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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經濟與文化創意產業於工業遺產中的實踐

徐藝真

前言

在2011年，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

會（ICOMOS）發表了世界遺產的未來趨勢：表

示保護世界遺產不再僅止於「貴族式」、代表上

層階級的文化遺產，而是擴展至影響當代最為重

要的系列工業遺產，這些工業遺產具有對全世界

人類生活影響的普世性價值；記錄著過去工業革

命的輝煌歷史，並徹底改變了當今生活的面貌，

是帶領全體人類前往美好時代的偉大印證，所以

的確是值得保存並不斷傳誦其歷史意義和價值的

重要文化遺產項目。

回顧工業遺產（Industrial Heritages）過去

五十年的發展歷史，英國在其中扮演重要的

推手角色。1 9 5 9年英國第一屆全國工業考古

學研討會（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Archaeology）上，明確指出政府必須協助國家

的工業遺產研究，並將工業遺產視為值得被保存

的歷史財產，成立遺產獎券基金（The Heritage 

Lottery Fund, HLF），以及在大學進行專門的工

業遺產再生研究；並於1973年開始，積極提倡

讓工業地景進入世界遺產的名列之一，間接促

成了日後「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的產生。

1973年，第一屆「國際工業紀念物保存會

議（FICCIM，TICCIH的前身）」於工業革命的

發源地─英國的鐵橋谷博物館（Ironbridge Gorge 

Museum）召開，並於1986年將鐵橋谷正式登錄為

世界遺產。

過去，我們鮮少討論關於工業遺產的活化與

再利用。但隨著社會對於工業遺產所背負使命的

倚仗，以及其價值已日漸彰顯，遺產的活化再生

或許比保存來得更為重要（Kammeier, 2009），

工業遺產保存歷史考古和工業文化的特色，從一

國家資產的保護，達到公共教育和娛樂的目的

（Hooke, 2000）。

本研究即從英國文化與遺產政策的發展脈

絡，鐵橋谷本身的工業歷史和產業取向，探討其

如何再利用過去遺留的老舊工廠及閒置空間，

於既有資產的基礎上，發展文化觀光與創意產

業；除了休閒娛樂的目的，也達到保存及教育的

目標，讓社會了解工業遺產的重要性及保存的

必要。

工業發展歷史與背景

近代歷史上影響世界甚鉅的一場變革，即發

源自英國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十

八世紀，英國圈地運動（Enclosure Movement）

的逐漸興盛，使得地主擁有多餘的資金投入農業

發展相關的工業生產上，繼而帶動其他重工業的

擴大投資，機械性的大量製造成為經濟基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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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709年開始大型的煤礦開採和技術革新，使

得鐵器的大量生產得以實現，且由於鐵是許多農

具、武器與機械的原料，這項發展遂促成了工業

革命的第二波高峰：位於什羅普郡（Shropshire）

的鐵橋谷（Ironbridge），從十六世既便開始進行

煤礦的開採，富藏多種天然資源；且仗勢著地利

之便，坐擁深廣的塞汶河谷（Servern Valley），

可將產品運送至港邊，自然成為了當地最早工業

化的地區。

適時，貿易商約翰．達比（John Darby）之

子─亞伯拉罕．達比（Abraham Darby）從一位

麥芽粉碎機製造商，到鐵橋谷開設了鐵鑄造廠，

發明能以更快的速度來冶鐵，同時保持其良好品

質的重大創新技術，成為工業革命的重要人物之

一，而這項突破性的改革被廣泛地認為是工業革

命的開端。挾著資源、交通位置的優勢，以及強

人亞伯拉罕．達比的帶領之下，鐵橋谷於十八世

紀下半葉蓬勃發展，當時能夠出產全英國三分之

一的鐵量，並於1779年，世界上第一座鐵橋即建

造於此。

除了煤鐵，鐵橋谷還富含許多的石灰石和黏

土，所以磁磚與瓷器業也十分地興盛。這項發展

必須歸功於塞汶河谷的另一位商人威廉．雷諾茲

（William Reynolds），他除了發展工業，還負

責新城鎮的房屋、道路整修，並鼓勵如造船及瓷

器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因此，即便在1810年代之

後，鐵橋谷的冶鐵工業因為南威爾斯州（South 

Wales）等地的鋼鐵生產而相對失色，但1850年代

開始大量裝飾性磁磚的製造，多少能夠貼補冶鐵

工業的缺口。

然而，隨著世界產業轉型的趨勢以及其他國

家競相發展工業革命的情況下，鐵橋谷的工業發

展於1870年代呈現停滯，隨後開始衰退。並且至

1960年代，英國的礦區紛紛關閉，也由於1980年

代初期經濟結構生產的專業化，開始出現明顯的

區域分化現象，每個地方都漸漸有其代表性的產

業基礎（Edwards & Llurdés　i Coit, 1996）；但鐵

橋谷已然衰退的工業發展，加上塞汶河谷天然環

境的致命傷，不斷的淤塞、氾濫及嚴重的土壤

沖刷，都宣告著鐵橋谷已黯然離開了工業革命

的舞台。

繁華落盡的鐵橋谷看似已失去昔日的光彩，

但部分傳統產業仍然運作著，由1967年成立的鐵

橋谷博物館信託（The Ironbridge Gorge Museum 

Trust Limited）負責工業遺產的保存與觀光發展，

重新詮釋及賦予遺產重要的普世性價值，並促使

當地的產業及社區獲得永續的發展。時至今日，

以工業革命發源地為號召，使得鐵橋谷的觀光客

絡繹不絕，在這塊靜謐的樹林河谷間，探尋過去

工業革命的傳奇故事。

文化政策與遺產管理

1 9 7 0至 1 9 8 0年代是英國的「遺產熱潮

（heritage boom）」，發展的速度緊追在觀光和

休閒產業之後，特別是戰後時期，懷舊思潮的興

起，遺產保存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地進行（Edwards 

& Llurdés i Coit, 1996）。對於工業革命及近代社

會變遷著迷的觀光客而言，工業遺產成為一朝

聖之地，遺產的管理與重新規劃也成為了首要

之務。

在英國負責文化遺產的管理，主要是蘇格

蘭本島上的「英國遺產」（English Heritage），

以及一些地方當局與信託。英國遺產的前身為英

國歷史建築與遺址委員會（Historic Buildings and 

Monuments Commission for England），於1983

年的國家遺產運動（The National Heritage Act of 

1983）下所設立；工作主要是將保存遺產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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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部門遞交至人民手中，並賦予人民認識及

享受遺產的權利（Brand, 1993）。其主要資金來

源是政府組織，採納政府的建議，但是一個獨立

的非政府組織。

英國政府也根據遺產的歷史性質和價值，對

遺產設定了七大分類，每一分類都有不同的管理

方式，然對於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資產，也並

不會因此提升層級或改變管理的方式。文化遺產

屬於全體人民而不是特定族群，遺產的管理只是

協助規劃遺產的使用和可接近性，所有權並非政

府所獨有。另外，受到1980至1990年代全球私有

化趨勢的影響，英國於1979年由首相柴契爾夫人

（Thatcher）大力推行許多私有化的政策，希望藉

此改變社會的經濟結構及執行效率。

於是，文化遺產的管理權順勢下放到地方

政府或是遺產社區的手中，許多私人的地方信託

組織因應而生，對於資金的來源及使用也變得比

較靈活；只是近年來由於全球經濟危機以及政府

不斷刪減文化預算的情況下，民間的投資與贊助

也相對減少，許多地方信託必須自籌經費顯得艱

困。但同樣的，有些信託因為私有化的經營，而

免於被政府財政見肘所波及。

英國大部分文化遺產的主要資金都來自遺產

彩券基金，其與英國國家文化、媒體與運動部門

（UK Government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密切合作。遺產彩券基金的管

理，來自對公益彩券事業營收的分配，用來進行

最廣泛的遺產投資，自1994年以來，遺產彩券基

金已提供約四百九十七英鎊予國內超過三萬個機

構組織。

然而，關於英國文化政策和遺產管理的某些

議題值得思考：英國對於文化遺產十分重視，以

至於遺產定義及涵蓋內容之廣，即可從遺產分類

看出；加上民族性使然，英國對於遺產的活化利

用，並沒有太大或是令人驚喜的表現，多半僅是

以維持遺產的完整樣貌為保存重點。如此，可能

造成政府無法突破遺產保存的限制，充分發揮創

意使用的經營方式，產生許多閒置餘載的遺產空

間；且花費資金於大量遺產的保存及維護，也成

為政府龐大的經濟壓力。

鐵橋谷博物館信託為一間私人有限公司，

也屬於一慈善機構，目前擁有約一百六十名的員

工，以及超過三百五十位志工，與伯明罕大學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進行長期合作，主要

任務是社會教育及遺產保存。信託負責共三十六

處的紀念物和歷史建築，世界遺產鐵橋以及十家

博物館的經營，其中最大的是布里茨山維多利

亞小鎮（Blists Hill Victorian Town）；信託也

進行博物館收藏品的研究，發行刊物以及協助

舉辦展覽。

在遺產保存上，信託近年藉由舉辦關於鐵

橋歷史的特展，向大眾說明遺產保存的重要性，

以籌措經費來進行鐵橋的部分整修；另外，鐵橋

谷博物館於2007年成立英國第一個擁有科學、機

械等學科的研究發展中心，並且跟大學的長期合

作，提供遺產管理的課程與實習機會。而信託著

力最深的是教育計畫：目前計有三十五種不同的

教學工作坊，提供手作體驗和親子同樂的活動，

且每年將近有七萬名學童團體拜訪鐵橋谷，未來

目標是希望四年內能成長百分之五的人次。

而信託主要的營運資金來源，約有一半是

博物館門票的收入，超過三分之一是私人捐助及

向外申請的贊助，少部分來自鐵橋谷貿易公司

（Ironbridge Gorge Trading Company）的營收。信

託申請贊助的對象有遺產彩券基金、英格蘭藝術

委員會（England Arts Council）以及歐洲地區發展

基金會（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等

七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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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活化與空間再利用

為了促使工業遺產的活化能發揮最大效益，

規劃包括如何呈現工業遺產，增加可接近性，讓

遺產與觀光客的參考架構產生關連；或是妥善利

用遺址的閒置空間，導入體驗經濟的概念，使得

觀光客樂於並易於消費，並塑造出鐵橋谷獨特的

工業文化意象。而關於遺產的發展歷史、規模及

傳統產業型態等，都會影響到其如何活化，以及

空間如何再利用，進而左右觀光的發展及文化創

意產業的經營。

關於鐵橋谷的遺產活化，可見於幾座博物

館：如陶瓷博物館（Coalport China Museum）和

磁磚博物館（Jackfield Tile Museum）都是利用廢

棄工廠改建成為博物館，閒置的窯爐也直接成為

展示的空間。重新使用既有的工業建築不僅可以

降低潛在的開發成本，更可以維持遺產本身的完

整樣貌與特色（Ball, 1999），至於原本的位置也

加強了觀光客的真實性感受。

但是為了完整地保留原始遺產，也可能造成

遺產活化的諸多限制。如在磁磚博物館裡，有過

去用於存放黏土，由於無法改變遺產內部空間大

小和建築材質，致使廠商不能靈活使用，招標無

法成功，而已經閒置許久的一排小木屋（圖3.1， 

3.2）；為此還使用了額外的資金新蓋建築，以利

廠商的進駐。但也還是有在其他空間的運用上，

對外提供場地舉辦婚禮，或是租借布里茨山維多

利亞小鎮作為拍片場景、商業會議、舞會及企業

家庭日等用途。

以下將以自身所觀察鐵橋谷的觀光發展，說

明體驗經濟和創意產業在工業遺產中的實踐：

文化觀光與體驗經濟的發展

在所有類型的遺產觀光中，相對於一些已馳

名在外，或充分發展的其他類型遺產觀光，工業

遺產所受到的關注相對來說比較有限；這些過去

所使用的機器設備，鮮少能使大眾觀光客感覺浪

漫或是與美感有任何關連（Edwards & Llurdés i 

Coit, 1996）。因此，如何將原本的工業遺產，設

圖3.1 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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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轉換成可供觀光客親近、消費的產品，以及在

鐵橋谷從無到有創造出一觀光產品或景點，成為

觀光發展的第一步關鍵。

以下將分別使用M c K e r c h e r  &  d u  C r o s

（2010）的「創造文化觀光產品或景點之要素」

及「將文化資產轉化為文化觀光產品之策略」理

論，來檢視鐵橋谷的觀光景點及產品是如何策略

性地使用發展，提供獨特的觀光體驗：

（1）敘述故事

由於工業遺產是個普遍可見於世界各地的遺

產類型，所以若是鐵橋谷過去輝煌的工業歷史，

無法傳達給觀光客了解的話，那麼鐵橋谷的鐵橋

和工業遺產，與其他的工業遺產就沒有差別，對

於大部分的觀光客來說，也並無多少意義。

隨意散落在鐵橋谷的工業遺產比比皆是，

必須選擇性地保留具代表性或特別的遺產，用最

簡單常見的方式－設置告示牌，將工業遺產的故

事說給觀光客聽。如戶外一座棄置的舊熔爐（圖

3.3），告示牌（圖3.4）上說明了這座熔爐的用

途，在過去是如何被使用，使用的歷史，並附上

幾張黑白照片，觀光客便能清楚地了解舊熔爐的

意義和價值所在。

另外，鐵橋旁過去使用的收費站（圖3.5），

搖身一變成為鐵橋歷史博物館，建築內展示了許

多包括圖畫、照片和文件等史料（圖3.6），觀光

客可以直接在收費站內了解建築本身過去的使用

狀況，以及鐵橋谷的發展故事。

（2）使資產生動化

敘述故事固然重要，但如何用生動、富有創

意的方式來展示資產，使得觀光客不會因為展示

難以理解或是枯燥乏味，而對資產興趣缺缺。

鐵橋谷最大且最受歡迎的布里茨山維多利亞

小鎮，即以一座露天博物館（open-air museum）

的方式呈現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工業歷史。露天

博物館藉由人們的彼此互動和環境的營造，來詮

釋和重現歷史：布里茨山維多利亞小鎮，是在小

鎮的原址上保留或是打造仿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

（圖3.7），而部分其他的建築是由別處遷移至

圖3.3 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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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圖3.7 圖3.8

圖3.6

此；鎮上還有許多穿著維多利亞時期服裝的員工

和志工（圖3.8），負責導覽或現場展演工藝技

術，過去的歷史頓時躍然於現實生活中，讓觀光

客有更直接、活生生的體驗。

當然，使資產生動化也可使用多媒體的方

式。布里茨山維多利亞小鎮於2009年全新落成的

旅客中心（圖3.9），便以撥放影片和投影照片，

搭配聲光效果，讓觀光客感受維多利亞時期的生

活，及工人身處礦場的工作情形。另外，陶瓷博

物館也保留完整的窯爐，使觀光客得以進入內部

參觀（圖3.10），並搭配聲光、溫度控制及照片

展示，使觀光客能夠實際體驗窯爐運作的方式與

情形。

（3）使體驗具有可參與性

提供機會並鼓勵觀光客主動參與，是提升

體驗品質的有效方式。工程博物館（Enginuity）

中，提供許多可以親自動手操作的設施，以及多

媒體影音的互動裝置，適合親子同樂，寓教於樂

的互動式器材（圖3.11， 3.12）；讓觀光客可以

在輕鬆、愉悅的體驗中學習知識，獲得滿意的經

驗，並對體驗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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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突出品質和真實性

生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擁有豐富的工

業遺產，而如何在眾多的選擇當中，成為最受觀

光客歡迎的目的地，便是要懂得如何提供合理的

價格、良好的觀光產品和優質的服務，來突顯鐵

橋谷的品質和真實性。

首先，成為世界遺產被認為是一個快速的

途徑，此頭銜能夠吸引觀光客的前來，獲選世界

遺產成為品質的保證。其次，鐵橋谷又以「工業

革命的發源地」為其行銷品牌，突顯其特別的價

值，並提供年度博物館護照的組合，讓觀光客一

次購票即可在一年之內，不限次數暢遊鐵橋谷的

十個博物館。

（5）表現過去與現在的直接聯繫

如何將歷史快速且直接傳達給觀光客的方

式，就是建立起過去與現在的直接聯繫，呈現一地

從歷史開端到現代社會的發展情形，歷史便復活。

前述的布里茨山維多利亞小鎮露天博物館，

便是成功的一例。另外，由於鐵橋谷的部分傳統

產業仍在運作，所以在磁磚博物館和瓷器博物館

旁都還有工作室和工廠，提供現場展演技術和製

作紀念品的服務。

（6）使資產成為奇觀

在特定的時空中，集合所有的觀光產品，一

次提供給觀光客消費，使資產成為奇觀的方式就是

節慶。鐵橋谷在2012年即舉辦多達十九場的文化節

慶，於一整年度提供觀光客多樣化的選擇，吸引觀

光客前來或再度重遊。今年也因應文化奧林匹克活

動，在工程博物館舉辦數位藝術展（CORE），

以及展示奧林匹克各個運動項目的科技原理特展。

傳統產業轉型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導入

將遺產作為觀光用途使用，被認為是一種

帶動區域發展與再生的策略，「工業遺產觀光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遂成為歐洲體

驗經濟的一個新結合。然事實上，工業遺產觀光

在實際運作上，對於區域發展的影響可能有限；

因此，如何為遺產當地注入新的經濟活動，而不

僅限於發展觀光，成為一項重要課題 （Hospers, 

2002）。

而探討觀光活動與地方的經濟發展則要透過

圖3.9 圖3.10 圖3.11 圖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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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化，所謂文化產業化係指將具有魅力、

獨特的地方文化，透過行銷的概念，予以商品

化，賦予其實體心理價值，經營做為產業則較著

重於文化的市場與經濟價值的強化，亦即文化經

由企業化經營方式創造市場新氣象，提昇市場價

值（楊敏芝，2002）。

鐵橋谷的傳統產業至今仍持續經營，多半是

小規模的手工藝產業，如陶瓷及裝飾性磁磚。近

年來隨著觀光的蓬勃發展，鐵橋谷信託推動「地

區文創產業復興計畫（Renaissance in the Regions 

Creative Industries Project）」，開始為傳統產業尋找

擴展市場的可能，致力於吸引創意階層的進駐和商

業投資，希望結合當地的特色產業發展創意經濟，

以應付全球化市場的競爭。以下以自身所觀察，歸

納出鐵橋谷如何使生產與消費並行的成功要素：

（1）鐵橋谷品牌經營 

鐵橋谷保留並尊重傳統產業的發展，標榜沿

用傳統的製造技術，許多作品的圖樣設計，都是

描繪鐵橋谷內的自然風光與花草樹木，所以每項

產品都是獨一無二產自鐵橋谷。信託並於2012年

成立新零售品牌「From Our Collections」，同先

前另一品牌「Made in the Gorge」，販售當地藝術

家、設計師及手工藝者的作品（圖3.13），幫助

當地產業行銷，強調鐵橋谷的產品品質，打造鐵

橋谷的專屬品牌。品牌的建立同時也幫助傳統產

業延伸經營，除了手工業產品之外，也開始設計

系列文具及生活用品，擴展市場。

另外，陶瓷博物館也購買知名動畫人物的版

權，由當地工廠和設計師自行設計生產，迎合大

眾市場喜好的產品（圖3.14）。

（2）結合觀光自產銷售

鐵橋谷結合觀光發展，為傳統產業建立起銷

售平台，所有的紀念品店都有販售在地生產的商

品。位於布里茨山維多利亞小鎮裡的工作坊，平

時除了負責觀光導覽和示範之外，都是以鐵橋谷

作為生產基地，接受外頭委託的訂單；其中一家

木工工作坊就表示，結合觀光和鐵橋谷的品牌經

營，工作坊的營業額比進駐鐵橋谷前，有高出百

分之四的成長（圖3.15）。

而陶瓷博物館則是有現場展示的工作坊，將

製作陶瓷的每一步驟於觀光客前展演，了解製作

過程以及能與製造者直接接觸，可以引起觀光客

圖3.13 圖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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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購買動機（圖3.16）。

（3）文創產業聚集　

為吸引創意產業和創意階層的進駐，磁磚

博物館旁設立了一棟提供辦公室及展演空間的

「Fusion」，目前已有五家創意產業在此營業，

包括兩家琉璃藝術公司，以及結合鐵橋谷生態旅

遊而招攬的腳踏車店，建築的公共空間也會不定

期舉辦展覽。

結語─反思台灣工業遺產的使用

近年來，文化觀光有漸成為大眾觀光的趨

勢，創意觀光與體驗經濟的概念因而產生。除了

持續發展觀光目的地的特色，還必須能使觀光客

獲得其他目的地無法給予的獨特體驗，使目的地

能和其他地方有所區別，保持市場競爭力。此

外，振興地方經驗也有賴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傳統產業轉型，結合地方文化，販售充滿故事性

的商品，為產業重新找到定位和價值，才是地方

永續經營的關鍵。

鐵橋谷集上述兩者概念的結合，成功打造了

一受歡迎的觀光目的地，並且也為當地沒落的傳

統產業提供發展的機會，觀光發展改善當地的經濟

結構和生活環境，同時增強了地方認同感。而回頭

檢視台灣的工業遺產發展：除了國家對於遺產保存

及發展政策的影響之外，民族性以及社會對於工業

遺產的態度，都會左右遺產的價值和運用方式。

目前台灣使用工業遺產最常見的方式，就

是開闢成為文化園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但通

常在急於導入創意產業發展經濟的結果，便是容

易忽略文創產業與地方的連結，而若失去地方特

色，那麼產業的發展也不會持久；更遑論在工業

遺產成為文化園區後，遺產的價值是否被保存

和彰顯，或者又變成一個毫無把關，僅為賺取

高額租金，而吸引一些與地方完全無相干產業

的地方。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

究所碩士生)

圖3.15 圖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