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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大陸發展水下考古至今30多年，所發展出之國家級水下考古保護

基地模式、辦理人才培育課程與水下考古發掘工作連結狀況、出水遺物保

存與科技整合情形，具有實務上參考價值，爰本次考察計畫主題訂為「中

國大陸出水遺物保存研究及水下文化資產人才培訓」，參訪單位有天一閣博

物館、寧波博物館、慶安會館、保國寺、中國港口博物館、國家水下文化

遺產保護寧波基地(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保護中心)、上海市文物保

護研究中心、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上海博物館等，藉由本次考

察行程，瞭解大陸地區國家級水下考古保護基地規劃情形、探究水下考古

人才培訓機制與後續從業關係、觀摩出水遺物保存情形，並研究水下考古

於博物館的多元展示方式，以提升公共保存意識，作為臺灣未來規畫水下

博物館及設置水下文化資產中心工作參照。 

本次考察行程初步獲致的建議如下： 

一、建構水下文化資產展示題材所需基本指標，俾為後續展示再利用。 

二、強化考古調查團隊與科研學術單位合作機制，克服水域能見度差不利

調查困境。 

三、建立材料分析相關資料庫，橫向整合出水文物研究成果。 

四、培育本土水下考古師資人才，鼓勵大專院校開設水下考古課程。 

 

關鍵字：水下文化資產、水下文化資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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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國內環境分析  

（一）臺灣水下考古工作站設置現況 

1、水下文化資產普查工作推動情形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落實重建臺灣早期海

洋文化與海洋歷史圖像，及為符合國際上保護水下文化資產的

潮流，自2006年9月1日開始，委託中央研究院臧振華院士主持

首期三年的水下考古發展領航計畫「澎湖馬公港古沉船調查、

發掘及水下文化資產研究、保存科學人才培育計畫」，正式開

啟了臺灣水下文資保護及水下考古的新紀元。其後於2010年至

2017年，本局仍持續委託中央研究院執行第二階段、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第一年之臺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資產普查工作。 

考量水下文資調查計畫已有初步普查結果，2017年主管機

關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列冊管理多處水下文化資產，

後續需進一步調查與執行監看保護工作；又面臨國家政策離岸

風電開發水下探測調查成果帶來眾多的水下目標物，尚待逐一

驗證其文化價值，因此至2018年開始，本局委託中研院之調查

計畫所執行方向已與往年不同，改為側重已列冊管理之水下文

化資產監看與進階調查、具水下文化資產價值潛力點之辨識與

文化價值評估、海測普查及離岸風電水下文資普查計畫目標物

之驗證等發展方向，至於有關系統性的水下考古探測普查則另

案委託專業團隊執行。 

至2018年止，所委託單位中央研究院依據口述訪談及文獻

資料，於澎湖及臺灣西南海域劃設20處敏感區域，並持續進行

馬祖、綠島、東沙等海域之調查，經由水下驗證發現88處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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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物，其中已經辨識確認為沉船等目標物者共計18處。此外，

主管機關已依法完成「將軍一號」、廣丙艦、「綠島一號」、

蘇布倫號、山藤丸、S.S.Bokhara等6艘沉船列冊管理之程序，

進行每年定期監看工作。 

2、水下考古工作站設置現況 

本局所委託中央研究院辦理「臺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資產

普查計畫」，近年來調查敏感區域以澎湖海域為主軸，惟過去

中央研究院以租賃民房為暫時性工作站，無法有效運用經費、

空間，亦不易海測儀器及出水標本之管理，為就近進行考古工

作與管理，經評估利用公部門閒置空間，設置為水下工作站。 

鑒於澎湖周遭海域蘊含豐富水下文化資產，本局於2014年

完成電信局宿舍部分土地建物撥用程序，並與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簽訂歷史建築澎湖郵便局代管契約，選定該2處為臺灣澎

湖水下考古工作站場址，作為水下考古工作及其成果展示之

用。總使用面積約為1230平方公尺，本體部分設定為展示空間，

東側電信局宿舍舊址則規劃為水下考古工作場域，劃分為研究

空間、儲藏空間、準備區、清洗區及備勤區等區域。2015年5

月完成澎湖郵便局（含原電信局宿舍）修復及再利用調查研究

計畫，2016年4月完成規劃設計，2016年7月完成修復及再利用

工程發包作業，2018年10月竣工，2018年12月26日辦理該站揭

牌典禮暨展示館開幕活動，2019年1月正式啟用。 

綠島周邊海域蘊涵豐富水下文化資產，並有「綠島一號」

列冊管理之水下文化資產，經中央研究院多年調查，發現有

S.S.President Hoover、「綠島二號」等沉船，鑒於綠島水域特

殊性適合作為結合沉船之水下文化資產專業人才之培育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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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本局於2016年10月1日與中央研究院簽署合作協議書，以共同

使用綠島海洋研究站空間，作為辦理各項水下考古工作、人才

培育、教育訓練合作之基地，並於2018年辦理「潛水人員水下

文化資產保存推廣教育研習工作營」，對潛水人員推廣水下文化

資產保存精神及宣導《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罰則，期盼

潛水人員成為水下文資保護先鋒。 

本局未來研擬規劃使用中央研究院綠島海洋研究站部分場

地作為水下考古業務之調查研究教育訓練基地、各種裝備整備

後勤支援中心、及出水遺物整飭修護保存展示推廣之場地。除

澎湖與綠島海域外，後續年度將在馬祖海域進行水下文資普查

及研議設置水下考古工作站。 

（二）臺灣人才培育機制─《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頒布後辦理情形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於2015年公布，共7章44條規定，

而相關配套之子法計有〈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等9

項子法，母法所涉之人才培育機制，則另訂〈水下文化資產專

業人才培育辦法〉規範。該辦法計13條，明訂主管機關應辦理

專業人才培育項目與方式、其考試方式與評量標準之公告、核

發評量合格證書與建置專業人才名冊與網站、換證等規範。 

為具體落實該辦法機制，本局2018年委託逢甲大學辦理「水

下文化資產專業人才培育課程規劃與資格硏究」，預計2019年6

月結案，後續並依其委託成果公告相關課程及辦理專業人才培

育課程。 

(三)出水文物保存現況 

有關本局委託中央研究院辦理之臺灣附近海域普查計畫迄今近

12年的調查，共計出水1,354件(不包含暫放於臺南文資中心之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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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馬公港調查出水遺物)，這些文物多數由中央研究院暫時性處置

後，置於澎湖進行脫鹽或等待進一步研究。鑒於近年待處理出水遺

物之數量過多，無法全數由本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協助進階處

理，而中央研究院目前執行計畫的人員僅具初步處理出水文物專

業，專業性恐不足，爰本局於2019年開始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

理「出水遺物整飭及保存維護作業」，並於2019年2月22日至25日將

暫存在澎湖水下考古工作站由中央研究院處理的1,107件出水遺物

點交給該校協助維護、分析及研究，並預定於2019年期間由中央研

究院規劃重新檢視及修訂出水遺物臨時保存維護注意事項。 

(四)水下展示工作現況 

由於空間及時間的限制，一般民眾往往無法直接觀覽水下文化

資產，為突破限制，本局運用展覽、論壇、出版、虛擬實境應用等

方式以達教育推廣目的。近年來本局配合文化部倡導以先進科技還

原歷史文化面貌的思維下，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

及「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的創新技術，在不對水

下文化資產造成破壞的情況下，讓人們能夠進行水下文化資產觀

覽、體驗、互動的活動，以達成寓教於樂的目標。2017年委託淡江

大學執行之「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在水下文化資產之創新應用」計

畫成果如下1： 

1、以東沙一號做為背景之《海底一號》，利用 360 實錄影片從研究

船到海底考古作業現場的拍攝手法，將水下考古完整紀實考古發

掘或模擬作業流程做完整呈現。 

2、以東沙一號的實拍影片作為背景建模數位虛擬體驗軟體《發現海

底一號》，以沉浸式體驗讓遊玩者搭乘小型潛水艇尋找沉眠在海

底的沉船。 

                                                       
1 《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在水下文化資產之創新應用計畫》成果報告，第 4章。2018年，淡江

大學，劉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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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R 導覽體驗：透過擴增實境技術並配合動畫的表演，呈現潛水

人員在水下環境的考古作業，以趣味的方式，讓民眾感覺置身海

底環境，了解水下考古現場的實際工作流程及教育意涵。 

4、AR 互動 APP 程式《內太空的古文明探索》：透過互動式 APP 進

行自由中國號、廣丙艦的短篇動畫與介紹，以及展示出水文物。 

本局於2018年所辦理「覓境-水下文化資產AR+VR虛擬實境體驗展」，

係結合以上科技成果之展現，並以海底及沉船等元素作為意象、佐

以多場教育推廣活動，深受民眾好評。 

再者，澎湖自古為重要航道，不僅為中國大陸往來臺灣的必經

之路，也是東海往返南海的中繼點之一，歷史上曾多次於此爆發海

戰，這些因素使澎湖海域蘊藏有相當豐富的水下文化資產，年代橫

跨明、清及日治時代。這些沉船遺址保存了當時社會的航海科技、

造船技術、貿易路徑、工藝文化等訊息，是臺灣重要的水下文化資

產，因此為傳達澎湖水下文化資產的重要，本局於2018年12月假澎

湖水下考古工作站展示館辦理「澎湖水下文化資產-黑水溝傳奇」多

媒體展，透過VR、AR科技，展示四艘列冊沉船：1892年沉船S.S. 

Bokhara商輪、1895年清代沉船廣丙艦、1942年沉船山藤丸與清代中

期沉船將軍一號的出水遺物及影像，以及360度水下考古環景影片，

與蔡寶生先生捐贈舊式潛水裝備。 

教育推廣係本局推動水下文化資產常民普及化工作重要的一

環，目前為止所辦理之水下文化資產展示係以小區域展示，展示能

量分散且展示力道尚不足以反映我國多面貌的海洋文化及水下文化

資產的豐富度，因此催生我國水下博物館係為推動水下文化資產工

作之中程計畫目標，對此，本局已於2018年委託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辦理「澎湖興建國家級水下博物館可行性評估研究計畫」，惟後續

展示規劃及館舍定位仍待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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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環境分析 

水下考古於中國大陸，肇始於 1986 年英國人米歇爾在中國南海盜撈

大批中國清代康熙年間的青花瓷器在國際拍賣，惟拍賣價格過高，因為

預算不足，致使中國大陸無法購回該批珍貴文物，自此，中國大陸致力

積極發展水下考古工作。 

水下考古在中國國家文物局推動下，於 1987 年成立第一個水下考古

專業機構-原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現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

考古研究中心)，其後 2009 年，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成立，

設有辦公室、水下考古與保護室、綜合研究室、設備室等部門 2，負責組

知、協調、實施全國重大水下考古調查、保護、發掘、保護設備研發、

業務培訓、國際交流等工作。從 1987 年成立第一個水下考古專業機構至

今已 30 年，該中心已在國內外舉辦了多次水下考古出水科技保護及技術潛

水培訓班等專業人員培訓工作、先後完成「南海一號」南宋沉船、「半洋礁一

號」南宋沉船、綏中三道崗元代沉船、「南澳一號」明代沉船、「碗礁一號」

清代沉船、「小白礁一號」清代沉船、中山艦沉船等發掘工作，設有寧波基地

(2014年啟用)、北海基地(2018年啟用)，南海基地則在規劃中。 

中國大陸主要涉水下的法令為 1989 年「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係由

中國大陸《文物保護法》授權訂定，主要條文有 13條，惟頒布至今已久，各

界有期待修正之聲量，爰中國大陸於 2019年徵求社會各界意見辦理修訂3。 

法條 備註 

第 1條 為了加強水下文物保護工作的管理，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制定本條例。 

授權規定 

第 2條 本條例所稱水下文物，是指遺存於下列水域的具有歷

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人類文化遺產： 

（一）遺存於中國內水，領海內的一切起源於中國的，

水下文物之定義

說明 

                                                       
2 參考改寫於《兩岸水下文化資產人才培育合作機制先期研究》成果報告，第 39頁。2011年，

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許硯蓀、簡連貴、黃漢勇。 
3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
%92%8C%E5%9B%BD%E6%B0%B4%E4%B8%8B%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
7%AE%A1%E7%90%86%E6%9D%A1%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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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國不明的和起源於外國的文物; 

（二）遺存於中國領海以外依照中國法律由中國管轄

的其他海域內的起源於中國的和起源國不明的文物; 

（三）遺存於外國領海以外的其他管轄海域以及公海

區域內的起源於中國的文物。 

前款規定內容不包括 1911 年以後的與重大歷史事

件，革命運動以及著名人物無關的水下遺存。 

第 3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一），（二）項所規定的水下文物屬

於國家所有，國家對其行使管轄權;本條例第二條第

（三）項所規定的水下文物，國家享有辨認器物物主

的權利。 

水下文物歸屬權

說明 

第 4條 國家文物局主管水下文物的登記註冊，保護管理以及

水下文物的考古勘探和發掘活動的審批工作。 

地方各級文物行政管理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水下文物

的保護工作，會同文物考古研究機構負責水下文物的

確認和價值鑑定工作。對於海域內的水下文物，國家

文物局可以指定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門代為負責保護

管理工作。 

明定水下文物管

理及其考古勘探

主管權責 

第 5條 根據水下文物的價值，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

人民政府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

二章規定的有關程序，確定全國或者省級水下文物保

護單位，水下文物保護區，並予公佈。 

在水下文物保護單位和水下文物保護區內，禁止進行

危及水下文物安全的捕撈，爆破等活動。 

可根據水下文物

的價值確定水下

文物保護單位或

水下文物保護區 

第 6條 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以任何方式發現本條例第二條第

（一），（二）項所規定的水下文物，應當及時報告國

家文物局或者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已打撈出水

的，應當及時上繳國家文物局或者地方文物行政管理

部門處理。 

發現水下文物通

報程序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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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以任何方式發現本條例第二條第

（三）項所規定的水下文物，應當及時報告國家文物

局或者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已打撈出水的，應當及

時提供國家文物局或者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門辨認，

鑑定。 

第 7條 水下文物的考古勘探和發掘活動應當以文物保護和科

學研究為目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在中國管轄水域進

行水下文物的考古勘探或者發掘活動，必須向國家文

物局提出申請，並提供有關資料。未經國家文物局批

准，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私自勘探或者

發掘。 

外國國家，國際組織，外國法人或者自然人在中國管

轄水域進行水下文物的考古勘探或者發掘活動，必須

採取與中國合作的方式進行，其向國家文物局提出的

申請，須由國家文物局報經國務院特別許可。 

說明考古勘探和

發掘活動目的、程

序、發掘主體。 

第 8條 任何單位或者個人經批准後實施水下文物考古勘探或

者發掘活動，活動範圍涉及港務監督部門管轄水域

的，必須報請港務監督部門核准，由港務監督部門核

准劃定安全作業區，發布航行通告。 

水下文物考古勘

探或發掘活動範

圍涉及港務監督

部門管轄水域須

進行之程序。 

第 9條 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水下文物考古勘探或者發掘活

動時，還必須遵守中國其他有關法律，法規，接受有

關部門的管理;遵守水下考古，潛水，航行等規程，確

保人員和水下文物的安全;防止水體的環境污染，保護

水下生物資源和其他自然資源不受損害;保護水面，水

下的一切設施;不得妨礙交通運輸，漁業生產，軍事訓

練以及其他正常的水面，水下作業活動。 

水下文物考古勘

探或發掘活動時

注意事項。 

第 10條 保護水下文物有突出貢獻，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文

物保護法”規定情形的，給予表彰，獎勵。 

水下文物之獎勵

與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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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本條例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的規定，破壞水

下文物，私自勘探，發掘，打撈水下文物，或者隱匿，

私分，販運，非法出售，非法出口水下文物，具有“中

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規定情形的，依法給予行

政處罰或者追究刑事責任。 

違反本條例第八條，第九條的規定，造成嚴重後果的，

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會同有關部門責令停止作業限期

改進或者給予撤銷批准的行政處罰，可以並處 1000元

至 1萬元的罰款。 

第 11條 本條例由國家文物局負責解釋。 本條例法律解釋

權 

第 12條 本條例的實施細則由國家文物局製定 本條例實施細則

制定單位 

第 13條 本條例自發布之日起施行。 本條例實施日 

 

三、參訪緣由與目的 

本次考察係瞭解中國大陸國家級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基地規劃情形、

探究水下考古人才培訓機制、觀摩出水遺物保存情形，並研究如何藉由

水下文化資產資源導入展示博物館，提升公共保存意識，作為臺灣未來

規畫水下博物館及設置水下文化資產中心工作參照，透過建構由下而上

的價值共識，我們希望達成以下目的： 

(一)了解他國水下基地規劃方式，建構我國水下考古基地設置規劃能力。 

(二)透過考察與比較，強化現有水下考古人才培訓機制。 

(三)提升出水遺物保存技術，增進我國出水遺物典藏能力。 

(四)充實水下文化資產多面貌展示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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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安排及參訪議題 

一、參訪行程 

日   期 行   程 考察重點 

第一天 

2/19 

(週二) 

上

午 

臺灣桃園機場→

寧波櫟社國際機場 

中華航空(A320) 

11:15 起飛-13:00 抵達  

下

午 
天一閣 天一閣古建物保存機制(新增行程) 

第二天 

2/20 

(週三) 

上

午 

參訪寧波博物館 

參訪東方神舟 -

寧波歷史陳列常

設展 

1、展示部分內容為港口貿易，從海上

貿易觀點如何詮釋海洋文化。 

2、該展曾獲得中國第八屆全國博物館

十大陳列展覽精品最佳創意獎和最

佳服務獎。 

下

午 

慶安會館 三雕工藝、中國船史展(新增行程) 

保國寺 古建築型式、文化資產監測方式、木建

築模型展(新增行程) 

第三天 

2/21 

(週四) 

上

午 

參訪中國港口博

物館 

水下文化資產出水文物展示教育- 

1894.9.17 致敬致遠艦 

下

午 

參訪國家水下遺

產保護寧波基地

(寧波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科技保

護中心 )並進行

交流座談 

1、水下考古人才培訓機制 

2、水下博物館規畫、出水文物展示 

3、考古科技運用方式及文物保護方式 

4、協助寧波小白礁Ⅰ號沉船、上林湖

水下考古科技調查工作及出水文物

處理 

(與原規劃第 2 天下午行程合併) 

晚上：搭乘高鐵前往上海 

第四天 

2/22 

(週五) 

上

午 

參訪上海市文物

保護研究中心並

進行交流座談 

1、文物及其檔案管理 

2、文物安全與文物科技(上海市文物工

作手冊) 

下

午 

參訪上海博物館

文物保護科技中

心 

該中心為中國佔地面積最大，擁有最先進

設備的文保單位之一，融合傳統修復技術

與現代科學保護技術，有助了解出土(水)

文物構造分析，推測文物製造工藝。 

第五天 

2/23 

(週六) 

上

午 

參訪上海博物館 上海市的大型中國古代藝術博物館，薈萃

了各朝各代的歷史文物，館藏文物近 102

萬件，考察其文物展示方式。 

下

午 

上海虹橋國際機

場→臺北松山機

場 

中華航空(A330-300) 

16:15 起飛-18:15 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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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議題 

本次考察以「中國大陸出水遺物保存研究及水下文化資產人才培

訓」為主題，參訪地區為浙江省寧波市與上海市，另因適逢寧波市中國

港口博物館「1894.9.17 致敬致遠艦」展覽期間，爰將寧波水下考古基

地、水下展示議題納入本次考察行程，豐富整體考察行程。我們設定的

參訪議題主題有以下 4 種方向： 

(一) 國家級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基地定位、組織、規劃 

(二) 水下文化資產人才培育機制、水下發掘方式、遇海域工程之處理 

(三) 出水文物保存策略、機制、成果 

(四) 水下文化資產展示現況、展示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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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心得(或主要發現)  

一、文化資產之保存與管理 

1、參訪內容 

(1)日期：2019 年 2 月 19 日 

(2)地點：中國浙江省寧波市天一閣 

(3)過程：參觀中國浙江省寧波市天一閣，並與天一閣博物館安康主任了

解相關文化資產保存及展示事宜 

2、中國浙江省寧波市天一閣簡介 

因為抵達寧波的時間比預定早，在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安排下，

參訪不在預定行程的天一閣。 

天一閣通常是來寧波旅遊的首推地點，在寧波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它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私家藏書，於明朝嘉靖45年(1566年)興建完工，距今

將近453年，現存的古籍多為明代的刻本或抄本，藏品中最珍貴的是明代

的地方誌和科舉錄。它是當時明朝兵部右侍郎范欽所主持建造，是范欽於

辭官歸家後因應藏書增加而興建的藏書樓，范欽根據鄭玄所著《易經注》

中「天一生水……地六承之…」命名為天一閣，建築格局為上下兩層，上

層為一間，下層為五開間和一個樓梯間組成天一地六的格局，希望借水防

火，也就是一般愛書人最怕的火損，樓外則蓋水池蓄水防火、並有防火牆

隔開空間等措施。范欽對此的建築思維體現管理、保存藏書閣的頭腦，加

上他去世前，將家產分成藏書和其他土地銀兩殘酷二分法由子繼承的想

法，形成天一閣「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祖訓，以上兩樣主因充分反映出，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藏書名人眾多，但受火損、或後代變賣藏書等種種因

素，終難出現如天一閣規模私人藏書閣的盛況。 

天一閣藏書質量之高可由清乾隆皇帝詔修的《四庫全書》收錄天一閣

藏書約96種，《四庫全書總目》收入於約有450種書籍觀之，范氏後代所

送呈書籍被收錄的量體，堪稱當時第二。其後，天一閣受鴉片戰爭英軍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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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其他戰亂盜賊乘亂盜取、致藏書損失嚴重，但范氏後人和當地熱心人

士皆致力保存，重修天一閣，在國家政策下並有尊經閣、明州碑林、秦氏

支祠等遷入，形成今日所見之形制，天一閣於1982年入選大陸地區第二批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設有古籍修復部門，並已建立古籍數位化平

台，致力古籍數位普及化工作。 

3、參訪心得  

藏書閣也就是現在所稱的圖書館。建造者范欽僅任明朝兵部右侍郎，

他的官等不算非常高位，可是他熱愛讀書、收藏書籍及能進一步謹慎規劃

藏書空間理念，實著令人欽佩。天一閣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它是以民間力量

來建造、收藏、保存的圖書館，是體現范氏後代艱難守存的奇蹟，它是中

國現存最早的私家藏書，也是世界現存最早的三大私人圖書館，它反映出

寧波學風渾厚，作為曾為明代浙江各府中考取進士最多的地區，寧波文士

對在地文化的認同、愛惜文化的力量。這樣的力量是從下而上，也是支持

像這樣屹立近450年古建築，面對歷年遭受到各式天災、戰爭及竊盜等人

禍予以重建、巨資贖回被盜藏書可頌故事。立於天一閣的一處角落，看著

有些重建後的建築，有些遷入的古建築，共生在這近450年起起落落的歷

史片段建築群，由衷的感佩這些先人的付出，使得這些珍本知識與紀事能

永為流傳，今人能透過文字的載體了解並傳達當時社會各式面貌。 

 

  

東明草堂為范欽最早居住處 還原范欽分家產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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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閣為兩層樓建築，取名於易經文

字，期盼以水克火 

范氏後代於天一閣前以假山石建造九

獅一象等園林造景，改善周遭環境 

  

尊經閣於民國由寧波府學內遷入 防火巷的設計，有效降低火災蔓延 

  

德和堂展示為麻將館 珍藏王羲之摹寫繕本 

 

 

 

戲臺精緻，充分展現朱金木雕工藝 與天一閣博物館解說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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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資產館舍展示 

1、參訪內容 

(1)日期：2019 年 2 月 20 日 

(2)地點：中國浙江省寧波市寧波博物館、慶安會館、保國寺 

(3)過程：參觀中國浙江省寧波市寧波博物館、慶安會館、保國寺，並與

相關人員了解文化館舍展示事宜 

2、中國浙江省寧波市寧波博物館簡介 

寧波博物館是當地綜合性博物館，於2008年興建，計3萬餘平方公尺，

耗資2.5億元人民幣，建築外觀以山、水、海洋為設計理念，利用傳統瓦

爿牆的工藝，也就是將青磚、龍骨磚、瓦片、缸片等廢舊建築材料層層疊

砌成牆體，另清水混擬牆以浙東特產毛竹為其肌理，該建築深具在地特

色，可稱將寧波的傳統建築元素與現代建築形式融為一體。其建築體和其

他設計者一部份的作品，獲世界建築學最高普利茲克建築獎，其設計者王

澍則是得該獎首位的中國建築師。 

該館最經典之常設展為「東方神舟-寧波歷史陳列展」，展示從河姆

渡文化至隋唐到民國計約7000年的寧波文明發展史，其展覽分成七個部

分，為遠古文明、拓展三江、州城確立、國際港城、海定寧波、東南都會

和開埠通商，充分表現出作為一個港口城市，其發展過程與海洋、航運；

貿易的重要關聯。另一專題常設展「阿拉老寧波-寧波民俗風物陳列展」，

則以場景復原、仿造建築、蠟像等呈現寧波老字號商家的舊建築及民俗活

動，相當生動有趣。 

  

寧波博物館外觀一景。瓦爿牆設計理念 寧波博物館內牆一景─毛竹肌理之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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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度文化為寧波城市文化的開端 「東方神舟-寧波歷史陳列展」內出土

文物展示一隅 

  

古代港口貿易繁盛復原情景 海禁政策下，沿海居民走私貿易起 

 

 

 

左：「阿拉老寧波-寧波民俗風物陳列展」寧波十里花轎 

右上：民俗風物陳列展-寧波老字號商家的舊建築展示 

右下：與寧波博物館王福生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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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國浙江省寧波市慶安會館簡介 

會館，為明清、民初同鄉或同行在城市聚會的場所。慶安會館興建於

清咸豐3年(1853年)，現為浙東海事民俗博物館，兼具祭祀天后媽祖及會

館建築，為浙江省唯一保存完整的會館。會館規模大，占地面積約5000

平方公尺，建築有200多件磚雕、石雕藝術品和1000多件木雕，其木雕展

現漆朱貼金是寧波在地木雕工藝特性(該技術於2006年入選中國第一批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慶安會館為清代浙東地區三雕工藝技術最高

水平的表現，另其前後雙戲台建築形制相當少見，全館以媽祖相關展示、

寧波與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寧波船史展為主題。其中中國寧波船史展則展

示從七千年前的舟船、句章港、明州船、宋海船、第一艘輪船寶順號等較

重要的船隻及其模型，是代表中國船史變遷的重要展示。 

 

 

 

 

 

慶安會館為兼具天后宮及會館之建築 慶安會館現為浙東海事民俗博物

館，展示媽祖信仰、中國船隻模型

等，有大小戲臺，深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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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國浙江省寧波市保國寺簡介 

保國寺，興建於北宋(約1013年)，其大殿為全寺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建

築，大殿接用木榫銜接，未使用任何一根釘子，為中國長江以南最古老、

保存最完整的木構建築之一。相較長江以北，江南更顯潮濕，如此木構建

築能保存悠久，被視為一建築奇蹟，該寺所出現的「鳥不入、蟲不蛀、蜘

蛛不結網、灰塵不上樑」現象，推測可能與建築材料或工法有關，至今仍

是千古之謎，展示部分國家與保國寺形式相仿的木建築模型，及呈現保國

寺木構建築重要的研究成果。 

  

精進院本體為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建築 木樑安裝設備監測樑柱傾斜狀況 

  

展示保國寺地理位置和周遭環境 入院建築一景 

   

展示重要建築模型 與保國寺解說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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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訪心得 

建築師王澍因設計寧波博物館而獲致普利茲克建築獎，寧波博物館此

一作品獲該獎評審團認為，都市化必須以當地的需求和文化相呼應，汲取

深遠且獨特的傳統，否則未來都市化深切影響整個世界，無法符合未來長

遠的需求。該獎殊榮是肯定寧波博物館的設計理念，除了提供各式人性化

設計空間及整體美觀外，更結合在地需求與形塑當地文化印記。寧波博物

館是新鄉土主義建築的一大典範，其建築動人之處在於喚起在地記憶，誠

如曾於舊址居住過的老奶奶，來到這棟嶄新的建物，見到舊時老宅的一塊

磚瓦而感動，喚起體認過的歷史記憶。相應未來臺灣規劃在澎湖建造一座

水下博物館，除展示水下文化資產的豐富性外，如何建造一個動人的建

築，不論是結合在地特色、或為傳達先民歷史文化載體，是值得深思且重

要的課題。 

作為祭祀天后媽祖及會館建築的天后宮，其三雕工藝技術高超，且前後

雙戲台建築堪稱一絕，惟當地不僅限於此，將該建築定位為浙東海事民俗

博物館，並設有中國寧波船史展，這樣信仰建築作為展示區域的方式在臺

灣並不多見。但換個角度想，作為歷代重要港口的寧波，其更名於明朝，

取義於「海定則波寧」，相較慶安會館取名自「海不揚波慶兮安瀾」，均

是沿海居民因應生活下內心最深處的祈求，和媽祖海神信仰息息相關，同

時以歷代中國船隻變遷及重大海難為出發，企圖探尋船隻工藝的進展與寧

波商幫崛起與發展，這些都是作為寧波這座城市重要的特色，曾為三江口

通江達海河海聯運的碼頭，即使會館周遭建築普遍性都已經城市化、現代

化，但慶安會館見證了寧波過去與近現代繁榮海外文化交流，是海上絲路

文化重要的遺存，這層層的扣環，比起精緻的船隻展和恢弘的建築群，更

讓人感嘆不已。 

保國寺歷史悠久、環境清幽且為能體現宋《營造法式》難得實例，於

1961年被列入中國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與清華大學等高校合

作古建築監測，大殿現有安裝監測設備監測樑柱傾斜狀況，展有中國和他

國重要木構建築模型，並設有精闢木構建築介紹，這些種種對古建築的預

防性保護、展示及推廣，均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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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港口博物館 

1、參訪內容 

(1)日期：2019 年 2 月 21 日 

(2)地點：中國浙江省寧波市中國港口博物館 

(3)過程：參觀中國浙江省寧波市中國港口博物館，並與馮毅館長及吳鳳 

展覽陳列部主任等相關人員了解展示事宜。 

2、中國浙江省寧波市中國港口博物館簡介 

中國港口博物館於2014年開館，總投資約7.3億元人民幣，外型如海

螺一大一小形狀，並結合風帆外型，建築面積40978平方公尺，其定位以

港口文化為主題，集展示、教育、收藏、科研、旅遊、國際交流等功能於

一體，為發掘港口歷史、傳承港口文化、傳播海洋文明重要基地，亦是海

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據點，也是國家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寧波基地所在地。「港

通天下-中國港口歷史陳列館」其陳列係以歷史時間為軸線，分由遠古、

古代(夏商周至1840年前)、近代(1840年至1949年前)、現代(1949年至2010

年)四個階段呈現中國港口的重要史實、典型事件、重大成就等變化 4。 

 

 

中國港口博物館外型為大小風螺，左區風螺為中國港口博物館使用，右區風

螺為寧波水下考古基地使用(圖片為中國博物館簡介資料)。 

                                                       
4 中國港口博物館簡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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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港口博物館最熱門的「港通天下

-中國港口歷史陳列館」入口意象 

中國港口歷史陳列館 -遠古人類生

活展示 

  

中國港口歷史陳列館 -古代人類器

物展示 

中國港口歷史陳列館 -古代人類器

具展示 

  

中國港口歷史陳列館 -古代港口城

市模型 

中國港口歷史陳列館 -近代港口情

景復原 

  

中國港口歷史陳列館-近代街景復原

陳列 

中國港口歷史陳列館-現代化進展

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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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94.9.17致敬致遠艦」展覽簡介 

此次展覽，主要是介紹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致遠艦，屬於

考古成果發現展，其展示主題及展示方式為第一展區鐵甲無聲-致遠艦的

生命史，以致遠艦模型、船艦互動式剖面圖及北洋各軍艦模型，介紹致遠

艦是清朝決心建立北洋海軍決心下，向英國訂購建造的船艦，其於1887

年服役，1894年在中日黃海海戰中彈沉沒。 

第二展區為再現人間-致遠艦的水下考古，敘述致遠艦係國家文物局

批准丹東水下考古隊於2013年至2016年對「丹東一號」進行調查，並證實

了「丹東一號」沉船就是甲午海戰中的傳奇戰艦—致遠艦。該艦發現（提

取）文物200多件，包括船體構件、船員生活用品及武器配件。其中該區

展示盤心有「致遠」二字的餐盤、方形舷窗、加特林機槍、57毫米哈乞開

司炮的肩托和砲彈殼、魚雷引信、還有一個刻有致遠艦大副陳金揆的英文

名字的單筒望遠鏡等。最終確認該沉船為甲午海戰中沉沒的清北洋海軍致

遠艦。 

第三展區海魂不滅—致遠艦的深遠影響，描述世界各國對北洋水師戰

敗評論，並展示致遠艦軍官合影等照片及各國輿論新聞等。 

第四展區-結尾。勉勵甲午戰爭硝煙散去雖已一百二十餘年，但實際

上，歷史的真實也從未遠去。今日，得益於水下考古事業艱辛的開展，使

能探索沉船並跨越時空與當年的真實歷史對視 5。 

  

1894.9.17致敬致遠艦─入口意象 1894.9.17致敬致遠艦─致遠艦模型 

                                                       
5「1894.9.17 致敬致遠艦」展覽簡介資料，2018 年，中國港口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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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9.17致敬致遠艦─致遠艦內部

結構互動裝置 

1894.9.17致敬致遠艦─北海船艦模

型 

  

1894.9.17致敬致遠艦─交艦合影照 

 

1894.9.17致敬致遠艦─炮的肩托 

  

1894.9.17致敬致遠艦─砲彈殼 1894.9.17致敬致遠艦─出水文物 

 

  

1894.9.17致敬致遠艦─展區一隅 1894.9.17致敬致遠艦─展物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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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9.17致敬致遠艦─展區近1000平方公尺，陳列各式出水遺物，亦有精采

的論證過程、老照片、各式軍艦戰力比較，可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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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訪心得  

本次行程參訪多處和水下文化資產或出土(水)相關之展示館，以中國

港口博物館為例，該館係以中國海域重要的港口之各時代歷史脈絡出發，

並佐以展示重要文物，這種以大航海角度出發，多元展示手法，相當值得

參考。臺灣近期在南島語族研究累積豐碩成果，臺灣過去亦是國際航路的

重要據點，世界一觀，臺灣對世界的貿易發展、航路要道有著重要的地位，

建議應整合現有臺灣貿易史、航海史之研究資料，而非只著重考古脈絡，

持續納入水下博物館發想內容，期待能建構屬於海洋民族的文化特色。再

則，另一展區之「1894.9.17 致敬致遠艦」，展示中國由「丹東一號」水

下考古調查至證實為致遠艦之考古成果，其中各項歷史資料蒐整之豐富

度、過往考古影像的輸出、以及當時世界各國詮釋此場戰役角色論點，在

在引人入勝。本次除了考察他國如何詮釋及展示一艘沉船考古歷程及歷史

脈絡，建議我國未來更須提升考古發掘現場的後製影像錄攝手法，俾滿足

後續影像再利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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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水下遺產保護寧波基地(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科技保護中心) 
1、參訪內容 

(1)日期：2019 年 2 月 21 日 

(2)地點：中國浙江省寧波市國家水下遺產保護寧波基地(寧波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科技保護中心) 

(3)過程：參觀國家水下遺產保護寧波基地(中國浙江省寧波市寧波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科技保護中心)並與王結華所長、林國聰副所長了解相關

水下考古基地規劃及水下展示事宜。(因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保

護中心與國家水下遺產保護寧波基地為同一機構，本次主要考察水下

文化資產，所以依寧波文物考古研究所安排，將第二天參訪該中心行

程併入第三天參訪基地行程，第二天參訪行程增列慶安會館、保國寺。) 

2、國家水下遺產保護寧波基地簡介 

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寧波基地於 2009年掛牌，該基地於 2014年占中

國港口博物館建築面積為 11000平方公尺，設有陳列展示區、保護修復區、收

藏整理區、培訓交流區、研究辦公區、文體活動區、公寓宿舍區，是中國第一

個設立的國家級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基地，擁有水下考古隊員多名，專業人才數

量居全國之冠，並制定水下文物普查技術規範，進行「小白礁一號」清代沉船

水下考古發掘6。 

3、座談主題：兩案展覽合作交流議題 

(1)座談人員：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王副主任大民、國家文物局

辦公室港澳臺處朱副處長稚怡、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孫鍵技

術總監、周春水研究館員、中國港口博物館吳鳳展覽陳列部主任 

(2)座談內容： 

大陸:歡迎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來訪，本次水下文化資產展覽合作交流緣

於 2018 年「第八屆海峽兩岸文化遺產保護論壇交流」討論成果，

2019 年雙方合意規畫於「第九屆海峽兩岸文化遺產保護論壇交

                                                       
6本段內容係整合改寫於《水下考古在中國專題陳列圖錄》第 2-3頁、第 22-28頁，2015年，寧

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寧波中國港口博物館、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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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主題:水下文化資產)結合辦理致遠艦、經遠艦、廣丙艦三

艦聯展。有關三艦展示大綱編寫，中國大陸方主要由王大民主

任、孫鍵老師、周春水老師編寫。致遠艦目前規畫以現有展示資

料整合，並增加一些出處，及三艦之比較，佐以相關出水文物、

海戰實物等件。本次合作展定位為單純的考古展，不涉及過多的

評價，建議可加強北洋海軍介紹。 

大陸:三艦展的定位，不完全以致遠艦之考古發現展型式展示，希望多

增加歷史層面資料，目前構思為四個單元：尋找→成軍→海戰→

重光，另考量展覽地點在臺灣，因此基調以敘述為主、不做過多

評論。本次提供的展示架構屬初步構想，仍待多次討論，未來還

需要跟臺灣的水下文化資產專家討論確認，有關工作進程希望能

於 3 月下旬能提出展示架構、文物展品明確方式。 

臺灣:感佩大陸對展覽各層面擬定，本次所提出聯展之構想縝密，展示

規劃及架構完整，致遠艦已有幾次的展示經驗，相信在展示的資

料和展示內容應該是相當精彩。這裡，只有一個部分需要補充說

明，本案本局在臺灣已經委託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辦理，該館

屬是屬於地方性的展示館，到該館參觀的民眾，多數目的是為了

到淡水和八里地區遊玩而順道參觀，參觀的民眾多數是一般家

庭，特別是親子活動，因此在展示手法需要考量這些在地特色，

重視互動性的展現。同意剛剛王大民副主任所提以考古發現為起

頭，分享過去曾在日本旅遊參展的小經驗：日本九州下關某展館

展示有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的場景，臺灣人喜歡看故事的細節，

對場景的故事性充滿興趣，因此許多民眾專注於該場景中所出現

仿真的中國人特有痰盂，這些小細節所延伸出來的民族習慣都是

值得討論。相同的，致遠艦展覽的展示理念和驚人發現，我們期

待所有展品都能到臺灣展示，並強化展覽故事性。臺灣的展區面

積約 500 平方公尺，可使用面積可能僅有現場致遠艦展區一半空

間，因此須考量如何將致遠艦等沉船發掘成果精華處結合生動的

展示方式，並加強與觀眾互動。 

大陸:臺灣的意見相當值得參考，這幾年中國大陸在展示手法已有大幅

的增進，但在互動層面，未來也希望能夠與臺灣學習。 

臺灣:這個展覽目前定調的客群為散客、親子，未來執行上會依據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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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展館在地性與現有水下文化資產資源進行盤

點，主軸不涉及過多評價，以趣味、好玩、具啟發性為目標。第

四部分建議可用探索來結尾，探索甲午戰爭的歷史意義、介紹典

型人物及世界對此戰役結果不同立場的論述。 

大陸:這些建議都相當好，請納入後續執行作為，另外也建議雙方儘速

籌組工作團隊，就後續策展人選、展示架構、展示文字、展品等

方面依執行期程辦理。 

  

參訪國家水下遺產保護寧波基地 與國家文物局及相關人員座談。由左至右依序
為:周春水研究館員、王大民副主任、朱稚怡
副處長、孫鍵技術總監。後排左方：吳鳳主任 

 

 

 

船體修復室-各式船板刻進行脫鹽及藥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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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基地-實驗室設備 

 

顯微鏡檢視遺物狀況 

  

寧波基地-船體修復室內設備 寧波基地-實驗室設備 

 

  

 

4、「水下考古在中國」展覽簡介 

「水下考古在中國」展區面積約 1800平方公尺，為 5個展區「機構與人

員」、「技術與裝備」、「調查與發掘」、「保護與交流」、「規劃與發展」，展示中

國水下考古的發展過程和相關成果。考古調查成果陳列有「南海一號」南宋沉

船、「半洋礁一號」南宋沉船、綏中三道崗元代沉船、「南澳一號」明代沉船、

「碗礁一號」清代沉船、「小白礁一號」清代沉船、中山艦沉船之出土文物。

另有透明玻璃半開放的沉船修復室可供參觀修復過程7。 

 

                                                       
7 本段內容係參考《水下考古在中國專題陳列圖錄》第 26頁改寫，2015年，寧波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寧波中國港口博物館、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以及引用中國港口博物館簡

介資料。  



33 
 

 

 

 

 

 

展覽入口意象(上)、出水文物展示(左)、水下考古潛水衣、探坑等展示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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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訪心得  

人才培育層面，中國水下潛水調查人員培訓方式與我國現有實務操作

方式略有不同，中國是以從事全國陸域考古人員(須為考古相關科系畢業)

為基本範疇，再依個別意願參與各年所辦理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考古）

培訓班課程，培訓機制能充分與實際從業人員結合；反觀我國，實際從潛

水調查工作為科學潛水人員，在培訓課程部分則以水下考古課程為發展，

因此在第一線水下作業環境易有專業判讀不足的情況產生。我國現僅有中

央研究院水下考古唯一團隊，建議應持續培訓相關人員水下作業能力和考

古專業素養，俾能有更充足人力進行水下考古作業。 

中國大陸早期培訓課程須仰賴國外師資授課，但因已辦理多屆國家水

下文化遺產保護（考古）培訓班，現多數已能由國內師資授課，克服學員

國際語言不足困境，相較我國過度仰賴外國師資之情事，建議更須培訓相

關國內師資，以發展配合我國所需之水下考古課程。至培訓對象建議應思

索後續能否進入至相關職場，以避免所培育人才無法該領域所用，爰此，

可思索是否於離岸風電調查複查階段增列臺灣依法培訓之水下考古調

查、科學潛水專業人員資格介入相關管道，俾增加培訓人員相關工作機

會，並提高複查成果的專業度。 

國家水下遺產保護寧波基地為浙江沿海水域水下考古調查與研究重

要基地，亦為進行於2012年寧波象山的「小白礁Ⅰ號」沉船遺址水下考古

發掘等沉船出水上千件文物和其船體構造修復工作場域。該基地面積廣

大，並具有獨立的沉船修復室、多間實驗室，供調查與研究人員使用，其

專業人員的配置與專業設備獨立設置，有助水下考古研究工作長期發展；

相較我國現今尚無水下文化資產文物修復之專業科系，而目前待修復之出

水文物高達一千多件，亟須加速相關人員培育及建構相關學科發展脈絡，

而相關出水遺物典藏及研究政策更需待縝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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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海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 
1、參訪內容 

(1)日期：2019 年 2 月 22 日 

(2)地點：中國上海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 

(3)過程：參觀中國上海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並與鄧軍副主任、翟楊副

主任、馮志浩研究部主任了解相關水下考古調查及保存事宜 

(4)座談主題：文物保存交流議題 

(5)座談過程摘要(如無特別敘明，Q 為臺灣代表發言，A 為大陸代表回復) 

Q：有關貴單位在水下文化資產執行狀況為何? 

A：上海文保中心於2013年始於成立，成立之初僅3位職工，俟2015年

至2016年工作職能開展後，預算變多，職員才跟著變多。目前上海

文保中心工作主要分成三大區塊，第一為水下考古，目前在長江口

的調查有一定成果、第二為古建築與現代建築的研究與管理、第三

為文物進出境作業，包含民間文物免費鑑定(對市民提供每周半日

免費諮詢)、進出境、出關文物申請案審批。 

Q：文物出口管制範圍多大? 

A：只要從上海進出就算，如由上海港口、上海機場進出均須提供本中

心出具同意的文件，文物始得進出。 

Q：請問貴中心水下文化資產業務執行情況? 

A：上海市文保中心業務主要是從 2001 年開始，2015 年開展主要是進

行水下考古基礎調查、未來可能會進行發掘和管維工作研究與上海

市水下考古工作實質開展為主要的部分有三塊： 

(1)普查(摸家底)：為了解上海市疑似水下文化資產分布情形，上

海市水下文化資產主要是分布在長江口、杭州灣處，透過文獻

資料的收整與了解，初步估計有 197 處遺點。 

(2)長江口水下調查：目前已有重要的發現成果，如需進行水下發

掘調查，會協同寧波考古中心所指派人員進行合作。 

(3)長江口混水水域無人自動化偵測調查科技研發：長江口水域其

混濁程度相關高(高於臺灣西部海域)，能見度相關低，僅比黃

河水域好一些，因此本中心發展無人自動化偵測科技改善此困

境，該技術曾經獲得上海市技術二等獎，其他相關技術亦取得

專利。 

Q：調查發掘方式為何？ 

A：中國大陸一般水下考古調查由系統工作人員，如「碗礁一號」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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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考古調查即由各地考古所編制人員進行調查。上海有個特殊性，

水域環境惡劣，不利人力調查，因此本中心則委託上海打撈局進行

調查，俟有目標物出現，再由本中心團隊人員進行確認工作。至於

科技是委託上海高校研發(即臺灣所稱之大學)，文保中心提供問題

及待解決清單，再交由高校團隊研發所需設備及技術探索，這些混

水域技術研發受到國家文物局高度重視與支持。 

Q：水域或海域開發之工程處理方式為何? 

A：水下考古工作開展較晚，目前各個省份依其開展程度作法會略有不

同。如寧波對工程前調查要求較為嚴謹，他們要求所有工程前須對

進行開發範圍考古調查，而考古調查係由各省分考古所編制人員進

行，因此面對當地眾多工程，該考古人員會顯得特別忙。相關經費

係由開發單位支應。 

Q：是否有已發現水下文化資產而禁止開發的案例嗎? 

A：目前上海市沒有。 

Q：有關先前所介紹曾得上海市技術二等獎的科技，能否補充說明？ 

A：該科技為智能化水下目標識別(圖像分析、視覺分析)、水下機器人

發掘(資料穩定)、無人艇(整合科技進行海洋大面積調查)，未來將

與上海科委會進一步洽談無人化發掘科技研發的支持。 

Q：臺灣於西部海岸進行水下調查會因水域混濁而導致水中攝影成像不

佳狀況產生，請問面對更混濁水域的長江口，如何克服此困境? 

A：有關這個科技部分就是上面所提到專利，這種技術原理就是透過前

置透明水袋之軟性物體、攝影機在後頭拍攝。不過這種技術仍有改

善的幅度，侷限於拍攝範圍小且會有光點/斑，混水域對海洋設備

調查影響甚大，因含沙量影響影像的清晰程度，目前尚無好的方法

克服，現在僅能挑選潮汐好的時機進行調查，未來本中心也致力朝

向克服混水域海洋設備成像問題。 

Q：科技研發與外部研究單位如何建立共識與互相協助? 

A：水資調查需求明確告知研究單位。研發資金由本單位預算及報專案

向上級申請，也會向科委會專案申請。 

Q：上海城市發展快速，倘開發工程涉古建築之政策為何? 

A：目前上海古建築文保政策為超過50年的建築一律先保留，再依建築

使用功能決定後續處理方式。30-50年建築為可識別性保留，超過

30年的建築拆除前須先報政府機關，確認該建築無時代印記等重要

性後，方可拆除。惟保留下來須面對城市開發後續市容規畫，這不



37 
 

是件容易的工作。目前古建築政策是留→改→拆，如果留下來的房

子具有歷史意義，將提供權益受損之民眾相關補償。 

Q：名人故居保留方式?是原狀保留或與原使用目的不同之活化再利用? 

A：名人故居保留方式較為麻煩，以上海為例，例如上海市蔣介石故居

後續仍有其他名人居住過，涉及究竟應該保留為誰的故居問題。對

此，我們會思索第一個居住者是誰、居住時間長度，綜觀蔣介石於

其他居住處特性等因素，來決定該建築應為誰的故居。如果是其他

人在此臨時居住，如宋慶齡曾於某古建物為臨時居住處，但後續該

建物也有其他名人居住更久時間，則該建物可能作為其他名人之故

居。至於該故居是否保留下來、是否可以活用、及其活用方式，其

決定權在於專家論證結果，本中心將依個案組成委員會，依建築性

質找尋相關類別學科之專家擔任委員會成員。其論證涉及兩個層面

保護，首先涉及建築本體，為外立面、主要結構、平面布局、使用

功能的保護，其次為故居名人的歷史。但這種劃分法出現模糊地帶

不易區分時，則為同一建築體有二個名人故居同時掛名。 

Q：不同專家論證意見不一致時，後續如何處理? 

A：發生此狀況會尋找更多專家加入論證、或先進行相關研究，再持續

論證。如專家論證的決定與政府立場不一時，會尊重專家的意見。 

Q：如果本局後續有古建築部門來上海參訪，有值得交流學習之處為何? 

A：上海市有29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38處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約有270處均可以協助點型導覽參觀，很歡迎臺灣官方單位交流學

習。至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為建築本體，由上海市政府管理，雖

非屬文物單位，也值得參觀。 

2、參訪心得  

中國大陸水下調查人員致力將其調查工作需求，與周遭研究單位合作

研發調查儀器，諸如上海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面對所在水域長江口混水水

域特性，研發智能化水下考古技術-機器人水下考古裝備關鍵技術及應

用，榮獲上海市技術發明二等獎，並取得相關專利。爰此，面對臺灣水域

能見度偏低的情況，建議在調查儀器研發層面須橫向與相關研究單位合

作，並長期挹注研究資源，針對臺灣個別海域屬性研發調查儀器，俾提高

水域調查能力。另中國大陸相當支持水下考古調查作業，各考古所水下考

古調查人員依其業務需求執行調查時，可橫向尋求國家打撈局的協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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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國徵調其他省份具水資調查資格人員參與調查，屬任務編組，未執行

調查任務時，則回歸各考古所執行原有業務，這一點，也非常值得我國學

習。水下文化資產為跨多學科業務，現階段應加強公私部門橫向聯繫，進

行跨部會資源整合。2019年文化部和海洋委員會開始洽談水下文化資產業

務合作，特別是對列冊管理之水下文化資產監測工作議題，企盼海上執法

單位能提供相關協助。 

 

與上海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交流座談 

左二: 翟楊副主任、左三：鄧軍副主任、左四：馮志浩研究部主任 

 

本局與鄧軍副主任雙方致贈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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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 

1、參訪內容 

(1)日期：2019 年 2 月 22 日至 2 月 23 日 

(2)地點：中國上海市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上海博物館 

(3)過程：參觀中國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與上海博物館、並與黃

河副主任了解相關出水文物保存及研究及參訪文物展示工作。 

2、中國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簡介 

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於2015年改建落成，其實驗大樓基地

9142平方公尺，為中國境內一流、國際先進的一家文物保護科技創新研究

與技術服務機構。重要設有四種部門，第一為文物修復研究室，為書畫文

物、器物(青銅器與陶瓷器)和工藝品的傳統技術修復與研究；第二為文物

保護實驗室，包括有機質文物保護、無機質文物保護、博物館保存環境科

學三個實驗室，同時配備了高精度恆溫恆濕紙張分析室、百級環境潔淨

室、生物潔淨室、相應的文物保護處理室和儀器設備；第三為科技考古實

驗室，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和儀器設備，對文物的成分、結構、年代等隱含

信息進行分析提取，深入研究文物的材質、產地、製作工藝和鑑別真偽，

其中所配有的熱釋光考古實驗室，有助器物測定年代，建立比較精確的陶

器、瓷器熱釋光年代測量方法，而1997年引進X射線能量色散熒光儀，開

展館藏完整器的無損檢測分析研究，建立古陶瓷數據庫；第四為古代工藝

實驗室，運用多種科學分析手段、古籍資料查核和模擬實驗，開展中國古

代青銅器製作技術、瓷器燒製技術研究，努力揭示已經失傳的古代工藝技

術，展示中國古代工藝技術方面的創造發明和智慧 8。 

3、參訪心得  

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修復團隊相當強，其修復能力備受國際

肯定，並有多個國家來此觀摩學習，其修復原則和現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8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簡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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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遵守公約精神的可識別的修復理念不同，該團隊修復係以係秉持著完美

修復的精神，相較一般美術館的陳列修復或考古修復，完美修復需要較多

精神與心力，在技術與材料的展現需要高超的功力，訪談過程中，感覺得

到修復師以此完美修復技術為自豪，並認為這樣的完美修復是自早以來傳

承的技法，是對老祖先傳承下來技術的尊重，記錄修復過程的資料也是可

識別修復的紀錄，未必須依公約改變傳承已久的技法，這樣的精神值得探

討。在文物的保存與研究層面，臺灣仍有努力的空間，特別是該中心建立

一套高規格的檢測設備，為中國大陸重要的科研基地，並致力建立古陶瓷

數據庫，而臺灣文物研究機構分散在各大學文物維護系所及其他博物館

舍，各自研究成果及研究數字缺乏橫向整合，且文物保存偏重歷史時期的

珍貴古物，一般考古出土(水)文物研究數據缺乏系統統合，建議加強。 

  

與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討論

出水文物管理與研究 

古陶瓷修復技藝獲肯定證書 

  

參訪書畫修復室 

  

參觀陶瓷修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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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青銅器修復情形 

  

科技考古辦公室因有輻射危險，暫不開發參觀。 

 

※上海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為上海市大型古代藝術

博物館 

參觀千文萬華-中國歷代漆器藝術展 

  

漆器展展示 漆器上精美紋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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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中國古代青銅館-展館以深墨綠為底調，陳列中國青銅藝術發展史 

 

 

 

 

參觀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 

 



43 
 

肆、建議事項  

一、立即可行建議 

有關大陸地區水下考古工作已獲致之經驗，如水下考古基地規

劃，已有足夠空間結合調查、研究、出水文物處理和維護，並結合大

型海測機具置放空間、文康休息及住宿空間；水下考古人才培訓方式

與從業間扣合的強度，特別是以現行考古工作者在職培訓方式進行，

使培訓所學能立即反映於實務工作中；水下考古技術研發和發掘調

查，與其他政府單位及學術研究單位緊密的合作；歷史、航海史多元

化整合展示等各環節，均具高度參考價值，未來可為相關工作及政策

推動奠定有效基礎。 

經過歸納，業務單位可著手規劃以下方案： 

(一)建構水下文化資產展示題材所需基本指標，俾為後續展示再利

用：研究發掘調查成果後製再利用所需項目，俾後續相關展示運

用：相較其他類別文化資產，水下文化資產更重視現地保存，如

何讓必要性的發掘有效呈現在世人眼中甚為重要，諸如在致遠艦

展覽中所呈現的精彩發掘影像，其腳本與畫面呈現需要多方討

論。臺灣現執行普查業務逐漸增多，未來勢必面臨不同團隊執行

發掘、驗證工作，因此建構水下文化資產展示題材所需基本指標，

思索發掘調查成果如何後製再利用為展示材料，其拍攝規格、拍

攝重點、拍攝腳本等基本項目均可以納入發掘計畫呈現，俾利後

續於相關展示運用，也可避免有展示資料品質參差不齊情事產生。 

(二)強化考古調查團隊與科研學術單位合作機制，克服水域能見度差

不利調查困境：臺灣現有調查、驗證仍以人力為主，惟現階段因

應離岸風電水下文資調查發現的目標物眾多，位處西海岸而水域

能見度低，多數分布點位水深不利人力調查。反諸各國在水下調

查科技研發已有相關基礎，建議應進行調查技術交流並落實於調

查工作內，同時，應以現有海域特性，提出考古需求，加強與境

內科研單位合作研發無人化及混濁水域調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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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長期建議  

(一)建立材料分析相關資料庫，橫向整合出水文物研究成果：臺灣現

有文物修復科系研究領域以水下文化資產為主體幾乎沒有，而陸

域考古相關出土文物分析檢測科技單位分散，研究資源未能統

一。現階段臺灣已依〈水下文化資產專業人員培育辦法〉規劃辦

理課程培育相關合格人員，相關人才培育可思索引進國外相關師

資，並鼓勵現有相關文物修復科系開設水下文化資產出水文物相

關課程，與國外相關館舍進行交流。在資源整合層面，建議應將

臺灣橫向整合出水文物研究成果，建立材料分析相關資料庫，諸

如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已處理多批出水遺物，宜將其研究成果建置

於相關資料庫內。 

(二)培育本土水下考古師資人才，鼓勵大專院校開設水下考古課程：

臺灣自 2007 年開始第一屆「水下考古種子人才培育」至 2017 年

「水下文化資產專業人才『水下考古人員』培育課程」已辦理多

屆培育課程，惟課程師資多仰賴國外學者，其中臺灣為授課講師

並不多，臺灣授課講師多屬海測、潛水與歷史學領域，在水下考

古領域的師資，仍由國外學者擔任為主。相較大陸地區在幾屆培

訓班後，其水下考古技術之教學已能自主教學，不須仰賴國外師

資。這反映出近十年臺灣可能專注學員的培訓，但師資的養成速

度過慢，因此在培訓學員過程，有時會面臨學員因語言吸收問題

而導致學習困難，因此建議中長期應須培訓相關國內師資，並積

極鼓勵大專院校開設水下考古課程，以發展配合臺灣未來所需之

水下考古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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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錄 

攜回之圖書資料參考 

  

水下考古在中國專題陳列圖錄 

 

出版單位：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寧波中國港口博物館、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

護中心 

出版時間：2015 年 10 月 

責任編輯：卓挺業 

門泊東江萬里船:上海金山船舫遺址出

土文物 

出版單位：上海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

上海市金山區博物館 

出版時間：2018 年 6 月 

責任主編：賴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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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帆流彩萬里風：18、19 世紀中國外銷

藝術品 

出版單位：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 

廣州博物館、 

寧波中國港口博物館 

出版時間：2017 年 9 月 

責任主編：張東妮、李睿 

金鈎玉帶入夢來:中國古代帶鈎展 

 

出版單位：寧波中國港口博物館 

出版時間：2018 年 4 月 

責任主編：李永歌 

參考資料 

1、 維基百科：天一閣、寧波博物館、慶安會館、保國寺 

2、 《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在水下文化資產之創新應用計畫》成果報告，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託淡江大學執行，劉金源主編。 

3、 《兩岸水下文化資產人才培育合作機制先期研究》成果報告，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委託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許硯蓀、簡連貴、黃漢

勇主編。 

4、 《水下考古在中國專題陳列圖錄》，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卓挺業

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