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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為持續汲取各國社造經驗，本（99）年度以瞭解馬來

西亞（檳城）社區推動華人社會文化保存經驗及相關案例為主，安排 5 天 4 夜考

察行程，含周六及周日。 

馬來西亞推動社區營造以檳城最為活躍，尤其是 2008 年 7 月 7 日檳城喬治

市古蹟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後，相關社區營造活動，主要由非政府組織團體（NGO）

結合古蹟舊建物保存、公共議題、文化教育活動、及出版等，以建立集體參與、

培養社區(社群)的共同意識為主。 

本次考察行程安排拜訪該地重要的 NGO 團體，如檳城古蹟信託會、

Anak-anak-kota 城市小孩團體及 chat 文化資產諮詢委員會等，並與檳城古蹟信託

會成員及當地文化工作者進行社區營造經驗交流。此外，亦與檳城掌管旅遊發展、

文化、城鄉策劃及房屋之行政議員見面，了解官方政策之發展，亦參觀當地重要

國家古蹟及修復之建物、博物館。期藉由東南亞不同社造經驗之刺激，開拓本會

推動社區營造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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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一、瞭解馬來西亞（檳城）社區推動華人社會文化保存經驗及相關案例。 

二、藉由東南亞不同社造經驗之刺激，開拓本會推動社區營造工作之視野。 

貳貳貳貳、、、、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一一一一、、、、    行程表行程表行程表行程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第一天 

7/1(四)    

臺北-檳城 

06：15 出發至桃園機場 

09：15 桃園起飛 

13：45 抵達檳城 

14：50 抵達飯店放置行李 

下午：拜會 Anak-anak Kota /CHAT 城市小孩團體 

參訪 PHT-PAPA 檳城傳統手工藝授徒計畫  

第二天 

7/2(五) 

上午：參訪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 

參訪謝公司 

下午：拜會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 

（chat 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 

拜會檳州旅遊發展及文化委員會 

晚上：參觀 EMILY cultural show-George Town Festival launching 

第三天 

7/3(六) 

上午：拜會馬來西亞檳城州行政議員 

參訪檳城博物館 

參訪龍山堂邱公司 

下午：拜會檳城古蹟信託會及社造經驗交流會 

第四天 

7/4(日) 

上午：參觀康華麗堡 

參訪姓氏橋 

下午：參觀 Pinang Peranakan Mansion 

參觀福德正神廟 

第五天 檳城-臺北（中華航空 CI 732 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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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一) 10：30 出發至檳城機場 

14：45 檳城起飛 

19：15 抵達桃園 

21：00 抵達台北 

 

二二二二、、、、    行程紀要行程紀要行程紀要行程紀要 

(一一一一) 拜會拜會拜會拜會 Anak-anak-koto 城市小孩團體城市小孩團體城市小孩團體城市小孩團體 

1. 參訪時間：7 月 1 日下午 4 點 

2. 參訪地點：城市小孩辦公室 

3. 訪問對象：曾玉萍小姐及其伙伴 

 

4. 重點摘要： 

城市小孩團體係由 ART-ED 非營利組織所成立，保存在地文化資產，

以各種藝術方式，希望帶動當地居民關心在地文化資產。該組織領導

人本身為大學老師，專業為導演工作，組織成立的基金來自於大學捐

助，近二年立案後，開始接受外界的贊助。目前經費來源包括募款、

申請政府補助（每年約 3 萬馬幣），其中與本國不同部分是政府經費可

用於補助人事費，但相同部分是，補助款都需要單據核銷。 

城市小孩團體僅有 2 名專職人員，但活動力卻很強，他們強調教

育的重要性，積極與學校合作，結合藝術與傳統文化內涵，以了解生

活文化為號召，規劃各種適合青少年的活動，所辦之工作坊或課程非

常活潑有創意，活動內涵聚焦在深度了解文化，藉由活潑有創意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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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或課程，成功吸引不少青少年參加。例如以傳統美食為主題，整

個活動含括食物材料的了解、烹煮方式的學習、實際採買食材，進而

完成一道美食，寓教於樂，親身體驗，實際了解傳統美食的製程及技

術，學員並於過程中進一步體會傳統美食文化內涵及形式。此種做法

成功吸引了許多青少年的參加，而且產生對傳統生活文化更多的興

趣。 

由於檳城是以華人為主的社會，社會價值觀仍以賺取豐厚物質報

酬為主，若有心於義務奉獻者，仍多以勞力且短期的志工為主，因此

城市小孩團體在有限人力的情形下，要推展社區傳統文化生活保存，

十分辛苦，但他們也了解志工的重要，於是在歷次青少年活動中，逐

漸帶領一些青少年進入團體中擔任義工，藉由長期的參與，漸漸形成

一群志工，未來將持續帶動當地青少年及家長參加文化保存工作。城

市小孩團體也積極與在地其他團體如檳城古蹟信託會ＰＨＴ或馬來族、

印度族的團體合作，擴大不同族群間資源分享及人力的支持。 

 

 

 

 

 

圖：位於修復之舊建物中的城

市小孩辦公室 

圖：與城市小孩成員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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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PHT-PAPA 檳城傳統手工藝授徒計畫檳城傳統手工藝授徒計畫檳城傳統手工藝授徒計畫檳城傳統手工藝授徒計畫 

1. 參訪時間：7 月 1 日下午 6 點 

2. 參訪地點：PHT-PAPA 辦公室 

3. 重點摘要： 

PHT-PAPA 檳城傳統手工藝授徒計畫是由 PHT-檳城古蹟信託會發起，

目的在把傳統的手工藝找回來。是透過協調匠師招收學徒，來傳承手

圖：帶領社區學生進行傳統圖案研

究活動照片 

圖：收集口述歷史活動照片 

圖：出版之社區報，通常出版品會有中文、英文、馬來文等三種語言。 

    社區報內容來自於參加活動之青少年觀察筆記，再由城市小孩團體

的職員潤筆後出版。 



7 

 

工藝，採支付匠師教學費用方式，其目的一方面可以保障傳統技藝匠

師基本生活，另一方面，亦可傳承保存活的文化資產。 

其中匠師係經由社區訪查及居民推薦產生人選，再由審查小組進

行審查後選出；而接受訓練的學徒，係採公開徵求而來，經過面試及

與匠師討論後錄取。學徒的招收，不限地域，但以大馬人為優先，免

費傳授，但要求至少需學習六個月，而且希望學成後可以自行創業，

該計畫並不招收純粹以興趣為目的者。目前參與者年齡都超過 30 歲，

學習的地點在師傅的店或 PAPA 據點。 

學徒作品完成後，其作品會放在 PHT-PAPA 辦公室供民眾選購，收

入 50%給製作者、50%納入計畫收入，未來希望成立在地產業的組織。 

與本國面臨的困境相同處是傳統工藝學習及製作是辛苦的，收入

相對不高，因此，許多匠師並不鼓勵家人繼承其傳統手藝。該計畫透

過資源的投入，吸引想創業者進入學習，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存。 

 

 

 

 

圖：計畫文宣 圖：PAPA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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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參訪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參訪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參訪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參訪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 

1. 參訪時間：7 月 2 日上午 9 點 40 分 

2. 參訪地點：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古蹟中心區打銅仔街 120 號) 

3. 介紹人員：吳美潤小姐 

 

4. 重點摘要： 

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於 2001 年 2 月 4 日，由當時馬來西亞首相

敦馬哈迪主持開幕儀式。該建物於 1875 年興建，至今已有 135 年，是

當時孫中山先生在檳榔嶼的南洋同盟會總部，亦是孫中山先生 1910 年

圖：學員作品展售 圖：匠師介紹 



9 

 

策劃廣州起義時，召開「庇能會議」的地點。此外，此地也是有 100

年歷史的光華日報（為孫中山先生在海外創立的報紙）的創立處。該

建物現由莊氏家族所擁有，並被業主開闢為陳列孫中山歷史及活動圖

片的紀念館。 

孫中山先生在檳城發動革命的歷史，已被拍攝成電影，片名為

《夜‧明》，本次導覽者亦為該電影的策劃者，其中一幕「庇能會議」，

即在此建築物拍攝。 

該館除了陳列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跡及相關出版品外，於紀念館

後半部，擺設有該地早期生活及廚房的用具，如瓟椰刀、火炭熨斗、

輾壓石棒、挑檔等，可讓參觀者瞭解過去的生活方式，並開放讓民眾

觸摸。 

整體來說，這個紀念館規模很小，陳列物品不多，需依靠導覽解

說才能展現內涵，但由於該館的歷史事跡，前往參觀者還包括了馬來

西亞前任首相敦馬哈迪、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等人。 

 

 

 

 

圖：館前看版 圖：進館之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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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參訪謝公司參訪謝公司參訪謝公司參訪謝公司 

1. 參訪時間：7 月 2 日上午 11 點 

2. 參訪地點：謝公司辦公室 

3. 訪問對象：謝瑞發先生 

 

圖：文宣品 圖：剪報 

圖：革命事蹟相關展板 圖：過去娘惹娘廚房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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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點摘要： 

馬來西亞喬治市檳城有五大「公司」，分別為石塘謝、霞陽楊、新

江邱、陳公司、林公司。這邊所指的「公司」，並不是目前商業用語的

公司，而是當地因血緣、地緣、族群等因素組成的一個民間組織(祠堂)，

可供該族群或同姓氏的族人，定期聚會或開會之用。 

謝公司是當地最早營建起來的氏族祠堂，其建築融合了閩南風格

的中式建築及殖民風味。另於建築物中，可看到該公司當時與中華革

命黨有良好的關係。 

檳城的公司建物，基本設施含家廟及會議場所，而謝公司較特別

的是，還有「育才學校」。「育才學校」是響應清末康有為、孫中山提

倡的新式學校，是族學，當年以為宗族作育英才為辦學宗旨，原先只

限於招收族人子弟，但後來亦開放給其他家族子弟上學。這間學校因

1941 年日軍侵略而停課，之後改由公司資助學雜費讓宗族子弟在外就

學。 

目前，有朝地方文化館發展的趨勢。 

 

 

 

圖：公司基本建物－家廟 圖：公司基本建物－議所 



12 

 

 

 

 

 

 

 

 

(五五五五) 拜會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拜會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拜會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拜會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 

1. 參訪時間：7 月 2 日下午３點 

2. 參訪地點：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 

3. 訪問對象：Maimunah Mahd Sharif女士 

圖：育才學校，有青天白日黨徽 圖：建物之一，展示舊資料 

圖：謝公司存有的舊印章，「中國國民黨駐南洋英屬檳榔嶼直屬支部執行委

員會行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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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點摘要： 

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隸屬檳州政府，才剛成立二多個月，處理檳

城 George Town 世界遺產區內相關保存、研習與活動等工作事項。本單

位為法人性質，獨立運作，非屬行政機關，員額 29 人，目前僅有 7 人，

未來將逐漸進用增補人員，辦公室下設 6 工作小組，另外為協助辦公

室規劃各項政策及工作內容，設有諮詢委員會，委員 15 人，邀請大學

教授、藝術家、建築師、地方政府相關行政人員共同組成，每月討論

一次。委員會依業務需求設有 5 個委員會，就政策、願景、建築館務

或水電設施與景觀等不同面向，邀請不同專家學者、行政部門人員共

同討論，以突破各種法令，開創新的發展方式。 

辦公室主任 Maimunah Mahd Sharif女士前任檳州政府行政首長的

秘書，具 20 多年公務經驗，行政經驗相當豐富。渠表示：檳城舊建物

之所以可以流傳下來，主要與英治殖民時期的屋租統制法有關。檳城

及麻六甲長期由英國統治，二次大戰期間日軍侵佔檳城達三年之久，

戰爭結束後，英國政府重新統治馬來半島殖民地。由於二戰後百廢待

舉百業蕭條，為保障人民的生活，安定其心，穩定社會秩序，英國政

府頒佈屋租統制法，限制屋主不得隨便提高租金，租金漲幅受到控制,

生活困苦的百姓才得以在低廉的租金下有個棲身之所。但隨著時代的

改變，這項法令在 2001 年廢止，屋主趁機大幅調漲租金，長期在此生

活的原租戶無法承擔高額的租金，而被迫遷出舊街屋，檳城舊街屋因

此受到極大的威脅，幸因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而得到保存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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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檳城世界文化遺產保存區內有 4000 多個舊建物，其中有 400

多棟舊建物已無人居住，管理維護是一大問題。George Town 世界遺產

法人辦公室主要目標在維護世界文化遺產的存續，進行的各項工作包

括訓練在地組織如宗親會（在地有所謂邱公司、謝公司者，非屬現代

商業公司之性質，而較接近台灣宗親會性質，管理宗祠產業、設置獎

學金，獎勵宗族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救濟貧苦族人等工作）、居民組織

有更多文化資產保存觀念與能力，未來計畫訓練更多的志工，共同守

護及保存文化資產。並加強與不同專業民間團體合作，進行政府部門

跨級層及跨部門之協調與合作，以長期維護檳城世界文化遺產保存區

內舊建物及傳承發展傳統生活文化。 

該辦公室雖成立不久，但在其一樓開放空間內，陳設當地建築物

的構件及重要建築的解說圖，一般民眾得以了解在地建物的特色及歷

史發展，該辦公室雖是行政場所，也是教育學習的地方。 

檳城雖然華人居多，但生活文化及建築型式非常多元，異國多元

文化隨處可見，街道中各種回教教堂、傳統華人宗廟、娘惹文化與英

殖民時期等各種建築型式自然存在，甚至連一條巷道都有中文及馬來

文不同意義的稱呼存在。Sharif女士本身為馬來族，她認為在這充滿多

元族群文化的古老城鎮中，推展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必須在多種

不同文化脈絡中，互相取得共識與合作，經由居民的參與及專業文化

資產人士的協助，整合彼此的力量，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而這是一

項極具高難度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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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 2F 展示之前活動之徵集現代設計圖板。 

圖：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 1F 展示許多舊建築模型及舊建材。 

圖：互相介紹相關刊物。 圖：贈送臺灣名產。 



16 

 

 

(六六六六) 拜會拜會拜會拜會檳州旅遊發展及文化委員會檳州旅遊發展及文化委員會檳州旅遊發展及文化委員會檳州旅遊發展及文化委員會 

1. 參訪時間：7 月 2 日下午 5 點 30 分 

2. 參訪地點：檳州政府大樓辦公室 

3. 訪問對象：羅興強行政議員 

 

4. 重點摘要： 

檳州旅遊發展及文化委員會主席羅興強，同時也是檳州行政議員，

拜會時，極力推薦檳州的優點，希望未來能和臺灣有更多的交流機會。 

會談中表示，檳城的多元文化充滿迷人的特色，如各具特色的建

物、美食、語言、人文景觀等，進行文化保存工作時，讓民眾知道各

民族的文化是很重要的，而檳城可以入選世界文化遺產，是努力了 7-8

年的結果，其中民間力量著力甚深。經統計，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對觀

光十分有助益，外國遊客大約成長 21%。另外，申遺成功後，亦帶動馬

來西亞國內旅遊增加。與其他城市相比，檳城是馬來西亞較富有的城

市。 

他們發展文化旅遊觀光的策略，是以世界文化遺產為媒介，吸引

各地的觀光客到檳城，並以發現不同種族的文化及美食為號召。以宗

教來說，知名的和諧街上同時存在有基督教堂、華人寺廟、宗祠、印

度廟、清真寺等，是不同宗教和平相處的最佳寫照；而檳城更是一個

多元美食之城，各種民族的美食如福建蝦麵、沙嗲、炒粿條、蠔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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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惹糕、叻沙、印度炒麵、拉茶、煎餅、中式熱炒、西餐、日本料理

等都能在檳城的大街小巷中找到，滿足各國饕客的胃。 

此外，為能持續發展特色，他們對傳統節日及各項週邊活動十分

重視，期能發揚光大並進而成為文化觀光的一環。如中元節，是該地

華人一項重大節慶，有大型的酬神戲及充滿當地特色的紙扎，同時配

合辦理推廣華文教育與慈善工作之募款活動，以拉進各族群的文化距

離。而華社慶祝神誕活動的大旗鼓（耍大旗）也在該州政府的規劃下，

發展成一種競賽活動，一方面保存這項具有歷史的文化活動，另方面

也藉由競賽，促進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等。目前，他們正為申請中元

節為文化慶典類的世界遺產而努力。 

羅興強主席亦表示，民間組織的活力十分旺盛，在文化保存的推

動上，常常是政府配合民間來做。馬來西亞是個多元種族的國家，政

府領導人主要為馬來族，是以八Ｏ年代政府對華人文化的保存較不重

視，在檳城申遺成功後，開始進行研究保存。 

除了保存發揚傳統文化，該旅遊發展及文化委員會以促進觀光及

增加當地居民收入為著眼點，透過出版、接待他國政府人員、辦理旅

行社聯合考察團、到國外參加旅展等方式，推動相關文化旅遊業務。 

 

 

 

 

圖：會談 圖：從辦公室看到的街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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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參觀參觀參觀參觀 EMILY cultural show-George Town Festival launching 

1. 參觀時間：7 月 2 日下午 7 點 

2. 參訪地點：檳州市政局－市政府議會大樓 

3. 重點摘要： 

《翡翠岭上的愛美麗》（Emily of Emerald Hill）是由馬來西亞的重量

級導演蘇宗興指導的舞台劇，演員為 Leow Puay Tin、Pearlly Chua和 Neo 

Swee Lin。這是首次由 3 位女演員同台演出愛美麗角色。演員身著馬來

西亞傳統服飾，以生動的表情及語言，用講述的方法將故事說給觀眾

聽。 

演出地點是在舊市政府議會大樓，在大馬藝術家與布景設計師劉

庚昱（Liew Kung Yu）的精心設計下，典雅的舊市政府議會大樓變身堂

皇的宴會廳，一場盛大的晚會劇場在這裡展開。 

舊市政府議會大樓，目前已不做為辦公室使用，平時做為藝文展

的場所，夜間打上黃色燈光，營造出富麗的夜間景色，是一個舊建物

之再利用的案例。 

圖：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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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 拜會馬來西亞檳城州行政議員拜會馬來西亞檳城州行政議員拜會馬來西亞檳城州行政議員拜會馬來西亞檳城州行政議員及參訪檳城博物館及參訪檳城博物館及參訪檳城博物館及參訪檳城博物館 

1. 參訪時間：7 月 3 日上午 9 點 30 分 

2. 參訪地點：檳城博物館 

3. 訪問對象：黃漢偉立法議員 

圖：接待處，回教女人需帶頭巾。 圖：舊市政府議會大樓 

圖：表演廳佈置之傳統人物裝扮 圖：舊市政府議會大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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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點摘要： 

黃漢偉議員為馬來西亞檳城州行政議員，在州政府負責城鄉策劃、

房屋與藝術部。我們與黃議員約在檳城博物館見面。會談中，黃漢偉

議員談到，檳州有二百年殖民地歷史，加上早年華人、印度人移民及

當地的大馬人，形成多族文化特色。 

而當地建物之所以可以保存，與 1948 年屋租統治法令有絕對的關

係，該法令係當時為了照顧低收入民眾，立法限制屋主不可隨意把房

租提高，也不可以隨意把房子收回去，即不可以隨意趕走租屋者。因

此，租屋者，常常好幾代都住在租來的房子中。而屋主，也因想讓租

房者自動離開房子，因此，通常不願意整修房子，相對的，房客因為

房子不是自己的，除非必要，亦不會整修。因此，老房子保存了下來！ 

在政策上，他們強調保留多元文化內容，不希望看到整條街區的

樣貌都一樣。但屋租統治法令在實施 99 年後廢除，目前檳州政府面臨

的挑戰是老房子修復與地主利益之間的折衝。 

因為舊建物很多，光是在檳州喬治市，就有超過 4000 間舊屋，一

般民眾就是住在舊屋裡，但因民眾對保護古蹟的意識不高，目前政府

及 NGO都在努力的推動古蹟保護意識。在每年 7 月 7 日申遺成功這天，

學生是放假的，用意是讓孩子在家長帶領下，進行古蹟之旅。 

檳城博物館是檳州唯一的公立博物館，建於 1821 年，前身是一座

學校，是一所超過百年的老建築物。原建築物於戰爭時一半被炸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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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建物具特色及十分具有歷史價值，爰將未嚴重損毀的一半建物整修

再利用。該館共有兩層樓，一樓蒐集了檳城各族的文物並有相關看板

進行文字介紹，使用的文字為英文，二樓展示檳城歷史演變，從萊特

殖民時代，到日治軍管時期，到目前的城市，館方不但編寫了該時代

的歷史說明，還展示部份文物和相片，以加強參觀者對歷史的認識。

館外停放了殖民時期的升旗山纜車和當年州元首的官車，總督的官車

有幾處凹下的痕跡，傳說是當年遇到槍襲所留下的。 

整體來說，檳城博物館面積不大，展示的文物亦不多，以舊照片、

地圖、圖表、傢具、傳統服裝為主，亦有部分繪畫的展示，但進館可

以發現環境略為吵雜，這可能與許多學生參觀，且未宣導禁止喧嘩有

關；另外，相關展示品的保存似未到位，以檳州唯一的公立博物館的

定位來說，尚有改善空間。 

 

 

 圖：館長及黃議員介紹館舍 圖：館前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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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 拜會龍山拜會龍山拜會龍山拜會龍山堂堂堂堂邱公司邱公司邱公司邱公司 

1. 參訪時間：7 月 3 日上午 11 點 

2. 參訪地點：邱公司 

3. 重點摘要： 

邱公司是目前檳城島上最大的華人宗祠，也被稱為龍山堂，位於

喬治市西南邊，是中國傳統建築，四周均有房屋圍繞，從馬路上其實

不太容易發覺，平時參觀的入口在小街上，必須進入巷弄後，才得以

窺見它的面貌。這也展示了過去移民的原鄉封閉性，由嚴密的同姓聚

落組織，形成防衛性強的隱密空間。 

早期邱公司街屋群之居民只限於來自中國福建彰州海澄縣三都境

新江社同鄉的邱姓族人。於戰後，部份邱氏族人才逐漸將原有的租賃

權開放給入贅邱家的外姓姻親或外族人士。 

其主要建物包含祠堂、祠堂對面的戲台（演戲酬神之用）、宗議所、

廣場及圍繞廣場的街屋群。邱公司的祠堂建築工程始於1853 年，於1898

年正式竣工，於 1906 修建，修建時為保存原來特色，特別從中國請來

工匠及購買許多材料，耗時八年完成修復。該建築十分富麗堂皇，在

建物的木構上，多有精緻的木雕及鍍金，還有色彩豐富的磚瓦、立體

圖：與黃議員及館長座談 圖：館舍一隅，開放學生進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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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平面石雕。 

目前邱公司的經營已經外包，有朝地方文化館發展的傾向。 

 

 

 

 

 

 

 

 

 

圖：圍繞廣場的街屋群（整修中） 圖：宗議所 

圖：龍山堂 圖：壁面繪畫 

圖：展示過去工人生活情境 圖：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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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 拜會檳城古蹟信託會拜會檳城古蹟信託會拜會檳城古蹟信託會拜會檳城古蹟信託會及進行及進行及進行及進行「「「「與眾不同的台灣經驗與眾不同的台灣經驗與眾不同的台灣經驗與眾不同的台灣經驗」」」」- 臺灣社區臺灣社區臺灣社區臺灣社區總體總體總體總體

營造營造營造營造經驗經驗經驗經驗交流會交流會交流會交流會 

1. 參訪時間：7 月 3 日下午 2 點 30 分 

2. 參訪地點：檳城古蹟信託會辦公室 

3. 參加對象：檳城古蹟信託會部分成員、當地社造工作者、記者 

4. 重點摘要： 

本次交流會安排由檳城古蹟信託會（THE PENANG HERITAGE TRUST）

進行簡報，接下來由本會張惠珠科長簡報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經驗，於

二方簡報結束之後，再與參與者進行經驗交流。 

檳城古蹟信託會（以下簡稱 PHT）於 1986 年成立，目前約有 600

名會員，成員含括國內外人士。該會努力於古蹟的保存，強調「沒有

房子是無法維修的」，試著讓人們看到文化、生活資產、及建築古蹟的

價值，並透過出版品及教育、藝術、文化活動與居民互動，讓居民了

解為什麼要修復舊建築及進行文化保存。在執行上，PHT致力於中小學

學生的文化知識培養，教育這些文化資產未來的主人，期讓未來保存

工作進行得更順利，至少長大不會去拆除舊建物。 

另外，PHT 亦進行在地傳統技藝傳承保存工作，設立活文化遺產獎

項，選出各層面優秀匠師（其中匠師所做的手工藝，一定要和檳城有

關），讓獲獎匠師覺得被認同，獲獎人每年可得到 2000元馬幣的獎金。

同時，推動 PHT-PAPA 檳城傳統手工藝授徒計畫（詳見前述 7 月 1 日下

午的紀錄），對傳承保存活的文化資產十分著力。 

PHT 經費之來源主要由募款或者舉辦大型活動來籌措，政府經費通

常是委辦性質，並未提供長期的資助，多是於當地政府需要華人文化

資產專業層面的建議或協助時，進行委託。此外，PHT 會協助設計一些

文化導覽活動課程予國外團體，以得到部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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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T 十分關心各項文化保存議題，也曾發動居民抗議損害古蹟的動

作，這個非政府組織（NGO）認為旅客及政府都易對古蹟造成破壞，如

何在古蹟保存及觀光、經濟中取得平衡，是一大考驗。 

在 PHT 執行的計畫中，可以看出該會透過各式活動辦理、會議、

出版刊物等方式，與當地居民長期相處，融入在地生活領域之中，進

而傳播理念，並與居民協力整修舊建物。在這過程中，對社區共同意

識的產生有積極作用，同時也強化了社區文化資產的保護，透過區域

保存、集體參與，讓未流失的文化得以延續。 

在本次經驗交流中，與會者除了對臺灣社區營造及地方文化館的

發展十分感興趣外，亦提出希望本會可以協助進行相關人才培訓。針

對本項要求，我們建議與會者可以考慮組團到臺灣學習相關經驗或提

出具體學習需求，我們可以針對需求，協助建議課程、師資及參訪學

習地點。 

有關檳城古蹟信託會簡報及本會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經驗簡報請參

考附件。 

 

 

 

 

圖：PHT 辦公室（開放參觀） 圖：修復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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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參參參參觀觀觀觀康華麗堡康華麗堡康華麗堡康華麗堡 

1. 參觀時間：7 月 4 日上午 9 點 30 分 

2. 重點摘要：  

康華麗堡(Fort Corn wallis) 位於萊特街，是喬治市內另一著名歷史

古蹟。在當地老檳城人的口中稱之為炮台，因為其四面圍牆上架著大

炮而得名。依官方介紹，這裡可以說是檳城英國殖民歷史的起點，東

印度公司的萊特上校在與吉打蘇丹簽訂割讓檳榔嶼條約後，於 1786 年

8 月 11 日帶領兵士於這裡登陸，並宣佈檳榔嶼為威爾斯太子島。 

這個建物是當年東印度公司為了防禦荷蘭、法國、和海盜等威脅，

而在檳島最東北角建立起的四角星形堡壘。開始時是木柵堡壘，並以

當年的印度總督 Lord Cornvalis 取名為康華麗堡。1793 年，靠印度囚犯

的輸入，萊特重新建造一座和原來一模一樣的磚造港口要塞堡壘。 

早年的康華麗堡同時是東印度公司的軍事和行政中心，內部擁有

軍火庫、營房、辦公室及小教堂等。現只遺存庫房及小教堂。 

康華麗堡是第一批法定國家古蹟（1997 年），在參觀時，可看到許

多介紹歷史（含修復過程）的看板及一些容易取得且不易破壞的文物

（如磚瓦等），但有點奇怪的時，其中也擺放了香料的介紹及一些香料

圖：簡報及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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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物，與港口要塞堡壘的意象似乎不合，而且在堡內操練場有一個

很不協調的現代露天劇場。 

康華麗堡 90 年代曾民營化，於 2010 年 5 月改由檳州旅遊局接管，

增加了表演活動，當局為了讓這個園區更為活絡，開放國際標，公開

徵求營運計畫。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參觀姓氏橋參觀姓氏橋參觀姓氏橋參觀姓氏橋 

1. 參觀時間：7 月 4 日上午 11 點 30 分 

2. 重點摘要： 

檳城姓氏橋，座落在在檳城港口最前緣海墘路旁，是華人南下移

民到檳城最早的落腳處，是海上高腳屋。起初，各碼頭散居著不同籍

圖：入口 圖：展示版 

圖：修復的舊圍牆（修舊如舊） 圖：景點口滿滿的人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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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和姓氏的華人，久而久之，不同姓氏的同宗族人將特定的碼頭據為

己有，演變成各姓氏坐擁一橋的局面。從社會組織角度來看，這種居

住方式延續了中國同姓村的居住模式，顯示了一種強烈的凝聚力。 

姓氏橋自 1950 年代以來，即不斷面臨被拆除的危機，甚至於 1958

年，政府制定了禁止維修和建設姓氏橋的政策。在居民及 NGO 組織的

努力下，並未全數拆除，直至 2008 年檳城喬治市古蹟區被列入世界遺

產，位於海墘路旁的姓氏橋也成為受保護的遺產。 

姓氏橋具有深厚的歷史價值和意義，同時，也是馬來西亞華人歷

史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它就像一座活的文化基石，說著華人在檳城築

建家園和謀生的故事。在參觀時，十分特別的是，在很不佳的居住環

境下（潮濕、狹窄、吵雜、衛生環境不佳、很多觀光客及照相機），但

是居住於此的居民，神情卻十分安寧及悠閒。目前橋上有一些民宿及

一些提供給觀光客的體驗行程。參觀時，我們也給了他們一些建議，

以姓氏橋的特性及居民的高度熟識，也許可以從各種公共議題的討論

開始，強化社區組織，進而讓生活環境更好。 

 

 

 

圖：姓周橋住宅的分佈圖 圖：姓周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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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參觀參觀參觀參觀 Pinang Peranakan Mansion 

1. 參觀時間：7 月 4 日下午 3 點 00 分 

2. 重點摘要： 

Pinang Peranakan Mansion 是私人館舍，主要展示 BabaNyonya峇峇

娘惹相關起居飲食的生活文化。該建物是百年老屋，保存修復得十分

良好，原為官員所有，之後賣給富商，因該富商十分喜愛收藏文物，

就把自己的收藏用來裝潢這個大宅。 

圖：海上高腳屋 圖：姓周橋 

圖：姓周橋上小型文物館之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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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aNyonya（峇峇娘惹）中的 Baba（峇峇）是華人移民南洋與當

地婦女通婚的後代為男的稱呼，女的則稱為 Nyonya（娘惹）。該館展示

品十分多元，有娘惹文物、中式文物、西式文物，樣式及品項亦多，

從擺設、家具、生活用品、照片、到建築型式中，可以看出當中包含

了多種文化的融合，亦展現了當時有錢官員及富商生活之豪華。館內

提供導覽服務，可以從導覽員的解說中獲取更多的資訊。 

很特別的是，因為私人館舍，若你對展品有興趣的話，部分展品

也可以購買。 

 

 

 

 

 

圖：入口，很特別的綠色 圖：豪華的中式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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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參觀參觀參觀參觀福德正神廟福德正神廟福德正神廟福德正神廟 

1. 參觀時間：7 月 4 日下午 5 點 30 分 

2. 重點摘要： 

位於本頭公巷中百年歷史的福德正神廟，在檳城華人歷史上有舉

足輕重地位，是檳城歷史悠久的大伯公廟。建於 1850 年，是特別的雙

層廟宇結構，於 1844 年成立的秘密會社建德堂的總部後來遷於此地，

設有 4 個兄弟組織－同慶社、寶福社、清和社和福建公司，此地也是

1867 年檳城大暴動的重要歷史現場。該廟原因歷史長遠而破舊，後來

募款修復，修復的神廟成為地方文化館，扮演教誨後代飲水思源的角

色、使後代更珍惜歷史遺產及不忘它所帶出的文化歷史。 

在檳州我們看到許多修復的祠堂、廟宇，帶領我們參觀的建築師

表示修復廟宇比重建難度高，需要可靠的資料和專家，才能令它恢復

原貌。許多修復材料都是採購自大陸、許多匠師也是自福建延聘而來，

但也不是每個修復都可回復原貌，有部分建物修復時因未特別留意，

雖聘請了原鄉匠師來，但修復的狀況與原建物的意境有差異。這是在

圖：皆為房子的女主人，左邊是於清未時，吸食鴉片產生的形容。 

圖：中式及西式餐廳同時存在，顯示出當時的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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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修復時要十分注意的。 

 

 

 

 

 

 

參參參參、、、、    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本次參訪可以說是一次非常刻苦的行程，我們透過國內社造達人

輾轉介紹黃木錦建築師協助安排行程，黃建築師曾經來臺灣留學，因

此有一口流利的華語，他是當地重要的 NGO 團體檳城古蹟信託會的重

要成員，亦對推動社區營造有興趣，同時亦從事古蹟修復工作。 

為了表達禮貌與謝意，所以我們由每日的生活費中挪出一部份購

圖：入口 圖：修復之福德祠 

圖：修復前後比較之看板 圖：修復之門上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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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禮物，要拜訪的對象估計至少有 12 人，禮物選擇了臺灣特產佳德鳳

梨酥、社區特產紅茶及一些英文介紹資料，希望藉由參訪也宣揚臺灣

文化及社區特色產業。為了避免影響公務，我們選擇了星期五出發星

期二回來的航班，以減少不在辦公室的時間。 

此次參訪為了多了解當地文化，相關的行程均是從上午 9 點開始

安排，回到飯店常常是 10 點半以後了，雖然橫跨了星期六、日，也沒

有安排休閒的行程，都是在各個 NGO、政府組織中拜訪或去了解古蹟

修復狀況；同時為了多與當地文化人士對談，我們常常邀請參訪對象

共進午晚餐，選擇的地點多是路邊的華人現炒店，由我們的日支費支

付所有的交際費。 

此次參訪我們看到在檳城這個華人移民異鄉變故鄉的地方，華人

努力的想捉住血緣、文化的脈搏，一個小小的例行的活動或節慶，在

華人 NGO 團體的努力下，想盡辦法的去傳承、發展特色、擴大規模；

而政府掌管文化旅遊的有力人士，也順勢配合，除了減少社會運動的

反抗力道外，亦期讓這些充滿文化風味的活動或儀式可轉化為促進經

濟的一環，當然也對文化保存有助益，達成雙贏的局面。此次參訪相

關心得與建議如下： 

(1) 民間活力帶動多元文化的發展 

馬來西亞是個由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等多元種族組成的國家，

其中馬來人居大半，華人也不在少數，檳城即是華人居多的地區，其

祖先很多是從中國東南沿岸一帶，來此工作經商進而定居的華人。一、

二百年以來，華人的生活傳統混合了英國殖民文化，造就了檳城獨特

的生活方式及建築型式，留下多元而豐富的文化印記。此次參訪過程

中，我們看到了檳城華人在缺少政府強大的支持下，仍發揮民間自主

力量，與其他族群共同攜手合作，推動在地各項文化保存工作，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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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終於讓檳城順利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也為當地文化保存找

到一個新的機會。所以，不論是文化保存或藝術創新，民間的熱情活

力才是帶動長程文化發展的最大動力。在台灣，政府長期社區營造政

策的帶領下，民間活力蓬勃發展，不論環保生態、社福醫療、文化保

存、藝術創作或環境景觀，都有各種不同非營利組織及團體長期投入

在這些領域中發光發熱，企業界也體認到參與文化藝術保存及社會和

諧發展的重要性，進而扮演一定的支持角色，全民不分族群，不分職

業，不分團體共同創造台灣豐富的文化生活內涵，累積出台灣自己特

有的文化軟實力，這股文化軟實力更是台灣未來文化創意產業最重要

的底蘊。 

(2) 加強台灣社區營造經驗輸出與國際交流 

自 1994 年台灣推展社區營造政策以來，已長達 16 年，政府不僅

積極進行社區營造理念之宣導及各項文化改造工作，更在此歷程中，

發展出台灣自己特有的社區營造模式。 

日本是長期推動社區營造非常有名的國家，其社區營造重要的推

手是鄉鎮層級的公務行政體系與具建築、景觀或文化資產保存有關的

專業能力團體，帶領一般民眾進行各項議題的討論及改造。 

台灣的社區營造工作中，除了中央政府有計畫有規模的全方面推

展外，有專業的文史團體、環保團體、建築景觀、都市計畫團體長期

參與外，最重要的是社區一般庶民，因為我們重視的社區居民參與公

共事務的態度及能力，所以台灣社區營造政策中非常重視人才培育，

培養社區居民具有社區營造的理念，及進行社區討論，發掘自己、凝

聚共識的能力。希望藉由各種專業團體的協助，一般社區居民有能力

提出自己的想法、社區的共識及發展願景，進而動手做，實際參與改

變社區生活環境的事務。在此目標下，文建會發展出人才培育的輔導



35 

 

機制，強調做中學，社區互相陪伴，共同學習成長，中央政府、地方

政府及社區組織成為社區營造政策中重要的三大支柱。文建會輔導成

立的各縣市社區營造中心更是在地重要的人才培育及資源轉介平台，

台灣社區通網站更是全國最大的社區經驗交流及社造資訊平台，這些

都是台灣社區營造歷程中重要的成就，也是與其他國家最大的不同。 

16 年來在政府與民間合作努力之下，台灣社區營造成果豐碩，921

大地震重創的南投縣桃米社區，不僅從斷垣殘壁中站了起來，更發展

成美麗生態村，進一步成為台灣社區營造經驗交流的重要社區平台，

協助其他社區從事社區營造工作。宜蘭縣白米社區也從一個被水泥工

業污染的社區，找到自己的傳統工藝－木屐，轉變成一個以白米木屐

著名的特色社區，也帶動了當地觀光產業。位於東部的花蓮牛犁社區，

16 年的努力，只想打造社區成為理運大同篇中的老有所終，幼有所養

的生活樂園，一個東部移民村逐漸創造自己的在地價值。 

台灣社區的活力及長期社區營造的經驗非常值得外國人士細細品

味，從社區了解到台灣人的韌性及創造力，要深刻認識台灣，就走進

社區。台灣的軟實力就奠基在社區，將台灣社區營造經驗透過網站、

參訪交流或學術研討等各種管道介紹至全世界，不僅能分享台灣經驗，

更能突顯台灣的文化價值。 

(3) 扮演華人世界社區營造的火車頭 

台灣社區營造核心價值在於改造人心，創造和諧社會，16 年來我

們進行以人為主題的文化地貌、環境景觀和生活品質全面改造的工程，

希望恢復傳統台灣農村社會密切人際網絡，結合現代民主機制，由下

而上，地方人透過討論、座談甚至大樹下開講等各種溝通方式，說出

自己想法及願景，不同意見及想法在此過程中相互碰撞激盪，共同決

定自己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與未來願景，社區公共事務不再只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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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門的事，社區居民體認到自己有責任與義務參與社區大小事。近

年來在文建會積極紥根及內政部、經濟部、環保署、農委會等各部會

的努力下，地方環境景觀的改變、地方文化保存、社區安全的維護或

產業轉型等等都在社區中逐漸開花結果。 

社區公民意識及共同參與是現代化社會進步的重要元素，台灣有

華人世界最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民主政治下開展的社區營造政策及

輔導機制，十分不同於華人社會長期以來重視權威與精英的思維，台

灣在自由民主的支柱下，打造出自己獨特的文化發展歷程。台灣的社

區營造經驗展現出華人社會未來發展的更多新趨勢，就此次馬來西亞

參訪來說，當地人對於本會地方文化館計畫感到十分有興趣，希望本

會未來能提供其建構地方文化館經營管理相關經驗，本會地方文化館

計畫重視在地文化及民間自主活力的價值正可供華人社會互相學習與

分享。在長期社區營造的深層累積及豐富成果下，台灣多元文化價值

觀、充滿活力的生活內涵正是對華人社會最大的貢獻，而社區營造工

作的創新及突破想必能華人社會帶來更大的價值。 

 

肆肆肆肆、、、、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檳城古蹟信託會簡報。 

2. 與眾不同的台灣經驗」- 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經驗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