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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綠島因時代環境的轉化，反映在現今歷史場域的軌跡中，具有獨特意義，如何透過歷史事件、遺址之保存，以及舊有情境

空間形式與場所精神上轉譯的過程，重新植入對既有場所失去的靈魂，是臺灣人權歷史發展不可或缺的潛力點。本研究嘗

試以文化資產保存的立場，透過在地歷史空間的特殊性，結合再利用的價值觀點，並藉由文化觀光的經營理念，探討整體

歷史空間發展過程中，其保存、活化再利用之操作原則與策略。在研究方法上，採取質化研究進行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

，以作為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未來發展的利基，並建構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紀念性、歷史性空間再利用的永續發展。

關鍵詞 : 文化資產、再利用、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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