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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考古，你會想到什麼？電影裡的考古學家，像是古早古早的印第安納瓊斯或是古墓奇兵的蘿拉，總是穿著帥氣先
進的裝備，冒著生命危險在雄偉幽暗的遺址裡，與壞人奮戰，時不時還會有些喪屍出來找死（事實上也早就死了），
但現實中的考古工作者到底長什麼樣子？

經過高人指點，我們才知道，原來現在在臺灣的考古工作者們，有幾種不同的類型，除了學術單位之外，也有在政府
機關內服務的考古工作者，博物館、考古中心的考古工作者，以及民間單位的考古工作者等等。也許你會好奇，為什
麼政府機關裡，也需要考古工作者呢？他們的工作內容又是什麼？

聯繫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之後，我們很榮幸地可以貼身採訪考古工作者們，看看他們實際工作的樣貌（（偽）一日
系列之考古工作者！）。但出現在臺南車站的人員、家明和韻如看起來跟古墓奇兵完全不一樣！他們一身便裝，遮陽
帽、短袖、工作長褲和運動鞋，感覺就是一般人類（感覺不太可能對抗喪屍）啊！

「沒時間解釋了，快上車！」我們跳上韻如的車，究竟！我們會看到什麼呢？

考古遺址巡查是什麼？為什麼要巡查？
在車上，家明跟韻如告訴我們今天的工作重點：巡查考古遺址。咦？！考古不就是要去現場實際發掘的嗎？原來文資
處的考古工作者們的工作項目，並不包含發掘工作。那又為什麼要去巡查遺址呢？目的很簡單，就是防止遺址在土地
使用或是開發的過程中受到影響。

聽起來一點都不困難啊，想來就是開去一些被封鎖線或者水泥牆圍起來的現場，可能會經過一些安全哨或保全，進去
之後，有一個又一個的探坑，然後很多人在默默的發掘吧？

事情不是外行人想得那麼簡單，車子很快開到了今天的重點──埤子頭遺址，但是映入我們眼簾的卻是一大片的鳳！
梨！田！

對，就是一望無際的鳳梨田！就像走錯棚到什麼今日農村體驗營一樣，空氣中充滿著濃濃的發酵水果味，遺址在哪裡
？家明蹲在地上看了看，拿起一片大概五元硬幣大小的陶片。

「這就是二千多年前的陶片。」

居然這麼簡單就能撿到二千多年的陶片？我們讀書少，你可別騙我們！不是只要是遺址，就會被保護起來嗎？追問之
下，才知道原來遺址依法被分成三大類：

一、指定考古遺址：國定、直轄市定、市（縣）定考古遺址

二、列冊考古遺址

三、疑似考古遺址

而臺南市目前有 300 多處考古遺址，是全臺灣遺址密度最高的地方。不過考古遺址的所在地大多都是私有地，也不
可能以此完全限制地主使用自己的土地，所以才需要編制人力來走訪巡查，看看這些遺址有沒有受到土地利用的影響
，同時也與地主、里長們溝通，希望鄉親們在使用的過程中盡量不要影響到地底下的文化層。

但是，總是難免會有遺憾，前面說的陶片，就是因為種鳳梨早期都用機具翻耕，所以很多史前陶器都被打碎、散落在
整片鳳梨園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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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避免這些破壞嗎？我們問。

對於遺址的處置大多是希望可以現地保存，讓考古遺物們留存在地底下，等待未來機緣到了的時候再來進行考古發掘
和研究，但現實未必能夠實踐，其中除了法規的問題，也包含了資源分配的困境。韻如和我們分享了一個小插曲，她
曾在巡查的過程中，遇到種田大姊質疑「你們政府說考古遺址很重要，那就把這些地都買下來啊！」，韻如也只能無
奈地回答「可是買下來的錢也是你們的納稅錢耶。」

聽起來很搞笑，但淡淡的話語中藏著許多不為外人道的辛酸。

法規上規定，指定遺址及列冊遺址每個月巡查一次，文資處針對疑似遺址自訂的巡查原則是開發風險高的疑似遺址半
年一次，開發風險低但具有學術研究價值的疑似遺址則是一年一次。聽起來好像還好，只要人力許可以應該是沒問題
吧？

前面說過，臺南市共有 300 多個遺址、重點遺址大約有 40 多個，那巡查的人有多少呢？

「就我跟家明喔！」韻如笑笑說。想也知道這麼多的遺址光靠兩個人根本吃不消，於是他們也與建管單位合作，當有
建照的申請案時，也會請他們調查開發地點是否有遺址的存在，如果有的話，則會有相對應的監管措施，萬一私自破
壞，也是會有罰則的！

韻如笑著說：「家明有一次下班去散步的時候，發現某個工地疑似有破壞到遺址，馬上就叫人家停工。」聽他們說，
臺南的鄉親大多很清楚臺南有深厚久遠的歷史，比較願意配合，家明接著說：「還好對方也能理解，後來也是趕快做
搶救發掘，讓文物可以保存下來。」

歷史與考古，真的不一樣
一整天下來，我們造訪了牛稠子、埤子頭遺址，南科園區的瘦砂、道爺南糖廍、道爺古墓、南關里東及右先方遺址和
烏山頭、國母山遺址，在短短 7 小時內、看了 9 個遺址，同行的夥伴至少比早上黑了兩個色號。貼心的家明跟韻如
為我們準備了一桶水，除了隨時補充水分預防中暑之外，還可以拿來洗不小心踏進泥土堆裡面的鞋子。這樣辛苦的工
作卻是他們的日常，不管是盛夏或是寒冬，到了該巡查的時候，就是要出去巡查，看顧著這些遺址們，確保他們沒有
遭受到破壞。

結束了巡查行程，接著前往隆田的臺南考古中心展示室進行訪談，此時我和同行夥伴早已累倒在車上。身為歷史學科
出身的我們，總會遇到一些親戚朋友認為歷史與考古好像差不多，但在經過跟著他們一天的貼身採訪後，我們打從心
底吶喊著：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啊！

對於考古學來說，在現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跟歷史學不同，歷史可以依靠文字的紀錄，讓我們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
事。但考古研究發現的是更早以前的人類、物種與自然環境的紀錄，尤其是沒有文字的時代，人們要如何生活、如何
思考，東西擺放的位置、空間的配置、器物的紋樣與形狀……等等，都有其意義，每一次的發掘，都像打開一個時空
膠囊，看見被時間塵封的過去。而考古工作者們就像偵探，得透過仔細而艱苦的工作，讓現在看見過去。

浪漫考古夢背後的辛酸血淚
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驚訝地發現家明本來和我們一樣是歷史學出身，因為一些因緣巧合，讓他在考古這個領域札了
根。本來是跟著老師的考古計畫工作，哪裡有計畫就往哪裡去，但某次吃著火鍋唱著歌、糊裏糊塗就被賣（？）到了
臺南市文資處來做考古遺址相關的第一線工作。

韻如說「根據我的觀察，家明是一個對考古遺址有強大熱情，對遺址的保護有股強烈使命感的人。」平常在辦公室總
是沉默的家明，一說到遺址就滔滔不絕、眉飛色舞，他說：「能救一個是一個啊！」

一說起考古遺址就眉飛色舞的家明。
韻如則是學以致用，大學、研究所都是相關科系，取得碩士學位後，進入中研院服務，後來看到文資處有開缺，於是
從臺北來到了臺南。韻如說，目前在臺灣考古相關的工作並不是太多，也會受到一些限制，在學術界大多是跟著老師
做田野調查，隨著臺灣各地開發的情況，去進行計畫性的考古工作。同時她也發現到，學術的考古遺址和文化資產的
考古遺址是有落差的，在公部門也是有需要懂考古的人員，來協助政策的擬定和站在第一線面對考古遺址的保存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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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詢問韻如在進入公部門之後，最大的衝擊是什麼？我們本來以為會聽到關於看待考古遺址不同態度的轉變之類的
，結果韻如給了我們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她說「最大的衝擊是覺得自己語言能力不好！」

需要站在第一線的她，溝通的對象大多是臺南在地的鄉親，要跟他們解釋這個地方是考古遺址、巡查人員正在做甚麼
，或是想要進一步了解遺址所在的土地故事，需要嫻熟的臺語能力。某次她去巡查時，遇上一位熱心的阿姨要跟她分
享當地的各種奇譚，像是當地曾經出現過蔭屍的傳說，但阿姨的語速實在太快又帶著濃厚的口音，當時她只能聽懂三
成，等到臺語好一些之後，卻再也沒有遇過那位阿姨，讓她（和我們）至今還是不知道蔭屍傳說的細節，這樣的在地
故事或線索也很可能因此而失傳。

熱心的韻如和我們分享了許多關於考古學的知識。
除了負責遺址的巡查工作之外，他們同時也要處理其他關於考古相關的行政庶務，加班也時常是他們的日常，但也多
虧了有他們的存在，考古遺址們才得以保存，不至於被隨意開發而破壞殆盡。

一整天下來，我們除了被曬黑之外，也覺得考古工作不僅需要腦力，更需要充沛的體力跟熱情，我們像是兩隻弱雞累
癱在臺南考古中心的隆田展示室裡，他們卻依舊精神奕奕的與我們侃侃而談關於考古遺址的種種。

在我們的最後一站──臺南考古中心隆田展示室中有許多展品，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簡單扼要的讓我們對於臺南市
的考古成果有初步的認識。我們走在隆田展示室特製的玻璃走道上，看著下面模擬挖掘現場的陳設，散落的陶片和工
具，精巧的呈現各個文化的特色。

這時我們赫然發現裡面竟然有一整副狗的遺骸，雖然不是曾經上過報的那位臺灣第一汪星人（http://www.chinatimes.
com/realtimenews/20141112004354-260405 ），但也是條 1000
多年的老狗了，我們驚訝的問：「這是真的嗎？？」

韻如微笑著，用一種聽起來很土豪卻也有點心酸地語氣說：「我們沒有經費做假的。」

在我們眼中，他們就像是小說裡守護寶藏的騎士一樣。即便沒有鎧甲護體、寶劍傍身，他們仍憑著一腔熱血，守護過
去人們與物種曾在這裡留下的痕跡。雖然他們不像考古學家會實際執行考古發掘、研究，但如果缺少了他們，也許有
許多考古遺址，在土地使用的過程中便遭受了破壞，我們就不會知道這片土地上曾孕育出多少令人讚嘆的文明、又有
多少尚未被發現的故事深藏在你我的腳下。我們往往會覺得考古遺址似乎離我們很遙遠，但仔細想想考古遺址其實就
在我們的腳下，或許⋯⋯你家後院可能不只養了一頭牛，還可能埋有一整座考古遺址喔！

本篇圖文由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與故事共同製作。希望說更多深藏在臺灣土地裡的故事。

更多好故事請加入故事訂閱☞☞https://pressplay.cc/gu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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