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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為因應兩岸關係發展，本會於民國 100 年訂定「大陸事務工作

小組設置要點」，設置大陸事務工作小組，以規劃、推動、協議及審

議與大陸地區交流事務。自民國 101 年起，兩岸每年針對臺灣原住

民族及大陸地區少數民族之各類議題，由臺灣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

簡稱原民會)及大陸地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民委)

輪流於兩岸舉辦研討會，本(104)年度輪由陸方於北京辦理「2015

臺灣原住民族與大陸少數民族發展研討會」，議題包括兩岸產業發

展策略、文化資產保存及語言復振政策，兩岸共計發表 15 篇論文。

有關產業發展策略部分，陸方著重國家整體性的規劃思維，而也開

始檢討與反思少數民族在旅遊中文化產業的主體性問題，相較之

下，臺灣原住民族部落旅遊較重視原住民主體性、在地化、及生態

旅遊概念；文化資產保存部分，陸方發表論文主要探討文化遺產相

關議題，也同樣偏重旅遊的面向，內容仍以政策面的探討為主，臺

灣主要發表論文以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文化資產保存為例，著重

於有形資產的部分；族語復振政策部分，大陸發表弱勢語言保護問

題為例分享，臺灣分享沉浸式族語教學之推動策略與成效。 

為了解大陸地區少數民族發展現況，國家民委安排本團研討會

後赴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實地考察少數民族語言、文化保存、及文

化資產登記世界遺產等觀光產業，對本會未來推動族語復振、文化

資產保存及發展文化觀光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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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考察目的考察目的考察目的考察目的：：：： 

本會於民國 99 年開始規劃大陸交流合作事務，並於 100 年成立

大陸事務推動小組(任務編組)，作為本會推動大陸事務之組織基

礎。推動小組配合兩岸交流之發展趨勢，整合交流資源，規劃籌辦

對大陸少數民族交流合作事務，範圍包括學術、藝術、文化、觀光、

經濟產業等內容，與大陸地區國務院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建立平臺

與對口。本會推動兩岸原住民族及少數民族交流工作，概於我國兩

岸各項交流事務架構下進行，並以維護我原住民族權益、促進原住

民族利益為考量。本會後續推動大陸事務工作，係以上述原則持續

推動教育文化交流、行銷原住民族觀光及產業，並以具體務實之原

則執行。 

自民國 101 年起，與大陸地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進行教育、

文化等交流，並達成共識，雙方每年針對臺灣原住民族及大陸少數

民族之相關議題，輪流於兩岸舉辦研討會，使雙方充分了解臺灣原

住民族及大陸少數民族政策制度現況。101 年 12 月由原民會於臺灣

屏東縣辦理首屆「2012 年臺灣原住民族暨少數民族學術交流研討

會」，102 年 7 月由國家民委於大陸寧夏自治區辦理「2013 年兩岸少

數民族研討會」，103 年 8 月由原民會於臺灣臺東縣縣辦理「2014 臺

灣原住民族與大陸少數民族發展研討會」，今(104)年由大陸於北京

辦理「第四屆海峽兩岸少數民族發展學術研討會」，我方籌組專家學

者代表團計 11 人前往參加，以延續雙方學術及政策交流，該項交流

平臺已成為雙方民族事務議題交往互動重要機制，且雙方認可的重

點活動。研討會議題並經雙方於一年前開始規劃，以兩岸民族工作

均著重之議題擇定，並以務實、能解決目前面臨的問題考量，經雙

方多次研商協調最後選定產業發展、部落旅遊、文化資產及語言復

振等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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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考察過程考察過程考察過程考察過程：：：： 

一一一一、、、、    考察成員： 

團  長：鍾副主任委員興華 

副團長：陳處長坤升 

團  員：林助理教授倩綺、何執行長敏雄、林主任志興、吳董事雪

月、周副教授梅雀、王執行長雅萍、邱科長文隆、柯科長麗貞、伍

專員信鴻 

二二二二、、、、    考察時間：104 年 7 月 3 日至 10 日 

三三三三、、、、    考察行程： 

日 期 行 程 備 註 

7 月 3 日 ※北京市  

 ※拜訪國家民委  

7 月 4 日 ※中央民族大學  

7 月 5 日 ※北京天安門及故宮  

7 月 6 日 ※內蒙古-翁牛特旗  

 ※內蒙古-巴林右旗  

7 月 7 日 ※內蒙古-克什克騰旗  

7 月 8 日 ※內蒙古-克什克騰旗  

7 月 9 日 ※內蒙古-赤峰市  

7 月 10 日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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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研討會內容： 

(一)議程 

場

次 

議題(主持人、評論人及發表人) 

七
月
三
日
第
一
場
次 

第一議題第一議題第一議題第一議題：：：：兩岸民族產業發展策略兩岸民族產業發展策略兩岸民族產業發展策略兩岸民族產業發展策略  

1.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張瑛張瑛張瑛張瑛     

2. 發表人發表人發表人發表人：論文發表（每人 15 分鐘） 

◎ 林倩綺 ﹝躍動都原---從新北市原住民族產經建設措施談

建構新經濟觀﹞ 

◎ 胥悅紅﹝民族地區文化產業商業模式的全產業鏈建構體系

研究﹞  

◎ 羅永常﹝民族村寨旅遊景區轉型升級的幾點思考——以貴

州雷山西江苗寨為例﹞  

◎ 許峰﹝“一帶一路”戰略下民族旅遊開發的社區主導邏輯

研究﹞  

◎ 彭建﹝大陸民族地區旅遊發展的空間差異特徵與影響因

素﹞  

3. 臺灣評議人（10 分鐘）：何敏雄 

4. 大陸評議人（10 分鐘）：溫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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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月
三
日
第
二
場
次 

第二議題第二議題第二議題第二議題：：：：兩岸民族文化資產保存兩岸民族文化資產保存兩岸民族文化資產保存兩岸民族文化資產保存 

1.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邱文隆邱文隆邱文隆邱文隆 

2. 發表人發表人發表人發表人：論文發表（每人 15 分鐘） 

◎ 林志興﹝博物館與臺灣原住民族之文化資產：以國立臺灣

史前文化博物館為例﹞ 

◎ 甘露﹝文化遺產語境中的民族旅遊實踐﹞ 

◎ 張瑛﹝“旅遊紳士化”對農耕文化遺產地可持續發展的威

脅探析----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地元陽梯田為例﹞ 

◎ 張曉萍﹝基於旅遊人類學視角的雲南民族節日文化傳承與

發展研究﹞ 

◎ 桂榕﹝少數民族文化遺產旅遊利用與保護類型模式的比較

研究——以雲南民族旅遊景區為例﹞ 

3. 臺灣評議人（10 分鐘）：吳雪月 

4. 大陸評議人（10 分鐘）：李錦芳 

七
月
三
日
第
三
場
次 

第三議題第三議題第三議題第三議題：：：：兩岸民族語言複振政策兩岸民族語言複振政策兩岸民族語言複振政策兩岸民族語言複振政策 

1.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彭建彭建彭建彭建 

2. 發表人發表人發表人發表人：論文發表（每人 15 分鐘） 

◎周梅雀﹝傳承族語的希望-沈浸式族語教學幼稚園的推動策

略與成效﹞ 

◎李錦芳﹝大陸弱勢語言保護問題——以仡央語言為例﹞ 

◎蔣依依﹝大陸赴臺遊的影響因素分析﹞ 

◎李勁松﹝撒拉族社區參與旅遊研究——基於循化縣塔沙坡

村的個案﹞ 

◎李偉山﹝桂西南壯族文化旅遊圈的構建研究﹞ 

3. 臺灣評議人（10 分鐘）：王雅萍 

4. 大陸評議人（10 分鐘）：周曉梅 

(二)發表人報告內容摘要：：：：    

1.兩岸民族產業發展策略： 

我方林倩綺教授提到臺灣原住民族在現代發展歷程中，因

就學或工作等工業化因素而移入城市，不僅在原鄉都會間產生

人口的結構性變化，原住民從原鄉與都會的移動中，生活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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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性與現代性產生了城鄉都會的對比，從原住民行政角度，以

新北市為例，探討原住民在都會化現象的發展脈絡中，如何透

過政策措施創造出新北市都會原住民發展的新途徑，並從現代

經濟的角度，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思考脈絡中，建構出都會原住

民經濟藍海的措施。 

陸方胥悅紅教授提出有效的商業模式是促進大陸民族地區

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途徑。該研究針對民族地區文化資源的特

點將民族地區的文化資源分為四類：符號化意義的文化資源、

經驗型的技能文化資源、壟斷性的旅遊文化資源和創新型的智

慧文化資源。最後基於文化產業商業模式的概念邏輯框架圍繞

主導產業、支撐產業、配套產業和衍生產業探討了民族地區四

類文化資源的全產業鏈商業模式建構。 

陸方羅永常教授表示大陸民族村寨旅遊景區是一類獨特的

鄉村旅遊景區，是民族地區美麗鄉村建設的先行者，也是現代

鄉村旅遊最理想的旅遊目的地。當前民族村寨旅遊景區發展中

存在許多問題，加上其它形式鄉村旅遊快速發展的擠壓，民族

村寨景區發展停滯與衰落現象普遍。民族村寨景區的轉型升級

是一個綜合的概念，並提出了理念升級、專案升級、產業升級、

服務升級、管理升級等民族村寨景區轉型升級的五大路徑。 

陸方許峰教授提出，如果大陸旅遊開發繼續被政策與旅遊

企業所主導，那麼很難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要徹底改變邊

疆民族地區旅遊社區的弱勢地位，需要真正做到以旅遊社區為

中心，在社區主導邏輯下，全面加強旅遊社區這一命運共同體

的建設。“一帶一路”戰略給大陸邊疆地區提供了一個新契機。 

彭建教授則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IS）和數理統計工具，深

入分析了大陸民族地區旅遊發展的區域差異特徵及其影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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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並對如何促進民族地區旅遊業的整體發展提出了相應的政

策建議。 

2.兩岸民族文化資產保存。 

我方林志興主任提出20世紀末受到臺灣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與運動的影響，臺灣原住民文化資產保存才漸受重視。2006 受

到大陸世界無形文化資產登錄的影響，文化建設委員會才注意

到臺灣原住民無形文化資產的價值，開始積極進行登錄工作。

到了2009原住民族委員展開了新一波的相關原住民文化資保護

的檢討與執行改進思維，希望將原民會納入文化資產保護行政

的運作之中。綜上，臺灣原住民的文化資產保存一直居於邊緣

地位且發展甚晚。國立史前館是目前臺灣境內擁有原住民文化

資產最豐富的機構之一。 

陸方甘露教授提出文化遺產已經成為當前大陸最重要、最

廣泛的文化實踐之一。文化遺產旅遊也是少數民族旅遊中最為

重要的一種旅遊類型。這篇文章對當前活躍在大陸文化領域的

幾個文化遺產相關概念及其內涵進行了分析，繼而探討了不同

層面的文化遺產旅遊實踐方式和內容。指出文化遺產語境中的

民族旅遊實踐實際上是一個社會空間的生產過程，它在生產新

的社會空間或社會關係時，對少數民族的鄉土社會產生了重要

的影響。 

陸方張瑛教授表示，紳士化是大陸城市發展過程中的被廣

泛研究一種現象。紳士化也出現在很多農耕文化旅遊開發地。

當少數民族以及他們的文化和生活是主要旅遊吸引物時，紳士

化現象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該文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

產地--哈尼以農耕文化為代表的水稻梯田及村落進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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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旅遊紳士化進程中威脅梯田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提

出“去旅遊紳士化”思路。 

陸方張曉萍教授提出，本論文以旅遊人類學的相關理論為

基礎，以大陸雲南大理白族“繞三靈”等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節

慶為案例，探討了民族節日文化開發與保護的互動機制。文章

探討以下問題：節慶活動在旅遊背景下對傳統文化進行了在生

產；節慶旅遊使得民族文化資本化得以實踐；少數民族節日文

化的旅遊化生存等問題。 

陸方桂榕教授的研究選取了涵蓋大陸地區原地、本地、異

地三類旅遊空間生產模式和民族旅遊主要類型的 5個代表性民

族旅遊景區作為研究個案，通過三種空間生產模式及其代表性

類型個案的比較研究，提出重建“旅遊-生活空間”的文化生態

系統, 推廣“景區+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區”的大陸本地旅遊空

間生產創新模式,是實現文化旅遊背景下民族文化遺產可持續

保護利用的主要途徑。 

3.兩岸民族語言複振政策 

我方周梅雀教授指出，在自然的發展上，幼兒的母語應該

是在家庭中學習，然而由於以前的國語化政策，讓原住民五十

歲以下的族人成為失語的一代，多數三、四十歲的家長更是不

會講自己的族語，無法承擔幼兒家庭族語傳承的責任。本文章

之目的即在於分享與探討沈浸式族語教學幼稚園第一期試辦計

畫之推展狀況，並從計畫簡介、推動策略、實施成效分別說明，

最後為檢討與建議。 

陸方李錦芳教授表示，語言衰變、語言瀕危是人類文化資

源與遺產保護面臨的共同命題，也是難題。分佈在大陸、越南

的壯侗語族仡央語支語言整體瀕危，20 餘年來大陸乃至國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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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採取了若干積極應對仡央語言瀕危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距離維持語言活力的要求還很遠。今後應該從遵循工作

規範標準、加強各界合作、實行雙語教學、加強宣傳等方面進

一步推進弱勢語言的保護，以維護各民族語言文化遺產。 

陸方蔣依依教授表示，如何確定生態補償標準是旅遊地生

態補償研究的難點問題，也是制約旅遊地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本研究以大陸雲南省玉龍縣為案例，以生態保護過程中利益相

關程度最高的社區居民為補償物件，以土地價值為核算載體，

基於生態足跡效率測算方法，系統性地提出了旅遊地生態補償

的最低、合理與最高標準測算方法。 

陸方李勁松教授主張，大陸塔沙坡村是一個撒拉族農村社

區，近年來自發形成了以特色旅遊交通“騾的”馱運遊客進出

景區的社區參與旅遊模式。該社區參與旅遊發展必須從開發系

列的社區旅遊產品、搭建有效參與平臺、強化社區參與能力建

設、成立專門旅遊協會組織和嚴格依法保障參與權利等方面優

化社區參與旅遊的路徑。 

大陸李偉山教授提出以壯族文化為主題，將大陸桂西南地

區的旅遊資源進行整合開發，從整體規劃、文化旅遊產品開發、

強化區域旅遊主題形象及行銷、發揮中心城市集散作用、培養

民族文化旅遊人才等方面提出桂西南壯族文化旅遊圈的建設思

路。 

4.心得： 

有關產業發展分析，陸方著重國家整體性的規劃思維，而

部分也開始檢討與反思少數民族在旅遊中文化產業的主體性問

題，而相關的研討探討也見能對政府提出的政策進行批判反

思，採用的一些論點也跟國際潮流接近。相較之下，我國雖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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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脫國家總體規劃思維，但是重視原住民主體性、在地化、生

態旅遊的觀念則比大陸更為先進。 

關於文化資產保存，陸方提出的相關論文較偏重旅遊，但

論及文化資產保存，強調民族文化不可僅為發展觀光或迎合主

流文化喜好，而僅注重表演及表象，進而使自己文化特色愈來

愈不明顯，這些論點可讓我方參考。而我國林志興教授分享的

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文化資產保存，則著重在有形資產的保

存上，至於無形資產的保存部分可能是未來臺灣還要更努力的

方向。然陸方有關文物保存與考古方面相關作法，在後續的內

蒙參訪其赤峰二道井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以及赤峰市博物館獲

得了補足，從中也可見其考古遺址保存的方法與努力。 

另大陸學者討論的話題都會提到大陸新近發展出來的經濟

大戰略口號"一帶一路"的戰略政策，似乎成為所有政策與研究

的指導綱領。然而，從這個角度觀察，所謂文化保存，基本上

是緊密與經濟發展扣連在一起。但是文化保存不一定等於經濟

發展，特別是觀光活動，若將文化保存寄存於觀光經濟發展上

的話，實際很容易引發社會衝突。特別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少

數族群往往不見得得利，或相對得利較少。依本次會議觀察，

發現大陸學者多關心經濟大戰略的發展，而輕忽未來可能發生

的利益分配與少數民族關係的問題，值得觀察思考。 

有關語言復振，陸方論文內容除仍可見還在政策面的探

討，對於族語復振並無比較具體策略及實際執行期程，保存成

果也不明顯；相較之下，本會比較長期關切此方面的議題，並

從幼兒階段，從家庭、幼稚園著手紮根，相關推動也比較具體

且落實。另外，陸方在此段落也特別邀請大陸研究南島語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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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曾思奇教授參與給予評論或提出心得，從其語重心長的言語

中，可見大陸在此方面的重視仍有待強化。    

五五五五、、、、    考察考察考察考察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一一一一))))7777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本團上午抵達北京後因入境人潮眾多，出機場已過中

午，經搭車進入北京市區用餐後，由鍾副主任委員興華率本

團人員與拜會陸方國務院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國

家民委)，針對陸方安排的研討會議題及參訪行程，互相交

換意見，並邀請陸方於明年參加由我方在臺主辦的研討會。

晚餐後即進飯店整備，討論思量明日一整天研討會事宜。 

((((二二二二)7)7)7)7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六六六六)))) 

1.研討會過程詳前述。 

2.參觀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 

利用研討會中間休息時間參觀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

該館館內典藏了大陸地區 56 個民族的服裝頭飾，生活用品、文

獻、珠寶器、武器、樂器及宗教用品等文物約 2萬件，也擺放

臺灣原住民族文物，惟現場多數標示對臺灣原住民族僅通稱高

山族，現場解說人員對原住民族有幾族亦不了解；另僅部分文

物標示原住民族族別，且族別標示似有誤，陸方表示將另邀請

臺灣原住民族文物專家考察確認。 

((((三三三三))))7777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日日日日))))：：：： 

1.參觀故宮： 

北京故宮南北長961米，東西寬753米，面積約為725000

平方米。城牆高 12 米，底厚 10 米，頂厚 6米至 7米，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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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52 米寬的護城河保護。有四門：正南為午門，東為東華

門，西為西華門，北為玄武門（神武門）。現玄武門為故宮

博物院正門。城牆高 9.9 米厚 8.26 米。 

故宮在辛亥革命之前被稱為「紫禁城」。它的名字來自

「紫微星垣」，古代星像學家把天上的星星分為三垣，四象，

二十八星宿等。其中三垣指紫微星垣，太微星垣和天市星

垣。紫微星垣居於正中，據傳皇天上帝的居所（紫宮）就在

紫微星垣中，人間皇帝自稱「天子」便仿皇天上帝居所的名

字用其「紫」字為紫禁城。故宮是以黃瓦、紅牆、金飾、白

石構成的建築群。其中黃色琉璃瓦是天子的象徵。 

2.參觀天安門： 

天安門坐落在北京市中心，故宮的南端，與天安門廣場

隔長安街相望，是明清兩代北京皇城的正門。設計者為明代

的御用建築匠師蒯祥。 

天安門坐北朝南，原通高 33.7 米，1970 年重修後改為

34.7 米。建築的底部為漢白玉精雕的須彌座，高 1.59 米。

底座上建有朱紅色的高大城臺，面積約 4800 平米。城臺的

兩側有登城馬道，臺上建城樓。屋頂由 60 根大紅木柱支撐，

每根柱的直徑約 2米。城樓的正背面各排列有 36 扇菱花門

窗，天花、斗拱和梁枋上都繪製了最高等級的「金龍和璽」

彩畫。樓體的四周為迴廊環繞，廊深 3米左右，廊外設漢白

玉欄杆和矮牆。整座天安門城樓的外觀富麗堂皇，著實雄偉

壯觀，亦可見大陸保存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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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7777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1.參訪翁牛特旗沙湖： 

玉龍沙湖旅遊度假區位於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烏丹

鎮境內，大陸 4A 級景區。玉龍沙湖度假區集沙漠、沙地、

古松、怪石、奇峰、濕地、草原、湖泊為於一身。為了讓更

多的大眾遊客接觸到泛戶外旅遊文化的魅力，景區根據沙地

地形特點，在不同的功能區域設置了野外露營、汽車營地及

滑沙等沙地項目。另設計了越野賽道，遊客可以乘坐景區內

專業沙漠越野車，進入沙漠腹地。 

大陸以其特殊地形發展觀光，與臺灣秀姑巒溪發展泛舟

運動有異曲同工之妙。 

2.參訪巴林右旗薈福寺： 

據歷史記載，該寺在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由巴

林烏勻袞王爺初建，這座古建築群有天王殿、會經殿、供佛

殿三個主體工程，雄偉壯麗，莊嚴肅穆，是藏傳佛教格魯派

（黃教）巴林右旗最大的喇嘛廟。 

大部分建築佈局完整，壁畫保存尚好，成為塞外草原遠

近聞名的古刹以及佛事活動場所。薈福寺雕樑畫棟，重樓複

閣，彙聚了眾多勞動人民的智慧。同時，那飛簷斗拱的建築

風格，千姿百態的佛像塑造，富麗堂皇的繪畫裝飾、又具有

鮮明的民族特色。 

3.參訪少數民族手工藝坊： 

雖各類民族工藝品，如弓箭、刺繡等著實相當精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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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亦合理，但是整體商品擺設、動線規劃及照明方式等尚有

改善空間，相較而言臺灣此方面的實力較佳。 

(五五五五)    7777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參訪青山地質公園： 

參訪青山地質公園及大陸4A級景區阿斯哈圖石林(2005

年即列為世界遺產)，其壯麗風景令人目不暇給。因我國不

是聯合國會員國，無法提出世界遺產申請；也因大陸開發得

較晚，相關自然風景區保存得還相當完整。惟不論一個國家

是否是世界遺產條約的締約國，世界遺產的存在已是三十幾

年的事實，而我國如果可以更加關心世界文化遺產，對於我

們在文化重視度上將會有實質的助益。 

參訪期間，對蒙古族舞蹈及音樂印象深刻，蒙古族舞蹈

特點是節奏明快，動作多以抖肩、翻腕來表現蒙古族姑娘歡

快優美，熱情開朗的性格。男子的舞姿造型挺拔豪邁，步伐

輕捷灑脫，表現出蒙古族男性剽悍英武，剛勁有力之美。另

現場聆聽呼麥更是令人驚艷，在蒙古語中呼麥是喉頭的意

思，呼麥又稱喉音唱法、雙聲唱法、多聲唱法或浩林·潮爾，

是一種典型運用泛音的歌唱方式，歌者能在一個持續的低音

之上，同時唱出另一個像口哨聲的高音，被蒙古人，圖瓦人，

和位於阿爾泰地區的蒙古族（卡爾梅克人），阿爾泰人，布

裡亞特人，通古斯及楚科奇族普遍應用在民間音樂裡。不同

地方的呼麥都有各自的特色，例如：位於戈壁沙漠居民的呼

麥聽起來比較乾澀，但位於草原居民的呼麥則比較和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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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一些新生代音樂人被呼麥神秘世界的聲音所打動，這

種聲音聲高極高，但又不是假聲。很早以前，蒙古國就把呼

麥列入國寶，而在大陸，隨著對原生態的民族歌曲的挖掘，

呼麥也被看作大陸民歌的一部分，蒙古族呼麥已由內蒙古自

治區在 2009 年 10 月 1日成功申請，正式加入了世界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 

(六六六六)    7777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那達慕大會： 

本日原訂行程是參訪烏蘭布統草原，因適逢赤峰市克什

克騰旗民族宗教局鋼蘇和局長家鄉草原舉行年度那達慕大

會，為體驗蒙古族實際慶典盛況，改變行程。 

那達慕蒙古語意為「遊戲」或「娛樂」。原指蒙古族傳

統的「男子三競技」——摔跤、賽馬和射箭。隨著時代的發

展，逐漸演變成今天的包括多種文化娛樂內容的盛大慶典活

動。歷史上的那達慕不受時間限制，通常在祭祀山水、軍隊

出征、凱旋、帝王登基、正月以及大型慶典等場合舉行。現

今的那達慕，每年在夏秋之交舉行，一般是看當年牧業的生

產情況，小豐收小開，大豐收大開。活動內容除了傳統的「男

子三競技」，還有文藝演出、田徑比賽和各類經濟文化展覽

以及訂貨洽談、物資交流等，那達慕大會是蒙古族歷史悠久

的傳統節日，在蒙古族人民物質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大會

召開前，男女老少乘車騎馬，穿著節日的盛裝，不顧路途遙

遠，都來參加比賽和參觀。因參訪時間有限，本團僅觀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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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第一項摔跤比賽，摔跤手腳登高筒馬靴，下身穿寬大的綢

緞摔跤褲，上身穿“昭得格”（一種皮革制的坎肩），在脖

頸上圍有五彩繽紛的飾物“江戈”，倣古代騎士跨著大步，

繞場一周。摔跤比賽分齡進行，可看出各年齡均卯足勁，樂

在其中，也讓我們深刻體驗到文化活動得以傳承，讓族人有

參與感是非常重要。 

(七七七七)    7777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    

1.參訪喀喇沁親王府：    

喀喇沁親王府是清朝貢親王的府第，建於清康熙十八年

（1679 年），是蒙古族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貢桑

諾爾布的故居。王府的建築氣勢恢宏，殿宇森嚴，佈局精巧，

建築壯觀，結構嚴謹，是典型的清代建築群，其建築規模之

大爲內蒙古 49 旗蒙古王府之首，集塞北地區、蒙古民族、

藏傳佛教三大建築特色於一身。是內蒙古地區尚存的建造年

代最早、封爵等級最高、建築規模最大、至今保存最好的一

座清代蒙古親王府邸。王府內藏品豐富，僅明清時期的文物

就有 1400 多件，是目前內蒙古地區現存規模最大的一座蒙

古族親王府，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現爲大陸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對於我國推動原住民族文化複振、古蹟保存的工作具

有參考價值。 

2.參訪赤峰市博物館， 

位於大陸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的歷史類博物館，於 1987

年 7月 1日開館。2007 年年底，新館建設工程啟動，新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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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8日正式開館，新館與赤峰圖書館和赤峰群眾藝

術館共用，占地 1.1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2.6 萬平方米，展

陳面積 4千平方米。新館地上三層，地下一層，仍是仿古式

建築，融合了唐代、遼代的建築風格。舊館後來改造為赤峰

美術館。赤峰市博物館設有四個常設展覽（日出紅山、古韻

青銅、契丹王朝、黃金長河），日出紅山介紹赤峰市境內新

石器時代各文化類型，以紅山文化為主；古韻青銅展示青銅

時代赤峰市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夏家店上層文化；契丹王朝

展廳展示了契丹民族和遼代文物；黃金長河展廳介紹了金代

至清代間蒙古族和其它北方民族的文化。館藏文物逾萬，展

出的文物有 1,400 件（組），包括 103 件國家一級文物。四

個常設展覽展示了最新的考古發現，如夏家店下層文化三座

店石城遺址、二道井子聚落遺址。此外還利用多媒體技術和

景觀復原，展示了烏蘭布統古戰場、澶淵之盟、四時捺缽等

內容。 

3.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遺址 

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遺址坐落於赤峰市紅山

區文鍾鎮二道井子村打糧溝門自然村北部的山坡之上，占地

面積約 3萬平方米。2009 年 4月，爲開挖“赤峰—朝陽”高

速公路建設發現，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即組隊對

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工作，目前已揭露面積 5200

平方米，清理環壕、城牆、院落、院牆、房址、窖穴、墓葬

等遺跡單位 300 餘處，出土陶、石、骨、銅、玉器及毛、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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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織物等 1200 餘件。二道井子遺址文化內涵單純，文化堆

積深厚，建築遺跡保存完整，是目前發現的保存最好的夏家

店下層文化遺址；保存極佳的“地面”為研究不同遺蹟之間

的共時關係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環壕、城牆、院落、房址、

窖穴、道路等建築構成的聚落，為探索當時的聚落形態及社

會組織結構設立了新的平臺。多層疊壓的房屋預示這一遺址

存在著早晚相互銜接的不同時期的聚落，由此可以考察同一

遺址不同時期聚落形態的變化，透過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

對採集的土樣及出土的碳化有機質進行檢測，可以為探索當

時的經濟型態、自然環境及人地關係，提供有益的證據。 

 

參參參參、、、、心得及心得及心得及心得及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自民國 101 年起由兩岸輪流辦理的研討會，目前雙方對研討

會名稱尚未達成共識，大陸以兩岸少數民族統稱為主題，我

方仍以臺灣原住民族及大陸地區少數民族為主題，係因少數

民族與原住民族概念全然不同，臺灣原住民族屬南島語族，

從民國 83 年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三次憲法增修條文，將「原

住民」入憲，正式將戰後沿用四十餘年的「山胞」正名為「原

住民」，原住民族名稱系各界多年努力爭取得來不易，本會

在與大陸國家民委交流過程中堅持使用原住民族，經過多年

的努力，陸方雖在研討會名稱上未採用但交流時大多以原住

民族稱呼，至研討會名稱是否統一，考量兩岸政治情勢，目

前彼此尊重，由主辦方定研討會議題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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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討會原為學術交流平臺，漸漸地以雙方民族發展實質工

作及課題為主，不以學術研究為重，建議來年依主題邀請實

務工作者以工作坊的方式進行交流，更多的討論互動機會，

彼此分享成功案例。在未來長期穩定成熟的發展下，期能不

斷擴大整合兩岸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逐步透過研討會、

工作坊或網站分享的專業智慧累積，建趨成為兩岸關注原住

民族、少數民族議題之人士，不得不看之具專業性及影響力

的重要資訊平臺。 

三、在參訪內蒙古過程中，從生活各層面都可見蒙古語與大陸簡

體字的並列，如路標、招牌等等顯示蒙古語仍為當地被重視

的語言與文字，在參訪到一間鄉間的小學時發現其教室中的

黑板上有雙語的課程同時並列，而課表也是用蒙古語書寫，

值得我國推動族語及族語文字化工作參考。 

四、內蒙古積極以蒙古族特色發展觀光，以赤峰市為對口入境，

方便的交通，並以蒙古草原的飲食文化特色、長調、歌舞等

吸引外來遊客。相關的文化特色若在一處觀看覺得相當新

鮮，但是經過幾個不同地方，都以同樣的內容呈現就顯得吸

引力遞減。這也是可做為我國原住民地區在進行相關觀光產

業時一借鏡之處，本會或相關單位可以協助整合，發展各部

落區域的特色，提供遊客有更深入瞭解與體驗各部落特色的

機會，同時也保有各部落本身的文化特色，而非一味的相互

抄襲與複製。 

五、城鄉差距從北京到赤峰到草原仍可看到其落差，這點從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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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大概就可觀察其差異性；相較而言臺灣的城鄉在一般性

的生活水準上仍比較沒有太大落差。而在教育提供上，從參

訪白音門德草原小學來看，空間雖然相當充足，但其設備實

有改進空間，這點也可見大陸本身在經濟快速發展後，城鄉

之間的生活與教育水準也拉大了距離。當然也因為大陸的幅

員廣闊，各項建設與教育的照顧上仍有待努力。 

六、大陸對於阿斯哈圖石林及喀喇沁旗王府等自然及文化資產保

存完整，值得我國推動原住民族自然及文化資產保存參考。

目前國內對無形文化遺產未設有專法保護，而原住民族文化

資源未具再生性，消失則無法挽回。本會已與文化部建立平

臺定期開會，建議研擬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系統化的普查、登

錄、保存及傳遞等工作。對於珍貴的原住民族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存，建議會同教育部納入本土教育課程，確保原住民

族的文化能順利傳承。 

七、至於少數民族文化創意產業，在赤峰的幾間工藝館的觀察，

仍可見其發展還在起步，無論是工作室的規劃、展場的規劃

等都仍顯得比較簡陋，相較而言臺灣在此部分已經比較有更

精緻的發展。但原住民文化商品的創意開發與市場區隔、文

化元素的保存等也是目前許多原住民工作坊所面臨的困

境，是本會與部落應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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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考察考察考察考察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7 月 3 日拜訪國家民委 
 
 
 
 
 
 
 
 
 
 
 
 
 
 
 
 
 
 
 
 
 
 
 
 
 
 

7 月 3 日拜訪國家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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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研討會 
 
 
 
 
 
 
 
 
 
 
 
 
 
 
 
 
 
 
 
 
 
 
 
 
 
 
7 月 4 日於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聽取簡報 
 



24 

 

 
 
 
 
 
 
 
 
 
 
 
 
 
 
 
 
 
 
 
 
 
 
 
 
 
 
7 月 5 日於天安門廣場 
 
 
 
 
 
 
 
 
 
 
 
 
 
 
 
 
 
 
 
 
 
 
 
 
 
 
7 月 5 日於北京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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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參訪玉龍沙湖交換意見 
 
 
 
 
 
 
 
 
 
 
 
 
 
 
 
 
 
 
 
 
 
 
 
 
 
 
7 月 6 日聽取薈福寺文物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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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7 日訪團成員於青山地質公園合影 
 
 
 
 
 
 
 
 
 
 
 
 
 
 
 
 
 
 
 
 
 
 
 
 

7 月 7 日參訪大陸 4A 級景區阿斯哈圖石林(2005 年即列為世界遺產)，地標上漢文與蒙文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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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參加那達慕大會，本會邱文隆科長著蒙古族摔跤裝備 
 

 
 
 
 
 
 
 
 
 
 
 
 
 
 
 
 
 
 
 
 
 
 
 
 
 
 

7 月 8 日那達慕大會摔跤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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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參訪赤峰市博物館，團員專心聆聽館員解說導覽 
 

 
 
 
 
 
 
 
 
 
 
 
 
 
 
 
 
 
 
 
 
 
 
 
 
 
 

7 月 9 日參訪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遺址，團員專心聆聽館員解說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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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參訪喀喇沁親王府，團員專心聆聽解說員導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