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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中國大陸自 2001 年以來，每年由中華文化聯誼會與各地政府合作舉辦 

“情繫”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動，已經舉辦了七屆，該活動旨在擴大桂台文化

交流與合作,增進臺灣文化界知名人士對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文化傳統及廣西獨

特人文資源的瞭解,進一步加深兩岸文化界人士的同胞情誼。活動內容由文化

交流、文化參訪、文化聯誼等三部分組成。以下概略介紹各屆活動： 

2001200120012001 情情情情繫繫繫繫三峽三峽三峽三峽    

在湖北省、重慶市舉辦，由三峽至宜昌，再由陸路到武漢。 

2002200220022002 情情情情繫繫繫繫黃山黃山黃山黃山    

在安徽省舉辦，遊覽黄山、九華山等名勝古蹟。 

2004200420042004 情繫情繫情繫情繫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在雲南省麗江、香格里拉舉辦。 

2005 2005 2005 2005 情繫情繫情繫情繫敦煌敦煌敦煌敦煌    

以甘肅蘭州為起點，沿河西走廊一路西行，經天水、武威、張掖、酒泉、嘉峪

關等古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最後抵達敦煌。 

2006 2006 2006 2006 情繫情繫情繫情繫中原中原中原中原    

自河南省鄭州出發，先後赴開封、安陽、洛陽、登封等地，參訪黃帝故裏、河

南博物院、清明上河園、殷墟王陵遺址、紅旗渠、小浪底水利樞紐、龍門石窟、

白馬寺、少林寺等人文景觀，以及太行大峽穀與中嶽嵩山等風景名勝。 

2007 2007 2007 2007 情繫情繫情繫情繫湖湘湖湘湖湘湖湘    

在湖南省舉辦，包含參觀湖南省博物館、嶽麓書院、汨羅屈子祠、嶽陽樓、常

德桃花源等；赴德夯感受苗族風情，遊覽鳳凰古城、張家界等名勝。 

2009 2009 2009 2009 情繫情繫情繫情繫長安長安長安長安    

由陝西省舉辦，途經西安、咸陽、寶雞、漢中和延安等地，參觀了秦始皇兵馬

俑博物館、西安碑林博物館、漢陽陵博物館、法門寺、乾陵、武侯墓、祭拜黃

帝陵等。 

  而今 2010 年中國文化部以中華文化聯誼會的名義和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

再次聯合舉辦“情繫八桂-兩岸文化聯誼行”活動，也是”情繫活動”首次在

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區舉辦，並透過台灣如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等民間團體廣邀台

灣藝文界知名人士參加，由前陸委會主委張京育先生擔任團長，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度重要傳統藝術布農音樂 Pasibutbut 保存團體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化協

會的原住民朋友也接受本處經費補助參加本活動，藉以展現台灣原住民特色文

化，彰顯台灣原住民優質的文化風貌和傳統精神。我們並希望經由參加此次文

化交流與參訪行程，達成下列幾項目的： 

一、了解中國大陸對於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工作的推動情形 

二、藉由中國大陸對於申請世遺經驗，探求兩岸合作的可能性 

三、主持「中華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主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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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過程及紀要過程及紀要過程及紀要過程及紀要    

一一一一、、、、2010201020102010////08/15(08/15(08/15(08/15(日日日日))))整天整天整天整天，，，，桃園機場搭機至廣西南寧桃園機場搭機至廣西南寧桃園機場搭機至廣西南寧桃園機場搭機至廣西南寧：：：：    

  因飛抵當天適逢甘肅省土石流災情蔓延，中國國內班機部分延誤，故在廣

州機場經歷了四、五小時轉機等待，到達廣西首府南寧時已經是當天深夜，在

前往住宿飯店的路途中，車上接待的導遊跟我們介紹南寧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

系統，以及乾淨的市容，對於中國大陸的都市化程度讓人印象深刻。 

 

 

 

二二二二、、、、2010/02010/02010/02010/08/16(8/16(8/16(8/16(一一一一))))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廣西民族博物館廣西民族博物館廣西民族博物館廣西民族博物館----廣西文化報告會廣西文化報告會廣西文化報告會廣西文化報告會    

  早晨在飯店用完早餐後，前往廣西民族博物館，進行「情繫八桂-兩岸文

化聯誼行文化報告會」，並由廣西民族文化藝術研究院院長廖明君介紹廣西銅

鼓藝術的文化變遷，以及廣名出版總社編審彭匈介紹劉三姐文化現象透視等，

此次活動由此揭開序幕。開幕式結束後，由專業解說員帶領一行人參觀廣西民

族博物館各館。 

  廣西民族博物館位於南寧市，占地 130 畝，建設總投資約 2.5 億元。主體

建築外形取材于富有廣西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銅鼓，整個建築如一只展翅的

鯤鵬，遨遊於青山綠水之間。建築面積 29370 ㎡，其中展廳面積約 8,000 ㎡。

整個館區設有公共服務區、露天展示區、文物保護研究中心、業務與行政管理

區、後勤服務區等五個功能區。內部設有高科技電影廳、多功能會議廳、文物

標本觀摩室、專題圖書館、網上博物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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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民族博物館外觀 

 

 

「情繫八桂-兩岸文化聯誼行文化報告會」現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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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民俗活動「舞炮龍」 

 

 

廣西壯族的傳統婚禮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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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壯族的民俗節慶活動 

 

 

 

廣西靖西壯族的木偶                        廣西苗族的傳統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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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08/16(08/16(08/16(08/16(一一一一))))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邕江灣美術館邕江灣美術館邕江灣美術館邕江灣美術館    

當天中午用完餐稍作休息後，驅車前往邕江灣美術館，由館長鄔文康舉行

簡單開幕式，隨後帶領同行嘉賓參觀各樓層之典藏藝術品，並於一樓大廳舉辦

廣西書畫名家交流筆會，邀請廣西著名書畫家現場揮毫潑墨。其中最令人印象

深刻的，是一名百歲高齡之書法家，其運筆之姿如行雲流水，下筆蒼勁有力，

教人讚服。 

邕江灣美術館，其外觀仿照北京奧運「鳥巢」所建 

 

同行人參觀館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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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員解說館藏作品 

 

 

 

百歲高齡書法家當眾揮毫，運筆瀟灑自如，吸引眾人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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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08/16(08/16(08/16(08/16(一一一一) ) ) )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情繫八桂情繫八桂情繫八桂情繫八桂————兩岸文化聯誼行兩岸文化聯誼行兩岸文化聯誼行兩岸文化聯誼行」」」」開幕式暨歡迎晚宴開幕式暨歡迎晚宴開幕式暨歡迎晚宴開幕式暨歡迎晚宴    

 當日晚上，由中國大陸文化部副部長李洪峰、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飆等人

主持「情繫八桂—兩岸文化聯誼行」開幕晚會，我們臺灣交流團團長張京育也

上台致詞：「廣西是少數民族地區，我們的交流團裡也有很多臺灣的少數民族，

廣西各民族融洽相處，是我們所關注和感佩的，我們為瞭解、學習、參與而來。

期待兩岸為了中華民族的發展，經濟上互利互惠，在文化上相互激勵，更上層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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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壯族舞蹈＜歌飄山水間＞ 

 

 

廣西京族舞蹈＜北部灣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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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2010/02010/02010/02010/08/17(8/17(8/17(8/17(二二二二))))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崑崙關戰役舊址崑崙關戰役舊址崑崙關戰役舊址崑崙關戰役舊址、、、、崑崙關戰役博物館崑崙關戰役博物館崑崙關戰役博物館崑崙關戰役博物館    

 

昆侖關位於廣西南寧市興甯區與賓陽縣交界處即昆侖鎮所在地北 4 公里，

距南寧市 59 公里。昆侖關為大明山餘脈，海拔約 300 米。 

 

  昆侖關戰役舊址，除古關樓、昆侖古道等古代遺跡之外，主要包括“陸軍

第五軍昆侖關戰役陣亡將士墓園”中的南、北門牌坊、陸軍第五軍昆侖關戰役

陣亡將士紀念塔、抗日將士公墓、抗戰碑亭等紀念建築物，以及昆侖關地區如

賓陽縣境內的“昆侖關戰役指揮部”、邕甯區昆侖鎮境內的“昆侖關戰役日軍

第十二旅團團長中村正雄少將被擊斃處”和金龍山、仙女山、老毛嶺、羅塘南、

同興堡、石家隘以及 441、660、 653 高地等多處昆侖關戰爭中的陣地、工事

遺跡點等。 

 

  昆侖關戰鬥結束後，國民黨在昆侖關上建立抗日陣亡將士墓園、紀念碑、

紀念亭、牌坊等，並從山腳到山頂建有 331 級花崗岩石階，供人登臨憑弔。國

民黨黨政軍要員，如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濟琛、何應欽、陳誠、杜聿

明、張治中、張發奎、顧祝同、于右任、余漢謀、徐永昌、林蔚、黃旭初等人，

分別在抗日陣亡將士墓園、紀念塔、紀念亭、牌坊等處親筆莊嚴題詞，在抗日

陣亡將士墓園刻上烈士芳名（今尚保存完整）。並於 2006 年 5 月 25 日被中國

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雖然昆侖關戰役舊址為當年國民黨人所建，紀念的也多為國民黨軍革命先

烈，但中國大陸官方仍加以保存，並無破壞抹滅或篡改其歷史，2006 年更公佈

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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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憑弔抗日將士牌坊 

 

 

昆論關戰役舊址簡介           杜聿明將軍之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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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壯烈犧牲將士之姓氐所建立起的墓碑 

 

 

 

崑崙關戰役博物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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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崙關戰役博物館內，還原當年現場之佈景 

 

 

崑崙關戰役博物館內，模擬當年現場之動態聲光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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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10/02010/02010/08/17(8/17(8/17(8/17(二二二二) ) )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the Museum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亦簡稱作 Guangxi Museum），是中國省（區）級地志性博物館。該館

前身是 1934 年在南寧創立的廣西省立博物館。1958 年 3 月，隨著廣西壯族自

治區成立，廣西省博物館遂改為現名。該館藏文物達 50000 多件，其中，一級

文物 152 件，二級文物 1791 件。廣西是古代銅鼓的主要分佈地區之一，銅鼓

遺存豐富，種類齊全，因此，該館得以成為世界上收藏銅鼓最多的博物館，銅

鼓藏品達 360 多面。其中，一面北流型銅鼓面徑達 165 釐米，重 299 公斤，被

譽為“銅鼓之王”。此外還有 80 萬年前的手斧，新石器時代神秘的大石鏟，

商代的獸面紋銅卣，漢代寫有 370 多字的《從器志》木牘，繪有神話故事的漆

繪銅盆和漆繪銅筒，高 115.5 釐米的大銅馬，形神兼備的銅牛，能消煙塵的銅

鳳燈以及富有特色的羊角鈕銅鐘、越式銅鼎、幹欄式銅倉等大量出土文物藏

品；館藏民族文物更是豐富多彩，爭奇鬥豔；革命文物、古舊字畫以及各種傳

世文物等，也不乏珍品。該館還收藏有大量的圖書資料，其中線裝古籍達 3 萬

多冊，彌足珍貴。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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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詳細解說廣西地區其出土之 2 萬年前史前人類遺址遺物 

 

 

館藏品「獸面紋提梁銅器」    館員細心解說廣西銅鼓文化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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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品清代「雍正琺琅彩百花五孔尊」 

 

 
館藏品清代青花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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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10/02010/02010/08/17(8/17(8/17(8/17(二二二二) ) ) )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南寧新會書院南寧新會書院南寧新會書院南寧新會書院----地方戲曲地方戲曲地方戲曲地方戲曲    

晚上用完餐後，主辦單位馬不停蹄地又帶領大家驅車前往南寧新會書院觀

賞“南派粵劇”，其作為邕城的藝術樣式，不僅扮相優美、曲辭婉轉、唱腔清

新，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突出民族性和藝術性兩大特點。演出以南寧市

粵劇團為班底，將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樑素梅、廣西粵劇第一小生黃俊成等為

代表的南派粵劇名家的表演作為吸引觀眾眼球為賣點，通過名家的精彩演繹，

呈現南寧本土戲劇文化的魅力。 

 
主辦單位特邀地方兒童劇團做為開場表演 

 

粵劇（七夕盟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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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劇（打棍出箱） 

 

 

彩調               壯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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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劇武戲片段 

壯劇武戲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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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2010/082010/082010/082010/08/18(/18(/18(/18(三三三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廣西民族大學廣西民族大學廣西民族大學廣西民族大學「「「「中華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中華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中華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中華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主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由本處主任王壽來與廣西

壯族自治區文化廳副巡視員馬紅英共同主持，本處準備了臺灣非物質文化遺產

與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兩份投影片交流，並由兩岸學者，分別是臺北市政府文

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委員辛晚教教授、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傳統音樂系主

任吳榮順教授、廣西藝術學院楊秀昭教授、廣西博物館館長吳偉峰輪番上台分

享。以下為四位學者報告依序之交流內容簡要： 

 

一、楊秀昭教授：「廣西民族歌謠文化探析」： 

讓身著少數民族服裝的學生現場演唱壯族嘹歌、瑤族山歌、苗族情歌、侗

族大歌等廣西少數民族之歌謠，並將各民族特色做簡析 

 

二、吳榮順教授：「來自天神眷顧的天籟複音:臺灣南投縣明德部落布農族的

八部音合唱 Pasibutbut」： 

介紹台灣布農族完全用復音唱原生態歌曲，無獨唱、舞蹈，主頌神，以“八

部音合唱”聞名。並現場由我們布農族的朋友身著布農族傳統服飾，現場演繹

八部合音-祈禱小米豐收歌，贏得大陸媒體與廣西民族大學師生的熱烈迴響，

尤其吳教授現場也示範口技，充份展現他對於民族音樂的深入了解以及身懷絕

技，叫人印象深刻。會後吳榮順教授接受大陸媒體訪問說：「儘管從文化內涵

來看，壯侗民歌注重交流、對話，是“人與人之間的歌唱”；臺灣少數民族山

歌重視向神告白，是“人與神之間的歌唱”，但是就像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

樹葉，這正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精彩之處。”」 

 

三、吳偉峰教授：「廣西民族傳統手工藝的保護與傳承」 

介紹具有代表性的廣西民族傳統手工藝，如壯錦與繡球、賀州瑤族服飾、坭興

陶、侗族木建築等，並指出保護和傳承廣西民族傳統手工藝的重要性。 

 

四、辛晚教教授：「臺灣文化資產保存與文化生態環境保護-以臺北大龍侗文

化園區的規劃為例」： 

指出保護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性，臺灣的教授學者還自發成立中華

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基金會，收集、整理、分類保存研究中華文化精品，促進臺

灣地區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生態環境保護與傳場等。 

會後並由現場教師與學生提問，由本處王主任主持並回答相關問題，與現

場藝文人士以及師生交流互動熱絡，發問踴躍，對於此次交流研討會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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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主任王壽來與文化廳副巡視員馬紅英共同主持中華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 

 

 
王主任分享臺灣非物遺文化資產工作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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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座無虛席，後方為廣西民族大學師生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副巡視員馬紅英低頭勤作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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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榮順教授介紹布農族八部音合唱之發源 

 

 
台下布農族朋友身著傳統服飾等待現場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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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榮順教授介紹復音唱原生態歌曲 

 

辛晚教老師與辛師母辛鄭美麗質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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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8(2010/08/18(2010/08/18(2010/08/18(三三三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乘車前往柳州乘車前往柳州乘車前往柳州乘車前往柳州    

  由南寧至柳州大約有三個小時之高速公路路程，主辦單位安排前方公安警

車做引導車，後接參訪嘉賓共五台遊覽車，路經途中，因前方發生事故，引導

警車緊急切換右線道，但接續之五台遊覽車因頓位龐大反應遲緩，前方一車開

始緊急刹車後，直到第五車反應不及，雖已全踩剎車但緩衝距離不夠長，因此

撞上第四車車尾，所幸當時人員無傷，只有輕微額頭或膝蓋擦撞。但五車前方

玻璃碎裂，已無法繼續駕駛。當時主辦單位文化廳副巡視員馬紅英立即下車視

察，緊急聯絡相關事項，大約半小時左右，派來另一輛接駁遊覽車以替代五車，

馬副廳長並登上五車與嘉賓共乘，一面道歉疏失並安撫受驚之乘客。為此耽誤

抵達柳州時辰，至飯店時已是晚上八點多。 

 
四車後車體撞毀，車輛雖可行駛但冷氣水箱故障導致車上已無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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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副巡視員馬紅英立即下車察看並指揮相關人員 

 

 
五車前方玻璃盡碎，車殼損壞，右方後照鏡也撞壞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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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9(2010/08/19(2010/08/19(2010/08/19(四四四四))))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柳侯祠柳侯祠柳侯祠柳侯祠、、、、柳州市博物館柳州市博物館柳州市博物館柳州市博物館    

柳侯祠原名羅池廟，位於柳州市中心柳侯公園內的西隅，原名羅池廟（因

建于羅池西畔得名），現改名為柳侯祠，是柳州人民為紀念唐代著名的政治家、

思想家、文學家柳宗元而建造的廟。現在的柳侯祠是按照清代建築物重建的，

祠內陳列有許多文物及史料，反映了柳宗元的生平和政績。 

祠分前、中、大殿三進，內有柳宗元石刻像、柳宗元塑像以及“荔子碑” 

等歷代珍貴石刻 40 餘方。“荔子碑”是宋代大文豪蘇軾的書法，寫的是韓愈

《柳州羅池廟碑》中供祭祀柳宗元吟唱的《迎頌享神詩》，因唐宋三大文豪的

文采神韻凝於一碑，故有“三絕碑”之稱。祠後有柳宗元衣冠墓，東側有紀念

與柳宗元同稱為唐二賢的政治家、柳州司戶參軍事劉蕡的賢良祠，並有柑香

亭、羅池、講堂、山長住房、齋房、回廊、院門等附屬建築。 

祠堂大門上高懸的“柳侯祠”金字匾額是當代文學家、歷史學家郭沫若的

手跡，豪邁奔放，蒼勁挺秀。 門聯為韓愈詩句集結而成，書曰：“山水來歸

黃蕉丹荔；春秋報事福我壽民”，為清末永州知府楊翰所書。 頭進保存有自

宋至今的歷代碑刻 20 餘塊，其中的兩塊“荔子碑”嵌座在中殿最為引人注目

處。 右側為南宋嘉定十年（1217 年）所刻原件，左側為仿宋的清代複製品，

碑文摘自韓愈《柳州羅池廟碑》的《享神詩》。 因其句首雲“荔子丹兮蕉黃”，

後人便稱“荔子碑”。 詩贊柳侯，作者韓愈，字為蘇軾親筆，唐宋三大文豪

的文采神韻凝於一碑，故後人亦稱之為《韓文蘇書柳事碑》或“三絕碑”，此

碑為柳侯祠的鎮祠之寶，其刻石技藝刀法恣肆狂放、深淺奇正、隨筆賦形，與

蘇東坡雄奇、深厚的書法相得益彰，被人推為蘇東坡書法碑中第一。 碑刻中

還包括《柳州羅池廟碑》、兩方元代刻的柳宗元石刻像等珍貴文物。 

 
柳候公園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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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侯公園門口中國國家旅遊局所頒的國家等級旅遊區(點)4A 等級 

 

 

柳候公園內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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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侯祠內有歷代珍貴石刻      蘇東坡的書法「荔子碑」 

 
此為柳宗元之衣冠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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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博物館，其建築採用花崗岩風暴石砌築，為古城闕樣式，典雅厚重，

外廊２１面浮雕，寓意 21 世紀的柳州和 2100 年的厚重歷史，反映柳州史前文

明、民族民俗文化、現代文化等內容。館藏各類文物 36000 多件，以壯、瑤、

苗、侗族民族民俗文物較為突出；以西周雲雷王紋青銅角形器、戰國扁鐘、漢

代虎鈕錞於、銅鏡和銅鼓以及明代大書法家董其昌、清“四王”、近漢代的齊

白石、張大千等書畫為珍貴，許多館藏文物頗具地方特色，因其精美罕見而成

為國之瑰寶。基本陳列有《柳州歷史文化陳列》、《柳州少數民族風情展》、《古

代青銅陳列》、《古代書畫扇面陳列》、《古代陶瓷陳列》，向觀眾直觀地展示出

柳州獨具魅力的民族文化和悠久歷史。 

 

 

柳州博物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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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博物館內，仿侗族風雨橋之建物 

 

 
柳州博物館內展出法國留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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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博物館藏考古出土 

 

 

柳州博物館豐富館藏 

 

 



34 

 

 

 

 

 

 

柳州博物館藏中，還包括少數民族的傳統飾品、銀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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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9 (2010/08/19 (2010/08/19 (2010/08/19 (四四四四) ) )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柳州八桂奇石館柳州八桂奇石館柳州八桂奇石館柳州八桂奇石館、、、、柳州龍潭公園柳州龍潭公園柳州龍潭公園柳州龍潭公園    

八桂奇石館位於屏山大道東段北側，面積 4.25 公頃，其中水體 1.24 公

頃，綠化面積 1.22 公頃。有“柳州奇石甲天下”之說，漸為愛石、賞石、藏

石、論石者所公認。以反映廣西奇石文化為造園立意的箭盤山奇石園，是廣西

首座觀賞石景園，該園以展石為主兼具休憩、遊賞功能。該館常年對外展示柳

州 60 餘種、約 5 千件自然天成的奇石佳作，館內還有星羅棋佈的景石、婆

娑的亞熱帶植物、滄桑的百年古榕。 

奇石園西大門為主要入口，占地 400 平方米，建築梁架顯露、仿竹仿木、

直坡屋頂、通透空朗，空間形象完美，富有民族特色，門額題匾“箭盤山奇石

園”和“泉石去鵲”，門柱題聯“山誠有味憑甄賞；石不能言任品猜”、“天

空海闊山無欲；地利人和石有靈”。進入大門“激流勇進”石景迎面而來，動

靜理水、聚散疊行，宛如天然景觀，用石量達 800 多噸。南面大草坪上疏植

桂花、米蘭、茶花、南洋杉、皇后葵等，其間點綴柳州風化景石；東面是卵石

景區，最大的一塊重約 10 噸，這些形態各異、大小不一、色彩斑斕的卵石群

在潺潺的溪流中顯得多彩多姿；北面即為柳州名勝—箭盤山，園中心區聳立著

“八桂奇石館”一館，建築占地 700 平方米，建築面積 1400 平方米，挑梁

吊柱，外牆塑竹塑木，青灰琉璃飾頂，極具桂中少數民族民居風格。該館高三

層，一層有展廳、易石齋、石友齋，二層為展廳，三層為“藏珍閣”，可一次

性展出 1800 餘件大小石玩，入門處懸匾“八桂奇石館”和“石我交融”，門

柱掛聯“奇石貴天然虛實肥瘦皆無價，精品在人為形色質紋自有情”。 

  

 

八桂奇石館之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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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區內奇石林立，箭盤山奇石園為廣西首座觀賞石景園 

 

奇石館內館藏豐富           石頭斑紋如同寫了個「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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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各種奇石，或似動物或似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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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石紋如同端正的書法「中」字 

 

 

由各式樣石頭所組成的「滿漢全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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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9 (2010/08/19 (2010/08/19 (2010/08/19 (四四四四) ) ) )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柳州文化藝術中心柳州文化藝術中心柳州文化藝術中心柳州文化藝術中心----大型民族音畫大型民族音畫大型民族音畫大型民族音畫《《《《八桂大歌八桂大歌八桂大歌八桂大歌》》》》    

《八桂大歌》以廣西民歌為主，配以奇特的舞蹈、豐富絢麗的造型、畫面，

用人民的語言塑造人民的形象的廣西本土民族音畫劇，《八桂大歌》乃由總政

歌舞團團長、《千手觀音》編導張繼剛傾心打造，全劇共分為"勞動篇"和"愛情

篇"，以 40 多首深深紮根於民族土壤、具有濃郁民族風情的民歌為主，輔以舞

蹈、民族器樂、民族服飾，讓節奏跌宕的歌聲與畫面完美組合，演繹和禮贊八

桂大地上苗、瑤、侗、壯、京各族人民古往今來的風采。 

 

 

八桂大歌-勞動篇，插怏、耘田、收割、曬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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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桂大歌-愛情篇，瑤家妹仔要出嫁 

 

 

八桂大歌-愛情篇，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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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10/02010/02010/08/20(8/20(8/20(8/20(五五五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乘車前往桂林乘車前往桂林乘車前往桂林乘車前往桂林，，，，約三小時之路程約三小時之路程約三小時之路程約三小時之路程。。。。    

廣西氣候與台灣差不多，時逢八月，酷熱難耐，一路上雖說是高速公路，

但兩處可見貧瘠土地與荒蕪，與南寧的都市化相差甚遠，可見大陸地區城鄉差

異大，貧富差距也大。 

2010/08/20(2010/08/20(2010/08/20(2010/08/20(五五五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桂海碑林桂海碑林桂海碑林桂海碑林、、、、王府王府王府王府    

桂海碑林是廣西壯族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桂林市小東江畔七星

公園月牙山瑤光峰南麓，由龍隱洞、龍隱岩兩處石刻組成。此處“壁無完石”， 

碑刻如林。共有石刻 220 餘方，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檔、民族關係等。

形式有詩詞、曲賦、銘文、對聯、圖像等。書體楷、草、隸、篆俱全。 

桂海碑林碑閣內收集了桂林其它山岩上千件重要的石刻拓本，均為稀世珍

品。拓自桂林城北鸚鵡山上的《靖江府城圖》，是中國現存的兩件最古老的古

代石刻地圖之一，也是面積最大的一幅石刻城圖。還有唐代韓雲卿的《平蠻

頌》、《舜廟碑》，記載了唐王朝平定西原酋長潘長安的經過；宋代孔延之的《瘞

宜賊首級記》、餘靖的《大宋平蠻記碑》記述了宋王朝平定宜州歐希範的情況；

南宋陳彌壽的《新建犒庫記》、李曾伯的《抗元記功碑》，記載了元軍進攻雲南、

廣西、湖南，及宋軍阻截的經過。 

桂海碑林中有許多古代書法名家的妙品，篆隸行草，彙集於一堂。唐代顏

真卿的“逍遙樓”榜書、鄭書奇的《新開獨秀山石室記》、宋代燕肅的七星岩

篆書題名、米芾的還珠洞題名和陸遊的《詩劄》、柯夢的《迎享送神曲》，以及

范成大等人題刻，無不墨筆精妙。清朝王靜山在龍隱岩刻了一個高 70 釐米、

寬 82 釐米的佛字草書，上百年來引來無數遊人的濃厚興趣。遠望它如一個梳

著髮髻的老太婆，雙手擎香，虔誠地跪著燒香拜佛，筆劃間可見香煙繚繞。近

看，卻是一個四筆揮就的“佛”字，呈現一種字形和字義之間的神似形似。 

 

桂海碑林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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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王靜山在龍隱岩刻的佛字草書 

 

 

桂海碑林大小石碑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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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望桂海碑林全景 

 

 

王府內處處可見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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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王府正門口 

 

 

靖江王府內 國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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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0(2010/08/20(2010/08/20(2010/08/20(五五五五))))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遊覽桂林遊覽桂林遊覽桂林遊覽桂林「「「「兩江四湖兩江四湖兩江四湖兩江四湖」」」」夜景夜景夜景夜景    

兩江四湖是桂林市中心區的灕江、桃花江、榕湖、杉湖、桂湖、木龍湖等

環城水系的總稱。其環城水系全長 7.33 公里，水面面積 38.59 萬平方米。該

工程最早形成於北宋年間（960-1127 年），當時榕湖、杉湖、桂湖上舟楫縱橫，

遊人如織，興盛一時。由於年代久遠，一些湖塘已經填沒。為了再現當年桂林

“水城”的繁榮景象，並恢復桂林宋代水上游的城市遊覽模式，桂林“兩江四

湖”工程的構想，經過建設者們三年左右的劃規與施工，桂林“兩江四湖”於

2002 年 6 月 2 日上午實現了通航。其兩岸也搭起許多人工造景，夜景為其一絕。 

 

 

 

桂林「兩江四湖」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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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兩江四湖」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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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10/02010/02010/08/21 (8/21 (8/21 (8/21 (六六六六))))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龍脊梯田龍脊梯田龍脊梯田龍脊梯田    

龍脊梯田始建於元朝，完工于清初，距今已有 650 多年歷史，是廣西二十

個一級景點之一，該梯田距龍勝縣城 27 公里，距桂林市區 103 公里，景區面

積共 66 平方公里，梯田分佈在海拔 300 至 1100 米之間，坡度大多在 26 至 35

度之間，最大坡度達 50 度。從山腳盤繞到山頂，小山如螺，大山似塔，層層

疊疊，高低錯落。從高處望去，梯田的優美曲線一條條、一根根、或平行或交

叉，蜿蜒如春螺、披嵐似雲塔，顯示了動人心魄的曲線美。其線條行雲流水，

瀟灑柔暢；其規模磅礴壯觀，氣勢恢弘，有“梯田世界之冠”的美譽。而在這

浩瀚如海的梯田世界裡，最大的一塊田不過一畝，大多數是只能種一二行禾的

碎田塊，因此有“蓑衣蓋過田”的說法。 

龍脊梯田景區內居住著壯族、瑤族兩種民族，以壯族為主，龍脊的壯族是

北壯的代表，服飾獨特，風情獨具，在這裡可以看到古樸的壯族民間舞蹈和保

護完美的壯族服飾，可聽到優美的壯族山歌，享受原汁原味的壯族風情，傳統

習俗壯鄉民居，香純味美的龍脊銅鼓舞，師公舞，打扁擔令人耳目一新，此外，

還有古樸的壯鄉民居，香純味美的龍脊茶和龍脊辣椒，沁人心肺的“東方魔

水”龍脊水酒。 龍脊梯田只是一個景區統稱，包含龍脊寨（壯族）、平安寨（壯

族）、中六寨（瑤族）、大寨（瑤族）、田頭寨（瑤族）、小寨（瑤族）等若干村

寨。就梯田本身而言，最壯觀的是大寨的金坑梯田和附近的小寨梯田。龍脊梯

田常規來說有 3 個入口，一個是平安村，一個是大寨村，還有一個是龍脊村（龍

脊古壯寨）。 

 

 

平安壯族梯田觀觀景區入口處 



48 

 

 

入口處熱情的迎賓 

 

 
登山沿途風景，當地人提供抬橋上山服務，索價 300 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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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壯族姑娘身著傳統服飾供遊客拍照 

 

 

龍脊梯田，天下一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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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1 (2010/08/21 (2010/08/21 (2010/08/21 (六六六六))))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黃洛瑤族黃洛瑤族黃洛瑤族黃洛瑤族歌舞劇場歌舞劇場歌舞劇場歌舞劇場    

  位於金江河畔的黃洛瑤寨，居住著清一色的紅瑤族，約有 60 戶人家，400

人口，這裡的婦女個個留著一頭烏黑亮麗的長髮。頭髮能垂到地上的婦女到處

都有。頭髮最長的有 1.81 米 。因此而獲得基尼斯總部頒佈的“長髮村”證書

而名揚天下，成為龍脊梯田景區的另一絕”。 

  來到黃洛瑤寨，穿著豔麗的民族服飾的瑤族姑娘唱著甜蜜的山歌列隊歡

迎，獻上她們特有的舞蹈，長鼓舞，手鈴舞和長髮梳妝。在這裡還可以品嘗到

香噴噴的瑤家油茶。一條清幽的小河穿寨而過，兩座鐵索橋連系了兩岸人，好

讓瑤族姑娘和小夥子悄悄的對話。在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黃洛瑤寨特有的

“選新郎”活動。來到黃洛瑤寨做客的男貴賓都有機會參與，這項活動關鍵是

看寨花選中誰。被選中的男貴賓，瑤族的少女們會為你精心打扮一下，扮成新

郎官的模樣。那麼寨花也會悄悄的披上嫁衣，蓋上紅蓋頭來到新郎官身旁。 

  紅瑤婦女的服飾很美，也很講究。一套衣服全都是手工刺繡要花三年的時

間，衣服上面都繡有各種圖案，腰間都系著寬寬的花要帶和孔雀開屏般的百褶

裙都是她們自己的審美產物。仔細觀察瑤女們的耳朵上、手上都戴著銀飾品，

最顯眼為那二、三兩重的耳環，還有那手上戴的鐲頭，都是民間的銀匠精雕細

鑿而成。 瑤女們個個都熱情大方，能歌善舞，她們的歌舞因秀美的長髮而顯

得更加婀娜多姿，一場大團員舞之後，捨不得走的也得走，瑤女們會為獻上一

杯攔門酒，唱起了別離歌，這是主人給來賓的最高禮遇，祝福一路平安。 

 

 

位於金江河畔的黃洛瑤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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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黃洛瑤寨，瑤族姑娘唱著山歌迎賓 

 

 

黃洛瑤族歌舞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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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洛瑤寨一景 

 

 

離去時，布農族朋友與當地壯族導遊合影 



53 

 

2010/02010/02010/02010/08/22(8/22(8/22(8/22(日日日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竹江碼頭竹江碼頭竹江碼頭竹江碼頭----遊灕江遊灕江遊灕江遊灕江    

桂林竹江碼頭於 1991 年修建完畢，2000 年重新擴建完畢，是專門針對外

國遊客而修建是外事涉外碼頭，也是乘船遊覽灕江的必用碼頭。而灕江是桂林

山水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發源於桂林東北興安縣的貓兒山，流經桂林、陽朔，

至平樂縣恭城河口，全長 170 公里。其中由桂林至陽朔的 83 公里水程，是廣

西東北部喀斯特地形發育最典型的地段。群峰峭拔挺立，河流依山而轉，形成

峽谷，秀山麗水相輝，景色也最迷人。唐代大詩人韓愈曾以“江作青羅帶，山

如碧玉簪”的詩句來讚美這條如詩似畫的灕江。 

桂林這百里灕江的旅行路段，依據景色的不同，大致可分為三個景區： 

第一景區鄉土風情：桂林市區至黃牛峽的此段灕江旅行，兩岸奇峰林立，

城鎮、農村、田園錯落分佈，景觀多樣，是觀賞遠山近水與人文民風的最佳地

方，構成了畫卷的開頭部分。此景區的主要景點有象鼻山、鬥雞山、淨瓶臥江、

奇峰林立、父子岩、龍門古榕、大圩古鎮、磨盤山等。 

第二景區驚鴻掠影：黃牛峽至水落村此段灕江旅行，兩岸石山連綿不斷，

奇峰圍巒映帶，是灕江旅行風光的精華所在，構成了畫卷的主體部份。此段主

要景點有望夫石、草坪帷幕、冠岩幽府、半邊渡、鯉魚掛壁、童子拜觀音、八

仙過江、九馬畫山、青峰倒影、興坪佳景等。在諸多景點中，冠岩水府、鄉吧

島、九馬畫山、興坪佳境最為著名。 

  第三景區田園風光：水落村至陽朔此段灕江旅行，兩岸土嶺青蔥，翠竹、

茂林、田野、山莊、漁村隨處可見，給畫卷添上了幽美的田園色彩。桂林灕江

風景區是世界上規模最大、風景最美的岩溶山水遊覽區，灕江兩岸的山峰偉岸

挺拔，形態萬千，石峰上多長有茸茸的灌木和小花，遠遠看去，若美女身上的

衣衫。桂林灕江江岸的堤壩上，終年碧綠的鳳尾竹，似少女的裙襬，隨風搖曳，

婀娜多姿。最可愛是山峰倒影，幾分朦朧，幾分清晰。江面漁舟幾點，風帆幾

頁，從山峰倒影的畫面上流過，真有"船在青山頂上行"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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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朋友合影留念 

 

 

灕江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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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馬畫山，山壁上岩石紋路似有九匹馬般 

 

 

此景為人民幣 20 元鈔票所繪之參考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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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2(2010/08/22(2010/08/22(2010/08/22(日日日日))))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銀子岩景區銀子岩景區銀子岩景區銀子岩景區    

桂林荔浦銀子岩旅遊景區位於桂林市荔浦縣馬嶺鎮荔桂公路東側，距陽朔

縣界 3 公里，占地面積 1500 畝。為中國國家 AAAA 級景區、首批“桂林市文明

旅遊風景區示範點”，也是桂林現最大的岩洞。 

銀子岩屬層樓式溶洞，現已開發游程約 2 公里，包括下洞、大廳、上洞三

大部分，彙集了不同地質年代發育生長的各種類型的鐘乳石。岩內洞府分水陸

兩層，主洞總長 10 餘公里，洞內有地下河，河水清澈透明見底，河道寬敞可

遊船，洞內石乳奇形怪狀，千姿百態， 特色景點數十個，其中廣寒深官、金

銀群塔、驚峻天橋、雪山飛瀑、音樂石屏、玉樹瓊枝、雙柱擎天更是令人歎為

觀止；岩中暗河潛山蜿蜒而來，迂回曲折，神秘幽深，河水清澈，遊魚可數；

沿河兩岸景點絢麗多姿，乘舟漂游可達岩外青湖。 

 

 

銀子岩景區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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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孔石形如同鳳凰 

 

 

雪山飛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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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子岩洞內有地下河，河水清澈透明見底，映照出銀子岩明亮模樣 

 

 

南柱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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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2(2010/08/22(2010/08/22(2010/08/22(日日日日))))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印象印象印象印象••••劉三姐劉三姐劉三姐劉三姐》》》》山水實景演出山水實景演出山水實景演出山水實景演出    

大型桂林山水實景演出《印象·劉三姐》是中國灕江山水劇場之核心工程，

由桂林廣維文華旅遊文化產業有限公司投資建設。劉三姐是中國壯族民間傳說

中一個美麗的歌仙，圍繞她有許多優美動人、富於傳奇色彩的故事。1961 年，

電影《劉三姐》誕生，影片中美麗的桂林山水，美麗的劉三姐、美麗的山歌迅

速風靡了全國及整個東南亞。從此，前來遊覽桂林山水，尋訪劉三姐和廣西山

歌，便成了一代又一代的夢想。《印象·劉三姐》是以山水聖地桂林山水美麗的

陽朔風光實景作為舞臺和觀眾席，以經典傳說《劉三姐》為素材，透過張藝謀

為總導演，國家一級編劇梅帥元任總策劃、製作人，並由王潮歌、樊躍兩位年

輕導演加盟，數易其稿，歷時三年半製作而成。 

《印象·劉三姐》在方圓兩公里的陽朔風光美麗的灕江水域上以十二座山

峰為背景，廣袤無際的天穹，構成了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山水劇場。傳統演

出是在劇院有限的空間裡進行。這場演出則以自然造化為實景舞臺，放眼望

去，灕江的水，桂林的山，化為中心的舞臺，給人寬廣的視野和超人的感受，

讓人完全沉溺在這美麗的陽朔風光裡。傳統的舞臺演出，是人的創作，而山水

實景演出是人與自然地景的共同的創作。山峰的隱現、水鏡的倒影，煙雨的點

綴，竹林的輕吟、月光的披灑隨時都會加入演出，成為最美妙的插曲。由於是

山水實景演出，支撐這個超級實景舞臺的最直觀的是燈光。《印象·劉三姐》同

樣體現了一種淋漓盡致的豪華氣派，利用大規模的環境藝術燈光工程及獨特的

煙霧效果工程，創造出如詩如夢的視覺效果。 

共設座位 2200 個，其中普通座位 2000 個，貴賓座 180 個，總統席 20 個。

演員陣營強大，由 600 多名經過特殊訓練的演員組成；演出服裝多姿多彩，根

據不同的場景選用了壯族、瑤族、苗族等不同的少數民族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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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劉三姐》山水實境演出，現場觀眾暴滿 

 

 

600 多名經過特殊訓練的演員組成，選用了壯、瑤、苗族等民族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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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劉三姐》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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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10/02010/02010/08/23(8/23(8/23(8/23(一一一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興安縣興安縣興安縣興安縣----興安靈渠興安靈渠興安靈渠興安靈渠    

靈渠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興安縣境內，由鏵嘴、大小大平、泄水天平、陡門、

南北渠、秦堤等主要工程組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運河之一，有著“世界古代

水利建築明珠”的美譽。 

距今 2 千 2 百多年前，秦始皇為統一嶺南，命史祿於西元前 219 年至 214

年興修。初名秦鑿渠，灕江上游為零水，亦稱零渠、靈渠，因在興安境內，又

稱興安運河，唐後改今名。靈渠設計科學靈巧，工藝十分完美，與都江堰、鄭

國渠被譽為“秦代三個偉大水利工程”，它溝通了湘江（長江水系）與灕江（珠

江水系），構成遍佈華東華南的水運網，為開發嶺南起了重要作用。靈渠的建

成為當時秦軍南征糧食和物資供應，加強南北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密切

各族人民的往來，即使到了現在，對航運、農田灌溉，仍然起著重要作用。 

靈渠發揮阻水溢洪滾水壩之功用，關鍵在“水浸松木千年在”。秦人將松

木縱橫交錯排叉式的夯實插放在壩底，其四圍再鋪以用鑄鐵件鉚住的巨型條

石，形成整體。2000 多年來任憑洪水沖刷，大壩巍然屹立。內中奧秘，直至上

個世紀八十年代維修大壩時才發現。靈渠一些地段灘陡、流急、水淺，航行困

難。為解決這個問題，古人在水流較急或渠水較淺的地方，設立了陡門，把管

道劃分成若干段，裝上閘門，打開兩段之間的閘門，兩段的水位就能升、降到

同一水準，便於船隻航行。靈渠最多時有陡門 36 座，因此又有“陡河”之稱。 

 

 

導覽員解說靈渠系統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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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還有逼真模型，透過水流來呈現靈渠工程之特色 

 

 

 

眾人搭乘小船遊覽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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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3(2010/08/23(2010/08/23(2010/08/23(一一一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兩岸文化交流座談會兩岸文化交流座談會兩岸文化交流座談會兩岸文化交流座談會    

行程接近尾聲，由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飆、文化部港澳臺辦副主任、中

華文化聯誼會副會長侯湘華、自治區文化廳廳長余益中、自治區台辦副主任唐

煦淵等人共同主持，由此行參訪人士提出許多感言與建言。 

 

兩岸文化聯誼行交流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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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朗老師：「只有傳統的研究保存才能刺激年輕一代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陳冠甫：「劉三姐實景劇場運營模式值得政府單位來參考」 

 

 

吳榮順教授仔細聆聽並邊作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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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4(2010/08/24(2010/08/24(2010/08/24(二二二二))))整天整天整天整天，，，，廣西桂林機場搭機回桃園機場廣西桂林機場搭機回桃園機場廣西桂林機場搭機回桃園機場廣西桂林機場搭機回桃園機場    

擷錄在廣州機場轉機時所拍攝之機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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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2010 情繫八桂之旅，從邕城南寧，到壺城柳州，再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

從憑弔昆侖關舊址，到參訪柳州奇石園，再到欣賞綺麗的灕江山水、壯觀的龍

脊梯田、奇美的銀子岩溶洞；從新會書院裡廣西地方戲曲的精緻獨特，到文化

藝術中心《八桂大歌》的悅耳動聽，再到桂林山水畔印象劉三姐的壯觀震撼；

從廣西文化報告會中專家對銅鼓和劉三姐文化精闢的解析，到中華民族文化研

討會上兩岸專家對非遺深刻的探討，再到兩岸文化交流筆會時兩岸畫家、書法

家們同台揮毫潑墨的精彩；從壯族嘹歌，到侗族大歌，再到探訪瑤族山寨。此

次情繫八桂之旅，透過參訪、座談、研討、交流等多種形式的活動，讓人留下

深刻印象。 

  尤其是在在廣西民族大學舉行的中華民族文化研討會上，兩岸專家就少數

民族音樂研討，加上兩岸少數民族現場的示範演唱，生動的向大家介紹了兩岸

少數民族歌謠的發展情況，而針對傳統工藝保護和文化資產保存與文化生態環

境的保護的相關內容更是引發了熱烈的討論，特別是此行我們原住民的朋友讓

大陸人士與媒體驚豔連連，透過實際的接觸與現場表演，台灣布農族的八部音

合唱傳遞到了廣西，直達當地人士的耳裡、在心裡深處發酵，觸動大家的心靈，

成了最直接、最深刻的文化傳遞，讓此行八桂之旅增色不少。 

 

肆肆肆肆、、、、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此次八桂之旅藉由突出文化主題、注重文化情感交流的模式，讓兩岸文化

的碰撞與震撼落實到實務層面，促使與會人士積極尋找兩岸交流的機會與可

能，在此提出三點建議： 

一、充實文化教育，以臺灣文化為體，借鏡歐美制度為用，展布新局 

  文化的根源在於實質內涵的深度，唯有深厚的文化修養才能真正體悟以及

發揮文化所長，因此文化人才的培育以及專業訓練是需要累積的，同時能深入

了解中華民族文化與世界各國不同之處，學習歐美行銷經驗，將臺灣文化推向

全世界。 

二、密切兩岸少數民族交流，推動兩岸藝術演出和出版交流等 

  唯有親臨現場才能感受藝術文化之美的震憾，就如同此次布農族朋友親臨

廣西的八部音傳唱，因此建議可以進行許多少數民流或藝文團體前進大陸實地

演出，舉辦各種交流節慶，如少數民族藝術節、少數民族合唱團體聯合舉辦國

際合唱節、兩岸藝術家聯合畫展等，不僅創造藝文產值，也向大陸展現台灣的

軟實力。 

三、在文化旅遊與文化景觀的開發中，注重保存原生態與自然平衡 

  高度藝文發展之下，需兼顧到保存人文原生態與自然的平衡，以免成了文

化開發的暴發戶，犧牲了文化外圍的那些原生態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