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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行程係赴大陸地區洽商計畫-西藏人文與自然考察，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各

組室代表一行 9 人，於 107 年 11 月 1 日從臺灣出發，抵達成都，次日 11 月 2 日

上午搭機前往拉薩並適應高原環境。11 月 3 日上午參觀西藏犛牛博物館，瞭解

此動物的特性及相關的藏族文化，並與吳雨初館長座談，吳館長說明建館的理念

及歷程；下午參觀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其常設展廳包含自然博物館、科技館及

展覽館，並與該館黨衛東館長及負責展示、研究、科教業務的館員在會議室中分

享交流彼此的經驗。11 月 4 日赴當雄縣羊八井天文觀測站，參觀亞毫米波天文

臺，其望遠鏡直徑為 3 公尺，日夜皆可進行觀測。11 月 5 日上午由拉薩搭乘火

車前往日喀則，下午參觀屬於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扎什倫布寺。11 月 6 日上午搭

車前往江孜參觀白居寺，下午則至卡若拉冰川及羊卓雍措觀察地質及生態環境。

11 月 7 日參觀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布達拉宮及大昭寺。11 月 8 日由拉薩搭機前

往成都，11 月 9 日參觀三星堆博物館及金沙遺址博物館，認識古蜀文化，於晚

間搭機返臺。此行充分體驗藏傳佛教有關的歷史典故、西藏自然景觀之壯闊，學

習到許多寶貴的知識。並與西藏博物館交流並交換意見，為未來本館與西藏博物

館之展示教育工作，開啟合作發展之契機。 

 

 

 

【關鍵字】博物館、藏傳佛教、西藏、氂牛、布達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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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參訪目的： 

1. 西藏的地形、地質及氣候形成許多特殊的地理景觀及生態體系，並有許

多珍稀的生物；藏傳佛教及藏族建築、服飾、習俗等亦極具特色，非常

值得參訪及學習寶貴的知識。 

2. 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為近年新設立的館所，展現西藏獨特的自然、歷史、

人文資源。此行參訪為推動與西藏當地博物館交流，建立實質之博物館

間展示與教育推廣之合作。 

3. 此行之目的亦為考察自然景觀、生態環境、人文特色，學習自然科學與

人文科學之背景知識，實際體驗高原環境、生活適應與氣候狀況，以做

為未來規劃西藏深度學習活動之參考依據。 

 

 

二、 參訪行程： 

 

107/11/1   出發，台中桃園成都 

107/11/2   成都拉薩 (適應高原環境) 

107/11/3   拉薩 (博物館參訪) 

107/11/4   拉薩羊八井拉薩 (天文台觀星) 

107/11/5   拉薩日喀則 (自然地質人文考察) 

107/11/6   日喀則拉薩 (自然地質人文考察) 

107/11/7   拉薩 (自然地質人文考察) 

107/11/8   拉薩成都，大連北京 台中 

107/11/9   成都桃園 台中 

 

   

 

 

 

 

 

 

 

 

 
圖一、抵達西藏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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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成果 

 

壹、氂牛博物館與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博物館參訪 

  

氂牛博物館 

  該館是一個專業型的博物館，雖以動物氂牛為主題，背後卻是呈現許多有關

藏民與氂牛間互動上的人文特色，特別是如同該館館長所言，該館嘗試以人類學

的角度來詮釋，讓觀眾可以很清楚理解氂牛存在於西藏的獨特之處，以其它與藏

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歷史沿革、文化脈絡與互動情形。此外，展示設計上，該館運

用典藏的標本文物、生態造景、影音媒體等，豐富的呈現氂牛的相關主題與細節。

在平面設計上也運用氂牛皮革的材質在面板上，充分表面出該館的特色，是個讓

人驚艷的專業主題博物館。 

 

 

 

 

 

 

 

 

 

 

 

 

 

 

 

 

圖二、西藏氂牛博物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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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 

    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位於“世界屋脊”的西藏，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自然環境惡劣，對人類特别是古人類的生存、遷徙、交流和開發成了嚴

峻的挑戰。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由於是近兩年新建的大館，館舍相當新穎，展示

內容則與大陸其它地區的自然博物館差異不大，主要是科學中心互動式的展示，

與自然史的展示內容。自然史展示部分，主要也是分有人類學、地質學、動物學

和植物學四大部分，以大量的標本為主，部分造景為輔，展示內容偏向通則性的

介紹，對於西藏地區的特點也都有著墨。 

 

 

 

 

 

 

 

 

 

 

 

 

 

圖三、西藏氂牛博物館展示壯觀的氂牛頭骨標本 

圖四、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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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藏傳佛像與寺廟參訪 

    西藏地區特殊的地形環境造就藏民對於信仰的需求，透過信仰使藏民對於生

活的困苦得到抒發與寄託。現在藏民大部分信仰藏傳佛教，也是大家較為熟悉的

宗教信仰。藏傳佛教是指傳入藏區的佛教分支，與漢傳佛教(又稱大乘佛教)、南

傳佛教(又稱小乘佛教)並稱佛教三大體系，但以密宗傳承為其主要特色。 

    本次參訪的寺廟有「札什倫布寺」、「白居寺」、「大昭寺」等，以及在拉

薩作為政教合一的重要地點「布達拉宮」。其次，本次參訪也有短暫時間停留在

「要王山崖」這個地點，此區不僅是觀賞布達拉宮的重要位置之一，也是著名的

石窟式寺廟，曾經與布達拉宮相連，但因拉薩市區擴建馬路而中斷，石窟寺廟內

的石刻神像也在文革時期遭到破壞，使其面貌不若往昔。然而，短暫到訪期間仍

可見石刻神像與「擦擦」模板刻印神像的樣貌與興盛，隱約可見以往藏傳佛教神

像雕刻的藝術風格與歷史傳承。 

 

一、札什倫布寺 

    札什倫布寺位於日喀則，日喀則式西藏地區第二大的都市，是歷代班禪駐錫

1之地，也是歷史上後藏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 

                                                      
 

圖五、與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及工作人員交流會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8F%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5%82%B3%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82%B3%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82%B3%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8F%E5%82%B3%E5%AF%86%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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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札什倫布寺位於日喀則市西方的尼色日山坡上，建築面積近 30 萬平方公

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在後藏地區最大的寺院，與拉薩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

寺，以及青海的塔爾寺和甘肅的拉卜愣寺合稱格魯派的六大寺廟。札什倫布寺建

於西元 1447 年，由宗喀巴大師的弟子根敦珠巴創建，因此根敦珠巴去世後被追

認為第一世的達賴喇嘛。藏語中「札什倫布」意思是「吉祥須彌山」，此寺是四

世班禪及後歷代班禪的駐錫地，也被中國國務院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進入寺院大門，左邊印入眼簾的就是最引人注目的大殿—強巴佛殿。強巴佛

即是大乘佛教中所稱的彌勒佛，在藏傳佛教中彌勒佛是掌管未來的未來佛，這點

與大乘佛教中的彌勒佛是相同的。該殿建於西元 1461 年，全殿建築是由石頭壘

砌而成，顯得莊嚴肅穆。殿內的強巴佛像蹲坐在蓮花台基上，佛像身高 22.4 公

尺，光手指長就達 3.2 公尺，是世界上最大的銅佛坐像。該佛像是由黃金、銅、

珍珠、琥珀、珊瑚、綠松石等各種珍貴寶石鑄造裝飾而成。此外，佛像的眉宇間

鑲嵌有特大鑽石、珍珠以及其他寶石，據說是由 900 個工匠花費 9 年時間才完成

的。 

    札什倫布寺除有佛殿之外，尚有許多座來自各地修行的僧人居住的屋舍，這

些屋舍依照僧人來源分門別類，例如青海的僧人居於一處、四川的僧人又聚集另

一處，形成圍繞著大殿外環的聚落，方便僧人的修行。 

 

 

 

 

 

 

 

 

 

 

 圖六、札什倫布寺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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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居寺 

    白居寺位於江孜縣東南角，介於拉薩與日喀則之間。白居寺鑒於明宣宗宣德

二年(西元 1427 年)，白居寺的藏語意思是「吉祥輪大樂寺」。在藏傳佛教的歷史

上白居寺有其特殊的地位與影響力，因為它建立時正式西藏各大教派勢均力敵的

時期，薩迦派、格魯派、噶當派等在此地和平共存，每個教派在此都有五六個札

倉2，目前這裡共有 16 個札倉。 

    白居寺的建築充分代表了 13 世紀末至 15 中葉後藏地區寺院建築的典型樣

式，即是一座塔寺結合的寺院建築，塔中有寺，寺中有塔。白居寺同時也是具有

紀念碑性質的大型建築群，也是唯一一座躲過文革而完整保存的寺塔，有「西藏

塔王」之稱。白居寺由大殿、吉祥多門塔、札倉和圍牆四大類建築組合而成。措

                                                      
 

圖七、札什倫布寺-強巴佛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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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大殿至今已有 500 多年的歷史，殿高三層，下層為立有 48 根立柱的大經堂，

每個立柱上掛滿年代久遠的絲織(織繡)唐卡佛像。全寺的塑像風格也都頗有特

色，經堂正殿供奉三世佛，東西兩側供有淨土殿，經堂西北側供奉一尊高 8 公尺

黃銅鑄成的強巴佛鎏金銅像。措欽大殿的第二層是拉基大殿，全寺最高級別的拉

基會議即在此舉行。周圍有幾座佛殿，其中覺登殿裡的一尊直徑 3 公尺的立體壇

城3與東廂殿裡的文殊菩薩和十八羅漢都已有 500 年的歷史了。在第三層有一座

叫做夏耶拉康的佛殿，殿內的壇城壁畫非常精美，六菱圓形的蓮花藻井也深具特

色。 

    寺旁的白居塔，又稱吉祥多門塔，是白居寺的標誌。白居塔高約 32 公尺，

共有九層，由近百間佛堂依次重疊建成，全塔有 77 間佛殿，108 個門，以及神

龕、講堂等，殿內繪有十餘萬佛像，因而有「十萬佛塔」之稱。塔內保存有千餘

尊泥塑、銅塑、鎏金佛像，相當壯觀。 

 

 

 

 

 

 

 

 

 

 

 

 

 

 

 

                                                      
 

圖八、白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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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布達拉宮 

    提到西藏，來到拉薩，絕對不能錯過的就是那紅白相間、有著神祕色彩的布

達拉宮。這座號稱是世界上最高海拔、最雄偉的宮殿象徵著西藏文化最輝煌的成

就。 

    布達拉宮建於西元 7 世紀，為松贊干布時期，至今約有 1300 多年的歷史。

該宮位於拉薩市西北郊區的小山上，主樓高 115.19 公尺，東西長 360 公尺，佔

地綜面積達 36 萬多平方公尺，建築總面積約 12 萬平方公尺，分由寢宮、佛殿、

靈塔殿、僧舍等建築。「布達拉」是梵語音譯過來的，意思是「普陀」，主要是指

布達拉宮所在的小山猶似觀音菩薩的普陀山之意，因此布達拉宮又被稱為「第二

普陀山」。 

    布達拉宮主體建築分有白宮與紅宮，紅宮處於中間的位置，有歷世達賴喇嘛

的靈塔，和各類佛堂與經堂。白宮則是達賴喇嘛處理政務和生活居住的地方，位

處紅宮兩側。布達拉宮內有大量的壁畫，分布在紅宮與白宮的迴廊與門廊，形成

數條可觀的藝術長廊，題材豐富多樣，包含藏傳佛教發展史、五世達賴喇嘛的生

平、文成公主進藏的過程、西藏古代建築的樣貌，和大量的佛像等。同時，布達

拉宮的各座殿堂中保存有珍貴文物和佛教藝術品，特別是五世達賴喇嘛的靈塔，

塔高 14.85 公尺，是布達拉宮最高的靈塔。 

    參觀布達拉宮的動線有兩種，一般當地香客均是從正門沿著「之」字形的石

階拾級而上，參觀旅客則是從西門先走到山頂再一路向下遊覽，較省體力，也較

不會有高原反應。布達拉宮的參觀動線相當固定，會有指示路牌，開放參觀的殿

堂除了幾個重要的宮殿之外，其餘宮殿的開放會隨季節有所不同。 

  布達拉宮的殿堂甚多，除供奉不同的主尊佛之外，還有達賴喇嘛靈塔殿，包

含五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和十二、十三世達賴喇嘛靈塔殿。其中，又以

五世達賴喇嘛靈塔殿（藏語為色東康）最為著名，據說是西藏最重要的靈塔，左

右兩側分別是十二世和十世達賴喇嘛靈塔殿，並有鑲嵌有各式珠寶的佛塔等。相

傳靈塔內有許多寶物，包括有釋迦牟尼佛的指骨、格魯派創建人宗喀巴使用過的

碗等。參觀過程中發現，宮內各式佛像除喜以金身鑄造之外，也特別使用各式珠

寶如綠松石、紅珊瑚等來裝飾佛像，使得佛像散發出一種貴氣，但又不顯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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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獨特的塑像藝術風格。 

 

 

 

 

 

 

 

 

 

 

 

 

 

 

 

 

 

 

 

 

 

 

 

 

 

 

 

圖九、布達拉宮 

圖十、布達拉宮香客、遊客如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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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昭寺與八廓街 

  有人說：「去拉薩而沒有到大昭寺就等於沒去過拉薩」。因為在大昭寺以及週

邊的八廓街，舉目望去五顏六色的經幡，空地上聚滿來自四面八方的朝聖者，虔

誠的叩拜儀式讓人體會到信仰的力量。 

  大昭寺位於拉薩老城區，附近相當熱鬧，也有許多著名的傳統美食與小店，

是體驗藏民生活的好去處。據傳說當年建造大昭寺是為了供奉釋迦牟尼佛八歲等

身像，是松贊干布迎娶的尼泊爾尺尊公主從加德滿都迎來的，但是現在這尊佛像

被轉供在小昭寺中，大昭寺內目前供奉的是另一尊由文成公主從長安帶去的釋迦

牟尼佛十二歲等身像。大昭寺是西藏地區第一座廟，主要是供奉佛像與藏經，不

屬於任何教派，同時也就變成各教派共尊的神聖寺廟，歷世達賴或班禪受戒儀式

都在這裡舉行，每年也會舉辨傳昭法會。此外，大昭寺是西藏現存最早的木構建

築，也是吐蕃最輝煌時期的建築，結合了吐蕃、唐式、尼泊爾、印度的建築風格，

開創了藏式平川式的寺廟佈局模式，成為藏式宗教建築的典範。 

 

 

 

 

 

 

 

 

 

 

 

 

 

 

 

圖十一、大昭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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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繞著大昭寺的八廓街原本只是一條環繞大昭寺的普通街道，後來成為大昭

寺的朝聖者轉經路，漸漸發展成為西藏最著名的轉經道和拉薩的商業中心，集結

宗教、觀光、民俗、文化與商店等功能，吸引相當多的人潮。實際走訪發現，街

道上充滿許多轉經人潮，許多朝聖者虔誠的繞寺而走，反而較少遊客駐足其中；

而藏式特色商品眾多，重複性甚高，較無特色。 

 

 

 

 

 

 

 

 

 

 

 

 

 

 

 

 

 

 

四、 心得及建議： 

 

1. 西藏的地形、地質及氣候形成許多特殊的地理景觀及生態體系，並有許多珍

稀的生物；藏傳佛教及藏族建築、服飾、習俗等亦極具特色，非常值得參訪

及學習。但高原環境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適應，加上當地的控管較多，行程須

謹慎安排。 

2. 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為近年新設立的館所，展現西藏獨特的自然、歷史、人

文資源。本館可與其建立展示與科普教育的合作關係，分享交流，以作為未

來規劃活動的參考。 

3. 11 月適合天文觀測，但多數生物已進入準備過冬時期，此次能看到的野生動

圖十二、大昭寺外街頭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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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並不算多，如果以生態觀察為主，建議安排在氣候溫暖的季節比較適宜。

地質部分則是有許多特點值得觀察學習，惟受限於當地道路設置的方式，部

分路段不可任意停車，仍需選擇適當地點。 

4. 2017 年 4 月 26 日至 10 月 1 日本館舉辦「敦煌風華再現：續說石窟故事」特

展，五個多月的展期吸引將近 10 萬人次的參觀，本館志工也都踴躍參與。接

近特展尾聲時，即有觀眾與執勤志工反映，期待本館接續敦煌佛教藝術之緣，

也能舉辦藏傳佛教等相關的特展。 

5. 藏傳佛教有其獨特的藝術風格，且有其造像工藝與美學，例如鎏金佛像、唐

卡等，在平面繪畫與立體雕塑上都有其獨樹一格的藝術表現；且藏傳佛教因

密宗為主而保有多重神秘面紗，使得藏傳佛教的精義與傳承都令人深感好

奇。因此台灣歷年來確有許多相關的展示，例如國立歷史博物館 2003 年的【妙

藏心傳─藏傳佛教文物展】、2005 年的【館藏唐卡精品展】、2007 年的【雪

域傳奇─2007 格薩爾史詩特展】、2012 年的【法身梵像─西藏佛教藝術精品

展】。世界宗教博物館 2002 年則舉辦【秘境寶藏─達賴喇嘛珍藏文物展】。

最近的一次是國立故宮博物館院於 2017-2018 的【貴貴琳瑯游牧人：院藏清

代蒙回藏文物特展】。以上幾個特展多半將主題焦點鎖定在藏傳佛教藝術與

宗教文物的展示，故宮今年的則又有從人類學角度來詮釋游牧文化的特質，

同時解析文物本身的藝術特色及其所傳達的文化內涵。綜觀以上幾個台灣與

西藏相關的特展重點，以及考量本館自然史的特色，對於未來若有西藏特展

的可能性，建議可朝向自然史的角度來規劃，內容上採取整合性的方式，將

西藏自然環境特性、高原生物的種類，以及藏族人民生活習慣、文化內涵，

以及宗教藝術整合，讓觀眾可以有更全貌性的觀點理解西藏的自然與人文間

相互依存的密不可分的關係網絡，也正因為西藏獨有的地景特色、高原生物、

藏民體質等要素，進而構成西藏自然人文風情之美。這是本館在規劃相關展

示時可採取的方向，也是身為自然史的本館規劃相關展示的優勢。 

6. 2018 年發掘的尼阿底（Nwya Devu）舊石器时代遺址，證實古人在距今 4-3

萬年前已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區，該遗址海拔 4600 米，石製品分布密

集、地層堆積連續是迄今青藏高原最早的舊石器时代遺址，將人類登上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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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腹地的歷史从距今五千年前昌都卡若遺址推至四萬年前尼阿底遺址。更

新世晚期是人類演化的關鍵時期，此時古人類的行為和認知能力快速發展，

適應環境能力增强，随著人口增加、石器技術和生計模式的變革，人群擴散

到世界可供生活的各個區域，但是自然環境極端惡劣的高原依然人迹罕至，

尼阿底遺址是目前世界上史前人類在高海拔地區生活的最高記錄。智人在十

萬年前已分佈世界各地，大家知道高原高寒缺氧、生物資源稀少的不利因素

限制古代人類遷入和開發青藏高原的步伐，智人是何時擴散到西藏?留下什麼

證據顯示其適應與如何發展模式，是未來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可以考慮深入

展示主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