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情繫巴蜀   兩岸文化聯誼行 

 
 
 
 
 
 
 
 
              服務機關：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

總管理處籌備處 
  姓名職稱：黃水潭 專門委員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四川省 

              出國期間：100年 07月 10日至 07月 19日 
報告日期：100年 09月 

 

 



 

 

 

2 

目錄 

 
 
壹、       目的……………………………………………………………….1 

 
 
貳、 過程及紀要………………………………………………………2 

 

  2011/07/10〈日，第 1 天，抵達〉桃園機場搭機至成都機場……………2 

 

  2011/07/11〈一，第 2 天，參訪四川博物院、武侯祠〉…………………2 

 

   2011/07/12〈二，第 3 天，參訪金沙遺址博物館、國際非物質文 

   化遺產博覽園暨參加“兩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論談”〉……..6 

 

  2011/07/13〈三，第 4 天，參訪世界文化遺產─樂山大佛、三蘇祠〉…..18 

 

  2011/07/14〈四，第 5 天，參訪廣元昭化古城、皇澤寺〉……………..26 

 

  2011/07/15〈五，第 6 天，參訪劍門關、翠雲廊〉……………………..40 

 

   2011/07/16〈六，第 7 天，參訪北川地震遺址、北川新縣城─ 

   巴拿恰文化商業街、綿竹孝德鎮年畫村〉………………………………49 

 

   2011/07/17〈日，第 8 天，參訪三星堆博物館〉………………………  66 

 

 2011/07/18〈一，第 9 天，參訪建川堆博物館、出席“兩岸文化 

 交流座談會〉……………………………………………………………   76 

 

 

參、      心得……………………………………………………………...85 

 

 

肆、      建議……………………………………………………………..86 



 1 

壹、    目  的 

                                                                        

為促進兩岸文化交流，中國「中華文化聯誼會」與四川省政府合作，於        

2011年 7 月 10 日至 19 日在四川省舉辦「情繫巴蜀~~兩岸文化聯誼行」

活動。透過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等民間藝文團體廣邀台灣藝文界知名人士

參加，並由前財團法人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焦仁和先生擔任團

長，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京育先生、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主任委員邱坤良先生擔任副團長。 

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吳越文化、荊楚文化一樣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

部分，具有悠久的歷史和鮮明的地域特徵。例如，巴蜀文化還擁有戰國

時期，秦國蜀郡太守李冰父子所修築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後形成的優越農

耕文明，至今天「天府之國」仍受其惠。四川擁有獨特的巢居、棧道、

梯田林盤、卓橋等四大文化，是中國最早出現城市文明的地區之ㄧ。四

川全境風景秀麗，其中九寨溝、黃龍、樂山大佛、峨嵋山、都江堰、青 

城山、臥龍、四姑娘山等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納入「世界自然文化遺

產名錄」。 

本次活動內容係由文化交流、文化參訪、文化聯誼等三部份所組成，主

辦單位安排了豐富多彩且具有濃郁地域特色的文化參訪，辦理兩岸非物

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論壇、兩岸文化交流座談會等深度交流，觀摩四

川優秀表演藝術、民間工藝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訪視具悠久歷史的文化

資產。希望透過本次交流聯誼活動，實地瞭解中國文化單位對於非物質

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所做的各種努力與面臨的困境，對於我國推動非物

質文化遺產相關工作極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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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及紀要 

  一、2011/07/10〈星期日，第 1 天，抵達〉桃園機場搭機至四川成都機場 

      本團成員將近 100人，機位無法一次到位，因此分成 3 個梯次飛抵 

      成都雙流國際機場〈中途經香港轉機〉。領取行李出海關後已是深夜     

      11時左右，惟機場旅客仍然相當多，人來人往的好不熱鬧。在前往 

      飯店的車途中，主辦單位的接待人員詳細的說明本次活動的服務與 

      叮嚀事項，令人倍感溫馨。 

  

  二、2011/07/11〈星期一，第 2 天，參訪四川博物院、武侯祠〉 

      於 09：00 抵達四川博物院，出席四川省文化廳於博物院所舉辦的四 

      川文化報告會，由四川省文化廳鄭曉幸廳長親自主持，發表主題為 

      “巴蜀文化百年發展與創新”專題報告，針對巴蜀文化的獨特優勢 

     和價值、巴蜀文化百年發展的歷史特徵、走向民族文化復興的挑戰和 

     對策等作了深入淺出地說明，使我們對於巴蜀文化的來源與特性有進 

     一步的瞭解。  

           

     四川博物院位於成都西方隸屬文化廳，展覽面積達 12900平方米，擁 

     有 15 個展廳，可一次性展出文物 3300餘件，是中國西南地區規模最 

     大的綜合性博物館，藏品數量在中國各類博物館中排名第 6 位。本次 

     參訪雖屬難得，因時間有限，主辦單位僅能安排觀覽張大千展覽館、 

     書畫館、青銅器館等 3 個展館。其中張大師乃國人耳熟能詳的世界級 

     畫家，其所作的山水、花鳥、人物畫，均別具一格，於 1958年被紐 

     約國際藝術學會公選為“世界第一大畫家”。據館方表示，大師係四 

     川內江人，曾捐贈 200餘幅畫作給該館〈大部份為 40 年代於敦煌臨 

     摹之作品〉，因此四川博物院特闢專區展出大師之精品。 

 

     成都武侯祠位於成都南部，是紀念三國時代蜀漢丞相諸葛亮的祠堂。 

   它在唐朝時就已經是成都的名勝，詩人杜甫曾至此一遊，並且留下著 

     名的《蜀相》詩。明代時，武侯祠和隔壁紀念劉備的「昭烈廟」合併，  

     惟仍稱「武侯祠」，是中國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的祠廟。武侯祠不僅是 

     座優美的庭園，更是一處擁有悠久歷史的文化資產勝地。正殿供奉著 

     蜀漢皇帝劉備塑像，偏殿裡有關羽、張飛、趙雲之塑像，諸葛亮的塑 

     像則在後殿，殿前兩旁的廊房排列著其他蜀漢政府的文臣和武將。殿 

  的西方有一個小夾道通往「惠陵」--劉備的墳墓。祠堂與陵園共佔地

約 5.6萬平方米，1961年由中國國務院公佈為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目前由四川省政府成立「成都武侯祠文化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負 

  責營運管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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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文化廳鄭曉幸廳長親自主持四川文化報告會 

 

  
參訪中國西南地區規模最大之博物館─四川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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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大師讚譽張大千為─「五百年來第一人」 

  

成都武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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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皇帝劉備陵墓正門 

 

 

蜀漢皇帝劉備之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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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1/07/12〈星期二，第 3 天，參訪金沙遺址博物館、國際非物質文 

     化遺產博覽園暨參加“兩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論談”〉 

     金沙遺址位於成都市西方蘇波鄉津沙村，2001年在開挖建築工地時被 

     發現，面積超過 5 平方公哩。遺址所清理出的珍貴文物多達 1000餘 

     件，包括有 2 百餘件金器、石器 170餘件、玉器和銅器共 3000餘件，  

     象牙器 40 餘件，另外還有大量的陶器與象牙〈象牙總重約 1000公斤〉 

     出土，從文物年代研判，大部分為商朝〈BC18世紀至 BC12世紀〉 

     晚期和西周〈約 BC1046至 BC771年〉早期，少部份為春秋時期〈BC772 

     至 BC 481年〉。中國於 2006年將金沙遺址登錄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博物館建築於金沙遺址祭祀區厡址之上，建築面積約 7600平 

     方米，外觀是大的半圓形建築物，63 米的大跨度鋼結構，最大限度呈 

     現遺址的完整性。長約 100米、寬約 5 米的弧形步道從遺址館中間穿 

     過，使參觀者能走進考古現場，與遠古遺蹟零距離接觸，此乃該館的 

     設計特色。館內共規劃設置 5 大展廳，名稱分別為遠古家園、王都剪 

     影、天地不絕、千載遺珍、解讀金沙。略述如下： 

     〈一〉遠古家園：面積約 900平方米，以大型半景畫和原狀大型考古 

           遺蹟為主，展示金沙時期的生態環境和生活場景。其中陶器祭 

           祀遺蹟區長 20.5米、寬 10 米，這是從金沙祭祀活動中原狀套 

           箱取出的一處重要遺蹟。考古遺蹟與半景畫中的場景渾然一 

           體，真實與虛構結合，置身其中，彷彿回到 3000年前的金沙。 

     〈二〉王都剪影：面積約 900平方米，將考古發掘成果、復原場景，  

           以高科技手法緊密結合，從居所、工具、燒陶、冶鑄、製玉、 

           墓葬等方面，勾勒出一幅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古蜀王都社會生活 

           剪影。重點展出文物有金沙人的水井，係早期金沙人在地面開 

           挖深坑，埋入一個無底的大陶罐做為井圈，周邊再填卵石以達 

           過濾效果，可見早期人類已具有相當程度之智慧。 

     〈三〉天地不絕：面積約 1000平方米，此廳集中展出祭祀區出土的 

           金器、銅器、石器、象牙、卜甲等精美文物，重點表現金沙先 

           民的精神世界及宗教祭祀內容。重點展出文物有：青銅立人像 

           ─高有 19.6公分，頭戴太陽冠，辮髮，雙拳中空環抱，似握著 

           某件物品，腰插權杖，似在主持重要儀式，研判是一個執掌著 

           一定宗教權力的巫師。玉器─遺址內已出土了 2000餘件玉器，  

           是目前中國商周時期出土玉器最多的遺址之ㄧ，種類豐富，製 

           作精細，應是古蜀人溝通神靈、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的媒介 

           與法物。金器、銅器─出土的金器有 200餘件，數量與種類都 

           是中國同時期發現之最；銅器約有 1200餘件，種類與三星堆 

           遺址大致相同，具有與三星堆文化一致的宗教信仰與審美觀念 

           ，但器型上則表現出創新與發展。中國最大的卜甲─遺址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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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出土了 19 件卜甲，說明占卜活動的興盛，其中最大的一件 

           卜甲長 46.4公分，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最大的卜甲，惟卜甲上未 

           發現有文字。 

     〈四〉千載遺珍：本展廳面積約 900平方米，主要係薈萃金沙遺址最 

           富神秘色彩的 30 餘件精品，其中以中國文化遺產標誌“太陽 

           神鳥“金是最令人矚目。“太陽神鳥”：係 2001年 2 月 25 日 

           遺址祭祀區內，直徑 12.5公分，厚 0.02公分，含金量達 94.2% 

           出土於。圖案為四隻神鳥圍繞著太陽飛行，構圖嚴謹、線條流   

           暢、極富美感與動感。2005年 8 月 16 日“太陽神鳥”金飾圖 

           案被中國公佈為中國文化遺產標誌。黃金面具：寬 20 公分、 

           高 11 公分、厚 0.04公分，重 46 克。這是目前中國發現的商周 

           時期保存最為完整的面具。10 節玉琮：高 22.3公分，共分 10  

           節，每節有 4 個簡化神人面紋。這件玉琮的質地與金沙遺址的 

           其他玉琮完全不同，，其造型風格、紋樣圖案、製作工藝都與 

           太湖地區 4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中的玉琮一致，應是早於金 

           沙 1000多年的良渚人的產品。至於它是如何跨越千年的時空 

           從長江下游地區來到了成都平原？至今仍是個謎。石跪坐人 

           像：人像造形成熟穩重，豐滿傳神，雕刻技巧簡練嫻熟，是金 

           沙祭祀活動時使用的特殊用品。 

     〈五〉解讀金沙：本展廳面積 830平方米。從背景、溯源、遺韻、謎 

           霧等幾部分內容，對金沙文明輝煌的歷史背景進行綜合概述，  

           以加深觀眾對金沙的認識。 

 

 

     中午用過餐後，前往「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園」參訪。該園區位 

     於成都西方青羊區，佔地有 1780餘亩之廣。成都青羊區是成都文化 

     旅遊資源最豐富與最聚集的核心區域，擁有金沙遺址、杜甫草堂、青 

     羊宮、浣花溪公園等知名景點和文化歷史遺跡。 

     「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園」之開發建設，主要是提供由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所主導每 2 年 1 次的國際盛會─「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 

     永久場地。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化廳已 

     分別於 2007 、2009和 2011年承辦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主導的「國 

     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其中 2007第 1 屆與 2009第 2 屆非遺節之開 

     幕會場地是位於成都金牛區，由中國政府花了十數億人民幣專門打造 

     的非物遺主題公園，可惜只辦理兩屆國際非遺節活動就要再「搬家」              

     至新址。「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園」係由「成都青羊城鄉建設發 

     展有限公司」負責開發建設與營運管哩，該公司則由成都青羊區政府 

     與數家公司共同出資所成立的，基本上可歸屬於公營性質。據該園區 



 8 

     主事者表示，園區的規劃理念是以保護、傳承和展示世界非遺文化為    

     基本內容，以非遺節慶為園區主線索，以歡樂氛圍為主基調，以世界 

     民族豐富多彩的非遺文化內容為五大主題景觀，呈現多彩多姿的繁華 

     景象。並集合全世界的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展示、展演和展銷 

     內容，對豐富的非遺文化資源進行原生態演譯和互動性傳播，從而發 

     展文化旅遊，以國家公園的方式保護、傳承、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及 

     重大文化項目。 

     以“記憶、傳承、歡樂、合諧”為宗旨所規劃五大主題區，分別稱為 

     世紀舞、西城事、時空旅、百味戲、五洲情，概述如下： 

 〈一〉世紀舞：位於園區主入口區域，是非遺文化常態博覽中心和大 

 型歡慶場所，園區的地標─世紀舞廣場塔就座落在本區。經由 

       展覽展示、大型演藝、主題巡遊等方式、以立體式、全方位、 

多樣性地呈現非遺文化多采多姿的生命活力。本區的功能有，  

全園區規劃之展示、貴賓接待、非遺文化展覽等文化旅遊功能。 

    〈二〉西城事：位於園區東側，定位為中國非遺傳統手工藝展示空間 

          和美術活化博物館群，規劃為 9 個新現代中式院落，包刮多功 

          能劇場、高端主題餐飲會所、精品客棧等，以獨立的文化主題 

          融入商業載體進行打造。 

    〈三〉時空旅：運用現代科技的聲光電等手段，以現代直至未來科技 

          中的建築意象為載體，展現整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世界裡種類繁 

          多，類別林立的非遺文化項目。透過聲光科技展廳、現代劇院、 

          科教機構等設施，承載相應的非遺文化內容。 

    〈四〉百味戲：本區緊鄰世紀舞廣場南側，定位為中國非遺文化傳統 

          表演藝術的集萃地，規劃有音樂藝術、舞蹈、戲曲曲藝、染技 

          競技等演藝性場館，每個場館均具有展覽、餐飲、購物、休閒 

          等功能。 

    〈五〉五洲情：位於園區西側，以酒店和會展為核心，各種國際性之 

          文化論壇、大型會議會展等活動，均在此區辦理。2011第三屆 

          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活動中之國際論壇，就在本區之會展中 

          心辦理。 

      

 

     「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園」之參訪行程結束之後，立刻轉往成都 

     大學參加“兩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論壇”，係由中華文化連 

     誼會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所主辦，承辦單位為四川省文化廳、四川省人 

     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主持人則由國立歷史博物館張譽騰館長與中 

     國四川省文化廳宣傳信息中心趙紅川主任共同擔任。我方由國立台北 

     大學榮譽教授辛晚教先生、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董事莊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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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等兩位分別發表《泉南弦管蜀主郎君》、《從四川吞口談起》之論 

     文；中方則由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明泉先生、四川大學教授李 

     祥林先生發表《讓非物質文化遺產活起來》、《5.12地震後羌族非物質 

     文化遺產保護》之論文。這四位兩岸學者專家所發表論文之內容皆與 

     「巴蜀」地區有關，而且都非常精闢。 

 

 

 
金沙遺址挖掘現場 

 

大量古象牙出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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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遺址挖掘時情形 

 

 

 

 

 

  
金冠帶出土處                     金面具出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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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館之寶「太陽神鳥」出土處 

 

 

 

 

 

  

古金沙人使用之水井                古金沙人使用之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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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立人像 

 

 

 

 

  
出土的金器殘片                目前中國發現的商周時期保存 

                  為完整的金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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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神鳥”金飾圖案    被中國公佈為中國文化遺產標誌 

 

  
“太陽神鳥”金飾圖案  被中國公佈為中國文化遺產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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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節玉琮─如何跨越千年的時空從長江下游地區 

來到了成都平原？至今仍是個謎。 

 

 

 

      
「太陽神鳥」圖案之博物館內天窗        中國迄今發現的最大的卜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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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園 

 

 

大廳所設置的公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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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面具展示區─透過現代資訊科技技術，使參觀者體驗「變臉」 

    

 

 

 

  

   

塔吉克族的鷹舞                       媽祖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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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譽騰館長主持論壇 

 

 

 

 

   

辛晚教先生發表《泉南弦管 

蜀主郎君》論文
莊伯和先生發表《從四川吞口談起》 

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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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1/07/13〈星期三，第 4 天，參訪世界文化遺產─樂山大佛、三蘇祠〉 

   在公安警車的前導下，一路暢行無阻，只花約 2 個小時的車程就抵達距 

   成都 160公里的目的地─「樂山大佛」。樂山大佛位於四川省樂山市，  

   瀕臨岷江，高有 71 米，是全球最大的石刻佛像。中國於 1982年公佈登 

   錄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峨 

   眉山─樂山大佛』以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據史 

   書記載，大佛建於西元 713年，當時凌雲寺的海通和尚眼見三江〈岷江 

   、大渡河、青衣江〉匯流處水流踹急，船隻航至此出經常翻覆，欲借佛 

     力以減水勢，便募款興建大佛。工程開工後不久，就有官吏強索財物， 

   海通和尚為維護善款，甚至自己挖去一隻眼睛以明志。因工程浩大，佛 

   像尚未完工，海通和尚就去世，工程也跟著停工。直到唐劍南西川節度 

   使韋皋出巨資，才又重新挖鑿，於西元 803年終於完成，前後歷時 90   

   年。大佛依凌雲山棲鸞豐斷崖鑿成，是一尊彌勒佛倚坐像，著雙領下垂 

   袈裟，雙手置膝，足踏蓮花。佛像本體高 59. 98米，頭高 14.7米、寬 

   10米，目寬 3.3米，鼻長 5.6米，嘴寬 3.3米，耳長 7 米，頸高 3 米， 

   肩寬 28 米，體寬 28.5米，中指長 8.3米，腳長 10.5米，寬 9 米。耳中 

   可站立 2 人，每隻腳的腳背上都可容納百餘人。整個大佛比例勻稱，面 

   相端莊，姿態雍容，氣魄雄偉。樂山大佛的頭部和身體都設有排水溝， 

   迂迴縱橫，佈局巧妙，不易發現。這是一套完善的排水系統，對保護佛 

   像發揮重要功能。惟經歷了千餘年自然界的風吹日曬雨淋，同時周邊屬 

   於濕潤地區，凌雲山山體的強度又不高，佛像承受風化較嚴重。1914 

   年曾進行過維修，但民國期間，大佛也一度成為地方軍隊練習的砲靶， 

   面部有所損傷。2001年起，中國政府和世界銀行撥出數億元專款，展 

   開對大佛的保護性維修工作。 

      

   眉山三蘇祠位於眉山市東波區，本為北宋時期〈西元 960─1127〉著名 

   文學家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之故居。元代改宅為祠，祭祀三蘇。明代 

   末年毀於戰火，於清朝乾隆時期〈西元 1665年〉在原址按明代規模重 

   建，佔地面積約 57000平方米，是一座富有四川特色的古典園林建築。 

   蘇氏父子三人同登唐宋八大家之列，在中國文學史享有極高的評價，因 

   此有「眉山生三蘇，草木盡皆枯」的讚嘆。 

   1984 年 4 月成立"眉山三蘇博物館"，2006 年，三蘇祠成為中國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祠內收藏有"豐樂亭記"、"醉翁亭記"、"表忠觀碑"和"羅池廟

碑"四大名碑的金石碑文或碑拓本；更陳列有數以千計的匾聯書畫等文

物。迄今館藏文物共有 5188 件，其中歷代刻印的三蘇文集及有關古籍

書 3256 件（冊），字帖拓片 578 件，明清及近現代書畫 1002 件，陶瓷

及其他類 352 件，碑亭收藏 68 種 145 通碑刻，是研究三蘇的珍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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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雕大佛頭部 

 

 

  
海通和尚石雕像                 大批遊客排隊參觀大佛佛像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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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經由石階往上至大佛頭部 

  
遊客經由石階往上至大佛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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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三蘇祠─蘇洵父子故居 

 

 

 

 

 

  

當地民眾聚集在祠園裡休閒          當地民眾聚集在祠園的涼亭裡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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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祠裡近千歲高齡枯而不腐之荔枝樹根 

 

 

 

 

  

蘇宅裡的古井說明牌                 蘇宅裡的千年古井 

 



 23

 

樹齡千年以上的黃荊樹─至今尚存活 

 

 

 

   
樹齡千年以上的黃荊樹─至今尚存活   外觀獨特的抱月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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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月亭說明牌                        蘇軾石雕像 

 

清朝乾隆帝所賜之匾額〈有這樣的父親，就有這樣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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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色古香的古建物天際線出現了水泥樓房畫面，使我們了解到古蹟天際

線保存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從古色古香的古建物天際線出現了水泥樓房畫面，使我們了解到古蹟天際

線保存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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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11/07/14〈星期四，第 5 天，參訪廣元昭化古城、皇澤寺〉 

     廣元市位於四川省的北部邊緣，與甘肅隴南市和陝西漢中市接壤，處 

     於川、陜、甘三省結合部。廣元歷史悠久，且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女皇 

     帝─武則天的出生地。擁有獨具魅力的蜀道文化、三國文化、女皇文 

     化、和川北民俗文化，且區位獨特，素有“蜀道咽喉”、“川北門戶”  

     之稱。因此，主辦單位安排了兩天的廣元參訪行程。 

     成都距離廣元昭化古城將近 300公里遠，雖在公安警車的前導下，車 

     隊仍然花了四個多小時的車程才抵達三國時期之名城─昭化古城。昭 

     化的歷史相當悠久，據史料記載，西元前 400年左右，古蜀國征服廣 

     元、昭化一帶的苴國人，始建苴國。西元前 316年秦國征服苴國，在 

     此建立葭萌縣，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縣治之ㄧ，有「巴蜀第一縣」 

     之稱。爾後古城經歷了蜀漢、西晉時的漢壽縣，至今為昭化鎮所在地。 

     同一地完整經歷了地方政權連續不斷建置史，在中國甚為罕見。 

     參訪團的車隊才剛抵達尚未停妥，只聽見一陣陣敲鑼打鼓聲傳來，大 

     家不約而同往車外看，只見道路兩旁排列著數十位身穿古裝紅衣，頭 

     戴白帽，腰繫小鼓的婦女們，正熱情的又唱又跳的歡迎我們的到訪。 

     將近 4 個小時長途乘車的疲憊樣態，立刻被這種熱烈的迎接儀式一掃 

     而光，大家都精神抖擻的依序下車，跟隨著年輕美麗又大方的導覽小 

     姐〈每車安排一位導覽員〉一起參訪這座古代名城。 

     昭化古稱葭萌，以城為關，又稱葭萌關，昭化古城是中國國家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劍門蜀道遺址群的重要組成部分。昭化古城四面環山，  

     三面臨水。翼山與筆架山被奔騰的嘉陵江蜿蜒分割，形成一幅巨大的 

     山水太極圖，被稱為“天下第一太極”。 昭化正好處在太極圖陽極 

     的“魚眼”之上，展示出太極天成、天人合一的和諧人居環境，素有 

     “全蜀咽喉，川北鎖鑰”的重要地理位置，是古今兵家的必爭之地，  

     曾是川北的政治、文化中心。昭化山清水秀，人傑地靈，“到了昭化 

     不想爹娘”，這句俗語乃是千百年來昌盛繁榮的真實寫照。昭化古城 

     記述著三國蜀漢興亡史蹟，及其留下的傳說與遺址，這些都成為研究 

     三國歷史文化，提供了豐富的史料。當參訪昭化古城時，內心湧起了 

     一股遙想當時民眾生活情形，軍隊為了保家衛國所進行的布防，一切 

     吃的、用的、穿的、住的，都能在古城中尋覓出一點古意。 

 

     結束了古城的參訪行程後，車隊又開往廣元皇澤寺。皇澤寺位於廣元 

     市城區嘉陵江西岸的烏龍山下，北朝時（6 世紀）山上已開始出現窟         

     龕造像，其後，逐步形成寺廟。唐代，因武則天母儀天下，利州人在

寺內造像立祠，為之祈福，並為寺院獲請賜額，名為皇澤寺。從北朝

開始，歷經隋唐五代，寺內烏龍山崖壁開窟造像綿延不斷。皇澤寺內



 27

現存 52 個窟龕，造像 1203 尊，尤以開鑿於北朝的中心柱窟、28 窟和

開鑿於盛唐的大佛窟堪稱精美。其中有著名的《蠶桑十二事圖》，這

是中國蠶桑生產的珍貴歷史文物，又是格調高雅的藝術珍品。現存的

皇澤寺為清代建築，保留有則天殿、中心柱窟、大佛樓、小南海、呂

祖閣等古今建築。1961 年，中國國務院將其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 

 

 

昭化縣當地有關單位對參訪團熱烈歡迎的場面 

 
昭化縣當地有關單位對參訪團熱烈歡迎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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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化縣當地有關單位對參訪團熱烈歡迎的場面 

 

 

 

 

 

   

年輕美麗又大方的導覽小姐            劉備於西元 213 年由葭萌關率兵進入

成都，建立蜀漢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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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化古城城樓 

 

 

 

 

 

   

城內店家少女表演「拉糖」技術        城內街景〈仍保留古代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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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美麗又大方的導覽小姐們 

 

 

 

   

昭化古城內之樂樓─戲劇表演場所        於樂樓舞台表演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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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人講述三國時代故事 

 

 

 

 

 

   

昭化考棚─清朝時科舉考試所設              應考學子之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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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字號」考場             考場內陳設之桌椅─空間約 1 坪大小 

 

 

 

 

 

主考房 

 

 



 33

 

  

「狀元」所寫作之考卷   

 

 

 

 

 

 

唐朝時就已設立昭化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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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化縣署衙門 

 

 

  

              縣衙大門前設立之鳴冤鼓及警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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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化縣從唐朝以後之歷任縣令名錄 

 

 

 

 

  

於公堂上之仿古演出─縣官審案情形         參訪團即興配合演出 

 

 



 36

  

摹仿古代兵勇巡邏街區之情形 

 

 

 
仿古整修之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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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元皇澤寺 

 

 

 

 

 

   
   二聖殿祭祀唐高宗與武則天               唐高宗與武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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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所創造的字 

 

 

 

 

 

 

  

開鑿於唐朝的大佛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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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澤寺香火鼎盛 

 

皇澤寺香火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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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11/07/15〈星期五，第 6 天，參訪劍門關、翠雲廊〉 

     上午的行程係參訪劍門蜀道的核心─劍門關。車隊一抵達遊客中心，

立刻受到當地政府組織數十位民眾，以敲鑼打鼓、舞龍舞獅等方式的

熱烈歡迎。劍門關位於廣元市劍閣縣城北 30 公里處，在四川北部偏

東，是甘肅、四川之間的交通要道，地勢雄偉，自古以來都是兵家必

爭之地。它居於大劍山中斷處，兩旁斷崖峭壁，直入雲霄，峰巒倚天

似劍﹔絕崖斷離，兩壁相對，其狀似門，故稱“劍門”。 享有“劍

門天下險”之譽。三國蜀相諸葛亮為北伐中原，經劍門而六出祁山。

他見此處壁高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故在此依崖壘石砌門，建

關設尉，從此有了“劍門關”之稱。加之劍門陰溪窮谷，萬仞直下，

莽崖峭壁，歷有“天下雄關”之稱，，，，如以「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來

形容，亦當之無愧。1982 年，劍門關被列為中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之一。1992 年又被中國林業部列為“劍門關國家森林公園”。 原古

關城樓是三層翹角式箭樓，閣樓正中懸一橫匾，書“天下雄關”，頂

樓正中的匾額題有“雄關天塹”。這座歷經千餘年的雄偉古關樓，在

1935 年修築川陝公路時被全部拆毀〈殊為可惜〉。 

     當地政府為讓遊客有一個一覽劍門雄風，回憶三國古戰場烽火硝煙的

制高點，於 1992 年，劍閣縣多方籌資 200 多萬元〈人民幣〉建成仿

古磚混結構的劍門關關樓。關樓分三層：一樓由石頭砌成，二樓至頂

樓以水泥立柱，樓頂用木頭作梁和椽子，上蓋青瓦。關樓建成後，成

為劍門關聞名遐邇的地標性建築。10 多年來，凡到劍門關參觀的中

外遊客，無不登樓遠眺，發思古之幽情。而在關樓前攝影留念，更是

遊客們在劍門景點的“固定動作”。2006 年 2 月 12 日晚遭遇一場惡

夜大火，由於地勢險要，眾人救火鞭長莫及，只能眼睜睜看著大火吞

噬了劍門關關樓。由於修建關樓時是多方籌資，所以關樓屬資產共同

管理，因此在其後的管理上呈現很多漏洞。此次火災經過調查後發

現，是由二樓香火所引起。因為在關樓二樓內，塑有孔明神像，為了

增加收入，裡面開設了燒香火項目，並有多種資費標準，堆積了不少

香、蠟、紙張，但在消防設施上幾乎沒有多少投入，因此火災一發生，

就無法在第一時間搶救。由此案例，確實值得我們在辦理文化資產相

關業務時應有之警惕，並思考如何加強文化資產所有人、使用人、管

理人對文化資產管理維護工作的落實。 

     在長達 3 個多小時的劍門關國家森林公園參訪活動中，承辦單位在沿

途中很用心的安排了 2 個休息站，為大夥提供水果、小點心和礦泉

水，補充已流失的水分和體力，讓大家在這座充滿歷史文化氣息的中

國國家森林公園留下溫馨的回憶。用過午餐後，又啟程前往鄰近的有

古蜀道靈魂之稱的「翠雲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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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政府組織數十位民眾敲鑼打鼓，舞龍弄獅歡迎參訪團 

 

 

 

 

 

  

當地政府組織數十位民眾敲鑼打鼓，舞龍弄獅歡迎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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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政府組織數十位民眾敲鑼打鼓，舞龍弄獅歡迎參訪團 

 

 

 

 

 

  

遠眺雄偉的劍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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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眺雄偉的劍門關 

 

 

 

 

 

  
劍門關周遭景緻                      劍門關前之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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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偉的關樓 

 

 

 

 

 

  

劍門關關樓說明碑石                    雄偉的關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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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門關不愧是「天下雄關」 

 

 

 

 

  

      古代軍服                             古代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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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雲廊係指古蜀道上從劍門關到劍閣縣城一段，兩側是濃蔭蔽日的柏

樹，古稱「皇柏」、「張飛柏」，歷史上曾有「三百餘里官道，數千

萬株古柏」的景觀，被稱為蜀道奇觀。雖經經千古滄桑，仍然生機盎

然。是世界罕見的人工植造的古老行道樹群體，被譽為世界奇觀，蜀

道靈魂。千百年來，翠雲廊古柏累受天災人禍的襲擊，而今保存下來

的只有廊道古柏 7900 多株。雖然比原規模小了許多，但氣勢如故，

古貌猶存。加之有成林成片的中、幼柏樹群陪襯，使素有“柏木之鄉”

美稱的劍閣山區倍添秀色。這些古柏，大可合抱，形如蒼煙，或揹負

懸巖，或聳立山頭，或在路旁，形成一條綠蔭覆蓋的「翡翠長廊」。

清代詩人、劍州知州喬缽寫道：「劍門路，崎嶇凹凸石頭路。兩行古

柏植何人，三百行程十萬樹。翠雲廊，蒼煙護、苔花蔭雨濕衣裳。」 

翠雲廊因而得名。 

     四川省廣元市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從而演化出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

氣息，不但是先秦古棧道文化的集中展現，更是中國蜀道文化、三國

歷史文化的核心走廊。歲月悠悠，劍門蜀道古樸而悲壯，雄險而瑰麗。

自三國起，歷經了千百年來，劍門蜀道上金戈鐵馬，多少英豪出沒於

此，更留下一幕幕生動的歷史文化，飄散在雲霧繚繞的青山之間，流

落在險峻的古閣棧道之上。連續兩天的廣元三國歷史文化巡禮之行，

走在絲雨飄灑的古道上，確實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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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雲廊入口 

 

 

  
此棵柏樹取名為「隆中對柏」                「張飛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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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斗柏                  相傳劉備曾在此棵柏樹下停留 

                 故取名為「先主柏」 

 

 

 

翠雲廊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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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2011/07/16〈星期六，第 7 天，參訪北川地震遺址、北川新縣城─巴

拿恰文化商業街、綿竹孝德鎮年畫村〉 

     上午第一個行程是參訪北川地震遺址，2008年 5 月 12 日 14 時 28 分，

四川發生了地震規模 7.9級，相當於 400顆投在廣島原子彈威力的大

地震。其中北川縣是重災區，是中國少數民族之ㄧ─羌族人口聚居最

多的地方，整個縣城幾乎全毀，羌族人傷亡慘重。當車隊進入北川舊

縣城時，一大片的殘垣斷壁、滿目瘡痍、柔腸寸斷的景象浮在眼前，

可以想像當地震發生時，天搖地動般恐怖的情景。搶救工作告一段落

後，中國政府決定將北川受創嚴重的舊縣城規劃成為地震遺址區，另

在其南方約 20 公里處附近重建新的縣城。新縣城是由山東省對口支

援建設〈四川強震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建立對口支援機制，以

全國之力，按照“一省幫一重災縣”之原則 ，以加快恢復重建。〉，

整座北川新城，從相關公共設施的興建到民房的建築，以不到 3 年的

時間完成硬體重建，且融入了羌族元素，這種效率確實值得吾人之肯

定。 

           
     “巴拿恰”源於羌語音譯，意思是“做買賣的地方”。巴拿恰文化商業街

位於新北川縣城城市文化中心軸上，是北川新縣城的標誌性建築之

一，以民族民俗手工藝展示為特色，吸引了各地百餘戶商家入駐，成

為北川新縣城的旅遊亮點。當我們到達熱鬧的北川“巴拿恰”，受到

身著羌族盛裝的羌族青年男女載歌載舞的熱烈迎接。地震後，北川災

區非物質文化遺產遭受極大重創。“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傷亡幾十

人，珍貴“非遺”實物、資料和“非遺”基礎設施損毀嚴重，羌族文

化遭受重創。因此，北川新縣城在重建之初，就在巴拿恰文化商業街

特別規劃一個區域，興建「北川非遺保護中心陳列館」，館內不但收

藏有 200餘件羌繡作品和各類文物，更有羌繡傳承人現場展示羌繡絕

活，羌族人現身演示羌笛吹奏、表演羌族歌舞。陳列館已然成為羌人

彌足珍貴的精神家園和保護展示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産的重要據點。 

 

 綿竹年畫村 ，位於中國四川古城綿竹市，距離成都約八十公里左右，

是專業加工、製作、經營綿竹年畫系列產品一條龍的生產經營作坊。

四川綿竹年畫起源於北宋、興於明代、盛於清代，已有千年歷史，與

天津楊柳青、山東濰坊、江蘇桃花塢齊名，被譽為中國“四大年畫”，

2006 年被中國列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5.12」大地震中，

中國四大年畫之一的綿竹年畫遭到了沉重打擊，著名的年畫村被毀殆

盡，年畫博物館受損關閉。對口援建重災區四川綿竹市孝德鎮的蘇州

市與當地政府共同投資興建一個集年畫製作、展示、旅遊、交易於一

體的年畫産業基地——“綿竹年畫村”。建設項目包括年畫村入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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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年畫路景觀改造、水鄉長廊、民房改造、年畫展示館、接待中

心、年畫廣場及年畫湖和民間年畫坊（傳習所）等項目。整個年畫村

充滿了詩情畫意，帶著濃鬱川西韻味，並帶動 2000 餘人加入年畫産

業，成為中國新農村建設的一個示範點。據了解，製作綿竹年畫要先

在雕版上抹上墨汁，然後用綿竹特有的紙張拓印，取得完美的線條圖

案後，年畫藝師再自由發揮在年畫上色。據在現場年畫藝師表示：綿

竹年畫重在上色，上色的口訣就是一白二黑三金黄，五顏六色畫衣

裳。綿竹年畫最大的特點就是人工彩繪，經過不同藝人的手筆，年畫

呈現出不同的風格，同一個藝人繪製不同的畫幅也會產生不同的趣

味。 

 「大地無情，人間有愛」，天然災害全球各地都會發生，當重大天災

來襲時，人類的生命是脆弱的，對受到創傷而倖存下的人來說，文化、

藝術的感染力，是能讓讓痛苦中的人看到希望和信心。尊重少數民族

的文化並加以搶救、保護和推廣、傳承，是政府責無旁貸且應立即去

做的事。畢竟，文化遺產是歷史遺留給人類的寶貴財富，而人類文明

的火種，在其不斷發展與傳承的過程中，則為人類提供源遠流長的生

命涵養。 

 

 

 

 

從遠處觀望北川震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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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大酒店地震前、後之景象 

 

 

 

  
北川大酒店地震前、後之景象              震損之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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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前、後之北川縣公安局 

 

 

 

 

 

   

地震前、後之北川縣公安局                  震損之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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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鋼構支撐受損建物，供人參觀 

 

以鋼構支撐受損建物，供人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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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人居住的「羌寨」 

 

 

 

 

 

  

北川新縣城之「巴拿恰」 

─羌人的商業街 

                

 

北川新縣城之「巴拿恰」 

─羌人的商業街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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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羌族民眾之歡迎場面 

 

 

 

 

 

   

羌族民眾之歡迎場面                 羌族民眾之歡迎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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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婦女現場表演刺繡 

 

 

 

 

 

  

刺繡作品               巴拿恰商家門口製作「千錘百鍊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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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山東省支援建設北川紀念銘文 

 

 

北川係羌族人口最多的地方，羌族的圖騰到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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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羌族血源的少女 

 

 

     

與著羌族傳統服裝之少女合影               與著旗袍之羌族少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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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竹年畫展示館 

 

 

 

  

綿竹年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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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經營管理綿竹年畫村的公司 

 

 

 

 

 

  

年畫村裡布置許多年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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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蘇州援建之年畫街坊 

 

 

 

 

 

  

建物牆面之年畫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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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畫村工坊之婦女繪製年畫情形 

 

 

 

 

 

捲軸式年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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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畫村工坊之婦女專心刺繡之情形 

 

 

 

 

 

鑄有「蘇州援建」字樣之溝蓋 



 64

  

製作精美的古版畫 

 

 

 

 

古版拓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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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大門前景緻─以青銅神樹 1：1 複製品為公共藝術 

 

 

飯店大門前景緻─以青銅神樹 1：1 複製品為公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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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011/07/17〈星期日，第 8 天，參訪三星堆博物館〉 

     三星堆位於四川廣漢城西，南距成都約 40 公里。由於其區域內有三 

     個起伏相連的黃土堆而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稱。三星堆遺址的 

     發現是世界考古史上的重大發現，能夠改變人們對古代歷史或文化  

     的認識。1988年中國登錄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目前正在申請 

     成為世界遺產。遺址總面積 12 平方公里，是四川地區迄今為止發 

     現範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出土文物最為精美，文化內涵最為豐 

     富的文化遺址。目前從三星堆遺址中，出土了相當於中國商代中晚 

     期的大型立人像、50 多件人頭像和 30 多件人或獸的面具，以及高 

     達 4 米以上的青銅神樹。而出土的金杖、青銅立人像、青銅神樹、 

     青銅縱目面具、玉邊璋、玉牙璋被列為三星堆六大國寶。其中青銅 

     神樹，是一件極為奇妙的器物。青銅神樹分為３層，樹枝上共棲息 

     著９隻神鳥，顯然是「九日居下枝」的寫照，出土時頂部已斷裂，  

     推測其尚未復原的部分應該還有象徵「一日居上枝」的一隻神鳥。 

     另一件六大國寶之一的青銅立人像，出土於三星堆二號祭祀坑，距 

     今已有 3000多年，比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所鑄的 12 銅人要早千年 

     以上，是中國發現距今最久遠也最高大的青銅人像，高 2.62米，重 

     180公斤，關於青銅立人像的身份，有人認為是巫師，有人認為是 

     帝王，尚無確切說法。三星堆遺址的發現，令人重新認識巴蜀文化，  

     因為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與長期以來歷史學界對巴蜀文化的認識差 

    異極大，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歷史學界一向認為，與中原地區相 

    比，古代巴蜀地區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與中原文明沒有關聯或很 

    少有交往，然而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卻證明其應是中國夏商時期前後，  

    甚至更早的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並且與中原文化有著一定的聯繫。 

    三星堆博物館位於三星堆遺址的東北部，於 1997年 10 月興建完成並 

    對外開放，是一座現代化的主題性遺址博物館。館區占地面積約 530 

    畝，包括一號展館和二號展館。第一展館面積 4200 平方米，第二展 

    館面積 7000 平方米。館體外形追求與地貌、史跡及文物造型藝術相 

    結合的神韻，將原始意味和現代意象融為一體。一號展館展線長逾 

    800 米，以《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陳列》為主體內容，全面展示三星堆 

    遺址及遺址內一、二號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陶器、玉器、骨器、金 

    器和青銅器等上千件珍貴文物。二號展館包括序展廳、眾神之國（各 

    種青銅器面具的展示）、千載蜀魂（三星堆的精髓文物的展示）、三星 

    永耀（大事紀及三星之謎）等四個部分。 

    短短兩個多小時的參訪，內心盪起一些漣漪，感覺很難用言語形容， 

    這些都屬於古代上層社會之物，要動用多少民工去完成這些器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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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築。也佩服古人的智慧與巧手，能做出這麼精緻的東西，讓數千年後 

    的人們有緣得以欣賞。 

 

 

三星堆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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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出土之陶器製品 

 

遺址出土之陶器製品 

 

遺址出土之陶器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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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造型之陶製品 

 

 

 

 

 

   

鳥頭形把手之陶製品                     玉石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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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出土之玉礦石 

 

製作玉器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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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出土之祭祀用玉器 

 

 

 

 

  

遺址出土之祭祀用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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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時代之搖錢樹 

 

 

遺址出土之搖錢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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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博物館鎮館之寶─棲有九隻神鳥的青銅神樹 

 

 

 

 

  

青銅神樹之底座                  青銅神樹上之神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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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神壇 

 

三星堆神壇與馬王堆帛畫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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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獸面具 

 

 

 

 

   

青銅縱目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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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11/07/18〈星期一，第 9 天，參訪建川堆博物館、出席“兩岸文化 

    交流座談會〉 

    建川博物館坐落於四川成都安仁古鎮，占地 500 畝，共收藏文物 800 

    餘萬件，其中屬國家一級文物的有 121 件，為中國最大的民間博物館 

    聚落。車隊一轉進博物館園區小路，只見園區前豎立一個大型的以銹 

    蝕鋼材搭成的牌樓，上面書寫著該館的宗旨：「為了傳承收藏民俗」、 

    「為了未來收藏教訓」、「為了和平收藏戰爭」、「為了安寧收藏災 

    難」顯得格外特別。據館長樊建川先生介紹，整個博物館聚落目前共 

    分成抗戰系列、紅色年代系列、民俗系列、地震系列等四大主題館。 

    抗戰館的浮雕和繪畫結合的非常逼真和生動，讓人印像深刻，過目難 

    忘。有別於其他博物館，這裡對當年國民黨抗日軍隊的形像給予了非 

    常正面和突出的呈現。紅色年代館的氣氛營造得非常成功，真實呈現 

    了中國 20 世紀 50、60、70 年代當時的社會生活景像。對那個瘋狂的 

    年代，逼真的場景再現和歷史印跡仍舊讓人感嘆唏噓。地震館中展出 

    的物品超過千件，有地震中被砸爛的機關文件櫃、從廢墟中挖掘出的 

    學生日記等實物，都是透過各種方式到災區的廢墟中尋找。 

    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先生在中國算是一位傳奇人物，據了解，他的 

    經歷非常豐富，下過鄉，當過兵，上過學，教過書，做過官，官位曾 

    至四川省宜賓市副市長，後來辭官下海，做了一個房地產開發商。最 

    後從房地產業發跡翻身，成為富戶。建川博物館最「特殊」的是規劃 

    設置了擁有 1 萬多件文物的「抗戰紀念館」，這個主題館在中國來說， 

    是最敏感、最具政治性的展館，畢竟在中宣部把持下的中國，在新聞 

    出版檢查下，有關中日戰爭的描述依然是“國民黨假抗戰真反共”， “  

    八路軍是抗戰主力軍”一類的真實的謊言。因此，抗戰紀念館能夠順 

    利開館，在中國事事靠關係的社會型態中，樊建川先生確實稱得上是 

    一位「傳奇人物」〈也有可能是中國“中南海”的思維正隨著時代的 

    潮流在做調適，但是，誰知道呢？〉。 

 

 
建川博物館鋼骨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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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米格─15 戰機也是收藏品之ㄧ 

 

 

   

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先生            園區內以電動車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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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年代解放軍營房的佈置情形 

 

 

 

 

 

  

紅色年代解放軍營房的佈置情形          解放軍所使用的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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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頌「毛主席」的刺繡品 

 

 

 

 

   

紅色年代幹部之家的佈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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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年代人民公社文宣站書寫大字報         紅色年代人民公社供銷站 

 

 

 

 

紅色年代之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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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年代人民所使用之熱水瓶 

 

  

                紅色年代之電話機、電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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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敏感、最具政治性的展館 

 

 

 

   

國軍當年所使用之軍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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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口會戰國軍各部隊指揮官 

 

 

忻口會戰國軍各部隊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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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遠征軍所使用之軍用品           身著解放軍服裝之大門警衛 

 

 

 

中國各省支援四川災區表〈一省支援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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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下午進行最後一個行程─兩岸文化交流座談會，由全體參訪團員 

    與中國文化部、四川省文化廳代表以及參加本次活動的中國部份省市 

    文化單位代表共同與會，並由中國文化部港澳台辦主任助理、中華聯 

    誼會副祕書長蕭夏勇先生擔任主持人。會中就如何提升兩岸文化交流 

    合作提出諸多建議，中方文化界人士也多次表達了對持續推動兩岸文 

    化交流與合作的願望。座談會經過了兩個多小時的熱烈發言、心得交 

    換後在融洽的氣氛下結束，也宣告─「情繫巴蜀~~兩岸文化聯誼行」 

    活動圓滿的劃下休止符。 

 

 

 

參、     心  得 

     一、「情繫巴蜀~~兩岸文化聯誼行」活動是「中華文化聯誼會」2011年所 

         舉辦的兩岸大型文化交流活動，而「中華文化聯誼會」是中國在 1987  

         年所成立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社會團體，其前身為「文化部文化聯 

         誼會」，1990年才更名為「中華文化聯誼會」。會長由中國文化部副部 

         長兼任，副會長則由文化部港澳台辦公室副主任兼任。該會的宗旨標 

         榜著：「促進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共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重 

         點工作則為「與海峽兩岸和海內外文化界人士保持廣泛的接觸和密切 

         的聯繫，並受文化部委託承辦兩岸文化交流項目。」因此，「情繫」系 

         列活動是「中華文化聯誼會」與中國各地政府共同舉辦的兩岸大型文 

         化交流活動，且自 2001年以來已陸續在中國各地辦理了 9 次「情繫」 

         活動。由此可知，中國是相當重視海峽兩岸間的文化交流事項，中國 

         所辦理的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在其背後都可見到「官方」的影子，之 

         所以如此，不外乎藉著各項交流活動，保持廣泛的接觸和密切的聯繫，  

         在海峽兩岸產生廣泛的影響。故我們似乎也應運用各項交流活動所搭 

         建的平台，將台灣的優質文化廣泛地傳達到對岸，讓兩岸能更加了解 

         彼此的異同，並深加思索如何減低差異性，以追求更多的相同點。 

     二、這次「中華文化聯誼會」所主辦的「情繫巴蜀~~兩岸文化聯誼行」活 

         動，可說是非常的成功。無論從行程的規劃、團員們食宿行的安排、 

         工作人員的任務分工、各主協辦單位的聯繫協調工作等，都顯得井然 

         有序。我們抵達成都雙流機場一出海關後，承辦單位就已指派專人負 

         責接待事宜〈本團因將近百位團員，故分成 3 個梯次先後從台灣到達 

         成都會合〉，從接待人員鉅細靡遺的親切說明中，很快地就能使我們掌 

         握本次行程的輪廓並消除對異地的陌生感，對隨後參訪活動的進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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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大的助益。除了工作人員口頭解說外，主辦方還提供了一本有詳 

         盡資訊的「活動指南」小冊子，內容包括了本次活動的組織機構與人 

         員之名單、活動日程、重要活動議程、成員名單、團員住房表與乘車 

         表、入住飯店資訊、預定參訪點資訊、溫馨提示事項等應有盡有。在 

         實際參訪過程中，更處處都可見到主辦方對本活動的重視與用心。更 

         值得一提的是，因四川幅員廣闊〈面積約 48.5萬平方公里〉，參與本 

         活動的協辦單位很多，個人曾觀察到在 9 天的參訪行程中，主、協辦 

         單位相互之間的聯繫與協調非常順利與通暢，不管是哪個單位，似乎 

         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將活動辦得成功與圓滿。 

      

 

                                                                    

肆、  建  議                                                   

一一一一、、、、    應應應應強化強化強化強化對對對對古蹟古蹟古蹟古蹟、、、、歷史建築歷史建築歷史建築歷史建築之管理維護層面之管理維護層面之管理維護層面之管理維護層面中之防災中之防災中之防災中之防災演練演練演練演練

與教育與教育與教育與教育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從被列為中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四川廣元劍門關的一場惡夜大

火，燒毀了多年用心經營的關樓之案例，再加上近年來國內古蹟歷

史建築火災頻傳，因此對文化資產之管理維護工作是否能落實之議

題，吾人應予以重視。古蹟、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因年代久遠，構

造脆弱，與現代一般建築物差異很大，又國內古蹟歷史建築多為木

構造形式，比現代建築更容易發生火災，一旦火災發生時，對於古

蹟歷史文化價值之毀損，將造成難以彌補的遺憾。 

台灣的古蹟歷史建築保存，長年來在發展經濟與土地利益開發下，

常屬弱勢，近年來保存觀念雖逐漸為國人所接受，然而在古蹟歷史

建築保存的課題中，似乎普遍重視單一古蹟的修復，往往編列大筆

預算修復個別古蹟，卻對於其他管理維護的內容顯得極為輕忽。若

能重視日常的管理維護，將可避免古蹟因維護不當而間接造成的重

大損害，亦可在修復經費上較為精省。如能鼓勵古蹟歷史建築所有

人、使用人、管理人對古蹟歷史建築之日常管理與保養維護更加重

視，並針對古蹟歷史建築使用與再利用經營管理、防盜（災）及保

險、日常維護、定期整修、緊急應變計畫、其他管理整修或復原事

項，進行檢視與評估，並透過對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施以防災

演練與教育訓練，更能達到維護古蹟歷史建築安全與活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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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對對對對無形無形無形無形文化文化文化文化資資資資產的保護產的保護產的保護產的保護，，，，最理想的境界是最理想的境界是最理想的境界是最理想的境界是「「「「活活活活化化化化」」」」傳承傳承傳承傳承 

      2003 年 10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法國巴黎通過《保護非物質 

      文化遺產公約》，《公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無形文化資產〉的定 

      義，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 

      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 

      和文化場所」。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尊重有關社區、群體和 

      個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地方、國家和國際一級提高對非物質文 

      化遺產及其相互欣賞的重要性的意識；開展國際合作及提供國際援 

      助」為宗旨。根據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涵括以下 5 種類別：口頭 

      傳說和表述，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表演藝術；社 

      會風俗、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 

      工藝技能。 

      從《非遺公約》的精神內涵可瞭解到，無形文化資產乃是一種「活 

      的遺產」(living heritage)，目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保護非物質 

      文化遺產方面推動幾個主要計劃，其中有一項計劃稱為「活著的人 

      類財富」，「活著的人類財富」是指那些在表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某 

      一方面有著極高造詣的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這項計劃旨在鼓勵   

      各成員國給予這些「活著的人類財富」官方承認，以鼓勵他們把自 

      己掌握的知識和技巧傳授給年輕的一代。我們有許多文化是傳承的 

      文化、傳人的文化，代代相傳、口傳心授是其獨特的傳播延續方式。 

      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關鍵在於廣大民眾，尤其是文化遺 

      產傳承人的積極參與。正因為有了這些傳承人，這些珍貴的文化遺 

      產才得以保存，得以流傳至今。因此，保護好這些傳承人，關心他 

      們的生活，讓他們帶徒弟，傳技藝，使他們得以完成保護遺產的心 

      願，是政府部門責無旁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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