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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5年中國建築史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於2015年11月27～29日在廣州廣東工

業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召開，本報告人以臺灣建築史學學會常務監事的身分代表參

與，並於11月26及27日與中國建築史學分會的各校成員進行兩岸學術的交流座談，再於

28-29參與全天之學術研討會議。

此次年會以“新常態背景下城鄉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為主題，就中國城鄉豐厚

的文化遺產在其價值特色和保護利用等方面進行深入探討和交流。這對於中國近年在新

型城鎮化建設背景下，如何保護和傳承好城鄉文化遺產，弘揚優秀中華傳統文化和實現

城鄉永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臺灣團隊在相關經驗上，亦有足夠的學術與實務能力可

與大陸方進行交流，藉由此次年會，不僅持續將兩岸的建築史學緊密地作為學術研討的

機制，也能擴大兩岸對於文化遺產的保護經驗交流，對於建築文化遺產的保護、發展與

教學等均有良好的學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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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中國建築學會建築史學分會為中國最核心的建築史學術團體之一，其每年由不同的

會員學校辦理年會，除作為會議成員固定的會議及聚會研討外，並舉辦學術研討會，以

分享各成員的年度學術成果與經驗分享。2015年中國建築學會建築史學分會主辦，並由

廣東工業大學、廣東省建築設計研究院協辦，廣東工業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承辦的

“2015年中國建築史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於2015年11月27～29日在廣州廣東工業大

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召開，本報告人以臺灣建築史學學會常務監事的身分代表參與，

並於11月26及27日與中國建築史學分會的各校成員進行兩岸學術的交流座談，再於

28-29參與全天之學術研討會議。 

此次年會以“新常態背景下城鄉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為主題，就中國城鄉豐厚

的文化遺產在其價值特色和保護利用等方面進行深入探討和交流。這對於中國近年在新

型城鎮化建設背景下，如何保護和傳承好城鄉文化遺產，弘揚優秀中華傳統文化和實現

城鄉永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臺灣團隊在相關經驗上，亦有足夠的學術與實務能力可

與大陸方進行交流，藉由此次年會，不僅持續將兩岸的建築史學緊密地作為學術研討的

機制，也能擴大兩岸對於文化遺產的保護經驗交流，對於建築文化遺產的保護、發展與

教學等均有良好的學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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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題 大會演講海報 

 

二、目的 

 

中國近年來開始注意古村落的保護，其主因在於過去三十年來各地大開發，雖造就

了快速且先進的城市與生活，然而，屬於地方文化的建築與空間逐漸受到壓迫及毀滅。

這種快速發展的結果，往往是無法認識建築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也缺乏地域文化的理

解，導致一昧地追求現代化，讓傳統的生活空間、傳統的建築快速地消失，漸次地，城

市從南到北同個模樣，人們失去的地域建築與文化的相關聯，活絡了經濟卻失去了環境

與文化。因此，中國約莫在2012年開始由上而下地推動各地的古村落、古市街保護，即

是希望透過保護的工程讓更多的老建築、老街獲得保護。然，因過度的開發導致的經濟

效益早已取代了對文化保存與永續發展的正確態度，對領導階層來說，如何在短期內獲

致經濟效益、藉由觀光來達成改善生活品質、提高經濟收入，以凸顯其政績，可能才是

領導階層在意的事項。因此，中國的古村落與古建築保存，有過多的政治因素影響，在

缺乏專業知識的理解下，往往所謂的保護乃是另一種無法挽救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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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陸的學界對於此現象也欲提出更佳的策略協助各地方政府，然而，在過去

數十年培養的專才中，僅有少數人願意及有正確的概念進行保護與調查工程。而大量且

迫於經濟效益下的保護作為，往往出現了不正確的處理方式，反而造成了對建築文化遺

產的傷害。在此背景下，建築學界逐漸意識到保護工程與經驗學習、傳承的重要性，而

藉由學會的年會讓來自各省市及臺港澳各地的學者齊聚一堂，讓大家能透過此機會了解

各會員與與會者年度的成果、經驗，便於大家之學習與交流。 

而臺灣，在過去三十年的保護工作中，是累積了較大陸更多的經驗與相對正確的方

式，我們可以藉由這樣的年會與研討會機會，分享彼此的經驗，了解不同地區在面對建

築文化遺產保護的方式與態度。而中國大陸有數量極為龐大的傳統建築、古村落即將面

臨開發下的崩解，如同1970年代的臺灣，如缺乏正確的保護知識，那麼此些具有價值的

建築或聚落，因缺乏正確的政策指導與法令協助，許多鄉鎮中的常民建築與文化即可能

在未來一二十年內消失殆盡。因此，藉由參加本次大會達成之目的為： 

（一） 增進臺灣建築史研究在學術交流之地位：透過此次大會的意見交流，除藉由學

者間的互動強化兩岸的情誼外，亦透過正式的會議與討論以及演說，展現建築

史研究成果，當能強化臺灣在建築史研究的學術地位。 

（二） 展現研究成果，促進實務經驗相互學習：本次大會主題主要在於保護和傳承好

城鄉文化遺產，大陸因快速的經濟發展造成鄉村傳統建築群急速地消失，當經

濟發展過頭造成破壞後回頭保護傳統建築，往往已無法挽救。類似狀況臺灣亦

曾發生，而在過去三十年的經驗中，臺灣建築史相關研究與經驗相較於大陸較

晚意識到此類事件的重要性，臺灣的案例與經驗是足以作為大陸學界參考的。

因此，透過本次大會即能傳達臺灣經驗，而大陸的廣大應保護對象及其所遭遇

的事件，亦能給予臺灣團隊新的思維與可能的解決處理方式之發展。 

（三） 瞭解當前大陸城鄉文化遺產保護的現況：大陸在中央政策指示下，近幾年開始

大量關注城鄉文化遺產的保護。然相應下之建築保護專家及相關技術並未能即

時呼應需求，學界的作為與處理方式，及其組織團隊進行調查與學術研究的狀

況，值得臺灣學術界進行瞭解。 

（四） 透過本次大會即能即時瞭解當前大陸各單位工作與研究之現況，有助於兩岸建

築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之交流及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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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程 

 

本次會議計有100餘位來自全中國及臺港澳之建築史學界學者參與，由中國建築學

會建築史學分會主辦，廣東工業大學、廣東省建築設計研究院協辦，廣東工業大學建築

與城市規劃學院承辦。會議中包括了兩日的正式論文發表、一日的學界交流與研討座

談、一日的城鄉文化遺產參訪。會議並出版兩大策會議論文集，將所有的發表論文集結

成冊。其議題包括了「一帶一路歷史文化遺產研究」、「傳統村落的保護與傳承」、「近

代建築遺產的價值認識及利用」、「地域建築的適應性研究」等四大主題。 

此外，除了論文發表外，11月26日晚間進行「海峽兩岸建築史學學術交流會」，由

廣東工業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主辦，臺灣方由臺灣建築史學會理事長邱上嘉教授、

常務監事曾逸仁、理事陳逸杰、秘書長蘇珮琪等代表參與，大陸方則由中國建築學會理

事與建築史分會副理事長吳慶州教授、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呂周教授、華南理工大學

建築學院程建軍教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勁所長、廣東工業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

學院朱雪梅院長等代表參與。交流會中雙方針對近年兩岸的建築保存、建築史學研究等

議題進行深入與廣泛的意見交流，除促進雙方之認識與學術專業分享外，也促成未來每

年定期參與雙方大會與活動之意向，望能成為兩岸學界穩定且成熟的交流管道。 

11月27日，則是大會安排各項演講之活動，包括了呂周教授的「文化遺產語境下的

《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李曉峰教授的「傳統意象設計》」、天津大學張玉坤教

授的「時間的藝術：景觀-建築-岩畫」、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朱光亞教授的「當代中

國建築設計狀況與發展研究—工程院課程研究成果界受」、重慶大學龍彬教授的「鄉土

建築設計教學實踐—學習傳統語彙、提昇創作水平」。11月28日則有邱上嘉理事長的「臺

灣客家建築之文化基金與特徵」、廣工工業大學朱雪梅教授的基於價值特色的嶺南傳統

村落保護利用研究及實踐」、曹勁所長之「廣東傳統村落保護傳承發展」、等一系列深

入的演講。 

 11月28日及29日則是各組論文發表的議程，包括了本次團隊成員臺灣建築史學會

理事陳逸杰教授的「廈門租界的空間歷史變遷」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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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建築史學學術交流會」合影  

「海峽兩岸建築史學學術交流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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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國建築史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5 年中國建築史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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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兩岸的建築史學學術交流由來已久，大陸因地域廣、古建築與村落眾多，過去在經

濟大開發的前提下，對於傳統建築的保護與聚落保存等較為不重視，除非是具有高度知

名度與特殊特色的古聚落被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否則一般之聚落與傳統建築多數未受到

重視。這乃是經濟開發下的一種現象，過去臺灣亦曾走過類似的道路，民眾對於傳統建

築與市街認定其是阻礙現代生活的障礙，因此多數希望將老房子拆除、興建現代化樓

房。因此，大量的傳統建築與聚落未受到重視而毀去。直到鄉土文化反思的運動及古蹟

保存觀念逐漸從過去以經濟開發優先的態度中轉變，臺灣重視這些即將消失的建築遺

產，而有了許多學術上的研究與保護措施，然而，即便如此，保護的方式與工作仍未能

即時做好，並改變民眾對於傳統建築的既定概念與形象。相較於臺灣，大陸數量龐大的

古建築與村落，若非政策指導下的保護，多數則在經濟開發的前提中拆除毀去，其保護

的經驗與處理方式，實際上是臺灣的經驗早於大陸且觀念更為完整先進。 

因此，透過兩岸建築史學界的交流，參與其相關保護之論文研討，一方面可作為學

術交流的平臺，另一方面則可進行經驗的傳承，讓雙方在保護文化遺產的工作上更能精

進。近年大陸開始重視古村落與古建築保護，然而，因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單位協助，且

缺乏正確的觀念引導，各城鎮急於進行保護工程，卻可能因觀光為前提下的保護以及缺

乏正確的政策與觀念指引，反而可能造成另一種破壞這些建築文化遺產。大陸的經濟開

發下，傳統建築的保護與傳承實際上面臨了極大的壓力，目前已是關鍵時刻。因觸目所

見各村落均有大量的傳統建築因未有正確的政策與計畫導引，許多傳統建築在十數年未

有人居住及修復下，紛紛倒塌毀損，而民眾早已不願居住使用，又缺乏政府的政策性保

護，因此，有極大量的地方傳統建築面臨即將消失的重大危機。 

實際上，臺灣也在類似的狀況下面臨保護工作未能到位的困境。以金門為例，面前

仍有數千棟未受到保護的傳統建築，在數十年未有人居住下紛紛傾頹，即便政府有補助

傳統建築修復的機制與經費，但因產權問題複雜、後代未能關心，無法在短時間內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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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修復，相較於每年不到百棟的修復工程，其餘兩三千棟無人聞問者，在未來十年內可

能多數將傾頹難以再修復。 

兩岸都面臨了大量傳統建築難以進行立即保護與修復的困境，臺灣雖已較大陸更早

意識到保護與修復的重要性，由政府編列預算出資保護，但仍無法做好。大陸則是其龐

大的古建築群，各省市、縣市重新檢視下，欲進行即刻的保護與修復，卻又因缺乏足夠

的人力與經驗實施。 

經由本次的會議與學術論文研討會交流，讓臺灣建築史學界能第一手瞭解當前大陸

的現況與其面臨的問題，而大陸各大學積極投入古建築保存與研究的能量，也讓本次參

與會議的臺灣團隊印象深刻。 

 

（二）建議 

1. 未來應持續進行年度的交流與訪問，以及學術性論文研討，讓兩岸的建築史學更為

緊密、研究能量能更為壯大，並促進兩岸傳統建築與聚落保護工作的交流與精進，

使鄉土文化、傳統建築文化等能永續發展與經營。 

2. 可辦理兩岸建築保存工作營，讓雙方的教師、學生及相關專業團隊共同研討，促進

建築遺產保存更為精進。 

3. 臺灣建築史學會年會亦可邀請對岸相關學者團隊參與，強化兩岸建築保存與實務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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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集-上 論文集-下 

 

2015 年中國建築史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清華大學呂周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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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國建築史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臺灣建築史學會理事長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