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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國 報 告 名 稱 ：  

「 藝 術 與 心 靈 之 美  孫 中 山 與 台 灣 」 兩 岸 交 流 巡 迴 展  

主 辦 機 關 ：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聯  絡  人 ： 黃 靜 梅  

        電     話 ： 275 8 8 0 0 8— 5 5 3  

出 國 人 員 ： 狄 德 蔭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副 館 長          

              2 7 5 8 2 4 8 8  

        梁 竹 生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展 覽 組 主 任   

2 7 5 8 8 0 0 8 轉 5 4 0  

     黃 靜 梅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展 覽 組 組 員    

2 7 5 8 8 0 0 8 轉 5 5 3  

      謝 政 達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展 覽 組 組 員    

2 7 5 8 8 0 0 8 轉 5 4 9  

        羅 美 鎮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文 教 組 組 員    

2 7 5 8 8 0 0 8 轉 5 2 5  

        邱 啟 瑗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約 聘 服 務 員    

2 7 5 8 8 0 0 8 轉 5 5 5  

出 國 類 別 ： 其 他  

出 國 期 間 ： 民 國 10 0 年 9 月 14 日 （ 三 ） — 9 月 21 日 （ 三 ） 

出 國 地 區 ： 大 陸 廣 西  

報 告 日 期 ： 民 國 10 0 年 11 月 15 日  

分 類 號 /目 ： C0/綜 合 （ 文 教 ）   C 0 /綜 合 （ 文 教 ） 

內 容 摘 要 ：   

本 館 建 館 宗 旨 為 弘 揚 中 山 思 想 學 說 暨 推 廣 文 化 藝 術 教

育 ， 藉 由 舉 辦 紀 念 中 山 先 生 史 蹟 畫 展 ， 與 大 陸 各 地 孫 中 山

先 生 紀 念 館 所 或 大 學 進 行 文 化 藝 術 交 流 。 除 了 宣 揚 開 國 史

實 及 中 山 思 想 ， 且 經 由 文 化 藝 術 之 交 流 ， 增 進 大 陸 地 區 民



 

眾 對 台 灣 藝 術 文 化 之 瞭 解 。  

本 次 展 覽 係 由 本 館 、 民 革 廣 西 區 委 會 及 桂 林 市 委 統 戰

部 聯 合 展 出 辛 亥 革 命 10 0 年 兩 岸 三 地 （ 桂 林 ） 書 畫 聯 展 ，

在 桂 林 美 術 館 開 幕 。  

本 館 配 合 展 覽 ， 提 供 「 吾 土 吾 民 － 孫 中 山 與 台 灣 」 48

件 作 品 。  

為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10 0 年 ， 當 然 也 是 中 華 民 國 建 國 10 0

年 ， 國 父 紀 念 館 有 責 任 藉 著 百 年 紀 念 的 契 機 去 紀 念 這 件 民

族 性 的 歷 史 事 件 ， 透 過 展 覽 ， 由 畫 家 以 淺 顯 易 懂 的 方 式 將

中 山 先 生 重 要 事 蹟 呈 現 紙 上 ， 使 一 般 民 眾 從 展 覽 中 認 識 中

山 先 生 ， 達 到 宣 揚 效 果 。  

除 了 展 覽 交 流 外 ， 我 們 也 進 行 了 國 父 革 命 及 民 族 古 蹟

參 訪 ， 走 訪 豐 功 偉 業 先 人 的 故 居 、 紀 念 館 及 大 陸 南 疆 第 一

關 友 誼 關 (即 國 父 革 命 鎮 南 關 之 役 戰 場 )等 地 。  

本 報 告 共 分 為 壹 .計 畫 目 的 、 貳 .預 期 目 標 、 參 .活 動 過

程 及 紀 要 、 肆 .交 流 心 得 、 伍 .參 考 資 料 等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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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心靈之美藝術與心靈之美藝術與心靈之美藝術與心靈之美    孫中山與台灣孫中山與台灣孫中山與台灣孫中山與台灣」」」」兩岸交流巡迴展兩岸交流巡迴展兩岸交流巡迴展兩岸交流巡迴展    

壹壹壹壹 、、、、     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    

本 館 建 館 宗 旨 ， 即 為 弘 揚 中 山 思 想 、 學 說 暨 推 廣 文 化

藝 術 教 育，藉 由 舉 辦 各 項 展 覽、學 術 研 討 會 活 動 達 成 目 標 。

在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百 年 ， 辦 理 紀 念 中 山 先 生 史 蹟 畫 展 ， 尤 其

具 有 義 意 。 一 方 面 經 由 文 化 藝 術 之 交 流 宣 揚 中 山 先 生 開 國

史 實 、 中 山 思 想 介 紹 ， 另 一 方 面 在 歷 史 的 場 景 下 ， 更 可 讓

觀 眾 對 先 人 創 建 共 和 的 偉 業 ， 表 達 尊 崇 與 懷 念 。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百 年 也 就 是 中 華 民 國 建 國 100 年 慶 典 ，

國 父 紀 念 館 有 責 任 藉 著 百 年 紀 念 的 契 機 去 紀 念 這 件 民 族 性

的 歷 史 事 件 。 本 次 行 程 除 辦 理 交 流 展 之 外 ， 也 參 訪 了 歷 史

先 人 的 故 居 、 友 誼 關 紀 念 地 ， 從 廣 西 的 東 北 到 西 南 ， 沿 路

看 到 新 興 中 的 城 市 進 步 快 速 ， 大 陸 對 文 化 資 產 及 古 蹟 保 護

更 是 費 心 。  

貳貳貳貳 、、、、     預期目標預期目標預期目標預期目標    

一 、 過 往 本 館 辦 理 歷 次 巡 迴 展 ， 成 果 豐 碩 ， 期 望 藉 由 本 次

展 覽 ， 再 次 達 到 館 際 交 流 ， 藉 由 展 覽 交 換 彼 此 工 作 經

驗 及 心 得 ， 可 提 高 本 館 服 務 品 質 及 績 效 。 透 過 媒 體 傳

播 ， 更 提 升 本 館 的 能 見 度 。  

二 、 廣 西 民 革 區 委 會 將 本 活 動 結 合 學 術 研 究 、 圖 片 展 示 、

各 級 學 校 校 外 活 動 、 媒 體 傳 播 等 面 向 ， 可 廣 化 活 動 內

容 、 深 化 活 動 內 涵 ， 並 透 過 傳 播 管 道 ， 達 到 進 一 步 認

識 、 弘 揚 開 國 先 賢 先 烈 事 蹟 、 鼓 舞 士 氣 及 愛 國 心 的 教

育 意 義 。  

參參參參 、、、、     活動過程活動過程活動過程活動過程、、、、紀要紀要紀要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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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國 外 巡 迴 展 是 本 館 每 年 的 展 覽 計 畫 項 目 之 一 ， 藉

由 展 覽 使 民 眾 在 最 短 時 間 內 了 解 中 山 先 生 革 命 精 神 及 思

想 ， 促 進 兩 岸 文 化 藝 術 交 流 。 為 了 辛 亥 革 命 百 年 紀 念 ， 增

進 海 峽 兩 岸 的 文 化 藝 術 交 流 。  

此 次 展 覽 、 參 訪 由 狄 副 館 長 德 蔭 率 梁 竹 生 主 任 、 謝 政

達 、 羅 美 鎮 、 黃 靜 梅 、 邱 啟 瑗 等 ６ 人 共 同 辦 理 。  

活動過程內容簡述如下: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9 月 14 日

（ 三 ) 
桃 園 － 桂 林  

9 月 15 日

（ 四 ）  
桂 林 美 術 館 畫 展 開 幕  

9 月 16 日

（ 五 ）  
柳州參觀奇石館、規劃館 

9 月 17 日

（ 六 ）  

參觀友誼關國父革命鎮南關之役戰場，歷代均為中國

南疆邊防戰略要地。 

9 月 18 日

（ 日 ）  
走 訪 國 父 革 命 中 二 次 欽 州 、 防 城 起 義 戰 場  

9 月 19 日

（ 一 ）  

參訪欽州國父實業計劃南方第二大港，並至中山公園

瞻仰孫中山銅像及參觀民族英雄馮子才故居紀念館 

9 月 20 日

（ 二 ）  

參訪灕江山水劇場，就該舞台、燈光及各項技巧進行

學習 

9 月 21 日

（ 三 ）  
桂 林 － 桃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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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藝術與心靈之美藝術與心靈之美藝術與心靈之美藝術與心靈之美    孫中山與台灣孫中山與台灣孫中山與台灣孫中山與台灣」兩岸交流巡迴展兩岸交流巡迴展兩岸交流巡迴展兩岸交流巡迴展    

展覽過程 

一 、 主 辦 單 位 ： 國 父 紀 念 館  

民 革 廣 西 區 委 會  

桂 林 市 統 戰 部  

二 、 展 覽 期 間 ： 20 1 1 年 9 月 14 日 至 21 日  

三 、 展 出 地 點 ： 林 桂 美 術 館  

四 、 參 加 人 員 ： 民 革 廣 西 區 委 會 、 桂 林 市 統 戰 部  

國 父 紀 念 館 狄 副 館 長 領 隊 、 相 關 工 作 人 員  

民 革 廣 西 主 委 劉 新 文 ， 國 父 紀 念 館 副 館 長 狄 德 蔭 ， 桂

林 市 領 導 粟 增 林 、 葉 兆 泉 、 湯 傑 、 李 世 榮 、 容 作 信 、 王 德

明 、 雷 迅 等 人 出 席 開 幕 式 。 開 幕 儀 式 由 桂 林 市 副 市 長 何 永

東 主 持 。  

劉 新 文 主 委 於 開 幕 式 致 詞 中 表 示 ： 希 望 透 過 舉 辦 這 次

畫 展 ， 促 進 廣 大 觀 眾 深 刻 認 識 辛 亥 革 命 的 偉 大 歷 史 意 義 ，

從 以 孫 中 山 先 生 為 代 表 的 革 命 先 驅 身 上 汲 取 智 慧 和 力 量 ，

繼 承 和 發 揚 辛 亥 革 命 的 偉 大 精 神 ， 不 斷 增 進 海 峽 兩 岸 的 文

化 交 流 ， 為 實 現 中 華 民 族 的 偉 大 復 興 貢 獻 力 量 。  

參 與 此 次 畫 展 大 陸 方 面 共 有 10 0 多 位 知 名 書 畫 家 及 社

會 各 界 藝 術 愛 好 者 ， 出 於 對 歷 史 、 對 文 化 的 熱 愛 ， 對 革 命

前 輩 的 緬 懷 ， 更 出 於 文 化 人 士 本 身 的 一 種 社 會 責 任 感 ， 以

激 情 澎 湃 的 創 作 熱 情 ， 揮 毫 潑 墨 ， 以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 歌 頌

辛 亥 革 命 中 的 重 要 人 物 、 事 件 為 主 題 ， 精 心 創 作 了 20 0 多

幅 藝 術 精 品 。 此 次 聯 展 同 時 還 邀 請 臺 灣 地 區 書 畫 界 人 士 提

供 約 50 幅 作 品 參 展 。 參 觀 者 咸 認 展 出 的 作 品 技 藝 精 湛 ， 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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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傳 神 ， 或 描 繪 中 華 錦 繡 河 山 ， 或 抒 發 中 華 民 族 復 興 的 壯

志 豪 情 ， 表 達 了 藝 術 家 對 辛 亥 革 命 偉 大 歷 史 意 義 的 紀 念 ，

對 辛 亥 革 命 前 輩 的 懷 念 與 敬 仰 ， 對 兩 地 繁 榮 發 展 的 熱 情 謳

歌 ， 對 兩 岸 和 平 發 展 的 願 望 。  

 

肆肆肆肆、、、、參訪紀要參訪紀要參訪紀要參訪紀要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臨 海，與 越 南 相 接，境 內 海 航、鐵 路 、

公 路 、 航 空 等 交 通 基 礎 設 施 建 設 發 達 。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的 地 形 奇 特 ， 風 景 秀 麗 ， 屬 於 山 地 丘

陵 性 盆 地 地 貌。盆 地 大 小 相 雜，山 系 多 呈 弧 形，層 層 相 套 ，

丘 陵 錯 綜 ， 平 地 多 為 河 流 沖 積 平 原 和 溶 蝕 平 原 ， 石 灰 岩 地

層 分 布 廣 ， 呈 現 喀 斯 特 地 貌 。  

廣 西 地 處 低 緯 度 ， 北 回 歸 線 橫 貫 全 區 中 部 ， 屬 亞 熱 帶

季 風 氣 候 區。年 平 均 氣 溫 在 16. 5－ 2 3. 1℃ 之 間。氣 候 溫 暖 ，

熱 量 豐 富 ， 雨 水 豐 沛 乾 濕 分 明 ， 日 照 適 中 冬 少 夏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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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西 農 業 經 濟 佔 有 重 要 地 位 ， 也 是 中 國 熱 帶 水 果 的 主

產 地 之 一 ， 其 他 經 濟 作 物 有 煙 草 、 麻 類 、 香 料 。 廣 西 是 中

國 的 甘 蔗 種 植 基 地 ， 製 糖 業 基 地 。 廣 西 沿 海 珍 珠 養 殖 也 十

分 著 名 。 平 果 鋁 礦 是 中 國 最 大 的 鋁 業 基 地 。 廣 西 旅 遊 資 源

豐 富 ， 桂 林 市 是 世 界 著 名 的 旅 遊 勝 地 。  

廣 西 境 內 有 歷 史 文 化 名 城 柳 州 、 貴 港 與 桂 林 ， 另 外 還

有 許 多 全 國 重 點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 在 境 內 也 出 現 了 太 平 天 國

起 義 及 國 父 革 命 鎮 南 關 起 義 、 欽 廉 二 次 起 義 等 歷 史 事 件 ，

出 現 了 石 達 開 、 劉 永 福 ， 馮 子 材 等 為 代 表 的 歷 史 名 人 。  

以 下 分 別 簡 介 參 訪 之 處  

����桂 林 美 術 館桂 林 美 術 館桂 林 美 術 館桂 林 美 術 館     

 

 

 

 

 

 

 

本 次 展 出 場 地 是 在 桂 林 市 的 桂 林 美 術 館 ， 該 館 於 199 7

年 1 0 月 建 成 ， 是 目 前 廣 西 唯 一 的 公 立 美 術 館 ， 館 舍 建 築 面

積 近 50 0 0 平 方 公 尺 ， 坐 落 於 南 溪 山 下 的 仿 宋 代 閣 樓 式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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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 也 是 桂 林 灕 江 岸 邊 地 標 性 建 築 。 收 藏 有 數 百 件 富 有 藝

術 價 值 的 中 國 畫 、 油 畫 、 雕 塑 和 水 彩 畫 作 品 ， 是 桂 林 藝 術

展 示 、 文 化 交 流 中 心 。  

美 術 館 展 廳 的 採 光 格 局 、 燈 光 照 明 設 備 、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等 設 備 完 善 ， 主 展 廳 及 貴 賓 接 待 室 採 用 中 國 傳 統 借 景 手

法 ， 將 灕 江 秀 色 引 進 展 廳 ， 讓 人 仿 佛 置 身 灕 江 煙 雨 中 ， 別

有 一 種 美 感 。  

 

����柳 州 規 劃 館柳 州 規 劃 館柳 州 規 劃 館柳 州 規 劃 館         

 

到 柳 州 規 劃 館 參 觀 ， 跟 隨 著 導 覽 員 逐 層 參 觀 展 覽 館 ，

仔 細 聆 聽 講 解 、 欣 賞 模 型 ， 體 驗 了 柳 州 繁 榮 和 發 展 歷 程 。

瞭 解 柳 州 的 昨 天 、 今 天 和 明 天 。  

走 入 展 場 ， 可 以 深 刻 感 受 多 媒 體 的 魅 力 。 蜿 蜒 流 淌 的

柳 江 ， 作 為 造 型 元 素 貫 穿 整 個 歷 史 沿 革 展 區 ， 展 現 了 柳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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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的 自 然 地 理 特 徵 ， 牆 上 的 液 晶 螢 幕 播 放 的 影 片 展 示 柳 州

的 概 況 和 風 情 。 在 展 館 一 角 ， 有 一 面 20 多 公 尺 寬 的 圓 弧 多

媒 體 展 示 牆 出 現 在 眼 前 ， 影 像 以 國 畫 卷 軸 展 開 的 方 式 出

現 ， 展 現 了 柳 州 在 歷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護 方 面 所 取 得 的 成 果 。

在 展 館 裡 我 們 透 過 觸 控 面 板 可 以 查 詢 更 多 相 關 資 料 ， 如 白

蓮 洞 遺 址 、 鯉 魚 嘴 遺 址 、 柳 侯 祠 刻 碑 、 胡 志 明 舊 居 等 等 。  

展 廳 內 有 一 座 按 1: 7 5 0 比 例 建 造 的 沙 盤 ， 反 映 了 柳 州

30 0 平 方 公 里 地 區 的 規 劃 與 現 狀 的 主 體 模 型，這 個 沙 盤 面 積

約 為 55 0 平 方 公 尺 ， 可 以 電 動 遙 控 介 紹 任 何 區 域 ， 非 常 方

便 、 明 瞭 。  

 

����柳 侯 公 園柳 侯 公 園柳 侯 公 園柳 侯 公 園     

  2 0 0 2 年 評 定 為 國 家 4A 級 旅 遊 區。自 治 區 重 點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 柳 侯 祠 原 名 羅 池 廟 ， 位 於 柳 州 市 中 心 柳 侯 公 園 內 的

西 隅 ， 原 名 羅 池 廟（ 因 建 于 羅 池 西 畔 得 名 ）， 現 改 名 為 柳 侯

祠 ， 是 柳 州 人 民 為 紀 念 唐 代 著 名 的 政 治 家 、 思 想 家 、 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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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柳 宗 元 而 建 造 的 廟 。  

現 在 的 柳 侯 祠 是 按 照 清 代 建 築 物 重 建 的 ， 祠 內 陳 列 有

許 多 文 物 及 史 料 ， 反 映 了 柳 宗 元 的 生 平 和 政 績 。 祠 分 前 、

中 、 大 殿 三 進 ， 內 有 柳 宗 元 石 刻 像 、 柳 宗 元 塑 像 以 及 “ 荔

子 碑 ” 等 歷 代 珍 貴 石 刻 40 餘 片 。「 荔 子 碑 」 是 宋 代 大 文 豪

蘇 軾 的 書 法 ， 寫 的 是 韓 愈 ＜ 柳 州 羅 池 廟 碑 ＞ 中 供 祭 祀 柳 宗

元 吟 唱 的 ＜ 迎 頌 享 神 詩 ＞ ， 因 唐 宋 三 大 文 豪 的 文 采 神 韻 凝

於 一 碑 ， 故 有 「 三 絕 碑 」 之 稱 。 祠 後 有 柳 宗 元 衣 冠 墓 。  

 

����中 國 南 疆 第 一 關中 國 南 疆 第 一 關中 國 南 疆 第 一 關中 國 南 疆 第 一 關 —憑 祥 友 誼 關憑 祥 友 誼 關憑 祥 友 誼 關憑 祥 友 誼 關     

 

中 國 南 疆 第 一 關 友 誼 關，與 山 海 關、紫 荊 關、居 庸 關 、

雁 門 關 、 娘 子 關 、 平 型 關 、 武 勝 關 、 嘉 峪 關 齊 名 ， 為 中 國

九 大 名 關 之 一 。 位 於 憑 祥 市 西 南 端 中 越 邊 界 山 坳 處 ， 左 、

右 輔 山 夾 峙 ， 扼 中 越 交 通 咽 喉 ， 距 憑 祥 市 區 18 公 里 。 因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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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險 要 、 地 位 重 要， 自 古 有「 南 疆 重 鎮 、 邊 陲 屏 障 」之 稱 。 

漢 時 名 為 雍 雞 關，後 相 繼 名 雞 陵 關、界 首 關、大 南 關 、

鎮 夷 關 、 鎮 南 關 ， 196 5 年 命 名 友 誼 關 。 友 誼 關 自 古 以 來 就

是 軍 事 要 地 ， 中 法 戰 爭 時 在 此 發 生 鎮 南 關 大 捷 ， 將 法 國 侵

略 者 趕 出 中 國 的 大 門 ； 辛 亥 革 命 前 夕 ， 中 山 先 生 在 此 領 導

鎮 南 關 起 義 。 現 在 附 近 尚 有 清 末 守 邊 名 將 蘇 元 春 主 持 修 築

的 炮 臺 ， 還 有 中 法 戰 爭 為 國 捐 軀 的 清 軍 將 士 萬 人 墳 葬 墓 等

遺 址 。  

 

����劉 永 福劉 永 福劉 永 福劉 永 福 故 居故 居故 居故 居     

 

劉 永 福 （ 18 3 7～ 19 1 7） 欽 州 人 。 黑 旗 軍 首 領 、 抗 法 名

將 。 186 5 年 （ 清 同 治 四 年 ） 創 立 黑 旗 軍 。 186 7 年 進 入 越 南

保 勝 建 立 根 據 地 。 187 3 年 法 軍 進 攻 河 內 ， 越 南 阮 氏 王 朝 向

駐 紮 越 南 高 平 、 諒 山 的 清 軍 和 保 勝 的 黑 旗 軍 求 援 。 清 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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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介 入 ， 而 劉 永 福 親 率 所 部 精 銳 數 百 人 ， 設 伏 陣 斬 法 軍 主

帥 安 鄴 ， 取 得 了 與 法 國 侵 略 者 首 次 交 鋒 的 勝 利 。 18 8 2 年 法

軍 再 次 攻 佔 河 內 ， 劉 永 福 再 次 率 軍 開 赴 抗 法 前 線 。 次 年 劉

永 福 黑 旗 軍 在 越 南 懷 德 和 丹 鳳，大 戰 法 軍，並 取 得 了 勝 利 。 

 

����馮 子 材 故 居馮 子 材 故 居馮 子 材 故 居馮 子 材 故 居 紀 念 地紀 念 地紀 念 地紀 念 地     

 

馮 子 材 故 居 又 名 宮 保 第 ， 在 欽 州 市 欽 州 鎮 白 水 塘 村 ， 是

馮 子 材 退 居 時 住 所 ， 近 年 來 欽 州 市 政 府 又 投 入 100 多 萬 元

對 其 進 行 修 復 ， 現 以 嶄 新 的 面 貌 正 式 對 外 開 放 。 馮 子 材

（ 181 8 - 1 9 0 3） 欽 州 人 ， 清 末 將 領 ， 歷 任 廣 西 、 貴 州 提 督 ，

是 中 國 近 代 史 上 著 名 的 民 族 英 雄 。 188 5 年 中 法 戰 爭 時 ， 已

年 近 70， 在 鎮 南 關 （ 今 友 誼 關 ）「 短 衣 草 履 ， 佩 刀 督 隊 」，

浴 血 奮 戰 ， 法 軍 大 敗 ， 乘 勝 追 擊 至 越 南 文 淵 、 諒 山 等 地 ，

殲 法 軍 100 0 多 人 ， 史 稱 「 鎮 南 關 大 捷 」成 為 我 國 近 代 史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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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一 沒 有 割 地 賠 款 的 戰 爭 。  

馮 子 才 的 民 族 英 雄 氣 概，愛 國 精 神 和 光 輝 業 績，是 欽

州 人 民 引 以 為 自 豪 的 歷 史 文 化 財 富 。  

 

����欽 州 港 孫 中 山 銅 像欽 州 港 孫 中 山 銅 像欽 州 港 孫 中 山 銅 像欽 州 港 孫 中 山 銅 像     

 

中 國 最 大 的 現 代 人 物 銅 像 — —欽 州 港 孫 中 山 銅 像  

為 了 緬 懷 孫 中 山 先 生 70 多 年 前 在《 建 國 方 略 》中 把 欽

州 港 規 劃 為「 南 方 第 二 大 港 」， 欽 州 市 把 孫 中 山 銅 像 立 在 欽

州 港 經 濟 開 發 區 的 仙 島 公 園 內 。 該 銅 像 於 19 9 4 年 用 86%～

88 %的 電 解 銅 、 3%～ 3.5 %的 結 晶 矽 、 8%～ 10 %的 鋅 等 金 屬 材

料 鑄 造 而 成 ， 高 13 . 8 8 公 尺 ， 腹 部 直 徑 平 均 5 公 尺 ， 重 70

多 噸 ， 是 目 前 全 中 國 最 大 的 現 代 人 物 銅 像 。 銅 像 採 用 栗 褐

色，取 孫 中 山 先 生 30 多 歲 意 氣 風 發 時 的 形 象，手 執 文 明 棍，

腳 下 是 跳 躍 的 波 浪 、 翱 翔 的 海 鷗 和 茂 密 的 紅 樹 林 。 銅 像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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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高 12 米 ， 四 周 鑲 有 四 幅 花 崗 岩 浮 雕 ， 分 別 名 為 方 略 篇 、

風 雲 篇 、 決 策 篇 和 共 建 篇 ， 深 刻 反 映 了 欽 州 人 民 一 個 多 世

紀 以 來 的 奮 鬥 歷 史 。 整 個 外 形 凝 重 莊 嚴 ， 雄 偉 壯 觀 ， 具 有

較 高 的 科 學 性 、 技 術 性 、 藝 術 性 。  

 

����灕 江 山 水 劇 場灕 江 山 水 劇 場灕 江 山 水 劇 場灕 江 山 水 劇 場  

 

大 型 桂 林 山 水 實 景 演 出 印 象 劉 三 姐 是 中 國 灕 江 山 水 劇

場 之 核 心 工 程 ， 由 桂 林 廣 維 文 華 旅 遊 文 化 產 業 有 限 公 司 投

資 建 設 。  

劉 三 姐 是 中 國 壯 族 民 間 傳 說 中 一 個 美 麗 的 歌 仙 ， 圍 繞

她 有 許 多 優 美 動 人 、 富 於 傳 奇 色 彩 的 故 事 。  

印 象 劉 三 姐 是 以 桂 林 美 麗 的 山 水 陽 朔 風 光 實 景 作 為 舞

臺 和 觀 眾 席 ， 以 經 典 傳 說 劉 三 姐 為 素 材 ， 透 過 張 藝 謀 為 總

導 演 ， 國 家 一 級 編 劇 梅 帥 元 任 總 策 劃 、 製 作 人 ， 並 由 王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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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 樊 躍 兩 位 年 輕 導 演 加 盟 ， 歷 時 三 年 半 製 作 而 成 。  

劇 場 以 實 景 為 佈 景 ， 在 方 圓 兩 公 里 的 陽 朔 風 光 美 麗 的

灕 江 水 域 上 以 12 座 山 峰 為 背 景 ， 廣 濶 無 際 的 天 穹 ， 構 成 了

迄 今 為 止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山 水 劇 場 。 傳 統 演 出 是 在 劇 院 有 限

的 空 間 裡 進 行 。 這 場 演 出 則 以 自 然 造 化 為 實 景 舞 臺 ， 放 眼

望 去 ， 灕 江 的 水 、 桂 林 的 山 ， 化 為 中 心 的 舞 臺 ， 給 人 寬 廣

的 視 野 和 超 人 的 感 受 ， 讓 人 完 全 沉 溺 在 這 美 麗 的 陽 朔 風 光

裡 。  

劇 場 首 先 採 用 了「 全 景 式 、大 舞 臺、 總 調 度 」的 構 思 ，

將 源 遠 流 長 的 廣 西 劉 三 姐 民 歌 和 世 界 級 旅 遊 名 勝 的 灕 江 山

水 景 觀 ， 把 山 、 水 、 天 、 景 、 服 、 飾 、 歌 、 樂 、 舞 、 光 、

人 、 鷹 、 畜 、 橋 、 浮 島 等 各 種 元 素 創 造 性 地 組 合 起 來 ， 把

著 名 藝 術 家 的 創 作 構 思 與 現 代 企 業 管 理 模 式 結 合 起 來 。  

由 於 是 山 水 實 景 演 出 ， 支 撐 這 個 超 級 實 景 舞 臺 最 壯 觀

的 是 燈 光 。 展 現 了 一 種 淋 漓 盡 致 的 豪 華 氣 派 ， 利 用 大 規 模

的 環 境 藝 術 燈 光 工 程 及 獨 特 的 煙 霧 效 果 工 程 ， 創 造 出 如 詩

如 夢 的 視 覺 效 果 。 燈 光 、 音 響 系 統 均 採 用 隱 蔽 式 設 計 ， 與

環 境 融 為 一 體 。  

觀 眾 席 設 座 位 250 0 個 ， 其 中 普 通 席 23 6 5 個 ， 貴 賓 席

10 0 個 ， 總 統 席 35 個 。 演 員 陣 營 強 大 ， 由 60 0  多 名 經 過 特

殊 訓 練 的 演 員 組 成 。  

    

伍伍伍伍、、、、交流交流交流交流心得心得心得心得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綜 觀 此 次 活 動 ， 有 幾 項 心 得 提 供 參 考 ：  

一 、 廣 西 是 一 個 革 命 歷 史 資 源 豐 富 的 地 方 ， 今 年 大 陸 熱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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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展 開 各 項 紀 念 活 動 ， 紀 念 中 山 先 生 和 革 命 先 烈 們 一

生 致 力 於 振 興 中 華 、 為 民 族 統 一 犧 牲 自 我 的 精 神 。  

中 山 先 生 十 次 革 命 中 第 5、 6、 7 次 起 義 都 是 在 廣 西 發

生 ， 分 別 是 190 7 年 9 月 欽 州 第 5 次 起 義 、 190 7 年 1 2

月 鎮 南 關 第 6 次 起 義 、 19 0 8 年 3 月 黃 興 進 攻 欽 州 第 7

次 起 義 。 而 後 更 在 廣 西 成 立 北 伐 大 本 營 ， 並 舉 行 誓 師

典 禮 。  

（ 一 ） 中 山 先 生 曾 在 《 實 業 計 畫 》 第 三 計 畫 中 對 欽 州 市

的 港 口 、 鐵 路 建 設 作 了 具 體 規 劃 ， 將 欽 州 港 定 為 南

方 第 二 大 港 。 廣 西 港 區 設 計 乃 依 據 國 父 的 實 業 計 劃

執 行 建 設 。  

（ 二 ） 廣 西 民 眾 為 懷 念 孫 中 山 ， 於 是 梧 州 有 著 全 國 第 一

座 中 山 紀 念 堂 ， 欽 州 有 著 亞 洲 最 大 的 孫 中 山 銅 像 。  

二 、 本 館 是 一 個 名 人 紀 念 館 ， 更 是 一 個 文 化 藝 術 推 廣 的 重

地，大 陸 地 方 對 本 館 的 推 崇，在 展 覽 時 即 已 表 達 禮 遇 ，

開 幕 時 約 有 30 0 位 貴 賓 蒞 臨 指 教 ， 另 外 發 動 各 級 學 校

校 外 活 動 學 生 參 觀 並 透 過 媒 體 廣 為 傳 播 ， 展 覽 期 間 人

潮 踴 躍 ， 遊 覽 車 絡 繹 不 絶 造 成 轟 動 。  

本 次 到 廣 西 除 了 拓 展 雙 方 的 業 務 交 流 、 增 進 互

動 ， 還 有 參 觀 各 種 展 覽 館 運 用 不 同 的 多 媒 體 設 施 ， 展

覽 場 資 訊 一 目 了 然 ； 看 到 山 水 劇 場 人 潮 絡 繹 不 絕 ， 每

一 場 次 座 位 都 客 滿 ， 整 個 劇 場 管 理 將 資 本 資 源 、 創 意

資 源 、 民 俗 資 源 、 公 關 資 源 等 高 度 整 合 ， 創 造 巨 大 的

文 化 財 富 ， 令 人 感 佩 、 大 開 眼 界 。  

透 過 這 次 活 動 的 經 驗 ， 對 於 未 來 辦 理 活 動 及 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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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 非 常 有 助 益 。 我 們 建 議 下 列 三 點 ：  

（ 一 ） 巡 迴 展 持 續 辦 理 互 相 交 流 ： 兩 岸 外 交 休 兵 ， 積 極

拓 展 兩 岸 文 化 交 流 。  

本 館 國 外 交 流 展 每 年 應 持 續 辦 理，與 各 地 友 館 或 大 學

進 行 歷 史 性、藝 術 性、文 化 性 的 交 流，除 了 宣 揚 中 山

先 生 開 國 史 實、思 想 學 說，另 一 方 面 推 廣 臺 灣 的 文 化

藝 術 及 觀 光 資 源 。  

（ 二 ） 加 強 與 大 陸 中 山 紀 念 館 友 好 合 作  

本 館 應 多 邀 請 友 館 至 本 館 文 化 交 流 訪 問，舉 凡 展 覽 、

演 講 、研 討 會 等 ， 透 過 專 業 人 士 的 解 說 、 經 驗 分 享 ，

增 加 館 內 同 仁 的 專 業 知 識 。  

（ 三 ） 借 鏡 「 印 象 劉 三 姐 」 品 牌 型 塑 的 成 功 ， 打 造 本 館

自 己 的 品 牌 形 像 : 

  印 象 系 列 已 由 劉 三 姐 的 成 功 發 展 到 印 象 西 湖 、 印 象

麗 江 等 其 他 印 象 系 列 。 我 們 認 為 本 館 應 該 打 造 自 有

品 牌 ， 不 再 只 是 扮 演 展 演 設 施 的 角 色 ， 應 該 是 一 種

資 產 ， 我 們 必 須 深 入 了 解 觀 眾 的 社 會 屬 性 、 對 我 們

的 文 化 支 持 ， 我 們 需 要 提 供 更 多 元 服 務 ， 提 昇 觀 眾

資 本 ， 增 加 觀 眾 對 本 館 的 忠 誠 度 。 我 們 可 以 做 為 文

化 資 產 的 守 護 者 與 傳 承 者 、 可 以 做 為 文 創 產 業 合 作

夥 伴 的 育 成 者 、 更 可 做 為 推 動 文 化 行 銷 的 場 域 及 平

台 。 成 為 真 正 的 名 人 紀 念 博 物 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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