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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帶領本校學生前往中國四川大學，參加四川大學所辦理之7月13日至7月21

日「第十四屆海峽兩岸傑出青年生態與人文研習營活動」。此項活動開啟四川大

學與臺灣各大學學生文化交流，增進兩岸學生相互了解，透過參訪世界自然遺產

九寨溝、黃龍寺、貓雄復育基地及沿途的生態變化，實地考察其現存獨特的生態

環境和獨到的人文景觀，從自然、人文社會、科學等不同角度，以未來發展的眼

光，進行兩岸學生學術上綜合性探討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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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  的 

四川大學特於 2014年暑假，舉辦「第十四屆海峽

兩岸傑出青年生態與人文研習營」。此次營隊奠基於

以往十三屆活動經驗的基礎上，再次聚集海峽兩岸部

分高校青年學生，透過對大陸西部世界自然遺產九寨

溝、黃龍寺、貓雄復育基地及沿途的生態變化和人文發展的了解，對其現存獨特

的生態環境和獨到的人文景觀進行實地考察，目的在從自然、人文社會與科學的

不同角度，並以未來發展的眼光，進行綜合性探討與交流，從而對目前尚處於經

濟發展相對落後的西部地區，了解如何在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取捨中，進行合

理開發與利用，進而對民俗風情與人文景觀的保護與發展獻策，使其社會、經濟、

文化能夠同時發展。 

 

貳、過 程 

綜觀活動過程，此項活動係「2014年暑假舉辦第十四屆海峽兩岸傑出青年

生態與人文研習營」活動之一──四川團，四川大學邀請臺灣約 6所大學學生約

65名參加，安排有下列文化活動項目： 

 〈一〉川西地區生態環境的變遷。 

 〈二〉九寨溝與黃龍生態自然資源參觀。 

 〈三〉成都熊貓培育基地參觀。 

 〈四〉藏族與羌族生活文化觀摩。 

 〈五〉汶川地震中心參觀與都江堰工程講解。 

 〈六〉四川大學博物館參觀。 

 〈七〉四川大學校園導覽。 

 〈八〉欣賞川劇。 

 

叁、心得及建議 

川大係由四川大學、成都科技大學及華西醫科大

學合併而成，其歷史百餘年，其學科門類齊全，覆蓋

文、理、工、醫、經、管、法、史、哲、農、教、藝

等12個門類，有31個學科型學院及研究生院、海外教

育學院等。川大匯集了歷史、文學、美學、物理、植物、衛生及數學等學家及文

化名人，共同創造了川大文化校風與學術地位。川大是直屬中國教育部重點大

學，學生約64000個，是中國「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點高校。 

活動中，四川大學辦了幾場以文化為主題的研習會，深入了解地處內陸的四

川文化資產，同時參觀四川大學校園建設，川大共有三個校區，校地之廣，建設

新穎，令人耳目一新。 

活動第一天看到的是成都繁榮的景象，中國政府近期把四川成都積極開發，

加上世界各國企業在四川投資，給當地帶來不少就業機會，提升四川的經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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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天府之國的成都是四川省省會，係四川西南地區的最大平原，景色秀麗氣

候宜人的城市，具有兩千多年歷史文化古城。 

大陸與臺灣「地緣近、血緣親、文緣同、商緣廣、法緣久」。近年大陸在與

臺灣合作交流中有「六求」，即「求緊密經貿聯繫、求兩

岸直接三通、求旅遊雙向對接、求農業全面合作、求文化

深入交流、求載體平台建設取得重大進展。 」這次四川

大學生態與人文研習營，不僅可以開啟臺灣學生的視野，

同時對大陸可以更深層的了解。     

此項活動開啟四川大學與臺灣各大學學生文化交流，增進兩岸學生相互了

解，此行臺灣方面有成功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義守大學、臺

北大學等六所大學，參與此項兩岸生態與文化相關議題，除參觀四川省各個世界

遺產外，也參訪了川大校園建設，觀摩川大歷史背景，聽取川大未來的展望及建

構工程，留下深刻印象。茲將個人對此項活動的心得，作成下列幾項建議： 

1. 近年來大陸高校舉辦大學院校學生暑期文化活動，臺灣與大陸政府要盡快落

實「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重要措施。 

2. 2000年以來，四川大學以文化生態為主題，先後舉辦了 14屆暑期營，有助

於增進兩岸學生多方共識的發展，對歷史共溶性，發揮了重要作用。 

3. 暑期營是營造兩岸大學生對話的平臺，兩岸學生在這裏交換意見，藉以引領

兩岸學生情感發展的潮流。 

4. 今年暑期營的學生來自臺灣各大學優秀學生，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我們希望

通過此文化營，博採眾知，凝聚共識，進一步推進兩岸文化交流。 

5. 此次活動中會議上所提的建議，可為兩岸學生帶來了相當的利益。總之，暑

期營已經成為兩岸學生交流的一個重要品牌。 

6. 此項活動，是一個成功的營隊活動，個人認為此類活動可擴及其他高校同時

辦理。  

       在此項活動中，兩岸高校學生針對歷史文化、宗教及語言在近代改變與沿革

進行討論。藉由兩岸大學生互相切磋中，促進雙方歷史的相互暸解，同時未來可

分享更多學習資源。此外，為了讓更多臺灣學生有機會參與文化暑期營交流，期

望四川大學能讓此一活動繼續擴大辦理。                                                 

 

肆、附錄 

  活動照片 

 

 

 

 

 

 研習營開幕式                    研習營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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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原縣藏族聚落                  成都貓熊復育基地 

 

 

 

 

 

 

 研習營雙方學生交流活動             四川紅原縣高原藏族牦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