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 113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 

主題 桃園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資產保存運動 

時間 
113 年 11 月 11 日 ( 一 ) 

17:30~19:30 
地點 真知教學大樓 815 室 

主辦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藍博瀚講員熱衷於挖掘並傳承地方歷史文化，透過深入的歷史學習了解城市的發展歷

程。他致力於推動桃園的文化保存運動，並創立了「陽明一街實驗工坊」，以推動地方文史

建構為目標，例如「桃園尋寶大作戰-數位新視紀」這類活動，協助民眾發現城市中被忽視

的文化資產。 

    在演講中也描述了桃園的歷史變遷，包括從清代開始的漢人移民，以及日治時期的基

礎設施建設如道路及鐵路，塑造了現今桃園的城市格局。這種變遷帶來了方格狀的路網規

劃，影響了桃園區舊城區的空間形態。景福宮與大廟口是桃園文化的代表象徵之一，講員

也提及了它們由過去的二層樓店街發展到三層樓的過程，並指出了現今對這些歷史建築的

保護重要性，透過國家政策的保護得以保留這些歷史記憶。 

    藍博瀚講員對於桃園文史保護抱持著堅定的熱情，他分享了許多地方文化資產的成功

與挑戰。例如，他指出桃園忠烈祠暨桃園神社是現今台灣保存最完整的神社之一，並強調

地方文化推廣的重要性。他也期望更多人了解這些文化資產，並透過這份使命，推動成立

了多達 17 個歷史標的，以保護桃園的文化記憶。 

    此外，他還分享了中壢車站的發展歷史，該車站即將邁入第六代，見證了鐵路遺跡的

變遷，並在其發展過程中發現了史前遺址。另外，他提及了一些代表性的案例，如桃園文

學館的改建工程將木造宿舍變成鋼筋水泥結構，從而改變了原始意象；而其他例子包括與

大廟口派出所及泰益街屋群，這些建築承載了豐富的歷史記憶，如米商、雜貨商的歷史，

還有桃園的第一間百貨信東商店。 

    最後，透過這些保存與傳承努力，藍講員希望帶領更多人重新認識桃園，並增進大家

對地方歷史的理解與尊重。 

活動現況剪影 



  

▲講員認真講解 ▲活動現場 

  

▲講員近照 ▲同學專心聽講 

 

  



中原大學 113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 

主題 給桃園的情書:一個地方書寫的實踐 

時間 
113 年 11 月 25 日 ( 一 ) 

17:30~19:30 
地點 真知教學大樓 815 室 

主辦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吳志揚講員深入解析了桃園航空城的過去計畫，展現出推動地方發展的熱忱。他強調，

亞太營運中心的構想將為台灣經濟發展帶來新契機，尤其是試圖透過六大中心打造國際航

空轉運樞紐的目標。然而，共識的建立與政策推行中存在不少挑戰，也影響了計畫的推進

與進程，最終未能實現。 

  桃園航空城的核心概念超越了一般機場城市的規劃範疇。講員指出，航空城

（Aerotropolis）不僅是一座機場城市，更是一個融合機場、捷運系統、加工出口區及都會

區的綜合體。藉鑑德州達拉斯沃思堡國際機場等成功案例，桃園的目標是成為亞洲的門戶，

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改善生活品質並強化交通便利性。然而，計畫的落實受到中央政府

決心不足等挑戰，也未能實現。 

  吳講員進一步說明，航空城計畫不僅是一個經濟工程，更是生活與環境的綜合提升。

他以「眼光遠一點，膽子大一點，速度快一點」來描述未來的發展方向，強調必須突破現有

框架，以全球視角與創新行動推進計畫。 

  透過這次演講，我們不僅看見航空城計畫的偉大藍圖，也了解到桃園如何在過去與未

來的交匯點上，努力邁向國際化的目標。這不僅是桃園的夢想，也是台灣邁向國際的關鍵。 

活動現況剪影 

  

▲講員近照 ▲同學認真聽講 



  

▲實作環節 ▲活動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