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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為誰保存、為何保存、保存什麼是現代古蹟保存的癥結根源，凸顯了古蹟的意義與價值是保存的核心問題，故本文就歷史與人文論述的立場來闡述古蹟意涵緣由，因為古蹟深刻的歷史文化內蘊方是作為文化資產的價值所在。惟有從歷史去瞭解古蹟的形成經過，探討什麼是古蹟，才知道古蹟對我們的意義；並接壤過去的文化傳統，建立真正奠基於本土的古蹟觀念與保存論述。所以本文從清代志書古蹟中追溯最早有系統的古蹟文本史料，研究台灣古蹟的起源與歷史形成過程，尋找與現今古蹟定義的演變關係，釐清歷史記憶與文化內涵之由生，以顯現古蹟的歷史脈絡與時代意義。


本文先對清代志書「古蹟」相關史料的記載內容作基本的整理解析，以通盤掌握歷史發展情形；並進一步探究古蹟起源成因，詮釋歷史背景與內在文化意涵。在探討自然人文景觀轉化為古蹟的過程，並對志書古蹟內容演進與類型源流的分析下，都說明古蹟形成史見證了移墾社會的發展縮影。其次，若說移墾社會的不斷進展是志書古蹟的客觀成因，其主觀要素應是修志文人持續的古蹟書寫與文化演繹。文人對台灣歷史及景物觀感認知的深化，以及對古蹟的觀點與深層意識型態，皆影響了古蹟的評價擇取。方志的持續性修纂與古蹟傳寫，文人共同的撰述與詩文圖繪等文本表現形式，以及古蹟建物之修建實存，都確立並延伸古蹟的空間認知與文化記憶。


但基於志書的客觀限制與侷促，以及古蹟記載的種種缺失，加上修志文人官吏的主導權與主觀論述下，使其只是文人片面認知與記憶的古蹟，也僅能見證部分清代及以前歷史。所以本文最後歸納內涵特質，追尋後世的發展情形，探究其在今日的意義與作用，並展望清代志書古蹟的未來發展。經由古蹟內涵與傳承經過的探微，觀察歷史、空間與人的互動，梳理歷史、史料與古蹟的關連，使古蹟回歸其歷史本質，進而省思歷史與古蹟之意義價值，並擴大發掘其內涵，這亦是古蹟的再發明與歷史的再創造過程。對此志書古蹟正是一個起始點，同時也是本文的出發與最終關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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