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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館為社區總體營造及地方文化的綜合有機體，是展現臺灣多元文化之美的最佳櫥窗。

在地的文化再生運動－地方文化館在地的文化再生運動－地方文化館

◎李姿儀

前言－文化的驚艷感動前言－文化的驚艷感動

　　這兩年來，屢屢有各國人士來訪而驚艷的新聞，友善、多元、自由，以及臺灣深厚、溫暖、篤定的文化底蘊與氛圍，使國際訪客印象深刻，津津

樂道。又從政治的氛圍來說，文化面向是個常被重視的議題。2010年如火如荼的政治活動—五都選舉，在2009年討論升格議題時，升格的臺北縣、臺中

市，用的是「文化創意」的口號；臺南縣市也因為「歷史文化」進入合併升格縣市之列；高雄縣市雖沒有特別強調文化，但已經被認為是僅次於臺北

市，成功走出文化創意路線的都市。儼然已散發出一種新的城鄉文化運動。

　　文化部（含前身文建會）「地方文化館計畫」的硬體基礎在於臺灣各處的閒置公共空間，無論生成廢棄的源頭為何，「地方文化館計畫」總以

「文化」為再生的種子，從廢棄、疏離核心內容中嘗試翻轉。

　　我們或許可將地方文化館粗分為「觀光資源」及「生活資源」類型，但是否每個館都適合以「經濟效益」來評斷，目前尚無定論。以經濟學而

言，即使「經濟效益」也非只為賺錢，反之常見定義為「改善社會」，再從文化面解讀為「造就具人文度的社會」。

　　「人文度」不是狹隘的學科分類，而是一種態度，是包含科技、經濟、文化等具備的態度，小從個人、大到社會而形成習性，進而影響社會、經

濟、文化的發展，這樣的習性經由歷史文化環境的累積形塑而成。「人文度」的展現，是發自內心的內涵氣質。若社會真有某種轉變的行動，就是

「驚艷」，即，如果一個政策，形成了某種社會行動，累積了某一段時期的成果，讓人由內而外地展現自信、篤定的內涵與態度，就令人驚艷、感

動。

　　以「改善社會」、「造就具人文度的社會」的觀點，地方文化館處處驚艷、打動人心。臺灣的地方文化館，可說是社區總體營造、地方文化設

施、文化資產、博物館的綜合有機體，是屬於臺灣自己的文化行動－「地方文化館」到「文化生活圈」的味道。

地方文化館政策脈絡地方文化館政策脈絡

　　一、社會文化環境面一、社會文化環境面

　　1950年代以來，臺灣經濟快速發展，也帶來環境破壞、人際疏離、鄉村人口流失等問題。解嚴之後，臺灣社會除了突破以往各項禁忌，同時也開啟

多元的發展，從環境保育、勞工政策、性別平等、城鄉平衡發展到社區營造，都有大幅的進步。當時公私部門皆投注相當多的資金積極建設；然而或

因時代發展及轉型，或不符時代潮流等因素，造成各地許多空間閒置，如因社會演變而閒置的古蹟或歷史建築、因產業轉型而沒落的倉庫廠房、因少

子化而廢置的校舍，或因設計管理不當、無法跟上時代發展而停用的停車場及農特產品展售中心等。

　　2002年各地公共空間運用的概念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相遇，創造了社區營造的積累得以具體展現的機會，乃善用既有的資源空間以保護自然生態、均

衡城鄉文化發展、再造社區的生機與活力，因此文化部（文建會時期）藉此推出「地方文化館計畫」，以深植民間活力、加強地方文化厚度，使之成

為地方文化據點，並期帶來地方文化經濟的附加效益。

　　二、文化政策面二、文化政策面

　　如果說政府文化建設的第一波是1970年代在各縣市興建文化中心，配置文化公務人力；第二波是1980年代在幾個縣市設立地方特色館；那麼地方文

化館政策則可說是第三波的文化建設運動。

　　2002年起「地方文化館計畫」企圖以少數經費引發各地方政府與民間的活力，在臺灣基層各地轉化出具有特色的展覽場館。此計畫推出之初，便受

到英、日等國際人士肯定，乃因符合先進文化建設工作的幾項精神：（一）引動社會的積極性與創意，並尊重各地差異性需求；（二）政府對於文化

建設盡量採取內容不介入主義；（三）強調投資內容重於投資設備。即，此計畫考慮撙節政府預算，亦讓民間得以具有主體性地發揮。

　　這個第三波的文化建設運動，不但經費上更節省，在地域上亦更廣泛、更草根，在做法上也更民主、更重視在地的主體性和社會力，使「地方文

化館」成為真正「地方所需」、「地方所有」、「地方所做」的希望。

　　三、博物館發展趨勢面三、博物館發展趨勢面

　　1970年代國際間興起新博物館學思潮，孕育出社區博物館、生態博物館的觀念，使21世紀成為地方博物館蓬勃發展的時代。「社區博物館」沿襲傳

統博物館理念卻賦予新定義：（一）收藏以居民自家文物為主，留存居民共同記憶；（二）研究的功能雖不專業，卻透過居民了解家園，愛惜自然及

人文景觀；（三）展示也許簡單，卻足以喚起共享的社區記憶；（四）推廣教育活動促進社區居民互動的機會，提供自我學習的場所；（五）如果經

營有成，通常還有觀光效益，成為帶動地方文化和產業振興的契機。

　　1980年代開始臺灣的博物館順應社區主義的抬頭，呈現蓬勃的發展，不論國家級博物館、美術館、縣市文化中心特色館或地方小型展示館均先後成

立，加上民間許多中小型博物館的設立，使得臺灣的博物館事業形成一股風起雲湧的氣勢，展現了地方的、民間的文化活力。

　　「地方文化館計畫」呼應了世界潮流及臺灣地方文化與博物館結合的新時代趨勢，由地方與居民創造一座共有、共治、共享的館，藉著過程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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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地方知識、凝聚居民認同，其目標是活絡地方文化、帶動產業振興。而對在地居民而言，則可藉由文化館共同營造美麗的家園，並提供外來訪客一

處健康、快樂且有內涵的文化遊憩點。

地方文化館計畫存在的價值地方文化館計畫存在的價值

　　自2002年至今，地方文化館在全臺遍地開花，逐漸在各地展露出「城市文明」、「庶民風華」、「文學風景」、「社區劇場」、「文化觀光」、

「原鄉生命」、「生活美學」等獨特又多元的特色。在此僅介紹幾個一路走來經歷風雨而能有成的例子。

展現腐朽變黃金的文化力量－黃金博物館展現腐朽變黃金的文化力量－黃金博物館

　　曾是亞洲第一的金礦產區，戰後的礦業式微，使得金瓜石「亞洲金都」的一代風華，隨著掏金客與礦工散去。蕭條了20年，2002年被選為世界遺產

潛力點之一；2004年集合了文化部（文建會時期）等中央部會及新北市政府的資源，成立黃金博物園區，以文化資產保存為主的區域經營，強調永續發

展及舊建物再利用，鼓勵並結合社區的力量共同投入，將金瓜石聚落的礦業資源、自然景觀、人文建築等加以妥善保存，再現臺灣產金的歷史。

　　園區位在桃花源般的山城，即使一年有超過200天的陰雨，絡繹不絕的遊客仍證明它受歡迎的程度（2011年超過100萬參觀人次）。館內220公斤重

的金磚，看得到、摸得到，卻帶不走，更讓人津津樂道。回娘家的老礦工看著這座博物館重現當年情景，也說未曾想過礦坑也可以當博物館，讓挖金

的故事變成傳奇。

均衡城鄉差距另闢蹊徑－有機稻場均衡城鄉差距另闢蹊徑－有機稻場

　　苑裡鎮是苗栗縣的穀倉，上百年的種稻歷史，使苑裡的稻米不但質好量多，特別的是還能靠鴨子種出全臺頂尖好吃的有機米－「鴨間稻」。這不

僅是農業，也是文化。苗栗縣地方文化館「有機稻場」以鴨間稻為教育素材，結合農民學堂推廣有機種植，以對大地的友善態度，配合小學鄉土教學

讓孩童親近土地並認識環境，推廣的不只是健康與養生的有機農業，更重要的是有機生活對環境友善、對下一代負責的「態度」。

　　臺灣社會經濟成長快速，造成了城鄉差距的問題，有機稻場認為不是讓鄉村都市化才能拉近差距，而是要以新思維找到適合鄉村的產業型態。有

機稻場的農民學堂，串連有機生活的各界有志之士，藉由活動使這裡成為訊息交流的平台，讓農民了解新的可能性與趨勢，不僅足以維生甚可積累財

富，同時在這樣無毒永續的社區中，讓居民安心地生活，小朋友快樂地學習。

不只是文化累積，也是產業的延續－新港香藝文化館不只是文化累積，也是產業的延續－新港香藝文化館

　　製香是一門民間藝師傳承的藝術，充滿濃厚的在地文化。近年由於產業外移、製香師傅的斷層，故現今臺灣高達70%的香皆為大陸製作，臺灣製香

產業面臨極大困境。為此，「新港香藝文化館」創辦人陳文忠藉由轉型找到一條新的出路。



　　新港香藝文化館以多元的角度來介紹香，挑戰大家的知識與常識，不論是傳說的神話故事、師傅的示範、遊客DIY，從傳統的製香到體驗香料民

宿，在新港香藝文化館裡都可以感受到。

　　文化館原址本被建議作為汽車旅館，由於新港文教基金會陳錦煌醫師的一句「你為什麼不從自己所懂的專長去著手？」造就了這個新港香藝文化

館，讓大家都能在文化館裡找到和自己對味的香。

蕭氏家廟─阿緱地方文化館─阿緱文化生活圈蕭氏家廟─阿緱地方文化館─阿緱文化生活圈

　　屏東縣定古蹟蕭氏家廟，是屏東市崇蘭地區發展270年的蕭氏家族為傳承文化、教育傳統家風的根基；身為地主家族，從清代自主辦學、推廣文

藝，歷經戰後沉潛隱沒。2001年家廟公告為縣定古蹟，家族開始投入社區營造工作，積極推展地方史料研究、藝文展演及鄉土教學，進而成立「阿緱地

方文化館－課餘軒」，並透過文化部「社區總體營造」、「文化資產」、「地方文化館」等計畫，讓這個沉寂百年的家族，重新以蕭氏家廟為中心，

推動人文藝術與社區營造，再次展現風華。

　　2009年提出「阿緱文化生活圈」，以該館在屏東市豐厚的城市紋理研究基礎，進一步向外發展串連，計有８處古蹟及歷史建築、６處地方文化館展

演空間，及15處社區營造點，加上影響屏東街發展甚鉅的糖廠與機場，以及特色聚落的常民信仰中心等。「阿緱文化生活圈」藉由地方居民、文化活

動、文化據點，串起灑落在城市各角落的故事，逐步串聯出完整的城市文化網絡。

結　語結　語

　　地方文化館是累積各地文化活力的基礎，是展現臺灣多元文化之美的最佳櫥窗，也是民眾文化生活最親近的據點；藉由提供充足之文化藝術資

源，保障全民終生學習機會，提升公民的生活品質及對社會的良性交流與互動。如同文學家路寒袖先生於《謬思最喜歡居住的城市》一書中對文化館

的詮釋：「『Museum博物館』的古希臘文字根是繆思，文化館正是繆思女神的文藝殿堂。」每個地方文化館，在繆思女神的守護下，是人文化成的使

命與價值，也是每個獨特的存在。

（作者服務於文化部文化資源司文化設施科（作者服務於文化部文化資源司文化設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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