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參訪遊成都               

常務監事陳素粉 

有別於出國觀光旅遊，這次跟著台灣少數民族赴四川參訪少數民族，帶有一點文化傳承使命和任務。 

 

                      

 

10月 25日(三)  出發！ 

                                                   

 

10/26(四)座談交流 

  
 

台東一早遊覽車風塵僕僕到高雄。 

下午兩點由高雄直飛成都，三小時落地雙流機場。 

由李紅主任，外加劉薇、王非凡老師隆重接機，巴

國布衣晚宴充滿民族特色，曾明校長、丁克毅副校

長，早已餐廳恭候我們，得到殊榮的歡迎，並入住

老校區文翰賓館。 

一路上的疲憊，需要充分充電休息，期待明日的交

流，聽說要西裝革履盛裝上場以示禮貌。 

早飯後，盛裝以待，賓館在老校區一環路，所謂武

侯校區，離武侯祠可近了。 

校園內銀杏正當換秋裝，詩情畫意，處處可見學子

勤耕精進，幾乎人人手上都帶著書本朗朗讀誦。 

原來這幾天有各家企業來招聘人才，上百家的企業

主親入校園延攬人才呢！ 

充分說明只要學有專精，社會上適材適用，必有各

展所長的舞台。 

 

大陸恐怖十一長假結

束，19大會議也正尾

聲，少數民族民意代

表廖國棟團隊，帶領

33位台東青溪家族團

員，來到四川 成都，

這個建都以來從未更

名的城市，文化底蘊

深厚，接待交流的是

四川 成都 西南民族

大學師生。 



早飯後由西南民族大學港、澳、台辦公室李紅主任，率領接待老師先帶往民族博物館參觀，羌族、彝

族、藏族典藏。 

藏族由於文成公主歷史背景，大家了解比較深；水力工程始祖大禹治水也聞名，四川 都江堰的水利

工程堪稱智慧技術一絕，大禹就是羌族；還有彝族的文字文化都在博物館保留下來。 

當然希望更多的傳承，更多的知識份子，投入這些繁瑣沉悶的艱鉅任務，保有各民族文化特色，各自

發展融合共存繁榮並進。 

 

  

 

校區巡禮對於學校致力少數民族的文化保存貢獻良多，我們有幸參加這場盛會。 

成都是古文明古城，也是個悠閒城市。 

歷經汶川大地震，卻不改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很快從災難中站立起來。 

雖然進出成都很多次，每次都可見其進步成長，路已延伸到六環，怕堵城搭公共運輸交通優惠多多呢，

每天也限制進城的車牌號碼疏導，熱鬧繁忙卻不失優閒生活品味，處處可見茶館打麻將機台，成都人

總能從挫敗中堅強起來，樂觀看待生命和大自然共生共存的思考與實踐，這個城市讓人打心裡喜歡愛

上成都的。 

 

 

   

 

座談會開始，曾明校長 19大視訊會議完馬上奔赴參加。 

會議室座位安排，資料呈現報告，對每個訪客的尊重，感受到無

比榮幸，尤其四川有 14個民族有三個少數民族自治州，發展特

色真不得了，由各個教授報告中信心滿滿，對台灣少數民族文化

傳承實際做法也進行意見交流，受益良多。 



下午到航空港藝術學院新校區觀摩，主任表示新生住新校區可以好好學習心無旁騖，老校區在市中心

對於即將踏入社會的學子，比較有和社會生活互動的機會，所以研究生和畢業生都在老校區。 

參觀新校區，安排國家藝術基金項目，空谷合唱團交流演出，兼具民族特色以及將來的就業舞臺準備。 

  

晚飯後加碼了解蜀風韻，經典的戲曲民間絕技表演，百年梨園造就多少對藝術表演者多少伸展身手的

機會，尤其不能錯過四川的變臉，每次看每次都有不同的悸動。 

 

在台灣，我們的大學生還沉浸在父母師長的保護下，玩手機、吃吃喝喝玩四年，畢業茫茫失業，不知

做什的通才，也通通都不才的培育窘境，堪憂。 

大陸這一塊，讓即將踏入社會的學子，找到人生目標方向，值得我們借鏡。 

教育本質在哪，不就是提供每個人，可以一展興趣又能過好日子的培育搖籃嗎？ 

在這裡看見大陸培育新生代傳承文化的用心。 

文化大革命十年慘痛教訓，讓他們努力開發，努力要彌補的決心。 

這是我們最薄弱的，只有政治的思維，培育人才是沒有長久宏觀。 

 

 

10/27(五)參訪企業，規畫藍圖。幸好有張醫生一路陪同，解除不少旅途的不適。 

 

  
 

早上參訪濃園國際藝術村，經理是台灣人，實現理事長的理想，打造一個藝術家的聚落，創造藝術的

天堂，懷古兼具現代休閒的藝術村，目前超過兩百位藝術家在此設立工作室，占地 160多畝，2013

獲得中國最佳創意產業園區。印象最深的是那陶瓷花盆，輕輕彈指宏亮鐘聲響起，盈迴四壁。 

 

成都人天性樂觀生活步調緩慢，天藝村占地 50畝集於樂、休閒、餐飲、美術館、博物館於一體，同

年在雙流縣白河公園打造生活體驗館，提供一個城市鍋居的舒適空間，三五好友坐下來風花雪月喝杯

茶，天南地北的閒聊，降低生活壓力，提高工作效率，增進彼此之間的情誼聯繫，真的很棒！ 



   

                                   

 

飯後真正要了解四川就得往博物館了，窺知一二才能思想進駐企業的想法，走向未來更美好的意境。 

  

藝術家的工作室環境規格依照個人

喜好布置，每家都有特色， 

只是不一定可以參觀喔， 

別亂闖！ 

我們也只能到平民百姓消費得起，

卻似藝術家的體驗，在那裏用午餐

感受那種藝術氣息的氛圍。 

小紅說的，成都有三最，愛睡懶覺

最晚起；除了外來客和飛叉叉趕去

三缺一的之外，走路最慢；還有茶

館最多。 

經理說的，投生活所需，在這裡就

是營造這樣的空間。 

難怪經理自豪，每年為他們賺進千

萬的人民幣，就這小小的飲食人間

區塊了。 

中午理事長親自陪我們用餐！ 



不容錯過的還有先秦時期聞名，金沙遺址博物館，古蜀文明發展演進，復活一段失落的歷史，雖然我

來過，但是向地底延伸增設了一些步道，仿若走進時光機，揭示沉睡三千多年的古文明，更深了解這

座城市過去的輝煌。 

 

  

 

開始多雨了，蜀犬吠日，說明這裡的氣候，飲食上也發展出川菜特色，對抗多濕天氣就這一味，麻又

辣，咱們嚴陣以待！晚餐餐桌見！ 

 

 

10/28(六)品味古蜀遺韻：問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 

 

周末了， 想不到馬拉松風靡，近年來大陸總是碰上馬拉松活動，這天又碰上了！ 

開始帶著小說去旅行吧！首先拜訪的是道教發源地青城山。 

時間不多，陰雨綿綿，人數龐大就只能走馬看花，如要了解文化魅力，道教宮觀恐怕得自己來拜會老

君閣呀，天師洞呀！ 

 

                                        

 

 

下午前往世界至今年代最久唯一留存的

無壩引水偉大水利工程：都江堰。 

都江堰座落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始建

於秦昭王末年，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

人鱉靈開鑿的基礎上，組織修建的大型水

利工程，治水兩千多年來仍發揮巨大防洪

灌溉效益，造就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 

歷史上大禹治水也是四川，羌族人士，四

川河流多自然要治水的，可見這裡為了風

調雨順造就多少水利工程師，凝聚古代漢

族勞動人民，勤勞、勇敢、智慧的結晶。 

我們也參與了這場馬拉松的加油行列。入

住新汶川大酒店，地震後重建迅速展現四

川人不屈不撓團結意志。 



10/29(日) 台灣有 921，四川有 512 

 

2008年 5月 12日 8.0級汶川大地震，14日統計僅 2300多人生還，1000多人傷勢嚴重，如今映秀鎮

路口山體崩裂滾落下來的巨石還矗立。 

 

災後重建第一鎮，映秀鎮，從漩口中學地震遺址，漁子溪沿途地震壁畫，斷橋，淹沒村莊，從天崩石

不難想像那威力，大自然令人敬畏的力量，誰說人定勝天？ 

大自然總不厭其煩的教導人們要謙卑謙卑再謙卑。 

  

 

帶著沉痛悲懷走入商代即享長壽之鄉美譽，在岷江支流壽溪河畔，那時的老人村現在是水磨古鎮，它

是漢族和少數民族交融區，內地風情和藏、羌文化互相輝映，有西蜀人文也綻放禪佛文化，災後重建

賦予南粵新元素，再次看見四川人的韌性。 

     

 

下午往樂山，高速公路興建，交通便利縮短彼此的距離，順訪羅城牛肉食品有限公司，羅城牛肉起源

1942年，羅城古鎮，2006年成立綜合型食品企業，也是台灣企業在此深耕的見證，融和四川麻辣口

味都帶一點回來品嘗品嚐。 



  

 

10/30(一)  再上峨嵋 

  
話說峨嵋是普賢菩薩的道場，中國四大佛教名山。 

幾年前上金頂，有幸開光晴天，今日已陰雨三日，霧茫茫，肯定上不了，看不到金頂的肅穆莊嚴，所

以只能走走報國寺和伏虎寺，粗略了解佛門廣大精深的皮毛而已。 

進入參佛學點人生啟悟和佛禮。 

 

報國寺乃明 萬曆年間所建，原名會宗堂，康熙皇帝取佛經“四恩四報”之意，御題“報國寺”匾額，

伏虎寺，顧名思義過去虎患頻繁，經過一番波折才得平定的，中午自然是要茹素的，就在伏虎寺吧。 

進入佛門哪有殺生之道理？ 

  

晚上又北上抵達大邑 鑫河國際大酒店。 

 

晚上趕到峨眉要欣賞「聖像峨眉」大型精品

晚會，它展現自然與文化傳統與藝術的巧妙

結合，透過詩、畫、音、舞，藝術形式展示

秀麗雄奇，文化品味，更加深對蜀漢文化的

了解，正是古蜀國文化魅力所在。 

難怪有人說四川的風土會黏人，只要走近一

點點就會不自覺的愛上它。 



10/31(二)  野生博物館 建川博物館 

 

沒聽過吧？所謂野生博物館主導者不是政府機關，而是民間收藏，集合眾多的嗜好者的力量合建起的

聚落博物館，樊建川先生的理念希望達到 100間博物館的規模，2005年投資修建，目前分為抗戰、

文革紅色年代、民俗、抗震救災四大系列 30餘座分館，已開放 28個館，從他自白志向，令人欽佩。 

   

2007元旦，樊建川寫道： 

為了和平，收藏戰爭：為了未來，收藏教訓；為了安寧，收藏災難；為了傳承，收藏民俗。 

集合博物館，融合相關商業，就是聚落，這是民間、草根、野生博物館創新與生存之道。 

社會寬鬆，政治清明，方有本館，我們是時代的產物，是大家關愛的結果。 

辦館維艱，興館更難，祈願眾人鼎力支援。 

人壽百年，紙壽千年，而木、石、金、銅、瓷、銀、玉等器物壽命可達萬年。 

人走物留，直到永遠，博物明志，寧靜致遠，博物、休閑身心雙安。 

滄桑文物會說話，讓歷史告訴未來。 

 

   

這裡有老蔣年代，黃埔軍校校訓「親愛精誠」手冊； 

也收集馬英九先生；為歷史做見證，為後代永流傳，的手書。 

看到沒？竟然還有櫃子秘道逃生門呢！ 

除此之外，歷經汶川大地震存活的豬堅強也要探探， 

我們更要好好活下去傳承使命，中午到阿慶嫂餐廳充電去。 

 

對國民革命軍勉力四要： 

一要對得起已死的將士， 

二要對得起總理的靈魂， 

三要對得起生我的父母， 

四要對得起痛苦的民眾。 



下午繼續拜訪安仁古鎮，它是建川博物館的貢獻而被授予『中國博物館小鎮』之稱。 

   

 

 

11/1(三)  熊貓基地錦里一街 

 

 

   

 

傍晚班機回到高雄 11點了，各自珍重後會有期；繼續踏上台東的歸途！ 

 

 

 

安仁，取仁者安之意，始建唐，現存舊式街坊建清末民初，劉

氏家族鼎盛時期建築最多，川西建築文化精品的巡禮。 

 

至此算結束參訪，回到西南民族大學校區，校長帶領師生歡送

晚宴，賓主盡歡約定下回來台灣參訪，東部少數民族也要回禮，

積極進行辦理，帶著文化衝擊入夢，明天返國。 

 

成都大熊貓基地必訪的熊貓之家，看看可愛的熊貓國寶，成了贈送

各國的重禮，台灣的團團、圓圓的娘家喔。 

 

中午飯後再回顧天府之國，武侯祠是不可能也是隨時可參觀的，只

能走走錦里一街，每次都要買辣花生解饞，四川人說的巴適得很！ 



此行收穫頗豐，成都市三大文化品牌都參訪了。 

包含三千多年的古蜀文化都邑所在，金沙遺址； 

都江堰偉大的水利工程，世上惟一； 

大熊貓的培育保護更是功不可沒。 

 

城市旅遊三大保證，看見災後重建希望無窮，成都果然是親近的城市， 

悠閒的城市，……. 

生活步調緩慢的優質城市。 

您是否跟我一樣，也愛上成都？ 

  

 

尤其是美食，麻辣火鍋，夫妻肺片，擔擔麵，… 

 

總之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的您，來一趟城市漫遊吧！ 

 

2017.11.09米粉完稿 

後記： 

成都有三千多年的古蜀文化都邑所在-金沙遺址、都江堰偉大的水利工程是世上惟一、大熊貓的培育

保護更是現代保育之傲世工程，成都市的古代和現代風貌像是國畫的卷軸慢慢地打開，讓您一覽無遺

的閱覽；尤其感謝陳老師深入和細膩的描述更是讓我們感染成都的文化氣息，甚為可貴。2010年 8

月我和陳英明校長到成都市參加兩岸校長的交流座談會，但我只能算踩過成都，未能留下一鱗半爪的

回憶，引以為憾。今年 2018成都国际空竹大赛於 10月 12、13在成都市海滨小學舉辦，由 IDF國際

空竹聯盟主辦、成都市空竹運動協會承辦，圓滿成功，可惜本會沒有參與盛會，未來希望透過城市扯

鈴交流互動，讓大家可以探索每個城市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