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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十年，旅客開始對死亡、災難與暴行

等遺跡地產生高度興趣，且也引起學者們的

重視與探討。黑暗觀光是指旅客參訪與消費

真實或商業化的死亡與災難地點的旅遊型

態，是一種後現代主義的產物，強調旅客的

主體性與心理反應，因此無論是需求面或

供應面的研究都重在於探究旅客心理與需

求，並瞭解遺跡地提供的旅客體驗。儘管黑

暗觀光受到學者們的注意，但目前相關研究

只停留於論述階段，而很少相關質性或量

化之實證研究，同時死亡遺跡地的價值與意

義也很少被探討。因此，黑暗觀光的相關

理論顯然不足且薄弱，尤其對於旅客的消費

心理與動機仍所知有限。

基於理論上之不足，為了探索黑暗觀光

此新領域之面貌，本研究擬以二年時間進行

兩階段之研究，針對九份二山921 地震紀念

園區，從需求面（旅客）與供應面（遺跡地）

兩面向探究黑暗觀光之現象：1)在需求面著

重在探究死亡遺跡地對旅客心理與情緒之影

響； 2)供應面的研究則強調黑暗觀光之正面

意義，重在如何配置環境建構完善之詮釋系

統以提升旅客體驗。不同階段之研究也將結

合不同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發掘黑暗觀光的

多元面向，並期使從研究結果提供對九份二

山地震紀念園區未來發展之有利方向。

關鍵字：黑暗觀光、旅客體驗、創傷記憶

Abstract

The generic term for travel associated with
death, tragedy and disaster has,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witness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s a result, the area
of dark tourism has become a fascinating and
important subject to research, both with its
implications for a product of postmodern
tourism, in addition to the importance for
exploring tourists’ experiences. Nevertheless, 
to date, the dark tourism literature remains both
eclectic and theoretically fragile.

Hence, this research is conducted through
two stages within two years basing on the
viewpoint of both demand and supply side. The
first stage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ourists’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and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of tourists’ experience during visiting 
the dark sites. The second stage involved a
quantitative study to examine the critical
factors fpr an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 system in
dark sit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dark tourism
phenomenon.
.
Keywords: Dark tourism, Tourist experience,
Traumatic memory

壹、研究動機

近十年，旅客開始對死亡、災難與暴行

等遺跡地產生高度興趣，且也引起學者們的

重視與探討(Lennon and Foley, 2004)。黑暗觀

光(Dark Tourism)一詞首先由 Foley 與

Lennon 兩位學者於 1996 年提出，且將之定

義為「一種旅客參訪與消費真實或商業化的

死亡與災難地點的旅遊型態」。Seaton (1996)
也提出類似的名詞稱為死亡觀光

(Thanatourism)，他形容死亡觀光是完全或部

分因為旅客想要面對真實或象徵性的死亡



(特別是凶暴的死亡)而參訪死亡遺跡地。因

而，凡是與人類歷史的悲劇如戰爭、屠殺、

人權迫害、政治謀殺、奴役剝削等相關的地
點或地標都是黑暗觀光之研究範圍。

死亡與災難是驅使旅客前往黑暗觀光地

的主要動力。Stone (2006)認為人的一生從生

至死是最自然的現象，但我們始終對於死亡

抱持著敬畏與好奇的想像，而這種想像也因

此促使黑暗觀光的興盛。而 Marcet (2003)則
認為，人們容易被重要或曾發生集體死亡之

地所吸引，例如早期人們朝聖其實是前往宗

教死亡之地。Dann (1998)說明黑暗觀光之旅

客動機包含對於鬼魂的敬畏感、尋求新奇

感、甚或潛在的殺戮慾望。Rojeck (1993)更
直指這種致命吸引力(fatal attractions)使黑暗

觀光地變成現代旅客的朝聖地點。如同

Palmer (1993)所說的，死亡已經變成市場上

一種消費商品，而參訪與死亡相關的遺跡地
也已經是旅客的重要旅遊體驗之一。

旅客參訪死亡遺跡地經常必須有較高的

自我意願與投入。Rojeck (1997)認為旅客可

能為了想要尋求或驗證對社會與文化之認同

感而參訪死亡遺跡地。Lennon and Foley
(2002)則認為黑暗觀光呈現的是發生在近代

的某一重要事件（event），且將人們對其事

件的焦慮與懷疑商品化，是一種後現代主義

的觀光產品，因此旅客重視其自身主體性與

想像之價值(Rojeck, 1993)。Seaton (1996)也
說明黑暗觀光的旅客具備兩種特性：第一是

旅客參訪死亡之地通常基於旅客本身的動機

而產生的行為，而非因為旅遊地的特性；第

二是旅客參訪死亡之地的動機複雜且多元，

而對於死亡的興趣也可能是與個人有關或純
粹為了面對死亡。

同時，黑暗觀光不僅述說歷史上的創

傷，也常能觸動旅客的情緒與內心深刻的感

受 (Mestrovic, 1991)。Tarlow (2005)認為旅客

在參訪黑暗遺跡地可能出現四種複雜的情

緒：不安、感恩、謙卑或優越感。例如，只

要親自參觀過猶太大屠殺所遺留下來的波蘭

奧斯維茲死亡集中營（Auschwitz Camp）的

旅客無不對納粹的暴行及猶太人被迫害屠殺

的史蹟怵目驚心，且因為深刻感受迫害與殘

殺的黑暗與悲情，而心情久久無法平復。而

且，旅客藉由參訪死亡遺跡地，正確地認識

並深入省思歷史上種種黑暗及悲情的一面，

進而從心靈的「感同身受」達到從歷史殷鑑

學習教訓的教育效果，完全跳脫傳統觀光那

種純遊樂休閒的思維（王逸峰，2003）。這如

同 Lennon and Foley(2004)所指出的，黑暗觀
光既帶有商業化的要素卻又具有教育意涵。

台灣於西元 1999 年 9 月 21 日清晨 1 點

47 分,在南投集集發生芮氏 7.3 級的大地震；

這是台灣近百年來最大的天災,造成 2415 人

死亡,11305 人受傷。當地居民回想地震的那

一瞬間，許多親人從此天人永隔，仍然相當

心痛。九份二山位於南投國姓鄉南港村，是

大地震的震爆點，岩爆現象造成巨大走山斷

層，整個九份二山順向坡因為這個威力而崩

塌了 75 公頃，將近三千六百萬立方公尺的土

石崩塌遍及 195 公頃。然而，921 大地震也

造就了許多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景，如地殼斷

裂、土石坍塌、山崩地滑、地表抬昇，土壤

液化等特殊現象，也因此形成例如磁場屋、

震央處觀景台、大崩璧、堰塞湖等獨特的景

觀。而行政院 921 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經由專家的調查、選址、與登錄之過程，因
此規劃九份二山作為「國家地震紀念地」。

藉由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園區之成立與發

展，可望帶動南港地區暨周邊產業型態轉

型，並以串聯地質與位置係屬相近的特殊地

景之「九九峰」為發展主軸之震災體驗遊程，

將雙九計畫、埔里與日月潭形成一完整且緊

密之旅遊網路。同時，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園

區內一大片的紀念碑，訴說著當時走避不及

而犧牲的故事，七年過去了，九份二山從殘



破中已經再站起來，但當年凌晨一點四十七

分的地動天搖，仍是多數人這輩子怎麼樣也

輝不去的悲痛記憶。921 地震同樣也在災區

上留下許多可供人們認知自然力量、緬懷當

地人文或想像災變現場的地景地貌,是極難

得的黑暗觀光景點。因此，本研究以九份二

山地震紀念園區為研究區域，探究黑暗觀光
之現象。

貳、研究目的與重點

黑暗觀光在觀光領域中是一個新的概念,
且由於黑暗觀光是參訪與死亡、災難、人類

悲劇與暴行之遺跡地，因此被歸類為文化遺

跡觀光（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的一種型

態。較早的突破性研究是 Foley and Lennon
(1995a, 1995b, 1996, 1997)一系列的研究，他

們實地勘查全球各地各種黑暗觀光遺跡地,
如戰場、戰事紀念碑與博物館、墓地、死亡

集中營等,同時也探究各種與黑暗遺跡地相

關的議題,如戰爭、恐怖事件、奴役、暗殺及

醜聞等。除了 Foley and Lennon 兩位學者

外，Seaton (1996)則主要研究與戰爭相關的

死亡地或集中營，提出死亡觀光

(thanatourism)一詞 。另外，一些學者也曾嘗

試談論死亡遺跡地相關議題，如O’Rourke 
( 1988)的地獄之旅(holidays in hell)、Blom
(2000)的恐怖觀光(morbid tourism)、Rojeck
(1993)的晦暗觀光(black-sport tourism 等。

Stone (2005)認為雖然學者們運用不同的觀

點與名詞解讀黑暗觀光，但都著重於描述黑

暗觀光地的歷史事件與呈現方式，也說明黑
暗觀光之現狀與發展之重要性。

儘管黑暗觀光受到學者們的注意，但目

前相關研究只停留於論述階段，而很少相關

質性或量化之實證研究 (Stone, 2005)，同時

死亡遺跡地對旅客的價值與意義也很少被探

討 (Lennon and Foley, 2004)。因此，黑暗觀

光的相關理論顯然不足且薄弱，尤其對於旅

客的消費心理與動機仍所知有限 (Sharpley,

2005)。Reader (2003)強調旅客動機之研究將

有助於黑暗觀光地的管理與經營，Seaton
(1999)也主張黑暗觀光的旅客動機與一般旅

遊型態具有相當的差異，有其研究之必要

性，而 Lennon and Foley (2000)則建議學者們

應該多著重於黑暗觀光的社會文化與心理層

面等相關的課題。Stone (2005)更明白指出少

數學者雖曾試圖瞭解旅客對於黑暗觀光之認

知，但卻都未能探究出旅客心中更深入的社

會文化脈絡與心理感受。Tarlow (2005)與
Rojek (1997)也都強烈主張在黑暗觀光的研

究上必須重視旅客之社會文化脈絡、情緒與

心理深層的體驗，同時他們認為這些旅客體
驗將有助於瞭解黑暗觀光現象之面貌。

雖然多數學者建議黑暗觀光的研究應著

重於旅客動機與行為面，而非黑暗觀光地之

供應特性與吸引力，但 Stone (2006)認為若過

度侷限黑暗觀光為一種顧客主導的現象，將

可能忽略供應面的重要性。Sharpley(2005)
也建議在理論尚不足的現狀下，旅客參訪黑

暗觀光是因消費者自我意識主導，或因地點

吸引力主導均尚未有定論，因此研究者應同

時從供應面與需求面探討才可能全面性瞭解

黑暗觀光之現象，且有助於維繫黑暗觀光地

之獨特性，達永續經營之目的 (Mestroviec,
1991)。因而，Stone(2006)建議供應面的研究

仍應著眼於確認潛在旅客及瞭解遺跡地提供

的體驗，以強化需求面之研究發現，且更能
全面瞭解旅客心理與體驗。

綜觀而言，黑暗觀光之研究強調旅客的

主體性與心理反應，因此無論是需求面或供

應面的研究都重在於探究旅客心理與需求，

並瞭解遺跡地提供的旅客體驗。因此，為了

探索黑暗觀光此新領域之面貌，本研究擬以

二年時間進行兩階段之研究，且同時從需求

面（旅客）與供應面（遺跡地）兩面向探究

黑暗觀光之現象：1)在需求面著重在探究死

亡遺跡地對旅客心理與情緒之影響； 2)供應



面的研究則強調黑暗觀光之正面意義，重在

如何配置環境以提升旅客體驗。不同階段之

研究也將結合不同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發掘

黑暗觀光的多元面向，並期使從研究結果提

供對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園區未來發展之有利

方向。依此，本研究之目的彙整如下兩點，

並於下一段落開始分別說明兩階段之研究方
法與內容，

1. 旅客體驗－從旅客角度瞭

解旅客參訪遺跡地後之心理反應與體

驗，並探究遺跡地對其心理與想法之

影響；

2. 遺跡地之環境配置要素－

從經營管理之價值探討遺跡地詮釋系

統之建構要素，以有效傳達遺跡地之

意義與價值。

参、第一階段研究
－黑暗觀光之旅客體驗

儘管黑暗觀光的旅客體驗受到學者們的
重視，但目前相關研究只停留於論述階段，
很少相關質性或量化之實證研究 (Stone,
2005)，因此尚屬於探索階段。同時，旅客面
對死亡遺跡地的情緒與心理既複雜又多樣
(Tarlow, 2005)，在研究上必須謹慎量測。因
此，本研究利用記憶法之會談技巧，從受測
者自身體驗的描述與對談中解析黑暗觀光中
旅客的心理反應與影響。

3.1 研究方法－記憶法（memory-work）

透過多場不同群組的「記憶法」技巧探
究旅客與受難者面對黑暗觀光地後所呈現的
情緒與反思，並藉此發掘旅客與受難者參觀
黑暗觀光地後的心理起伏與療癒效果。

1. 記憶法之本質

記憶法是由德國兩性主義者 Haug
（1987）所發展，不只是兩性平等主義研究
方法中的創新，也是一種講究實體與理論結

合的重要方法。記憶法重視個人社會化的歷
程，且在研究中盡力打破主體（subject）與
客體（object）間的障礙，排除階層關係，重
視個別的主體性，使研究與研究者融為一體
（Haug, 1987）。因此，記憶法的主要特色是：
1) 研究的主體與客體融為一體，亦即研究者
和被研究者是共同研究夥伴；2) 原始資料來
自記憶，參與者集體闡述記憶，且共同討論
個別記憶之意義與價值。雖然表面上記憶法
與關鍵事件法或口述歷史法相似，但最大的
不同在於透過回憶與討論促使參與者彼此間
產生共識，以使研究者獲取較客觀資訊。

2. 研究步驟與程序

記憶法有三個階段，Crawford, Kippax,
Onyx, Gault and Benton（1992）將每個階段
分別描述如下：

1) 第一步驟： 寫下回憶。

此階段先將參與者分類成不同團體後，
由參與者寫下各自的回憶，包含參與一個事
件或活動的過程與情緒、或引發事件的起因
（trigger）或重要轉折點（cut）之回憶。此
階段的目的在於收集各小組成員相關之記憶
資料，成為下一階段共同討論之方向與內
容。個人回憶之寫法主要依循下列規則：

(1) 至少寫下 1~2 頁的回憶。
(2) 使用第三人稱撰寫－使用第三人稱

撰寫主要希望參與者能夠較客觀地
跳脫自身觀點闡述回憶，以避免自
我辯護之現象（Onyx and Small，
2001）。

(3) 盡可能地寫下更多的細節，包含那
些被視為不重要（trivial）的或不合
理的（inconsequential）。這是為了
避免參與者自己評估何為重要或不
重要（Onyx and Small，2001）。

(4) 描述自身的體驗，但不試圖解釋，

或過度的迎合與掩飾流失或矛盾的

關鍵事件。

在此階段中，參與者親自寫下回憶，除
了能夠發掘其內心轉換，也涵蓋下列各項優



點 (Markula and Friend, 2005)：

(1) 可使小組成員間建立明確的焦點，
避免隨意的討論；

(2) 可使小組成員記得寫下的細節，並
立刻進行討論；

(3) 所有寫下的回憶都是重要的，因為
那些回憶都是每一個體本身對其事
件的詮釋；

(4) 雖然回憶是屬於個人資訊，但它反
映出個體在社會背景中如何建立關
係與求取生存的方式。

2) 第二步驟：集合第一階段所寫的回憶
進行討論、分析。

(1) 各自說出自己寫下的回憶並錄音；
(2) 互相討論各自寫下的回憶－主持人

必須引導小組成員進入討論，且從
其中尋找相似或相異的回憶、找出
陳腐（cliches）或矛盾（contraditions）
的回憶、並尋找缺口或有那些她們
沒有寫下的回憶。

(3) 小組成員總結討論內容。

3) 第三步驟：進一步地將第二階段的調
查分析和理論上的應用。

此階段由研究者單獨分析收集而來的資
訊，其最主要工作是將第一與第二階段收集
而來的資訊加以分析，並結合相關的學術理
論進行更深入探討。例如：在每一個回憶的
描敘裡，有沒有共同的感覺（ common
sense）、而這些感覺間的關係又是什麼；在理
論中又代表著什麼意義、如何解釋等。此階
段的分析與結論也成為研究的成果。

3. 抽樣設計與資料收集

研究對象主要是針對曾經於近一年內去
過南投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公園之旅客。另
外，本研究採立意抽樣，除針對不同職業、
學歷、年齡、性別、居住地徵求志願受測者
外，同時也參酌Seaton (1996)之觀點，認為旅
客參訪死亡之地通常基於旅客本身的動機而
產生的行為，而對於死亡的興趣也可能是與
個人有關或純粹為了面對死亡，因此本研究

也將旅遊動機列入抽樣之重要考量。

為了取得多元之看法，且為了增加志願
者之便利與意願，分別在台灣北、中、南部
各地區各進行兩場會談。徵求志願者之方式
有三：1)張貼公告於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公園
內，並由園區內之攤販與居民向旅客進行宣
傳；2)經由旅遊相關業者利用滾雪球方式介
紹；3)在大專院校之bbs上與各旅遊相關網站
張貼公告。

3.2 研究結果與分析

受訪者總共 57 位；男性 26 位，女性 29
位；年齡 55 歲以上的有 5 位、55-45 歲的有
10 位、35-44 歲 11 位，25-34 歲 14 位，25
歲以下有 17 位。分別在台灣的北、中、南部
各舉辦兩場座談會，每場座談會人數約 7-10
人，各費時約兩小時到兩小時半。座談會所
收集到的資料包含受訪者寫下的回憶稿共 57
份，以及會中錄音後轉換之逐字稿共 6 份。
資料分析則利用內容分析法解析並編碼。最
後分析結果可彙整如圖 1 之研究架構，並依
其脈落與主題提出六大命題如下：

1 參訪動機

受訪者前往觀光的動機有順道參觀、朋
友邀約、旅遊、好奇心或專程為了體驗災難

圖 1：研究架構



現場而去。受朋友邀約而去的受訪者大都是
因為住在遺跡地附近的當地居民邀約而前
往；順道參觀的受訪者則是因為旅途中經過
而非最終目的地，這兩種動機的受訪者都認
為他們如果不是因為順道經過是不太可能專
程去體驗，因為對他們而言，那地方在他們
心理仍存在一種陰影，是一種傷心或恐怖的
景點，且很少覺得會想要單獨前往。

專程前往參觀的受訪者大多是因為過去
有相似受災經驗，或是因為看到紀錄片或書
籍受感動而前往，他們到當地的感覺比起順
道參觀、純粹旅遊或朋友邀約的感傷程度較
高，或許是因感同身受較具同理心而投入較
多情感。以旅遊心情前往或好奇心驅使的受
訪者則較以一般旅遊的玩樂心情前往，參訪
遺跡時大多關心當地的自然景觀或環境設
施，而參訪遺跡後的體驗與情緒也與其他動
機的受訪者不同，較偏向新奇、有趣好玩。
據此，本研究提出命題一如下：

命題 1：遊客的參訪動機可能影響其體
驗情緒；專程前往參觀的受訪者在體驗情緒
上較具同理心而悲傷程度較強；受朋友邀約
或順道參觀的遊客感受到的恐懼或不安感較
強烈；因好奇心或旅遊心情前往之遊客則較
以體驗死亡的新奇感或觀賞大自然奧妙的遊
樂心情為主。

2 個人特質

過去經驗 本研究的結果也發現，受訪者
是否有相似受災經驗可能影響其體驗與情
緒。居住於震災地區附近的受訪者、當時地
震的災民或曾經有過類似災難經驗的受訪者
表達較強的情緒反應與較深刻的體驗，同時
也激發較強烈的悲傷與痛苦情緒。當時地震
的受災戶甚至表示回到遺跡地時讓他們不禁
回憶起當時情境而經不住痛哭，且強烈感受
到痛苦、恐懼與不安。

年齡 不同年齡的受訪者也表達對於遺
跡地不同的體驗與情緒。有些年齡較長的受
訪者由於經歷的人生悲歡離合較多，因此參
訪遺跡地時讓他們感受較強的懷舊情緒，一
方面有感嘆人生無常與多變的感傷，另一方
面卻又對自己能夠安然無恙而欣慰與感恩。

部分年紀較輕的受訪者則表達在參訪遺跡地
時一方面對大自然強大破壞力感到震驚，一
方面卻又對於遺留的建築物與物品感到新
奇、有趣與好玩。中年族群的受訪者則相對
以較理性的方式看待災難現場與評估災難的
發生原因，參訪時情緒上較顯得冷靜，表達
當時未能事前防患的遺憾感，同時也因此反
思自己而珍惜現有一切。

依此結果，本研究因此提出命題二如下：

命題 2：遊客的過去經驗與年齡可能影
響其體驗情緒；當時事件的受難者或曾經歷
類似經驗的遊客感受較強烈的悲傷與痛苦情
緒；年齡較長的遊客感受較強的懷舊情緒，
既悲傷又感恩；中年族群的遊客較理性也較
平靜看待災難的發生，有遺憾也有積極的反
思；年齡較輕的遊客則將遺跡地視為活生生
的科學館，雖有敬畏卻又以新奇有趣的心情
對待。

3 時間點

事件發生的時間遠近 從結果中發現，

剛發生事件時，遊客前往的動機較單一，且

參訪心情較深刻，但距離事件越久，遊客的

動機與參訪的心情較多元且理性，有些以參

訪一個觀光景點來看待，以純粹觀光客的角

度看事情，有些則是為了好奇或為了感受當

時地震的震撼力，且參訪時也都感受不同的

體驗與情緒。

在 57 位受訪者中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

曾造訪遺跡地兩次以上。有四位造訪兩次以

上的受訪者都表示災難剛發生不久時為了體

驗災難現場而專程前往，當時所感受的情

緒，比起第二次前往，即事件發生兩三年後

再度前往時的情緒顯然不同。剛發生事件

時，由於記憶鮮明，感受的悲傷與害怕情緒

較強烈且深刻，而時間較久遠後，一方面由

於悲傷心情較平復，且當時情境也漸淡忘，

相對下情緒顯得較寧靜。



遺跡地的開發前後 有三位受訪者也曾

兩次造訪遺跡地，他們造訪的時間是在遺跡

地被政府明定為保留地而開發前後的時間

點。他們表示在未開發前，雖然遺跡地顯得

悽涼但完全呈現當時原貌，因此他們較能感

受當時情境而較有感同身受的感覺，激發較

強烈與深刻的情緒，但在開發整地後有些當

時被破壞地區已經修復，雖多了一些較方便

的設施，但比起未開發前感受到的情緒卻顯

然平靜許多。

除了這些造訪兩次以上的受訪者外，本
研究也發現每位受訪者造訪遺跡地的時間點
上，距離事件發生的遠近，與遺跡地被開發
前後的確引發其不同的體驗與情緒反應。另
外，遺跡地現場的指示與解說牌以及導覽人
員都對他們瞭解事件過程也有不少幫助。

依此本研究因此提出命題三：

命題 3：遊客造訪遺跡地的體驗情緒可

能受到事件發生的時間遠近與其遺跡地開發

前後的影響；距離事件發生的時間越近，遊

客感受的情緒較強烈也較深刻；遺跡地在開

發前的原貌可能較能激發遊客強烈的體驗與

情緒。

4 環境刺激

從結果中發現，受訪者的情緒受到遺跡

地環境配置的影響。有些受訪者表示遺跡地

所陳列的圖像與照片、聽聞的故事、遺留的

物品與建築物都能激發他們較強烈的體驗與

情緒，也較能理解當時事件發生的過程。另

外，遺跡地現場的指示與解說牌以及導覽人

員都對他們瞭解事件過程也有不少幫助。尤

其，受災者的故事與遺物、事件當時的紀錄

片、或是事件前後的對比照片都讓他們有回

到現場的感覺，且較能感受受難者的痛苦與

悲傷，也因此激發較強烈的懷舊情緒或反

思。因此，本研究提出命題四：

命題 4：遺跡地的環境配置對於遊客的

體驗與情緒有相當的影響性；尤其罹難者的

故事、遺物、圖像或照片最可能激發遊客強

烈且深刻的體驗與情緒。

5 體驗情緒與價值

雖然不同動機、經驗與年齡的遊客可能

感受的體驗與情緒各有不同，但不同的遊客

在遺跡地現場都感受到正負面情緒參半的複

雜情緒，例如在悲傷中夾雜恐懼與不安、在

遺憾的感嘆中也有珍惜與感恩、有震驚與敬

畏卻又感到新奇與好玩。然而，這種複雜情

緒卻反而讓受訪者在參訪過程中不斷引發各

種不同的想法與思考。有些受訪者認為參訪

遺跡地後有悲有喜，悲的是感受人生的無

常，喜的是自己幸運存活，猶如上了一場生

命教育，對於自己人生有一番新的認知，造

就自己珍惜現有一切，也更珍惜與家人團聚

的機會。

另外，有些受訪者認為那趟旅程讓他又
害怕又積極，害怕的是見證了大自然反撲的
力量，讓他更懂得保護環境資源，也讓他領
悟防患於未然的重要性，猶如上了一堂活生
生的大自然課程。有些受訪者則同時感受悽
涼與美麗，認為雖然大自然無情地奪去許多
人的生命與財產，但也造就當地獨特的自然
美景，感受死而復生的美感。更有一些受訪
者以震驚卻又有趣的心情看待遺跡地，認為
當地大自然破壞後所遺留的奇特建築物或死
亡的氛圍，有如恐怖主題樂園，感受另類的
娛樂價值。依此，本研究提出命題 5：

命題 5：遊客參訪遺跡地後的正負參半
的複雜情緒造就遊客不同的思考與認知，也
引發多元的體驗價值，包含對生命的反思、
教育與學習、美感與娛樂價值。

6 重遊意願

問到下次是否會再重遊，受訪者大多表
示重遊意願不強，主要原因是因為會觸景傷
情所以不會想要重遊，有些則表示已滿足自
己的好奇心，體驗過一次就夠了。少數受訪



者認為他可能會重遊，但不會單獨前往，如
果去可能是因為想帶小孩去體驗，並讓他們
學習如何愛護大自然，並體認如何因應瞬息
萬變的無常，珍惜現有一切的重要，因此教
育的成分居高。

依此結果，本研究因此提出命題六：

命題 6：負面情緒可能造成遊客二度造
訪的意願不高；但推薦他人或與他人再度重
遊的意願則較高。

3.3. 研究結論

第一階段研究利用記憶法的技巧解析旅

客參訪黑暗觀光的體驗與情緒。結果發現，

雖然個人動機、過去經驗與年齡，同時遺跡

地的環境配置都可能影響遊客的體驗情緒。

然而，不論是否是當時事件的受災戶，只要

是見證到當時災難的人都受到災難的影響，

而形成一種集體創傷，因此遺跡地讓他們又

重返當時情境，觸發正負參半的複雜情緒。

那些複雜情緒包含不安、恐懼、悲傷、震驚、

積極甚或新奇與有趣等各種正負面情緒，但

在體驗中的喜樂參雜的複雜情緒卻也帶給遊

客更多反思、教育價值、美感，甚至也隱含

另類的娛樂價值。

而且如同 Tarlow (2005)所指出的，黑暗

觀光的價值在於使旅客能夠重新詮釋過去，

而黑暗觀光地則是使旅客以第三者的觀點省

思過去，進而以古鑑今、審視現在與面對未

來。因此，黑暗觀光的價值是以悲傷審思過

去卻又以樂觀面對未來。然而，如果旅客參

訪黑暗觀光地時，缺乏心靈上的溝通，則黑

暗觀光地將純粹只是旅遊行程中的一站，而
將失去其真正的價值與意義。

肆、第二階段研究
－黑暗觀光之詮釋系統

黑暗觀光產品具有多面向，是一種兼具

回憶、哀悼與教育的產品，且產品本身具有

高度情緒性，因此很不容易詮釋 (Shackley,
2001; Strange, 2000)。尤其，所有的黑暗觀光

都代表一種歷史，即使遺跡本身是死的、過

去的且是靜止不動的，但歷史是活的會隨著

時代的價值觀做不同的詮釋 (Urry, 1990)。因
此，黑暗觀光也陷入一種與其他遺跡觀光同

樣的真實性爭辯 (Tarlow, 2005)，亦即黑暗觀

光地保留的過去悲劇真是真實的嗎？或是旅

客能夠接受如實呈現不同時空下所造成的悲

劇嗎？或是在保留過去的悲劇時是否以現代

的觀點過度詮釋了呢？另外，黑暗觀光的懷

舊也落入過度商業化的爭議，亦即在尋求歡

樂的旅程中，旅客在造訪悲劇現場時，真的

願意承受體驗當時的苦難與悲劇後的低落情

緒嗎？同時，黑暗觀光以呈現過去的恐怖

(horrors)為賣點，因此在原本應該是追悼受

難者的遺跡地卻變成販賣紀念品的地方與一

般旅遊的中途休息站，深刻的歷史悲劇也因

此塑造成一種淺薄且商業化的觀光紀事或紀
念品(Tarlow, 2005)。

黑暗遺跡地比其他遺跡地更面臨如何詮

釋的困難，因此此階段的研究主要結合用心

理論與景觀敘事之理論觀點，利用專家意見

從經營管理者的角度，針對九份二山地震紀

念園區之詮釋系統指標，期使有效傳達紀念

園區之正面價值與意義，以引導旅客對事件
的深刻回顧與反思。

4.1 研究設計

此階段研究主要利用景觀敘事與用心理

論之詮釋概念，建構具故事情節之詮釋系

統，因此首先將收集 921 相關文字、圖像與

故事之資料，而後利用文件分析法解析資

料，之後再依用心理論之環境配置要素歸

類，而最後則利用 AHP 調查法設計問卷，整

合產官學界專家之意見篩選出詮釋九份二山
震災紀念公園之重要詮釋元素。

1.第一步驟：文件分析法



文件分析法意指研究者透過挖掘一些歷

史文件或日常生活的紀錄、筆記圖片、印刷

品、報紙、雜誌等，勾勒及傳遞研究者內心

圖像（image）與文件本身所賦予的深層意義

（Altheide, 1996）。Altheide（1996）認為文

件分析法即是一種重視概念發展、結合尋找

（locating ）、確認（identifying）、恢復

（retrieving）和分析文件的關連性、重要性

及其意義的方法、程序及技巧。文件分析法

屬於一種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許多質性研

究者將它視為其研究策略中極具意義與適合

的研究方法，其質化分析重視文件內容的脈

絡性(context)，即現象所存在的社會結構，因

此能夠深入探討文件所賦予的深層意義
（Altheide, 1996）。

因此，為深入瞭解921紀錄片、紀事與相

關敘事等文件所處脈絡與其交互作用所產生

之深層意義，本研究兼採質化的文件分析

法，透過質性的資料收集與分析的原則，重

視研究者的反省及其文件兩者的交互作用，

對文件內容進行深入分析，以發現、證明該
文件內容的環境背景及其意義。

2.第二步驟：AHP 層級分析法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 Saaty 在 1971 年所提出一

套決策方法，主要應用於不確定情況下及具

有多數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AHP 法考

慮人類思考上的限制，先將複雜之問題逐層

分解，並透過量化之判斷，使決策者能條理

分明地分析問題，以提供充分資訊給決策者

選擇最適當方案。為了避免人類無法同時考

慮太多事物，AHP 法採用成對比較

(Pair-wise comparison)的方式，以 1 ~9 的比

率尺度，將每個層級中決策特性之相對重要

性找出，建立成對比較矩陣(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計算特徵值(Eigenvalue)
與特徵向量(Eigenvector)，並進行一致性檢

定，再經由層級間的串聯，求出各替代方案

相對重要程度的優先向量(Priority Vector)，
並依向量中各替代方案的權重，選出相對權

重最大之方案作為最佳方案。而其進行之方
法與步驟如下：

(1) 層級架構

由蒐集 921 相關資料，經文件分析後歸

納、整理並彙總九份二山當時震災之景觀敘

事因素，而後結合 Moscardo (1996)之用心理

論概念作為發展遺跡地詮釋系統之層級架構

主軸。而 Moscardo (1996)之用心理論著眼於

如何利用良好的詮釋機制，創造能夠用心學

習與暸解遺跡的旅客，因此在量測上依照

Moscardo (1996; 1999)在詮釋與用心模式中

所提的環境配置指標檢測遺跡地的環境狀

態，涵蓋五種遺跡地的詮釋機制，涵蓋 21
個項目，如：多元的媒體運用、適度的問題

引發、互動性的展示、環境設施、資訊提供、

瞭解顧客需求等項目。最後，再經過與五位

專家(包含當地社區協會、相關業者、學者與

政府機構專員等）ㄧ對ㄧ訪談，確認與修正

後，共保留 19 個項目（各項目內容見表 1）。

(2)問卷設計

本問卷之目的在於確定各項詮釋系統評

估指標之相對權重。問卷是根據 AHP 法之形

式加以設計，此方法是在同一層級作兩因素

間重要性之比較。衡量尺度基本上可劃分為

五個等級─同重要、稍重要、重要、很重要

與超重要，分別賦予 1，3，5，7，9 的衡量

值，另外介於五個衡量尺度間有四個等級，

賦予 2，4，6，8 的衡量值。靠左之尺度表示

左列因素重要於右列因素；反之，靠右之尺

度表示右列因素重要於左列因素。。

(3)資料蒐集

本研究問卷之調查對象為：1) 曾造訪過

或參與規劃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公園的觀光旅

遊從業者或文史工作者或在觀光相關政府機



構工作之主管或專員（如：觀光局、縣市建

設局觀光課、旅行社業者、專業導遊或解說

員）； 2) 對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公園有深入研

究之學者、社區工作者、專業人士或顧問。

專家問卷訪談分成兩步驟，首先針對學

者與專家群，以發出公函與電話方式來進行

訪談邀約，在邀約的過程中，若專家們答應

當面接受訪談，則以人員面訪為主；其次，

若無法當面接受訪談，則以郵寄問卷的方

式，懇請他們填答，作為第二選擇。

最後, 問卷總計發出 50 份，共回收 46
份，其中多份經過一再與受測者聯繫作答，

使問卷的一致性比率(CR values)小於 0.1，確

認有效問卷為 40 份。

4.2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將所回收之有效問卷40份，利用

Expert Choice 2000軟體進行AHP的分析，再

以Micosoft Excel算出各權重值之幾何平均值

之相對權重值。各指標之權重值與重要排序

如表1所示：

在表 1 中，第一層五大項評估指標的個別

權重顯示，了解旅客 (0.422)以及方便旅客到

達 (0.247) 是最重要的兩項環境配置要素，

其次則為多樣性活動 (0.171)以及與旅客溝

通 (0.101)。吸引旅客(0.059)則是最不重要的

要素。此外，依據第二層次的個別指標權重

值，透過留言板或意見箱讓旅客表達看法

(0.603), 簡單且明確之地圖與指標 (0.527),
教育活動 (0.519), 透過主題故事呈現資訊

(0.472) 以及利用旅遊網站接觸旅客(0.494)
等項目分別在了解旅客、方便旅客到達、提

供多樣性活動、與旅客溝通以及吸引旅客等

五大指標中顯示較高的重要性。

同時, 從整體權重來看，透過留言板或

意見箱讓旅客表達看法(0.255)、 簡單且明確

之地圖與指標(0.130)，以及設置部落格、網

站讓旅客發紓想法與心情(0.101)等三項在重

要性排序中顯示較高的重要性。相反地，提

供多元說明媒體(0.009)、透過媒體廣告宣傳

(0.009)，以及定期舉辦地方活動吸引旅客

(0.005)則顯示較不重要。

4.3. 研究結論
此階段的研究主要透過專家意見，暸解

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公園的各項環境配置要素

之相對重要性。研究結果顯示，了解旅客是

規劃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公園環境的最重要元

素，而利用留言板或設置網站與部落格等讓

旅客發抒心情與想法則是了解旅客的重要途

徑。這說明專家們認為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公

園的環境規劃重點在於能夠抓住旅客的深層

感受，且較開放式的互動式留言則更能分享

旅客間的想法與心情，也更能觸發旅客彼此

間對地震災後的經驗交流與溝通。

另外，在活動設計上則以教育活動為首

要，在傳達訊息與旅客溝通上則以主題故事

較為重要，這也說明專家們認為九份二山地

震紀念公園提供的是能觸發旅客對災難事件

的反思與體認的環境。同時，研究結果也顯

示透過活動或媒體廣告吸引旅客似乎較不重a. 局部權重(Local weight)是指相對於個別指標的重要性
b. 整體權重(Global weight)是指相對於整體所有指標的重要性



要，這說明專家們認為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公

園應有別於一般觀光地的宣傳方式，也不在

於一般僵化的資訊說明或導覽，而或許應透

過旅客自發性的造訪才可能使旅程更有意

義。這些結果也因此意味著，九份二山地震

紀念公園此類的黑暗觀光地在環境規劃上重

在啟發旅客打開自己眼睛與心靈去體認災難

的過程（如災民的故事），且透過旅客間自發

性的分享（如留言板或部落格）審思災難到

底帶給人們的是什麼。同時，唯有如此才能

讓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公園此類的黑暗觀光地

成為真正追悼受難者的遺跡地，而不致於變

成淺薄且商業化的紀念品販賣地或一般旅遊

的中途休息站。

伍、計畫成果自評

本專題研究計畫共計兩年，第一階段計

畫之研究重點在於瞭解旅客參訪黑暗觀光遺

跡地時之體驗與感受，第二階段計畫則從供

應面了解如何有效規劃黑暗觀光地的環境配

置。計畫進度皆如預期時程完成，且也將初

步研究成果發表至國際研討會，接受許多國

外學者的檢視與建議。最後剩下的部份，重

點在於將資料再做更精確的分析，期使從研

究結果推論更多有意義的結論與建議，發揮
更大的效用。

研究過程中，從招募志願參與者到完成各

地訪談，都歷經許多困難，例如無法順利招

募到合適的志願參與者，造成流會的情形，

同時也必須各地奔波安排適合的訪談地點，

幸有賴同學或受訪者對於本研究的幫忙，才

得以順利完成。但是，從訪談中不僅瞭解旅

客參訪遺跡地的體驗與感受，特別是受災戶

的訪談者更是真情流露，且吐露他們對於遺

跡地的感情與期待，讓我們深覺黑暗遺跡地
保留之重要性，也肯定了此研究的意義。

同時，在研究進行中帶領多位研究生與大

學生多次走訪九份二山震災園區，讓同學也

觀照921 震災區域之觀光發展與居民生活，

深深激發參與學生對當地及社會現象之認識

與關懷。計劃結束時適逢921地震十週年更凸

顯這份研究的重要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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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觀光發展與管理國際研討會之出席報告

南華大學旅遊事業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貞吟撰

民國98年10月01日

壹、參加緣起

此次國際研討會主要由 Dr. Konstantinos Andriotis 所策劃，他是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Policy" (IJTP) 以及"Tourism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 Issues and Approaches"叢書系列的編輯，且他的著作豐富，散

見於各大期刊如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 等。這次會

議主要由他自己任教的學校 Cypru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以及 Institute

for Tourism Crotia , 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Algarve,

Portugal, Prodikos LTD 等各國學校與機構共同籌設而成。同時，這次會議也獲得

Emerald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Journals 以及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出版商的贊助。由於這次籌劃委員會的學者除了來美國、英國、加拿大、澳

洲等觀光領域的主流國家外，也包含了希臘、以色列、塞普勒斯、土耳其、克羅埃

西亞等我較少能接觸的國家，而能透過會議了解更多不同於歐美主流國家學者的想

法，因此激發我想參加的念頭。

貳、參加會議經過

這次我以黑暗觀光第二階段的研究結果投稿且獲得錄取，同時在獲取錄取通知

時也獲得兩位匿名評審的建議與指引，因此對於後續研討會的全文撰寫頗有助益。

由於開會地點位於希臘的Kos Island，是一個希臘人的渡假小島，由雅典的國際機

場還必須再轉乘國內飛機或船舶，因此歷經一段漫長的旅程才於會議當日到達。

會議中，我聆聽了來自以色列的Dr. Erik Cohen的演講，談論有關觀光的危機

管理，且演說中也生動地以其研究的泰國個案為例說明，且從不同於歐美學者的觀

點看待觀光當前所面臨的危機問題，使我獲益良多。另外，在論文發表場次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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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選擇了與希臘相關的觀光與餐旅研究議題，一方面比較希臘學者與我或歐美學

者不同之研究論點與方向；另ㄧ方面也藉由他們的研究實際體認希臘在觀光上所面

臨的問題。雖然與我平日的研究議題較無關聯，但卻強化我在觀光相關課程上的教

學資訊。同時，我也選擇了與我研究方向相關的幾場發表場次，例如特殊興趣觀光

(special interest tourism)之創新議題、世界遺跡觀光，以及目的地行銷等多項

議題。

研討會總計約有28個發表論文的sessions（共計約112篇論文受邀口頭發表），

由於包容了各種議題，且學者來自世界各地，特別是有許多過去較少接觸到的國家

學者（如以色列、土耳其、希臘等），也因此開啟了我更多不同的研究觸角，也幫

助我有更多元的認識與想法。此外，在會場上也遇見其他華人專家學者，如來自新加

坡與香港的學者給我勉勵與指教，讓我在這次研討會有更多的收穫。

三、與會心得

從此次會議中我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與多元的觀點，也結識了Dr. Konstantinos

Andriotis這位熱心的學者，不僅是對研究的啟發，對知識的增長，人脈的擴展，同時

也對觀光未來發展有了一份更深層的瞭解。此外，會議行程中，我也見識到希臘的古文

明建築與遺跡，也趁機收集許多觀光資訊，準備於課程中將所見所聞分享給學生們。

四、攜回資料名稱與內容

1. 議程表

2.會議論文集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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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研討會之發表論文

DARK TOURISM: EVALUATING THE INTERPRETIVE SYSTEM OF A DARK
SITE

CHEN-YIN CHEN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NanHua University, No.32,Chung Keng Li, Dalin

Chia-Yi, 62248, Taiwan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structure for designing the
interpretive system of a dark site. A case study with a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evaluating model for an earthquake reservation park in Taiwan is constructed
and tested. Basing on the perspectives of mindfulness theory, this research derives
the weight of 5 main criterion and 23 sub criterion through 35 experts’ interview.  
The results address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understanding visitors’ experiences in the 
interpretive system of a dark site.

1. Introduction

Dark tourism is a type of tourism focusing on real or simulated sites associated with
death or disaster [1]. Dark tourism is multi-faceted in terms of the experiences it offers.
While educational in nature, it also elicits such emotions as nostalgia and mourning,
making it rather difficult to be interpreted [2]. This research therefore investigates the
interpretive system at the Chiufen Erh Shan Earthquake Reservation Park in central
Taiwan, making use of the professional insights g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Furthermore,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an be used to help
improve the site’s interpretive system in such a way that it is more effective in 
encouraging visitors to the site to engage in introspection and reflect deeply on what
happened there.

2.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Mindfulness Theory

Dark site is typically classified as cultural heritage. A number of scholars emphasize that
interpretation is a key factor in the quality of a heritage site, and that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 helps a visitor gai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eople and events
associated with the site [3]. Based on Langer’s (1989) [4]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Moscardo (1996; 1999; 2000) [5] [6] [7]assert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a
heritage site is fostering mindfulness in visitors. A mindful visitor is one who is
enthusiastic, inquisitive, responsive, and thoroughly interested. Due to his satisfaction
with the heritage site, such a visitor gains a relatively greater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e as well as a stronger sense of remembrance.

Moscardo (1996) asserts that encouraging mindfulness among visitors to a heritage
site requires the proper preparation of a mindful interpretive system. In Moscardo’s (1996; 
1999; 2000) interpretation and mindfulness model, the setting of a heritage site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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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s, exhibits, brochures and maps) can induce in a visitor either a state of
mindfulness or a state of mindlessness. A wide variety of media can be used to satisfy the
curiosity of visitors to a heritage site and thereby encourage mindfulness, such as
multimedia exhibits, interactive displays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onversely,
conventional facilities, traditional displays and unisensory media appear static and boring,
making visitors feel weary, uninterested and unsatisfied, all of which tend to induce a
state of mindlessness (Moscardo, 1996). Thus the environmental configuration of a
heritage site influences a visitor’s sense of satisfaction and final appraisal of the site.

As Nuryanti (1996) stress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heritage sites involves not only
descriptions of specific facts and concrete objects, but must also be able to elicit an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response in visitors, such that they gain profound inspiration and
insight. Thus the main goal of the interpretive mechanism is to convey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heritage site, and this must be presented in a way which suits the visitor’s 
personality and experience so as to increase his degree of mindfulness. The research of
McIntosh (1997) [8] found that, in spite of the emphasis Moscardo’s (1996) interpretation 
and mindfulness model gives to increasing the visitor’s knowledge,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 can also induce in the visitor a profound emotional experience. Therefore,
the ultimate goal of a heritage site is to provide the visitor with an optimal environment
for self-discovery, and the interpretive model provided by the mindfulness theory likely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enhancing the experience of visitors to dark tourism sites.

3. Research Methodolog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method

3.1 Questionnaire Design
Moscardo’s (1996) concept of mindfulness theory was used as the axis of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employed to develop an interpretive system of the heritage site as figure 1. Then
the hierarchy model was used to design a specialized questionnaire pertaining to the
weight bearing system of the explanatory and
guidance facilities. The aim of this questionnaire was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weight of
each assessment indicator in the interpretive system. The measurement scale divided into
9 grades from equally important, somewhat important, important, very important and
extremely important, assigned the respective values of 1, 3, 5, 7, and 9. In between these
five values were placed four additional levels: 2, 4, 6 an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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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delivered to 40 experts by personal interviews. The experts
for the survey were: 1) managers those who currently work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or
relate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t the managerial level or higher (such as the Tourism
Bureau, the tourism sections of county and city redevelopment departments, travel agents,
and professional guides); and 2) scholars, historians, professionals and consultants who
have carried out significant research in the field.

4. Results and Analysis
After all 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ces are formed, the vector of weights is
computed on the basis of Satty’s (1980) [9] eigenvector procedure.Tables 1 summarize
the both the local weights and global weights, respectively.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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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Se

tti
ng

making arrival
convenient

attracting visitors

offering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communicating
with visitor

understanding
visitors

simple and clear maps and signs

simple and clear classified handbooks

establishing local travel website

convenient access road

media ads

organizing local activities at regular intervals

understanding visitors’ experiences by asking travel agents and
service staf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earthquake education)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such as memorials)

virtual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such as experiencing earthquake
power)

Nature activities (such as guided tours of scenic spots)

using theme-stories to present information

using professional interpretive personnel

using simple and clear illustrations

providing a variety of interpretive media (such as touch-screen
computers and videos)

using a message board or suggestion box to allow visitors to
express their experiences

establishing a blog or website where visitors can express their
experiences

using travel agents or related organizations to arrange group
travel

using travel websites to attract individual visitors

Figure 1 The Hierarchy of Dark Sites Setting for Chiufen Erh Shan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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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ocal weight and global weight for each criterion in dark site setting

Factors
Local

Weights Attributes
Local

Weights
Global

Weights Ranking
understanding
visitors

0.422 using a message board or
suggestion box to allow visitors to
express their experiences

0.603 0.255 1

establishing a blog or website
where visitors can express their
experiences

0.239 0.101 3

understanding visitors’ 
experiences by asking travel
professionals and service staff

0.158 0.067 5

making
arrival
convenient

0.247 simple and clear maps and signs 0.527 0.130 2

simple and clear classified
handbooks

0.271 0.067 6

local travel website 0.129 0.032 9
convenient access road 0.073 0.018 13

offering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0.171 educa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earthquake education)

0.519 0.088 4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such as
memorials)

0.260 0.044 8

virtual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such
as experiencing earthquake power)

0.138 0.024 12

Nature activities (such as guided
tours of scenic spots)

0.083 0.014 16

communicatin
g with visitor

0.101 using theme-stories to present
information

0.472 0.048 7

using professional interpretive
personnel

0.280 0.028 11

using simple and clear illustrations 0.156 0.016 14
providing a variety of interpretive
media (such as touch-screen
computers and videos)

0.093 0.009 17

attracting
visitors

0.059 using travel websites to attract
individual visitors

0.494 0.029 10

using travel professionals or
related organizations to arrange
group travel

0.267 0.016 15

media ads 0.147 0.009 18
organizing local activities at
regular intervals

0.092 0.005 19

a. Local weight is derived from judgment with respect to a single criterion.
b. Global weight is derived from multiplication by the weight of the criteria.

In table 1, the result of local weights in terms of factors reveals that understanding
visitors (0.422) and making arrival convenient (0.247)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a dark site setting, followed by offering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0.171) and
communicating with visitor (0.101). attracting visitors (0.059) appears to be the factor
with the lowest importance. The attributes of using a message board or suggestion box to
allow visitors to express their experiences (0.603), simple and clear maps and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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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7), educational activities (0.519), using theme-stories to present information (0.472)
and using travel websites to attract individual visitors (0.494) show the highest
importance
with respect to each factor in the order of understanding visitors, making arrival
convenient, offering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communicating with visitor, and attracting
visitors, respectively.

By looking at the global weights in table 1, the attributes of using a message board or
suggestion box to allow visitors to express their experiences (0.255), simple and clear
maps and signs (0.130), and establishing a blog or website where visitors can express
their experiences (0.101) are the top three ranking
In contrast, the attributes of providing a variety of interpretive media (0.009), media ads
(0.009), and organizing local activities at regular intervals (0.005) are the bottom three
rankings.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critical factors and attributes for setting
a dark site.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understanding visitors reveal the dominating
importance for dark site setting. Utilizing a message board or establishing the website or
blog to allow visitors to express their experiences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etting a
dark site. These imply that the better a dark site has been designed, the more the site is
capable of reaching out to the visitor’s mind. Creative interpreters of a dark site
encourage visitors to create their own mental space by traveling to the past so as to recall
the events that took place there. Therefore, dark sites with stories attract people who want
to see with their own eyes; however the visitor’s involvement extends beyond mere
interpretation.

References
1. Lennon, J. and Foley, M. (2000). Dark Tourism- The Attraction of Death and

Disaster. London: Continuum.
2. Tarlow, P. E. (2005). Dark tourism:the appealing “dark”side of tourism and 

more. In M. Novelli (ed.) Niche Tourism-Contemporary Issues, Traneds and
Cases, Oxford:Elsevier:47-58.

3. Nuryanti, W. (1996). Heritage and postmodern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3(2), 249-260

4. Langer, E. (1989). Mindfulness.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5. Moscardo, G. (1996). Mindful visitors: Heritage and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3(2), 376-397.
6. Moscardo, G. (1999). Making visitors mindful. Sagamore: Champaign.
7. Moscardo, G. (2000). Cultural and heritage tourism: The great debates. In B. Faulkner,

G. Moscardo & L. Eric (Eds.), Tourism in the 21st century: Lessions from experience
(pp.3-17). London: Continuum.

8. McIntosh, A. J. (1997). The experiences and benefits gained by tourists
visiting socio-industrial heritage attraction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Queen Margaret College, Edinburgh

9. Saaty, T.L. (1980).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New York:McGraw-H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