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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立故宮博物院明年為慶祝建院九十週年，擬與貴州省民族博物館合

作，引進其藏品之精尤，舉辦「貴州少數民族服飾」特展。雙方自今

年三月開始聯繫，已大致就展覽方向與展陳內容達成共識。八月間，

立法院孔文吉委員應邀率團赴黔，進行兩岸少數民族文化交流，特備

函商請指派相關人員隨行，接洽展覽事宜。馮明珠院長以孔委員對兩

院館合作策展事向即關切，遂指示由筆者與蔡承豪助理研究員同往，

洽談展覽舉辦與圖錄出版等具體細節。茲篇所錄，即籌劃「貴州少數

民族服飾」特展之緣起，雙方首次接觸，進行初步討論之過程，以及

筆者與貴州省民族博物館高聰館長面談之具體內容，併前往貴陽孔學

堂、西江千戶苗寨觀摩考察之所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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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參觀「履踪：臺灣原住民文獻圖畫」特展 

壹、參訪商洽之緣起與目的 
 

國立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故宮）典藏的圖書文獻踰六十萬件

冊，其關乎臺灣或臺灣原住民族之舊籍史料，為數甚夥。為方便學術

界參考研究，本院自民國八十三年（1994）起，特將院藏清宮檔案有

關臺灣之珍貴史料檢出，採編年體例，彙集為《清代台灣文獻叢編》，

先後出版《清宮月摺檔臺灣史料》、《清宮諭旨檔臺灣史料》、《清宮廷

寄檔臺灣史料》、《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料》，以及《清宮宮中檔奏摺

臺灣史料》、《清宮臺灣巡撫史料》、《軍機處奏摺錄副臺灣原住民史料

彙編》等大部頭套書。尤有進者，圖書文獻處在立法院孔文吉委員鼓

勵之下，於九十五年（2006）首度推出以臺灣原住民族為主題之「黎

民之初－院藏臺灣原住民圖檔文獻」特展，勾勒清季臺灣原住民族的

多元風貌、原住民族與漢族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清政府的開山撫番政

策等。由於展覽頗獲好評，本院於其後之「奉天承運－清代歷史文書

珍品」或「古籍與秘檔－院藏圖書文獻珍品」常設展覽中，均規劃專

區，展陳若干檔案史料，介紹臺灣原住民族風俗民情的點點滴滴。 

 

案孔文吉委員曾擔任臺北市政府原住民委員會主任委員，對臺灣原住

民族之生存發展向極重視；自二○○五年起擔任立法委員迄今，所關

注之民族事務層面益見廣闊，已及於兩岸少數民族之文化交流與合

作。近年來，孔委員多次受邀赴貴州訪問考察，對於當地少數民族的

多元文化內涵及服飾刺繡印象深刻，每欲將之介紹予國內同胞，期以

厚植兩岸民族情誼。民國一○○年（2011），孔委員擔任立法院教育

暨文化委員會召集人後，即不斷建議本院拓展臺灣原住民族展覽內

容，並研究辦理中國西南少數民族服飾展覽之可能性。對於前者，圖

書文獻處特於去（2013）年歲杪擴大辦理「履踪：臺灣原住民文獻圖

畫」特展，「以院藏古

籍、檔案、輿圖、畫卷、

契約文書為主，搭配商

借自中央研究院歷史語

言研究所、國立臺灣博

物館、國立臺灣圖書

館、國立臺灣歷史博物

館，以及北京故宮博物

院的相關圖畫文獻」，1

「引領觀眾深入了解臺

灣早期的風土環境、部落分布、風俗物產、文教信仰、衝突競爭及開

放山禁等措施」。2至於後者，本院馮明珠院長以為，一○四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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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建院九十週年當為推出中國西南少數民族服飾展覽之最佳時

機，復指示由圖書文獻處承辦。筆者受命，旋即商請同仁針對中國大

陸相關文博單位展開典藏調查，嗣獲得北京民族文化宮博物館、中央

民族大學博物館，以及南京博物院等單位積極回應，願共襄盛舉，全

力促成。馮院長與圖書文獻處同仁思之再三，認為籌備展覽以作業單

純化為宜，且足以呈現中國西南地區少數民族服飾特色者，非雲南與

貴州二省之民族博物館藏品莫屬。幾經聯繫，雲南民族博物館以館舍

整修已近完成，重新開放再即，明年將無法出其藏品菁華參展。另一

方面，今年年初貴州省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吳軍主任來院訪問，本院

何傳馨副院長特於會面時正式提出借展建議，請求協調所隸之民族博

物館參展。吳主任當即首肯，表示將溝通研議。 

 

今年三月中旬，筆者與貴州省民族博物館高聰館長取得電話聯繫，約

略簡報展覽構想，並勾勒明年五月開幕前之籌辦工作進程。高館長聞

之頗為振奮，允諾將儘速備妥展覽方案。五月初，貴州省民族博物館

策展同仁研擬完畢，高館長特將「貴州少數民族服飾」展覽方案寄達

供參。究其內容，展覽計分緒論、服飾大觀、服飾工藝、服飾呈現的

族群性格、歷史遺風、服飾故事等單元；展出內容除服裝飾物外，亦

包含圖片、影音材料。筆者與承辦人蔡承豪助理研究員瀏覽後，認為

架構頗稱完備，各單元自成體段，又彼此互為關聯，陳列室內具體呈

現當極富教育性；所惜實物展件似多為現代作品，恐與本院陳列室內

歷史文物展覽之調性有所出入。經溝通說明，高館長同意加重歷史服

飾比例，並將重擬展件清單，附年代、尺寸、保險金額等文物基本資

料。七月中旬，貴州省民族博物館完成展件重選、複選，所得凡二二

一件套，多為清代以迄二十世紀中葉前之件；經納入的民族包括苗

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以

及瑤族、壯族、畬族、毛南族、仫佬族、蒙古族、滿族、羌族等。高

館長特附函說明：清單「還是一個草案，無論從展品最終的選定以及

展示方式、展示方法以及文字、圖片、影像等，均還在更深入的細化

和完善」。 

 

約莫同一時間，本院接獲孔文吉委員國會辦公室專函，謂將於八月十

日迄十七日率團赴黔，「進行兩岸少數民族文化交流」，望故宮「指派

相關人員隨行」，洽商貴州少數民族服飾及文物明年來臺展覽事宜。

馮院長隨後指示由筆者與蔡承豪助理研究員同往，商洽展覽具體細

節。她亦表示，屆時將另備專函，由筆者遞交黔省各相關領導，說明

本院立場，請渠等通力支持：（一）貴州省民族博物館借展品自起運

以迄返還之「牆到牆」藝術文物保險，由黔省辦理，並負擔所有費用；



 3

貴州民族文化宮—貴州省民族博物館 

「貴州古生物化石」特展陳列室一景 

（二）借展品之內外包裝，以及運達臺灣桃園機場前之陸空運輸，由

黔省擇定妥適之包裝運輸商家辦理，並負擔所有費用；（三）借展品

運抵臺灣，自桃園機場至故宮之來回陸運，以及展覽之美工設計、圖

錄導冊出版、文宣活動、文物安全維護、黔省貴賓入臺手續及落地接

待、開幕酒會等相關費用，由故宮負擔；（四）貴州省民族博物館佈

展人員之差旅、住宿、工作費用等，亦由故宮負擔。八月八日，馮院

長特安排立法院行程，向孔委員說明上述原則，盼協助促成。 

 

貳、參訪及研商過程 
 

八月十日中午，筆者與蔡承豪

助理研究員隨孔文吉委員及

其少數民族文化考察交流訪

問團啟程，下午三時許飛抵貴

陽郊區之龍洞堡國際機場。貴

州省委臺灣工作辦公室代玲

副主任等接機，與諸團員相互

致意，略作寒暄後，即引領搭

車進城，赴貴州省民族博物館

參觀，瀏覽「貴州古生物化石」

及「貴州民族風情」二項展

覽。 

 

案貴州省民族博物館為一非

營利之新興文博單位，籌建設

計始於二十世紀八○年代，五年前（2009）正式對外開放，係「貴州

省對民族文化遺產進行搶救保護、收藏展示、宣傳教育、科學研究和

開 發 利 用 的 重 要 機

構」。館舍位於貴州民族

文化宮，藏品踰一萬四

千件套，內設管理、社

教、研究、陳列、保管

等部門。 3陳列室共三

層，面積約七千平方公

尺；二樓為臨時特展

廳，三樓用於「貴州民

族風情」常設展覽，二

十四樓則為「少數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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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民族風情」特展陳列室一景（貴州省民族博物館提供） 

「貴州民族風情」特展陳列室一景（貴州省民族博物館提供） 

文物精品」展區。

貴州省民族博物館

館齡雖淺，歷年推

出的專題展覽如

「 民 族 民 間 剪

紙」、「貴州省農民

畫」、「陳白秋園木

藝術」、「王少豐剪

紙撕紙藝術」、「黔

風絢麗—侗族畫家

楊思藩」，又如「似

雪銀花—貴州、廣

西、湖南三省區苗族銀飾」、「儺魂神韻—中國儺戲儺面具藝術」、「飾

美人生—苗族銀器的傳奇」等，皆頗獲好評。其中，「儺魂神韻—中

國儺戲儺面具藝術」更贏得今年「全國博物館十大精品陳列」之優勝

獎項。 

 

下午五時，貴州省

民族宗教事務委

員會特別於民族

文化宮七樓安排

了一場黔臺少數

民族文化交流座

談會，由吳軍主任

主持。貴州省民族

宗教事務委員會

劉暉副主任首先

說明貴州民族文

化之傳承保護情

況，介紹黔省相關單位秉持「口傳心授、人在藝存、人亡藝失」原則，

從事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挖掘搶救、創辦各民族文化保護委員會、設

立少數民族傳統體育基地、民族文化進入各級校園、評選省級藝術之

鄉，以及組建專題與生態博物館、推動少數民族文化保護立法、編輯

出版《貴州民族文化大觀》系列叢書、贊助貴州世居民族傳統文化研

究等九項具體作為與成果。高聰館長隨後簡報貴州省民族博物館自徵

集第一件文物以迄今茲的發展進程，特別強調創建初期缺乏明晰任務

導向，以及一年後確立工作目標間之博物館定位轉折。對於貴州省民

族博物館不斷與國內外友館合作交流，據黔省地域及民族特色，籌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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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類展覽五十餘項次，促使「貴州文化走出去」，並「獲得博物館界

的高度評價與認可」，高館長極感自豪，相信全館已「走上了一個嶄

新的臺階」。他表示，貴州省民族博物館在走出去的同時，亦積極引

進「其他各地域各民族的優秀展覽」，期使文物展陳能加深各族民眾

「相識、相知，從而促進各民族間的團結和繁榮進步」。高館長最後

預告：貴州省民族博物館正規劃另一項大型常設展覽—「貴州世居民

族歷史文化」，陳列所佔面積約五千平方公尺，預定後年（2016）推

出。 

 

繼之，孔文吉委員以身兼臺灣原住民生存發展協會理事長，特就臺灣

十六支原住民族的人口組成與地域分佈略作介紹，加深黔省與會人士

的瞭解。他指出，臺灣原住民概分為原住民族與平埔族；前者尚「保

有自己的語言、風俗習慣和部落結構」，後者則「多已失去原有的語

言和習俗」。尤其甚者，當今社會工商發達、交通便利，原住民族正

面臨許多險峻的現代化問題，如部落社會結構的逐漸式微、傳統農業

與產業的不振、青壯年齡人口大量外流等。對於貴州省各級政府為維

繫少數民族傳統文化所作的努力，孔理事長印象深刻，認為可資借鑒

學習之處頗多。另一方面，他憶及近年率團訪問黔省，特別「驚豔於

貴州少數民族豐富多元之民族文化」，是以對故宮與貴州省民族博物

館的合作期望甚高，相信是明年臺灣文化界「年度盛事」。孔理事長

以「貴州少數民族服飾」係故宮遷臺後首度推出之大陸少數民族文物

展覽，請求「貴州省產、官、學界 … 重視，並予全力支持」，使臻

順利成功。最後，筆者就本院典藏源流、展覽籌辦、遊客參觀等項進

行簡報，指出：（一）故宮承襲宋、元、明、清四朝宮廷收藏，藏品

主體匯集了北平、承德、瀋陽三處清宮文物；（二）院藏文物由器物、

書畫、圖書文獻三處管理，各類常設展覽與專題特展亦由三處自行規

劃；（三）故宮列名全球十大最受歡迎博物館之一，年度參觀人次已

突破四百五十萬，來自中國大陸的遊客佔百分之四十三。外此，筆者

亦簡述中日戰爭期間故宮與黔省的歷史淵源。案蘆溝橋變起，本院文

物西遷避寇，曾將稍早參加英國倫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之借展品八十箱貯置於貴陽

以西安順縣南門外讀書山下華嚴洞，自二十八年（1939）元月以迄三

十三年（1944）歲杪，長達六載；且曾提選其中文物菁華，於三十三

年四月假貴州省立藝術館舉辦書畫展覽會，鼓舞抗戰民心士氣。正因

此層關係，筆者特別強調，故宮與黔省文博單位合作尤具意義，而明

年的「貴州少數民族服飾」更將是本院首次在正館陳列室舉辦的非院

藏服飾展覽。對於貴州省民族博物館高聰館長以次諸同仁為展覽規劃

所付出的心力與時間，筆者一併致謝，並盼此番來黔研議展覽籌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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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溪濕地公園一景 

圖錄編印得獲具體成果。 

 

貴州省委常委兼統戰部長劉曉凱總結黔臺少數民族文化交流座談

時，對於孔理事長組織少數民族文化考察交流表示歡迎，並望逐年賡

續辦理，深化雙方瞭解，促進兩岸同胞血脈相連的情感。明年貴州省

民族博物館赴臺展覽係落實海峽兩岸民族文化交流的重要活動，他期

盼臺灣民眾透過展覽，對貴州少數民族多彩多元的文化內涵獲致進一

步瞭解。會後，臺灣原住民生存發展協會秘書長陳秋月女士與貴州省

委臺灣工作辦公室代玲副主任簽署合作備忘錄。筆者則將馮院長專函

分交劉曉凱常委、吳軍主任、高聰館長，請渠等全力促成。 

 

十一日上午，貴州省

委臺灣工作辦公室安

排交流訪問團赴貴陽

市郊的花溪濕地公園

考察，筆者與蔡承豪

助理研究員隨行。花

溪濕地公園係貴州省

首座國家級城市濕地

公園，佔地近萬畝，

所見濕地、植物類型

多樣多元。園區內水

生植物繁茂，各處綠

意盪漾，多為原始生

態形貌，故而空氣清新，素有「貴陽之腎」美譽。4據瞭解，花溪城

市濕地公園主管機關非常重視「人類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堅持「重

在保護、生態優先、合理利用、良性發展」原則，嚴格執行保護管理。

濕地公園之保護區為貴陽市民飲用水的主要水源所在，禁止各項人為

活動；公園休閒區則為遊憩場所，開放民眾休旅觀光。5貴州省臺灣

事務辦公室陪同人員沿途介紹，稱花溪濕地的生態水凈化工程頗有可

觀，亦極符合環保要求。他指出，附近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廢水經收集

後，置於生態凈化池，處理所得之凈化水可即用於園區灌溉及景觀蓄

水。所惜參訪時間有限，諸團員無緣親往考察。 

 

十時三十分，交流訪問團步行抵達座落於花溪濕地公園中段董家堰之

孔學堂。案孔學堂係民間企業捐資人民幣十五億元興建，繼由政府整

合各項資源，接手經營的公益性文教單位，前年（2012）九月二十八

日落成啟用，嗣於去年（2013）元旦正式對外開放。據導覽人員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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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學堂六藝學宮內幼童書法訓練課程 

孔學堂大成殿前巨型孔子造像 

學堂全區佔地一三○畝，建築物總面

積踰二萬平方公尺，整體設計呈現漢

唐建築風格。孔學堂係一教育推廣、

講習培訓、學術研究機構，成立宗

旨、社會功能與一般孔廟大不相同。

第一期教化區主要建築包括大成

殿、杏壇、明倫堂、六藝學宮、奎文

閣等，除展示儒家聖賢塑像、禮樂器

用外，亦運用電子多媒體科技，介紹

儒家傳統文化活動、歷朝代表性人

物、經典著作等。另孔學堂管理委員

會亦經常舉辦國學、儒學公益講座，

推出中小學生六藝培訓課程，並規劃

成人禮、開筆禮、漢唐婚禮等系列民

俗活動，使社會民眾得親炙儒家文化形於外的面貌與存乎中的內涵。

第二期國際研修園正修築中，預計今年內竣工。屆時，園區內之數位

圖書館、學術演講廳、研究室，以及教授與博士生寓所等設施，將開

放海內外中華文化研究學者、研究生申請，免費使用。 

 

參觀完畢，孔學堂

管理委員會特別

於六藝學宮舉辦

教育工作交流座

談會，由蔣星恒主

任主持，邀集多位

貴陽市中小學校

長，與孔委員及交

流訪問團之教育

界 團 員 交 換 意

見。雙方交流的重

點，多為中小學教

育中的傳統文化

課程，以及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具體作法。會後，貴州省委李軍副書

記設宴款待孔委員及交流訪問團一行。席間，筆者特將馮院長專函送

交，並就本院與貴州省民族博物館合作事略予說明，請其支持。 

 

當日下午，孔委員及交流訪問團循既定行程，前往富士康第四代綠色

產業園參訪。筆者以此行任務在洽商貴州少數民族服飾展覽事宜，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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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孔委員請示獲准，偕蔡承豪助理研究員脫隊，赴貴州省民族博物館

與高聰館長會面。 

 

博物館界籌辦展覽的過程大致相仿，惟各博物館因目標導向不同，觀

眾結構互異等客觀因素，具體作法或互不相師。本院與貴州省民族博

物館並無合作前例，彼此之間瞭解有限。因此之故，筆者與高館長見

面寒暄之後，即將本院各處自選題、研究、選件、撰文，以迄設計、

佈陳、教育、推廣的嚴謹展覽籌劃過程詳予說明，亦述及展覽圖錄與

導覽手冊之編輯、英譯，以及校印、出版。高館長以其館內若干作法

略見差異，是以不時提出問題（如展示櫃種類與型制、文物數位攝影

之解析度、文物拍攝方式與拍攝角度、細部特寫攝影處理等），筆者

與蔡承豪助理研究員則據圖書文獻處實務經驗逐項回答，間亦輔以器

物、書畫二處業務實例。對於明年「貴州少數民族服飾」展覽，筆者

特將陳列室平面圖與現狀照片交付高館長，供其策展同仁參考，並盼

渠等自前此提供之二二一件套清單中再予精選；復告以本院屆時亦將

以貴州與西南少數民族相關之圖書文獻與圖繪藏品搭配展出，增益展

陳內容。另高館長建議由貴州省民族博物館提供相關多媒體影片及少

數民族節慶服飾之背景照片，同時於陳列室播放展示，以深化參觀民

眾瞭解。 

 

圖錄編輯部分，筆者告以本院相關研究人員闕如，各單元與展品說明

文字之撰寫必須仰賴貴州省民族博物館專業同仁；復特商請其館內研

究人員撰寫專論三至五篇，簡介十七支世居少數民族服飾之遞嬗源流

與文化特色，期使讀者在空間與時間上知所定位。又筆者以本院常配

合當期展覽於《故宮文物月刊》製作介紹性專輯，故建議高館長及相

關同仁為之撰文三至五篇，各以五千字為度，並附高清彩圖，以通俗

文筆介紹重要藏品與展覽內容，藉收推廣之效。文字內容部分，筆者

特針對兩岸用字遣辭之文化差異，商請高館長以次諸同仁同意，本院

在不更動原文架構與內容之前提下，得根據臺灣慣用語法，略作文字

調整。 

 

高聰館長坦言，貴州省民族博物館藏品數位化工作起步較晚，現有影

像將難符合本院要求，故將儘速安排重新攝影，望於十一月底之前完

成。至於展品清單，高館長承諾將再詳予檢視，並據本院陳列室面積

現狀，於十月間提供；展覽總說明、各單元分說明、展品介紹等，亦

將於十月底前交寄。筆者另就文字外文翻譯作業提出說明，謂本院為

兼顧外籍遊客需求，並肆應國際化趨勢，對於陳列室及圖錄之各項說

明，均採中英文對照方式，故爾請求高館長計入英譯期程，務必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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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數民族文物精品」陳列室一景 

西江千戶苗寨遠眺

完成撰寫，將所有文字寄下。 

 

討論完畢，高聰館長旋

即安排筆者與蔡承豪

助理研究員赴二十四

樓「少數民族文物精

品」陳列室參觀。室內

環境雅潔，所展陳之文

物俱為貴州省民族博

物館館藏菁華，平時少

對外開放，是以獲准入

內觀覽者，每能不受干

擾，詳細考察貴州少數

民族服飾刺繡之精絕

工藝技法。繼之，高館長又引領筆者等赴其館內閉架圖書室參觀，瀏

覽其珍藏之《水書》。案《水書》係以水族傳統象形文字書寫，記述

其先民天文、地理、宗教，以及民俗、倫理、哲學等思想之歷史文獻，

由水書先生代代相傳。全文由右至左直行豎寫，無標點符號；除水書

先生外，一般人無從解讀，遑論探究文字內容。 

 

最後，高聰館長建

議筆者前往貴陽

東南方約二百公

里處之西江千戶

苗寨考察，瞭解苗

族生活及服飾形

態。他表示，西江

千戶苗寨距離較

遠，來回車程約六

小時，貴州省民族

博物館可籌謀交

通，並請專人陪

同。筆者以西江苗

寨素富盛名，且高

館長邀約懇切，遂表樂於接受，悉聽安排。 

 

十二日，筆者與蔡承豪助理研究員一早出發，抵達西江千戶苗寨已近

中午。當日陰雨連綿，沿途步行所見穿寨而過之白水河，自山區奔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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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寨居民迄今仍使用之媒球 

 
西江苗寨吊腳樓 

而至，水勢極為湍急。西江苗寨位於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雷山縣，

近凱里市，由十餘座自然村寨以青石板路串連而成，是目前中國最大

的苗族聚居地。案官方統計，西江苗寨住有一千四百餘戶人家，故有

「千戶」之名。6 

 

西江苗寨地處

河流谷地，四面

環山，重巒疊

嶂，梯田依山順

勢向上延伸。居

民在此刀耕火

種，生活自給自

足。由於與外界

聯繫有限，寨內

經濟發展速度

緩慢；苗族千百

年來代代傳承

的生活形態與

文化習俗因而

得獲保存，延續迄今。隨行陪同的貴州省民族博物館同仁指出，寨內

苗族的生產、婚喪、節日、生活、藝術、信仰等傳統習俗皆頗有可觀，

係苗族民俗發展史的露天博物館。苗寨住居皆為古樸的灰褐色杉木吊

腳樓，依山而建，櫛比鱗次，向兩側展開，連綴成片，氣勢甚為雄偉。

吊腳樓係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建築格局大致為上下三

層，二層堂屋外置涼杆，屋頂青瓦均一色。常人居住於內，頗感清涼

舒適。據瞭解，每日黃昏，吊腳樓經夕陽照射，襯以黃紅的楓樹與湛

青的河水，寨區呈現一

片金黃色的田園風光；

夜晚時分，千家萬戶燈

火通明之後，更成為無

垠無涯的燈海，遠眺極

其壯觀。 

 

一九八○年代初，西江

苗寨經貴州省人民政府

審定，列為民族風情旅

遊景點。7目前，寨區之

觀光事業由西江千戶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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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苗寨博物館一景 

寨旅遊發展有限公司操辦，除置備觀光巴士，開通民俗商品購物大

街，亦提供客棧旅宿、苗族青年男女傳統歌舞及古曲歌唱表演等服

務。為使苗寨各村落不受干擾，白水河岸設有觀景台，方便遊客遠距

觀察苗族生活面貌，欣賞寨區夜間景觀。案中國大陸官方旅遊數據，

西江苗寨國內外遊客人數呈現逐年成長趨勢。8筆者往訪當天為週二

工作日，雖雨勢不斷，來自各地的遊客仍絡繹於途，信步觀覽。購物

大街人山人海，商家之內顧客不斷；而手提行李箱件，欲留宿過夜，

欣賞燈海美景者，更不知凡幾。 

 

筆者當日瀏覽時間原即

有限，兼以距離遙遠，

且大雨滂沱，路面濕

滑，致無從深入苗族聚

居村寨，考察其原始生

態文化及建築特色，亦

無法親炙其傳統服裝、

銀飾、刺繡製作工藝。

吾等由貴州省民族博物

館同仁安排，體驗當地

傳統飲食習俗，並入西

江苗寨博物館略事瀏覽之後，即搭車賦歸，返抵貴陽已晚間六時許矣。 

 

次日一早，筆者與蔡承豪助理研究員搭機返國，於中午時分降落桃園

國際機場。 

 

參、參訪心得、建議 
 

此番係筆者首次造訪貴州，內心頗為興奮，亟欲一窺明萬曆年間地理

學家王世性所稱「天無三日晴，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地區的真

實面貌。誠然，貴州地處中國西南部高原山地，境內重巒疊峰，相續

不已，歷史上工商經濟發展自來滯後，交通發達程度亦不及中原及沿

海諸省。不過，自中國大陸於本世紀初開始全力推動西部大開發政策

以來，黔省各項基礎建設快速起飛，經濟產業體制益趨完備，與東部

地區的發展差距正逐漸縮小。9由今日貴州急起直追的成長態勢觀

之，王世性形容窮山惡水之鄉的文字已未必全然真確。以省會貴陽為

例，現代化商業大樓、新款私家轎車、名牌服飾精品與電子通訊商品

店家、高級餐廳酒樓舉目可見，街上購物人潮亦且洶湧，民眾生活顯

已臻小康境界，不再「人無三分銀」。其次，貴州「以公路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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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陽市區夜景 

鐵路、水運、航空並舉」

的交通基礎建設亦正

蓬勃發展，全省高速公

路網已漸次修築完

成，貴陽市區地下鐵路

網即將完工啟用；與其

他省份主要城市相連

接的高速鐵路幹線，則

將自今年起陸續通

車。10省會郊區的龍洞

堡國際機場現為中國

大陸大型繁忙機場之一，11其餘六、七座民航機場的客運吞吐量正逐

年上昇。12現代交通輸運技術的發達，顯已克服高山阻絕，使「地無

三尺平」的地形限制不復存在。再次，「天無三日晴」使得貴州全省

雨量充沛，造就了貧瘠地貌上的草木旺盛景觀。案中國大陸土地遼

闊，森林資源少，致全國森林覆蓋率甚低，平均尚不及百分之二十二，
13然黔省一地即近百分之四十二。14由於多陰雨天，貴州四季氣溫變化

不大，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氣候相當宜人。15據相關報導，於二十

世紀中葉之後遠赴貴州支援三線建設的其他省份人士最終多不願離

開，而「最捨不得的，就是貴州的氣候」。16 

 

全力從事基礎設施建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調整社會產業結構，積

極擺脫「欠開發、欠發達」省份刻板形象之外，貴州對於開展文化社

教事業、弘揚少數民族固有文化亦不遺餘力。一方面，全省博物館、

紀念館、圖書館、檔案館，以及文化館、群眾藝術館、鄉鎮文化站數

量逐年增加；17另一方面，貴州省委省政府更設置民族文化工作專責

單位，如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少數民族語言文字辦公室、少數民族

古籍辦公室等，由各地分支機構進行少數民族文化之蒐集、整理、維

護、傳承。18其中，最能將發揮文化社教功能與傳揚少數民族文化兩

項使命相結合，進而體現民族文化核心價值，促進族群文化認同的建

設，當係貴州省民族博物館的創辦。 

 

貴州省民族博物館館舍高朗宏偉，設備完善，典藏與展覽以呈現貴州

世居十七支少數民族之文化風情為主軸。在高聰館長與專業同仁週延

規劃下，各陳列區之佈置頗為高雅精緻，展示內容亦各類咸備，豐富

多采。全館自組建完成，正式對外開放迄今，雖僅區區數載，然其蒐

羅之服裝、銀飾、刺繡等藏品質量兼備，最足體現貴州各少數民族服

飾文化特色。本院為慶祝九十年院慶，擬於明年與之合作，引進其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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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菁華，介紹貴州少數民族服飾之真善美盛，將係兩岸文化活動之又

一盛舉，亦必能拓展臺灣觀眾對中國西南少數民族生活形態之文化視

野。 

 

至於筆者此行參訪觀覽的貴陽孔學堂與西江千戶苗寨，皆各富特色，

而其經營宗旨尤可資我國相關教育觀光單位借鑒學習。其一，貴陽孔

學堂係一所處處展現漢唐建築風韻的文化教育機構，以傳承、弘揚中

華道統為宗旨，不僅是尊孔崇儒的廟堂，更是講學培訓的學堂。孔學

堂由民間集資興建，政府接手經營。建築外觀恢弘大氣，入口之孔子

行教像巍然肅穆，各殿堂或頌讀之聲瑯瑯，或撫琴之音悠揚，傳統文

化氣息極為濃鬱。學堂之教化區自去年元旦正式對外開放以來，已辦

理踰一百場次公益性國學、儒學講座，開設之幼童琴棋書畫免費訓練

課程更獲得貴陽各中小學熱烈回應，紛紛安排學生前往學習，顯見貴

州一省在積極推動物質建設的同時，猶不忘傳統精神文明之復興與傳

承。 

 

其二，究其性質，西江千戶苗寨與此地南投縣九族文化村之原住民部

落區相似，俱為觀光旅遊景點，亦皆以彰顯少數民族各項文化特色為

目標。前者四面環山，吊腳木樓依山勢而建，層層疊疊，又連綿不斷，

保留了苗族聚居的原始形態，極富觀賞與研究價值；後者則多臺灣島

內各原住民族傳統住屋之現代複製品，輔以各式身著仿造服飾之人

偶，既無古色，更無古意，較難呈現早期原住民族生活實況。再就經

營導向而言，西江千戶苗寨係一寓文化歷史考察於旅遊觀光之所在，

亦為認識苗族傳統建築之最佳場景。反之，九族文化村原住民部落區

則已成為主題遊樂園區；遊客沿途所見，俱為當代產物，斷難攄懷舊

之蓄念，發思古之幽情。 

 

臺灣與貴州俱為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地區，少數民族佔總人口一定比

例。兩地政府對於少數民族的社會福利、生活安全、教育訓練、就業

選擇、衛生醫療、政治參與等物質權益，均力予保障，期以提昇其社

會競爭力，縮短與非少數民族人口之生活水準差距，達到各族群平等

共榮的境界。在非物質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方面，雙方各級政府所圖

落實的具體方向，如創設少數民族社區學校、開辦少數民族母語教

學、成立少數民族文化活動中心、輯印少數民族文化叢編等，亦大致

相仿；所不同者，或為執行的範圍與力度。不過，值得一提者，係筆

者繙檢資料，發見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相關單位對於少數民族傳統工

藝美術之發掘與維護，乃至傳承、發揚，多未著墨。案少數民族非物

質文化中含之傳統工藝美術多為先民透過口傳心授方式，世代相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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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乃其文化記憶之一環。未經妥善維繫，此一文化記憶往往

會在歷史長河中不斷流失。一旦消失殆盡，後來者欲瞭解前人文化的

整體內涵與意義，將不可得。傳統工藝美術之維護關乎少數民族文化

延續至鉅，我國各級政府能不積極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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