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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中

文化地景與
社區發展

文化地景的調查規畫

及保存維護和在地居民息息相關，

可能會互相衝突，

也可能相輔相成，

關鍵在於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

文化地景的概念

地景（landscape，或翻譯為景觀）和

風景相較，地景的涵意更為廣泛。它不只是

一群自然現象的組合，而是人與自然之間錯

綜複雜相互作用的呈現。在許多地區，地景

對於特定社群還具有聯想的和精神的價值。

和許多自然保護區的保育焦點放在「自然」

相比，地景保育更把「人」放在中心地位。

人的生活造就了周圍環境，但也受到

周圍環境的潛移默化。形形色色的生活與文

化經過歲月的累積形成各地區的地景多樣

性。依據歐洲

地景公約的說

法 ， 地 景 是

「人類生活品質

的重要組成」，

也是「個人和

社會福祉的重
地景是什麼

地景 自 然 人

地景 過 去 現在

地景
自然現象 關聯價值

（社會的和文化的）（風景、自然、地球歷史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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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造就了周圍環境，但也受到周圍環境的潛移默化。

形形色色的生活和文化，便構成各地方的地景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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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和文化多樣性是非常重要的。不過，地

景也可能留有過去歷史中過度開發的痕跡，

因此並非所有歷史襲產的意義都是正面的，

負面的歷史也可以做為人類的省思和教訓。

文化地景保育的緣起

由於地球表面幾乎都有人類的影響，

可說所有地景都是「文化的」。文化地景在觀

念上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世紀中後葉的

一些德國史學者和法國地理學者的作品。文

化地景成為特定名詞則發生在 20世紀前

葉，主要由 1920至 30年代美國Berkeley學

派的人文地理學者Carl Sauer教授所提倡。

要元素」。地景既然來自人類日常生活的營

造，就不能只把它視為過去的襲產，而應該

要為未來而經營。

雖然地景主要是文化影響的產物，但

其中常常富涵著生物多樣性與其他的價值。

許多有人類居住和利用的地景對自然保育也

很重要，因為其中珍貴的棲地和稀有野生物

的保育，都必須持續依賴著傳統土地利用的

方式。有些地景反映著永續土地利用的特殊

技術，有些則透露著對自然的某種特殊的精

神。

因此，保護這類地景及其中的生活方

式，使它能夠和自然系統平衡發展，對維護

花蓮富里鄉豐南社區水稻梯田的特殊灌溉水圳系統



至於把文化地景引用到保育界成為保護標

的，則是1990年代以後的事了。

文化地景保育緣起於世界遺產公約，

保護世界遺產的理念則起源於第一次世界

大戰後的兩項國際運動：一項和文化遺址

保存有關，另一項和自然遺產保育有關。

保存文化遺產的國際運動源自埃及建造亞

斯文高壩（Aswan High Dam），由於這項工

程會淹沒埃及古文明珍寶阿布辛貝神廟

（Abu Simbel temples），1959年在埃及和蘇

丹政府的求援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動

世界各國共同保護遺跡，於是在許多國家

的協助下完成考古研究和神廟的移築工

程。

這些研究和移築工程共花費美金 8,000

萬元，其中一半捐自全球約 50個國家，開

啟了國際間團結一致共同分擔保護傑出文

化遺產的先河，並影響到以後國際間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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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的威尼斯、巴基斯坦的摩亨朱達羅

（Moenjodaro）、印尼婆羅浮屠（Borobodur）

等文化遺址的協力拯救和保存工作。最後

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國際文化紀念

物和歷史場所委員會的協助，開始了保護

世界文化遺產公約的草擬工作。

1965年，美國在一場華盛頓特區舉行

的白宮會議中主張應成立「世界遺產信

託」，並進一步提出結合文化遺產和自然遺

產保育工作的看法，即是以國際合作的方

式，為當代和未來世代的全球公民保護世

界上特別的自然、風景地區和歷史遺跡。

1968年國際自然保育聯盟研擬相關提

案，並在1972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

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中提出討論，於是公約

提案內容漸漸獲得各國認同。終於在 1972

年11月16日在巴黎舉行的第17屆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大會中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

捷克Holasovice歷史村落維持了中歐傳統農村文化景觀的一種樣貌



然遺產公約」（簡稱「世界遺產公約」）。「世

界遺產公約」開啟了推動全球性的自然和文

化遺產保護運動，要求世界各國政府負起保

護境內特殊自然和文化資產的責任，並就具

有特別全球性價值的自然和文化遺產，列入

「世界遺產名錄」加以保護。

「世界遺產公約」內容定義文化遺產和

自然遺產，以及遺產的國家保護和國際保護

措施等條款。公約規定各會員國可自行確定

本國領土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並向世界遺

產委員會遞交遺產清單，由世界遺產大會審

核。凡是被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地

點，都需由所在國家透過法律、行政、教

育、溝通等途徑予以妥善保護。依據世界遺

產中心 2008年的統計，目前這個公約擁有

184個會員國；包括679處文化遺產、174處

自然遺產、25處複合遺產等共878處，分布

在145個會員國中。

文化地景是世界遺產的一個新項目。有

關世界遺產文化地景的緣起，是因為英國提

名的湖區（Lake District）國家公園在世界文化

遺產的評鑑過程中失敗，刺激世界遺產委員

會認真思考在世界遺產中，應該如何納進有

人類土地利用影響的地景。於是在 1992年

10月，世界遺產中心邀集了一群國際專家到

法國Alsace鎮，共同研究改寫世界遺產公約

的作業準則，把文化地景放進世界遺產的架

構中。

同年12月，在美國Santa Fe舉行的第16

屆世界遺產委員會中，經過廣泛討論後，認

為文化地景是未來應擴大的領域之一，決定

新增入世界遺產公約作業準則中。依據2008

年世界遺產中心公告的統計資料，全球計有

55處文化地景，分布在39個會員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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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景的定義

文化地景具有多重涵義，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解釋。在學術界方面，美國地理學

者Carl Sauer在1925年為文化地景下了經典

性的定義：「文化地景由某一文化團體形

塑自然地景而來，文化是作用力，自然地

區是媒介，文化地景是結果。」Wagner and

Mikesell在1962年做了更詳細的闡述：「文

化地景是一具有某種文化偏好的人類社

群，和他們所在的特殊自然環境背景之間

交互運作下的一種具體的、有特色的產

物，它是許多時期的自然演變和許多世代

的人類努力的遺產。」

文化地景已成為世界遺產的新項目，

因此在世界遺產相關文獻方面也有許多闡

釋：文化地景恰當地呈現「自然與人類的

組合作品」（世界遺產公約第 1條），而且

「展現了人類社會在同時受到自然條件約束

及自然環境提供的機會影響下的長期演變

過程，以及在連續不斷的、內在和外在的

社會、經濟、文化力量影響下的長期演變

過程」（世界遺產公約作業準則第47條）。

文化地景一詞「涵蓋人類與自然交互作

用下的各種呈現的多樣性」（世界遺產名錄

中不同類型遺產的列名準則第8條），「在配

合自然環境的特色與限制下，文化地景經

常反映著永續土地利用的具體方法，與自

然之間常有著特別的精神性關係。文化地

景保護可以視為永續土地使用的現代技

術，並維護或強化該地景區的自然價值。

傳統土地使用型態的繼續存在，支撐了世

界上許多地方的生物多樣性。因此，傳統

文化地景的保護有益於保護生物多樣性。」

文化地景是一具有某種文化偏好的人類社群，

和他們所在的特殊自然環境背景之間交互運作下的一種具體的、

有特色的產物，它是許多時期的自然演變和許多世代的人類努力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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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Cordilleras梯田是持續耕作了二千多年的世界最大水稻梯田文化景觀

文化地景的類別

依據世界遺產公約作業準則，

文化地景有下列3種型態。

由人類刻意設計和創造的地景

包括出於美學原因建造的園林和公

園地景，它們經常（但並不總是）

和宗教或其他紀念性建築物或建築

群有連繫。

有機演化的地景 它產生於最初始的

一種社會、經濟、行政及宗教需要，並通

過和周圍自然環境的相連繫或相適應而發

展到目前的形式。它又包括兩種次類型：

殘遺（或化石）地景：代表一種過去某

段時間已經完結的進化過程，不管是突發

的或是漸進的。它們之所以具有突出、普遍

的價值，在於顯著特點依然體現在實物上。

從以上的定義可以得知文化地景維護

和生產（經濟）、生活（社會）及生態（環境）

的關聯性和重要性。我國於 2005年修訂文

化資產保存法，首次把文化地景納入文化資

產的保存項目。文資法中的文化景觀是：

「文化景觀指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

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相

關連之環境。」

景色優美的花蓮富里鄉豐南社區水稻梯田文化景觀，順鱉溪河谷坡地開

墾而下。



持續性地景：它在當今和傳

統生活方式相聯繫的社會中，保

持一種積極的社會作用，而且自

身演變過程仍在進行中，同時做

為歷史演變過程的物證。

聯想的文化地景 這類地景

以和自然因素、強烈的宗教、藝

術或文化相聯繫為特徵，而不是

以文化物證為特徵。

依據我國2006年修訂的文化

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文化地景

的種類包括：神話傳說的場所、

歷史文化路徑、宗教地景、歷史

名園、歷史事件場所、農林漁牧

地景、工業地景、交通地景、水利

設施、軍事設施、其他人類和自然

互動而形成的地景。

相對於文化資產的其他類

別，文化地景具有一種緩衝和連

結的功能，因此文化地景的規畫

應妥善連結其他文化資產地或自

然保護區。有些範圍廣大的文化

地景區內包含著一個或多個小型

的文化資產地，例如古蹟、歷史

建築、聚落、遺址等。這種大範

圍的文化地景區可視為大型文化

資產地，並發揮著緩衝區和連結

廊道的作用，有助於確保土地使

用不致威脅到核心文化資產地的

原真性。

社區參與

文化地景中的農林漁牧地

景，是居民生活長期和土地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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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景保育工作推動的不同階段，都應強化在地居民的投入和參與，

不僅讓居民了解文化地景為何，更應善用在地知識，

輔導投入文化地景的資源守護和經營管理。

金瓜石本山礦場是工業遺址類的文化景觀

文化景觀作業階段和作業流程圖。作業準則內容配合文化景觀一般作業流

程，把作業階段分為「定義與類別判定」、「調查與規劃」、「審查與登錄」

及「保存與維護」4部分，各階段雖大體上有時程順序，但更重要的是互相

支援和回饋的關係。

作業階段

定義與類別判定

調查與規劃

審查與登錄　

保存與維護

普查

提報

主管機關認定

召集委員會

現場勘查

會勘紀錄

具文化景觀價值 不具文化景觀價值

行政程序

公告登錄

備查

管理維護

直轄市、縣（市）登錄

（文資法第54條）
跨越二以上直轄市、縣

（市）轄區（文資法第5
條）

文資法第7條　委託、
委任或委辦調查

結案

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辦法第4條應載事項；公告30
日；公報、新聞紙或資訊網路

文資法54條公告報文建會備查

文資法第55條及第56條文化景觀保存管理及劃定
使用用地及編定保存區

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文化景觀登載
資料庫事項及圖面，並定期更新

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審查辦法第6條減失或減損價
值的廢止及其程序

文資法細則第16條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依程序簽請首長核定

作業流程

行政權發動

調查

審查

是否具
文化景觀價值

文資法第54條；文化
景觀登錄及廢止審查辦

法第2條基準—專業判
斷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

辦法第3條
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組

織準則第3條依類別分
設；第8條迴避條款；
第9條專案小組現場勘
查或訪查



科學發展 2009年7月，439期

Feature Report
專題報導

作用的呈現，相當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

界遺產文化地景型態中的持續性有機演化

地景。這類地景的數量占世界遺產文化地

景一半以上，未來還會持續增加。這類型

地景多位於居民生活的場域，它的調查規

畫和保存維護過程勢必和在地居民的生產

活動、生活習俗、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護

地圖與地景

等息息相關，可能會互相衝突，也可能相

輔相成，關鍵在於社區居民等權益關係

人的共同參與。

文化地景保育工作推動的不同階

段，都應強化在地居民的投入和參與，

不僅讓居民了解文化地景為何，更應善用

在地知識，輔導投入文化地景的資源守護

和經營管理。以下分別陳述社區參與文化

地景調查、規畫和審查登錄各階段的原

則。

在文化地景的調查方面，應鼓勵在地

社區參與文化地景的調查工作。透過在地

居民的參與，能夠獲得在地的對於過去生

活和文化的記憶，以及長年生活在文化地

景中的在地知識，並可使文化地景的規畫

文化景觀

聚落 歷史建築

古蹟
遺址

古蹟

歷史建築

遺址

由各地方政府依文資法公告的文化景觀登錄地（截至2008年8月底）

縣市 名稱 屬性 公告日期

宜蘭縣 烏石港舊址 水利設施 2006.05.03
（應變更為歷史事件場所為宜）

金門縣 燕南書院暨太文巖寺舊址 神話傳說的場所 2006.06.13

基隆市 仙洞巖 宗教景觀 2006.07.20

台北縣 鶯歌石 神話傳說的場所 2006.08.28

澎湖縣 七美雙心石滬 農林漁牧景觀 2006.10.27

宜蘭縣 二結圳 水利設施 2006.12.15

花蓮縣 太巴塱阿美族祖祠 宗教景觀 2007.02.12

基隆市 暖暖淨水場 水利設施 2007.09.14

台北市 坪頂古圳 水利設施 2007.10.09
（含坪頂舊圳、坪頂新圳、登峰圳）

屏東縣 來義鄉二峰圳 水利設施 2008.01.03
（林邊溪地下堰堤）

台北市 優人神鼓山上劇場 其他 2008.02.13

高雄縣 橋仔頭糖廠文化景觀 工業地景 2008.03.03

台北市 中正紀念堂 其他 2008.03.17

彰化縣 線西蛤蜊兵營 軍事設施 2008.04.11

彰化縣 中央廣播電台鹿港分台 其他 2008.04.11

雲林縣 虎尾糖廠糖業文化景觀 工業地景 2008.05.16

雲林縣 北港糖廠糖業文化景觀 工業地景 2008.05.16

雲林縣 斗六糖廠糖業文化景觀 工業地景 2008.05.16

澎湖縣 澎湖石滬文化景觀 農林漁牧景觀 2008.06.02
–吉貝石滬群

台北市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 歷史事件場所 2008.06.17

台北市 凱達格蘭北投社（保德宮、番仔厝、 其他 2008.07.08
番仔溝和長老教會北投教堂）

文化地景和其他類別文化資產的相容性



早（也就是愈早愈好）。

在文化地景的審查登錄方面，由於文

化地景種類和內涵屬性較為複雜，不同個

案的評估重點和保護方式也有所差異。因

此在文化地景的審查登錄階段，應針對個

案的不同差異，邀請各相關領域及層級的

政府部門、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和在地社

區共同參與，例如：城鄉發展、農業、觀

光、地政、林業等政府部門；地理、歷

史、建築、考古、文化、生態等學術領

域；社區居民、協會、在地學校等在地成

員、組織，使審查作業成為化解衝突、貢

獻知識和資源、建立共識、凝聚行動力的

過程。 □

李光中

東華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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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環境現況和在地居民的需求，也能讓在

地居民認識文化地景的概念，使文化地景的

畫定對居民具有實質上的意義。

在文化地景的規畫方面，由於文化地景

的保育計畫不見得能夠完全符合和滿足所有

人的經濟需求和渴望，因此在規畫階段，一

定要說明文化地景潛在的經濟、社會和環境

的互動關聯，並誠實面對可能發生的限制條

件，當然潛在利益更應加強釐清和確認。

文化地景的規畫必須有國家的和地方的

各級權益關係人的共同參與，在各級文化地

景的規畫過程中會出現不同權益關係人，確

保他們在不同層次的適當介入是很重要的。

在國家級的規畫過程中，應在全國範圍內廣

泛徵求專家和全國性民間團體代表的意見；

在地方級的規畫過程中，權益關係人的參與

尤其重要。事實上，地方社區的參與永不嫌

澎湖七美雙心石滬文化景觀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