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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次考察時間自民國 99 年 8 月 22 日至 9 月 1 日共計 11 天，由蒙藏委員會

藏事處 2人前往中國大陸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與雲南省

迪慶藏族自治州進行考察與交流。考察期間共計拜會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甘

孜藏族自治州政府及民族事務委員會、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及民族事務委員

會、雲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迪慶藏族自治州政府及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

民委）等民族事務相關人士，及四川省藏文學校、西南民族大學、雲南民族大學、

雲南民族博物館等學術文化機構，並與相關人士座談；另參訪甘孜藏族自治州及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牧民定居工程」、藏傳佛教重要寺院「塔公寺」、「噶丹•

松贊林寺」、重要文化遺產「松州古城」、「獨克宗古城」以及自然生態保護區「九

寨溝」、「普達措國家公園」等。而考察具體成果除有助於瞭解當地藏情與現況外，

亦建立未來聯繫交流管道，俾規劃爾後藏事業務交流，期能擴大與大陸藏族地區

交流之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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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蒙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推動與中國大陸藏族地區雙向交流，特於本

（99）年派遣藏事業務工作人員前往中國大陸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

羌族自治州與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進行實地考察，拜會當地學術、文化、民族

事務相關機構並與相關人員座談。此行係本會首次派員前往四川省、雲南省藏族

自治州考察交流，除有助於瞭解當地藏情與現況外，並建立未來聯繫交流管道，

期能促進日後藏事業務之推動及兩岸交流目標。 

貳、考察過程 

四川省民族概況 

 四川省總面積 48.5 萬平方公里，是多民族聚居省份。除漢族外，有 55 個

少數民族，其中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傈僳族、滿

族、納西族、布依族、白族、壯族、傣族為省內 14 個世居少數民族。四川省轄

有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涼山彝族自治州及 4個自治縣，是中

國大陸唯一的羌族聚居區、最大的彝族聚居區及第二大藏區（藏族人口約 130 萬

人）。 

雲南省民族概況 

雲南省總面積 39.4 萬平方公里，是多民族聚居的邊疆山區省份。除漢族外，

有 55 個少數民族，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世居民族有 26 個（含漢族），其中白

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納西族、景頗族、布朗族、阿昌族、

普米族、怒族、基諾族、德昂族、獨龍族等 15 個少數民族，80%以上人口分布在

雲南省，稱為特有少數民族。雲南省轄有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頗族

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迪慶藏族自治州、紅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等 8個自治州以及 29 個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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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雲南省以多樣性的民族語言、文字、服飾、歌舞、節慶、建築、風俗禮儀等，

建構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資源。 

一、8月 22 日（週日） 

上午 8時 25 分搭乘華航 CI0551 班機直飛四川省成都市，於上午 11 時 50 分

抵達。  

下午於成都市區參觀紀念蜀漢丞相諸葛亮之「武侯祠」及具有川西民風、結

合歷史與現代的「錦里」古街，以對蜀漢文化及古成都風貌有更深入了解。另與

四川省民委副主任及相關人員座談，除對四川省藏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概況討論

外，並希望未來四川省各自治州、縣民委能有機會與台灣相關單位聯繫交流。 

二、8月 23 日（週一） 

（一）上午 8時 55 分搭乘中國東方航空 MU5851 班機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府康定，於上午 9時 45 分抵達康定機場。康定機場海拔 4,280 公尺，為中國大

陸海拔第二高之機場（第一、第三高海拔分別為西藏自治區昌都邦達機場（4,334

公尺）及阿里昆莎機場（4,272 公尺））。 

甘孜藏族自治州位於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東南緣，總面積 15.3 萬平方公

里，全州轄 18 個縣、325 個鄉（鎮）、2,458 個行政村，總人口約 100 萬人，其

中藏族約 80 萬人，約占 80%。州府康定（照片 1）是全州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

心，因一首「康定情歌」揚名海內外，被譽為情歌的故鄉。 

（二）上午 11 時在甘孜藏族自治州民委主任等人陪同下前往康定縣塔公鄉江巴

村參觀牧民定居示範點（照片 2）。江巴村全村 265 戶，1,054 人，主要經濟來源

為畜牧業和中藥材收入。中國大陸藏區自 2009 年展開「牧民定居行動計畫」以

來，該村作為康定縣牧民定居行動計畫省、州聯合示範點，目前該村已完成 120

戶定居房建設，並配套完成基礎建設供排水、電力設施、村內主幹道、入戶硬化

路、衛星電視、通訊設施及村民活動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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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午沿川藏公路西行，翻越折多山，過新都橋鎮後抵達塔公寺（照片 3）。

「塔公」藏語意為「菩薩喜歡的地方」，是甘孜州境內離都市最近的草原，距康

定縣城 110 公里，平均海拔 3,700 公尺。塔公景區主要由塔公草原、塔公寺、塔

公寺塔林、雅拉雪山、藏房建築等組成，具濃厚藏鄉風情。塔公寺始創於清嘉慶

年間，是藏傳佛教薩迦派著名寺廟之一，有「小大昭寺」之稱，是康巴地區藏民

朝拜的聖地之一。寺內除供奉薩迦派高僧薩迦班智達塑像，覺臥佛殿中供奉有傳

說是唐代文成公主進藏時所帶的三尊釋迦牟尼佛 12 歲等身像之一，是寺內重要

文物。 

（四）嗣與甘孜州政府副秘書長、州民委主任、外事台僑辦主任、康定縣民族宗

教局副局長等人座談，與會人員除外事台僑辦主任曾來台參訪外，其餘人士鮮少

與台灣交流，均表示希望組團來台交流。 

三、8月 24 日（週二） 

（一）上午原訂拜會四川民族學院，因正值該校教職員放暑假期間，且離康定較

遠，改為參訪木格措（「措」藏語意為「湖」）風景區。木格措意為「野人海」，

位於康定縣北雅拉鄉境內，海拔 3,200-3,780 公尺，景區以高原湖泊、原始森

林、溫泉、雪峰、奇山異石及疊瀑組成，景觀秀麗多彩。 

（二）下午拜會四川省藏文學校，與校長、州民委主任等人座談（照片 4）。該

校於 1981 年建校，係隸屬於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的省屬中等專業學校，亦是

中國大陸第一所「以藏文為主、用藏語授課」的中等專業學校。在教學模式上採

取一年基礎課程教學、二至三年專業授課的方式（藏醫醫療專業學制四年），將

文化基礎與專業技能課程有效結合，形成獨具特色的辦學模式。該校至 2009 年

已有在校生 987 人，有 20 個教學班，主要有藏族、彝族、羌族、納西族、回族

及漢族等 6 個民族。學生主要來自四川甘孜、阿壩自治州及涼山、雅安等地區，

並招收部分西藏、青海、雲南、甘肅等地學生，涵蓋整個藏區。該校除初期的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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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藏醫醫療、藏族工藝美術等 3個專業外，發展迄今已增列有漢藏文祕、漢

藏雙語計算機（資訊）、漢藏翻譯、藏文化導遊等專業，辦學層次也由原來的中

專發展為中專、函授大專及本科在職幹部培訓等。該校已培養許多具有藏語與漢

語能力的藏學研究、藏語文、藏醫、藏族工藝美術等各方面人才，該校畢業生有

85%以上通過考試進入公職體系服務，其餘為自行創業者，就業率高達 97%。 

四、8月 25 日（週三） 

（一）上午 8 時 55 分搭乘中國東方航空 MU5852 班機飛往成都，於 9 時 40 分抵

達。嗣與四川省民委主任敬全林等人座談（原訂 8 月 22 日拜會省民委主任，因

四川省土石流災情嚴重，其前往災區視察抗洪，爰改於 25 日會談）。該民委主任

除對四川省少數民族概況及牧民定居計畫予以介紹外，並表示曾於 2009 年到台

參訪，希望爾後能加強與本會之聯繫交流。 

（二）原訂 25 日下午拜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駐成都辦公室，惟於前往大陸

考察前聯繫該會結果，該會於本會人員赴大陸考察期間，駐成都人員均不在當

地，辦公室亦暫時關閉，爰無法拜會，行程改為參訪三星堆博物館。該館位於三

星堆遺址東北角，地處四川省廣漢市城西鴨子河畔，是一專題性遺址博物館，於

1992 年 8月奠基，1997 年 10 月正式開放。三星堆古遺址距今有 5,000 年至 3,000

年歷史，是大陸西南地區發現範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豐富的古城、

古國、古蜀文化遺址，是 20 世紀人類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三星堆文物包含金

器、玉石器、以及許多造型奇異的青銅大立人、青銅面具、青銅神樹等，多屬前

所未見的稀世之珍（該館文物曾來台展覽）。 

（二）下午拜會西南民族大學新校區，參觀該校之藏學文獻中心、彝學文獻中心。

該校為一包括哲、經、法、教、文、史、理、工、農、管、醫等學科之綜合性民

族高等學校，前身為西南民族學院，創建於 1950 年 7 月，於 1951 年 6 月正式成

立，2003 年 4 月更名為「西南民族大學」，直屬於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該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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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積 2,800 餘畝，分為老校區、新校區、太平園校區及阿壩州紅原縣青藏高原

生態保護與畜牧業高科技研發基地。該校有 56 個民族，在校學生約 2.5 萬人，

教職員工近 1,700 人，設有 22 個教學單位，擁有西南民族研究院、西部大開發

研究所等研究機構，並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藏學文獻中心（照片 5）及彝學文

獻中心，藏有大量宗教、文學、哲學、醫學等藏文及彝文文獻。該校在民族文化

研究（藏、彝、羌、苗）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學術

界有較大影響。出版的學術刊物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彝學研究＞、＜藏

學研究＞等。該校是四川省對外開放的重點單位，迄今有 70 多個國家、地區專

家學者至該校進行學術交流及參觀訪問，並與 20 多個國外大學及研究機構建立

校際合作與交流關係。另與該校校長趙心愚（曾於 2009 年來台訪問）、港澳台辦

等單位相關人士座談，與會人員表示希望未來能加強與台灣學術文化交流。 

五、8月 26 日（週四） 

（一）上午 7時 55 分搭乘四川航空 3U8605 班機飛往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松潘縣，於 8時 45 分抵達九寨黃龍機場。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位於四川省西北部，緊鄰成都平原，北與青海、甘肅省

相鄰，東南西三面分別與成都、綿陽、德陽、雅安、甘孜等市州接壤，是四川少

數民族自治地方中距省會城市最近的地方，具有較好的區位優勢。全州總面積

8.42 萬平方公里，轄 13 縣、223 個鄉（鎮）、1,352 個行政村；總人口約 89.2

萬，其中藏族約 50 萬人，占 55.8%，羌族占 18.7%，漢族占 22%，為四川省第二

大藏區及大陸羌族的主要聚居區。 

（二）上午在阿壩自治州政府副秘書長、州民委主任、松潘縣副縣長、民族宗教

局局長等人陪同下前往松潘縣川主寺鎮草原第一村參觀牧民定居點（照片 6）。

草原第一村全村 71 戶，291 人，自 2009 年展開「牧民定居行動計畫」以來，該

村依據「三靠」（靠公路、靠鄉鎮、靠縣城）原則選定定居點，已完成河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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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供排水、電力設施、活動中心、公廁、綠化等公共基礎建設工程。在民房建

設方面，採用兩種方式，一是 11 戶村民按規劃自行建設定居房，二是 60 戶村民

按統規統建方式建設定居房。該村年收入為 100 多萬人民幣，基於地理位置、民

居佈局及建築特色的優勢，朝村寨式賓館發展，進而活絡鄉村旅遊業。本會人員

經實地考察該村後，發現其地理位置、整體規劃及定居房內部之現代化設備，均

較甘孜自治州塔公鄉江巴村牧民定居示範點來得優越，顯示阿壩州擁有較佳的區

位發展優勢。本會人員並建議該村倘欲發展旅遊及民宿業，應建立網站，將相關

訊息登載於網路，以發展民宿觀光旅遊。 

（三）參訪上開牧民定居工程後，與阿壩自治州政府副秘書長、州民委主任、松

潘縣副縣長、民族宗教局局長等人座談交流。州民委主任特別就四川省「牧民定

居行動計畫」詳加說明。該計畫在省委書記、省政府、省民委全力支持下，於

2008 年決定施政方向，並經研究調查、規劃設計，於 2009 年開始實施。由省政

府投入 180 億人民幣資金，預計於 4年內完成省內 10 萬戶、50 萬牧民之定居行

動計畫。在公共基礎建設部分，全由政府出資，在民居房建設部分，由政府補助

每戶 2.5 萬人民幣，自籌款部分可申請貸款，並由州政府補貼擔保貸息。此外，

省政府發給每戶牧民一個新帳棚，包含床、水桶等 9件生活用具，並由專家研發

以降落傘材質製造之防水、保暖輕便帳棚。「牧民定居行動計畫」目的係為改善

牧民生活條件，使其在放牧之餘，尤其是嚴峻的寒冬，能夠下山有定居之處，而

老弱殘疾者亦能安居，無須逐水草而居，學齡兒童亦能有接受教育機會。 

本會人員亦介紹台灣農村的現代化建設及精緻農業的發展，強調台灣是一自

由、民主、小而美的寶島。由於阿壩州政府、民委等相關人士鮮少與台灣聯繫交

流，均表示希望未來能夠組團來台參訪交流，增加彼此認識與了解。 

（四）下午參觀松潘縣松州古城。松潘位於四川西北部，平均海拔在 3,000 公尺

以上，自古以來即為重要軍事要塞。西元 638 年，吐蕃王松贊幹布向唐朝皇帝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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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未允，遂發兵 20 萬攻打唐邊防重鎮松州，即歷史上著名的「唐蕃松州之役」。

西元 641 年，唐太宗允嫁文成公主，其進藏途中，輾轉來到松潘草地。文成公主

入藏和親，實現唐蕃會盟，亦為松州留下千古傳頌佳話。因松潘為川西北重要門

戶之一，向為兵家必爭之邊陲重鎮，明朝洪武 12 年（西元 1379 年），平羌將軍

丁玉揮師佔據松州後，上書朝廷請求設衛建城派兵駐紮，次年朝廷批准設「松州

衛」，後將「潘州衛」（今阿壩自治州若爾蓋縣求吉鄉境內）併入稱「松潘衛」，

保存至今的古城牆即為當時始築（照片 7）。 

（五）晚間至九寨溝「藏謎」大劇院觀賞藏族歌舞演出。該劇院係由知名藏族

歌手容中爾甲投資創建，演出內容由知名舞蹈家楊麗萍編導，該表演團隊於 2007

年在大陸各地巡演，2009 年開始在九寨溝「藏謎」大劇院駐演。該演出以大型

歌舞劇方式呈現，結合傳統與現代舞台聲光科技，內容包括藏族六弦琴彈唱、長

袖舞、夏拉舞、打阿嘎舞、犛牛舞、金剛舞（羌姆）等，將藏族傳統宗教、生活、

習俗、服飾、藝術文化等呈現在歌舞劇中，兼具傳統與創新。 

六、8月 27 日（週五） 

（一）參觀阿壩州重要景區九寨溝。該景區位於九寨溝縣彰扎鎮，海拔

1,968—3,100 公尺，景區屬喀斯特地貌，由原始森林、高山峽谷、奇山異石、

疊瀑、藏族村寨及 114 個大小湖泊（海子）組成，其湖水清澈見底，色彩斑斕多

變，為世界自然遺產。該景區得名為區內原有九個藏族村寨，三條呈「Y字型」

高山峽谷，故稱「九寨溝」（照片 8）。居住於景區內之藏族原賴農牧維生，自該

區於 1978 年列為自然生態保護區、1984 年開放旅遊後，區內居民不能再農耕放

牧，目前亦禁止任何車輛進入，遊客入園後只得搭乘區內的環保車或步行。為維

持當地藏族生計，中國大陸當局從景區門票收入中提撥一定比例金額回饋給當地

藏族，並特許當地藏族可以擔任景區內清潔環保、導覽工作人員，或設攤販售工

藝品、紀念品、出借藏族傳統服飾拍照等，一方面改善當地藏族生活條件，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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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升渠等保護自然生態環境之自覺性。 

（二）下午與阿壩州民委主任座談。其特別提出四川省少數民族地區的「9+3 教

育行動計畫」。該計畫自 2009 年實施，凡少數民族地區初中學生畢業後，因限於

經濟條件或自身能力無法再繼續升學者，提供渠等至成都附近職業學校免費就讀

機會，以提升技職能力，並協助就業。 

七、8月 28 日（週六） 

（一）上午 10 時 40 分搭乘四川航空 3U8614 班機飛往成都，於 11 時 35 分抵達。

原訂下午 2時 25 分搭乘四川航空 3U8856 班機飛往雲南省會昆明市，因班機自成

都起飛時間延誤，以致下午 5時始由成都起飛，約 6時抵達昆明。 

（二）原訂下午拜會參訪雲南民族大學，因班機延誤取消參訪行程，改與該校

副校長馬麗娟、藝術學院院長馬薇、國際合作交流處處長馬勵等人座談。該校係

一培養各民族高級專業人才的綜合性大學，是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與雲南省人民

政府共建的省屬重點大學，所設學科門類涵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

學、歷史學、理學、工學、管理學等。現有全日制在校生 15,000 人（在校本科

學生中，少數民族學生占 50%以上），另有成人教育學生 12,000 多人，設有 20

個學院、1個省屬研究機構－雲南省民族研究所、1個館藏文物近 20,000 件的民

族博物館，以及 45 個校屬研究機構，為中國大陸－東盟語言文化人才培養單位。

該校具有特色與優勢的學科主要為民族學、社會學、歷史學、民族語言文學、東

南亞語言文化、化學（民族藥）、民族藝術等學科。建校以來，在擴大對外文化、

學術交流方面，全世界 80 多個國家地區的元首、政要、學者、專家 2 萬多人曾

到校參觀訪問，並先後與美國、日本、韓國等 10 多個國家 46 所大學及學術機構

建立合作交流關係。席間副校長及藝術學院院長特別提及該校藝術學院下設學生

藝術表演團隊，由在校生及青年教師組成，曾至東南亞各國巡演，獲得極高聲譽，

期望未來能到台灣巡演，與台灣青年學生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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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8月 29 日（週日） 

（一）上午拜會雲南民族博物館，在館長、副館長陪同下，參觀民族服飾與紡織、

民族文字古籍、工藝品等展示（照片 9）。該館位於昆明滇池國家旅遊度假區內，

係目前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民族類博物館，國家一級博物館，占地 13 萬平方公

尺、建築面積 3萬多平方公尺，建築群的整體布局為庭院迴廊式風格，富地方民

族特色。該館是雲南民族文物的收藏、保管、展示、研究機構，館內珍藏具有歷

史、科學、藝術價值之民族文物 4萬餘件，基本陳列有「民族服飾與製作工藝」、

「民族文字古籍」、「民族服飾藝術」、「民間美術」、「民族樂器」、「傳統生產生活

技術」、「民族民間面具」、「民族民間瓦當」、「奇石珍寶」等，常年開放。該館員

工由 17 種民族組成，22 人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為 40 所全國大、中、小學

校「教學、科研、實習」機構。館長表示開館十餘年來，接待國內外參觀民眾

600 萬餘人次，同時積極拓展對外文化交流，先後赴法國、芬蘭、韓國、越南、

泰國、新加坡、美國、日本、俄羅斯、香港等國家地區及北京、上海、南京、西

安、廣州等地舉辦 80 餘次專題展覽，並與韓國國立民族博物館、越南民族學博

物館、美國史密森博物館協會等建立長期合作關係，開展多項展覽交流、學者互

訪活動，期望未來亦能與台灣相關機構互訪交流。 

（二）下午參訪雲南民族村。該民族村位於昆明市南，雲南民族博物館旁，占地

2,000 畝，南臨滇池，西靠西山風景區，景色秀麗。景區內建有 26 個民族村寨，

集雲南各民族的歷史文化、民俗風情、建築藝術、音樂舞蹈、宗教信仰、生活環

境為一體，是雲南民族的縮影。 

（三）下午參觀雲南民族村後，與雲南省民委副主任等人座談。渠等提及計畫於

本（2010）年 11 間組團來台參訪，團員包括省民委相關人員及少數民族代表，

期望屆時來台能與本會交流聯繫（目前尚未確定時間與台灣邀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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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8月 30 日（週一） 

（一）上午 8時 10 分搭乘中國東方航空 MU5937 班機飛往迪慶藏族自治州府香格

里拉，於 9時 10 分抵達香格里拉機場，海拔約 3,300 公尺。 

「迪慶」藏語意為「吉祥如意的地方」，位於雲南省西北部，地處滇、川、

藏三省結合的青藏高原南延地段，是舉世聞名的「香格里拉」，處於世界自然遺

產「三江併流」（金沙江、怒江、瀾滄江）腹心區，全州平均海拔 3,380 公尺，

瀾滄江和金沙江自北向南貫穿全境，形成「雪山為城、江河為池」的特殊地貌。

全州總面積 2.387 萬平方公里，轄香格里拉縣、德欽縣及維西傈僳族自治縣三個

縣、29 個鄉鎮、182 個行政村；總人口約 38 萬人，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 84%，

其中藏族人口 13 萬餘人，占總人口的 33%，傈僳族人口 10 萬餘人，占總人口的

29%。迪慶境內文化多樣，特色鮮明，世居的藏、傈僳、納西等民族創造豐富多

彩的民族文化，呈現多宗教併存、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特色。迪慶為歷史上西南「茶

馬古道」的要衝，是東部藏區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和轉運站，是雲南省進出西藏的

咽喉。 

由於迪慶地處「三江併流」世界自然遺產核心區，旅遊資源集雪山、峽谷、

高山草甸、宗教和民族風情為一體，構成「香格里拉」勝境。「香格里拉」是 1933

年英國著名作家詹姆斯•希爾頓的成名小說「失去的地平線」中所描繪的一個永

恆、和平、寧靜的世外桃源。1997 年 9 月，雲南省人民政府透過專家學者考察

驗證，向世人宣布，香格里拉就在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2001 年 12 月，經大陸

中央國務院批准，迪慶州中甸縣更名為香格里拉縣。 

（二）上午參觀噶丹•松贊林寺（照片 10）。該寺位於香格里拉縣城北佛屏山下，

屬清朝康熙皇帝和五世達賴所敕建的藏區十三林之一，是雲南藏區規模最大的藏

傳佛教寺院，被譽為「小布達拉宮」。其建築薈萃了藏族宗教文化精髓，體現藏

式建築特點，表現出濃厚的宗教色彩，目前主寺正在整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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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午參訪普達措國家公園。該國家公園位於滇西北「三江併流」世界自然

遺產中心地帶，總面積 300 平方公里，為中國大陸第一個國家公園。該園區處於

滇西北亞高山寒溫性針葉林植被帶，最高點在彌里塘北部山頂，海拔 4,159 公

尺，最低點在碧塔海東部金子溝，海拔 3,200 公尺。旅遊資源由自然生態景觀及

人文景觀兩部分組成。自然生態景觀分為地質地貌、湖泊濕地、森林草甸、河谷

溪流、珍稀動植物、觀賞植物資源等，人文景觀則為普達措自然生態景觀注入藏

族傳統文化，包括宗教、農牧、民俗風情、房屋建築等。該園區主要 4 個景點包

括北面屬都湖、南面碧塔海、兩湖之間為洛茸民族生態文化旅遊村及彌里塘高山

牧場（照片 11），目前園區內已建成一條貫通「兩湖一村一壩」的「8字型」單

行環保車道，總長約 69 公里。園區完全以環保車、環保廁所規劃，以保護自然

生態。 

（四）嗣與迪慶州副州長、州民委主任、副主任等人座談。渠等表示該州每年約

有 5萬名來自台灣的觀光客，刻正籌備「第六屆康巴藝術節」，於本年 9月 12 日

至 16 日舉辦，並將邀請台灣著名歌手張惠妹於 16 日「香格里拉之夜」大型演唱

會中演出。另副州長表示未來可籌組以藏族為主的參訪團或迪慶藏族歌舞團來台

參訪交流。 

十、8月 31 日（週二） 

（一）上午參訪藍月山谷石卡雪山景區。藍月山谷景區位於香格里拉縣建塘鎮西

南，該景區主峰石卡雪山海拔 4,508 公尺，（「石卡」藏語意為馬鹿群）是香格里

拉縣城內最大的雪山，曾是馬鹿群棲息之地。景區內有高山、湖泊、森林、花海、

峽谷、草甸，並有亞洲最大的脈動循環式索道纜車貫穿整個景區。 

（二）下午參觀獨克宗古城（照片 12）。建塘鎮是香格里拉縣府所在，海拔 3,300

公尺，四周群山環繞，中間地勢平坦，是茶馬古道及今滇藏公路必經重鎮，分為

古城獨克宗（「獨克」藏語意為「白石」）及新城兩部分。獨克宗建在大龜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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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約 4.37 平方公里，是中國大陸 13 個藏區中保存得最大、最好的藏族民居群。

迪慶自治州為發展觀光旅遊，保存獨克宗古城原有風貌，投資上億元修建古城內

水、電、道路等公共設施，並按古建築原有風貌修護房舍。建塘鎮於 2005 年被

中國中央電視台評為「中國最佳民族風情魅力名鎮」。 

十一、9月 1日（週三） 

上午 9時 55 分搭乘中國東方航空 MU5811 班機飛往昆明，於 10 時 35 分抵達。下

午 5時 30 分搭乘四川航空 3U8957 班機直飛桃園國際機場，於晚間 8時 30 分順

利返抵國門。 

參、考察心得 

一、中國大陸藏族主要分布地區包括西藏自治區、青海省 6個藏族自治州（玉樹

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黃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

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四川省 2 個藏族自治州、1 個藏族自

治縣（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縣）、雲南省

迪慶藏族自治州、甘肅省 1個藏族自治州、1個藏族自治線（甘南藏族自治

州、天祝藏族自治縣）等 13 個藏區（包括 1 個自治區、10 個自治州、2 個

自治縣），總人口約 542 萬人。 

二、由於中國大陸幅員遼闊，本次考察時程安排限於經費，在 11 天內拜訪 5 個

區域，平均每兩天一地，甚為倉促，加以藏區地處高海拔，考察人員需在適

應地理、氣候環境之餘，掌握並瞭解當地民情，甚為辛勞，體力、耐力與適

應力是考察藏區的一大挑戰。 

三、以往本會人員前往中國大陸藏區考察多為青海省及西藏自治區，此行係本會

人員首次前往四川省、雲南省藏族自治州考察交流，共計拜會四川省民委、

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府、州民委、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州民委及雲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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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委、迪慶藏族自治州政府、州民委等民族事務相關人士，建立聯繫交流管

道，有助於推動日後藏事業務及兩岸交流活動。 

四、本次行程亦拜會四川省藏文學校、西南民族大學、雲南民族大學、雲南民族

博物館等學術文化機構，有助於推動兩岸學術文化交流。 

五、本次考察重點之一為參觀四川省牧民定居工程，中國大陸當局係於 2009 年

開始推動該計畫，目的係為提升牧民生活條件及經濟狀況。惟海外流亡藏人

輿論均認為此計畫係強迫牧民實施定居，破壞藏族傳統游牧習俗與文化。本

次實地考察結果認為，牧民應有權利追求較好生活條件，但必須在現代化與

維護傳統文化間求取平衡點，其牧民定計畫效益為何，仍待繼續觀察。 

六、綜觀此行，曾來台訪問之大陸人士對兩岸關係看法緩和，而未曾來台之大陸

人士相對較為強硬。顯見促進兩岸交流有利兩岸關係發展。 

肆、考察建議 

一、本次考察發現，各藏區因具高度政治敏感性，鮮少與台灣聯繫交流，對台灣

極為好奇，經本會人員說明目前台灣政治經濟狀況後，對台灣均極為嚮往。

目前中國大陸當局已開放各省區可至台灣觀光交流，建議明年可邀請本次考

察之藏族自治州各民委相關人士組團來台交流座談，如參訪原住民文化園

區、客家文化園區、科學園區及民宿業發展等。 

二、鑒於 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協助災區重建工作，

於四川成都設有駐地辦公室，並於阿壩自治州府馬爾康縣援建康復中心。據

瞭解目前中國大陸尚未開放其他非政府組織，僅同意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登陸援助，爰建議明年除辦理援外青年志工培訓外，或可與該會合作，招募

志工於藏區實地執行援助計畫；或以援外青年志工為對象，組成青年志工訪

問團前往藏區瞭解。 

 15



三、為促進本會與大陸藏區持續交流，建議明年規劃台灣學者或學生組團前往藏

區學術、文化單位參訪交流。 

四、中國大陸幅員遼闊，本會尚有許多藏區未曾派員考察參訪，為持續推動與大

陸藏族地區聯繫交流，建議爾後可再派員赴其他藏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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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考察照片 
 
 
 
 
 
 
 
 
 
 
 
 
 
 
 
 
 
 
 
 
 
 
 
 
 
 
 
 
 

照片 1  甘孜州府康定縣爐城鎮市區街景 

 
 
 
 
 
 
 
 
 
 
 
 
 
 
 
 
 
 

 
照片 2  甘孜州康定縣塔公鄉江巴村牧民定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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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塔公寺 
 

 
 
 
 
 
 
 
 
 
 
 
 
 
 
 
 

照片 4  拜會四川省藏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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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拜會西南民族大學藏學文獻中心 

 
 
 
 

 
 
 
 
 
 
 
 
 
 
 
 
 
 

照片 6  阿壩州松潘縣川主寺鎮草原第一村牧民定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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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松州古城 
 
 
 

 
 
 
 
 
 
 
 
 
 
 
 
 
 
 

照片 8  九寨溝景區內之藏族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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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  拜會雲南民族博物館 
 
 

  
 
 
 
 
 
 
 
 
 
 
 
 
 
 
 
 
 
 
 
 

照片 10  噶丹•松贊林寺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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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  普達措國家公園內之高山牧場 

 

 

 

 

 

 

 

 

 

 

 

 

 

 

 

 

 

 

 

 

 

照片 12  獨克宗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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