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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蒙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持續推進兩岸蒙藏暨民族學學術交流，延續多年建

構的兩岸學術交流機制與成果，特指派 2 名人員，併同臺灣學者，於民國 104 年 7 月 19

日至 24 日，前往中國大陸青海省海東市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參與「海峽兩岸民族歷史與

文化發展」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係由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社會政法學部及青海省青

海民族大學主辦，參與的兩岸學者專家約 50 人，其中臺灣學者專家代表有 7 人，共發

表論文 6 篇。會後並參訪已故十世班禪故居、撒拉族村落、藏傳佛教聖地塔爾寺等。此

次活動雖然行程緊湊，仍舊達成兩岸學者充分交流目的，同時讓臺灣學者體驗循化縣的

自然景觀與多民族交匯的人文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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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蒙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多年來積極推動並參與蒙藏民族相關研究，本(104)

年特指派徐參事桂香及韓科長慈穎等2人，會同7名臺灣學者專家，於7月19日至24

日赴中國大陸青海省海東市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參與「海峽兩岸民族歷史與文化發展學術

研討會」，除由徐參事致詞外，並發表論文一篇。此次活動有助於兩岸學者相互瞭解，

展示臺灣蒙藏及民族學術研究能量，並延續多年建構的兩岸蒙藏學術交流機制與成果。 

貳、過程 

一、7月19日至20日（週日至周一） 

原訂7月19日上午8時25分搭乘中華航空CI551班機直飛四川成都，並轉乘同日

下午2時40分東方航空MU2225班機飛往青海西寧。嗣因中華航空處理旅客身體不適突

發事件，班機延誤至10時始起飛，導致轉機不及，改於7月21日上午8時15分搭乘

中國國際航空CA4205飛往西寧班機，期間則留宿於成都。 

二、7月21日(周二)上午 

於上午飛抵西寧後，立刻驅車前往海東市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於中午抵達。 

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概況 

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為青海省海東市下轄的自治縣，位於青海省東部黃河谷地，平均

海拔2,300公尺，總面積2,100平方公里，總人口12.96萬，其中撒拉族人口8.39萬，

占全縣總人口的64%，占全中國大陸撒拉族總人口的85.6%；藏族2.82萬人，占22.8%；

回族 9,300餘人，占 7.2%；漢族 7,900餘人，占 6.1%。該自治縣下轄積石、白莊、街

子3鎮及清水鄉、查汗都斯鄉、道緯藏族鄉、文都藏族鄉、尕楞藏族鄉、崗察藏族鄉等

6鄉，縣府所在地為積石鎮。該自治縣地處青藏高原邊緣地帶，祁連山支脈拉雞山東端，

四面環山，黃河流經其中，是青海省海拔最低、氣候最好的縣城，享有青海「小江南」

盛名，主要發展農牧業，並具有豐富的水利礦產資源。 

三、7月21日下午及22日上午（週二下午及週三上午） 

本次研討會係由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社會政法學部及青海省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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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學學院主辦，原訂會議時間為7月20日至21日，為期一天半。惟我方與會人員

因班機延誤無法如期抵達，陸方主辦單位爰配合採取應對措施，將會議時間延後至7月

21日下午至22日上午舉辦。雖然議程縮短，尚稱順利圓滿。 

研討會參與的兩岸學者約50人，其中臺灣學者專家有7人，包括佛光大學陳旺城

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朱文惠助理教授、臺灣中國邊政協會副秘書長林遙鵬、張華克常務

監事、熊映美教授、清雲科技大學中亞研究所研究員司其元及本會徐桂香參事、韓慈穎

科長等；大陸學者40餘人，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青海民族大學、寧夏社科

院、蘭州大學、北方民族大學等。兩岸學者共發表1篇主題報告及20篇論文，內容含

括臺灣蒙藏民族的人口變遷、本土語言教育課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起源與表

象、大陸民族區域自治、民族走廊的互動交融與整合、藏族文化、撒拉族文化、伊斯蘭

文化、多元宗教文化下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等專題。 

研討會共分4場次，各場次會議主持人安排兩岸學者輪流擔任，每場研討會提報4

至6篇論文。因會議縮短成兩個半天，議程安排十分緊湊，每人口頭報告時間有限，會

上綜合討論縮短，因此，兩岸學者均利用茶敘或餐會時間進行廣泛交流，討論相當熱絡。

茲就會議流程及發表論文擇要摘述如次（照片1、2、3、4、5、6、7）： 

（一）開幕式：由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馬成俊院長擔任主持人，介紹兩岸

的主辦單位與合辦單位，本會由徐參事代表致詞。 

（二）第1場研討會：由馬成俊（大陸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擔任主

持人 

1.郝時遠（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學部秘書長）主題報告:關於中華民族共有精神

家園的斷想 

(1) 「構築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在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認同問題並不侷限

於「多民族」範疇，尚包括社會層面的階層分化、政治信念、宗教信仰等

多方面的認同問題。需要一個最大公約數的認同，即「中華文化」。 

(2) 多民族「家底論」:民族地區是中國大陸的資源富集區、水系源頭區、生

態屏障區、文化特色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只有瞭解此一「家底」，

才能做好民族工作。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少數民族文化是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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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華文化的斑斕色彩，必須從中華文化高度去尊重、保護、傳承發展少

數民族文化。 

(3) 「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民心相通」:「一帶一路」經濟發展計畫重新將

新疆、寧夏、甘肅、青海、內蒙古、廣西、雲南、西藏等8省區予以定位，

建構北帶中亞諸國與南路東南亞的經濟走廊。而在中國大陸2.2萬公里的

陸地邊境線上，約1.9萬公里屬於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同時與14個國家

接壤，有30多個民族與接壤國的相關民族有歷史同源性的經濟文化關係。

建設「一帶一路」的根基在於「民心相通」，其社會根基是語言、文化、

宗教、風俗，各民族相互認同、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才能形成更高層面

的共識和認同。 

2.林遙鵬（中國邊政協會副秘書長）：擱置政治、主權爭議，開創兩岸經濟發展 

介紹近代學者對「中華民族」一詞的論述，從而引出 1949 年國共內戰導致兩

岸分治的政治現實，並論及兩岸近年合作重要政策與具體成果，最後建議政府

以「民主、和平」為兩岸關係發展核心概念，持續推動兩岸官方互動交流及制

度化協商，並期盼兩岸民間團體在民主、人權、法治、公民社會等領域，有更

多機會交流與對話。 

3.王建新（大陸蘭州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起

源及現實表像—甘肅臨夏唐汪川的事例 

以甘肅臨夏東鄉族自治縣唐汪川鎮的調研資料，論述當地各民族群體間因不同

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存在明確的文化邊界。同時，各民族的歷史記憶、文化

傳承及姓氏家族關係也存在一個支持越界的觀念和行為體系，建立起互動交融

的群體關係模式。該文以唐汪川的事例，從微觀角度說明各民族多元一體的歷

史成因與動態群體關係成立的社會文化邏輯。 

4.馬成俊：互動交融與整合視野:民族走廊、絲綢之路與國際通道 

介紹過去大陸學者有關民族走廊(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嶺走廊)概念與多元

文化交融關係的研究，進一步著眼於全球經濟一體化與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

構的背景下，將大陸境內的民族走廊研究與國際絲綢之路研究予以整合，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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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視野探討此兩個密切相關的論題。 

5.陳建樾（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民族區域自治:處理民族問題的制度供

給與制度約束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中國大陸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治制度，該文

從制度變遷的角度觀察，大陸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民族區域自治法在處理和

解決民族問題的效能越來越不敷使用，自治地方的少數民族對「依法自治」的

期待也越來越低，建議深入研究適時修訂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可行性，讓民族區

域自治制度儘快納入現代化治理體系當中。 

6.馬偉(大陸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從撒拉族研究談中華民族

文化共同體 

撒拉族的先民來自中亞撒馬爾罕，其文化核心是突厥--伊斯蘭文化，但由於長

期的族際互動，撒拉族吸收許多漢藏文化成分，使得撒拉族在文化面與中亞的

土庫曼等民族有較大不同。該文以撒拉族語言研究的角度，探討撒拉族與其他

相關民族間的共同文化基礎。 

（三）第2場研討會：由陳建樾擔任主持人 

1.丁明俊（大陸北方民族大學回族研究所教授）：白崇禧與中國回教救國協會 

抗戰時期，國民黨司令部副總參謀長白崇禧與國民政府主導成立中國回民救國

協會，後更名為中國回教協會。該協會是抗戰時期規模最大的回族抗日社團組

織，在動員回族參與抗戰及開展國民外交發揮重要作用，其在回族文化教育工

作、賑濟災民、發展回族經濟也採取一些有效措施。1949年後，中國回教協會

在臺灣及香港仍繼續存在，發展當地穆斯林文化事業。 

2.馬平（大陸寧夏社會科學院研究員）：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回族的「國家認同」 

辛亥革命對於當時中國的少數民族具有重大意義，各少數民族第一次透過「五

族共和」實現民族平等，開始形成現代共和制度的「國家認同」。以回族為例，

回顧回回穆斯林「國家認同」觀念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其大量吸收中國傳統文

化，採用漢語為共同語言，但以穆斯林宗教信仰作為不可碰觸的底線。在共同

分享中華民族「公共文化」的同時，應當思索如何保護各少數民族保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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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價值觀念、象徵符號與典禮儀式。 

3.陳旺城（臺灣佛光大學生命與宗教研究所所長）：論鄭和與東南亞伊斯蘭教 

東南亞是歷史上中西海上交通必經要道，自古即受外來文化影響，其中伊斯蘭

教在東南亞的廣泛傳播，是歷史上重要事件。明初鄭和七下西洋，改善東南亞

政經環境，掃除海上交通障礙，其以回族身分，在當地建立並扶持滿剌加伊斯

蘭王國，其與巴賽土邦成為兩大伊斯蘭文化中心，向東南亞各地傳播伊斯蘭

教。由設立華回社群為起始，突顯東南亞伊斯蘭教的華化，並進一步本土化，

形成具中華文化與當地馬來文化結合非正統民俗伊斯蘭教特色。鄭和雖非伊斯

蘭教在當地最早傳播者，但其促進東南亞伊斯蘭教歷史進程有關鍵性作用。 

4.張華克（中國邊政協會常務監事）：覺羅姓氏略考 

藉由《滿州實錄》、《御製清文鑑》等滿文歷史資料，分析清朝國姓「愛新覺羅」

的起源，其得知覺羅的出現，較愛新為早。而在覺羅之前，努爾哈赤本姓寧古

塔，後為紀念覺昌安(努爾哈赤祖父)，以女真的隨名姓方式，建立「覺羅」ㄧ

姓。 

5.徐桂香(蒙藏委員會參事):臺灣蒙藏民族的人口變遷 

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臺灣後，蒙古族與藏族首次隨同國民政府來到臺灣。遷臺

初期，蒙古族人數遠高於藏族人數達19倍，但隨著時間推移及國際局勢變遷，

愈來愈多海外藏族移居來臺，當今在臺藏族人口反而是蒙古族的1.3倍。該文

運用官方資料，分析臺灣60多年來的蒙藏民族人口變遷，以瞭解蒙藏族在臺

灣的發展歷程。 

（四）第3場研討會：由張華克擔任主持人 

1.朱文惠(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助理教授):文化人類學觀點的西藏研究 

該文採用國內外人類學專業在西藏研究所指定的閱讀教材(期刊、專書)，以及

喜瑪拉雅區域藏語區民族誌作品為典範，詳盡分析在研究方法與方法論上，可

以萃取出為西藏區域各專題之研究課題與理論發展(族群研究與民族識別、歷

史書寫、經濟、家庭、性別與婚姻、政治社會制度、宗教等)。藉此提供社會

科學及歷史學專業社群的藏學研究、相關教學、研究議題設定與理論建構的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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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回顧與展望。 

2.張海雲（大陸青海民族大學社科處處長）：聖跡符號、文化資本與秩序構建—

貢本地區宗喀巴歷史記憶的在地化闡釋 

聖跡符號文化因歷經久遠的時空積澱，在地方性文化展演中顯示出沉厚的底

蘊，並在歷史發展中建構起不同地域間的文化關聯性。藏傳佛教格魯派宗喀巴

大師是貢本地區的靈魂人物，與其相關的聖跡符號遍及青海地區。該文以宗喀

巴聖跡符號在族群維繫、社會整合、地區發展、文化交流等面向發揮的作用為

事證，進而論述聖跡文化在時空秩序建構中的功能及建構途徑。 

3.才貝（大陸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論藏族人的精神家園—

由尕藏才旦《青藏人文與思想》叢書所延伸的斷想 

該文從藏族賴以生存的神聖地理(雪域)、日常生活的詩學(婚姻觀、生死觀、

文藝觀等)、精神氣質(藏族的語言、文學、宗教、哲學、民俗生活、傳統教育、

工藝美學、邏輯思維等)三個方面，以藏族學者尕藏才旦《青藏人文與思想》

系列叢書的內容為支撐、評介，分析藏族精神家園的內涵和實質。 

4.胡成霞（大陸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論班禪系統在藏傳

佛教格魯派中宗教領袖的最初確立 

班禪活佛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兩大活佛轉世系統之一，在格魯派上層有著崇高地

位和重大影響。歷代班禪對格魯派的興盛及藏區社會的穩定發展發揮重要作

用。班禪系統在格魯派上層宗教領袖地位的最初確立，一方面有賴於早期幾位

班禪活佛，尤其是四世班禪的貢獻，一方面也是清政府治藏政策調整的結果。 

（五）第4場研討會：由馬平擔任主持人 

1.司其元（清雲科技大學中亞研究所研究員）:臺灣本土(鄉土)語言教育課程之

探討 

母語是祖先傳承下來的語言，包含一個族群的文化與習俗，也是個人與族群文

化的重要連結。該文歸納分析90學年度起，臺灣教育部將本土語言(閩南語、

客家語、原住民語)列入小學正式課程之相關實施課綱、師資規劃、課程教學、

配合措施、鄉土語言認證考試等，藉以強化國人對母語文化重要性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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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鄂崇榮（大陸青海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國家正祀在河湟流域的推行與傳播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祭祀在國事中的重要性源自王權與神權的緊密關係，官方

對於祭祀的合法性有著嚴格的規定，合法祭祀稱為「正祀」或祀典。由於河湟

流域的特殊地緣關係及重要的軍事地位，明代以後，歷代中央政權和地方官員

透過制定政策、設立正祀、修建廟宇等手段對河湟地區民間信仰進行改造，加

強正統意識形態向民間社會滲透，對重構河湟流域信仰秩序、維護地方社會穩

定、增強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向心力及國家認同感，發揮了隱形作用。 

3.先巴（大陸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院長）：「茶馬互市」:中原與

青藏高原各民族經濟文化互動 

青藏高原各民族在其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為適應特殊的自然生態環境，形

成與其他民族具有顯著差異的生產、生活方式與文化類型。青藏高原各民族為

改造高原環境下的生活面貌，自古以來與高原外的民族發生密切的經濟文化往

來。歷史上的「唐蕃古道」被譽為「漢藏黃金橋」，青藏高原各民族透過「茶

馬互市」與「和親」，建立與內地的經濟文化關係，並隨著歷史推移得到鞏固

與發展。 

4.賈偉（大陸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和諧之弧:漢藏邊界地帶

社會多元文化的共用與整合 

傳統研究領域通常將「衛藏」、「中原」等傳統藏族、漢族集中區視作中心，把

漢藏邊界地帶視為研究邊緣和附屬。該文透過長期田野調查，論述漢藏邊界地

帶的歷史演進軌跡、社會類型及相互依存、「和而不同」的文化趨向。 

5.黨措（大陸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講師）: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的

民族認同—淺談土族「於菟」儀式的當代特色 

青海省黃南州隆務鎮和毗鄰的同仁縣北邊年都乎村是宗教文化的富礦區，其宗

教文化除傳統的藏傳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及基督教外，大量融合藏傳佛教、

傳統民俗活動及地方神靈的民間宗教有著廣泛的信眾與影響力，土族的「於菟」

儀式就是其中之一(「於菟」是漢語對土語的諧音記錄，是一種跳神驅鬼儀式)。

該文針對年都乎村每年農曆11月20日舉行的「於菟」儀式，分析其在當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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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的變遷及土族的民族認同。 

6.趙琳（大陸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碩士生）: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

歷史的必然選擇 

該文藉由歸納分析歷代民族觀的演變，從傳統天下觀之「華夏夷狄」、到近代

大小民族主義的爭論、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對民族觀的發展、大陸學者顧頡剛與

費孝通的論點，闡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 

（六）閉幕式：由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馬成俊院長擔任主持人，介紹兩岸

的主辦單位做總結。 

1.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學部郝時遠秘書長總結 

2.臺灣中國邊政協會理事、佛光大學生命與宗教研究所陳旺城所長總結 

四、7月22日下午（週三） 

（一）會議結束後，安排參訪已故十世班禪故居。 

十世班禪故居位於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文都鄉麻日村。1938年正月初三，十世班禪誕

生於此。大師故居莊廓呈「品」字形，外院為停車場、倉庫等。東面並排兩院，北側舊

居為家庭成員住宅，南側正院是主體建築，三面蓋有兩層藏式樓房。樓上北面為經堂，

西面是會客室，東面是大師臥室，富麗堂皇，古樸莊重（照片8）。而院落北側老宅廚房

靠柱子掛滿哈達的地方，是當年的老火坑，也是班禪大師的誕生處。目前故居已成為集

宗教與藏式建築為一體的景點。 

（二）參訪撒拉族聚落—街子鎮。此行參觀景點包括駱駝泉、街子清真大寺、古蘭經珍

藏館等。 

依據撒拉族族源傳說，其先民於700多年前，從中亞的撒馬爾罕長途跋涉來到街子

地區定居。這段遷徙歷史有個古老的傳說: 

從前，在中亞撒馬爾罕地方有一對兄弟，名為尕勒莽和阿合莽，其在部落中很有威

望，受到當地統治者的迫害，於是兄弟率領18個族人，牽了一峰白駱駝，駝著故鄉的

水、土和《古蘭經》，離開撒馬爾罕向東尋找新的樂土。他們跋山涉水，沿著古絲綢之

路，越過天山、嘉峪關，經河西走廊、渡黃河，來到循化境內。經夕昌溝，越過孟達山，

來到街子的奧土斯山。這天夜裡，他們發現駱駝走失，到處尋找。第二天黎明，他們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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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處沙坡，下了坡，發現一眼泉水，走失的駱駝就臥在水中化為白石，眾人喜出望外，

拿出帶來的水土測量，發現與故鄉的水土相符，大家便決定在此定居下來，建立家園。 

街子是撒拉族的發祥地，無論是過去或現在，在撒拉族人心中具有特別意義。街子，

為漢語，意為集市，此處過去是個集市。撒拉語稱街子為「阿里提歐里」，一般解釋為

「埋葬撒拉族祖先尕勒莽6個兒子的地方」或「6個兒子」等。 

1.駱駝泉:位於循化撒拉族自治縣街子鎮三蘭巴海村中央，是撒拉族的聖跡。撒拉族

人感激這峰生死與共的白駱駝與這眼清澈甘甜的泉水，便將此泉取名為「駱駝泉」 

（照片9）。 

2. 街子清真大寺（照片10）:與駱駝泉比鄰，初建於明代，清代和民國20年曾有3

次擴建，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毀。1982年重新修建後，佔地面積4,050平方公尺，

其中禮拜殿面積975平方公尺，可容納1,200人集體禮拜。殿內四根大柱支撐著殿

頂，大殿四角是23公尺高的宣禮塔，中間的大圓寶塔，具有典型的阿拉伯風格，

是青海第二大清真寺。 

3.古蘭經珍藏館（照片11）:位於街子清真大寺對面，館內珍藏的手抄《古蘭經》，據

說從中亞帶來，是世界僅存的三本之一，另兩本分別在大馬士革、大英博物館。此

部《古蘭經》有700多年歷史，是中國大陸最古老的《古蘭經》手抄本，共30卷，

分上下兩函裝，全經共867頁，正文為阿拉伯字墨寫。 

（三）晚間於撒拉族民家（照片12）體驗撒拉族傳統餐宴後，驅車返回西寧。 

五、7月23日（週四） 

參觀塔爾寺。塔爾寺藏語稱為「貢本賢巴林」，被譽為「第二藍毗尼園」，位於青海

省西寧市湟中縣魯沙爾鎮的宗喀蓮花山，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誕生

地，亦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按：其餘五寺為西藏自治區之甘丹寺、哲蚌寺、

色拉寺、扎什倫布寺，與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之拉卜楞寺）。該寺始建於西元1379元

(建聖塔)，1577年(明萬曆5年)建成彌勒佛殿，之後逐步建成以供奉聖塔的大金瓦殿為

中心，包含有大經堂、九間殿、小金瓦殿、四大扎倉(經院)等龐大的建築群。塔爾寺是

西北地區藏傳佛教的高等學府，也是文化藝術寶庫，設有顯宗、密宗、醫明、時輪四大

扎倉，研習藏傳佛教顯、密宗教義和五明學。在寺院建築及文化上，呈現藏漢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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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色與風格，包括木雕、磚雕、石雕、尺度技藝；佛像、佛塔、佛經、僧裝服飾的製

作工藝等；尤其是被譽為「塔爾寺藝術三絕」的酥油花、壁畫、堆繡藝術，更是藏族藝

術中的奇葩(照片13、14)。 

六、7月24日（週五） 

中午12時10分於西寧搭乘東方航空MU2760班機飛往鄭州，並轉乘下午4時45分

華信航空AE994班機直飛桃園國際機場，於下午7時30分返抵國門。 

參、心得 

一、本次學術研討會，雖因華航班機延誤事件導致本會人員與臺灣學者延遲2天始抵達

青海省循化縣，所幸整體會議與交流活動圓滿落幕。雖然研討會時間由原來的1天

半緊縮成2個半天，議程安排十分緊湊，討論時間較為不足，但兩岸學者均充分利

用時間交流，交換彼此心得，亦利用此次機會認識更多相關領域研究同行，達成兩

岸學術交流目的，也是延續過去多年建構的交流成果的具體展現。 

二、本次研討會兩岸學者所發表論文的研究主題、研究對象與研究途徑豐富多元，兩岸

學者除就其研究領域發表精闢的論文與評析外，並透過對話討論，交換不同角度的

學術觀察和思考論點。整體而言，大陸學者由於蒐集資料的可近性與便利性，可細

部探討各地區、各民族的歷史文化發展與變遷，惟對於民族政策及尊重、維持各民

族本族認同的應有做法，雖提出若干評論與建議，但大致仍是與官方的政策方向相

呼應。而臺灣學者在自由、民主、開放的學術研究氛圍下，較具思辯獨立性與批判

性，以科際整合及多元觀點進行論述，可藉此展示臺灣蒙藏及民族學術研究能量，

並展現臺灣民主核心價值及多元開放的文化軟實力。 

三、中國大陸有 56個民族，設有 5個民族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旗。

青海循化為中國大陸撒拉族發源地，是唯一的撒拉族自治縣，也是撒拉族最大的聚

居區，具有豐富的文化資產與獨特的風土人情。此次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特別與青

海民族大學合作，並擇定於循化撒拉族自治縣舉辦，尤具意義，著實讓臺灣學者瞭

解中國大陸各民族地區發展狀況，領略撒拉族特有的族源傳說、歷史聖跡、宗教信

仰、飲食特色、建築風格等豐富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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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一、持續推動兩岸蒙藏與民族學學術交流：本會近年來積極推動兩岸學術交流，秉持「對

等、尊嚴」交流原則，與大陸學術機構建立制度化合作交流機制並獲致一定成果。

除多次在臺辦理兩岸民族學學術研討會，邀請大陸學者來臺與會交流，並於101年、

102年、103年籌組臺灣學者團赴大陸延邊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煙臺大學參與學

術研討會，實地展現臺灣蒙藏暨民族學研究成果。為繼續提升臺灣蒙藏暨民族學研

究風氣與能量，鼓勵學者投入蒙藏等民族學研究領域，建議賡續推動兩岸雙向民族

學術交流，延續兩岸民族學學者對話交流平臺。 

二、培育臺灣蒙藏與民族學青年學者：此次赴陸參與研討會，發現大陸民族學研究領域

人才輩出，由於中國大陸中央及各省市擁有多所民族院校，且投入一定資金支持民

族學研究，青年學者不乏資源與出路，且大陸民族學學者更兼具地利之便，可就近

深入各民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探討各民族不同面向發展與變遷。相對之下，少數

臺灣學者雖秉持多年邊政研究的厚實基礎，持續針對大陸蒙藏等民族議題進行研

究，但民族學、語言學及人類學等青年學者研究方向多已轉向臺灣原住民族或全球

其他民族研究領域，針對大陸蒙藏等民族事務研究的青年學者相對較少，且呈現人

才斷層現象。事實上，大陸民族政策、跨境民族等問題為其內部及周邊國家、區域

之重要穩定因素之一，我政府必須正視對大陸民族政策與趨勢之掌握，培育與鼓勵

青年學者投入大陸蒙藏等民族事務之研究，以作為政府對大陸民族政策及衍生問題

之研析及判斷參考。 

三、縝密規劃研討會時程與細部作業：由於此次陸方主辦單位於 5 月寄發邀請函，距離

會議召開時間僅 2 個月，時間相當緊迫，且學術研討會召開時間適逢暑假，臺灣學

者多已規劃自身行程，或規劃田野調查、安排遊憩假期，或另赴其他國家從事訪問

交流，加上參與學者皆須於研討會發表論文，致使參加學者人數較往年為少，是以，

未來籌辦類此學術活動須先考量作業時程，並時刻掌握細部規劃，以達成最大效益。 

四、持續關注「一帶一路」計畫對民族地區的發展與影響：依據中國大陸「一帶一路」

經濟發展戰略計畫，除涵蓋數十國、涉及全球外，亦將其新疆、寧夏、甘肅、青海、

內蒙古、廣西、雲南、西藏等8省區予以定位，各有其經濟發展策略與目標，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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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省區建立與鄰國的國際通道與經濟圈。惟這些省區都是民族地區，尤其是藏

區、新疆等地區近年來抗爭事件頻繁，情勢日趨嚴峻，大陸一方面以經濟發展掛帥，

一方面仍一再採取嚴格管制措施，並未調整其民族政策。因此，隨著「一帶一路」

計畫的開展，經濟帶上的各民族是否獲得尊重與發展，抑或處於相對被剝奪、更邊

緣化的處境，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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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研討會議程 

7 月 21 日下午 

14:00—14:40 

開幕式 

地點：青海省循化縣積石鎮循化賓館（下同） 

主持人：馬成俊 

郝時遠、王剛、林遙鵬、徐桂香、韓大全等人致詞 

14:40—14:50 合影 

14:50—17:05 

第一場 

主持人：馬成俊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議人 
郝時遠 主題演講  
林遙鵬 擱置政治、主權爭議，開創兩岸經濟發展 陳建樾 

王建新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起源及現實表像—

甘肅臨夏唐汪川的事例 郝時遠 

馬成俊 
互動交融與整合視野:民族走廊、絲綢之路與

國際通道 
王建新 

陳建樾 
民族區域自治:處理民族問題的制度供給與制

度約束 
張海雲 

馬偉 從撒拉族研究談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 司其元  

17:05—18:40 

第二場 

主持人：陳建樾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議人 
丁明俊 白崇禧與中國回教救國協會 鄂崇榮 

馬平 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回族的「國家認同」 林遙鵬 

陳旺城 論鄭和與東南亞伊斯蘭教 丁明俊 

張華克 覺羅姓氏略考 江橋 

徐桂香 臺灣蒙藏民族的人口變遷 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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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30 

第三場(上半場) 

主持人：張華克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議人 
朱文惠 文化人類學觀點的西藏研究 才貝 

張海雲 
聖跡符號、文化資本與秩序構建—貢本地區宗

喀巴歷史記憶的在地化闡釋 
先巴 

 

7 月 22 日上午 

08:30—09:00 

第三場(下半場) 

主持人：張華克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議人 

才貝 
論藏族人的精神家園—由尕藏才旦《青藏人文

與思想》叢書所延伸的斷想 
陳旺城 

胡成霞 
論班禪系統在藏傳佛教格魯派中宗教領袖的

最初確立 
熊映美 

 

09:00—10:45 

第四場 

主持人：馬平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議人 
司其元 臺灣本土(鄉土)語言教育課程之探討 馬偉 

鄂崇榮 國家正祀在河湟流域的推行與傳播 馬平 

先巴 
「茶馬互市」:中原與青藏高原各民族經濟文

化互動 
陳旺城 

賈偉 
和諧之弧:漢藏邊界地帶社會多元文化的共用

與整合 
朱文惠 

黨措 
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認同—淺談土族

「於菟」儀式的當代特色 
王建新 

趙琳 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的必然選擇 張華克  

10:45—10:55 茶敘 

10:55—11:50 

閉幕式 

主持人：馬成俊 

會議總結 

郝時遠、陳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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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照片 1  研討會開幕式 

 
 
 

 
照片 2  研討會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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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徐桂香參事發表論文 

 
 
 

 
照片 4  臺灣學者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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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大陸學者發表論文 

 
 
 

 
照片 6  研討會閉幕式 



 20 
 

 
照片 7  兩岸與會學者合影 

 
 
 

 
照片 8  十世班禪故居 



 21 
 

 
照片 9  駱駝泉景區 

 
 
 

 
照片 10  街子清真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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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  古蘭經珍藏館 

 
 
 

 
照片 12  撒拉族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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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  塔爾寺 

 
 
 

 
照片 14  塔爾寺之金剛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