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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金門不僅僅只是臺海對峙時的冷戰前線戰地，它更是閩南文化基因庫，包
含各種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同時在近代以來，海外移民的拓殖及其帶回的文
化互動，使金門成為海外華人重要的僑鄉之一，東南亞各地、日本長崎、神戶
的金門社群及其鄉團會館也成為當地舉足輕重的社團，對我國的僑務外交有相
當大的助益。

金門在1949-1992年歷經戰爭及戰地政務政策的影響，但僑鄉網絡並未完
全中斷，政府為爭取海外華僑華人支持，大力促成個人或會館以勞軍慰問之名
返鄉。到了後冷戰時期，昔日高度依賴軍人消費的模式不復存在。金門地方政
府以「觀光立縣，文化金門」的施政理念，試圖以觀光產業取代軍人消費經
濟，其中與風土文化有關的風土經濟是最主要的面向，包括博物館的充實及其
人才培育、傳統建築的活化利用、文化路徑的規劃與串聯等。這些工作是地方
政府及地方社會支持的事情，也可改變目前地方發展韌性不足、特色不彰且轉
型緩慢的困境。

有鑒於此，本計畫團隊提出金門地方創生及青創培力計畫，期以重建社會
韌性與地方發展之新方向，結合本校及包括金門大學、海洋大學在內的大學資
源，發展地方創生學程，一方面引導人文社會領域學生投入「全球在地」的理
論視野及實務學習，一方面也促成金門優質文化治理的提升。

行動目標

（一）風土經濟與地方創生的實踐

以傳統聚落為核心，規劃涵蓋生態、文化等不同資源的多層次文化路徑，
發展地方產業及觀光體驗的創新遊程。跨域整合，以工作坊聚焦、培育古厝民
宿等所需的青創人才。除了歷史巡禮、懷舊體驗外，亦尋找傳統聚落其他再生
的可能性。

（二）文化治理與韌性社會的研擬

將軍事據點、聚落活化或老城區整修的建築物，帶入青年創業、共生共事
等創生模式，並以金門博物館作為實踐場域，進行地方導覽與青創人才培力，
串聯金門的文化資源，引發地方產業的機會與能量，藉文化形象的營造，重新
定位金門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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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外網絡與僑鄉文化的重建

善用數位網絡的優勢，策劃開放性的線上學堂，聚焦於海內外金門社群，
重建新型態的僑鄉網絡再連結模式。目標是重建金門、臺灣本島、東南亞各埠
的金門社群網絡，以及整合學術界、同鄉會、海外會館等，講述華人多元文
化，重建移民記憶，讓移民的第二、第三代重新認識金門。

執行內容與實際影響

一、風土經濟與地方創生：以社區參與及人才培育為策略

• 新頭社區地方創生工作坊

• 后湖社區聚落再生

• 瓊林社區文化遺產及聚落再生走讀活動

• 金門地區傳統建築活化利用及經營管理人才培育工作坊

• 從花若盛開看里山的未來講座

• 瓊林夏雨聲植物X茶點職人手作

風土經濟的經營，強調的是挖掘各地具有特色的地方元素，將之轉譯成具
有代表性的產業活化方案。本團隊走訪金門各地村落社群，將耆老口中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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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故事」爬梳整理，舉辦諸如：「新頭社區地方創生工作坊」、「后湖社區聚
落再生輔導方案」、「瓊林社區文化遺產及聚落再生走讀活動」等講座與活
動，一方面讓在地文化特色能夠跨越時間與世代的鴻溝，達到傳播與保存的目
的；另一方面，也凝聚在地居民對家鄉社區的認同感與自豪感。更甚者，因為
金門的僑鄉特性，透過這些歷史文化的脈絡梳理，也可以加深金門社群與海外
網絡的連結。

在澆灌地方社區的風土文化發展之餘，本團隊也連接在地產業與商家，為
地方創生的人才培育提供參考方案與研習課程。包括在古寧頭舉辦的「金門地
區傳統建築活化利用及經營管理人才培育工作坊」，其目的在於讓地方民宿業
者以及有志朝此領域發展之青年，對於傳統建物保存與史蹟維護，到文化觀光
與地方創生有更多的了解，期許能讓金門的古厝民宿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升級
成「體驗服務」。此外，本團隊也積極與在地商家進行交流，輔導「瓊林夏雨
聲植物X茶點職人手作」店鋪，共同設計特色風土產品及展售平臺。這些都是
活化與利用具有地方特色的風土元素，將之與在地產業作結合的案例。

教育方面，本團隊也藉由「從花若盛開看里山的未來」之講座，由邱銘源
導演分享，如何以紀錄片作為媒介，展現地方的風土樣貌。藉由基礎調查工作

后湖社區許生土老師解說金門民俗文化 古寧頭聚落古寧歇心苑古厝人才培育工作坊

瓊林聚落夏雨聲植物X茶點職人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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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掘，到拍攝期間的角度詮釋之經驗分享，讓參與講座的臺師大師生對於紀
錄片作為文化表述的影音載體，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此講座也可以做為未來
金門青創的養分，為金門風土文化發展開拓嶄新的路徑。

二、文化治理與韌性社會的規劃實踐：以博物館為場域

• 金門歷史民俗博物館第一館展示多語計畫

• 人文學研究方法課程金門移地教學

• 回眸 -.俞大維特展

• 金門僑鄉文化與文化資產教師增能工作坊

• 博物館和它的文化路徑活動

文化治理是以文化進行政治與社會、經濟的調節，包括政府、公民、文化
界與學界等對歷史及文化遺產保存的推動及影響，而韌性社會指的是在社會、
經濟及基礎建設等層面必須能夠抵抗未來衝擊及壓力，以維持相同功能。健全
的韌性社會必須擁有「低脆弱度」與「高回復力」，除了較能夠承受衝擊外，
也能夠迅速從衝擊中復原。

本團隊以金門歷史民俗博物館做為金門文化的入口，與地方社區結合建
構文化路徑，使其成為金門觀光的起點，並推動博物館第一館展示多語計畫，
使博物館成為地方創生的核心，透過臺師大國際學生的優勢，完成多國語音
導覽，提高金門歷史民俗博物館的能見度。結合臺師大課程「人文學研究方
法」，在金門進行移地教學，帶領韓國、印度、越南及我國學生認識金門風土
及其面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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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 -.俞大維」紀念展覽

博物館文化路徑 -.蔡復一畫像到蔡厝

多語翻譯錄音室現場



64

時逢八二三砲戰65週年暨俞大維逝世30週年，本團隊協助俞大維先生紀念
學會媒合特展場地，同時協助金門縣文化園區管理所策劃「回眸──俞大維」
紀念特展，期以特展展示、專題講座及對談交流，認識並反思金門戰地歷史，
契合金門作為戰地島嶼之文化特殊性，增加觀光吸引力。

金門坐擁非常豐富的僑鄉文化與戰地文化資產，本團隊以文化路徑作為金
門地方創生的策略，營造公眾參與、公私協力的文化治理模式，期望提升金門
地區的社會發展及韌性回復力，進而提升地方產業與觀光體驗的品質。

三、金門僑鄉網絡的再連結   

• 馬來西亞砂拉越林夢華人節的傳統藝術展演交流

• 新加坡金門社群尋跡及歷史散步活動

• 線上學堂「凝視與回望」系列講座

• 新加坡金門移民文物返鄉計畫

• 「The Chinese Question: The Gold Rushes and Global Politics（華人問題-淘金
熱與全球政治）」講座

若說到金門的風土特性，其中不能被忽略的便是在大時代背景下，因為
人群的遷移形塑而成的「僑鄉金門」。正因金門的文化血緣在東南亞與日本等
地開枝散葉，現今對於金門海外連結網絡的維繫，不僅有助於國家推動的新南
向政策，其連結也可以落實金門的文化永續。對外，本團隊陪同金門魁儡戲劇
團，至馬來西亞砂拉越地區與當地的華人、穆斯林社群交流，透過傳統技藝的
演出與交流，使當地民眾認識金門傳統藝術文化。團隊主持人更與新加坡金門
會館一同主辦「新加坡金門社群尋跡及歷史散步活動」，藉由講述老一輩移居
新加坡的金門社群生活景況與故事，讓第二、第三代的金門僑民們認識新加坡
金門先賢的歷史，也延續了屬於新加坡金門社群的共同記憶。

本團隊更進一步透過舉辦「凝視與回望：我們與他們的金門」等線上系列
講座，邀集各方海外學者專家，或金門僑鄉族親與學術同好，以線上學堂之方
式進行文化交流與分享。在數十堂的分享會中，從僑民文學、影像創作到移民
史的爬梳；從產業發展實務與挑戰到古蹟文物的文化資產保存，各個與金門文
化相關連的領域皆有觸及。課程中不僅激盪出許多跨文化交流的火花，更串聯
了散居於海外各地的金門會館與僑民社群。

對內的部分，江柏煒教授也親自走訪東南亞與新加坡等地的僑民社群，積
極募集具代表性的僑民文物，邀請其回到金門本地的博物館策展。此舉，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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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大學吳俊芳老師帶領學生參與線上學堂 線上學堂印度成員

希望可以記錄下金門文化血脈在不同地域發展的軌跡與豐富樣貌，也藉由充實
金門歷史民俗博物館館藏，以提升金門博物館國內外之能見度。此外，本團隊
也舉辦「The Chinese Question: The Gold Rushes and Global Politics（華人問題
- 淘金熱與全球政治）」講座，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系艾明如教授至
臺師大演講，藉由對華人移民研究的剖析與反思，套用到現今國際局勢下的類
比，使參與講座的師生對全球華人移民研究產生新的觀點，同時正視文化多元
與文化永續等相關的課題。

未來願景

課程

本團隊預期未來以三階段的漸進過程，整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金門
大學、國立海洋大學三校聯盟選修。

第一階段為盤點與補強，以三校既有的課程，各自強化地方創生的課程規
劃；第二階段為聚焦與協作，聚焦於核心課程，協作相關的課程開設；第三階
段為跨域整合，以共開課程、承認學分的行政完備為目標。

課程強調大學社會責任，並對應S D G s，以議題為導向，兼具理論與實
踐，期待學生藉由跨校整合的選修系統，熟悉風土文化、風土產業、人文與科
技應用等議題，結合島嶼環境、海洋傳播、數位典藏、文化創意等課程概念，
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社會

本團隊以韌性社會為目標，建立環境、社會、經濟、文化永續的體制，



66

讓金門島具有強韌的回復力及自我修補的能力。培育後進研究及行動人才，以
博物館為核心，規劃設計實作課程。以全球在地學的視野，協助金門僑鄉文化
網絡的重建，藉此補足地方文化發展、國家層級的新南向政策及僑務政策之不
足，也讓金門成為國人認識東南亞為主的一種新路徑。

責任

創造議題導向的地方創生計畫，以建立公眾參與、公私協力的模式，並整
合跨領域、跨校院的專業，在政策面、產業面、執行面及文化面提供地方發展
之需，引發地方社會的能量。以金門移地研究為主，落實及提升年輕世代的社
會關懷與社會實踐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