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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聚落： 
四鄉五島皆有傳統聚落、
村落的保存。其中芹壁聚
落為馬祖保存最完整的傳
統聚落之一，亦是知名文
化旅遊點，有多家民宿業
者與餐飲業者入駐， 活化
程度最高。 
 

無形文化： 
• 語言 
• 民俗 
• 宗教 
• 生活 
 
 
 
 

北竿 

橋仔聚落 

南竿 

后沃村 芹壁聚落 

坂里大宅 

東引 

東莒 

西莒 

牛角聚落 

津沙聚落 

福正聚落 

大埔聚落 

田沃村 

中柳村 

鐵板聚落 

閩  馬祖為閩東文化保存與傳續重鎮 

 

一、馬祖特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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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設施： 
「最密集的軍事坑道佈
署」，讓馬祖擁有全球最
特出的戰地文化與觀光資
源。 
 

 

 

精神標語： 
隨處可見大大小小的精神
標語，是昔日心戰設施的
一環，如今則成為突顯馬
祖戰地文化的特色之一。 

 

人文： 
戰地生活、回憶 

 

 

 

 

戰  戰地文化之顯著成為馬祖文化一大特色 

 

南竿海防據點現況使用分布圖 

觀光發展 
廢棄、閒置 
駐軍中 
拆除、消失 



地方經營 

文化資產 

敘事經營 
 

讓島嶼說話 
以可見看見不見 

文化治縣 
縣級文化會報 
文化政策 
世遺 
再造歷史現場 
社區營造 
 

博物館 
地方文化館 
文化資料庫 

人地事時物 
人文地景產 

馬祖學 
虛擬研究：詮釋、盤點多元研究 
典藏：地方文化資產 
展示：文化觀光 
推廣：文創、文化行銷 

讓島嶼 
會說話 

二、目標願景 



三、 

•在地紥根 
• 文化記憶庫 

• 文化資產保存再生 

• 特色文化體驗品質升級 

• 島嶼博物館建置 

• 藝術展演劇場建置 

•接軌國際 
• 國際藝術島 

• 世界遺產潛力點 

未來發展面向 



在地紮根：文化記憶庫 

現況：藉由「馬祖學」累積，為「說故事的島嶼」再添力道。 
 
未來發展方向：以文化資產、社區營造、博物館舍、圖書館、鄉土教育、文化造
產等文獻中心之原生文化元素為內涵，結合數位科技工具及政府鼓勵機制，促進
文化DNA的「保存、轉譯、開放、運用」，並透過與民眾共同建構文化記憶的
機制，形成實體與虛擬雙軌並行的社會文化行動。 

數位典藏及加值利用 

結合科技(ARVR)提升文化記憶 

扣合馬祖島嶼博物館 



在地紮根：文化資產保存再生 

現況：文化資產保存工作，除了硬體上的修繕之外，如何發展一套永續發展的經
營管理等軟體策略，並針對適合於各聚落文化產業發展及活化再利用之空間及特
殊軍事景觀，建立管理機制。 

未來規劃方向 

1.持續辦理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古物、遺址等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 

2.持續辦理連江縣法定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調查、研究、出版、守護、 人才
培訓、教育推廣、行銷活動、研討會等相關工作。 

3.文化資產活化及再利用，運用創意性思考規畫，結合周邊資源或活動辦理，賦予
文化資產新生命。 

4.文化資產之教育推廣，建立文化資產事務交流平台；宣導及培訓文化資產保存及 

活化觀念，提升在地居民對文化資產議題的關切或參與；增進在地居民與文化資
產多元連結之機會與意願。 

5.培植專業文化資產保存人才，延攬專業人員進行相關文化資產工作。 

6.馬祖戰地文化景觀修復及再利用，並推動申請加入世界文化遺產計畫。 



在地紮根：特色文化體驗品質升級 

現況：本處多年來在馬祖四鄉五島已辦理各類文化節慶活動，並已累積
相當經驗及成果，如何彰顯在地文化之獨特元素，形塑文化藝術活動之
國際文化識別價值。 

未來規劃方向 

（1）導入節慶專業經理（策展人、藝術總監）協助規劃及執行。 

（2）增進在地文化藝術創作者及藝術工作者之深度參與及展演規劃。   

（3）加強在地文化歷史脈絡與文化資源之保存及運用。 

（4）強化在地文化品牌專業形象及其國際文化識別價值之塑造。 

（5）促進在地社區與民眾共識之建立與參與。 

（6）周邊產業串聯模式之建立。 

（7）國際合作及行銷策略之規劃與推動。 

（8）跨領域及跨行政等各類資源之整合 。 



在地紮根：島嶼博物館建置 

馬祖歷史博物館 

民俗文物館* 
Hub核心 

戰地主題館 

勝利堡 
 

考古 
場域/遺址 

街角館 

12據點 

故事館 

坑道 

經國館 

場域 

地文館 

地文館 

Hub核心 

戰爭和平 
紀念公園 

主題館 

飲食文化 
場域/街角館 

宗教信仰 
場域/廟宇 

島嶼生態 

傳統漁業 
漁業展示館 

航海時代 
東犬燈塔 
展示館 

海洋生態 

生態教育館(水試所) 

橋仔燕鷗館 

海洋文化 

傳統聚落 
場域/歷建 

常民生活 

戰地文化 

現況：館群式主題聯盟 

前瞻計畫-文化生活圈建設-地
方館舍升級 

 

106-107 
協作平台 

108-109 協作平台 

雲臺
山軍
情館 



在地紮根：藝術展演劇場建置 

現況及未來規劃方向 

1.為了保留梅石中正堂歷史風貌及特殊軍事遺產意義，以及考量到馬祖  

地區缺乏大型、現代化之展演空間，擬將中正堂規劃為現代劇場展演空
間。  

2.中正堂之外觀大部分以原貌保存修復為最高原則，建物後方將因應現
代劇場需要適度增建；內部則修建成現代劇場，輔以AR數位科技呈現
現代劇場的展演，並配合昔日中正堂電影院的使用經驗與文物展示。  

 



國際藝
術島嶼
計畫 

再造歷史
現場計畫 

世界遺
產潛力
點計畫 

保存 

轉譯 

再現 

接軌國際 

藝術內涵詮釋 

旗鑑計畫引導 

形塑當代意義 

教育紮根，擾動推廣 
用世界級的準備，走入世界 



 

一、從資源盤點到系統化經營 

二、從問題意識到建構核心價值 

三、從閩東文化到馬祖文化 

四、從治理文化到文化治理 

五、從美麗到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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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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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資源盤點到系統化經營 

 

1. 現況缺乏整合平台，以利資源連結共享，形成另一種資源浪費。 

2. 文化研究宜系統化後，再進行對內教育及對外展示紮根工作。 

3. 軍方代表說明，隊史館收藏許多軍方文化資產及文物，未來可考慮開放提供相

關軍方文物，提供本處放置於已活化運用的據點展覽，找回過去馬祖戰地的歷

史記憶。 

4. 軍方據點的釋出，若非涉及重要的地點，軍方撤離後應該保存原空間的物件，

交由文化處進行研究保存，讓空間可說話，達到島嶼會說話的目標。 

5. 軍方內部文化資產(例如:戰地文史記錄或是影像等)，若因涉機敏性而不宜公開，

建議軍方建立完整保存機制，俟未來解密後，即可提供本處做為調查研究使用。 



 

1. 問題意識：第一線執行真實的挑戰為何? 究係資源或民眾參與不夠? 

2. 世界在看不一定看特性，有時或許不宜在地性太強，宜思考世界上的人為何在

乎你? 性格特質為何?  如：巴黎具浪漫特質。    

3. 計畫目的及核心價值為何? 為了看到老人的微笑? 讓馬祖人驕傲自己的文化? 與

社會的關聯性?  是否可延續? 

4. 國際藝術島非公關公司可達成，關鍵在於有認同感時，即可做到錢做不到的事。 

5. 國際藝術島為馬祖帶來的內涵為何? 為形塑島嶼風格，可嘗試用不同扎根方式

展示馬祖的魅力，如建築語彙 ，閩東在地發展的建築形態，當代建築與傳統、

另宜思考融合、連結、創新的對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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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問題意識到建構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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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閩東文化到馬祖文化 

 

1. 馬祖目前幾個重要文化包含：海洋文化、宗教(媽祖)文化、戰地文化。 

2. 文化源頭來自福州，發展許多亞文化，涵蓋母體(福州)文化及現在(戰地)文化。 

3. 馬祖學99%為海洋文化 

• 戰地文化中強調海防，重兵放海岸線。 

• 海洋經濟，淡菜、漁民生活。 

• 海洋社會，族群移動的社會。 

4. 馬祖是馬祖話通用的地區，但現在馬祖在地很多小孩已經不會講馬祖話，文化

處已透過參與訂定國家語言發展法公廳會，爭取將馬祖話（閩東語）納入該法

草案所稱之「國家語言」保障，建議成立「馬祖話保存推動小組」，從小教育

紮根，將家鄉語言傳承下去，現階段具體作法，建議學校可利用馬祖文化繪本，

當作鄉土語言教材，另宜鼓勵社區、家庭多使用家鄉話和小孩溝通。 

5. 與中國大陸將會是競合的關係，雙方互相競爭亦有合作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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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治理文化到文化治理 

 

文化治理包含民眾參與、跨域、以文化思考。 

1. 整合規劃：文化應用非單一作法，而是跨域結合如觀光、交通等。 

2. 民眾參與：過去多由單一方式執行呈現，到現在文化治理涵蓋多元力量角力，

如政治、經濟…，可能碰到衝突，但不要懼怕衝突。 

3. 很多戰爭文化被拆掉引起廣泛討論，聚落逐漸在改變傳統面貌，因此應該做出

調解的機制，涵蓋公部門、第三部門、居民，以解決三方問題，再制定符合現

況的條例，如聚落再發展條例。 

4. 以文化思考：期待觀光立縣的基礎是以文化立縣，軍方的改變是馬祖下一個階

段的文化治理契機。 

 



 

1. 很多美麗的地方故事感動人心，如馬祖的淡菜，馬祖的坑道，金門的聚落保存

可供借鏡。 

2. 文化吸引力是什麼？如何創造更美的景點？絕對不是美麗的裝置藝術，馬祖的

國際藝術島，不應只是公共藝術，宜建構建築、社區及整個島嶼都很美麗。 

3. 未來軍事營區活化再利用以及文化場館建置後，仍需透過社區協會成員及文史

工作者持續進行管理維護工作。 

4. 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自我認同很重要，當自我認定它是世界級的景觀，就是

世界級的景觀。 

5. 馬祖戰地文化爭取推動世遺面臨困境，因目前臺灣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

礙於政治因素問題，短期間無法順利推動馬祖戰地文化申請世遺工作，與會者

建議若想突破，可透過與中國大陸合作（兩岸申遺，以冷戰史國共內戰方式）

申請，研議適時向中央陳報其可能性，另東亞島鏈或是另一個申遺思考方向。 

 

 

（五）從美麗到魅力 



 

 

能夠掌握自己文化獨特性的地方，才是

未來文創產業的勝出者。 

                                                         小野                                       

 



馬祖。 
  願景 

謝謝您的聆聽 
 

敬請指正 
 

4+8年 
 

讓島嶼會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