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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安平劍獅特色，保存文化資產，提振文化觀光產業 

 
提案機關：臺南市安平區公所                             著作人：李皇興 
◎本案例曾獲得 97 年度「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績優建議案評選榮譽獎」 

壹、 案情摘要 
「安平」在鄭成功驅逐荷蘭人開啟台灣歷史扉頁後，就在台灣

的歷史中有著無可取代的地位，見證了來台先民胼手胝足的奮鬥過

程，走過繁華璀璨，曾經鉛華洗盡，而今在台南市政府大力推動安

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的計畫下，又再度將安平過往的歷史文化重新

呈現在世人眼前。 

曾經是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台灣與西方接觸首地的安平，在當

時與美國紐約同是荷蘭人重要的轉口貿易中心，亦是台灣第一個躍

上國際舞台的城市，在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建立成反清復明的政治

中心，而清朝時代又成為台灣海防的水師重鎮，乃至清末西方帝國

打開中國門戶時仍將安平作為通商港口；歷經荷據、明鄭、清領、

日治及民國時期的安平，遺留許多豐富的人文風采與歷史遺蹟，這

些重要的文化資產，在各個時期的更迭中，多有散失毀壞，加以民

眾保存文物的觀念不足，讓許多珍貴文物流落坊間拍賣場所，例如

早期在安平家家戶戶可見的家宅守護神「劍獅」，就在舊聚落更新

的過程中逐漸減少，每一隻「劍獅」的殞落，亦代表著一棟老房子

消失。 
今日的安平在「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的計畫」推動下，逐漸

吸引遊客的目光，每逢假日遊客如織，原本蕭瑟的街景頓時熱鬧起

來，許多久未整理的老房子，由於熱絡的商業行為而炙手可熱，紛

紛改裝新門面，藉以吸引更多遊客前來消費，原本以歷史文化重現

為主軸吸引遊客的計畫，反倒因為經濟行為與文化保存價值觀的失

衡，讓一場歷史文物的浩劫提前展開，如何挽救即將滅絕的歷史文

物「劍獅」正考驗著公部門的群體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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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狀況描述（背景說明、問題緣由或遭遇的困難） 
一、 背景說明： 
（一） 安平劍獅起源： 

根據「安平文化資產巡禮」

一書的記載，由於安平以前為

清朝水師駐紮之地，在戰場上

為威嚇敵人遂將威猛的獅子模

樣塑在盾牌上，當士兵操練結

束返家時習慣將劍、盾掛在門

口的架子上，看似獅子咬著一

把劍，宵小望之以為男主人已返家，致怯步不前，令家宅

得以平安，久之演變成安平居民在興建住宅時即將獅子咬

劍（簡稱劍獅）的模樣塑在屋前以祈福避凶，一時蔚為風

尚，在早期的安平幾乎家家戶戶門前都安置劍獅，作為屋

宅居家辟邪之物。 
（二） 安平劍獅功能： 

1、 鎮宅辟邪：早期先民生活

環境惡劣，加上醫藥不發

達，因此傳統民間信仰裡

特別重視與自然空間的和

諧，舉凡沖犯方位均要安

置辟邪物，以祈求家宅平

安，在安平居民以安置劍獅為主，其劍獅咬劍方向由右

至左為鎮宅辟邪。 
2、 消災祈福：安平聚落的居

民大多以捕魚為業，面對

險惡莫測的大海，為了祈

求消除災禍增其福報，便



第 3 頁，共 22 頁 

在家宅前，安置各式各樣的辟邪物，如劍獅、刀劍屏、

八卦、倒鏡等，其中以安置劍獅的民宅最多，其劍獅咬

劍的方向為由左至右。  
（三） 劍獅安置位置： 

為正門之門楣或照

壁上，通常在正廳前有他

宅的屋角、牆角等沖煞物

或住宅正對丁字路口為

免傷及人丁，藉由安置劍

獅以鎮宅辟邪，亦有為祈

求家宅成員平安順遂而

安置劍獅。 
（四） 劍獅的武器： 

「劍獅」顧名思義是獅子

與劍的組合，除此之外安平人

在塑造劍獅時亦加入許多的辟

邪祈福的圖像在其中，讓家宅

所屬的劍獅更能發揮神力，庇

佑家人。 
1、 太極八卦：威力貫穿陰陽

變化萬千。 
2、 七星劍：斬妖除魔的利器。 
3、 額頭寫著王字：王者之尊威

力無比。 
4、 蝙蝠：祈福賜福。 

（五） 劍獅的材質： 
安平的劍獅不同於佛具店

所陳列的木雕劍獅，更異於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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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它聚落古宅門楣上所安置的小型劍獅。 
一般來說，它的材質有木雕、灰泥、洗石子、磁燒、

彩繪、蚵殼灰等物製成，大多放在門楣或照壁上，每隻劍

獅的造型都不會相同。 
（六） 劍獅的色彩： 

據說早期從安平劍獅的顏

色，可大致了解這戶人家的身份

地位。這也是由水師盾牌上獅像

顏色所代表的官階衍生而來。 
官階的高低在顏色上的分

別為﹕紫色最尊，朱紅次之，依

次為青色及黑色。 
但安平的劍獅演進至今，

由於雕工精美，造形活潑，顏色應用也變化多端，在加上

設置於戶外，顏色隨著歲月逐漸褪去已經很難用顏色加以

區分。 
二、 問題緣由 
（一） 居民文物保存觀念不足： 

地處台灣歷史核心區的安平，處處都滿佈著歷史文

物，路上鋪著，牆上掛的，桌腳墊著的可能都有上百年歷

史，這對身處文物中的舊聚落居民，自然習以為常，俗語

說「近廟欺神」，意謂著經常發生在身邊的事物通常都不會

太在意，甚至忽略了，而這現象似乎是每個地方都可能發

生，並非安平所獨有，只是在台灣歷史核心區的安平，對

於文物保存的觀念卻異常重要，因為稍有不慎，所毀損的

可能是台灣歷史永遠的資產，這種遺憾在本次專案推動就

深深感受，經常在訪談時就聽到居民說「我們家『以前』

的劍獅非常威猛喔！比起你們 DM 收錄的都還好看，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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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房子的時候一併回收了」，可見居民的文物保存觀念是需

要再提昇的，而這樣的觀念如果現在不去落實推動，恐將

有更多文物在擁有者不知情的情況下給毀損遺落了。 
（二） 舊宅更新整建： 

安平的舊聚落中不乏數十年的老房子，在年久失修的

情況下，要讓年輕一代居住或是出租當店面，翻修整建是

需要的，雖然站在文化保存的立場上，並不希望一間數十

年的老房子因為翻修整建失去的原本的樣貌，讓整個舊聚

落的味道盡失，但政府部門在無妥適配套措施的情況下，

又不能罔顧民眾的需求，僅得以道德勸說，然民眾基於現

實考量，所獲的效果著實有限，亦讓原本保護家宅的劍獅，

隨著舊宅更新不斷消失，在尚未推動本案時，據文化資產

保存協會調查擁有劍獅的民宅約有 45 處，每年約以 10％的

速度減少中。 
（三） 雅賊的覬覦： 

儘管安平舊聚落居民對於文物保存的敏感度不足，但

是對一些古物收藏家而言，安平的一磚一瓦可都是寶貝，

就像以往安平人都會在舊宅屋脊中央安置用以鎮風、止煞

的瓦將軍，這些年來因遭到雅賊的光顧已不復見，這項常

見於島縣的文物出現於安平，提供了一條歷史溯源的脈

絡，然而這項文物現僅見於拍賣場，文物的滅失的結果，

就代表一條歷史脈絡的中斷。 
安置於屋脊上的的文物都已如此，更何況安置於門前

的劍獅呢？在調查時就曾有居民指出原本安置於門前由父

執輩所製作具有七十幾年歷史的木雕劍獅，在一位貌似大

學生的詢問後，隔日即告遺失，令當時熱心答詢的民眾心

痛不已，而為求家宅平安只得請師傅再重新雕塑安置。 
（四） 公部門經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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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雖然保護文化資產的意識逐漸抬頭，政府部

門亦訂有文化資產保存法對於歷史文物進行保護，惟對於存

在於聚落中年代不等而由民眾所私人擁有之文物並無保護

之拘束力，公部門對於如何提升民眾文物保存意願並無足夠

之經驗，面對民眾恣意毀損自家文物除了道德勸說僅能嘆息

以對，例如數年前一間座落於延平街頗具歷史沿革且具保存

價值的二層樓老厝，由於屋主準備翻新欲將其打除，政府部

門聞訊後透過不少屋主的親朋好友進行遊說並編列預算準

備價購，卻仍說服不了屋主，最終老厝還是難逃夷為平地的

命運，這樣的情況不斷在安平舊聚落中發生，亦代表著公部

門推動文物保存的經驗尚待提昇。 
參、 過程（服務方法或採行策略、改善創新手法、執行團隊及流程） 

一、 執行策略 
（一） 確立地位 

提起「風獅爺」我想大家所想到的就是金門風獅爺，而「劍

獅」呢？除了少數的文史工作者瞭解劍獅的故鄉在安平之外，

絕大多數人並不知道，甚至也

不知道劍獅長得甚麼模樣，所

以要推動保存安平劍獅文物

的首要工作，就是確立「安平

是劍獅的故鄉」的地位，而最

快速確立地位的方法，就是結

合文史工作者召開記者會說

明劍獅的故鄉為何在安平的緣由，以及未來推動的策略，記者

會的地點就選在延平街收藏劍獅文物豐富的店家，方便呈現安

平劍獅的模樣。 

（二） 喚醒居民 
居住在歷史文物滿佈安平舊聚落，擁有文物的居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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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盡然會特別在意文物的保存，究其原因並非不重視，而是

欠缺外在環境的提示，在推動本案時即針對擁有劍獅的居民

用了約兩個禮拜的時間逐一拜訪，並說明劍獅的歷史起源以

及寶貴之處，受訪的民眾才明瞭劍獅竟是這麼珍貴的文物，

無不表示會好好珍惜及保護，未來如果舊屋翻新均會通知公

所將劍獅移往他處安置，而由於房屋翻新而毀損或遺失劍獅

的居民，知道掛在門楣或塑在照壁的劍獅原來是這麼珍貴的

文物，無不表示惋惜。 
為表示公部門對於劍獅文物的重視，對於隱身於雜亂

巷弄間或荒廢民宅前的劍獅，均僱工加以整理週邊環境，

期以整潔環境乾淨的面容，迎接到訪的遊客。 
（三） 結合教育 

培養歷史文物保存的觀

念，必須從小做起，在現今

的社會中，小朋友在學校所

學的課程回家分享後往往可

以影響大人觀念，所以本案

藉由結合學校鄉土教育將安

平劍獅融入學童的教育課程

中，教導學童瞭解安平劍獅文物的意含，進而提昇全家人對

於文物保存的觀念。 
（四） 鼓勵研發 

文化若無經濟支持是無法長久，在一個經濟不發達的

地方是無法談文化發展，例如早期的中國大陸即是如此，所

以要保存安平的歷史文物，就必須考慮到將文物給產業化，

讓原本塵封的文物轉換成具經濟價值的商品，如此才可喚起

擁有文物者的重視，也才能拓展文物的能見度與知名度進而

提升文物的價值，然要將鎮守家園的劍獅轉換成為更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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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需要的是更多的創意，所以，我們開始之初即邀請

市面上開發劍獅商品的店家，將已開發完成的劍獅商品進行

發表，用意即是引導對於文化創意產業有興趣的民眾運用劍

獅當素材進行研發，並且免費提供劍獅圖檔供有興趣的民眾

申請使用，期待產出更多樣的文化創意產品。 
（五） 多方行銷 

1、發行劍獅創意 DM  
行銷一項具有歷史典故的文物，在文宣的設計上既

不能過於八股(怕未來印製完成後，民眾索取意願不

高，最後落到資源回收的下場)，又不能太過活潑(怕喪

失劍獅文物原本的風貌，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結果可能會

引發文史界的撻伐)，又不能太一般(怕最後被拿來”墊

便當”)，當時還真令專案團隊傷透腦筋，不過俗語說：

「走就有路，想就有步」，最後在大家絞盡腦汁下終於

構思出不僅可讓民眾了解劍獅歷史且不失活潑又可自

己動手 DIY的文宣，第一款可以讓民眾將劍獅口中的劍

依據自己的喜好由左邊插入或是右邊插入，以瞭解由劍

插入的方向代表的意義，而第二款「劍獅寶貝球」則在

每一面加上劍獅圖案及編號可作為骰子使用並可搭配

劍獅地圖進行搜尋劍獅速度的比賽，另外在球面上開一

個橫行小洞也可當作存錢筒，這兩款 DM 幾乎一推出就

引起民眾索取的熱潮，令專案團隊真是既興奮又有成就

感。 

2、推動網路行銷 

網路幾乎是現行各項超夯商品所不可或缺之行銷

管道，由於無遠弗屆其所產生之效益更是不容輕忽，所

以本案除了在本所全球資訊網不定期的強力放送外，並

將平日即有發表安平劍獅相關文章的安平鎮文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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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部落格連結進來，適時發佈新聞吸引平面媒體的注

意，進而登載在各媒體的電子報，讓安平劍獅在網路的

曝光率大大提昇。 
除此之外，為讓開發劍獅文化創意產品的店家有個

發表作品的網路空間，專案團隊結合安平文教基金會，

接洽網路資訊服務公司提案爭取經濟部數位群聚網專

案補助，在公私部門協力下通過補助並完成建置「劍獅

國度-安平」之數位群聚網，提供有心開發劍獅文化創

意產品之店家免費行銷之管道。 

3、辦理各項活動 

(1)尋找「獅樂園」：實地走訪安平劍獅文物的所在地，

是加深民眾瞭解安平劍獅的最佳管道，所以專案團

隊規劃了尋找獅樂園活動，而為了避免因遊客的探

訪而打擾了擁有劍獅文物居民原本清靜的生活，在

規劃尋找獅樂園體驗路線的同時，專案團隊特別準

備了一份小禮物，針對活動路線內的擁有劍獅的居

民逐一拜訪，並且說明活動日期以及可能帶來的影

響，以瞭解居民接受遊客探訪的意願，出乎意外的

這些守護劍獅文物數十年（應該是被劍獅守護數十

年）的老阿公及老阿嬤均表示同意，也由於居民的

認同讓活動順利完成，其中更蒙台南市政府人事處

的捧場將一年一度的親子活動日規劃尋找獅樂園活

動，讓平日忙於公務的同仁及家屬有機會一睹安平

劍獅的風采。 
在活動過後，專案團隊私下訪問了參與活動的

民眾對於活動規劃的意見，許多民眾表示擁有安平

劍獅的居民十分友善，有的還充當解說員，敘說家

宅劍獅的故事，讓人印象深刻，其中李宅劍獅的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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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更獲得劍獅阿嬤的封號，知道擁有劍獅的居

民對於尋找獅樂園活動也樂在其中，專案團隊也就

解除了深怕打擾居民生活的疑慮。 
(2)劍獅文物展示：為提供

民眾完整瞭解安平劍

獅文物的場所，本所自

96 年接收西門國小鄉

土文化館後，即由專案

團隊規劃安平劍獅文

物展，內容包含劍獅文

物、劍獅文物歷史、功能解說、文化創意產品等，

並且培訓鄉土文化館管理人員具備解說能力，服務

前來參訪的遊客及學校團體。 
(3)繪畫比賽：透過繪畫比賽，一方面可以讓小朋友瞭解

劍獅的面貌，另一方面可以透過小朋友的巧思，蒐

集更多劍獅的創意圖像，這計畫在學童家長及老師

熱烈的支持下，原本預計 5000 份自由索取的圖畫

紙，最後又緊急加印了 2500 份，其中還有遠至南投

的參賽者，最後總共回收了 2500 份的作品，作品豐

富且多元，讓評審的老師傷透了腦筋，不過倒也透

過比賽成功行銷安平劍獅。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賽除了各組前三名及原

本預定的 30 名佳作有獎品外，因為經營劍獅創意產

品的店家看到學童這麼踴躍參與最後又緊急追加 30
份獎品，增加了佳作名額至 60 名，讓獲獎學童興奮

不已，由於店家熱情的贊助，讓專案團隊節省不少

公帑，而所贈之獎品均為劍獅相關產品，讓這次活

動更具行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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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府城行春：台南市政府辦理府城行春活動已行之有

年，每年的春節假期總能吸引不少民眾前往參與，

若能獲得府城行春活動規劃團隊的青睞，必然可以

吸引人潮前來探尋安平劍獅，屆時專案團隊只要將

安平劍獅周遭環境整理好迎接遊客即可，而自 96 年

起安平很幸運的連續三年獲得市府活動規劃團隊的

支持，先後辦理了走訪劍獅的故鄉、再訪劍獅的故

鄉及三訪劍獅的故鄉等活動，提供遊客親近安平劍

獅的機會，大大提昇安平劍獅的知名度。 
(5)美哉安平攝影比賽：透過攝影比賽除了可以收集不少

有關安平的精彩鏡頭，亦可吸引許多攝影愛好者，

前來安平一顯身手，更可提供當地居民重新審視習

以為常的週邊事

物，由於攝影作品

的內容必須是安

平地區的風俗民

情、古蹟、景點，

所以本次收集到

的 1753 件參賽作

品，全都是專家鏡

頭下的最精彩的

安平，評審的過程

中除了讓專案團隊驚豔，也讓許多前來參觀的安平

在地居民讚嘆連連，直嚷著「我怎麼都沒發現原來

我家旁邊的巷弄這麼美」，而這種尊榮的感覺其實就

是保存安平文物最佳的動力，這比投入經費保存文

物都來的有效。 
（六） 融入建築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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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民眾感受到公部門重視劍獅文物的程度，就是從

改變居民周遭生活環境開始，所以專案團隊即著手規劃將劍

獅的意象融入轄區景觀，例如在洽公大道上建置俚語牆其中

人物均以 Q 版劍獅取代、週邊的電線桿亦改造成全國獨一

無二的劍獅電線桿、地標亦鑲上劍獅圖像，讓洽公民眾感受

到劍獅的無所不在，進而將劍獅的意象融入生活中，這項策

略事後證明是成功的，因為不久之後發現不論是寺廟或是民

宅整修都會將劍獅圖像融入整修後的建物中，而居民也願意

將收藏的劍獅給掛上門楣，另外還獲得府城、鹿港及艋舺扶

輪社聯合捐贈價值 250 萬元的劍獅公共藝術品，置於劍獅公

園中，成為安平的入口意象。 
（七） 善用話題 

在安平每處劍獅都有其背後的故事，而透過一則生動

的故事就能吸引媒體主動報導，達到行銷的目的，非常幸

運的在整個行銷過程

中，就有一處劍獅由

於其製作材質以及風

化程度，引發許多參

觀民眾的好奇，進而

登上平面媒體全國版

的版面，甚至吸引無

線電視台到安平採

訪，可見「故事行銷」

的魅力。 
另一個話題則是發生在 96 年農曆年前一位在善化經營

彩券行的老闆，到安平遊玩時買了一對劍獅回家安置，隨

即賣出頭彩獎金 7.2 億的彩券，該項訊息透過媒體披露後，

一時間安平劍獅聲名大噪，事後與售出該劍獅的店家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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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得知，在當年農曆假期期間，該項產品賣到缺貨，日後

為讓遊客方便購買，就將該對劍獅命名為「樂透獅」，而這

都拜「話題」所賜。 
二、 改善創新手法 

（一） 營造居民尊榮 
對於不屬於公部門所有，而由一般居民所擁有之歷史

文物，以教條式的宣導文物保存觀念，其效果是有限的，

所以專案小組推動時即以貼近民意的方式將提昇居民的尊

榮感列為本案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只要建立居民保存文

物的使命感，那麼許多文物就可獲得妥善的保存，而毋需

公部門再大聲疾呼，而本案所用提昇居民尊榮感方法如下： 
1、透過媒體發表安平劍獅獨一無二的地位讓擁有者瞭解劍

獅的獨特與珍貴性。 
2、親自拜訪擁有安平劍獅的居民說明本案推動內容，取得

居民保存劍獅的承諾，使其感受被尊重的程度。 
3、製造話題並邀媒體訪問擁有劍獅的居民。 
4、邀請擁有劍獅的居民成為劍獅文物的解說員。 

（二） 善用各項資源 
區公所之預算性質為單位預算，其所能動用的資源相

較於預算性質為總預算的鄉鎮公所不足，加以本案之推動

係由專案團隊考量保存地方歷史文物之需要，而非上級交

辦事項，自不可能有額外之經費挹注，所以整個專案推動

的過程中，善用各項資源就非常重要例如： 
1、媒體的協助：善用話題吸引媒體注意，進而透過媒體的

協助報導，提高安平劍獅的曝光度，確立安平是劍獅的

故鄉的地位。 
2、市府的支持：自 96 年度起連續 3 年選定安平劍獅作為

府城行春的主題，不僅提供農曆年假期民眾的知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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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更讓安平劍獅成為家喻戶曉的歷史文物。 
3、學校的配合：為行銷安平劍獅而辦理的劍獅繪畫比賽，

藉由學校的配合，讓許多學童認識劍獅，並且發揮創意

妝點劍獅。 
4、業者的贊助：此次的劍獅繪畫比賽所需之獎品，全由熱

心之劍獅文化創意產業業者提供劍獅相關之產品作為

此次比賽之獎品，不僅讓獲獎之學童開心，並且深具行

銷劍獅之意義；此外結合安平文教基金會爭取經濟部縮

減產業數位落差計畫補助，日前以「劍獅國度-安平」為

主題組成之數位群聚網，通過經濟部審查並獲評定為 A
級，委由資訊服務公司免費建置專屬安平劍獅文化創意

產品之行銷網站。 
5、文物的提供：為讓外來遊客可以透過定點先行瞭解安平

劍獅的歷史典故，取得相關資料後，進行安平獅樂園的

探索，因此，專案團隊在安平鄉土文化館(原西門國小鄉

土文化館)規劃辦理安平劍獅文物展，其安平劍獅之典故

及展出文物全賴轄區內各文史團體及文物收藏家之協

助，而這亦是區內歷史文物提供的重要資源。 
（三） 推動文創產業 

保存文物要能可常可久，最好的方式就是讓文物與居

民生活產生關聯，所以如果能利用文物開發成文化創意產

品，挹注當地居民的經濟，那麼這項文物必然受到當具居

民的重視，本專案推動時就考量了文化產業化的重要，為

降低民眾開發文化創意產品的成本，開公部門免費將設計

圖檔提供民眾設計商品使用之先例，鼓勵民眾踴躍利用劍

獅圖檔開發商品，此舉吸引了許多有興趣的民眾前來申請

諸如：藝品、檀香、皮雕、服飾、文具、婚紗等業者。 
（四） 全方位的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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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成功的行銷策略除了產品端的考量外，更重要的

必須兼顧到顧客面，所以專案團隊在設計整體行銷策略

時，首先除了以推廣劍獅作為目的外，更將「保存安平劍

獅這樣的一個文化資產對大眾有何好處」的思維作納入行

銷的策略中，而後再考慮行銷管道，因此，整體之行銷架

構即以顧客導向的行銷 4C【顧客需求（Customer）、顧客成

本（Cost to the customer）、便利（Convenience）、溝通

（Communication）】作為本次行銷策略之主要思考面向： 
1、顧客需求： 

(1)在地居民：就擁有歷史文物數十年日夜相伴已然成為

生活的一部分的在地居民，對於擁有的文物不能說

沒有感情，只是太習以為常也就沒有了激情，於是

對於在地居民而言最有效的行銷方法就是再度激起

對於歷史文物的珍惜之情，所以專案團隊動員了人

力逐一說明文物的珍貴，這些人力除了公部門也說

服當地的意見領袖（里長、耆老）進行遊說，並且

運用媒體的力量增加安平劍獅的曝光量，讓擁有者

倍感尊榮。 
(2)學生族群：要吸引學生族群的注意力，其行銷模式就

就必須新鮮有趣而且不失安平劍獅的內涵，所以專

案團隊從 DM 設計著手，除了繪製 Q 版劍獅外，還

加入體驗式行銷的概念，設計出讓學生自行 DIY 的

創意 DM，從自己動手的過程中瞭解安平劍獅的內

涵，另外，舉辦彩繪劍獅比賽，吸引學生族群彩繪

出心目中的劍獅，加深參與學生對於安平劍獅的印

象。 
(3)一般遊客：來安平的遊客許多除了賞景點逛老街外，

返家時總會購買些安平當地的伴手禮分贈親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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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滿足一般遊客的需求，除了上述的創意 DM 外，

另需鼓勵業者開發安平劍獅的文化創意產品，讓遊

客在飽覽安平人文風情之際，還能將安平歷史的守

護神-劍獅帶著走。 
(4)文創業者：要步入創意產品的門檻，首先面對著就是

昂貴的設計費用，為應文創業者對於降低成本的需

求，專案團隊除了開放委外設計圖檔的使用權，並

且商請擁有安平劍獅的居民免費授權文創業者使用

劍獅圖像。 
2、顧客成本：要瀏覽安平劍獅是不需成本的，如要嚴格說

來，大概只要取得安平劍獅所在資訊就足夠了。 
3、便利：為讓遊客方便取得要劍獅所在之資訊，除大量發

行劍獅 DM 外，另將 DM 內容置於安平區公所全球資訊

網中供遊客下載使用，而為提供學校老師進行安平劍獅

戶外教學之便利，專案團隊設計亦學習單置上述網站供

下載，除了提供資訊取得的便利性外，整體環境的便利

性則是另一項考量的重點，為讓來訪遊客能順利進入安

平劍獅所在位置，安平區公所動員人力進行環境清理，

結果清出了近十噸的垃圾，還給安平劍獅及來訪遊客一

個乾淨的空間。 
4、溝通：暢通的溝通管道，是服務品質再提昇的關鍵，所

以在本所網站、安平旅遊資訊中心及鄉土文化館均提供

遊客意見反應的管道，另外，專案團隊亦藉著與居民及

文創業者互動的機會蒐集各方意見，作為專案推動的參

考，例如：開放圖檔使用權、挽救差點因停車不當而毀

損的劍獅等，都是暢通溝通管道所獲致的效果。 
行銷管道：本專案的行銷係透過平面及電子媒體、居民、

地方意見領袖、學生、網路、活動等管道，由在地居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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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意見領袖進行的在地行銷，進而至學校戶外教學、鄉

土文化館靜態展示及尋找獅樂園活動的實體行銷，擴展到

平面電子媒體及網路的虛擬行銷。 
三、 執行團隊 

推動安平劍獅文化保存之專案團隊所需具備的特質，除了基本的

知能外，更需具備對於文化業務的熱誠與創意，以下就是專案團

隊的組成： 
召集人：林區長國明，負責型塑專案團隊的願景並訂定專案規劃

及執行的方向。 
副召集人：李秘書皇興，負責協助召集人控管專案執行進度、專

案行銷及分組聯繫事宜。 
展演組：組長陳課長秀嫣，組員曾郁芬，負責安平劍獅文物之蒐

集及策展。 
活動組：組長蔡課長群儀，組員王愛雯，負責安平劍獅典故蒐集

及導覽活動設計。 
行政組：組長涂課長秀惠，組員吳素珍，負責活動文案設計及專

案成果蒐集彙整。 
四、 推動流程 

（一） 成立專案團隊：由本區林區長親自召集成立專案團隊，

並且召開專案會議，擬定專案推動之初步執行策略。 
（二） 蒐集各方意見：在專案團隊擬具初步執行策略後，為能

符合實務，邀集轄內文化團體、文化創意產業經營者及

地方意見領袖，針對專案團隊訂定的執行策略，進行研

討，修正不符時宜的策略，一方面可以擬具更具實務之

策略，另一方面則可凝聚文化團體、文創業者及地方意

見領袖的共識，取得支持後續推動的承諾，這是一個相

當重要的流程，奠定了專案後續推動的成功的基礎。 
（三） 設計文宣：經調查轄內劍獅約有 45 處，然專案團隊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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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波文宣應選擇較具特色之劍獅，較能令人印象深刻，

且不易混淆，所以經篩選後選定 23 處，作為首波文宣的

代表，另外考量吸引學童的注意，再從這 23 處挑選 6 處

作為特色劍獅，並為其命名，加深探訪者的印象，文宣

的設計加入讓民眾 DIY 的部份，並且讓民眾 DIY 後可以

掛在牆壁上，避免淪為墊便當的回收物。 
（四） 召開記者會：所邀請的對象為台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處

長、安平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劍獅埕埕主、劍獅文物收

藏家、轄區里長，由專案團隊召集人林區長國明主持，

宣示安平是劍獅的故鄉以及相關典故，並說明未來推動

策略，經此宣示後，安平是劍獅的故鄉的地位已然確立。 
（五） 逐一拜訪擁有劍獅的居民：針對收錄於 DM 的劍獅擁有

者逐一拜訪，除了說明安平劍獅的珍貴外，並對未來辦

理的活動可能會打擾清幽先行致歉，很幸運的，受訪的

居民十分熱情，並且大方分享擁有的劍獅文物的故事，

而這也讓未來辦理的導覽活動內容更加生動活潑。 
（六） 辦理尋找獅樂園活動：本項活動選在 96 年春節前夕辦

理，為專案推動後首次的導覽活動，亦是專案推動成果

的初步驗收，本次活動分為兩梯次一經推出不到一週即

告額滿，進而洽請民眾參加運河博物館於春節期間辦理

的劍獅尋寶趣活動，以及台南市政府辦理府城行春-走訪

劍獅的故鄉活動，而此成果令專案團隊士氣大振。 
（七） 發表劍獅文化創意產品：本次記者會邀請已經完成開發

的劍獅文化創意產品的業者計有 5 家，進行開發的成果

發表，經營文創產品多年的業者，有此難得機會無不足

全力，其展示內容包含食、衣、住、行、育、樂，充分

展現研發成果，由於該記者會於春節前召開，事後瞭解

業者在春節期間的營收均有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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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辦理劍獅文物展：首先策劃彩繪劍獅比賽吸引學童的參

與亦帶動家長的投入，並將繪畫比賽頒獎納入鄉土文化

館辦理之劍獅文物展之開幕程序，以吸引更多家長及學

童參與，並且著手蒐集劍獅文物，作為展示的內容，由

於事前的充分準備，開幕當日人聲鼎沸，熱鬧非凡，為

劍獅文物結合鄉土教育展現出不錯的成果。 
（九） 推動景觀改造：利用公共空間建置劍獅圖騰，將景觀與

劍獅文物結合，先由公所進行完成劍獅諺語牆及劍獅電

線桿的設置，以及日後劍獅公園的劍獅公共藝術品，藉

以拋磚引玉，結果吸引許多民眾將原本塵封的劍獅重新

掛上門楣，而轄內廟宇亦在整修後重新塑造劍獅圖騰，

甚至台電的電箱亦彩繪上劍獅。 
（十） 成果資料彙整：為能審視專案推動的成效，檢討改進執

行策略，本專案自 96 年啟動，而於 97 年進行成果彙整，

至此，並不意味著對於劍獅文物的推廣隨著專案的結束

而不再關注，只是適時讓民間的力量接手推動，才是歷

史文物保存永續之道。 
肆、 結果（改善前後效應說明，包括量化指標與質化說明等）  

一、 加強文化資產保存：本案推動後除僅存之安平劍獅均獲保存

外，居民自發性安置劍獅之數量亦增加。 

二、 提昇安平劍獅曝光率：由入口網站以「劍獅」作為關鍵字搜尋

筆數達 18萬筆（95 年 6 千餘筆），安平地區旅遊相關訊息（含

電子報）達 100餘則。 

三、 增加安平地區觀光景點人數：古蹟參訪人數成長 96 年安平地

區觀光景點人數成長:古蹟參訪人數成長約 40%，由 920,459

人次成長至 1,229,593人次、古蹟門票收入成長約 70%。 

四、 提昇店家營業額：安平地區經營劍獅相關之文化創意產業店家

營業額據私下訪談表示較 95 年成長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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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首創文化資產保存四大流程：透過「定位」、「保存」、「推廣」

及「融合」群體智慧運作，開啟文化資產保護的全新視野，帶

動民眾自發性保護文化資產的風氣。 

六、 建立資源運用網絡，減少公帑支出:邀集大員文化觀光協會、

財團法人台南文化基金會、安平文教基金會、安平鎮文史工作

室、劍獅埕、府城劍獅餅及安平形象商圈商家近 40 家，投入

劍獅文化保存及推廣工作，有效利用民間資源，節省公帑支出。 

七、 劍獅文化創意產品之開發：結合地方業者，推動安平劍獅創意

產品，並提供各式劍獅相關設計之圖文檔，供業者免費索取使

用，計 15 家提出申請，就『食、衣、住、育、樂』等方面，

鼓勵業者研發各種相關之創意產品，將劍獅文化的重要元素融

入產業發展中迄今開發約 500餘種，並運用於各項重大慶典與

活動中，例如:府城行春、安平作 16 歲、拋手網、鄉土文化館

換展、騎鐵馬遊安平…等，產品數量達 10萬餘件。 

八、 提昇鄉土文化館之參觀人數：以安平鄉土文化館作為推展安平

歷史文化之據點，於半年展中展示各類劍獅文物，計吸引觀光

人數達 6,294人次較前半年提升 500%參觀人數。 

九、 結合鄉土文化教學:製作劍獅學習單，提供學校鄉土教學之

需。並將劍獅納入鄉土教學中，成為小學推廣鄉土文化項目之

一。 

十、 導覽員解說服務:為使遊客對安平的歷史文化有更深入的瞭

解，提供導覽解說服務，帶領遊客實地走訪安平巷弄尋找劍

獅，藉由多面向的旅遊服務，充分滿足遊客的需求，迄今計辦

理 200餘場次，服務 10,000 餘位民眾。 

十一、 提供資訊服務:共製作 2萬份文宣品、摺頁 3千份、劍獅寶

貝球 6千個，介紹劍獅文化及位置圖，充分讓遊客瞭解安平

劍獅文化，體驗尋寶樂趣，一經發行，反應熱烈，於 2 個月

內索取一空，結合安平文教基金會，建置完成「劍獅國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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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之數位群聚網，提供業者行銷平台。 

十二、 顧客滿意度:製作顧客滿意度問卷 188 份，回收 161 份，回

收率 85%，顧客滿意度達 9成。 

（以上執行成果資料摘錄自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九十七年度各機關建

立參與及建議制度獎勵紀實手冊第 48、49頁次） 

十三、 融入景觀意象：除民間自發性安置之劍獅外，公部門亦完成

劍獅諺語牆、劍獅電線桿、劍獅公園及電箱的設置。 

十四、 塑造機關形象：建立轄內居民對於公部門推動文物保存的信

心，提昇日後各項公務推動的配合度。 

十五、 落實學習型組織之推動：學習型組織的推動在台南市已行之

多年，期間市府團隊提出許多執行成果，提供所屬機關作為

參考的典範，其中較為耳熟能詳的是推動台南市成為健康城

市，其績效居全國之冠；而本項保存文化資產專案推動的成

果亦足證學習型組織已然在基層機關逐漸形成，其成果如

下: 

（1） 就建構共同願景言，本所自 93年起透過組織成員的共識

提出「以宏觀的區政經營理念，透過『主動積極』、『優質

服務』的作為，讓安平成為最適宜居住兼具歷史文化觀光

之區」的願景，提供組織成員一個共同努力的方向。 

（2） 就改善心智模式言，本項專案的推動並非由上級交辦，而

是基於發展區域的需要，已然跳脫一般基層機關僅聽命辦

事的思維。 

（3） 就自我超越言，本次參與專案的成員人數已近本所編制員

額的四分之一，納入專案成員的同仁除了本身原本承辦的

業務外，另需負責專案的推動，若非對於機關願景的認

同，提升自我能力，是無法在執行本身業務的同時營造出

亮麗成績的。 

（4） 就團隊學習言，專案之執行並非一己之能力就能竟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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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透過團隊研討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活動策劃之後分

工推動，所以就整個專案推動的過程，每一個成員在團隊

腦力激盪下有所成長，如 DM 設計即是一例。 

（5） 就系統思考言，專案推動的架構必須是嚴謹而綿密，規劃

的過程均要面面俱到，才能發揮人力及物力於極致，本案

推動後所獲致的成果，即是專案團隊系統思考能力提升的

證明；十幾年前就開始推動劍獅文物的安平文教基金會董

事長何世忠在參與專案會議時就曾打趣的表示「他就如同

當年的王寶釧一樣，苦守寒窯十幾年等不到白馬把薛平貴

載回來，沒想到這回卻讓安平區公所給請來了」，對於本

專案推動的成果令他十分感佩。 

伍、 結語 
文化資產的保存關乎地方未來發展的內涵，是件現在不做未來

必定後悔的工作，藉由本專案的推動，幸為位於台灣歷史核心區的

安平舊聚落留下寶貴的的歷史文物，讓造訪安平的遊客能尋幽訪

勝，提昇旅遊的質感，也為文化創意產業注入的生機，在獲致外界

肯定的成果之餘，其實我們更在意的是，透過專案的執行，拓展了

公部門思維的廣度，延伸服務的深度，積累了不同以往的公務經

驗，這都將是公務基層機關服務內涵蛻變的寶貴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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