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同學  回饋建議 

 書審老師A 
 充分使⽤相關文獻資源，可以看出學⽣對於園明園議題的熱 
 愛。然若能以閱讀文獻作為引起動機(因圓明園議題離我們⽣ 
 活較遠)，並結合⽣活四周古蹟保存議題，會更凸顯研究價值 

 書審老師B  可以補上困難及解決問題 

 書審老師C  關於⾃⼰對圓明園的修復或重建的觀點，可惜敘述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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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探究實作課程成果



      近幾年，全球對於古物的保存與探討，興起了⼀股⾵潮。恰好歷史探究這⾨課程，
⽼師說要尋找創 新、有意義、有爭議的課題來研究，幾經討論與思考，我們這組訂下了
圓明園這個主題，想把它好好重新認識。

      圓明園重建爭議與價值，有⼀⽅認為應重建以重現⽂化遺產，另⼀⽅則主張保留歷
史傷痕，不願使傷痕被扒開。重建反映了社會價值觀、⽂化保育和發展之間的衝突，突
顯國家記憶與發展之間的平衡；保留歷史傷痕，留予後世警惕，作為⾎淋淋歷史⾒證。
這兩者，都有道理。

      圓明園的重建，除了是⽂化修復，更牽涉著歷史、社會價值，它的重建與否，吾輩
認為應該要重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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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後的能⼒變化



       國中時歷史課提到了英法聯軍，老師就補充了中國戰敗後的影響，當然
也包含了｢火燒圓明園｣ 這個橋段，對於這座建築與背後文物留下了深刻印
象。

       高二之後，課堂上需要做一份歷史探究報告，老師要求報告主題必須是
創新，不能是老調重彈的舊題，於是我們小組翻查了需多資料，發現古蹟修
復的題目很有討論的空間，於是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它了。我覺得圓明園的歷
史不能被遺忘，也更值得我們去討論。

     不僅僅是因為圓明園代表清朝盛世的典型建築，它的園林規模宏大、形制
完整，也證明了中國在十五世紀以來皇家園林造景登峰造極，它的過去與未
來，都值得我們去探究與省思。



—學習地圖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這是我整篇報告的思考脈絡，
先和同組成員研究，思考主軸
也多次找了⽼師討論，大致訂
出了幾個層⾯。



分工分工分工

采霏：製作爭議主題簡報、製作講義、上台報告

芯卉：製作戰爭主題簡報、製作講義、上台報告、動機與簡介

宇婕：製作起源主題簡報、製作講義、上台報告、分配製作內容



———圓明園的起源圓明園的起源圓明園的起源

        圓明園是中國歷史上一處著名的皇家園林，位於北京市西
北郊，曾是清朝皇家園林中最宏偉壯麗的一座。 
其起源可追溯到清朝康熙帝時期。

        康熙帝於17世紀末在位時，為了逃避政治壓力和疾病，
經常前往頤和園等地休息。 因覺得頤和園不夠寬敞，決定於
頤和園的東南方建立更大的園林(暢春園)
        於是，康熙帝下令建造圓明園，並將其命名為「圓明」。 

        圓明園的建設歷時數十年，經過康熙帝、雍正帝和乾隆帝
三代皇帝的努力，園林逐漸完善，並成為了清朝時期最為壯麗
的皇家園林之一。

圓明園代表文物

《圆明园史话》
作者：吳伯娅

探究報告內容



———始建年爭議始建年爭議始建年爭議

       我在尋找資料的同時，發現幾個⽐較大的問題 : 主要涉
及到不同歷史⽂獻，對於建造年代的記載不⼀致，以及歷史
資料的缺失等問題。 
       
史料爭議 :  
        一般來說，大多數史料和歷史學者傾向於將圓明園的建造時間
定在清朝康熙年間，也就是16世紀初。各文獻中並沒有提供明確的
日期。 有些資料將圓明園的始建年定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而另一些資料則將其推遲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

例：《 鴻雪因緣圖記 》作者：麟慶
將始建年定在康熙48年

如何處理史料爭議 :  
       我覺得可以透過多方比較、專家評估等方法來處理，讓我們對歷
史真相更為客觀和全面的認識。

        同時，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不斷探索新的證據和觀點，證明以
解決存在的各種爭議。



———清朝與英法聯軍、八國聯軍清朝與英法聯軍、八國聯軍清朝與英法聯軍、八國聯軍

鴉片戰爭 一、二次比較筆記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1856-1860）英國和法國聯軍侵入北

京，並於1860年10月攻陷了圓明園。 隨後，他們在園內進行了大規

模的破壞，將園內的建築、文物以及園林景觀付之一炬。這事件至今

仍引發中國人民的憤怒與不滿，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痛點之一。

探究報告頁面

       關於八國聯軍第二次入侵時對圓明園的具體破
壞情況，有關史料記載不一。

       有一些史料記載稱，八國聯軍在進入北京後再
度焚毀了圓明園，並將園內的寶貴文物掠奪一空。

1860年代前後
圓明園廢墟



———火燒圓明園火燒圓明園火燒圓明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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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火燒發生在1860年10月6日至18日。英法
聯軍對園內的建築、宮殿、文物及園林景觀進行了大規
模的破壞和洗劫。 最後將建築物燒毀，造成了不可估
量的損失。

       但卻因園內面積太大，尚有倖存建築。

探究報告頁面
       第二次則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義和團成員
對外國人和基督徒發動了攻擊，引發了系列的衝突和戰
鬥。 作為回應，八國聯軍進攻北京，並對城市進行了
破壞。 圓明園在這場戰鬥中再次遭到了焚毀和洗劫，
大量珍貴文物被搶劫或破壞。

上：第二次鴉片戰爭;下：八國聯軍



圓明園海晏堂的銅版畫
框內為獸首所在位置

十二獸首現況統整筆記

       十二獸首分別代表十二生肖中的動物。 
       
       這些銅像是圓明園園林景觀的一部分，位
於園中的「海晏堂」前的「百年石橋」兩側。

———探究外學習探究外學習探究外學習

       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遭到英法洗劫，現
今經過多次拍賣交易等，導致文物散落各地。

由成龍主演的電影《十二生肖》於2012年上映

       電影中主角被委託尋找十二尊生肖獸首雕像，在戰爭中獸
首被搶劫，並分散於世界各地，而展開了一場冒險之旅，穿越
多個國家，與各種敵人和挑戰鬥爭，以保護、奪回這些珍貴的
文物。

與獸首相關電影

我們去查十二獸首的資料
時，也看到一部相關的電
影。看完之後，對於國寶爭
議與理解也更上層樓，雖然
這部電影不完全忠於史實，
但是引起我們對古文明的重
視，還是有一定效果。



吉祥缸

        圓明園的吉祥缸是清朝時期的宮廷工藝品之一。 吉祥缸由
乾隆皇帝親自題字，上書「吉祥」二字，代表了對皇室的祝福和
吉祥如意的美好願望。

       隨著圓明園在歷史上的兩次火燒，包括吉祥缸在內的許多宮
廷珍寶都遭到了嚴重破壞或失蹤。

—探究外的學習—探究外的學習—探究外的學習

因缸太重而無法搬走，又缸面鎏金而成，
於是掠奪時強盜們則用小刀將表面的金刮下來
因缸太重而無法搬走，又缸面鎏金而成，
於是掠奪時強盜們則用小刀將表面的金刮下來

        圓明園內還有許多宮殿建築群，
例如頤和園、清晏堂等，這些建築都
具有濃厚的歷史和文化氛圍。
       
       頤和園是園中最著名的建築群之一，
也是清代中國皇家園林的代表之一。有寬
廣的湖泊、精緻的園林，景觀更是皇家遊
樂、休息的勝地。

圓明園宮廷建築         

       我查了很多文物修復師的報告，發現光是研
究圓明園的琉璃瓦細節藝術，都是非常講究呢!     
      
      老照片上面的琉璃瓦都是可以對號入座貼進
去的。圓明園並不純粹是歐洲巴洛克式風格，當
時郎世寧那些傳教士，儘可能讓中國接受巴洛克
風格，於是就把中國特色的東西加進去，比如裝
飾物中的牡丹花、垂簾柱，真的是一種中西合璧
了!

我們如何理解這些建築的特色? 



       主要分為三個方向：修復、重建、廢墟
       隨著時間的推移，圓明園的遺址成為了文物保護和修復的焦點。 

       人們呼籲保護和重建圓明園，相對會花較多的時間精力，以恢復
其曾經的輝相對會呼叫多的時間精力，；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應將
其保留為歷史遺跡，不應該去便他現在的樣貌，也作為對戰爭悲劇的
銘記。

       也許每個被破壞的建築各有不同的價值，其他建築是否重建的理
由也不完全相同。

———重建圓明園的價值重建圓明園的價值重建圓明園的價值

筆記整理

探究報告頁面



在原�建�上�整

⽇��淋的瑕�或者輕�破壞

���上��措���留原貌

在建�⼤�毀壞的�況下

結合考古

�����合�建材

在原址重�建�

我的想法:
      在看⾒這個修復的觀點，我
覺得不管事任何的古蹟都是時代
的標誌，代表那個時期中國建築
的藝術價值、也代表著那段歷
史。

     如將其修復，不僅可以保留
樣貌，更可以使大家勿忘國恥。

我的想法:
       對於重建的看法，我認為
相較於修復，重建必然是更費時
費材，先不說是否找的到當時的
建材，萬⼀重建之後，⼜再度遭
到浩劫，豈不是⼀切都⽩費了？
       
當然重建也有它的好處，使後代
可以看到中國偉大建築的樣貌，
增廣⾒識，彷彿⾝臨其境，也是
不錯的選擇。

修復？ 重建？ 廢��

�留戰爭�的原貌

�初�使⼤家記得戰爭

的可怕��傷

�記�史�勿�國�

我的想法:
       如果將圓明園就這樣保留
在原地，不重建也不修復，⾚裸
裸地展⽰給後代及各地的⼈們
看，雖然可以使圓明園再度破
壞，卻也無法讓⼈們看到美不勝
收的園林景觀。



———官方看法官方看法官方看法

 1949年11月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
立設文化部文物局，主管文物、博物館、圖書館
事業。
       作為中國負責文物保護和管理的主管部門，
對於圓明園遺址的保護也發表一些看法和政策。

相關新聞

國家文物局 重視文物保護：高度重視圓明園遺址的
保護工作，將其列為重點保護對象之
一，加強對其保護工作的組織和管理。

推動國際合作：積極推動國際合作，加
強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交流與合
作，共同推動圓明園文物的保護和研究
工作。

       根據實際情況和社會需求進行選擇，
實現對圓明園遺址的有效保護和利用。

2020年11月5日發布回應全國人大
代表所提出是否重建圓明園的建設建議
「應慎重論證其必要性及可行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6%96%87%E5%8C%96%E9%83%A8


—重建之外的選擇—重建之外的選擇—重建之外的選擇

    除了上頁提出的選擇之外，保護圓明園還

有其他相較現代化、科技化的選擇。

教育與研究： 利用遺址進行教育和研究活動，組織專
題講座、展覽等活動，促進圓明園歷史文化的研究和
傳承。

文物修復與展示： 將遺址內的文物進行修復與保護，
並在適當的場所展示，讓大眾了解並欣賞珍貴文物。

生態修復與保育： 對週邊的生態環境進行修復與保
護，恢復原有的自然景觀，提升園區的生態價值。

探究報告頁面

3D修復圓明園



       圓明園的歷史使很多人震撼，從興建到搶劫再到毀滅，加上放入
了許多珍貴且重要的文物，不管是戰前戰後都有許多國家對著圓明園
虎視眈眈。

       圓明園重建存在著一系列複雜的爭議，包括歷史真實性、文物保
存、文化傳承、旅遊開發等面向。 雖然有些人支持重建圓明園，認為
這是對歷史的一種紀念和傳承，同時也可以促進旅遊觀光業的發展；
但也有一些人持反對意見，主張保留圓明園遺址的原貌，避免對歷史
的人為改造和破壞。

        圓明園的爭議問題還需世世代代來解決，在圓明園重建的決策和
實施過程中，需要慎重考慮各方利益和風險，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
以實現對歷史文化的傳承和保護，同時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但這座
「寶物」帶來的價值不僅僅是文物上的傳承歷史，還有戰爭歷史背後
文物故事。

結論 探究學習單



探究前後能⼒變化⽐對表格



探究前後能⼒變化
    我在這次報告裡學到的事物，不僅僅單只有關於圓明園的歷史，還複習了關於背後火燒

圓明園的戰爭背景、導火線、時間年代、以及後續發展等等的。

     而在研究資料方面，學到了要如何更有效的查找資料，也可以增加自己媒體識讀的能力，分辨資料
是否正確。因為是小組作業，免不了也更精進我與同學合作上的精神，要如何去與同學溝通，這也是在
探究報告中有所成長的。電腦能力也增加了許多，在來來回回的修改報告中，美編、表格製作等等，這
樣看來真是一舉多得。

透過改報告學習編輯軟體。



反思列表



     何謂古蹟意識，指的是人們對歷史遺跡和古代建築的重視和尊
重，以及對歷史文化傳承的認識和關注。

      以前當我看到古蹟，我總是會先不自覺的讚嘆建築的壯觀、建築
園區內的氛圍、周邊美景等等表面上的東西，幾乎不會想到這座建築
背後的歷史或是它經歷了什麼。

      直到我開始製作圓明園的簡報，開始了解圓明園，了解古蹟，我
才發現有些建築其實不只表面上的壯觀，它們的背景更是令人驚艷。
慢慢地看到古蹟，會開始想要知道這些歷史遺跡背後的故事。也逐漸
產生了一些對於古蹟的歷史情感，對於背後的故事產生共情，更會開
始想要保護它們，且利於自己對文化的了解。

個人對古蹟意識的提升：



     台灣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地區，其實我們國內的古蹟一點
也不少於其他國家，但卻面臨著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問題。

     古蹟的保護不足：台灣氣候濕熱，有些古蹟可能會遭受到
氣候影響而導致部分原始狀態受到影響（自然侵蝕等等）也可
能因古蹟週邊或者古蹟內的保護措施不足，導致人為的破壞。

     開發利用：古蹟近年來被開發成旅遊景點或是商業用途的
例子越來越多（例如安平古堡、赤崁樓等等）在這過程中，可
能會忽略對古蹟的保護，導致失去古蹟原有的特色。

     人們的認知度不夠：古蹟位置可能過於偏僻或眾人還沒意
識到它是古蹟，就會受到相對較少的關注及保護。

台灣的古蹟問題：
探究學習單



      對於特別重要的古蹟會積極推進文物重建（例圓明園、頤和園）在進行文
物重建時，「保護」是最重要的基本原則，在重建修復的同時，也應該尊重古
文物最原始的樣貌。

      除了政府主要參與重建外，還會鼓勵民間及社會大眾加入促進保護工作的
全民化和社會化。更會與國際接軌，與國際組織、他國合作，借鑒各種重建修
復技術，提升保護水平。

中國對文物重建的現況：

       具體例子：圓明園獸首—兔首，2009年英國蘇富比拍賣行以拍賣方式出售兔首，
最終中國海外文物歸還基金會成功贖回，送回中國。

        近年來，英國政府和文化機構將中國流失的文物送回，體現國際社會中對於文物
歸還和重視文化修護的重視，也表明英國對於與中國文物合作的誠意和心願。

英國送回古物的背後涵義：



      因人而異，每個人對古蹟的意義都截然不同。

      對一些學生來說，對古蹟的印象莫非就只是課本上的一張圖片、老師的隨
口一說，並不會真正的去欣賞古蹟。

      相反地，有些學生也會將古蹟視為藝術品，開始觀察古蹟內的建築細節、
結構，提升審美觀。也可能意識到古蹟的保護與我們也息息相關，並非只是那
些「大人」的事，開始參與古蹟環境保護行動等等，呼籲社會共同保護充滿故
事的古蹟們。

高中生如何去看古蹟的意義：

       一個高中生該有的古蹟意識應不局限於紙本上的東西，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每個
人都應該走出課本去看看那些飽受摧殘的古蹟們，增加世界觀，加入修護古蹟的行動。



      相信全球各地一定都會有大大小小的歷史遺跡，不論身在何處，不論身分
地位，都可以提出且參與歷史遺跡們的問題（氣候、人為破壞、歸屬問題 . . .）
且在未來這些問題一個個都可以迎刃而解，不管是加強對古蹟的文化宣傳和教
育或是利用科技創新（例如Al、VR等等）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都能創造
更美好的世界，留給以後的人們欣賞。

未來展望：



      剛開始的時候，因為才剛開學，其實大家彼此沒有到很熟，合作上就會有
點小困難，對於彼此熟悉的領域或者是有空的時間，還有因為不熟而不敢開口
提出問題及想法，對報告來說都是一大難題。當製作的報告越來越完整時，我
與組員的感情也更加熟絡，也更了解彼此。在搜尋資料上，會發現其實幾乎蠻
多資料都是在中國，其實對於訊息的真假性會有點擔心，但經過多重對比以及
以前上課的知識運用，才可以確認資料的真假。

遇到的困難：

如果要選邊站...我會選修復或重建？
      我其實對重建的的態度保持支持，但我想的是等待文物逐漸回歸過後 (不
論拍賣、捐贈或直接歸還 )，或許可以重建新的圓明園，再將文物陳放在裡
面，就有點像是博物館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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