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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廣西行程本校參與成員為校長、影新學院許素朱院長、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顧

心怡副執行長、及助理簡妤珊。行程摘要如下： 

(一) 參觀馬鞍山市馬鞍山市最大的休閒廣場節慶公園與位於金山湖區域預備開發文創園

區的基地 

(二) 深入認識馬鞍山市的城市特色：走訪馬鞍山市城鄉規劃展示館，文化景點淩家灘遺

址、霸王祠景區(項羽紀念區)以及李白紀念館(采石磯)，乘車、乘船過長江，瞭解當

地的歷史、地理及人文特色 

(三) 考察馬鞍山市級專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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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次廣西行程本校參與成員為校長、影新學院許素朱院長、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

顧心怡副執行長、及助理簡妤珊。  

目的： 

(一) 參觀馬鞍山市節慶廣場與金山湖區域預備開發文創園區的基地。馬鞍山市政府邀

請中影股份有限公司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共同規劃一個全新的科技藝術文創園區，節

慶廣場是一個已完成的公園範例，希望藉由參觀當地公園為即將開發的金山湖文創園

區基地注入設計靈感。此行到金山湖文創園區基地現地評估地理條件和與交通狀況，

以利後續分析當地最適合的開發方式及設計方向。 

 (二) 深入認識馬鞍山市的城市特色： 

1. 參訪馬鞍山城鄉規劃展示館，瞭解馬鞍山的交通規劃和都市發展分區建設。 

2. 文化景點淩家灘遺址、霸王祠景區(項羽紀念區)以及李白紀念館(採石磯)，實地走訪  

   歷史故事發生的場域，以深入瞭解馬鞍山的歷史文化淵源。 

3. 以不同方式過長江─搭乘大型渡船及開車通過三十多公里的大橋，體驗當地的交通 

   建設。 

(三) 參觀馬鞍山市級專業學校(相當於臺灣的高職教育)，瞭解當地學校環境、硬體設備  

    及招生方式等，及未來學術合作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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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3 月 21 日 抵達南京祿口機場 

    起飛時飛機已誤點，到達南京祿口機場已將近晚上九點，馬鞍山經濟技術開發區

的黨工委李強書記接待，由南京到馬鞍山簡單用宵夜後入住市中心飯店。 

  

3 月 22 日 考察訪問馬鞍山市 

第一站 馬鞍山城鄉規劃展示館 

    參訪馬鞍山城鄉規劃展示館，館內的歷史紀錄、照片、模型、影片、動畫和文字

料清楚呈現馬鞍山獨具特色的歷史人文背景，因為地理條件而發展的鋼鐵工業，到今

天具規模的交通規劃和都市建設，還有未來逐步完成計畫中的分區發展。 

    城鄉規劃展示館的裡最大的陳列室是從挑高樓層三樓平臺看向對面整面牆壁的投

影牆，牆上播放城市規畫的影片，主牆旁邊是兩面 LED 城市地圖，而低頭看見的是整

個程是的縮小模型，當影片介紹每個區域的時候，該區域的地圖和模型同時會有燈光

亮起，影片、地圖和模型三者的同步資訊讓參觀者立即可以將訊息連結，利用科技和

將資料整合呈現在展覽空間，技術應用和展覽的安排設計都值得我們學習。 

 

第二站 節慶廣場 

    集城市防洪和休閒觀賞於一體的節慶廣場是採石河綜合整治一期工程的重要內

容，景區面積近 1.5 平方公里。建設內容主要是堤防加固、河道治理、道路，采西橋、

采東橋、公共廣場和園林綠化，博物館和藝術中心等，是馬鞍山市最大的休閒廣場。

廣場以採石河為中心，分為南北兩部分。北岸是活動中心，主要有廣場、親水臺階、

漫步道、水景及花卉園等，南岸以綠地為主，兩岸由木棧道和景觀橋連為一體。廣場

裝設各類燈具約 2000 盞，夜晚景觀燈開啟後，璀璨奪目。 

    實地參觀這個公園眼望去都是西式的公共傢俱和現代幾何造型的建築，燈光裝置

和親水圍欄等也有西方大型公園的影子，沒有中國庭院「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和自

然天人合一的氣質，也看不到馬鞍山的城市特色和傳統氛圍。這個是個美麗的公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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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存在哪裡都是成立的，沒有城市獨有的印記融合在公園設計的視覺語彙中，是感

到可惜的部分。 

 

第三站 馬鞍山文創基地 

    金山湖區域備開發的文創園區基地原來是農耕用地，原來的民用住宅現已拆遷。

基地有將近 40%的區域是河流經過，還有一窪窪灌溉用水塘和起伏的小山丘，目前留

有小面積的耕作植物和小樹。基地位置距離城市中心大約要一小時的車程，附近都是

剛剛要開始開發的區塊或是未來發展的預定地，尚未有人潮聚集，大眾運輸工具只有

公車但班次不甚密集，都市規劃中尚未有輕軌電車或是地鐵建設的計畫。 

    馬鞍山市政府期待將這個區域規劃為科技藝術為主軸的休憩文創園區，以科技藝

術做為設計亮點且是親民、大眾可參與互動的休閒場域。如何利用交通條件吸引鄰近

城市─如南京和蕪湖等周邊城市的遊客到馬鞍山來?如果運用現地的水資源打造舒適

的文創空間，並且將馬鞍山市的歷史人文特色融入整個文創園區的設計?對於這個基地

未來的可能性，北藝大和中影公司有許多想法將和馬鞍山市持續溝通達成共識。 

 

第四站 淩家灘遺址 

    1985 年，含山縣銅閘鎮淩家灘村一村民在埋葬逝世的親人時，挖出了很多像鋤頭

一樣的玉器，後經考古發掘發現，淩家灘遺址距今約 5300 年至 5600 年，是目前中國

考古發現的唯一一處新石器時代的遠古文明，為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實物例

證。淩家灘考古遺址公園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 

    我們去的那天遺址沒有對外開放。馬鞍山市政府有計畫將淩家灘遺址規劃為文物

公園，但目前尚未開始動工，現場只能看到兩個紀念碑，還有一間沒有開放的文物展

覽示(文物都已移至博物館保存)，附近還有許多民宅，未來規劃成文物公園勢必會面臨

居民的搬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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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站 霸王祠景區(項羽紀念區) 

    西元前 202 年西楚霸王項羽兵敗，自刎於此。當時就墓葬了項羽的“分裂之餘”即

殘骸和血衣，故稱“衣冠塚”。後人於此建亭祭祀，人稱“項亭”。霸王祠是為紀念西楚霸

王項羽自刎烏江而建的，歷史已相當久遠，位於馬鞍山江對岸的和縣烏江鎮。和縣，

隸屬安徽省巢湖市，古稱和州，同樣有著悠久的歷史。“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

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唯吾德馨”，這一出自《陋室銘》的名句盡人皆知，而劉禹

錫筆下那個“苔痕映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陋室就是他在和

州做官時居住的一個小巧、樸素的院落，如今這裡已經成了遊人們爭相光顧的景點。 

    霸王祠位在小山上，從山上可以看到平原上的民居和農作，還有殘留的古外牆。

走到中央建築祠之前經過大片草原，草原上有戲臺，往內走是地下墓道及紀念祠，內

陳列與像與有關的歷史故事，有雕塑像、字畫、碑林等，原來許多熟悉的成語和故事

都與項羽和劉備當時爭鬥的歷史有關，如至今在傳統戲劇舞臺仍不斷上演的霸王別

姬；還有馬鞍山的由來，正是項羽當時逃命到長江邊，認為愧對江東的家鄉父老所以

不願意一個人過江，將他的座騎烏騅馬託付給船夫隨即自刎江邊，有靈性的烏騅馬也

跳船自溺而亡，馬鞍落在江邊即是馬鞍山的由來。 

    景區規劃完整，走完整個景區對項羽的歷史收穫良多，即使只是到此散步欣賞風

景也是非常舒適宜人的休閒場域。但外面的戲臺似乎少有演出，如果能配合歷史故事

演出野臺戲，更能讓到此觀眾有不同感官體驗和情境記憶。 

  

乘渡輪過江 考察漁家樂 

   參觀霸王祠景區之後搭乘渡輪過長江，大型渡輪可以乘載大小客車甚至大型貨櫃車

都可以上船。乘船過江剛好是落日時刻，江邊大型採砂石機具都成了夕陽餘暉的剪影，

感受到城市入夜前的寧靜悠閒。 

    當晚受馬鞍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邀請，順道考察當地江畔漁餐，在漁船

上圍桌共享漁家當天捕來的海鮮，以漁家用傳統方式烹飪，雖沒有餐廳烹煮的精緻調

味和華美擺盤，但絕對是無可取代的在地特色。 

http://baike.baidu.com/view/547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98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5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5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69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69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69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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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 考察訪問馬鞍山市 

第六站 李白紀念館(採石磯) 

    采石風景名勝區歷史悠久，文化豐富，作為“長江三磯之首”的自然景觀代表采石

磯和以“詩仙長眠之地”聞名的人文景觀詩仙李白文化均具有代表性，人文景觀和自然

景觀有機結合，體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采石磯片區，以偉大詩人李白為靈魂，

以“大江繞絕壁，草聖伴詩仙”景觀為特色，以李白文化欣賞和江磯攬勝功能為主，戰

爭文化和宗教文化欣賞功能為輔的觀光遊覽區。 

    “采石”是一種含鐵沙成分的彩色石頭，正式馬鞍山基礎鋼鐵工業的原料。而在長

江邊的采石磯─陡峭山壁突出的平台，據傳是詩仙李白酒醉後看見長江上美麗的月亮

倒影，由采石磯躍下江水欲捉月，便在此長眠。當地景色之美由詩人撈月的傳說加持

更添瑰麗色彩。參觀采石磯景區沿著山壁的步道依山而行，景區的建築保留著古典式

樣，攀附山壁起伏而建，山岩、建築與江景協調呼應，不難理解為何詩人鍾愛此地。 

     

第七站  馬鞍山市級專業學校 

    參觀當地市級專業學校，學校離市中心約半小時車程，校舍剛落成不久，現代極

簡建築風格的校舍站地面積相當廣大，學校科系種類非常多，並且教學硬體資源豐富，

有操作練習和工作坊等設備齊全的實習空間，以動畫科系為例，學校裡面有自己的剪

接房、暗房和各種攝影器材和電腦設備，培養學生實際操作不宜餘力。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133/50526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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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大多數到中國大陸工作和旅行的經驗，對中國的印象是人口密度高、空氣品質差、

噪音極大、交通擁擠等，這次參訪的馬鞍山市相對於北京、深圳、香港、武漢等城市

舒適許多，人口密度較小，路上交通順暢沒有嚴重塞車狀況，居民步調較緩，整體生

活壓力也比大城市小，因為是一個正在轉型的城市，所以很多新開發的區域道路平穩

建築整潔，是個積極發展中的城市。 

 

    關於金山湖區域備開發的文創園區基地目前三方還沒有明確的想法，到現地場勘

後校長和中影公司認為應該保留原來有高低起伏的地貌，還有善用流水經過此區的水

資源特性來做規劃。在參觀馬鞍山市數個人文歷史景點後，我們瞭解到這個城市的文

化淵源是非常遠久並且優雅的，若能將歷史文人的經典故事結合戲劇、結合科技藝術

運用在文創園區規劃，讓各個地方來的民眾可以藉由互動體驗深入認識這個城市，這

是最好的文化推廣，也更能彰顯城市特色帶動周邊景點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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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月 22 日 考察訪問馬鞍山市 
馬鞍山城鄉規劃展示館  

 
圖 1 馬鞍山城鄉規劃展示館館方導覽              圖 2 馬鞍山城鄉規劃展示館不同時期的規畫 
 

 
 

 
圖 3 馬鞍山城鄉規劃展示館裡的動態影片、地圖    圖 4 城市規劃展示館裡的半球影院 
    和模型三者整合的城市介紹展區                            

 
 
 
節慶廣場  

 
圖 5 節慶廣場的水景設計                          圖 6 節慶廣場的親水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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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文創基地 

圖 7 整地中的文創基地                         圖 8 整地中的文創基地 
 
 
 
 
 
 
凌家灘遺址 

圖 9 未整理完成的凌家灘遺址                    圖 10 凌家灘遺址雖然未整理完成但是環境舒適 
                                                    且沒有觀光人潮 
 
 

圖 11 未開放的凌家灘遺址紀念館                 圖 12 凌家灘遺址裡的古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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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祠景區 

圖 13 景區草原，盡頭是戶外戲臺                圖 14 霸王祠景區邊緣漂亮的舊城牆 
      草地上隨處都可以是觀眾席       
 
 
 

圖 15 霸王祠景區一景                          圖 16 霸王祠景區主要入口 
 
 
 

圖 17 霸王祠景區一景                           圖 18 霸王祠景區項羽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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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輪過長江 

 圖 19 大型渡輪可以載各種大小的車子              圖 20 大型渡輪可以載各種小客車和工業卡車 
  
 

圖 21 渡輪上的長江夕陽                           圖 22 渡輪上的長江夕陽 
 
 
 
 
 

3 月 23 日 考察訪問馬鞍山市 

李白紀念館(采石磯) 

圖 23 李白紀念館入口                             圖 24 李白紀念館太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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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 李白塑像                        圖 26 李白紀念館太白樓 

 

  圖 27 李白紀念館太白樓後方                      圖 28 三元洞 內侍奉佛教神明 

 

 圖 29 詩人李白月下長江捉月的聯壁臺               圖 30 三元洞裡的”彩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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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市級專業學校 

圖 31 馬鞍山市級專業學校 壯觀的校舍              圖 32 馬鞍山市級專業學校 壯觀的校舍 

 

 

圖 33 馬鞍山市級專業學校 校舍還在擴建當中      圖 34 參訪一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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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的午餐邀請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