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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海峽兩岸閩南文化生態保護研討會」為中國福建省 2009 年文化遺

產日系列活動之一，舉辦時間為 98 年 6 月 12 日至 13 日計 3 日，海

峽兩岸學者計發表論文 23 篇，議題主要為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策

略及區域性文化資產保存觀念，此外，會議中並由中國官方發佈第三

批的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共計 88 項。會後並實際參訪閩南

文化生態示範點—泉州南音及南靖土樓。 

  台灣因其早年移民發展，漢文化中傳統藝術及民俗活動之演變多受

福建彰、泉兩地影響，後雖因應社會發展而發跡變泰，然考據源流，

閩南文化之今昔演變軌跡及相關保護措施，確有我國無形文化資產保

存維護可資借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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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海峽兩岸閩南文化生態保護研討會」由中國「福建省藝術研究院」、「福建省

海峽文化研究會」、「廈門市閩南文化研究會」等民間研究機構聯合主辦，會議內

容分為二部份，一為閩南文化生態保護相關主題論文發表，二為現地參訪南靖土

樓、泉州南音等文化生態保護示範點，會議期程計 6 月 12 日至 6 月 14 日 3 日。 

 

  本處 6 位代表獲邀出席，並於 6 月 13 日於大會發表我國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

護發展現況，經由海峽兩岸政府部門、學者專家的意見交流，使我國文化資產保

存架構與相關政策為中國文化機構所理解，同時，中國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措施，

以及未來發展方向，亦多有我國可資借鑑之處。此外，會議中針對共同納入「保

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及建立區域型文化資產保存場域等議題進行討論，此次

文化交流，是共同探究無形文化資產保存機制一個很好的開始。 

 

貳貳貳貳、、、、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    

 

  本次會議自 6 月 12 日至 6 月 14 日計 3 日，往返交通各 1 日，交通方式為小三

通（台中清泉崗搭機至金門轉客船），入宿飯店及會議場地依研討會主辦單位安

排為廈門金沙灣賓館。以下以每日進行內容實際記錄作為分點方式： 

 

一一一一、、、、    6666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    

  上午會議由中國官方代

表致詞，主要代表為中國非

物質文化遺產工作專家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周小濮女

士及福建省文化廳副廳長

陳朱先生。 

致詞後，正式公布「第三批

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

録」計 88項目，以及宣布

「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護網」開通。（圖為第三批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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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録頒證儀式） 

 

  從上午 10 點半一直到下午 5 點半，一共有 17 篇學術論文發表，發表的主題主

要著重兩岸文化資產保護政策的比較和區域複合式文化資產的整體生態保護概

念。 

  台灣早期移民多半來自福建省泉州、漳州地區，因此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有

許多的共通性，如歌仔戲作為一個相對年輕的劇種，在中國和台灣兩地都各有蓬

勃的發展，台灣早期部份劇種因為休閒模式的改變已經產生斷層，但至今卻仍然

在福建地區維持常態性演出，如南管戲系統的高甲戲，或源自泉州宗教儀俗的傀

儡戲等等。 

 

  基本上，兩岸在傳統藝術方面面對的問題也是相近的，公部門的資源挹注可以

讓個別的藝術家或演藝團體暫時解決人才斷層或觀眾流失的問題，但卻無法提振

整個藝能生態，使過往的文化傳統有機地再現與承繼。會議中，論文的討論方向

指出透過限定「保護區」的作法，讓文化資產保護行政，能夠在一個特定區域中

進行嘗試與觀察的可能。 

  有趣的是，兩岸提報論文的習慣仍有差異，在本次的所有論文發表議程中均沒

有預留雙向討論的時間，所以在會後，我們私下向發表人提出了以下幾點問題： 

（一） 保護區行政範圍涵括福建省泉州市、漳州市、廈門市等三大重要城

市，其中廈門市為近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指標性城市，經濟的發展與文

化資產保存是否衝突？ 

（二） 保護區內外的文化行政手段差異性為何？ 

（三） 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遴選和文化資產保護區的設定之間的關聯

性。 

  廈門市閩南文化研究會的陳耕教授爲我們提供了清楚的回答，摘要如下： 

（一） 經濟發展事實上爲文化環境提供了必要的養分，國民平均所得高的

地區也往往是文化發展較為活躍的地區，高經濟收入的消費者往往更

有文化消費的需求，工商業發展使得文化樣貌發生質變，但改變的結

果未必只是負面的，新的文化契機也由此產生，端看能否提供一個適

合各項文化要件媒合的環境。 

（二） 保護區最重要的行政差異在於能夠獨立訂定文化資產法規，並整合

其他過去由不同部門執掌的行政資源。例如將泉洲方言體系納入各級

學校或公務人員的逐級考評，是使得方言的運用在地方上活絡最的作

法，也是根本上解決泉州各傳統劇種、樂種面臨斷層的基礎手段。 

（三） 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遴選是一種重點式的保護行政，爲文化資產

的全景提供了瑰麗的風景，且有助於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要，但

仍需要從文化生發環境的角度給予必要的養分，舉例而言，元雜劇在

宋代以降已經鮮有演出的機會，但在明代，因為文化環境的活絡，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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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戲有了結合不同元素重新孕生的機會，就是明傳奇。因此，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保護手段不能只是「挽回」與「搶救」，還要「創造」與

「傳承」。 

 

  本次會議本處代表受邀觀察與討論，雖未發表論文，但仍藉由中國方面所提供

的構想得到諸多啟發。 

 

  6 月 12 日傍晚，我們一行人抽空參觀了廈門著名景點「鼓浪嶼」，時間約 3 小

時。鼓浪嶼是位於廈門市西邊的小島，素有海上花園之稱，清領時期，鼓浪嶼上

設有 10 個國家的外交領事館，加上僑商興建的豪宅別墅，小小島上竟有四十餘

棟風格各異的豪宅，這些大宅院現在或成為商家，或棄置無人使用，文化大革命

時期，地主們紛紛獻出土地，現在其中幾棟建築已被國家納入保障範圍並建置為

博物館。 

 

（自鼓浪嶼最高的小山丘上往下望，一片磚紅屋瓦頗有波西米亞風情）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重點瀏覽了有「中國第一別墅」之稱的黃家花園，黄家花

園的主人黄奕住先生（1368-1945），原本是福建山區的一個理髮師傅，因為不甘

人後，出洋闖蕩成為鉅富，回國後建造了這一座象徵海外發達致富傳奇的洋房。 

黃家花園兼具歐洲別墅風采及中國傳統特色，其內部更殊具特色，所有房間均懸

掛明鏡，鏡框上還雕有三件理髮工具：剃刀、鬚刷及掏耳筒，表示不忘本。 



7 

 

在花園入口兩側的廂房，原本是黄氏大、小老婆的寢室，現在其中一部份已改為

布袋戲、南管音樂的表演場所，在我們前往參訪的過程中，很幸運的剛好遇到這

兩項表演一天一度的演出時間，南管音樂的演出僅四人，少了打板定節奏的樂

師，與古制未合，布袋戲的演出因為屬於舞台雜耍特技表演，未能觀察偶與音樂、

口白的配合情形，應屬程式性戲劇，但演出後偶師上場示範操偶的運指技術，頗

具教育意義，値得未來國內表演團隊參考。 

 

（黃家花園主建築富麗堂皇的外觀，揉合了中西建築風情） 

二二二二、、、、    6666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    

 

  上午全程為論文發表，論文主軸賡續前日討論，計發表論文 6 篇，從閩南文化

生態保護區的區域性思考：陳耕《廈門市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實踐和理論

思考》、謝萬智《文化生態保護區面臨的窘境和對策芻議—以泉州市閩南文化生

態保護實驗區建設為例》擴及到區域性差異類比研究：《加強泉州學、潮州學、

溫州學協作研究，拓展閩南文化生態學術視野》，論文的發展主題頗有台灣可借

鑒之處，因為登錄制度的立意在於由地方而中央，結合社區意識發展多元的無形

文化財風貌，這種制度全球最成功的範例，便是日本的無形文化財保護政策，但

這亦和日本自 1950 年通過文化財保護法之後，長年教育國民養成文化財保存觀

念有關，相較於日本，我國的登錄指定體系雖猶稱健全，但政府方面的操作確實

大過於民間自主的參與，如果各縣市之間能夠突破行政區域的既定框架，以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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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的人文生態環境做為思考的出發點，將更有利於無形文化財的整體發展。 

  論文發表結束後有一個綜合座談的時間，座談會的主持人是閩南文化研究會的

彭一萬會長及我國文建會前主任委員邱坤良教授，座談會並邀請本處代表吳華宗

組長，向大會說明我國現行無形文化資產登錄指定機制及各項保存維護措施，並

扼要介紹 98 年度完成公告的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重要民俗，以及兩岸共同關

注的媽祖信仰文化圈。 

   6 月 13 日下午，就在結束了所有論文的發表後，我們乘車前往泉州參觀上午

完成宣讀的論文中，不斷提到的閩南文化生態「示範點」。這些所謂的示範點，

接近文建會輔導成立的「地方特色館」或「文物館」的概念，內所收藏者泰半為

民俗或傳統藝術所衍生的周邊相關文物。泉州的孔廟亦在我們參觀的行程中，從

無形文化資產的觀點出發，台灣對於孔子儒學的高度重視並未引起有關部門將孔

子說或衍生的民間信仰體系納入文化財保護範疇，由此亦可窺見中國對文化資產

的界定偏重其「歷史性」及「典範性」，而台灣除強調文化資產源起與沿革的「歷

史性」外，同時亦強調其「地方性」與其對常民生活的影響。 

 

（文物館中的布袋戲精采演出） 

 

 泉州是高甲戲、梨園戲、傀儡戲等傳統戲曲的故鄉，在主辦單位的安排下，我

們欣賞了一場非常豐富傳統戲曲匯演：高甲戲在台灣除彰化縣仍有業餘戲班，已

瀕臨失傳，這個劇種的特殊之處在於劇中丑角的戲份重，而丑角的動作則模仿木

偶，以關節帶動肢體；梨園戲在台灣目前亦僅餘台中縣一業餘戲班，由國寶級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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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吳素霞女士主持，梨園戲和高甲戲一般，有一個特定角色是模仿木偶的，但在

梨園戲中是旦角擔任這樣的角色；匯演中出現的傀儡戲同樣的引起我們的注意，

因為這個劇種除了高雄縣的錦飛鳳傀儡戲劇團仍有常態性演出，目前僅餘地方儀

式性的宗教場合，如除煞、謝土等民俗中方能見到。或許是安排給官方貴賓欣賞

的關係，這三個劇種原本是非常帶有地方「土味」的戲，我們見到的演出卻加入

了舞台效果、燈光音效等等考量，並親切的為不諳泉州方言的看客打上了兩旁的

字幕。除此之外，演出中亦穿插了歌仔戲，歌仔戲是台灣最主要的傳統戲曲之一，

但是，它的起源是漳州的錦歌，跟泉州的戲曲傳統倒是比較沒有關係。 

 

 

（高甲戲：一個在台灣瀕臨消失的劇種） 

 

三三三三、、、、6666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全日的行程安排為前往南靖縣，參觀閩南文化生態示範點，也是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公布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南靖土樓」。 

  自廈門至南靖，車行時間約 2.5 小時，當遊覽車逐漸駛入崇山峻嶺之中的公路，

我們也從嚮導的介紹中得知，這唯一適合大型車輛行駛的公路，正是中國官方為

爭取以土樓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所開闢。經由現代交通網絡的催生，南靖縣這個特

殊的聚落群以再現的桃花源之姿開展在我們眼前。 

  「和貴樓」是我們第一個參觀的土樓建築，和貴樓兩側的對聯書寫著「和靚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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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祿，貴子共賢孫」，想必是其中上百戶人家熱熱鬧鬧、朝夕共處，最大的期待。

和貴樓的外觀呈現長方形，內部有 5 個樓層，算是一個獨立的社區，除了兼具各

種生活機能，土樓的設計也包含了禦敵、防火等等功能，和貴樓另有一個非常獨

到的地方，就是它座落的地方其實是一片沼澤，透過打下地底木樁，和貴樓在一

片爛泥裡已經挺立了數個世代，直到近年外牆裂痕方有擴大的跡象，但古蹟修復

方面的技術性問題業已引起中國官方的注意。 

 
（和貴樓的方正外觀） 

 

  「懷遠樓」是典型的環形土樓建築，約距和貴樓步行 20 分鐘的距離，中間還

隔個一條非常美麗的小河，據說這條河以前是通往滇緬方向的古道，去年中國還

以這條古道當作背景拍了一部頗受好評的電影，叫作「雲水謠」。「懷遠樓」的住

家內部陳設非常簡單，開放參觀的幾戶一樓室內有水井，可以當作廚房，二樓以

上則是作為起居空間，每個獨立空間目視約 4 到 5 坪，但許多戶看起來已經搬遷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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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遠樓前，我們好像信徒望著聖殿，感覺自己渺小的存在） 

 

（「雲水謠」古道，沒有入鏡的是一張手寫的告示，因為保育的關係，補溪流中的魚將處罰 500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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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落在「雲水謠」古道旁的還有「裕昌樓」，嚮導告訴我們，裕昌樓是一棟最

會搞怪的土樓建築，原來，就外觀而言，裕昌樓和懷遠樓都是屬於環行的土樓建

築，但就一進到內部，就知道為什麼嚮導說它「搞怪」了，原來在裕昌樓的三樓

以上，所有的梁柱都以非常不規則的方式歪七扭八的交錯著，看起來就像是一棟

大危樓。原來，當年設計裕昌樓的建築師為了炫耀自己大木技術的高超，故意用

這種方式突顯自己的創意與拿捏力學平衡的準度，又有一說，當年參與這個工程

的建築師並不只一位，所以除了七歪八斜，這歪歪斜斜又有各自的差異，有能人

巧匠間互別苗頭的味道。 

 

（裕昌樓的外觀和懷遠樓並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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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昌樓的內部，在凌亂中透露著巧思） 

  我們一行人參觀的最後一個土樓建築群是位於田螺村的土樓群，有別於其它獨

立存在的土樓，田螺村土樓群共有 5 棟，四圓一方，緊密相鄰，有五行生剋之意

內蘊其中，當地人親切的叫它「四菜一湯」。因為行程並未安排參觀這個建築群

的內部，我們僅在附近從不同的角度拍照並聽取嚮導的解說。 

 

（我們再怎麼問，就是問不出四菜一湯以外比較嚴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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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往上望，田螺村土樓頗有西藏布達拉宮神韻） 

  整體而言，土樓以其壯麗及純樸帶給我們深刻的視覺衝擊，其斑駁的外觀也彷

彿訴說著其默默見證的百年滄桑，我們期待「申遺」成功之後，中國能繼以爬梳

土樓中建築、人文與歷史的交互關係，並為兩岸區域型文化資產保存概念建立一

個成功的實例。 

 

四、6 月 15 日，清晨，我們乘坐客船並轉搭飛機回到台中，下午，我們已經在

辦公室裡，開始了忙碌的工作！ 

 

參參參參、、、、心得及建議事項心得及建議事項心得及建議事項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 強調無形文化資產之常民自發性強調無形文化資產之常民自發性強調無形文化資產之常民自發性強調無形文化資產之常民自發性：：：：中國在非物質文化資產方面的努力，

乃以密集的行政作為彌補起步較慢的劣勢，而限定保護區的做法則有助於實

驗性政策的推動與觀察，其優點是影響層面廣，學術資源及社會教育資源集

中，但缺點是民眾的自發性參與較缺乏動機，這一點，可以從我們看到的「樣

板戲」仍然高過台灣強調的「活戲」略窺一二。 

二、 將瀕危語言納入文化資產保存範疇將瀕危語言納入文化資產保存範疇將瀕危語言納入文化資產保存範疇將瀕危語言納入文化資產保存範疇：：：：各地方言的扎根工作攸關傳統藝術

以及民俗的根本，中國以立法的方式試圖讓方言能重回民間，而在台灣現行

文化資產保存體系中，語言並非屬文資法保護範疇，台灣母語教學工作的權

責歸屬雖在教育部，其教學成果卻同時影響傳統藝術及民俗的接受人口，且

台灣有多元而豐富的原住民族文化，其文化核心附著於岌岌可危的語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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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保護其口傳文化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各項事務最重要的基礎工作。 

三、 參考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成果參考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成果參考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成果參考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成果：：：：中國閩南地區與台灣的傳統文化，

因早期移民因素，其表演程式或工藝技法皆有延續性脈絡可循，如漳州的錦

歌，發展為台灣最重要的傳統藝術劇種歌仔戲，又另一台灣深受民間歡迎的

劇種：布袋戲，亦源於閩南，而在台灣發展出獨特的舞台風貌，如何結合新

的美學元素使傳統的藝術魅力再現並回應新世代的藝術人口，台灣經驗是不

可忽視的一環；但同時，中國大陸仍保有許多在台灣已近消失的傳統藝術重

要文獻或技藝保存者，如高甲戲、傀儡戲等，未來相關研究調查乃至復育工

作相當重要的參考。 

四、 與民間共同推動文化資產之創造與傳承與民間共同推動文化資產之創造與傳承與民間共同推動文化資產之創造與傳承與民間共同推動文化資產之創造與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手段不

能只是「挽回」與「搶救」，還要「創造」與「傳承」，創造有利於傳統藝術

與民俗文化資產在民間發展的場域，我們看到中國在語言教育、經濟政策甚

至交通運輸等各個環節的努力，文化工作在台灣目前行政執行層面不容易達

到跨部會協力進行的高度，但過去卻不乏政府與民間共同發起推動藝術發展

的案例，如文建會與保安宮的歌仔戲匯演，或本處與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

保存團體的傳習教學課程等。 

 

 

（據說古浪嶼黄家花園的中線是龍脈，我們希望，能把龍的好福氣帶給台灣的無形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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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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