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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本有？沒有？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發現政府在興建蘇花改時，新聞總是吵吵鬧鬧，而這學期的社會課本中剛好上到史

前文化，因此我們想結合社會課本、新聞報導、文章、影片和相關書籍來探索相關漢本遺址

的資訊。

        探索的過程中，了解漢本遺址和十三行文化一樣都是在意外發現的，漢本遺址是蘇花改

進行時發現的，而十三行遺址是一位飛行員發現羅盤異常懷疑下面有鐵礦，結果發現了十三

行遺址，但是十三行遺址最後在污水處理廠施工的壓力下，只保留了部分文物，而精華區上

面已經蓋了汙水處理廠，所以有許多重要的東西還埋在裡面。同樣的情況，漢本遺址還有機

會保存下來，因為蘇花改善道路還再興建。

         所以我們在想，為什麼漢本遺址那麼重要？可以使蘇花改暫時停工？想透過這次機會，

加以研究並發表讓大家也知道漢本遺址的重要性。

        二、研究目的

        期望透過小組的分析，讓大家更了解漢本遺址的價值。

        

        (一)研究漢本遺址所經歷的年代。

        (二)研究漢本遺址與花東縱谷中原住民的關係。

       

        三、研究方法

        小組利用書籍、網頁與文獻研究等方式探索，加以統整資料做出結論，完成一個完整的

報告。 

        四、研究流程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確認主題

蒐集文獻與資料

資料整理

分析資料

討論並發表心得

完成論文

表一、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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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史前文化與漢本遺址關聯性

        

        (一)漢本遺址簡介

              漢本遺址位於宜蘭縣南澳鄉澳花村漢本聚落。漢本這個名稱，「源自日治時代此地

原為蘇花臨海道路(蘇花公路的前身)里程的中點，故命名為「半分」(はんぶん；Hanbun)」

(陳歆怡，2016)。 

              2012年 3月 5日，蘇花改工程位於南澳至和平段的谷風隧道進行的工程中發現「漢

本遺址」 ，之後由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劉益昌先生接手，進行考古發掘工作。

        

              從漢本遺址考古發掘計畫書說明，初期「僅出土一件拍印紋的陶器，經初步推斷為

金屬器時代晚期的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之遺物，年代約距今 1000 年上下」(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2012)，可能以為只有少量文物，而後來在開挖到第二文化層，在漢本遺址

搶救挖掘網站指出 104年十月底進度僅完成 40%，可以知道漢本遺址有很多文物。增加了重

要性，因此在宜蘭縣政府於 105年 3月 28日將該處訂定為縣定遺址，行政院文化部也在同年

7月 1日訂定為國定遺址。

              據宜蘭縣政府府文資字第 1050002054B號公文、經典雜誌及相關網頁表示，現在開

挖出來的三個文化層，雖然部分文化層被工程所破壞，但文物依然豐富，可以解釋新石器時

代晚期到金屬器時代，與現今已挖掘出來的長濱文化、圓山文化、卑南文化與十三行文化單

一時期較為不同。

              第一文化層出土文物有較完整的駁坎結構、房屋遺址與祭祀空間、也發現了室內葬，

採側身屈肢葬，與十三行文化與卑南文化類似。而部分原住民族也有將亡者葬在室內或屈肢

葬，例如布農、鄒族、魯凱和卑南(陳仲玉，2000)。陪葬品出現了陶罐和鐵器，在附近也發

現密集鐵渣並有出土石錘等煉鐵物品，與十三行文化類似，而發現的金箔與琉璃珠等物，應

該不是當地的物品，搭配人骨中的鎖骨部分有傷痕、上臂肢骨特別粗大與環境靠近海邊，又

發現石板棺的質地與卑南文化附近的質地相近(洪偉祥等，2016)，出土的琉璃珠屬於南台灣

的排灣族，可以推估可能有向外貿易與靠海航行的經驗。據相關文化推測應為 900到 1600年

前

              第二文化層出土文物並未發現煉鐵的能力，但發現精雕細琢的骨飾品、石器與玉器

等，也發現一些大小型的石板，推估為祭祀空間。據相關文化推測應為 1650至 2000年前。

第三文化層僅發現農耕遺跡與碳化種子，未完全挖掘(陳歆怡，2010)，而到漢本遺址挖掘進

度的網站看，可知道漢本遺址到 2016年的 9月 7日還在挖掘。能否在往前推估相關的史前時

期，就要再看出土的文物了。

        (二)史前文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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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hythmsmonthly.com/?cat=91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0%B7%E9%A2%A8%E9%9A%A7%E9%81%93&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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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康軒版社會課本第十冊第五單元的內容，小組做了以下的整理。

年代 時期 特徵 代表文化

50000年前 舊石器時代

1.採集野果

2.捕魚、狩獵

3.敲打製作石器

長濱文化

7000年前 新石器時代

1.製造陶器

2.簡單農業

3.捕魚、狩獵

4.磨製打造石器

圓山文化 

長濱文化

2000年前 金屬器時代

1.製陶技術進步

2.對外交易

3.懂得煉鐵

十三行文化

表二、史前文化重點整理

           將課本內容整理成上表，目的是為了能結合漢本遺址所出土的文物加以對應，讓各文

化層的年代更為清楚。

        (三)漢本遺址的年代

           因此將搜集到的資料與課本上的內容綜合整理

年代 時期 特徵 代表文化 漢本遺址、年代推估 文化層特徵

50000

年前

舊石器

時代

1.採集野果

2.捕魚、狩獵

3.敲打製作石器

長濱文化

7000年

前

新石器

時代

1.製造陶器

2.簡單農業

3.捕魚、狩獵

4.磨製打造石器

圓山文化 

卑南文化

第三文化層 1.有簡易農耕

第二文化層

1650年前~2000年前

1.有精密骨飾品

2.有石器、玉器

2000年

前

金屬器

時代

1.製陶技術進步

2.對外交易

3.懂得煉鐵

十三行文化 第一文化層

900年前~1600年前

1.懂得煉鐵

2.對外貿易

3.有陶器

        二、漢本遺址與原住民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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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區域

                 漢本遺址位置在宜蘭縣南澳鄉，就區域來看，與噶瑪蘭族、泰雅族、阿美族、撒

奇萊雅族、太魯閣族區域相近。可以推測漢本人可能與以上各族有一定的關聯性。

圖一  台灣原住民族各族群分佈區域圖(圖片來源：國立嘉義大學)

        (二)文物與葬禮文化

                往前推看，殯葬習俗很少有變動，所以可以從葬禮的習俗了解漢本遺址與台灣原住

民的關係，漢本遺址中挖掘了室內屈肢，在原住民族中有「屈肢葬習俗有布農、鄒族、魯凱

和卑南」(陳仲玉，2000)，而阿美族也有室內葬的習俗，而在十三行遺址中也發掘了大量屈

肢葬，而十三行遺址與凱達格蘭族人有關。

                從漢本遺址所挖掘出來的石板棺，也和卑南文化類似，而據考查，卑南文化有可能

向北遷移成為了阿美族的袓先之一。在第一層和第二層出土的琉璃珠，也可能和排灣族有關，

因此可以從相關文物與葬禮文化，來研究台灣原住民的起源與相關性。

參●結論：

                根據小組搜集書本、網站、報導以及相關文獻的資料，整理後發現以下結論：

一、漢本遺址的出土文物跨越金屬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晚期，且與十三行文化及卑南文

化有文物上的關聯與地域上的相關性，可以解釋臺灣史前文化的人類活動史。

二、從區域、文物或葬禮文化推估，漢本人有可能是原住民的袓先。

肆●引註資料：

       一、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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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陳歆怡(2016)，【特別報導】搶救千年漢本遺址 揭開東台灣人群流動之謎-經典，

210期，30-53。

            (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宜蘭縣南澳鄉漢本遺址考古發掘計畫書。

            (三)李德仁(1998)，1800多年前的聚落遺址，大自然<<季刊>>，第 61 期，36-43。

            (四)陳仲玉(2000)，吾土吾民，大自然<<季刊>>，第 67期，4-15。

           

       二、參考網頁

(一)維基百科-漢本遺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9C%AC%E9%81%BA%E5%9D%80

(二)漢本遺址搶救挖掘

http://hipcm.ceci.com.tw/CultureProgress/CultureProgressHanben.aspx?

ContractNo=CNB3&ProjectID=P00025

(三)MATA TAIWAN

http://www.matataiwan.com/2015/08/08/hanben-archeological-site/

(四)宜蘭縣文化局

http://www.ilccb.gov.tw/ch/bulletin-detail.php?id=5107

(五)文化部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50470.html

(六)我們的島-漢本在路上

http://ourisland.pts.org.tw/content/%E6%BC%A2%E6%9C%AC-%E5%9C%A8%E8%B7%AF

%E4%B8%8A#sthash.eUBfuawl.dpbs

(七)臺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

http://www.dmtip.gov.tw/Index.aspx

(八)遺骨會說話...先民精通海上貿易

http://blog.xuite.net/akay27/akay/65183257-%E9%81%BA%E9%AA%A8%E6%9C

%83%E8%AA%AA%E8%A9%B1%E2%80%A6%E5%85%88%E6%B0%91%E7%B2%BE

%E9%80%9A%E6%B5%B7%E4%B8%8A%E8%B2%BF%E6%98%93

(九)國立嘉義大學-部落導覽

http://www.ncyu.edu.tw/aptc/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6760

(十)維基百科-撒奇萊雅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2%92%E5%A5%87%E8%90%8A%E9%9B

%85%E6%97%8F

(十一)維基百科-太魯閣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AD%AF%E9%96%A3%E6%97%8F

(十二)阿部的殯葬筆記本

http://a0916969434.pixnet.net/blog/post/111174143-%E6%AE%AF%E8%91%AC%E6%AD

%B7%E5%8F%B2%E8%88%87%E7%A6%AE%E4%BF%97

(十三)台北一二三

http://dipper.myweb.hinet.net/ch1/1-3.htm

(十四)漢本遺址先住民石板棺材料來源探討 

http://www.cgu-tga.org.tw/attachfiles/ST3-P-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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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MATA TAIWAN-漢本遺址告訴我們的事：中國不是臺灣唯一的淵源，這塊土地彼

此互動比我們想像得更多元

http://www.matataiwan.com/2016/03/30/what-hanben-site-tell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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