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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都從歷史課本中，第一次學到了臺灣重要的史前文化──卑南文化。但我們除了了解該文化是屬於新石器時代
、且擁有大量的石板棺之外，對於這個在當年名震一時、迄今仍具備深厚考古意義的史前遺址，多數人對它並沒有特
別的興趣。

本文期望藉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卑南遺址公園近期舉辦的「卑南遺址發掘四十週年：搶救
考古檔案回顧展」（以下簡稱「搶救考古展」），道出卑南遺址在 40 年前被發掘時，所面臨的社會掙扎與挑戰。

文章最後將針對世界各國都在「大外宣」、「刷存在感」的此刻，臺灣究竟如何邁向一個「文明大國」，提出眾人可
努力的方向，以供讀者思考與討論。

臺灣國寶，盜賣知多少？

除了來自中國大陸的諸多文物外，從臺灣這塊土地出土的文物，鮮少被列為「國寶」。這點不難想像，畢竟臺灣仍以
西方歷史觀點為主，而在西方已進入大航海時代之際，仍處在金屬器時代初期的臺灣，文物的精細程度、得以保存下
來之文物比例勢必較低。

不過許多人不知道的是，卑南遺址出土距今 3,000 年前的諸多細緻玉器，已有多件已被列為國寶，其文化重要性不
容質疑。只是這些珍貴的寶藏，卻有部分流入國外的「文物拍賣網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如同國內外諸多考古遺址，都是在工程中「意外」被發現的，卑南遺址也不例外。在 1980
年興建台東車站工程時，怪手司機發現地底有著一個個石板棺墓，這才讓卑南遺址重見天日。

從「搶救考古展」中我們可以看見，在 1980 年 7 月 1 日，《中央日報》風光報導了南迴鐵路開工，直到兩週後「卑
南遺址事件」首度見報。透過展覽的爬梳，我們發現直至 7 月 26 日，省政府才終於決議停工，並同意執行限期 3
個月的搶救發掘工作。

由臺大人類學系主導的發掘工作如火如荼地展開，該展覽也從參與挖掘的專家學者、學生紀錄中，找到一些有趣卻令
人感慨的事實。

像是當年考古發掘計畫的副主持人連照美教授就曾提到：「一個石板棺往往花去隊員一天的時間還不能做完，因此常
使得站立坑外很久的『觀光客』，等得很不耐煩而口出怨言。」計畫主持人宋文薰教授更直言這批觀光客們，「似乎
在白天特別勤於學習考古學方法與技術，以利在入夜後實習一番，因為幾次考古隊早晨上工途中，常可發現他們帶著
鋤頭騎摩托車滿載而歸。」

令人難過的是，學者們還真的在臺北古董商場上，看見了大批的卑南遺址出土文物，今日多半已流入國際拍賣市場。
從歷史照片上可以看見，在亙古不變的都蘭山前，那地面上坑坑疤疤的考古、盜掘洞窟，讓一旁告誡大家不可盜取的
告示牌顯得無比孤獨與諷刺。

當初限期 3 個月的「不可能的任務」最終在各界的爭取下延長為 8 年，然而在經濟掛帥的 1980 年代，面對範圍如此
廣大的石板棺遺址，考古學者們仍僅能搶救出部分文物，大部分的遺物和遺跡繼續被大家搭火車抵達台東、踏出車廂
後給踩在腳底下。

誰是「考古搶救行動」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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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40 年來，官方對於卑南遺址一貫的描述是：「1980 年是臺灣第一次的『考古搶救行動』。」「搶救考古展」
卻嘗試透過相關文字與影像紀錄，提出不太一樣的觀點：原來在二戰期間，兩位臺北帝國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的日籍教
師，金關丈夫（KANASEKI Takeo）與國分直一（KOKUBU Naoichi），抱持著對歷史文物的喜愛，冒著被美軍轟炸
的危險跑到臺東，只為了記錄上當時矗立在卑南一帶、尚未解謎的巨石石柱群。

所以誰才是「考古搶救行動」的第一人？或許是時候謙卑面對歷史、開始重新定義了。

另一方面，讓我們再次將目光回到 1980 的 7 月。雖然發現遺址之初，「開發巨獸」只獲准暫停 3 個月，但在那個「
臺灣錢淹腳目」的時代，這幾乎已是奇蹟。而讓這奇蹟發生的人們，和他們的所作所為，也同樣在展覽中被一一呈現
。

像是台灣的幾位學者，盡全力地在第一時間，向國外學術界與博物館界告知卑南遺址的新發現，藉由這些國際輿論的
正面反饋，游說政府網開一面，留給歷史一個機會。而從國家圖書館中重新解封的多篇新聞稿，更讓我們看見「記者
」是如何成功地帶起廣泛臺灣民眾的關注。當中最關鍵的角色，就是曾從事記者、當時任職於台東縣政府民政局行政
課的吳敦善課長。吳課長不僅運用自身的人脈去串連其他媒體，更動員自己的全家人，共同投入文物搶救的支援工作
，這些都成為保護遺址的重要力量。

而一位畢業於台東高中的陳嘉信記者，也在多次爭取後，讓卑南遺址的新聞第一次出現在臺灣民眾的眼前。回顧他的
求學史，正是因為他在高中期間，參與了校長梁惠浦的帶領的台東市區鯉魚山、白守蓮遺址之發掘與陳列工作，才讓
他深知卑南遺址的歷史意義，並願意投身文化倡議之工作。

我們或許可以說，太多的巧合讓台東這塊土地與「考古」結上了緣，才讓這份「搶救工作」雖不完美，卻有機會展開
。而蒐集並閱讀大量文獻資料，如同警方在辦懸案時抽絲剝繭，將這些歷史謎團解開的人，正是「搶救考古展」的策
展人──黃郁倫。

人文素養大國，就從看見土地開始

回顧臺灣考古簡史，相較起 40 年前台東卑南遺址現場的兵荒馬亂，8 年前的因蘇花改工程而發現的漢本遺址，因為
30 多年來教育改革、民智開啟、公民團體的興起，即便在政治力同樣強勢下，最終仍得以保存超過 9
成，並很快地列為國定遺址。

這不僅是臺灣教育與社會的進步，也是屬於臺灣人的勝利，因為我們靠眾人的力量，保存下屬於我們的歷史。

而今日，我們更能透過搶救考古展，面對 40 年前被抹除的不光彩，並補給那群無名英雄最熱烈的掌聲。

擔任史前館研究人員的黃郁倫自述，這個展覽是在她自己多年前由文史工作者鍾光華女士捐贈給博物館的「卑南遺址
」文物中的一把「石鐮」得到啟發。事實上如將這把「石鐮」以考古文物的觀點看來，價值並不算太高，主因是它的
上頭被一位名為「一簞」（為鍾女士的先生杜若洲的筆名）的人寫上了一首「漢詩」。現在看來是「破壞文物」的舉
動，在當年或許只是發思古之幽情的文人雅致。正是這錯綜又錯置的史感，挑起了黃郁倫的興趣，也激發她決定花費
數月時間，好好地將這段歷史中「有溫度」的故事梳理出來，並一一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如再從「教育」的觀點來看，黃郁倫的「問題意識」、「研究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成為完成這個展覽的重要
基礎。同時，她嘗試從尋常的博物館工作，找出一個在地議題之全新脈絡並積極投入，這個精神恰好符合剛在臺灣上
路一年的 108 課綱中的「社會探究與實作」課程。

目前臺灣正處於教育制度大幅度調整的關鍵時刻。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希望能培養出更多面向的人才，並讓更多資源
能夠被挹注於這些致力「聽土地說話」，卻總被社會忽略與遺忘的領域。

如果你像我一樣、已經離開學校好一段時間，無法再透過學校課程來學習歷史，或許可以考慮在下次來到臺東拍網美
照、搭熱氣球、看明星演唱會之餘，也靜下心來，造訪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這將是你走入歷史、聽見土地、
重新看見自己歷史的好機會。

我想，或許等到史前館時時人聲鼎沸的那一天到來，就是臺灣成為「文明大國」的時刻了。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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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歷史知多少：若非數十年來的「考古搶救行動」，這些國寶將永遠被埋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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