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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闊別十二年，2005年盛夏二度拜訪已被公認

因經濟雄厚而名列金磚四國之一的俄羅斯，由於

此行不須肩負採訪任務，玩得輕鬆自在，但比較

二趟行程，固然俄國也已脫離共產制度十多年，

致社會氣氛不再嚴峻，人民生活看似好多了，但

景觀卻沒有什麼改變，只是為什麼能夠吸引大

批觀光客前往旅遊？一路上成為我的觀察重點，

卻發現，他們似乎不刻意做什麼觀光行銷，和台

灣大不同的是，不論在美術館、宮殿、廟宇、古

蹟，都沒有台灣常見的旗幟飄揚或醒目的標示，

刻意的採用嘉年華式的手法加深印象，深怕大家

沒有注意到這裡有什麼？在旅遊旺季也看不到有

所謂的觀光季、文藝季活動，只在當地的報紙看

國際的省思：找回文化資產的無形價值

台灣的沈醉：熱熱鬧鬧行銷以凸顯價值

　　適逢成大教授傅朝卿於2005年十月十八日

在中國時報藝文版發表了一篇文章「文化資產不

是殭尸，貴在無形的價值」，談的是同月十七日

起在中國大陸西安舉辦的「國際文化紀念物暨歷

史場所委員會」四十週年大會上，全球文化資產

領導者出席討論的一個重點「重新定義文化遺產

的意義和價值」，他們的共識是應把無形的文化

到大大一篇密密麻麻各劇場、博物館的展演表。 

　　當下，藝術文化資產豐富的國家常配合行

銷手法爭取觀光旅遊收入，行銷之首在確立顧

客認同的價值，俄羅斯曾經是個極權統治的國

家，共產始祖列寧甚至有名言「新聞就是事實的

煽動」，可見得對俄國來說設計煽動的行銷手法

不是難事，但短短幾天的行程，結合前後二次印

象，我沒有看到這方面的煽動，我想，能讓觀光

客蜂擁而至，並不是因刻意製造的行銷事件，而

是這個國家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的很自然的敞

開了悲壯雍容的歷史人文和古蹟，滿足了觀光客

探究這個民族的好奇心。

遺產納入有形的文化資產一併受到保護。對照目

前以文化資產吸引觀光客的各國作為，雖不盡相

同，但能激發大量遊客的觀光勝地，部份因素應

該就是受到無形資產的吸引，包括俄羅斯在內。

　　話題稍微轉回台灣，最近幾年正全力投入

文化藝術觀光行銷，我卻深感熱鬧有餘，紮根不

足，參考傅教授的文章，只耽心無形資產的價值

在日益誇張的行銷手法中被忽略？回想二十多

年前，政府才開始宣示推廣文化，靠的是媒體宣

傳，然當時媒體仍以政治和社會新聞為重，並不

重視藝文活動的報導，直到民國七十七年解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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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李小芬

●東正教喜用金飾裝置，構成金碧輝煌的宗教藝術。

●俄羅斯的街頭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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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社會言論開放，報紙張數增加，廣電媒體加入競爭，隨後經濟日漸繁榮，藝文圈開始競爭資源，台

灣的藝文新聞才熱鬧了起來，但時隔不過十年，置入性行銷這種新聞和業務結合的報導方式開始盛行，

於是，台灣到處都有、時時都有的各種文化藝術季活動，都懂得結合媒體極盡報導之能事，只是活動過

後民眾評價如何？文化觀光產業發展了嗎？是創造了內需市場？或創造出國際市場？或只是曇花一現？

建設被充份利用了嗎？文化素養提昇了嗎？有關這些，社會大眾或許想知道答案，但由於媒體大多接受

了置入行銷的業務，失去傳達真相的角色？

　　其實很多人都有經驗，趁興參加後，只能說是看了一場熱鬧吧！因人文、藝術之名設計的什麼

「季」、「祭」的活動，「價值」成了配角，主角反變成歌舞表演、鐳射燈光、焰火表演，千篇一律的。

俄羅斯風情充滿東方味

　　到俄羅斯路途遙遠，而且該國的安全風險性還是有的，所以，台灣的觀光客並不算多，不過，歐美

和韓國日本的觀光客還真的是多得不得了，大陸客也逐年增加；俄羅斯跟亞洲大有關係，國土占亞洲

三分之一範圍，鄰蒙古、中亞、西域，也占歐洲二分之一土地，連接北歐和東歐，九世紀時由俄羅斯民

族在莫斯科一帶建國，十三世紀時，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入侵到基輔，建立欽察汗國，能持續統治二百

年，是因為容許東正教信仰，不干預各公國內政。

　　由於和東方的淵源，該國主要宗教東正教堂

內喜用金飾裝飾，有朝拜者奉上香油錢的儀式，

也有取祈福泉水飲用的習慣，在十七世紀彼得大

帝強行歐化之前，女性也都是憑父母之命結婚

的，彼得大帝歐化奏效，俄國成為歐洲國家。

冬宮人潮如織 賣相是內容

　　台灣的藝術界對俄國最注意的當然是在聖

彼得堡號稱全世界四大美術館之一的冬宮，冬

宮的收藏，從古埃及、古中亞、古中國的器皿，

到古典、浪漫、寫實、印象、結構主義、抽象、

野獸畫派的繪畫作品都有，總共有二百八十萬

件藝術品，走完冬宮的一千零五十七間房間的展

示動線，等於走了二十四公里，每件收藏品看一

分鐘，每天看八小時，就得花十五年時間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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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更的14歲妻子《帶水果的女孩》

●俄羅斯文化資產保護區內常駐的藝人

●本團的行程中包括創作俄羅斯娃娃，

　大夥玩的很開心，但因頗為費時據說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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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最有趣的是，據說至今只展示部份可以拿上

檯面的，也就是俄國在攻城掠地侵入他國所獲的

藝術品，如果不方便拿出來展示的，迄今寧願深

鎖在收藏庫中。

　　如果說俄羅斯不刻意作行銷，冬宮的規劃就

變得很有意思了，大批觀光客進入之後，幾乎都

是靠導覽介紹，這個大博物館，進口不見醒目的

洐生性商品販售區，也不見隨手可索取的導覽資

料，據說有電腦可讓遊客按圖索驥，不過，旺季

時遊客流量太大，裡面擠得空氣品質不佳，遊客

根本無從去找電腦，排了好久的隊進入後，導遊

只介紹幾個景點就大半天了，看完後，就是沒辦

法把冬宮的展示規劃有系統的存入腦海裡，得靠

自己在街上購買的書籍才稍做了解，好笑的是，

我們這團進入時，據說賣門票的館員外出用餐，

看完後，還沒有回來，於是也不知門票付了沒

有？由於多靠導遊對各國旅客導覽，冬宮會對導

遊每半年集訓一次。 

　　高美館曾經在十年前辦過印象畫派的展覽，

到了冬宮，果然名不虛傳，印象派畫作比法國奧

塞美術館還多，也特別吸引我，莫內、雷諾瓦、

塞尚、高更、梵谷的風采再度映入眼簾，其中包

括梵谷死前三年所繪的「紫丁香灌木」，以及高

更的年僅十四歲的大溪地的妻子的畫像，馬蒂斯

的著名作品「紅色的房間」，和畢卡索幾何圖形

的「農婦」等作品，均置於展示的重要地位，此

外，一幅1636年林布蘭特的作品「達那厄」，曾

經被一位遊客視為價格最貴的館藏，故意潑硫酸

企圖毀損，事後冬宮花了二十五年時間搶救，也

不過修復百分之七十，倒是令人對修復精神的毅

力印象深刻。 

　　參觀人潮絕不會錯過這些藝術精品，甚至是

衝著專程前往，如此說來，即使不刻意行銷吧，

擁有這些精品也就夠了，台灣的美術館要是能集

中全力收藏一些名家作品，不也能什麼都不做照

樣吸引觀光客。

聖彼得堡文化能量驚人

　　聖彼得堡古處處可見彼得大帝的歐化成果，

造就強盛的國力和文化能量，目前五百萬人口就

擁有一百二十多個博物館、四十個劇場、五十多

所大學。而在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之間，也造就

了歷史上一段時期最多的女皇帝，相繼有凱瑟琳

一世、安娜女皇、伊麗沙白女皇、凱瑟琳大帝，

這些女皇帝是相當有魄力的，生平故事亦極為動

人，其中德國嫁來的女子凱瑟琳二世，據說是不

滿皇帝老公的無能治國，暗中把老公作掉了而登

基，是她承襲彼得大帝的志向完成國土擴充的豐

功偉業，後人稱她為為大帝，當之無愧，不知是

否因此，與其臨近的北歐國家近代頻頻出現女總

統。

莫斯科地鐵是歷史與藝術的結合

　　旅遊回台後，泰勞暴動餘波盪漾，牽動高雄

捷運工程成為台灣的焦點，捷運的公共藝術裝

置也被拿出來討論，不管後續如何，莫斯科的地

鐵藝術裝置獨領風騷，被譽為地下宮殿，很可以

被高雄捷運工程參考，該地鐵一九三五年啟用迄

今七十年，已完成十一條線一百八十個車站，每

個車站都有自己的風格，以繪畫、彩繪玻璃、雕

塑、馬賽克鑲嵌畫等不同的藝術方式裝置，表現

俄國立國以來的故事，且因為是史達林政權下完

成的，除了有皇室的建築風格之外，幾乎都是共

產制度的圖騰，有獨裁者的肖像，和農人工人運

動的寫照，建材則是採用二十多種俄國各地所出

產的大理石和礦石，從地面上向下進入車站的電

扶梯，長度都有數百公尺之深，據說是史達林下

令要具有能在戰時防核的功能，才有如此深度，

如今夏季運輸量能達八百萬人，冬季可達九百

萬人，只要十五盧布（一元美金相當二十八盧布

上下）可以逛遍所有車站，成為觀光客的熱門景

點。

　　莫斯科的地鐵由獨裁決定如何建設，並不

宣示公共藝術的概念，卻因充分反映該國的歷史

風情而受世人喜愛，到了今天，似乎也不必為觀

光客刻意做什麼，站在那兒，聽到不時有一列列

車進站時的轟隆隆聲，和觀光客發出的讚嘆聲，

看到進出的旅客訓練有素的抓緊時間上下車，來

自台灣的我，以台灣經驗請教地陪妮娜「你們現

在已經是民主國家了，不會想到把地鐵裡的帝王

的或共產的圖騰改掉嗎？」，年輕的妮娜回答我

「為什麼要改，歷史就是歷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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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宮內的參觀人潮

●林布蘭特的「達那厄」曾被嚴重毀損，是參觀群眾的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