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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民國 101 年 5 月 20 日改制為文化部，文化政策

核心為「泥土化」、「國際化」、「雲端化」及「產值化」四大方向，並以

全臺 7,835 個村落為根基，整合文化資源，發展村落微型文化產業，落實公

民文化權，提升生活美學，達到村村有藝文的目標。「國立生活美學館」隸

屬國立臺灣美術館，全國分設四個生活美學館，為文化部四級機構，負責執

行推動相關文化政策。

藉由考察參訪內蒙古呼和浩特、錫林浩特、錫林郭勒盟（西烏珠穆沁旗

及東烏珠穆沁旗）等地區，包含參訪額爾敦敖包、錫林浩特市文化中心（第

一屆中國夢草原情全國美術書法攝影藝術作品展：兩岸書畫交流活動）、錫

林郭勒盟博物館、那達慕大會開幕式、貝子廟及呼和浩特博物館（席力圖

召、內蒙古將軍衙署博物院、內蒙古博物院、昭君博物院）等文化藝術機

構，瞭解其空間經營、文化景觀、文化生活圈、產業資源應用、文化資產保

存、藝術展覽及節慶表演藝術等規劃，以作為國立生活美學館藝術推廣規劃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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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人員

編號 所屬機關 單位／職稱 姓名 備註

1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館長室

館長
劉玄詠 團長

2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推廣輔導組

助理研究員
曹資穎 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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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行程

日期 行程 地點

第一天

8 月 5 日

（星期一）

1、桃園機場（臺北 TPE）→呼和浩特（白塔機場）

長榮航空：BR728 10：55-14：35

2、參訪錫林郭勒盟財政局駐呼辦事處。

臺北、呼和浩

特

第二天

8 月 6 日

（星期二）

1、呼和浩特（白塔機場）→錫林浩特

東方航空：MU2355 10：15–11：15 

2、參訪錫林浩特市文化中心。

錫林浩特

第三天

8 月 7 日

（星期三）

1、參訪額爾敦敖包─傳統祭敖包祭典儀式。

2、參訪第一屆中國夢草原情全國美術書法攝影藝術作品展。

3、參觀錫林郭勒盟博物館。

錫林浩特

第四天

8 月 8 日

（星期四）

1、參觀那達慕大會開幕式。

2、參觀西烏珠穆沁旗：

成吉思汗瞭望山、平頂山、蒙古汗城、草原牧區。

3、參訪西烏珠穆沁旗財政局：兩岸書畫揮毫筆會交流活動。

錫林浩特、西

烏珠穆沁旗

第五天

8 月 9 日

（星期五）

1、參訪東烏珠穆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2、參觀錫林郭勒盟大草原區：

牧區、露天煤礦區、風力發電廠。

東烏珠穆沁

旗、錫林浩特

第六天

8 月 10 日

（星期六）

1、參觀貝子廟。

2、錫林浩特（白塔機場）→呼和浩特

東方航空：MU5690 18：00–19：00

錫林浩特、呼

和浩特

第七天

8 月 11 日

（星期日）

參觀呼和浩特博物館：

席力圖召、內蒙古將軍衙署博物院、內蒙古博物院、昭君博物

院。

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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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8 月 12 日

（星期一）

呼和浩特（白塔機場）→桃園機場（臺北 TPE）

長榮航空：BR727 15：50–19：25

呼和浩特、臺

北

肆、參訪過程紀要：

一、錫林郭勒盟財政局駐呼辦事處

◎日期：102 年 8 月 5 日

◎地點：呼和浩特

◎出席人員：

布仁格日勒處長及宋曉東主任（錫林郭勒盟駐呼辦事處）、參訪人員 2 人

◎參訪內容紀錄：

（一）內蒙古簡介

「內蒙古」為大漠（戈壁沙漠）以南之漠南蒙古，簡稱「漠南」，即長

城以北，瀚海以南之間，屬於五千多年前仰紹文化區域範圍，是蒙古族聚居

的地方，東西橫跨約 2,000 多公里，自然地景由沙漠、沙地、草原和森林組

成。春秋戰國起，北方的遊牧民族已在現今的內蒙古地區遊牧生活。秦始皇

和兩漢時修築漢長城，以防禦匈奴。1206 年成吉思汗（鐵木真）建立大蒙古

國，之後忽必烈在中原建立了元朝。1947 年正式成為自治區，是大陸北部邊

疆的自治區，所轄區域包括呼倫貝爾、錫林郭勒等 5 個盟（分為 34 個旗（

市）、1 個縣），面積約為 50 萬平方公里，人口共約 200 萬人，由漢族、蒙古

族、滿族和回族以及其他約 40 族少數民族所組成，融合遊牧文化與農耕文

化，深受中華、蒙古、伊斯蘭、西藏藏傳佛教與西方現代文化影響，當地人

用「世界文明的搖籃、中華歷史的後院、馬背民族的聖地、成吉思汗的故

鄉、文明交融的舞臺」來形容其歷史地位，富有鮮明的民族文化與名勝古

蹟。首府為呼和浩特市，主要大城為包頭、赤峰、呼倫貝爾、鄂爾多斯、錫

林浩特及呼和浩特等，國界邊境與蒙古國（俗稱外蒙古）和俄羅斯聯邦（簡

稱俄羅斯）。

（二）呼和浩特簡介

呼和浩特（蒙古語意「呼和」為青色、「浩特」為城郭。俗稱「青城」）

在清末民國時期由歸化與綏遠二城合併而成，故舊稱「歸綏」，建城距今約

有 400 多年歷史，而後改名為「呼和浩特」。現為內蒙古自治區首府、草原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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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是政濟、交通、科技、文化及教育中心，白塔國際機場為內蒙古第一大

航空樞紐，每日多達 200 多個航班，航線覆蓋大陸各大省分城市，2013 年 6

月起長榮航空公司直飛桃園─呼和浩特，航程約為 3 小時。市區內設有專門

的蒙古語學校、內蒙古工業大學、師範大學、醫科大學等高等學校，是座生

活機能齊備的現代化大城。

地理位置位於北緯 40 至 47 度之間，具有得天獨厚的畜牧業發展條件，

光照、氣候以及牧草所含成分非長適合乳牛生長。最具規模的是內蒙古伊利

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蒙牛乳業有限公司，總部皆設在呼和浩特，其

中內蒙古伊利是 2008 年北京奧運及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的贊助商，全市

乳品加工相關從業人員約達 60 萬人，而有「乳都」之稱。

【呼和浩特機場、塔台皆具有蒙古包意象、立牌同時具有中文與蒙文】

【呼和浩特機場─象徵「馬都」的停車場公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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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區內一般住宅區緊鄰商業辦公大樓，交通尖峰時期車流量多】

【呼和浩特市中心之腳踏車行動廣告；招牌看板文字多為緊貼門口牆面之浮雕】

（三）長調簡介

「長調」、「呼麥」和「馬頭琴」被譽為蒙古音樂三寶，其中長調和馬頭

琴（由唐、宋時期的胡琴演變而成的二弦琴，因琴桿頂部雕有馬頭造形而得

名）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口述和非物質遺產，呼麥（蒙古語，意

為「咽喉」，是一種複音的喉音演唱藝術）也在申請之中。

長調是相對於短調的歌曲，意即「悠長的歌曲、長歌」，兼具曲調悠長

及歷史久遠之意，距今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是一種靠口頭傳承的民歌藝

術。字少腔長、曲調深情，多以草原、駿馬、藍天、白雲及江河等內容等為

主題，描寫蒙古族遊牧生活有關的生活情景，曲調由拖音、顫音、波折音繁

複組成，，透過高亢、低回的旋律，呈現「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風

情及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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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達慕晚宴、牧民之家晚餐，蒙族人穿著傳統蒙古袍演唱長調】

◎參訪心得：

錫林郭勒盟駐呼辦事處位於呼和浩特市市中心，距白塔機場約 20 分鐘

車程，屬於財政分會單位，負責一般庶務行政及外賓接待。拜會布仁格日勒

處長及宋曉東主任，瞭解內蒙古及呼和浩特市概況；之後在辦事處餐廳用

餐，並介紹當地的飲食特色，例如：牛大骨、羊脊骨、包子、蓧麵、洋蔥炒

木耳等家常菜，並邀請長調歌手巴拉吉尼瑪、唐寶青笛子演奏家，演出《鄂

爾多斯的春天》及《蒙古草原》曲目，傳統樂音高亢悠揚動人。會後由參訪

代表致贈生活美學館相關出版品。

                                               

【唐寶青笛子演奏、巴拉吉尼瑪長調演唱，樂音悠揚】

【布仁格日勒處長與參訪人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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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錫林浩特市文化中心

  ◎日期：102 年 8 月 6 日

 ◎地點：錫林浩特

◎出席人員：

張新亭副主席、青局長及鄭主任（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委員會）、李燕總經理

及周子涵國際部經理（北京拓爾智國際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臺灣書畫家羅

永貴伉儷、臺灣書法家羅際鴻伉儷、參訪人員2人

◎參訪內容紀錄：

錫林郭勒盟（蒙古語意為草原上的河流）位於內蒙古自治區中部錫林河

（又稱母親河）河畔，與蒙古國接壤的國境線長約1,000多公里，人口是以蒙

古族為主體、匯聚漢族及多民族邊疆少數民族，也是世界上古老馬種之一「

蒙古馬」的主要保護產地。錫林浩特市（蒙古語意「錫林」為丘陵，浩特為

城市。蒙古語意為高原的城）為其盟府，以「草原中的城市，城市中的草

原」著稱，原名「貝子廟」，已有250多年歷史，1980年代改設為錫林浩特

市。亦是蒙古族民俗文化保留最完整的地區之一，而有「草原明珠」及「馬

都」封號。

◎參訪心得：

錫林郭勒盟委員會成立於1955年，由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常務委員

及委員所組成，分設提案、經濟、教科文衛體、文史資料等委員會及秘書處

等行政單位，處理行政公務。張新亭副主席、青局長及鄭主任介紹錫林郭勒

盟特色，並帶領參訪錫林浩特市文化中心，是一座現代化二層樓建築，樓面

使用面積約1,500坪，包含青少年活動中心，附有研習教室、展覽廳及演藝

廳，臨近錫林浩特生態植物園及錫林郭勒盟博物館園區，是當地重要的藝文

機構。會後由參訪代表致贈生活美學館相關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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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立牌以中文和蒙文雙語說明、作品說明牌僅以迴紋針固定】

三、額爾敦敖包─傳統祭敖包祭典儀式

◎日期：102 年 8 月 7 日

◎地點：錫林浩特

◎出席人員：

張新亭副主席、青局長及鄭主任、李燕總經理及周子涵國際部經理、羅永貴

伉儷、羅際鴻伉儷、參訪人員2人

◎參訪內容紀錄：

額爾敦敖包（蒙古語意為寶地），建於清乾隆初期，位於錫林河河畔、

貝子廟北麓，由13個敖包（亦作鄂博，蒙古語意為堆子）所組成，主敖包為

佛祖敖包，主祭山河神馬沁神，亦稱十三太保或十三重天，13是蒙古族的吉

利數字。敖包由樹枝及石頭堆積成實心圓錐體，頂端插著一根長杆，杆頭上

繫上牲畜毛角和經文布條，周邊掛滿祈福五彩哈達（敬獻用的絲綢，象徵吉

祥如意）和紙旗。

蒙古族早期信仰薩滿教，崇尚自然思想，以敖包象徵天地神聖之所在，

表達對高山及神靈的崇拜。在遼闊的草原上敖包，或單個或成群，通常是以

部落為單位堆築，而成為草原上的路標或界標。相傳成吉思汗每次出征前，

都會先去祭拜敖包祈求凱旋。蒙古族人習慣若途經放有敖包的地方，都會先

停駐向敖包參拜祈禱，並往上加添幾塊石頭、捧土或哈達，然後才離去前

行。

「祭敖包」是蒙古族傳統的祭祀活動，一般都是在農曆五月下旬至六月

上旬，也有在七、八月份舉行。明末清初，藏傳佛教逐漸成為蒙古族全族信

仰，現今的祭敖包儀式，敬獻時由喇嘛焚香祝禱、吟誦誦經，並獻上全羊、

馬奶酒、黃油和乳酪、奶食等祭品，再以左向右順時針方向繞行主祭敖包三

圈叩拜後，將哈達繫於敖包上。今年8月7日適逢立秋節氣，是蒙古族傳統的

迎秋儀式，祭典人員至額爾敦敖包舉行祭典儀式，意含祭祖、祈求那達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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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順利舉行、穀藏豐收、風調雨順及族人幸福平安。祭典後分享奶食或祀品

時，要將第一口敬獻敖包；分享奶酒時，要先敬天、敬地、敬祖先，而後才

能飲用。

祭典儀式結束後，舉行傳統的賽馬、摔跤、射箭、唱歌和舞蹈等文化體

育（那達慕）活動；青年男女則是利用祭祀登山的機會談情說愛，即所謂的

「敖包相會」習俗的由來。

【祭敖包祭典人員吟誦祝禱經文】              【主祭壇香爐】

【禮儀人員傳著傳統蒙古服飾】            【祭品以全羊、馬奶酒、奶食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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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儀式完成後由禮儀人員分食羊肉等祭品】       【繞行敖包獻哈達祈

福】

◎參訪心得：

祭敖包儀式和祭典儀式結束後的那達慕活動，皆完整保留了蒙古族的文

化和信仰，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特色，大陸已將其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名錄，可作為保存原住民族文化及祭典儀式之參考。

四、第一屆中國夢草原情全國美術書法攝影藝術作品展

◎日期：102 年 8 月 7 日

◎地點：錫林浩特市文化中心（錫林浩特）

◎出席人員：

張新亭副主席、青局長及鄭主任、李燕總經理及周子涵國際部經理、羅永貴

伉儷、羅際鴻伉儷、參訪人員 2 人

◎參訪內容紀錄：

「第一屆中國夢草原情全國美術書法攝影藝術作品展」是配合年度內蒙

古草原文化推廣活動所規劃，主辦單位為政協錫林郭勒盟委員會及政協內蒙

古自治區委員會辦公廳，協辦單位及承辦單位為內蒙文中央書畫院、文史研

究館、美術館、美術家協會、攝影家協會、錫林郭勒盟委員會、錫盟美術家

協會、書法家協會等單位，活動主題為「傳承民族文化、創新藝術理念、發

展時代風貌」，活動徵件約計1,400件作品，包含書法、國畫及攝影三大類

別，作品來自大陸各地省市、自治區、香港及臺灣，由北京拓爾智國際文化

交流有限公司邀請臺灣藝術家，參與兩岸文化藝術交流。臺灣參展藝術家為

書畫家羅永貴，擅長國畫山水、花鳥及佛道人物，曾多次受邀參加兩岸藝術

名家聯展；書法家羅際鴻，擅長草書、隸書及當代風格書法，作品曾多次獲

獎，亦常在兩岸舉辦個展及聯展。

本活動邀請國家級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委員會，評選出優選作品各類別10

名，共計30名，展出約計300件通過初、複選的作品，展覽時間為102年8月7

日至10日，展覽地點為錫林浩特市文化中心一樓展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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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展開幕剪綵儀式─藝術家羅永貴、羅際鴻及參訪人員代表劉館長代表出

席】

【畫展展覽會場約500坪】               【接待人員穿著蒙古傳統服

飾】

【民眾進場參觀畫展】                     【滿文書法作品線條流

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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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家羅際鴻伉儷、參訪人員代表劉館長、李燕總經理與書法家羅永貴，

與參展作品合影】

◎參訪心得：

展覽舉辦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剪綵儀式，司儀為兩人，以漢語為主，蒙語

為輔，現場雙語交替進行，貴賓致詞簡短精要，禮儀人員穿著傳統蒙族服

飾，展現文化特色；與會人士藉由現場畫作鑒賞討論交流，展出作品呈現書

畫特色及蒙族草原文化，尤其是攝影作品主題，可以飽覽四季的蒙古草原風

情及牧民生活。蒙文與滿文皆為拼音文字，兩者拼音字母約九成相近，但發

音不同，差別在於字母之「點」的位置，在左邊的為蒙文，在右邊的為滿

文。不論是中文、蒙文或滿文書法作品，同樣可以展現書法的行氣與線條美

感。「揮毫筆會」活動由獲邀出席的參展書畫家，在25公尺長卷上揮毫作畫

或書法題字落款，甚為壯觀。

【「兩岸書畫交流揮毫筆會」書畫家羅永貴繪畫、書法家羅際鴻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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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錫林郭勒盟博物館

◎日期：102 年 8 月 7 日

◎地點：錫林浩特

◎出席人員：

青局長及鄭主任、李燕總經理及周子涵國際部經理、羅永貴伉儷、羅際鴻伉

儷、參訪人員 2 人

◎參訪內容紀錄：

（一）錫林郭勒盟博物館簡介

「蒙元文化苑」地處錫林浩特市市中心，由雕塑公園及博物館、民俗館

及民俗文化影劇院三大園區所構成，園區設計規劃展現蒙古帝國時期及元朝

時期（簡稱蒙元時期）重大歷史事件和蒙古民族對世界文化的貢獻。其中「

錫林郭勒盟博物館」占地約 20 公頃，是座保存大量蒙蒙元時期文物的歷史

博物館。博物館主體建築為西式現代建築，入口處比照機場設有安檢門，並

懸掛慶賀元上都遺址列入世界文化遺産的標語，整體外型蘊含蒙古包形狀意

象，博物館外路燈以蒙古族圖騰為主要設計元素、廊道以大型掛畫呈現常設

展各展覽室主題，內部裝飾壁面石雕運用蒙古族傳統圖騰，典藏包含服飾、

金銀器、石雕、陶瓷及兵器等 7,000 多件文物，常設展以蒙元時期政治、經

濟、文化、軍事和科技領域分區展示介紹，導覽員穿著改良式蒙古族傳統服

飾，博物館賣店設於 2 樓展場旁，緊鄰電梯搭乘區，商品以蒙古包紀念品、

服飾、皮雕彩繪、馬頭琴、蒙古刀裝飾藝品為主。

【館外路燈─蒙古族圖騰設計、廊道大型掛畫、導覽員解說蒙元時期歷史文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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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時期出土的酥油燈燈檯、銅雕祭祀用具】

【真人比例形塑成吉思汗出巡場景、蒙元時期出土的馬匹飲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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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人員於成吉思汗雕像、博物館入口處合影】

（二）元上都遺址簡介

元上都遺址位於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與元大都（現今北京）遙隔南

北。1250 年代，城廓在忽必烈時期由漢人劉秉忠設計建造，分為外城、皇

城、宮城和東、西、南、北四關城郊，而後科學家郭守敬完成灤河大型的防

洪水利工程。初名開平府，而後升格為上都，曾為元朝第一大都城與夏都避

暑勝地，東西關外還有兩座大型糧倉建築，當年可收貯糧食千餘公噸。隨著

元朝的衰亡，元上都歷經戰火浩劫，現存都城遺址，但因地處古代中原農業

地區與亞洲北方牧區的交界地帶，並存農耕與遊牧民族文化，深具蒙元歷

史、建築、藝術和科學研究價值。

◎參訪心得：

錫林浩特市市區及錫林郭勒盟博物館入口處，隨處可見慶賀元上都申報

世界文化遺產成功的標語或廣告，可見大陸現今非常重視文化遺產的保存，

並藉以作為觀光宣傳主題。

錫林郭勒盟博物館之硬體建築完備，但常設展之展示品說明牌多僅有文

物名稱，而無出土年份簡介等基本資料，如能提供常設展簡介 DM、各展廳

樓面介紹 DM、建築物設計理念、展示品簡介說明牌等軟體文案，可輔助觀

眾更加瞭解展出內容及博物館營運理念。導覽志工分設多語導覽，主要有中

文、英文及蒙文之免費團體導覽服務，衣著呈現蒙古族特色，加深觀眾對蒙

元文化的印象。錫林郭勒盟地形幅員遼闊，而占地廣大的博物館建築，雖位

於錫林浩特市市中心，但仍須公車大眾運輸系統或遊覽車交通接駁，且入口

處設有安檢門，影響團體參訪順暢度，如何兼顧安檢與觀眾參觀動線，並持

續吸引大量觀眾參觀，是大型博物館重要的營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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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達慕活動開幕式─慶賀「元上都」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六、那達慕大會開幕式

◎日期：102 年 8 月 8 日

◎地點：錫林浩特

◎出席人員：

張新亭副主席、青局長及鄭主任、李燕總經理及周子涵國際部經理、包頭市

財政局張延民紀檢組長、羅永貴伉儷、羅際鴻伉儷、參訪人員 2 人

◎參訪內容紀錄：

那達慕（蒙古語意為遊戲或娛樂）是蒙古族的一年一度的傳統體能運動

競技節慶，被譽為「草原奧林匹克」，多在7至8月舉行，為牧草牛羊豐碩時

節，聚集各部落團結慶賀豐收的喜悅，以錫林郭勒盟的那達慕最具代表性。

源起於成吉思汗時期，日後並將搏克（蒙古式摔跤）、射箭、賽馬定為「男

子三藝」，演變至今，還增加馬球、馬術、田徑等比賽、烏蘭牧騎演出等內

容，並同時舉行物資交流會和表彰先進，成為蒙古族重要的年度盛會。而後

受藏傳佛教影響，在那達慕進行期間，會舉辦大規模祭祀活動，喇嘛們焚香

誦經，祈求神靈保佑。本項活動已列入大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內蒙古自治區第八屆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暨第三屆吉祥草原錫林

郭勒那達慕」活動舉辦地點為錫林郭勒體育中心，是座可容納約3萬人的大

型體育場，入場券標示看台席次，並有雷射貼紙防偽；會場進場除工作人員

及貴賓外，一律搭乘交通接駁車；會場入口處設有與機場同規格之安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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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內提供免費礦泉水、遮陽帽，貴賓區另外提供免費遮陽傘。開幕式以運

動會開幕儀式進行，由內蒙古自治區各盟、市代表進場表演及運動員入場，

蒙古族服裝色彩鮮豔，選料繡工精緻，表演節目則充分展現各盟、市特色，

開幕式表演分為吉祥草原等四個主題，儀式結束後釋放彩色小氣球升空。

                                          

【現場大型看板直播與錄影】

【主舞台區搭建傳統蒙古包】      【開場由各盟、旗、市代表騎蒙古馬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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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典禮人員穿著蒙古族服飾向出席貴賓獻哈達致意】

【馬頭琴表演節目】                【各盟、旗、市運動員代表進場】

【傳統那達慕競技─射箭表演節目、搏克（蒙古式摔跤）表演節目】

【傳統蒙古長調表演節目】                【運動會啦啦隊表演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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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人員於開幕式會場看台留影】           【活動結束釋放小氣球升空】

◎參訪心得：

每年 6 至 9 月初，是內蒙古氣候最舒爽適宜的時節，是當地居民休憩度

假及外國觀光客造訪最多的季節。而錫林郭勒盟是蒙元文化、蒙古長調、烏

蘭牧騎的發源地，有「天堂草原」、「博克之鄉」、「長調之鄉」的美譽，選擇

在錫林郭勒盟舉辦「內蒙古自治區第八屆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暨第三屆

吉祥草原錫林郭勒那達慕」活動，更能呈現蒙元文化特色。運動會開幕比照

國際大型運動賽事及貴賓接待規模進行安全檢查，顯示代表主辦單位對此項

活動的重視。並同時舉辦「第一屆中國夢草原情全國美術書法攝影藝術作品

展」，將藝術美展交流加入傳統節慶活動，增添人文氣息。

七、西烏珠穆沁旗：成吉思汗瞭望山、平頂山、蒙古汗城、草原牧區

◎日期：102 年 8 月 8 日

◎地點：西烏珠穆沁旗

◎出席人員：

青局長及鄭主任、李燕總經理及周子涵國際部經理、西烏珠穆沁旗財政局海

山局長、羅永貴伉儷、羅際鴻伉儷、參訪人員 2 人

◎參訪內容紀錄：

（一）成吉思汗瞭望山簡介

蒙古族向來以「馬背上的民族」自居，特有的蒙古馬體型腿短精幹，性

情溫和，反應敏捷，尤其是蒙古白馬，蒙古人將其視為戰神。成吉思汗瞭望

山位於西烏珠穆沁旗政府所在地西南方約 20 公里處，因成吉思汗登上瞭望山

尋獲失而復得的兩匹白馬的傳說而得名。現今已發展成文化觀廣景點，設有

兩匹白馬石雕塑像，供後人遙想當年蒙古族奔馳草原天際的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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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山雙白馬石雕塑像界碑】              【瞭望山成吉思汗紀念頭

像】

 【瞭望山仿蒙元時期之籐編垃圾桶】          【瞭望山牧民區之敖包山】

（二）平頂山簡介

錫林郭勒盟平頂山是由億萬年前火山噴發，且經由地殼升降運動，形成

大面積的平頂山，群山相連之山頂平如利刃削平，排列整齊，是平層岩經風

化和侵蝕作用所形成的獨特地形。被納入錫林郭勒盟八景之一的「平台落

日」，已是遠近馳名的草原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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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平頂山山系自然地景】      【平頂山外觀易和露天煤礦區混淆】

（三）蒙古汗城簡介

蒙古汗城座落於西烏珠穆沁草原腹地，是大陸國家級 4A旅遊景區，距

西烏珠穆沁旗政府所在地約 15公里處，占地面積約 2,000公頃，整體宮殿建

築是以成吉思汗登基大典為藍本建造，由 100頂蒙古包所構成，可同時接待

約 1,000人用餐及 350人住宿，是座大型的會議接待、表演中心，平時有小

型那達慕活動及蒙古族傳統歌舞定目劇演出，充分展現蒙古族的宮廷文化。

【蒙古汗城入口設計華麗】                 【園區由大型蒙古包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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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殿建築之蒙古包外罩以金色圖騰裝飾，代表貴族身分】

【雙峰駱駝為蒙古地區特有種】     【園區旁牧民搭建蒙古包逐水草而居】

（四）草原牧區簡介

蒙古包（滿語是家、屋的意思）是滿族對蒙古族牧民住房的稱呼，古詩

詞中稱之為穹廬或氈帳，自匈奴時代起就已出現，是古代中亞地區遊牧民族

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民族的傳統住房，至今蒙古族牧民仍在使用。

蒙古包外形結構呈圓形，蒙古帝國時代可汗及諸王貴族的帳幕可容納約

2,000人，一般牧民常用的蒙古包，約可容納20至數百人。不論大小，都是由

網狀編壁、架木、圓形天窗和門所構成，四周側壁高度約為1.5至2公尺高，

套上毛氈，再用鬃毛繩子綁緊。最外層的外罩則多用雲紋、蓮花、吉祥圖案

等圖騰裝飾，刺繡華麗，是身分等級的象徵。

蒙古包一般搭建在水草肥美的地方，具有搭蓋簡便、搬遷容易及冬暖夏

涼的特色，內部的門多半朝向東南方向。中央設有烹調和取暖用的爐灶，帳

頂有圓形天窗，以便採光、通風及排放炊煙。居家擺設以搬挪方便、不易損

壞的輕巧木質桌椅為主，只需雙峰駱駝或簡易牛、馬車就可以搬運，一天之

內就能搭蓋完成，且具有日晷功能，非常適合於經常遷徙放牧的遊牧民族居

住和倉儲使用。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及經濟發展，現今已出現鋼骨結構的非移

動式蒙古包和西式平房、倉庫並鄰，室內擺設增加電視機、熱水瓶、冰箱等

現代生活家電，傳統蒙古包的草原風情，已漸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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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包已應用風車發電】

【青局長解說傳統蒙古包結構】   【野生小燕子在蒙古包內築巢】

【已學會閃避車輛過馬路的羊群】                   【草原牧民區牧羊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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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農用車】    【載運牧草的貨車】            【草原牧民區牧馬場】

【現代化畜牧業經營─錫盟伊利第一牧場】           【現代化畜牧業經營農

舍】

◎參訪心得：

        青局長、鄭主任及海山局長詳細解說傳統蒙古牧民生活特色。蒙古牧民

的傳統飲食包括烤全羊、手扒肉（或作手把肉）、羊脊骨等肉類料理以及奶

茶、馬奶酒、奶茶等畜奶製品，當地人將蓧麵、稍麥（或稱燒麥）、蒙古包

子及長米稱為主食，用餐時先上各式菜餚，最後才上主食。通常將奶酪、奶

豆腐、奶茶等奶類食品統稱為「白食」。

蓧麵拌以山藥絲、洋蔥絲、黃瓜絲及水蘿蔔絲，佐烏醋辣油調製，或煮

羊肉湯麵食用。稍麥及蒙古包子內餡以羊肉為主，長米則是蒸熟後食用，口

感粒粒分明較不黏膩。蔬菜則以時令為主，有金針、黃瓜、蕃茄、當令青菜

等，涼拌或熱炒料理。烤全羊、手扒肉（將大塊生鮮羊肉加鹽和蔥段清燉後

食用）、血腸（將調味後的羊血漿灌入羊腸蒸熟後食用）等全羊料理，是接

待賓客的宴客菜。

奶製品則最具地方特色，奶源有綿羊、山羊、牛、馬及駱駝。炒米是以

糜子（當地特產的黍類）經過蒸炒後拌入酸奶及白糖，口感微甜爽脆。奶豆

腐則是經由羊奶等奶源凝固發酵而成，因形狀似一般軟豆腐而得名，奶茶則

是蒙古族最喜愛的茶飲，由青茶磚茶煮成，加入鮮奶及少許鹽，是傳統牧民

補充鹽分及蛋白質的飲品。馬奶酒（又稱奶酒或蒙古酒）是用鮮馬奶與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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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製，酒精濃度約在 14 至 20 度，味微酸，有驅寒活血功效，為傳統蒙醫和

藏醫之草藥藥引。白酒則是以高梁蒸餾，酒精濃度約在 38 度，平日用以宴

客宴席飲用。

蒙古族性情豪爽熱情，以「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豪邁氣魄為傲，宴

客以美食、美酒、長調及哈達向賓客祝福致意，藉由歌聲和飲酒過程傳遞傳

統文化，是瞭解牧民草原文化生活的橋樑。

【牧民之家主人示範手扒肉吃法】      【以長調敬獻哈達為賓客祈福】

八、西烏珠穆沁旗財政局：兩岸書畫揮毫筆會交流活動

◎日期：102 年 8 月 8 日

◎地點：西烏珠穆沁旗

◎出席人員：

張新亭副主席、青局長及鄭主任、西烏珠穆沁旗財政局海山局長、李燕總經

理及周子涵國際部經理、羅永貴伉儷、羅際鴻伉儷、參訪人員 2 人

◎參訪內容紀錄：

（一）西烏珠穆沁旗簡介

「烏珠穆沁」蒙古語意為摘葡萄的人，因其部落發源於葡萄山區域而得

名，現今西烏珠穆沁旗位於錫林郭勒盟東部，具有典型溫帶草原植被，是「

天堂草原」的原鄉，並培訓優秀的搏克摔跤選手，也是蒙古長調及蒙元民族

服飾的發源地。天然草原地形富含大量煤礦、鉛、銅、銀等金屬礦及大理石

等資源礦產。

（二）西烏珠穆沁旗財政局簡介

西烏珠穆沁旗財政局為隸屬錫林郭勒盟旗政府的公務部門，以「為人民

當家理財」為理念，負責財稅收繳、招商、城市容貌建設、住宅社區開發、

工業園區建設等重大政策，地方財政收入等主要經濟指標都排在錫林郭勒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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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盟前三名，績效卓著。

◎參訪心得：

西烏珠穆沁旗財政局有專屬的財政大樓，內有行政辦公室及大型會議

室、演講廳，張新亭副主席說明此區財政局的主要行政業務。該局協助辦理

「第一屆中國夢草原情全國美術書法攝影藝術作品展」活動，並在展覽期間

安排舉辦小型的兩岸書畫揮毫筆會交流活動，增加藝術家互相觀摩的機會。

【書法家羅際鴻現場揮毫，張新亭副主席、財政局人員、羅際鴻與作品合影】

【書畫家羅永貴現場繪畫，張新亭副主席、財政局人員、羅永貴與作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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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於西烏珠穆沁旗財政局大樓】

九、東烏珠穆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日期：102 年 8 月 9 日

◎地點：東烏珠穆沁旗

◎出席人員：

青局長及鄭主任、李燕總經理及周子涵國際部經理、羅永貴伉儷、羅際鴻伉

儷、參訪人員 2 人

◎參訪內容紀錄：

（一）東烏珠穆沁旗簡介

東烏珠穆沁旗位於錫林郭勒盟東北部，北與蒙古國交界，國境邊界線長

達 500 多公里，是以蒙古族為主要民族的邊境地區，深具重要戰略邊防意

義。境內大小湖泊繁多，牛、羊畜產品加工發達，盛產「天下第一羊」烏珠

穆沁肥尾羊及特有種雙峰駱駝，也是煤電工業基地，歷史遺跡以遼金時期的

古長城遺址最為著名。

   

【東烏珠穆沁旗街景】                   【東烏珠穆沁旗高速公路收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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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烏汽車站設計以蒙古包為造形】              【東烏旗職業中學】

（二）東烏珠穆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簡介

口岸是指設有邊防檢查的邊界關卡，包括海關、出入境管理及檢疫設

施。旅客需持有護照、簽證等文件，通過特定口岸檢查，才能進出邊界國

家。內蒙古有 18 個邊境口岸，東烏珠穆沁旗的「珠恩嘎達布其口岸」，是內

蒙古自治區繼滿洲裡口岸、二連口岸之後，第三個常年開放的國際性口岸，

具有促進大陸北疆口岸貿易以及拓展區域經濟發展等重要意義。

【東烏旗邊檢行政辦公大樓】                【珠恩嘎達布其口岸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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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烏旗邊防檢查站】                     【邊界豎立「衛國戍邊」告

示】

【與蒙古國國界界碑】                        【邊境分界牌樓】

◎參訪心得：

「珠恩嘎達布其」漢語意義為「東門檻」，是古代重要的商貿通道，東烏

珠穆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隸屬大陸國家質檢總局，負責出入境衛生檢疫、動

植物檢疫、商品、檢驗認證及監督管理工作，是為重要的海關邊檢驛站，近

年來推行「綠籬」政策，對走私洋垃圾（意指禁止進口的固體廢物，包含境

外產生的電子垃圾、醫用垃圾、礦產礦渣及建築垃圾等）嚴加管控， 並獎勵

表揚舉報者。

  在海關出入境通道旁，設有一間小型的免稅商店，約莫三、四十坪大，

販賣煙、酒、手錶及化妝品等高單價商品，比台灣機場或呼河浩特白塔機場

的免稅商店價格，貴上一至二成，但相對幅員遼闊的內蒙古地區而言，卻是

非常方便旅客購買伴手禮的服務。

十、錫林郭勒盟大草原區：牧區、露天煤礦區及風力發電廠

◎日期：102 年 8 月 9 日

◎地點：西烏珠穆沁旗、東烏珠穆沁旗

◎出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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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局長及鄭主任、李燕總經理及周子涵國際部經理、羅永貴伉儷、羅際鴻伉

儷、參訪人員 2 人

◎參訪內容紀錄：

「錫林郭勒」蒙古語意為丘陵地帶的河，錫林郭勒盟草原和伊犁草原

等，並稱為四大草原，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納入國際生物圈的草原自然保

護區，擁有約20萬公頃的可利用草場，為內蒙古地區最主要且面積最大的天

然草場。氣候適合發展畜牧業，其中錫林郭勒馬、烏珠穆沁肥尾羊、烏珠穆

沁白絨山羊等，深具國內外市場經濟價值。

錫林郭勒盟由東、西烏珠穆沁旗等5個部落組成，長期以來都是蒙元文

化重鎮。人文景觀有古代長城遺址、元上都遺址、貝子廟古刹等，區域內蒙

古皇族後裔正藍旗的蒙古語，被確定為現代蒙古語標準音（即蒙古語的普通

語），奶食加工亦是歷代皇朝貢品。生態景觀除典型草原外，還有世界罕見

的恐龍化石群。

【太陽能應用─路燈、牧區羊場飲水供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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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風力發電廠、牧區蒙古包供電系統】

【重工業發展─工業廠房、高壓電塔】

◎參訪心得：

錫林郭勒盟大草原區，地大物博，天然牧區占地廣闊，現代牧民多以電

動機車放牧，露天煤礦區、風力發電廠及油田開採也變成草原景觀的一部

分。內蒙古以羊（鄂爾多斯羊絨）、煤（煤礦區）、土（稀土）、氣（天然

氣）四大產物揚名國際，而過度設置的風力發電廠風車，已影響西風帶的風

向流動；牧民設有太陽能板集熱發電或小型風車發電，用以供給蒙古包電

力。如何兼顧生態保育、節能減碳及礦產開發，實為重要課題。

【重工業發展─煉油廠、石油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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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業發展─露天煤礦礦場】

【重工業發展─水泥沙石廠】

十一、貝子廟

◎日期：102 年 8 月 10 日

◎地點：錫林浩特

◎出席人員：參訪人員 2 人

◎參訪內容紀錄：

貝子廟位於錫林浩特市（錫林郭勒盟草原新城）市區，額爾敦敖包山腳

下，建於清乾隆時期的貝子旗，由貝子（滿語意為貝勒，是指王或諸侯）主

持興建，因而得名貝子廟，約占地 120 公頃。乾隆欽賜漢名為崇善寺，是內

蒙古四大藏傳佛教聖地之一，包含額爾敦敖包、貝子廟廣場及貝子廟商城，

為大陸國家級 4A 級景區。全廟以朝克沁殿（行政教務殿）等三大廟宇為中

心，共分為七大殿，全盛時期廟宇群附有十幾座小殿和兩千多間僧舍，為漢

式飛簷斗拱建築的藏傳佛教寺廟，歷經 7 代活佛後修建完成。貝子廟西廟又

稱為活佛倉，是一座規模壯闊的四合式院落。文革時期受「破四舊（破除舊

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社會運動潑及，大量典藏經書、壁畫被

搗毀，目前尚在修繕，僅有朝克沁殿對外開放。該廟大殿旁的錫林浩特市貝

子廟蒙醫醫院，亦由漢式廟宇建築改建，前身即為貝子廟傳授醫學之講經

堂。廟宇群大殿內壁畫皆以佛教故事為主題，是研究藏傳佛教藝術的珍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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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貝子廟─朝克沁殿入口】     【貝子廟─錫林浩特市貝子廟蒙醫醫院】

【貝子廟─導覽解說】    【貝子廟─廟門口彩繪石獅配戴哈達】

【貝子廟─祈福五色旗飛揚】           【貝子廟─佛教故事壁畫精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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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子廟─修繕完成後色彩亮麗】     【貝子廟─待修復的屋簷瓦當】

◎參訪心得：

貝子廟現今門票為人民幣 20 元，沿寺廟廣場中央廊道臺階而上，可至

額爾敦敖包園區，是市區最高點，可俯瞰貝子廟全景及市景。寺廟園區賣店

由蒙古包組成，位於貝子廟廣場區，販售蒙古族紀念品和俄羅斯紀念品；對

街貝子廟商城，是現代化的鋼筋水泥建築，運用蒙古包造形及藍、白、金色

等傳統蒙古族色彩及圖騰裝飾，深具民族文化特色。

【貝子廟─貝子廟廣場蒙古包賣店】      【貝子廟─貝子廟廣場轉經輪】

【貝子廟─往敖包山途中的蒙古包賣店】 【貝子廟─貝子廟商場深具蒙族意

象】

十二、呼和浩特博物館：

◎日期：102 年 8 月 11 日

◎地點：呼和浩特

◎出席人員：布仁格日勒處長及宋曉東主任、參訪人員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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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內容紀錄：

（一）席力圖召

呼河浩特市為內蒙古地區藏傳佛教聚集地，形成「一座城池、半城廟」

的景象，而有「召城」之稱。席力圖召為藏傳佛教黃教寺廟，位於呼河浩特

市市中心，建於明末萬曆年間，清康熙賜漢名為「延壽寺」，該寺席力圖召

活佛也是呼河浩特地區喇嘛教的最高權力中心，為大陸國家 2A 級景區，歷

經清代擴建修繕，占地約 5,000 坪，現今為市區內規模最大寺院之一，成為

內蒙古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召城瑰寶」之美譽，見證滿、蒙、漢

族文化交流歷史。

【席力圖召門口設有紀念品商販】     【正殿懸掛之匾額為漢、滿雙

語】

席力圖蒙古語意為法座，因第一世席力圖活佛（四世達賴的老師）長期

主持而得名，現今仍保留活佛法座。寺廟建築具有藏、漢文化特色，由牌

樓、山門、過殿、經堂、大殿所組成，牆面鑲有琉璃磚瓦及鎏金裝飾，色彩

華麗，兩側還有鐘樓及鼓樓，至今仍香火鼎盛。

【席力圖召香爐】               【清康熙禦制─平定噶爾丹紀功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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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人員解說入廟參拜方式及廟宇特色】 【園區內裝飾用水缸被訪客用來許

願】

◎參訪心得：

寺廟彩繪、佛像雕刻及信眾敬獻的哈達皆色彩豐富，深具藏傳佛教特

色。該寺大殿參拜路徑為西進東出，不走回頭路，並強調祈福後不須掛記還

願，與台灣寺廟（以神明方向為準，左青龍邊方向為入口、右白虎邊方向為

出口）進出口方向相反及還願習慣不同。寺廟門票為人民幣 30 元，大殿廳

堂內有喇嘛誦經祈福，隨喜奉獻題名祝禱。設有付費團體導覽服務，寺外廣

場為停車場及小攤販聚集區，販售佛教文物紀念品、祭祀線香及日常生活用

品。

【園區內經濟作物植栽為玉米】        【園區停車前小販聚集】

（二）內蒙古將軍衙署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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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分為新、舊二城區，舊城建於明萬曆年間，命名為「歸化

城」，取其「歸附朝廷、接受教化」之意；新城建於清朝雍正至乾隆時期，

命名為「綏遠城」，取其「綏靖遠方」之意。

內蒙古將軍衙署博物院位於呼和浩特新城區，籌建於乾隆年間，為清朝

時期綏遠將軍衙署，又稱「漠南第一府」，屬清廷一品封疆大吏建築之辦公

廳兼住所，為加強西北邊防屯兵駐防所需而設置，對大漠南北蒙古地區施行

政治及軍事統治，由綏遠大將軍統領，駐屯滿洲八旗官兵。民國時期為綏遠

省省政府中心，現為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新城古蹟，將軍衙署園區及

東北方數百公尺殘存的綏遠城城牆，已被大陸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區域，

評定為國家二級博物院。

【綏遠將軍衙署園區外牆、「屏藩朔漠」影壁、現存的綏遠城城牆】

◎參訪心得：

綏遠將軍衙署門前有一座使用城磚砌成，長約 30 公尺、高 4 公尺、厚度

約 1.5 公尺的影壁，鑲有「屏藩朔漠」匾額。衙署以主體建築為中軸線，兩

邊配有東、西廂房，耳房和跨院，是取八卦四平八穩之意。現今改設 3 屋 11

個展廳，模擬綏遠城將軍辦公處及居處陳列，展示古代綏遠城模型，以及綏

遠城八旗駐防歷史的介紹，再現將軍及其幕僚辦公、活動場景。門票為人民

幣 25 元，設有團體導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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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員解說綏遠城建城史及衙署佈置】   【當時軍隊 300 人份食用的大鼎】

【模擬綏遠城將軍辦公場景設置】

【清代奏摺】                      【清代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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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衙署居家廂房擺設】

【龜馱聖旨石碑】           【待修繕之將軍衙署屋簷】

（三）內蒙古博物院

內蒙古博物院座落於呼河浩特市市中心新華東街，西式現代化玻璃帷幕

建築，植被設計富含草原意象，園區占地約 5 公頃，展覽廳空間約 2,000 坪，

是內蒙古自治區唯一的國家級一級博物館，是 2008 年北京奧運聖火傳遞途經

呼和浩特的起點。常設展內容以「草原文化」為展覽主軸，以遠古世界、高

原壯闊、地下寶藏及飛天神舟為四大展區，部分藏品來自蒙古、山西等地博

物館捐贈，現今館藏包含內蒙古古生物及恐龍化石標本、歷史文物、民族文

物及近現代太空科技文物共約 10 萬件，被譽為「濃縮草原文明的百科全

書」，是座包含自然史及文化史的綜合性博物館。緊鄰內蒙古烏蘭恰特大劇

院，劇院擁有現代化演藝廳、電影放映室、音響、燈光、錄音棚等設施，是

內蒙古自治區規模最大的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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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院主體建築富含濃厚的蒙古意象】                【戶外廣場輕食

區】

【特展為潘玉良畫展】                 【人造草皮營造草原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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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處安全檢查】        【手機充電站】      【壁雕刻畫蒙古歷史】

【諮詢櫃台─

導覽解說員穿著民族服飾、櫃台前方設有志工召募說明、解說員擅長語言說

明】

【蒙古自然史展覽室】                         【查干諾爾龍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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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烏蘭恰特大劇院─劇院座位表】  【活動演出之台灣團隊─動力火車】

◎參訪心得：

參觀前須至入口處領取免費參觀券，票券上印有置入性行銷冠名廣告，

入口設有與機場同規格之安檢站，博物館賣店位於出、入口處左側，便於觀

眾購買文創商品，且出、入口處設有免費的手機、平板電腦充電區，並提供

電源線，非常便利。博物院與劇院之間走廊平台設有咖啡、輕食販賣店面，

並附設座位區，提升民眾休憩及參觀意願。

（二）昭君博物院

昭君博物院，為大陸國家3A級景區，內有正史考據之昭君墓，因傳說墓

塚草木常青，又稱「青塚」，文人讚譽為「青塚擁黛」，為呼河浩特市八景之

一。西施、昭君、貂蟬及楊貴妃，被稱為古代四大美人，被喻為沉魚、落

雁、閉月及羞花。

「昭君出塞」在歷史定位為胡漢和親、卓立千秋，維持漢匈60載的和睦

繁榮。但因匈奴「收繼婚」習俗，昭君喪夫後，和親夫呼韓邪單于與胡人所

生之兒子續娶昭君為妻，正史貶抑為不知禮儀之評價，而折損昭君和親的歷

史地位。清朝的滿族亦是透過聯姻或征服方式，逐步將整個蒙古區域納入朝

廷版圖。

博物院園區由漢代闕門、青塚牌坊、董必武提詩碑、神道古生像、和親

銅像、匈奴文化博物館、昭君紀念館、單于大帳、和親園、歷代詩碑廊與墓

塚構成。匈奴文化博物館展示漢代出土文物、簡介漢匈歷史。單于大帳現為

大型演藝廳，表演《昭君情緣》歌舞定目劇，融合北方民族、漢宮廷及敦煌

音樂舞蹈編曲而成。「昭君文化節」源起於民間的昭君廟會，1998年起已成為

呼和浩特市的節慶活動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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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博物院入口處】                        【昭君石雕像】

                                             

                                             

                                         【昭君和親銅像】

【昭君青塚牌坊】              【神道古生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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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文化博物館設計以匈奴帳幕為外型】      【導覽人員穿著匈奴族服飾】

【1：1比例模擬昭君出塞場景】                   【描繪昭君塞外生活壁

畫】

【漢代時期出土文物】                    【各朝代記載昭君之相關文

獻】

◎參訪心得：

和親園內設有文創商品賣店，包含羊絨產品及紀念品，中庭有定時免費

漢代編鐘音樂演奏，由湖北省隨州市編鐘表演隊演奏，完整保留漢代文化。

入昭君博物院園區門票為人民幣65元，門票設計為明信片格式，深具巧思與

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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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于大帳─原為匈奴國務行政場所，現改為定目劇《昭君情緣》表演廳】

【和親園─現為博物館賣店，有漢代出土編鐘定時表演】

【和親園內漢代出土編鐘，由三排編鐘組成】

伍、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感想

（一）形塑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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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蒙古自治區城市行銷與文化觀光推廣，是以蒙元文化以及草原風情

特色作為主軸，不論是機場、車站、博物館或是市中心，隨處可見以蒙古

包造形、蒙元文化圖騰或具象或抽象的應用在建築物裝飾上；或是馬匹、

馬鞍造形的公共藝術路標、地標，印象鮮明。

          「城市標語」也是內蒙古自治區的城市特色，大城市近幾年迅速開

發，20 層以上的大樓及大型商場林立，常見提醒民眾注重衛生、文明的看

板或標語，期許成為現代文明先進大城。

（二）藝術節慶與行銷規劃

複合式節慶（例如：包含慶典儀式、運動會開幕式及展演節目等）活

動的規劃，應瞭解其文化儀式的歷史，加入現代意義的詮釋，吸引並傳承

給新一代族群參與，以保留傳統文化精髓，並符合現代社會意義。複合式

節慶活動行銷規劃，宣傳期應較一般活動為長，且可針對主要參與族群（

例如：慶典儀式人員、運動員、參展藝術家等）與潛在消費族群（例如：

當地居民、國際觀光客等）分主題行銷，搭配規劃周邊觀光景點、食宿、

交通等優惠折扣活動，或結合企業贊助、文創商品開發與販售，都可增加

活動效益。

「那達慕」活動結合祭敖包儀式、運動會開幕式及兩岸文化藝術展

覽，保留蒙元文化特色的年度節慶，可作為辦理國際觀光藝術節慶類活

動、或是原住民族節慶活動的參考；在大型的節慶活動（那達慕及少數民

族傳統體育運動會）中，加入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例如：藝術展覽、學術

研討會及表演藝術活動，對文化觀光效益有加乘作用，展演辦理方式值得

參考。

「定目劇」的劇碼設定，須配合定時、定點的特性，且須能吸引國

內、外戲迷觀賞，所以投資規劃成本比一般劇場投資規模更大，昭君博物

院《昭君情緣》定目劇，或是編鐘演奏，皆是配合當地古蹟及昭君文化節

規劃，是非常值得參考的成功案例。

（三）文化資產保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力推動世界文化遺產保存，希望藉由國際合作模

式，達成保護人類共同資產的目標。當文化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後，通常都

會成為文化觀光推廣重心，也可獲得國際提供的專業技術及資金援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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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與修繕文化區。

「長調」的保存及申遺經驗，可作為推廣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產音樂

（例如：布農族八部合音）的參考。貝子廟、席力圖召等廟宇，入寺參拜

須購買門票、團體導覽須額外付費，導覽員在解說時亦會宣傳購買祈福用

品，使得廟宇形同觀光景點或「宗教博物館」經營模式，入廟參拜的信仰

行為式微，如何在宗教文化保存與寺廟經營之間取得平衡，值得深思。

（四）博物館營運與行銷規劃

          錫林郭勒盟博物館、內蒙古博物院等現代博物館藝文機構，博物館主 

體建築與園區皆占地遼闊，不論是硬體建設維護或軟體行政經營，都須大

量金額。雖然地點都離所在地城市市中心不遠，但當地人口相對其他大陸

一線城市，仍屬小規模，如何吸引各地觀眾參觀，並持續參觀人潮，是大

型博物館營運的重要議題。

  內蒙古博物院的門票印有企業的冠名廣告，藝企合作的企業贊助，可

作為博物館財源；博物館賣店的文化創意商品設計開發與銷售，也是博物

館的重點業務。博物館設有手機充電服務區，非常便民，可以作為博物館

的加值服務規劃參考。諮詢櫃台處設有志工召募文宣以及志工團隊成員簡

介看板，可增加志工團隊的榮譽感及加入志工團隊的意願。

不論是現代綜合性博物館（錫林郭勒盟博物館、內蒙古博物院）或是

古蹟遺址類博物館（內蒙古將軍衙署博物院、昭君博物院），博物館內都

沒有提供博物館園區樓面簡介或展覽（常設展、當期特展）DM，因其園

區面積廣大，如能提供相關文宣介紹，更能便利觀眾參觀動線安排規劃；

而且博物館內沒有提供可領取參考文宣品的服務，不易得知下一檔期藝文

活動預告。國立新竹美學館編輯的「北辰」月刊及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的

「中臺灣生活美學」季刊，則能提供即時與深度藝文活動報導，為民眾獲

得藝文訊息及美學知識的平台。

（五）綠能資源應用

          內蒙古自治區，路燈、公車候車亭、博物館屋頂、住宅區陽台、牧民

蒙古包等，多處可見太陽能板、小型風車等綠能資源應用設施，如何平衡

現代化城鎮開發與自然資源的保護，是非常值得學習的應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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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事項：規劃辦理生活美學主題展

相對於錫林浩特市文化中心、錫林郭勒盟博物館、內蒙古博物院等大型

複合式藝文機構，地處文化特色鮮明的內蒙古自治區，國立生活美學館應如

何策劃具有文化特色的展出內容，與地方文化局及藝文中心區隔，呈現生活

美學，是為重要課題。

建議在年度檔期中規劃生活美學主題展，展覽主題結合民眾食、衣、

住、行、育、樂等方面之生活經驗，呈現臺灣多元文化的魅力及人文內涵，

傳達實用的生活美學理念，並在展覽期間搭配專題講座或體驗課程，使觀眾

瞭解生活美學的實用價值與應用方式。

陸、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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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委員會》

張新亭副主席

《錫林郭勒盟駐呼辦事處》

布仁格日勒處長

《北京拓爾智國際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李燕總經理

《北京拓爾智國際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周子涵國際部經理

《包頭市財政局》

張延民紀檢組長

表 1 拜會單位人員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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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貝子廟 DM 正、反面（貝子廟、貝子廟景區簡介、額爾敦敖包）

圖 3、4 「第一屆中國夢草原情全國美術書法攝影藝術作品展」貴賓證、接待手

冊

圖 5 「第一屆中國夢草原情全國美術書法攝影藝術作品展」藝術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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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第一屆中國夢草原情全國美術書法攝影藝術作品展」展覽 DM 正、反

面

圖 8、9 內蒙古自治區第八屆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暨第三屆吉祥草原錫林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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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那達慕活動─開幕式入場券正、反面

圖 10 、11 內蒙古自治區第八屆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暨第三屆吉祥草原        

錫林郭勒那達慕─活動指南、總秩序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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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內蒙古自治區第八屆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活動賽程介紹

圖 13、14 貝子廟─門票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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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6 內蒙古將軍衙署博物院─參觀券正、反面

圖 17、18 內蒙古博物院─免費參觀券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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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20 昭君博物院─門票正、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