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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到中國雲南旅行是一種選擇 
 
        難得的假期我通常只想安靜休息，出國旅行或
地理實察常常是和國際研討會結合的，而此次參加
系友會舉辦的中國雲南昆祿大麗地理考察，雖然個
人將之定位為放鬆的旅行，仍有諸多動機。 
 
         理事長鄭老師是我希望同行考察的人，鄭老師
充滿學習熱情，做事有效率、組織有方法，符合我
帶孩子旅行學習的期待，此其一；其二是恐龍專家
黃大一教授，自我標籤「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的黃教授自許「傳龍的人」不是沒有道理的，他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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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中國恐龍考古和恐龍研究且自成體系；昆大麗山
水風土和少數民族風情，極具吸引力個人響往已久，
此其三。 
 
        在系友會因緣下，參加師大地理系系友會2017
春之旅，讓我見到舊識學長姊學弟妹，重溫大學之
夢，倍感溫馨，更在她/他們分享教學和生活點滴中，
回到師大地理學系和年少時的記憶，深感時光飛逝
人事變遷，愈感時間與際遇對生命的重要性。 
 
二、雖言旅行卻是學習之旅 
 
       恐龍、世界遺產、地質公園、有形/無形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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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的中轉站、擁有中國25個少數
民族的雲南、彝族、白族、納西族、石林、古城、
張藝謀的印象麗江、楊麗萍的雲南映象，都是此行
可見的符號和景點，我對他們有許多學習的期待。 
 
        因曾經研究中國鄉鎮企業，對城鎮政治經濟和
產業發展有些認識，深知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
結構性調整，所以也期待在旅遊雲南後，能對中國
三線省縣市發展的政治經濟概況，有第一手經驗和
比較清晰的圖像。 
 
        在中國春節假期間的數天雲南景點旅行，我見
證到 National Geographic 所說的”the greatest human 
migration on the earth”的中國春運所指的不僅是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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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返鄉之旅，也是當代中國民豐社會的國旅。 
 
三、恐龍不僅只是地球自然環境的一部分  
 
        系友會鄭理事長禮聘黃大一教授同行，從中國
恐龍考古歷史到恐龍科學的問題，再從恐龍科學的
人類學式到生技式的科研，黃教授在此的不同情境
和場合，做了許多第一手的解說與知識傳遞，也評
論科學家式的和文人式的恐龍研究。重點有二： 
 
(1) 過去考古式的恐龍研究，已不能滿足當代科學的

胃口，黃大一教授進而以其生技科學素養和嫻熟
的輻射技術，和其研究團隊進行恐龍骨頭內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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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物質(實為膠原)研究，不但是恐龍研究的科學
突破，也是古生物研究的契機。此成果作為古
生物研究的基礎，具有理解恐龍滅絕的重大意
義與重要科學基礎。 

 
 (2)我們觀察到恐龍研究的政治經濟學，尤其是恐

龍作為一個觀光主體的企業化發展，不論是恐
龍谷世界基地的迪士尼化、或是祿豐縣周圍(包
含大洼村)正在伺機而動的圈地活動，在今日宣
稱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經濟之體現，可說
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地理學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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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少數民族的社會文化習俗特殊 
           

        雲南號稱有25個世居的少數民族，再加上漢族，
就有26個民族，近乎擁有中國56個民族的二分之一；
雲南是少數民族的大省，文化多元，多采多姿，有
點綴漢文化的點睛之美。雖然中國的少數民族各有
自治州和自治縣，從昆明、大理到麗江，各有主要
的少數民族，昆明以彝族、大理以白族、麗江以納
西族為主。 
 
        彝族崇拜自然神靈，曾經社會制度嚴明，清初
的「改土歸流」制度致其社會體制崩解，改變其社
會文化底蘊，漢化的結果是彝語和彝文趨於弱勢。
曾是王國的白族文字在14世紀明初建國時即遭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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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僅剩白族語，但一些白族文化仍因生活需要而
保存，例如三道茶和繞山林。白族三道茶的一苦、
二甜、三回甘，具文化社會意涵，如今已成白族社
會友善好客的象徵符號。白族婚姻多由父母指配對
象，子女多從父母意，但因父母意而拆散的有情人，
每年有四天可相聚，算是情人節，即繞山林活動；
繞山林允許無緣的有情人於山林間共渡四天，相當
羅曼蒂克，據云少有桃色事件。由繞山林習俗，可
想見白族文化對愛情的人性化處理之特質。 
 
         納西族是個母系社會，從張藝謀玉龍雪山露
天劇場【印象麗江】劇中的納西摩梭男子唱出的 : 
 「

」，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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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母系社會的納西摩梭男子，住在大家庭女眷眾多
的現實。 
 
       中國少數民族的社會文化習俗特殊，展現民族
的社會與情感關係，體現多元文化特質，值得欣賞
之外，也是觀光經濟的資產。 
 

五、東巴象形古文的當代意義   
       許多少數民族曾有語言和文字，但在歷史洪流
和漢化過程中，語文失傳成為無奈的宿命。屬於納
西族的東巴象形文字是東巴教和東巴文化的載體，
是世界少數尚在使用的象形文字。被譽為「活化石」
的東巴象形文字如今瀕危，語言學者與文化學者積
極於東巴教祭儀、東巴經文、東巴文字、東巴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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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舞蹈的研究，例如雲南省立博物館即與北京外
語學院和北京語言研究學院有所合作，作為學校和
研究機構的學研基地。因納西文化以麗江為重鎮，
麗江成探詢東巴文化的基地，而麗江古城在1997年
列世界襲產與2012年重整世界襲產範圍後，東巴文
化也成為世界襲產的重要元素。 
 
        過去在政治主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中，東
巴文和東巴教作為一個文化載體不甚受重視，但在
當代差異文化成為全球襲產競賽的一部份，東巴文
化遂成為一種文化資源，也成為觀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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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得懂這戶納西人家門聯上的象形文字嗎?   
好在，旁邊有小小的漢字譯文 ~ 

 



六、歷史古城今昔輝映  
 
        中國有無數古城，多數為當代觀光景區，突顯
一地歷史和在地風味，在消費者追求特殊性和在地
文化本真的觀光下，古城成為炙手可熱的資產。此
次旅行參訪了四個古城。 
 
        昆明古城已然成為百貨公司和名牌店鋪所在，
所謂古城乃是數條經改造的人行道，位於遙望相對
的金馬碧雞坊和忠愛坊兩端之間，具特色的酒吧、
小餐廳、咖啡屋悠然存在著，適合遊客小憩。 
 
        大理古城的南城門為諸門中最古老典型的，城
匾提有「大理」二字，據云是郭沫若於19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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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的；沿著大理古城南門進城是復興街人行道，
商業鼎盛，商號所販多為在地特色產品，尤其是銀
飾製作販售更是吸引目光，其餘多特色小吃、咖啡
屋、餐店、酒吧、民宿等。 
 
         麗江古城顯得活躍許多，主要是因為小河一衣
帶水引導遊客參訪路線，以及古城沿邊山丘發展出
的蜿蜒人行步道，小丘之頂能觀古城全貌，使古城
參訪範圍顯得多元活潑，雖然除了東巴文化與東巴
紙藝之外，商號與其他古城相去不多。 
 
        麗江古城北端7~8公里處，另有束河古鎮，商
號多沿一灣河水，顯得古樸，是纳西族在麗江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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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聚落之一，也是茶馬古道上保存較完整的聚
落，乃結合納西農業和商業文化所在，是馬幫活動
的集散地，也是麗江古城襲產的一部分。 
 
      古城及相關歷史資源是當代觀光資源，觀光活
動極限如何拿捏決定著否永續觀光發展，例如麗江
古城曾因過度商業化和有礙古蹟襲產保存，受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舉黃牌給予警訊。 
 

七、Joseph Rock 何許人也  
         此行景點與旅館的一些圖照與在地文物展示
的作者為Joseph Francis Charles Rock (1884 - 1962)，
於是我想簡介Joseph Rock在研究記錄藏川滇地區
的植物、物質文明和文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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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 Rock是美籍奧地利裔植物學者、地理學
者和語言學者，他曾服務於夏威夷大學，除了出版
中國西南的古納西王國(1948)一書和納西百科全書
(1963)之外，他也於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發表中國山河、
宗教、植物與文化的報導無數(1922-1935)，包含中
國西南山河、西藏及其宗教報導之外，也寫了一篇
在宗教歷史典籍和治療痲瘋病的醫療史上很重要的
大楓子樹報導。 
          
       我閱讀 Michael Woodhead 的臉書  IN THE FOOT-
STEPS OF JOSEPH ROCK  (http://www.josephrock.net/) 和Word 
Press出版的 On Shadow (http://www.onshadow.com) 找到
Joseph Rock的攝影集，部分是此行程看到的圖照與
景觀，令人讚嘆。簡列分享如后： 
 (圖照來源 http://www.onshadow.com/galleries/roc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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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境內 
長江上游以 
羊皮當浮器 
與羊皮筏 (左)
及(右) 

 
 
 
 
 
 
 
 
 
 
 

麗江黑龍潭公園(玉泉公園)一景 麗江某河岸的船隻、飛鳥與樹木 20 



 
 
 
 
 
 
 
 

大理崇聖寺三塔之兩塔 (主塔與南塔) 納西東巴祭儀一景 (左)與(右) 

 
 
 
 
 
 
 
 
 
 
 

麗江古城城門一景 麗江古城街景一隅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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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 Rock的十一位助手合影   雲南的梯田一景 22 



 
八、旅行是認識區域差異與尊重多元的途徑  
 
        野外實察就像旅行，是地理人學習的一部份，野
外觀察訓練與敏感度養成，靠不斷的練習而成。練習
閱讀地景可以連結現象所在環境，更能觸類旁通、舉
一反三、對照類比，養成解讀現象的能力。野外觀察
是生活習慣，一旦養成，誰都能成為生活的地理學者。 
 
        美國地理學者John Fraser Hart說區域地理學是地理
學的最高形式，他除了主張區域地理學的重要性之外，
更主張以尺度制宜來認識區域。亦即是，我們固然可
經閱讀文獻來理解區域與各地，但是從生活層次的小
空間/時間尺度，我們更能切身的體認一地文化與地景
並產生同情瞭解。這樣具有一手經驗的同情與瞭解，
正是尊重多元差異區域的重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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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理向段氏紮染的老師學習技術   麗江古城黑龍潭前，背景是玉龍雪山 

 
 

  與瑄佑在路南石林   雲南路南石林卡斯特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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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玲俐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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