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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大家都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但其實台灣多元的文化資產，如古色古香的歷史建築，

或是世世代代傳承下來的古厝，更是值得我們去維護保存的美麗遺跡。台灣從過往的荷西時

代，一路到了日治時期，又到了國民政府來台。經歷如此豐富人文的洗禮，也造就了台灣多

元的文化遺產。 

 

一、研究動機 

 

    曾在電視新聞上看見古蹟離奇失火被燒毀的案件，這或許是剛好或巧合，但是當有

其他古蹟接二連三地被燒毀，就已不排除是人為縱火。而在以往離奇失火的案件中，有

許多建築都是在正式被指名為古蹟或是提出改建計畫後被燒毀。這使我們去深思，為何

我們珍貴的文化資產會連連慘遭破壞？想要藉此深入去探究其中的緣由，並進一步了解

我國的《文化資產保存法》。 

    

二、研究目的 

 

    藉由這次的小論文研究，對歷代被燒毀的古蹟做更進一步的研究，認識他們的歷史

背景以及文化價值，思考其中和失火案件是否有相關聯？另外，探討為何台灣已有的文

化資產保護法，不能達到維護古蹟的效果？還放任某些人肆意的破壞這些文化遺產。而

究竟，他們是懷抱著什麼樣的心態，燒毀這些古蹟，也是值得我們去思考探究的方向。 

 

三、研究方法 

 

    利用網際網路，從相關網頁中，擷取需要資訊，參考歷代文獻資料，並與同學們深

入討論研究，將蒐集到的訊息，加上我們自身的看法，整理出一篇完整且明瞭的報告。 

     

四、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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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被消失」的歷史建物 

   

    臺灣每年都會發生歷史建物 「離奇失火」燒毀事件，然而每當發生失火案，政

府的回應經常是「人為縱火，調查中」或「電線走火」，人為縱火幾乎找不到兇手，

電線走火更讓人起疑，這些老屋大多都是斷水斷電且無人居住的狀況，在這種情況

下要怎麼電線走火呢？且災害時間點總在被指定為古蹟前後，也或多或少與土地開

發有關，這引發了我們許多的臆測。 

     

    近年來，尤其以 2016 年火災次數最頻繁，光是在一年內就有 12 棟歷史建物被

燒毀。 

              

             表一 2016 年歷史建築燒毀列表（表格來源：研究者繪製） 

           名稱   創建年代   火災時間 起火備註原因

不明 

     北港糖廠廠長宿舍    1941 年   1 月 4 日        電線走火，亦不

排除人為縱火 

       虎尾建國二村    1949 年     1 月 18 日 起火原因不明 

         大新百貨   1956 年 2 月 10 日 
疑似人為疏失

起火 

    鳳山海軍明德訓練班   1917 年  3 月 6 日 起火原因不明 

       台南曾家古厝   7 月 27 日 疑似人為縱火 

         前南菜園   1930 年  8 月 4 日 
疑似工人電焊

意外引火 

        鹿港鳳山寺   1824 年  8 月 24 日 
疑似香客祭拜

後的殘餘火苗 

     原台北刑務所官舍   1896 年  9 月 25 日 起火原因不明 

    

    台北市台鐵舊宿舍群    11 月 8 日 
疑似人為疏失

起火 

  

     台中州文書倉庫    1920 年  11 月 10 日 
疑似人為疏失

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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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些慘遭祝融之災的古蹟，往往無法恢復成原本的樣貌，原本珍貴的文化

資產可能就此夷為平地，或是僅存一半的建築，甚至有的早已蓋上了新大樓。 

二、指定古蹟之程序及文化資產的保存 

 

（一） 指定古蹟之程序 

    

      民國 86 年以前的古蹟分為一級、二級、三級古蹟，現今改分為國定、直轄市定 

  及縣市定古蹟，而歷史建築指歷史事件所定著或具有文化價值，應予保存之建造物， 

      但還未到達古蹟之條件。 

     

1. 根據文化部「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二條古蹟之指定，應符合下

列基準之一： 

 

（1） 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2） 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3） 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2. 指定古蹟之程序依申請者的不同分為兩種： 

 

（1） 指定登錄程序：申請人為建造物所有人。 

（2） 列冊追蹤程序：申請人為個人或團體提報。 

 

            

台灣倉庫株式會社台中出張所    11 月 30 日 起火原因不明 

    新竹市武昌街老屋   12 月 23 日 起火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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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登錄程序                         列冊追蹤之程序  

 

（二） 維護辦法 

 

    古蹟於指定登錄後，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制定管理維護計畫，並報

與主管機關備查。如果想要修復的話：應先徵求主管機關之意見，經過申請後，

提出計畫書審查，且不可改變建物原有形貌。古蹟周邊用地如有公私營建工程

或其他開發行為也須事先申請。如果想要買賣的話：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所有

權移轉前，應事先通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擁有條件優先購買。 

 

（三） 獎懲與補助 

 

1. 獎勵：古蹟所定著之土地，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因繼承而移轉者，免徵

遺產稅。 

2. 罰則：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章第一百零三條之規定： 

 

                  

建造物所有人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

現場勘查

經審議會審訂作成指定處分

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官方指定登錄為文化資產或不被登錄
為文化資產

個人或團體提報，地方主管機關受理

現場勘查

主管機關決定是否列冊追蹤

書面通知所有權人及提報者

提送審議會審議

(i) 持續列冊追蹤

(ii) 進入指定古蹟程序

(iii)解除列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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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罰則之內容 （表格來源：研究者繪製） 

 

內容 

 

罰則 

違反規定遷移、拆除、毀損古蹟或其

附屬設施。 

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開罰 50 萬到 2000 萬的罰金 

古蹟之修復或再利用未依主管機關

核定之計畫為之。 
 

30 萬到 200 萬的罰鍰 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

改善。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影響建物。 

移轉私有古蹟未事先通知主管機關。 10 萬到 100 萬的罰鍰 

 

     經主管機關限期通知而不改正者，除了開罰古蹟所有權人之外，情況急

迫時，主管機關得介入處理，並且向所有權人徵收代履行費用，甚至勒令停工、

斷絕水電等其他能源。 

 

三、台灣環境造就文資難以保存之困境 

 

（一） 房地價格飆升 

          

    近年來，台灣的房地產價格節節上升，根據 2018 年最新發布的房價所得比，

臺北市已達 15 倍，平均每個人都要不吃不喝 15 年才買得起房子，已逼近「全

球第一」18 倍的香港，在物價漲薪水不漲的情況下，基於現實的考量，古蹟的

價值與實際利益不相符，比其保存，古蹟所有人更希望拿來開發或變賣。 

 

（二） 行政流程過於繁雜與修復經費的短缺 

    即使對於有心要保存的古蹟所有人來說，目前文資法嚴苛的保存規定，造

成屋主許多金錢與心理上的負擔，必須向主管機關繳交管理維護計畫，平日得

定期維修、擬定緊急應變計畫等等，要進行修復必須經過審查，周邊用地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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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也需申請，就算想賣掉，主管機關也有優先購買權。雖然維護修繕的費用可

依法向政府申請補助，但文化部到文化局在這塊的預算其實不太多，除非古蹟

所有權人願意多負擔一些，否則文資保存工作只是空有虛名而無實際開放利用

的可能。 

（三） 台灣民眾缺乏保存概念 

 

    國民政府來臺初期，「文化」的推廣是建構在「反攻大陸」的基礎下，不

斷彰顯三民主義思想和民族主義文藝，缺乏多元與由下而上的深化國民的歷史

文化意識。1974 年推出《清除臺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

治紀念遺跡要點》，有系統地進行去日本文化大革命，瘋狂似地破壞台灣的文

藝復興以及日本建築，導致許多臺灣人民成為時代下的失意者。長久下來，臺

灣人民也認為文化保留不是那麼重要。 

 

四、文資保存衍生問題與爭議 

 

   許多歷史建物一旦被政府列冊追蹤或有可能被指定為古蹟，沒多久就會發生火災，難道我

國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無法保護這些悲慘的案例嗎？以下將針對幾點常見問題提出討論。 

（一） 地方政府容易因利益而犧牲文化資產 

    根據文資法規定，文資審查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地方政府以及相關委員、專家

進行實地勘查，假如判定為「列冊追蹤」則交由第二階段審議大會，最後決定是否列為

文化資產，但這樣容易出現弊病，許多案子因為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相衝突，而常常在第

一階段就此打住，讓許多本能成為的文化資產無法被有效的保存。例如：台南的西港百

年糖業鐵路因為台南市府推動西港外環道拓寬計畫，而面臨拆除的境遇，就因台南市府

宣布「不列冊古蹟追蹤」，甚至都沒經過第二階段的審議大會同意。   

（二） 修法是否有解決根本問題 

    古蹟指定常常發生古蹟在審查前或審查中就被遭到破壞，原因不外乎是制定管理維

護計畫麻煩，想要修復或買賣都要經過主管機關的同意，需要花費極大的心力與費用，

且一不小心可能就會被開罰，讓許多的屋主退避三舍。2005 年及 2016 年的大翻修為了避

免類似的事情一再的重複，雖然加重了罰則，位在黃金地段的古蹟還是免不了被屋主拆

除，因為在審查期間前，屋主都有機會搶先拆屋，如此一來反而加速古蹟的「滅亡」。 

（三） 私有財產與公共利益衝突 

    建造物被列為指定古蹟是否妨礙私產？根據憲法第 23 條規定「針對增進公共利益

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文化資產屬於所有人民公共財，所以指定古蹟並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的「烤」驗 

 

7 
 

沒有妨礙私產，但是如何在文化公民權與私產之間取得一個平衡是問題。政府如何保

障所有權人的權益及損失？根據文資法第 9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尊重文化資產所有人

之權益」和文資法第 20 條規定「建造物經列為暫定古蹟，致權利人之財產受有損失者，

主管機關應給與合理補償；其補償金額以協議定之。」政府制定相關的法律來保障及

補償所有權人的損失。 

    但是指定古蹟後還是有一連串麻煩的程序需要所有權人操心，包括維護辦法、制

定維護計畫及管理不當的罰則，在所有權人利與弊的衡量下，大多數的人還是不希望

是自己的房地產被指定為古蹟。我們認為，應該思考如何改進讓所有權人對於自己的

房地產被列為指定古蹟不會有大反彈，以及增強大眾對於文化資產的重視程度。 

    對於以上三點問題，我們認為政府在增進其他公共利益時，也要思考珍貴的文化

資產是否能夠有效保存，而不是一味的拓展其他的建設，應該經過縝密的思考，從中

取得良好的平衡點，才能確保其不受到破壞。 

    另外，與屋主之間應該要訂定合理的規定與達成共識，對於未保存完善的刑罰可

以降低，使屋主們更加願意共同維護文化資產。最後，我們覺得在提報的過程，應交

由專業人士來調查研究，整合歷代相關資料，包括地圖、地籍圖、土地登記證、及周

邊環境資源互動情況等，判斷該文化資產與當地發展過程的歷史淵源與其重要性，再

提出完整且正確的評估。 

參、結論        

    古蹟是具有文化及歷史意義的全民資產，但歷年來許多都受到破壞或慘遭祝融之災，且

大部分都是在有財團地主，打算開發周邊地帶，或是歷史建物被政府列冊，可能被指定為古

蹟後，存在已久的歷史建物，沒多久就會在夜晚離奇的失火，而大部分不排除是蓄意的人為

縱火。我們推測，可能是屋主認為自己的房屋被指名為古蹟後，若想修復改建會有很多的限

制及困難，也有可能是屋主不想負起維護整理的重大責任，因為如果古蹟受到損壞也是會被

開罰的。因此，我們也認為《文化資產保存法》不能全然的保護古蹟不受到侵害，需要改變

的應該是政府在指定古蹟前，與人民之間的協調，思考如何取得彼此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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