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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透過參與每三年舉行一次的「國際文化紀念物暨歷史場所委員會」(ICOMOS)

會員大會，除增加我世界遺產國際交流經驗、加強國際聯結，並順道考察法國、

盧森堡世界遺產保存與維護情形，以作為推動我世界遺產潛力點重點推動策略之

參考。 

 

參加 100 年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 日在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總部舉行

的 ICOMOS 第 17 屆會員大會，蒐集相關資料、結識各國與會人士，並分發我《臺

灣世界遺產潛力點簡介》(Introduction to Taiwan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中英

文小冊。 

 

本次出國行程包括考察法國與鄰近盧森堡世界遺產保存與維護，受限於路

途、時間因素，擇要考察重點世界遺產及文化遺址，譬如巴黎聖母院（Cathédrale 

Notre Dame de Paris）、楓丹白露宮（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盧森堡舊城區及

城防工事(The City of Luxembourg: Its Old Quarters and Fortifications)，以及重要文化

地點與設施，如龐畢度中心(Centre Georges Pompidou)、奧塞美術館(Musee 

d'Orsay) 、諾曼地戰場、香堤邑城堡(the Domaine de Chantilly)等。 

 

 

關鍵詞：「國際文化紀念物暨歷史場所委員會」(ICOMOS)、ICOMOS 會員大會、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臺灣世界遺產潛力點、香堤邑城堡、

巴黎聖母院、楓丹白露宮、盧森堡舊城區及城防工事、龐畢度中心、奧塞美術館、

諾曼地戰場。 

 

 

 

 

 

 

 



 3

目次 

 

壹、 前言………………………………………………………4 

 

貳、 活動目的…………………………………………………5 

 

參、 第 17 屆 ICOMOS 會員大會議程……………………….6. 

 

肆、 考察過程……………………………………………….13 

 

伍、 心得與建議……………………………………………24 

 

 
 

 

 

 

 

 

 

 

 

 

 

 

 



 4

壹、 前言 

 

    「世界遺產」登錄工作有許多前瞻性的保存觀念，為使國人保存觀念

與國際同步；2002 年初，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陸續徵詢國內專家及函請

縣市政府與地方文史工作室提報、推薦具「世界遺產」潛力點名單；其後

於 2003 年召開評選會選出 12 處臺灣世界遺產潛力點（玉山國家公園、太

魯閣國家公園、棲蘭山檜木林、卑南遺址與都蘭山、阿里山森林鐵路、金

門島與烈嶼、大屯火山群、蘭嶼聚落與自然景觀、紅毛城及其周遭歷史建

築群、金瓜石聚落、澎湖玄武岩自然保留區、台鐵舊山線）。 

 

2009 年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成立、召開「世界遺產推動委員會」，

將原「金門島與烈嶼」合併馬祖調整為「金馬戰地文化」，另建議增列 5

處潛力點（樂生療養院、桃園台地埤塘、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屏東排

灣族石板屋聚落、澎湖石滬群）。2010 年召開的「世界遺產推動委員會」

將「金馬戰地文化」修改為「金門戰地文化」及「馬祖戰地文化」，因此，

目前臺灣世界遺產潛力點共計 18 處。 

 

世界遺產觀念 

起源於因尼羅河亞斯文水壩建設計畫，1959年埃及的阿布辛貝神殿及伊西斯

神殿等努比亞遺蹟區面臨永沈水底的危機。為了救援這兩個神殿，當時聯合國教

科文組織呼籲世界各國共同保護遺蹟，遂在許多國家的協助下完成了移築工程。 

 

所謂「世界遺產」就是登錄於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名單，具有普

世性顯著價值之遺蹟、建築物群、紀念物，以及自然環境等。登錄世界遺產是為

了將我們人類共同遺產傳與後世，保存人類在歷史上所留下的偉大文明遺蹟或具

高度文化價值之建築，並保護不該從地球上消失之珍貴自然環境。 

1972年11月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所決議之＜世界文化遺產暨自然遺產保護公

約＞（世界遺產公約），將世界遺產地登錄於世界遺產名單，保護具普世性顯著

價值之自然遺產及文化遺產免於損害威脅，並向世界各國呼籲其重要性，進而推

動國際合作協力保護世界遺產，是此公約的基本概念。 

 

依據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至2011年6月第35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決議，世界遺產

登錄締約國達187國；世界遺產數量共計936項，其中包括文化遺產725項、自然

遺產183項、複合遺產28項，分布在153國。(http://whc.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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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近期趨勢 

近年來世界遺產的審查變得非常嚴格，因此單一景點的申請越來越困難，新

的想法是以跨國、跨區、共同主題群體式申登世遺，另外，工業遺產(Industry 

Heritage)的登錄，也方興未艾。以臺灣目前的國際關係，群體申登是臺灣爭取申

請世遺最好的方式。 

 

因臺灣不是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締約國，無法直接申請登錄世界遺產。但例

如「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為日本與臺灣共同的文化資產，2009年獲遴選為臺

灣18處世界遺產潛力點之一，並於2009年11月獲「日本海外土木遺產認證」，台

灣或可藉由日本提案申請登錄為臺灣、日本共同世界遺產，或是雖未必一定成

功，但是值得一試的方式。 

 

此外，臺灣的樂生療養院作為漢生病院的歷史見證，未來也考慮與馬來西

亞、菲律賓等國合作共同申請登錄世界遺產。 

 

貳、 活動目的 

 

「國際文化紀念物暨歷史場所委員會」原名為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以下簡稱ICOMOS）創立於西元1965年， 是一個國際性的

非政府專業組織，會員組成背景與人數為全世界最大的文化遺產專業組織，該組

織不僅提供文化遺產相關事務的專業諮詢與人才提供，同時也直接影響國際文化

遺產事務相關規範，更是「世界遺產委員會」(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在文化遺

產方面的重要諮詢單位，負責審核各締約國提報的文化遺產個案，是否在顯著的

普世性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與其他方面具備列名「世界遺產名錄」

(World Heritage List)之資格。ICOMOS會員代表大會(General Assembly)每三年舉辦

一次，除加入ICOMOS的個人會員、國家會員、團體會員等均可參加外，非會員

亦可報名參加。大會活動並搭配特定議題的科學研討會於會議期間一同舉行，可

藉此加強會員專業意見的交流與凝聚共識。 

 

    「世界遺產」登錄工作有許多前瞻性的觀念，為使國人之保存觀念與國際同

步，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依據「世界文化遺產暨自然遺產保護公約」，分別在

2003 年及 2009 年選出 18 處臺灣世界遺產潛力點。透過參與每三年舉行一次的

ICOMOS 會員大會，除可增加我世界遺產國際交流經驗、加強國際聯結，並順道

考察法國世界遺產保存與維護情形，尤其是戰地文化方面，以作為推動臺灣世界

遺產潛力點重點推動策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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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來源 

    

依據〈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理要點〉第七

條規定，報請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核定後，由 100 年度公務預算派員出國計畫

經費項下支應(如附件一)。 

 

參、 第 17 屆 ICOMOS 會員大會議程 

 

第17屆會員大會於100年11月27日至12月2日舉行，大會召開前舉辦ICOMOS 

組織下各項專業委員會會議；會議期間並舉行國際科學研討會，本次研討會主題

為“Heritage, Driver of Development＂─「文化遺產，發展的動力」(暫譯)，完整

議程表，如附件二。                   

 

27日晚間，各國嘉賓前往法國「國立高等美術學院」出席歡迎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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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晚會由ICOMOS總會會長Gustavo Araoz(中)、法國ICOMOS會長Pierre-Antonie 

Gatier(左)，以及國立高等美術學院院長Henry-Claude Cousseau(右)共同主持。 

 

11月27日(星期日) 

晚間6點至9點，大會在法國「國立高等美術學院」(the 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 

des Beaux Arts)舉行歡迎招待會(welcome reception)，迎接各國嘉賓。由國際文化紀

念物與歷史場所委員會總會會長Gustavo Araoz、法國ICOMOS國家委員會會長

Pierre-Antonie Gatier，以及國立高等美術學院院長Henry-Claude Cousseau共同主

持，全體與會代表應邀出席，並領取資料袋、通行證。 

 

國立高等美術學院為全世界近代建築與藝術教育的啟蒙地，矗立在巴黎市左

岸的聖日爾曼德佩區，整個學院有如堆疊交錯的建築史拼圖，一磚一石都像引人

去解開其謎團的拼塊。費里克斯．杜班(Felix Duban)將法國文藝復興的建築殘片，

植入盈滿古典及現代義大利風的美術學院，建構出一個浪漫主義的理想之城；藉

由混搭不同時代的建築，引人走入歷史夢幻的詩意美學。 

 

11月28日(星期一) 

上午ICOMOS第17屆大會與科學研討會在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巴黎

總部正式開幕，共有109個國家代表、1,219人出席，創下ICOMOS自1965年成立以

來參與國家、出席人數最多者。 

 

各國出席代表包括該國ICOMOS國家委員會會長或副會長、主要成員，以及各國

際組織與委員會重要幹部。與會貴賓冠蓋雲集，包括UNESCO主管文化的助理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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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Francesco Banddarin(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for Culture)、法國文化與通信部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主管文化遺產的主任Philippe Belaval等。 

大會上午從 9 點持續到中午 12 點 30 分，包括三年來的組織與會務各種問題。

其間，ICOMOS 總會會長 Gustavo Araoz 與國際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ICCROM）

主任 Mounir Bouchenaki 簽署合作協議書。 

 

上午的大會通過兩份重要文化遺產保存維護文件(如附件三)，第一份是

《ICOMOS-TICCIH 工業遺產地、結構物、地區與景觀維護聯合原則（Joint 

ICOMOS-TICCIH Principl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 Structures, 

Areas and Landscapes）》，第二份是《瓦勒塔歷史城鎮與都市地區監護與經營管理

原則（The Valetta Principles for the Safeguarding and Management of Historic Cities, 

Towns and Urban Areas）》，這兩份文件闡述世界文化遺產保存維護發展的原則，

未來勢必發揮很大的影響。 

 

下午則由科學研討會(Scientific Symposium)大會主席 Benjamin Mounton 主持，

由研討會四個主題分場的四位主席分別闡述每一個主題的意涵。四位主席分別

是： 

(1)「遺產與區域發展」(Heritag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分場的 Rohit Jigysau（國

際危機準備委員會主席，印度籍）； 

(2)「發展與回歸建築藝術」(Development and the Return to the Art of Building)分場

的 Steve Kelly（國際建築遺產結構分析與修復委員會主席，美國籍）： 

(3)「觀光與發展」(Tourism and Development)分場的 Sue Millar（國際文化觀光委

員會主席，英國籍）； 

「發展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分場的 Gideon Koren（國際文化

遺產法律、行政與財務問題委員會主席，以色列籍）。 

 

下午另舉辦了一場圓桌討論會，由文化遺產記者 Michel Schulman 擔任主席，

邀請數位專家與國際組織重要成員，就本次大會的主題展開對話。整天的議程充

實緊湊。下午 6 點半左右再由科學研討會大會主席 Benjamin Mounton 總結，隨即

在 UNESCO 總部舉行區域代表分區聯誼活動，氣氛熱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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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ICOMOS 會長 Gatier 宣布大會開始。 

 

 
ICOMOS 會員大會在巴黎 UNESCO 總部舉行。 

 

11 月 29 日（星期二）& 11 月 30 日（星期三） 

11 月 29 日為期 2 天的科學研討會正式開始，分為四個主題、四個分場發表

論文。今年以「文化遺產作為發展動力」為主題的科學研討會一共收到 500 多篇

各國專家學者投稿的論文，經過兩階段匿名審查，接受了 120 篇左右的論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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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有 5 篇論文通過審查，全部是國立成功大學師生的研究成果。包括傅朝卿教授

的〈從軍事前線到冷戰遺產地－馬祖列島作為永續觀光島嶼的可行性研究〉（From 

a Military Front to a Cold War Heritage Site - a study of the prospect of Matsu 

Archipelago as sustainable tourism islands）；研究生王淳熙, “The Sub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Jianan Irrigation System in Taiwan,＇＇ 楊佩

瑤, “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Sustantiable Settlement Conservation: The Case of the 

Reuse of the Vernacular Residences in Kinmen,＇＇及鄭敏聰, “Beyond Heriatage, 

Towards the Possibllity of Creative Economy: The Case of the Reuse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aiwan.＇＇。 

 

本次會議在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舉行，顯得格外慎重。每一場次除了主

席，還有一位副主席，二位記錄員（rapporteurs）及一位攻讀文化遺產的研究生

協助。 

 

11 月 30 日所有論文發表都發表完後，晚間大會安排與會者前往「建築與遺

產城」（Cité de l＇Architecture et du Patrimoine）博物館參觀，該館前身為「法國

文化紀念物博物館」（Museum of French Monuments），位於夏佑宮（Palais de 

Chaillot）。館內典藏從中世紀到當代法國重要建築的模型，以及一比一足尺寸的

中世紀建築雕刻的複製品，走一趟此博物館，有如上一次中世紀以來的西洋建築

史。 

 

12 月 1 日(星期四) 

大會最後議程，除了討論各項議案外，也正式通過了〈巴黎宣言〉（Paris 

Declaration），成為最新的國際文化遺產文件。另外也宣布美國籍的 Gustavo Araoz

連任 ICOMOS 會長。下午會議的重頭戲乃是頒發世界文化遺產界最高榮譽的

Gazzola 獎，得獎人是長期致力於文化遺產保存與 ICOMOS 事務推動的日本資深

教授 Nabuo Ito。最後宣布第 18 屆 2014 年的 ICOMOS 將在義大利佛羅倫斯召開。 

 

12 月 2 日(星期五) 

本日大會安排參觀巴黎北方郊區、有小羅浮宮之稱的巴黎香堤邑古堡(the 

Domaine de Chantilly)。 

 

巴黎近郊的香堤邑城堡，距離巴黎市中心只有 30 公里遠，每年 6 月 12 日，

這裡的賽馬場舉行了一年一度的 Prix de Diane Longines 馬術大賽，平均湧入 3 萬

多的民眾，觀賞年輕種馬大賽。 

 

香堤邑城堡佇立在一環水懸崖之上，是由 16 世紀和 19 世紀的奧熱蒙

(Orgemont)、蒙莫朗西(Montmorency)、波旁‧恭德(Bourbon-Condé)和奧爾良(Orléans)

等家族建造的一系列珍貴建築古蹟所組成。小城堡是由尚‧比朗(Jean Bullant)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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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 1560 年時，爲當時的陸軍統帥安‧德‧蒙莫朗西(Anne de Montmorency)所建

造，其二樓的大公寓的裝飾均在 17、18 世紀完成，恭德王子們就曾經住在這裏, 

而其底樓的小公寓則是由 19 世紀為歐馬公爵所裝飾的。 

 

    大城堡曾在大革命期間被摧毀，到了 1875 年至 1885 年間，奧諾‧雷多梅(Honor 

Daumet)爲了保存歐馬公爵(duc d＇Aumale)(1822 年至 1897 年) 也就是國王路易‧

菲利普(Louis-Philippe)的兒子亨利奧爾良(Henri d＇Orléans)的畫廊，在十四世紀的

奧熱蒙堡壘的基礎上重建大城堡。歐馬公爵在 1886 年將此座城堡捐贈給法蘭西

學院。歐馬公爵的捐贈要求是不可以變更恭德博物館(Musee Condé)的陳設佈局, 

這也是為何直至今日畫室依舊維持著原來 19 世紀原樣的理由，畫作混合了各個

時代和流派，分成多層，每幅畫都緊緊相依地懸掛在牆上。繪畫作品使香堤邑成

了如羅浮宮一般，是最早的(1850 年之前) 古畫博物館之一。 

 

    在優美環湖古堡背景襯托下，賽馬季期間，Chantilly 賽馬場的草坪上也充滿

了許多穿著優雅時尚的觀眾。徹底呈現了法式美好生活的精神，許多法國人帶著

全家，在綠草如茵的草坪上，一邊喝著香檳、野餐，一邊看賽馬。 

 

    歐洲是馬術比賽重要的起源地，馬術比賽也是當地最重要的社交場合之一，

不管男女，必須以正式的服裝和帽飾現身。你不但可以在會場看見最新時尚潮流

的指標，也可以目睹各式有趣的帽子，比如有人戴了氣球或是鋼絲帽，或是頂著

一頭誇張的花草進場。 

 

    法國馬術比賽其實在歐洲馬術界享有重要地位，除了 Prix de Diane 外，比如

Auteuil Hippodrome、Le Grand Prix de 等等。 

 

    Prix de Diane 是歐洲三大馬術賽馬場中最優雅者，不只有香堤邑城堡的優美

環境陪襯，城堡結合羅浮宮和凡爾賽宮的特點，由凡爾賽宮的主要設計者設計建

造，讓整場賽馬更添清閒優雅的風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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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堤邑城堡外觀(上)、內部跑馬場(下) 

 

座落於峭壁與湖泊間、美如仙境的香堤邑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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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過程 

本次出國行程包括出席ICOMOS 第17屆大會及考察法國世界遺產保存與維

護，受限於路途、時間因素，擇要參與重要會議，考察重點世界遺產及文化遺址。

本次出國考察行程表列如下： 

 

赴法考察時間 

   100 年 11 月 25 日(星期五)至 12 月 4 日(星期日)共計 10 天。 

 

考察行程 

11月25日，近午夜搭乘長榮班機自台北直飛巴黎。次日(26日)上午7點30分許

抵達戴高樂機場，出關後轉搭火車進城。先至旅館寄放行李，隨即前往世界遺產

巴黎聖母院(Cathédrale Notre Dame de Paris)、著名的文創產業龐畢度中心(Centre 

Georges Pompidou)，以及舊火車站改成的奧塞博物館(Musée d'Orsay)參觀。 

 

巴黎聖母院（Cathédrale Notre Dame de Paris） 

    位於巴黎市中心、西堤島上的教堂建築，也是天主教巴黎總教區的主教座

堂。聖母院約建造於 1163 到 1250 年間，屬哥德式建築形式。 

 

    聖母院是巴黎最有代表性的歷史古蹟、觀光名勝與宗教場所，位於市中心、

塞納河中小島。而在聖母院門口外的廣場中，有個原點（Point Zéro）紀念物，是

法國丈量全國各地里程時所使用的起測點，使得聖母院被視為法國文化中心點的

象徵意義，又更加強烈了一點。 

 

聖母院的法文原名＂Notre Dame＂原意「我們的女士」(Our Lady)，指耶穌的

母親「聖母瑪利亞」。該院屬於「巴黎的塞納河畔」(Paris, Banks of the Seine)世

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從艾菲爾鐵塔及協和廣場，到大小皇宮（1990 世界博覽

會展場），塞納河畔見證了巴黎的革命與歷史軌跡。巴黎聖母院及聖禮拜堂為世

界級的建築傑作，而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時期，都市規劃大師奧斯曼的寬闊廣場

和林蔭大道，影響了 19 世紀末 20 世紀全世界的城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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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黎聖母院 

        世界遺產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 

        英文名稱    Notre Dame de Paris  

        法文名稱    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 

               基本資料 

國家        法國 

登錄類型    文化遺產 

評定標準    文化遺產(i) (ii) (iv) 

登錄年分    1991 

連結        http://whc.unesco.org/en/list/600 

 

(i)代表人類發揮創造天分之傑作。 

(ii)展現某時期或某文化區中，與建築、技術、紀念性建築之藝術、城鎮計畫、

景觀設計等發展有關之人類價值之重要交流者。 

(iv)見證人類歷史重要時期之建築物樣式、建築技術或景觀之重要例子。 

 

 

 

巴黎聖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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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黎聖母院 

龐畢度中心 

龐畢度中心(Centre Georges Pompidou)  

像石油工廠的龐畢度中心於 1969 年，由當時法國總統龐畢度確立興建計

劃，1971 年公開國際競圖，共有來自全世界 44 個國家，681 件傑出的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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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參與競圖，隔年(1972)開始動工，經過近 5 年完工，於 1977 年 1 月 31 日開

幕。  

 

龐畢度中心高 42 公尺，長 166 公尺，寬 60 公尺，共有 10 層樓，地上有 5

層，出入口有 2 層，地下室有 3 層。而每層有 7,500 平方公尺(約有兩座足球場面

積)，玻璃窗面積有 11,000 平方公尺，鋼鐵重 75,000 噸，全棟建築物面積有 103,300

平方公尺，地下停車場有 700 個停車位，每年有 800 多萬人參觀。中心由四種顏

色所構成---分成藍色：空調；綠色：水管；黃色：電線管；紅色：電梯等。  

 

中心共分四大單元：國立現代藝術美術館(Musee Nationale d'Art Moderne)、工

業設計中心(Centre de Creation Industrielle)、資訊公共圖書館(La Bibliotheque 

d'Information)、聲響及音樂研究協會(1'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e Coordination 

Acoustique-Musique)。 

 

「國立現代藝術美術館」在 3、4 樓，典藏 20 世紀最完整、最豐盛的藝術作

品，繼承以前現代美術館的豐富典藏；並包括 5 樓大畫廊，專門舉辦大型主題展。 

「工業設計中心」包括樓下資訊中心、1 樓北邊 Breves 及 CCI 畫廊（專展工業設

計及建築）和 5 樓及樓下大門口前的廣場，都和現代藝術美術館共同使用。  

 

「資訊公共圖書館」有 40 萬本的各種語言、各種主題、各方面的書籍，15

萬張幻燈片，14,000 張唱片，錄影帶 CD 及 CDV，2,000 錄影片，250 種軟體，58,000

種微捲及 2,000 種微捲影片，有 110 種的各國語言（600 種學習方法，600 種發音

資料，140 種外國影片，16 種外國電台），3 萬種傳記資料及 250 種主題資料於

1 樓一座文獻資料銀行。 

 

「聲響及音樂研究協會」就在史特拉汶斯基噴水池的地下室裡，專門探討當

代音樂。 

 

奧塞博物館(Musee d'Orsay) 

前身原是 1900 年「巴黎萬國博覽會」所興建的火車站，和大小皇宮是同時

代的產物，有同樣的風格，強調鋼筋力學的結構，採自然光以突顯室內本身的寬

廣空間，英國人稱之為「美術風格」。這座火車站一直到第二次大戰才遷移別處。

1974 年，法國政府決定在此成立一座 19 世紀的美術館，奧塞這棟建築物面對塞

納河對岸的羅浮宮，於 1978 年列名古蹟，經過建築師歐龍第（Gae Aulenti）10

幾年的規劃，奧塞火車站才成為奧塞博物館，1986 年 12 月 21 開幕。  

 

奧塞博物館的作品主要來自於羅浮宮及印象派美術館，和間接繼承以前盧森

堡美術館的典藏。繪畫作品的收藏對象，是從安格爾的新古典主義到後期印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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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年馬諦斯入野獸派前的點描作品）；雕塑則有拿破崙三世（法蘭西第二

帝國）至 20 世紀初的作品。此外還有實用功能的新藝術，這個運動一直到第一

次世界大戰前夕才結束。另外還典藏建築及相片等等。  

 

奧塞博物館 

11月27日赴郊區的楓丹白露宮(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參觀。晚間出席近

代建築與藝術教育啟蒙地、巴黎國立布雜學院舉行的歡迎會，並領取出席證與資

料。 

楓丹白露宮（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 

法國最大的王宮之一，位於在北部楓丹白露鎮，1137年路易六世興建，後經

歷代君王的改建、擴建、裝飾和修繕，使其成為一座富麗堂皇的行宮。12世紀起

用作狩獵的行宮。楓丹白露風景綺麗，森林茂盛，古蹟眾多，是著名的勝地。 

 

16 世紀，弗朗索瓦一世想打造「新羅馬」，把此宮加以改建和擴大，面貌

一新的宮殿被巨大開闊的庭院所環繞。富有義大利建築的韻味，把文藝復興時期

的風格和法國傳統藝術完美和諧地融合在一起。這種風格被稱為「楓丹白露派」。 

歷代法國帝王都曾在此居住過。楓丹白露宮的主體建築包括一座主塔、六座王

宮、五個不等邊形院落、四座花園。宮內的主要景點有舞廳、會議廳、黛安娜壁

畫長廊、瓷器廊、王后沙龍、國王衛隊廳、王后臥室和教宗臥室、國王辦公室、

弗郎索瓦一世長廊等等。宮內有中國館，館內陳列著中國明清時期的古畫、金玉

首飾、牙雕、玉雕、景泰藍等上千件藝術珍品，大多來自圓明園，為法軍統帥獻

給拿破崙三世帝后的戰利品。 

 

楓丹白露宮周圍面積為 1.7 萬公頃的森林，過去是皇家打獵、野餐和娛樂的

場所。森林內有許多圓形空地，呈星形的林間小路向四面八方散開，縱橫交錯。

圓形空地往往建有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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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楓丹白露的宮殿與園林 

世界遺產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 

       英文名稱    Palace and Park of Fontainebleau 

       法文名稱    Palais et parc de Fontainebleau 

             基本資料 

       國家        法國 

       登錄類型    文化遺產 

       登錄標準    文化遺產(ii), (vi) 

       登錄年份      1981 

連結         http://whc.unesco.org/en/list/160 

 

(ii)展現某時期或某文化區中，與建築、技術、紀念性建築之藝術、城鎮計畫、

景觀設計等發展有關之人類價值之重要交流者。 

(vi)與事件或現存傳統、思想、信仰、具普世重要性之藝術或文學作品直接或顯

著相關者 。 

 

楓丹白露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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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丹白露宮 

11 月 28 日，上午參加會員大會開幕儀式；中午本處考察人員前往我駐法國代

表處，拜會代表呂慶龍、巴黎文化中心主任陳志誠、新聞組長劉代光等人。下午，

出席以「文化遺產─發展的動力」為主題的科學研討會開幕儀式。晚間在聯合國

教科文組織總部舉辦分區聯誼會(Regional Group event)，各地代表就近參加各該國

所屬地區的分區聯誼。台灣被分在亞太區，因此和亞洲、紐澳、太平洋島國都在

同組。由於非洲參加者不多，因此也被分在本組。 

11 月 29 日，由於此行主題包括參訪戰地文化，因此，本日前往參訪第二次世

界大戰登陸地諾曼地戰場。清晨即前往巴黎的 Gare St. Lazare 火車站搭車。去程

因需轉車，車程約 2.5 小時，Paris → Caen → Bayeux→ 由於 Bayeux 第二次大

戰登陸地公車班次相當少，乃轉搭計程車前往 Ohama Beach，單趟 33 歐元。返程

直達車，由 Bayeux 直奔巴黎，僅花 2 小時又 6 分鐘。 

 

奧馬哈海灘  

美軍公墓在奧馬哈海灘上面，是二次大戰期間所有攻防戰之中，戰況最為慘

烈者，含陣亡人數就達 2,500 人。電影《搶救雷恩大兵》中開始那一段經典的戰

爭場面就取材自奧馬哈海灘。奧馬哈海灘全長 6.4 公里，海岸多為 30 幾公尺高

的峭壁，地形易守難攻。這裡的登陸作戰任務由美軍第九軍承擔。 

 

諾曼地美軍紀念墓園(Normandy American Cemetery & Memorial)佔地 172.5 英

畝，埋葬 9,387 具陣亡將士遺體。是美國海外 14 座永久的二戰紀念公墓之ㄧ，法

國政府同意美國免費永久使用該地，目前由法國政府派人管理。園區設有美軍陣

亡紀念館(遊客中心)、紀念雕像、登陸攻防圖、陣亡名冊紀念牆、教堂等，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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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佈置、排列雖簡單卻令人肅然起敬。墓園有通往海灘的步道，可步行上下，

到海灘憑弔一番。 

 

除了奧馬哈海灘，美軍另在猶他海灘(UTAH)登陸。英國則在黃金(Gold)、利

劍(Sword)兩海灘作戰；加拿大軍隊則在婚姻女神海灘(Juno)登陸。 

 

 

    
諾曼地登陸前的盟軍合照         諾曼地美軍紀念墓園遊客中心 

 

 

      
美軍紀念墓園遊客中心內部         墓園前紀念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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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馬哈沙灘                    奧馬哈沙灘 

 

美軍紀念墓園 

 

 

11 月 30 日，參訪另一戰地文化：盧森堡舊城區及城防工事(The City of 

Luxembourg: Its Old Quarters and Fortifications)。 

    由於特殊的地理戰略位置，盧森堡從 16 世紀到 1867 年成為中立國前，一直

都是歐洲最重要的防禦要塞之一，是座 1 千多年古城，地處德、法之間，地勢險

要，一度是西歐的重要軍事要塞，曾有過三道護城牆、數十座堅固的城堡、23

公里長的地道和暗堡，被譽為｢北方的直布羅陀｣，儘管如此，曾被毁過 20 多次。 

 

    盧森堡曾是歐洲各列強的屬地，如神聖羅馬帝國、哈布斯堡家族、法國、西

班牙及普魯士。其氣勢雄偉的城防工事是跨越了幾個世紀的歐洲軍事建築的縮

影。1883 年被承認為中立國後，部分城堡得以拆除，以後大量古堡被改建為公

園，只留下一些石牆作為永久紀念。古城防與內部地下室不對外開放，裡面部分

已有多種現代化設備，有一角落，甚至有近一公尺直徑寬的塑膠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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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盧森堡聲明中立原則，但在 20 世紀期間被德國數次入侵。第二次世界

大戰之後，盧森堡不再中立，成為北約和歐盟的創始會員國之一。 

 

    「十字路口國家」的多語言現象都是由於不同民族雜居，而盧森堡卻不然，

傳統上這個國家的主體民族只有一個———盧森堡族，這個民族血緣上和法國相

近，但歷史上卻長期是德語系的「神聖羅馬帝國」一部分，而歐洲宮廷上層又普

遍有用法語交流的傳統習慣，這就造成德法兩種語言都成為書面語言的現象，而

長期未曾書面化的盧森堡語，則作為口語長期沿用。 

 

    盧森堡市内有敘爾河支流阿爾澤特河穿城而過，將該市分成兩部分，中心是

河谷地帶，由 110 條造型各異、大小不同的橋樑連接，其中較長的橋有長 355 米、

寬 25 米、高 85 米的女大公夏洛特橋，1861 年興建的長 330 米的橋和建於 1930

年的長 221 米的阿道爾夫橋。阿道爾夫橋中央有一長達 84 米的拱橋支架塔成的

橋中橋，造型獨特。   

 

    河兩岸是歷史悠久的老城，城區裡建築古樸、街道狹窄，幾處古蹟為老城增

色不少，其中著名的有比利時建築特色、尖塔高聳的大公宫殿和建於 17 世纪前

期的聖母院大教堂，此外還有大量德國童話式的老鎮街道和不同國家風格的建

築。聖米歇爾教堂已有 1 千多年的歷史，作為國家聖地和一年一度朝聖場所的聖

母大教堂，從城外老遠的地方就能瞧見其頂端三個大尖塔。還有幾處豪華大莊

園，如政府首腦機構所在地布戈涅旅館。大公的宫殿中，精美的宫殿正面顯示了

西班牙文藝復興風格的影響。盧森堡市立歷史博物館從地下四層至地上四層，結

合現代、傳統展示，搭配得宜，參觀小小博物館，即可全面了解整座城市的各面

向之發展。盧森堡國家歷史與藝術博物館，地下五層、地面五層，從史前到現代，

呈現完整的國家發展史，這種全面歷史延伸性展示，是專注於主題、侷限性的臺

灣博物館所缺少的。 

 

    盧森堡市不只是大公國政府所在地，也是世界上投資環境最好的城市之一，

不少國際機構，如歐洲法院、歐洲議會總秘書處、歐洲投資銀行、歐洲金融基金

會等都設在此處，重要性可見一斑。此外還有來自比利時、德國和瑞士等的幾千

家大企業、大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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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盧森堡舊城區及城防工事 

        世界遺產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 

        英文名稱    The City of Luxembourg: Its Old 

Quarters and Fortifications 

               基本資料 

國家        盧森堡 

登錄類型    文化遺產 

評定標準    文化遺產(iv) 

登錄年分    1994 

連結        http://whc.unesco.org/en/list/699 

    

(iv)見證人類歷史重要時期之建築物樣式、建築技術或景觀之重要例子。        

 

 

 

 

                                      

 

 

 

 

盧森堡聖母院                              盧森堡城防舊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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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森堡國家歷史與藝術博物館              盧森堡市立歷史博物館     

 

12 月 1 日，科學研討會（全體會員）：結論 (Scientific Symposium plenary session: 

conclusions)；全體會員大會與決議(General Assembly plenary session: resolutions)。閉

幕、邀請參與 3 年後在義大利佛羅倫斯舉行的第 18 屆會員大會。 

 

12 月 2 日，大會團體活動參訪行程：巴黎香堤邑古城。 

 

伍、心得與建議 

    參加 ICOMOS 每三年一次的會員大會，相當有必要。各國有關世界遺產、

古蹟、歷史建築、聚落保存等主要負責人、相關組織代表、文化資產教授、從業

人員，以及研究生等等，都齊聚一堂，共商要事。是認識彼此，建立關係與人脈

非常重要的地方。與其說前去開會，不如說更重要的是結交朋友，建立往後的溝

通管道，然後順便開會。 

 

    因此，本次主辦國法國 ICOMOS 組織，相當用心，除了白天緊湊的議程與

演講、論文發表，在每個晚上也都在不同的、有建築特色的地點，安排讓大家能

交換意見、認識彼此的小酒會或小接待會。 

 

    整個會場可說是個資訊交換中心與社交場合，除了大會提供各地世界遺產有

關的資料，另有法國各地來的展示，提供更進一步資訊。本處在出發前，即先寄

送 300 份《臺灣世界遺產潛力點簡介》(Introduction to Taiwan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英文小冊、200 份《臺灣世界遺產潛力點簡介》中文版。另攜帶已在三立電

視台播放完畢、尚未完成後製作轉拷成 DVD 的｢臺灣世界遺產潛力點｣拷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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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捲，以及介紹我國的｢臺灣之美｣(True Color of Taiwan)DVD。除了大部分的中文

小冊、小部分英文版，留予我駐法國辦事處新聞組與巴文中心參用外，絕大部分

英文小冊都擺在會場外面桌上，供大家自由取閱。11 月 28 日中午赴我駐法國代

表處拜會呂代表等，趁機拿回先前由台灣寄來之小冊，攜回會場擺置，不到下午

五點，即被拿一空。顯見與會代表蒐集資料之用心與需求。有多國代表曾就我尚

非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會員國表示不該與遺憾。另，拷貝之 DVD 分送法國、美國、

英國、德國、澳洲、日本、韓國、澳門、中國等代表。 

 

    此次，也攜帶約 20 份綜合版中英對照之《臺灣世界遺產潛力點》(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Taiwan Stamp Folio)郵摺與會，分送各國 ICOMOS 重要幹

部。因係中英對照，加上尚有網址，渠等對製作精美表示讚嘆，而本郵摺不論是

圖像、設計、文字等，的確上得了檯面。 

 

 

   

 

 

                                     

 

 

 

 

 

 

在 UNESCO 總部會場外擺攤分發資料    法國 ICOMOS 會長宣布本次年會開始 

在 UNESCO 總部會場外擺攤分發資料   法國 ICOMOS 會長宣布本次年會開始 

 

 

 

 

 

 

 

 

 

 

在會場內擺置臺灣世遺潛力點中英文簡介。 

在會場內擺置臺灣世遺潛力中英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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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者爭相取閱資料 

 

本次大會雖然收費很高(會員 350 歐元、非會員 500 歐元)，不過，提供許多

服務，包括每晚接待酒會、最後一天的香堤邑古堡旅遊，還包括憑參加證可於會

期之間，免費參觀所有法國、盧森堡的博物館。 

 

 

建議： 

一、增加、製作各種文字、影像資料分發： 

從 2009 年起，本處又和各相關縣市政府推動臺灣世界遺產潛力點。在經費

不多情況下，很難兼顧各種文宣需求，因此，尚有多處待積極補強。隨著監察、

立法委員對世界遺產潛力點逐漸注視，預算可能略增下，加強這作文字、影像資

料，並增加播放、三發管道，實在相當有其必要。 

 

二、增加補助學者、研究生在重要國際會議為我發聲： 

本次本處補助成功大學傅朝卿老師機票，前往參加會員大會。由於經費有

限，因此，無法補助也在該大會分組討論會發表論文的兩名成功大學建築研究

生，實在可惜。建議未來多少加以補助，以鼓勵其為臺灣發聲的用心與成效。 

 

三、增加考察世界遺產點： 

此次時間與經費關係，只能就近選擇巴黎附近與市內世遺點前往參訪。以一

趟來回機票高達四萬多元，如能多留幾天，前往更多遺產點考察，如此更加符合

成本效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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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加選派外文嫻熟者與會、結交友我者： 

出國參加國際會議，首重能單獨作戰，與各方人士交換意見、溝通協調，進

而熟識、交友。如此方能發揮最大的效果。參訪亦然，如能自行安排前往、溝通、

走讀，當可收更大的效果，也免去駐外單位不必要的負擔。 

 

 

五、邀請各國 ICOMOS 重要人士訪台： 

此次參與者眾，各國文化資產界龍頭、學界、建築界等等齊聚一堂，不但冠

蓋雲集，且達成重要宣言與文資保存原則。其中較重要且值得邀請來台訪問者有： 

 

郭旃(Guo Zhan)：ICOMOS 副會長(Vice-President)；中國 ICOMOS 會長。 

鄭育林(Zheng Yulin)：西安市文物局局長、黨委書記。 

 

Pierre-Antoine Gatier: 法國 ICOMOS 會長。本次 ICOMOS 會員大會主辦人、主持

人。 

 

Urtnasan Norov 教授:外蒙古共和國 ICOMOS 會長、文化部門高級官員。 

 

Kristal Buckley (Ms.)：國際 ICOMOS 副會長；澳洲 ICOMOS 會長。 

 

Siegfried R. C. Enders：德國籍、國際 ICOMOS 建築遺產科學委員會會長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Shared Built Heritage)。 

 

Lee Sang-hae：韓國 ICOMOS 會長。 

Huh Kwon：韓國 ICOMOS 副會長；韓國國立文化資產大學教授。 

 

日本各界代表團一行由西村幸夫教授率領。 

 

上述多位未曾訪台，且表示假使有機會，願意來台參與相關活動或研討會，譬如

法國 ICOMOS 會長 Pierre-Antoine Gatier；外蒙古共和國 ICOMOS 會長 Urtnasan 

Norov；韓國 ICOMOS 會長與副會長(早年曾短期過境室來台) Lee Sang-hae 與 Huh 

Kwon。 

 

ICOMOS 副會長(Vice-President)、中國 ICOMOS 會長郭旃態度和善、不僵化、教

條，擔任中國 ICOMOS 會長等職之前曾訪台，自從擔任 ICOMOS 會長之後，因

其內部不成文規定，即不方便、也再也未曾來台。假使能在適當機會邀其來台，

當有助於化解各國擔任國際 ICOMOS 之職者，不能(或不方便)來台之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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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經費預算表 

項目 說明 金額（新臺幣） 

機票 國際機票： 

桃園→巴黎經濟艙機票 42,900 元×2 人 

85,800 元(來回) 

保險費 770 元×2 人（10 天計） 

1,540 元 

共 1,540 元 

報名費 400 歐元×2 人＝800 歐元 

＊2011 年 8 月 29 日前報名費: 400€ 

2011 年 8 月 29 日後報名費: 550€ 

For ICOMOS members: Fees include 

- Participation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 Participation to the Scientific Symposium 

- Receptions and parties 

- Tours and visits 

報名費含會員大會、科學研討會、歡迎會、

參訪行程 

800 歐元，折合約新臺幣

32,912 元 

匯率以 5 月 26 日臺銀即

期賣出 1：41.14 暫估 

交通費 1.國內交通費:臺中-桃園機場:570*2 人*2(來

回)＝2,280 元 

2.巴黎到諾曼地戰場:65 歐元*2 位*2(來回)＝

260 歐元，約新臺幣 10,696 元 

3.巴黎到盧森堡：94 歐元＊2 位*2(來回)＝376

歐元，約新臺幣 15,469 元。 

 

共約新臺幣 28,445 元 

生活日支費 205 美元/日（巴黎）×6 日×2 人 

202 美元/日（盧森堡）×1 日×2 人 

205 美元/日（巴黎）×0.4×3 日×2 人 

(備註：往返 3 日以日支費×0.4 日計，去程一

天，回程跨 12/3 至 12/4 兩天) 

共 3,356 美元， 

折合約新臺幣 96,149 元

1.巴黎生活費日支數額

標準為 205 美元 

2.盧森堡生活費日支數

額標準為 202 美元 

3.匯率以 5 月 9 日臺銀即

期賣出 1：28.65 暫估 

雜費 600 元×7 日×2 人(檢據核銷) 8,400 元 

(包括計程車費、市區租

車費、禮品費、交際費

等) 

總計 253,246 元 

以上費用得相互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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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第 17 屆 ICOMOS 會員大會議程表 

 

日期 時間 議程 備註 

下午  Executive Committee  

執行委員會 

11/25(五) 

晚上 Arrival of the members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Reception of the Bureau 

諮詢委員會歡迎會 

早上 Advisory Committee 

諮詢委員會 

11/26(六) 

下午 Scientific Council 

科學委員會 

早上 Advisory Committee 

諮詢委員會 

下午 Executive Committee  

執行委員會 

 

11/27(日) 

6 - 9 P.M. Welcome reception for participants 

歡迎會 

地點： 

At the Ecole 

nationale supé

rieure des Beaux 

Arts 

9:30 - 12:30 

A.M. 

 

Open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plenary 

session 

會員大會開幕儀式：全體會員 

UNESCO 

Headquarters 

 

2 - 6 P.M. Opening of the Scientific Symposium on the 

｀Heritage, Driver of Development＇: 

Opening plenary session  

科學研討會開幕儀式，主題為「文化遺產

─發展的動力」 

 

11/28(一) 

7 - 10 P.M.  

 

“Regional Groups＂ event（more information 

will be available soon） 

區域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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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2:30 

A.M.  

 

Scientific Symposium: 4 parallel sessions  

- Regional development 

- Development and return to the art of building 

- Development as tourism 

-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科學研討會：四場次同時進行 

-地區性發展 

-建築藝術之發展與回顧 

-發展與觀光 

-發展經濟 

2 - 6 P.M.  

 

Scientific Symposium: 4 parallel sessions 

科學研討會：四場次同時進行 

11/29(二) 

6 - 20:30 

P.M. 

Forum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s 

國際科學委員會論壇 

UNESCO 

Headquarters 

 

9 - 12:30 

A.M.  

Scientific Symposium: 4 parallel sessions 

科學研討會：四場次同時進行 

2 - 6 P.M. General Assembly plenary session: statutory 

matters and elections 

會員大會(全體會員)：法規與選舉 

2 – 8 P.M. “Youth and Universities＂ event 

UNESCO 

Headquarters 

 

11/30(三) 

9 - 11 P.M. 歡迎會&參觀「建築與遺產城」： 

建築與遺產博物館 

the Cité de 

l＇Architecture 

et du Patrimoine

9 - 12.30 

A.M. 

General Assembly plenary session: resolutions 

會員大會(全體會員)：決議 

2 - 5 P.M.  Scientific Symposium plenary session: 

conclusions 

Invitation to the 18th General Assembly 

科學研討會（全體會員）：結論  

邀請參與第 18 屆會員大會 

12/ 1(四) 

 7 - 10 P.M. Reception and announcement of the Gazzola 

Prize 

頒發 Gazzola 保存維護獎 

UNESCO 

Headquarters 

 

12/ 2(五) 9 AM - 5 

P.M. 

Visit to the Domaine de Chantilly 

參訪巴黎郊區香堤邑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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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ICOMOS-TICCIH 工業遺產地、結構物、地區與景觀維護聯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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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勒塔歷史城鎮與都市地區監護與經營管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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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考察行程 

日期 時間 行程 備註 

11/25(五) 11:55 P.M. 桃園機場 長榮航空 

7:30 A.M. 飛抵巴黎 

 

抵達戴高樂機場，距市中

心車程約 40 分鐘 

11/26(六) 

11:00 A.M. - 6:00 

P.M. 

參訪世遺點聖母院、文創產業龐畢度

中心、奧塞博物館 

巴黎 

 

 

8 A.M. - 4 P.M.  參訪世界遺產楓丹白露宮 

Palace of Fontainebleau 

11/27(日) 

6 - 9 P.M. Welcome reception  

歡迎會 

At the Ecole nationale supé

rieure des Beaux Arts 

巴黎國立布雜學院 

11/28(一) 9:30 - 12:30 

A.M. 

 

 

12:00-2:30 P.M 

 

 

3 - 6 P.M. 

 

 

 

 

 

6 - 8:30 P.M. 

 

Open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plenary 

session 

會員大會開幕儀式：全體會員 

 

拜訪我駐巴黎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

與新聞組 

 

Opening of the Scientific Symposium on 

the “Heritage, Driver of Development＂ 

theme 

科學研討會開幕儀式，主題為「文化

遺產─發展的動力」 

 

“Regional Group＂ event 

分區聯誼會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 

 

11/29(二) 8 A.M.- 6 P.M.  

 

參訪戰地文化諾曼地戰場 法國諾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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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三) 8 A.M.-7 P.M. 

 

 

 

9 – 11 P.M. 

 

參訪戰地文化世界遺產：盧森堡舊城

區及城防工事(The City of Luxembourg: 

Its Old Quarters and Fortifications) 

 

參觀「建築與遺產城」： 

建築與遺產博物館 

 

盧森堡 

 

 

 

the Cité de l＇Architecture 

et du Patrimoine and 

reception 

9 A.M. – 4 P.M. 

 

 

 

 

4 - 5 P.M. 

Scientific Symposium plenary session: 

conclusions 

Invitation to the 18th General Assembly 

科學研討會（全體會員）：結論  

 

閉幕、邀請參與第 18 屆會員大會 

11- 12.30 A.M. General Assembly plenary session: 

resolutions 

會員大會（全體會員）：決議 

12/ 1(四) 

 7-10 P.M. Reception and announcement of the 

Gazzola Prize 

接待會、頒發 Gazzola 保存維護獎 

地點: 

UNESCO Headquarters 

 

12/ 2(五) 9 A.M.-5 P.M. Visit to the Domaine de Chantilly 

大會團體活動參訪行程：巴黎香堤利

古堡 

 

12/ 3(六) 11:20 AM/ 

7:05A.M. 

巴黎→桃園機場 長榮航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