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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2021 年 1 月 24 日花蓮縣考古博物館正式成立，座落於壽豐鄉豐山村，由原本的豐田市場改建

而成。而此博物館的成立，主要是因為花蓮縣境內有多處考古遺址，出土相當多的史前遺物，再加

上豐山村這裡是知名「豐田玉」的出產地，在挖掘出的史前遺物裡，也有相當多玉製品，因此在妥

善保管文物與玉的出產地的因素下，花蓮縣文化局因而催生出考古博物館的誕生。 

 

    此外，最重要的是，因為花崗國中新校舍的校地以及附近住宅區，曾是花岡山文化遺址一部分

的所在地，當時在興建新校舍的當下，為了讓史前遺跡不被破壞，曾經一度停止興建校舍，轉而開

始將這些遺物一一挖掘出來，而這些遺物並沒有存放在花崗國中，而是先暫放他處，於 2017 年底才

陸續移入博物館內。 

 

    最重要的是，我們是透過鈺雯老師的介紹，才知道花蓮有這麼一座特別的博物館，再加上博物

館開幕當天，鈺雯老師也剛好受到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郭俊麟副教授的請託，擔任當天沙坑考古

體驗的服務志工，基本上對於考古博物館有些許的認識。因此，透過這樣的因緣際會，我們就決定

了我們想要對考古博物館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開啟了我們的小論文之路。 

 

二、 研究目的： 

 

    我們三人以我們是花崗國中學生的身分，從考古博物館出發，去認識花蓮的史前文化遺址，藉

由實際到考古博物館去參觀和體驗，並利用 GOOGLE 表單的方式在網路社群平台上發問卷給民眾

填寫，透過觀察與問卷了解花蓮縣考古博物館目前的營運、展出內容與活動的舉辦，是否能讓史前

文化遺址更深入花蓮人的生活。 

 

    再者，我們希望透過此篇小論文對於花蓮縣考古博物館的初探，除了透過問卷分析可以提供花

蓮縣文化局一些小小的建議與做法，亦可以讓花蓮人對於花蓮縣考古博物館能有基本的認識，進而

親自前往參觀博物館與參與活動，透過這樣的方式，進一步更了解花蓮在地的史前文化遺址，以及

讓花崗國中的學生對於自己讀書的地方也讓花蓮的文化資產更有存在的價值，用以達成我們這篇小

論文最後的研究目的。 

 

三、 研究方法： 

 

（一）搜尋相關書籍、新聞內容與網路資料。 

（二）觀看花蓮縣考古博物館臉書粉絲專頁宣傳介紹影片。 

（三）了解花蓮縣考古博物館的成立背景、目的與現況。 

（四）參觀花蓮縣考古博物館，以及透過沙坑、小定位框與 3D列印文物等方式，去實際體驗考古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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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透過沙坑、小定位框、兒童用堆沙雕玩具與 3D列印文物等方式，去實際體驗和模擬考古的

樂趣。 

（六）製作 GOOGLE 表單，在網路社交平台上發問卷給民眾或親朋好友填寫，了解一般大眾對於

此博物館的了解。 

（七）整理相關資料與參觀照片。 

（八）分析問卷。 

 

四、 研究架構與流程： 

 

 

                                                圖 1：研究流程圖（蔡宜臻 整理繪製） 

 

貳、 正文 

 

一、花蓮縣考古博物館簡介： 

 

    花蓮縣考古博物館的建築前身原為 1984 年壽豐鄉公所興建之公共造產—「豐田市場」，全館面

積占地 2234.9 平方公尺，建築體已有三十多年歷史。豐田市場昔日是匯集地方產業的推廣平台，直

到 1990 年代公共造產意識逐漸式微，地方曾多次爭取轉型，亦轉型為社區發展協會據點與地方文創

館空間使用。 

 

了解花蓮縣考古博物館的設立背景、目的與現況

參觀花蓮縣考古博物館

沙坑考古體驗活動

製作GOOGLE表單問卷，利用線上問卷方式發給花蓮民眾填寫

整理參觀資料，分析問卷結果，產生小論文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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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2005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設立遺址專章以來，花蓮縣為

釐清縣內遺址分布狀況與文化內涵，落實遺址監管保護工作，積極進

行遺址調查研究工作，陸續完成四八高地考古遺址、花岡山考古遺

址、嶺頂考古遺址、大坑考古遺址、萬榮平林考古遺址，今支亞干

（萬榮．平林）考古遺址、水璉考古遺址、掃叭考古遺址、今

Satokoay（舞鶴）考古遺址、公埔考古遺址、上美崙 II 號考古遺址、

富源考古遺址、崇德考古遺址與豐濱宮下考古遺址等考古發掘工作，

出土數量豐富之珍貴史前遺物。 

     

 

 

 

 

    2018 年隨著花蓮縣內考古遺址的分布情形與文化內涵逐漸清晰，為保存及維護花蓮人共同的史

前文化資產，在文化局的主持之下，設立了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圖 2），是國內首座以舊有空間再利

用成為考古博物館的案例，提供出土考古遺物妥適的存放空間，積極推廣考古文化教育。 

 

    此外，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座落於鄰近史前臺灣最大玉器製造工坊的豐田地區，除了上述提到

蒐藏花蓮縣豐富的考古遺址出土遺物，也結合研究典藏、展示教育與公共服務等博物館空間機能。

任務在蒐藏與保存花蓮考古文化資產，並以成為花蓮縣考古資源核心，建構在地史前文化脈絡為使

命，展示花蓮悠久而精采的史前歷史發展軌跡。 

 

二、花岡山考古遺址簡介： 

 

 

 

     

 

 

     

 

 

 

「花岡山文化」屬新石器時代晚期，分佈地區包括奇萊平原（今花東縱谷的最北邊，北起三棧

圖 3：花岡山考古遺址歷年挖掘

範圍 

（《花崗山老人館興建工程搶救

發掘計畫成果報告》，2017） 

圖 2：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外觀 

（邱鈺雯老師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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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口，南迄木瓜溪口）、海岸山脈北段等，其中「花岡山考古遺址」位於花蓮市公園路東側、美崙溪

河口南岸的台地上（圖 3）。當時考古挖掘遺址所在範圍現為花崗山運動公園周圍，美崙溪流經遺址

北側，西側為花崗國中，東側隔著北濱國小、海岸路與海岸比鄰。 

 

西元 1929 年日籍學者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首次發現花岡山遺址，目前為花蓮縣的列冊遺址。

花岡山考古遺址至少包含六層文化層，年代跨越 4500 年前至西元 1930 年間，涵蓋日治時期、金屬

器時期，與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出文遺物豐富多樣，如陶片、陶罐、石器、玻璃珠，亦有垃圾坑、

壕溝、火塘、灰坑、柱洞等各式遺跡。此外，最重要的是，花岡山文化裡有甕棺的出現（圖 4與圖

5），往生者的遺體是被以一種蹲踞的方式，放在大陶甕中，有些甕棺有石板覆蓋，有些與另一座甕

棺倒扣。 

                    

         圖 4：花岡山考古遺址甕棺（一）          圖 5：花岡山考古遺址甕棺（二） 

              （邱鈺雯老師 拍攝）                    （邱鈺雯老師 拍攝） 

 

三、台南也有考古博物館？！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座落於臺南市新市區、善化區及安定區，原屬臺糖公司的道爺農

場和善化農場。1995 年開始規劃為科學工業園區開發核心區。 

 

    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在臺南園區進行遺址調查，樹谷

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持續於南科特定區進行調查及發掘。迄今，南科園區及周邊地區所發現之遺址

多達 82 處，其中位於南科園區的遺址共計 28 處，樹谷園區的遺址共計 14 處，其餘散佈在特定區及

鄰近地區共計 40 處。遺址埋存之史前文化，最早距今約 5000 年，最晚則約 300 多年前，涵蓋時間

範圍長達 4500 年。 

 

    為了保存因開發臺南園區所進行遺址搶救發掘，2002 年國科會與臺南縣政府提出興建博物館之

議，2003 年 4 月教育部指定史前館保管南科出土文物及辦理興建分館事宜。經多方共同努力下，

2007 年核定於臺南園區興建南科考古館（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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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觀花蓮縣考古博物館、沙坑考古體驗： 

 

    就在我們三人決定好要用花蓮縣考古博物館作為小論文的主題後，我們就在近九月底的某個星

期天早上，和鈺雯老師約定好，由老師開車帶我們去壽豐的豐田村「考古」去。從吉安開車到壽豐

的考古博物館，大概約半小時左右，到達之後，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兩層樓，整體不是很大的一個場

館，但有種小而精美、樸實無華的親切感。一進入館內，因為剛好遇到一組近 20 人的團體，為了防

疫要保持社交距離，老師便決定先帶我們預約沙坑考古的體驗活動，避開人潮。 

 

（一）沙坑考古體驗： 

    這個體驗活動（圖 7）是由館方人員來帶領民眾操作，一開始是先用定位的木框來做考古位置

的定位，然後插上兩根竹筷去固定自己要考古的位置，接下來用挖杓與鏟子，慢慢地一層一層的將

沙子往旁邊倒，還要一邊注意是否有碰到硬硬的物體，若是碰到了，接著就用刷子慢慢將古文物上

面的沙子刷開，接著就在學習單上註記文物挖到的位置，最後就是將整個文物出土啦！再仔細描繪

整個文物的樣貌，就完成整個考古體驗了。當天此活動我們大概花了近 20分鐘完成所有步驟，雖然

無法像真正的考古學家一樣，蹲在土坑裡慢慢去挖掘，但是藉由這樣的小活動，也算是圓了我們三

人一個小小的考古夢。 

   

圖 7：沙坑考古體驗（邱鈺雯老師 拍攝） 

 

 

 

 

圖 6：南科考古館建築外觀 

（擷取於南科考古館粉絲專頁，202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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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觀館內常設展與花蓮新石器時代出土的古文物： 

    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內全部都是展出從花蓮縣境內出土的文物（圖 8），其中會吸引我們前往，並

以這博物館當作我們小論文主題的原因，就是因為花岡山考古遺址出土的文物全部都收藏在這裡，

尤其是很特別的甕棺，更是讓我們驚艷當時陶器製作技術的純熟。再者，考古博物館裡還有一個厲

害、的「鎮館之寶」—月眉石槽，整個石槽的體積不小，卻可以用當時的敲打、磨製技術來處理。 

   

圖 8：一樓常設展（邱鈺雯老師 拍攝） 

     

    除了新石器時代出土的文物之外，還有展區的一角，還有一個很

特別的東西，就是當時臺大人類學系的考古工作人員在挖掘花岡山遺

址時，在花崗國中當時新建校舍的土地時，挖掘到日治時期學校留下

的教職員用的杯子、藥品與文具等用品（圖 9），然後鈺雯老師還有提

到說，當時她在開幕當天去當志工時，溫館長有先幫鈺雯老師做導

覽，就有提到這有趣的「出土文物」。 

 

 

    再者，博物館的二樓一樣也是出土文物的展覽，但是不同於一

樓的展示法，它是用透明的玻璃展示櫃呈現當時花岡山考古遺址的陶

片與陶器（圖 10），不過鈺雯老師有說到開幕當天館長帶她去導覽

時，二樓展區是將一片片出土的陶片用塑膠籃裝著，整齊地放在玻璃

展示櫃中，從外頭看時，就很像參觀考古工作室的小倉庫一樣，更有

身臨歷其境的感覺。 

 

 

 

    而整個博物館最有趣的地方（圖 11），就是利用科技 AR技術讓我們進入史前時代的環境，跟著

他們一起煮石頭火鍋，然後在展區的最後一部份，還利用 3D列印技術把陶罐和陶板還原，接著用

成碎片的方式，讓參觀的民眾可以玩拼圖。 

圖 9：日治時期學校留下的

用品（邱鈺雯老師 拍攝） 

圖 10：二樓展區 

（邱鈺雯老師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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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遊戲互動區（邱鈺雯老師 拍攝） 

 

    最後，走出博物館前，還有一個小小的閱讀區，可以稍作休息或是填寫問卷，然後繳交問卷

後，就可以得到一支鉛筆！ 

 

五、問卷調查與分析： 

 

    此問卷主要針對的對象為花蓮人，然後我們三人想透過這樣的問卷了解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在花

蓮的知名度為何，以及這樣呈現考古文物的方式，是否能讓整個文化遺址的價值保存，與能否促進

花蓮縣的觀光發展。 

    以下為我們三人對主要問題的產生的分析結果： 

主要問題填答後的統計圖 我們的分析 

 

問卷顯示，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花蓮有考古博

物館，雖然此博物館只有開幕半年。 

 

問卷顯示，大部分人對於網路已有很深的依

賴，很多人都是透過網路知道考古博物館。 



 烤骨？烤穀？是考古啦！—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初探  

8 
 

 

有參觀過跟沒參觀過的人差距比例不大。 

 

由於此博物館在於較偏僻的地區，大部分都

是以汽車為交通工具。 

 

此博物館跟教學有較多關聯，因此許多學校

會帶著自己的學生去博物館認識考古與遺址

文物。 

 

由於館內文物較多，再加上體驗活動的話，

1至 2小時是最適合的參觀時間。 

 

大多數的人因為是校外教學的關係，所以部

份的人都是和同學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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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一樓常設展因為展示的文物較多

且較多有趣的互動與體驗，讓每個人來到館

內參觀都會駐留久一點。 

 

根據問卷，想去看看的人較多，原因的話，具

我們推測應該是博物館有跟學校戶外教學合

作，學生回家後，也會和親朋好友分享，再加

上館方有成立臉書的粉絲專頁，透過網路宣

傳，效果也很大。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人因為沒有空閒

時間而沒有打算參觀博物館。其原因其實應

該是博物館位置並不在花蓮市區或吉安，無

法利用單車或是機車就隨意到達，再加上花

蓮的公車或客運不是這麼方便，因此若要花

較多時間前往的話，通常就會讓人止步。 

 

參、 結論 

 

    2021 年 1 月 24 日花蓮縣考古博物館正式成立，座落於壽豐鄉豐山村。而花崗國中因為新校舍

的校地以及附近住宅區，曾是花岡山文化遺址一部分的所在地，當時在興建新校舍的當下，為了讓

史前遺跡不被破壞，曾經一度停止興建校舍，轉而開始將這些遺物一一挖掘出來，而這些遺物並沒

有存放在花崗國中，而是先暫放他處，於 2017 年底才陸續移入博物館內。 

 

    透過鈺雯老師的介紹，才知道花蓮有這麼一座特別的博物館，再加上博物館開幕當天，鈺雯老

師也剛好受到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郭俊麟副教授的請託，擔任當天沙坑考古體驗的服務志工，基

本上對於考古博物館有些許的認識。因此，透過這樣的因緣際會，我們就決定了我們想要對考古博

物館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開啟了我們的小論文之路。 

 

    我們三人以我們是花崗國中學生的身分，從考古博物館出發，去認識花蓮的史前文化遺址，藉

由實際到考古博物館去參觀和體驗，並利用 GOOGLE 表單的方式在網路社群平台上發問卷給民眾

填寫，透過觀察與問卷了解到花蓮人對於考古博物館的認識，其實還是有限，再加上博物館的所在

地並不是為交通方便之處，所以考古博物館的路標、營運、展出內容與活動的舉辦，我們覺得館方

可以針對花蓮人的需求與生活方式，在更深入一點去探討，應該就可以讓考古博物館在花蓮可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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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著名。 

     

    再者，我們三人是真的希望可以過此篇小論文，對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做一個簡單的初探，除了

透過問卷分析可以提供花蓮縣文化局一些小小的建議與做法，也可以用小論文和問卷，讓花蓮人對

於花蓮縣考古博物館有基本的認識，進而願意前往參觀博物館與參與活動，透過這樣的方式，進一

步更了解花蓮在地的史前文化遺址，甚至，我們三人也認為可以和學校方面協調，透過學校與館方

的合作方式，讓一些花岡山遺址出土的文物，能以安全的方式，在花崗國中展出，或是利用地圖與

3D列印文物模型，在地圖上讓這些模型放置在當時出土的位置上，更可以讓花崗國中的學生對於自

己讀書的地方，更有近一步的認識，了解當時居住在這裡的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可搭配校本課程教

學，讓史前時代的文物不只是文物，而是更有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以達成我們這篇小論文最後希望

達成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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