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化遷汍的休仔与活化，小仅走对过云的缅怀，更走对禾果的投资。遊过又化寻览能将蓬 

筑的物质价值转化为精神价值，让它成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基石。 

对于文化建筑在文化导览中的角色， U C S I大学建筑与环境建筑系助理教授兼文 

化 建 筑 工 作 者 张 集 强 认 为 ， 透 过 对 建 筑 空 间 的 解 读 ， 不 仅 能 传 递 历 史 文 化 故 

事，更能激发参观者的情感共鸣，凝聚社区意识，促进社会和谐与可持续 

发展 £ 

•文化导览将建筑的物质价 

值转化为精神价值，成为社 

会凝聚力的重要基石。 

•张集强：要让人去理解建筑设计背后 

所蕴含的精神方面含义，所以文化导览 

就很重要。 

时是林连玉基金文化资产保存委员 
'4会委员的张集强对建筑的理解不仅 
限于功能，更强调其文化与精神意涵。 

他指出，建筑不仅是容纳人和物的空 
间盒子，更承载了历史、艺术与文化的 
精神功能。 

“它除了最基本的功能之外，有精神 
的一些相对追求，比如说要怎样去向参 
观的人传达背后历史文化故事。我们就 
要让人去理解这个设计背后所蕴含的 
精神方面含义，所以文化导览就很重 
要o “ 

-筑物除了提供居住或使用的功能， 

还以其独特的装饰、结构和氛围，将文 

化与历史，以更直观、更深刻的方式传 

递给人们。 

展現建築精神 

张集强强调，例如中国传统建筑中的 
彩绘、斗拱与雕饰，或教堂中的神圣空 
间感，这些设计细节不仅是装饰，更是 
建筑精神的展现。 

文化导览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当 
参观者了解建筑背后的故事，并从中感 
受到文化的共鸣时，建筑便不再仅是冷 
冰冰的硬体，而成为一种艺术，与音 
乐、绘画等形式无异。 

张集强举例说：“有时候听一首歌或 
是欣赏一首诗，不需要太过直白，可 
是那个感受力是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共 
鸣，或者是叫做文化共鸣。在同样的文 
化圈里面的人自然而然的可以触动到。 
跟自己文化感受相似的话，不需要怎么 
讲，不需要去解释都可以感受得到，这 
种是共鸣。 

他进一步解释，建筑的文化共鸣能超 
越语言与文字。例如走进庙宇或教堂 
时，参观者不需要人解释，也能感受到 
空间的神圣氛围。这种氛围来自建筑设 
计的元素融合，例如空间尺度、光线运 
用及建材选择。 

张 
集强指出，大马在城 
市快速发展的过程 

中，往往以经济与硬件建设 
为核心。然而，随著城市发 
展趋于成熟，更需将文化与 
社区凝聚力纳入发展指标。 
而好的城市发展不仅取决于 
设施的更新，更在于居民的 
生活感受与文化归属。 

“所谓的生活水平的提 
升，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的 
文化感很强烈，自然而然会 
形成强烈的群体意识，对社 

城市發展越發成熟 
更需納入文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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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才会有凝聚力，社区的生 
活也比较稳定跟和谐。 

他称可能由于大马是发展 
中国家，一直不断在城市里 
期待看到硬体建设方面的发 
展。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需 
要由建设业、建筑来带动整 
个经济的发展。 

“因为建筑业的下游工业 
很多，需要这个东西来带 
动。当很多国家到了一个阶 
段，人口或者都市发展到了 
饱和点时，就会开始非常注 
重文化。其实是很悲哀的， 
只有在风衣足食之后才会想 
到文化这件事。” 

•当参观者了解建筑背后的故事，并从中感受到文化的共鸣时， 

建筑便不再仅是冷冰冰的硬体，而成为一种艺术，与音乐、绘画 

等形式无异。 

老人家咖啡文化 

起 床 閱 報 

随著城市发展趋于成熟，更需将文化与社区凝聚力纳人发展指标。 

A-化导览在保存与活化建筑文化中发挥了关 
1键作用，张集强表示，文化导览不仅是 
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体验，因参观者透过导 
览能够更直观的理解建筑背后的历史与文化意 
涵，进而与这些故事产生情感共鸣。 

他指出，当人们提及文化建筑就会觉得它应 

然
时
文
 
’
 

。
著
多
 
为
 

化

随

许

行
 

文

会

现

的
 

为
它
出
 
同
 

称

因

市

共
 

才

，

城

的
 

西

态

指

人
 

东

动

非

群

。
 

的

是

并

一

观
 

旧
实
化
。
是
值
 

姥
a
文
物
i
价
 

够

化

事

化

的
 

是
文
，
旧
文
人
 

或
，
变
老
，
个
 

，
此
改
的
之
非
 

迹
如
的
强
言
而
 

古
非
断
很
而
体
 

是
并
不
感
简
群
 

该

而

间

化

为
 

“举个例子，我们说咖啡店文 
化，在本地很多老人家早 

上起床运动了之后会去咖啡店那 
边吹吹水看报纸，这也是一个文 
化。这个会成为文化的原因是因 
为几乎全马每一个市镇你都看到 
这个事情出现，所以它是一个群 
体、多量的，它数量是够多的， 
形成了一种现象，所以这个叫做 
一种文化。” 

张集强呼吁在城市发展规划 

中，从初期便将文化保存与活化 
纳入考量。文化导览不仅能让人 
看见建筑的价值，还能让更多人 
参与到文化保存的行动中，让这 
些历史与精神意义得以流传。 

换言之，文化建筑，不只是凝 
固的历史，而是连结过去与未来 
的桥梁。在马来西亚这片多元文 
化的土地上，毎一座建筑都诉说 
著独特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正 
是人们共同的文化资产。 

可能我们也不熟悉西方 
的文化，可是去欧洲旅 

行的时候，你一踏进去那些大 
教堂，感受到的是非常宏伟， 
然后也对以前的人为了宗教的 
目的创造出这种非常巨大尺 
度，感到非常的敬佩，甚至是 
感动。” 

这种感受力，是文化导览的 
核心。导览不仅要传递事实， 
更要让人们在感知层面产生共 
鸣。 

“建筑其实是艺术，与其他p 
类的艺术，比如音乐、舞蹈、 
绘画等等，其实是有同质性的Ug 
功能，看的人有感觉，就是有• “ " ‘

J 

感觉。” 

谈及建筑的保存与活化，张集强认为，具有 
历史感的建筑是几代人的记忆载体，具有不可 
替代的文化价值。 

百年历史的建筑连结著袓辈与后代，是社区 
集体记忆的重要证明。“有历史的、有一定时 
代感或是有一定的时间长度的建筑物，认识到 
这个建筑物的人必然比较多。例如在一个地方 
100年，我的曾袓父、爷爷父亲跟我，甚至我 
的孩子，都跟这个建筑物曾经有接触过，虽然 
只是一个硬体、建筑物，可是它同时也是我们 
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頻被翻新或更替 

家 鄉 認 同 感 變 模 糊 

较之下，如果建筑经常翻新或更替，那 
1曰么几代人对家乡的认同感将变得模糊。 
“如果这个建筑物只是存在了一个15年在我的 
曾袓父的时代，然后又改头换面变成另外一个 
样子。在到我父亲的时候又换成另外一个样 
子，那么我们几代人虽然有血缘关系，可是我 
们对这个家乡的观念是没有连续性的、是模糊 
的。” 

k集强指出，建筑文化保存的目标并非由于 
相关建筑好看与否，只要把它保留下去，在居 
住的环境或城市里可找到几代人，甚至是跨族 
群的人共同认识这个城市的精神和证明。 

即是说，该座建筑物的功能就超越了纯粹作 
为盒子的容器，而它的精神意义就超越它的功 
能。 

张集强强调，保存古迹的目的不仅在于维护 
建筑的美观或功能，更在于巩固地方文化的延 
续性。由于这些建筑是城市精神的象征，是跨 
族群与世代共享的集体记忆。因此它们的保 
存，让人们对居住地的认同更加稳固，进而增 
强社区感。 

重 新 定 義 “ 發 展 ” 

提升生活水平 
r^对城市发展与文化保存的冲突，张集强提 
W出对“发展”的重新定义，发展不应只是 
新建设取代旧建筑，而应注重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升，并强化社区文化。 

“如果我们认为发展就是一直不断出现新元 
素取代旧元素，那这个地区的文化一直不断的 
洗牌，重新找到新的定位，那个文化或是社区 
感觉不会很强烈，因为共同认识的元素一直不 
断被更替。 

就张集强而言，发展不能单纯只是以硬体的 
更新或是经济发展作为定义，而是城市里的人 
的文化、生活水平有否获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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