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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本遺址 

（上：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下：新石器時代晚期） 

    「Blihun 漢本遺址」位於宜蘭縣南端鄰近花蓮縣，背倚高聳的中央山脈，面

向遼的太平洋，發掘成果顯示遺址至少有三個史前文化層，涵蓋年代自為台灣新

石器時代晚期至金屬器時代，年代距今約 1100 年到 1700 年前，或甚至更早。 

    漢本遺址在民國 101 年 3 月 5 日蘇花改工程谷風隧道南口意外被發現，為避

免施工破壞，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劉益昌教授帶領考古團隊、及庶古文

創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朱正宜老師帶領團隊搶救。發掘中，除了出土大量遺物及現

象外，更發現近乎完整的石砌家屋基礎，同時也發現有煉鐵及對外貿易往來，也

可見漢本是一個長期定居且繁榮的聚落。 

    漢本遺址為我國第八處國定遺址，遺址文化內涵呈現出成熟的高溫工藝，包

括金器、銅器、鐵器，為台灣當時先民重要裝飾與儀式用品。也發現完整度極高

的聚落型態，家域間疊石駁坎相鄰，櫛比鱗次、參差有序，他們擒熊、採貝、鏢

魚、冶金、鑄銅、煉鐵，並藉由海洋與島內外其他族群交易，互通有無，自有一

套與山海相處的生活法則，充分顯示早期人群之海洋文化特色，對於當今以海洋

立國的台灣而言，具特殊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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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本遺址之範圍及搶救發掘位置圖 (蘇花改工程處提供) 

 

 

 

一個吃麵時發現的遺址 

    2012 年 3 月 5 日，蘇花改穿越漢本遺址這個路段正在施工，一位考古隨行監

看人員來到漢本，在工地附近吃麵時忽然發現眼前的土層有一排陶片，他趕緊前

往工地裡，發現早有一大塊遺址被挖掉，大量陶片與文物散落破碎。就這樣，一

個不為人知的千年遺址重見天日。 

 

漢本遺址在哪裡？ 

    「漢本」位於台灣宜蘭縣南澳鄉，與花蓮縣北界的和平溪相距不到 1 公里，

東臨太平洋，西面緊貼高聳的濁水山峭壁。「漢本」之名源自日治時代，此地為

蘇花臨海道路里程一半之處，故命名為「半分」（はんぶん），到了北迴線興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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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時，便以該發音轉為閩南語的寫法，將新設的車站命名為「漢本」。 

漢本遺址上文化層距今約 800-1400 年，屬金屬器時代早期，約為宜蘭平原史

前文化層位的普洛灣時期；第二文化層距今約 1800-2000 年，屬於新石器時代晚

期的文化。是台灣考古學界的一大發現。 

 

漢本遺址的重要性 

    過去的考古研究發現，蘭陽平原在距今 1200-2400 年之間，找不到任何有人

居住的證據，但漢本遺址的發現，正好可以填補這段歷史的空白！ 

    漢本遺址考古計畫主持人、中研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劉益昌指出：「漢本遺

址的重要在於，它在整個東海岸人群流動遷徙的大圖像裡，就像一塊關鍵的拼

圖，一旦解讀成功，就能把人群活動的時間深度往前延伸，並且更理解從史前到

歷史時期的文化變遷過程。」 

 

最早的臺商？ 

    漢本遺址出土了非常完整的古老聚落，除了房舍、田地與煉鐵遺跡之外，最

引人注目的是豐富多樣的外來物產，包括金箔、瑪瑙、玻璃飾品、青銅器、開元

通寶等，考古學家劉益昌因而認為，他們是在海上從事航行貿易的族群，甚至可

以說是「最早的臺商」，很可能他們在 1000 多年前就帶著玉器出海，到東南亞貿

易然後帶回瑪瑙珠和玻璃飾品。 

 

因為土石流而消失的古文明 

    在發掘過程中，考古學家發現這個聚落歷經多次自然災害侵襲，包括地震、

土石流，發掘過程也出土了一具遭大石擊中壓住胸口的人骨，顯示他是在災害中

死亡。然而在那之後，卻又有人們到這裡建立家園，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們不顧

危險一次又一次選擇此地？這裡是不是很有可能是當時海上航線的重要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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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1. 多文化層遺址，各文化層內涵豐富 

2. 金屬器時代高溫技術出現的遺址 

3. 新石器時代轉變為金屬器時代之代表型遺址 

4. 解釋今日南島民族祖先遷徙與往返的重要遺址 

5. 說明今日北東海岸地帶貿易與交換人群的代表性遺址 

6. 人與環境互動之典範性遺址，足以提供當代人思考與自然相處的道理  

 

 
2016 漢本遺址考古搶救發掘現場 

 

 
完整清晰的房屋結構 (蘇花改工程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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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石結構 (蘇花改工程處提供) 

 

 

 
煉爐現象 (蘇花改工程處提供)                  墓葬現象 (蘇花改工程處提供) 

 

 

 

各式石器 (蘇花改工程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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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陶器 (蘇花改工程處提供) 

 

 

 
各式骨器 (蘇花改工程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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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金屬器 (蘇花改工程處提供) 

 

 

 
各式玻璃器 (蘇花改工程處提供) 

 

 

 
石範 (蘇花改工程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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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文物 (蘇花改工程處提供) 

 

 

 

漢本聚落推想圖 (圖片來源/經典雜誌) 

 

 

 

資料來源：《「重見/建/現 漢本」-發掘階段成果特展/ 展覽專輯》2017.蘭陽博物館，經典雜誌

210 期 / 《搶救千年漢本遺址》- 揭開東台灣人群流動之謎。想要了解更多，可查閱全文線上瀏

覽 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295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