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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保存與都市保存 
（夏鑄九教授） 

佛教學系 學二班 鄭喬語 

夏鑄九教授
1
在城鄉建築專業經驗已超過三十年，活躍於兩岸相關領域。他

以宏觀的視野透析主題，探討未來發展核心，從理論到實例，提醒在建築之外，

環境與人的重要。  

古蹟保存的推動與執行不斷受到挑戰，如何保存在地社區居民的集體記憶與

社會關係，是各環節中最重要的面向。夏教授分享兩岸經驗觀點，概括有建築學

界對古蹟選擇與質疑、保存與開發對立、文創與旅遊產業影響。簡述要點如下： 

一、宜將人的集體記憶建構作整合性保存、活化保存、活態保護。要有能力

感受與認識建築型態、營造空間、社會經濟等元素，充分運用於市井佈

局發展公共建設，展現都市紋理與質地之重要性。並融合美學於保存與

再利用性以提升價值。如北京胡同、上海弄堂、武漢里分。 

二、避免流於現代建築規劃與房地產之資本主義利誘、文創旅遊產業影響，

除了建物保存、社區居民的生態與社會關係亦是要件。如早期供應開水

的老虎灶。 

三、對於非正式聚落或老城，在建立社區營造過程應妥善保存有形、無形的

資產，深入理解居民的社會生活，在都市與古蹟保存中，彰顯活絡的人

文景觀。如台灣阿美族的巴道西。 

四、都市更新應轉向於社區取向制度，以功能修補、生態修護二大重點，朝

向有韌性、可持續的生態城市發展。 

五、實踐人類遺產的保護，將保存作為建構異質地方，活化與都市的關係，

是重新界定城市公共空間的機會。如世界遺產鼓浪嶼：活的社區。 

夏教授剖析台灣的特殊性，以清明上河圖的橋樑寓意，舉出專業是支持台灣

邁向全球的節點與橋樑，而非內向的部落與橋頭堡。他提到空間是最好的媒介，

結合社區營造及古城保護達到人的建構，將古城文化與新社區、新人民生活型態

融合，匯流為傳承的智慧。「傳統，意味著傳遞火種，而非崇拜灰燼。」他以馬

赫
2
的話譬喻古城保存與活化的精神。 

台灣古蹟保存制度化有二：一是學術領域發展的台灣在地建築文化的保存運

動；二是國族認同危機，由國家發展出來的本土化政策。前者的國家體制是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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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踐力；後者的古蹟保存是建構人的集體記憶。在意識型態上必須聚焦於台灣

在地文化歷史對人文認同建構之平衡，才能完整歷史脈絡的發展與文化底蘊之生

成根本。 

古蹟的存在是延續先民的生活足跡，具有文史教育功能，所顯發的文化氣息

是建物無法成就的菁華，正代表人類溯本追源的價值。如夏教授強調「古蹟保存

不是古董保護，不能見物不見人。」文化資產的保存不只是有形之物，隱藏的人

文意涵與活動，更具永續保存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