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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文化資產人才的需求，以及人才培育機構的出現，是與文化資產

這個法令保護下的產業息息相關的。一般人是不常用產業的觀念來看

文化資產的，不管其經濟規模有多大，它確實成為政府文化政策下執

行軟硬體工程的一部分，不少文化資產相關的從業人員依靠它取得業

務，不少專業人士靠它營生。文化資產包羅萬象，在這裡只談我較熟

悉的古蹟、歷史建築、聚落等幾個部分。藉由簡略的歷史回顧，以產

業的視點，或許可以更加釐清現存文化資產的一些問題。

921大地震的影響
對這些有形的台灣文化資產保存而言，921大地震無疑是個影響重

大的轉戾點。一方面是在大規模的震災下，許多古蹟和古老的建築物

受到極大的損害，使得不少建築史的學者專家，第一次大規模的攜手

合作，一起從事全台古老建築的普查工作。接下來的受損古蹟的調查

研究、修復設計監造、工作報告書等工作也有更多的學者專家參與。

原本古蹟類文化資產的調查研究與設計監造工作，被侷限在少數

有經驗的學者專家與建築師身上。早期內政部為了古蹟修復的品質，

將過去具有古蹟修復經驗的學者或建築師登錄造冊，只有列名者才得

以從事古蹟相關計畫的主持人，或是負責工程的建築師。於是形成一

種無形的藩籬，古蹟的相關工作成為少數寡佔的「行業」。地震對多

數古蹟與老房舍造成的的傷害，打破了這樣的僵局，讓更多的歷史學

者、建築學者、建築師參與到這類的工作行列裡面。

921大地震重建的專款支應持續了10年之久，在這期間學術研究

單位多了不少調查研究工作的職缺，建築師事務所多了不少古蹟的測

繪與修復工程設計、監造人才的需求，營造廠則急需工地監工駐在人

員。其他修復工程周邊的專業技術支援工作也多了起來，例如結構分

析評估與補強、白蟻蟲害防治、木料的檢測、再利用工程的機電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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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相關產業的興衰與
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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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庭園植栽工程等相關人才需求多了起來。

一時之間，文化資產至少在古蹟與老建築方面多

了許多工作需求，有志投入者也多了不少在現場

學習實務的機會，訓練造就出不少人才。

由於不少古老建築幾乎與古蹟有類似等級的

保存價值，在震災中受損倒塌，被當作是救災和

重建的阻礙，被掃除清運丟棄。這些幾乎是準古

蹟的古老建物的受難，也導致後來新增了「歷史

建築」的文化資產類別，成為獎勵保存的對象。

於是各縣市地方政府在921大地震後，依據各地普

文化資產開放參觀的社會推廣教育(國定古蹟台北賓館導覽解說)

藉由修復現場的實務人才培育(國定古蹟鐵道部修復現場)

文化資產相關科系研究人才的培育(大溪老街歷史建築參訪)

查老房子的成果，或是關係者的自行提報，新增

了不少歷史建築的登錄，相對的調查研究、修復

工程設計與施工等相關業務，亦隨之而生。

另一方面，在平時地方政府的財政是吃緊

的，921震災重建捐款的挹注，解開了地方上財政

的窘境，當時不少古蹟歷建只要是有些破損能間

接說明是震災引起的，大都適用了震災專款的申

請補助。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文化單位官員，也被

迫學習面對大量增加的古蹟歷建業務，熟悉這些

相關事務的運作，從過去慣性的行政作業，轉變

為學習型的公務人員。在這之後，不少公部門官

員進入各個學術單位開設的文化資產相關研究所

進修，可見其一斑。

文化資產人才培育方式的轉變

教育部為了這樣人才的殷求，開始鼓勵與

許可各校文化資產相關研究所乃至科系的設立，

相關系所的增設在此後十數年間最多。於是台灣

進入了由大專院校學術單位正式培育文化資產人

才，以及從事相關理論與技術研究的階段。

在此之前，不少古蹟的修復理論與方法延

續自戰前中國大陸的第一代建築師，在古蹟修復

工程設計監造上的專業能力，無可諱言的，多少

是在一個個古蹟修復的個案上，嘗試實踐理論與

錯誤反省的經驗累積上，建立起修復的原則與做

法。而工程修復實務方面，則仍依賴傳統匠師的

經驗發揮。

日治時期日人在台灣雖也曾頒定「史蹟名勝

天然紀念物」的保存法令，亦曾保存與修復過一

些清朝的古建築，但皆是由公部門的官員主導的

公共工程，未成為一種學術性的研究與論述，亦

未正式由學術單位培育此類人才。戰後，鮮有受

過日本建築教育的長輩參與了古蹟的業務，在學

理與經驗上可以說很難傳承延續的。

1990年代學成歸國的建築學者，帶回了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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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社團主辦的參訪學習活動(空間母語基金會洋館學習團)

及日本各國的理論與技術，各人自成一家，二人

三腳、七嘴八舌的開始談論台灣古蹟歷建的修復

倫理，建立修復的理論與制度，也引進更多國外

的觀念與技術。不同的觀念與主張在審查會議上

各說各話或相互爭執皆有；外國移植而來的古蹟

修復方式，與傳統的做法格格不入是不可避免；

主張文資保存修復與世界接軌的，以及主張建立

文資修復的地域性特色之間的矛盾是存在的。

不同的學者教育出不同觀念的人才是事實，

多元多樣的言論一直是台灣文化資產界的狀態。

但是學術單位提供了一個場域，除了一般對文化

資產有興趣的大學生之外，文化資產相關的政府

官員、營造廠商的現場技術人員、建築師事務所

的從業人員、地方文史的工作人員、從事地方社

區營造者，以及各種領域背景出身意欲參與文化

資產實務界的人，都可以在學校這個場域互相學

習、互相交流，找到自己進修學習的管道。

在修復現場的人才培育亦產生許多變化，不

見得有更多年輕人願意花時間、受盡甘苦向老師

傅學藝，以及台灣缺乏匠師的培育與認證制度，

使得古建築的傳統技藝正在式微，甚至許多都已

失傳。原因當然不只是在古蹟修復的產業這邊而

已，而是當代建築的產業已經很少使用傳統的材

料、構件、工法，連廟宇等傳統信仰的建築興建

都在現代化中。擁有一般老建築技術的匠師失去

了工作機會被迫轉型，具有精緻傳統建築技藝的

匠師，只能依靠古蹟歷建的修復機會發揮所長。

由國寶級的老匠師傳授傳統技藝的工作坊、研習

會，無論如何都無法與過往長期的師徒技藝傳承

相比，觀念或方法或許可以，真正的技術只能學

到皮毛。培育的人才能否進入實際的職場，繼續

磨練其技能，就更不可預期。

古蹟歷建相關產業的興衰

震災眾多的善心捐款，注入了大量經費，活

絡了全台古蹟歷建的修復工程。因為受限於特殊

的營繕技術，過去全台從事古蹟修復的營造廠本

來就屈指可數，驟增的業務，讓營造廠和傳統匠

師忙於趕場，應付各地突增的工作量。原本不論

在中央或者是地方行政事務上，都是處於較不被

重視的文化資產修復業務，一時成為經濟規模不

小的產業。

同時在建築設計業務的不景氣，土木界主張

擁有部分建築業務權利等壓力下，令一些建築師

們開始注目到古蹟歷建修復相關的業務，質疑過

去少數人壟斷古蹟歷建的修復工作，認為依建築

法對建築師專業能力的認定與保障，應該同樣具

有能力與資格才對。在公會遊說與民意代表說項

的結果，不少建築師參加了為其量身訂作的古蹟

歷建專業課程，短期惡補修完課業後取得了參與

這些文化資產的調查研究、修復工程設計監造、

工作報告書製作的資格。

然後接下來一些建築師開始加入文化資產的

相關業務，使得古蹟歷建的保存修復工作成為較

為開放的行業。但新手的建築師們也開始體會到

此專業的困難之處，遇見工程書圖屢審不過而陷

入泥沼，最後不得不退出此工作領域的亦有。這

樣的問題仍在延續中，文化行政單位不滿意新手

的專業度，抱怨古蹟歷建修不好，預算執行進度

不佳；審查這些設計書圖的學者專家一審再審飽

受痛苦，甚至考慮是否要讓無能力修正圖面的工

程書圖放行；不成熟的工程書圖估價不準確，徒

增後續發包與變更設計過程的困擾，現場的監造

亦失去了準據，只能依靠匠師們自由發揮手上技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理
念
與
教
育

學會1029.indd   15 2014/11/4   下午4:26



16 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   201410

藝，文化資產保存的精神已經不知何在。

較差的狀況，最終將迫使一些文化行政單

位在對策上避免讓新手參與此類工程，這些業務

終將再次回到少數較具經驗的建築師手中。不過

最糟的是，在此過程中又出現了一些文化資產遭

殃，淪為新手嘗試錯誤的試驗品，觀念錯誤又不

可逆的施作工法，使得許多文化資產價值所在的

珍貴之處已被清除不再復見。

另一方面，近幾年兩岸關係的改變，頻繁的

經貿往來，連古蹟修復的產業都無法倖免遭受波

及。充裕的勞動人口、相較下較便宜的薪資、對

岸年輕人對繁重工作的接受度、大陸對材料加工

後才能出口的政策等等原因，使得千篇一律、匠

氣十足卻價廉的大陸木雕、石雕等既成品、半成

品，逐漸占領台灣寺廟的新建工程，與古蹟修復

的現場。在台灣若沒有充分的就業機會，這方面

的人才就會出現斷層，沒有傳統技藝良好的施作

機會，基層的學徒就無法藉以磨練技術，進而可

以出師獨立門戶，連老匠師都將失去展現手藝和

傳承技術的場域。

文化資產政策走向的重要性

近年來文化政策向文創產業傾斜，原本就很

少的文化建設經費也相互排擠，中央補助地方政

府的古蹟歷建的修復經費急劇減少，此產業的經

濟規模萎縮顯著，已與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不

少文化資產相關軟硬體建設經費的申請補助，不

得不由文化資產主管單位轉向客委會、水利局、

觀光局、都發局等等間接相關的政府部門。顯然

文化資產相關的這個產業，一直是個政策導向很

強的產業，十分依賴官方部門資源的文化資產，

其資源的多寡、產業的興衰，全看主政者的政治

決策，實在與源遠流長永續傳承的文化資產的本

質相背離。

文化資產的人才培育終究與這個產業的需求

息息相關，呼應文化資產指定登錄保存數量的實

際需求，配合官方預算資源的編列挹注，也才能

讓人才的培育與就業穩定正常。文化資產的主管

單位確實應該對這個產業的結構問題進行了解，

各學術單位也應開始追蹤畢業人才的去向與就業

情形。

最早的年代，各縣市的古蹟指定，幾乎像

救火隊一樣搶舊文化資產的情形居多，近年來仍

有一些涉及公共工程或是都市更新開發的搶救

個案，除此之外被動應對提報的保存個案逐漸增

多。這樣的情況顯示文化資產的指定登錄事務已

漸漸進入穩定的狀態，穩定管控指定登錄古蹟歷

建的數量已成為可能。

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政策上合理的管控古蹟

歷建的指定登錄數量，並據以編列歷年必要的相

關保存修復與管理維護預算，讓投入的預算資源

成為充足、穩定與常態。這樣將有助於人才的培

育與職場的人力平衡，且有助於古蹟歷建相關產

業規模的穩定性，對於已指定登錄的文化資產才

有能力照顧，特別是在私有古蹟方面才能取信於

民。

人才培育的國際交流(2014年台灣建築史論壇)

文化資產人才培育的未來(國小校外教學台南孔廟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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