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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博物館所的發展極為快速，建全博物館功能，提高其專業性、公共性、多

元性、教育功能及國際競爭力，已成為博物館重要核心業務。蒙藏文化中心是文化部

的派出單位，主管與蒙藏族聚居地區交流合作、蒙藏文化保存傳揚與發展政策之研

擬、規劃、宣導、獎勵及推動；同時還包括蒙藏文物展覽與圖書史料之典藏維護及其

他有關蒙藏文化事務事項。主要工作為傳揚蒙藏文化，讓蒙藏文化深耕於臺灣，孕育

了臺灣文化豐沛的內涵，對於促進臺灣文化多樣性具有實質意義，也彰顯出臺灣文化

的多元性及包容性。 

中國大陸內蒙古自治區是蒙古族文化研究與發展的重鎮，為了解其區內重要博物

館之文物收藏、展品佈置與推廣，特別派員前往區內的博物館進行考察，以作為本部

蒙藏文化中心辦理各項展覽之參考。 

本次行程主要參訪赤峰博物館、內蒙古博物館、蒙元文化博物館，並觀摩 8 月 8

日至 18 日在呼和浩特舉行之第 15 屆內蒙古草原文化節活動。蒙古族是一個有悠久歷

史的民族，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透過博物館展出的文物，可瞭解蒙

古族傳統文化及其璀燦輝煌、豐富多彩的文化。 

本中心蒙藏文化館（以下簡稱本館）係文化部推動文化體驗教育計畫據點之一，

將空間整修為兼具展覽與體驗功能之場所，此兩個項目為蒙藏文化館的重點工作，亦

是目前多數博物館所努力的任務，借鏡本次參訪的館所，設計更多元的體驗活動，同

時也規劃成系列活動，從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中，使參觀民眾親身體驗出草原文化之美

進而提升民眾人文歷史、藝術文化等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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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蒙藏文化中心長期關注蒙古民族文化發展，為提升文化館館務推動的順暢而擬定

內蒙古地區博物館與草原文化考察計畫，規劃至赤峰博物館、內蒙古博物館、蒙元文

化博物館參訪，同時觀摩第 15 屆內蒙古草原文化節活動。行程中將由館方安排展場解

說及多場活動的觀摩外，也與館方人員進行實務經驗的交流，期待將之回饋到本中心

蒙藏文化館團體導覽的解說活動中，也可成為未來舉辦教育體驗活動發想、設計、規

劃、宣傳、執行等各個層面的參考，使本館各項活動更加完善，以展示、教育推廣等

方式，提供民眾最佳的服務，這也是此行出訪最大的目的。 

        蒙古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和豐富的文化遺產，傳統的蒙古族遺產具有鮮明的

民族風格和地域特色，對於草原文化遺產的認知，將有助於發掘蒙古族傳統文化資

源，對弘揚多元民族文化，促進多元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義。 

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為傳揚蒙藏文化，加強與民眾交流互動，除於蒙藏文化館每

季規劃常設展覽外，並以走動式展覽方式與地方政府及文化機構合作，赴全國各地博

物館、藝文中心與各級學校舉辦各式蒙藏主題文物展覽活動，介紹蒙藏族生活、服

飾、音樂、戲劇及宗教等文物，提供國人欣賞不同族群文化特色。展覽活動以不同主

題展示，陳述各類蒙藏生活器物、美學實作、飲食體驗等展品意涵，讓民眾想像體驗

生活於草原、高原上多元族群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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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表 

     本行程共可分為 7 天，出訪內容如下表所示： 

出訪日期 出訪內容 

8 月 7 日 

（星期二） 

抵達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 

8 月 8 日 

（星期三） 

參訪赤峰博物館 

晚上抵達呼和浩特 

8 月 9 日 

（星期四） 

參訪內蒙古博物院及內蒙古展覽館 

8 月 10 日 

（星期五） 

考察草原文化節系列展覽活動 

8 月 11 日 

（星期六） 

抵達錫林浩特 

採買蒙古族生活體驗用品 

8 月 12 日 

（星期日） 

參訪蒙元文化博物館 

抵達呼和浩特 

8 月 13 日 

（星期一） 

抵達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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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行程紀要及心得 

一、 赤峰博物館 
 

第一站來到位於赤峰市的赤峰博物館。赤峰，原名為烏蘭哈達，蒙語是紅色的山

峰，同時也是古老的紅山文化發源地。赤峰博物館自 1958 年開始籌建，舊館 1987 年

竣工；新館在 2010 年 8 月 8 日落成並正式開館，為中國大陸國家二級博物館。赤峰在

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幾次輝煌的歷史階段，因此赤峰博物館運用文物與史料相結合作為

展示方式，將新石器時期、北方青銅文化時期、遼代及金、蒙元時期的文化以專題的

方式呈現，展現赤峰地區考古學文化、歷史文化特色、也全面反映了每一時期的文化

特點。館內館藏文物超過萬件，包括了 103 件中國大陸國家一級文物，涵蓋陶瓷、青

銅、錢幣、玉器、金銀器、漆器、壁畫、絲織品等。又按照歷史發展順序組成一體的

展覽，形成了赤峰博物館最具特色的展示風格。該博物館是一座集收藏、研究、展示

於一體的大型歷史博物館，藉由參觀赤峰博物館有助於了解赤峰悠久的歷史與璀璨的

文化。 

赤峰博物館外型為仿古樓閣式建築，新館具有中國唐代、遼代的建築特色，有濃

郁的中國式古典建築特色和民族風格，借鑒了中國傳統宮殿建築中軸對稱、主從有

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樓的布局手法，形成古樸典雅、博大雄偉，具有赤峰獨特歷史

文化象徵的建築風格；大樓主體高 27 公尺，結構有 3 層，地下 1 層；主體面積

3,327.5坪，使用面積 2,057坪，展覽面積 1,059坪，庫房面積 454坪。 

    

    ▲赤峰博物館建築外觀                                        ▲赤峰博物館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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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博物館一樓大廳 ▲博物館內設有語音導覽 

參訪赤峰博物館係由館方安排導覽員為我們做全程講解，一進入博物館內，即發

現所有的工作人員均著蒙古傳統服飾，導覽人員著蒙古傳統服飾講解為一大特點，解

說時是使用子母機，解說甚為詳盡。導覽是博物館一項重要服務性工作，有助於參觀

民眾了解展覽、了解展品、透過人與人、人與物的直接面對面溝通，傳達更多的知

識，也滿足了參觀者的學習。 

進入赤峰博物館一樓大廳，映入眼簾的是被考古界譽為紅山文化象徵的「中華第

一龍」─紅山碧玉龍，氣勢磅礡。在赤峰市，幾乎隨處可見碧玉龍被廣泛運用在壁毯

等日常用品上。赤峰博物館主要分為四大展廳，也藉由四個展廳讓參觀民眾了解四段

歷史。 

第一展廳  日出紅山 

紅山文化距今約 6600 年─4870 年，赤峰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諸文化、聚落發

達，出現原始農業、原始宗教及祖先崇拜，最早形成玉文化。紅山文化晚期已出現凌

駕於氏族組織的社會組織，進入古國時期。赤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對於

探索中國文明的啟源及國家的出現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重約 50 公斤的 C 型碧玉龍 ▲以不同方式呈現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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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境展現生活方式 ▲導覽人員講解展品 

第二展廳 古韻青銅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鑄造和使用青銅器的時期稱之為青銅時代，中國的青銅時

代形成距今約 4000 多年前，以中原地區的夏代最具代表性。赤峰地區的青銅文化對於

研究中國早期國家的出現及北方民族與中原文化的關係，具有重要意義。在館方人員

的介紹下，瞭解了夏家店文化遺址是兩種不同形質的文化疊壓在一起的，堆積在下層

的早期青銅文化命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距今約 4200 年─3600 年，相當於中國歷

史上的夏王朝時期；在上層鼎盛時期的青銅文化命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距今約

3000 年─2500 年，相當於西周和春秋時期。夏家店文化以精美的彩繪陶器、紋飾、以

及具有特色的青銅器上的動物紋飾而著稱，在北方草原青銅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青銅文化 ▲戰國秦漢時期文物 

  
▲獨具特色的青銅馬 ▲東胡王射獵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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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展廳 契丹王朝 

  契丹族是中國古代北方一個古老的遊牧民族，由鮮卑的一支宇文部演變而來，

契丹族最早在今希拉穆倫河一帶遊牧，西元 916 年耶律阿保機正式稱帝，建立了契丹

王國。遼太宗時改國號為大遼，遼朝先後與五代、北宋與西夏並存。遼朝共歷九世，

西元 1125 年，遼被女真滅亡，歷時 209 年。 

10 至 12 世紀的北中國歷史舞台上，英雄的契丹人縱橫馳聘，開疆拓土，和中原

宋朝分庭抗禮，成為中國少數民族在草原上建立的第一個封建大帝國。展廳展示的是

契丹族大遼帝國所創建的草原文明，當時大遼帝國的都城就位於赤峰的巴林左旗，這

也是赤峰有過的輝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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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展廳 黃金長河 

在赤峰博物館的第四展廳，展示了元朝、明朝與清朝的赤峰歷史，金、元、明、

清以來，以蒙古族為主體的北方民族，在赤峰地區創造濃郁民族風情和地方特色的蒙

古族民俗文化。赤峰地區成為中國北方的重要軍事要塞，最終成為蒙古民族和平安定

生活的家園。千百年來蒙古民族給世人留下了大量豐富而珍貴的文化遺產。第四展廳

還分為四個單元，包括金代赤峰、蒙元尋蹤、草原姻盟、清代蒙古族風情。 

赤峰博物館文物展覽設計著重在凸顯地方歷史文化，從赤峰歷史發展中，擷取了

四段精彩的時期，運用文物與史料相結合的展覽方式呈現。在展覽的形式上，赤峰博

物館以歷史脈絡為主線，以系列文化為平台，以出土文化為依托，將赤峰地區近幾年

來最新考古發掘的資料和研究成果相結合，成為展出的亮點。同時運用大型油畫結合

聲、光等高科技手法復原東胡王射獵、烏蘭布統之戰等場景。 

  

  

博物館是繼承和宣傳人類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館所，主要以文物為主體的陳列展

覽，對博物館的陳列展覽是一項有系統的工作。雖然現在多媒體語音導覽等高科技被

廣泛運用於博物館，但是傳統導覽人員因直接面對參觀民眾，語言的運用、形式的變

換都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參訪人員在赤峰博物館特別挑選「赤峰博物館講解大賽集

錦」及「赤峰博物館展覽大綱講解詞彙編」，可以提供蒙藏文化館志工閱讀，提升志工

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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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期間也購買「蒙古族服飾」一書，蒙古族是一個具有古老傳統的民族，

繼承了亞洲草原幾千年來的遊牧文明傳統，受到匈奴、契丹、鮮卑等民族的服飾文化

所影響。各民族服飾都有自己的特點，蒙古族服飾有著濃厚的草原風格和適合遊牧生

活的基本款式。在整套服飾上包含帽子、袍子、坎肩、腰帶、褲子、靴子等，由於個

人的身分地位、性別年齡、職業及季節的不同而各具特色，蒙古族服飾男裝傾向渾然

大氣；女裝則呈現精美艷麗，加上五彩繽紛的配飾，展現蒙古族服飾的特殊風格。蒙

藏文化中心目前收藏蒙古族服飾，將有系統的持續購置各地區蒙古族服飾，並策畫相

關服飾展，以推介蒙古族特有之文化。 

 
 
 
 
 
 
 
 
 
 

二、 內蒙古博物院 

        

內蒙古博物院舊名內蒙古博物館，位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是中國大陸最早建立

的博物館之一，內蒙古博物院為中國大陸國家一級博物院，新館為 6 層建築，館舍主

體面積達 15,000 坪，有陳列展廳區、文物庫房區、觀眾服務區、業務科研區、多功能

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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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博物院二樓有 4 個展廳，分別為 1.「遠古世界」即古生物化石陳列，展示

自 30 億年前到 1 萬年前內蒙古遠古生態環境的巨大變遷，尤其有中生代恐龍和第三

紀、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標本；2.「高原壯闊」以動物與植物標本的形式，展現內蒙

古地區生物圈的面貌，打破一般人對於內蒙古只是草原的刻板印象，展示內蒙古地區

東部森林、中部草原、西部戈壁沙漠組成的多元環境和其間適應不同環境下所產生的

多樣生物；3.「地下寶藏」即地質礦產標本陳列展示，因為內蒙古地區地質礦產資源

豐富，故而選取當地盛產的各類礦物的標本，包括貴金屬、有色金屬、非金屬礦產、

能源礦產及建築材料等；4.「飛天神舟」即航天科技陳列，由於內蒙古地廣人稀的客

觀條件，很早就被確立為中國大陸航天工業的發展與試驗基地。這四個基本陳列室，

介紹草原文化生成之地，恐龍等古生物化石、現代動植物、蒙古礦產和航太事業的發

展。 

另外三樓的展場按照歷史順序，從古代先民開始到近代有「草原雄風」、「天驕蒙

古」、「草原風情」、「草原烽火」四大主題展，展示了內蒙古草原文化的發展，這些專

題陳列呈現了草原文化精髓之處，建構了內蒙古草原文化歷史的完整形象。 

「草原雄風」單元展出蒙古族形成之前的草原先民歷史文化，包括東胡、匈奴、

鮮卑、突厥、契丹等古代民族的文物精品，其中也包括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和遼文

化。「天驕蒙古」這個單元，主要展示蒙古族歷史文化，以成吉思汗和元朝為主，從蒙

古族起源到蒙元時代再到明清時期近千年的完整脈絡，表現蒙古民族的聰明才智、輝

煌的歷史。「草原風情」陳列近代民族相關文物，展出明清以來數百年生活在內蒙古地

區的蒙古、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民族的經濟生活、文化藝術、風俗禮儀、宗教

信仰等文化傳統。「草原烽火」單元則展出 1919 年五四運動至 1949 年這段時期內蒙古

的社會狀況和文物。 

內蒙古博物院為解讀內蒙古的歷史文化，發揮博物館教育及展示功能，特別完成

了全新歷史文化民俗陳列的展廳設計和布展，運用新媒體的元素，為部分展覽作出新

的闡釋，以吸引更多民眾參觀。 

民眾進入博物院參觀，必須經過安檢，且規定不准攜帶飲用水入場，院方特別在

博物院入口處設置專用櫃提供民眾放置礦泉水。惟參觀民眾甚多，導致入口處甚為零

亂，雖有清潔人員隨時整理，但仍顯髒亂。在國家級博物館入口處，未能妥善規劃，

確實有改善空間。 



10 
 

 

▲內蒙古博物院入口處擺放雜物，顯得零亂 

據內蒙古博物院工作人員介紹，內蒙古博物院特別改造新的展廳，將文物以數字

編號，參觀民眾輕點螢幕，便可以將點選的文物從任意的角度去調整放大、縮小、旋

轉，甚至觸摸到文物，真正讓觀眾體驗到文物鮮活起來，文物下有 QR CODE，民眾只

要利用手機掃瞄，即可以從手機上了解文物的相關資料。該院曾設計流動數字博物館

車，裝載的是 3D 高清數字的文物，大量採用觸摸螢幕技術，結合 3D 模型、文字、聲

音、圖片等形式讓文物更生動，透過展覽車的方式，讓更多偏遠地區的民眾觀賞到珍

貴文物，提高了珍貴文物的展出率，同時也保有了實體文物的安全性，讓深藏在博物

館裡的文物能以行動車的方式，走到偏遠地區，走到民眾身邊。 

 

 

 

內蒙古博物院外觀一隅 內蒙古博物院外觀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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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博物院裡「遠古世界」、「高原壯闊」、「地下寶藏」、「飛天神舟」四個基本

陳列室，介紹草原文化生成之地，恐龍等古生物化石、現代動物、蒙古礦產和航太事

業的發展。「草原雄風」、「天驕蒙古」、「草原風情」、「草原烽火」四大主題展，展示了

內蒙古草原文化的發展，這些專題陳列呈現了草原文化精髓之處，建構了內蒙古草原

文化歷史的完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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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樺歌」這個單元是新的主題，主要是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族民俗風情展，

就這三個民族的「經濟生產」、「多彩民俗」、「文化娛樂」作介紹。 

  

  

達斡爾族特展 

 

  

  

鄂溫克族特展 

 

 



13 
 

  

  

鄂倫春族特展 

三、 草原文化節 

第 3 屆內蒙古自治區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在國際會展中心舉辦，交易會設一個主

會場及三個分會場，主會場設在呼和浩特國際會展中心。本次參觀主會場，主會場有

數百個攤位，部分攤位類似臺灣地區的商展，還有販售標榜臺灣特有的珊瑚玉，當然

有部分是展售具有特色的蒙古服飾、馬頭琴等樂器。部分展售區類似商展活動，反而

淪為「商店街」，廠商販售各項商品，如臺灣玉、臺灣珊瑚、琥珀、玉器、茶壺、茶

葉、瓷器等各項商品，但參觀人數不如預期。 

  

▲文化產業交易博覽會主視覺 ▲文化產業交易博覽會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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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交易博覽會展示馬頭琴 ▲邀請外國廠商參加文化產業交易博覽會 

  

▲蒙古族服裝與帽飾展 ▲蒙古族服飾展 

  

▲服飾展搭配多媒體影音 ▲展示蒙古包內部陳設 

接著參觀草原文化節主題展，由內蒙古自治區展覽館展覽設計部也是策展人夏雪

峰主任解說其展示內容，深入瞭解活動策展之立意及規劃。該展以民族團結為主題，

邀請中國大陸 20 多個省區市的非遺代表性項目，200 多名傳承人，透過「根脈相

連」、「錦繡中華」、「古道茶香」、「匠心築夢」四個單元和廣場展演區進行展示，生動

體現出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景況。 

經由參訪草原文化節後深刻的體認到，成功的展覽必須是能抓住觀眾的視線，可

以掌握注意力，但是展覽的項目過多，似乎超過民眾參觀博物館所消耗的時間及體

力，反而無法留下深刻的印象，失去了展覽的目的。有些傳承人在現場販售個人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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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如弓箭、銀製手環等，卻未見主辦單位制止。 

  

▲戶外表演活動 ▲各民族簡介 

  

  ▲巧遇達斡爾族剪紙非遺傳承人蘇梅女士 ▲現場示範織布 

四、 蒙元文化博物館 

蒙元文化博物館坐落於錫林浩特市新區，建築造型氣度恢宏，室内分三層分布著

許多展廳，有考古、歷史、生活、政治等方面的展品。蒙元文化博物館由博物館、民

俗館與民俗文化影劇院三個部分組成。建築形體蒼勁有力，與茫茫草原相合相生。主

體建築利用上傾的實圓台與下斜的虚圓錐相扣，具有拔地而起的力度感，内部空間展

廳圍繞雕飾中廳螺旋而下。 

想了解一個地域的發展歷史和本土文化，博物館是最好的選擇。蒙元文化博物館

藏有蒙元時期印章、符牌、服飾、金銀器、石雕、陶瓷、繪畫、兵器、建築構建等文

物，涵蓋蒙元時期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科技等諸多領域。透過文物見證了一代

天驕成吉思汗創建蒙古汗國，雄踞歐亞大陸的宏圖偉業。 

蒙元博物館内的藏品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在中國大陸各大博物館中均居前

列。館内的文物絕大部分出土於錫林郭勒大草原，是見證蒙元文化輝煌歷史的重要標

誌。 藏品十分豐富，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現代，反映了錫林郭勒盟地區從古到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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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脈絡和文明進程，文物極具代表性，如北魏玻璃器、金銀器、紡織品、腰帶、

元代金馬鞍、服飾、青花瓷；遼代鎏金、瓷器；清代頭飾、佛像等。 

該館劉興旺館長親自出面擔任本次導覽，特別介紹該館平日參觀人數眾多，平均

每日約有 5,000 人入場參觀，館內聘有 20 位導覽人員，可為團體進行解說，但採預約

制。蒙元文化博物館藏有蒙元時期印章、符牌、服飾、金銀器、石雕、陶瓷、繪畫、

兵器、建築構建等文物，涵蓋蒙元時期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科技等領域。從政

治軍事、社會經濟、民俗風情、宗教文化幾個面向為觀眾全方位展示蒙元時期歷史。 

  

▲蒙元文化博物館外觀一隅 ▲蒙元文化博物館外觀一隅 

  

▲劉興旺館長（右一）陪同參觀 ▲館方安排解說員講解 

  

▲展示蒙古族人日常用品 ▲展出蒙古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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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參訪獲劉館長致贈本中心館藏書籍 3冊書目，分別為：錫林郭勒珍寶─古建遺

址卷、錫林郭勒珍寶─歷史文物卷、錫林郭勒珍寶─民族文物卷，將作為本館圖書室

館藏。 

 

 

 

 

 

 

 

 

 

 

肆、 建議事項 

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一) 培養專業導覽人員、設計完善展覽場地 

1. 針對不同觀眾的需求進行現場導覽 

導覽是文化館一項重要服務性工作，有助於參觀民眾對陳列主題與展品的瞭

解，大陸地區博物館多聘用專業導覽人員，部分展館設有語音導覽，有些展館則

以展出單元分別收取導覽費用，相對要求導覽人員應具有專業性、知識性、談吐

高雅、儀態氣質佳、親和力等；臺灣的博物館，部份囿於編制及預算，而由志工

擔任導覽工作，對導覽志工的要求相對較低。在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的導覽人員

皆著蒙古傳統服飾，相對具有特色。但臺灣目前多數博物館預算有限，且多由志

工擔任導覽，流動率較高，無法以高成本製作服裝，但仍可藉由培養志工的專業

性，使參觀民眾更容易獲得知識。 

2. 以實境方式呈現蒙藏風光 

此次參訪之部份館場在展場入口處即以實境營造草原風光，使參觀民眾一進入

展場即可感受深處草原的氛圍，對於特殊的地理環境，迥異的日常生活文化以最

直接的方式呈現。爾後在展場佈置倘將展覽主題以實境方式呈現，並搭配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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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播出，可讓展覽活動更加生動。 

 

 

 

   

 

(二) 教育體驗活動 

1. 善用社群網路媒體，廣為宣傳 

因應網路的普及性及便利性，社群媒體成為訊息流通的重要管道，除利用臉

書專頁外，也可以運用各項藝文活動的宣傳，讓最新活動的訊息和動態有更好的

流通，使各項展覽活動、體驗活動均能達到最佳的宣傳效果。 

2. 設計多樣的體驗活動課程，以吸引民眾參與 

目前博物館林立，各項藝文活動層出不窮，如何吸引民眾參與的體驗課程實

為重要課題。以蒙藏文化館目前舉辦之「阿姐拉姆─藏戲面具特展」為例，蒙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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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針對展出主題，製作多款藏戲面具，提供民眾親自體驗，頗受歡

迎。爾後辦理各項特展，將針對主題設計體驗活動，增加民眾參與度，並親自引

領民眾體驗不同文化之美。 

(三) 開發文創商品 

本次參訪，透過參觀蒐羅多項文創商品可供參考。 

1. 磁鐵 

將蒙古文化元素運用在文創商品，既有傳統又符合現代感。以蒙古包、蒙古

服飾、騎馬、射箭、茶壺、牲畜、馬頭琴等元素製作成磁鐵，構圖生動活潑。 

 

  

       ▲磁鐵 1 蒙古姑娘獻哈達             ▲磁鐵 2 蒙古男子騎馬射箭 

  

磁鐵 3 擠羊奶 磁鐵 4 拉馬頭琴 

 

 2.手繪成吉思汗日曆筆記本 

         在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由文創人士親自介紹其手繪之日曆筆記本，每頁均由其

繪圖及編排，內頁分別介紹蒙古歷史、飲食、人物及生活；另外有農民曆的功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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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相當豐富。 

 

 

 

 

 

 

 

 

 

 

 

 

    ▲日曆筆記本封面                                                   ▲日曆筆記本內頁介紹生活 

 

 

 

 

 

 

 

 

 

 

 

 

 

▲日曆筆記本內頁介紹蒙古歷史                                   ▲日曆筆記本內頁介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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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曆筆記本內頁蒙古靴                                         ▲日曆筆記本內頁箴言 

 

3.手繪蒙古英雄桌曆 

一年 12 個月，每一個月份分別介紹一位蒙古英雄，包括忽必烈、察合臺

等，這份桌曆是作者親自手繪，人物生動，印製相當精美，本次僅展出一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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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鑰匙圈 

以成吉思汗、王昭君等重要歷史人物及蒙古包等文物所製成的皮製鑰匙

圈，樣式簡單又富有代表性。 

 

 

 

 

 

 

 

5.鐵製書籤 

運用具有蒙古元素之圖案製作成多款書籤，均富特色。 

 

▲書籤一 ▲書籤二 

▲書籤三 ▲書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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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拼圖 

有各式各樣草原的風光、蒙古樂器、蒙古服飾等製作成可愛的拼圖，因係

新開發之文創商品，尚未正式對外販售。 

 

 

 

 

 

 

7.鋼杯 

與桌曆的蒙古英雄人物相同，製作成復古式的鋼杯。 

 

 

 

 

 

 

8.環保袋 

運用蒙古吉祥圖騰製作環保袋，搭配蒙文，設計相當新穎。展覽現場也僅

作展示，未對外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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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明信片 

以「奶牛」、「額吉」圖案作成明信片，畜牧是蒙古族人長期賴以生存發展

的主要經濟，以「奶牛」來製作明信片，足以顯現其在生活上具有極為重

要的地位。「額吉」是蒙語的「母親」之意，蒙古族人的習慣，也將草原稱

為「額吉」。 

 

 

 

 

 

(四) 持續購置蒙古族傳統智力競技物品 

蒙古棋、沙蓋是蒙古族的娛樂用品，也是蒙古族精神文化及非物質文化的寶貴遺

產，可以作為文化體驗活動用品，使參觀民眾親自體驗蒙古族傳統競技。沙蓋是綿

羊、山羊、駱駝、牛等動物的四方形小踝骨。蒙古族祖先很早就開始把羊的沙蓋保存

起來，寓意就是紀念被殺戮的那隻動物。後來蒙古族人就用沙蓋進行占卜算卦並做成

多種遊戲來玩耍，現在蘇尼特地區流傳下來的沙蓋遊戲玩法有 120 多種，一般人通常

運用的沙蓋遊戲有抓沙蓋、彈沙蓋、猜沙蓋等多種遊戲，而且所有的沙蓋遊戲都有相

應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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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蓋                                                                ▲沙蓋及教學書籍 

 

 

 

 

          

 

 

 

 

 

 

            ▲蒙古棋                                                                  ▲蒙古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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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長期建議 

本次行程安排參觀的博物館都是屬於中國大陸國家級博物館，無論在館藏文物或

博物館本身的建築上均各具特色，而往往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築物，可以吸引更多

民眾來參觀，達到教育的功能。本中心蒙藏文化館外觀具有藏式建築的特色，但由於

先天條件的限制，未來可朝精緻博物館路線經營，培養專業導覽人員、設計多樣性的

特展，開發教育體驗活動，改善展覽環境，增加展覽空間，發展為獨具特色的博物

館。 

伍、 結語 
博物館是一個國家的櫥窗，臺灣近幾年來，由於政府單位、學術界、藝文界等積

極推動，具有博物館樣態的文化場域已達數百家之多，在規劃上亦達到博物館的基本

功能，也成為一般民眾文化學習、外國旅客來臺參觀的重要景點，如何整合資源，妥

善規劃也成為博物館的核心業務，如何建立博物館的品牌，區隔出博物館的差異性，

以吸引民眾參觀博物館是值得我們思考的重要議題。 

近年來，中國大陸在政府資金的挹注下積極新建或修繕博物館，本次參訪的內蒙

古地區博物館建築，在設計均各具特色，博物館占地廣闊、交通便利、設施完善，重

新建構了博物館與社會大眾聯繫的脈絡。本次考察所參觀的博物館均設有典藏庫、陳

列室、文物修護辦公室；對於民眾服務及設施則包括售票處、物品存放處、紀念品販

賣部、民眾休息處及洗手間等，並運用多媒體的展示方式，以加深觀眾對於展出內容

的認知和瞭解。據參觀的博物館館方人員表示，中國大陸地區民眾對博物館的參與人

數不斷攀升，但在參訪過程中，因參觀者素質不一，致有民眾觸摸展品、小朋友在展

場追逐等情況，未能確實遵守館方的規定，足見生活教育亟待加強   。                                                                                                                                                                                                                                                                                                                                                                                                                                                                                                                                                                                                                                                                                                                                                                                                        

蒙藏文化中心下設之蒙藏文化館典藏諸多蒙藏文物，歷年來在國內積極推廣蒙藏

文化，與各縣市文化局、藝文單位及各級學校合辦蒙藏文物特展，深獲各界肯定，顯

見臺灣民眾對於認識蒙藏文化保有高度的興趣。爾後仍將持續提升教育及學術功能，

增進與民眾之溝通，以達文化傳承、藝術推廣及終身學習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