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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考察倉敷、兒島、尾道及廣島市，包含參訪傳統建築物保存街區「倉敷

美觀地區」、了解其保存歷史過程、相關條例制訂及管制方式，以及「城區經營

機構」(Tow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簡稱 TMO)制度運作，如何運用既有文

化資產經過包裝及行銷，擾動在地居民、商家共同推廣在地文化，並記錄與倉敷

市役所、倉敷商工會議所訪談之重點；另參訪有日本牛仔褲發源地之稱的兒島、

以臨海山城及觀光自行車道「島波海道」端點站聞名之尾道市、從原爆中重生的

山陽道第一大城—廣島。本報告記錄考察過程及見聞，冀作為本會執行「客庄創

生及環境營造計畫」，達成活絡客庄產業經濟、提振客家文化特色產業、形塑客

庄移居及觀光環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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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及目的 

本會所執行「客家委員會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係透過補助地方政府辦

理規劃傳統街區保存、聚落空間園藝美化、人物記憶空間形塑等方式，達到保存

客庄人文風貌及推動社區經濟之目的。觀諸日本之城市規劃、鄉村地方創生及社

區經濟已行之有年，其成效斐然，向為鄰近國家學習之典範，爰擬透過國外經驗

反饋政策推動的適宜性，觸發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相關業務推動創新思考反饋，

對未來推動客庄在地特色產業資源整合，透過創新力、設計力導入地方，強化地

方文化、在地街區整體營造與在地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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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說明 

本次考察係由本會周副主任委員周江杰率本會產業經濟處林技士煥軒共2人，

於112年11月27日啟程飛往大阪關西國際機場，晚間與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

處、僑團及客屬團體餐敘，翌日前往考察倉敷美觀地區、兒島牛仔褲街，29日分

別於上午拜會倉敷市役所，下午拜會倉敷商工會議所，晚上留宿尾道。11/30上午

考察尾道及千光寺山、商店街，下午前往廣島，參訪和平紀念館、和平紀念公園

及原爆圓頂館，12月1日上午自廣島機場搭機返臺。行程共計5天，摘要如下： 

日期 行程 主要內容 

11/27 

（週一） 
臺灣→大阪 

1.啟程/抵達關西國際機場 

2.出席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關西

崇正會餐敘。 

11/28  

（週二） 岡山縣倉敷市 
1. 考察倉敷美觀地區 

2. 考察兒島牛仔褲街。 

11/29 

（週三） 
岡山縣倉敷市 

1. 拜會倉敷市役所 

2. 拜會倉敷商工會議所。 

11/30 

（週四） 

廣島縣尾道市→廣島

市 

1. 考察尾道（千光寺山、商店街） 

2. 參訪和平紀念館、和平紀念公園及原爆

圓頂館。 

12/1 

(週五) 廣島→臺灣 返程/抵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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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活動參訪紀要 

一、出席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關西崇正會、大阪中華總會餐敘 

（一） 時間：112 年 11 月 27 日晚上 

（二） 地點：大阪大東洋飯店 

（三） 出席人員：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洪英傑處長、吳承翰秘書、僑委

會楊慧萍課長、大阪中華總會洪勝信榮譽會長、關西崇正會鄒孟儒會長、

謝靜芝副會長、陳洳艷秘書長、詹子萱理事、本會周江杰副主委、林煥

軒技士。 

（四） 概要 

崇正會成立於民國57年，涵蓋地區為大阪府、京都府、兵庫縣、滋賀縣、

奈良縣、和歌山縣等二府四縣，係日本關西地區最重要之客屬團體。其成立

宗旨係秉持會員相互扶持之精神，促進彼此的親睦聯誼及推廣經濟、文化、

學術交流為目的，凡居住於日本關西地區之客家鄉親，不分國籍、宗教、思

想、職業，均可申請加入，不以

臺灣客家為限。該會每年召開

之年會暨懇親大會，本會皆由

主委或副主委率員參加，表達

對其之重視，亦藉此連絡海外

客家鄉親感情，現任會長為鄒

孟儒先生。 

大阪中華總會成立於民國

35年，係由各省籍及友我僑團推荐具有代表性之僑領所組成，會館位於大

阪市中心之心齋橋地區，堪稱日本地區歷史最悠久、最具規模之傳統僑會。 

鄒會長表示，他才接任不久，希望能夠更加凝聚關西地區客家鄉親，

預計在明年春節祭一併舉辦天穿日活動，並在活動當天發放自製應景發粄，

免費分發給來會場參加者；目前也積極在日本推廣客家美食，收到當地不

錯的反應。 

大阪辦事處洪英傑處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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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處長表示，在客家相關活動規劃、舉辦及推廣上，可參考日本模式，

例如：瀨戶內海或是愛媛縣的自行車觀光路線規劃，或是台日姊妹市針對

彼此有共同特色一起舉辦活動，例如新竹寶山鄉跟熊本縣菊陽町有簽訂友

好交流協定，可以納入評估。 

周副主委提及，目前客委會針對客語、音樂、舞蹈上的推廣都有所著

墨，像是日前台灣就有舉行客家合唱團比賽，參與十分踴躍，未來也希望能

在海外進行相關推廣，例如客家兒童合唱團在海外進行巡迴表演，或是在

舉行客家歌曲比賽等。 

 
大阪中華總會洪信勝榮譽會長致詞 

周副主委與崇正會鄒孟儒會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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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倉敷美觀地區 

（一） 時間：112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二） 背景簡介： 

倉敷市位於岡山縣南部的瀨戶內海沿岸，地處廣島與大阪中途點之水

陸交通樞紐位置。其開發的歷史可追溯至16世紀戰國時代，當時的領主開

始在此圍堤造田，江戶時代，因其地理條件及倉敷川發達的河港設施，被幕

府收為「天領」—即直轄地，作為各地商品貨物的集散地，逐漸繁榮，土藏

（日本傳統倉庫建築）與商家聚集；明治時代，這裡成為紡織工業重鎮，增

加了許多西洋式工廠、美術館等建築，奠定今日和洋混合的風貌基礎。 

作為日本國內傳統街町保存的先驅，倉敷市在1968年就自行制定了《倉

敷市傳統美觀保存條例》，劃設20公頃的保存計畫範圍，比全國性的規範早

了十幾年；1979年，中央政府始基於《文化財保護法》將前開範圍中較為核

心的13.5公頃（後來擴大為15公頃）指定為「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

（簡稱重傳建地區），未納入部分則稱為傳統美觀保存地區（傳美地區）。 

 

 

 

 

 

 

 

 

 

 

 

1975年日本修正文化財保護法，導入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制度，針對具有

歷史風貌，與周圍環境相融的傳統建築群及地區，由各市村町依都市計畫

倉敷美觀地區主要範圍。藍色區域為重傳建地區，粉紅色為傳美地區，黃色為背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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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其中，日本文部科學大臣（相當於教育部

長）可根據地方的申請，從傳統建築群保存地區中，將特別具有高度價值的

地區選定為「重要傳統建築群保存地區」，倉敷美觀地區即屬此類。這項制

度具有時代性意義，將保存的對象從單體建築擴展到建築群及周邊整體環

境的「面」的保存，同時，針對尚有人居住的傳統建築，其外觀雖受到限制，

但在內部裝修上仍可以擁有較大的自由度。 

2004年景觀法頒布之後，再配合訂定《倉敷市美觀地區景觀條例》，循

序漸進地提升管制的層級及密度，從地方自治規則到中央法令，從個別建

築物再到整個地區範圍，對於區域內既有的建築及構造物，區分為屬傳統

建造物及非屬傳統建造物，分別針對其建築、門窗形式、屋頂、牆壁，訂有

修建基準規定；如果要在傳建地區興建新建物，必須向市政府申請許可，同

時須符合建築高度及選址、規模、形式、設計、色彩必須維持傳統建築風格

的建築特色等限制，實施嚴格管制。 

（三） 考察內容析述 

 

運河、柳樹及傳統建築是美觀地區最具代表性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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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敷美觀地區是以倉敷川運河為核心向外擴展所形成的傳統街區範圍。

走在河邊，清澈的河水、茂盛的柳枝及兩旁黑白相間的傳統建築，形成一幅

和諧優美的圖畫，彷彿置身電影場景。人群中不乏身著和服的遊客，亦有來

此拍攝婚照的新人，另有提供搭乘遊船的服務。 

運河的規模雖然不算甚大，但在精

心保存、整理、維護之下，仍然成為了

國際知名的觀光亮點，疫情前每年有

300~400萬名遊客造訪。這在日本各地

皆有類似案例，例如著名的「水鄉」近

江八幡、松江市等。在臺灣，都市裡的

溪流、水圳不在少數，但往往缺乏整治、

維管，以致環境髒亂；或是將之填平或加蓋以增加利用空間（如塯公圳），

缺乏營造水岸環境的思維，實令人汗顏。近年來環境意識抬頭、對歷史紋理

及生活品質的重視，始逐漸捨棄這種與河爭地、以河為壑的思維，乃有像重

現塯公圳、新店溪等計畫的興起。 

美觀地區遊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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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在美觀地區，傳統瓦葺造町屋、白壁土藏及洋風建築錯落，但是

景觀絲毫沒有不和諧之感，各式各樣的商店招牌大部分都十分小巧簡約，

並以與地景融合、美學及低調的方式呈現，就連日本隨處可見的販賣機，也

使用與周邊環境相近的顏色。只有少數較為大型且華麗的，但是透過傳統

建築樣式、材質及色彩設計，在保有特色之餘，也不會破壞視覺景觀。 

融入街景的販賣機 大型招牌也能避免破壞景觀 

融入傳統建築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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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觀地區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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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偶然走到一處類似集會所的地方，裡面正好在討論美觀地區街町

保存與電纜地下化相關議題，令人切身感受到在地人對於鄉土及社區的關

心及投入。居民們還熱情地邀請我們進去參與，可惜礙於時間只好婉拒，錯

過了一個實際了解居民對街町保存的看法及貼近在地生活的機會。 

美觀地區一隅 

有幸目睹在地居民參與社區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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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察兒島牛仔褲街 

（一） 時間：112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二） 背景簡介： 

兒島在倉敷市最南端，車程約30分鐘，與四國的香川縣隔瀨戶內海相

望。自古以來航運、製鹽、紡織業發達，現今以校服、制服、牛仔褲的產地

而聞名，被稱為日本牛仔褲的發源地。 

兒島自江戶時代開始成為紡織業及縫紉業重鎮，大正時代，隨著西服

的流行，這裡也成為日本學生服生產中心，其市場佔有率最高達到全國的

70%。1965年，日本第一家牛仔褲生產工廠在這裡成立，如今，除了成品製

造商之外，還有100多家相關產業。近年來，因定製優質牛仔褲製造商的所

在地而聞名。2015年，這座城市被《米其林綠色指南日本》評為「日本牛仔

褲之都」。 

（三） 考察內容析述 

兒島不愧被稱為日本牛仔褲發源地，到處充滿牛仔褲元素，從車站內

外、牛仔褲街入口意象等隨處可見活潑醒目的牛仔藍。 

牛仔褲街約聚集有30家牛仔褲

賣店，可惜我們去的這一天有營業的

店家及遊客不多而稍嫌冷清。 

牛仔褲街街景一隅 兒島車站內的牛仔褲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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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岡山縣政府公布的統計資料，兒島與其鄰近的鷲羽山，在疫情前

每年的遊客總數約有130萬人，在岡山縣所有主要景點中並不算熱門景點，

遊客仍以倉敷美觀地區、岡山城及後樂園一帶為主要觀光目的地，疫情趨

緩後，2022年觀光景點遊客數排名有重新洗牌的現象，不過大部分的觀光景

點遊客人次皆已回到疫情前的70%以上，反觀兒島地區卻只恢復了57%，其

中原因或許尚待長期觀察或進一步研究，但或許與服飾流行風氣的改變有

關。近年來，各式強調透氣、伸縮的機能性服飾成為主流，曾經的萬年經典

款—牛仔褲的銷量逐漸萎縮，知名品牌如Levi’s等營收也逐年下滑，2023

年更傳出台灣的牛仔布製造大廠—年興，因不堪虧損將關閉的消息。當然

遊客的恢復、流行的迴圈，都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才能印證，但倘若這真的

是一個問題，或許可以期待未來日本政府如何因應。 

 

 

 

 

兒島車站外（左）、牛仔褲街入口（右）、的牛仔褲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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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縣主要觀光地點遊客數 

（單位：千人/%） 

順位 觀光地點 令和元年 令和3年 令和4年 對比前一年 對比令和元年 

1 玉 野 、 涉 川 2,127 2,355 2,594 110.1 122.0 

2 倉 敷 美 觀 地 區 3,283 1,465 2,319 158.3 70.6 

3 蒜 山 高 原 2,239 1,443 2,005 138.9 89.5 

4 吉 備 路 1,473 534 1,196 224.0 81.2 

5 後樂園、岡山城周邊 2,404 632 1,189 188.1 49.5 

6 津 山 、 鶴 山 公 園 1,316 598 1,072 179.3 81.5 

7 笠 岡 、 笠 岡 諸 島 1,250 906 1,026 113.2 82.1 

8 兒 島 、 鷲 羽 山 1,310 417 750 179.9 57.3 

9 美 作 、 湯 鄉 溫 泉 815 525 592 112.8 72.6 

10 矢 掛 、 矢 掛 本 陣 334 524 555 105.9 166.2 

資料來源：岡山県庁網站 

四、拜會倉敷市役所 

（一） 時間：112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二） 地點：倉敷市役所 3 樓特別會議室 

（三） 出席人員：倉敷市原孝吏副市長、文化産業局浅沼健一文化観光部長、

教育委員会生涯学習部文化財保護課谷中勝一課長補佐、藤原憲芳主幹、

本會周江杰副主委、林煥軒技士、崇正會鄒孟儒會長（兼任翻譯） 

（四） 訪談概要 

1. 倉敷市傳統美觀保存條例制訂及管制方式 

倉敷市是全日本最早開始重視傳統街區保存重要性的地方，戰後不久，

就由民間自主發起保存活動，其中扮演最關鍵角色的，是本地出身的紡織

業企業家兼地主—大原總一郎先生，他早年遊歷德國羅滕堡，受到當地維

持良好的中世城鎮風貌所啟發，有意將之實踐在自己的故鄉。回國之後，他

從父親孫三郎手中接下紡織事業，除了回饋鄉里建設，並在1949年成立「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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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都市美學會」，發揚傳統建物保存、社區營造的思想，使相關意識漸漸深

耕在居民心中，也對1968年倉敷市制定《倉敷市傳統美觀保存條例》起到了

推波助瀾的作用。後續在1979年，由國家選定為「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

區」，持續積極地辦理街町景觀的整理及古老建物的修復。 

前開條例規定，申請人應提出「現狀變更行為申請書」，確認所欲變更

的行為（包含新建、增建、改建、移轉、拆除、修繕、外觀變更等），由傳

統建築物群保存審議會審查符合修理修景基準並核發許可書後，始得開始

施工。 

2.保存實際推動的情形及推動過程所遭遇之阻力 

街町保存的推動，是由在地居民與行政機關協力進行的。 

2006年，地方成立「倉敷傳建地區保護會」、「NPO法人倉敷町家trust」

等組織，致力於街區再生、活化利用、生活文化傳承、育成創造及景觀保存

等方面的工作；行政機關則負責水道、路樹、道路的整備、向辦理建築物維

持管理的所有權人發放補助金等支援作為。 

過去曾發生非本地企業欲在美觀地區興建商辦大樓，遭到市民以超過

1萬份連署反對，經市政府不同意興建後，向法院提起訴訟的事件。這件事

體現了市民與行政機關對於維護街町現狀一致的共識及立場。現況該片土

與倉敷市役所人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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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已被市政府收購，並闢建為公園。總的來說，倉敷市在戰後就開始由民間

開始進行街區保存的工作，至今已經過了50年以上，市民都已經將美觀地

區視為倉敷的驕傲，並且也獲得廣泛的認同，因此，雖然偶有不同意見，但

除了前述事件以外並無招致重大反對的情形。 

3.美觀地區保存成功之關鍵 

所謂街町的保存，包含著保存在地居民的情感及意識。現在，作為保

存活動主力世代的居民已漸漸高齡化，這份情感及意識，必須培育年輕世

代來繼承。因此，在地小學生在學習鄉土教育時，會實施向在地居民訪談、

由機關公務員針對街町保存進行演講等活動；高中生部分，則會有倉敷觀

光導覽的體驗活動。藉此來培養年輕世代對於街町保存的意識，我們認為

這是相當重要的。 

4.臺灣客庄大多位於鄉村，面臨人口老化、外流的問題，倉敷地區是否亦有

相同問題？對此政府是有相應之對策？ 

日本確實同樣面臨人口過度集中都會區，鄉村人口流失的問題。因此

在國家方面實施地方創生政策，希望創造各地產業、觀光等優勢，增加在地

年輕人留鄉或回鄉的誘因，每個地方政府也都有提出各自的移住政策，倉

敷具有美觀地區等優秀的觀光資源、景觀環境，也希望透過這樣環境的塑

造，產生帶動效應，成為外來人口移住的吸引力要素。 

與倉敷市役所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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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拜會倉敷商工會議所 

（一） 時間：112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二） 地點：倉敷商工會議所 

（三） 出席人員：倉敷商工會議所坂本万明專務理事、井上裕康總務部長、本

會周江杰副主委、林煥軒技士、崇正會鄒孟儒會長（兼任翻譯） 

（四） 背景簡介 

商工會議所是代表地方工商民意、致力於促進工商業、國民經濟發展的

公益法人組織，地域活化也是其業務之一。以倉敷商工會議所為主體所成

立的「倉敷社區營造 TMO」及「倉敷市街發展株式會社」即是負責前述業

務的單位，因此本次我們造訪商工會議所的主要目的，便是了解上開組織

實際運作情形。 

 

 

 

 

 

 

 

 

 

 

 

 

 

 

 

會議所外立有第一代所長大原孫三郎的雕像，此人即是前面提到過的大原總

一郎之父，再次表明了大原家族對於倉敷的影響力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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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訪談概要 

1. 日本城市舊市中心及商店街衰退沒落的問題由來已久，為促進其活化再

生，在 1998 年制訂「中心市街地活化法」，其中訂有「城區經營機構」

（Tow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簡稱 TMO）的制度，以非政府、非營

利機構培育市鎮內中小型商業活動之經營管理人，推動相關活化工作。

倉敷市在 2003 年由倉敷商工會議所成立 TMO。 

2. 到了 2008 年，依據修正的「中心市街地活化法」，由各市町村組成「中

心市街地活性化協議會」，負責就舊市區、商店街活化等議題提出建議，

再由該市町村納入「中心市街地活性化基本計畫」報中央機關認定。據

此，倉敷市依法組成「倉敷市中心市街地活性化協議會」，其參與成員包

含 TMO、商家、企業、金融機構、媒體、大學、民間團體、當地居民、

政府等，同時，由倉敷市政府、倉敷商工會議及在地企業共同出資成立

「倉敷市街發展株式會社」（即倉敷市街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也共同參與

協議會之運作，並各自負責不同業務。 

 

 

 

與倉敷商工會議所人員訪談 



18 

 

倉敷市街發展公司辦理的業務包含受託經營倉敷市內一些觀光設施、

老屋活化商店及市營停車場等；TMO負責商店街、祭典（倉敷屏風祭）及

市集（倉敷三齋市）相關活動的辦理，另一主要任務，是負責補助金的發

放。前述倉敷市街發展公司會將經營事業所得獲利，每年提撥3000萬日元成

立基金，提供私人申請補助，用於辦理街町再生、景觀維護、設施修繕等相

關事項，其補助對象以全市為範圍，而不限於舊市區。補助金每半年審核及

交付1次，由TMO負責相關事宜。從而，將觀光設施及停車場管理所獲取的

收入，用於提供補助鼓勵私人參與市街活化，市街活化所帶來的效益有助

於基本計畫目標的達成，形成正向的循環。 

 

 

 

 

 

 

 

 

 

 

 

 

中心市街地活性化本部（中央） 

（本部長：內閣總理大臣 成員：全體閣員） 

基本方針 

市町村（地方） 

中心市街地活性化協議會 

申請 認定 

就基本計畫提出意見 聽取意見 

指導 

決定 

作成 

基本計畫 

市政府 
商家、 

土地所有權人 
倉敷 TMO 

倉敷市街發展 

株式會社 

參與 

日本市街地活性化制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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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倉敷市中心市街地活性化基本計畫已經實施到了第 3 期，本次計

畫期間自令和 3 年（2021）到令和 8 年（2026），訂有 3 大目標：「利用

歷史傳統資源提升城鎮吸引力」、「打造便利舒適的生活環境」、「創造人

口聚集、交流互動的城鎮」，每項目標之下訂有衡量指標，例如目標 1 係

以町家、舊民宅再生利用件數為指標、目標 3 以「步行者、自行車通行

量」及「外地遊客平均滯留時間」為指標。 

六、 考察尾道（千光寺山、商店街） 

（一）時間：112年11月29日晚上、11月30日上午 

（二）背景簡介： 

結束了在倉敷的行程，我們繼續向西進入廣島縣，來到了下一個目的

地—尾道。 

尾道雖然只是一個12萬人口的小城，但面貌多樣，觀光資源豐富。這

裡港灣條件優渥，自古以來造船業、航運發達；另一方面，其地形多山而坡

緩，充滿交錯縱橫的小巷和坡道、歷史悠久的神社佛閣，形成獨特的山城風

情，因此成為許多文學、電影、動畫描述的舞台，因此又有「坡道之城」、

「文學之城」、「電影之城」等別稱；此外，尾道也是本州與四國跨海道路

—島波海道的本州端點，近年來，隨著自行車騎乘風氣崛起，全長約70公里

周副主委向井上總務部長致贈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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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島波海道自行車道，因跨越風光明媚的瀨戶內海而因此聲名大噪，吸引

許多國際觀光客來此體驗，成為自行車愛好者的聖地之一。 

 

（三）考察內容析述 

尾道之所以被稱為文學之城，得名於不少著名文學家曾在此居住，留

下行跡及作品。當地也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形塑地方記憶、打造景點意

象、宣傳觀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女作家林芙美子。 

林芙美子（1903-1951）是日本女性文學的先驅，她依據自己日記集結

而成的代表作《放浪記》，寫出了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及心理，受到大眾歡

迎，並多次被改編為電影、戲劇。而《放浪記》的內容主要即是基於她在13

到19歲居住於此的生活經歷。 

尾道商店街就在JR尾道車站對面，以「芙美子通」為名，入口處立有銅

像一座，穿著日本和服的芙美子蹲姿面海眺望，身旁有藤編行囊和一把遮

陽傘。底座石匾上刻著《放浪記》中的一段文字：「看到海了，這裡可以看

依山而建的尾道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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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時隔五年再次看到尾道的大海，令人懷念。」十分具有畫面感。每年

她的忌日，市民都會在雕像前舉辦合唱、音樂表演、獻花、朗讀《放浪記》

等紀念活動。商店街裡還有以林芙美子故居改裝而成的紀念館。 

除了商店街，尾道各地隨處可見與文學相關的碑文、詩句及裝置藝術，

足見以文學之城為城市內涵及行銷主題的積極作為。 

 

林芙美子雕像 尾道商店街「芙美子通」 

透過觀光俳句競賽，達到深化城市文化及行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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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處可見文學家生平介紹及名言錦句告示 

從天寜寺三重塔俯瞰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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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千光寺山頂俯瞰尾道 

千光寺山頂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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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體驗著名的島波海道自行車道，須從尾道租借自行車，搭乘渡

輪到對面的向島，由此展開自行車路線。向島渡輪類似高雄的旗津渡輪，可

以搭載自行車、汽機車，除了運輸遊客外，亦是兩岸居民的通勤工具。往返

時間大約10分鐘。 

 

 

 

 

 

 

 

 

 

 

 

 

 

 

我們造訪的時間並非旅遊旺季，船上大部分

是放學通勤的中學生。 

向島渡輪站外的公廁，樣式十分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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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考察和平紀念館、和平紀念公園及原爆圓頂 

（一）時間：112年11月30日下午 

（二）背景簡介： 

和平紀念公園位於廣島市中心，原爆點西南側。本是名為「中島町」密

集住宅區，原爆時遭到毀滅，戰後被重建為公園。其內分布著多處與原子彈

有關的建築、紀念碑及設施，包含著名的和平紀念館、原爆圓頂、原爆之子

像等，是廣島最廣為人知的景點之一。 

和平紀念館開館於1955年，由名建築師丹下健三設計，其宗旨是向全

世界人民傳達原子彈造成的破壞，希望廢除核武器和實現世界永久和平。

此處收集並展示了原子彈倖存者遺骸和原子彈破壞的照片和資料，以及原

子彈前後廣島的歷史、核武器的演進等。 

原爆圓頂館（日語：原爆ドーム）在當時名為「廣島縣產業獎勵館」，

作為當地重要的會展場地使用。原子彈爆炸後，原爆點半徑1公里內的建築

物幾乎全數被夷為平地，距離原爆點僅約200公尺的圓頂館勉強屹立沒有完

全傾倒，並被保留下來作為紀念物。199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

沿途皆有明確的路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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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三）考察內容析述 

雖然已有心理準備，但參訪和平紀念

館的過程仍然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巨大的沉

重感。所有遊客都收起嬉鬧態度，肅然低

迴。在此我們一睹了各種遭受原爆破壞的

殘存物，包含知名的「停留在8點15分的時

鐘」、「人影之石」；罹難者的衣物、日記

等日常用品等，搭配一則則背後的故事、以

該罹難者說過的話製成的註腳，令人不由

自主沉浸在同情與哀傷之中，並反思戰爭

的可怕。 

隨著參觀動線，次第呈現的是災難中不

分國界的人性光輝，救治、收容、重建的善舉，最後以挺過爆炸及輻射波及

和平紀念館內中島地區被爆前後照片 

罹難者遺物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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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倖存者們的笑顏作結，象徵著苦難過去，重獲新生，糾結的心情終於獲得

舒展。捨棄了敘述性文字史料，以展示受難者真實遺留物為重，並逐步地從

絕望過渡到希望，在展場氛圍的營造及展品佈置上，實值得學習。 

隨後我們來到戶外，和平紀念公園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中軸線上

的慰靈碑，從這裡望去，慰靈碑、和平之池、和平之火及原爆圓頂連成一

線。作為反戰、反核的象徵，這裡也成為許多國際政治事件發生的場所，例

如2016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此發表演說；2023年在廣島舉辦的G7峰會，各

國元首亦在此致意。和平之火則象徵著對於和平不滅的追求，許多體育賽

事傳遞的火炬，皆在此處引燃。如1994年的廣島亞運。 

公園另一角矗立著原爆之子紀念碑，圍繞著祈福紙鶴懸掛區，每年來

自日本各地學校、世界各地的人們，將紀念及祈願化為手中一只只紙鶴，源

源不絕地集中到這裡來。據官方統計，每年收集的紙鶴約有一千萬只之譜。

慰靈碑、和平之池、和平之火及原爆圓頂連成一線，極具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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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爆之子紀念碑及祈福紙鶴懸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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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爆圓頂館是此行的最後一站。稍早我們乘坐計程車從廣島車站一路

而來，沿途現代、新穎的高樓建築林立，人來人往充滿生氣。而這片斷垣殘

壁就像是癒合傷口上留下的疤痕，提醒著人們勿忘過往教訓。 

經由鄒孟儒會長的介紹，我們得知這棟建築之所以能倖免全毀，除了

其部分磚造部分鋼筋混凝土構造較為堅固之外，另一原因在於其數量甚多

的窗戶及銅製圓頂在爆炸之瞬間熔毀，令衝擊波較易通過，降低了對建築

本體的損壞所致。 

 

 

 

 

 

原爆圓頂館，可見其部分磚造部分鋼筋混凝土構造 



30 

 

不免俗地，在城市重建的過程中，圓頂館的拆除或保留也曾引發爭論，

很多人主張抹去這座悲劇的記憶，市政府也基於財政考量傾向拆除。最終

在原爆受難者呼籲及和平團體的倡議下，廣島市議會作成保留的決定。現

今，圓頂館已成為廣島市的重要象徵，每年吸引數百萬遊客到此參訪憑弔。

不禁令人反思，臺灣的文化資產亦常遭遇保存與否之爭議，或許可引為借

鏡。 

 

圓頂館與後方現代化建築形成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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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依據本次考察行程之見聞，謹針對本會推動客庄社區經濟及街區景觀等面向

各項執行計畫，提出建議對照如下，並以作為未來推動相關業務之參據： 

一、由下而上的街區保存意識 

（一）從倉敷美觀地區的經驗，可以知道在地居民才是街區景觀維護的主導方，

唯有居民對於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擁有景觀提升、傳統保存的維護及想法，

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在臺灣有關政策之推動，包含本會執行相關街區規

劃改善、地方記憶空間、社區園藝等涉及地方環境改造的專案補助，多數

仍是採由上而下方式，與民眾溝通常有不足，未來應加強如地方工作站的

類型，了解民眾實際需求、深化與社區結合及地方特色之發掘，漸漸轉變

為由在地居民為主、政府為輔之模式。 

（二）日本對於商圈沒落問題，訂有「中心市街地活化法」及「中心市街地活性

化基本計畫」，地方及民間依法組成「中心市街地活性化協議會」或是TMO

等作為協力組織，臺灣目前尚無相對應之制度及組織，比較類似的是像西

門町等商家組成的商圈發展協會或是各地社區發展協會，雖然目的上皆有

振興商圈之用意，但日本的制度尚包括傳統町家的維護管理、轉型活化再

利用等，對於街區景觀維護也扮演著一定角色，或許可以參考此制度，加

強與各客庄鎮長、鄉長或商圈代表之協調，甚或建立類似的機構團體，將

生活環境及傳統的維護深化宣導、加強意識的培養及傳承。 

二、加強地方記憶連結，深化地方歷史認同及文化驕傲 

尾道地區以其深厚的文學背景為基礎，營造出文學之城的獨特意象；

兒島以其日本牛仔褲發源地為起始，將牛仔褲元素落實於城市各角落。這

些與本會辦理地方記憶空間的做法及目的相仿，應持續辦理並加強內涵。

例如尾道的林芙美子像，將其作品中對於尾道的描述鐫刻於石匾，搭配遙

望的肢體動作及身邊行囊，讓人縱使不屬於那個年代、也沒看過《放浪記》，

依然能輕易地感染到林芙美子舊地重遊的喜悅以及尾道之於她的意義，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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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70年產生時空上的連結。在臺灣也能找到許多類似的案例，例如龍潭之

於鍾肇政，新埔、中壢之於杜潘芳格等，或許可以同樣的方式融入公共藝術

或街區造景之中，透過公共藝術使文學家的形象鮮明化，讓造訪的人們不

必再透過文本，而可以藉由圖像認識及了解文學家生平及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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