提出為文化景觀類之申請。我

們初步判定，它符合「文化景觀」

審查辦法第二條中的第二、第三項

目，理由如下：

第二項、具紀念性、代表性或特殊

性之歷史與文化價值。

「東海古堡」它已是大肚山上地

域風貌表徵之一，亦為市民的集體

記憶。在北屯區水湳機場旁、貿易

九村入口處的碉堡具有同樣背景。

第三項、具時代或社會意義。 

為日治時期大東亞戰爭所遺留下

來的歷史意義，足為昔日時代事件

表徵。是昔日戰爭對土地與生命財

產的威脅的見證，對闡述和平理念

有正面的宣揚義涵，並富有再利用

價值及潛力。未來可以結合大肚山

陵線自然風貌與地質，規劃當地休

閒觀光之主題園區。

其實，碉堡被拆只是「文化弱

勢」現象之一，台中市還有不少

類似的情況。現在，已不是在高

唱口號的時候，「心動不如馬上行

動」。因此，我們提出下列幾點呼

籲：

一、呼籲軍方與私人地主，對其

它待拆建築體停止任何工程進行。

二、即時起動全市八大行政區

文化資產的普查，建置資料與解說

牌。落實「文化資產守護網」，具

體發揮地方文化保存功能，類似事

件不可重演。

三、專案採集大肚山文史、產

業、生態資料，催生「融合人文與

環境的古堡」－一個融合當地景觀

之休閒、遊憩的主題公園，規劃大

肚山休閒生活、歷史步道！

碉堡編號 行政區域 地段、地號 基地高度，頂部高度(9)

� 西屯區 永安段，4�7號 �94,�0�.5

� 西屯區 永安段，�56號 �87,�9�.8

� 西屯區 永安段，��0號 �08,��5

4 西屯區 永安段，��0號 �94

5 西屯區 永安段，4�號 �0�,�04

6 南屯區 永安段，�46、�47號 �88,�9�.7

7 北屯區 廣明段，�84號

註一:  �、「碉堡編號」係指軍方在碉堡外表所噴慣呼之號碼。

          �、編號第6~�0號立式碉堡位於台中縣大雅鄉內，未列出。

                       資料整理／江慶洲、賴志育、黃豐隆。

表一台中市內立式碉堡編號與地號資料

文化資產維護的省思 
由全國第一個申請登錄「文化景觀」案談起 

第4號碉堡與鄰近之掩體(西屯區)。攝影/黃豐隆

歷史散步History Journey

文化資產
維護的省思

由全國第一個申請登錄「文化景觀」案談起

文/ 黃豐隆 台中市犁頭店鄉土文化學會 理事長 

文化資產保存法已公告、實施

地方文化具有當地的特色，保存、維護及活用地方的文化資產、充實國

民精神生活，以發揚多元文化，是政府與民眾責無旁貸職責。

94年2月5日，總統已公告最新之「文化資產保存法」(稱文資法)，並於

同年11月起實施。其中，文化資產類別除原來之古蹟、歷史建築、聚落與

遺址等項目外，增加了「文化景觀」一項，並於去年底公告「文化景觀登

錄及廢止審查辦法」，作為地方主管機關執行的依據。

對國人而言，「文化景觀」是一種新穎觀念；依該辦法第三條，文化景

觀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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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會負責人員說，其精神強調居民生活與歷史在文

化層面的參與與融合，在文化景觀中可以包含有歷史建築或古蹟。

大肚山碉堡被拆　維護出現大漏洞

文化資產守護網是行政院文建會「建構國家主體性」子計畫之三－「文

化資產守護網」計畫，2004年並特別辦理全國巡迴說明會，邀集專家、學

者、文化局與文史工作者集思廣義，期能激發底層社群文化公民意識，使

文化資產守護成為社區營造新環節。

這項政策立意完美，但到了地方的執行層面卻產生不同的結果。當我們

發現碉堡頓時消失時，本會與地方文史工作者江慶州立即與文化局連絡，

20
05年12月初，位於台中市大肚山300公尺高的王田崁陵線、

編號第11、12號二座建於日治時期的軍用碉堡，竟在不聲

不響下被怪手無情拆除。由於長期從事鄉土文化的採集工作，發

現的當時，「文化資產」這幾個字一直在腦中盤旋。經過近二

個月資料收集，本會正式向文化局提出全國首件「文化景觀」－

「台中市日治時期建立之立式碉堡群與ㄇ字形火炮陣地群」，登

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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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民國94）年2月5日在文化界

的殷切期盼下修正公布全文104條

（以下簡稱「新版文資法」），並

於11月1日正式施行。新版文資法

以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

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古蹟、

歷史建築、聚落」、「遺址」、

「文化景觀」、「傳統藝術」、

「民俗及有關文物」、「古物」及

「自然地景」等七類為文化資產

類別（第3條），其中除「自然地

景」的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外，其餘六類文化資產的中

央主管機關均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

在新版文資法的文化資產類別

中，「古蹟、歷史建築、聚落」

為人造的建成環境（man-made or 

built environment），依據文資

法所給予的定義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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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文

資法第3條第2款）。其實，新版文

資法與舊版文資法在建造物文化資

產保存的法令規範上，是有許多的

特點與差異，但限於篇幅筆者並無

法一一列舉詳述，僅就其中建造物

所有人與主管機關在管理維護權責

上的轉變進行討論，筆者以為這是

新、舊版文資法在文化資產保存觀

念上很大的轉變之一。

自從1982（民國71）年文資法

公佈實施後，「古蹟」一直被視為

「準公共財」，因此是「由所在地

直轄市、縣 (市) 政府管理維護」

（舊版文資法第28條第1款），甚

至「私有古蹟所有權轉移時，除

繼承外，政府有優先購買權；其性

質不宜私有或管理不當致有滅失

或減損其價值之虞者，政府得予

徵收。」（舊版文資法第31條第2

款）所以，各級主管機關不僅「得

接受個人與團體之古蹟指定申請，

並經法定程序審查指定」（舊版文

資法第27條第3款）外，更需善盡

管理維護的責任。

事實上無論是指定為古蹟或登錄

1.早在1919（大正8）年4月10日日本本土即制訂法律第44號「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

並於6月1日正式施行。事實上，在日治初期的1896（明治29）年1月18日臺灣總督府即曾出

版《本島廟宮寺院之保護有關之告諭》，1900（明治33）年2月日本政府亦曾下「保存古寺

廟令」，可惜並未盡全力保存臺灣的史蹟。

2.「古物保存法」為中華民國所頒布的第一個文物法規。1930（民國19）年6月7日由國民政府

公布，共14條。1931（民國20）年7月3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古物保存法施行細則」，

共19條，並於1933（民國22）年6月15日起正式施行。

3.同時於1994（民國83）年7月29日公布，1999（民國88）年4月14日廢止；後改為「地方制度

法」，於1999（民國88）年1月25日公布。

4.「直轄市自治法」第11條及「省縣自治法」第12、13條均明定「文化資產之保存」為直轄

市、省及縣（市）自治事項。而「地方制度法」第18、19條亦同樣明訂文化資產保存為直轄

市及縣（市）之地方自治事項。

5.增訂公布第31-1、36-1條條文。增訂容積轉移辦法以助於保障古蹟所有人之權益。

6.修正公布第27、30、35、36條條文。依據「直轄市自治法」及「省縣自治法」，為強化地方

分權精神，爰賦予各級地方政府指定轄內古蹟之實際主管權責，廢除原先之第一、二、三級

等級制度，改依其意義分為國定、省（市）定、縣（市）定三類。

7.修正公布第3、5、27、28、30、31-1條條文及第三章章名；並增訂第27-1、29-1、30-1、

30-2、31-2條條文。其中第3條修正第二款有關「古蹟」之內容對象，依其類型與特性具體

明確規定，分別包括「傳統聚落」、「市街」及其他歷史文化遺跡；並增列「歷史建築」一

項，且以文建會為「歷史建築」主管機關（第5條），並為鼓勵私人建築登錄為歷史建築，

為歷史建築，並未剝奪所有人的所

有權，但是不可否認的，為了保存

文化資產，其在使用或發展上難免

受到限制與法令的規範，從過去的

經驗發現，建造物所有人常以被迫

的無奈或抗拒來因應。因此在新版

文資法中，古蹟的指定與歷史建築

的登錄申請，一改過去的任何『個

人與團體』均可提出古蹟指定或歷

史建築登錄申請的作法
9
，而均須由

建造物所有人提出
10
，此外聚落的

登錄申請也必須由所在地的居民或

團體提出 。顯然這是對建造物所

有人的尊重
11
，另外一方面也在管

理維護觀念上有了重大的轉變。

新版文資法要求主管機關「應普

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古蹟、

歷史建築、聚落價值建造物之內容

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

冊追蹤」（新版文資法第12條），

而且「應建立古蹟、歷史建築及聚

落之調查、研究、保存、維護、修

復及再利用之完整個案資料」（新

版文資法第13條）。由於古蹟或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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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物文化資產 
管理維護者的轉變 

變

建造物文化資產

文/ 邱上嘉

臺灣
有關文化資產保存法令的濫觴應肇始於日治時期，1922

（大正11）年12月29日臺灣總督府以敕令第521號公布

「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在臺施行令」1。1930（昭和5）年

9月21日臺灣總督府以府令第35號公布「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

存法施行規則」、訓令第73號公布「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

取伋規程」，以為法施行時有關行政事物上的辦理須知後，並在

1933（昭和8）年11月25日發佈第一批（國定）史蹟名勝天然紀

念物名單。二次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後，仍沿用1930

（民國19）年由國民政府所頒布的「古物保存法」2，一直到1978

（民國67）年5月由教育部、內政部開始草擬「古物古蹟保存法草

案」，隔（1979）年「古物古蹟保存法草案」第二次專案小組會

議，決議將名稱改為「文化資產保存法」（簡稱「文資法」），

並在歷經多年的討論後，終在1982（民國71）年5月26日公布，

全文共61條，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古物」、「古

蹟」、「民族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與「自然文化景觀」

等五項，定義為「文化資產」（第3條），分別訂定相關條文進行

保存、維護與宣揚，並對權利的轉移加以規範（第2條）。

文資法公布實施後，或由於其中部份條文在制訂時的思慮欠周或因時空

環境的改變，難免產生窒礙難行的窘境。尤其以各類文化資產的管理事權

分散，不僅產生執行上的困難，後來更因「直轄市自治法」、「省縣自治

法」
3 
的施行

4 
與1999（民國88）年的九二一震災，造成未被指定「古蹟」

的古建築遭受嚴重破壞，而加速文資法大修法的腳步。期間文資法歷經

1997（民國86）年1月22日
5
、5月14日

6
、2000（民國89）年2月9日

7 
及2002

（民國91）年6月12日
8 
的部份條文修正（以下簡稱「舊版文資法」），及

轉

管理維護者的

作者資歷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 建築學士

建築研究所 建築碩士

美 國 C a r n e g i e  M e l l o n 

University（卡內基美侖大學）

建築系 碩士、博士

現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

所、設計學研究所（博士班）、

文化資產維護系所、設計運算研

究所 教授

曾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所 

主任兼所長、設計運算研究所 

所長、數位媒體設計系 籌備主

任、嘉義市副市長（借調）。

歷史散步History Journ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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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天然染色  搬進花園
天染花園植物染體驗園區 結合染色藝術與生活休閒 

把         搬進花園
染色

天然
文/ 編輯部 楊雅婷

天

染
花
園
植
物
染
體驗園區 結合染色藝術與生活休閒

在結
合環保、土地與

人文素養的理念

下，天染花園成為全國第一

個以植物染為主題的花園。

陳景林教授在規劃之初，就

以多元素手法開展植物染色

推廣，並結合休閒功能設

施，為大坑地區注入創新的

觀光休閒型態，並帶來藝術

人文氣息。

植物染的休閒教育園區

『天工之巧，染采之美；雲霞之色，大地之華。』天染花園的題詩，點

出它是一座以手工藝為主題的休閒教育園區，以植物染為主要發展項目，

園區內規劃有植物染色工坊、染織小舖、親子假日文化廣場、織染風味餐

廳、現炒咖啡實驗室等空間，強調自然、環保，結合藝文、教育、休閒、

餐飲等多項功能。

園內種植百種染色植物

天染花園目前是國內擁有最完善、安全的植物染體驗園區，除了擁有專

業教室與設備工具，更栽種一百多種台灣常見的天然染色與纖維植物，提

明訂其賦稅減免之獎勵措施（第27-1條）。

8.修正公布第16、31、32條條文。

9.「各級主管機關得接受個人與團體之古蹟指定申請，並經法定程序審查指定之。」（舊版文

資法第27條第3款）

「各級主管機關得接受個人與團體之歷史建築登錄之申請，並經法定程序審查之。」（舊版

文資法第27-1條第3款）

10.「建造物所有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指定古蹟，主管機關受理該項申請，應依法定程序審查

之。」（新版文資法第14條第4款）

「建造物所有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登錄歷史建築，主管機關受理該項申請，應依法定程序審

查之。」（新版文資法第15條第3款）

「聚落由其所在地之居民或團體，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登錄後，辦

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新版文資法第16條第1款）

11.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143條之規定：「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依法取得

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

12.只是從實務的操作面來看，除建造物所有人可為古蹟指定的申請者外，主管機關或其他的

個人與團體在「暫定古蹟」期間仍不可能是古蹟指定的申請者，因此依據2005（民國94）年

11月1日公布實施的「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顯然較著重於處理公有「暫定古蹟」的問

題。

史建築所有人在文化資產保存上由

原先的被動者轉為主動者，而主管

機關也由原先的第一線角色退居幕

後，擔任支援者與文化行政的工

作，尤其是對私有古蹟、歷史建築

及聚落的管理維護、修復及再利

用所需經費，主管機關依法雖得

酌予補助（新版文資法第26條第1

款），但由於古蹟於完成指定後，

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必須擬定

管理維護計畫，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新版文資法第20條第2款），並

負起管理維護的責任（新版文資法

第18條第1款），因此建造物文化

資產的管理維護重任已由過去的主

管機關一變成為建造物所有人、使

用人或管理人。這樣的改變無論是

建造物所有人或主管機關，相信都

必須儘快進行角色扮演的重新調

適，而文化資產保存的紮根教育工

作更須儘早配合進行，否則恐將出

現嚴重的認知落差。

由於對建造物所有人所有權的

尊重，在新版文資法中只允許建造

物所有人得向主管機關提出古蹟指

定或歷史建築登錄申請，這樣的美

意若無任何的配套措施，恐怕短期

內文化資產的保存工作將在都市發

展與土地開發的洪流中面臨浩劫、

嚴重脫序。因此，在新版文資法中

明定「進入古蹟指定之審查程序

者，為暫定古蹟」（新版文資法第

17條第1款），且對具古蹟價值之

建造物在未進入古蹟指定之審查程

序前，「遇有緊急情況時，主管機

關得逕列為暫定古蹟，並通知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版文資

法第17條第2款），其中「暫定古

蹟於審查期間內視同古蹟，應予以

管理維護；其審查期間以六個月為

限。但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主管機

關應於期限內完成審查，期滿失其

暫定古蹟之效力」（新版文資法

第17條第3款）。從這樣的立法精

神來看，無論是為期六個月或是延

長後的一年，「暫定古蹟」保護期

可以視為主管機關爭取建造物所有

人願意提出申請指定古蹟的「緩衝

期」或「謀和期」。
12 
不僅兼顧讓

具價值的文化資產得以保存，也讓

建造物所有人可以認同並投入文化

資產保存的管理維護工作。

其實，文化資產的指定或登錄對

所有人而言，應是一種榮譽，更是

一種責任，而非過去的束縛或是無

奈。因此，不分公有或私有，「古

蹟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

維護」，已讓主管機關在文化資產

的管理維護工作上由前鋒變為後

勤，而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的

角色與思維需要快速地配合改變。

權利與義務、榮譽與責任均是相對

的。文化資產的保存不是少數決策

者、意見領袖或文化行政者的使

命，而應是所有人與所有社會大眾

的共同參與及努力的成果。強求的

愛不保證會幸福，同樣地強迫被賦

予的文化資產標籤也不能保證可以

得到建造物所有人或民眾的疼惜，

只有本乎於對文化資產的真愛，文

化資產的保存工作才有可能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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