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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資產特色的國家公園
金門因地理位置特殊，偏處大陸邊陲，自明清以降

即為海疆重鎮。1949年「古寧頭大戰」一役形成海峽兩

岸對峙的局勢，金門也因此進入數十年來「戰地」的狀

況，兩岸長期處於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態勢，尤1958

年八二三炮戰震驚全世界，將金門推向國際舞台，其間

也斷斷續續出現許多的零星軍事衝突。

金門保存了完整的戰地文化、閩南文化以及僑鄉文

化等同一地域多重文化的疊合，尤其隨著時代的變遷，

金門成為海峽兩岸三地保留閩南文化僅存的「基因庫」，

更是研究閩南文化最重要的聖地！因此，金門國家公園

是國內第一座以人文、戰役史蹟為主軸，兼具自然生態

保育目標的國家公園。

保存完整的閩式傳統建築與洋樓
傳統閩式建築與洋樓建築是金門國家公園重要文化

資產，金門國家公園區內7處傳統聚

落社區，保留相當完整的傳統建築與洋樓建築，包括瓊

林（昔日科舉取士年代文風鼎盛的聚落）、山后（有整體

規劃、一體成形的計畫型僑鄉聚落）、水頭（呈現不同時

期古厝及形成獨特地域風格的聚落）、珠山（和諧的與周

遭自然環境融為一體的聚落）、歐厝（古意樸實及因地、

因材制宜的經濟美學聚落）、南北山（歷經戰火及永遠是

系出金門李氏族人原鄉的聚落）。

基於保存傳統古厝與洋樓，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經

多年的努力，取得古厝所有人同意，採地上權設定方式

修復古厝，並賦予再生活化利用的生機，古厝民宿乃應

運而生，以委託經營方式辦理，目前在金門國家公園區

內7處傳統聚落中已有近25家古厝民宿，是近來遊金門住

宿的第一選擇。

再生利用的戰役史蹟與文物
金門在歷經眾多戰火洗禮及50餘年的兩岸軍事對

峙，創建許多頗具意義的軍事設施與地景，毋忘在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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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莒光樓等大眾熟悉地景及許許多多的

碉堡、坑道、營區等，構成所謂的「戰地

金門」及「地下化金門」景觀。金門國家

公園管理處基於保存維護戰役紀念史蹟之

宗旨，陸續開放及展示等，提供遊客另一

種戰役戰場的參訪體驗。

推廣國家公園
保育解說教育工作

推廣民眾環境保育教育是國家公園重

要的目標。金門國家公園更是從小學生開

始進行紮根的工作，每年針對全縣國小學

生辦理「小學生認識國家公園活動」，從

學校中向學生推廣國家公園理念。

培訓地區導遊從業人員解說訓練活

動，是針對地區導遊從業人員進行自然生

態、人文歷史、傳統建築、戰役史蹟等各

個領域專業解說訓練，藉以提昇地區導遊

從業人員解說素質並將金門向外推銷，與

國際接軌。

每年辦理「與國家公園有約」系列活

動，「古厝之旅」、「各季賞鳥活動」、

「五虎山植物之旅」、「保育系列專題演講」

等各項國家公園自然環境保育解說教育相

關活動，充實民眾休憩生活並提倡自然環

境保育工作。

未來展望
金門國家公園已走過了第一個十年，

從艱困草創、茁壯成長，金門國家公園堂

堂邁入了第二個十年，將邁向更成熟圓

滿。隨著兩岸局勢的轉變，金門位處這獨

特的中間地帶，如何因勢利導將轉機變為

新契機、走向世界舞台，將是未來深思的

重要議題！

金門保有豐富及獨特的閩南文化、僑

鄉文化及人文史蹟⋯⋯是無上的瑰寶！減

少無謂的人為開發破壞，保有金門樸素自

然的原始風貌才是未來金門引人入勝的無

限資源；再者，針對軍事色彩的消褪及

部隊的精實政策，軍方陸續的釋出空

置營區及汰除武器裝備，完善地規劃

再利用，將是金門另一項獨特

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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