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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以致做了等於沒做，無法符應文資法之

精神。筆者於2017至2018年執行文化部文資局

委製之「重要民俗佛祖信仰保存維護計畫研擬

案」，也是從摸索中找到一些心得，願與大家

分享。

架構與論述的重要性

保存維護計畫首重架構，架構清楚，論述

才會清晰，才能完整呈現施行細則七大內容。

原則上，分設四章即可，即緒論、（本案無形

文資）歷史發展、保存維護與後續發展之芻

議、結論與建議等。

起始的「緒論」在於交代執行專案之動

機、發想與做法，可分四節：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計畫緣起可由法令面帶

入執行專案計畫；計畫目的則由七大項分

述執行專案計畫，可參採黃貞燕、郭佩宜

合著《無形文化資產實務執行參考手冊》

之相關說明。

二、文獻探討：簡介執行專案之相關文獻回顧

並略述重點。

三、研究方法與進度：研究方法不外文獻分

析、田野調查、座談會⋯等；工作進度則

依合約設定進度、列圖（甘特圖）。

四、章節安排與架構：以表格呈現執行專案完

整目錄，再逐一簡介章節大要。

專案登錄過程與歷史沿革

第二部分的「（本案無形文資）歷史發

展」則略述執行專案登錄過程與歷史沿革，本

章在於對應施行細則七大內容之「基本資料建

檔」與「調查與紀錄製作」等。至少分設五

節，亦可依執行專案之特色增設項目：

一、文資履歷：清楚記述「從提報審議到登錄

公告」歷程。依地方政府登錄與中央登錄

等兩大層級，逐一簡要說明「提報—訪視

—說明會—審議—登錄公告（登錄理由）

無形文化
資產「保存維護計畫」為法令

所規定，文化主管機關必須予

以執行，《文化資產保存法》（2016年版）第92條

規定：「主管機關應訂定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

畫，並應就其中瀕臨滅絕者詳細製作紀錄、傳習，

或採取為保存維護所作之適當措施。」《文化資產

保存法施行細則》（2017年版）第34條則規範七大

內容：「本法第九十二條所定保存維護計畫，應依

登錄個案需求為之，其內容如下：一、基本資料建

檔。二、調查與紀錄製作。三、傳習或傳承活動。

四、教育與推廣活動。五、保護與活化措施。六、

定期追蹤紀錄。七、其他相關事項。」

保存維護計畫之目的

因而，保存維護計畫之屬性為「上位計畫」，

其目的「在於理解其內涵與意義，協助保存者或實

踐者維繫無形文化資產之生命力，提升大眾對文化

多樣性之認識，並促成更具包容力、創造性之社

會」，適用對象為文化主管機關（文化部、縣市政

府）、保存團體（含實踐

者）、文史團體、有關單位與

個人，終極目標則在於永續發

展，並建立可長可久、穩健傳

承之文化能量，藉以提升無形

文化資產之水準、能見度與生

命力。

2016年之後，中央（文化

部文資局）與地方政府皆著手

進行相關登錄無形文化資產之

保存維護計畫，均委外執行，

惟成果參差不齊，或不諳法令

致雜亂無章，或誤解法令而偏

於調查研究，對於施行細則七

大內容不是說不清楚就是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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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0日深夜，港口部落阿美族舉辦迎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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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報備（地方政府）—授證」之過程（人

事時地）、結果、字號及相關內容；另則

為文資履歷之後續發展，如：增列保存團

體、增加內容、追蹤訪視、變更文資類別

⋯等。

二、紀錄彙整：整理執行專案過往之相關文字

與影音紀錄。以表格方式分設「相關文字

紀錄」與「相關影音紀錄」等兩大部分，

前者可依報紙期刊、文獻專著、學位論

文、藝文專論⋯等分類條列，後者則可依

紀錄片類、報導類⋯等分類條列。

三、歷史源流與發展：清楚論述執行專案之緣

起及其後續發展。此一部分非重啟調查研

究，而是整理已有之相關文獻論著（除非

完全無資料），完整陳述所有內容，包

括：歷史沿革、內容內涵、儀式程序、發

展現況⋯等，以最清楚的架構、最簡單的

文字，搭配最精采的圖片說明。

四、相關文化資產：與執行專案有關之陣頭、

工藝、有關文物及文化資產，後者可依有

形文資、無形文資分項簡介。

五、（本案無形文資）特色與意義：分項簡介

執行專案之特色及其象徵意義：如神像、

藝陣、遶境、祭典（請水、過火、王醮、

王府、王船⋯）等等，俾以強化執行專案

之文資價值。

保存維護與後續發展

第三部分再談到「保存維護與後續發展之

芻議」，前言先略述執行專案保存維護方向大

要，再略述本章各節安排。可分三節論述：保

存維護工作回顧與檢討、在地資源與在地想法

與後續發展之擬案等；前兩者在於瞭解背景，

俾作後續發展擬案之參考。

一、保存維護工作回顧與檢討：此一部分在於

對應施行細則七大內容之傳習或傳承活

動、教育與推廣活動、保護與活化措施、

定期追蹤記錄與其他相關事項等，先分析

「優勢與困境」，再做「回顧與檢討」。

前者條列並簡述執行專案之優勢（強項與

優質項目）與困境（所面臨難題及需要改

進項目）；後者在於檢討與評估執行專案

過往辦理情形，對象包括：保存者或實踐

者、公部門（文化主管機關之文化局處、

文化部文資局、鄉鎮區公所）、文史團

體、教育單位等等，每一項目註明施行細

則七大內容之屬性，內容包括簡述其起迄

時間、內容規模、成效檢討。

二、在地資源與在地想法：「在地資源」在於

「保存維護計畫」輕鬆寫

2019年2月6日，望嘉部落舉辦排灣族送祖靈祭。 排灣族婦女吟唱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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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執行專案之重要資源，可由經濟面、

社會面、組織面、信仰面⋯等作分析。

「在地想法」則可透過訪談、座談取得相

關資訊，前者為對相關人員所進行的非正

式訪談，後者則應辦理至少一場次的正式

座談會，邀請與執行專案有關單位、個人

參加，除了廣聽意見之外，亦有執行專案

之宣示意義。

三、後續發展之擬案：此為執行專案之重頭

戲，亦為最終目的。其依據：訪談、座談

意見、公部門意見、執行團隊觀察研究意

見等。可依短、中、長程時程研擬可行方

案，先列總表，再分項逐一簡述：項目名

稱、權責單位、七大項屬性、依短中長程

計畫內容逐項說明（300至500字）等，其

中短程應界定在3年內完成並可因而建立

一套規制準則者；中程界定在5-7年內完

成並可因而建立一套規制準則者；長程則

為必須較長時間籌劃與完成者。

執行專案之成果

而「結論與建議」中的「結論」在於總結

執行專案之成果，而「建議」則針對執行專

案、保存者或實踐者、公部門、文資法之具體

建議，兩者皆條列簡述即可。

最後為「參考書目」與「附錄」。「附

錄」包括：登錄公文書、訪談及座談會議紀

錄、各期審查意見綜理表、其他等等。

「保存維護計畫」關係無形文化資產未來

發展，如何將執行專案說清楚講明白，如何擬

定一套可行好用又有文資意義的短中長程計

畫，在在考驗執行團隊的專業、溝通、思考能

力以及良知良能；「保存維護計畫」雖然龐雜

繁複，但只要抓住「鋩角」（mê-kak），真的可

以輕鬆做、輕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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