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合座談

197

綜合座談

主持人：文化局局長　曾慧香

與會貴賓：　　　　　　　　　　

　　世界宗教博物館館長　江韶瑩

　　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王嵩山

　　正修科技大學教授　　張宇彤

主持人：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至民國九十年起便開始辦理學術研討會，至今已是經是第

九屆，中間未曾間斷，在全台灣的縣市裡，除金門外，很少有縣市政府能作到每

年都持續不斷的辦理這樣的學術研討會，更何況是由文化局親自主辦。此外，也

藉著這個學術研討會，邀請了多位專家學者針對澎湖的文化資產作探討，才能開

啟了對澎湖文化局對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的新觀念。也啟發了在座參與的人員對

文化資產的新視野，故這幾年澎湖縣能成為文化大縣，真正要歸功於諸位專家學

者的熱情的參與！

提問一：

澎湖的唯一一本雜誌〝硓 石〞，其中的〝 〞字，從台灣府誌開始，就一

直是這個字，但隨著後代的複雜化，後來演變成要加〝石〞字旁了，現在連康熙

字典都查不到這個〝 〞字，連帶的也可能對後代教育也會發生影響。所以建議

文化局能否統一用字？

另一個詞〝菜宅〞，從以前就沒有這一個詞，因為在台灣府誌裡，原本就只

有〝宅〞，所以是否能作清楚的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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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二：

對第一位所提議的〝 硓 石〞之中的〝石〞字的，我建議若字的意義相

同，不妨將之簡單化。

另針對澎湖博物館群的問題，基於有些經營較不善的，希望文化局能多費

心，畢竟一間澎湖館成立並不容易。

提問三：

澎湖學術研討會就是記錄澎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澎湖有很多的收藏家，

但很可惜我們很少有機會目睹。在外國，經常有許多私家維護，而後捐獻給國家

收藏。在澎湖，其實也可以朝這方向走，希望私人收藏家能捐獻文物給國家，讓

後人一起分享古人的智慧結晶。

提問四：

澎湖過去文人遺族家中應該有許多文史資料，但其後人對其可能無法完整

保存，建議文化局應建立審議委員會，使之對舊時文人遺物能作完善的保存與維

護，若其後人不方便捐贈，那麼是否可以允許用複製方式，將先人智慧結晶保存

起來。澎湖在人口、經濟上或許很難與其它縣市匹敵，我們所擁有的就是澎湖的

文化資產，希望文化局能善加利用，使澎湖能真正成為一個文化大縣。

提問五：（呂小姐）

我從台灣過來的，至今已在澎湖五年了，也從第六屆就參與了澎湖學術研

討會，我發現觀光旅遊業參與學術研討會的人數，逐年遞減，我是贊成文化歸文

化，觀光歸觀光，但是還是希望身為澎湖重要產業之一的觀光業能夠參與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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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對澎湖的文化觀光提出建言，也希望文化局能多方聽取建言。

另外，在各屆的研討會裡，大部份都直接與澎湖的文化相關，但若從台灣或

國際的觀點來看澎湖的話，發現發表人對澎湖還不夠了解，總覺得講不到重點，

所以希望所有的發表人能夠更了解澎湖，讓討論的內容對澎湖能更有助益。

提問六：

希望在第十屆時，能夠讓參與的人能夠人手一本各屆的論文資料，讓多年來

的成果能更清楚的呈現，也讓參與研討會的人能了解各屆討論的內容，或者能將

第十屆舉辦的更盛大，相信對研討會能更有幫助。

結論：

各位提供的意見都相當寶貴，尤其對澎湖的硓 石及菜宅這二個關鍵性的文

化資產，例如〝菜宅〞，在澎湖不同的地區，其稱呼也會有所不同，那如何統一

其名稱，便是文化局將要努力的目標之一了。

此外，針對文獻、文物保留的部份，新的圖書館成立後，文化局也會朝專門

的展覽的目標來邁進。

還有針對旅遊業者的參與人數變少了，這個我和呂小姐一樣有同感，這部份

也會作相關檢討。

最後針對發表人對澎湖熟悉度的問題來討論，其實所有發表的文章我們都是

經過公開的遴選，再請中央級的重量級評審團來評判，但針對發表文章應朝向讓

所有的學者都有發表的舞台或是須要針對內容更精挑細選，這部份我們還會再作

檢討，希望第十屆我們能辦理的更加圓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