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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考察目的 

一、前言 

日本重要傳統建造物保存區（簡稱重傳區）即為我國文資法所謂之「重要聚落」。

依據本處「文化資產網」資料庫之統計，迄 2007 年 10 月止僅澎湖縣花宅聚落 1處因被

ICOMOS 列為瀕危文化資產名單而完成登錄為聚落法定程序予以保護之外，其他縣市則均

未有聚落之登錄成績。造成聚落指定程序緩慢的主要原因，經向多數文化局同仁了解表

示，聚落保存涉及國土法、都計法、區域計畫法、都市防災法等相關法令與國家政策，

層面繁雜，希本會早日完成「重要聚落」保存維護等上位政策，地方政府方有所依循，

推動下位之「聚落」保存之需求，而有本次出國考察計畫之規劃。 

由於本處成立伊始，對於日本政府與民間單位在文化資產保存、再利用等多方面的

作法，也有全盤吸收、鑑鏡的必要，因此在規劃訪查行程時，除了日本在重要傳統建造

藝保存區保存策略梗概之外，對於保存手法、策略相近的文化景觀、世界遺產的成功案

例也規劃入列外，也特別從「預防性保存」的觀點實際了解在文化資產危機管理 / 災

害預防等方面的作法。 

經赴日本京都府私立立命館大學歷史都市防災中心、滋賀縣近江八幡市役所等單位

進行訪問，並考察世界遺產姬路城、神戶元町在阪神大地震後的重生、聞名國際的京都

清水寺等重要傳建區世界遺產群的災害預防……等，參訪的議題如下： 

（一）重要傳統建造物保存區、世界文化遺產在保存、再利用、危機處理相關

行政機制。 

（二）文化景觀的保存策略。 

（三）民間團體組織參與文化資產保存的公共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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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行程表 

 日期 地點 主要行程 住宿 備註 

1 12 月 9 日 桃園 

京都 

上午：搭機前往大阪 

下午：大阪至京都 

京都 啟程 

2 12 月 10 日 北野 

姬路 

上午：北野異人館、北野工坊 

下午：姬路城 

晚上：神戶市元町燈會 

京都 重要傳統建築區 

世界文化遺產 

阪神震災後的重生 

3 12 月 11 日 京都 上午：清水寺本堂 

下午：清水產寧坂、二年坂、祇園

京都 世界文化遺產 

重要傳統建造物保

存區 

4 12 月 12 日 京都 上午：立命館大學歷史都市防災中

心 

下午：金閣寺 

京都 UNESCO 認可的文

化財防災機構 

世界文化遺產 

5 12 月 13 日 京都 

近江

八幡 

上午：東本院寺、西本院寺 

下午：近江八幡 

京都 世界文化遺產 

文化景觀、重要統

建造物保存區 

6 12 月 14 日 宇治 平等院、宇治上神社 京都 世界文化遺產 

7 12 月 15 日 周山 美山町 大阪 重要統建造物保存

區 

8 12 月 16 日 大阪 上午赴機場返回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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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行程紀要 

（一）12 月 9 日（星期日）天氣晴 

上午搭乘 8時 30 分的長榮航空班機直達大阪，四個人七嘴八舌的討論如何買車票，

最後決定以最划算的方式買「二日劵」。經過多次的詢問，終於順利的買好車票，日本

的「日劵」有好幾種，但只賣給外國觀光客，這也是日本在觀光上對觀光客展現的誠意，

台灣則缺乏像這樣對觀光客體貼的做法。 

下午在辦 check in 時，看到「2007 京都嵐山花燈路」的廣告傳單，舉辦時間是 12

月 8 日至 17 日午後 5 時至 8 時 30 分，經打聽，可搭乘 JR Railway 前往，透過服務人

員熱心的解說，即使是像我們這樣人生地不熟的老外，似乎也能順利的前往目的地，於

是我們決定傍晚就去看「2007 京都嵐山花燈路」，這種將當地的文化（觀光）活動資訊

與旅館結合的做法頗值得台灣學習。 

        

「2007 京都嵐山花燈路」展出各式行燈，

包括：露地行燈－京燒‧清水燒、京石工藝露地

行燈、漆塗行燈、磨丸太露地行燈－北山形、京

銘竹露地行燈等，結合竹林小徑及附近的寺廟、

神社，除竹林於夜間加燈光照明及幾處的大型花

藝外，並無其他人造附屬物品，展後不會留下一

堆垃圾，形成一個很環保的散步觀光步道。出了

嵐山車站，一路上的民宅或商家都放置著一至二

盞的京銘竹露地行燈，但不知是私人配合放置或公部門統一規劃執行的？隨著人潮前

行，經過打了燈光的竹林，整條路都被人群給塞得滿滿的，想拍照還得碰運氣及靠技巧，

要不然很可能就只能拍到前面的人頭。一路上人很多，但卻井然有序、不吵雜，雖是人

多到不行，但觀賞的品質卻是不錯，觀賞「花燈路」人多，所呈現的是日本人的「生活

品味」，這種將展出融入日常生活，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做法，頗值得台灣發

展文化觀光學習。夜晚的京都有點兒冷，一路上整條花燈路都很擁擠，人群擁擠但卻秩

序井然。前去觀賞花燈路的似乎都是日本人，一路上只遇到一團觀光團，似乎日本人是

自己國家文化觀光的主要觀光族群，若一個國家的國民能支持本國的文化觀光產業，那

麼，文化觀光就能在本國人支持的基礎上發展，文化觀光不需靠國外觀光客就能走出一

條康莊大道。 

 刪除: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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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參與傳統民俗節慶活動各年齡層都有，但以青、壯人口居多叢林裡的夜

間照明使嵐山的夜更加浪漫；而當地電視節目也藉廟會節慶扮演廟祝以置入性行

銷位民眾宣傳嵐山燈會的歷史意涵，日本的文化力在這裡可以得到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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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2 月 10 日（星期一）天氣晴 

早上臨時決定利用約定行程前的時間來趟「自由行」。我們臨時決定前往的參訪點，

是位於神戶北野街區上的「竹中大工道具館」，這是一個小而美的私人博物館，由竹中

大工株式會社所成立，來到這裡主要是了解日本木構建築與台灣建築工法、材料處理上

的異同處，也能了解日本營利機構在商業經營外努力用文化內涵包裝企業形象的「企業

倫理」是怎樣被塑造，而體驗大木作的榫接工法則是在這次「任重道遠」的行程裏，找

回一點點童心體驗先人智慧的樂趣。 

到達博物館門口才恍然今天是星期一，通常博物館都會在這一天休館，所以我們並

沒有如出門時的期待，進到這座專業又精巧的私人產業博物館裏一窺堂奧，但從博物館

的入口意象營造：以日本現存世界上最古老的木構建築「法隆寺」金堂入口木柱仿作的

大木模型呈現大木作榫卯結構巧工及檜木原材的質美，讓我們感受到博物館內呈現產業

知識的細膩與豐富性，這個丁斗大的私人博物館可以在日本七千個博物館中脫穎而出獲

得「博物館百選」的評價是實至名歸。（如下圖） 

    

       

北野大木道具館休館不得其門而入，於是，我們改

參訪同在一個街區的神戶市立相樂園，相樂園是一座具

代表性的日本庭園，建於明治 18 年，大正初期完工的回

游式林泉園（有樹林和流泉等景觀），園區內還有一棟在明治 38 年移築的，建於明治 35

年建於北野町（中央區）高台的印度商人 K.哈薩姆的住宅。除了於昭和 36 年被指定為

重要文化財的哈薩姆故居外，園區內還有昭和 28 年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的船形屋，與

園區內的大樟樹、鳳尾松、蘇鐵、日式大燈籠等，構成一個居民休憩及學習的文化空間

（如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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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要的行程為北野異人館街，神戶這個日本的重要國際接軌城市，當年因明治

維新運動開港引進西洋文明，是外國人聚居日本的重要城市，擁有不同於日本風情的城

市景觀，有濃濃的異國風味，因此被日本政府登錄為重要傳統建造物保存地區。神戶北

野被指定為傳統建造物保存地區是在日本經濟高度成長之時，指定的目的之一士對於見

證神戶開港異國文化對於日本的影響以國家的力量予以強制性保存作為歷史見證，另一

個目的則是企圖利用文化財的指定進行都市發展的管制。 

神戶的異國風情不只呈現在建築物的風貌上，包括國際貿易、生計產業、教育經濟

等也是帶動日本近代化的發跡點之一，而今從下水道系統蓋、消防系統蓋都可以清楚地

認識到神戶的異國文化特質（如下圖）。 

     

       

北野地區位於神戶市通往六甲山的山坡路上，在阪神地震時震垮了大部分的建築

物，重建後的北野，除了保留數量極少的傳統建築外，絕大部分都已改建為現代建築，

也許是政府財經上的問題，震後無法強力介入重（復）建工作，並未在式樣、顏色、建

材上有所規範，任由居民率性興建，當年的外國人住宅區已被各式各樣屬外來的咖啡

廳、餐廳、個性商品等具特色商店所取代的「異人館街」，雖依然能吸引至神戶旅遊的

觀光客，但其重要傳統建築之景象則已蕩然無存。 

有關文化財的重建是否要遵循古法在式樣、顏色、建材上等方面做嚴格規範的問

題，就都市發展的角度來看，日本人的做法台灣有很大不同，就像台灣的老街保存有

許多議題是在探討「都市活性化」的論述一樣，到底要將都市發展定格在某個歷史斷

代，或是將整個都市視為一個活的有機體隨社會發展調整體質，有待眾家論述辯明。

不過，北野町卻有一處災後重建的優良案例，一個在少子化的社會下被地震震垮的

北野小學校，經過居民努力陳情促使公、私部門討論與努力爭取保存，將小學教室改

建為與北野街區民生必須有關的工藝產業工作坊。 

刪除: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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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家園殘破、物毀人亡的景象，災民對家園重建的期待，就像是期待在黑暗中窺

見一抹曙光，不只對硬體建設得以趨風避雨而以，從心靈上對於「柔軟的」、「溫潤的」、

「幸福的」、「記憶的」文化元素的想像往往更超乎理性硬體建設的需求。這點在「北野

工坊」的產業類型的規範表露無遺。工作坊是經過公開評選甄選出進駐的工作坊與產業

類型，包括在明治維新時開啟神戶現代化、由外國人引入異國文化的皮革工藝、金屬工

藝、玻璃工藝、洋菓子工藝，以及傳統的和紙工藝、陶瓷工藝等與神戶街區開發歷史有

關的產業。 

     

       

北野工坊主要強調的是「職人」的觀念，所以，消費者可以當場看到商品製作的情

形，也可以與「作者」互動（如上圖），由於品質具一定水準，經營成效頗為不錯，當

初進駐者迄今都仍繼續經營著，在這裡我們不僅看到一個頗直得學習的經營行銷案例，

經由市民意識改變政府公共政策的公民權伸張，也印證文化成熟國家公民對於公領域事

務的力量影響有多深遠。 

世界文化遺產「姬路城」於 1346 年由赤松貞範所興建；有由羽柴秀吉提議，於 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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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營建的 3層「天守閣」。目前，大天守、3 座小天守以及連接這些建築物的渡樓都仍保

持原貌，這些是屬日本指定的國寶；而化妝樓等 27 座樓閣、15 作城門和總長 1000 米的

土牆則指定為重要文物；中層護城河已內的第驅則指定為特別歷史遺址。1992 年聯合國

通過列名為世界文化遺產，也是日本第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如下圖）。 

 

 

由於姬路城並非原先規劃的行程，因此，當我們趕到姬路城時已近 4 時 30 分，也

許是準備要關閉入園，每道門都有一至二位男性保全人員，我們以最快的速度，驚鴻一

瞥的繞過城內的展示，抵達頂樓，大家都累得只能喘氣。頂樓設有長璧神社，是當地的

地主神，參訪民眾可以投幣祈福，也可替天守閣增加收入，兩相得益。 

於神戶市元町舉辦的「光之紀元」是神戶冬季重要活動，類似台灣的燈會，展期自

刪除: 感

刪除: 匆匆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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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至 17 日每日晚間六時三十分開始，車站及火車上有許多廣告傳單提供相關資

訊，吸引民眾前往觀賞。 

這個燈會從阪神地震後舉辦至今未曾中斷，當時開辦的目的，是企圖用繁星般的美

艶燈光照亮這個受災最慘、死傷最眾的街區，使這兒重現生機，用溫暖的光茫為這兒的

住民帶來活下去的力量與希望。讓我们們感到不可思益的是，這個燈會多年來都是由在

地的民間組織薵募基金辦理，政府只居於幕後作協調與當天警、交的支援。 

燈會活動有明確的日期與時間，在開放的時間裡可以說從車站出口前往登戶會場的

路徑全面進行交通管制，我們隨著人群魚貫而行，通過伊勢丹百貨公司繞了一大圈才抵

達會場。依勢丹百貨街區附近靠近神戶港，在阪神地震時死傷慘重，就連一般傳統民居

幾乎全毀，而伊勢丹百貨這棟建築為洋風鋼筋混凝土結構，地震後的修復以「新舊並存

的表皮修復」方式將外表修復回原風貌，內部則為引進現代科技、材料、工法重建，從

外往內看渾然不知文化財裡賣著新葫蘆。 

為了圓滿完成這個活動，日本動員許許多多的警力，封了幾條道路供行人行走，所

有參觀的民眾都必須依規劃好的路徑前進，如此除可避免因人多而塞車外，亦可確保每

位參訪者均能參觀到所有的景點，民眾也因能順利依序前進，心中篤定，更能好整以暇

的慢慢欣賞。 

我們沿著路徑繞了約三十分鐘，整條路徑上滿滿的人群，卻井然有序，看到展出的

作品是一層又一層連續性圖案精美、作工細緻的燈光牌樓（如下／頁圖），既壯觀又美

麗，「美極了」的讚嘆聲不絕於耳，圓形主展場的設計也叫人嘆為觀止，如此精美，難

怪會吸引那麼多的人潮。台灣也舉辦元宵燈節，但整體的感覺卻是熱鬧有餘，文化內涵

不足，日本的燈展，集壯觀、美麗、細緻、品味、環保於一體，實在是值得台灣好好的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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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 月 11 日（星期二）天氣陰雨 

今天的行程是由立命館大學益田兼房教授解說清水寺及周邊街區的防災消防規劃。 

清水寺是京都最古老的寺院，建於公元 798 年，占地面積 13 萬平方米，由慈恩大

師創建，現存之清水寺為 1629 年火災後重建，於 1633 年完成。清水寺為棟樑結構式寺

院，寺院建築氣勢宏偉，依懸涯峭壁而建，大殿前為懸空的「舞台」，由 139 根高數十

米的大圓木支撐，寺中六層炬木築成的木台為日本所罕有。清水寺正殿旁有一山泉，稱

為音羽瀑布，流水清冽，終年不斷，被列為日本十大名水之首，清水寺爰此而得名（如

下圖）。 

由於日本傳統建築多為木構造，因

此，防災對傳統日式木構建築格外重

要。清水寺在 1200 年間，因地震、戰

爭、火災等損害事件，計發生有 10 次

之多；但是由於火災延燒、風吹火苗卻

容易因為單一建築火災擴大為區域性

災情，對於預防性的災害策略研擬成為

京都各級政府機關重要的任務。 

由於山形地勢的關係，如今清水寺

的消防設施主要以洒水為主，整個寺廟

範圍內除有數十處的消防栓散佈於各

處外（如下圖左）；各棟建築屋面瓦下也設置洒水設施，以避免鄰近火苗掉落檜木皮的

屋面而造成火災；寺廟內有隱藏的偵煙、溫度感知器等防災設施，訊息直接連接到辦公

室的監控中心，而建築物的屋簷下也準備了十多桶水，萬一不小心有遊客縱火、電線走

火等緊急狀況時，在消防或工作人員趕到前，現場人員可以在第一時間掌控情況，及時

進行災害的初級處理（如下圖右）。 

      

由於清水寺位於地震帶，因此地震之偵測及災害之預防、災害緊急處理亦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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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水寺目前有幾處地震偵測器，未來將會再加強地震的偵測設施。此外，因殿前為

懸空的舞台，為避免因地震造成崩塌，除以鋼筋凝土打入地表 20 公尺以補強結構外，

還將主建築與舞台之結構分離設計，若有地震，不致因舞台崩塌而影響建物本體。此外，

為避免因雷擊造成火災，於重要建築頂端設有避雷針（如上圖中）。 

清水寺有完善的消防組織，是由廟方與寺前町居民共同組成的任務編組（如下圖），

除每年 1 月 26 日消防日配合京都市主辦之消防演練外，清水寺防護團隊還另外辦理一

次消防演練。因清水寺是木構建築，除寺廟本身必須注意消防外，緊鄰商店街的消防亦

須併同考量，因此，除了在山上已有 650 噸的蓄水池外，在山坡下正興建 1500 噸的水

井，以提供商店街的消防用水。 

      

清水坂是京都的觀光景點內最為熱鬧的地方，尤其是從與產寧坂交匯處至清水寺的

道路兩側，出售清水燒瓷器、京燒點心、京都醬菜等的土特產店、飲食店櫛次鱗比，令

人目不暇接，是觀光客的最愛，也給地方帶來無限商機與經濟效益。產寧坂是從清水阪

去二年坂途中的一條石階路，為日本國家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據傳，如在產寧

坂不慎跌倒，三年之內必有大難臨頭，因此，產寧坂又有三年坂之稱。二年坂是從高台

寺延續至產寧坂的一條大約長 200 米的石坂小路，保留了紅殼格子和虫籠窗式的京都古

建築特點的京都古老的町家式建築沿山路兩側連綿不斷，綠樹石坂，曲徑通幽，是一條

極富有韻味的坡路，也是日本國家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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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坂神社（如下圖）位於京都市內四條通大街盡頭，從明治維新 1868 年起就開始

使用現在的名稱，是日本全國祗園社的總本社，供奉消災驅邪、買賣興隆之神。八坂神

社朱紅的西門樓，是現存日本最大的石牌坊鳥居，祗園造建築樣式的正殿等都是主要觀

景點。 

     

「花見小路通」街道是祗園街正中南北走向的一條保持了京都歷史古老風貌的著名

街道，特別是四條通南到建仁寺一帶古香古色、竹籬紅牆的茶屋、高級餐館料亭櫛次鱗

比，店頭懸掛的標有「舞妓」的小紅燈籠示意店內的歌舞陪客服務，令整條街充滿了濃

郁的花街柳巷情趣。而這條益田兼房教授口中的「花街」之所以可以保留下來，主要是

因業主們有心想保存，而業主們與向來不一定主張保留的共產黨交情頗好，因此很難得

的得到了自民黨與共產黨雙方的支持，再加上正巧有位藝妓得到國寶的榮譽，因此，「花

街」得以避免附近居民的抗議而保存下來。（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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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 月 12 日（星期三）天氣陰雨 

上午前往立命館大學參訪立命館大學歷史都市防災中心，和益田兼房教授繼續討論

有關立命館大學歷史都市防災中心在消防防災上的計畫及執行的狀況。 

益田兼房教授再三強調區域共同防災的重要，清水寺是立命館大學歷史都市防災中

心規劃的區域防災，因此，對於清水寺山下、參觀民眾絡繹不絕的三年坂、二年坂、石

屏小路，及花見小路等地區，僅位於石屏小路邊設有消防栓，其餘就都沒有任何消防栓

等公共消防設施，益田兼房教授說這也是他們目前很急著要加強的地方。 

由於一般消防人員不了解文化資產，而文化資產保存人員不熟悉消防作業，因此，

對於文化資產的防災工作，此兩單位間的合作就格外重要。京都文化資產的消防防災主

政單位，是由京都市消防局文化資產課負責，對於消防人員進行文化資產救災工作有嚴

格的訓練灌輸標準作業程序；另外由於教育委員會已有完整的文化資產清查能掌握地理

分布狀況，並製作成光碟放在每輛消防車上，每當有火災、地震災情傳出，就會透過隨

車的光碟檢索研判災情可能蔓延的區域，以最快速度通報到相關區域的防災中心前往待

命救援，以確保減低文化資產的破壞。此外，因文化資產之防災經費不足，與「國土交

通」機關合作，也是目前日本推動文化資產防災的方向。 

益田兼房教授提起台灣這兩年來有多處的文化資產遭火災焚毀（如：元清觀、大雪

山製木廠、台中武德殿、草山行館等），因台灣與日本的文化資產有許多共通的特點，

希望能與台灣建立合作關係。立命館大學在 UNESCO 的支持贊助下，於 2007 年邀請八個

國家 16 位專家學者，針對各國的文化資產消防防災舉辦專家研討會。2008 年立命館大

學將繼續辦理，若台灣能爭取參加，則台灣文化資產的消防防災計畫，將可在 UNESCO

及與會會員國專家學者的討論與協助下，建立台灣地區文化資產消防防災體系，且亦可

建立台灣與國際的連結關係。 

  

下午前往金閣寺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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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閣寺建於公元 1397 年，原為幕府將軍足利義滿的別墅，稱為北山殿，之後改為

佛寺，為舍利殿，最初名為鹿苑寺，由於鹿苑寺外表貼金，故又稱金閣寺。金閣寺於 1950

年遭火災，幾近焚毀，於 1955 年重修；1987 年秋整體建築進行修繕，重新上漆，鑲貼

金箔，並修復天頂畫及義滿像；1994 年列名世界文化遺產；2003 年進行重茸屋頂。 

金閣寺聳立在鏡湖池水之中，外型呈四方形，顯現幕府武士政權的一統天下的至高

權力，金閣寺舍利殿的一至三層的樓閣分別以幕府政權建築，皇家宮廷建築和佛教建築

格式修建，最頂層的塔頂裝飾有一具金銅合金的鳳凰，遠遠望去，金光燦燦，絢麗奪目。

以金閣寺前方的鏡湖池為中心，湖內分佈了葦原島等大大小小的島嶼及當時各地諸侯競

相奉獻的各種名石；庭園則借西面的衣笠山作為遠景，是室町時代有代表性的池泉回游

式庭園，也是日本指定的國家特別名勝古蹟。 

金閣寺及園區內的建築物均未對外開放，參觀民眾僅能沿著規劃的路線依序前進，

雖是陰雨天，但因有世界遺產的加持，仍有不少參訪的觀光客，創造地方經濟效益，這

也是為什麼世界各國都積極提案，希望能通過 UNESCO 的審核，列名世界遺產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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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2 月 13 日（星期四）天氣陰雨 

上午，利用時間參訪了東本願寺及西本願寺，據說這兩座寺院是京都參拜者最多的

佛寺，也是日本本土產生的宗派。到東本願寺一穿過高達 28 公尺的豪壯御影堂門就可

看見成群鴿子在御影堂和阿隬陀堂前飛翔漫步給人一種祥和的氣息，御影堂和阿隬陀堂

總共遇到 4 次火災，現在的建物是明治時期集全日本門徒之力花了 16 年才重建完成，

參與人數超過 200 萬人，當時由於興建過程不順利，熱心的女性信徒便戲上頭髮做成「毛

綱」以作為拉木柱所需的繩子而傳為美談，毛綱是頭髮和麻合編成的粗繩，據說非常具

有韌性。1895 年完成的新御影堂和奈良東大寺的金堂都宣稱是世界最大的建築物，在東

本願寺對面不遠處另一可觀的世界遺產是在廣約一萬坪的涉成園，是一座傳承著江戶時

代瀟灑意匠的庭園，處處洋溢著四季蒔花的雅趣。 

東西本願寺因是同源，所以兩寺的主要建築－御影堂和阿彌陀堂，連非京都出身的

日本人都會搞混。其實分別兩寺有一個最簡便的方法，就是西本願寺的柱子是方形，而

東本願寺的柱子是圓柱，東本願寺（下圖左）的建築雖較西本願寺宏偉，但因西本願寺

（下圖右）的歷史較為悠久，1994 年登錄為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 

西本願寺的御影堂在 1636 年重建後，第一次整修花了 10 年時間在 1810 年完成，

2002 年又再一次整修，號稱「平成大修復」，同樣準備花 10 的工夫。從這一點可看出日

本人對古蹟維修的慎重。2000 年一月中旬，從地坡找到了四個木製「礎盤」因為上次大

整修時，原本木製的礎盤換成石製，而四個即本的舊礎盤。當時人們為傳達木製礎盤的

狀況於後世，便有有意識地將它作為時間膠般置在地板之下，如今重新面世，果然令人

對雄大的御影堂更力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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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行程安排參訪近江八幡市並由八幡市役所官員奈良俊哉專門委員衛我們解

說及導覽以景觀法指定的重要傳統建造物保存區的都市景觀保存策略。 

       

    日本滋賀縣的近江八幡市是圍繞著八幡城而興起的城市，雖然豐臣秀次於 16 世紀

所建的八幡城已經傾圮，城市本身仍看得出當時棋盤格規劃的痕跡。建於 1585 年八幡

山城的“城下町＂（係指以諸侯居城為中心所發展起来的城鎮），近江地區又稱為近江

商人的故鄉。近江八幡市因為傳統黑漆板壁格子窗的建築街道和水運交通要地的八幡護

城河周圍，被指定為國“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  

   

    這個以「水鄉近江八幡」著稱的城市曾經因為河川污染而陷入景物全非的境地，靠

著市民運動才回復原來的景觀。市民運動的發起肇因於近江八幡市內綿延 4公里長的護

城河在戰後成為生活排水總匯地，河裡淤泥高達 2公尺形成公害，臭不堪言。於 1971

年，地方政府計畫將護城河填平作為停車場的興建地，反對此計劃的市民為此展開了護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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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署名運動，形成市民自覺運動並著手清理河裡的淤泥，共計清除 350 萬噸的汙泥，

由於  市民自覺運動的熱烈推展，除吸引處理汙泥的企業共同贊助清除汙泥外，亦間接

對公部門形成壓力，最後公部門亦出資運出清限的汙泥，此為社區總體營造的基本理

念，由自身的環境整理美化做起，進而引起市民對居住地的認同與保存。同為景觀保護

運動先聲的近江八幡市市長川端五兵衛說，保存護城河在於凝聚市民的心，成為市民文

化認同的共識；保護景觀不是為了觀光，是為了創造一個能讓人在此終老的故鄉。 

市民分從歷史遺跡記載、文化調查發現位於八幡山山麓的近江八幡，是坐落于日本

第一大湖琵琶湖東岸，近江地區是琵琶湖的水路樞紐，戰後一度滅跡的水鄉風景自 1970

年代以來靠著市民團體（約有 35 個保存運動的團體）持續的維護才能維繫至今。及至

今日，河川仍不斷受到鄰近市鎮等地垃圾污染的威脅，由 94 名會員組成的「北之庄澤

守護會」（如下圖左）每週會清理一次河川裡的垃圾，每一次的垃圾量皆多達 8 輛小卡

車。 

近江八幡地區又恢復以往水上交通時代的渡河小船又重現於河岸，往昔的水鄉景緻

成為該市重要的觀光資源，惟因現代化的廣告招牌設置使整個景觀遭受破壞，在有志之

士的努力下開始研擬加文化景觀的保護制度，在近江八幡市著手研訂景觀條例時，全國

的景觀法亦通過，該市為日本第一個依據景觀法做成近江八幡市景觀條例，該市在水鄉

風景計畫中有詳細的調查，該區文化景觀特色包括含人文、水田、湖泊、丘陵及產業等

5個種類，該市景觀條例限制包括建築高度、外貌、屋瓦、門面方向及近水路 10 公尺以

內不可建築利用，本條例獎勵機制尚未研訂，但居民對居住環境有共識，該區已被指定

為重要文化景觀保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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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2 月 14 日（星期五）天氣陰雨 

京都府市宇治市雖是一個人口不到二十萬的小城鎮，「世界文化遺產」的宇治上神

社自成一個宇治文化圈，何況還有一個列名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的寺院

－平等院。 

從京都搭乘 JR 奈良線，半小時內就可抵達宇治，首先映入眼簾的是發源於琵琶湖

的宇治川。過了宇治橋，往平等院途中，會進入一條特殊的商店街，兩旁俱是賣茶的老

鋪，令人留下深刻印象。宇治自足利第三代將軍義滿指定「宇治七茗園」開始，就已是

名的高級茶產地，明末渡日漢僧所帶來的煎茶文化，使宇治茶更為出名（如下圖）。 

             

平等院原本只是日本史上赫赫有名的藤原道長的別墅，後來由他的兒子藤原賴通改

為佛教槷院而屹立至今。平等院，日本早期木構建築，沿著 京都「宇治川」邊興建，據

信是 古代日本人對 西方極樂世界的極致具體實現。平等院的成立和淨土信仰有關，藤

原賴通在設計時，就考慮到將極極樂淨土利用平等院呈現，依佛教末法之境，在水池之

西建造水池之東則建構象徵今世的拜殿，打造『淨土庭園』之喻的代表建築，其規格更

為後來日式庭園的參考指標。 

     

古剎的「平等院」最具代表性的建築是面對「阿字池」而建（如上圖左），初期因

置奉「阿彌陀如來」與 51 尊「雲中供養菩薩像」得名的「阿彌陀堂」，後因「阿彌陀堂」

刪除: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87%E6%B2%BB%E5%B7%9D&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A4%E4%BB%A3%E6%97%A5%E6%9C%AC&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6%B9%E6%A5%B5%E6%A8%82%E4%B8%96%E7%95%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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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型似欲振翅而飛的禽鳥，在中堂脊沿更有兩隻尊貴象徵的金銅鳳凰像（如上圖右），

遂在江戶時期，更名為「鳳凰堂」。鳯凰堂的正式名稱其實是「阿彌陀堂」。不等院落成

時，除阿彌陀堂外，還有金堂、講堂、法華堂、不動堂、經堂等，可惜 1336 年的一場

火災，伽藍大半燒毁，只有阿彌陀堂等少數建築物保存至今，於是鳯凰堂幾乎成了平等

院的代稱。 

在阿彌陀堂四周以水池「阿字池」所包圍，阿字池邊鋪著白沙細石，一受陽光照耀

反射，整個阿彌陀堂給人如夢幻的錯覺，有如從西方淨土飛來降臨在人間的淨土世界一

般，這使平等院庭園成為日本的國指定史跡名勝，在迷迷濛濛的景致中，唯一可以清楚

看見是從格子窗戶所開的圓窗中的如來的尊顏。 

這尊高 278.8 公分的阿彌陀堂如來坐像佳在須彌壇八重蓮華座上，加上佛像上的木

造透雕天蓋，成為一個完美的整體，佛像完成於平等院創建的第二年，是日本史上知名

「佛師」（佛像雕刻師）定朝的作品，由於刻得均整莊嚴自然平穩，使定朝因而被授為

佛師的最高稱謂。在未參觀平等院前以為雕刻佛像只不過將一根木頭雕成所需的造形，

參觀之後才知道其中有大有學問，原來寄木造技法開發出來之前，大的木雕佛像基本上

是由一塊木頭雕成，即所謂的「一木造」，一木造的雕像全身上下，都是由一根木頭製

成，但由木頭在乾燥後會收縮易使雕像表面產生乾裂，解決之法是將雕像刳成空心。但

畢竟這種方法還有所限制因為很多地方無法真的挖空。演變成將雕像鋸開，將雕像內部

刳淨後，再固定回去的方法，這正是寄木造技法的原形，寄木造就是用不同木頭雕刻合

成雕像的新技法。 

平等院內這尊高達丈六的彌陀佛巨像，其實內刳極深，質材厚度僅有三至四點公分

左右，不但重量輕而且近千年以來，幾乎沒有產生龜裂的現象。為了迎接這尊劃时代製

作方法所打造完成的巨像，並達成藤原賴通將淨土世界的呈現，阿彌陀堂落成時金碧輝

煌，大紅大綠大青等眩目的顏色莊嚴著堂內，如今因歲月流逝而鉛華洗盡，徒留原木顏

色，還好拜現代科技之賜，現在復原假想圖，在存放寺寶的鳳翔館中看到。 

至於未上溠麗顏色的白牆上，則裝飾了許多飛翔於淨土世界姿態輕快的飛天淨雕，

這些「雲中供養菩薩」（國寶）是手來表現天人對阿彌陀如來的禮敬與讚歎。現存的五

十餘尊中，像後均覆頭光、乘飛雲，他們個個表情柔和姿態變化多端，多數還奏著樂器，

將阿彌陀佛襯托得尊貴比，其中一部分已移置鳳翔館展示。 

除了阿彌陀堂之外，平等院創建當初留下來的遺構，還有觀音堂和鐘樓（如上圖

左）。觀音堂內的木造十一面觀音（重要文化財）是觀堂的本尊，此像即屬利用背部挖

洞將內部木心刳出的手法製成的「一木造」雕像。鐘樓上鑄於平安時代高 199 公分的梵

鐘（國寶）和三井寺、神護寺（東大寺）的鐘，合稱為天下三名鐘。鐘上雕有飛天、鳯

凰、龍、獅子、唐草等紋樣具有豐麗裝飾。 

「鳳凰堂」可說是集繪畫、建築、工藝與雕刻等藝術國寶於一堂之作，在『木造天

蓋、雲中菩薩供奉像、鳳凰金銅像、梵鐘與壁畫』等稀有國寶級文物與「平等院」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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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史價值條件下，在西元 1994 年被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殊榮，

保存其固有意義。鳯凰堂在日本無人不知、無人不曉！因為行之多年的日本十圓硬幣上

的建築正是鳯凰堂，而 2004 年日本新版紙幣中，最大面額的萬圓紙鈔背面所印的鳯凰

像，正是鳯凰堂屋頂的鳯凰雕刻。由此可見，平等院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多麼重要，也

就不言而喻了。 

平等院建築本身的建築藝術就是日本傳統木構造建築的經典，院內保存許多國寶級

文物，包括在鳳凰堂裡的佛像、彩繪雲中菩薩供奉像、梵鐘等之修復，也在院內設立專

屬文物修復工房聘請文化財修復部認證之修復匠師現地進行，對於珍貴文物也成立「鳳

翔館」博物館作原件保存展示及教育推廣，對於私人宅院能願意投注財力作文化資產保

存、系統典藏與推廣工作，深感佩服（如下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E6%95%99%E7%A7%91%E6%96%87%E7%B5%84%E7%B9%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BA%E7%9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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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12 月 15 日（星期六）  天氣晴 

今天前往美山町，一個隱藏在深山裡的重要傳統建造物保存區觀看日本另一類型的

傳統建築物。 

美山町距京都約 3 小時車程，搭乘大眾交通系統到美山町須轉換 3 趟的電車或巴

士，所以我們天未亮早早就出門搭車。 

美山町人口數約 5千人，位於日本海與京都之間北山的北部，是一座宜人的日本鄉村小

聚落，至今還保留一些傳統茅茸屋的農舍，美山町的傳統合掌造茅茸屋是日本政府極力

保護的重要文化財。茅葺屋是以輕質的稻草修葺屋頂，屋頂傾斜度極大，為的是讓冬天

積雪容易滑落。南丹市的美山町不如岐阜縣白川村合掌屋聚落的名氣響亮，但因距京都

市約 3 個小時車程，所以還是吸引許多遊客的青睞，美山町的茅葺屋聚落為數眾多，但

每 20 年就必須更新，須要整個村的人通力合作，費工又費時，且美山町亦面臨農業人

口外流，現在約僅存 40-50 戶左右的茅葺屋，以至修茅葺屋大為不易，至現在也逐漸減

少 不 見 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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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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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村民的努力，美山町亦被日本政府指定為重要傳統建造物保存區，由政府編列

經費逐年依序更換現存的茅葺屋，隨著茅葺屋聚落保存區的設立，相對帶來大量的觀光

人潮，增加農民的收入，促進地方的發展，但相對應的如何保有傳統農村居民的靜謐生

活是值得進一步瞭解。 

美山町居民對於傳統稻草合掌造建築保存的方式，遵循日本文化財保護的策略，也

就是以共同營修的方式按材料的生命週期進行屋楫的稻草抽換（如下圖左）；至於整個

聚落的災害共同防禦則是由社區居民組成任務性編組之自衛消防體系作預防與災害時

的初級搶救。每家戶都設有消防栓水槍（如下圖右），除了政府規定的「0126 文化財防

火日」之外，也會與附近村落一起舉辦定期消防救災演練，壯觀的百槍齊放水柱景觀剎

時成為特殊景緻，這樣的影像也是近年來吸引外來觀光客想要前往一睹傳統建造物保存

地區魅力的誘因。 

               

 

刪除: 本次探訪行程因為交

通時間的考量，且因沒有事

先安排導覽介紹人員，所以

缺少了對話的管道有點美中

不足，但造訪美山町之旅，

在清冷的天氣下，整個聚落

居民外出的人幾乎很少，只

見外來觀光客穿梭在狹小的

走道拍照留念，更顯農村生

活安詳的原貌。

刪除: 叁、參訪心得

一、文化觀光為時代的趨

勢，文創產品之開發商機無

限

二、以區域防災之觀念，結

合消防單位/辦理文化資產

之防災

三、文化資產修復之過程可

為作教育的場域

四、文化資產與經濟發展的

競合

肆、建議事項

一、建立國際合作交流

二、

伍、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