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資產局參訪比利時借鏡文化古蹟保存修護 
 

駐歐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處文化組 
 

鑑於古蹟與歷史性建築等文化資產保存在全球極端氣候變遷下

日益突顯之重要性，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特於今年 10 月 3~10 日訪問比

利時，以實地了解比利時在文化資產預防性維護之發展，俾交流借鏡

相關經驗。駐歐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處除協助相關行程安排，並由文化

組徐會文組長陪同負責考察之施國隆副局長與陳柏欽科長訪問荷語

魯汶大學，以實地了解有關古蹟保修之知識與技術。其他參訪單位尚

包括法蘭德斯古蹟監控組織（Monumentenwacht Vlaanderen vzw）、

雷蒙勒梅國際保存研究中心（Raymond Lemaire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Conservation, RLICC）、比利時文化遺產皇家學會（Roy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國際現代建築保護協會

（DOCOMOMO）比利時分會等。 

10 月 5 日訪問魯汶大學 Raymond Lemaire 國際保存研究中心

（RLICC），除會晤中心主任 Koen Van Balen 外，亦期瞭解 RLICC 與

魯汶大學的夥伴合作關係；學校與研究中心在人才培育、課程訓練與

實習制度的運作；中心與其他國家進行文化資產的預防性保存與環境

監測技術研究的推廣，及其擔任 OECD 與聯合國世界文化遺產鑑定單

位，所負責之如絲路等重大文化遺產鑑定工作。透過與魯汶大學土木

工程系合作，中心除研發古蹟保修尖端技術，更提供學子豐富實習機

會。 Koen Van Balen 主任以該校有來自臺灣研究生表現優異，亦期

拓展與台灣大學院校之學術交流，施副局長更表達未來邀請其再行訪

問台灣，就台灣之十八項文化遺產之保存與鑑定，提供諮詢與協助。 

其他如參訪文化遺產皇家學會，瞭解該會與台灣工作重心之差

異，並得直接觀摩該機構在文化資產保存及修復的技術；而造訪

DOCOMOMO 比利時分會，瞭解該組織致力保存重大文化意義的現代建

築與檔案管理模式，該會主席更建議我儘速以台灣名義加入

DOCOMOMO，並設立台灣分會，以便參加 2014 年的會員大會。 

此行考察比利時古蹟保存維護獲益良多，除增進對具文化意義之

歷史及現代建築文物保修之理解，透過參訪國際組織之交流互動，更



 

有助拓展台灣於國際社會組織之參與機會，可謂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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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 RLICC 國際保存研究中心合影 

（左一文化組徐會文組長、左二文化局施國隆副局長、左三魯汶大學 RLICC 中心主任 Koen Van Bal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