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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參訪中國西安、北京藝術區及文化產業研究院計畫」 

摘要 

     為提昇國內文化休閒活動之水準、培養生活美學，累積與深化美感經驗，

以及文創產業專業與經驗交流，並作為規劃兩岸文化活動交流及文化藝術路線

借鏡，前往西安、北京文化藝術地區參訪。藉由參訪西安張學良公館、楊虎城

古宅，咸陽博物館、西安交通大學、西安古城牆、鼓樓、半坡遺址博物館、秦

始皇帝陵博物館、華清池、驪山、耀州窯遺址博物館、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

院、頂新公益基金會、首都博物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中國國家美術館、

紅劇場功夫表演定目劇等參訪區域內之藝術文化機構，瞭解其營運管理、文化

商品開發、公共服務及行銷推廣等情形，吸取其理念、經驗與作法，以作為我

國營運之參考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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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壹、考察目地 

   文化軟實力，是面對 21 世紀知識經濟時代來臨重要的競爭力。當全球化造成同

質和單一的現象，各國文化邊際區隔模糊的同時，臺灣如何以包容的態度接受多元

文化，又如何展現出所謂「臺灣文化軟實力」成為國家文化建設重要的思維。因此， 

不論在本質或形式上，文化政策重視臺灣文化的創新、培力與保存，皆已是國人和

政府共同聚焦的場域。  

   為了厚植本國文化軟實力，以及對臺灣文化美學環境的提升，文建會率先以「臺

灣生活美學運動」計畫的先行者，希冀運用藝術思維和手段，建構國民社會美學基

礎，並創造源源活水的藝術美學，發展優雅的藝術環境。此外，國家更透過立法健

全臺灣文化藝術環境，藉由當前文化三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法》及《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以及未來可能的《文化基本法》，目的在使臺灣能達

到「文化立國」的目標。  

   為能更了解我國與中國兩者彼此在文化建設上的差異，以及他者在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的動向，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於 100 年走訪中國四大古都之一西安與國家現

代化政經首都北京，透過參訪對話的方式與尋求合作交流的機會，由過程中洞悉臺

灣文化環境自由、民主、多元的創新優勢，了解文資保存、傳承、永續的弱勢，重

視中國十二五擘劃文創產業為戰略目標的威脅等，以開創出臺灣國內培力創新研

發、人才培育、培基固本及產業轉型的機會。期待透過參訪交流了解中國當代是如

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創造「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獨特風格，並企圖展現國際影響

力的格局與思維。  

藉由此參訪中國西安和北京行程，期待未來文化推行工作能更具全面性，研

究他者與本我文化的相對差異與共通特性，了解臺灣文化建設進程具有的指標性和

標竿作用，進而發揮文化影響力。企盼本次「中國西安北京藝術區暨文化產業研究

院」一行，能初探雙方文化交流機會的可能，體驗中國文化大江南北的文化根基，

觀察學校、研究院、非政府組織（NGO）及地方發展改革會對社會、對文化、對國

家文化建設的回應方式。本將中國九天的考察心得與建議做一番疏理與歸納，作為

本館未來從事文化政策推動事務的參考基礎，及尋求合作媒合機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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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訪人員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100 年度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中國西安與北京考察人員名單 

 

中文姓名 職稱 館別 

沈正義 
【領隊】 

 秘書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張實溥 
 推廣輔導組 

 助理研究員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蕭斐云 
 研究組 

 組員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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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行程 

1 
12/12 

〈一〉 

上午 10：30 -下午 14:00  

桃園國際機場立榮航空團體櫃台 

台北✈中國西安機場 
 

西安事變紀念館、楊虎城公館、張學良公館  

2 
12/13 

〈二〉 

咸陽博物館、拜會西安交通大學、西安古城牆、鼓樓、

高家大院(地方戲劇場) 
 

3 
12/14 

〈三〉 

半坡遺址博物館、世界遺產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館、

華清池與驪山 
 

4 
12/15 

〈四〉 

耀州博物館 

中國西安✈北京 MU9282 
 

5 
12/16 

〈五〉 
頂新公益基金會、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參訪  

6 
12/17 

(六) 
首都博物館  

7 
12/18 

(日) 
中國美術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  

8 
12/19 

(一) 
紅劇場(定目劇)  

9 
12/20 

(二) 

長榮航空班機由中國北京返回台北    

中午 13:55 下午 17：05 到達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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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過程紀要 

一、 西安事變紀念館 

    日期：100 年 12 月 12 日 

    地點：西安市建國路 69 號 

西安事變紀念館是1986年對外開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

基地，也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西安事變”主要遺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館內有“張

學良將軍生平”、“楊虎城將軍生平”和“西安事變”等照片文物基本陳列，共展出700餘件

歷史照片、大量歷史文件及幾十件文物等。 

 

 

 

 

 

 

 

 

此次參訪日為12月12日，剛好是西安事變發生紀念日。原以為在當日會有系列紀念活動，

但是館方並無因為這特別日子延長參觀時間或舉辦推廣教育活動。西安事變和臺灣張學良故

宅的歷史定位不甚相同，對於歷史人物和館舍遺址的著重特色也自然有所不同。在中國，西

安事變具有歷史影響變革的轉捩點，國家視為愛國教育的標的之一，館設有愛國教育標記點；

而臺灣是張學良晚年居住的故居，充滿山居人文習氣，可讓國人緬懷及感受一代文武之人的

一生，其地點是於臺灣風災過後重新修建的歷史建築，無宣揚國家愛國精神的肅穆拘謹，而

是給人清新舒暢的歷史感懷。 

 

 

 

 

 

▲西安事變舊址示意圖(張學良公館)。 

▲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也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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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及楊虎城二位西安事變的歷史名人，張學良領東北軍，楊虎城領西北軍。中國將

他們的故居整理出來，再加入從前二人所用過的家具、照片及一些簡介的圖表，發展為觀光

景點，收取門票維護古蹟。場所有維安人員看管，場地也很乾淨。像這種歷史名人的故居，

發展為觀光景點的在西安有很多，各地來訪的觀光客對遊覽觀光歷史人物故居也很有興緻，

反觀台灣也可以運用文化歷史條件，搭配多元展示及遊覽方式，將名古人之故居規劃為觀光

景點吸引遊客，倍增臺灣觀光實力。 

止園位於西安市青年路止園飯店西側，止園原為「紫」氣東來的紫園，後更名為「止園」，

原為楊虎城將軍的別墅，又稱「楊虎城公館」，環境非常清幽。這座別墅現已闢為楊虎城將軍

紀念館，內陳設有楊虎城將軍的遺物和西安事變的部分文件。 

 

 

 

 

 

 

 

 

 

公館內除了維持昔日西安事變的建物及家具擺設，讓人可以一緬往日歷史情結的親近感

之外，裡面收集百餘件的歷史照片及手稿文物等，運用平面輸出展示的方式，結合圖片說明

對照，可以一覽整個西安事變的歷史發展及歷史脈絡。此外，平面示意圖也融合燈箱的科技

運用，將「楊虎城囚地遷轉示意圖」運用箭頭圖示的燈光，以燈光明滅及順序導引的方式，

帶領民眾能清楚了解遷徙的動態情形。配合示意圖的中國省籍地圖和箭頭圖示，有助於觀者

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對應和了解。 

▲西安事變舊址示意圖(楊虎城公館)。 

▲西安事件楊虎城公館，原為楊虎城將軍的別墅。 ▲西安事件楊虎城公館，名為「止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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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虎城囚地遷轉示意圖(西安事變楊虎城公館)。 ▲西安事件張學良、楊虎城及周恩來會談歷史文件及照

片。(西安事變楊虎城公館)。 

▲昔日楊虎城會客室(西安事變楊虎城公館)。 ▲說明牌-楊虎城會客室  (西安事變楊虎城公館)。 

▲昔日楊虎城起居臥室、衣櫃及家飾擺設(西安事變楊虎城公館)。 



 10 

張學良公館位於西安市建國路甲字69號，俗稱“張公館”，由東西排列的三座小樓組成。

當年張學良住在西樓。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將軍將中共代表團安排在東樓住宿。其該建

築建於1932年，公館佔地面積7703平方米，主體建築為東西排列的三座三層磚木結構西式樓

房，建築形式基本相同，自東向西分別被標為Ａ、Ｂ、Ｃ，也就是常稱的東、中、西樓。東

樓是機要樓，中樓有客廳、會議室，西樓為張學良的居室。公館坐南朝北，張學良公館的建

築形式，在20世紀30年代的西安，中西合璧的建築形式，無不體現著建築設計者的西洋色彩，

這些建築至今看來也不落伍。 

 

 

 

 

 

 

 

 

 

 

 

 

 

 

 

 

 

 

 

 

 

▲張學良公館 C 樓，是三層磚木結構西式樓房， 

  俗稱“張公館。 

▲張學良公館 C 樓，入口示意石碑。 

▲「歷史的轉折-西安事變史實陳列室」-入口導言。 

   (西安事變張學良公館) 

▲「歷史的轉折-西安事變史實陳列室」-張學良人像雕塑。 

   (西安事變張學良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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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安古城牆 

    日期：100 年 12 月 13 日 

地點：西安 

城牆位於西安市中心區，是在唐皇城的基礎上建成的，1983 年以來，進行大規模整修，

西安古城牆包括護城河、吊橋、閘樓、箭樓、正樓、角樓、敵樓、女兒牆、垛口等。完全用

黃土分層夯打而成，最底層用土、石灰和糯米汁混合夯打，異常堅硬，後來又將整個城牆內

外壁及頂部砌上青磚。城牆頂部有一用青磚砌成的水槽，用於排水，對西安古城牆的長期保

護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變張學良歷史文件及照片。 

(西安事變張學良公館) 

▲西安市與西安古城牆全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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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樓為歇山頂式，四角翹起，三層重簷，底層有迴廊環繞，古色古香，巍峨壯觀。雄偉

壯觀的西安城牆已成為市區最吸引人的觀光勝地之一。2004 年西安城牆完成全線亮化工程，

燈光將整個城垣勾劃出來，成為西安新夜景。 

 

 

 

 

 

 

 

 

 

▲唐長安城簡介。 ▲西安城牆簡介。 

唐長安城與今日西安城街道、城郭示意圖。 

西安古城牆正樓，為歇山頂式，四角翹起，

三層重簷，古色古香，巍峨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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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呈現長方形，共有城門四座。西安古城牆是完全圍繞的“防禦”戰略體系，城牆的

厚度大於高度，牆頂頂面略微斜面，當時作為蓄水儲水引流功能，面寬可以跑車和操練，每

年 11 月 1 日為「西安城牆親近日」，主要辦理盛大的馬拉松賽事。現存城牆建於明洪武 

(1374-1378)，至今已有 600 多年歷史，是中世紀後期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築之一，現存

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築。 

西安城牆上嚴禁任何商業或擺攤的活動，作為古蹟維護的規定之一。每年「西安城牆親

近日」及平常休憩時間，城牆牆頂頂面有租借腳踏車供民眾租用休憩使用。除了城牆上面的

活動，城中的甕城也設有咖啡飲茶廳，以提供民眾有休閒與休息的場所。此外，在咖啡廳外

也設計人形拍照立牌，以將軍和士兵 Q 版設計吸引民眾，增加城牆遊憩的趣味性。 

 

 

 

 

 

 

 

 

 

 

 

 

 

 

 

 

 

 

 

 

   2004 年西安城牆作為古城復興計畫的載體，西安城四座城門，分別有正樓、箭樓、閘樓三

重城樓。閘樓在最外，其作用是升降吊橋。甕城中還有通向城頭的馬道，緩上無台階，便於

戰馬上下，表明了這裡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 

▲西安城牆牆頂面，牆頂頂面略微斜面，當時作 

  為蓄水儲水引流功能，面寬可以跑車和操練。 

▲西安古城牆正樓，底層有迴廊環繞，並完成全

線亮化工程，成為西安新夜景。雄偉壯觀已成為

市區最吸引人的觀光勝地之一。 

西安古城的甕城也設有咖啡飲茶廳，將軍和

士兵 Q 版人形拍照立牌，以提供民眾有休閒

與休息遊憩的趣味性。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E8%A5%BF%E5%AE%89%E5%8F%A4%E5%9F%8E%E7%89%86%26hl%3Dzh-TW%26sa%3DG%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70071.htm&usg=ALkJrhiqcRGwGv5v5IICNovpACvzIobrt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E8%A5%BF%E5%AE%89%E5%8F%A4%E5%9F%8E%E7%89%86%26hl%3Dzh-TW%26sa%3DG%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usg=ALkJrhjZHymreJ9nf_CRejd2F2dpSuzL4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E8%A5%BF%E5%AE%89%E5%8F%A4%E5%9F%8E%E7%89%86%26hl%3Dzh-TW%26sa%3DG%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767094.htm&usg=ALkJrhhjJ_GpiELwwgrJLXtLDlZ7i4Jo9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E8%A5%BF%E5%AE%89%E5%8F%A4%E5%9F%8E%E7%89%86%26hl%3Dzh-TW%26sa%3DG%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799757.htm&usg=ALkJrhhMHEFIK-OtCEY0Bcv29NPOxlQC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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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城牆啟動了城牆申遺工作，完成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記錄檔案備案工作，西安

城牆已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按照城牆牆體及古建築存在問題的嚴重程度，分

階段、分重點實施維修。建立了城牆文物「保護巡查制度」，確定了城牆牆體外側重點觀測部

位 26 處，安裝了觀測標誌碑，確定了觀測點和觀測基準數，加強對城牆牆體及古建築的日常

巡查工作。 

 

 

 

 

 

 

 

 

▲西安城閘樓在最外，其作用是升降吊橋。 

西安古城城牆文物「保護巡查制度」，城牆牆

體外側重點觀測部位 26 處，安裝了觀測標誌

碑，確定了觀測點和觀測基準數。 

甕城中還有通向城頭的馬道 ，緩上無台階，

便於戰馬上下，表明了這裡在戰爭中的重要

地位。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E8%A5%BF%E5%AE%89%E5%8F%A4%E5%9F%8E%E7%89%86%26hl%3Dzh-TW%26sa%3DG%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40711.htm&usg=ALkJrhjCPLsb0G2Y5gZhHRS02Kt-fuIsZ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E8%A5%BF%E5%AE%89%E5%8F%A4%E5%9F%8E%E7%89%86%26hl%3Dzh-TW%26sa%3DG%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799757.htm&usg=ALkJrhhMHEFIK-OtCEY0Bcv29NPOxlQC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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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管理方面，大陸公開招聘專業物業公司，實行市場化運作，企業化管理。全天保潔

且不許有任何商業活動，若有違規者，採重罰政策。整個城牆乾淨清爽，無攤販擋住通道和

喧囂。此外，四周的房舍也仿古建造，歇山頂式，二三層樓高，完整一體的搭配。視覺之美

如在古畫中，身在此境，猶如走在時光隧道，深深觸發了遊客思古之幽情。旅遊文化活動方

面，城牆國際馬拉松賽，確定每年都要開展十個以上大型文化旅遊活動，極大地提升了西安

城牆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西安城牆外，入甕城處，旅遊資訊處及示意圖。 ▲西安城牆外，入甕城處的售票口。 

▲四周的房舍也仿古建造，注重建物高度及城市天際線，形體上搭配歇山頂式，二三層樓高，完整一體的搭配。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E8%A5%BF%E5%AE%89%E5%8F%A4%E5%9F%8E%E7%89%86%26hl%3Dzh-TW%26sa%3DG%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4375364.htm&usg=ALkJrhj3XoVIqYtbZhK6oOVetyNPpleM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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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咸陽博物館 

    日期：100 年 12 月 13 日 

地點：西安 

咸陽市博物館是在明洪武四年(西元 1371 年)所建之孔廟擴建而成的，於 1962 年正式開

放，為一中型博物館，以收藏、研究、展示秦漢歷史文物為主，陳列面積 800 多平方米。設

有第一到第九展廳，分別展示秦代生產工具、兵器、日居用品、建築、咸陽宮殿遺址、西漢

文物、手工業等。 

 

 

 

 

 

 

 

 

 

 

 

 

 

 

 

 

 

▲咸陽博物館入口處，孔廟擴建，牌樓示意「文廟」。 ▲咸陽博物館遊覽全景圖。 

▲咸陽博物館館區建築。 
▲咸陽博物館館區亭院之景，入此展館區主

要是展示漢墓出土的彩繪陶兵馬俑。 



 17 

（一） 第一陳列室 

第一陳列室主要介紹秦都咸陽至秦統一六國的歷史背景。以秦代的生產工具、兵

器、度量衡和一些生活用品，簡要說明秦人早期的歷史。展品主要有：鳳鳥銘文

鼎，戰國騎馬俑，雍工敃銅壺，工師初銅壺，鹿紋瓦當，商鞅銅鐓，戈、矛、劍

等兵器一組，六國錢幣，秦詔銘文鐵權。 

 

 

 

 

 

 

 

 

 

 

 

 

 

 

 

 

 

 

 

 

 

 

 

 

▲平面展示說明-「秦都城遷徙示意圖」。 ▲展示文物-瓦當。 

▲展示文物-戈、矛、劍等兵器。 

 

▲展示文物-秦詔銘文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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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第三陳列室 

1.第二陳列室主要介紹秦咸陽一、二、三號宮殿遺址的建築成就，展出秦都咸陽一

號宮殿遺址模型，重點介紹宮殿遺址的磚瓦建材、宮室壁畫、銅質構件及排水

設施、冷藏設施、取暖設施等建築成就。展品主要有：水神騎鳳空心磚，龍紋

空心磚，鋪地磚，井圈，窖底盆，秦遺址瓦當，駟馬拉車壁畫，漏斗及排水管

道等。 

 

 

 

 

 

 

 

 

 

 

 

 

 

 

▲展示文物-六國錢幣。 

 

▲展示文物-銅戈。 

 

▲展示文物-彩繪銅合頁。 

 

▲秦咸陽一號宮殿遺址(此為 20 世紀 70 年代製)。 

 

▲秦咸陽一號宮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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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陳列室咸陽宮殿遺址、手工業作坊遺址和秦人墓葬區出土的陶，出土的陶

器、銅器、玉器、絲綢等文物且工藝精良，說明秦擁有發達的手工業。展品主

要有：印有陶文戳記的鬲、罐、鼎、釜一組，大鴨蛋壺，1966 年塔爾坡銅器窖

藏出土的銅器一組。宮殿遺址區、長陵作坊遺址、黃家溝墓葬區出土銅器一組，

生活雜器有錯金銀帶鉤一組，銅鏡一組，玉器一組，以及目前發現時代最早的

絲綢殘片一件。 

 

 

 

 

 

 

（三）第四陳列室 

第四陳列室集中展出西漢文物。展出的鐵製農具，裝有粟的陶糧倉說明了漢代使

用鐵器，推廣牛耕，使農業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 

（四）第五、第六陳列室 

第五、第六陳列室這兩個陳列室展出楊家灣漢墓出土的彩繪陶兵馬俑。這些漢兵

馬俑為研究西漢軍事編制、雕塑藝術、人物服飾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龍紋空心磚」- 鋪地磚，有室溫調節及節省物

才之   

 用。 

▲展示文物 - 麟趾金。 

 

▲展示文物 - 黃釉陶壺。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5%2592%25B8%25E9%2599%25BD%25E5%258D%259A%25E7%2589%25A9%25E9%25A4%25A8%26hl%3Dzh-TW%26biw%3D1280%26bih%3D619%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2375612.htm&usg=ALkJrhhIqZ0Dg6LPb8hBSSbcqOTC5KX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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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七、八、九陳列室展示了明清文物、銅佛像和部分宗教文物，獨具特色。 

     

 

▲製陶甕燒示意圖。 

 

▲漢墓出土的彩繪陶人形立俑。 

 

▲漢墓出土的彩繪陶兵馬俑，兵陣軍隊，大小已

遠不及秦兵馬俑。 

 

▲漢墓出土的彩繪陶人形座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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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安交通大學拜會參訪 

    日期：100 年 12 月 13 日 

     地點：西安交通大學 

出席人：李家駿(西安交大博物館副館長、文物保護與考古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人類文化遺產

保護總編)、王慶生(陝西省改革發展研究會秘書長及高級經濟師)、及該校文物遺產

研究相關之教授等約 6 人、本館 3 人與會。 

 

 

 

 

 

 

 

 

 

座談： 

▲第七、八、九陳列室展示了明清文物。 

 

▲西安交通大學門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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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介紹陝西的歷史、文物及民間藝術 

1.陝西名稱見於史記，它是中國大陸北方唯一無相對名稱之省份(即無陝東省)。陝西這

個地名的由來，與歷史變遷有關。在今河南省西部陝縣西南，有一個叫作陝原（陝陌）

的地方。周朝初年，周公與召公以此劃分領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

者，召公主之。」宋朝時設陝西為路（相當於今省制），以其地處陝原之西，而稱陝

西路，陝西之名出此開始，而且陝西在歷史上較長時期一直簡稱為「秦」。 

2.陝西東為函谷關，西為大散關，名勝古蹟很多，如長城、鐘樓、鼓樓等。歷史文物也

以多聞名，平常百姓家中極可能的找到一、二件古物，只是老百姓不知道而已。地

下文物更是不計其數。政府亦明文規定列入保護，不得隨意開挖。 

3.民間藝術：陝西秦腔又稱亂彈、梆子，是中國戲曲曲種之一。產生於 1774 年。是中

國戲曲四大聲腔中最古老、最豐富、最龐大的聲腔體系。秦腔創造了中國戲曲音樂

中板式變化的結構方法，是最早的板腔體聲腔，也是梆子腔(亂彈)系統的母體。另

皮影戲、木偶戲亦影響至今。 

(二)、討論文化留傳與經濟發展有衝突時，如何調解? 

1.文化保存與經濟發展是相互矛盾的，需找出一個妥善的解決之道。如之前有一案例為

專家學者向中央政府申請一筆款項，致使此批文化遺產得以保存下來。 

2.漢宣帝陵墓位在西安市東郊的杜陵，為保存此批文物，現種植成樹林，目前發展為餐

飲業。 

3.西安大明宮遺址是盛唐王朝最輝煌的宮殿遺存，3.5 平方公里的遺址，敘述大唐統治

中心的尊貴與堂皇。西安成功的實踐了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新模式，

完成了居民及企業單位的拆遷、安置，以及遺址公園的建設，實現了遺址保護與遺

址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環境改善、城市現代化建設和諧發展的目標。 

4.曲江是漢王朝春遊之地，現曲江池遺址公園，與週邊的曲江寒窑遺址公園、秦二世陵

遺址公園、唐城牆遺址公園等，形成 1500 畝的城市生態景觀帶，共同構成人文西安

的新標誌，成為西安實現城市現代化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和諧共生的成功典範，為

西安市民提供一個人文、自然、休閒、和諧的城市活動區。 

5.製造成為娛樂點，樓層不必太高，但更新要快，以滿足年青人之喜好。西安有 100

多萬大學生，100~200 萬之中小學生，可做為基本參觀民眾解決遺址修建之問題。 

6.漢長安城，是西漢、新莽、東漢（獻帝）、西晉（愍帝）、前趙、前秦、後秦、西魏、

北周、隋（初）等十朝的首都，隋代在其東南側營建新都大興城（即後來的唐長安

城）後這裡被永久廢棄，其遺址位於於今陝西省西安市未央區，面積約 36 平方公里。

1961 年，漢長安城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19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052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9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45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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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一。改建之道是：保護理念的科學性、保護規劃的可操作性。在對漢長安城遺

址進行保護時，要根據不同對象採取與其適應的不同方式，前提是準確把握歷史的

真實性、科學性，保護的理念是「回歸歷史」、「還原歷史」，保護的手段是「與時俱

進」的、「開創性」的、具有當代科學技術「含量」與「水平」的，保護的微觀手段

是「可逆的」。漢長安城遺址應該作為一座完整的古代都城遺址進行保護。即把漢長

安城遺址視為社會、政治、文化、經濟、軍事的集合體，利用已有的考古成果，從

多層面、多角度再現西漢王朝的都城，並且需要反複的協調、溝通。 

(三)、討論非物質文化遺產(民俗文化)保留之議題。 

1. 半坡遺址反映出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古人類的生活方式，其中母系遺

體保存較完好，因此有部份學者認為當時是母系社會。這種展示了中國母系氏族制度

繁榮至衰落時期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成就，該如何保存是一課題。 

2.走婚，是雲南省摩梭人等母系社會婚姻習俗，由於工業發展的需要，鮮水河目前正籌

備修建一座大型水電站，屆時大壩蓄水之後，其水位高於河谷而將該地區淹沒，走婚

文化可能因此滅絕，當如何保存是一課題。 

3.陝西聞名的技藝：戲劇、農民畫、剪紙、布藝等，該如保存。 

4.為保護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設立了專門管理機構，政府在全國展開非物質文化遺產

普查工作，建立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及進行立法保護、經濟援助、宣傳輔助及借

鑒他國之作法等。 

(四)、如何協助民間技藝傳承下去? 

1.出於保存民族風貌和發展旅遊的需要，一些新的建築建起來，年輕人重新對古營造技

藝產生了興趣，開始學習這一古老的技藝。  

2.透過傳媒(如電影、國際民歌藝術節等舞臺)之介紹，使民間藝術透過現代化的傳播方

式，向世人展示著這些藝術之魅力，讓更多人關心，藝術得以傳承。  

3.利用經濟誘因，採用合作社形式，成一生產線，產品得以賣出，有經濟效益，自有年

青人願意學習，顧客群中觀光客是一大宗，可多加利用。 

4.發揮巧思創意，透過包裝行銷出去。 

5.科技與文化合建，數位化是另一辦法。手機是發展性極大的科技，透過手機上網查詢，

更可引發年青人的興趣來學習。 

6.文創產品涉及跨領域、跨文化。目前中國產品在大中華地區銷路尚佳，但西方國家的

市場，則不易打開，如何跨領域、跨文化要西方人了解、接受是一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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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參觀：  

1.會後參觀該校藝術博物館所收藏之文物。 

2.該館成立於 2004 年，鐘明善館長無懼於以理工為主的西安交通大學及在設有固定的

收藏經費的情況下之困難，一方面積極汲取同行好的治館經驗，一方面將自己珍藏

多年的包括：歷代彩陶、戰國時期青銅器、秦漢印章、漢唐畫像石拓本、隋唐石刻

佛像、以唐為主的書法碑石、明清時期木版年畫、清光緒年間戲劇手抄本、中國書

畫精品、清未民初皮影、安塞農民畫、民間剪紙等在內的上千件歷代藝術藏品及民

間文化精品無償捐出。 

3.因鐘明善的義舉，在社會各界引起強列回響，有志之士紛紛響應，有效地拓寬了藝

術館的藏品渠道。 

4.因展覽室正在整修，故統一收藏在地下室，未陳列出來。 

 

 

 

 

 

 

 

 

▲西安交通大學拜會-左起王慶生、李家駿及教授、學生。 

 

  西安交通大學拜會-鐘明善館門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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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東西南北交通幅輳中心---鼓樓 

       日期：100 年 12 月 13 日 

       地點：西安市鼓樓 

   明清時期木版年畫、清光緒年間戲劇手抄本、 

   中國書畫精品、清未民初皮影、安塞農民畫、 

   民間剪紙等在內的上千件歷代藝術藏品。 

 

  ▲民間藝術：中國戲曲曲種，皮影戲、木偶戲收藏

與研究，內含魁儡戲偶和偶戲所用的服裝、戲曲文本

等。 

 

  ▲民間藝術：傳統戲偶和偶戲所用的服裝、戲曲文本等。 

 

  ▲民間藝術：傳統戲偶和偶戲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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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鼓樓的建築形式是歇山式重簷三滴水。鼓樓呈長方形，分上下兩層，通體用

青磚砌成。南北正中闢有券洞，供人車出入，鼓樓主體建築位於基座中心，結構為重簷、

三滴水式。 

 

 

 

 

 

 

 

 

 

第一層樓上置腰檐和平座，第二層樓上覆蓋綠琉璃瓦，屬於重簷、歇山項式。上下

兩層面闊各為 7 間，進深均為 3 間，四周環有走廊。外檐和平座均飾有青綠彩繪斗拱 ，

使樓的層次更為分明。鼓樓白日、晚上視覺感受截然不同，作為西安進城交通輻輳具有

成是地標和意象作用，晚間燈樓明亮更是城市亮點之一。 

 

 

 

 

 

 

 

 

     中國為善用文物資源及促進文化旅遊事業的發展，恢復“晨鐘暮鼓”，1996 年西

安市決定重製鼓樓大鼓。重製的大鼓高 1.8 米，鼓面直徑 2.83 米，系用整張優質牛皮蒙

▲西安鼓樓夜間華麗輝煌－鼓樓。 

 

▲西安鼓樓白日格局肅穆、豪氣萬千樣－鼓樓。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8%25A5%25BF%25E5%25AE%2589%25E9%25BC%2593%25E6%25A8%2593%26hl%3Dzh-TW%26rlz%3D1G1GGLQ_ZH-TWTW378%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1290663.htm&usg=ALkJrhjUBqQn3VmhX2aA3LkDGwS6Kp7dl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8%25A5%25BF%25E5%25AE%2589%25E9%25BC%2593%25E6%25A8%2593%26hl%3Dzh-TW%26rlz%3D1G1GGLQ_ZH-TWTW378%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47611.htm&usg=ALkJrhjvPxjoXhsfpLCckh6l4lmGwALD0w


 27 

製而成。鼓面分別標示農曆 24 節氣，鼓腹直徑 3.43 米，重 1.5 噸。上有泡釘 1996 個，

寓意 1996 年製，加上 4 個銅環共 2000 年，象徵公元 2000 年，催人奮進，跨入 21 世紀。

該鼓聲音洪亮、渾厚，重槌之下，十里可聞。 

 

 

 

 

 

         

 

 

           

         西安鐘鼓樓開始舉行“晨鐘暮鼓”仿古表演活動，每日上午 9 時、正午 12 時、下

午 3 時，西安鐘樓上的景雲鐘（複製品）分別鳴響 24 聲；傍晚 6 時，首先鼓樓上的二

十四節氣鼓齊鳴，然後聞天鼓鳴響 24 聲以報暮時。此舉標誌著消失 100 多年的西安“晨

鐘暮鼓”報時制度得到恢復。  

 

六、榜眼高家大院與傳統皮影戲 

    日期：100 年 12 月 13 日 

    地點：西安 

    高家大院位於西安市繁華的商業街，北院門清真小吃街上，房屋 86 間，其中現對

外開放 56 間。院屬三院四進式磚木結構四合院，該院落從房屋結構至家具陳設完整地保

留下來。其主體是明崇禎年間建築，屋主高岳松，明崇禎年間曾中榜眼，崇禎皇帝賜此宅，

距今已有 400 多年曆史，院內現有西安中國畫院等 4 家單位辦公。1966 年，高家大院收

歸國有。1999 年挪威投資修故居。現為中、挪二國一二所大學建築系及歷史系研究基地。 

 

▲西安鼓樓大鼓-大鼓高 1.8 米，鼓面直徑 2.83 米，系用整張優質牛皮蒙製而成，上頭

標示二十四節氣。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8%25A5%25BF%25E5%25AE%2589%25E9%25BC%2593%25E6%25A8%2593%26hl%3Dzh-TW%26rlz%3D1G1GGLQ_ZH-TWTW378%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43575.htm&usg=ALkJrhiC5iHVDIWXMlYFs2RP362Vbn5A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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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大院是明代建築且又位於市區這二特點是其他古宅望塵莫及的。這跨越 400 年時空

的動人故事，設計成展示陝西關中百姓生活的有個性的「家」吸引遊客。遊客進宅後，產生

跨越時空之情境，像是回到數百年前的鄰家去串門子的親切感。遊客不僅從照片、家居陳設

上找感覺，裡面也有活的人、活的東西、活的生活。遊客有興趣的話還可參與各種活動，例

如：畫室內有美術學生指導揮筆作畫。另高家大院用心將傳統民俗文化融入市場開發，在 2004

年把「皮影戲」帶入。 

 

 

▲高家大院 - 入門口有屋主高岳松榜眼及第匾，

運用建物設有收票處。 

 

▲高家大院 - 三院四進式磚木結構四合院，房屋 86 

  間。 

 

▲高家大院-院內現有西安中國畫院等 4 家單位辦公，此為文物珍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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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大院依傍在回民大街上，此條回民街所備食物全是回民所食的特殊餐店。來往在這

條街上的遊客和本地人在這川流不息，餐廳店員營業叫賣使出各家本領，到晚上的氣氛如同

小夜市，年輕人和許多當地人必在晚間下班後來這裡走上一遭。除了飲食餐店外，也充滿販

賣各式古玩、中國傳統剪紙、文房四寶、書畫商店等，供民眾在此意猶未盡並嚐盡回民美食。

結合回民街，高家大院古色古香的文人氣息，以及建築內縮在回民街上，到給人別有洞天的

感受。門口大燈籠和廣告燈箱吸引著遊客，使民眾在遊回民街盡興之餘能入內高家大院一賞

傳統中國電影-「皮影戲」。 

皮影戲是中國民古老而奇特的戲曲藝術，在陝西關中地區很流行。關中人將皮影表演技

術嫻熟的人稱為「把式」。「把式」能一手拿二個甚或三個皮影，在幕後表演廝殺、對打，

▲高家大院-「皮影戲」民俗表演入場門票(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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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可以把幾個人的動作同時表現，配上音樂鑼鼓，場面逼真，令人眼花繚亂。二個人即

可演一齣家喻戶曉之故事，門票不到新台幣 100 元，遊客隨到隨演，無等候之苦，有興緻者

還可沏壺茶，邊看邊品茶。身在古宅，眼觀皮影戲，達到修古宅「家」文化及「活」文化的

二項訴求。 

 

 

 

 

 

 

 

 

 

 

 

 

 

 

 

 

 

  

   西安北院門 144 號民居有如下項目：明清建築藝術、古家具、傳統民居楹聯、磚雕

藝術；茶館、民間剪紙、皮影戲、古箏表演、名人字畫、中國畫精品、老照片、瓷器及

具有陝西特點的旅遊紀念品等。  

▲高家大院-院內現「皮影戲」民俗表演，將傳統民俗文化融入市場開發帶入。 

 

▲高家大院-「皮影戲」民俗表演，皮影表演技術嫻熟的人稱為「把式」，能一手拿二個甚或三個

皮影，在幕後表演廝殺、對打，一個人可以把幾個人的動作同時表現，配上音樂鑼鼓，場面逼真，

令人眼花繚亂。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8%25A5%25BF%25E5%25AE%2589%25E9%25AB%2598%25E5%25AE%25B6%25E5%25A4%25A7%25E9%2599%25A2%26hl%3Dzh-TW%26rlz%3D1G1GGLQ_ZH-TWTW378%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6510.htm&usg=ALkJrhg-e3zM7OeGU-QslU0NeBIwceOj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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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半坡遺址博物館－新石器時代遺址 

    日期：100 年 12 月 14 日 

    地點：西安 

    半坡遺址博物館，是中國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村落遺址典型代表，中國第一

座新石器時代遺址博物館，是黃河流域一座比較完整，比較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的村落遺

址，半坡博物館位於西安市東郊滻河東岸半坡村北，1957 年在半坡遺址上建成，1958 年正式

對外開放。 

 

 

     

 

 

 

 

 

    半坡遺址分為居住、製陶、墓葬三個區，居住區是村落的主體。陳列展覽面積約 4500

平方米，分出土文物陳列、遺址大廳和輔助陳列三部分。出土文物陳列由第一展室和第

二展室組成，兩個陳列室陳列的是從遺址中發掘出來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可分為石

器類、骨器類和陶器類。主要展出半坡遺址和姜寨遺址出土的原始先民使用過的生產工

具、生活用具和藝術品等。 

 

 

 

 

 

 

 

 

▲新石器時代-半坡遺址博物館。 

▲半坡遺址 - 早期穴居遺址，分為居住、製陶、 

  墓葬三個區，居住區是村落的主體。 

▲半坡遺址 – 圖為居住入口處及木樁圓柱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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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遺址中了解半坡遺址居民的生活，他們狩獵、採集野果來取得食物，而且還懂得牧養

羊、豬等牲畜和耕作農作物。居民也已懂得建造房屋，不用再居住在洞穴中。其建築已具典

型中國建築雛型，出入口朝南，並使用木製框架支撐屋頂，有方形和圓形兩種形式住房。 

     遺址大廳為 3000 平方米，是原始村落的一部分，其房屋建築早期是半穴式，即一

半在地下，以坑壁為牆露出。地面的一半蓋上了屋頂，這種房屋既低矮又潮濕。到了原

始社會晚期，才在地面砌牆，並用木柱支撐屋頂，這種直立的牆體及帶有傾斜的屋面，

已形成了後來傳統房屋建築的基本模式。  

 

 

 

 

 

 

 

 

 

 

 

 

    

 

 

      

     

    從半坡遺址中看到的大量絢麗多彩的陶器，表明這一時期的文化為彩陶文化。在當

時占重要地位，繪畫圖案古樸、簡練，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多是手制的，中期開始出現輪

制的。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編織物印下來的紋路，由此可見仰韶文化有編織和織布的手工業。

另外，陶器上的魚紋圖案具有代表性，其中口部噙魚的人面紋飾最具特色。陶器上還有可能

▲半坡遺址 – 圖為地面圓形房屋遺跡示意圖。 

▲半坡遺址 –原始村落的房屋建築早期是半穴式，圖可見其格局，居住入口處及木樁圓柱洞口，建築已具 

  典型中國建築雛型，出入口朝南，並使用木製框架支撐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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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早期文字的雛形的標誌符號，半坡陶符。而墓地的隨葬品和下葬的方式為當時的生活方式、

信仰、生活條件帶來了許多啟發。 

 

 

 

 

 

 

 

 

 

 

 

 

 

 

 

 

 

 

 

▲半坡人生活展示廳 - 1:1 大小人形雕像及場景，

模擬當時生活供民眾體驗。 

▲半坡人生活器物展示館 – 尖底瓶之謎。 

▲半坡人生活器物展示館 – 口部噙魚的人面紋 

  飾。 

▲半坡人生活器物展示館 – 陶器上的魚紋圖案具 

   有代表性，其中口部噙魚的人面紋飾最具特色。 

▲半坡人生活器物展示館 – 可能為早期文字的雛形的標誌符號，「半坡陶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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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秦始皇帝陵博物館－世界遺址地下王朝 

日期：100 年 12 月 14 日 

     地點：西安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簡稱為「秦俑館」，是秦陵和秦俑考古、研究和保護的重要基

地，也是中國最大的歷史專題性遺址博物館之一。這個博物館是按照國家文物局的指

示，從 1975 年開始採取邊施工、邊發掘、邊參觀的方式籌建的。到目前為止，已經建

成了規模宏大的一、二、三號展館，形成了發掘、研究、保護、展覽一體化的良性機制。 

在研究方面取得及保護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收票處除了人工驗票外，設有機器驗

票機，加速參觀入場速度。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售票廳 - 位於入口側。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入內展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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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學者認為四號坑大概是坑快挖好時，秦末農民軍進攻關中，工程被迫停止。理

由是此坑的深度與一、二、三號坑的深度相同。但對此坑的擬定的內容則眾說紛紜：有

學者認為已發現的一號坑為右軍，二號坑為左軍，三號坑為指揮部，唯獨缺少中軍，四

號坑即是擬建中的中軍。有學者則認為一號坑表現秦軍列陣的情況，二、三號坑表現秦

代軍營及幕府的建築結構和格局。古代的作戰隊形多作橫排方陣，由此推論，四號坑該

擬建作表現對敵的場面。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1 號坑「秦俑的雕塑」， 

  可見秦皇朝氣勢磅礡，國力可見一般。 

  秦始皇兵馬俑 - 「秦陵彩繪銅馬 

  車」，原件於上海世博展出。 

 秦始皇帝陵博物館(正面)。 

 

 秦始皇帝陵博物館(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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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兵馬俑 - 「跪射俑」正面。 
▲秦始皇兵馬俑 - 「跪射俑」背面。 

▲秦始皇兵馬俑 - 「跪射俑」正、背、側原色示意圖。 ▲秦始皇兵馬俑 - 「跪射俑」出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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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華清池及驪山－古蹟及歷史建築保存再利用 

日期：100 年 12 月 14 日     地點：西安 

    華清池在驪山北麓，緊倚臨潼城區，周幽王曾在這裡修建過驪宮；秦始皇時以石築，曰

“驪山湯”；漢武帝時擴建為離宮；到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西元 644 年）和唐玄宗天寶六年

（西元 747 年）兩次大肆擴建，改名“華清池”。 

 

 

 

 

 

▲秦始皇兵馬俑 - 「高級軍立俑」正面。 ▲秦始皇兵馬俑 - 「中級軍立俑」側面。 

  驪山鳥瞰華清池全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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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華清池園內西北部是九龍湖及環湖建築的殿、閣、亭、舫和回廊：南部為唐華宮禦

湯遺址博物館，其中“蓮花湯”是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地，“海棠湯”是楊貴妃沐浴湯池。

此外，還有“星辰湯”，“太子湯”，“尚食湯”等附屬湯池。從而再現了盛唐皇家氣魄恢

宏、富麗華貴的歷史風貌。園內東南部是環園故址及“西安事變”時蔣介石下榻的五間廳。

東北部湯池沐浴遊覽區。 

 

 

 

 

 

 

 

 

 

 

 

 

▲華清池碑。 ▲華清池入口處。 

▲貴妃像和華清池入內建築。 

  “海棠湯”是楊貴妃沐浴湯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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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驪山在華清池園內，是秦嶺北側的一個支脈，相傳在洪荒時代，這裡是女媧「煉石補天」

的地方，故這裡蓋了一間廟，香火頂盛。西周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鬧劇也發生在此。另

一景點是蔣介石當年自榻的五間廳逃至此的亭子。傳說、歷史故事及近代史人物三者就構成

了觀光景點。 

 

 

 

 

 

 

 

 

 

 

 

 

 

▲唐浴湯遺址-眾大臣湯池。 

  “五間廳”。 

 

  “老母殿”， 這裡是女媧「煉石補天」 

的地方，故這裡蓋了一間廟，香火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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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耀州窯遺址博物館－細觀中國陶瓷發展史 

    日期：100 年 12 月 15 日 

    地點：西安 

    耀州窯博物館位於陝西省銅川市黃堡鎮，是中國規模最大、集遺址遺跡展示、文物

標本陳列、模擬古代製瓷工藝演示、三位一體的古陶瓷遺址專題博物館。耀州窯唐代創

燒，五代發展，北宋鼎盛，金代續燒，終於元末明初，連續燒造陶瓷的歷史長達 800 餘

年，「十里窯場」留下極其珍貴的陶瓷文化遺產。  

 

▲當年西安事變蔣介石自榻關禁之處。 ▲當年西安事變蔣介石自榻關禁之處-臥室。 

▲當年西安事變蔣介石自榻關禁之處-蔣介石沐浴處。 ▲當年西安事變蔣介石自榻關禁之處-蔣介石沐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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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館基本陳列分三部分、七個展室，陳列面積 8000 平方米，現藏文物 50 多萬件、

片。遺址遺跡展示由「唐代三彩作坊、窯爐」、「宋代製瓷作坊、窯爐」和「金代製瓷作

坊群」三個保護廳組成，直觀形像地展示了該窯的生產規模和工藝流程。  

 

 

 

 

 

 

▲耀州窯遺址博物館。 ▲耀州窯遺址博物館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耀州窯遺址博物館 – 「裕慶瓷鋪」模擬寫實場景 。 ▲耀州窯遺址博物館 – 鬥茶模擬寫實場

景 。 

▲「遺址遺跡展示室」之「唐三彩」文物展示 。 ▲「耀州窯史陳列」展示歷代陶瓷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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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的基本陳列分為遺址遺跡序列展示、耀州窯史陳列、參考研究室、示範參與室

四部分。「遺址遺跡展示」由唐三彩作坊、窯爐及唐至元五個歷史時期具有代表性的製

瓷作坊、窯爐群組成，形象直觀地再現了該窯宏大的生產規模和先進的生產工藝流程。 

「耀州窯史陳列室」展示歷代陶瓷器物、標本、生產工具、窯具等 1000 多件。系統地反

映了該窯輝煌的歷史成就。「參考研究室」分期、分類、分式展出歷代典型性陶瓷標本

1000 餘件和相關圖文資料、科學數據，供有關專業人員 、院校師生、陶瓷愛好者進行

比照研究。「示範參與室」模擬古代陶瓷生產工藝流程的重要環節，即俗稱的“陶吧”，

在這裡您可以在專業人員的指導幫助下，親自動手製作各種陶瓷器皿，並提供代燒服

務，令您充分體驗陶藝製作的非凡樂趣。陳列物——提梁倒灌壺 3D 立體 360 度選轉模

擬影像。 

▲耀州窯遺址博物館 – 「窯灶」模擬體驗空間 。 ▲耀州窯遺址博物館 – 「窯灶」模擬體驗空間內部 。 

  耀州窯博物館 –「窯」模擬空間。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8%2580%2580%25E5%25B7%259E%25E7%25AA%25AF%25E5%258D%259A%25E7%2589%25A9%25E9%25A4%25A8%26hl%3Dzh-TW%26rlz%3D1G1GGLQ_ZH-TWTW378%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2811461.htm&usg=ALkJrhib8uYV2V0J98CkZpreLOYF0_Ze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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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頂新公藝基金會參訪 

    日期：100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地點：頂新公益基金會會客室 

    出席人：滕鴻年理事長(頂新公益基金會)、本館 3 人與會。 

    座談： 

             (一)本館提出「2012 兩岸服裝創意設計大賽」實施計畫(草案)，並預計與該基金會

共同主辦。 

     (二)簡介該基金會：  

1.基金會成立於 2010 年 11 月，僅一年之時間，以往是由公司名義做公益活動。 

2.基金會支助的項目為：  

(1)教育工程：硬體方面：建立學校 

  軟體方面：照顧留守兒童(父母至外地工作，隔代教養之兒童

或住校兒童，目前約有 1.2 億之農民工至外地打工，

打工範圍自 200~2000 公里的都有)。 

 (2)提升兩岸文化活動：支助音樂類及頂尖舞蹈團藝術表演團隊  

    的演出。 

         (3)扶貧振災義行：與當地行政部門，共同扶貧振災。 

3.最不可能支助的項目為：體育及環保活動，可由旗下公司接辦，如：康師傳支

  陳列物——提梁倒灌壺 3D 立體 360 度選 

   轉模擬影像。 



 44 

助體育活動。 

 4.手邊尚有許多活動項目可選擇，其中文化項目為 5 選 1。 

(三)大學畢業生最希望之工作為中央電視台，中央電視台亦幾乎為北大同學會。因

此北京演藝學院及北京服裝學院二校間相互交流，以應彼此之需。  

(四)介紹目前大陸的文化產業情形：  

1.798 藝術區已有 10 年之歷史，為少數成功改建的一案例。  

2. 2011 年為第 12 個 5 年計畫(簡稱十二五計畫)，未來五年內，中國大陸將施行第

12 個五年規劃。文創論壇已辦理的有數百場之多，文化領域的相關工作在北

京、上海已極為發達。另 1/5 之台商也從事文創相關之產業。  

  什麼是十二五規劃? 

           『十二五規劃』是中國每隔五年會提出一個五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

中國自一九五三年開始，第十二個五年計劃，成為2011-2015年中國發展的指導

原則。 

           2010年十月到2011年二月，中共中央將具體制訂出十二五年規劃的綱要，明

年三月在全國人民大會會議上審議通過，由中央公佈計劃後，就會開始實施。 

      中國十一五規劃將結束，過去五年內，中國GDP和國民所得大幅成長，國

家總體實力急速膨脹，和第一強國美國平起平坐，世界進入G2時代。 十二五規

劃將有六大變革主導中國未來五年。 

1、從國強轉民富，從總體GDP掛帥，轉而追求人均GDP成長 

2、由外而內，從製造、外銷，轉向服務、內需 

3、從世界的工廠轉變為自己的工廠；從世界的市場轉變為世界的競技場。麥肯

錫全球研究院估計，目前中國消費佔GDP比重只有36%，未來五年會超過

40%，到了2015年，中國將有四四０萬戶富裕家庭，是世界第四高，意味著

中國將成為世界的消費中心。工    廠、市場、競技場者三種角色，同時存在

於十二五的中國。  

4、從高碳轉向低碳，黑貓變綠貓，綠能產業將領五年風騷。  

5、從加入到主宰，由國際標準的接受者，變成國際的制訂者。  

6、從藍領到白領，從世界的工廠變成世界的辦公室  

     （以上資料節錄自天下雜誌特刊 --非懂不可中國 2015 獨家解密十二五規劃）  

(五)各國除工廠生產外，也都想到產品的通路問題，因此，中國已被視為的未來市

場，而且把中國市場打造成奢品市場，如：LV 包的銷售量 42%來自中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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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參訪 

    日期：100 年 12 月 16 日下午 

    地點：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會客室  

出席人：向勇(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長、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副

主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助理)、王莫柔(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國

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沙龍辦公室主任、學術交流部副主任 )、

本館 3 人 

座談： 

 (一)本館沈秘書介紹本館是用教育送上門的理念推廣教育，另社區總體營造，文

建會推行了有 10 年之久，是由下而上的方式發展。  

(二)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東部、中部、西部不平衡。  

(三)大陸行政區劃分，設有「街道辦事處」層級，後因社區管理條例廢止，「街

道辦事處」隨之停設。現由居委會選出代表治理，村長由村民直選，回歸社

區居民自行管理的本質。人民對於居住環境品質的要求已提高，非僅是吃、

住的場所而已。  

(四)1998 年，大陸提倡德、智、體、美四育均衡發展，其中美育(美術教育、藝術

教育)最能培養學生的創意。葉朗先生(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北大哲學系

資深教授、北大文化產業研究院院長、北大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主任)2009 年

▲頂新文教基金會會客室攝。 

  (左起: 滕鴻年理事長與本館沈正義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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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新作「美學原理」全面性、系統性地研究了美學原理裡核心的問題。 

(五)藝術文化仍帶有意識型態，文化產業要有市場效益，須開放多元發展，預估

文化產業帶來經濟效益約 10%。 

(六)文化產業發展任重道遠，2008 年文化產業增值是 7600 億，GDP 佔的 2.7%(其

中北京部份含電腦軟體在內約 12.6%)。而發達國家一般占 7%、8%甚至 10%，

從文化出口來看，也還是相當的少。  

(七)下一步將走向品質、人文、美學導向，關注產品之精緻程度，文化產業技術

化及金融化皆為手段而非目標，要回歸文化的本質才是實質。 

(八)文化必定有本土特色，本土文化內有人類共信的體驗價值，這方面須展現出

來。全國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特色文化在食、衣、住、行上表現出來

的即為一種生活方式。  

(九)目前提倡社區營造、全民美學、弱化 GDP 之標準，因為 GDP 非唯一之指標。

口號為愛國、創新、包容、厚德。愛國、創新不必多說，若社會不穩定，必

會拖垮經濟成就。後二者為當前社會所欠缺的，須檢討。包容，人人有包容

之心，社會才和諧。厚德即提升品德教育，提升品德教育之先須先提高知識

教育素養。目前大陸快速的城市化，致使以往人情味濃厚的巷弄、街道平房

社會文化進而轉變為高樓大廈、公寓樓房的陌生社會；而目前更衍生出網路

及 pub 等亞文化。 

(十)經濟尚處在中等收入國家水平(4，000~11，000 元)，須靠創新、研發、品質來

提升。文化轉型即文化觀念的轉型，預估約 2035 年才達到目前台灣的狀態。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會客室合影。 

(左起: 王莫柔助理、沈正義秘書、向勇副院長、蕭斐云與張實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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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首都博物館－現代化綜合性博物館 

    日期：100 年 12 月 17 日 

    地點：北京首都博物館 

    首都博物館是現代化綜合性博物館，鋼結構棚頂、玻璃幕牆等表現出北京有力的時代步

伐，高大空間和通透的視覺效果順應了當代建築的國際流行趨勢。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沙龍辦公室主任。 

▲首都博物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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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博物館參觀門票(正、反)。 

▲首都博物館入口。 ▲首都博物館大廳-設有數位影像及 LED 展覽訊息

放映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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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館建築內部分爲三棟獨立的建築，即：矩形展館，橢圓形專題展館、條形的辦公科研

樓。    寬闊的展廳面積和充足的高度，也爲豐富多樣的展陳設計提供了理想空間。智能化溫濕

度控制系統、安防消防系統，爲舉辦最珍貴級別的文物展提供了條件。文物庫房，面積充足、

分隔合理；擁有 10 噸液壓電梯，文物運輸車可從地面運到地下二層庫房，目前爲中外博物館

所獨有。多功能會議廳，具有多語種同聲傳譯、數字電影播放、會議表決系統、會議廳專用

網站等國內最選進的設施。數字放映廳，超寬視角弧形銀幕，可播放高清晰數字影片，該設

備分辨率爲國內外目前最高；目前第一部影片是《輝煌的北京》；今後將制作立體數字影片。 

 

 

 

 

 

 

 

 

▲樓層資訊-入內展區資訊 ▲5 個樓層展館動線-矩形展館。 

首都博物館大廳-設有「橢圓形專題展館」、「數字放

映廳」，目前第一部影片是《輝煌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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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強調了“以人爲本，以文物爲本”的思想，使文物收藏、展覽、修複、研究、

教育、交流融爲一體。基本陳列有《古都北京曆史文化篇》、《古都北京城建篇》是首都博物

館展陳的核心，表現恢宏的北京文化，都城發展史，成爲創建國內一流博物館的品牌陳列。

精品陳列有《古代瓷器藝術精品展》、《燕地青銅藝術精品展》、《古代書法藝術精品展》、《古

代繪畫藝術精品展》、《古代玉器藝術精品展》、《古代佛教藝術精品展》、《書房珍玩精品展》。

這七個館藏精品展覽和《京城舊事——老北京民俗展》是對北京文化展現的補充和深化。 

 

 

 

 

 

 

 

 

 

 

 

 

 

 

 

 

 

 

 

▲樓層資訊-2 樓《古都北京曆史文化篇》展廳陳列。 

▲樓層資訊-2 樓《古都北京曆史文化篇》展廳入口意象。 ▲樓層資訊-5 樓《京城舊事——老北京民俗展》展廳。 

▲樓層資訊-5 樓《京城舊事——老北京民俗展》展廳。 ▲樓層資訊-《書房珍玩精品展》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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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博物館館藏的各類文物總計 8.3 萬餘件，其中一級品 305 件。藏品多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以後北京地區出土文物，從新石器時代、商周以至遼、金、元、明、清各代。珍品

有京郊琉璃河出土的周代銅器“堇鼎”，通高 62 厘米，重 41.5 千克，內壁有銘文 4 行 26 字，

對研究北京古代歷史有重要作用。 

十四、中國國家美術館    

    日期：100 年 12 月 18 日 

    地點：北京 

     中國美術館是以收藏、研究、展示中國近現代藝術家作品為重點的國家造型藝術博物

館。主體大樓為仿古閣樓式，黃色琉璃瓦大屋頂，四周廊榭圍繞，具有鮮明的民族建築風格。 

     

 

 

 

 

 

 

 

    中國國家美術館不定期辦理展覽，此次為「藝術鳳凰－當代青年油畫作品」展覽，內容

及題材前衛豐富，網羅各種媒材和技法，並針對當代青年藝術家作等次評比，觀者可以透過

近百幅的作品感受中國當代藝術之勃興。其此次觀賞中，表現手法包含社會寫實、意境抽象、

半抽象；題材上，有社會議題、社會關懷、自我反思及自我表現，除了以往追求表現技法的

純熟度外，可見現代年輕藝術創作者更企圖追求求新、求變的動力與爆發力，因此，在眾多

創作藝術作品中，可讓人一窺當代中國青年對於社會反映現狀 。 

 

 

 

  中國國家美術館建築。 

 「第四屆全國青年美術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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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美術館收藏各類美術作品 10 萬餘件，以新中國成立前後時期的作品為主，兼有明

末、清代、民國初期藝術家的傑作。藏品主要為近現代美術精品，中國當代著名美術家的代

表作品和重大美術展覽獲獎作品，以及豐富多彩的民間美術作品。藏品中有任伯年、吳昌碩、

黃賓虹、齊白石、徐悲鴻、蔣兆和、司徒喬、李可染、吳作人、葉淺予、羅工柳、吳冠中等

藝術家的作品。 

「藝術鳳凰-當代青年油畫作品展」-中國國家美術

館外展覽訊息廣告。 

▲國家美術館 1 樓大廳-「藝術鳳凰-當代青年油畫作品展」。 

▲國家美術館 1 樓大廳-「藝術鳳凰-當代青 

   年油畫作品展」海報(燈箱設計)。 

▲國家美術館 1 樓大廳展示 - 大型輸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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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美術館繼續實施“開門辦館”的策略，提高策劃系列展、精品展的學術能力，打

造國家美術館品牌；繼續強化公共教育職能，提高美術館服務社會水準；繼續活用資源優

勢，開發延伸產業；繼續加快建立“數位美術館”和“流動美術館”的進程。 

 

 

 

 

 

 

 

 

 

 

 

十五、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 

    日期：100 年 12 月 18 日 

    地點：北京 

「藝術鳳凰-當代青年油畫作品展」-中國國家美術

館館內展示空間。 

▲中國國家美術館免費參觀門票 –正面印有典藏藏品；反面印有參觀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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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於 20 世紀 60 年代初，中央美術學院，原中央美術學院畫廊時，始終著眼於藝術品

收藏，並具有豐富的收藏了約 13，000 個作品涵蓋了各種流派和風格，包括古代和現代的中

國大師的代表作品，以及油畫、版畫、雕塑、中國的青銅器、陶器、版畫、碑帖文物和民間

藝術，如年畫、刺繡和少數民族服裝和對象。  

 

 

 

 

 

 

 

 

 

 

 

 

     

 

          

    由日本著名建築師磯崎新設計，新的中央美術學院博物館是一個 3，546 平方米的土地上

建設的 14，777 平方米，地上四層和地下兩層。博物館將於 2008 年 9 月投入使用，連同收集

倉庫，永久和臨時展廳，以及配套設施，包括藝術家工作室，講座和會議室，咖啡廳和書店。

館內正展出「第 5 屆為坐而設計大獎競賽作品展」、「發現-百年江丰文獻展」以及「藏品修復

展」。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建築入口外觀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建築側面外觀，戶外設有 

 展覽廣告看板，建築整體以灰白色調給人調和大 

 器之感。 

▼「第 5 屆為坐而設計大獎」競賽作品展現場地面設計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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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屆為坐而設計大獎賽作品展」藉由比賽結果，將得獎優秀作品展示給大眾觀賞和

體驗，內容擺有 50 張以上的得獎作品，充滿設計創作藝術者的巧思。此外，作品提供民眾可

以觸摸、體驗和乘坐，充滿親和性。民眾透過藝術作品也達到親子互動與教育，現場民眾總

是可以在此玩味許久並且不亦樂乎。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1 樓大廳展示「第 5 屆為

坐而設計」大獎賽作品展現場壁面設計和展示空

間。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咖啡廳和書店。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門口出入玄關。 

 1、2、3、4 展廳展覽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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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館內畫展，把京城附近的景色，以插畫的手法畫了出來，可愛又討喜。參訪歸來，

再回想當時創作者眼中及筆下的京城更精美趣味、更細膩。美術館中的民俗館常年展示老北

京的各種文物。有位母親正細心的講解給子女聽，默默薪火傳承這傲人的古文明。 

 

「第 5 屆為坐而設計大獎」競賽作品展現場展示空

間，民眾親子互動場景。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1 樓大廳展示「第 5 屆為坐而設計 

   大獎」競賽作品展場空間鳥瞰。 

。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發現-百年江丰文獻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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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紅劇場－功夫表演定目劇 

      日期：100 年 12 月 19 日 

      地點：北京 

   「紅劇場功夫秀」自 2004 年 12 月 3 日「紅劇場」正式首演之後，以優秀的劇目品質及

劇場服務，在北京旅遊界迅速樹立起了良好的口碑；目前己成為團體觀光行程必看的節目之

一。其「紅劇場功夫秀」常年演出，每天只演一場 (每晚 19:30 - 20:50)，門票價格不便宜：

180 /280 /380 /680 元人民幣。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3 樓大廳展示廳，空間流暢，有一體通透之感。 

。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4 樓大廳展示「中央美院藏品修復

展」，展示「平面輸出說明」及「數位影像記錄」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數位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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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劇場功夫秀」由北京「天創國際演藝製作交流公司」，聘請了中國最傑出的舞台藝術

家，融合了中國功夫、舞蹈、雜技的經典演藝節目，表現了中國功夫傳奇的全新體驗。並入

選中國文化部「2005 年度國家商業演出展覽文化產品出口指導十大劇目」。 

    功夫劇此故事發生在山上一座古老的寺院内。一個懵懂無知小和尚，在經歷了種種人生

磨難後，從受戒到成為寺院住持，通過練武、習禪，最終走向大智大勇、大徹大悟的人生境

界。其戲劇主題，寓意著「磨難與成長」的人生歷練。 

▲「紅劇場」建築晚上貌，顯示出中國金碧輝煌的富麗感。 

 

 

 

 

 

 

，展示「平面輸出說明」及「數位影像記錄」 

▲「紅劇場」功夫傳奇售票處。 

 

 

 

 

 

 

，展示「平面輸出說明」及「數位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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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劇場」的「功夫秀」，將「胸口碎大石、脖頸頂鋼筋、鐵頭功」等表演，以自然融入

劇情中，以肢體表現藝術創造了新的美感，創造出一種力與美的美感形式，把中國武術文化

提升到了一個新的藝術境界。透過精美的燈光、音效設計，創造了新的美感形式，把中國武

術文化提升到了一個新的藝術境界。「紅劇場功夫秀」的現代舞台設計、燈光、音效，並將中

國武術「虎拳、龍拳、鷹爪拳、蛇拳、猴拳、螳螂拳」穿插其中。巧妙地將傳統的胸口碎大

石、鐵頭功等功夫，融入劇情中，以新的美感形式，把中國武術文化提升到了一個新的藝術

境界。「紅劇場功夫秀」後，部份演員在一樓出口前，免費接受觀眾拍照留念。 

 

 

 

 

 

 

 

 

伍、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西安是中國古都之一，悠久的歷史累積豐富的文化厚度。歷朝歷代皇陵九成座落在

此，文物數量更不在其數，顯示恢弘的中國文化資產。可說中國文化建設或是文化觀

光發展，西安本就有相當的能量和資產，足以提供國內作為歷史及文化教育的現場，

發展國外「走訪中國古都」觀光產業，以及國內外學者研究的歷史素材。 

（二） 從文化觀光產業角度而言，西安的質性以中國古都為指標，同樣與北京為現代化都

市，多了一份歷史傳統與文明的象徵，獨特性與不可取代性不亞於當今首都。當然在

服務業與觀光業發展，西安仍有很大的轉型空間，目前當地的文化產品同質性仍相當

高，多以販售普通觀光商品而非獨特、創意的「文化商品」，這不僅降低了消費者的

購買意願，同時同行同質性高也造成削價競爭或稀釋市場利潤，不容易創造觀光經

濟，因此，商家間的同質性影響觀光產業的營收利潤與競爭力，將是我國發展觀光須

要求新求變，重視創新研發的議題。 

（三） 西安事變遺址紀念館相當於一個群組聚落，是由多個相關歷史事件的館址所組成。就

其中館舍之一「張學良公館」，是中國全國愛國教育基地之一，裡面以維持當時情境

擺設，以平面輸出展示歷史照片方式，作為歷史教育與歷史回顧的展示方式，可以感

受中國文化傳遞民族教化以及濃厚的宣揚色彩。 

▲「紅劇場功夫秀」後，部份演員在一樓出口前， 

   免費接受觀眾拍照留念。 

 

 

 

 

 

 

，展示「平面輸出說明」及「數位影像記錄」 

▲「紅劇場功夫秀」表演前，小撒彌在一樓出口前， 

   免費接受觀眾拍照留念。 

 

 

 

 

 

 

，展示「平面輸出說明」及「數位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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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若以臺灣國立臺灣博物館、生態博物館或當代新類型博物館概念，西安事變紀念館背

景多利基於一個事件或以產業為重心，例如:「產業博物館」、「歷史事件紀念館」。此

類型歷史建築未來應可參考以「有機」的概念規劃生態博物館，整合地方歷史人文、

產業及生態，作為永續發展及世界遺產複合式遺產概念。 

（五） 以地方博物館的角度對比臺灣張學良故宅兩者，各有不同的經營方向與特色。中國的

張學良公館以環扣整個歷史事件為發跡，強調的是國家的宣揚概念，而臺灣是張學良

故宅以人為說書主軸，以傳遞張學良一生和晚年生活的過程，雖為天災後重建的仿式

歷史建築，但走訪歷史建築親歷歷史人物的一生，除了給人疼惜的傷感，故宅的山居

之氣給人輕鬆自然的親切感。 

（六） 西安古城牆對比北京斷垣殘骸的城牆，後者主因北京奧運「新北京新奧運」開發所造

成的開發歷史痕跡，在如今也引發保存維護危機意識。就這點而言，當代都發或是開

發案，應以總體為考量，古蹟和歷史遺跡應列為評估項目之一，以避免後續重新規劃

及變所造成社會成本資源不經濟現象，以及完全的開發所帶來暴力的經濟思維。 

（七） 目前中國的博物館慢慢融入更多元的數位科技，通常觀賞者在進入數位情境容易引起

其興奮感並帶動觀賞情緒，在耀州窯博物館、半坡遺址博物館和首都博物館等都有仿

3D 視覺的動畫設備，讓參觀者能更真實感受產業或歷史發展的當時情境，例如:耀州

窯以 360 度的旋轉動畫表現「提梁倒灌壺」的過程。 

（八） 西安古今文明的焦點就是秦國統一六國所建立的曠世王朝，秦始皇兵馬俑更是世界文

化遺產之一，其博物館融合研究、考古、挖掘和觀光為一體，博物館除了以號坑讓觀

光者俯瞰歷史遺跡，也以玻璃櫥窗式讓觀賞者以 360 度近距離觀察秦兵俑的細節，搭

配文物圖說和仿品操作，表現多元化的陳列展示及體驗方式。 

（九） 北京是中國首都，若隱若現展現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對應方程式。近年來的北京在開發

曲線應該逼近 90 度，萬丈高樓、上下交替的連環道路、來往的人群與現代化都市成

為強烈的符號。櫛次鱗比的宮殿、園林成為探究歷史情境的文化場域，在這裡能感染

中國人所有的生活模式，北京人歷經朝代起落的韌性。 

（十） 中國中央美術學院博物館可以和臺灣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作為相互比擬和參酌

的對象，兩者都在美術學院底下設立，館內展覽充滿實驗性與當代性，其搭配後現代

的建築風格更具前衛。內部偌大空間充斥青春的創作能量，沒有既定框架的審查機

制，給藝術工作學生可以任意發想達成自我復現的層次；而觀者也可以在流暢的空

間，感受不同藝術的刺激感官。 

（十一）赴大陸參訪的第一觀感是國土廣闊，窮盡大江南北，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解說導覽

人員對於國家歷史及文物的知識可說是信手捻來，探囊取物。帝王的建築，宏偉壯觀，

歷史文物更多的不勝枚舉，更吸引了不計其數的中外遊客。十二五計畫著力在文化建

設上的重要戰略，亦可窺見當今文化創意產業的國際競爭脈動與優勢。中國是文明古

國，具有豐厚的文化資產基礎，地大物博，再加上計畫性的建設，前程似錦。 

二、建議 

（一）科技與文化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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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與文化合建是指以「文化為體，數位化、雲端化為用」，應是當前國家文化競爭力

重要進程之一。藉由與西安交通大學參訪會談過程中，得知國家文化資產除了保存工

作以外，同時須仰賴國人對文資保存理念的重視與支持，因而藉由數位溝通媒體與雲

端媒介，才能達到理念的推動進而發展文資、文創的工程。此外，各大博物館及美術

館近年來也發展「數位博物館」，目的在通過數位途徑，以數位的普遍性、虛擬性卻又

真實性，達到級數倍增閱覽群的行銷推廣方式，更是展現文化民主化的願景目標。當

前數位最普遍的媒介諸如 APP、數位電子書、智慧型手機，在毫無時差的資訊爆炸時

代，是發展性極大的商機與優勢，透過資訊擷取、雲端科技，文化與科技將無再有框

架的界限。 

（二）文創產品應具備跨領域、跨文化的操作與包容能力。 

文創產品是利基在在地文化之上，然而要走進全球市場才是產品產生立基的時刻。文

創產品要走出去、要國際化及商品化，須重視其跨領域與跨文化的特質，在特色上有

排他性及殊異性，而在接受度上須具普遍性及包容性。中國本身是一個產、銷自體營

運的龐大系統，物件從創造到上生產線層層成本可觀、收益可觀，相對耗費和風險也

相對可觀。目前中國發展文創，產品在自家大中華地區行銷通路多元且轉換快速，但

面對美國歐洲等國家市場，則有多方因素，例如：文化觀點的落差、貿易信用等問題，

不易打開，經濟互益是雙方性的，這不僅是中國自身貿易的侷限，也是其他國家想要

卻得不到的無奈。藉此觀點，我國文創如何跨領域、跨文化要他者了解、接受，而我

國要如何調整、磨合是一關鍵，此前瞻性觀點值得我們思考。 

（三）.結合 NGO 組織社會資源，以創造夥伴關係及小而能政府。 

      從頂新公益基金會教育工程、提升兩岸文化活動、支助音樂類及頂尖舞蹈團藝術表演

團隊的演出、與當地行政部門扶貧振災等回饋社會項目與機制中可以瞭解，政府在後

現代行政治理思維已逐漸破除以往大有為政府，有效整合社會資源及創造公私協力夥

伴關係，以 NGO 作為國家文化經營與推展的支撐力量，減少資源重複與浪費，發揮事

半功倍的文化工程。中國在此仍然取向被動，多由民間自發力量並尋求合作，反觀我

國在此工程的民主成熟進程具有優勢，未來我國應更強化社會制度及結構與社會環境

的健全，以作為文化網絡的推展後盾。 

（四）落實文化泥土化，整合善用文資資源，以培養在地認同與文化環境永續經營。 

      以西安交大鐘明善館長為例，在限於固定的收藏經費與理工學院的限制和困難下，仍

積極汲取同行好的治館經驗，並將自己珍藏多年的上千件歷代藝術藏品及民間文化精

品無償捐出，此舉提醒我們自我文化之根消逝的危機，與文資保存與維護的迫切課題。

文化資產的認同與保存是人人責無旁貸的責任，落實文化認同與關懷，在地文化泥土

化，才能在培養在地認同與文化環境永續經營上實質紮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