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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赴日考察之主要目的

本會自八十三年間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實際將文化的觀念、行政

的資源、操作的方式落實到地方文化中心（現大多升格為文化局）、鄉鎮市、

社區、文化與學術團體，更重要的是整體文化環境的營造、文化資源的增加

以及人心的改變。這些累積文化行政實務經驗中，發現保存文化資產，若能

經由社區總體營造的精神，將不同領域之人結合在一起，融合居民的心聲，

公部門的政策與資源、以及專家學者、學術團體的智慧，文化資產方得以獲

得新生，更具有其價值與意義。

九二一以及一零二二震災，災區歷史建築遭受嚴重損害，本會隨即趕

赴災區瞭解及籌劃救災，與「九二一文化資產搶救小組」共組工作團隊，選

定歷史建築，暫緩拆除並緊急提撥經費加固，未來將以協助地震受損私有歷

史建築恢復其原有風貌為工作重點。惟為協助九二一震災重建區進行文化重

建，撫平災區民眾創傷，鼓勵災民走出地震陰影，重建家園，可以一九九五

年經歷阪神大地震洗禮的日本神戶地區做為借鏡。今年的一月十七日為阪神

大地震發生六週年紀念，阪神地區各地舉行一連串之震災六週年祭，以及自

一月份起，持續進行九個月的「2001KOBE」文化藝術活動規劃。因此，實地

去參與神戶震災六週年祭，考察神戶如何串連各種藝文活動，進行環境、心

靈的重建工作，同時達到活化產業之目的之外；並同時參訪落實社區總體營

造、強化民眾參與、活化民俗藝術村、成為日本景觀營造經典範例之足助町；

以妻籠宿住民憲章自發性共識，與地方政府形成特殊且良好互動關係，將觀

光開發結合文化資產保存之妻籠；以及以倉敷川畔為中心的歷史環境與週邊

自然環境融合成獨特且生活化的歷史景觀，大原美術館、倉敷美術館等現代

建築融合一致之倉敷，就成為此次考察之重點。

在光寶基金會及樂山基金會協助安排下，由本會陳主委郁秀擔任團長，各

界專家學者及中部災區文化局長及鄉鎮長等共約二十名，自九十年一月十

二日起赴日，行程中除拜會各地方首長外，並與當地熱心社區工作者面談，

從其親身經驗分享中體驗其對社區全心投入的熱誠而深受感動。

考察行程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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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01/12

（五）
啟程：台北→名古屋

01/13

（六）

名古屋

→參訪：足助町社區營造，拜訪町長（參訪點：三州足助屋敷、香積寺、

公民館、萬林、中馬館、百年草福址中心）

01/14

（日）

足助→妻籠宿

參訪妻籠宿歷史建物及社區營造（參訪點：奧谷協本陣、歷史資料館、妻

籠宿本陣、歷史街區、晚上與當地町長議長及各界代表交流餐會）

01/15

（一）

妻籠宿→倉敷

參訪倉敷地區閒置空間再利用及社區營造（參訪點：倉敷市藝文館、倉敷

川沿岸歷史漫步、保存核心美觀地區、IVY  SQUARE）

01/16

（二）

倉敷→岡山→神戶

拜訪岡山市長，市政簡報，參訪岡山後樂園、岡山縣市美術館、音樂廳及

城周邊之旭川川敷、足守歷史街區、西川綠道公園等

01/17

（三）

神戶

參加阪神地震六週年紀念會 1.17 點燈追悼式典、參訪北野町鷹取教堂、舊

居留地、     酒心館、澤之鶴資料館、神戶 21世紀復興紀念事業開幕典禮、

震災紀念音樂會等）

01/18

（四）

神戶→大阪→台北

參訪太山寺、鷹取地區災後重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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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震災後歷史建築之重建—神戶

     神戶位於本州東岸，前臨大阪灣，北有六甲山，南有瀨戶內海，是日本僅次

於橫濱的第二大港，同時是全國第六大城，距離大阪只有三十公里遠，神戶市面

積約 550平方公里，人口約 147 萬人並且是兵庫縣內重要的港口型都市（平成 11

年 4月神戶市政府統計資料）。

    自明治時期（1868-1912）開港以來，神戶就以東、西文化交流城市的身分發展

起來。這個被山和海環繞的城市，實際上也是繁榮的國際港區和都會，經過一百

多年來不斷與各國相互交流的結果，使神戶一躍成為與外國貿易的主要城市，擁

有豐富的貿易歷史以及國際交流的經歷，也造就了神戶獨特的異國風情。

    神戶市的都市景觀呈現著東西合壁的特有風格，且民風開化、樂觀，正由於擁

有如此的都市個性，使神戶在 1995 年，造成六千人死亡、損失達幾十億的阪神

淡路大地震後，在神戶居民傳統堅忍及樂觀的民族性，及地區各社區居民不分你

我的互助及努力下；加上專家、學者、公部門等產、官、學界的支援投入，以不

可思議的堅忍與果決，迅速且持續地進行家園及心靈的修復、重建，漸漸恢復原

有的容貌。

    神戶市的都市規劃是依照行政方面的綜合定期指標來進行，目前推動的是「神

戶市綜合基本計劃」（平成 5年 9月策訂，目標為 2025年），其重點為：

1.基本理念：與世界交流之民主都市

2.都市形象：（1）以民為本的都市

            （2）以福祉為中心的，充實的生活都市

            （3）創造具都市魅力，舒服的生活環境

            （4）擁有國際文化交流的環境

            （5）為下一代開創的經濟都市。

3.都市空間計劃：（1）都市的成長管理

（2）多核心網絡都市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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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都市的形成

    平成 7 年（1995）的阪神大地震，將已然形成廣大成熟的市街地的神戶市破壞

無遺。在此之後，神戶市便定訂了四個目標：（1）安全（2）活力（3）魅力（4）

互動，期望以這四個重建的指標，加上前項都市計劃，創造一個更安全、更高品

質的都市。

    阪神大地震之後，神戶市一方面希望能夠培養地區資源的活用、融合自然環

境，將都市原有的環境發揮至更舒適，且有可能持續發展社區營造。由於民間企

業及居民，還有政府的互動，在這樣重視地區特性的情況下，神戶市逐漸呈現為

安全、便利並且獨立的生活圈的景象，並且將生活圈為中心的人物、情報等交流

的多核心網絡型都市，都是神戶市未來的都市營造的指標。

1995年 1 月 17 日的阪神淡路大地震，造成大量的歷史建築物毀損。以異人

館街知名的北野山本地區，也是依據文化財保護法指定的「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

存地區」。目前該區有 34處行政機關指定的傳統建築物已開始進行修復工作。由

於政府僅針對外觀修復與結構補強的部份予以補助，屋主需負擔修復內部的所有

費用，對屋主實為一大負擔。為解決此一問題，北野‧山本地區守護會已設立「異

人館基金」，並向全國籌募修復經費。

舊居留地及其周邊部份，自國家指定文化財「十五番館」倒塌後，因該區地

基的不穩固使附近的近代洋式建築均受到威脅。就文化財修復原則，十五番館應

照原貌修復，但該館原來的木骨磚造結構無法符合防止強震的需求，因而作部份

的調整。此例也造成對文化財保存價值觀改變的考量。

神戶市內的酒藏地區—魚崎、住吉、西鄉等三區的傳統酒藏群有二、三處已

失去原貌，緊接著中小型造酒業者面臨歇業的問題。儘管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

福壽酒造（位於東灘區）仍然完成了二號倉庫傳統外觀的修復，5個造酒業者並

成立了「神戶地酒金賞會」。關西的建築師也自動地組成灘之酒造復興會，提出

獨特的重建方案。

9 月份起，兵庫縣提出的復興對策（註一），補助對象不僅包括已經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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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財與景觀形成建築物，更進一步擴大至尚未指定的歷史建築。

今後，除了引進風險控制與文化財登錄制度，確保歷史建築的穩固外，培育

居民自身對地方歷史建築的愛護，才是重建歷史建築最重要的意義。

註一：根據「歷史的建造物修理費補助」的復興基金，10年內預估約有 270件、

總金額 12億 2300萬日幣的補助預算。

北野町山本通地區

明治初年隨著居留地之設立，相對地在附近靠北野之山丘建設外國人與日本

人共處之住宅區，饒富異國情調，最盛時期共有 200~300座，形成可看性很高之

區域。異人館等建築物之集中地區「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內有兩棟重要文

化財、29棟洋風建築及 8 棟和風建築被指定為傳統建造物。

 風見雞之館 西元 1909年（明治 24年）以磚石興建的三層洋樓，有濃厚的

德國風味。尖塔上的風標雞是北野的象徵標的，正門的門廊石柱上刻有優美

的曲線與柱頭裝飾。地震時牆壁倒塌，復建時對結構及防震相當注重，在神

戶大學足立裕司教授帶領下，特進入地下室展示處解說復建過程，足立教授

提及，地震後日本政府規定所有的重建經費及計劃必須在三年內結案，當時

參與團隊多，也研究出不同的技術，但經事後檢討，有些過程不見得正確；

如為防患萬一再有強震發生對歷史建物修復時有過度設計之虞。

舊居留地

    舊居留地為隨著兵庫開港，連接海岸約 4萬坪之地而建設的外國人居留地（西

元 1867~1899 年），當時東西五條、南北八條之格子狀街道，以及遊憩步道、公

園、下水道等，均是依西洋之近代都市計劃配置而成，至今仍可由街區型態看出

大概。此區劃中，外國商館林立，為明治初年木造二層樓、殖民地陽台樣式之獨

特建築形式。此外，大正∼昭和初期所建之許 多近代建築物、辦公街迄今仍保

存其原貌，與現代建築融為一體，忠實的扮演傳統「都心業務地」景觀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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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地區除了在顧全歷史環境的情況下，著手步道整備、電線地下化等配合事項

外，並與景觀形成市民團體共同策訂「都市建設計劃」、廣告物之限制、適度的

空地管理、各種活動的開辦等，致力於形成繁華與風格獨具的市街。

舊居留地十五番館

十五番館之文化財指定說明

本建築物是為明治 13 年（1880）所建，為木骨磚造、二層樓、四坡頂之歐式建

築，曾為美國領事館，後所有權歸株式會社 NOZAWA，平成元年 5 月指定為國

家重要文化財；平成 7 年 1月因阪神大地震傾壞，十五番館應照原貌修復，但該

館原來的木骨磚造結構無法符合防止強震的需求，因而作部份的調整；為防再次

強震，耗重資於地下室用最新科技置四根柱子，為的是防患下次強震。該館目前

為咖啡及餐飲店，為歷史建物充分利用另一實證。

澤之鶴資料館

    位處西鄉，建於江戶末期，分前藏和大藏兩棟藏酒室。澤之鶴資料館即是利用

原來的藏酒室陳列、介紹釀酒的歷史。昭和 55 年，資料館連同釀酒用具等均被

兵庫縣政府指定為「重要有形民族文化財」。資料館在 1995年的大地震中全毀，

這次重建採取日本前所未見之木造防震結構。舊資料館之建築物本身即為重要文

化財，因此重建時用了 50％的舊材料，使整個感覺儘量恢復原狀。

　　為了 1999年 3 月 22日重新開幕，在動線及遊客舒適性上做了一番改造。另

外，為了安慰亡靈，在灘區種植了與震災中死亡人數相同之里櫻花，都賀川一帶

綠地亦重新整理。

野田北部地區

    神戶市長田區的野田北部地區﹐JR 鷹取車站南側屬於海運町、長樂町、本庄

町及浪松町等 2∼4 丁目為主構成的棋盤狀地區，當地充滿戰爭時留下來的長

屋，約 10到 20坪，是非常狹小的房舍。道路大部份以不到 3 公尺的巷道構成。

震災以前有 1070戶住在那邊，擁有良好的社區溝通；震災後約三成房屋被燒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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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全倒，1995年 10月，人口僅剩下 403 戶。當地在震災兩個月後的 3 月 17 日

的都市計劃決議當中，被指定為震災復興土地重劃整理事業地區。而長樂町以東

的 9個町，是以住宅市間地重劃綜合之事業地區（住市總）被指定的。像這樣被

區化、重劃的地區，稱為「鷹取東部」。

    在震災以前，野田北部便有社區營造的活動，最初是在 1993 年 1 月，有野田

北部社區營造協議會的組成，其目的在於活化商店街，促進社區關係發展，在硬

體方面，並有專家進行該地的整理規劃。

   震災當日的狀況與災後的住民活動

    地震發生當時，野田北部是由東側開始燒起，海運町的 2及 3 丁目兩個街區全

部燒毀，附近的本庄町以西部份，有 7 成以上的房屋都倒壞。當時居民以大國公

園為避難地，其他如鷹取中學、鷹取車站等地也成為避難所。商店街及協議會的

年輕人們，將業務用的車子和聯絡用的黑板，放置於鷹取車站廣場前，震災 3 天

後，當地便己經成立災害復興對策本部，以野田北部聚會所作為常態性的開會地

點。復興對策本部是以援助物資的代收、搬運、分配和毀壞房屋的廢物清除等應

急措施為主。震災後的 7 到 10 天之內，從社區營造協議會當中，選出復興對策

委員會的委員，把握當時被害建築物的狀況，檢討、整理重建的課題，並與研議

學者專家進行未來重建的策略。

緊急復舊時期的社區營造活動

    在震災前已經成立社區營造協議會的野田北部，設立了防災部門，並且選出當

地的年輕人作為委員，教導其如何自主防災的訓練，和簡單的救護過程。這些人

在地震時，發揮相當大的作用。當時並有天主教教堂裡的人，參與復興對策本部，

之後組織有幾度的改變，只是漸漸以實質的活動為主。

    1995年 2月 1日被指定建築限制的海運町 2、3 丁目，社區營造協議會立刻檢

討其意願調查和地區重劃對策。2月上旬則進行商店經營意願調查與重建意願調

查等，這些都是協議會專家共同討論，並引入了「共同改建」和地區計劃的想法。

這些人在這些協議過程中，都是住在臨時組合屋中。3 月 17 日，也就地震發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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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之後，在地震中全毀的海運町 2及 3 丁目成為都市計劃地區重劃的指定區。

專家在 4月到 6月之間，針對當地居民進行了一對一的訪談，同時對於租地和租

屋者的權利的對策開始執行。6 到 7 月則開了座談會及說明會，9 月初鷹取東部

第一個地區重劃的計畫案發表，當時他們有很具體的整地內容，而行政者和住民

間並沒有確實的取得協議過程時，無法決定減地的上限、最大值、平均值、最底

限，而居民對於這些用語也抱持著不信任的態度，因為它們沒有完整的數據。再

加上行政單位的回答都十分曖昧不清，因而民怨爆發，鷹取東部復興重建社區營

造協議會也在這協議過程中，又更加困難。

    1996 年 1 月，這個計畫曾一度停頓。在這個期間，各地方單位都向居民發表

許多關於縮減率的談話，最後經由協議的過程，政府和民間都決議解除計畫的凍

結，並願意再度開始商談，因此當時設立了調整委員會，於是該年 4月計畫解除

凍結。

讓居民自己來思考、重建自己的土地

    野田北部以民主的方式進行社區營造和地區重劃，當地民眾在天災全毀家園

後，在當地協會、學者專家的帶領下，把握契機，經過多次與政府單位溝通﹐從

最初的利益衝突、公共議題的多方討論到積極參與社區重建，企圖創建一條以居

民為主體的街道﹐一個更安全、舒適、更符合生活及自身成長的環境空間，這是

真正的自治。

    本次特別參觀鷹取社區的紙教堂，深為這棟克難「組合屋」所感動，地震當時

鷹取地區因大火而嚴重受創，社區中的天主堂也付諸一炬。但在神父領導下該處

成為民眾救濟站，不但許多救援物資在這裡發贈，神父也會在寒冷的夜晚，與民

眾在夷為平地的教堂原址生火取暖、聊天或彈吉他唱歌，安慰彼此的苦難。在漫

長的重建過程中，教堂神父考量民眾需要一個聚會場所，由建築師和義工協助，

以大型紙筒為直立柱體，加上輕質的結構和布料屋頂，四周裝配可以完全打開通

風的活動壁，完成了紙教堂；這座臨時性的組合屋，雖簡單，實包含了創意、人

性、環保及感人的歷史意義。



10

神戶港震災紀念公園

     本公園設立於平成 8 年 12月，紀念公園保存了一部份震災損害的防波堤，並

且將神戶港在地震時及重建過程中所獲得的教訓和港灣的重要性傳達給國內外

的人們為主要目的。該紀念公園是以市民競艇比賽中的收益金所成立之「阪神淡

路大地震復興支援基金」撥款建立而成。

    原形保存港灣防波堤的受災部分約 60 公尺，保存區並設置通道使市民方便參

觀，而以這個被害狀況作為背景的有休息室和展示中心。展示中心將神戶的的被

害狀況、重建過程，以及復興計劃以圖片配合說明，簡單明瞭的傳達給來自各地

的民眾。同時利用遊艇特別比賽的盈餘金額成立的「阪神淡路大震災復興支援基

金」補助各種事業、各種建設。鄰近的神戶海洋博物館，同時聯繫為神戶震災公

園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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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老街再造與居民參與—足助町（Asuke）

（一） 足助町位於愛知縣東北部，為靠近都市的山村，面積約為 193 平方公里，

人口約有 1萬 2百人（1999年足助町役場之統計資料），由名古屋驅車約

一 個 多 小 時 ， 居 民 以 上 班 族 居 多 ， 以 農 林 為 業 者 不 多 。

    足助町早期因為居名古屋通往常也縣之驛站而得名，明治年間中央鐵

路通車及鄰近豐田汽車廠之設立，致使町上人口大量外移，導致產業衰

退。近幾年來積極推展地方觀光事業，已香嵐溪、足助町老街、足助町

資料館、百年草會館、足助屋敷等最具特色。

（二） 足助居民自省自發與老街再造

  1、   足助於 1970年拒絕了豐田汽車廠的設置，並開始摸索屬於自己獨自發

展的道路。在足助町歷史街區保存運動中，除當地居民的自省自發之外，町政

府的全力支持配合，是造就老街區再造的兩大支撐力，並訂有老街建物修景基

準，就建物的構造、材料、色彩等制定規範及補助額度。其保存方法有三種：

建築物重建為昔日形貌（如豐田信用金庫配合老街景觀及老街保存運動，以現

代建築物之三倍價錢，改建為傳統建築樣貌，此種方式以公務機構為主）；原

有建物之維護（不改建，就現有之建築保存維護，可申請補助，一幢之補助金

額最高唯一百五十萬元）；舊建物之門面維護（可透過町公所向建設省申請補

助傳統建築之門面維護，如冷氣機室外機之外包箱、看板、信箱、垃圾箱配合

建築環境而設計）。而老街之古老建築，在居民的自發下，分別於該棟建築前

有其歷史及特色介紹。

  2、足助街屋保存協會

只要有預算，就可推動公共建設。街屋卻非如此，還必須考慮其長久歷史和

地方團體的想法，他們必須有保存街屋的堅定意願，並獲得社會的認同才行。

「足助街屋保存協會」的成立就是為了要取得社會認同而進行的，本協會是

於一九七五年十月，由町內六十五位有志之士共同組成，由於當時的商工觀光股

長小澤庄一的熱心奔走；及田口金八這位眾所認同的人出面擔任會長。成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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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足助的街屋保存運動中一直扮演著領導者角色。

當會務穩固下來之後，會員們訂定了會章。關於協會宗旨這樣寫的：「保存

位於鹽之道『中馬街道』要衝之地----足助街屋的歷史文化遺產，以便傳承給

下一代，是本會的基本宗旨。且要謀求更好的居住環境，並促進商業活動，以

創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區營造」（第三條）。和相鄰的豐田市不同，居住在足助

的人們可以說已經發現自己的社區營造之道。

3、居民自主規約

足助町並未制定關於建築型態和設計手法的條例或綱要，全部都是交由地方

居民自行來判斷決定，但是如果說因此而使得全町的景觀雜亂，卻倒也未必。在

此山牆為入口和以正面為入口兩種商家街屋都能同時並存的街道上，周圍連接的

改裝式住宅和商店也都能跟這種氣氛相協調。這樣的共識倒底是如何培養出來的

呢？

一個很重要的開端是一九七九年豐田足助金庫分店的新建工程，過去一直都

借用舊街屋的豐田信用金庫，原本打算改建為現代鋼筋混凝土建築，這件事引起

了中馬館的一陣騷動。

田口金八非常熱心地建議信用金庫，希望他們再考慮。他的熱心促使豐田信

用金庫決定變更設計，成為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一九八○年完工的土藏造風格建

築。一樓雨庇上，傳統式招牌的「豐田信用金庫」六個字閃閃發光。工程費用雖

然因此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然而企業一起參與社區營造的案例，卻給當地居民帶

來非常大的影響。

此後，與傳統街屋相連接的建築物，或新建，或改建，屋頂或牆壁的分刷補

修、窗格及招牌的設計等，都相繼效法此一模式。根據保存協會的調查從一九八

○年起的五年之間，共進行了四十二件整修工程。由於町公所並沒有補助款條

法，所以這些費用完全由業者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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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福利與觀光結合： 代表：百年草會館

    百年草會館為一社會福祉與觀光之複合機能設施，內部設有旅館住宿設施、

餐廳、溫泉提供、還有銀髮族老先生所創辦的洋火腿店「ZIZI 工坊」和銀髮老

太太所擁有的麵包工坊「芭芭拉」，不僅豐富町中老年人的生活，也可增加收入。

就如同「百年草」知名那樣，使老人有嶄新的生活體驗而永遠青春、充滿希望。

（四）傳統產業保存與再興之代表：三州足助屋敷

   三州足助屋敷建於昭和 55年（1980），其土地為當地香積寺所有，由町公所向

該寺租借，佔地約三千平方公尺，乃是模仿明治時代庄屋敷而建造的，環繞著

寬廣的庭院般，配置長屋門、母屋、釀造小屋、倉庫、工作小屋，並飼放雞、

兔、羊等。因香嵐溪的紅葉而命名為楓門的長屋內，完全採用地方所產的杉、

檜、松、栗等，並採用傳統固有的工法技術。只有照明採用電器，烹飪、暖房

的燃料等完全棌用薪材。

    屋敷以生活的博物館塑造為社區營造的課題，其塑造的不只是硬體資料館的呈

現，而是以生活為經營的課題，並由此觀念衍生下列的生活建築群：

（a）從日常生活中感受傳統生活工藝的意義：足助屋敷有別於各地大多僅展示

資料的民俗資料館，在此屋敷中實際採用傳統的生活用具、民具，創作各

式各樣的物品。設立足助屋敷的最重要目的是希望大家從日常生活中感受

傳統生活器物所傳達的存在意義。因為生活便利的今日，人們已逐漸遺忘

生活與土地的關聯，足住屋敷的設置，即是足助町這小山村用另一種思考

模式，透過參觀者與生活器物師傅的情感互動，而充分感受器物背後的靈

魂，為生活工藝帶來保存與再生的動力。

（b）傳統生活工藝的示範展示場所：足助屋敷讓足助町流傳而來的傳統生活面

貌樣式，再次鮮活地展現出來。在此工作的高齡者超過 20名，平時有四--

八位共同居住在此屋敷，公開展示生活樣式與工作型態，他們是此地傳統

生活技術的體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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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預算獨立、自立自足：足住屋敷以自立自足的生活作為經營方針，除了生

活工藝示範展示區之外，尚有餐廳、咖啡屋、特產販賣區等設施，其預算

獨立，可自給自足。現有工作人員四十人，每年參觀人數約十七萬人。新

蓋的亞洲工人館開幕，邀請亞洲其它地區的生活工藝手工製作者做示範及

展示。

  （五）由政府與民間聯手進行的運動方式

足助最重要的不只是街屋而已，周圍的山區和足助川、巴川的清流也是足助

非常重要的資產。以保存自然環境為目的的「足助河川保護協會」（足助　川　

守　會，會長高橋秀豪）於一九八六年成立。同年四月開始，每個月第一個星期

日定為「河川大掃除日」，早上，大家一起進行二個小時的清掃活動。第一次清

掃時，清出四台卡車運量的大小垃圾，但是到了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任意丟棄的

垃圾了。

「足助河川保護協會」成立時，高橋秀豪曾向愛知縣土木事務所足助分駐所

（現在的足助支所）請求協助。此後到目前為止，在縣政府的經費支持下，完成

的兼具散步道功能。還有，自從協會成立以來到一九九三年四月為止，總共在足

助川周圍中小學、公民館等各個地方，種植了三六○○棵樹。

「足助街屋保存協會」、「河川保護協會」等七個居民組織團體，向町內提出

號召，希望大家凝聚起來，同心協力，成立官民一體的社區營造組織。經過一些

組織變更，最後在一九九三年十月，成立了首次有行政機關人員加入的官民合作

組織---「足助社區營造協會」。

這是以足助町舊市街景觀整頓、締結社區營造協定、籌劃建設省所推展的「傳

統街屋環境整頓方案」等為目的的團體，會章以「朝向提升豐富而有文化的生活

環境邁進，讓歷史所蘊育，令人懷念的『街屋』及美麗而充滿綠意的自然得以活

用，並整頓景觀以發揮足助地方特色」（第二條）這樣的話寫出了他們的理想。

足助町的預算裡，也編列了「足助社區營造協會」的活動基金。

一九九四年三月，過去甚至曾經淪為垃圾場的足助川右岸，十六世紀中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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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墳墓地區周圍，也由町方撥出經費，再生成為「地藏公園」，並由「足助河

川保護協會」協助栽種植物。

以街屋為出發點，由官民合作展開的社區營造，這種既傳統又嶄新的嘗試，

正走出一條新的道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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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傳統聚落保存與住民憲章—妻籠（Tsumago）

      妻籠位於長野縣西南部，木曾郡南木曾町北側之聚落，周圍為一千公尺以上

的山脈所環繞，缺乏平地，僅有少數耕地。為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在舊中山道

設置驛站而發展起來的宿場。但隨著宿驛制度的廢止，妻籠即喪失輸送補給客

貨功能；再加上日後所開設之鐵路、國道均未通過妻籠等交通上的改革，妻籠

逐次地減少了其收益。

    妻籠是日本傳統聚落保存的先驅，不僅徹底的將建築物修護、注重建築物外觀

之保存，同時對外部周圍整個大環境加以規劃保存，使一度面臨窮途末路的妻

籠，因各方有心人士的努力，不僅保留中山古道宿場風貌，更為傳統聚落注入新

機，使沈寂的家屋再度活絡，並成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昭和 51年（1976年）9

月，妻籠及其週邊自然景觀之區域被選為「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並

劃定了一千二百四十五公頃的超大面積做為保存範圍。

妻籠保存運動

    過去曾在具有光榮歷史的妻籠公民館中學習的青年，於昭和 40年（1965年）

組織了「妻籠宿資料保存會」，透過這個會的活動，培養了保護文化財、愛護鄉

土的心。

    1960年代，當時的傳播媒體對妻籠推動的「町並保存」有過相當多的報導，

妻籠的居民開始擔心，一下子來了太多的觀光客，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暴利商機

等，會慢慢地破壞掉原來妻籠保有的的整體氣氛以及歷史文化，因此當時由居民

發起自行訂定了「妻籠住民憲章」，內容主要的三點是對自己的住家：「不賣、不

租、不破壞」，以及用村裡面所生產的東西來賣給客人，雇用自己村子裡面的人

來給客人服務，就是要把外地的錢賺進來。

    為了因應保存工作進行，1968 年妻籠全體居民以資料保存會為中心，成立了

「愛妻籠之會」，藉由居民力量，追求保護地區內的所有文化財、宿場建築物、

自然景觀，且在會內設立八個委員會，包括：妻籠宿保存工程委員會、觀光委員

會、防災委員會、自然景觀委員會、名產開發委員會、推進環境衛生委員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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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保存委員會及交通安全委員會。緊接著成立的「愛妻籠之會」的青年部會「愛

友會」，旨在繼續學習如何保存妻籠的知識與方法。另外，新興的「妻籠婦女會」、

「妻籠婦女自衛消防隊」也為地方注入了婦女的力量。

    其實妻籠保存工作的初期並不順利，若干住民的反對聲音一直不斷。東京大學

名譽教授太田博太郎於1971年訪問此地，並親自為住民解說妻籠保存的重要性，

贏得住民的信賴；之後，太田教授等人更向中央政府大力建言，將妻籠指定為「傳

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對妻籠保存工作發揮重要的影響力。太田教授以及千葉

大學造園學科教授們的努力，建立了專家學者與住民之間的良好互動模式。

    早在中央政府修訂「文化財保存法」之前，町政府便於 1973 年修訂「妻籠宿

保存條例」，給予妻籠保存工作的法律協助。此外，町政府所成立的「保存審議

會」，負責審查愛妻籠之會所屬「統制委員會」無法解決的專業性問題。對於無

法解決的技術問題，町政府亦會協調全國各專業團體與技師前來指導。1975年日

本修訂「文化財保護法」，奠定了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的保存法源，也使妻

籠的保存運動更加順利。

    昭和 51 年（1976 年）9 月，妻籠及其週邊自然景觀之區域被選為「傳統建造

物群保存地區」，妻籠與周邊廣達一千二百四十五公頃的建築與自然景觀被劃入

「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成為日本第一個進行町並保存的案例。由此可見日

本社會對歷史保存的觀念已經超越了「人造環境」的限制，而擴及「歷史性自然

生態環境」之上，對人文與自然之間的協調發展有相當積極的助益。

    1983 年，地方以「愛妻籠之會」為中心，設立了財團法人，如此的「保存財

團」，在日本仍屬首創。成立原因，主要是妻籠保存工作的經費泰半來自公部門

的補助費，由於保存工作範圍甚廣，經費根本不敷使用；再加上妻籠居民自訂的

「不賣、不租、不破壞」住民憲章，假使有人必須將土地或屋舍轉手時，藉由屬

於公家的財團法人組織來承購，應該較為適當。「愛妻籠之會」現在正朝國家信

託基金的方向前進。

    妻籠全體居民對於保存運動都相當投入，「愛妻籠之會」現任理事長小笠原宏，

以及為保存運動大力奔走的小林俊彥、林文二等地方人士，其辛勞與貢獻都是不

可抹滅的。本次特安排與小笠原宏理事長座談，會中暢談期三十年來投入妻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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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及社區推動經驗，談話中其熱衷態度及執著眼神令人感動。

    雖然妻籠曾經因為被重要交通建設所忽略，失去了過去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

但也因此避免了過度的外力開發，而保存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歷史街道與周

邊的蓊鬱林地結合成人文與自然並重的保存地區。如今，妻籠的保存工作，因為

有法律的保護而穩定，再加上居民的自發性與民眾參與匯結成一股不停息的力

量，使一度面臨窮途末路的妻籠，因各方有心人士的努力，不僅保留中山古道宿

場風貌，更為傳統聚落注入新機，使沈寂的家屋再度活絡，並成為現代生活的一

部分。

妻籠觀光發展

    妻籠在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妻籠店屋販售的工藝品及民宿的價格，均已達中高

價位的消費水準，目前已吸引全國各地觀光客前來消費，因此，漸漸地有年輕人

願意回到故鄉來經營民宿、賣店或從事傳統手工業，達偏遠地區再發展的效益。

    妻籠民宿的特色，在於民眾提供為數不多的宿泊房間，並供應早、晚餐，以當

地風味的餐食及原貌建築空間，使參訪者感受到純粹的地方文化。同時，所有的

街道設施亦皆回復江戶至明治時代的形式，諸如政府告示牌、地方水車、旅人暫

厝的路邊座椅⋯⋯。甚至當時的郵便局，不但復原空間形式，甚至成為郵案業務

史料館，也具現代郵局的真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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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傳統建築物保存與轉型利用—倉敷（Kurashiki）

   岡山縣倉敷市位於瀨戶內海沿岸，鄰接岡山市。在江戶時代以集散米和其他物

資而開始繁榮，西元 1891年（明治 24）年山陽鐵道開通後帶來更新的經濟活力，

但以倉敷川畔為中心的歷史環境仍保存得相當良好。川畔白牆、黑瓦、長格子窗

戶的「藏屋敷」等傳統建築沿街並列，大原美術館、倉敷館等現代建築也與該地

區巧妙地調和一致，形成倉敷優美的歷史風土城市。

一、存保存區基本計劃

    保存區位於標高三十六點八公尺的鶴形山(Tsurugata)南麓，此區地理構造主要

包括倉敷市河畔，長期受流經高梁川(Takahashi)河流泥沙沉澱及大規模稻作開發

影響，在十七世紀前半段，被地方諸侯浮田(Ukita)家族統治後，本區在一六四二

年成為德川幕府直接管轄區，扮演進貢稻米、農作物等不同商品的重要商港角

色，經濟繁榮，加上直接管轄區的企業精神，造就一批有錢有勢的商賈，他們住

在成排「塗屋造(Nuriya-zukuri)」型式的房子，有著漂亮的自牆及舖上最高級的 「本

瓦蓋(Hon-gawara-buki)」磚瓦屋頂，及耐用迷人的「土造蓋(Dozo-zukuri)」型倉

庫。倉敷河鄰近，包括以前的藤蔓街，排列著紅頂商人及運輸貨船船員的房子，

顯現著傳統建築的古風。到今日，這些舊建築有的仍充當商店或旅社，依舊保留

傳統社區的古貌。

    許多這種依傳統方式建築的房子及倉庫，在以前叫做王冠街(Okan)的地方，依

然保存很好，顯現出保存區的特色。

    獲得當地區民的合作，保存區內有文化資產價值的歷史建築聚落及坐落的環境

得以被保存及維持，並尊重財產權的擁有，以獲致更高品質的環境。

    為了將這些文化資產傳給下一代，必須加強抗災難的結構力或加大防火的容積

等事項，還必須提供成為倉敷市保存區特色所需的管理、修理、再造景、修復等

事項。

    保存區內看得到的建築物都是「塗屋造(Nuriya-zukuri)」式主住屋建築，有著

白色水泥牆，屋頂貼上高級磚瓦，及「土造(Dozo-zukuri)」式倉庫，屋頂同樣貼

上高級磚瓦，外牆則用一種「參瓦張(Nmako- gawara-bari)」的專門技術。

     有些這類型的住屋還有外圍牆，牆頂裝飾瓦片，千部加「格子板(Koshi-ita-bari)」
及「宄形窗(Hijiri-mado 宄窗)」，除了外牆，手工的作品還包括牆、石籬及不算建

築的石燈籠，這些建築及物品和倉敷河畔楊柳樹、佈滿錄樹的鶴形山，融合為一，

創造出過去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如詩景象。有這些歷史聚落的建築物必須被標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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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聚落，除此，為保存和歷史建築聚落合而為一的環境，必要措施(以下

簡稱環境項目)亦應訂定。

     這些歷史建築聚落及品項可能須修理或恢復，非歷史聚落建築物 (以下簡稱非

歷史聚落)為了和歷史聚落和諧共存，須重新造景。

     此外，為保存及管理保存區，避免災難發生，保護週遭環境等需做的必要設

施調節，均將以補助方式來完成。

二、保存區內歷史聚落及環境品質的認定

一、歷史聚落

  1．建築，見表一(譯者註:原文缺)
  2．其他物體，見表二(譯者註:原文缺)

二、環境品質

    自然品項，見表三(譯者註:原文缺)

三、保存區內建築保存及調節計劃

    保存區內許多建物皆保存得很好，並持續使用中。但是，不當的整修，歲月造

成的破壞，非傳統形式的廣告或無組織的加蓋或重建，皆隨處可見。如果加以適

宜的修理或重新造景，這些不完善的建物大部分都能以配合保存區的面貌重現。

在這種狀況下，取得當地住民的了解與合作，展開保存聚落的外觀及非歷史聚落

之相關再造景活動，並尋求提高居住環境的方式;加強抗災的結構力，諸如防火

空間的加大等努力，也得列入。對於上述事件，將根據下列標準維持建物之歷史

觀，假如在聚落中，相關工作完成，將由一個政府組織接管並進行後續保存事宜。

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

    倉敷市對於歷史街區保存，其最成功之處，在於保存傳統建築物之「轉型利

用」，使該地區除了展現舊時代的風情外，亦具現代觀光的便利。

    倉敷市街的保存核心範圍被劃設為「美觀地區」，北起鶴形山公園，東至本町，

南至白壁通，西以倉敷中央通為界，主要的核心地景是「倉敷川」及其周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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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倉敷火車站南側的倉敷川沿岸，被指定「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

保存了大正至昭和初期的二層樓商家及土造倉庫，倉敷川、川畔綠柳和黑瓦白倉

庫建築相映成趣，與周邊自然環境融合成獨特且生活化的歷史景觀，並吸引藝術

家進駐。

    所謂保存建築物的「轉型利用」，即是將保存建物規劃經營成各式各樣的藝文

場館開放參觀，形成藝文展場中心，蜿蜒倉敷川畔諸如「大原美術館」、「倉敷考

古館」、「倉敷美術館」、「蜷川美術館」、「倉敷民藝館」、「倉敷鄉土玩具館」，館

場眾多而各具特色，成為吸引觀光客及學生參觀之主軸。在歷史傳統街區保存計

畫中，倉敷市特別注重傳統手工藝技術傳承及商業化，如傳統紙燈、織造品、陶

藝品、鄉土玩具等，故在歷史街區中亦有許多販售土產品之商店，共同營造商店

街之氛圍。此外，歷史街區中餐飲店成為主要營業項目，配合藝文活動及土產品

販售，共創老街再生之成功保證。

倉敷 IVY SQUARE

    另一個「轉型利用」模式，係「倉敷紡織廠」再利用計畫，倉敷紡織廠緊臨「重

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因為紡織業之沒落，轉型發展成為必然，經各方協

商努力，予以整體規劃維修，開發定位在以「旅館」為主的「轉型利用形態」，

並發揮地區人文、產業特色，設置「兒島虎次郎紀念館」、「倉紡紀代念館」、「愛

美工房」、「藝文展示館」、「代官所跡等場館」，而實施整體經營，名為「IVY

SQUARE」，形成另一個文化產業與歷史建築再利用相結合的成功案例。

    倉敷有許多再利用的歷史建築，倉敷 IVY SQUARE （長春藤廣場）由創建於

明治 22 年（1889）的紡織工廠改建而成，建築的基礎、樑柱與屋頂仍保有當時

的材料，新舊融合、渾然一體的設計使它獲得日本建築學會賞、商業空間設計賞

等多項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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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考察感想與心得

一、 震災後史料保存與社區重建之重要性

神戶在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發生大地震，造成六千人死亡，損失達

幾十億，且造成大量歷史建築物毀損，但在傳統堅忍及樂觀的民族性

下，居民不分你我的互相合作努力，在社區營造持續發展之下，加上

專家、學者及公部門產、官、商界的支援投入，以及不可思議的堅忍

與果決，迅速且持續地進行家園及心靈的修復、重建，漸漸恢復原有

的容貌。他們以安全、活力、魅力、互動等四個重建指標，加上平成

五年推動的「神戶市綜合基本計劃」再創造出一個更安全、更高品質

的都市。在出席一月十七日當天的祭典活動與其一連串的文化藝術活

動之餘，並對其歷史建築之修復尤有深刻之認識與印象，此行中，不

但驚訝其復原之迅速且對其政府如何保護大量歷史建築之政策制定有

深入之了解，民間之力量特別讓我們感動，鷹取社區的紙教堂—這座

臨時性的組合屋，雖是考量民眾需要一個聚會所，卻含了創意、人性、

環保及感人之歷史意義。其實在大地震發生後之重建也是困難重重，

行政者與住民間也很難取得協議，造成住民對行政者之不信任態度，

導致停頓。經驗告訴我們，重建之課題，不僅需由政府部門與專家學

者來進行重建的策略，居民參與以自己的思考來重建自己的土地，創

造一個更安全、舒適、更符合生活及自身成長的環境空間，真正的做

到自治，方能完成大業。畢竟災後的重建，更需要運用社區總體營造

之理念來進行，以撫平災區民眾的創傷，鼓勵災民走出地震陰影、重

建家園。因此下列各項將成為未來施政之重要方向：

1.研擬訂定地震災後歷史建物修復情況及注意事項

2.建立災後社區重建歷程與社區精神

3.重視震災現況保存之歷史意義

4.協助規劃藝文活動以進行重建區環境、心靈之重建工作

5.加強推動觀光以帶動重建區振興與經濟發展

二、 傳統產業振興與社區營造工作的結合

足助地方早已因其多采多姿的社區工作而聞名。一九八０年開館的「三

州足助宅邸」，是一座可以實際操作，親身體驗的民俗資料館，光是第

一年的參觀者就達到十一萬人次，參觀費和紀念品的營業額使它成為

不必靠補助就能獨立經營的成功實例，也因此聲名遠播。現在，足助

宅邸還創下了聘僱四十名工作人員的紀錄。而足助屋敷以生活的博物

館塑造為社區營造的課題，其塑造的不只是硬體資料館的呈現，而是

以生活為經營的課題。設立足助屋敷的最重要目的是希望大家從日常

生活中感受傳統生活器物所傳達的存在意義。因為生活便利的今日，

人們已逐漸遺忘生活與土地的關聯，足助屋敷的設置，即是足助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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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村用另一種思考模式，透過參觀者與生活器物師傅的情感互動而

充分感受器物背後的靈魂，成為生活工藝帶來保存與再生的動力。其

預算獨立可自給自足，現有工作人員四十人，每年參觀人數約十七萬

人，從足助町並未制定關於建築型態和設計手法的條例或綱要，全部

均是交由地方居民自行來判斷決定，但是會有如此顯著之成果，沒有

行政首長強力的領導不可能完成的，因此行政領導下居民們積極推動

的社區營造工作，即為成功之關鍵，如何讓民間組織由社區總體營造

著手，並與觀光結合，為推展之重要方向，下列之目標應積極予以推

動：

1.研擬民間組織在社區營造中之功能與角色扮演

2.將地方傳統產業與社區營造及觀光結合

3.以民間自發性組織運作及經營方法達成自給自足之目標

4.社區資源整合積極推動老街活用的社區營造工作

三、 歷史建築、傳統聚落之保存，與住民憲章之制定

日本憲法所認同的基本人權，包含人有住在充實舒適環境之權利，而

老街、歷史建築，正是構成此種環境之重要因素。在研擬都市計劃、

區域計劃之際，希望能夠認知歷史遺產的價值，重視地區的歷史脈絡，

為了重新發現包含歷史遺產在內的地區歷史和文化，創造出令人驕傲

且溫馨之街區，因而制定住民憲章，使老街、歷史建築、傳統聚落之

保存理念和原則廣泛為大眾所接受，進而對活化各地特色之歷史街區

運動有所裨益。但歷史街區的保存並不只是為了要留下住宅群與周邊

的景觀，而是為了重新建構居民的生活，住宅及週邊環境，以及其互

動之關係，由於在現代文明裡，所有的事物都以極快的速度在變化著，

在這當中要完全留住過去的景觀極不容易，為致力於深具歷史價值之

文化遺產確實傳承給下一代，日本許多地方展開了市民、住民運動。「愛

妻籠會」即最早在 1971 年基於全體住民之同意，制定出宣揚其活動理

念的「保護妻籠宿的住民憲章」運用「以保存為優先的開發」，致力成

為觀光地，經包括山河在內的 1245 公頃的整個舊村當作保存地區，接

到兩側各建築物的外觀恢復成江戶時代的景觀，後來每年有將近 70 萬

人次來自城市的觀光客來此造訪，因此在歷史建築、傳統聚落亦逐漸

在消失的我國，下列各點為亟待推動之工作：

1.喚醒住民對傳統歷史建築之保存、修復、活化之責任和義務。

2.傳統技術與素材之確保及修復理念與材料新技法之使用。

3.歷史建築獎勵補助措施與維護管理相關法令規章之制定與修正。

4.成立全國古蹟、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保存之市民團體之網絡組織，

以推動文化資產之保存與活用。

四、 重要傳統建築物保存與轉型利用整體規劃之重要性

倉敷市在江戶時代（1642 年）成為德川幕府之直轄地時，就很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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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大米及棉花在這裡集中再轉往各地，大小船集在河口穿梭來往，非

常熱鬧，1891 年（明治 24 年），山陽鐵道開通後更帶來新的經濟活力，也

因此造就一批有錢有勢之商人，沿著倉敷河附近，排列著紅頂商人及運輸

貨船船員的房子，顯現出傳統建築之古風。市政府在獲得當地區民的合作，

保存區內有文化資產價值之歷史建築物聚落，並讓附近的環境得以被保存

及維持，尊重財產權之所有，並提供保存區特色所需之管理、維修、再造

景、修復等事項。為保存及管理保存區，避免災難發生，保護周遭環境等

必要之設施之調整，也以補助方式來完成。

倉敷市對於歷史街區之保存，最成功之處，在於其轉型利用，使該地

區除展現舊時代之風情外亦具現代觀光之便利，將保存區建物如米倉、紡

織廠，及商人豪宅規劃成各式各樣的藝文場所或商場或旅館，而各具特色，

成為吸引觀光客及學生參觀之主軸，並特別注重傳統手工藝技術之傳承及

商業化，街區中以餐飲店、土產店配合藝文活動來共創老街再生之成功保

證。倉敷市保存地區之轉型利用之所以成功，在於公部門有整體計劃，這

種將歷史造產加上當地傳統產業為基礎發展成觀光之促進地方活化之案

例，也愈來愈多，觀光客與居民在相互交流中，發現及培植傳統文化更具

互動性，下列各點公部門更責無旁貸：

1. 訂定保存和歷史建築聚落合而為一的整體景觀之必要措施。

2. 訂定保存區內建築保存及再利用之項目，相關建築物維持標準，附近環

境景觀之維護準則。

3. 展開與當地居民或民間團體合作，來保存聚落之外觀及非歷史聚落之相

關再造景活動。

4. 落實由公部門整體規劃並培訓後續營運管理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