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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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博物館交流、高原生態與人文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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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出訪西藏地區為期九天，重點之一為西藏自然博物館，該館是一座新建

立的博物館，西藏地區有特殊的自然環境及文化背景，使該館成為極具特色的博

物館所。因本館過往與西藏自博館來往密切且關係良好，進而能促成此次能更深

入的交流，首先座談互相了解雙方狀況並安排科教人員進行分享及意見交換。另

外，此行亦安排參觀羊八井天文台，本館中的青藏天文台展示內容便是依著羊八

井天文台而做，平時安排有科教人員介紹解說，實地探訪能使教育人員更加了解，

也讓解說更具深度。西藏地區位處青藏高原，低氧的高原環境使這裡的生物發展

出特殊的自然生態景觀，居住於此的藏族人也依著環境發展初其獨有的藏文化，

這趟行程中安排各地點的參訪讓我們看到西藏環境與文化的獨特之處，但也外來

族群與文化對於自然環境與藏文化的影響與衝擊。 

 

關鍵字：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高原生態、藏族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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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1. 此行重點之一為與西藏自然博物館（後簡稱西藏自博館）進行科學教育活動之

交流，因前次本館同仁拜訪西藏自博館已與館方建立聯繫管道，進而促成此次

雙方交流。 

2. 本館展示中有青藏天文台之展示解說，其內容與羊八井天文台關係密切，行程

中亦安排至羊八井天文台參觀，可使科教人員充分理解相關內容，解說時也能

有更深的內涵。 

3. 西藏地區位於青藏高原，當地無論是地質現象、生態環境等都相當特殊。另外，

生活於此的藏族人民因為環境及信仰，也發展出特殊的生活方式及宗教儀式，

透過實地踏查開拓視野。 

壹、 行程表 

日期 行程 內容 

6/18 台中→桃園→成都 去程 

6/19 成都→拉薩 去程，高原環境適應 

6/20 拉薩（西藏自然博物館、色拉寺） 
博物館交流、 

色拉寺辯經參觀 

6/21 拉薩→羊八井→納木措→拉薩 
羊八井天文台參觀、 

自然生態考察 

6/22 拉薩（西藏自然博物館） 西藏自然博物館交流 

6/23 拉薩（布達拉宮、） 社會人文考察 

6/24 拉薩→羊卓雍措→卡若拉冰川→日喀則 自然生態考察 

6/25 日喀則（札什倫布寺）→拉薩 社會人文考察 

6/26 拉薩→重慶→桃園→台中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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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紀要 

一、 西藏自然博物館交流參訪 

西藏自博館於 2016 年 10 月正式營運，是非常新穎的博物館所，也是西藏地

區首家自然科技類博物館，館內常設展廳主要分為自然館與科技館，分別展示高

原上的自然生態及科學技術等，另外也設有臨時展廳。開館時間也有夏冬之分（夏

令：4/15～10/31， 10：00～17：30；冬令：11/1～4/14， 10：30～17：00）。 

由於青藏高原的隆起是地球上特殊的地質事件，高海拔環境也是地球上絕無

僅有，生活於此的生物及藏民族無不發展出獨有的生活模式。另外，因為高原低

氧環境及冬天的低溫，人們在此的工程建設需要面臨的挑戰也是非同小可，於是

特殊的建造方式也因應而生。而上述的特殊之處，都展示於西藏自博館中，使其

成為一間獨具特色的博物館。 

  

西藏自然博物館 參觀導覽解說 

  

特色展品－雪豹 特色展品－喜瑪拉雅魚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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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活動交流 

此行拜訪西藏自博館，除參觀其展示外，也特別安排時間使雙方就科教活動

進行交流，我館同仁先分別介紹解說小組及活動小組負責之業務，除簡報外也攜

帶了動手做材料包及解說用道具，西藏自博館同仁也準備了兩段精彩的科學偶劇

秀為我們演出。 

西藏自博館科教相關的業務是由展覽教育部（約 20 人）負責，必須同時負

責包含展場解說、教案開發及執行、館外教學活動規劃及執行等。雖然人數編制

較少但業務範圍卻相當廣泛。展場解說皆為全館介紹且盡量配合觀眾時間，有時

一場解說高達四小時，沒有固定時段。另外，因為西藏自博館編制中並無研究人

員，故其無論是開發教案或解說資料的蒐集，都較難徵詢專業人員的意見，正確

性的把關也較不容易，也許跟鄰近的西藏大學合作會是個解方。後續的交流則較

著重於教案如何設計、動手做的教案及材料包開發等，特別是材料包中的材料如

何取得及管控，引起熱烈的討論。最後西藏自博館人員上演兩段科學偶劇秀「星

星、月亮、太陽」、「恐龍大滅絕」，根據其演出我們也提出些許建議，而此種

形式活動本館較少也可參考學習，尤其第二齣使用到化學反應做為舞台效果，效

果驚人。 

  

業務交流分享 參觀導覽解說 

西藏自博館的優勢與困境 

交流後整理西藏自博館的優勢及其面對的困境，羅列如下，本館亦可參考學

習或事先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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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勢 

1. 為建館三年的新館，擁有寬闊的展場，以較新的展示概念及手法佈展。 

2. 西藏擁有獨一無二的高原自然生態環境、西藏民族的文化智慧以作為

展示內容，可成為極為獨特的博物館 

3. 該館解說員時身著藏族傳統服飾，帶領觀眾認識藏族文化，極具特色。 

4. 該館人員雖編制較小，但每位都充滿熱情，皆願意學習及突破。 

困

境 

1. 館內缺少蒐藏與研究，故教案開發無研究人員可以指導 

2. 建設規模大，館員配置不足，為科教業務推動上最大的阻礙。 

3. 無志工制度，且招募困難。 

4. 西藏地區目前科學教育風氣並不盛行且地廣人稀，觀眾人數較少。 

二、 西藏自然生態考察 

行程中安排了兩個高山湖泊，途中翻越海拔 5190 公尺的那根拉山口之後抵

達西藏第二大的湖泊──納木措，也是中國第三大的內陸鹹水湖，湖水清澈，四

周又多雪山，湖泊的主要水量來源是冰雪融水和降水。當地導遊說天湖保佑羊群，

所以藏曆羊年的「薩葛達瓦節」期間，許多藏人來此朝聖、轉湖。另一高山湖泊─

─羊卓雍措是西藏第五大湖，又稱羊湖，與納木措和瑪旁雍措並稱西藏三大聖湖，

經過冰川作用積水而成為堰塞湖，湖水主要來自冰雪融水及泉水，為淡鹹水湖。 

  

納木措湖畔 羊卓雍措湖畔 

兩大湖泊皆擁有廣闊的湖面，可以調節湖區的氣候及生態，約每年六月山頂

冰雪融化、湖水解凍，吸引大批鳥類棲息，在湖邊的草灘上，氂牛、羚羊、野兔、

狐狸、狼、雪豹、盤羊、水獺等動物均時常出沒，冬季到來之前，當地的牧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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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著畜牲遷移到湖邊越冬。 

離開羊湖往日喀則的路上，經過位在公路旁的卡若拉冰川，是西藏最容易到

達的冰川，站在海拔 5020 公尺的冰川觀測點仰望 5560 公尺高壯闊的冰川，不禁

讚嘆青藏高原的大山大水。 

  

卡若拉冰川 卡若拉冰川 

此行重點之一是參觀羊八井天文台，天文台距離拉薩約 90 公里、車程約一

個半小時的羊八井鎮，海拔約 4300 公尺，自 2007 年起由台灣大學天文物理研究

所和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合作，天文台內的望遠鏡透過網路連線可從遠地遙控

觀測。未到西藏之前，在館內解說青藏天文台都是照著投影片內容解說，來到西

藏終於看到山有多高、水有多長、天有多藍，羊八井天文台視野開闊、大氣稀薄、

沒有光害，觀星條件極佳，但也代表著工作人員必需克服高原上的低溫、缺氧、

及生活上的不便，進行一年一度的檢修工作，憑藉的是對工作的堅持和對天文的

熱愛，為的是提供國內天文愛好者更燦爛的星空。 

  

羊八井天文台 羊八井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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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藏社會人文考察 

  「藍為天、白為雲、紅為火、綠為水、黃為大地」在藏區總能在高處、啞口、

湖邊等地看見五彩經幡隨風飄揚，這是藏族祈禱平安、祝禱萬物的聖物。旗子上

的顏色對應自然，揭示著藏族獨特的空間及宇宙觀。藏族人從信仰獲得力量轉化

對自然的情感投射，天生安於簡樸，重視心靈層次的豐度及與自然和諧共存，致

使藏族文化燦爛而獨特。 

         此次行程中參訪位於拉薩的「布達拉宮」是為歷代達賴喇嘛的駐錫地，是

各地藏族人心中所夢想一生必去的朝聖之地。布達拉宮建立於瑪布日山上，歷經

天災、政爭、滅佛等，原來的樣貌已不存在。17 世紀時五世達賴喇嘛重新建造，

後人陸續增建，據聞歷時 40 幾年時程才完成現在規模。建築整體以花岡岩堆砌，

石牆厚達三尺，內部有許多隔間與廊道，在蜿蜒小徑中偶見僧人專注唸經，不被

身旁熙攘所擾，藏香、燃酥油味交雜，木柵欄內的盡是黃澄澄的佛像、壇城、佛

塔及珍寶，可謂一處天堂一處人間。1994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朝聖與觀光人

潮眾多，為安全管理分流人群，除了限定參訪人數外，遊客與藏民分走不同門及

不同區域，彼此互不相見亦不干擾。 

  

布達拉宮 札什倫布寺 

         位於日喀則最大寺廟「札什倫布寺」則是歷代班禪喇嘛的駐錫地，寺院腹

地規模廣大，各院建築錯落有序、依地勢層層堆疊，宏觀而壯美，宛如一個寧靜

又別致的大社區，來自各方修行的僧人眾多可達千名。導遊說：「我們藏族一生

出來就是佛教徒。」在過去傳統的藏族家庭裡，會在家中的成員裡，挑選一位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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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出家為僧或尼，約在 12、3 歲時出家（現在則要到高中畢業，且需經政府許可），

能被選為奉獻給佛，是件喜悅之事，並能累積功德給家人帶來福氣與平安，故多

位僧人終其一生在這學經修行。 

         佛寺亦是主要的教育基地，位在拉薩的「色拉寺」，保留了規模較大的傳統

辯經學習方式，辯經是藏傳佛教弟子修習五部大論的重要課程和方式。每週一～

五下午近三點時，身著紅衣的僧人從各院匯聚，待辯經場地木門開啟，依序入裡，

倆倆相對，一坐一立、一問一答或多問一答，透過辯經相互切磋，導師則穿梭其

中或聽或看或給予指導。在爭辯中建立思維，交流下習得佛法，以致真理越辯越

明。精彩的辯經如同學術討論極具科學思維，使得立論更為紮實。雖然無法聽得

藏語，但精彩絕倫的過程，讓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嘆不已。 

  

色拉寺辯經 犛牛博物館 

         對於藏族而言，禮佛可以讓功績累積，引領人們前往香巴拉（在梵語中意

為理想聖土）。故寺院每天都有來自各地的信眾紛沓而至，酥油是信物、是法器、

是禮佛者最佳奉獻品。取自犛牛奶發酵製成的酥油是藏人生活不可缺之物，和著

青稞粉及成主食糌粑、與茶及鹽攪拌即成著名的酥油茶。犛牛與藏人的關係密不

可分，藏人無論食衣住行都得仰賴著犛牛，就連犛牛的糞便也是絕佳的燃料資源，

可謂一身都是寶！在高原特殊的氣候環境，犛牛展現耐寒負重的秉性堅韌，其生

命的韌性與精神亦激勵著在艱困環境中生存的藏人。西藏犛牛博物館每個展件都

在告訴我們：「有藏人的地方就有犛牛。」博物館的展示以犛牛為載體，探究犛

牛與人類發展相互依存關係，實為特殊主題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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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1. 自抵達拉薩（海拔 3650 公尺）後即是高原低氧環境，須隨時注意身體狀況，

尤其是第一次上高原。另外，行程安排應有適當的休息時間，以便適應高原

環境，如前一日可安排提早到達成都充分休息，在西藏行程也應注意若行車

距離遠時間長可考慮安排休息住宿。 

2. 西藏的神秘讓許多人夢想有天能夠到達，這樣的心裡期待及大型交通建設的

開發，使赴西藏地區變得容易，為西藏帶來了觀光人潮，也刺激了城市發展。

然而現代化的城市與物質化的生活，對樸質的藏族文化產生了重大的衝擊。

譬如經濟型態的轉變、當局法制規範的限制、外來文化強勢與不尊重等，讓

藏族文化的發展與傳承逐漸變得弱勢。藏族的文化及傳統需要被理解尊重與

關懷。建議未來赴西藏地區公差者，行前應對藏族文化與歷史有一定的認知

與理解並給與尊重。 

3. 此次與西藏自然博物館進行科教業務的交流，感受到熱情與善意，若有下一

次交流的機會，可考慮進一步合作辦理科教活動，運用西藏自然博物館原有

的資源設計地質、生物相關的自然科學活動。讓雙方的科教人員在交流下相

互學習，亦能把科博館的科教推廣到偏遠的高原地區。 

4. 羊八井天文台，視野遼闊、無光害、大氣透明度高，是觀星絕佳地點，但海

拔較高氧氣不足、生活條件較差，工作人員需克服這些困難，相當不易。 

5. 外來佛教與西藏文化的融合，形成獨具特色的藏傳佛教，不論在宗教哲學、

藝術型態及人文發展的影響，都極具吸引力，若能辦理有關藏傳佛教的展示，

一來延續敦煌特展的相關議題，二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領域相互結合，會

吸引不同的觀眾族群前來，增加科博館的廣度。另，科博館推廣多元文化活

動時，亦可考量納入藏族文化相關的體驗活動，譬如藏字的藝術，藏藥的特

性等，增加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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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程中參訪了色拉寺、布達拉宮、札什倫布寺等藏傳佛教的寺院，沿途看見

藏族人民對宗教的虔誠和奉獻。藏族人對信仰虔誠，並將情感投射於自然中，

天生安於簡樸、樂於奉物，重視心靈層次的豐度及與自然和諧共存，如此樸

質的觀念，發人沈思。不過此次西藏行程中，我們也見識到工業發展的汙染

正使得西藏自然環境產生了重大變化，譬如氣候暖化使得冰川退縮、草原沙

漠化等，而一次性塑膠的使用，也大幅改變藏人的生活型態，為當地製造了

許多難以清運的垃圾，且影響高原生態，地球資源循環與環境汙染的問題值

得觀注。 

7. 高原低氧環境讓身體有點辛苦，但看見像藍寶石般鑲在高原上的高山湖泊、

潔白得刺眼且壯觀的冰川和冰山、沒有 PM2.5 污染的湛藍天空、只在地理課

本上看過的青藏鐵路、念青唐古拉山、雅魯藏布江等，都可以讓人忘卻這些

不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