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暫定參考航班  

 5 月 8 日(三) 東方航空(2010) 1115出發:桃園機場 1255 抵達:寧波機場  

       5 月 12 日(日) 東方航空(2009) 0900 出發:寧波機場 1020抵達:桃園機場  

       成團人數:34 位 師生(限台生，以傳播學院及管理學院為優先) 

       報價: 13200元/位 

 

日  期 行程 景點方案一 住  宿 

第一天 

5 月 8日 

(三) 

桃園 

寧波 

上午: 機場集合前往寧波 

下午:【交流課程】1530-1700 浙江紡織服裝職業技術學院  

晚上:【文化學習課程】南塘歷史老街 

早餐:自理/午餐:寧波/晚餐:寧波 

寧波 

遠洲大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5 月 9日 

(四) 

寧波 

杭州 

上午:【交流課程】0900-1100 寧波教育學院 

     1100-1400往杭州移動 

下午:【交流課程】1430-1630 浙江同濟職業技術學院 

晚上:【文化學習課程】觀看宋城千古情秀 

早餐:飯店內/午餐:紹興/晚餐:杭州 

杭州 

拱墅假日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5 月 10日 

(五) 

杭州 

杭州 

上午:  0900-1130 浙江樹人大學 

下午: 【文化學習課程】參訪王星記文華創意產業園 

      （現場觀摩制扇生產工藝-DIY 體驗繪扇） 

【文化學習課程】遊西湖(包船) 

晚上: 旅遊局宴請(暫定) 

早餐:飯店內/午餐:杭州/晚餐:杭州 

杭州 

拱墅假日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5 月 11日 

(六) 

杭州 

寧波 

上午: 【文化學習課程】參訪紹興大禹陵，蘭亭 

下午: 【文化學習課程】參訪寧波天一閣，阿育王寺 

晚上: 【文化學習課程】天一廣場 

早餐:飯店內/午餐:紹興/晚餐:寧波 

寧波 

遠洲大酒店 

或同級 

第五天 

5 月 12日 

(日) 

寧波 

桃園 上午: 機場送機前往機場返回台灣 

 

 

 

 

 

 



 
 
 
 
 

 

行程簡介: 

【南塘老街】位列寧波八大歷史街區之一，曾是舊寧波商貿文化聚集
地的「南門三市」，在當時就已依南塘河建蓋了許多傳統徽式建築，
經修整街區內歷史建築與文化事蹟後，再引入寧波周邊地區著名的手
做點心餐飲店與酒樓品牌，老街上現在看得到趙大有糕團店、東錢湖
十六格餛飩、南塘湯團、油贊子及豆酥糖等小吃，遊客不論是走在悠

悠石板路上，或穿梭於傳統建築巷弄間，都能感受古城昔日復古情懷的光輝。 

【宋城千古情】是一生必看的演出，是杭州宋城景区的灵魂，与拉斯维加斯的"O"秀、巴黎红磨坊并称"
世界三大名秀"。用先进的声、光、电科技手段和舞台机械，以出其不意的呈现方式演绎了良渚古人的艰
辛、宋皇宫的辉煌、岳家军的惨烈、梁祝和白蛇许仙的千古绝唱表现的淋漓尽致，带给观众视觉体验和
心灵震撼。《宋城千古情》创造了世界演艺史上的奇迹：年演出2000余场，旺季经常每天演出9场，推
出十余年来已累计演出20000余场，接待观众6000余万人次。 开场有一段演员的暖场表演，诙谐的方
式很有代入感，但观众的心情都愉悦了起来。 紧接着便进入了长达1小时的演出。 

【大禹陵】古称禹穴，是大禹的葬地。它背靠会稽山，前临禹池，位于浙
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东南稽山门外会稽山麓，距绍兴城区3公里。大禹是上古
时代一位治水英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开国之君，被后人尊为“立
国之祖”。明太祖洪武年间，大禹陵即被钦定为全国该祭的36座王陵之
一。 
【蘭亭】是浙江紹興的重要文化古蹟， 東晉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

三，王羲之與謝安、王獻之等40多位名士在此舉辦修禊集會，王羲之「微醉之中，振筆直遂」，寫下了
著名的《蘭亭集序》。 
• 蘭亭御題碑，書「蘭亭」二字，為康熙所題。御題碑在文革時受到破壞，但後來得到復修，所以題

碑有部分殘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7%A6%B9/2047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9A%E7%A8%BD%E5%B1%B1/151515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D%E5%85%B4%E5%B8%82/14339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5%8F%A4%E6%97%B6%E4%BB%A3/42989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5%8F%A4%E6%97%B6%E4%BB%A3/42989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F%E6%9C%9D/2210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D%E5%85%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9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9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7%BE%B2%E4%B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0%A2%E5%AE%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7%8C%AE%E4%B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0%E4%BA%AD%E9%9B%86%E5%BA%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7%86%99


 
 
 
 
 

• 鵝池，相傳為王羲之養鵝的地方，池旁豎立刻「鵝池」二字石碑，
相傳為王羲之父子合寫而成，但二字卻宛如渾然天成，絲毫沒有兩人所
寫的筆意。 
• 流觴亭，前為一條曲折的小溪，傳當年王羲之就是在溪旁以獨有的
「曲水流觴」的方式與眾友飲酒賦詩，為蘭亭集會，並寫下了流芳千古
的書作《蘭亭序》。 
• 康乾御題碑，該碑為海內外僅有的在陰陽兩面分別刻有乾隆和康熙
御題字的石碑。 

• 右軍祠，內有一泓墨池，傳因當年王羲之習書後在此洗筆，年長日久致使池水盡黑。祠內大廳供奉
王羲之像並陳列各種版本的《蘭亭序》，當為歷次晉聖活動的主要場所。 

• 蘭亭書法博物館，內陳列名家書法作品 
【天一閣】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私家藏書樓。天一閣於明代嘉靖四十年
（1561 年），由當時的兵部右侍郎范欽主持建造。天一閣一度藏書 7
萬餘卷，但到了近代，由於吏治腐敗、盜竊和自然損毀，書籍僅存 1.3
萬餘卷。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目前，天一閣所在地成立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由於其歷史和知名度，天一閣也成為寧波城市形
象的象徵。 

 
【阿育王寺】是一座始創於西晉的佛寺，位於鄞州區五鄉鎮寶幢鄮山西麓，以
印度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命名，相傳寺中藏有釋迦牟尼頂骨舍利。佛寺在南宋
被列為「天下五山之第五」，同時也是日本臨濟宗祖庭，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
有重要的地位。寺院屢興屢廢，初為律宗，後改禪宗，現有建築多始建於元、
明、清三朝，且多為清代重建。1992 年修復、擴建後，共有建築 600 餘間，
占地 12.46 萬平方公尺[2]:2778。1983 年 4 月，阿育王寺被列為漢族地區佛教
全國重點寺院，2006年成為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因其對外交流史中
的作用，阿育王寺也是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中「海上絲綢之路」項目遺
產點之一。 

 
【天一廣場】結合現代、綠色、親水和與寧波歷史文
化的融合，像是放大版的信義區百貨中心，是集休
閒、商貿、旅遊、餐飲、購物於一體的大型購物商
城。景觀設計匠心獨具，中心廣場面積達到3.5萬平方
公尺，設有6,000平方公尺的觀賞水域、中央音樂噴泉
及大型水幕電影，週末夜晚會有十幾分鐘的水舞燈光
秀，夜景十分美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7%BE%B2%E4%B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2%E6%B0%B4%E6%B5%81%E8%A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0%E4%BA%AD%E9%9B%86%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0%E4%BA%AD%E5%BA%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E%E9%9A%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7%8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7%8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83%E6%AC%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80%E9%98%81%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9E%E5%B7%9E%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9E%E5%B7%9E%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2%B2%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A%E8%BF%A6%E7%89%9F%E5%B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8D%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4%E6%B5%8E%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B%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5%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2%B2%E7%8E%8B%E5%AF%BA#cite_note-shizhi-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6%97%8F%E5%9C%B0%E5%8C%BA%E4%BD%9B%E6%95%99%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5%AF%BA%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6%97%8F%E5%9C%B0%E5%8C%BA%E4%BD%9B%E6%95%99%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5%AF%BA%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97%E4%BA%A7%E9%A2%84%E5%A4%87%E5%90%8D%E5%8D%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4%B8%8A%E4%B8%9D%E7%BB%B8%E4%B9%8B%E8%B7%A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