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瑞穗鄉民代表會因公出國報告書 

（出國類別：民意代表出國考察） 

 

 

 

花蓮縣瑞穗鄉民代表會 

因公出國考察觀光事業心得報告書 
 

 

 

 

 

 

服務機關：花蓮縣瑞穗鄉民代表會   

姓名職稱：羅主席文騰、陳副主席源發、林代表玉梅、陳代表國政 

          賴代表柄佑、林代表佳和、鍾代表紫韻、陳代表秀蘭 

          莊秘書玉琳、劉組員照弘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四川省等地 

出國期間：112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3 日 

報告日期：113 年 01 月 12 日 



 1

目       次  

提 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目 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過 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心 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建 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附 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2

 

花 蓮 縣 瑞 穗 鄉 民 代 表 會 出 國 報 告 提 要  

 
出 國 報 告 名 稱 ： 112 年 鄉民代表會因公出國考察觀光事業心得報
告書 

頁數：16  含附件：有(附圖)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花蓮縣瑞穗鄉民代表會 
聯     絡     人：莊玉琳 
電            話：03–8870992#11 
 
出國人員姓名    服 務 機 關     單位   職稱     電    話 
 
  羅文騰      瑞穗鄉民代表會          主 席   03 - 8870992 
  陳源發      瑞穗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03 - 8870992 
  林玉梅      瑞穗鄉民代表會          代 表   03 - 8870992 
  陳國政      瑞穗鄉民代表會          代 表   03 - 8870992 
  賴柄佑      瑞穗鄉民代表會          代 表   03–8870992 
  林佳和      瑞穗鄉民代表會          代 表   03 - 8870992 
  鍾紫韻      瑞穗鄉民代表會          代 表   03–8870992 
  陳秀蘭      瑞穗鄉民代表會          代 表   03 - 8870992  
  莊玉琳      瑞穗鄉民代表會          秘 書   03–8870992 
  劉照弘      瑞穗鄉民代表會          組 員   03–8870992 
 
 
 
出 國 類 別 ： V1.考 察 □ 2.進 修 □ 3.研 究 □ 4.實 習 □ 5.其 他  
 
出 國 期 間 ： 112 年 10 月 16 日 至 10 月 23 日   
 
出 國 地 區 ： 中 國 大 陸 四 川 省 等 地  
 
報 告 日 期 ： 113 年 01 月 12 日  

 
分 類 號 目 /目  
 
關 鍵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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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摘 要 ：  

本 次 考 察 行 程 共 計 八 天 七 夜 ， 考 察 地 點 為 四 川 地 區 的
成 都 市 、 都 江 堰 、 四 姑 娘 山 、 峨 嵋 山 ， 並 就 各 地 的 觀
光 文 化 產 業 活 動 做 為 考 察 重 點 。  

   四 川 省 地 區 生 產 總 值 一 直 位 居 中 國 西 部 各 省 市 第 一
名，位 於 四 川 盆 地 之 中 的 成 都 地 區 也 是 中 國 西 部 經 濟 最 為
發 達 、 城 鎮 密 度 最 大 的 地 區 。 四 川 旅 遊 資 源 豐 富 ， 擁 有 包
括 九 寨 溝 、 黃 龍 、 都 江 堰 -青 城 山 、 峨 眉 山 -樂 山 大 佛 、 四
川 大 熊 貓 棲 息 地 等 五 項 世 界 遺 產 在 內 的 眾 多 風 景 名 勝，是
中 國 重 要 的 旅 遊 目 的 地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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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蓮 縣 瑞 穗 鄉 民 代 表 會 出 國 考 察 報 告  
 

一 、 依 據 ： 地 方 民 意 代 表 費 用 支 給 及 村 里 長 事 務 補 助 費 補 助 條 例 規

定 及 瑞 穗 鄉 1 12 年 度 總 預 算 辦 理 。  

二 、 考 察 日 期 ： 112 年 10 月 16 日 至 10 月 23 日 。  

三 、 考 察 國 家 或 地 區 ： 中 國 大 陸 四 川 省  

四 、 考 察 目 的 ：  

    面 臨 地 球 村 時 代 來 臨 ， 萬 物 瞬 息 萬 變 ， 迥 異 於 人 類 有 史

以 來 的 任 一 時 代 ， 人 的 思 考 與 行 為 也 應 與 時 俱 進 ， 否 則 可 能 與

歷 史 潮 流 同 步 ， 更 恐 有 淹 沒 在 歷 史 發 展 的 灰 燼 中 的 可 能 。 在 社

會 經 濟 快 速 發 展 ， 生 活 水 準 普 遍 提 昇 情 況 下 ， 民 眾 對 政 府 施 政

的 品 質 要 求 必 然 相 對 提 高，扮 演 民 眾 與 政 府 溝 通 橋 樑 的 民 意 代

表 ， 其 責 任 與 負 擔 亦 日 益 加 重 。 為 提 升 問 政 品 質 ， 確 有 延 伸 觸

角 ， 多 方 學 習 並 向 外 取 經 之 必 要 ， 藉 由 代 表 從 事 文 化 訪 問 及 交

流 ， 並 考 察 當 地 的 文 化 、 經 濟 、 產 業 、 建 設 、 觀 光 事 業 等 ， 汲

取 經 驗 ， 增 廣 見 聞 ， 做 為 問 政 之 參 考 及 督 促 行 政 單 位 改 善 之 依

憑 。  

   近 年 來 本 鄉 積 極 推 動 文 化 及 產 業 觀 光 業 務 ， 並 鑑 於 四 川 地

區 發 展 的 同 時 亦 能 兼 顧 傳 統 產 業 的 保 留 使 其 現 代 化，因 此 本 次

主 要 是 以 文 化 及 觀 光 產 業 為 考 察 目 的 。   

五 、 考 察 過 程 ：  

 1 . 【 都 江 堰 水 利 工 程 】 都 江 堰 是 中 國 古 代 建 設 並 使 用 至 今 的 大 型

水 利 工 程 ， 位 於 四 川 省 都 江 堰 市 城 西 ， 岷 江 上 游 340 公 里 處 。

整 個 都 江 堰 樞 紐 可 分 為 堰 首 和 灌 溉 水 網 兩 大 系 統，其 中 堰 首 包

括 魚 嘴 （ 分 水 工 程 ）、 飛 沙 堰 （ 溢 洪 排 沙 工 程 ）、 寶 瓶 口 （ 引 水

工 程 ） 三 大 主 體 工 程 ， 此 外 還 有 內 外 金 剛 堤 、 人 字 堤 及 其 他 附

屬 建 築 。 都 江 堰 工 程 以 引 水 灌 溉 為 主 ， 兼 有 防 洪 排 沙 、 水 運 、

城 市 供 水 等 綜 合 效 用 。 它 所 灌 溉 的 成 都 平 原 是 聞 名 中 國 的「 天

府 之 國 」。  

 2. 【 仰 天 窩 廣 場 】 廣 場 中 央 的 大 熊 貓 自 拍 藝 術 品 雕 塑 ， 這 隻 仰 臥

自 拍 的 大 熊 貓 長 26 米 ， 寬 11 米 ， 高 12 米 ， 重 達 130 噸 。 透 過

這 件 藝 術 品 ， 讓 人 們 更 深 刻 了 解 都 江 堰 這 座 世 界 自 然 遺 產 、 世

界 文 化 遺 產、世 界 水 利 灌 溉 工 程 遺 產 之 城，這 座 名 副 其 實 的「 熊

貓 之 都 」。  

 3. 【 鐘 書 閣 】 對 於 喜 愛 閱 讀 的 人 書 店 有 一 定 的 吸 引 力 ， 而 鐘 書 閣

都 江 堰 分 店 裡 頭 更 有 超 過 八 萬 本 藏 書 ， 是 書 迷 必 朝 聖 地 方 ； 內

部 胡 桃 木 色 、 呈 C 字 型 的 書 架 ， 加 上 鏡 面 天 花 板 以 及 亮 黑 色 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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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 地 板 ， 藉 由 反 射 書 架 的 效 果 ， 既 營 造 出 無 限 放 大 的 空 間 感 。 

 4.【 南 橋 風 光 】這 座 擁 有 休 閒 、購 物、 娛 樂 的 仿 古 建 築『 古 城 區 』，

是 自 從 川 震 過 後 ， 市 政 府 投 資 28 億 重 建 的 古 城 區 。 建 築 以 仿

明 清 風 格 式 樣 ， 重 新 打 造 新 的 市 鎮 商 圈 風 貌 ， 沿 途 有 許 多 販 售

日 用 品 、 服 裝 等 店 家 ， 還 有 小 吃 、 茶 房 等 場 所 。  

 5. 【 貓 鼻 樑 】 早 餐 後 經 映 秀 臥 龍 、 穿 巴 郎 山 隧 道 前 往 四 姑 娘 山 景

區 。 快 到 日 隆 鎮 的 公 路 邊 有 一 片 高 坡 ， 這 裡 是 巴 郎 山 至 日 隆 的

必 經 之 地 ， 是 觀 賞 四 姑 娘 山 全 貌 的 最 佳 地 點 『 貓 鼻 樑 』， 從 這

裡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 一 字 排 開 的 四 姑 娘 山 。  

 6. 【 四 姑 娘 山 】 由 橫 斷 山 脈 中 四 座 毗 連 的 山 峰 組 成 ， 根 據 當 地 藏

民 的 傳 說 ， 為 四 個 美 麗 的 姑 娘 所 化 ， 因 而 得 名 。 四 姑 娘 山 以 雄

峻 挺 撥 聞 名 ， 山 麓 森 林 茂 密 ， 綠 草 如 茵 ， 清 澈 溪 流 潺 潺 不 絕 ，

又 是 一 派 秀 美 的 南 歐 風 光 ， 人 稱 “ 中 國 的 阿 爾 卑 斯 ” ！  

 7.【 雙 橋 溝 】近 30 公 里 的 溝 內 風 光，讓 您 一 飽 四 故 娘 山 絕 妙 景 緻 ，

溝 裡 的 風 光 尚 可 欣 賞 許 多 自 然 風 光 ： 陰 陽 穀 、 日 月 寶 鏡 、 五 色

山 、 企 鵝 嘴 、 獵 人 峰 、 阿 妣 山 … .等 。  

 8.【 臥 龍 熊 貓 基 地 】成 都 大 熊 貓 繁 育 基 地 位 處 成 都 市 北 郊 斧 頭 山 ，

距 市 區  10  公 里，有 一 條 寬 闊 的 熊 貓 大 道 與 市 區 相 連 ，現 已 成

為 國 內 開 展 大 熊 貓 等 珍 稀 瀕 危 野 生 動 物 移 地 保 護 的 主 要 基 地

之 一 。 常 年 飼 養 有 大 熊 貓 、 小 熊 貓 、 黑 頸 鶴 、 白 鶴 和 白 天 鵝 、

黑 天 鵝 、 雁 、 鴛 鴦 及 孔 雀 等 動 物 。 現 在 的 基 地 ， 翠 竹 蔥 籠 ， 綠

樹 成 陰 ， 鳥 語 花 香 ， 空 氣 清 新 ， 自 然 山 野 風 光 和 優 美 人 工 景 觀

巧 妙 融 合 ， 各 種 珍 稀 瀕 危 動 物 在 其 中 悠 然 自 得 地 生 息 繁 衍 。  

 9.【 寬 窄 巷 子 】是 國 家  2A 級 旅 遊 景 區 ， 先 後 獲  2009  年 "中 國 特

色 商 業 步 行 街 "、 四 川 省 歷 史 文 化 名 街 、 2 011 年 成 都 新 十 景 、

四 川 十 大 最 美 街 道 等 稱 號 。  

 10 .【 樂 山 遊 江 】 樂 山 大 佛 位 於 樂 山 市 城 東 岷 江 、 青 衣 江 、 大 渡 河

三 江 匯 合 處 ， 北 距 成 都 160 餘 公 里 ， 是 依 凌 雲 山 栖 霞 峰 覽 江 峭

壁 鑿 造 的 一 尊 彌 勒 坐 像 ， 始 鑿 於 唐 開 元 元 年 （ 公 元 713 年 ），

歷 時 90 餘 年 方 建 成 ， 建 高 71 米 ， 有 山 是 一 尊 佛 ， 佛 是 一 座 山

之 稱，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石 刻 大 佛。大 佛 通 高 71 米，實 寬 10 米 ，

髮 髻 1021 個 ， 耳 長 7 米 ， 鼻 長 5.6 米 ， 眉 長 5.6 米 ， 眼 長 3 .3

米 ， 肩 寬 28 米 ， 手 指 長 8.3 米 ， 脚 背 寬 8.5 米 ， 可 圍 坐 百 人 以

上，被 詩 人 譽 為 山 是 一 尊 佛，佛 是 一 座 山，為 世 界 第 一 大 佛（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石 刻 彌 勒 佛 坐 像 ）。  

 11 . 【 報 國 寺 】 清 水 寺 起 源 於 八 世 紀 末 期 。 現 在 的 建 築 物 是 1 633

年 的 再 建 ， 正 殿 是 國 寶 ， 主 佛 是 一 面 觀 音 菩 薩 的 木 像 。 清 水 寺

在 歷 史 上 ， 宗 教 上 都 占 有 重 要 地 位 ， 而 且 廟 門 前 城 鎮 附 近 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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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環 境 保 持 得 很 好 ， 從 寺 內 展 望 京 都 市 街 特 別 漂 亮 。  

 12 .【 伏 虎 寺 】 伏 虎 寺 始 建 於 唐 代 ， 南 宋 紹 興 年 間 改 建 。 清 順 治 年

間 ， 貫 之 和 尚 率 弟 子 重 建 寺 院 ， 名 為 “ 虎 溪 禪 林 ” ， 亦 稱 伏 虎

寺 。 伏 虎 寺 的 得 名 原 因 ， 一 種 說 法 是 寺 院 附 近 山 中 有 虎 傷 人 ，

寺 僧 士 性 在 此 建 “ 尊 勝 幢 ” 鎮 之 ， 改 名 伏 虎 寺 ； 另 一 說 法 是 因

伏 虎 寺 的 後 山 形 如 伏 虎 而 取 寺 名 。  

 13 .【 瓦 屋 山 風 景 區 】 瓦 屋 山 位 於 洪 雅 縣 西 南 ， 是 道 教 的 發 源 地 。

瓦 屋 山 動 植 物 眾 多 ， 其 中 有 很 多 種 國 家 一 級 保 護 動 植 物 ， 是 登

山 探 險 、 休 閒 觀 光 的 不 錯 目 的 地 。 瓦 屋 山 是 一 個 較 原 始 的 地

方 ， 商 業 氣 息 很 少 ， 遊 客 可 以 在 此 進 行 各 種 戶 外 運 動 。 走 走 悠

閒 的 步 道 ， 期 間 可 能 發 現 羚 羊 、 黑 顴 、 綠 尾 虹 雉 等 保 護 動 物 ，

充 滿 驚 喜 。  

 14 .【 錦 里 古 街 】 又 名 錦 里 一 條 街 、 錦 里 古 街 ， 是 位 於 中 國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的 一 條 古 商 業 街 ， 最 早 可 追 溯 到 秦 漢 時 期 。 傳 說 中 錦 里

曾 是 西 蜀 歷 史 上 最 古 老 、 最 具 有 商 業 氣 息 的 街 道 之 一 ， 早 在 秦

漢、三 國 時 期 便 聞 名 全 國。錦 里 毗 鄰 武 侯 祠，頗 有 古 蜀 國 民 風 。

現 在 的 錦 里 已 經 被 開 發 成 一 條 民 俗 商 業 步 行 街，混 合 三 國 文 化

以 及 川 西 文 化 。  

 15 .【 三 星 堆 新 館 】 三 星 堆 博 物 館 集 文 物 收 藏 保 護 、 學 術 研 究 和 社

會 教 育 多 種 功 能 於 一 體 ， 採 用 現 代 科 學 手 段 實 施 管 理 ， 集 中 收

藏 和 展 示 三 星 堆 遺 址 及 遺 址 內 一、二 號 商 代 祭 祀 坑 出 土 的 青 銅

器 、 玉 石 器 、 金 器 以 及 陶 器 、 骨 器 等 千 余 件 珍 貴 文 物 。 在 古 蜀

秘 寶 中 ， 有 許 多 光 怪 陸 離 奇 異 的 青 銅 器 造 型 ， 有 高  2. 62  米 的

青 銅 大 立 人 、 有 寬  1 .38  米 的 青 銅 面 具 、 更 有 高 達  3 .96 米 的

青 銅 神 數 等 ， 均 堪 稱 獨 一 無 二 的 曠 世 神 品 。  

 16 .【 世 界 大 運 會 主 場 － 東 安 湖 體 育 館 外 觀 】 東 安 湖 體 育 公 園 主 要

由 「 一 場 三 館 」 組 成 ，「 一 場 」 為 4 萬 座 綜 合 運 動 場 ，「 三 館 」

為 1.8 萬 座 多 功 能 體 育 館 、 500 0 座 游 泳 跳 水 館 和 綜 合 小 球 館 ，

場 館 均 按 照 單 項 國 際 錦 標 賽 賽 事 標 準 設 計 和 建 設 ， 具 備 舉 行

開 、 閉 幕 式 以 及 田 徑 、 籃 球 、 足 球 、 體 操 、 游 泳 跳 水 等 功 能 。    

六 、 考 察 心 得 ：  

    中 國 大 陸 對 觀 光 事 業 發 展 相 當 重 視 ， 對 文 化 古 蹟 保 存 ， 不

遺 餘 力 。 行 程 中 都 江 堰 水 利 工 程 、 南 橋 風 光 、 貓 鼻 樑 、 四 姑 娘

山 、 雙 橋 溝 、 樂 山 遊 江 、 報 國 寺 、 伏 虎 寺 、 瓦 屋 山 風 景 區 、 三

星 堆 新 館 、 世 界 大 運 會 主 場 ， 都 保 存 相 當 完 整 且 成 功 開 發 成 觀

景 點 ， 並 以 發 展 觀 光 事 業 來 保 護 古 物 古 蹟 。 寬 窄 巷 子 、 錦 裏 古

街 的 改 良 ， 不 僅 造 福 當 地 商 店 也 成 為 觀 光 客 必 訪 之 地 ， 大 大 提

升 當 地 的 消 費 。 成 都 是 熊 貓 繁 育 之 地 ， 像 臥 龍 熊 貓 基 地 現 已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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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國 內 熊 貓 等 珍 稀 瀕 危 野 生 動 物 移 地 保 護 的 主 要 基 地 之 一 ， 仰

天 窩 廣 場 中 豎 立 著 一 隻 熊 貓 雕 塑 藝 術 品 ， 讓 人 們 更 深 刻 了 解 成

都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 熊 貓 之 都 」。  

中 國 大 陸 對 觀 光 事 業 的 發 展 值 得 我 們 去 學 習 ， 也 應 鼓 勵 民 間 開

發 新 景 點 ， 擴 大 國 際 觀 為 國 內 的 不 景 氣 點 燃 一 盞 明 燈 ， 以 提 振

國 內 經 濟 發 展 。 在 其 保 存 文 化 資 產 的 歷 史 古 蹟 、 建 築 物 等 ， 應

透 過 民 眾 支 持 和 參 與 ， 來 延 續 歷 史 與 文 化 生 命 力 ， 且 開 發 成 為

觀 光 景 點 。  

七 、 建 議 事 項 ：  

◎ 國 內 地 理 環 境 、 觀 光 資 源 雖 不 比 中 國 大 陸 地 大 物 博 ， 惟 特 有

的 山 川 景 物 、 民 俗 文 化 、 特 色 小 吃 、 夜 市 文 化 等 等 ， 均 足 以

吸 引 遊 客 ， 政 府 應 該 如 何 有 效 整 合 資 源 ， 創 造 適 於 投 資 的 環

境 ， 吸 引 外 資 來 投 資 ， 並 全 力 發 展 無 污 染 的 觀 光 事 業 ， 致 力

於 降 低 各 項 觀 光 費 用 ， 結 合 當 地 景 觀 ， 發 展 地 方 特 色 觀 光 ，

才 能 吸 引 國 外 遊 客 到 台 灣 一 遊 。  

◎ 中 國 大 陸 民 間 有 句 話 說 ， 路 通 到 那 邊 ， 就 繁 榮 到 那 邊 ， 中 國

大 陸 致 力 於 高 速 公 路 及 高 級 公 路 的 開 發 ， 全 力 發 展 觀 光 ， 吸

引 外 資 投 資 產 業 ， 不 但 吸 引 到 不 少 外 來 遊 客 來 觀 光 ， 並 且 也

將 美 麗 的 山 川 景 色 介 紹 給 遊 客 ， 並 且 有 效 提 升 經 濟 效 能 ， 提

高 產 業 產 能 。 我 們 也 誠 摯 希 望 蘇 花 公 路 改 善 工 程 能 早 日 興 建

完 成 ， 花 東 鐵 路 電 氣 雙 軌 化 能 早 日 完 成 ， 花 東 地 區 的 快 速 道

路 能 早 日 規 劃 興 建 ， 期 能 吸 引 遊 客 前 來 花 蓮 觀 光 ， 並 帶 動 相

關 產 業 的 發 展 。  

◎ 中 國 大 陸 旅 遊 業 仍 屬 國 營 ， 各 個 景 點 解 說 員 素 質 非 常 高 ， 舉

凡 對 旅 遊 景 點 的 生 態 環 境 、 景 點 、 文 化 歷 史 背 景 ， 解 說 的 非

常 詳 盡 ； 目 前 國 內 正 在 大 力 發 展 觀 光 ， 建 議 可 由 職 業 訓 練 局

訓 練 各 景 點 解 說 人 員 ， 並 利 用 擴 大 就 業 方 案 或 永 續 就 業 方 案

之 人 員 ， 去 執 行 解 說 之 任 務 ， 藉 此 降 低 失 業 率 ， 提 高 民 眾 的

文 化 水 準 ， 並 可 提 昇 國 內 旅 遊 服 務 品 質 。  

    本 次 訪 問 團 除 針 對 大 陸 地 區 的 文 化、經 貿 建 設 的 改 良 及 觀

光 旅 遊 等 層 面 進 行 意 見 交 換 外 ， 另 希 望 透 過 參 訪 交 流 ， 讓 瑞

穗 鄉 從 事 相 關 行 業 的 鄉 民 ， 未 來 能 在 觀 光 客 來 訪 時 有 商 機 。

當 然 產 業 也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環 ， 未 來 將 朝 輔 導 產 業 結 合 觀 光

方 向 努 力 。 並 有 效 行 銷 瑞 穗 鄉 觀 光 景 點 特 色 ， 爭 取 觀 光 客 來

本 鄉 的 市 場 先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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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圖  

 

              都 江 堰 水 利 工 程  

 

              
                鐘 書 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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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臥 龍 熊 貓 基 地  

 

 

 

報 國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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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 古 拉 神 山  

 

               

                   樂 山 大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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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 嵋 山   

 

         

                   雙 溝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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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姑 娘 山  

 

 

         

                  武 侯 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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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 里 古 街    

 

 

 

           
                 春 熙 路 市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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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 山 大 佛  

 

          

                  都 江 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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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星 堆 博 物 館  

 

             
                  成 都 變 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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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都 寬 窄 巷  

 
                  青 銅 器 神 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