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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在全球化趨勢快速發展的今天，維護世界文化藝術之多樣性，鼓勵跨文化對

話與學習，促進多元族群和平共生的發展，已成為國際社群間共同關注的議題。

中華文化之累積已有五千年之久，又因台灣文化歷史發展中，有半數以上人口為

閩南人，與中國福建、廣東地區文化背景相似。故廣西、廣東針對文化藝術之保

存傳承及如何發揚光大有相當豐富之經驗值得我們觀摩與學習。 

    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受中華文化聯誼會之邀請，於 103年 1月 13-22 日，

赴廣西、廣東兩省重點發展之藝文單位交流參訪。此次辦理廣西、廣東藝文工作

考察參訪活動，主要目的係透過為期十天的參訪座談，增強對兩岸，特別是兩廣

地區在藝文政策發展之重點情勢，更希望透過座談的經驗分享，了解兩岸在藝文

活動發展所可能遭遇之困難及相對應對策略，希冀做為彼此在未來推動藝文活動

上的借鏡與經驗，並藉由該活動加深兩岸未來合作的契機與根基，達到順利推動

多元的文化藝術活動，持續傳播跨文化學習包容與尊重的理念，培養健全的世界

觀，共同營造和諧進步的公民社會。 

    此次參訪交流活動，由正修科技大學校長龔瑞璋領隊，其餘成員有國立中山

大學校長楊弘敦、中華科技醫事大學校長林金鵬及國立高雄大學、國立屏東教育

大學、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國立台灣戲曲學院等校之藝文中心主任等 20人組成。由於內地

文化部門各領導，非常重視本協會此次所組成之交流訪問團，因而給予極高規格

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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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紀要 

 
● 103年 1月 13日 (星期一) 

 

 參訪團早上 9點 30分於高雄小港機場集合啟程，搭乘 11點 20分港龍航空

KA433班機飛香港轉港龍航空 KA704於下午 15點 20分飛抵桂林，並由桂林

市文化局派員接機。 

 桂林市文化局領導於 18點陪同晚餐。餐敘中除針對兩岸藝文活動之推展經

驗交流外，該局對於所屬轄區內具有豐富的人文地理內涵頗感光榮，並急欲

推薦讓本團人瞭解。 

 
● 103年 1月 14日 (星期二) 

 

 桂海碑林博物館參訪 

1. 感謝博物館工作人員之介紹，讓我們瞭解到，原來桂海碑林,是由龍隱洞

與龍隱岩組成，石壁上大大小小的各種書法碑刻成林，故稱桂海碑林，

共有 120多件。 

2. 碑海的內容豐富，有詩詞、曲賦、對聯等。有些從唐宋朝就開始存在，

記載了桂林千年的經濟繁榮盛景。 

 

         
             參訪團由中山大學校長楊校長帶領於桂海碑林博物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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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市戲劇創作研究院觀摩演出並進行座談 

1. 先欣賞六段戲劇創作演出，內容有─廣西文場表演、傳統彩調劇、桂劇

折子戲等。 

2. 後針對桂林市戲劇創作研究院之戲劇傳承教育、課程、創作及市場推廣

等經驗討論及分享。 

3. 讓本團人員佩服的是，該單位在教育及推廣部份進行相當澈底。除政府

部門支持傳統藝術外，企業界也常藉由邀請其進行商演，進行實質之資

源贊助，成為其忠實觀眾。 

 

          
               參訪團與桂林市戲劇創作研究院觀摩演出並座談 

 

● 103年 1月 15日 (星期三)至 1月 16日（星期四） 

 

 廣西自然生態保護之參觀─銀子岩 

1. 透過解說員之介紹及導覽簡介得知，銀子岩貫穿於十二座山峰，屬層樓

式溶洞，現已開發約 2000米，分為下洞、大廳、上洞三個部分，彙集了

不同地質年代發育生長的鐘乳石，像銀子，又似鑽石，晶瑩剔透，實令

人驚艷。 

2. 特色景點數十個，以音樂石屏、瑤池仙境、雪山飛瀑〝三絕〞和佛祖論

經、獨柱擎天、混元珍珠傘〝三寶〞等為代表，讓我們領略到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被法國地質岩溶專家譽為〝世界溶洞奇觀〞。 

3. 藉由參觀，也理解到大陸對自然景觀之生態保護及休閒旅遊規劃方案之

完備。 

 龍勝自然景觀生態保護區之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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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透過解說員解說，龍勝自然景觀生態保護區位處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 

  部，是桂林市轄縣，位於桂林市西北部。中國第 2大梯田『龍勝梯田』,

此地聚居的多為壯族、紅瑤族、白瑤族。 

 

           
                       龍勝自然景觀生態保護區參觀 

 

 龍勝盤瑤民族風情表演欣賞 

1. 龍勝的瑤族主要分佈在泗水鄉、和平鄉境內，有人口 26000人。龍勝的

瑤族有紅瑤、盤瑤、花瑤三種，主要以服飾來區別，龍勝以紅瑤為主，

紅瑤因其紅衣服而得名。 

2. 紅瑤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婦女自古有儲長髮的傳統習俗，紅瑤嫂頭上   

的盤發，從結婚伊始留到今天，象徵著紅瑤嫂的富貴和美麗，象徵著瑤

族婦女生命的茂盛和吉祥。龍脊梯田景區的黃洛瑤寨號稱〝天下第一長

髮村〞。 

 

           
                           參觀龍勝盤瑤民族風情表演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1%82%E6%9E%97%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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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桂林地區，係藉由政府部門針對歷史文物、文化以及地理景觀的

保存及修復進行努力，再結合民間之觀光資源及企業界之支持，才能系統化傳承

並發揚光大。不僅提升藝術工作者之經濟收入，也直接促進地方產業之發展，並

往國際化方向邁進。這是值得學習之點。 

 

 

● 103年 1月 17日 (星期五) 

 
 前往廣西省省會南寧。 

 由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領導陪同晚餐，餐敘中領導表達出對台灣傳統文化

有高度興趣，若雙方強化交流，應可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 103年 1月 18日 (星期六) 

 

 廣西民族博物館參觀 

1. 廣西民族博物館是廣西第三個自治區級博物館，是迄今廣西展示面積最

大、設施較為齊備的民族文化專題博物館。 

2. 經由管內專員的解說，該館建設於 2003年啟動，位於邕江江畔、南寧市

青秀山風景區內，占地面積 130畝，總建築面積 30500㎡，還附屬有 60

多畝的廣西傳統民居建築露天展示園。 

3.其功能定位是以廣西 12個世居民族為主的各民族繁衍生存，融合發展的

社會發展物證、文化與藝術遺存、典籍及無形文化遺產及研究成果的調查

收集、收藏保護、研究展示和教育宣傳的專業性民族文化博物館。 

    

  
參訪團參觀廣西民族博物館與館方討論雙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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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1月 19日 (星期日) 

 

 陳家祠參觀  

1.經由專人導覽介紹及網上查閱維基百科得知，陳家祠是集嶺南歷代建築藝術

之大成的典型代表，包括前院、西院、東院及後院，佔地 15,000多平方米。

其建築深三進，廣五間，由 9座廳堂、6個院落、10座廂房和長廊巷組成，

建築中心是高達 14.5米的中進主殿「聚賢堂」。整個建築根據中國古建築

形式美的原則，把眾多大小不同的建築物巧妙地組合布局在平面方形的建

築空間里，前後左右，嚴謹對稱，虛實相間，極富層次。長廊、青雲巷使

整個建築四通八達，庭院園林點綴其中，形成各自獨立而又相互聯繫的整

體。 

2.陳氏書院的主體建築正門兩邊的外牆上有《梁山聚義》、《梧桐杏柳鳳凰群》

等 6幅大型磚雕；全院的門、窗、屏、牆、欄、樑架、屋脊等處裝飾中廣泛

採用木雕、石雕、磚雕、陶塑、灰 塑、壁畫和銅鐵鑄等不同風格的工藝，

雕刻技法既有簡練粗放、又有精雕細琢，上下呼應、相得益彰。 

3.具特色的還有第二進後側長廊上的柚木屏門雙面鏤雕，分別雕有歷代歷史故

事和民間傳說「三顧茅廬」、「赤壁之戰」等 20幅木雕，被讚譽為「木刻

鋼刀雕就的中國歷史故事長廊」。中路一、二進間的院子內有石欄桿鑲嵌

的鐵鑄雙通花欄板「金玉滿堂」、「三羊啟泰」。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9%88%E5%AE%B6%E7%A5%A0) 2014.01.30 

4.此點讓本團一行人，著實領略到中國傳統建築與工藝結合之美，此點正可以 

  運用於本系(傳統工藝、創意設計與建築整合)發展方向之重點參考。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參觀 

1.經由館內專業導覽介紹及詳閱館內印刷刊物得知，1983年發現的南越國第

二代國王趙眜之墓，是嶺南地區所發現的規模最大的唯一漢代彩繪石室墓。 

2.墓中出土文物一萬餘件，其中“文帝行璽”金印、玉角杯、錯金銘文虎節、

印花銅板模、平板玻璃銅牌飾等文物具有重大歷史、科學、藝術價值，集中

反映了兩千年前嶺南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內容。 

3.南越王墓是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重大考古發現之一，1996年被列為全國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正式對外開放的的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建築面

積 17400多平方米，主要展示南越王墓原址及其出土文物。博物館以古墓為

中心，依山而建，將綜合陳列大樓、古墓保護區、主體陳列大樓幾個不同序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2%AD%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F%A4%E5%BB%BA%E7%AD%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F%A4%E5%BB%BA%E7%AD%9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2%81%E5%B1%B1%E8%81%9A%E7%BE%A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2%A7%E6%A1%90%E6%9D%8F%E6%9F%B3%E9%B3%B3%E5%87%B0%E7%BE%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A8%E9%9B%9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F%B3%E9%9B%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0%96%E9%9B%9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9%B6%E5%A1%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1%B0%E5%A1%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3%81%E7%94%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9%A1%A7%E8%8C%85%E5%BB%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5%A3%81%E4%B9%8B%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7%8E%89%E6%BB%BF%E5%A0%8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9%E7%BE%8A%E5%95%9F%E6%B3%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9%88%E5%AE%B6%E7%A5%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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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空間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突出了遺址博物館的群體氣派，是嶺南現代建

築的一個輝煌代表，曾獲得六項中國內外建築大獎之肯定。 

4.博物館還設有楊永德伉儷捐贈的陶瓷枕專題陳列和不定期的臨時展覽。博物

館現藏陶瓷枕多達 400餘件，製作年代由唐迄民國，以宋、金為主，數量之

多、品質之精、窯口之廣在國內同類收藏品中均屬罕見。 

 
           參觀陳家祠。祠內外隨處都是傳統精湛之木雕、石雕、 

           磚雕、陶塑、灰 塑、壁畫和銅鐵鑄等不同風格的工藝， 

           雕刻技法既有簡練粗放、又有精雕細琢工藝作品。 

 

 參觀廣東大劇院 

1. 經由院內公關專員解說，廣州大劇院是廣州新中軸線上的標誌性建築之

一，坐落于珠江新城花城廣場旁，毗鄰中國新的金融中心城市、CBD總部

基地。 

2.本建築是由曾獲得“普里茲克建築獎”的英籍伊拉克女設計師紮哈•   

哈迪德設計，宛如兩塊被珠江水沖刷過的靈石，外形奇特，複雜多變，充

滿奇思妙想。而廣州大劇院的聲學設計大師，全球頂級聲學大師哈樂德•

馬歇爾博士，精心打造了廣州大劇院的聲學系統，使廣州大劇院傳遞出近

乎完美的視聽效果。 

3.廣州大劇院是目前華南地區最先進、最完善和最大的綜合性表演藝術中

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A8%E9%9B%9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F%B3%E9%9B%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0%96%E9%9B%9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9%B6%E5%A1%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1%B0%E5%A1%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3%81%E7%9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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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大劇院是目前華南地區最先進、最完善和最大的綜合性表演藝術中心 

 

● 103年 1月 20日 (星期一) 

 

 廣東粵劇院進行座談 

1. 於 1958年由原廣東粵劇團、廣州市粵劇團以及珠江、永光明、新世界、

東方紅、太陽升、南方、冠南華等幾個粵劇團合併組成。 

2. 廣東粵劇院歷史悠久，藝術力量雄厚，是粵劇界規模最大、水準一流的

表演藝術團體，是全球粵劇藝術生產的重要基地，被譽為粵劇的最高藝

術殿堂。 

3. 本次相當難得有機會，與該院專業一級演員進行交流與座談。除瞭解到

專業演員培訓不易與辛苦之處外，更提到邀請其來台進行表演之可能性

進行討論。 

4. 由於現代年輕人對傳統粵劇之瞭解不甚多，因此在推廣與教育方面，應

試著用讓其可以接受的表演形式去深耕與轉化，這也是兩岸可以合作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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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粵劇院為粵劇藝術生產的重要基地為粵劇的最高藝術殿堂 

 

    
參訪團與廣東粵劇院領導與專業一級演員座談 

 

 

● 103年 1月 21日 (星期二) 

 

 觀瀾版畫基地參觀 

1. 經由基地導覽員介紹，此版畫基地是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政府與中國美術 

   家協會、深圳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共同創建的“中國.觀瀾版畫原創產 

   業基地”的核心區，它集版畫創作、製作、展示、收藏、交流、研究、 

   培訓和市場開發為一體，以獨特的魅力與方式，將中國版畫的事業與產 

   業發展緊緊的連接在一起。 

2. 自 2008 年 5 月正式開放運營。此間也數次與台灣版畫藝術家如廖修平

等舉行聯展。我參訪團亦極力爭取台灣藝術家駐村創作的可能性及透過

藝文中心協會為平台策展於台灣各大學院校巡迴展出，以推廣版畫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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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瀾版畫基地參觀及座談。討論版畫藝術家兩地聯展 

 

 

 雅昌藝術館參觀 

經導覽人員介紹，該館座落於福田區彩田東，是深圳首個高品位、專業化、

多功能的文化藝術品展覽與交易服務中心。建築面積約 11000平米，展廳面

積近 6000平米。現代化的設計理念與濃厚的藝術氣息在這裏實現了完美的

融合。 

 
雅昌藝術館參觀及座談 

 

● 103年 1月 22日 (星期三) 

 
帶著豐富的交流經驗，自深圳搭乘大巴赴香港，搭乘港龍航空 KA456班機，

於 18:55自香港起飛，20:20抵達高雄。 

 

 



11 
 

心得與發展方向 
 

   本次參訪團為兩廣藝術文化深度之旅。 

此行前往時間，因適逢當地學校多已放寒假，所以行程安排上，以博物館、

文化古祠、劇場、劇院及名勝古蹟的考察與觀摩為主。藉由此次所安排的博

物館參訪，除了與相關主管機關及專業藝術工作者進行交流並深入座談外，

更讓我們看到兩廣之歷史民俗、藝術文化、自然人文發展和少數民族的珍貴

文物，更是體會到當地特殊的人文風情以及生活方式。 

綜上所述，此行使我方人員更加瞭解中國對於傳統藝術、古蹟保存及藝文

推廣的不遺餘力，並戮力讓更多外地人更瞭解文化內涵之努力。此行充分與

當地政府之領導，以及博物館主管、專業表演藝術工作者進行充分之交流，

然而，無與相關藝術學校之師生進行對話，以及參觀其軟硬體之資源與設施，

進一步洽談校際之間合作之可能性，實為可惜之處。 

 

本次考察，有下列幾點收穫可作為參考： 

 傳統藝術之保存與推廣，需政府、企業與民間聯手合作 

台灣在推廣傳統藝術，多數靠政府的補助款。惟從兩岸交流中得知，唯有向

下紮根，吸引來自不同領域的人利用業餘時間投入演出，並讓企業認養或藉

由商演的機會去推廣，才能讓這藝術綿延不絕的傳承下去。 

 兩岸聯手以創新方式，將傳統文化推向年輕族群及國際 

1.由於傳統戲曲之推廣，受限於需對中國文化、歷史、音樂與文字方面，有

相當深厚的涵養，始能瞭解。尤其若要推廣讓國外人士也能瞭解，難度更高。

2.建議此部份可邀請年輕學子加入，除請於語言翻譯上進行協助外，也能讓

其更瞭解自身之傳統文化，用創新之理念協助推廣之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