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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文化公園二期計畫的規劃遠景
文．楊淑玲

卑南遺址的指定過程：從「一級古蹟」到「國定遺址」

民國94年修正通過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與之前的條文對照，將

「遺址」類獨立出來自成一類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作法，因嚴格說來臺灣擁有遍布各地的史

前遺址約2000處，並不輸給其它文化資產的質與量。由於之前遺址被歸類為古蹟，但常因年

代久遠而被掩埋於地下，較不引人注意，是以無從彰顯其重要性，經過修正以後，「遺址」

類的定義，可看出臺灣有足以和世界重要文明媲美的發展歷程。位於台東的卑南遺址為臺灣

擁有最完整聚落遺蹟的史前遺址，亦是環太平洋地區最大的石板棺墓葬群遺址，同時也是新

石器時代中晚期卑南文化的代表性遺址，在民國77年由當時的主管單位內政部指定為一級古

蹟。隨著文資法於民國94年進行修正，卑南遺址現已經主管機關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

文建會)改列為國定遺址。

從搶救到保存之路

因保護卑南遺址而成立之卑南文化公園

為臺灣第一座遺址公園，佔地18公頃，屬於遺

物分布較少之區域，而位於其東側之遺址分布

最密集的「精華區」雖位於都市計畫保護區，

但仍屬於私人土地。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以下簡稱本館)為了積極保護尚未被徵收之遺

址精華區而於民國95年向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以下簡稱經建會)提報「卑南文化公園整體

計畫」，此一計畫於民國96年由經建會核定通

過。「卑南文化公園整體計畫」為5年計畫，

於民國97年完成土地徵收作業並預計於民國

101年完成所有工作計畫。以下針對此一計畫

目前之工作項目作一概述：

1.民國97年完成土地徵收作業，可更有效地保護遺址。

2.結合原已開放之卑南文化公園18公頃區域，及此次提報之第二期計畫土地12.42公頃共約

30公頃，進行整體規畫(圖1)，於民國97年委託中冶環境造形顧問有限公司完成「卑南文化

公園第二期綜合規畫案」，以此作為未來5年工作之基礎。本案內容包括現況分析、遺址展

示及復原評估、考古研究與經營管理等課題、基本計畫、現地展示館建築及展示規畫、服

務設施規畫、營運管理及行銷計畫。(參見卑南文化公園第二期綜合規畫案總結報告書)

圖1：卑南文化公園之一、二期區域

28-5完稿.indd   23 2010/12/22   4:30:08 PM



24        

3.本館依法於民國98年7月底先將已完成之卑南文化公園二期工程規畫案送交文建會進行

審議，於98年10月召開第二次審議會後通過。

4.而和本案有關之遺址發掘則由本館另外研擬「卑南文化公園二期範圍卑南遺址考古發

掘計畫」，於民國98年11月送交文建會召開遺址審議委員會審查，未獲通過，於98年

12月再次提送審查後提交書面資料備查，文建會核定通過短期考古發掘計畫。

5.本館於民國99年5月將第二期計畫區域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送請環境保護署審查，目前

仍須依據環評委員意見修正後再次送審。

6.在進行與本案有關之各項法規審查的同時，為使本案能兼顧硬體和軟體的規畫一致，

由遺址公園組(以下簡稱本組)進行「卑南文化公園二期新建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服務

案」招標工作，於民國98年底由簡安祥建築師事務所得標。預計於民國99至100年完

成細部設計並進行工程施作。

在考古學研究及展示方面，為了解卑南遺址範圍內地下遺跡遺物的分佈狀況，以提供卑

南文化公園整體規畫之參考，本組於民國98年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完成「卑南文化公園二期

計畫土地地球物理探測報告」(參見期末報告書)，這項研究使用三種探測方法，均顯示二期

計畫區的地下有密集的結構現象(圖2)。現階段也將在二期計畫區之北側透過考古試掘呈現地

下堆積狀況，並展開史前聚落範圍之研究(圖3)。

本組亦已於民國98－99年完成「卑南文化公園二期考古發掘記錄數位化」、「卑南文

化公園考古現場出土文物第一階段整理工作」、「卑南文化公園二期展示內容研究規畫」等

三項案件，另外亦將進行「卑南遺址史前植物遺留分析研究第一期計畫：矽酸體研究之可行

圖2：工業技術研究院利用電磁法進行遺址地下堆積分布
狀況之非破壞性分析(楊淑玲拍攝)

圖3：本館於二期計畫區內進行史前聚落範圍之考古試掘工作 
(楊淑玲拍攝)

圖4：卑南文化公園二期新建工程之規劃設計（引自簡安祥建築師事務所＆中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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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評估」、「卑南遺址陶質標本成份分析第一期研究計畫：陶質標本委託切片與初步分析研

究計畫」之研究案。同時編列「卑南文化公園第二期計畫獎助金」進行「博、碩士生研撰卑

南遺址相關研究或臺灣考古學研究」田野可行性研究獎助計畫。並預計於今年年底舉辦工作

坊，邀請參與研究之博、碩士生及專家學者發表研究論述。另外，由本館研究團隊完成西入

口服務站及現地展示館預定地之試掘研究，並定期與國立臺灣大學合作，提供學生考古發掘

田野實習的場域。

迎接未來之工作挑戰

卑南文化公園第二期計畫依時程已進入第三年，目前已由簡安祥建築師事務所與中冶合

作之設計團隊進行新建工程之細部設計，俟工程設計完成後提送公共工程委員會及文建會審

查，通過後即可進行新建工程之發包施作(圖4)。另規畫設立於月形石柱區之現地保存館也期

望能成為具有卑南文化元素之地標式建築(圖5)，並將過去發掘出土之石板棺群復原於現地保

存館內，再配合現地發掘出土之建築結構作一詮釋，讓觀眾能瞭解遺址的意義和關係，進而

強化遺址的保存工作。

而台東縣政府目前也積極推動台東火車站之後站計畫，將來可將搭乘火車之旅客經由後

站引導至卑南文化公園內，使遺址公園成為台東觀光的第一站，藉此提升台東的文化旅遊。

總之，卑南文化公園二期計畫是為了保護卑南遺址之精華區的重要計畫，在完成之後，相信

也會提升台東的觀光發展。

（作者為史前館遺址公園組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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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月形石柱區之規劃（引自簡安祥建築師事務所＆中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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