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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的考古學工作可從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

學的「土俗人種學講座」開始，此一講座

由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畢業的移川子之藏於1926年

籌組，1928年正式成立，隨著二戰於1945年結

束。此一講座並未招收學生，但已展開臺灣的考

古學研究，並進行數次重大發掘，如墾丁寮遺

址、大湖貝塚遺址及蘇澳新城遺址等，後者雖為

因應道路建設而進行搶救發掘，並只針對少數石

棺，該遺址也因日後陸續遭受公共建設破壞已不

復存在，然而當時的發掘是目前學界理解蘇澳新

城遺址唯一的資料。

隨著1945年日治時期結束，「土俗人種學講

座」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下的「民族學研

究室」，大部分日籍學者於戰爭結束後陸續返

國，惟有金關丈夫及國分直一獲留用，繼續在臺

灣進行考古、民族學相關研究，包含小琉球考古

調查。

1949年，臺大成立考古人類學系。由於首任

主任李濟的哈佛大學訓練背景，考古人類學系強

調人類學四大分科的訓練，考古學研究及教學便

在人類學的架構下在臺大展開。當時考古學的師

資主要來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事中國

考古學的學者，他們將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帶入了

原本以臺灣及東南亞研究為主的校園，也奠定了

臺灣學者研究中國考古學的基礎。

除了這批以中國考古學研究為主的學者外，

跟隨國分直一學習考古學的宋文薰亦開始於1950

年代教授及從事臺灣考古學研究，隨後黃士強、

連照美陸續加入研究與教學的行列，為臺灣考古

學的研究及教學在臺大奠定基礎。

考古學的教學工作
臺灣考古學的研究始於日治時期，但正式教

學的工作則從考古人類學系才開始，這是臺灣系

考古田野實習是人類學系課程的一大特色。

（姚書宇攝影）

考古學的教學研究在臺大

臺大學術資產∼考古學

21臺大校友雙月刊／2015年7月號



統性教授考古學的開端，培養了目前大部分在研

究、教學、文化遺產處理等單位的考古學者，其

中還包含了兩名中央研究院院士。

由於考古學被置於人類學的架構下，本系大

學部學生不僅需要學習考古學基礎課程，也需要

熟悉人類學其他分支的相關研究，如世界民族

誌、人類學史、體質人類學、語言學等，這些課

程提供學生在建構考古學的詮釋時可以有更寬廣

的視野。而在考古學專業的課程安排上，低年級

時必須修習考古學概論及史前史，高年級時則有

一學年的考古學田野實習與方法，學生不僅在學

期中透過課堂學習考古學田野操作的理論及方

法，並利用寒假期間前往考古遺址進行實際的發

掘工作。這是人類學系學生獨特的學習經驗，在

將近兩星期的實習，從坑位的規劃到最後的填

坑，學生可以學習到考古發掘所需要的技術及可

能面對的問題，很多學生都是第一次親手從疊壓

的地層中將千年以上的古物慢慢爬梳出來，其感

動非文字可以形容，也就是這樣的經驗，激發許

多學生對考古學的熱情。

不同於亞洲大部分的大學將考古學放在歷史

系或藝術史系脈絡下，本系強調的是人類學式考

古學的研究，透過考古特有的研究方法，去理解

過去人類社會的各種面相，因此除了考古學的基

礎課程外，本系亦在有限師資下，開設多元的考

古學課程供學生選修，這些課程旨在提供建構

過去圖像時所需關於人類社會文化面相的各種知

識，包含理論、方法及不同議題與區域的考古學

研究。歷年來可以看到的課程如複雜社會、性別

與女性主義考古學、公共考古學、石器分析、陶

器分析、遺址空間分析、地質考古學、中國考古

學、臺灣考古學、東北亞考古學、太平洋考古學

等，近年來更開設考古學展演相關的課程，例如

考古學的詮釋與展示設計，希望學生可以有機會

廣泛接觸，深化其考古學訓練。

本系設有碩士班及博士班。在文化資產保存

法的架構下，本系畢業生只要具備一定年資的實

際發掘經驗（學士5年、碩士3年、博士1年），便

具備法律上的考古發掘資格，可以獨立執行文化

資產遺址類的計畫。

考古學的研究工作
在臺灣考古學的諸多研究議題，本系歷年

李亦園先生（右）與本系5位考古學院士合影。由左而右：張光直、宋文薰、石璋如、李濟、高去尋，地
點在洞洞館門口。（李亦園先生1984年當選為第15屆院士）（李亦園提供）

NTU Alumni Bimonthly No.10022



來的師生研究占有開啟的重要位置，從文化

史的建立（宋文薰1965）、舊石器研究（宋文

薰 1969）、碳14定年的開啟（張光直、宋文薰 

1964）、新考古學的引進（李光周 1996）、舊社

考古研究（黃士強、劉益昌 1980）及墓葬研究

（連照美 2000）等，許多仍是目前臺灣考古學討

論的重點。

近年來更趨多元，有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新

的研究，例如嘗試透過更多發掘資料的累積來建

構更細緻的史前文化時空架構，或是運用新技術

來進行器物分析，例如透過石器微痕分析來討論

石器製作及使用的狀況，或是透過新技術看到新

的研究材料，增加考古學資料的廣度，例如透過

植物矽酸體的研究討論史前農作，也有透過地理

資訊系統來重新進行空間分析等等，這些研究成

果透過期刊或是學位論文形式公開。而人類系於

1953年開始出版的《考古人類學刊》，是國內重

要的考古研究發表場域，主要刊登重要的遺址發

掘報告、新的研究理論及方法，甚至是回顧性論

文，作者除本系師生外，更常見國內重要考古學

家著作，提供考古學家對話的平台，也強化了本

系研究的深度。

人類學系現有5名專任考古學老師，各有專

攻。以研究區域而言，有3位以臺灣考古學為主，

研究排灣族舊社、空間分析、臺灣琉球關係、早

期生計方式、舊石器、東北新石器晚期、石器使

用痕分析等，研究的時間從臺灣最早的舊石器人

群開始，透過石器討論這群臺灣最早住民的工藝

技術，到當代原住民記憶中或是荷西時期文獻紀

錄中可見的舊社遺址，研究的地理空間則從臺灣

的東北部一直到本島南方的屏東山區；他們的研

究讓臺灣的歷史圖像越來越清晰。另兩位老師以

中國考古學為主，研究議題包含歷史考古學、古

代鹽業研究、量化分析、早期農業發展等，視野

延伸至亞洲大陸。

結語
從前身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講座迄今，人類

學系的考古學已累積深厚的學術資產，成為臺大

和臺灣最具特色的學門科系，截至目前為止，臺

大人類學系仍是國內最完整及主要的考古學教

學及研究單位，這樣的傳統與特色會在臺大校園

延續下去。 （本期專題策畫／中文系洪淑苓教

授）

舊洞洞館教室，拆除前最後一瞥，學生在黑板上留言，離情依

依。（韓旭東攝影）

江芝華小檔案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人類學博士，現任臺大人類學系助理教授

研究區域：	臺灣

專	 	 長：	臺灣考古學、家戶考古學、社會考古學、女性主義

考古學、石器分析、空間分析

課	 	 程：石器分析、性別與女性主義考古學、史前史、家戶

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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