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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因緣際會地接了一個地方政府委託的研究計畫案，針對某市某公園遺址的範圍及內涵進行調查研究，而這計畫的
另一個重大目的便是透過考古工作的執行，進行公眾考古教育，而對於所謂的「公眾考古教育」僅只就形式上做要求
，而通常執行團隊因應的態度也就是照著行政要求執行，進行現場導覽或是室內說明，然而公眾考古教育的企圖應該
是更大，這活動執行的過程對於考古知識的建構本身具有正面的意義，絕對不是只是考古家單方面盡社會責任而已。
也因此在去年暑假的田野中，我嘗試將考古發掘現場變成社會大眾的田野，讓現場工作人員成為田野報導人，想盡辦
法吸引不同的人來到這田野來。

台灣的考古教育推廣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過往這些教育推廣呈現了對於考古知識生產的特定想像，即認為考古家是
透過科學、客觀的研究，生產出關於過去的知識，因此考古家可以像科學家一樣，透過單一向度的知識傳遞讓大眾知
道其內容，在這樣的推廣場域中，考古家及公眾是單向的關係，將科學知識傳遞給公眾，而這知識是被認為透過中立
的科學方法建構出來，可以被檢驗而具有權威性。考古家則握有開啟認識過去社會的唯一鑰匙，擁有正統的發言權。
然而這種樂觀精神的基礎越來越受到質疑，考古學家開始體認到其知識建構的不確定性，考古詮釋被當代社會意識形
態所影響的例子處處可見，而考古知識更是被當代社會所利用，合理、正當化許多當代的意識形態，也因此這知識生
產的過程需要更小心被檢視，更需要不同觀點的加入。

在這樣的前提下，所謂的考古公眾教育不該再像是過去這般單向的知識傳遞，而是透過將考古知識建構的過程透明化
，讓社會大眾理解考古學家是如何定義考古資料，如何將這些資料轉化成一個關於過去社會的想像，傳遞出考古學家
在面對詮釋過程中的不確定性，甚而積極邀請大眾加入此一知識建構。然而目前大部分的考古教育進行方式卻是維持
單一話語權，考古家被視為考古遺址的唯一代言人，大眾僅接收到考古家所生產出來的知識，而未看到這知識生產的
過程，也造成大眾仍視考古為一神祕難解的知識，有相當的門檻進入，這學科被視為存在於另一個時空的範疇，尤其
在台灣這樣的殖民社會脈絡下，考古更被視為與當代主流社群毫無關係，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考古遺址與當代生活
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考古學家建構關於過去的論述主要依賴那些不會說話的物品，而獲得這些物品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最關鍵的是考古發
掘工作，這也是社會大眾對於考古最主要的想像來源之一，也因此考古發掘是最該進行公共教育的場域。而且當我們
越來越意識到考古發掘是另一種對考古遺址的破壞時，如何讓每次的考古發掘達到最大的效應更是考古工作者必須思
考的，考古發掘過程是展示考古學家在生產考古資料及建構知識重要的過程，因此邀請民眾參與這樣的過程便是每個
考古發掘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然而如何將考古知識建構過程的不確定性在發掘中展現出來呢？如何將考古家的遲疑傳達給大眾呢？如何透過這些公
共教育的機會創造共同建構過去的可能？這些便是我在開始真正進入田野前不斷思考的，也是在田野結束後持續詰問
自己的。

當這公園考古計劃在開始進行之時，我們便積極聯絡遺址旁的學校及公園管理單位，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這個計畫
的存在，而從早期的地表調查鑽探開始，我們的工作就與公園內的民眾生活在一起，當我們扛著鑽土器在公園內爬上
爬下到處鑽洞時，公園內健行運動的民眾總會駐足詢問，給了我們許多機會解釋我們的行為，也透過這些對話，讓我
們對於公園本身的小歷史及其對當地居民的意義有更多的認識。文獻裡關於公園的敘述包含自然環境的介紹，人群活
動的歷史，但是這樣細緻的個人與地方的連結卻是透過這樣實際在地景上與人互動對話中才會出現，我們透過這些故
事，看到這個公園在不同人眼中的模樣，它是有些人幼時的回憶，是有些人祖先安居的所在，是許多人晨運的場所，
是外籍移工們烤肉放鬆的樂園，是小朋友們遊戲的天堂，更曾是見證戰爭的場域，這些不同的模樣並不是僅只存在於
人們的記憶中，公園內的不同步道、古墓、平台、烤肉台、溜滑梯及防空洞等，這些不同時空的記憶交織在這些物上
，構成當代地景的一部份。

                                1 / 3

http://mepopedia.com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128,88369,88369#msg-88369


MEPO Forum / 原住民
公園裡的考古計畫

作為一個考古學家，我們相信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只是這痕跡在時空的變化中已經不是原來的樣貌，而那留下痕跡的
人與當下的我們更是隔著時間的洪流遙遙相望而不相識，該如何找到痕跡便是考古工作第一課。

在 「鑽」 、「爬」過整個山頭之後，大致理解了地底下的狀況，便進入考古工作中最吸引人的發掘工作，為了藉這
個發掘想讓大眾們認識考古家如何產生這些資料，考古探坑的設置地點除了考量可能的地底下狀況外，更選擇可以隨
時與公眾有對話可能的空間，因此探坑皆設置在步道旁，我們更放置說明看板在探坑旁，竭盡可能地在公園內被看見
，歡迎更多人加入這個發掘討論的過程，除此之外，發掘進行期間，更透過不斷自我宣傳及曝光的動作，進行多場現
場發掘導覽的工作，在這長達2個多月的時間，來參觀的民眾除了鄰近學校的老師、學生、公園活動的民眾、志工外
，甚至還有親子共學團體，一群媽媽帶著3-5歲的小朋友，雖然這樣的發掘設計必然後讓整個工作時間延長許多，卻
讓發掘除了生產考古資料外，更產生了其他的意義。除此之外，我們團隊亦把清洗標本的工作帶到發掘現場，希望在
那個場域可以將考古工作中重要的過程呈現給民眾，讓這過程透明化，也讓大家有機會體會到考古家在田野現場可以
感觸到的感動，更重要的是希望將這種物品與場域的連接更加立體化，讓考古家、物品與遺址間的關係更加清楚。

在現場導覽的過程中，如何讓社會大眾積極加入知識建構的過程，一同與考古家在現場與遺址進行對話是一場需要時
間及設計的展演。近年來，越來越多考古學家將遺址視為一個展演的場域，一個完整的考古發掘現場，不但可以見到
傳統的考古學家，各個科學分析的專家，還有不同的藝術工作者，希望透過不同形式的展演活動創造遺址與當代人群
間的連結，邀請不同觀眾進入建構過去的過程，產生與地方更深刻的連結，也讓這詮釋過程更加透明化，其實也更豐
富了考古學家對於過去的想像。

然而，在台灣政府委託文資評估案件的架構下，時間及經費皆某種程度的限制了這樣的可能，而官方對於文資的理解
也仍然將考古遺址視為客觀知識產生的場域，在這樣架構下要求的公眾教育就停留在考古家單方面的 “知識”傳遞，強
化單一考古知識的重要性，尤其在台灣這樣的殖民歷史架構下，地上與地下是兩個世界的存在，考古家打開地面，成
為地下世界的代言人，讓大眾忘記，其實考古家也是生活在地上的一群人。

因此在這個計畫中，我們團隊反倒希望透過現場導覽來打開對話的可能，將考古田野工作者在發掘現場所面臨的疑惑
、感覺到的不安、甚至是酷熱天氣對於工作進行的干擾都傳遞出去，這些都是真實影響考古學家如何理解這批 “資料”
的過程，而這也是生產出更多未知的過程，是考古家在離開田野後持續工作的動力，在過去與現在這兩端，遺址將它
連在一起，而考古家只是其中一名說故事的人，透過遺址，希望將不同說故事的人集合在一起。

考古遺址現場導覽是合理化發掘的重要步驟。考古家都知道，考古發掘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遺址一旦經過發掘就不
可能在復原，因此考古家都盡力做好各項記錄工作，舉凡文字，影像及圖像，甚至是現場的儀器量測等等，都是希望
為未來的考古學家留下更多理解的線索，而儘管考古家在現場戰戰兢兢地坐著記錄工作，我們也都清楚明白一定有東
西在這過程中被遺漏，再加上我們深知下一世代的發掘技術及紀錄方式一定會更好，所以考古家在進行發掘工作之前
，都會盡可能評估發掘的必要性，若是發掘仍有其必要性，則在發掘期間進行導覽工作更是讓這發掘更有意義。這樣
的意義不是僅為了生產考古知識，而是讓社會大眾透過這一機會認識考古資料生產的過程。

考古學和歷史學一樣都在嘗試理解過去社會，當大家都體認到歷史對當代的影響力時，對於考古知識是如何被生產則
少有關心或批判，很大的原因來自於這知識生產過程的神祕性。在台灣，這知識更常常被視為另一群人的歷史，在主
流社會中被忽視，而考古發掘現場則是重新將過去與現在連結在一起最好的場域。當你站在遺址現場，看到陶罐、石
箭頭等這些似熟悉又陌生的物品在地層內出土時，當你聽到這些物品可能都是在數千年前所製造的時候，考古學就不
再陌生，過去也不遙遠，而對於這些早期先民樣貌的故事也不再只有考古家可以發言了。

讓考古家的田野變成大眾的田野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考古現場有許多實際的問題需要考慮，民眾的各種疑問勢必讓
發掘工作的時間延長許多，現場地形的限制讓民眾接近時，我們必須格外注意安全的問題，甚至要忍受對於考古工作
有誤會的民眾的謾罵，還得適度的提出解釋。然而在這樣的田野裡，考古家就像是田野報導人，社會大眾就像是人類
學者，報導人常常得忍受人類學者一些太過基本的提問及不間斷的打擾，但也在這過程中，我們才可能看到自身文化
（考古學）本身的盲點，而人類學者（社會大眾）也可以更了解這個田野地，與田野地產生理性與感性連結。

※謹以此文感謝去年暑假跟我在公園內進行此一計畫的同學們及所有曾經訪談我們的大小 「人類學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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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江芝華 公園裡的考古計畫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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