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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文創調查報告暨行動藝文空間規劃 

中文摘要  

過去 10 年來，世界各國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包括經濟與文化成

熟發展的先進文化大國，如英國、美國、日本；或者亟欲突破傳統代工定位、從

製造代工（OEM）轉型為設計代工（ODM）的新興亞洲國家，如中國、韓國、

泰國，都已意識到文化創意產業帶動國家經濟成長、產業升級的能量，以及在城

市行銷上所能創造的高附加價值，並將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視為國家的重點計畫。 

觀察近年來，各國公部門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主要在因應世界經濟與社會趨

勢的變遷，針對重點產業轉型與升級制訂策略目標。另外，2000 年改變了亞洲

各國產業經濟版圖的金融風暴，也催化了韓國的內容產業以及泰國的設計生活產

業的發展決心，即使是創意產業的發源國英國，其推動創意產業的初衷，也是想

藉由創意產業，重塑英國在世界上已逐漸衰微的創新競爭力。 

本計畫採用質性研究之文獻分析(Literature Analysis)，有目的性、全面地、正

確地蒐集豐富且廣博資料，繼而有系統地分析、歸納、統整，並說明其代表意義，

再建構起有價值的建議。本計畫發現，金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可以從四大領域汲

取養分：一、閩南文化，二、僑鄉文化，三、戰地文化，四、自然生態。然而，

也發現不利金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因素，大致有：一、因社會福利資源而進入

之外來人口激增；二、人口老化、年輕人又謀生不易；三、對外交通因成本過高，

缺乏人流(金流)；四、市場較小且欠缺輔導機制，故投資少。本計畫既已蒐集金

門發展文創之相關條件，並得知不利發展之因素；加之，又彙整六個國外島嶼型

地方發展文創產業之相關案例，故，比較後，提出未來金門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之規劃及相關配套之建議，亦可提供給欲成立之行動藝文空間規劃時之參考。 

 

關鍵詞：文化創意產業、金門、質性研究、文獻分析、島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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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與背景  

  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雖然，有人認為澳洲是最早投入

文化創意產業的國家，但是，英國卻是世界公認將文化創意產業，提升至國家

級產業政策的國家，幾乎直接地宣告文化創意產業所帶來的經濟效益。2005年

英國的文化創意產業締造 1290億英磅，占國內生產毛值之 8/.2%，明顯地取代

了早年工業大國的傳統製造業，成為一股新的經濟成長動力。 

  其次，以臺灣為例來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擁有五億票房的「海角七

號」，靠的就是文化創意的力量，賣的內容正是南臺灣的土味、墾丁南灣的風

情、鵝鸞鼻的海景等，這也說明，以文化為核心的產業，可以帶來極高的經濟

效益。 

  本計畫源自於金門地方政府欲尋思撰寫一中長程發展計畫，有目的、有計

畫、有步驟、有策略地、永續地發展「金門文化創意產業」。所謂「文化」，必

定具有特殊性、稀少性，金門當然有。倘若再加上「地方」，則必須彰顯金門

與它地之差異性；最後，金門「產業」性質又多因地、因時、因氣候而有差異

性。因此，金門這個地方要發展文化產業，並不難；難的是，如何具有「創意」?

如此，才能名符其實地，發展-金門-文化-創意-產業。 

  與倫敦、巴塞隆納、東京、曼谷等城市相比，對於金門，劉維公(2008)曾

經指出，「我們可以發現到這些城市真正令人讚嘆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們推

動了令人刮目相看的大型硬體建設，或是規模驚人的開發案，而是因為它們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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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它城市所沒有的新觀念」。因此，觀念的改變是很大的力量，也是創意的

來源。 

  所以，創意是什麼?創意是觀念的轉折、是相對的傳統、是重組舊元素，是

打破現況，如此而已。因此，對於金門縣政府而言，創意就要從保留金門傳統、

重組舊東西、打破現有觀點、重新出發。換言之，先把政府績效、人潮、金流

放一邊，站在那個島上，從本土角度再好好想一想，好好地發掘在地文化元素；

即使有些是外來文化元素(這是所有文化都會面臨的)，也必須透過在地精神的

思考，將其融合成在地文化，即，金門文化。 

  本計畫從以下幾個面向蒐集資料並分析之，以完成金門地方政府對發展

「金門文化創意產業」的期待。 

一、提供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國際性視野 

  國際上已普遍重視文化產業的概念，英國、新加坡、日本、香港、澳洲及

紐西蘭已提出較完整之文化產業概念。新加坡則是提出以文藝復興城市及城市

藝術節的概念來建構新加坡的文化產業。所以本計畫認為，提供國內外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的概況，作為金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參考以促使這一重要的產業

政策，能與國際接軌。 

二、建構金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思考方向 

  本計畫主要提供未來金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在地視野，點出金門文化的

價值 與精神，找出具有發展潛力與特色的文創資產，做為地方政府與在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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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產業溝通與聯結之起始點。 

三、提供金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策略以供施行參考 

  由於金門文化產業推動在即，但並無較完整的金門文化產業基礎研究，可

供政策推動參考，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提供金門文化產業的形貌，以供文化創意

產業相關部門在政策推動時的參考。 

四、建立文創產業發展的理念  

  文化創意產業具有藝術、創意、文化、永續的概念，針對在地產業的經營

與升級上應用，必須對於產業創意運動的概念面向加以宣導，方能落實文化創

意產業特殊的產業精神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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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分析  

  所謂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是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是課題，透

過蒐集相關領域之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儘量有目的性、全

面地、正確地蒐集資料，內容儘量要求豐富及廣博；再將四處收集來的資料，

視研究目的或需求，有系統地分析、歸納、統整，並說明其意義，再建構有價

值的建議。所以，本計畫收集文獻資料整理後，分別介紹金門及國外個案。 

 

壹、主要個案-金門 

一、 金門的背景 

(一) 自然環境 

  金門擁有許多具有特色且吸引人的觀光資源，包括未受污染的沙灘、成千

上萬的候鳥、鬼斧神工的戰役工事景觀，以及完整而豐富的自然生態系；是第

一座以維護歷史文化遺產、戰役紀念為主，兼具自然資源保育的國家公園。軍

管時期因為偽裝及阻絕的需要，在計畫性造林運動之下，保留許多原始的自然

景觀，因此，擁有「海上公園」的美譽。 

 

(二) 地理位置 

  金門地處東經 118度 23分、北緯 24度 44分，位於福建省沿海的九龍江

口；內捍漳廈，外制台澎，與台灣相距約 150 海浬。總面積 178.96 平方公里；

秋冬為東北季風強勁，全年降雨量多在四至九月，年平均降雨量約 1000 公厘，

屬於亞熱帶季風華南型氣候，為候鳥遷徙的中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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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地質以花崗片麻岩為主，土地貧瘠、土壤多屬沙質、長年乾旱，不利

於植物生長，農作物以蕃薯、小麥、高粱、花生為主。行政上劃分為：金城鎮、

金湖鎮、金沙鎮、金寧鄉、烈嶼鄉等 5 個鄉鎮，共有 35 個村里，163 個自然

村（張火木，1996；許維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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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飲食文化 

  早期金門的飲食自民國以來，「上山採地瓜；下海撈魚蝦」成為庶民生活

的寫照，小時候常吃「地瓜籤」度日，偶爾吃吃玉米飯、高粱飯；國軍來了以

後才嚐到「戰備糧」的白飯。 

  戰地政務期間因為有龐大的國軍駐守金門，加上夜間實施宵禁，營區附近

或鄉下村莊的小吃店，就成為阿兵哥打牙祭的最佳場所，因此發展出戰地特色

的飲食文化。例如一到放假日，阿兵哥就會成群結伴到鎮上吃香肉、牛肉麵、

各式海產配上道地的高粱酒，還可以在金門貢糖特產店裡試吃各式貢糖與特產

美食，和顧店小妹聊天，成為服役期間最美好的回憶(洪楙彧，2010)。 

 

二、 文化脈絡 

(一)  歷史上的發展 

  金門雄峙閩海、汪洋四環，舊稱浯洲，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設金門千

戶所城，因以名焉。金門之有史可考者，溯自唐代。德宗貞元十九年（803 年），

中原牧馬監陳淵來浯牧馬，蓽露藍蔞，以啟山林，島上始有漁鹽耕稼之利。宋

朱子講學，以禮導民，歷代以還，人才輩出，夙有「海濱鄒魯」之譽。歷代均

屬同安，民國肇造，始設縣治（卓克華，2008）。島上遺留有 21處國家級及 12 

處縣定古蹟，島上無一處不在述說金門過去輝煌的滄桑史。 

 

(二)  軍事基地 

  民國以來，僑鄉創業海外，利用僑匯，贊助革命，建設家園，貢獻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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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38 年國共內戰，國軍進駐金門，先後歷經「古寧頭戰役」、「八二三砲戰」

等均獲大勝，金門一躍為保障台澎的屏障。民國 45 年 7 月 16 日金門開始實

施戰地政務體制，迄 81 年 11 月 7 日終止並解除戒嚴，軍民分治。第一屆民

選縣長於 82 年底產生；83 年春選出第一屆縣議員，金門邁向地方自治新里程

碑（許維民，2002）。 

(三)  兩岸中之角色 

  面對歷史金門人有話要說，雖然在「感情」與「文化」上，金門人認同了

中國；卻在「理性」與「政治」上選擇了台灣（羅德水，2007）。金門人選擇

了台灣的民主成就，也認同金廈血濃於水的同胞情感。早期島上先民本來就過

慣了往來廈門添購日常物品，那種依附廈門內地的生活方式，更何況廈門還有

很多金門的親朋好友。 

 

三、 與臺灣的關係 

  金門和台灣的關係匪淺，自明、清兩代以來交往即相當密切。明末年鄭成

功練兵於金門，明永曆十五年（1661年）鄭氏從料羅灣發兵啟航，自荷人手中

光復澎湖、台灣。當年追隨明鄭成功赴台拓疆的金門先民，為數甚多。例如：

「開台進士」鄭用錫為金門人，「開澎進士」蔡廷蘭為金門移民後裔；又如鹿

港與艋舺現仍留有金門會館的古蹟，新竹市尚有金門厝地名等，足見金門、台

灣實為血脈相承(洪楙彧，2010)。 

  但過去，金門一直在台灣政府主導的「一個中國」架構下，齊心為「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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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為三民主義模範縣」而努力，其間軍民胼手胝足、同甘共苦，世人有目共

睹。島內經濟來源全靠駐守十萬大軍的消費，倒也相安無事。但在經歷「台澎

金馬生命共同體」的過程中，金門做了很大的犧牲。羅德水（2007）指出 1954 

年金門發生「九三砲戰」之後，有感於金門戰略地位重要，台北政府隨即在 195 

年 6月，將金馬劃為「戰地政務實驗區」，從此金門進入軍政合一的軍管時代。

隨之而來的是全民皆兵的民防組訓，無限上綱的「軍事優先」，以及無所不在

的「反共教育」，從此「軍⁄黨⁄政」三位一體的戰地政務體制主宰了金門的政經

發展，也限制了金門人應有的各種權利，對金門的影響甚鉅。歷史證實金門為

了保衛台灣而犧牲了自己的經濟建設(羅德水，2007)。 

 

四、 目前文創產業 

  檢視當今金門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中，以金門風獅爺、金門高粱酒、金門

陶瓷廠陶藝品、傳統古厝民宿最具代表性。 

(一)  金門風獅爺簡介 

  風獅爺，是金門重要的文化資產，與金門人的生活更是脫離不了關係，每

逢節慶或喜事都要祭拜風獅爺。早期金門因為戰亂與地形改變，加上金門冬季

東北季風特強，居民為了改變苦難「風沙命」，因此創造具有鎮風、止煞作用

的風獅爺，祈求能帶來平安與富足。各個村莊的廟口，或是路口都可以看到風

獅爺的佇立，是金門特有的人文景觀與無價之文化資產，目前全金門共有 79

尊風獅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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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獅爺是為村落的守護神，是金門最具特色的民間信仰（許維民，2002）。

因風獅爺多以石材雕刻，金門民間一般習稱為「石獅爺」 、「石獅公」或「石

獅將軍」，多設於風頭之處，故稱為「風獅爺」。 

 

(二) 高粱酒 

  金門高粱酒是戰地政務的產物，也是戰地文化的一部份，它伴隨金門軍民

度過不少飄搖的歲月，早已成為金門生活中的一部份。而金酒公司所釀造的高

粱酒遠近馳名，97年營業額更高達新台幣 122億餘元，為金門縣政府帶來 47

億 800萬元收入，用以推動縣政建設和各項社會福利，被譽為金門的「金雞母」

（倪國炎，2009）。 

  金酒公司除生產高粱酒外，也帶動其他業者周邊產品的研發，如坊間出產

的高粱醋、高粱酒貢糖、高粱酒一口酥、高粱酒醉蛋、高粱酒冰淇淋、高粱酒

麵茶、高粱香腸…等等產品，以及免費提供酒糟給舊金城鄉民飼養口感絕佳的

黃牛，再造「高坑牛肉」、「高坑牛肉乾」、「良金高粱牛肉乾」、「永群高粱牛肉

乾」等特有品牌，為金門微型創意產業開創另一天地。 

 

(三) 陶藝 

  陶瓷是中國文化的象徵，兼具有實用及藝術價值，是生活與藝術的統合

體。在古代社會中，瓷器還是可以區別等級尊貴之物，體現出一種貴族生活化

的氛圍（李榮和，2006）。金門的瓷土，分佈在沙頭至料羅之間，因儲量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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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也佳，除銷售台灣外，並供金門陶瓷廠，作為製作陶瓷的原料。根據 80

年版的《金門縣志》記載(金門縣政府，1992)，民國 51年金門司令官王多年將

軍，為發展金門縣四年經濟計畫，倡建金門陶瓷廠，並於同年 6月成立籌備處，

11月建廠完成；52年 7月經行政院核定命名為「金門陶瓷廠」，原隸屬政務委

員會；53年 7月改隸金門縣政府，金門陶瓷廠是目前我國唯一的「官窯」。 

 

(四) 古厝  

    金門有 163座自然村，閩式建築和中西合璧的洋樓到處林立。金門國

家公園管理處於 1995年成立後，國家公園範圍內的 12個聚落，肩負著保存與

維護轄區內的人文、史蹟、生態之責任和義務。以閩南文化的人文史蹟為例，

較具代表性的古厝聚落有：水頭、古寧頭、山后、瓊林、珠山，及歐厝(洪楙彧，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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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外六個案 

  質化研究的對象，非常重視其是否能夠提供豐富且深入的觀點與看法，並

能描繪出細膩的訊息。因此，調查對象的選取，以能提供最完整與最大量的對

象取樣為原則。所以，考慮金門地理位置處於四面環海，也為了確保本計畫收

集資料之深度與廣度，調查對象為日本沖繩、印尼峇里島、泰國普吉島、中國

海南島、新加坡及韓國濟州島等五大文創觀光景點。該六大文創觀光景點地點

環境與金門所處環境雷同，且都分佈在亞洲，人文地景有其類似處，具可分析

及參考價值。 

表一、六個案文創觀光主軸表 

所屬國家 主軸 簡述 

日本-沖繩 祭典主軸 四大祭典：沖繩海洋狂歡節、大琉球‧王國嘉年華祭典、桑

托比亞沖繩體育盛會及沖繩花卉狂歡節。 

印尼-峇里島 宗教主軸 宗教：回教 

泰國-普吉島 天然資源主軸 豐富的天然資源：包括象牙、寶石、天然珍珠、毛皮、香料

與龍涎香，而被譽稱為「泰國的珍珠」。 

中國-海南島 民族風情主軸 民族：漢、黎、苗、回、彝、侗、瑤等 20 多個民族。 

語言：黎族語言屬於漢藏語系壯侗語族的黎語支 

住宅：以茅舍為屋，稱為「船形茅草屋」 

傳統節慶：每年農曆「三月三」是黎族的傳統節日，海南的

黎族人民都要舉行隆重的慶祝活動。 

新加坡 地景搭配科技 別稱：花園之國、花園之都、公園國家（市民中凡是種花較

好的，可以享受減免房租的優待） 

國花：『萬代蘭』的胡姬花(即蘭花) 

設施：濱海灣金沙、克拉碼頭、環球影城、新加坡摩天輪、

新加坡夜間動物園、河川生態 

韓國-濟州島 古蹟主軸 地形：又稱三多島 

石多：由於火山爆發造成的，所以濟州石頭、洞窟特別多。 

風多：與濟州地處颱風帶有關 

女多：由於以前濟州男人出海捕魚，遇難身亡比例很高，所

以從人數上女人多於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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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發現  

  本計畫分別蒐集了金門及國外六個案之文創產業發展資料，發現金門確有

其歷史背景、地理位置、自然人文上之特色，故，以金門為主，分別與六個案

做了比較分析，如下表所呈現；也方便金門地方政府分別剖析或根據更精確之

數據，進行 SWOT分析。 

 

表二、金門與日本沖繩個案比較表 

日本-沖繩 金門 

 沖繩料理：以蒸、燉、炆為主，亦

標榜有養生的功效。 

 四大祭典：沖繩海洋狂歡節、大琉

球‧王國嘉年華祭典、桑托比亞沖

繩體育盛會及沖繩花卉狂歡節。 

 名勝景點：萬座毛、福州園、川平

灣、金城町石壘道、琉球村、美國

村、海洋博公園、和平祈念公園 

 工藝品：壺屋燒、琉球漆器、琉球

紅型、久米島紬、宮古上布、読谷

山花織、與那國織 

 每年 4月石蚵文化節-以「石蚵」為主

軸，辦理與石蚵相關活動及比賽。 

 每年 6-7月海灘花蛤季-以「花蛤」及

「海鮮」為主軸 

 每年 6-10月農村藝術觀光旅遊季-以

「以社區活動」為主軸，結合金紗鎮特

色及產業。 

 每年 9月中秋撶餅人賽-以「金門狀元

中秋博餅」為主軸，中秋節時用於娛樂

的一種遊戲，用六粒骰子投擲結果組合

來決定參與者的獎品，獎品為大小不同

的月餅，閩南地區特有的一種民俗活

動。  

 每年 9月香芋節系列活動-以特產「芋

頭」為主軸，結合料理比賽、生態攝影、

戰地風情體驗營等活動 

 每月 11月至隔年 2月鸕鶿季活動-以金

門國家公園每年年底起以鸕鶿」為主

軸，結合地區人文、戰役、自然生態。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9D%E5%B9%B3%E6%B9%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9D%E5%B9%B3%E6%B9%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3%BA%E5%B1%8B%E7%87%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9%E7%90%83%E6%BC%86%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0%89%E7%90%83%E7%B4%85%E5%9E%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0%89%E7%90%83%E7%B4%85%E5%9E%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9%85%E7%B1%B3%E5%B3%B6%E7%B4%A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AE%E5%8F%A4%E4%B8%8A%E5%B8%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A%AD%E8%B0%B7%E5%B1%B1%E8%8A%B1%E7%B9%9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A%AD%E8%B0%B7%E5%B1%B1%E8%8A%B1%E7%B9%9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8%87%E9%82%A3%E5%9C%8B%E7%B9%94&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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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金門與印尼峇里島個案比較表 

印尼-峇里島 金門 

 別稱：「神明之島」、「惡魔之島」、

「天堂之島」、「魔幻之島」、「花

之島」等的別稱 

 宗教：回教 

 舞蹈：古典舞蹈 

 廟宇：海神 

 藝術：雕刻、編織 

 宗教： 

 屋頂風獅爺、村落風獅爺-金門島著時

風沙為患，常致聚落遷移，居民設置風

獅爺於村外圍，鎮風止煞，守護村落。 

 小金門的聚落空間厭勝物-風雞 

 每年 5-6月浯島城隍文化觀季-每年農

曆「四月十二」後浦迎城隍，金門特別

放假一天，舉行最大型廟會活動。 

 

表四、金門與泰國普吉島個案比較表 

泰國普吉島 金門 

 豐富的天然資源：富的物產礦藏，

包括象牙、寶石、天然珍珠、毛皮、

香料與龍涎香，而被譽稱為「泰國

的珍珠」 

 知名景點：建築、會展設施、藝術

表演、遊樂／觀賞設施、海灘、海

岬、國家公園、離島、潛水、珍珠

養殖業著名 

 豐富的天然資源 

 金門島的東半部主要以花崗岩地質，含

鐵離子較高；島的西半部主要以紅土地

質。 

 北海岸：屬於潮汐灘地為主、東海岸：

以沿岸為主、西海岸與南海岸則以沙岸

為主。 

 金門國家公園約佔全島面積的四分之

一。 

 國內最具規模之瓷器製作工廠，也是臺

灣唯一官窰歷史紀錄。 

 知名景點：傳統聚落之建築、古蹟、生態

資源、戰地遺跡、山后民俗文化村、水頭

之建築、僑匯建構之洋樓群、四通八達之

地下坑道、候鳥、陶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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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金門與中國海南島個案比較表 

中國-海南島 金門 

 民族：漢、黎、苗、回、彝、侗、

瑤等 20多個民族。 

 語言：黎族語言屬於漢藏語系壯侗

語族的黎語支 

 住宅：以茅舍為屋，稱為「船形茅

草屋」 

 傳統節慶：每年農曆「三月三」是

黎族的傳統節日，海南的黎族人民

都要舉行隆重的慶祝活動。 

 博鰲水城：為亞洲地區唯一定期定

址的國際會議組織總部所在地。根

據論壇發展需求和水城自然地

形、地貌，規劃要建設田園型、島

嶼型、運河型、山頂型酒店和水上

賓館、鄉間別墅、高爾夫球場酒店

逾 30家。 

 鳳凰島：主題定位為「東方杜拜、

海上度假天堂」。中國第一座可停

靠 10萬噸級豪華郵輪的專用碼

頭，中國第一座最大最豪華的國際

郵輪母港和世界十大郵輪母港之

一。 

 民族風情： 

 金門鄉僑的足跡遍及東南亞國家，如新

加坡、馬來半島、北波羅洲、印尼、菲

律賓、越南、泰國、緬甸等地。 

 閩南七大傳統聚落。 

 世界從「熱戰」至「冷戰」，以至於邁

向目前的「和平共處」階段，保存最完

整，世界唯一的戰爭文化遺址。 

 僑洋樓群：得月樓、碧月軒、金水小學、

黃俊古厝、北山古洋樓、歐陽鍾遠洋樓、

山后中堡、陳景蘭洋樓(五腳氣形式)、陳詩

吟洋樓(出龜形式)、陳德幸洋樓、陳清吉洋

樓 

 閩南聚落：山后聚落、南、北山聚落、水

頭聚落、珠山、歐厝聚落、瓊林聚落 

 戰爭文化遺址：戰史館、翟山坑道、古寧

頭戰史館、太武山風景區、馬山觀測站、

毋忘在莒、莒光樓、地下坑道擎天廳、八

二三戰史館、瓊林地下坑道、金城城區地

下坑道、湖井頭戰史館、八達樓子、將軍

堡 

 

表六、金門與新加坡個案比較表 

新加坡 金門 

 別稱：花園之國、花園之都、公園

國家（市民中凡是種花較好的，可

以享受減免房租的優待） 

 金門三寶： 

 炮彈綱刀：戰役後，落在金門地上的砲

彈數量超過 1百萬發，彈殼就成為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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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花：『萬代蘭』的胡姬花(即蘭

花) 

 設施：濱海灣金沙、克拉碼頭、環

球影城、新加坡摩天輪、新加坡夜

間動物園、河川生態園 

人鋼材的最大來源。 

 高粱酒：「華人白酒第一品牌」之稱。 

 貢糖：明代起進貢皇室最佳的點心。 

 

表七、金門與韓國濟州島個案比較表 

韓國-濟州島 金門 

 地形：三多島 

 石多-由於火山爆發造成的，所

以濟州石頭、洞窟特別多。 

 風多-與濟州地處颱風帶有關 

 女多-由於以前濟州男人出海

捕魚，遇難身亡比例很高，所

以從人數上女人多於男人。 

 三寶： 

 指濟州美麗的自然、民俗和傳

統工藝 

 指農作物、水產品和旅遊三大

資源 

 濃厚的人情味、美麗的自然和

獨特的土特產品。 

 設施：泰迪熊博物館、天帝淵瀑布 

 地形： 

 國定古蹟 8處、縣定古蹟 36處、141

座歷史建築。 

 保留完整戰地文物、戰備工事、民防戰

鬥等，原軍事用途的建設。 

 金門洋樓建築風格揉合中西，形式為五

腳氣、出龜形式及三塌壽形式 

 古蹟： 

邱良功母節孝坊、水頭黃氏酉堂別業、瓊

林蔡氏祠堂、金門朱子祠、陳禎墓、陳健

墓、虛江嘯臥碣群、文臺寶塔、勇士堡、

目前洋樓約有 130餘棟 

  從上述幾個表格中，發現含金門在內的七個地方，在文創(或觀光)產業上

皆有其差異處，也自有其電同處。雷同是因為，文化是因著人類而衍生的，而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難免有相同處；而差異處則來自地理、氣候，以及人

類運用天時地利後產物不同所致，此乃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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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金門發展文創產業之因素 

(一)  有利因素 

  從金門背景的介紹，已可發現，金門文化中包括幾項面向，而這幾個面向

正是其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大好利基，茲介紹如下。 

1. 閩南文化  

  地理上，「閩南」泛指福建省漳州、廈門、泉州等閩南金三角一帶以及龍

巖的漳平等部分地區，屬於亞熱帶海洋性氣候，該區先民最早來自三國時期

的中原，真正發展起來為元、宋。「閩南文化」可簡單歸列為：1.中國文化的

傳承---變異的承襲；2.海洋文化的體現---開放的意識；3.自然氣候的影響---

陽光下的柔情。而閩南建築具有海洋文化的內涵，被建築界譽為「紅磚文化」

（王紹森，2007）。 

  許維民（2001）特別舉金門閩南傳統建築特色來說明，他指出在空間上

講究節奏與秩序，謹守中軸對襯，左尊右卑，前低後高的倫序原則；而在裝

飾上，充分展現了師傅匠心獨具的藝術技能，以及主人祈福辟邪的心理需求，

有甚多的吉祥圖案及辟邪圖騰裝飾在屋宇的顯眼位置，使得房子不僅是遮風

避雨的安居空間，也是一種藝術美感的創作。 

  閩南文化的特色表現在建築結構、廟宇繪畫藝術、民間戲曲、宗教信仰、

民俗節慶等廟會活動之中，金門政府可以從這些元素找到新的文創產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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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典型的例子是每年的金門中秋節博狀元餅活動，參與活動人次逐年攀

升，為文化觀光產業帶來一線曙光(金門縣政府中秋博餅總狀元餅，2014)。 

 

2. 僑鄉文化 

  金門先民移民南洋形成之僑鄉文化，是閩南文化、戰地文化以外另一個

很大的特色。金門僑民移居遍及香港、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

文萊等地區。基於光宗耀祖的心情，將所賺取的僑匯匯回金門，用以贍養僑

眷、建設僑鄉的一種空間改造行動，藉由僑匯，將南洋殖民建築樣式移植回

金門，並與閩南地方傳統建築結合成了獨具特色，中西合併的「洋樓建築」

兼具中式文飾、傳統建築形式等多重建築工法的整合，是一種異質性「金門

閩南文化」。 

  然而，僑鄉文化的主要特色在於兼具中式文飾、傳統建築形式等多重建

築工法與結構，異國情調的洋樓建築與傳統閩南建築交織併立在金門大小村

落之中，相互輝映成為ㄧ幅美麗的景象(洪楙彧，2010)。 

  此外，金門是一個移民的社會，開發 1600年來，匯集來自中原 180 多

個姓氏，「宗親」力量則展現在每年「冬至祭祖」的宗族文化上，因此宗族文

化也是金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另一種選項。例如，我們可以和旅遊業的「尋

根之旅」、「探親之遊」配合，發展整套的祭祖儀式，讓海外的「華僑」有機

會返鄉，從頭到尾去體驗一下尋根、祭祖的宗族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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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戰地文化 

  自從政府播遷來台，金門再次成為反攻前哨，兩岸戰火與長期冷戰，重

塑金門的風貌，以致「海上仙洲」的舊名，逐漸隱入歷史的煙硝中，代之而

稱者是「戰地前線」。在兩岸對峙的歷史洪流中，金門就像一顆越磨越光的寶

石，在不斷的戰火歷練中，綻放出歷史的光芒。然而五十餘年來金門的戰爭

氣氛，形塑金門「戰地文化」的形象（黃煌雄、尹士豪，2001）。 

  所以，戰地文化起源於兩岸分據，國軍部隊進駐金門後，歷經戰地政務

時期所發展獨特、與軍人有關的文化。具體的表現，可從日常生活之食、衣、

住、行、育、樂看出端倪。 

 

4. 自然生態  

 金門原生植物約有 400 多種，都分布在太武山、濱海、村落公有地以及

部分雷區；少有人為干擾的海岸、濕地，則發展出豐富多樣性的潮間帶生態，

其中以存活在地球上二億多年，形狀沒怎麼改變的活化石---「鱟」最為著名，

近年牠的數量大減，是亟需重視的保育動物（陳章波、吳貞儀，2003）。 

 引人注目的還有飛翔在天空的嬌客---鳥類資源，金門高達 280 餘種。冬

候鳥約占 20%、夏候鳥 4%、過境鳥 38%、留鳥 19%、其他 19%；棲息地以

大金門的慈湖及烈嶼的陵水湖最為豐富且多樣；冬候鳥以鸕鶿、赤頸鴨、小

水鴨等為主；留鳥以白頭翁、麻雀、八哥、珠頸斑鳩及喜鵲等較多；夏候鳥

則以家燕、杜鵑科鳥類及栗喉蜂虎等最具特色（金門國家公園，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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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利因素 

1. 因社會福利資源而進入之外來人口激增 

 金門原本是一個移民的社會。因土地貧瘠、資源有限、謀生不易，造成

許多人紛紛移向台灣、南洋開闢第二故鄉，形成海外人口（在南洋約 70多萬，

在台約 30~40萬）多於島內人口的有趣現象。金門扣除小三通入籍的台商 2

萬多人，及長年旅居在外的金門人，目前長住的人口約 5萬多人左右。 

 而金門的自然人口增加數（即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每年都維持在

250~500 人的穩定成長；但每當發生外來誘因時，金門的社會人口增加數就

大幅提高，說明金門人口的增加與社會重大事件有關。 

 

2. 人口老化、年輕人又謀生不易 

 

 

 

 

 

 

 

 

 

圖一 金門地區人口結構圖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民政局戶政課 

 從圖一得知：1991 年及 1999年的人口年齡分布曲線圖均相同，亦即先

小幅上揚，接著下降最後再上揚。說明青少年和老人年齡層有偏高（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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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年人卻偏低（下降）的趨勢。然而到了 2007 年，其年齡分布圖卻成「等

比直線」上升（如圖一紅色趨勢線），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因為後者與前二者

比較發現：1991年在金門開放（1992年）之前；1999 年之自然與社會人口

增加數相當（250人 vs. 480人），故二者的人口數都呈穩定成長，不必考慮

激增的外來誘因。 

 或許是因為金門的社會福利做太好了，許多年輕人過於安逸和懶散，顯

得缺乏主動創業的精神。再者，在地年輕人真心想做一點事往往會受到老一

輩的牽制或約束，不容易出頭；因此，留在金門工作者大都是以單一工作性

質的公務員居多，其保守作風無法創造一個多元、創新的工作環境。再者，

職場上金門人又安逸慣了，缺乏工作的內在動機，年輕人得不到正面的支持

與鼓勵；老一輩對於從事藝文活動表演的工作，還停留在古老的刻板印象之

中，缺乏對文化專業領域的認知和尊重，這些都是不利創造力或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的工作環境因素。 

 

3. 對外交通因成本過高，缺乏人流(金流) 

 以正常的人口學來說，金門最起碼需要 10萬的長住人口才不會被邊緣

化；20萬左右的長住人口才能促進地方經濟繁榮、立足於世界。而目前金門

實際長住人口卻不到六萬人，很明顯的人口缺乏，也不符合產業發展的經濟

效益。根據洪楙彧（2010）觀察，而留在金門的消費群都有限，主要以小孩

及老年人為主，此外，由於為對外的交通建設緩不濟急，連每年返鄉過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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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都無法滿足金門百姓需求，更何況是觀光客？且到金門的交通費成

本太高，每年又有霧季等天候干擾，增加許多不確定的因素。更糟的是金門

的吸引力及感動力稍嫌不足，無法吸引客人不斷的前來光顧。 

 

4. 市場較小且欠缺輔導機制，故投資少 

 事實上，發展金門文化產業，要靠金門人的膽識，也要靠政府的智慧來

幫忙開拓市場；現在的業者，有可能是市場投資環境的考量，讓他們變得無

膽量去嘗試。總之，政府要是想盡辦法能提供百姓相關技職的訓練，或創業

的機會，金門的未來就大有可為。 

 

二、 建議-金門個案可發展主軸 

 從上述文獻分析可知，首先，金門地方政府或可朝有利及不利兩大類因素發

展：克服不利因素、循著有利因素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善用金門先天具有特殊

性。舉例說明如下。  

 

(一)  閩南文化部份 

 金門擁有有形及無形的文化資產是有目共睹的。早在 2002年，「金門島與烈

嶼」就以獨特的閩南文化資產，名列在文建會所選定的十二處世界遺產潛力點

中。文化局為促進地方文化建設，落實全民文化運動，五年來舉辦無數大、中、

小的文化講座。同時有感於傳統建築匠師的逐漸凋零，文化局於 97年完成「金

門縣政府古蹟歷史建築修復專業從業人員培訓班」計 25人結業（金門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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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目的在培養匠師正確的古蹟保存觀念與標準的操作程序，並確保其科

技的現況發展與運用觀念。 

 

(二)  僑鄉文化部份 

  僑鄉文化的主要特色在於兼具中式文飾、傳統建築形式等多重建築工法

與結構，異國情調的洋樓建築與傳統閩南建築交織併立在金門大小村落之中，

相互輝映成為ㄧ幅美麗的景象。 

  金門古厝中的「番仔樓」是僑鄉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的建築物。不管是

荷式、美式、西班牙式的，它們與中國傳統建築融合，並立在一塊地面，使得

金門古厝有著多樣化的面貌，顯示出金門建築文化的多彩多姿（許維民，

2001）。這種中西合併的洋樓建築形式，是異質性的「金門閩南文化」。 

所以，或許金門地方政府可從僑鄉文化建築得到一點啟發：過去先民運用智慧

結合了西方文化和傳統閩南文化，形成一個特有的、中西合併的僑鄉建築新風

貌。目前，金門的建築風貌應該可以試著邀請「創意設計人」結合台灣的、閩

南的文化，設計出一個獨特的、新穎、符合現代科技、節能減碳，且具備「金

門文化元素」特色的建築新風貌。一旦新建築完成之後，是否能普遍被民間接

受運用，形成獨樹一格的文化新風貌，以及是否形成值得後代珍惜的精緻文

化，都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但至少對於現代新僑鄉文化所做的努力是值得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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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戰地文化部份  

  每年金門文化藝術節，除了豐富的藝術表演活動之外，最重要的主題就

是鋼雕藝術展，文化局透過鋼雕與戰地文化的結合，讓全世界瞭解金門曾經是

烽火連綿戰區，以表演藝術來傳達和平的聲音。另外，由於金門當地有很多廢

棄的碉堡，因此藝術家們主要是將鋼雕融入於碉堡中，讓整個廢棄碉堡形成一

個藝術碉堡區。 

  此外，早期金門有幾家以打造農具為生的打鐵店，打鐵師傅在鼓風爐下

用血汗敲出一把把堅固賴用的菜刀鋤具，為樸實的農家帶來生活上許多的便

利。日據時代，盟軍轟炸遺留的砲彈殼，金門人試做鍛造刀具，為「砲彈鋼刀」

起源；再者，憑藉過人的刀藝與巧思，鍛造出中外馳名金門砲彈鋼刀的響亮名

號。 

  另外，金門菜刀過去只是一種民生產業，開放觀光之後才開始經過美化

與包裝的，成為金門另一個創意生活產業與文化商品的新典範。因此，金門菜

刀能創立品牌提升產業的產值，後續跟進者，如麵線、一條根等產品，隨著觀

光發展的需要，有了文化的包裝之後，也慢慢形成新興的創意生活產業。 

 

(四)  自然景觀部份 

  首先，金門擁有許多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然而可以透過建構生態博物

館，讓這些遊客或者是民眾能夠了解金門自然景觀之特色，以下為生態博物館

主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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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層級性的核心博物館與衛星博物館系統。 

2.以現地博物館為主，善用生態環境、文化遺址與其他空間場景資源。 

3.強調「庶民生活」的觀點，亦即從民間社會的角度處理各類型知識之展示。 

  其次，建議金門地方政府在宣揚及建立文創產業發展的理念，恐須特別

留意民間藝術團體與公部門學校團體之歧見。根據戴君瑞(2012)調查，發現此

兩類團體針對金門歷年舉辦的「金門文化藝術節」存有諸多歧見，例如「民間

技藝團體」認為金門文化藝術節的舞台表演內容，必須加入金門本身人文故事

與歷史脈絡，例如閩南、戰地等元素特色，才能符合金門文化藝術節的名稱，

不然就只是金門人所辦的藝術；政府與「學校教育團體」則認為文化藝術節的

舉辦，金門人的參與本身就含有在地文化，即使是外來文化也能轉化具有在地

特色的文化，並藉由節慶活動來凝聚金門人的在地認同，因此，不需要特地在

舞台表演上加入金門文化特色。所以文化創意產業要得以順利及永續發展，得

由「由民眾或組織自己決定社區的發展」；故，地方文化團體的意見要多多聆

聽，如此，政府官員才得以掃除盲點、事半功倍，真正對地方有貢獻。 

  最後，建議金門地方政府須加強對文創發展的內涵及深度的認識，加強

完整的、持續的宣導與包裝，莫太在意每年繳交的業績，要有遠見及膽勢；因

為，文化創產是百年樹人工作，非一蹴可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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