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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蒙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自 2009 年 2 月起，辦理臺灣與大陸內蒙古自

治區大專青年交流活動，2012 年起將交流地區擴大至大陸少數民族聚居地區，

以持續增進兩岸大專青年交流廣度與深度。本會今(2013)年 7 月所舉辦之「2013

年臺灣大專青年認識大陸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研習營」寧夏團活動，由本會蒙事

處海中雄處長率團，邀集來自 17 所臺灣大專院校青年 28 名學生（其中包含臺

灣蒙籍學生 1 名及原住民族學生 5 名），籌組遠赴大陸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北方

民族大學與寧夏大學進行參訪交流。研習期間除兩岸大專學生交流互動之外，

接待學校亦帶領學員實地走訪體驗寧夏的自然與人文景區，參觀西夏王陵、賀

蘭山岩畫博物館、鎮北堡西部影城、沙湖、中國枸杞館、中華回鄉文化園區，

甚至造訪鄰近寧夏的內蒙古阿拉善盟著名的藏傳佛教聖地廣宗寺，短短 8 天豐

富精彩的行程，兩岸學子透過實際交流互動，瞭解彼此的學習環境及生活習

慣，於兩岸青年交流之目的更向前邁進一步。 

關鍵詞：寧夏，北方民族大學，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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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計畫緣起與目的計畫緣起與目的計畫緣起與目的計畫緣起與目的    

本會自 2009 年 2 月起，辦理臺灣與大陸內蒙古自治區大專青年交流活動，

2012 年起更將交流地區擴大至大陸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以持續增進兩岸大專青

年交流廣度與深度，活動深獲雙方參與學員熱烈迴響。 

本活動除安排兩岸師生互訪交流，提供大陸青年瞭解臺灣科技、經濟及社

會多元文化發展經驗，並使其親身體驗臺灣特有海洋風貌及自然景觀，同時讓

臺灣學子有機會認識與親身體驗大陸少數民族歷史文化、自然生態與社會經濟

演變與發展；藉由團隊探索、文化與生活體驗、雙方青年學子交流互動、城鄉

造訪等多元活動，培養雙方青年互助、關懷、服務的品格；建立長期合作關

係，培育兩岸知識菁英成為未來溝通與合作橋樑。 

今年 7 月份，本會舉辦「2013 年臺灣大專青年認識大陸少數民族聚居地區

研習營」，由教育部國際與兩岸教育司林文通司長及本會蒙事處海中雄處長分

別率團，邀集來自 30 所臺灣大專院校青年 56 名學生，籌組兩團分別遠赴大陸

內蒙古自治區及寧夏回族自治區兩地參訪交流。為深化兩岸少數民族交流，本

活動特別優先遴選具蒙藏民族身分及原住民族之學生報名，其中 56 名錄取學員

中包含臺灣蒙籍學生 3 名及原住民族學生 7 名，寧夏團部分則包含臺灣蒙籍學

生 1 名及原住民族學生 5 名組成。此外，考量性別平等價值，本會進行學生遴

選時亦特別留意男女比例之平衡。 

 

貳貳貳貳、、、、    團員組成與團員組成與團員組成與團員組成與行程規劃行程規劃行程規劃行程規劃    

此次參與研習營學員採自由報名方式，由本會遴選出包括臺灣大學、金門

大學、東華大學、交通大學、臺北教育大學、中興大學、中正大學、中國醫藥

大學、元智大學、世新大學、修平科技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美和科技大

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逢甲大學、輔仁大學等 17 所學校共

28 名學生參加，男女比例各半，參訪時間為 2013 年 7 月 9 日至 7 月 16 日，為

期８天，安排前往寧夏回族自治區內的北方民族大學與寧夏大學進行參訪，北

方民族大學帶領學員參觀校園的美術館、安排音樂舞蹈學院師生的演出及武術

表演，並邀請馬惠蘭教授主講「中國多民族國情與民族政策」，學員對於中國

56 個少數民族有進一步認識，臺灣原住民學員也積極發問瞭解民族語言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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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寧夏大學則安排王銀春教授主講「寧夏歷史與文化」，從中國 56 個少數

民族聚焦於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回族文化，讓學員對寧夏歷史及回族民族概況更

深入瞭解，也觸動臺灣原住民學員反思自我族群文化的態度。研習期間北方民

族大學更帶領學員實地走訪體驗寧夏的自然與人文景區，參訪地點以寧夏回族

自治區首都銀川為主，參觀西夏王陵、賀蘭山岩畫博物館、鎮北堡西部影城、

沙湖、中國枸杞館、中華回鄉文化園區，甚至造訪鄰近寧夏的內蒙古阿拉善盟

左旗南寺著名的藏傳佛教聖地。 

參參參參、、、、    活動紀要活動紀要活動紀要活動紀要    

一、 日程： 

        7 月 9 日，第一天，下午 13 時 15 分搭乘中國東方航空公司班機由臺北直

飛大陸寧夏自治區首府銀川，17 時 20 分抵達，由北方民族大學相關人員導引

團員入住該校接待會館，隨即參加歡迎晚宴，兩岸學生交流就此展開。 

        7 月 10 日，第二天，本日參訪北方民族大學，了解回族及少數民族文化，

並與該校師生深度交流，分享兩地學生生活及民俗風情等。 

        7 月 11 日，第三天，本日參訪寧夏民族大學，這所學校與北方民族大學僅

有一條街之隔。該校安排寧夏游牧文明與現代融合之多民族文化生活之異同講

演及學生們少數民族藝術表演，讓臺灣學生認識大陸少數民族習俗之異同、中

國五大自治區及族群分布等。 

        7 月 12 日，第四天，參訪西夏王陵探幽成吉思汗與漢民族千古之秘境；探

詢萬年賀蘭山岩畫，認識西北民族史；鎮北堡西部影視城，體驗大陸影視文

化。 

        7 月 13 日，第五天，參觀沙湖，認識中國最特殊的自然景觀原始風貌；中

華回鄉文化園、中國枸杞館，了解寧夏及回族文化習俗。 

        7 月 14 日，第六天，前往內蒙古阿拉善盟，參訪佛教聖地南寺（廣宗

寺），了解藏傳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晚上舉行篝火晚會，品嘗特色食品烤全羊

等及蒙古文化習俗介紹。 

        7 月 15 日，第七天，銀川市區觀光，市內多穆斯林風格建築，擁有南關清

真大寺和承天寺塔等眾多著名古蹟。由北方民族大學的學生一對一陪同自由參

訪古蹟並陪同臺灣學生選購具有民族特色之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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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6 日，第八天，上午 8 時 40 分搭乘中國東方航空公司班機返回臺

北，中午 12 時 15 分抵達桃園國際機場，順利完成本次活動。 

二、 參訪地點簡介： 

(一) 北方民族大學：位於大陸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市西夏區 直屬國家民

族事務委員會管轄 是大陸唯一一所建立在少數民族自治區的綜合性大

學。學校建于 1984 年原名西北第二民族學院，2000 年通過大陸教育部本科

教學工作合格評估，至 2004 年由大陸國家民委與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簽署

共建協議；2006 年 2 月大陸教育部批准在原西北第二民族學院的基礎上籌

建北方民族大學，籌建期限爲兩年；2007 年通過大陸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

評估 獲得”優秀”等級；2008 年學校正式更名爲北方民族大學 學校總

占地面積 1,624 畝，設有 21 個學院和 6 個研究所，包括經濟學、法學、教

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醫學、管理學及藝術學等學科。 

(二) 寧夏大學：是寧夏回族自治區以文、理、工、農爲主體的綜合性大學，是

大陸國家“211 工程”重點建設大學，坐落於賀蘭山下，設有哲學、法學、

文學、歷史學、經濟學、管理學、教育學、理學、工學、農學、藝術學 11

個學科門類。有學士、碩士、博士三種學位的授予權，是大陸教育部首批

批准招收留學生和中國政府獎學金留學生的大學院校。該校有六個校區，

占地面積 2,383 畝，學校擁有現代化的圖書館和多功能體育館，擁有一批先

進、設施完善的實驗室和科學研究基地，各類科學研究機構 38 個，各學科

領域實驗室 93 個。 

(三) 西夏王陵：是大陸現存規模最大、地面遺迹保存最爲完整的帝王陵園之

一，是大陸的西夏文化遺址，也是寧夏最重要的一處歷史遺産和最具神秘

色彩的文化景觀。總面積 50 多平方公里，東西寬約 4．5 公里，南北長約

10 公里，西傍賀蘭山，東臨銀川平原，地勢西高東低，平坦開闊，海拔在

1,130 米至 1,200 米之間。陵園的布局兼容了唐代和宋代帝陵形制的建築布

局和基本特點，而在陵台、墓室、碑亭、角台方面，又具備西夏獨有的建

築風格，形成了漢族文化、黨項族文化和佛教文化兼容幷蓄的特色。 

(四) 賀蘭山岩畫：賀蘭山在古代是匈奴、鮮卑、突厥、回鶻、吐蕃、黨項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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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少數民族駐牧游獵、生息繁衍的地方。他們把生産生活的場景，鑿刻在

賀蘭山的岩石上，來表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追求，再現了他們當時的審

美觀、社會習俗和生活情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賀蘭口岩畫。在南北

長 200 多公里的賀蘭山腹地，就有 20 多處遺存岩畫。這是中國大陸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位於賀蘭山中段的賀蘭縣金山鄉境內，距寧夏銀川 50 餘公

里，山勢高峻，約有千餘幅個體圖形的岩畫分布在溝穀兩側綿延 600 多米

的山岩石壁上。畫面藝術造型粗獷渾厚，構圖樸實，姿態自然，寫實性較

强，是中國游牧民族的藝術畫廊。 

(五) 鎮北保西部影視城：原址爲明清時代的邊防城堡。1961 年尚在農場勞改的

張賢亮發現了它，並在 80 年代初期將它介紹給了影視界。迄今爲止，這裏

已拍攝了獲得國際國內大獎的《牧馬人》、《紅高粱》、《黃河謠》、

《黃河絕戀》、《老人與狗》以及著名影視片《大話西游》、《新龍門客

棧》、《獨行侍衛》、《大敦煌》、《火舞黃沙》、《喬家大院》《老柿

子樹》等近百部影視劇。鎮北堡西部影城在中國眾多的影視城中以古樸、

原始、粗獷、荒涼、民間化為特色。在此拍攝的影片、串紅的明星、獲得

的國際、國內影視大獎等之多，爲中國大陸各地影視城之冠，所以有“中

國電影從這裏走向世界”的美譽。又因古堡的地貌和影城內部場景代表了

舊西北地區的鄉鎮風情，故被譽爲“中國一絕，西北大觀”。 

(六) 沙湖：沙湖地處石嘴山市與平羅縣之間，距石嘴山市區 26 公里，距首府銀

川 56 公里，景區總面積爲 80.10 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積 45 平方公里，沙

漠面積 22.52 平方公里。沙湖以自然景觀爲主體，以其獨具特色的湖水、沙

山、蘆葦、飛鳥、游魚的有機結合，構成了獨具特色的秀麗景觀，成爲中

國大陸絕無僅有的自然景觀勝地。 

(七) 中國枸杞館：位於銀川德勝工業園，由寧夏百瑞源枸杞産業有限公司策劃

並投資興建，2011 年落成使用，建築面積 4,000 平方米。2011 年獲評大陸

“國家 AAA 級旅游景區”，2013 年被命名爲“自治區文化産業示範基

地”。館內分爲杞福館、文化館、養生館三大部分及公共服務區，以歷史

文獻、文物、圖片、雕塑，以及現代高科技聲、光、電等表現手法，展示

寧夏和中國枸杞的歷史文化、産業現狀、科研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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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中華回鄉文化園：位於永寧縣納家戶清真大寺北側，依照托古老的納家戶

清真大寺和回族風情濃郁的納家戶村所建，以展示伊斯蘭建築文化、禮俗

文化、飲食文化、宗教文化、農耕與商貿文化爲特色。    園區內建有回族博

物院、禮儀大殿、回族商貿一條街、回鄉人家等，其中的博物館是中國大

陸目前最大的一座回族博物館，占地 7,000 平方米，整體建築爲“回”字

形，讓參觀者在漫步歷史長廊的過程中，領略回族歷史的淵源流長和回族

文化的博大精深。    。 

(九) 內蒙古左旗南寺：為阿拉善第一大寺，又稱廣宗寺，藏語名為“丹吉

林”，是藏傳佛寺。 始建於乾隆 22 年(1756 年)，廟建成後，從超格圖呼熱

廟(昭化寺)請來六世達賴喇嘛遺體供奉在廟中，尊爲該寺的第一代葛根(活

佛)，乾隆 25 年(1760 年)清廷御賜蒙、漢、滿、藏四種文字書寫的“廣宗

寺”匾額。經過幾次擴建、修復，當時規模超過了青海塔爾寺，寺中珍藏

有甘丹赤巴的鬥蓬，唐代高僧玄奘的鈴釺，六世達賴喇嘛的五佛冠，八世

班禪所賜的銀壺，章嘉國師制定的寺規，光緒皇帝封迭斯爾呼克圖時御賜

的藏袍、朝珠，以及各種大小印章等稀世文物。南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

受嚴重破壞。現又新建黃廟、紅廟、塔林，廟宇僧房達到 70 多間。南寺依

山而建，高低參差錯落，四面環山，松柏常青，溪流如帶，風景十分美

麗。 

(十) 銀川市：簡稱“銀”， 是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首府，地處中國大陸西北地區

寧夏平原中部，西倚賀蘭山，東臨黃河，總面積 9,555.38 平方公里，轄興

慶、金風、西夏三區，永寧、賀蘭兩縣及靈武市，自然風光秀麗，人文景

觀獨特，素有“塞上江南、魚米之鄉”的美譽及塞上明珠的說法。區內以

漢族人口居多，次之為回族，全區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科研、交通和

金融商業中心，以發展輕紡工業爲主，歷史悠久的塞上古城和發展中的區

域性中心城市，民間傳說中又稱“鳳凰城”，古稱“興慶府”、“寧夏

城”，是史上西夏王朝的首都。 

肆肆肆肆、、、、    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一一一一、、、、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本會於 2009 年開始辦理兩岸大專青年互訪認識交流研習營，活動辦理因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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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臺灣大專青年，故期程以避開學生上課時間為宜，因此擇暑假辦理，然而，

當臺灣學生放暑假時，對岸學生也同樣是暑假開始，紛紛離校，於此時點舉

辦，常常碰到陸方接待學校無法安排學生或僅有少數 1-2 位學生接待，對於以

兩岸大專青年實際互動交流為目的的研習營，實在有些許無奈與不足之處。今

(102)年由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協請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北方民族大學負

責接待，活動前的聯繫作業，本會本於先前辦理經驗，多次與校方溝通於參訪

期間能安排陸方學生留校，期待兩岸學生們能達到實際的交流互動與彼此認

識。於抵達寧夏銀川那一刻，北方民族大學派來多位學生接機，陸方學生熱情

到讓臺灣學生都有點受寵若驚，整個研習營活動，北方民族大學幾乎動員校方

各個單位，有來自學務處師長、各學院輔導員等 5 位師長全程陪同，及 15 位學

生分組悉心照顧我們 5 組 28 位學員，參訪期間，身為隨團領隊的我，感受到兩

岸學子的情感慢慢建立起來，直到離別最後一刻，甚至還有男學員落下男兒

淚，也從學員的心得報告中紛紛看出，此行最值得回憶的莫過於他們在寧夏認

識的朋友們，此次兩岸青年交流成果可謂非常豐碩。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 本研習營活動目的乃藉由團隊探索、文化與生活體驗、雙方青年

學子交流互動、城鄉造訪等多元活動，培養雙方青年互助、關懷、服

務的品格，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培育兩岸知識菁英成為未來溝通與合

作橋樑。從學員活動後的心得報告得知，學員表達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多為兩岸青年互動及建立彼此情誼部分。由此，此次接待校方安排多

位學生一路陪同參訪行程，的確為本研習營活動成功的一大因素。為

瞭解北方民族大學為何在暑假期間仍可號召多位學生擔任接待工作，

其表示遴選的接待學生將是明年互訪來臺交流的參加學員，這的確解

決以往接待陸方學生人數不足的困境，也建議日後接待校方可以此為

誘因號召學生共同參與交流研習營。 

（二） 此次交流目的地為寧夏回族自治區，當地飲食口味偏重辛辣，事

前雖已向學員表明飲食的差異，讓學員先有心理準備以及自備藥品，

然而到了當地，仍有多位學員發生飲食上的水土不服而拉肚子，當有

學員發生拉肚子情況，本會除了提供隨身攜帶藥品供學員服用，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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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於每日早餐時詢問各小組長，瞭解各組學員身體健康狀況，透過各

小組成員間通報，甚至即時掌握其中有一學員嚴重脫水情形而緊急送

醫院治療。由於此次學員多達 28 位，身為一位領隊，實難觀察到每位

學員狀況，遇到如此突發事故，建議發揮小組功能，建立緊急通報機

制，由小組長每日回報組員是否有異常現象，以能即時處理任何突發

狀況，確保學員的安全與健康。 

（三） 本次除接待校方北方民族大學外，同時也拜會寧夏回族自治區裡

的寧夏大學，其為中國 211 工程重點大學，一為民族大學，另一為綜

合型大學，不同性質的高等學校，於交流參訪過程中，發現到目前中

國大陸高等學校都欲積極與臺灣高校建立合作關係，本會先前曾居中

促成真理大學與交流參訪的陸方學校簽署合作交流備忘錄，建議本會

可持續於兩岸院校互訪期間適時扮演中介角色，促進兩岸大專院校交

流，為兩岸教育交流盡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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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1. 與北方民族大學校黨委副書記李曉寧先生互贈紀念品 

 
 

 

2. 與寧夏大學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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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方民族大學「中國多民族國情與民族政策」講座 

 
 

 

4. 學生聯歡晚宴一起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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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與寧夏大學進行學生交流 

 
 

 

6. 與寧夏大學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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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綜合心聲綜合心聲綜合心聲綜合心聲    

7 月 9 日這天，臺北的天空晴空萬里，彷彿為我們接下來的旅程，獻上真

誠的祝福，搭上中國東方航空的班機，我們一團 30 人，正式從熟悉的臺灣小

島，來到了有「塞上江南」之稱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在當地總共有超過

56 個少數民族，其中漢人占多數，回族次之，當地隨處可見的特色小吃，以及

富饒民族色彩的建築，再再顯示寧夏這地區，民族大融爐的代表，就這樣，懷

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我們下到了當地首都銀川。步出機場，印入眼簾的是當

地北方民族大學的老師們，及一同隨行的大學生，大伙簡單寒暄後，上了學校

的遊覽車，一路上觀察著窗外的景色，隨處可見的小土房子，工業發電廠，小

型核能廠，以及零零散散的小廠區，仿如宣告我們脫離喧囂的都市，來到了民

風純樸的鄉村地，大約一小時的車程後，我們來到了北方民族大學，校方招待

我們入住校方提供的接待會館，簡單換裝整理行李，隨即進行歡迎晚宴，兩岸

學生的交流就在餐會中開始對話，而彼此的情誼也正悄悄萌芽。(文蕭定恆) 

7 月 10 日第二天與北方民族大學進行交流，7 月 11 日第三天則是與北方民

族大學相隔一條街的寧夏大學進行交流，跟著北方民族大學的師生走過學校每

個學院，也看見各學院學生為我們準備的表演，讓我們看見他們的專業，及在

地族群文化特色，在寧夏大學也是如此，我們都在兩所學校認識寧夏地區、回

族文化，以及在中國各個族群大致分布，也說明目前的哪五大自治區，走在校

園裡，接待同學說學校有個地方是教不太會中文的少數民族同學學習中文的地

方，而在臺灣正好顛倒，我羨慕那些不會說中文的學生，我看見他們還抓著自

己文化的根，再看看身在臺灣的原住民，我們早就開始失去最根本的東西，我

們還強迫族人學族語，不斷在搶救自己的文化。在聽到他們擁有這樣的教學中

心，其實我好羨慕。這是我在那裡感受最深刻的事，而我們是如何看待自我族

群文化的態度‧（文朱心寧） 

7 月 12 日，經過兩天的學校交流行程，今日正要踏出校園，實地走訪寧夏

地區自然人文景區，第一站來到西夏王陵，走入中國五星級文化遺產地區，不

得不讚許以前駐地在寧夏的歷屆王朝與遺址，以「東方金字塔」著稱的西夏王

陵主要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幾乎保存最為完整西夏文化遺址，從西夏王陵園

區建築可以看見古時寧夏是個多元文化相互影響的地區，以一號陵墓的配置上



 14

可以看見受到佛教文化的影響甚遠，呈現漢族、党項族多元文化的交織的遺

址，讓人不得不去讚嘆以前建構王朝雄偉的氣魄。（文羅沛文） 

下午頂著炙熱的太陽，走入遊樂場般的鎮北西部電影城，它是一座分別為

明城和清城所組成的大型拍片場，在這座電影城裡拍攝出許多知名的好電影如

爆笑巨作:越光寶盒、甄子丹所主演的「錦衣衛」、還有大家耳熟能詳的「刺

陵」(林志玲和周杰倫所主演)等等，裡面各式各樣的場景讓我彷彿置身在古裝

劇或是電影的情節裡，進行各式各樣的角色扮演，真的會有「來時是遊客，走

時是明星」的感覺。（文郭芳瑞） 

接著來到寧夏赫赫有名的賀蘭山岩畫，圖文是人表情達意的工具，其功用

與語言相等。賀蘭山岩畫，就是寧夏回族自治區境內保存最特殊、會深遠的藝

術作品，受中國古代北方西戎、匈奴、鮮卑、突厥、党項及蒙古民族生活所傳

達的意象並看見中國古代民族失落的記憶。以臺灣原民族為例，南島民族是沒

有文字記載的民族，為一傳達意思只能夠過口傳來傳承文化。另外，南島民族

在呈現織布、刺繡皆會運用圖文來表達傳統生活型態或是神話傳說等意涵，以

泰雅族菱形紋、排灣族百步蛇紋、人形紋路及卑南族鋸齒紋、菱形紋等。在這

非文字傳承的語言底下，我們不得不去挖掘族群所繪製的文化價值意義。（文

羅沛文） 

7 月 13 日第五天來到銀川最令人驚豔的特殊地理景區沙湖，真的是一輩子

無法想像這個世界上竟有如此美妙的地理環境，湖中居然可以長出這麼多的蘆

葦，而且這麼大的湖泊旁邊竟然還有像是沙漠的地質結構。第一次在如此廣闊

的沙地裡行走、騎駱駝、滑沙、越野車等等，雖然太陽很曬，不過第五天了大

家都已經打成一片，不管是臺灣學生還是和北方民族大學的學生，我們一起騎

駱駝一起尖叫在沙裡打沙仗，擺好最帥最酷的姿勢等著拍照，那種和樂融融的

感覺是我最喜歡的。（文郭俊彥、張博凱） 

「天下黃河富寧夏，寧夏枸杞甲天下」此句話道出寧夏最著名的特產－枸

杞，寧夏當地有個方言：「寧夏有五寶，紅寶—枸杞，黃寶—甘草，黑寶—髮

菜，白寶—灘羊皮，藍寶—賀蘭石。」藉由參觀中國枸杞館，我們瞭解枸杞的

種類、營養成分、如何挑選及相關製品，正所謂入寶山怎可空手而歸，最後大

家盡興地採買伴手禮，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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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來到寧夏回族自治區裡，可一窺神秘伊斯蘭教的「中華回鄉文化園

區」，清真寺矗立在藍天白雲之間，有種莊嚴肅穆之感，偌大的圓頂建築是伊

斯蘭教的特色，我們換上伊斯蘭教的服飾進入清真寺內體驗禮拜，在「阿訇」

嘹亮誦經聲中彷彿能聽見伊斯蘭信仰原始的呼喚，環繞整個清真寺，這趟回鄉

之旅也揭開了我多年對伊斯蘭文化神秘的面紗。（文陳韻婷） 

7 月 14 日第六天，今天的行程是令人期待地前往車程僅約 1 個半小時的內

蒙古阿拉善盟， 我們參訪的左旗南寺又名廣宗寺，亦是藏傳佛教勝地，傳聞為

六世達賴滄央嘉措的最後歸宿。我並不熟悉這位多情詩人，但在群山環抱的寺

廟群中看著碑上關於他的事跡也不禁激動。只是更多時候，我僅是想繼續走在

正修繕的路棧上，看著騰格里跟賀蘭山，不想太多。那天下午去爬賀蘭山，大

汗淋漓後在草地上吹風，近山頂的風涼，吸入有些凜冽卻沁人心脾。晚上的晚

會激情無比，天候不佳沒有篝火，可烤全羊大餐及載歌載舞已足夠歡樂。我並

不因去到阿拉善就突然變成道地的蒙古人，但我知道血液中脈動著某種激情，

會在之後帶我走向草原，而我將不再愧於面對那血脈。（文白永馨） 

7 月 15 日第七天，前晚夜宿在阿拉善賀蘭山下的蒙古包，清晨裡，十九個

熬包矗立在賀蘭山腳，頭頂的青天才剛亮，腳跟下的河套平原光影迷離如海市

蜃樓，五彩的經幡隨風飄盪，每次的翻擺，都是一輪誦經、一心祈願。（文王

柏畫） 

行程走到了最後一刻，最後一天我們回到銀川，入住當地最熱鬧的地方，

晚上我們在飯店內準備晚宴，或許知道是最後一頓相聚的時刻，大家莫不卯足

全力，在舞臺上盡情表演，幾乎每人的壓箱寶都拿出來，大家盡情地享樂，要

把最後的美好時光全部都留在這裡，雖然隔天就要離開，大家依依不捨，但是

能夠藉由這次的交流中，學到很多，更是最重要的，能在最後一天裡展現自

我，讓我們在歡樂中渡過，讓彼此更加熟悉更美好。（文陳柏諺） 

7 月 16 日第八天，終於離別的時候還是到來，不捨的感覺馬上止不住淚

水，因為這跟在臺灣的朋友分別不同，臺灣很小，分別了很容易再見的，但在

大陸分別了，或許真得有可能會再也見不到，對我來說來參與這次的寧夏少數

民族交流營，最大的收穫是與這裡的學生相遇與認識，而有更深的情感，然而

寧夏的景色固然美，但我認為那只是讓我與他們相遇的理由，回憶的陪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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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真的想念這裡的人事物，會盡力維繫這段得來不易的情感，直到我們都長

大，直到我們都老去，還能談起那幾天，我們在寧夏的日子。（文郭彥甫） 

寧夏回族自治區8天的參訪交流，其實是很短的，短到還來不及適應當地的

食物，還來不及與新交的朋友徹夜談心，在這個濃濃中國特色的伊斯蘭社會，

賀蘭山腳下，這8天來是一連串還未回神過來的衝擊。我全程以極其放鬆悠閒的

心情參與，外表可以說有點像個來度假的，但內心卻迴盪著無數被激起的思

緒。這樣的思緒不在於對賀蘭山美景的敬畏，也不在於對回鄉文化園區華麗的

禮儀大殿的讚美，更不是對道道都香辣夠味的寧夏菜的上癮；這樣的思緒源於

北方民族大學這8天來接待我們的學生，源於我在寧夏認識的朋友們。(文彭郁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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