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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絲綢之路，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義，既是亞歐大陸的交通動脈，更是中國、

印度、希臘等多元文化的交彙的橋樑；蘭州大學，地處絲綢之路經濟帶甘肅黃金

段戰略要衝；百餘年的歷史底蘊，加之佈局在祖國最西部教育部直屬高校的特殊

位置使之成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文化前哨；躬耕十年的“海峽兩岸學子絲

路行”活動讓蘭州大學成為“絲綢之路”文化傳播的獨有“名片”。 

 

二、2015 年，蘭州大學再度打造青年學子探訪絲綢之路魅力文化的新十年征

程。 ，傳承“絲綢之路”悠遠文化遺產，匯聚海內外青年精英，以“傳承絲路

文化、促進青年交流、踐行公益善舉”為宗旨，竭力構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絲

綢之路青春行”系列品牌活動，讓絲綢之路與華夏文明在當代青年學子中生根發

芽。 

 

 

 

 

 

 

 

 

 

 

 

 

 

 

 

 

 

 

 



目次 

壹、目的........................................................................................................................ 1 

貳、過程........................................................................................................................ 1 

參、心得與建議............................................................................................................ 2 

肆、附錄........................................................................................................................ 3 

 

 

 

 

 

 

 

 

 

 

 

 

 

 

 

 

 

 

 

 

 

 

 



1 

壹、 目的 
 

以絲綢之路重鎮、中國大陸版圖幾何中心—— 蘭州為起點，途經黃河石林

景泰——古絲綢之路名鎮涼州（今武威市）—— 甘州（今張掖市）—— 肅州（今

酒泉市）—— 嘉峪關（今嘉峪關市）—— 沙洲（今敦煌市），然後折返回蘭州 

 

項目活動 

一、“相約絲綢之路傳承華夏文明”文化峰會暨開幕式 

二、“絲路文化遺產” 知識競賽 

三、城市行走 

四、世界咖啡館 

 

貳、 過程 

蘭大安排了歷史系楊林坤教授以”絲綢之路黃金段”為題闡訴了蘭大充分

發揮勤奮,求實,進取的駱駝精神,經營著西北大陸的文化傳承,成為絲綢之路的黃

金起點. 

 舉行啟動儀式,王乘校長,甘肅省委 (暨宣傳部長)連輯,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

金會耿 瑩會長,信和財富夏敬董事長等人皆出席盛會,給參予之台港陸大學生們

精神鼓勵,並將”一帶 一路”政策做詳盡之解說.並安排北京新華國際交響樂團

來校表演,演奏貝多芬,史特勞斯圓舞曲,羅西尼歌劇等世界名曲,贏得全場聽眾一

致好評. 

前往名列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天水麥積山石窟,此處包容了 4 世紀至 20 世紀

的 7700 多尊塑像,擁有東方雕塑館之稱.參觀大地灣遺址,瞻仰新石器時代早期及

仰韶文化珍品,更參觀了擁有伏曦塑像的天水伏曦廟,這裡是中國古代文化重要的

發祥地,更是海內外龍的傳人尋根覓祖之聖地! 

黃河石林只見玉筍參天,天工 造化,令同學都非常讚佩,搭了羊皮筏子,坎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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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丁車及遊艇等交通工具,無論在知識或生活領域都獲得極大的滿足.武威的雷 

台漢墓,瞭解了”馬踏飛燕”的由來,也才明白了汗血寶馬是真正的最佳軍馬.參

觀七彩丹霞地貌,體會到大自然的神奇,居然可以創造出這麼神奇的地殼變化及地

形地貌.有天下第一雄關之稱的嘉峪關,它建於明朝,是萬里長城西端的起點,距今

已有 630 年之久,立在城樓上遙想當年將士悲壯之情,令後人不勝唏噓!自嘉峪關遠

赴敦煌,參觀佛教石窟遺跡—莫高窟,它代表了中國古代佛教文化藝術的最高成就,

也是絲綢之路上中國多民族文化及歐亞文化匯集和交融的結晶,於 1977 年被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 

嘉峪關附近的魏晉漢古墓群,這是遠在1100年前的墓群,擁有許多珍貴的文化

遺產價值,光是壁畫就超過百幅,其中精品更被中國郵政列為郵票封面,發行至世

界各地,這些古墓對人類考古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助益!張掖附近的少數民族—裕固

族聚落,吃羊肉但沒喝青稞酒.四面群山環繞,空氣清新,因為標高已達 2958m,所以

雖是午後,也不覺炎熱. 

參觀青海塔爾寺,它建於元明時期,距今已有600 多年歷史,雄偉壯觀,文物豐富,

更是藏傳佛教四大中心之一,吸引了眾多的信徒及遊客.並至八瓣蓮花非物質文化

遺產傳承中心,體驗藏民文化及民間藝術的多采多姿,欣賞了唐卡,堆綉,銀飾等藝

品的製作與解說,愈是投入,愈能感受到少數民族的私傳技藝及其內涵的表徵. 

 

參、 心得與建議 

整體說來,這趟絲路行是項非常完美的活動,充滿了歡笑與憧憬,現謹就這短暫時

間觀察到的事項,提出個人淺見: 

一、 感謝蘭州大學的校領導們,如此看重兩岸四地的文化傳承,讓本校同學不但

觀賞到錦繡中華的千年瑰寶,更有機會能與香港大陸的學子交流,同時我更

要感謝學生處承辦同仁的犧牲奉獻. 

二、 文化底蘊反映一個民族的內涵:華夏文化有五千年的歷史,可說是世界上最

優秀的文化之一,但若不加以維護,發揚,很容易讓後人忽略了其中的演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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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所以蘭大每年如此大費周章的辦理本活動,著實令人感動. 

三、 學子交流是促進兩岸相知相熟的重要管道,以這次為例,香港大學生較無法

與陸生融為一體,本校同學則能保持開放心態,很快的與來自各校的同學打

成一片,足見態度決定一切.建議爾後各校都得派帶隊老師,以便溝通與聯繫! 

四、 中國大陸由於生育政策,許多家庭多是獨生子女,集萬千寵愛於一身,造就了

未來主人翁充滿自信穩健,毫不羞澀,能言善道,辯才無礙…等優點,但要如何

避免驕縱,可能又是個課題了. 

五、 所經過的各城鎮,街上遍佈人群與車流,喇叭燥音是個極大的環保課題,亟待

專家學者協助解決,或許要花時間從環保與教育攜手並進了! 

六、 旅遊業正在萌芽,新的建築亦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旅遊觀光的未來是可期

待的,此時就該加強服務業的培訓與發展,以為未來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礎. 

 

肆、 附錄 

附錄為活動照片 

 

黃河鐵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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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臺漢墓 

 

丹霞地貌 



5 

 

嘉峪關 

 

哈薩克民族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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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 

 

塔爾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