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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地景為人文地理學之重要關注課題之一，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也於民國 � � 年（ � � � � ）修
法新增「文化景觀」為文化資產保存類別。截至目

前為止，臺灣已公告登錄 � � 項文化景觀；其中，
工業地景是文化景觀的種類之一，礦業則是工業地

景的重要類型。

過往人類於自然環境推動礦業開採，經常經

歷順應自然環境，逐步邁向改造自然環境之發展進

程。本文以位於新北市瑞芳區之猴硐礦區煤礦地景

為例，探討過往由礦業發展所主導之地景建構，在

邁向後礦業時期，改由多元權益關係人個別或共同

決策之驅力及運作模式。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整合運用文獻資料，

以及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訪談成果，針對自民國 � �
年（ � � � � ）至現今之地景變遷歷程，進行回顧及
探討。此一時期，猴硐煤礦博物園區於民國 � � 年
（� � � � ）� 月 � � 日開園營運，煤礦產業地景保存受
到更多關注與重視；不過，伴隨而來的觀光人潮與

地域再發展，也讓原本仍然留存之礦業文化遺產受

到威脅與衝擊，部分已經因應產權移轉而遭致拆除

或改變，則是需要加強探討之重要課題。

本案例之主要文化資產價值，在於其超過百

年以上之煤礦產業文化遺產，隨著產業需求所不斷

疊加與改變之產業地景，仍相當完整的保留於現

地，但是這樣的真實性與完整性，受到地方再發展

的驅力，已面臨新的挑戰與威脅。展望未來，除卻

有賴於土地或建物所有人的意念與決定；當地居

民，特別是過往煤礦從業人員及其家屬之認同感與

行動力，結合目前正在持續討論之文化景觀登錄機

制，將是未來能否落實礦業遺產永續地景經營的重

要關鍵。

關鍵字：文化地景、礦業遺產、地景變遷、權益關

係人、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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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瑞三公司由李建興於 & N O P

年創立。此前，李建興於
& N & 4

年來到猴硐福興炭礦擔任書記工作；次年公司改組為勝益炭礦，加入為股東，
協助辦理坑內外事務。

& N & N
年，勝益炭礦礦權由基隆炭礦統購，李建興轉為基隆炭礦小包商；後續基隆炭礦將猴硐礦坑劃分為

O
個單位，李建興包採其中之一。李建興創立瑞三公司後，包採基隆炭礦於猴硐之所有礦場（戴寶村，

& N Q M
；周章淋，+ , , N

；李光中
等，+ , & � 0 ；劉鎮輝，+ , & �

）；此後成為猴硐地區最主要之煤礦事業單位，並持續開採至
& N N , 年 P

月
O , 日（黃立婷等，+ , & �

）。

壹、前言：社區對話的意義

文化地景為人文地理學之重要課題之一，臺

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已於民國 � � 年（� � � � ）修法
新增「文化景觀」為文化資產保存類別。截至目前

為止，臺灣已公告登錄 � � 項文化景觀；其中，隸
屬工業地景有八項，其中有兩項為礦業地景，分別

是位於苗栗縣公館鄉之油礦（出磺坑），以及位於

新北市瑞芳區之金礦（瑞芳區臺金濂洞煉銅廠煙

道）。另有超過 � � 項以上之礦業相關文化資產，
分別被指定為古蹟或登錄為歷史建築。

過往人類於自然環境推動礦業發展，經常經歷

由順應自然環境，逐步邁向改造自然之發展進程。

同樣位於新北市瑞芳區之猴硐煤礦地景，過往由礦

業發展所主導之產業地景建構，在礦業停止運作

後，呈現由多元權益關係人個別或共同決策之驅力

及運作模式。

猴硐礦區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全臺灣總

產量最大之單一煤礦礦區，其重要地位自是無庸置

疑。民國 � � 年（ � � � � ）停止開採以來，當地所遺
留既豐富且完整之煤礦文化遺產，受到社會各界關

注。民國 � R 年（� � � � ）起臺北縣政府（現升格為
新北市政府）著手推動以現地（S T U S V W ）保存煤礦
文化遺產為核心之生態博物館；名稱幾經調整後，

正式定名為猴硐煤礦博物園區，並於民國 � � 年
（ � � � � ）� 月 � � 日開園營運至今。

本文以探討猴硐礦區煤礦地景之變遷歷程與影

響因素為核心。相較於煤礦開採階段，以礦業開採

與生產作為主要之地景形塑與變遷力量；當礦業停

止運作，乃至猴硐煤礦博物園區開園後，當地之地

景樣貌，出現哪些主要的改變，究竟是哪些因素，

促成諸此改變，以及未來能否或如何邁向產業遺產

的永續地景經營，為本文主要關注之研究主題。

貳、研究方法

有關猴硐礦區研究，經由陳章桂、周章淋、

謝靜琪、劉鎮輝等持續投入，已有具體成果及產出

（陳章桂、周章淋，� � � � ；謝靜琪，� � � X ；周章淋，� � � � ；劉鎮輝，� � � � ），不過，內容主要偏重於猴
硐礦區之產業歷史與相應之社會文化變遷及發展。

近年經由李光中等人所組織之研究團隊，持續針對

猴硐礦區，進行臺灣產業文化資產體系與價值，

以及系統性文化景觀等課題進行研究（李光中等，� � � � �
；李光中等，� � � � ），對於猴硐礦區之煤礦

地景，累積更深入之理解與認識。

本文引用李光中等（� � � � �
）提出之礦業生產

設施、礦業生活聚落、礦業相關連環境等礦業遺產

三大面向，盤點現地遺留之產業文化遺產。其中，

礦業生產設施包括：礦坑、生產設施、行政設施、

運輸系統、廢物處理設施、其他礦業設施等；礦業

生活聚落包括：礦業住宅及員工宿舍、員工服務設

施（包括：醫療設施、民生設施、娛樂設施等）、

商業設施、宗教設施、文教設施、其他聚落設施

等；礦業相關連環境包括：與礦業發展相關歷史人

文脈絡與自然環境背景之文化及自然遺產等（李光

中等， � � � � ）。
另將前述盤點結果與瑞三公司

Y
繪製之猴硐礦

場設施圖（瑞三公司， � � X � ），以及礦業歷史文獻
資料等（周章淋，� � � � ；劉鎮輝，� � � � ；李光中等，� � � � 6

；李光中等， � � � � ），進行核對後發現，日
治初期之小型礦坑較不可考，日治明治 � � 年
（ � � � � ），由顏雲年向取得瑞芳炭山礦權之日資企
業請負開採，日治大正 R 年（ � � � � ）代理開採，日



Q

治大正 � 年（ � � � � ），由顏雲年及蘇源泉共組之雲
泉商會承租開採，並改名為「大粗坑」（周章淋，� � � � ；李光中等， � � � � 6

；李光中等，� � � � ），此
坑確切位址，以及現存狀況，仍待進行更多調查方

能確認。

其次，始自日治大正 � 年（ � � � � ），顏雲年
與日人木村九太郎合設久年炭礦（謝靜琪， � � � X ；
陳章桂、周章淋，� � � � ；李光中等，� � � � 6

；李光

中等，� � � � ）；日治大正 R 年（ � � � � ），開設久年
二坑（包括東一坑、東二坑、東三坑）。其中，東

一坑位於內坑聚落南方，中間以東一坑運煤隧道相

連，因煤層夾石過多，一度停採，日治大正 � R 年
（ � � � � ）重新開坑，後因礦源枯竭於日治昭和 � R
年（ � � R X ）停採，瑞三公司於民國 � R 年（ � � Z � ）
重新開挖，命名為復興鑛，為瑞三公司後期最具生

產力的礦坑之一；東二坑則位於前述之東一坑運煤

隧道口附近，因至日治大正 X 年（ � � � � ）底皆以馬
匹搬運煤炭，故地方人士亦稱為馬坑，現仍留有礦

坑遺跡（周章淋，� � � � ；李光中等， � � � � 6
；李光

中等，� � � � ）。
至於東三坑目前已無遺跡，參照瑞三公司曾

將猴硐礦場區分為「保安區」、「瑞山區」、「橋

東區」、「橋西區」、「重建區」、「東二區」、

「東三區」、「啟元區」等八區；其中，「東三區」

備註說明：「舊東三坑在此十年前已撤廢」。另依

據當地礦業前輩周朝南之研究資料顯示，美援厝周

邊工寮屬於東三區，合理推測東三坑位於此一區域

（李建興， � � � R ；李光中等，� � � � ）。
簡言之，猴硐礦區自日治初期開始推動之煤

礦產業，除早期之小型礦坑已不可考，以及前述之

「大粗坑」與久年二坑東三坑，需要更多文獻研究

與現地調查，方能明確定位原本所在位址。其餘，

包括久年二坑東一坑、東二坑，以及接續於日治

昭和 � � 年（ � � R � ）開挖猴硐坑，日治昭和 � � 年
（ � � R � ）開挖新坑，日治昭和 � � 年（ � � � � ） � 月� � 日開挖本鑛，以及前述於民國 � R 年（ � � Z � ）Z
月 � � 日重新開挖之復興鑛，坑口所在位置仍可明
確辨識（周章淋，� � � � ；劉鎮輝，� � � � ；李光中等，� � � � 6

）。

誠如前述，礦業遺產除以礦坑坑口作為重要

指標外，坑內之採礦坑道與坑外之相關生產設施、

支持礦業從業人員日常生活之礦業聚落、礦業所在

地之相關連環境，實為三位一體之整合產業體系。

除坑內採礦坑道較不易保存外，以猴硐礦區

為例，中後期開採之猴硐坑、新坑、本鑛、復興鑛

等，新坑因開採時間較短，民國 � � 年代末期停採
後，原設置於坑口周邊之捲揚機等採礦設備，現已

不存，坑口前因新建民宅數棟，導致目前坑口雖然

存在，但卻隱身於侯硐路民宅後方，不利後續參觀

及再利用（李光中等，� � � � ）。
其餘猴硐坑、本鑛、復興鑛，仍相當高比例

的留存採礦最後時期所興建之礦業生產設施，以及

相應之礦業生活聚落樣貌，礦業相關連環境也仍大

致保存完好。現已遭致拆除者，包括：猴硐坑周邊

之機電課辦公室及機電工廠、瑞三食堂對面之工寮

群、內寮仔之北側兩座工寮，以及猴硐神社周邊之

網球場等。

為針對礦業地景之影響因素進行深入分析，

本文以猴硐礦區停止開採前（本文稱為「礦業生

產時期」）與停止開採後（本文稱為「後礦業時

期」），作為產業發展之兩個不同階段，並據以進

行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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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礦業生產時期之首要變遷力量，是因

應礦業發展需求，所衍生之礦業生產設施與聚落

生活設施之改建、增建與新建，以及針對前述需求

之相應拆除措施；其次，受到風吹日曬雨淋之自然

毀壞，以及颱風、火災、礦災等自然與人為災害所

造成之破壞，也是猴硐礦區地景變遷之影響因素之

一；最後，不同歷史階段之族群與信仰改變，也是

其中的一個影響因素，最顯著的案例是日治昭和 �
年（ � � R � ）所創建之猴硐神社，目前雖仍有殘蹟，
不過僅存上方及下方分別設立之木造及石造鳥居，

原本宗教功能早已不復存在（李光中等，� � � � 6
；

李光中等，� � � � ）。邁向後礦業時期，前述第一項
之礦業發展需求已經消失，第三項之族群與信仰因

素，也已較無影響，僅剩第二項之自然與災害因

素，仍然發生作用。在由礦業生產時期邁向後礦業

時期之變遷歷程中，另有新增之其他因素，造成猴

硐礦區之實質風貌變遷，以及因應多元權益關係人

之參與投入，導致地景認同意識之支持與改變，此

為本文所企圖探究與理解之核心課題。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整合運用文獻資料，

以及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訪談成果，針對自民國� � 年（ � � � � ）至現今之地景變遷歷程，進行回顧
及探討。此一時期，猴硐煤礦博物園區於民國 � �

年（� � � � ）� 月 � � 日開園營運，煤礦產業地景保
存受到更多關注與重視；不過，伴隨而來的觀光人

潮與地域再發展，也讓原本仍然留存之礦業文化遺

產受到威脅與衝擊，部分已因產權移轉而遭致拆除

或改變。諸此地景變遷與影響因素，將於以下章節

進行說明，並針對研究發現進行延伸探討。

參、結果與討論

本項研究即以前述研究成果為基礎，先以編年

體方式，針對自民國 � � 年（ � � � � ），猴硐礦區停
止開採以來之重要地景變遷，以及影響地景變遷與

地景認同之重要事件
[
，進行盤點。前述盤點參照

李光中等（ � � � � �
； � � � � 6

）研究成果，將猴硐礦區

之地景變遷區分為礦業生產設施、礦業生活聚落、

礦業相關連環境等三大面向，前兩者再依據所涉及

之空間範圍，區分為光復里、猴硐里、弓橋里等三

里；另再參考上述研究將礦業文化資產價值區分為

經濟、政治 \ 軍事、科學 \ 技術、社會、美學、自
然等六大價值面向，提出經濟、政治 \ 政策、社會、
自然 \ 災害等四大影響因素。以下依序針對自然 \
災害、政治 \ 政策、社會、經濟等四大因素，進行
研究成果之說明與探討。

圖 + 　瑞三食堂前方之工寮群已遭拆除。圖
&
　新坑坑口仍保存完好，只是前側建有民宅，不易探訪。

O
　本文運用政府電子採購網（

] ^ ^ _ ` a b b c * d 2 _ ( ( 2 . 3 e 2 ^ c b _ 1 ` ] ^ / ) b _ 1 ` 1 f g * h 2 ] ^ / )，瀏覽日期：+ , + , b , N b & O
），查詢與本研究相關之政府部門計

畫決標資料，以下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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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 \ 災害因素
自從民國 � � 年（ � � � � ）� 月 � 日起全面停工

以來（黃立婷等， � � � � ），自然的作用力持續在影
響與改變當地之地景樣貌，如果再發生大規模的天

然或人為災害，就會造成更大規模的破壞，此部分

又以颱風及火災衝擊較大。

自然作用部分，因應瑞三公司猴硐礦場停止開

採，礦業生產設施失去功能而閒置，並逐漸受到自

然毀壞；礦業生活聚落也因為人口外移或老化而有

毀損的現象。其中，民國 � X 年（� � � � ） � � 月 Z 日，
位於猴硐車站前之瑞三選煤場，發生大規模坍塌

（盧賢秀，� � � � ），是較重要的代表事件，後續亦
引發持續性之清理、加固、修復，乃至活化再利用

等行動，將於政治 \ 政策因素部分接續說明。
天然災害部分，則以颱風影響最為明顯。其

中，民國 X � 年（ � � � � ） � � 月 � 日，象神颱風引發
大粗坑溪上游邊坡坍方，暴漲河水及土石沖擊，造

成舊猴硐國小、民宅、九芎橋、同安宮等嚴重毀損

（陳國華，� � � � ；劉鎮輝，� � � � ）；在此之前，
即有琳恩颱風於民國 � Z 年（ � � X � ） � � 月 � � 日，
造成大粗坑溪山洪暴發，毀壞舊猴硐國小及民宅等

（陳詩芸等，� � � � ）。因應象神颱風造成舊猴硐國
小之嚴重破壞，後續造成猴硐國小遷址新建，以及

舊猴硐國小再利用之活化行動，亦將於政治 \ 政策
及社會等因素進行接續說明。

其他人為或自然災害部分，則以火災影響較

大，過往曾經新聞媒體披露之火災事件，包括：民

國 � � � 年（� � � � ） � 月 � � 日及民國 � � R 年（� � � � ）� � 月 R � 日，分於光復里內之民宅與臺灣鐵路管理
局（簡稱臺鐵）閒置宿舍發生兩起火警，民國 � � �
年（� � � � ）� 月 X 日，則於猴硐里民宅發生火警（吳

政峰，� � � � ；呂健豪， � � � � ；邱瑞杰，� � � � ）。此
三起火災皆發生於猴硐煤礦博物園區開園之後，前

兩起發生於遊客眾多之「猴硐貓村」（由愛貓人士

所發起之地域特色營造運動，後將進行說明），凸

顯火災已成為後礦業時期，影響產業地景保存的重

要威脅之一。

二、政治 \ 政策因素
相較於礦業生產時期，以礦業發展作為當地地

景形塑與變遷之主要影響因素，邁向後礦業時期，

此項因素不復存在，影響較大的因素，就改由當地

推動猴硐煤礦博物園區設立及相關工程建設之政治\ 政策因素所取代。此外，除由政府部門推動之各
項軟硬體工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所進行之古蹟

指定與歷史建築登錄等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則是另

外一個影響當地產業地景保存之重要工具與推動力

量，以下將依時序進行整合說明。

（一）猴硐煤礦博物園區籌設階段

臺北縣政府於民國 X � 年（ � � � � ）著手進行
臺北縣綜合發展計畫研議作業，依據民國 X � 年
（ � � � R ）完成之規劃報告顯示，在文化部門之工作
計畫項下建議籌設「侯硐煤礦紀念博物館」，同步

進行檔案、史料、文物，乃至於礦坑等產業遺產現

址調查、研究及保護，有關實體博物館之籌建模

式，傾向於以瑞三公司之礦業設施場址進行再利

用；另於瑞芳鎮之區域建設策略，同步建議透過社

區參與模式，針對具潛力及特色之礦業聚落，推動

具有「文化保存內涵」之社區再發展工作，建議

於水金九猴地區，同步籌設四座博物館，並提出

結合周邊之自然及文化資源，建構「區域性生態

博物館」之發展構想（夏鑄九， � � � R ；劉鎮輝，�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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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階段，正值於民國 � � 年（ � � � � ）礦區停
止開採，當地主要之產業活動與生計來源消失，諸

多礦業生產設施，因為失去功能而閒置，並逐漸

毀壞，礦業生活聚落也因為人口外移或老化，而有

毀損現象。至於前述之「侯硐煤礦紀念博物館」，

則調整為新建博物館，瑞芳鎮公所曾於民國 X Z 年
（ � � � � ）至民國 X � 年（ � � � X ）委託學術單位進行
規劃設計（張金鶚， � � � � ；劉鎮輝，� � � � ）。顯示
猴硐礦區邁向後礦業時期，影響當地礦業地景改變

之重要力量，除自然及災害因素外，政府部門之公

共政策推動，逐漸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

前項縣級綜合發展計畫於民國 X X 年（ � � � � ）
進行修訂，依據民國 X � 年（ � � � � ）提出之成果報
告顯示，除「侯硐煤礦紀念博物館」已調整為「瑞

芳侯硐煤礦博物館」新建計畫，並改由建設部門主

政，選定猴硐車站右前方之臺鐵土地新建博物館

（張金鶚，� � � � ；劉鎮輝，� � � � ），並由臺北縣政
府於民國 X � 年（� � � � ）� 月 � � 日委託建築及景觀
工程規劃設計，惟後續實際工程建設並無執行i。

惟此地之礦業文化遺產保存行動，並未因為前

述建館計畫終止而停止，在重新定位之討論過程當

中，前述象神颱風造成猴硐國小校園之嚴重破壞，

校方著手進行新校址之選址與遷建計畫，並於民國� � 年（ � � � R ） � � 月 � 日委託執行遷校校舍工程 j ，

並擇定於基隆河畔新建校舍。

臺北縣政府後續決定以生態博物館模式，推

動猴硐礦區文化遺產之保存與活化工作。臺北縣政

府於民國 � R 年（� � � � ） Z 月 � 日委託猴硐煤礦博
物園區環境整備之規劃設計，並接續執行工程施

工，主要以整修部分礦業生產設施與改善周遭環境k
。民國 � � 年（ � � � � ） � � 月 � 日，臺北縣政府將未
來園區核心設施之瑞三選煤場及運煤橋，以及周邊

之礦業設施等，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為歷史建

築 l，以能建立當地礦業文化遺產之法制化保護身
分，此亦為猴硐地區除金字碑 m 以外之第二處文化
資產，也是第一處具有文化資產身分之產業文化遺

產。

民國 � � 年（� � � Z ）� 月 � 日，臺北縣政府接
續於前述實質環境營造工作基礎下，推動園區營運

規劃與展示工程設計，以及接續執行工程施工等相

關工作n；民國 � Z 年（� � � � ） � 月 � � 日，針對位於
猴硐車站前之瑞三選煤場及運煤橋，進行整修工程

規劃設計，後續並接續執行運煤橋之修復與景觀工

程o p。
伴隨園區之硬體設施已日漸成形，臺北縣政

府為能分散未來之遊客人潮，決定運用當地之閒置

舊軍營再利用為遊客服務中心，於民國 � � 年P
　+ , , , 年 N

月 + �
日，臺北縣瑞芳鎮侯硐煤礦博物館新建工程 q 建築及景觀 r 設計暨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決標。�

　+ , , O
年

& + 月 �
日，台北縣瑞芳鎮侯硐國民小學遷校校舍工程一式決標。4

　+ , , P
年

4
月

P
日，臺北縣瑞芳風景特定區侯硐煤礦博物園區環境整備計劃委託規劃設計案決標；+ , , �

年
M
月

�
日，

N P
年度侯硐煤

礦生活園區整頓工程委託監造服務決標；+ , , �
年

M
月 + + 日， N P

年度侯硐煤礦生活園區整頓工程決標。M
　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之文化資產個案導覽「瑞芳瑞三礦業」，

] ^ ^ _ ` a b b f ( ] g d 2 d 3 ( ] 2 . 3 e 2 ^ c b 0 ` ` * ^ ` b 3 e * s e 1 * c b ] 1 ` ^ 3 s 1 ( 0 ) t u 1 ) g 1f . b + , , � & & , M , , , , , + （瀏覽日期：+ , + , b , Q b O &
）。Q

　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之文化資產個案導覽「金字碑」，
] ^ ^ _ ` a b b f ( ] g d 2 d 3 ( ] 2 . 3 e 2 ^ c b 0 ` ` * ^ ` b 3 e * s e 1 * c b / 3 f u / * f ^ b & N Q � , Q & N , , , , O , （瀏覽

日期：+ , + , b , Q b O &
）。N

　+ , , 4
年

N
月

M
日，台北縣瑞芳鎮猴硐煤礦生活園區營運規劃暨第一期展示工程規劃設計案決標；+ , , M

年
& + 月 & &

日，瑞芳鎮猴硐
煤礦生活園區第一期展示工程委託監造服務決標；+ , , Q

年
P
月

& 4
日，臺北縣瑞芳鎮猴硐煤礦生活園區第一期展示工程決標；+ , , Q

年
N
月

& Q
日，臺北縣瑞芳鎮猴硐煤礦生活園區及運煤橋週邊第二期展示工程 q 第一標景觀工程 r 決標；+ , , Q

年
N
月 + �

日，臺北縣
瑞芳鎮猴硐煤礦生活園區第二期景觀及展示暨運煤橋修復工程委託監造技術服務決標；+ , , Q

年
& , 月 & O

日，猴硐煤礦生活園區導
覽資料建置及展示內容設計決標；+ , , Q

年
& &
月 + �

日，臺北縣瑞芳鎮猴硐博物園區及運煤橋週邊第二期展示工程 q 第二標展示工程 r
決標。& , + , , M

年
&
月 + N

日，台北縣瑞芳鎮猴硐煤礦園區選煤廠及運煤橋修復工程規劃設計決標；+ , , Q
年

& &
月 + Q

日，臺北縣瑞芳鎮猴硐博
物園區運煤橋修復工程決標；+ , , N

年
Q
月 + P

日，臺北縣瑞芳鎮猴硐煤礦博物園區運煤橋橋頭廣場改善工程決標；+ , & �
年

P
月

Q
日，& , P

年猴硐運煤橋風貌及人行空間改善工程決標。



& +

（� � � X ） � � 月 � R 日推動再利用工程規劃設計，並
接續執行工程施工 o o。此後，臺北縣政府於民國 � X
年（ � � � � ） � 月 R � 日推動礦工宿舍及復興坑廁所
補強工程規劃設計，並接續執行工程施工o Y

，以及

於該年 � � 月 R � 日推動遊客中心周邊之停車場新建
工程 o [

。至此，園區硬體工程已大致確立，並於民

國 � � 年（� � � � ）� 月 � � 日正式開園，開啟猴硐礦
區邁向後礦業時期之嶄新發展階段，對於礦業生產

設施、礦業生活聚落、礦業相關連環境，具有全面

性之影響。有關園區館舍管理及餐飲服務設施經

營，採取委託民間單位執行o i。
執行園區整頓工程監造、園區營運規劃，以及

第一期展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等工作之行遠國

際工程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鄧浩曾經表示（曾

筱茹，� � � Z ）：

園區營造以文化資產搶救與環境整備為觀點，

在整體規劃架構下，因有限的計畫經費，逐步進行

分期分區現地展示系統建置。⋯第一期工程便優先

將廠區內七棟建物，包括舊坑口、礦工宿舍、公

共澡堂等，透過建築牆修保存，進而界定「
? 	 v> $ L ? $ > w

生態博物館 x 」場域。
換言之，此一階段，透過由臺北縣政府推動之

軟硬體建設，完成部分礦業生產設施及礦業生活聚

落之保存、維護及活化再利用，並成為園區內之主

題資訊傳遞與現地遺產展示之主要空間及場域，建

立猴硐煤礦博物園區之後續發展基礎。除此之外，

這一階段，也因前述之瑞三選煤場大坍塌，臺北縣

政府緊急於民國 � X 年（� � � � ） � � 月 � � 日推動瑞
三選煤場加固工程及相關修復規劃，後續再推動木

造電梯構架緊急支撐與周邊清理工程，並持續執行

修復工程規劃設計，以及接續之工程施工等o j。

& &
　+ , , Q

年
& , 月 + O

日，臺北縣瑞芳鎮猴硐地區廢棄營區再利用工程規劃設計委託技術服務決標；+ , , N
年

&
月 + , 日，臺北縣瑞芳鎮

舊猴硐國小及廢棄營區結構補強工程規劃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決標；+ , , N
年

P
月

O
日，臺北縣瑞芳鎮猴硐地區廢棄營區再利用

工程 y y y 整體公共設施改善及綠美化工程決標；+ , , N
年

�
月

4
日，臺北縣瑞芳鎮猴硐廢棄營區及部分建物結構補強工程決標；+ , , N

年
4
月

& , 日，臺北縣瑞芳鎮猴硐地區廢棄營區再利用工程 y 廢棄營區再利用及平溪沿線綠美化工程決標。& + 　+ , , N
年

M
月

O , 日，臺北縣瑞芳鎮猴硐煤礦礦工宿舍及復興坑廁所補強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決標；+ , , N
年

& , 月 O , 日，臺北
縣瑞芳鎮猴硐煤礦礦工宿舍及復興坑廁所補強工程決標。& O

　+ , , N
年

& + 月 O , 日，臺北縣瑞芳鎮猴硐遊客中心停車場新建工程決標。& P
　+ , & , 年 M

月
& P
日，

N N
猴硐煤礦博物園區旅遊服務委託專業服務案決標；+ , & &

年
Q
月

�
日，新北市十分遊客中心、猴硐願景館展

售區與餐飲委託經營決標；+ , & P
年

& , 月 + &
日，

& , P
至

& , M
年猴硐煤礦博物園區既有館舍及十分遊客中心部分空間委託經營決標；+ , & Q

年
& &
月 + O

日，
& , Q
至

& & &
年猴硐煤礦博物園區既有館舍及十分遊客中心部分空間委託經營決標。& �

　+ , , N
年

& + 月 + &
日，臺北縣歷史建築瑞三礦業選煤廠修復規劃決標；+ , & + 年 M

月
& , 日，新北市歷史建築瑞三礦業選煤場木造電

梯構架緊急支撐與周邊清理工程決標；+ , & P
年

�
月 + M

日，「新北市歷史建築『瑞芳瑞三礦業』選煤廠修復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技
術服務決標；+ , & Q

年
Q
月 + N

日，新北市歷史建築瑞芳瑞三礦業選煤廠修復工程監造暨工作報告書決標；+ , & N
年

4
月 + �

日，新北
市歷史建築瑞芳瑞三礦業（選煤廠）修復及再利用工程決標。

圖
O
　猴硐煤礦博物園區開園年之園區地圖與彩繪公車之猴硐主題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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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猴硐煤礦博物園區營運階段

猴硐煤礦博物園區正式開園後，臺北縣政府持

續執行於民國 � � 年（� � � � ） � 月 � Z 日推動之本鑛
坑道安全設施工程，以及後續之再利用工程規劃設

計，惟最終僅完成安全設施工程，再利用工程並無

落實執行 o k
；此外，亦接續完成民國 � � 年（ � � � � ）� 月 � Z 日推動之瑞三選煤場與運煤橋，以及猴硐

礦區整體樣貌之實體模型製作，並展示於兩處遊客

服務中心，有助於外來遊客理解煤礦產業設施運作

及猴硐礦區之整體空間尺度及樣貌o l。
誠如前述，猴硐煤礦博物園區正式開園後，新

北市政府除持續針對既有館舍及相關設施進行管理

及運作，較大規模之地景風貌改造，主要為回應由

一群愛貓人士於民國 � X 年（� � � � ） � � 月 R � 日舉
辦貓咪攝影展（後將於社會因素進行說明），所持

續推動之猴硐貓村運動，於民國 � � � 年（ � � � � ） � �
月 � � 日，將原本僅為改善光復里車頭頂聚落居民
通行需求之陸橋改建工程，於橋身及橋內之空間設

計融入貓咪意象及設置貓咪友善設施，另持續推動

貓村環境美化工程o m；此外，為加強推動貓咪衛教
宣導，運用臺鐵閒置宿舍，設立貓咪衛教宣導資訊

站，並於 � � R 年（� � � � ） � 月 � Z 日委託猴洞地方

永續發展協會管理至今o n，該年 � � 月 X 日盛大舉辦
「猴硐‧貓咪節暨貓咪資訊站開幕」活動。

有關猴硐礦區之文化資產法制化行動，也於開

園後進行持續推展。首先，新北市政府於民國 � � �
年（� � � � ）� 月 � X 日將前述之猴硐神社殘跡－鳥
居設施

Y p，以及為紀念由政府部門與瑞三公司合資
改建介壽橋所同步興建之紀念碑

Y o，登錄為歷史建
築；其中，介壽橋因橋體老舊、寬度不足，以及橋

墩落於河面，有防洪疑慮，後續新北市政府則推動

介壽橋新建與舊橋拆除工程，並於 � � Z 年（ � � � � ）� 月 � � 日正式通車Y Y
。

其次，民國 � � � 年（� � � � ） X 月 � � 日，新北
市政府將位於臺鐵宜蘭線瑞芳站與猴硐站間之四座

日治時期建造的隧道（稱為猴硐舊隧道群），包括：

猴硐隧道與員山第一、二、三隧道，登錄為歷史建

築
Y [
；並於民國 � � � 年（� � � R ）� 月 Z 日，因猴硐

隧道龜裂漏水，由臺鐵與新北市政府進行會勘（陳

雨鑫，� � � R ），以及接續推動安全防護工程施工Y i。
除此之外，新北市政府也回應當地社區居民需& 4

　+ , & , 年 �
月 + 4

日，臺北縣瑞芳鎮猴硐瑞三本坑安全設施工程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決標；+ , & , 年 M
月

& O
日，臺北縣瑞芳鎮猴硐瑞三

本坑安全設施工程決標；+ , & &
年

P
月

& P
日，新北市瑞芳區猴硐瑞三本坑再利用及週邊景觀綠美化工程規劃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

務決標。& M
　+ , & , 年 M

月
& 4
日，

N N
猴硐煤礦博物園區實體模型展示案決標。& Q

　+ , & &
年

& &
月 + �

日，新北市
& , , 年瑞芳猴硐及濱海地區環境改善工程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 q 修正後 r 決標；+ , & + 年 4

月 + N
日，

新北市
& , , 年瑞芳猴硐及濱海地區環境改善工程 y 猴硐車站跨越陸橋美化工程決標；+ , & + 年 M

月 + 日，新北市 & , &
年猴硐貓村及

蝙蝠洞環境改善工程委託監造技術服務決標；+ , & + 年 M
月

& &
日，新北市

& , , 年瑞芳猴硐及濱海地區環境改善工程 y 貓村環境改善
工程決標。& N

　+ , & P
年

N
月 + 4

日，
& , O
年度猴硐貓咪衛教推廣計畫決標；+ , & P

年
& + 月 & �

日，
& , P
年度猴硐貓咪衛教推廣計畫決標；+ , & �

年
& +

月
O , 日， & , �

年度猴硐貓咪防疫衛教推廣延續計畫決標；+ , & 4
年

& + 月 + N
日，

& , 4
年度猴硐貓咪防疫衛教推廣延續計畫決標；+ , & M

年
& + 月 + M

日，
& , M
年度猴硐貓咪防疫衛教推廣延續計畫決標；+ , & Q

年
& + 月 + 4

日，
& , Q
年度猴硐貓咪衛教推廣計畫決標；+ , & N

年
& + 月 O &

日，
& , N
年度猴硐貓咪衛教推廣計畫決標。猴洞地方永續發展協會為於 + , & , 年 & , 月 & M

日，由光復里、猴硐里、
弓橋里等三里居民及其他關注煤礦產業及煤礦文化遺產人士共同成立之跨里組織。+ , 　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之文化資產個案導覽「猴硐神社鳥居」，] ^ ^ _ ` a b b f ( ] g d 2 d 3 ( ] 2 . 3 e 2 ^ c b 0 ` ` * ^ ` b 3 e * s e 1 * c b ] 1 ` ^ 3 s 1 ( 0 ) t u 1 ) g 1f . b + , & & , + & Q , , , , , &

（瀏覽日期：+ , + , b , Q b O &
）。+ &

　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之文化資產個案導覽「猴硐介壽橋紀念碑」，
] ^ ^ _ ` a b b f ( ] g d 2 d 3 ( ] 2 . 3 e 2 ^ c b 0 ` ` * ^ ` b 3 e * s e 1 * c b ] 1 ` ^ 3 s 1 ( 0 ) t u 1 ) g 1f . b + , & & , + & Q , , , , , + （瀏覽日期：+ , + , b , Q b O &

）。+ + 　+ , & �
年

O
月 + , 日，瑞芳區介壽橋 q 猴硐 r 改建工程決標。依據新北市政府官網之「市政新聞」：瑞芳侯硐介壽橋啟用 農曆年前

魅力登場（發佈日期：+ , & M
年

&
月 + �

日，網址：
] ^ ^ _ ` a b b c c c 2 f ^ _ ( 2 . 3 e 2 ^ c b ( ] b ] 3 / * 2 z ` _ { 1 g | + Q } _ 0 s * f ^ _ 0 ^ ] | , ~ 4 ~ + M } / ( u ` ^ 3 / 1 � * | f * c ` �e 1 * c 2 z ` _ } g 0 ^ 0 ` * s f 3 | + , & M , & + � , , � �

，瀏覽日期：+ , + , b , Q b O &
）。+ O

　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之文化資產個案導覽「舊宜蘭線猴硐隧道群」，
] ^ ^ _ ` a b b f ( ] g d 2 d 3 ( ] 2 . 3 e 2 ^ c b 0 ` ` * ^ ` b 3 e * s e 1 * c b ] 1 ` ^ 3 s 1 ( 0 ) t u 1 ) g 1f . b + , & + , Q & � , , , , , &

（瀏覽日期：+ , + , b , Q b O &
）。+ P

　+ , & �
年

O
月

P
日，舊宜蘭線猴硐隧道安全防護工程決標；+ , & Q

年
P
月 + �

日，舊宜蘭線猴硐隧道安全防護工程決標。



& P

求，於民國 � � R 年（ � � � � ） � 月 � � 日，針對猴硐
地區重要集會場所－瑞三介壽堂之屋頂漏水及牆面

整修，推動相關修繕工程
Y j，以及於民國 � � X 年

（� � � � ）� 月 � Z 日，推動位於猴硐里之猴硐市民
活動中心整修工程

Y k
。

相較於臺北縣政府於猴硐煤礦博物園區開園

前所推動之園區軟硬體工作，開園後之相關工作

推展，則更加回應當地居民意見，以及文化資產保

存之相關需求，此亦與當地之多元社群參與息息相

關，將於以下社會因素章節進行討論。

三、社會因素

誠如前述，猴硐礦區邁向後礦業時期，當地礦

業地景之改變驅力，除有自然 \ 災害因素外，政治\ 政策因素，則有非常明顯的主導性與影響力；不
過，當地多元社群之參與投入，也對於後續礦業地

景改變，乃至能否朝向永續地景經營，扮演具有影

響力之重要角色。

從基層行政區域的角度來看，猴硐礦區主要包

括：光復里、猴硐里及弓橋里，瑞三公司猴硐礦場

主要位於光復里及猴硐里，此三里除各有一位里長

之外，各里居民於民國 X � 年（ � � � R ）分別成立光
復社區發展協會、侯硐社區發展協會、弓橋社區發

展協會
Y l，另於猴硐煤礦博園區正式開園後，由三

里（及碩仁里）居民與其他關注煤礦產業及煤礦文

化遺產人士，共同成立猴洞地方永續發展協會
Y m ，

以能共同推動地區性之跨里整合事務。

諸此在地組織，過往即持續關注地方事務，

各社區發展協會依據所在區位，以及參與社群之關

注與需求，規劃推動相關工作。光復社區發展協會

於民國 � � 年（ � � � R ）推動侯硐地區史蹟與煤金礦
業巡禮，探詢猴硐地區煤礦與金礦歷史及相關遺蹟

等。侯硐社區發展協會則在民國 � Z 年（� � � � ），
關注社區環境議題，以及如何透過社區居民共同

行動進行影響與改變；民國 � � 年（ � � � X ），推動
社區版猴洞煤礦生活園區規劃方案，進行社區資源

調查、遊程路線規劃與摺頁製作，並提出社區觀

點之猴洞煤礦生活園區推動架；此一年度至 � � 年
（� � � � ），臺北縣政府持續委託該會執行「健康城
市

=
社區議題」行動計畫，結合健康城市議題，進

行耆老訪談、現地調查、人才培育等工作；民國� � 年（ � � � � ），臺北縣政府委託該會推動猴硐社
區文化資產調查及導覽研習，舉辦文資守護員參訪

活動，並接待來自日本的學者專家，相互進行經驗

交流及議題探討；民國 � � R 年（� � � � ）X 月 R 日，
舉辦「煤鄉漫遊，彩繪貓村及猴硐煤礦園區」，致

力於將貓村與煤礦產業遺產進行串聯（劉鎮輝，� � � � ）；民國 � � � 年（� � � X ） R 月 � X 日，協會成
立侯硐銀髮俱樂部，提供來自猴硐里、光復里、弓

橋里，甚至來自碩仁里之長輩進行共餐（觀天下新

聞雲， � � � X �
），另為創造老人共餐的永續性，社

區組織也連結地方礦業資源，嘗試將導覽與共餐結

合（觀天下新聞雲，� � � X 6
）。

除卻在地居民之家園行動外，誠如前述，一

群愛貓人士於民國 � X 年（� � � � ） � � 月 R � 日至 � �
月 � � 日，利用猴硐車站通往車頭頂聚落的天橋，
舉辦貓咪攝影作品展覽及票選活動，啟動後續猴硐

貓村之推動及發展。後續愛貓人士於民國 � � � 年
（� � � � ）成立臺灣 R � � 愛貓協會，並於民國 � � � 年
（� � � � ）年 � 月 � = Z 日及 � � = � R 日創辦「猴硐貓燈
祈福節」，運用紅燈籠畫上猴硐地區特有元素；民

國 � � � 年（� � � R ）� 月 � 日至 � 月 X 日接續舉辦（劉+ �
　+ , & P

年 + 月 + �
日，猴硐里介壽堂屋頂漏水及牆面整修工程決標。+ 4

　+ , & N
年

M
月

& 4
日，新北市瑞芳區猴硐市民活動中心及上天里民休閒場所整修工程決標。+ M

　據瑞芳區公所官網之社區發展協會資訊，
] ^ ^ _ ` a b b c c c 2 s u 1 � 0 f . 2 f ^ _ ( 2 . 3 e 2 ^ c b ( 3 f ^ * f ^ b { _ 0 s * f ^ � 1 g | & , , + O

（瀏覽日期：+ , + , b , Q b O &
）。+ Q

　依據臺灣社區通網群平台，
] ^ ^ _ a b b ` 1 h ` ^ 0 s 2 / 3 ( 2 . 3 e 2 ^ c b d ) 3 . b + 4 4 , + � & + b ( 3 / / u f 1 ^ � � ( ^ 1 3 f 2 g 3 � z ` * ` ` 1 3 f 1 g | � � , M � M & � & , � t � t � � � + � Q P + + & � �O Q � � � O { / * ^ ] 3 g | g 3 � 3 / / u f 1 ^ � � 1 * c

（瀏覽日期：+ , + , b , Q b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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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輝， � � � � ）。該年猴硐貓村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

	 ; ;
）挑選為世界六處賞貓景點之一（張渝萍，� � � R ），更是讓其名聲更加傳播開來。邁向民國� � X 年（� � � � ），最早發起，並促成猴硐貓村發展

之貓夫人，於該年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在猴
硐貓村策劃舉辦「猴硐貓村藝術季」，活動內容包

括貓咪藝術展覽及文創市集等（鄭惠文，� � � � ），
也讓猴硐貓村更具國際色彩。

與前述首度舉辦貓咪攝影展覽之同一年度，

由來自光復里、猴硐里、弓橋里之社區居民，共同

策劃於該年 � � 月 � Z 日創辦關燈夜遊活動，活動內
容包括：基隆河淘金與煤礦闖關活動，以及傍晚

製作
: 5 �

頭燈與夜間遊逛社區活動等；民國 � � 年
（ � � � � ）� � 月 Z 日、民國 � � � 年（� � � � ）� � 月 � � 日、
民國 � � � 年（� � � � ）X 月 � � 日等三個年度接續辦
理，並結合不同組織及政府資源進行推動，活動內

容也逐漸融入社區劇場等多元培力成果（劉鎮輝，� � � � ）。
猴硐煤礦博物園區正式開園以後，由跨里居民

共同成立之猴洞地方永續發展協會，則於民國 � � �
年（ � � � � ）R 月 � Z 日，創設於當地之特殊植物－
鐘萼木開花期間，連結煤礦產業遺產，創辦具有地

域特色之小旅行活動－猴硐鐘萼木賞花趣；此後每

年持續辦理，至民國 � � � 年（� � � � ），方因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而停辦。此一過程當中，每年活動

名稱、內容、路線、舉辦時間等略有不同，且積極

爭取多元政府及社會資源共同推動
Y n。另誠如前述，

該會自民國 � � R 年（� � � � ）起，持續執行貓咪衛教
宣導資訊站營運工作至今。

近年來，由數位猴硐地區老礦工共同推動，

並向瑞三公司承租本鑛周邊礦業設施成立之煤鄉礦

工文史館（現更名猴硐礦工文史館），於 � � X 年
（� � � � ）X 月 � � 日，正式開館營運（林欣漢，� � � � ）。開幕以來，持續吸引來自政府部門、學術
團體、社會各界人士到訪與關注。步入民國 � � � 年
（� � � � ）後，有一段時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無法開館營運；近期則持續創辦不同屬性之多元教

育活動，包括於 Z 月 � X 日舉辦「猴硐本坑一通坑
礦車軌道探尋體驗」，帶領學員實際踏查一通坑，

探索目前仍留存在深山裡頭的礦業機具，並針對相

關採礦知識進行分享與交流
[ p；� 月 � 日執行「猴

硐礦工生活記憶漫遊導覽」，帶領學員實際走訪猴

硐礦區產業遺產
[ o； � 月 � Z 日創辦「一日礦工真人

實境體驗」活動，帶領學員實際體驗煤礦礦工之工

作歷程與工作方法
[ Y
。此外，新北市政府文化局也

與該館合作舉辦「近礦——風 光 坑道記憶」特展，

展期自民國 � � � 年（ � � � � ）X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
致力於透過展覽再現瑞三黑金風華

[ [
。

前述因為民國 X � 年（� � � � ）象神颱風造成嚴
重毀損之猴硐國小舊校園，自民國 � � � 年（ � � � � ）X 月 � 日起，由台灣農民組合協會進駐，並推動成
立「猴硐生態教育園區」；除持續整修閒置校園空

間，也透過導入年輕人的力量，逐步營造為一個食

農教育基地（劉鎮輝，� � � � ；李采薇、吳堅銪，+ N
　參考訪談及網路資料整理如下：+ , & &

年
O
月 + 4

日至
P
月 + P

日，猴硐鐘萼木賞花趣；+ , & + 年 O
月 + P

日至
P
月 + + 日，猴硐鐘萼木賞花趣；+ , & O

年
P
月

& O
日，鐘萼木花季

}
煤鄉探遊；+ , & P

年
�
月

P
日，鐘萼木花季－與三貂火金姑有約；+ , & �

年
P
月

& Q
日，煤鄉探遊賞花趣；+ , & 4

年
P
月

N
日，煤鄉探遊賞花趣；+ , & M

年
P
月

& �
日，煤鄉炭遊；+ , & Q

年
P
月 + &

日，煤鄉炭遊；+ , & N
年

O
月

O , 日，煤鄉炭遊。O , 　依據猴硐礦工文史館臉書（] ^ ^ _ ` a b b c c c 2 � 0 ( * d 3 3 ' 2 ( 3 / b � � M � Q � � t P � � M � � & � N , � � M � � P � � 4 � � � � t M � � � � � 4 � N 4 � Q M � � � � Q �� t + � � N � � P � � Q y & , P P , N � O M M 4 + , O + ，瀏覽日期：+ , + , b , Q b O &
）進行資料整理；截至

Q
月底，持續於

M
月 + �

日；
Q
月

& �
日；

Q
月 + P

日；Q
月 + �

日等辦理。O &
　依據猴硐礦工文史館臉書（

] ^ ^ _ ` a b b c c c 2 � 0 ( * d 3 3 ' 2 ( 3 / b � � M � Q � � t P � � M � � & � N , � � M � � P � � 4 � � � � t M � � � � � 4 � N 4 � Q M � � � � Q �� t + � � N � � P � � Q y & , P P , N � O M M 4 + , O + ，瀏覽日期：+ , + , b , Q b O &
）進行資料整理；截至

Q
月底，持續於

M
月

N
日；

M
月

& 4
日；

M
月 + , 日；M

月 + &
日；

M
月 + O

日；
M
月 + P

日；
M
月

O , 日； Q
月

M
日；

Q
月

& , 日； Q
月

& O
日；

Q
月 + , 日； Q

月 + M
日等辦理。O + 　依據猴硐礦工文史館臉書（] ^ ^ _ ` a b b c c c 2 � 0 ( * d 3 3 ' 2 ( 3 / b � � M � Q � � t P � � M � � & � N , � � M � � P � � 4 � � � � t M � � � � � 4 � N 4 � Q M � � � � Q �� t + � � N � � P � � Q y & , P P , N � O M M 4 + , O + ，瀏覽日期：+ , + , b , Q b O &

）進行資料整理。O O
　+ , + , 年 �

月
�
日，「從地景到願景─新北市金硐礦業遺產傳承及活化計畫── + , + , 再現瑞三黑金風華展覽」委託專業採購案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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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 ）；民國 � � � 年（� � � � ）Z 月 � X 日，營運團
隊所策辦之「猴硐音樂會」，則展現出園區新氣

象
[ i 。
民國 � � � 年（� � � X ），弓橋里辦公室及光復里

辦公室，不約而同以牆面彩繪來形塑地方之特色意

象；前者於 � 月份，利用位於該里之猴硐派出所下
方擋土牆，繪製具有當地特色之猴子、金礦、瀑布、

溪流等資源（觀天下新聞雲，� � � X ）；後者則於 �
月份，運用本礦坑口之鐵道下方牆面空間，繪製煤

礦工作圖像。

諸此由社區內外之多元團體所推動之各項計畫

或活動，雖較無涉及實質地景改變，卻有助於加強

社區居民及外來遊客，對於猴硐礦區產業遺產與地

域文化之支持與認同。

四、經濟因素

誠如前述，猴硐地區，自從日治時期，當地煤

礦開採邁向規模生產以來，長時間皆以煤礦作為最

主要的產業類型，絕大多數家庭也以煤礦作為主要

經濟來源，當礦區於民國 � � 年（ � � � � ）停止運作，
當地居民失去主要的就業機會與經濟來源，除搬遷

至外地，留住當地者，絕大多數只能選擇前往外地

工作。

當臺北縣政府自民國 � R 年（� � � � ）起，於當
地推動猴硐煤礦博物園區以來，因應園區所帶動之

外來訪客與觀光人潮，成為當地產業與經濟再發展

的一種想像與期待；伴隨自民國 � X 年（� � � � ）意
外推展之猴硐貓村運動，則快速推進此一發展趨

勢，並開始有更多飲食店、紀念品商店、民宿等，

於當地發展起來，也對於地方既有之地景風貌造成

影響與改變。

近年來，除新北市政府於民國 � � � 年（� � � � ）
向瑞三公司購買所持有之園區設施土地及建物（劉

鎮輝， � � � � ），以能落實園區設施經營與管理。另
有幾筆較受關注之土地交易，包括：位於猴硐里

之新義廳、猴硐坑及周邊區域、瑞三食堂對面工寮

等。其中，新義廳之土地交易因故取消，目前仍保

持現狀；猴硐坑及周邊區域，則由來自平溪地區之

礦工後代購買，並租用瑞三鑛業大樓，自民國 � � �
年（� � � � ）底起，設立猴硐坑生活廣場（現名為猴
硐坑礦業休閒園區）開幕營運至今；瑞三食堂對面

工寮群，部分為年代悠久之石造建築，因規劃新建

大樓而遭致拆除，目前仍處於閒置狀態（劉鎮輝，� � � � ；黃競鋒、李柏毅，� � � � ）。

圖
P
　一群老礦工租用本鑛周邊礦業設施所設立之煤鄉礦工文史

館。
圖

�
　光復里辦公室利用本礦坑口前側牆面所繪製之礦工圖像。O P

　依據猴硐生態教育園區臉書（
] ^ ^ _ ` a b b c c c 2 � 0 ( * d 3 3 ' 2 ( 3 / b � � � � � � b

，瀏覽日期：+ , + , b , Q b O &
）進行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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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近期公共電視時代生活劇《苦力》，

因以煤礦產業為主題，且應劇情需求，於 � � � 年
（ � � � X ） � � 月，在東二坑周邊搭建煤礦聚落場景，
曾於民國 � � X 年（� � � � ） � 月 R � 日，公開片場主場
景（梁僑恩，� � � � ），可惜多已拆除，僅留下一棟
建物。

以上皆為邁向後礦業時期，因新的經濟發展與

產業模式，對於當地礦業地景產生之影響與改變，

並為猴硐煤礦博物園區正式開園以後，另一個必須

審慎思索與探討的重要因素。

肆、結論及後續研究方向

誠如前述，本案例之主要文化資產價值，在於

其超過百年以上之煤礦產業文化遺產，隨著產業需

求所不斷疊加與自然改變之產業地景，仍相當完整

的保留於現地。

歷經上述之研究歷程與結果發現，猴硐礦區

之礦業生產時期及後礦業時期，除自然及災害因

素，為持續影響與改變當地產業地景之作用力量之

一。原本在礦業生產時期，佔有主導力量之經濟作

用，邁向後礦業時期，則由原本之礦業生產，改由

其他經濟趨力，特別是觀光發展與土地開發所取

代。另於後礦業時期，因應政府部門於當地推動設

立猴硐煤礦博物園區，以及文化資產保存等相關工

作，也因此政治力量，以及相關公共政策與法令規

定，則成為影響當地地景保護與改變之重要因素。

而前述之影響及作用，除由政府部門進行決策，也

與當地居民，以及關注煤礦產業遺產及地方事務發

展之多元權益關係人之想法與意志，息息相關。

也因此，本文除探討物質性產業遺產之變遷

歷程與作用力量，也特別關注上述社會力量之影響

與作用。猴硐地區之大型公共建設，除選煤廠修復

工程仍在持續執行中，有關本鑛未來能否活化再利

用，亦受到關注；還有未來可預期仍會持續發生之

土地交易，以及衍生之開發與建設，將是影響猴硐

礦區產業遺產能否維持其真實性與完整性之重要關

鍵。

展望未來，除卻有賴於土地或建物所有人的

意念與決定，當地居民，特別是過往煤礦從業人

員及其家屬之認同感與行動力，將是能否落實產

業遺產永續地景經營的重要關鍵。依據李光中等

（� � � � �
；� � � � ）研究成果，已分別提出依據文化

資產保存法，進行文化景觀或系統性文化景觀劃設

之操作建議。未來若能落實執行，將可透過劃定為

「核心區」及「緩衝區」，進行不同強度之保護與圖
4
　《苦力》劇組於東二坑周邊搭建且仍留存之戲劇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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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並於後續訂定之「保存及管理原則」、「保

存維護計畫」，進行細部規範；同時，也得以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 Z 條「有關其建築管理、土地
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項，不受區域計畫法、都市計

畫法、國家公園法、建築法、消防法及其相關法規

全部或一部之限制」，針對原本即位於登錄範圍內

之文化景觀元素，提供在以文化資產保存為核心的

前提下，進行經營管理與活化再利用之相關彈性；

另考量礦區內不同文化資產之價值屬性，以及保存

維護之迫切性，也可優先進行古蹟指定或歷史建築

登錄，乃至賦予其他有形或無形文化資產之法制身

分，以能落實礦業遺產永續經營之推動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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