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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古發掘計畫書內容依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六條規定，應包括計畫執

行所需之十個項目，依同一條規定遺址發掘申請需檢附下列資料： 

壹、發掘計畫書 

貳、遺址發掘申請書 

叁、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之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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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發掘計畫書 

計畫名稱：「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漢本遺址搶救發掘工作計畫」 

一、發掘計畫主持人 

劉益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請見附表二資料。 

二、發掘遺址之基本資料 

漢本遺址位於宜蘭縣南澳鄉澳花村漢本聚落附近，大致在漢本車站南側與和平溪北

岸之間的海岸平原與西側緩坡。如以發現遺物所在大致中心區域的台九線 152.7 公里計

算，為北緯 24 度 19 分 40 秒，東經 121 度 45 分 56 秒，海拔高度約 19 公尺。就目前所

已經得知出土遺物分布南北約 200 公尺，東西寬約 50-70 公尺，海拔高度在 15-30 公尺

之間，北迴鐵路及台 9 線公路恰由遺址中心穿越。 

本遺址原為蘇花高速公路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文化資產調查作業時發現，當時僅出土

一件帶有拍印紋的陶器，初步推斷為金屬器時代晚期的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之遺物，

但因無法確定是否具有文化層，因此歸於遺物發現地點。根據漢本遺址於施工監看過程

中，發現之遺物出土狀態，初步確認史前文化層從土地公廟一帶（A 地點），往台九線

152.6k 處一帶（B 地點）延伸，且從民宅蘇花路一段 12 號（C 地點）越過鐵道路堤往

碧海路 9 號民宅（D 點）一帶延伸（詳見圖一遺址分布位置圖）。從遺物研判本遺址屬

於金屬器時代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年代約距今 1000 年上下，與早年學者採集紀錄

的描述一致。從監看作業過程時調查的結果研判，漢本遺物出土地點具有清晰之文化層

堆積，可以確認為一處史前遺址。遺址分布範圍至少涵蓋 A、B、C、D、E 地點，其中

D 地點原發現文化遺物出土，經過環境影響評估之後續調查，確認得見文化層堆積，因

此遺址範圍可能往北、東、南區延伸。 

從施工區域 B3 標稍早之監看資料與已知之調查資料，確認漢本遺址擁有史前上下

二次文化層堆積，在臨時滯洪沉砂池所見堆積厚度最深約達 3 公尺，從出土遺物與下文

化層較為豐富的堆積研判，此處為一長久居住之聚落所形成的遺址，採集遺物中得見鐵

渣，說明應該擁有冶鐵的技術與遺留，屬於台灣東海岸金屬器時代中晚期，年代距今約

1000 年左右的重要遺址。 

三、發掘目的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將可達到以下三個目的： 

1.取得漢本遺址埋藏於地下之各項資料，以資料記錄保存方式留存遺址資訊，降低工程

建設對於遺址的損害，並使工程得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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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據探坑發掘成果以及出土遺物、遺跡進行遺址內涵重建，藉以釐清地下文化層及各

地層之間的堆積與分布狀況，以了解遺址之文化內涵。 

3.根據遺址的內涵、範圍等相關資料進行分析，進行遺址內涵之研究以做為未來文化資

產保存、文化產業規劃及行政單位施政的參考，也可提供鄉土文化教育之基礎材料。 

四、發掘期限 

田野考古試掘工作自考古發掘審議核定及坑位放樣布設完成之日起450個工作天內

完成。 

五、經費來源 

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委託本所之「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

畫漢本遺址搶救發掘工作計畫」內經費支應。 

六、預計發掘位置及面積規劃 

根據基地所需區域進行方格系統探坑規劃試掘，依規劃基地現場預定基礎施工之區

域進行全面性考古發掘，共需進行 3,751 平方公尺全面性的考古發掘，以及 192 平方公

尺的考古試掘探坑，以取得遺址之各項資料，若探坑內有現象連續分布狀況，將略依遺

跡現象略予以擴坑，以便清楚理解遺跡現象之內涵分布，發掘位置圖面請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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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漢本遺址基地內全面性考古發掘區域分布示意圖（圖中黑色區域所示） 

七、發掘程序及方法 

依考古學田野考古發掘方法，以自然層位方式進行發掘，若自然層位厚度較大則再

以人工分層方式每 10 公分為單位逐層下挖，針對施工所需區域進行探坑發掘，發掘過

程進行完整田野考古記錄，並採集各項出土遺物進行相關分析，試掘深度主要達未見遺

物分布之礫石層或生土層即停止。 

八、連續性發掘，各年度進行之狀況 

屬連續性發掘，由於屬全面性搶救發掘，發掘期間將於考古發掘審議核定及坑位放

樣布設完成之日起 450 個工作日內完成。第 1 年度期間進行 2,053 平方公尺之基地所需

發掘面積，第 2 年度除承接第 1 年度可能未完成之發掘外，亦再進行 1,698 平方公尺之

基地所需發掘面積及 192 平方公尺的試掘探坑。 

九、發掘之申請記錄 

本計畫首次申請考古搶救發掘核可審議。 

十、出土遺物之保管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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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試掘工作完成後之出土遺物未來由本所之整理工作場所及暫存庫房予以整理

及暫存，計畫完成結案後，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理，出土遺物之最終保管維

護場所由文化資產主管單位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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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遺址發掘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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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遺址發掘申請書 

申請單位基

本資料 

單位名稱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代表人 黃進興 

聯絡地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聯絡電話 02-27829555#683 聯絡人 劉益昌 

Email liuyc@asihp.net 

聯絡助理 王郁華  02-27829555#683 

調查或發掘

遺址之基本

資料 

發掘方式 □調查 ■發掘 □探勘 

遺址名稱 漢本遺址 

遺址現況 
■疑似遺址 □列冊遺址 

□指定遺址（□國定 □直轄市定 □縣市定） 

地點 

宜蘭縣南澳鄉澳花村 

位於宜蘭縣南澳村澳花村，史前文化層從土地公廟一帶，往台九線

152.6k 處一帶延伸，且從民宅蘇花路一段 12 號越過鐵道路堤往碧

海路 9 號民宅一帶延伸 

位置簡圖 現場環境照片 

 
（圖像來源：厲以壯 2012） 

發掘理由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環境影響評估法之相關規定，完成受工程施工影響之遺

址類文化資產，並取得漢本遺址埋藏於地下之各項資料，以資料記錄保存方式

留存遺址資訊 

發掘時間 
全面性搶救考古發掘工作之發掘期間將於考古發掘審議核定及坑位放樣布設

完成之日起 450 個工作天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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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或發掘

團隊資格 

姓名 職稱 考古相關學位 
考古相關 

工作經驗 
考古相關著作 

劉益昌 研究員 
■學士 ■碩士 

□博士 

■五年以上 

□三年以上 

□一年以上 

■兩篇以上 

□一篇以上 

臧振華 研究員 
■學士 ■碩士 

■博士 

■五年以上 

□三年以上 

□一年以上 

■兩篇以上 

□一篇以上 

陳維鈞 副研究員 
■學士 ■碩士 

■博士 

■五年以上 

□三年以上 

□一年以上 

■兩篇以上 

□一篇以上 

檢附文件 
■發掘計畫書 □土地所有人同意書 ■土地使用人或管理人同意書 

■調查或發掘團隊資格證明文件（請見附表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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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考古遺址發掘申請資料 

日期：100 年 11 月  

申請單

位基本

資料 

單位名稱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代表人 黃進興 

地  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聯絡電話 02-26523138 傳真 02-26523105 

計畫主持人 劉益昌 職稱 研究員 

計畫聯絡人 王郁華 職稱 約聘助理 

E-mail mgkbnltmtj@hotmail.com 

發掘地

點基本

資料 

遺址名稱 漢本遺址 

遺址現況 ■疑似遺址  □列冊遺址  □非特定遺址  

□指定遺址（□國定 □直轄市定 □縣市定） 

地點 

經緯度 121°46’01”，24°19’37” 

方格座標為 N327833×E2691455m 

宜蘭縣南澳鄉澳花村 

範圍描述 

位於宜蘭縣南澳村澳花村，史前文化層從土地公廟一帶，往台九線 152.6k

處一帶延伸，且從民宅蘇花路一段 12 號越過鐵道路堤往碧海路 9 號民宅

一帶延伸 

面積 新發現遺址，尚未經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仔細調查列冊公告 

土地所有人  

發掘 

目的 

□教學研究  □專題研究 □工程計畫調查 □政策性調查 ■搶救發掘 □其他 

連續性發掘：□否  ■是  

發掘 

方法 
□調查   □探勘   □試掘   ■發掘  （可複選） 

發掘 

時間 

計畫期程：簽約日起 4 年內 

田野工作期程：於考古發掘審議核定及坑位放樣布設完成之日起 450 個工作日內完成。 

檢附 

文件 

□鑽探計畫書   □土地所有人同意書   ■土地使用人或管理人同意書  

■調查或發掘團隊資格證明文件（附表一、附表二） 

■發掘地點附圖（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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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遺址發掘資格條件資料表（計畫主持人） 

計

畫

主

持

人 

姓名 劉益昌 身分證字號 L10-----41 

地址 台北市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性別 □女   ■男 出生年月 民國 44 年 3 月 

職稱 研究員 所屬單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最 高

或 

相 關

學位 

 學校 系所別 論文題目 

■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 考古人類學系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 考古人類學研究所 《臺北縣樹林鎮狗蹄山遺址》 

□博士    

經歷 

□一~三年 □三~五年 ■五年以上  

起訖時間 單位 職稱 工作內容 

1983~ 
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研究員 
考古學研究、文化資產研究 

1999～2002 
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兼考古

組主任 

考古學研究、處理組務並支援研究

人員學術資源 

2003～2009 
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兼考古

學門召集人 

考古學研究、處理學門事務並支援

研究人員學術資源 

2003～2010 

人社中心 -考

古學研究專題

中心 

研究員兼中心

執行長 

考古學研究、處理中心事務並支援

研究人員學術資源 

研 究

著作 

□ 無    □一~二篇  ■ 兩篇以上    列舉如下 

2003a 〈臺灣玉器流行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臧振華主編，《史前與古典文

明》：1-44，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03b 〈費朗聚落的考古學初步研究〉《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平埔族群與

臺灣社會大型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4a 〈雲林縣麥寮鄉雷厝遺址試掘報告〉《田野考古》8(1/2)：95-122.（與

顏廷伃合著） 

2004b 《台閩地區考古遺址：花蓮縣、宜蘭縣》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

陳俊男、鍾國風、宋文增、鄭德端合著） 

2005a 〈台南縣麻豆鎮水堀頭遺址試掘及其意義〉《南瀛文獻》第四輯：6-21. 

2005b 《九十三年度坪頂遺址內涵研究與坪頂社區文化產業規劃計畫第一

階段考古遺址與內涵研究計畫報告》雲林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之研究報告。（與林美智、

盧瑞櫻合著） 

2005c 《臺中縣和平鄉 Babao 遺址搶救發掘計畫第一階段緊急考古發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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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工作期末報告》臺中縣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

研究報告。 

2006a 《嘉義縣朴子溪、北港溪流域考古遺址初步調查》國立故宮博物院

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與曾宏民、李佳瑜、

吳美珍合著） 

2006b 〈＂台湾玉器制造技术”与研究方法的初步检讨〉许倬云、张忠培

主编《新世紀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471-496，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6c 〈考古學研究所見人群互動關係與分布界線—以嘉南平原東側丘陵

山地地區為例〉葉春榮主編，《建構西拉雅 2005 台南地區平埔族群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9-60，新營：台南縣政府。 

2007 《臺中縣考古遺址普查與研究計畫研究報告》臺中縣文化局委託中

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之研究報告。

（與陳俊男、曾宏民、李佳瑜合著） 

2008a 〈蔦松文化與西拉雅關係考古學研究的檢討〉林玉茹、艾茉莉編《南

瀛的歷史、社會與文化》：1-19，新營：台南縣政府。 

2008b 《十三行博物館館藏後續研究─考古標本登錄暨分析計畫結案報

告》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

報告。 

2009a 〈台南西寮遺址的古環境初探〉，「2008 年台灣考古工作會報」，台

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2009.3.28-29。（與林淑芬共著） 

2009b 〈史前時期的美感〉《台灣美術史綱》：26-67，台北：藝術家雜誌社。 

2009c 〈桃竹苗沿山區域人群互動與邊界：從史前到近代初期〉，「沿山地

區聚落與族群研討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主辦，2009.12.12。 

2010a 《台灣府城城垣殘跡非破壞探測考古試掘及維護工法研究計畫結案

報告》經濟部技術處指導，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協辦，國立成

功大學公共工程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成功

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

學系執行之研究報告。（與李德河合著） 

2010b 〈17 世紀の台湾－ゼーランディア城の發掘成果から〉菊池誠一、

阿部百里子編，《海の道と考古學》：173-193，東京：高志書院。 

2010c 〈臺灣東部出土灰黑陶的初步討論與延伸觀察〉，「2009 年度台灣考

古工作會報」，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

中心主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2010.3.19-20。（與鍾

國風共著） 

2010d 《花崗國中校舍新建工程遺址搶救發掘計畫 花岡山遺址搶救發掘

報告第一冊 總論（田野考古發掘）》花蓮縣政府文化局委託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與趙金勇、鍾國風等人合著） 

2011 《東西向快速公路北門玉井線西寮遺址搶救發掘工作成果報告書 

第一部份 發掘總述 第一冊 序說、地層與遺跡》，臺南市：交通

部公路總局高南區工程處，2011.12。（與顏廷伃、蕭清松、顏妏晏、

許怡婷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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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遺址發掘資格條件資料表（機關(構)資料表） 

機關(構)名稱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考

古

專

業

人

員 

姓名 臧振華 身分證字號： － 

職稱 研究員 所屬單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學位 

學位 學校 系所別 專長 

■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 考古人類學系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 考古人類學所 台灣考古學、東南亞考古學 

■博士 美國哈佛大學 人類學博士 台灣考古學、東南亞考古學 

姓名 劉益昌 身分證字號： － 

職稱 研究員 所屬單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學位 

學位 學校 系所別 專長 

■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 考古人類學系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 考古人類學所 台灣考古學、東南亞考古學、文化

資產 

□博士    

姓名 陳光祖 身分證字號： － 

職稱 副研究員兼學門召集人 所屬單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學位 

學位 學校 系所別 專長 

□學士    

□碩士    

■博士 美國哈佛大學 人類學博士 科技考古學、科技史 

姓名 陳維鈞 身分證字號： － 

職稱 副研究員 所屬單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學位 

學位 學校 系所別 專長 

■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 人類學系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 行為考古學、東南亞考古 

■博士 
美國亞歷桑那

大學大學 

人類學博士 行為考古學、東南亞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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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遺址發掘資格條件資料表（出土遺物維護與研究場所） 

維護場所 

地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面積：共約 100 坪以上 

主要設備(施)：包括標本清洗區、標本整理室、標本存放室 

環境控制：人為控制溫濕度 

維護人員 

姓名 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李秉莉 庫房管理 館舍及標本管理 館舍及標本管理 

張志明 館舍管理 館舍及標本管理 館舍及標本管理 

江璧君 約聘助理 標本管理 標本處理 

盧瑞櫻 約聘助理 標本管理 標本處理 

杜彥良 標本修復員 標本修復 標本修復處理 

整理研究

地點 

地點：標本清洗場、標本整理室 

面積：標本清洗場空間約 5 坪，標本整理室約 50 坪以上，整理空間共約 55

坪以上 

設施(備)：包括整理桌椅、桌燈、電腦等 

環境控制：人為控制溫濕度 

 

   
典藏空間

保全設施 

地點：標本存放室 

面積：標本存放室約 60 坪以上  

設施(備)：包括恆溫恆濕儲藏室等 

環境控制：標本存放室屬人為控制溫濕度／恆溫恆濕儲藏室則為電腦控制溫濕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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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遺址位置圖 

 

圖中最外圍虛線為調查時所見具有遺物分布的遺址範圍圖 

 
遺址現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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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現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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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之同意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