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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學者專家、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各位鄉親大家好：

非常高興出席「澎湖研究第9屆學術研討會」，首先歡迎各位的參與、蒞

臨，更感謝承辦單位縣府文化局籌備的辛勞，並且邀集這麼多優秀的學者專家，

發表相關論文。相信經過大家齊聚一堂，共同砌磋、探討後，各位所帶來的各種

創新的觀念和作法，一定能夠讓澎湖的文化資產，更加彰顯出它的獨特性，進而

帶動深度的文化旅遊熱潮，並提昇民眾保存維護文化資產的共識。

澎湖是一個海洋的島嶼，澎湖人是大海的子民，從數千年前的史前文化遺址

到數百年來不斷累積的歷史文化，像是天后宮、四大砲台、媽宮古城等等，這些

文化資產，可以說比台灣本島更為完整、也更豐富。同時由於澎湖歷代先民善用

生活的智慧，將海洋島嶼的地理環境，充分加以利用，並與生活結合，例如背山

面海的聚落形式，以硓 石和玄武岩作為石材的古厝、菜宅、石滬等等，這些都

是我們澎湖先民生活智慧的結晶，也是澎湖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時，最堅固的磐

石。

由於本縣具備如此豐富的文化資產內涵，多年來投入本縣文化及學術研究的

學者專家、研究生以及地方文史工作者日益眾多，有關澎湖文化及學術研究之出

版更是蓬勃多樣。因此，本縣從民國90年辦理「澎湖研究第1屆學術研討會」之

後，就沒有間斷，持續到今年，已經堂堂邁入第9年，像這樣能夠長期而持續地

辦理學術研討會，我想，這在台灣其他縣市也是非常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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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對文化活動的推展一向不遺餘力，除了推動「澎湖生活博物館」開館、

興建「縣立圖書館」、整修「文化局演藝廳」等等大型工作之外，我們也特別針

對文化資產的部份，逐年增加預算，展開各項修復工程以及活化再利用計畫，像

天后宮、第一賓館、澎湖憲兵隊、進士第、四大古砲台、篤行十村、花宅聚落、

傳統古厝民宅等等，都是本縣目前正積極推動保存維護的重點所在。

當然，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絕不是一蹴可及的，更不能有「閉門造車」

的心態。因此，本次研討會主題定為「開拓澎湖文化資產的新視野」，目的就是

希望透過學術交流，凝聚各方的專業知識和見解，讓我們能夠更客觀、更嚴謹地

檢視澎湖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課題。更希望大家藉由這難得的機會，以「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的精神，不吝將各位前瞻的思維、寶貴的意見，提供給我們，讓

我們共同為澎湖的文化資產尋找到最佳的定位和最大的發展方向。

最後，預祝這二天的研討會能夠順利進行，在座各位佳賓、各位鄉親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