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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我是76級地理系友，這次很榮幸得以參
加系友會舉辦的雲南地理實察活動，和一群
極具個人風格與特色的系友、親友與師長共
同遊歷八天。 
 
        由於各位系友幾乎已將實察每一地理層
面紀錄與分析得很豐富，在此僅能不揣淺陋，
分享我的一些思考與感動。 
 
        首先想與大家分享一些小時光、小片段，
由於大山大水已有同團好友的全記錄，這裡
都是 我個人深覺著迷、剎那即永恆的畫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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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01  祿豐恐龍遺址博物館「恐龍化石出土」坑道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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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深覺著迷、剎那即永恆的畫面 : 



照片02：大理崇聖寺主塔「永鎮山川」 

5 



照片03：束河古鎮「晴空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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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04：束河古鎮「濯足？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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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05：束河古鎮「天光雲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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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06：束河古鎮「噠噠馬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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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07：小石林「早春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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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08：小石林「繁枝為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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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因為我自己也從事學術研究的關係，
注意到在我們參觀的地方，經常將對相關研究 
 
▓ 將有開創貢獻的人標舉陳列出來。包括 :  
 
-在大洼恐龍山的遺址上，豎立著中國古代脊椎 
  動物學奠基者楊鍾健院士的雕像，並立碑說 
  明其貢獻（照片9）； 
 
-麗江東巴文化博物館在展廳中陳列對東巴文字 
  研究有貢獻的中外學者（照片10）； 
 
-最後，在石林市的石林地質公園中亦標示該地 
  區保存與研究有所貢獻者（照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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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些名字對於一般民眾可能陌生，
但這是對默默無聞、終身投入在學術研究者
的追思，也表達這個社會對那些不慕名利地
追尋真理與價值的人之尊敬。 
 
        我相信，唯有累積，學術才會進步；唯
有珍惜每個領域重要人物的貢獻，社會才形
成共同記憶與價值的資產，逐漸向上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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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09：恐龍谷楊鍾健院士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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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有開創貢獻的人標舉陳列出來 



照片10：麗江東巴文化博物館東巴文化學推動並搶救 

                保護者                                鄭勝華(左) 、劉蔚之(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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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1：石林地質公園的貢獻者                  鄭秀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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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體會到無論發展觀光或是科學研
究(與做任何事情一樣) 
▓必須在大小細節上，都認真求證與確認，才 
  會讓大事業發展更完美。 
 
        舉例言之， 
-在世界恐龍谷入口的壯觀地標上面，英語的
使用，包括逗點、所有格、空白鍵位置，都有
相當多錯誤(照片12) ； 
 
-在這次旅程沿路一些指標，我們也可以隨處
見到「禁止吸菸」（No smoking）變成「菸
王勿入」(No smoKing) (注意: K是大寫) (照片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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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靠近」成為「被禁止的靠近」
（prohibited near）（照片14）等英文文法
錯誤。 
 
       事實上，臺灣各縣市也有很多這種英語錯
誤的問題被提出糾正，我們不能只看到他人，
忘了反思自己。這些細節對追求國際化、發展
觀光的社會都有相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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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在祿豐恐龍遺址博物館內有一個
「姜驛元謀龍頭骨」（照片15-16），由右側
看，可以看到頭骨與牙齒分明清晰，但從左側
看，牙齒不再粒粒分明，頭骨混在一起，還多
了大窟窿。 

 

        據黃大一教授指出，左右兩側是分由不同
人清理的。同樣是作化石清理這個工作，結果
卻有如此大的差異，還是在於態度與紀律嚴謹
與否吧。我想，大家面臨問題是一樣的，在於
謹慎、多查證與求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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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2：世界恐龍谷入口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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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在大小細節上，都認真求證與確認 



照片13：大理蒼山「菸王勿入」(注意: K是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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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4：大理蒼山「被禁止的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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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5(左)與16(右)：姜驛元謀龍頭骨兩側，左側頭 

                    骨與牙齒的處理分明清晰，右側則否。 

， 

23 



 ▓ 另外有幾個與文化保存有關的問題 : 
 
        在祿豐恐龍遺址博物館入口，我們見到 
 
-「中國祿豐恐龍大遺跡」幾個字（照片17）。 
   其中「豐」(ㄈㄥ)字變成是「豊」(ㄌㄧˇ )， 

   明顯是個錯字；而「龍」用的是「竜」 
   這個極為罕見的異體字，這個字在今日大陸 
   (普遍使用簡體字「龙」)與臺灣(普遍使用正 
   體字「龍」) 等使用中文的地區，都幾乎未 
   曾見到，多數人也不認識這個寫法，似乎僅 
   有日文還如此用，實難窺見這樣做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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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這幾個字在字體、排列等造型也頗
錯亂，忽橫忽斜、忽左忽右，再加上忽大忽小，
我無法確知是否為特地安排的藝術表現，但看
了之後，想到中華文化如此悠久與優美，而今
美感與正確兩缺，實不禁滄然淚下，感慨良多。 
 
- 此外，大理市古南詔國的崇聖寺三塔是當地
極為珍貴的古蹟，我們拜訪時適逢春節期間，
該寺大門上貼起了春聯(照片18)。唯姑且不論
文字書寫與意境是否優美，但見上下聯貼反，
而且還用透明膠帶一段段貼在柱上，回首中華
文化之豐富與綿長，這些現象實在讓人心生感
慨，也是很好的教訓與惕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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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最後，要特別感謝母系成立系友會，
更感謝鄭勝華理事長的努力推動會務，讓我們
這些系友，在寒暑假可以與前後期系友們一起
地理實察，一方面回味大學時代的美好時光；
一方面也可以與愛地理的團員系友們建立快樂
的旅緣。 
 
          尤其我現在雖然在母校工作，但是因為
在教育學系任教，透過系友會與母系聯繫，我
真的與娘家有了熱線。  
           
           6月4 日我會以N6級值星班級的身份，
回來招待 : 當天回娘家慶祝校慶的系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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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7：祿豐恐龍大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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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文化保存有關的問題 : 



照片18：崇聖寺三塔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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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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