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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期間為 2012 年 5 月 12 日至 17 日，地點為四川成都、北川、汶川等地。

主要為本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賴麗仙主任與王哲夫博士受邀前往參加大陸四川大學

舉辦之『5․12 汶川地震四週年紀念活動』，除參加研討會之外，也前往北川地震遺址

紀念館等地參訪。此行除增進對北川地震遺址園區的瞭解，也是兩方人員首次接觸，期

能為未來兩館在防災教育上的合作開啟契機，也為新成立的北川紀念館提出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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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目的 

    大陸四川大學為舉辦『5․12 汶川地震四週年紀念活動』，探討北川地震紀念園區

未來經營方向，邀請本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人員參與研討會，並參訪北川地震遺址區

等地，以針對地震遺址博物館之永續經營給予經驗分享與建言，同時討論未來兩館之合

作方向。 

 

二、緣起 

   本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於 2004 年 9 月 21 日起對外開放營運，2007 年 9 月 21 日

起全區開放，為國內唯一的地震遺址博物館與防災教育戶外教學的熱門場所，在國際間

享有一定的知名度，相關防災專業組織多次來訪，其中日本的「災害經驗傳承網路

(TeLL-NET)」專家學者曾於 2009 年來園區訪談，推廣 TeLL-NET 組織，並邀園區加入。

2010 年 3 月，TeLL-NET 舉辦第一屆「國際災害經驗傳承網路(TeLL-NET)」論壇，本

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吳德棋主任受邀前往分享園區的防災教育經驗，在場的大陸學

者，北京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公共安全研究所顧林生所長，因正積極參與大陸北川

地震紀念館之規劃，對園區的經營理念產生共鳴，因而與園區結識。本次參訪即由顧教

授積極居中聯繫，在短時間內敲定行程，使此次參訪得以順利成行。 

 

512 汶川地震簡介 

    本次地震發生於 2008 年 5 月 12 日 14 時 28 分，中國地震局公布震矩規模 8.3 (美

國地質調查所 USGS 公布震矩規模 7.9)，震源深度 19 公里，震央 (大陸稱為「震中」)

位於四川省汶川縣映秀鎮，共造成近七萬人罹難、一萬八千人失蹤、三十七萬人受傷。

根據調查，地震震央位於四川盆地西緣的龍門山斷裂帶當中的「北川-映秀斷裂」(其西

有「汶川-茂縣斷裂」，東為「安縣-灌縣斷裂」；此處所稱「斷裂」為大陸對於「斷層」

的用語。)，此斷層為往西北方向傾斜的逆衝斷層，破裂範圍長約 120 公里，寬 40 公里，

造成四川、陝西、甘肅三省均有災情，其中四川省綿陽市所轄的北川羌族自治縣任家坪

縣城，在地震中幾乎全毀，地震後規劃為地震遺址保存區，並興建紀念館。相關地理位

置如圖 1 與 2 所示。 

 

三、過程 

    2012 年北川地震遺址區已開放參觀，紀念館主體工程興建中，顧教授期望北川紀

念館方面能吸取台灣與日本經驗經營地震博物館的經驗，因此積極居中穿針引線，促成

此次國際參訪行程。此次行程主要為參加「512 汶川地震四週年紀念活動」，包括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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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舉辦之研討會，與北川地震遺址與重建區參訪。由四川大學邀請本館九二一地震教

育園區賴麗仙主任，與助理研究員王哲夫博士。參訪行程共計六天，地理位置如圖 3

所示，經過敘述如下。 

․101.05.12  台中  香港轉機  成都 

    本次參訪前為大陸「51 長假」，因此去程無法購得直飛成都之機票，出差人改由

台中出發前往香港，於香港轉搭大陸「中國國際航空」班機前往成都。本日出差人自清

晨 5 點從台中市出發，抵達成都下褟飯店「天使賓館」時已是下午 4 點，所幸北川紀念

館方面負責接送搭機與打理此行食宿事宜，使出差人無須為舟車勞頓傷神。在天使賓館

與顧林生教授相見歡，並與北川地震紀念館管理中心發展戰略部王東明副部長等人互相

介紹後，晚間一行人於成都陳麻婆豆腐餐敘，餐後園區賴主任並轉達科博館孫館長致贈

之名酒禮盒，結束本日行程。圖 4 至圖 7 為相關留影。 

 

․101.05.13  四川大學 

參訪第二日，顧教授安排園區與大陸的專家前往四川大學會面，主要為隔日的研

討會暖身，先邀集相關人員會面認識及初步討論。會議地點為川大的行政樓，充滿中國

風雕飾的建築，為梁啟超之子梁思成所設計。出席人員包含四川大學災後重建與管理學

院(王建敏院長)、香港理工大學(霍小玲與林婉華)、北川地震紀念館(趙凱生書記、龔奎

部長、與王東明副部長)、921 地震教育園區等單位代表，以及中國地震局龍海雲、地

理學者佘之祥教授兩位大陸的學者。本次會面顧教授邀請王建敏院長報告災後重建與管

理學院設立現況，及未來與北川地震紀念館之合作方向；本新設學院為四川大學與香港

理工大學合作推動，理大兩位代表表示將會充分配合。接著，顧教授請北川地震紀念館

趙書記報告紀念園區建設過程與現況，後續由顧教授報告北川紀念館與 921 地震教育園

區的合作構想，隨後由賴主任表達園區對於合作的務實看法。相關資料與留影如圖 8

至圖 10。 

四川大學討論會議結束後，大陸方面邀請與會人員至川大的「外國專家樓」用餐，

不免俗地酒菜一桌，在大陸的敬酒文化洗禮中結束了午餐。因成都為三國時代蜀漢國都

所在，會後由北川地震紀念館的黃麗帶領兩位出差人與龍海雲老師至當地代表性的古蹟

「武侯祠」參觀，為出差人首次體驗大陸博物館的解說。「武侯祠」即為劉備陵寢所在

地，目前所見中國古代建築與蜀漢英雄雕像的陳列，多為清朝時所修建。此博物館的人

員解說導覽為額外付費，在解說中對中國史學與三國故事引經據典之流暢程度，令筆者

在努力拍照之際，聽起來著實有些吃力。本日晚間由黃麗帶領一行人至武侯祠旁的小吃

街「錦里」，在傍晚的滂沱大雨中品嘗了成都的小吃，是這次參訪行程中，對腸胃最為

最友善的一頓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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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14  研討會 (圖 11-圖 16) 

參訪第三日的研討會，為本次活動的重頭戲，研討會名為：「災後重建發展振興-

災後重建與北川地震遺址區發展戰略探索」會議，在天使賓館 12 樓舉辦，邀請與會貴

賓至少 50 位。本研討會前段由國際防災復興協力機構(IRP)、日本「人與未來防災中心」、

大陸防災與兒童少年防災機構、台灣「921 地震教育園區」、與北川地震紀念館、顧林

生教授分別接力報告。「921 地震教育園區」的防災教育經驗分享由賴主任親自報告。

各單位報告結束後，由顧林生教授主持圓桌座談，由顧教授邀請來賓對於北川遺址區之

永續經營提出看法，賴主任與筆者均在座談中提出建言。在座談結束後，筆者旁的 IRP

研究員古麗札爾(新疆裔)主動與筆者接洽，對園區表示興趣，並希望能認識賴主任。 

晚宴在天使賓館包廂用餐，在敬酒熱鬧氣氛之中，出差人和日本、IPR、與大陸方

面多位與會人員得以結識，並利用空閒交談，更進一步認識彼此在機構中的任務與經驗。 

 

․101.05.15  北川地震遺址區、新北川重建區 (圖 17-圖 59) 

第四日行程為參訪北川地震遺址區。此行顧林生教授帶領 IRP、日本、台灣、兩位

大陸專家由成都出發，一部小巴經由高速公路抵達綿陽市收費站。從綿陽市前往北川是

另一段不近的平面道路，所幸全程有警車在前方開道，一路暢通無阻。到了北川地震遺

址區已是近午，在進入老縣城遺址全區眺望點之前，蜿蜒的山路上遍佈刻意未清除的落

石，增添了幾許詭譎的氣氛。直到一個轉彎過後，老縣城遺址映入眼簾的那一瞬間，雖

說對遺址的規模早已知情，但親眼見到時仍令筆者大為吃驚。 

事實上整個遺址保護區面積高達 2700 公頃，包含展示紀念館(建築面積 1.42 公

頃)、老縣城遺址區、坡地整治、防洪工程、土石流防治工程等，核心遺址區佔地 120

公頃，為 921 園區全區面積的 27 倍，遺址保護工程由上海同濟大學規劃，總計花費 23

億人民幣，相當於 100 億餘台幣，為 921 園區建設經費的 12.5 倍。 

此規模為全球災難原址博物館最大者，包含土石流、洪水、山崩、震損、斷層錯

動等各種災害類型。遺址區內有各種不同程度損壞的建築，有少數輕度損傷，大多為東

倒西歪，或者倒塌後的斷垣殘壁。在被掩埋的北川中學落石堆前，設立了一大型的紀念

碑，現場提供獻花悼念的儀式。在解說方面，以建築物、罹難者、與救援的故事為主，

多處有罹難者照片名錄，且許多罹難者都還深埋其中未被掘出。遺址區有許多撫慰喪親

者心靈的標語，氣氛哀戚。筆者在所經之處一一拍照，發現許多建築設計材料上的問題，

但在所有的圖文展示板中，並未見到任何一面科學性的數據及知識，對於房屋建築倒塌

因素也未有著墨。 

參訪中出差人目睹了一段小插曲，由於遺址區後段斷層經過造成地面傾斜，在遺

址以損壞原貌展示的理念之下，參觀動線地面有些許落差，一位抱著約二歲嬰孩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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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慎在下降的落差中踩空跌倒，手上的嬰孩也一起摔落地面、嚎啕大哭，但並未見到館

方人員向前關心，而那一家人似乎認為是自己不小心，只是在一旁安撫孩子的情緒。筆

者隨後觀察一路上到處是不易查覺的陷阱，且缺乏標示與及警語。 

參訪團一行人解說帶隊相當快速，筆者對於目不暇給的遺址忙著猛按快門，無法

跟上隊伍，遺憾不能多留幾刻鐘，只能隨大夥一起離開。 

下午一行人在遺址區附近山上的「石椅羌寨」羌族特色的戶外餐廳用餐，由北川

地震紀念館韓貴鈞主任親宴請，體驗羌族迎賓儀式，欣賞羌族歌舞。韓主任本人也是羌

族人，在用餐中不時有感而發，對參訪成員一一敬酒道謝，充分表現了羌族驍勇善戰的

豪邁性格，韓主任也特別和賴主任面談，並表達希望園區能協助北川之意。 

餐後一行人來到新北川重建區，參觀重建區的門戶-「北川巴拿恰」。整個新北川重

建區可見設用地約 800 公傾，距老縣城 23 公里，緊鄰安昌河。而「巴拿恰」就是羌語

“商貿街＂的意思。「北川巴拿恰」是佔地 7.46 公頃的羌族文化商圈，充滿羌族特色的

建築元素與羌的圖騰。我們下車時，甚至有導覽解說員接待參觀。 

北川巴拿恰後方建有一個地震紀念公園，廣場雖不比天安門，但依舊氣勢遼闊，

廣場豎立一個高聳的紀念碑，上書『任何國難都難不倒英雄的中國人民   胡錦濤』。廣

場旁也設立了兩排圖文說明面板，描述地震與重建，歌頌政府重建的豐功偉業。晚間就

在北川巴拿恰的餐廳用餐，一行人在一天的參訪之後彼此更加熟悉，在餐敘中有了更多

的意見交換。一天的行程，就在三小時回程的舟車勞頓後，告了一個段落。 

 

․101.05.16  成都師範附小、汶川重建區 (圖 60-70) 

今日也是一個前往重建區的行程，主要目的地為震央所在地映秀鎮。 

一大早一行人先到了成都師範附小，參觀由顧林生教授所推廣的安全教室，並聽

取李校長簡報學校的防災規劃與演練情形。成都師範附小由於在汶川地震中井然有序的

避難情形被監視攝影機完整地錄下，被評為防災示範小學。恰好一行人中有一位日本消

防救難隊員，一時興起在學校的朝會中教導學童如何進行 CPR。 

短暫的成都附小參訪後，一行人即刻啟程前往汶川縣映秀鎮。映秀是一個以藏族

為主的小鎮，當我們到達重建區時，同樣有藏族人為每一個人套上紅色絲巾的歡迎禮

俗。重建區也類似新北川巴拿恰有大大小小的商店，較引人注目的是，重建區所保留的

漩口中學遺址。遺址入口的「紀念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一周年」標語以喪葬禮儀中的白與

黃花色裝式，遺址區也設了一個大型紀念碑與悼念廣場，正中斗大的時鐘停留在 2 點

28 分，提醒著民眾不要忘了這一刻。下午前往汶川另一個重點重建區，水磨鎮。水磨

重建區位於交通要道上，規模與熱鬧程度更盛於映秀，被聯合國評為全球災後重建最佳

範例。本次在大陸的參訪行程也在此重建區參觀後圓滿結束。 



 

5 

 

四、心得及建議 

 

在六天的大陸四川參訪行程中，從本身見聞與和大陸朋友交談之中，有下列的心得與建

議： 

(1) 在成都市身上看到一個硬體方面應有盡有的現代都市，但人似乎來不及完全跟上腳

步，往往可以看到行人橫越大馬路或佔用車道行走的行為，吸菸者也不忌諱在車內、

甚至研討會等封閉的場合抽菸，尖峰時刻的道路上，車輛喇叭此起彼落、互相爭道、

隨處停車的情形更是屢見不鮮，可以看見農村突然變為高樓大廈，居民仍與新環境

磨合的情形。 

(2) 從北川地震遺址與重建區，可見大陸政府的企圖心，惟大陸的公部門多由政黨幹部

領導，在防災教育推廣中免不了激昂的口號、與對政、軍救災的歌功頌德，和台灣

強調以理性探討事件來龍去脈的展示理念大異其趣。北川地震遺址區規模固然驚

人，但現場氣氛莊嚴哀戚，參觀結束後，民眾很容易感受到大自然的力量，但似乎

不易從中獲得積極的防災思考。反過來說，大陸對於紀念碑的重視，罹難者的悼念，

撫慰人心的作為顯然相當重視，這在台灣來說較為少見，也不易成為主流，可能和

地區文化的影響有關。 

(3) 921 地震教育園區和北川地震紀念館除規模差異之外，經營理念大不相同。從出發

點開始，921 地震教育園區所在地(原霧峰鄉光復國中)並無人員傷亡，而北川地震遺

址中仍有許多掩埋的罹難者；921 園區以科學博物館的方向經營，將地震的起源、

影響、災害事件、防災、重建等主題串聯，北川地震紀念館的遺址有如一個大規模

的墓塚，以倒塌建築與受難者為主軸，正在規劃的展示館，根據瞭解也將有不少的

篇幅將圍繞在政府與軍隊的救災。這也是顧林生教授相當擔憂的問題。 

(4) 大陸公部門新一代的中堅領導幹部普遍年輕。例如顧林生教授僅四十出頭，但處處

可見他對於整個紀念活動的主導情勢；北川紀念館的部門幹部普遍也僅二、三十多

歲，儘管略有生澀感，但很有年輕的活力，並且尚未受黨政官場的汙染，未來有和

北川地震遺址紀念館一同成長的空間。 

(5) 經過此次參訪發現，北川地震遺址欠缺許多科學性的展示，且經營理念迴異，相信

本館和北川紀念館方面的合作仍有很大的空間。未來將持續與大陸方面聯繫，探討

本館與北川簽定合作協議的可能性，並且尋找實質交流合作的機會(例如藉由研究計

畫的國際合作型式)。 

(6) 身在台灣本土，常常聽見對大陸發展抱以期待，而對台灣前景不樂觀的言論。此行

深入大陸，發現大陸在硬體發展上具有絕對的優勢，但在思想上，台灣人文素養程

度普遍文明，民眾言論也較為自由，在災害的科學呈現上較能發揮創意，這也是我

們這片自由土地得來不易的寶藏，值得國人更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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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8.5.12 汶川地震震源與相關斷層剖面圖 

 

 

龍門山斷裂帶
(3條逆衝斷層)

綿陽市

成都市

北川老縣城地震遺址

 
圖 2  2008.5.12 汶川地震主震、餘震與相關斷層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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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北川地震遺址區
Day 4 新北川重建區

Day 5 汶川縣映秀鎮 (震央)
Day 5 汶川縣水磨鎮

綿陽市

Day2 四川大學
Day3 研討會
Day5 成都師範附小

成都市

 
圖 3  512 汶川地震行參訪行程 

 

 

圖 4 成都機場正面 (2012.5.12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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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前往成都市區途中風貌 (2012.5.12 拍攝) 

 

圖 6  5.12 晚間餐敘地點 (2012.5.12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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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園區賴麗仙主任(左)代孫館長致贈名酒禮盒予顧林生教授(右) (2012.5.12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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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地理學者

佘之祥教授

香港理大幼教防災專家
龍海雲老師 霍小玲林婉華

921園區
賴麗仙主任

 
圖 8 四川大學行政樓會面與討論會議 (2012.5.13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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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顧林生教授

北川紀念園區
川大-香港理大
防災重建學院 921地震園區

建立北川與地

方學術機構的
合作管道

建立北川與同質博
物館的合作管道
(人員培訓、研究
展示合作討論)  

圖 9 四川大學行政樓會面與討論會議相關單位 

 

 

 
圖 10 四川大學行政樓前留影 (行政樓建築設計：梁思成) (2012.5.13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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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天使賓館研討會會場 (2012.5.14 拍攝) 

 

 
圖 12  研討會主席介紹 921 園區賴麗仙主任 (2012.5.14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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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淳昌

大陸國務院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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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貴鈞

北川地震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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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地震遺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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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大陸四個機構報告代表 (2012.5.14 拍攝) 

 

人與防災未來中心

副主任

大木 健一

 
圖 14  日本「人與防災未來中心」報告 (2012.5.14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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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顧林生教授報告 (2012.5.14 拍攝) 

 

 
圖 16  九二一教育園區賴麗仙主任報告 (2012.5.14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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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往北川路途中，約兩個小時後抵達綿陽 

 

圖 18  此路由遼寧省出資重建，稱為「遼寧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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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災後興建的新北川體育館，同時規劃為未來的避難所 

 

 

圖 20  縱使汶川地震已四年，接近北川的山區仍可見山崩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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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抵達北川地震遺址區範圍 

 

 
圖 22  興建中的展示紀念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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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展示紀念館(名為裂縫)完工想像圖 

 

 

 

圖 24 抵達任家坪老縣城遺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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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北川遺址區的接待處，顧教授一時技癢，搶了解說員的工作，對我們講解了起來。 

 

 

圖 26 接待處俯瞰老縣城地震遺址區全區，規模之大，第一眼就令人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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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拉近鏡頭，眼前景像愈顯殘破。 

 

 
圖 28 右側山頭土石崩落之處，北川中學至今仍深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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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為了保護遺址，週邊興築了攔砂壩(26 座)、防洪堤、導流溝等整治工程 

 

 
圖 30 此道路開設在震後土石流堆積物之上，左側房屋下半部還埋在土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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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左側為老縣城上游「唐家山」堰塞湖人工洩水後造成的洪水區 

 

 

圖 32 從北川大酒店開始的步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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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遺址規模之大，一開始就令人驚嘆 

 

 

圖 34 兩棟鄰房，震波相似，命運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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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遺址的展示說明，以介紹樓名、死傷人數、與地震中的故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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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厚厚的屋頂，細細的柱子。無辜的民眾，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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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細如絲的箍筋，柱頭毫無抵抗力。混凝土樓版下方多了一層不知名的異物。 

 

圖 38 軟弱的一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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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遺址區展示說明，以哀悼受難者為主。 

 

 

 

圖 40  撫慰人心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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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遺址中的特大紀念碑，背後的土石堆，是北川中學與罹難者葬身之地，只剩下

一根旗桿。 

 

圖 42  此處地面開始有劇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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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難得沒有重大結構損傷的樓房 

 

 

 

圖 44  通過考驗的一棟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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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軟弱一棟又一樁 

 
圖 46  遺址建築的保護，採用被動式支撐，不作侵入性破壞，只是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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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全毀銀行建築，罹難者仍埋葬其中 

 

圖 48  喪親者就地立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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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喪親者就地立碑 (上圖放大) 

 

 

圖 50  震垮的龍尾大橋，成了新的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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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柔腸寸斷的龍尾大橋 

 
圖 52  汶川地震前的龍尾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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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遺址區惟一可見的斷層隆起。經比對後，很可能為龍門山斷裂帶的「北川-映秀

斷層」 

 

 

圖 54  新北川縣城重建區。可建設用地 800 公頃，距老北川 23 公里，緊鄰安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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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新北川重建區「北川巴拿恰」。新北川縣的門戶，佔地 7.46 公頃，為四川最大

羌族文化旅遊商圈。「巴拿恰」為羌語 “商貿街＂的意思。 

 

 

 

圖 56   「北川巴拿恰」羌族商圈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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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北川巴拿恰」羌圖騰牌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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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北川巴拿恰」一旁的地震紀念公園 

 

圖 59  北川地震紀念碑。上書『任何國難都難不倒英雄的中國人民  胡錦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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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映秀鎮重建區入口外的公園(映秀鎮屬藏族羌族自治區，有濃厚的藏族文化。) 

 

 

圖 61  映秀鎮重建區入口外的公園，兼作未來災害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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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映秀鎮重建區藏族文化商圈街景 

 

 

圖 63  一行人合照，身上紅巾為藏族的歡迎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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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漩口中學遺址說明牌 

 

 

 
圖 65  漩口中學遺址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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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漩口中學遺址紀念碑與悼念廣場 

 

 
圖 67  汶川水磨鎮重建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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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汶川水磨鎮重建商圈 

 

 
圖 69  汶川水磨鎮重建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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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  汶川水磨鎮由聯合國評定為全球災後重建最佳範例之紀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