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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日本，是傳統文化色彩很濃的國家，像是茶道、花道及相撲等，都蜚聲海外，他

們對於傳統文化似乎相當的堅持，對於古蹟的保存似乎做的也相當不錯。反觀台

灣，就沒有日本那樣了，許多的傳統文化似乎因無人想學而漸漸失傳，而且對於

古蹟的保存，做的也並不是很好，有時甚至是不怎麼重視的，很多人都沒有愛惜

古蹟的觀念。除了一些民眾不對的心態外，跟政府也有關，因為目前台灣對於古

蹟保存的法規，只有指定古蹟這一種，但是指定古蹟，就代表這個古蹟不可以增

建，不可以裝修，不可以做任何改變原本狀態的修改，修復必須照原來的工法、

材料，這樣對於紀念性建築物可能是一個好方法，但是民居來說就不是那麼回事

了。 

 

老房子指定古蹟保存固然很好，但是原來的擁有者可能會覺得使用起來不方便，

他會覺得我有錢，為什麼不能住好一點的房子，所以他會想打掉舊有的房子在原

地蓋上新的，自然會抗拒政府指定他的房子為古蹟。要保存，居民卻抗拒法令；

要翻新，卻沒有適當的法令規範翻，如此一來就導致了現在的狀況。相較國外，

除了指定古蹟(不能改變原貌的)，另外還有關於歷史建築的法規，規定那些地方

要保留，那些可以翻新(例如外觀保留，內部空間還是可以現代化)，保留哪裡可

以獲得額外的獎勵(例如轉移地權，增加新建容積率等規定)，有了誘因，保存便

的相對容易。看來，史建築保存的觀念在台灣還是沒有很根深蒂固啊！ 

 

貳貳貳貳●●●●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關於古蹟這個名詞，想必在大家應該都很耳熟能詳吧！但是對於什麼樣的建築物

才算古蹟呢？再者，古蹟的定義又是什麼？大家就不一定知道的那麼清楚了。以

下就讓我們來介紹古蹟的定義吧！ 

 



從日本人愛古的精神談台灣古蹟保存及維護的觀念 

 2 

一、古蹟的定義 

 

古蹟的意思是經過時間的考驗，而存留至今的古代建築物。簡單來說就是先前的

時代遺留下來的廟宇及一些較值得紀念的房子，而這些廟宇與房子都是經過長時

間的保存與維護所留下來的，『其中不一定是宮殿其中不一定是宮殿其中不一定是宮殿其中不一定是宮殿、、、、廟宇廟宇廟宇廟宇，，，，也也也也還包括了還包括了還包括了還包括了：：：：城牆城牆城牆城牆、、、、

城門城門城門城門、、、、砲台砲台砲台砲台、、、、民居民居民居民居、、、、遺址遺址遺址遺址、、、、牌坊牌坊牌坊牌坊…………等等等等，，，，』（註一）只要是具有意義和紀念價值的

古老建築物，都稱的上叫做古蹟。 

 

那要有保存多久的時間才算作是古蹟呢？其實，古蹟沒有一定的時間限制，也沒

有一定說要保存多少時間，或存放多久的時間才叫做古蹟。『早時人類生存與面早時人類生存與面早時人類生存與面早時人類生存與面

對各種生活需求所存在的產物對各種生活需求所存在的產物對各種生活需求所存在的產物對各種生活需求所存在的產物，，，，不論任何人建造的都能反不論任何人建造的都能反不論任何人建造的都能反不論任何人建造的都能反映出當時的歷史背景與映出當時的歷史背景與映出當時的歷史背景與映出當時的歷史背景與

時代意義時代意義時代意義時代意義。。。。』（註一）所以只要是能顯現出當時的歷史背景與生活環境的建築物，

大部分都算做是古蹟。而大部分的古蹟都不是當下所建築的建築物，而是過去時

先民所興建的，而這些具有價值與歷史意義的，就是我們所稱的古蹟了。 

 

二、古蹟的相關主管機關─文建會 

 

說到古蹟維護的相關機構，那麼不可不提的就是行政院的文化建設委員會，簡稱

文建會。文建會是臺灣政府中主管文化藝術事務的主要部門，負責了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文學、歷史與電影藝術、國際文化交流、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等工作。

其中與古蹟較為相關的方案有像是強化文化資產的活化再利用與推動古蹟、歷史

建築為中心的區域型再利用，跟建構聚落及文化景觀、遺址保存與活化機制，研

訂作業準則及操作機制等等。 

 

而文建會所要職掌的還包括了統籌規劃及協調、推動、考評有關文化建設的事項

和發揚我國多元文化與充實國民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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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依照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依照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依照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其掌理事項如下其掌理事項如下其掌理事項如下其掌理事項如下：：：：    

    

一一一一、、、、文化建設基本方針及重要措施之研擬事項文化建設基本方針及重要措施之研擬事項文化建設基本方針及重要措施之研擬事項文化建設基本方針及重要措施之研擬事項。。。。    

二二二二、、、、文化建設統籌規劃及推動事項文化建設統籌規劃及推動事項文化建設統籌規劃及推動事項文化建設統籌規劃及推動事項。。。。    

三三三三、、、、文化建設方案與有關施政計畫之審議及其執行之協調文化建設方案與有關施政計畫之審議及其執行之協調文化建設方案與有關施政計畫之審議及其執行之協調文化建設方案與有關施政計畫之審議及其執行之協調、、、、聯繫聯繫聯繫聯繫、、、、考評事項考評事項考評事項考評事項。。。。    

四四四四、、、、文化建設人才培育文化建設人才培育文化建設人才培育文化建設人才培育、、、、獎掖之策劃及推動事項獎掖之策劃及推動事項獎掖之策劃及推動事項獎掖之策劃及推動事項。。。。    

五五五五、、、、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合作之策劃合作之策劃合作之策劃合作之策劃、、、、審議審議審議審議、、、、推動及考評事項推動及考評事項推動及考評事項推動及考評事項。。。。    

六六六六、、、、文化資產保存文化資產保存文化資產保存文化資產保存、、、、文藝文藝文藝文藝、、、、文化傳播與發揚之策劃文化傳播與發揚之策劃文化傳播與發揚之策劃文化傳播與發揚之策劃、、、、審議及推動考評事項審議及推動考評事項審議及推動考評事項審議及推動考評事項。。。。    

七七七七、、、、社區總體營造及生活文化之規劃及推動事項社區總體營造及生活文化之規劃及推動事項社區總體營造及生活文化之規劃及推動事項社區總體營造及生活文化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八八八八、、、、重要文化活動之策劃及推動事項重要文化活動之策劃及推動事項重要文化活動之策劃及推動事項重要文化活動之策劃及推動事項。。。。    

九九九九、、、、文化建設資料之蒐集文化建設資料之蒐集文化建設資料之蒐集文化建設資料之蒐集、、、、整理及研究事項整理及研究事項整理及研究事項整理及研究事項。。。。    

十十十十、、、、其他有關文化建設及行政院交辦事項其他有關文化建設及行政院交辦事項其他有關文化建設及行政院交辦事項其他有關文化建設及行政院交辦事項。。。。』（註二） 

 

三、日本古蹟跟台灣古蹟的介紹 

 

在前言中有提到，日本是個傳統文化色彩很濃的國家，又說到日本古蹟，想當然

爾一定少不了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神社，神社想必在日本人心中佔了蠻大

的地位，現在就來看看當中一些有名的神社吧！日本神社主要分為：皇室神社、

稻荷神社、八幡神社、天神神社、淺問神社、由望族所建的神社、地方神社。接

著要介紹當中較為有名的神社： 

 

首先要介紹的是稻荷神社，稻荷神社供奉五穀神，是米飯的神靈。當中以伏見稻

荷神社為日本當中最有名的神社。『稻荷是稻荷是稻荷是稻荷是神道教神道教神道教神道教諸諸諸諸神神神神中的農業之神中的農業之神中的農業之神中的農業之神，，，，而狐狸被而狐狸被而狐狸被而狐狸被

視為是祂的使者視為是祂的使者視為是祂的使者視為是祂的使者。。。。所以一進到稻荷神社裡所以一進到稻荷神社裡所以一進到稻荷神社裡所以一進到稻荷神社裡，，，，就會看到許多尊狐狸的雕像就會看到許多尊狐狸的雕像就會看到許多尊狐狸的雕像就會看到許多尊狐狸的雕像。。。。伏見稻伏見稻伏見稻伏見稻

荷神社的荷神社的荷神社的荷神社的主殿在稻荷山麓主殿在稻荷山麓主殿在稻荷山麓主殿在稻荷山麓，，，，這些這些這些這些鳥居鳥居鳥居鳥居即綿延在整條步道上即綿延在整條步道上即綿延在整條步道上即綿延在整條步道上。。。。』（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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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要介紹的是八幡神社，主要供奉的是八幡，他是戰爭的神靈。其中的『鶴岡鶴岡鶴岡鶴岡

八幡宮是鐮倉最重要的神社八幡宮是鐮倉最重要的神社八幡宮是鐮倉最重要的神社八幡宮是鐮倉最重要的神社。。。。它是在它是在它是在它是在 1063106310631063 年由是源賴義年由是源賴義年由是源賴義年由是源賴義起造起造起造起造，，，，後來在後來在後來在後來在 1180118011801180 年由年由年由年由

鐮倉幕府的創始人兼第一位將軍源賴朝擴建鐮倉幕府的創始人兼第一位將軍源賴朝擴建鐮倉幕府的創始人兼第一位將軍源賴朝擴建鐮倉幕府的創始人兼第一位將軍源賴朝擴建，，，，並搬遷至現址並搬遷至現址並搬遷至現址並搬遷至現址。。。。』八幡是源氏家族

與一般武士的守護神。被供奉在正殿內的神祇是神功皇后與仲哀天皇，是八幡神

社裡主要的神明，而『被奉為神祇的應神天皇魂魄一直被認為是八幡被奉為神祇的應神天皇魂魄一直被認為是八幡被奉為神祇的應神天皇魂魄一直被認為是八幡被奉為神祇的應神天皇魂魄一直被認為是八幡。。。。』（註四） 

 

最後要說的是天神神社，天神神社是供奉菅原道真的神靈，他是平安時代的學者

兼政治家。這種神社在學生準備考試時是特別受歡迎的。在日本境內紀念菅原道

真的的神社裡，天宰府天滿宮為最重要的一個。在日本平安時代菅源氏是具有相

當影響力的學者和政治家，他過世後世人稱他為專管學術的神明與神道教的神

仙。而在『道真公過世之後道真公過世之後道真公過世之後道真公過世之後，，，，發生了一連串的天災發生了一連串的天災發生了一連串的天災發生了一連串的天災，，，，以致於人們相信這是由於他以致於人們相信這是由於他以致於人們相信這是由於他以致於人們相信這是由於他

無故遭受貶抑的緣故無故遭受貶抑的緣故無故遭受貶抑的緣故無故遭受貶抑的緣故，，，，因此在他的墳塚上建了一座神社因此在他的墳塚上建了一座神社因此在他的墳塚上建了一座神社因此在他的墳塚上建了一座神社，，，，已慰其在天之靈已慰其在天之靈已慰其在天之靈已慰其在天之靈。。。。』（註

五） 

 

看完了日本的神社後，接著就來看看台灣的吧！台灣的寺廟又根據信仰的不同而

分成了許多種，有佛教跟道教寺廟，還有民間信仰的媽祖廟等等；也有以人為主

的，像是台南的孔子廟就相當的有名；也有因地區不同而各有信仰的，如潮州的

三山國王廟。接著，下面會介紹一些較具有代表性的寺廟。 

 

就以佛教來說，其中相當有名的有位於萬華的龍山寺，裡面主要供俸的神明是觀

世音菩薩，而觀世音菩薩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位相當慈悲且是會救苦救難的神明，

許多的民眾都稱觀世音菩薩為「觀音媽」。在台灣的古蹟裡共分為三級，而萬華

的龍山寺是屬於二級古蹟。還有，萬華龍山寺的石雕是全寺裡面最受矚目的藝術

裝飾，不但前殿、正殿或後殿都有這種裝飾，『在石材選用在石材選用在石材選用在石材選用、、、、配置配置配置配置、、、、技法技法技法技法、、、、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或題材運用上或題材運用上或題材運用上或題材運用上，，，，也是豐富多元也是豐富多元也是豐富多元也是豐富多元。。。。石雕可說是該寺不可多得的重要文化資產石雕可說是該寺不可多得的重要文化資產石雕可說是該寺不可多得的重要文化資產石雕可說是該寺不可多得的重要文化資產，，，，更是更是更是更是

最值得驕傲的殊榮最值得驕傲的殊榮最值得驕傲的殊榮最值得驕傲的殊榮。。。。』 (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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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許多信仰裡，信奉媽祖的也不在少數，媽祖廟在台灣也算是相當有名的，

其中北港朝天宮算是相當悠久的一個，建廟至今也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相

傳北港朝天宮創建於康熙三十三年（西元 1694 年），是於臨濟宗的第三十四代

禪師樹璧和尚從湄洲的原鄉媽祖廟帶來台灣的笨港（北港古時被稱作是笨港），

住在笨港的一些街民要求將媽祖的神像留下來讓民眾膜拜，而當時就只是建蓋一

間小茅屋將媽祖神像供奉其中，並請樹璧和尚主持。『康熙康熙康熙康熙 39393939 年年年年(1700)(1700)(1700)(1700)由地方的由地方的由地方的由地方的

士紳捐資興建祠廟士紳捐資興建祠廟士紳捐資興建祠廟士紳捐資興建祠廟，，，，稱為稱為稱為稱為「「「「天妃廟天妃廟天妃廟天妃廟」，」，」，」，雍正八年雍正八年雍正八年雍正八年(1730)(1730)(1730)(1730)重修後重修後重修後重修後，，，，稱為稱為稱為稱為「「「「笨港天后笨港天后笨港天后笨港天后

宮宮宮宮」。」。」。」。』 

 (註七) 

 

北港媽祖廟還有一樣很特別的節目，那就是「北港媽祖廟繞境」又稱作「北港迎

媽祖」，據說在日據時代是全台二大祭典之一呢！而且北港媽祖繞境在台灣可是

一項很大型的廟會活動喔!『北港媽祖繞境最主要的特色在於北港媽祖繞境最主要的特色在於北港媽祖繞境最主要的特色在於北港媽祖繞境最主要的特色在於「「「「炸轎炸轎炸轎炸轎」，」，」，」，又名又名又名又名「「「「吃吃吃吃

炮炮炮炮」，」，」，」，為全台三項以為全台三項以為全台三項以為全台三項以「「「「鞭炮鞭炮鞭炮鞭炮」」」」聞名的活動之一聞名的活動之一聞名的活動之一聞名的活動之一((((其二為炸邯鄲爺和鹽水蜂炮其二為炸邯鄲爺和鹽水蜂炮其二為炸邯鄲爺和鹽水蜂炮其二為炸邯鄲爺和鹽水蜂炮))))』。

(註八) 

 

說到媽祖廟，又會令人想到同樣在台灣民間中的諸神信仰中，也有很多的王爺

廟！而王爺廟在台灣也是相當有名且具有意義的一間廟了，『從王爺廟之題名從王爺廟之題名從王爺廟之題名從王爺廟之題名，，，，

就可知其與代天巡守有關就可知其與代天巡守有關就可知其與代天巡守有關就可知其與代天巡守有關；；；；其分布既密其分布既密其分布既密其分布既密，，，，又集中於澎湖及台灣西南部村莊又集中於澎湖及台灣西南部村莊又集中於澎湖及台灣西南部村莊又集中於澎湖及台灣西南部村莊，，，，亦可亦可亦可亦可

據此釋解先民的移居據此釋解先民的移居據此釋解先民的移居據此釋解先民的移居、、、、開拓歷史開拓歷史開拓歷史開拓歷史。。。。』(註九) 

 

從前的人民，有些是遠從對岸渡海來台的，當中就有些人從家鄉帶來當地所供奉

的神明，其中相當有名的有台南的三山國王廟，那是清初時，潮州人所帶來的，

在現今是全台僅存，由潮州派的匠師所興建的廟宇，也是現在所剩最後保存最為

完整的的粵東建築。台南三山國王廟又稱「潮汕會館」，當中供奉的神明是潮州

的福神─「三山國王」。在廟的右測有韓文公祠，廟的左側則置有天后聖母祠，

分別是供奉韓愈與媽祖，而三山國王廟則是由這三座合院式的祠廟相連而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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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殿有一方乾隆皇帝御賜的正殿有一方乾隆皇帝御賜的正殿有一方乾隆皇帝御賜的正殿有一方乾隆皇帝御賜的「「「「褒忠褒忠褒忠褒忠」」」」古匾古匾古匾古匾，，，，讓我們了解潮汕義民忠勇衛國的事讓我們了解潮汕義民忠勇衛國的事讓我們了解潮汕義民忠勇衛國的事讓我們了解潮汕義民忠勇衛國的事

蹟蹟蹟蹟。。。。』(註七) 

 

四、台灣與日本的古蹟保存方式的比較 

 

介紹完了以上神社跟寺廟後，想必大家應該都有一定的概念了，現在就來看看台

灣的寺廟跟日本的神社分別是如何保存的吧！ 

 

先說到日本，日本對於使用科學的方式來保存，1871 年制定了一部有關文化才保

存的條例《古器舊物保存法》。1897 年與 1929 年分別制定了《古社寺保存法》

和《國寶保存法》。而日本就是依據這些保存法的條例來保存日本所有的古蹟。

而且日本的古蹟，在重修恢復前，非常的注重重修前的調查。『例 如例 如例 如例 如 ，，，， 在 對在 對在 對在 對

古 墳 壁 畫 保 護 中古 墳 壁 畫 保 護 中古 墳 壁 畫 保 護 中古 墳 壁 畫 保 護 中，，，，一 般 採 用一 般 採 用一 般 採 用一 般 採 用 ““““ 就 地 保 存就 地 保 存就 地 保 存就 地 保 存 ”””” 或或或或 ““““ 揭 取 保 存揭 取 保 存揭 取 保 存揭 取 保 存 ”””” 這 兩 種 不這 兩 種 不這 兩 種 不這 兩 種 不

同 的 方 法同 的 方 法同 的 方 法同 的 方 法。。。。但 採 用 哪 一 種 方 法 更 為 有 效 和 合 理但 採 用 哪 一 種 方 法 更 為 有 效 和 合 理但 採 用 哪 一 種 方 法 更 為 有 效 和 合 理但 採 用 哪 一 種 方 法 更 為 有 效 和 合 理，，，，則 取 決 於 調 查 分 析則 取 決 於 調 查 分 析則 取 決 於 調 查 分 析則 取 決 於 調 查 分 析

的 結 果的 結 果的 結 果的 結 果 。。。。 』（ 註 六 ） 還 有 就 是 調 查 也 要 使 用 安 全 調 查 法 ， 是 為 了 防

止 在 維 護 的 過 程 中 又 遭 受 到 破 壞 。  

 

再說到台灣，台灣的古蹟和日本的古蹟保存與維護的方式不同，日本的古蹟都會

保存的很好，就算有一點點的瑕疵，或有破損，就算要修補，也都會保持原狀，

讓他盡量不要失去古蹟的意義和他的價值，而台灣人保存古蹟的方法就不太一樣

了，近年來有些人開始會去質疑台灣目前在文化資產保存上的真實性，有教授甚

至針對真實性這個議題出：『「「「「台灣古蹟修復常常偏離世界文化遺產修護憲章的台灣古蹟修復常常偏離世界文化遺產修護憲章的台灣古蹟修復常常偏離世界文化遺產修護憲章的台灣古蹟修復常常偏離世界文化遺產修護憲章的

精神精神精神精神，，，，常以臆測或修護者自以為是的習慣工法常以臆測或修護者自以為是的習慣工法常以臆測或修護者自以為是的習慣工法常以臆測或修護者自以為是的習慣工法，，，，造成不少古蹟在修復後偏離造成不少古蹟在修復後偏離造成不少古蹟在修復後偏離造成不少古蹟在修復後偏離『『『『真真真真

實性實性實性實性』，』，』，』，甚至形成破壞古蹟的行為甚至形成破壞古蹟的行為甚至形成破壞古蹟的行為甚至形成破壞古蹟的行為，，，，如同假鈔充斥如同假鈔充斥如同假鈔充斥如同假鈔充斥。。。。」」」」』（註七） 

 

參參參參●●●●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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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比較研究後，我們發現台灣與日本保存古蹟的方式真的是大不相同耶！現

代人保存古蹟的方法和觀念真的是越來越差了，不好好的保存現在所剩有的古

蹟，就只會不斷的用嘴巴說說而已，再加上只會不斷的修補，那麼就會真的失去

古蹟的價值和意義了，再者後代的子孫就算上課要上到台灣的歷史古蹟，卻沒辦

法親眼看到台灣的古蹟，那可會是一大遺憾阿！所以我們要用更佳的方法好好保

存古蹟，讓它保有古蹟的價值與它的意義。 

 

再加上，日本人保存古蹟真的很有心，不只花了相當多的心思，他們也為了保存

古蹟還訂定了許多的條約，在維修古蹟前都還會先去調查那個古蹟，而且還是使

用安全調查法，並不是隨隨便便的調查而已，而台灣保存古蹟的方式是如有缺損

或不足，就直接在缺損或不足的地方直接修補，不會像日本一樣的去調查，讓它

不會在遭受到破壞，而是不斷不斷的修補，如果台灣保存古蹟的方法可以跟日本

人保存古蹟的觀念一樣積極的話，那我們現在的古蹟就不會沒有像當初剛蓋的時

候那麼的具有意義和價值了，也或許就不會那麼的亂七八糟了，希望大家能好好

的保存台灣的這些古蹟，這樣古蹟才不會一個個的消失，古蹟才會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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