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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廟  喊這麼久  怎都沒動靜  ▍

應該有很多利澤簡的居民心內ㄧ定會想，媽祖廟的擴建怎麼都沒有動靜，到底是卡到什麼原因

？加上聽到外庄頭親戚朋友都在講：利澤簡蓋一個廟拖很久，看起來媽祖廟應該是蓋不起來了。

很多利澤簡的居民聽到別人說「廟起不起來」，就感覺被人看「衰」（看不起），給外庄的人

「笑」，心情很不舒服、不爽快，「起廟」好像快變成利澤簡人的集體焦慮。

▍頭前慢無要緊  重要的是我們有想好沒？  ▍

看到別人的廟一間一間蓋起來，連比利澤簡慢說要蓋廟的也都蓋好了，只要是看到這樣，又加

上外庄的人說利澤簡連廟就不來。外邊的聲音會變成一個無形的限制和很重的壓力，這會讓居民

、擴建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們，心內只想到「廟要快蓋好」，而可能忽略了這個時候「起

新廟」最應該注意的細節。

其實我們靜下來好好來思考，就會發現：

我們利澤簡的舊廟，雖然已經蓋了80多年，狀況還不錯而且建築裝飾與歷史故事都很精采，

讓專家學者評定為縣定的古蹟，媽祖廟不止是老街與附近庄頭的「寶」，更是五結鄉的寶、宜蘭

縣的寶，更讓很多已經「拆舊廟 起新廟」的庄頭羨慕。最重要的是「利澤簡媽祖間」是住在這

裡八大庄居民的共同記憶，也是我們頂一代留給下一代最好的「文化財產」。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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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要擴建的  除了合用  還要有留一百年後  變「國寶」的想法  ▍

我們已經有一個充滿歷史與特色的舊廟，而且大家也有共識好好的把它留下來給後代的子孫，所以擴建新廟就

要開始好好的想，在面對現在和未來的新時代，八大庄的年輕一代對廟、對信仰、對生活會有不同的需求，廟也

要改變或增加原有扮演的角色，讓新的一代能接觸媽祖廟並且參與地方的文化；進一步的來說就是媽祖廟除了拜

拜、祈福，面對新一代的「利澤簡八大庄的新新人類」未來廟的經營計畫是什麼？在全庄頭有共識，知道未來的

媽祖廟要做什麼，才會來討論要有那些空間？（就像自己要蓋一間厝來住，開始要想家裏有幾個人、要有幾間房間、每一

個人想要的房間大小形式、需要幾間便所、浴室、廚房、還有位置等等；蓋一間店也是一樣，因為不同的店需要不同的空間。）

而不同的空間又需要多大，接下來才是討論與決定擴建的材料、工法、形式、外觀等等。

現在是媽祖給我們機會和時間，好好再用心想看看，大家都知道現在要增建的，經費是居民一點一滴捐出來的

，就要讓它和舊的媽祖廟一樣，在過了一、二百年還可以讓後代的子孫當做「寶」，想要好好的疼惜與照顧，所

以「增建」不要隨便蓋、不要沒想好就蓋，蓋好了才來後悔，像很多地方2、30年前蓋的廟，因為沒蓋好現在又

要拆掉重蓋；沒想好就蓋，蓋好了大家沒有參與沒感情，甚至蓋好了年輕人就開始等待下一次的改建把它拆掉。

因為知道要很慎重的面對媽祖廟的擴建，所以甘願在前面的討論花多一點時間，也不要蓋好之後才來後悔；現

在因為還有一些問題還沒解決，所以讓「增建」沒真正的進入施工，換個角度來想，是媽祖要給我們機會和時間

，好好的再想一想、大家〝同心為了同一件事〞聚在一起好好討論，新的空間與經營的「增建」課題；所以我們

一定要「心頭抓定」，不用管別人在講「廟蓋不起來」，要心內明白「起頭慢沒關係，以後起好你就知！」。



▋ 計畫目標

1. 檢討地方廟宇在傳統社會與當代社會中角色的變遷。

2. 期望永安宮之擴建，在廟宇空間功能上能更加多元並與社區發展結合，在廟宇空間形式上能嘗試

    突破舊規且和社區環境結合。

3. 期望藉由永安宮擴建所形成之論域，審慎思考地方廟宇在地方文化傳承、創新與行銷上所應扮演

    的角色。

4. 將地方廟宇文化資產之保存與再生回歸到地方∕社區自發性的磋商與經營。

▎利澤簡永安宮保存、擴建與經營   ▎

社區研討會    

◤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 主辦單位：燦景古建築研究工作室

◤ 協辦單位：利澤簡永安宮管理委員會、利澤簡永安宮擴建委員會、

                   新店慶興廟管理委員會、利澤社區發展協會、利澤簡文教促進會

▋ 計畫說明

地方廟宇在臺灣傳統鄉治社會扮演著半官半民的角色，舉凡地方行政與仲裁、軍事（團練）、

經濟（市場）、社會福利（造橋鋪路、濟貧）、娛樂（演戲酬神）與教育（以廟內裝飾主題教忠教孝）

等，地方廟宇都是社區重要的組織與公共領域，更是地方文化展演與承傳之所。但地方廟宇隨著

時代變遷，卻產生了些許問題。其一，地方廟宇在空間形式表現上少有創新，且多流於建築規模

與材料裝飾的競俗。其二，地方廟宇之功能趨於單一，漸與社區事務脫鉤，僅是純粹的廟宇。其

三，地方廟宇與在地文化的關係漸行漸遠，致使地方文化隨之衰頹。

位於宜蘭縣五結鄉冬山河下游、利澤老街上，做為利澤簡地區八大庄大廟的縣定古蹟－永安宮

即正面臨此三問題。永安宮在被指定為宜蘭縣定古蹟後，廟方及地方尚未以之為文化資本來進行

經營管理；但擴建永安宮正積極進行中，在空間機能與建築型態上對社區發展與環境特質仍待回

應。此外，利澤簡永安宮「走尪」被登錄為宜蘭縣定民俗後，近年來則開始思考此具地方獨特性

民俗節慶之承傳與創意行銷。值此關鍵時刻，特舉辦此「社區」研討會，一方面邀請對廟宇建築

與社區經營卓有心得之專家及地方社團與會提出經驗分享，供大利澤地區之民眾與永安宮管理∕

擴建委員會參考；另方面則誠心邀請利澤地區的鄉親共襄盛舉，為以永安宮為核心的利澤簡共思

美好的未來。

▋ 研討課題

1. 社區古蹟廟宇建築的保存與再生

2. 社區廟宇的創意經營與社區發展

▎活 動 議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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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澤簡老街舊照：感謝林茂長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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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前 利澤簡小小導覽員  帶大家繞老街  介紹老街的故事  ▍

從今年3月開始，在每個星期三的下午一點到四點，由燦景工作室帶領十位利澤國小3-5年級

的小學生，實地深入了解與認識自己所成長的地方歷史與文化。

而6月6日早上在參加研討會人員完成報到之後，這十位小朋友將所認識的利澤簡用他們的語

言及表達方式，帶領著來參與研討會的來賓從利生醫院前的舊冬山河原址向大家介紹利澤簡的

歷史，之後再從利生醫院、永安宮、廣惠宮、忠義堂一個一個介紹再回到活動中心會場；每到

個點小朋友就向大家介紹它的歷史、特色與故事。

這十個頭一次導覽老街的利澤簡小小導覽員（謝亞侖、林郁翔、林涴諄、鄭曜庭、唐誌桓、

林彥銘、林羿君、林映瑄、林欣蓓、張家倩），雖然偶而會忘詞也稍顯生澀，但是看到他們認

真與自信的介紹著家鄉的故事與歷史，獲得當天與會來賓最多的掌聲與肯定，也更讓我們深刻

的感受到要持續讓社區的孩子認識自己家鄉文化的重要與責任。

我是鄭曜庭，我要向大家介紹忠義堂喔！

利  澤  老  街

下 福 東 路

(活動中心)

(衛生所)

(利澤戲院)

研討會會場

我是林映瑄  我是林欣蓓

這裡是廣惠宮，我們要來說王公的虎皮，

還有淨尪的故事。

我叫林羿君，歡迎你們來利澤簡，

聽我們說說老街的故事！

我是林郁翔  我是林涴諄  我是張家倩

利生醫院已經90多歲了，我們的阿公阿嬤

都是在這裡看醫生的喔！

我是林彥銘

我是謝亞侖

我是唐誌桓

這是永安宮媽祖廟

她已經有70歲了。

(利生醫院)
(永安宮)

(廣惠宮)

(忠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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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是起一個頭  以後庄仔內大大小小  要好好討論擴建與經營的事  ▍  

所以從現在開始，「起廟」的事要讓大家來討論，這不止是擴建委員、頭人的責任和權利，而是全老街、

全利澤簡人的責任和權利，年輕的、小孩子、婦女都要讓他們參與，這樣增蓋的新廟空間才會是大家生活所

需要的。也是因為這樣的重要，所以文建會、縣政府文化局很重視利澤簡媽祖廟擴建的問題，特別在98年6

月6日（星期六），舉辦「利澤簡永安宮保存、擴建與經營」社區研討會，從早上到下午邀請學者專家和大家

分享廟宇建築與經營的課題，希望起一個頭，帶來一些新的觀念，作為後續媽祖廟擴建討論的開始。因為並

不是庄仔頭所有的人都參與這次的討論，所以這期的社區報特別將這次研討會的內容整理報導讓大家瞭解，

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將「起廟」當做與每一個人生活相關的事。

▍媽祖廟的研討會有90個人來參加  可看到庄頭內外大家的關心  ▍ 

這一天的社區研討會，事先就發通知給媽祖廟管理委員、擴建委員來參加，另外也透過文化局的網路、寄信通

知相關的機關和團體。本來想應該不會有很多人來參加，在活動中心的二樓會場只排了50個位子，但是活動當

天來報到的人數竟然高達90個，讓我們十分的感動，不管是社區內還是外面，大家都關心著媽祖廟擴建與以後

經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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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第一場是由台灣傳統建築界最出名的李乾朗教授來做演講，李教授不止對台灣的寺廟、古建築研究的

很透底，連中國大陸上千年來的古建築他也有很深的研究，學問飽滿出過很多傳統建築的書，銷路很好很受大

家的喜愛，他的古建築學問可是很少有人能跟的上。這次好不容易接受邀請為利澤簡永安宮擴建的主題，把他

所規劃設計，花了10年（西元1994-2004年）時間才完成整修與擴建的「新加坡古蹟–雙林寺」案例跟大家分享

，新加坡雙林寺會用十年的時間來修理與擴建，是因為經費沒有一下子到位有關係，但是也因為時間拉長很多

的事情就可以想的更仔細。

▍修建與增建是現在的潮流  ▍
新加坡的雙林寺，中間的古蹟建築保留下來透過整修，

其他外圍的建築則是這次增建的，因為時代的改變寺廟的

功能也跟著改變，所以在原有的寺廟空間沒辦法容納下，

便需要增加新的空間來符合新的時代需要。就像現在要考

慮停車的問題、有的廟經過討論增建讓民眾參觀的文物館

、美術館的空間、也有增建教育的空間（像台北保安宮的道

教學院），如果廟的旁邊有老街、社區，因為與附近居民的

生活很有關係，更要思考著如何與居民的生活產生關係。

雙林寺的古蹟主要是木造的，「木造的最怕水」所以修理最重要的是屋頂的防水要做好，一般牆壁是用砌磚

、疊土土角容易潮濕，屋頂的楹仔又「入」到壁內，容易潮濕腐朽被白蟻吃掉，所以要用銅、不鏽鋼板等把壁

體「楹仔頭」包起來保護。傳統寺廟蓋傳統紅瓦，下雨最容易漏，雙林寺為了要將屋頂防水做好，在看過很多

地方之後選擇技術很好的日本瓦廠來製造「紅瓦」，過程中一堆人到日本名古屋的工廠和日本的技術者開會討

論，筒板瓦先用石膏開模試作、試鋪、試水等，等到一切沒問題了才進行生產。

▍百分之60幾是增建

活用現代的技術和材料 而且用心選材料選司傅  ▍

▍第一場  台灣有名的李乾朗教授

介紹新加坡雙林寺的修復與擴建  ▍

▍百分之30幾是古蹟的修理  用舊的工法與材料  ▍
雙林寺可分為二個部分來講，一部分是古蹟的修理，古蹟的修理因為不

是新建，在整修前因為怕拆除屋頂後下雨淋濕破壞有價值的東西，所以要

先搭一個棚子把廟保護起來。接下來才可以掀開屋頂，調查破壞的情形，

再把木構件卸下來修理，木構件因為修理好還要放回去所以要先編號，大

木構件因為有結構的作用如果壞的很嚴重就要換掉，如果是裝飾的部分則

可以用「補」的把美美的雕刻、彩繪留下來；木作要先畫現寸圖再進行仿

作。牆面石材的部分也要先編號再卸下來清理與修補，等牆體處理好了再

照原來的位置裝回去。木構件上的「安金」、「上漆」一定要先試很多次

，試到與原來的相似才能照著作，漆則要用以前的植物漆「生漆」。

雙林寺的古蹟部分佔最後完成整體建築的百分之30幾，

其它百分之60幾則是增建的部分，修理與增建的整體完成

之後組合的很好。古蹟部分的修理完成之後，看起來會比

較新這是自然的現象，只要過了三、四年經過風吹日曬雨

淋就會變舊，所以不用擔心，古蹟修理最重要的是修理要

仿舊的工法與材料，另外工要細、要用心。

新加坡的雙林寺除了原有古蹟部分的修理之外，為了新增的用途、整體環境

能完整等等，增加了原有古蹟二倍的新建築，為了使增建的部分與原來的古蹟

能夠協調也且更有特色，寺方很有遠見的聘請台灣李乾朗教授來規劃與設計，

因為遠在新加坡為了建築行政、工程施工便找了當地的劉太格建築師幫忙。其

實要蓋出好的建築，選對了設計師就決定了一大半，像雙林寺的整體的規劃與

細部的設計交給了有名又有品質的李乾朗老師，雖然我們沒看過現場，透過照

片也可以感受增建的用心。

  增建的新建築設計的時候，應該好好的運用現代好的材料與技術，像鋼筋

混凝土、鋼骨、木作等都可以來運用，不需要一定全部要用舊時代的材料與技

術，如果幾百年前就有鋼筋混凝土、鋼骨相信老祖宗們也會拿來運用，最重要

的是新材料與新技術能夠在好的設計下運用，產生新時代的創意與美感。

  雙林寺有李老師好的規劃設計，為了要讓施作的品質做到最好

，讓增建的跟「古蹟」一樣有特色，在選料與選匠師上都特別的用

心，石材用花崗石就到福建的礦山實地去選石材、木料要選好的馬

來西亞上等材便透過關係取得、地面的磁磚用品質好的德國產品、

石雕選中國大陸好的石匠雕刻、木雕要手雕選了二個泉州的「鑿花

」司傅來雕、大佛先用土作模仔再翻成石膏模等確認過了，再請木

雕司傅雕刻、北京司傅用緬甸玉雕刻、廣東的司傅翻成銅的、大門

的門神是由台灣的劉家政司傅去新家坡住一個月畫的、屋脊上面的

剪粘也是台灣司傅作的，他們總共去了半年，跤趾陶是中國大陸的

司傅作的，雙林寺選用不同國家的好材料、好司傅來蓋廟，這種的

用心最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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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建築形式上的傳統與現代  ▍
基督宗教建築型態在二十世紀即有相當多樣的形式探究與發展。至於佛教建築，

在近年來亦因應佛教組織與傳道方式的轉變，在其建築表現上亦開始有所突破。反而是普遍為臺灣常民所信仰的民

間信仰廟宇，卻鮮少思考新的建築型態的可能性。但傳統建築與裝飾工藝技術日漸沒落，新建廟宇多為粗製濫造、

俗麗又不環保的鋼筋混凝土建築，不如傳統廟宇來得有「神氣」。

文化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隨著時間推移，文化亦會隨之改變。建築做為一種文化造物，建築形式亦與時變遷。

在臺灣盛行宗教之建築雖有其傳統型態，但是否有機會在維持傳統宗教空間特質的概念下，在空間形式上有新的發

展與突破呢？尤其在當今正夯的「文化觀光」、「建築觀光」與「遺產觀光」都是其中最受歡迎的類型。具有獨特

性的宗教建築，無論是名列世界遺產的傳統建築，或是創意轉化宗教教義的新建築，都是眾人想去訪查的目的地。

▍擴建、增建要思考的課題  ▍
若不是重建廟宇，而是在傳統廟宇基地內增築新建築，則可從三個面向來思考：

1.建築型態：注重與環境的呼應，如安藤忠雄的「光明寺」；另外則是對於舊建

   築的尊重，不要折損了舊建築的風采，如高松伸的東本願寺參拜接待所增建。

   另外，則是提供觀看古蹟建築的設施，譬如「小笠原資料館」。 

2.空間氛圍：傳統民間信仰廟宇在建築表現上，材料多樣、色彩豐富，但反觀室

    內，卻相當昏暗與不通風。新的空間氛圍強調光線與建築元素、周遭環境的對

    話，且讓空間在室內外之間多層次地流動。 

3.空間機能：國人一向有拆除舊廟起蓋新廟以榮耀諸神的習慣。暫不論神明喜歡

   舊廟新廟的問題，新建廟宇在建築型態、空間氛圍與使用機能上實際上都遠遜

    於原有的舊廟。譬如，新廟宇清一色地採用鋼筋混凝土造，粗糙簡陋的建築型

   態，在建築工藝技術上缺乏藝術美學，廟堂狀似比舊廟來得大，但實際上卻差

   距不多。尤其，當一座舊廟因具有歷史、藝術、文化等價值而被指定為古蹟時，

   不但是地方的榮耀，更是神明的榮耀。因此，若古蹟廟宇有能力增建，不一定

   需要新建神殿，將神移往新廟，而將舊廟「再利用」。尤其古蹟廟宇若僅存空

   殼而無神靈，那就不「廟」了。若回到昔日傳統廟宇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當提供社區更多宗教崇拜以外的服務。

▍日本與台灣的宗教建築案例 告訴我們新時代要有新的思惟  ▍
接著則以投影照片輔以說明的方式，帶大家看日本與台灣宗教建築新建與增築的案例：日本安藤忠雄建築師的

「光之教堂」、「水之教會」、「本福寺水御堂」、「西條南岳山光明寺」、台中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新竹十

方禪林禪堂、台南府城新寺－台南淨宗學會、台南府城新寺－佛光山南台別院、台中大里菩薩寺。日本京都阿龍

山瑞專寺紫光堂增建、日本京都清涼山靈源皇寺透靜庵、埋在地下的日本京都東本願寺參拜接待所增建、古老的

▍永安宮的新建築

  要有成為新時代文化地標的遠見  ▍
最後蔡教授表示永安宮實際上相當有機會能夠同時

保存具社區集體記憶的古蹟廟宇與傳統民俗「走尪」

，又新建能夠符合新時代環境與社區民眾需求且具獨

特性之新建築，並成為吸引文化觀光客的文化地標。

▍第二場 來自佛光大學的年輕教授蔡明志 介紹宗教建築的增建案例  ▍

研討會的第二場宗教建築增築的案例，

是由長久對傳統建築研究很用心的佛光大

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蔡明志教授帶來台

灣、日本宗教建築增築新的視野。

傳統日本木屋對面前衛、簡潔的小笠原資料館增建

、員山宜蘭忠烈祠增建、與舊教堂平行而型態、規模

上接近的台中市柳原教會、宜蘭岳武穆王廟與武穆文

史館、竹山紫南宮、宜蘭市凱旋社區公園暨新福宮廣

場等。都讓我們看到現代的宗教建築的新風貌、新思

維，除了滿足信仰之外更加注重新時代的功能，也塑

造整體環境寧靜的氛圍讓信仰更能讓人感受與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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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廟是庄內討論公共事務的所在  ▍
廟宇跟社區、居民的關係，在200多年前的台灣與美國有著同樣的狀況，當初新英格蘭教會的移民來到現在美

國的土地上，建立村莊之後就開始蓋教堂建立教會，這和我們的祖先來到台灣建立村莊蓋廟是一樣的，最早的

時期台灣天高黃帝遠、處於近乎沒有政府的情形下，祖先們為了保下生命就要靠庄內自己的團結，而庄頭的中

心就在庄頭廟裡，庄內的公共事務就在廟裡透過頭人們的討論來決定，這便是台灣初始的民主機制，由地方的

人關心自己身邊的公共事務而且有權利加以決定，這也是後來我們在推動社區營造所想要做的事。

同樣的在新英格蘭（早期的美國）也是一樣的，教會、教堂的主人是社區，所有公共的事務由村落的長者們共

同來討論、決定，一同討論決定要請那個牧師；新英格蘭的移民安定下來了面對著最重要的孩子教育，也是由

社區的長老們來討論及決定要請怎樣的老師，這種以地方為民主機制中心的長期發展，使得美國一直維持是一

個由下而上的民主國家。

▍永安宮 也要培養囝仔 對利澤簡有『故鄉感』  ▍
在台灣受教育的過程，普遍是一個讓我們忘記故鄉、祖先的過程，故

鄉的這片土地、人，曾經辛苦養育著我們讓我們受教育，但是長大了、

有了成就，卻沒有對故鄉有向心力，更很少有人會跑回來想要對故鄉有

所貢獻。反觀日本的各種教育，對培養孩子的故鄉感下很深的功夫，使

他們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不時惦記著、關心著故鄉的人、故鄉

的景色與事務。

出外的利澤簡人是否不時會想到故鄉的生活、景色，還有故

鄉的人？「故鄉感」很重要在於人一旦對故鄉沒有感情，就不

會對國家有感情。有故鄉感的人，當事業有所成就了就會想要

回來幫忙故鄉，故鄉更是人在心靈上的歸屬。如何培養有「故

鄉感」的文化過程，這也是永安宮要思考與面對的重要課題。

▍老人們開始要來想  如何讓少年仔愛來廟裡參加活動  ▍
另外永安宮起廟前也要開始想的，現在廟漸漸只是老人愛去的地方，但是年年輕人去的並不多，如果一直這樣下

去，就可以想像廟未來的情形。除非是我們已經打定心意讓永安宮在不久的將來消失，不然在時間未到之前就要開

始來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永安宮的社區營造，就是社區的人要開始面對「廟」新的角色問題去想去解決。

在日本的鄉下的社區營造，是一群老人在不希望看

到祖先建立的庄頭在他們這一代消失的危機感下，開

始想著如何讓年輕人回到故鄉，這個過程便是他們社

區營造的課題。而永安宮有自己社區營造的課題，比

如開始去想：要怎樣讓年輕人回來參加永安宮的活動

。再逐步的去想去處理怎樣讓社區的小孩有「故鄉感

」、怎樣陪著社區居民幸福的生活！這些都是不讓永

安宮消失最重要的課題，比起蓋怎樣的廟在順序上更

為重要。

▍以前廟是居民  文化、活動、知識傳遞的中心  ▍
廟在以前是村落裡最富有色彩、建築藝術的地標，是庄頭的中心，在以前大家沒讀書的貧窮時代裡，文化就

環繞在庄頭的廟裡，廟埕更是社區活動的中心，老人、小孩在這裡活動，是聊天、討論事情、看戲，發展表演

藝術的所在，最重要的是社區的人聚在一起的社會互動關係。

以前村落裡的小孩第一次接觸的文化就在廟裡，雖然他們沒有讀書不認識字，但是慢慢的由老一輩的口耳相

傳裡，學到先人的歷史、文化，廟就像是互動與情境的學校，村民的很多知識都由廟發展出來，廟其實不只有

宗教與信仰而已。

▍永安宮要思考與發展新的文化

　對居民日常的幸福生活有幫助  ▍
舊的時代，廟除了信仰也是社會學習與知識的中心，更加是村民追求幸福生

活的地方、得到心靈安慰的地方，從這裡生命可以得到昇華，也可以看到人生

未來的信心，這些舊時代廟所發揮的功能不就是現代推動文化藝術所要追求的

目標？

到了現在或以後也許可以沒有宗教信仰，但是幸福的生活是必要有的，但是

社區活動中心、文化中心可以做到以前廟的功能、角色，現在廟的功能還可以

維持？這個問題要如何解決？ 

在日本他們就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把原有的宗教信仰與新時代的文化角

色結合的很好，蓋出新的文化活動中心的同時也創造發展新的文化，滿足現代

人的生活上對文化的需要。永安宮在現在也是面對這樣的問題，所以要思考的

問題就不是廟的硬體而已，不能隨便把廟蓋一蓋就好了，空間增加很多但是沒

發展出新的功能，對利澤簡居民的幸福生活沒有關係這樣就不好，所以永安宮

要面對與思考應該是要發展怎樣新的文化。

▍第四場 推動台灣社區總體營造最用心的先行者  

  陳其南教授  講「社區廟宇與社區營造」  ▍

▍社區營造想要做的事就是

  回到地方的人決定自己事務的民主機制  ▍

初始台灣以廟宇為社區的中心，由地方頭人決定眾人

事務的民主機制，隨著清朝開始設治統治之後便開始萎

縮，尤其是到了政府集權管理、控制的日據時代「地方

決策」則遭到最徹底的破壞，到了近代台灣由選舉產生

的民主制度則演變則已淪為政黨、派系、由上而下的政

治形態，偏離台灣初始以庄頭為中心、由下而上的地方民主制度已經很遠，實質來說並稱不上是真正的民主，

社區營造想要做的事就是回到初始，由地方的人自己決定眾人事務的民主機制。

下午所進行的是課題二「社區廟宇

的創意經營與社區發展」，首先是由

推動台灣社區營造最用心的先行者陳

其南教授針對「廟宇與社區營造」提

出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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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宇是結合金錢與人力最有效率的所在  ▍
在台灣廟寺現在經營新的趨勢上，根據郭育如先生的研究，

廟宇是結合金錢與人力最有效率的所在，可做為創意社區的核

心，並做為社區資源的集散與分配點：人的結合，可以做社區

心理輔導中心、社區助唸團、課輔團、才藝教室、醫療義工義

診、社區美化；錢的結合，可進行急難救助金的發放、社區內

優秀學生獎學金的發放、承保保險業務；另外還有資源整合的

利用，廟埕出租、借給文化活動展演、兒童讀經班。

▍台灣有幾個古蹟廟宇  用心計較創新經營  ▍
除此之外，像永安宮做為一處地方文化資產，還有怎樣的可能作為呢？我們可以看到臺北大龍峒保安宮用心修古

蹟營造保存古蹟的典範、三峽祖師廟用最有藝術的創作成就有藝術價值的廟宇建築吸引香客與遊客。台北木柵指南

宮改善周遭的登山步道階梯，並沿路規劃石椅、涼亭，供香客休憩、引進企業化觀光行銷方式，以遊客取代香客，

安排志工導覽、設置電子視訊多媒體導覽。與政治大學相關科系建立合作關係，並延攬該校學生擔任導覽員；收購

鄰近商家進行整體改建，建立形象商圈。

▍把做社會福利事業作為廟的經營中心  ▍
南投埔里的玉清宮良顯堂，前前後後蓋了十三座廟主事者

陳綢：「寺廟只是一種信仰，讓人心靈有寄託而已。如果一

直停留在蓋廟，那也很可惜。」，在1975年起決心栽培有心

向上的優秀學子，摘「過貓」、做粿、包粽義賣，資助貧窮

學生求學；用廟宇拉起每一個孩子（貧童、中輟生）。做粿

、包粽的習慣延續至今，成為良顯堂的傳統，及行善做「社

會福利事業」的主要經費來源。

▍神廟開學堂辦地方教育和文化  ▍
台南市海尾寮大道公廟朝皇宮，在「拜拜燒香，意思到就

好。神明要我傳的是地方教育和文化的香火。」下，自2007

年初展開該廟「廟宇轉型」與「策略聯盟」，讓朝皇宮與台

南社區大學合作，在神廟中開設學堂，教書法、開養生青草

班、與有興學的廟共同成立大廟興學聯盟、並建構台江藥草

園區。另外將信仰與產業結合，開發藥草香包、藥草肥皂、

藥草蚵嗲、吃青草藥飼料的鮮魚鮮蝦、藥草平安糕等相關創

意伴手禮。

▍舉辦文化節慶活動  凝聚居民對於地方的認同  ▍

在日本飛驒古川町，則在每年四月十九、二十兩日舉辦「古川祭」（被

日本政府指定為「重要民俗文化財」），町內出外工作者都會回鄉參與此

慶典。每年正月十五日的「三寺參拜」，古川町外出的女子亦會返鄉參與

，放流水燈以祈求良緣。可看到古川町藉著地方之文化節慶，與歸屬感。

廟宇舉辦文化節慶活動凝聚居民對於地方的認同，可從大甲媽祖繞境、

白沙屯媽祖繞境、東港東隆宮王船祭、西港慶安宮王船祭、二結王公廟創

意藝閣、利澤簡永安宮繞境與走尪看到。此外還舉辦社區型藝文活動，像

赤崁樓週末夜間音樂會。

▍開發文化商品  吸引遊客認識在地文化  ▍
而廟宇的經營也可以開發文化商品，由文化資產自身之特質轉化，

使之具有獨特性。開發之文化商品，以精緻、中低價位與易於攜帶、

收藏為主，而非高價的「藝品」；並考慮不同的客層與表現方式。

小型飾品如安平劍獅、好神公仔（公仔已幾乎成為坊間文化創意的

代名詞，將傳統神像Q版化為神明公仔。羅東古蹟廟宇勉民堂在去年復

刻一百零八尊高約5公分的「仙童」，讓信徒求回去以保平安，與傳統

信仰結合。）、古蹟3D立體拼圖、客製化郵票、T恤、古蹟紙模型、Q

版宋江陣系列紙袋、文化「食品」、文化資產大富翁（完全鹿港通大

富翁遊戲、府城大富翁遊戲）。另外還可發展導覽手冊與導覽中心、

導覽解說服務、異業結盟的樂透彩與信用卡、異業結盟的I-CASH、策

略聯盟–全國古蹟媽祖廟聯盟等等，都是可借鏡的實際案例。

▍增擴建的廟宇新空間

  要提供展演文化資產的機能  ▍

傳統廟宇可以發展成為地方的文物館，臺灣傳統廟宇的發

展通常與地方聚落的發展息息相關，並保存了地方歷史、文

化與文物，應該可以扮演保存、展示、推廣與行銷地方傳統

文化的重要角色，成為展演地方歷史文化的博物館。在具有

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之傳統廟宇，如利澤簡永安宮，至少可

以提供展演其文化資產價值之空間機能。從日本飛驒古川祭

典會館、台南市鹿耳門歷史地區文物館、台南縣北門鄉東隆

宮王爺文物館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例子。

▍第五場 來台灣廟宇創意經營案例分享 蔡明志教授 ▍

接下來早上發表宗教建築新建增築案例的蔡教授，針對他對台灣廟宇創意經營案例的瞭解，把台灣廟宇創意經

營案例經過整理來與大家分享。

向土地公借錢的南投竹山紫南宮，除其號稱七星級的廁所外，從資助社區居民生活周轉與社區子弟外出創業的「

福德金」到向土地公借「發財金」的創意經營亦受到好評。此外，該廟亦對社區事物相當支持。紫南宮管理委員會

每年固定補助社寮文教基金會與社區發展協會，以進行老人送餐、日托與社區免費安親班等活動。另外廟也「辦保

險」的方式來回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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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新加坡雙林寺的古蹟修復與新的

增築擴建、台灣與日本宗教建築增築的

案例，第三場則回到利澤簡看看今天研

討的主角–永安宮的文化資產。

【日治時期利澤簡永安宮建築樣貌】

（資料來源：五結庄役場，《寺廟台帳》，昭和9年（1934））

▍要瞭解擴建最大的目的  最重要是活絡在地的生活與文化  ▍

葉老師從利澤簡的地理位置與歷史發展，講到永安宮

三次的改建歷史。更藉由大大的投影照片介紹永安宮的

建築特色、木雕、石雕、跤趾陶、家具、門神彩繪等，

讓與會者欣賞永安宮的建築之美。另外他更提到永安宮

是利澤簡八大庄保存年代最久的廟宇，蘊藏著宜蘭建築

藝術與民主歷史故事等是很有價值的地方文化資產；另

外對在地生活的居民而言，永安宮元宵的遶境、走尪，

與廟裡每日拜拜打掃的郭媽媽、初一十五誦經的經團媽

媽、媽祖太鼓媽媽等，都是媽祖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值得在地的頭人與居民在思考擴建的時候，以保存與發

揚在地的生活與文化最重要。

（因為篇幅的關係，對於利澤簡永安宮建築的文化資

產價值在此不再詳述。）

透過利澤簡旁邊「新店仔」這個不滿60

戶的小小聚落，看著他們透過活動的籌備

與辦理的過程，以廟宇為核心的社區經營

，用心經營廟也經營著社區的過程，一個

小社區用著「大人做給小孩看、小孩歡歡

喜喜跟著做」的觀察，以作為利澤簡永安

宮進行社區營造的參考。

（本講次內容請參考第十五、十六期社

區報「永遠的新店心」）。

▍第三場 在地的 葉永韶老師

           介紹利澤簡永安宮建築的文化資產價值 ▍

▍第六場 在地廟宇經營案例分享 

           葉老師 介紹隔壁庄「新店仔慶興廟」的社區經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