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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考察計畫為 101 年 8 月 27 日至 9 月 3 日期間，以 101 年度公務預算編列「03 文

化資產維護管理及再利用計畫」編列經費，經文化部核定後，由本局派員（古蹟聚落組

簡玉華副組長、陳惠怡專員及綜合規劃組陳連取專員）前往中國大陸陝西省西安市、甘

肅省敦煌市之文化資產保存機構、世界文化遺產及博物館等，針對其世界遺產登錄、文

化資產保存技術等進行八天訪察行程。 

本計畫實地訪察中國大陸陝西省文化遺產研究所、陝西省考古研究院、世界文化遺

產秦始皇陵及兵馬俑坑、陝西歷史博物館、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及美術研究所、世界

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榆林窟等單位，並參觀西安鐘樓、鼓樓、大雁塔及西安城牆、漢

陽陵博物館、敦煌玉門關、漢長城遺跡等地。交流內容包含古蹟、歷史建築管理維護，

以及壁畫保存及管理維護方式。 

本次參訪有助於瞭解兩岸文化資產保存技術機制與發展之差異，作為我國文化資產

保存技術發展與管理維護之參考。藉由考察中國敦煌石窟壁畫保存及管理維護方式，提

供我國寺廟類古蹟裝飾藝術參考，了解古建藝術之技藝承傳、維修技術、研究保存等工

作，利於推動我國文化資產之永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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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世界遺產名錄」由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屬世界遺產委員會列名，符

合傑出普世價值、真實性、完整性，並具備適切的經營管理法規體制的實體資產。截至

2012 年，中國大陸已有 43 項列入（包括自然遺產 9 項，文化遺產 30 項，複合遺產 4 項），

數量甚多。本局自 2009 年成立「世界遺產推動委員會」以來，積極推動臺灣世界遺產

潛力點，致力使國人保存觀念與國際同步，藉由許多前瞻性的保存觀念，規劃辦理「世

界遺產」登錄相關工作。本計畫期能透過至中國大陸考察成功案例－秦始皇陵、莫高窟

等世界遺產，瞭解世遺申登方法及策略，作為臺灣世界遺產推動工作之考察對象。 

本計畫亦安排至西安及敦煌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進行參訪，以考察中國大陸古建築

保存及管理維護。西安是人類歷史上最早的城市之一，也是著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

藉由參訪中國現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古城牆－西安城牆，以及形制最大、保存良好的

鐘樓、鼓樓暨大雁塔等古蹟，有助於建築工法、風格精神、技藝皆與中國系出同源之台

灣，汲取中國大陸古蹟、歷史建築管理維護、再利用之相關經驗。此外，集建築、雕塑、

繪畫於一體之敦煌石窟立體藝術，反映了中國中古時期宗教和社會生活情況，同時也表

現出人類的傑出智慧和非凡成就，是世界上規模龐大、歷史悠久之佛教藝術寶庫，係研

究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族關係、中外友好往來等提供珍貴資料。本局

掌管全國古蹟及歷史建築，藉由考察中國敦煌石窟壁畫保存及管理維護方式，提供我國

寺廟類古蹟裝飾藝術參考，了解古建藝術之技藝承傳、維修技術研究保存、實物操作規

範等具體工作，利於推動我國文化資產之永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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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過程 

一、101 年 8 月 27 日（星期一）：搭機自桃園前往西安、參訪西安鐘樓、鼓樓 

（一）參訪西安鐘樓 

西安是中國歷史上十三個王朝建都之城市〈周、秦、隋、唐等〉，為歷代政治、

經濟、文化發展之重鎮。西安鐘樓建成於西元 1384 年，位在中國陝西省西安市的

市中心，四周有東、西、南、北四條大街交匯，交通便利，其所保留下來形制最大

的鐘樓，與周遭的大樓、百貨商場、車水馬龍，形成一種現代與傳統交錯的融合。 

 

圖 1：參訪中國大陸陝西省西安鐘樓 

 

圖 2：鐘樓之複製鐘(真品藏於碑林博物館) 

 

（二）參訪西安鼓樓 

西安鼓樓建於西元1380 年，與鐘樓距離甚近；1996 年與鐘樓同時被列入中國

大陸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鼓樓上懸掛著兩面匾額，一面寫著「文武盛地」、

另一面寫著「聲聞於天」。鼓樓上有 24 個小鼓，代表中國傳統二十四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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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參訪中國大陸陝西省鼓樓 圖 4：鼓樓為陜西省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二、101 年 8 月 28 日（星期二）：參訪秦始皇陵博物院、拜會陝西省文化遺產研究

院、參訪西安明城牆 

（一）參訪秦始皇陵博物院（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1、機構簡介 

秦始皇陵及兵馬俑坑於 1987 年登錄世界遺產，約建於西元前 246 年，為一保存

完好的帝王陵寢。因為中國傳統觀念中對陵寢、棺塚等之尊重與敬畏，現已發掘、

出土的係秦始皇帝陵周遭的陪葬坑等。 

1974 年 3 月 29 日陝西省臨潼縣村民於水井打水時意外發現了兵馬俑碎片，使

得沉睡了數千年的陶俑見世。根據相關研究，陶俑以秦兵真人大小、不同臉型及表

情為模型進行製作，出土陶俑包括兵器、馬匹、戰車等，從兵馬俑之種類、數量、

規格可一窺秦始皇之雄心，以及當時軍隊之強勝。秦始皇陵兵馬俑博物館於 1979

年開始供參觀展出，有一號、二號、三號坑。 

2、交流內容 

（1）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來館參觀人次一年約 4 百至 5 百萬人次，在中國僅次於

北京故宮。一年門票收入可達 5 億人民幣，對於文物保護發揮很大的功用，其

中約 45％繳交國家財政單位，約 30％用於保護陜西省本地文物，約 15％供陜

西省地方政府作為博物館外圍周圍各項保護工作。 

（2）針對大量觀光人潮，目前尚未進行流量管控，但各項環境監測之儀器均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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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院內陶製文物保護中心與德國、比利時等國家皆有合作協定，每年並舉

辦秦俑國際研討會，邀集各國專家學者針對陶製文物保存、維護進行研究與交

流。 

（3）秉持「讓利與民」及推展觀光之理念，目前無兵馬俑智慧財產權之專利限制，

因此各「文化產業公司」皆可進行產品開發。 

（4）透過「秦陵保護規範」，在「限制當地居民開發」與「促進旅遊發展」之間取

得平衡。 

 

圖 5： 參訪世界遺產－秦始皇帝陵 
圖 6：秦始皇帝陵為中國大陸第一批全國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 

圖 7： 參訪秦始皇陵博物院 圖 8： 參訪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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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參訪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一號坑 圖 10：一號坑後方考古人員作業情形 

圖 11：參訪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三號坑 

 

圖 12：三號坑俑為統帥一、二號兵馬俑軍陣之

指揮部（古名軍幕） 

圖 13：二號坑內立柱及棚木槽遺跡 圖 14：二號坑展示俑坑建築結構復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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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秦始皇陵 0006 陪葬坑 圖 16：出土於坑體前室 12 件陶俑之ㄧ 

圖 17：秦始皇陵 9901 陪葬坑 圖 18：9901 陪葬坑為地下坑道式土木結構建築

 

（二）拜會陝西省文化遺產研究院 

1、機構簡介 

陝西省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前身為 1984 年創辦的陝西省文物管理委員會古建設

計室；1989 年古建設計室改名為陝西省文物保護技術中心古建維修室；1994 年擴大

組建為陝西文保古建研究所；1996 年經省文物局同意並上報省編辦批准成立了陝西

省古建設計研究所，由西安文物保護修復中心代管；2007 年陝西省文物局根據文化

遺產保護工作的需要對古建所進行了重組，將古建所與陝西省文物保護中心古建公

司、西安文物保護修復工程有限公司合併，成為省文物局直屬單位；2008 年陝西省

古建所設計研究所正式更名為陝西省文化遺產研究院。院內設行政辦公室、總工

辦、財務室、古建研究所、保護規劃所、古建設計所、方案組、監理室、工程公司

等九個部門。 

陝西省文化遺產研究院具有中國大陸國家文物局頒發的文物保護工程勘察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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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資質甲級，文物保護工程施工資質一級，文物保護工程監理資質甲級，除此之外

還有城鄉規劃編制資質乙級和風景園林工程設計專項乙級，是陝西省唯一集文物保

護、城市規劃、文物保護施工、監理於一體地文化遺產保護專業機構。該院致力於

全省和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專案的規劃、設計以及維修施工。先後承擔了中國國內、

外 400 餘處文物保護工程的規劃、設計與施工。在中國大陸三峽工程、南水北調工

程中的文物保護，晉東南早期建築保護，「一號工程」延安基地建設專案 13 處革命

舊址保護維修，絲綢之路沿線大遺址保護規劃與施工等中國國家重點工程項目中發

揮了重要作用；特別是在與國際文物保護組織的合作過程中，積累了豐富的經驗。

主要有：日本奈良西大寺木塔修復設計，蒙古國柏格達汗宮門前區維修設計，中德

合作藍田水陸庵泥塑加固試驗等項目。該院在文化遺產保護規劃、古建築設計與構

造理論、古建築及石窟的加固與維修保護技術、古建築抗震防震研究、古建築模型

製作等學術領域研究成果也相當豐碩〈陝西省文化遺產研究院，2010 年年鑑〉。 

2、交流內容 

（1）陜西省文化遺產研究院工作內容涵括古建築維修與遺址保護等，主要項目有

文物保護規劃、古建築維修與設計、保護工程施工、傳統建築方案設計、保護

工程監理，任務為傳承、保護、利用、發展。 

（2）文物保護規劃方面，曾協助中國大陸世界遺產之秦始皇陵、殷墟、武夷山、

五臺山、長城及福建土樓等；此外尚有中國大陸「十一五」之 100 處遺址。 

（3）古建研究所呂彥斌所長以「西藏桑耶寺」為例介紹該所實務之保護維修工程，

桑耶寺係西元 8 世紀吐番王朝時所建，厚牆、開小窗、木結構，且無柱子而以

牆承重為其特色，烏茲大殿結合藏式、漢式及印式。修復時就地取材並以不改

變文物原狀為原則，加強整體結構性。惟該寺實際損毀已達整體之 70％，因宗

教等相關因素仍照全貌修復，與國際間修復之維護倫理：最少程度之介入、原

狀保存、不重建為原則等，似尚有討論空間。 

（4）不同環境用不同的在地資源及工法來修復，由於其修護過程均由陜西文物局

所轄各單位來規劃、設計、施工、監督等各單位均為公家單位，不同的是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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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制度，無古建築修復後無法取得使用執照之問題，與我們所遭遇的問

題不同。 

（5）因應氣候變遷，對於古建築之維護注重本體加上其環境之完整性，並由國家

文物局設置環境監測系統，以達成古建築永續保存。 

（6）西安城牆、南京城牆及絲綢之路陜西段亦在辦理申登世界遺產工作中。 

 

圖 19：拜會陝西省文化遺產研究院 圖 20：與陝西省文化遺產研究院人員進行交流

 

（三）參訪西安明城牆 

西安明城牆建於唐代，於明朝曾大幅整修，範圍環繞整個西安市中心區，與鐘

樓、鼓樓同樣位於市中心鬧區，同樣令人感受到古城都蛻變過程中的違和感。城牆

周長 13.75 公里，四周有四個城門〈長樂門、安定門、永寧門和安遠門〉，城牆雄偉

壯觀，不難窺見建立朝代國力之強盛。現為中國大陸保存最完整之大規模城牆，亦

為西安重要觀光景點之一。城牆上有古代皇帝祭天之祭壇，牆上可眺望城內外，藉

由參觀明城牆可瞭解數中國古建築結構及遙想當時人民生活之痕跡。 

隨著西安市大力發展旅遊業，城牆上現有腳踏車、電動車出租業經營，並有咖

啡舖及商品小舖。在不破壞古建築本體之前提下發展觀光，不失為一增加古建築可

親性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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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參訪陜西省西安城牆 圖 22：西安城牆為中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圖 23：西安城牆上之二層三重檐歇山式城門樓
圖 24：城樓簡介解說 

 

圖 25：西安城牆景區管理會設置 

「城牆裂縫觀測點」監測損壞情形 

圖 26：西安城牆上之「安全指揮中心」 



 10

圖 27：推展觀光於西安城牆內設置咖啡座 圖 28：推展慢遊西安城牆，發展自行車出租

 

三、101 年 8 月 29 日（星期三）：參訪陝西歷史博物館、拜會陝西省考古研究院、

參訪大雁塔 

（一）參訪陜西歷史博物館 

1、機構簡介 

陜西歷史博物館在建築藝術上可說是中國悠久歷史和燦爛文化的象徵，展覽廳

是全館的主體部分，由基本陳列、專題陳列、臨時陳列三部分組成，整個陳列展線

總長 1500 公尺。2000 多件文物皆是珍品，基本陳列包括序言大廳、地方史陳列及

中央廳，面積 6000 平方公尺。展出的 2000 多件文物，是從館藏的 11.3 萬件文物中

精選出來的，大部分屬於中國國家一、二級文物，其中不少是從中國全省各地徵調

來之精華。在各展廳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唐墓壁畫真品展」。這些壁畫分別出土

於 50、70、80 年代，來自武則天的次子章懷太子李賢和她的孫女李仙蕙等。首次

展出的 39 件唐代壁畫，內容題材包括四神、星象、宗教、建築、儀衛、狩獵、生

活、友好往來等方面，真實再現了李唐王朝的社會生活。壁畫色彩分明，場景十分

壯觀。惟囿於保存技術難以在原地進行保存，以及為避免考古現場受到地鐵等公共

建設之破壞，壁畫被「擷取」下來運至博物館進行保存及展示，此與「現地保護」

之國際觀念間亦尚有討論空間。 

     中國歷代墓葬壁畫，不論是出土數量帶是藝術價值，均首推唐墓，主要集中在

唐都長安周圍，陜西歷史博物館收藏了 1000 平方公尺左右，居中國各文博考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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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首。其展出全部採用紫外線、紅外線燈光照明，並對溫度、濕度進行監控，以

妥善保護稀世珍品〈陝西歷史博物館 www.sxhm.com〉。 

2、交流內容 

（1）陜西歷史博物館為中國第一個現代化博物館（次為上海、河南、北京等），並

為中國 8 個貢獻重點博物館之一。現有館藏 37 萬件中約 90％均為考古出土。

因而在中國有「地下文物看陜西，地上文物看山西」之諺語。 

（2）館方發展之文創商品收入，號稱為該館之「小金庫」，足見文化創意結合歷史、

文物、文化，其背後隱藏之商機與創意無限。 

（3）有關借展至中國境外，需透過省文物局之文物交流中心，約有 12％－20％之

比例限制。 

圖 29：參訪陜西歷史博物館 圖 30：陜西歷史博物館「大唐遺寶」展覽 

圖 31：陜西歷史博物館「陜西古代文明」常設展 圖 32：各種「瓦當」形制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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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展品－三彩戰樂駝俑 

圖 34：西周至唐合計 14 王朝建都陝西 

 

（二）拜會陝西省考古研究院 

1、機構簡介 

陝西省考古研究院成立於 1958 年 10 月，原名中國科學院陝西分院考古研究

所，1963 年歸屬陝西省社會科學院，後改名為陝西省考古研究所。1970 年 1 月，陝

西省考古研究所與陝西省博物館、陝西省文物管理委員會合併。1978 年 10 月，經

中共陝西省委辦公廳批准恢復陝西省考古研究所建制，1984 年劃歸陝西省文物局管

理。2006 年 12 月 31 日 ，經陝西省編制委員會批准更名為陝西省考古研究院。陝

西省考古研究院是中國大陸成立最早、規模最大的中國省級考古科研機構，主要承

擔 陝 西 省 境 內 的 考 古 調 查 、 勘 探 、 發 掘 和 研 究 任 務 〈 陝 西 省 考 古 研 究 院

www.shxkgy.com〉。 

2、交流內容 

（1）「考古、發掘、科研，文物、科技、保護」為陜西省考古研究院之成立宗旨及

任務、使命。 

（2）該院設有古代紡織實驗室、金屬陶瓷實驗室、古代壁畫保護實驗室、涇渭基

地保護實驗室等四實驗室、三小組，並有陳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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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培養文博人才，該院與北京大學、西北大學合作，並供作為文博學院學生

之實習機構。對於院內人員也提供持續不斷之專業進修與在職培訓，以增進其

專業能力。 

（4）因西安為 1300 年之古城，地下仍可能藏有許多未出土之文物，因此依據「陜

西省文物保護條例」於進行地鐵等各項公共建設前，皆會進行考古勘探。 

（5）目前重點工作為籌劃「考古博物館」，於地點之選設、方案之規劃上努力。 

（6）壁畫擷取及加固均有專業之人力全程處理，該院並有能力協助南京、山西、

湖南等省份。 

 

圖 35：拜會陝西省考古研究院 圖 36：參訪陝西省考古研究院實驗室 

圖 37：陝西省考古研究院實驗室人員工作情形 圖 38：陝西省考古研究院修復之古代紡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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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陝西省考古研究院古代壁畫保護實驗室

之簡介 

圖 40：陝西省考古研究院之文物保護工作獲得

之榮譽 

 

（三）參訪大雁塔 

大雁塔又名慈恩寺塔，具有中國傳統建築藝術的風格，為磚仿木結構的方形「樓

閣式塔」建築，因為其建造樣式仿「印度雁塔」而得名，殿內供奉三身佛、菩薩和

羅漢泥塑像。唐代武則天在原址上增高為十層磚塔，五代後唐時期再次修時降為七

層。其北側修建北廣場號稱亞洲最大的音樂噴泉，為少數可供攀登之古塔。唐玄奘

（三藏法師）為妥存從西域取回的舍利、佛經、佛像等，曾以此為儲藏所在地，亦

曾在此主持寺務譯場。 

 

圖 41：參訪陜西省大雁塔（慈恩寺塔） 

圖 42：曾於大雁塔主持寺務譯場之玄奘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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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961 年中國大陸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圖 44：大慈恩寺塔及大雁塔 

 

四、101 年 8 月 30 日（星期四）：搭機自西安前往敦煌、參訪敦煌鳴沙山、月牙泉 

（一）參訪敦煌鳴沙山、月牙泉 

鳴沙山沙漠位於甘肅省敦煌市西南，以積沙騷動、沙動成響而聞名，整座山均

為沙漠，並產一種具有五種顏色之「五色砂」。月牙泉位於鳴沙山中，以其形狀像

月亮而得名。月牙泉為敦煌八景之一，但其水位逐年下降，因此，甘肅省地質環境

監測院設計了應急滲水方案，並設置地下水監測點進行監測。 

鳴沙山內，原除月牙泉之外，並無一植物花草，現為發展觀光，致力以人工種

植花草、樹木；並規劃電動車、駱駝騎乘等各項收費設施，以其為「最靠近城市」

之沙漠，收交通、地利之便，成為觀光客至敦煌必遊之處。1994 年，鳴沙山月牙泉

風景名勝區更被列為中國大陸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圖 45：參訪甘肅省敦煌鳴沙山 圖 46：參訪甘肅省敦煌月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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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月牙泉國家級地下水監測點 

 

圖 48：鳴沙山山體內禁止攀爬標誌 

 

五、101 年 8 月 31 日（星期五）：拜會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美術研究所、參訪

莫高窟 

（一）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美術研究所 

1、機構簡介 

敦煌研究院是中國設立的負責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安西榆林窟和敦煌西千佛洞保護、管理和研究的綜合性專門機構。其辦院方針為

「保護、研究、弘揚」。前身是 1944 年成立的國立敦煌藝術研究所，1950 年改名為

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段文傑先後任所長；1984 年，擴建為敦煌研究院。常書

鴻任名譽院長，段文傑任院長。敦煌研究院設有院黨委、院學術委員會、工會。院

屬部門有黨委辦公室、院長辦公室、人事處、外事處、科研處、計畫財務處、總務

處、蘭州分院辦公室、保護研究所、美術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獻研究所、民族

宗教文化研究所、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列中心、數位中心、資訊資料中心、《敦

煌研究》編輯部、接待部、保衛處、榆林窟文物保管所、西千佛洞文物保管所。敦

煌研究院受中國國家文物局委託管理古代壁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是中

國國家古代壁畫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依託單位。研究院還設有下屬企業敦煌研



 17

究院文物保護技術服務中心。 

敦煌研究院建院 60 多年來，始終遵循中國有關文物工作的法規政策，現已發

展成為中國國內外具有一定規模和影響的遺址博物館、敦煌學研究基地、壁畫保護

科研基地〈敦煌研究院www.dha.ac.cn〉。 

2、交流內容 

（1）由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蘇伯民所長詳細介紹及參觀保存修護工作環境及設

備、數位化處理、礦物樣品、原料介紹、製成數組不同保存環境實驗來保存各

組樣品，造成不同之保護結果，藉此結果研究如何對古物壁畫保存得更久遠。

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詳細介紹一大幅壁畫案例臨摹實例，這種保存過程之研

究精神方法，值得學習，對於歷經千年紡織品，已接近完全的腐爛，保存工作

室如何溫控、風速控制、人員進入需穿鞋套，細心研究製造不致於繼續腐爛之

保護設備；莫高窟博物館詳細介紹世界遺產莫高窟佛像彩塑、壁畫之製造過

程、歷史背景及彩塑圖像及內容；如何利用 3D 立體照像將立體空間之各洞窟

壁畫轉換成數位平面，增加另一保存方法。 

（2）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進行之文物保護工作，除搶救性保護工作外，同等重

要的是預防性保護工作。此外，為維持洞窟微環境之穩定，對於洞窟承載量（遊

客人數量）之研究將可望於近兩年發表。 

（3）為保護洞窟及其文物，對於雨天關閉不開放參觀，或短暫暫停開放待溫溼度

回復後再行開放之作法，遊客多能理解。每一洞窟皆有無線管控溫溼度，平均

一次約開放 50 個洞窟、每位遊客約可參觀 8 至 10 個洞窟；並規劃有 8 條之參

觀路線，以分散人潮，盡量降低對洞窟之不利影響。 

（4）美術研究所已將榆林窟 29 窟臨摹完畢，美術研究所人員所臨摹之作品屬敦煌

研究院所有之財產，若為創作則屬個人所有。目前外國人尚未被允許前來臨摩。 

（5）保護研究所下設「數字中心」（即數位中心），主要工作為：數據採集、數據

處理、數據儲存、成果演示及對外合作支援。目前有約 220 窟資料輸出，50 窟

資料已採集、處理完成。與浙江大學合作成立「敦煌壁畫數字資源庫」，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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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進行 3 維合作（3D），以及與「微軟亞洲研究院」合作，尋求研發「自

動拼接」之功能，以求加速洞窟壁畫資料之數位化。 

（6）保護研究所與美術研究所之合作可謂科學與藝術之結合，透過壁畫技法、顏

料之使用等，以及畫家（藝術家等美術研究所人員）對於角色之瞭解、臨摹等，

有助於壁畫之保存、修復、維護、推廣等各項文保工作。 

圖 49：參訪敦煌研究院 
圖 50：保護研究所以礦物顏料製作樣品，模擬壁

畫各種損壞情形以利研究與修復 

圖 51：美術研究所人員進行壁畫臨摹 
圖 52：保護研究所蘇伯民所長及美術研究所馬

強副所長說明壁畫保存修復情形  

圖 53：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列中心 圖 54：陳列中心具展示、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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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陳列中心仿榆林窟第 29 窟解說牌 圖 56：陳列中心仿榆林窟第 29 窟女供養人 

 

圖 57：陳列中心仿莫高窟第 217 窟解說牌 
圖 58：陳列中心仿莫高窟第 217 窟為盛唐壁畫

代表作 

（二）參訪莫高窟 

莫高窟於 1987 年登錄為世界遺產，又稱千佛洞，現今有洞窟 735 個，分為南北

兩區段。南區段為莫高窟之主體，係僧侶們從事誦經、修行等宗教活動之場所；北

區段有 248 個洞窟，僅 5 個存在壁畫或塑像，其它均為僧侶閉關修行、日常居住及

死後葬身場所。 

莫高窟集繪畫、雕塑、建築之藝術，主要畫像主題為佛像及社會生活等各方面，

為世界上現有規模最大且豐富的佛教藝術地，隋唐時代是其發展之全盛時期。中國

四大石窟有敦煌莫高窟、河南洛陽龍門石窟、山西大同雲崗石窟及甘肅天水麥積山

石窟。莫高窟所處位置之土質鬆軟，不適合石雕，故除四座大佛為石雕泥塑外，其

餘均以木頭骨架、泥土為材料之泥塑像，其中 96 窟是莫高窟最高的洞窟，是九層

樓標誌，採石胎泥塑彩繪，是中國僅次於樂山大佛、榮縣大佛的第三座大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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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參訪世界遺產莫高窟 
圖 60：莫高窟最高(33 米) 且為標誌性建築之

第 96 窟－附岩而建「九層樓」(北大像) 

 

圖 61：世界遺產莫高窟說明碑 

 
圖 62：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蘇伯民所長說明

該所於莫高窟進行之保存修復工作 

 

六、101 年 9 月 1 日（星期六）：參訪榆林窟 

榆林窟為敦煌研究院所轄，與莫高窟為姊妹窟，現有洞窟 42 個，分別於榆林

河東、西兩岸的峭壁上，雖不若莫高窟盛名，但其藝術價值可謂與莫高窟相似。 

榆林窟的壁畫内容豐富，或因地處偏僻，或因不若莫高窟為世界遺產之盛名，

相較於莫高窟其觀光客人數少，故壁畫保存狀況尚良好。窟內壁畫有佛像、菩薩畫

像，亦有佛教故事、各種花卉禽獸及精致的裝飾圖案等，在在展現唐代高超的藝術，

以及反映當時生活的真實狀況，榆林窟西夏、元時期的洞窟尤為精彩，常被稱道勝

過莫高窟。榆林窟依照其每年之維修、保養計畫，調整開放之洞窟數量、管控參觀

人數(通常進窟人數每次約 20 人)，進入窟範圍禁止攜帶背包與攝影器材，禁止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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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係保護重要文物所採行之措施。 

 

圖 63：參訪莫高窟之姐妹窟－榆林窟 
圖 64：盛名不若莫高窟之榆林窟，其西夏、元

時期之洞窟極為精采 

 

七、101 年 9 月 2 日（星期日）：參訪玉門關、漢長城遺跡、雅丹國家地質公園 

（一）參訪玉門關 

玉門關俗稱「小方盤城」，現今玉門關僅剩下一塊大城牆遺跡，長約十多公尺，

高約五公尺，難以辨識其昔日之雄偉壯觀與整體面貌，它曾是新疆和闐玉交易場所

重要所在地，漢武帝時期因西城輸入玉石曾取道於此，因而得名「玉門關」。玉門

關位於中國甘肅省敦煌市西北約 90公里處，是中國境內連通絲綢之路上的重要關隘

之一。關城方形如盤，北、西兩面有門。現在的玉門關是漢代玉門關的遺址；宋以

後中國通往西方之陸路交通逐漸衰落，玉門關也隨之逐漸廢圮。 

玉門關自古亦是文人墨客喜愛詠嘆之處，唐代詩人王之渙就曾留下「羌笛何須

怨楊柳，春風不度玉門關」的佳句。1988 年，玉門關成為中國大陸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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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參訪西域重要門戶－玉門關 圖 66：玉門關僅剩之城牆遺跡 

圖 67：玉門關（小方盤）鄰近有河倉城（大方

盤）遺址 
圖 68：玉門關為一方形關城 

 

 

（二）參訪漢長城遺跡 

漢長城遺跡現今僅剩下一小段，管理單位以欄杆將其圍住，以防人為破壞，並

設置清楚標示。參觀時可清楚看見其牆體由一層泥土及一層草組成之城牆結構體，

殘跡寬高約 3 至 5 公尺，此外尚有由泥土建造之烽火台遺跡，為漢代長城最西邊的

關口，曾是漢朝衛清、霍去病等將軍追殺匈奴必經之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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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參訪漢長城遺跡 圖 70：漢長城以泥土及草組成之城牆結構體

圖 71：泥土建造之烽火台遺跡 圖 72：設置欄杆保護僅存之漢長城遺跡 

 

（三）參訪雅丹國家地質公園 

雅丹國家地質公園位於距離甘肅省敦煌市西北約 180 公里漢長城古絲路線上，

中國將其定為國家地質公園，雅丹維吾爾語為「陡壁的小山包」，其地質堪稱世界

奇石，岩層受風侵蝕型形成各種不同凹凸形狀，成為一種奇特的景象。鬆軟的沙土

長期被風吹蝕、帶走，遺留下風無法帶走的堅硬土石，自然形成大小不一的土堆。

透過想像，依形狀推敲出如孔雀、人面獅身、壯觀軍艦艦隊等造型，在觀光導覽時

不失為一引起遊客共鳴或增添想像之方法。此類小山包部分為上寬下窄的不穩定小

山，經過風不停的吹蝕和磨蝕作用，其形狀不斷的改變，龐大的面積及數量，因而

成立了雅丹國家地質公園。 

雅丹地質國家公園又稱魔鬼城，參觀時可搭遊園車沿路觀賞一趟約一小時，或

另租沙漠機車自由無限時觀賞全景，另可參觀地質博物館介紹其形成歷史背景、地

質岩石種類，影片動態播放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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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參訪雅丹國家地質公園 圖 74：經由風吹蝕和磨蝕作用產生風化及剝落

圖 75：雅丹國家地質公園設置之地學博物館 圖 76：地學博物館展示園區內特殊之地質標本

 

八、101 年 9 月 3 日（星期一）：參訪漢陽陵博物館 

漢陽陵博物館為中國大陸國家一級博物館，漢陽陵是西漢漢景帝及其皇后的合

葬陵園，目前為漢陽陵的葬坑和陪葬墓園發掘，建立漢陽陵考古博物館和帝陵葬坑

展示廳作為參觀。目前已有大量文物出土，發現數量眾多的彩繪裸體陶俑，與秦始

皇陵博物館之兵馬俑風格、型態不同，非常具有歷史意義。裸體陶俑原有衣物因年

代久遠多已腐爛，陶俑數量以男性最多，其次為女性，宦官俑最少，還有大量的動

物陶出土，如陶豬、陶雞、陶羊、陶馬、陶牛、陶魚等，另有兵器等。漢陽陵博物

館之陳列館採半地下式兩層建築，有陪葬墓園文物、帝陵陪葬坑文物及出土文物等

單元，特別使用玻璃通道將遊客和遺址隔離之展示方式，一方面保護文物，另一方

面便於遊客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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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參訪西漢帝陵陽陵「東闕門遺址」 圖 78：漢陽陵展示廳為獨特之半地下式博物館

圖 79：出土之人物陶俑及動物俑 

 

圖 80：陵東 12 號坑復原陳列三乘木車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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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考察心得 

一、認識及體驗千年古建築、古物、歷史史蹟及宗教文物保存技術管理維護，以及

中國敦煌石窟壁畫保存、臨摹複製技術及古建築管理維護、再利用： 

（一）彩塑： 

由木頭為骨架，加稻草外塑泥土，應由當地泥土來塑像，為避免裂縫加棉花、

麻、麥等三種材料，泥土外抹灰打底，塗上礦物材料彩繪，由於彩繪是用礦物性塗

料以致於經過千年仍無太大變化，這對於我們古蹟內之彩繪保存值得學習。 

（二）唐朝壁畫、陪葬陶俑 

保存環境控制，光線幽暗避免光線照射、冷氣控制溫度濕度等，模擬藏於地下

之環境。出土後溫溼度光線等環境不同儘可能不要挖掘，避免受空氣、二氧化碳之

氧化碳酸化而造成破壞或褪色等。 

二、世界遺產保存維護與管理維護政策： 

秦始皇陵及莫高窟均為世界遺產，由其保存維護、模擬藏於地下之實質環境，

可知中國大陸對千年古文物建築保護之保存維護及管理政策，值得我們借鏡，由古

文物及建築開放參觀所發生之變化及待解決問題，也值得我們對古文物及古蹟建

築、彩繪保存之預測措施。 

另一方面，如 1970 年代開始開放參觀之秦始皇兵馬俑一號坑，當時之設計已

無法符合現在之需要（對光線、溫度、溼度之控制較薄弱，爾後籌建之二號坑及三

號坑對此即有較佳設計），亦開始產生漏水等相關問題；惟因應大量之觀光人潮，

館方有不得不每天開放之壓力，顯見文物保護與促進觀光間之平衡亦值得我們深

思。 

臺灣雖尚未有被登錄為世界遺產之景點，但具有登錄世界遺產條件之臺灣世界

遺產潛力點有 18 處：淡水紅毛城及周遭歷史建築群、樂生療養院、桃園臺地陴塘、

臺鐵舊山線、阿里山森林鐵路、烏山頭水庫及嘉南大圳、澎湖石滬群、澎湖玄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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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留區、屏東排灣族石板屋聚落、蘭嶼聚落與自然景觀、卑南遺址與都蘭山、

玉山國家公園、太魯閣國家公園、棲蘭山檜木林、金瓜石聚落、大屯火山群、馬祖

戰地文化、金門戰地文化等 18 處，仍可參照其他世界遺產之維護管理方式，如對

對環境溫度、溼度、光線、人朝管制及增設消防設備等，減少環境對文物之自然破

壞及人為影響。 

三、善加利用文化資產及古建築產生之經濟價值： 

中國大陸陜西省一年文化收入約新台幣 25 億元，參訪景點之門票收入、周邊

附帶之消費：包括食（三餐及小吃）、住（賓館住宿）、交通（機票、計程車票）、

紀念品（仿造之兵馬俑、敦煌木雕、絲巾）、名產等。各項收入創造不少商機，我

們對古蹟、古物管理應可效法創造經濟商機。在「讓利與民」與推展觀光之理念之

下，如兵馬俑、銅車馬等均進行了各項產品開發；陜西歷史博物館亦藉由文創商品

之收入，另闢館方財源。 

但相反地，從觀光客眾之莫高窟與觀光客寡之榆林窟之間，我們很明顯地感受

到此兩處因對外開放程度之差異，造成文物之損壞、壁畫之氧化等，二者呈現相當

程度之正比，此點相當值得作為我國處理相關議題時之參考。 

四、科學儀器進行嚴密環境監測，有助古建築之保存維護： 

因應氣候變遷，對於古建築之維護注重本體與環境之完整性，由國家文物局設

置環境監測系統，以達成古建築永續保存。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陜西歷史博物館

及莫高窟、榆林窟等，針對文物保存環境皆採科學方式，監測其溫度、溼度，莫高

窟更就「遊客承載量」進行研究，顯示文物保護與推展觀光旅遊之間，在取得平衡

上需投入更多的研究及努力，亦足見藉用科學儀器與方法達成目的已是各國趨勢。

此外，如秦陵博物院透過與各先進國家之合作協定、舉辦秦俑國際研討會等，進行

文物保存、維護之研究與交流，與國際接軌、更新保存技術與觀念。 

敦煌研究院為保護洞窟及其文物，並致力維持洞窟微環境之穩定，除利用科學

儀器外，在管理上也以分散人潮、雨天關閉等作法，盡量減少對洞窟之不利因素。

而保護研究所也以「預防性保護與搶救性保護並重」為目標，其有關洞窟承載量（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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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數量）之研究將可望於近兩年發表。 

五、古蹟歷史建築修復審查機制具差異： 

不同環境用不同的在地資源及工法來修復，由於其修復過程均由陜西省文物局

所轄各單位來規劃、設計、施工、監督等各單位均為公家單位，不同的是其無專家

審查制度，無古建築修復後無法取得使用執照之問題，與我們所遭遇的問題不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陜西省文化遺產研究院」此一機構，其工作內容涵括文物保護

規劃、古建築維修與設計、保護工程施工、傳統建築方案設計、保護工程監理等，

具備各種專業人才及能力，足以獨自完成規劃設計及施工監造等龐大工作。 

此外，如「西藏桑耶寺」損毀已達整體之 70％，然因宗教等相關因素仍照全貌

修復，與國際間之修復倫理亦存在差異。 

六、數位化輔助達成文化資產永續保存： 

隨著時間的流逝，古蹟、歷史建築及文物難以避免會產生或大或小之損壞，從

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設置之「數字中心」（即數位中心），以及研究開發、合作

成立之數字資源庫、 3 維合作（3D）與自動拼接技術研發等，可得知現今運用各

項雲端科技、科學技術，將資料及早保存，一方面可作為研究上之對照及參考，二

方面可留予後世較為完整之資料，並可使資訊藉由無遠弗屆的網路讓更多人得以瞭

解與欣賞。如敦煌研究之保護研究所之數字中心已完成的約 220 窟資料輸出、50 窟

已採集的資料，未來均可獲得更多運用。研發中之「自動拼接」功能，亦能加速洞

窟壁畫資料之數位化，使文化資產以另一種形式永續保存。 

七、「人才」為文物保護之根本： 

為培養文博、文物保護人才，中國大陸各文化資產保存研究相關機構亦紛紛與

各大學合作，並作為文博學院學生之實習機構，促成產、學、研之合作；對於文化

資產保存維護專業人員也提供持續不斷之專業進修與在職培訓，以增進其專業能

力。兩岸可就文化資產專業人才培育成果進行更深入之交流。 

八、跨領域知識截長補短，共同達成文化資產保存之目的： 

於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與美術研究所見習到雙方之合作，美術研究所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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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透過壁畫技法、顏料之使用等，以及畫家（藝術家等美術研究所人員）對於角色

之瞭解、臨摹，一方面作為參考資料，提供保護研究所專業人員運用於壁畫之保存、

修復、維護等各項文保工作；另一方面從藝術層面將古代精湛的藝術作品保存下

來。透過跨領域合作，使文化資產得到更全方位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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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建議 

一、完備現有文化資產數位資料，藉由科技技術提升文化資產線上導覽等相關服務： 

我國目前已建置許多文化資產相關專業資料庫及網站，亦透過 3D、數位導覽、

電子書等各項技術提供數位化服務，惟為擴大服務項目、範圍及向度，以及因應日

新月異之智慧型手機等 3C 產品開發，可逐步整合文化資產數位化資料，使文化資

產數位化運用再提升，增加數位資訊使用之便利性與及時性。 

二、持續辦理兩岸與國際文化資產相關論壇、研討會，加強交流與合作： 

兩岸文化交流無論在技術或人才等各層面之合作均已非常頻繁，透過論壇、國

際研討會、學術合作或各項參訪活動，皆有助於增進兩岸在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觀念

之溝通、新技術之交流，未來宜持續汲取及交換雙方經驗，有助於建築工法、技藝、

古建築之管理維護、修復技術與研究保存，對於推動文化資產之永續保存發揮加乘

之效果。 

三、參考中國大陸陝西省之作法，研議古蹟、歷史建築審查制度： 

中國大陸陝西省之古建築修護過程均由其文物局所轄各單位負責規劃、設計、

施工、監造及監督，臺灣則分由建築師、營造廠、主管機關辦理。可參考中國大陸

陝西省之作法，研議我國古蹟、歷史建築審查制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