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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期課程安排 

在前往金門前，室內課程規劃了一系列關於田野調查需必備的技巧，像是閱

讀古文獻、老照片等，並在課程中間安排校外講師王淳熙老師，介紹史料文獻的

分析到真實場域的應用。最後，掌握了這些田野技巧，建立搜集資料的能力後，

進入規劃階段，以課程文化資源活化與再利用的案例，透過案例的介紹，增加學

生對於空間規劃的想像。這些行前教學，先建構相關理論基礎，並提供學生實際

進入場域時，所具備的基本能力。 

而工作坊之後的第一堂課程，安排張瑋琦老師進行演講，實為學生如何在金

門收集到的資料，做進一步文化價值的詮釋與實質的應用，透過講者的經驗分享，

以及最後的對談，相互激盪想法，也能給予期末作品上一些建議與方向。 

 

圖、工作坊前後的課程安排 

 

演講－文化資源的應用技巧 

 

演講－文化資源詮釋與應用 

圖、工作坊前後時期的課程演講 

表、前期課程安排表 

日期 單元類型 課程主題 

9/24 理論課程 台灣地名與行政區劃 

10/8 理論課程 方志與古文書 

10/15 專題演講 
從史料文獻到空間場所－文化資源的應用技

巧(王淳熙 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 

10/22 理論課程 口述訪談與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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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單元類型 課程主題 

10/29 理論課程 文化資源的空間活化與再利用 

11/1-11/7 課外參訪 金門移地教學工作坊 

11/12 專題演講 
文化資源詮釋與應用 

（張瑋琦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備註：排除第一週的課程導論與第三週的中秋連假。） 

二、 移地教學工作坊 

1. 活動時間：2020.11.01（日）至 2020.11.07（六） 

2. 參訪地點 

表、參訪影像紀錄 

日期 地點 專題講座 

11/1（日） 水頭聚落、翟山坑道  

11/2（一） 
碧山聚落、獅山陣地、明遺

老街、金門城 
金門歷史與明代文化遺產 

11/3（二） 
烈嶼：后頭聚落、將軍堡、

勇士堡、雙口海濱地區 

⚫ 金門傳統聚落與建築 

⚫ 金門洋樓的故事 

11/4（三） 
後浦街區、建功嶼、珠山聚

落 

⚫ 金門城隍信仰 

⚫ 金門傳統辟邪與厭勝 

11/5（四） 浦邊聚落、瓊林聚落 
⚫ 金門軍事遺產簡介 

⚫ 金門軍事遺產調查技巧 

11/6（五） 雙乳山、成功海防據點  

11/7（六） 學生自行參觀  

3. 參觀遺址 

為期七天的金門移地教學，由金門大學建築系帶領之下，參觀了聚落建

築、軍事基地與明清時期所留下的遺址，主要以金門的腰封地區、東北與西

南角為範圍，另外也規劃了半日行程至烈嶼。以戰地地理位置來說，這些位

置都是重要的防禦與攻擊地區，尤其腰封地區為其重要，均具其規劃的意義。

例如：烈嶼為後勤、醫療建設為主，金門東北邊為攻擊為主，而腰封地區因

地質關係，為金門最脆弱之區域，所以爲重要的守備位置。而因廈門的地理

位置可居高觀察金門，所以金門的軍事基地多為地底、坑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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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金門移地教學工作坊參訪地點分佈圖 

聚落部分，因金門臨近中國土地，早期多為中國鄰岸的福建、潮州、廣

東等族群過來金門開墾，留下了不少宋明清時期的閩南式建築痕跡。而除了

閩南式建築，在金門因土地貧瘠，難以種植民生作物，所以男性只好南下發

展，成為「出洋客」，導致部分回鄉的男性，在家鄉的建築帶來了西式風格的

建築語彙。而除了建築的風格顯現，那些出洋客因長期在東南亞地區發展，

所以在當地也會另組家庭，族群的混血出現了娘惹文化，成為金門新的風貌。

另外，因逢陽翟遶境活動，林建育老師帶領清大師生一同參與了在地遶境活

動，實際看到了竹符、石符、磚符等特別的祈福用具與宗教儀式。 

軍事遺址部分，透過過去坑道的探查，從破損倒塌的步道中，讓學生看

到地層的斷面，循序漸進的引導大家如何利用基礎的地理知識，去判讀過去

的環境，給予學生新的視角去解讀各種環境。而除了地理知識的運用，軍事

全面的總體規劃，也是在田野調查中，不可少的眼光。 

參訪地點 調查性質 教學主旨 

水頭聚落 

人物（著名出洋客、

娘惹族群）、歷史、

建築 

以知名的得月樓與其周邊建築群、金水

國小等建築，了解清代左右的出洋客，回

到故鄉的建築形式，以及娘惹群族的誕

生。 

翟山坑道 地理、歷史 

以八二三炮戰後，發展了運輸坑道，並透

過坑道裸露的岩石，介紹金門地質的組

成。另外因撤軍，官方利用坑道的回音特

質，每年在裡面舉辦音樂會，這樣的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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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地點 調查性質 教學主旨 

用案例，也提供了學生一種思考方式。 

碧山聚落 人物、歷史、建築 

以出洋客回鄉的在地回饋，例睿友學校，

及曾作為電影場景的精緻洋樓，前者可

看見在地仕紳與地方的連結，而後者可

見曾作為電影場景整理過後的歷史建

築，後續的管理與維護的現況，反思台灣

歷史建築複雜的權利關係與重視程度等

現實層面的問題。 

獅山陣地 地理、歷史 

此砲陣地為唯一現存的坑道式榴彈砲陣

地，特別帶到地下道的展示區域，學習這

樣的軍事遺址，如何透過展示，給予觀者

對話與思考的空間。 

明遺老街、金

門城 

地理、歷史、建築、

人物 

明遺老街為金門最古老的街區，可見明

代時期的建築形式，其中街區也有仿舊

的新建築，這樣的對比，能使學生去思考

「修舊如舊」的觀念是否是合適的。 

烈嶼地區 地理、歷史、建築、 

因列嶼的地理鄰近中國領地，所以其軍

事基地都為地下化，以及作為大金門的

物資後援與第一線的救護基地，所以在

烈嶼能見到地下化的急診室、醫院等距

救護功能的空間。 

後浦街區 歷史、建築 

後浦為金門熱鬧的街區，除了清代的總

兵署、孝坊、浯島城隍廟等古蹟，還有現

代規劃的後浦 16 藝文特區，可見從古自

今的都市發展脈絡，以現代行銷商圈的

手法。 

建功嶼 地理、歷史 

介紹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漲退潮不

同的島嶼面貌，並發現其潮間帶的生態

特性。 

珠山聚落 人物、歷史、建築 

為單姓村的聚落，其聚落建築非常一致，

視覺映像強烈。而聚落四周環山，建築圍

大潭而建，除了地理，也關乎風水的觀

念，是一種特別的聚落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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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地點 調查性質 教學主旨 

浦邊聚落 歷史、建築 

浦邊的聚落型態從宋朝時期逐一形成，

對於金門初期發展有著密切關係，而可

與其他聚落建築比較，其建築風格較為

樸質。 

瓊林聚落 歷史、建築 

瓊林為金門規模最大的聚落，而瓊林二

字為明朝皇帝所賜名，以及可見過去進

士旗桿及宗祠。而老師帶學生們去尋找

宗祠牆上鑲的風獅爺，也為一種信仰融

入建築之案例。 

雙乳山、成功

海防據點 
地理、歷史 

其位於金門腰封地區，為極重要的軍事

地理位置，老師帶領學生走進據點，以坑

道崩塌之地，引領大家如何看見過去的

地質，讓大家透過地理的先備知識，去發

掘過去環境的關係。 

 

在一天的參訪與講座後，師生回至民宿分享今日的發現，並討論期末要

操作的主題，老師提供建議，以及可參考的紙本文獻蒐集。在參訪同時，一

邊吸收，一邊尋找有興趣的議題方向，這也是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 

表、參訪影像紀錄 

 

後扁基地 

 

成功海防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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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林聚落 

 

珠山聚落 

 

各種形式的符咒 

 

學生向風獅爺捐獻祈福 

 

老師補充說明 

 

課後討論時間 

4. 專題演講 

演講主題規劃了有形與無形的介紹，有形文化為聚落建築與軍事遺址，

無形文化則為金門辟邪、厭勝文化與在地信仰文化，其中特別邀請專研金門

城隍信仰的唐惠韻老師，可以透過介紹金門城隍信仰，思考與新竹城隍信仰

的異同。而軍事遺址的部分，邀請了黃信穎老師與許純鎰老師，他們均對於

金門軍事遺址為目標，分別以文化地景與航空資料做調查研究。從黃老師透

過跳脫單一物件（建築思維）的眼光，將眼界拉高至地景規劃的角度，去思

考當時軍事再處理戰事（地）的規劃，重新給予學生另一種觀看遺址的視角。

許老師則是透過過去美軍的空拍照片，透過現代的空拍技術進行疊圖與定位，

進行後續的分析步驟，而這樣新的技術，讓大家認識不同工具的使用。 



文化資源田野調查實務－金門移地教學 

 

 7 

表、演講影像紀錄 

 

課程演講 

 

學生提問 

 

大合照 1 

 

大合照 2 

三、 訂定發展主題 

最後一晚的討論，學生們大概有了規劃的對象，有 3 位同學對於洋樓或軍事

遺址感到興趣、1 位以傳統聚落為主，另外 2 位待與老師做持續討論，需要日後

的課程加入更多的討論來擬定方向。從此次的移地工作坊，針對金門獨特的軍事

遺產與聚落空間的探查，讓學生透過田野實作，練習觀察力與敏感度，並透過與

金門大學建築系師生的合作與交流，補足對於建築語彙的解讀與規劃概念。 

表、修課學生期末主題方向 

洋樓建築 軍事遺址 傳統聚落 待討論 

郡凌、舒晴、靖強 郡凌、舒晴、靖強 佳慧 品妤、渝庭 

四、 學生心得與回饋 

學生姓名：張舒晴 

2020 年 11/1，配合系上文化資源與田野調查實務這門課，老師帶領著我

們幾位學生總共八人，一同前往金門做為其一個禮拜的田野調查。對於金門

的種種面向，我是陌生的、覺得與自己與這個地方是沒有任何連結的。然而

在我深入當地的文化後，我漸漸發現，自己的生命與當地有了交集後，那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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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的剎那，是無法忘懷的，那種深入骨子裡的悸動。 

    那些洋樓與戰地遺跡等具歷史意義地方，在經歷了多位專家帶領下讓我

得以更清晰的角度去看待金門這塊土地，然而這些瞭解是沒辦法輕易碰觸

的，只因為他們所身處的時空背景是我們無法完全理解的。走進早已殘破不

堪的洋樓時，我依稀可想像當時在此住紮的軍人，面對的是長期被砲彈轟炸

的聲響，他們被迫加入戰場，甚至分不清自己的定位，只能跟著隊伍奮勇殺

敵。而那些原先居住於當地老百姓，他們對於當時的場景仍歷歷在目，即便

到現在，仍清晰的記得還原當下的情境，站在這些當下的體會與感受，我想

這正是田調真正的意義。當我們天真的以為這些文化與意義都只要被列入課

本或是書籍就足夠被記得時，我們卻不了解金門人他們所希望的保存方式是

甚麼，甚至不帶理解得去參與他們的文化。 

    再者，現在年輕族群越來越少人投身去研究去走訪這些遺產，而大多去

朝聖的只剩觀光客，對於遺產的解說，也僅能藉由導覽員去認識。然而，這

也限縮了讓他人理解金門的方式，難道真正適合大家認識金門的方式，只剩

導覽員嗎?難道沒有其他管道適合不同族群的人去認識這片土地嗎?也許我們

可以去多方面的了解，如何讓長輩口中的金門，以新的方式詮釋給年輕人，

讓他們不再只是表面的了解這些遺跡，並持續推動將金門納入世界遺產的行

列。 

    這些深刻的面象除了反映出金門真實的樣態，同時也給予了我再次以不

同的角度回憶踏上那片土地的日子。 

學生姓名：陳品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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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康靖強 

金門對於從小住在本島上的我來說實在是有點陌生，也帶著一股神祕的色彩。一

直以來講到金門，身邊的人第一直覺就是高粱酒跟鋼刀，除此之外似乎就講不出

來了。經由這次的計畫，讓我得以接觸金門，掀開覆蓋著的神秘面紗一窺這個富

有歷史人文色彩的島嶼，從前置的功課到那個禮拜的實地參訪、聆聽教授學者們

的講座，再到回來後的反思，無不使人對這個島嶼的一切更親近了，也更能從不

同的角度和立場去觀察，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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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樓 

洋樓是出外打拼的金門子弟成功賺錢後，在故鄉興建以彰顯自身的財力、能力並

光宗耀祖的產物，且由於多半是出走至南洋白手起家，也因此可以在洋樓上看見

許多象徵物帶有南洋的風情。現今洋樓多半是以觀光場域的方向經營，這樣的方

式雖迎合現今潮流，卻容易有過於表面、膚淺的疑慮，如何能夠將洋樓背後的歷

史和興建者的情感傳達給一般民眾，或是所謂的觀光客，我想這將是最主要的課

題。 

戰地遺跡 

金門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長年作為保家衛國的第一防線，因此島上的戰地遺

跡密度極高，幾乎是處處可見。例如：坑道、砲陣地、碉堡、營區、觀測所等，

又或是與村落結合的軍事遺跡，如軍人消費市街、特約茶室等。 

而對於戰地遺跡的維護，便又是另一個課題，這次的參訪我們走了許多未經整修

或甚至未開放的坑道，對我來說我會更喜歡這種的坑道，而非整理過後，牆壁重

新粉刷、燈光什麼都用好的觀光坑道。我認為未整修的坑道較能還原當時的情

況，也更真實的反映冷戰時期部隊駐紮在此的緊張感。但畢竟想要讓更多人去接

觸到此類遺跡，勢必是要做更多的維護和整理，減少安全上的疑慮也讓遊客更舒

服更容易來參觀。 

結言 

金門真的是一個相當吸引我的地方，我喜歡他的富有軍事遺跡的感覺，也喜歡舊

聚落建築的美，也喜歡洋樓背後的故事。可是要如何將金門的美推廣出去而又不

會破壞這些我所喜愛的元素，期待藉由與組員的討論，能生出個想法。 

學生姓名：廖郡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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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林佳慧 

在這一個禮拜中，我認識了金門有別於台灣本島的特色與文化。金門舊稱浯

洲、浯江等，位於九龍江口及廈門島外，地理位置重要，以｢固若金湯，雄鎮

海門｣而得名。金門在綿綿歷史中留下了不同的記憶與文化，這些文化在今日

的金門相互共存、融合，以傳統聚落中的建設為例，傳統聚落中不僅有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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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紅磚建築，也可見帶有南洋或日本特色的洋樓，而隨著國民政府來台，

聚落裡指標性的建築開始被國軍佔領，當作辦公中心或是特約茶室等等，各

自的住家也設有防空洞，有些聚落甚至因為國防考量而被視為戰鬥村，村內

闢有作戰坑道，因此在傳統聚落裡可藉由不同的建築來回想金門在不同時期

的故事，認識不同時期所留下來的文化資產。 

 

在七天的行程裡，我特別喜歡參訪金門的聚落，因為金門的傳統聚落和

自己的居住環境有天南地北的差距，同樣都是生活，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

有各自的歷史，還有根據祖先智慧與不同的地理環境發展出不同的文化。金

門有許多依傍地勢與風水而建立的村落，透過參訪不同聚落，我認識傳統建

築的一些工法與特色，例如斗子砌、出磚入石、出磚入瓦、｢宮前祖厝後｣的

建築興建禁忌等等，也認識到不同聚落的特色與文化，例如金門大多聚落都

是單姓村，在住屋大廳的門廊上會掛有寫著不同流派的牌子，像水頭聚落大

多是黃姓，門廊上看見掛著｢紫雲流派｣的牌子，而水頭聚落也是較富有的聚

落；另一個例子，瓊林聚落大多姓蔡，在清明時期有許多人進士及第，興建

了許多宗祠，不過瓊林聚落地處金門中央，地理位置重要，曾經是中共首要

的攻打占領目標，因為如果成功拿下此地，將可以使金門東西的聯絡受阻，

也因此瓊林是金門具有重要戰略考量的戰鬥村。 

 

從瓊林聚落為戰鬥村的定位去發想，我好奇在國共作戰時期，聚落中的

人民是扮演了什麼角色?國防與軍事又是如何影響聚落中人民的生活呢?在瓊

林聚落辦公室旁邊有棟｢瓊林民防館｣，那裡為我們呈現出以前金門戰地時期

居民的生活樣態，聚落居民｢人人皆兵｣，根據居民的性別及年齡有不同的任

務，金門男性除非志願入伍，不然不用當兵，不過要接受民防的組訓，並支

援作戰、協助造林等等，而女性則從事救護、醫療、支援作戰等任務，為了

防止金門居民與中共的來往，金門也禁止養鴿、玩球類運動等等，並設有嚴

格的通行、宵禁制度。另一方面，1960 年代，大量軍人駐軍於瓊林聚落內，

聚落內有一條商店街，軍人的消費為瓊林帶來豐厚的商機。 

 

因此，關於期末報告，我想要深入去了解金門各聚落在戰地政務時期的

生活情境，可能是設計體驗活動或是桌遊來讓民眾能認識金門居民在那時期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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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邱渝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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