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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我從2004年開始便在成都平原西北邊的郫縣進行一項田野計畫，目的在探討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到漢代
時期遺址的分布狀況，特別是如何從新石器時代十來座城址轉變成為青銅時代三星堆文化的複雜社會的過程。這項研
究計畫已於2011年告一段落，完整的研究報告目前還在撰寫中，但在本週的芭樂中，我們要來談的是這個計畫設計
過程中各種失敗或挫折的過程，就做為正式報告出版前的小插曲吧！

這個計畫原始的構想是在重慶寫古代鹽業的博士論文時想出來的。當時我和我的同學Rowan Flad在讀四川地區的考
古報告時一直都很納悶，為什麼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發現了近十座被稱為城址的遺址，但當時我們卻看不到任何非城
牆遺址的報告？以我們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理解，城址的周圍應該有許多中小型的遺址圍繞在旁邊，不太可能只
有孤零零的城立在那邊。那究竟是過去調查的方式有問題，以至於找不到非城牆的考古遺址，還是成都平原地區社會
複雜發展的進程和中國其他地區不同？當時覺得如果能在成都平原進行一個大規模的系統性調查工作，不管結論是那
一個，都會相當有趣，於是這個計畫便應運而生了。

成都平原新石器及青銅時代城址

在選擇調查範圍時我們沒有太多的異議。由於我們都很好奇這些新石器時代城址周圍遺址分布的情況，同時也想了解
它與青銅時代三星堆文化間的關係，所以我們選了這些城址中屬於新石器時代最晚期，同時兩者直線距離僅約十公里
左右的郫縣古城及溫江魚鳧城做為我們調查的目標。我們以兩城為中心，各畫一個半徑5公里的圓圈做為調查的範圍
，並以離市區較遠的郫縣古城為調查計畫的開端。

但在調查方法上我們必須費上許多心思。當時已有許多國外的考古隊在河南、山東和內蒙等地進行所謂的全面式調查
工作，這種調查的方式是以小組的方式進行，同一組的人間隔若干公尺的距離，同時以步行的方式進行調查，檢測是
否有任何的遺物或遺跡暴露在地表。這些團隊調查的區域都是在中國北方，相對而言植被較為簡單，許多遺物甚至遺
跡都可以用肉眼在調查時發現。但我們在成都平原預調時就意識到調查範圍內有大量的水稻田，即使在放水收割的季
節進行調查，淤積的田土也會覆蓋住能觀察的現象，而這很可能是成都平原找不到新石器時代非城牆遺址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們決定除了系統性的地表調查外，也要進行的鑽探工作。不過鑽探方式有很多種，以人力鑽探來說，至少就
有中國常用的洛陽鏟、美國常見的工兵鏟(shovel
test)，以及臺灣比較普遍使用的土心鑽取器(auger)，究竟那一種比較好呢？

秉持著實驗精神，我們直接把三種工具帶到郫縣古城遺址上進行實驗，很快我們就發現洛陽鏟在成都平原是不適用的
。因為洛陽鏟只是固定在木桿上的一小片半圓管的鐵片，在插入地下後順勢將地下的土壤及遺物帶上來，但它只適合
具黏性的北方黃土地區，在中國南方含水量高的地區並不適合，因為無法將土壤及陶片帶上。工兵鏟則是用鏟子在地
上挖一個大約直徑1米的探坑，它可以很快速地向下探測，也有斷面可以觀察，但缺點就是破壞面積較大，尤其在田
地裡可能還得賠償作物的損失。最後還是以土心鑽取器最為合適，因為它的開孔直徑約20公分，鑽探速度快，底部
的裝置可以把土及陶片帶上來。唯一的缺點就是價錢，一個土心鑽取器要近500塊美金，如果我們需要多組人員進行
工作時，成本可能頗高。幸好我們成都的合作者立刻找到解決的方法，找到一家鐵工廠對土心鑽取器進行”山寨”，成
本僅需幾十塊美金，而且經過我們不斷的嘗試改良後，拆缷還比原廠的工具好用，後來甚至變為成都市轄下文物保護
單位的標準配備呢。

決定鑽探的工具後，再來便是鑽探的策略。過去並沒有人做過類似的鑽探工作，所以我們必須想出一套鑽探的方法出
來。我們一開始以郫縣古城為中心，將調查區域劃分成若干200公尺見方的方格，以電腦隨機抽樣其中百分之十的方
格進行鑽探。在抽中的方格中，每隔25公尺打一個鑽孔，換言之，每個200公尺見方的方格會有64個鑽孔。在鑽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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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開始的前幾天，我們立刻就發現在郫縣古城的周圍確實存在許多非城牆的中小型遺址，它們多在地下1.5到2公尺的
位置，可能因為耕種或河川氾濫使得它們被深埋在地下。過去的調查方法確實存在一些問題，特別是無法調查到地下
的遺物和遺跡。這個發現讓我們大為振奮，於是我們在第一季進行了一個多月的鑽探工作，最後共計鑽探了下圖的黃
點區域。

第一季鑽孔分布

但在一個多月的鑽探後的檢討才發現我們原先的計畫可能有極大的問題！首先是鑽探效率的問題。如果依照我們的鑽
探進度，要達到10%的抽樣率，總共要花上16年的時間才能完成郫縣古城半徑5公里的範圍，這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基
金會能夠接受這麼長的研究時間，並提供我們相關的經費。另外最重要的是這樣隨機抽樣的方法雖然貌似科學，但我
們得到的訊息卻是相當破碎，特別是沒有抽樣到的地區我們完全無法得知遺物的分布狀況，也無法知道遺址大約的分
布面積。

於是在下一季開始，我們對研究做了大幅度的修正。我們改以郫縣古城為中心，拉出一條又一條的鑽探線，在每條線
上每隔200公尺選擇一個點，每個點有四組的鑽探器，只要有任何一組鑽到遺物，各組便各自向東西南北延伸10米再
鑽一個點，如果還有遺物，便繼續延伸20米，一直到沒有遺物為止。這樣一來可以讓我們鑽探的地點遍及調查範圍
的每個區域，同時如果發現遺址時也可以約略得知可能的分布範圍。於是整個鑽探的策略才訂定下來。一直到2011
年為止，我們地表調查及鑽探的孔分布範圍如下圖。

調查與鑽探全圖(藍色部份為地表調查範圍，紅點為鑽探地點，黑點為發現遺物地點)。

或許細心的讀者會說，咦？不是說以郫縣古城及魚鳧城為中心各畫一個半徑五公里的圓為調查區域嗎？怎麼南邊的魚
鳧城變成一條長條的尾巴呢？這又是另一個失敗的故事。原本因為郫縣古城離市區較遠，保存狀況較好，所以我們先
進行郫縣古城的調查，預計最後兩年的時間再來做魚鳧城的範圍。沒想到2010年到田野地一看，大片的調查預定地
被夷為平地。原來廣東深圳的富士康工廠當年發生令人震驚的連12起跳樓事件，郭台銘在宣布富士康企業加薪的同
時，立刻宣布將工廠內移至生產成本較低的內陸地區，而且好死不死就移到我們魚鳧城的調查範圍內！於是在短短幾
十天的時間內立刻蓋好大量的廠房並開始生產。於是我們只好修正我們的調查計畫，儘量讓調查及鑽探的範圍覆及可
以進行的區域。望著一片被破壞的地表，我們除了感歎蝴蝶效應的威力外，也在想，如果當時決定先調查魚鳧城，情
況會不會比較好一些？但這樣的假設也是於事無補了。

在這幾年的教學過程中，我常常會遇到研究生在研究計畫的初期問我「如果我這樣做，會成功嗎？」「如果失敗了，
那我要怎麼辦？」田野確實是充滿各種的不確定性，但如果因為擔心失敗而躊躇不前的話，就根本連失敗的機會都沒
有了。或許大多數的學術報告談的都是成功的例子，以至於讓同學們誤以為所有成功的計畫從頭到尾都是非常順利的
。或許我們在成都平原的例子可以讓同學知道，其實很多的研究都是在不斷的錯誤中修正，從失敗中學習經驗，所以
千萬不要企圖想出一個一百分的計畫，而是勇敢地提出一個七、八十分的計畫(當然也不能提一個不及格的來做 XD)
，然後再想辦法去修正，讓它接近一百分。不要畏懼犯錯，而是要正面面對自己可能的錯誤，畢竟人有失蹄，馬有失
手，吃芝麻那有不掉燒餅粒的，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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