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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考古動態
文．葉長庚

「卑南文化公園二期範圍卑南遺址短期考古發掘計畫」1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研

究人員所組成的卑南遺址研究團隊負責執行，本計畫發掘的目的除了針對卑南二期新建工程

的施工進行試掘評估外，在研究部份主要針對於2008年所完成徵收的12.4244公頃之「卑南

二期範圍」的遺留分佈情形與內涵進行釐清。

雖然計畫執行至今已超過半年，但在人力受限的情況下，除了今年初與臺灣大學人類學

系所進行之田野合作外，目前僅完成西入口區域的試掘評估。從年中至今持續進行的是為瞭

解卑南二期範圍地下遺留分佈情形的試掘作業，目前主要目的在於找尋曾經存在卑南二期範

圍內的「U1」卑南石柱。

關於卑南石柱的重要記載

1896年烏居龍藏曾拍攝了幾張當時立於卑南遺址上的石柱照片，可說是卑南遺址最早

的發現記錄，但這些資料卻遲至1990年才被發表(宋文薰、連照美2004:32)。在1915年出版

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中，也可以看到聳立於卑南遺

址的大型石柱，作者並提及這樣的地點有七、八處，柱子上方皆有穿洞(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1915:315-316)。

1945年金關丈夫與國分直一曾在卑南遺址進行發掘，這次的發掘可以說是卑南遺址第一

次有明確記錄的考古發掘工作，當時他們便選擇了立於王宅後方也是至目前所知最大型的卑

南石柱旁進行發掘。雖然後來大家知道該次發掘並未能全面完成，但是從出土的結構現象，

二位先生判斷應該屬於住宅結構，因此推測卑南石柱應屬於住宅結構的一部份，除了做為側

壁，其上的穿孔可能是用來作為架橫樑使用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著，譚繼山譯1990:126-

162)。

到了1980年由宋文薰、連照美兩位老師所帶領的臺大考古隊在卑南遺址進行搶救發掘

時，曾針對那時仍立於地表的石柱進行記錄(宋文薰、連照美2004:18)，而被記錄到的石柱僅

1　後文簡稱本計畫。
2　後文簡稱本館。

圖1：目前唯一立於卑南遺址的石柱—「月形石柱」。(拍攝／葉長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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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件，分別被編號為U1-U5，其中「U2」石柱即現在的「月形石柱」，「U5」石柱即位於

王宅後方卑南遺址上最大的石柱，而「U1」石柱的位置即唯一座落於卑南二期範圍內但已不

復見的卑南石柱。

從過去關於卑南石柱的資料顯示，曾明確被記載的石柱也沒有超過10件，目前僅剩下

唯一的「月形石柱」孤單的立在原地(圖1)，所以找尋曾經立於二期範圍內後來卻消失的

「U1」卑南石柱之相關線索(圖2)，不論往後在卑南考古研究方面或是卑南遺址的展示規

劃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找尋失落的卑南石柱

所以針對「找尋失落的卑南石柱」計畫，本館考古隊藉由過去對石柱位置所測繪的資

料(宋文薰、連照美2004:18)，利用王宅建築物、周邊道路與月形石柱的位置作為參考，透

過繪圖軟體進行疊圖作業，將這些資料套疊到卑南遺址發掘設立的方格系統上，即可推測出

「U1」石柱可能位於哪個發掘探坑的區域再進行發掘，主要目的在於重新確定「U1」石柱

的位置以及目前埋藏於地底下的情況如何。

圖2：失落的卑南石柱—「U1」石柱。(修改自宋文薰、連照美2004:33，劉宜婷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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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疊圖所產生的資料(圖3)上顯示，「U1」石柱座落於卑南二期範圍的檳榔園內，在現

在考古現場北側約150公尺處，所以本館考古隊依據卑南遺址發掘探坑的方格系統於該區域

定坑(圖4)，並進行發掘。

由於這個區域後來被用來作為檳榔栽植使用，地貌已經與過去大不相同，檳榔樹雖然屬

於淺根植物，但仍對考古發掘與地下遺留的堆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在緩慢但仔細的發掘

下，目前已在該區域發掘出一些現象，為求謹慎與遺址的保護，主要的結構現象皆予以保留。

在目前已發掘的探坑中，寬約170公分，厚約10公分的板岩殘斷基腳立於探坑的結構現

象之中，推測極可能是「U1」石柱所殘留的部份(圖5)，周邊現象也屬於建築結構的一部份，

而站在這個位置往東南方亦可看到「月形石柱」的身影。

推動卑南遺址相關研究

本館為推動卑南遺址相關研究的發展提出獎助博、碩士生研撰卑南遺址相關研究的方

案，本年度有三位同學提出與卑南遺址田野可行性調查研究計畫獲得獎助，龔琪嵐、康芸

甯、宋韻如三位同學分別對於卑南遺址的地質環境、植物遺留、建築結構等議題具有興趣，

圖3：為找尋「U1」石柱的位置而進行疊圖之成果(修改自宋文薰、連
照美2004:18，劉宜婷繪)

圖4：為找尋「U1」石柱於檳榔園中整地、定坑，預備發掘。
(拍攝／葉長庚) 

圖5：疑似「U1」石柱殘存的底部，標杆尖端所指處。(拍攝／黃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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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獎學金受獎同學前來卑南遺址進行田野評估。(拍攝／劉宜婷)

且在獲獎後親自來到本館進行研究討論與田野評估(圖6)，過程中本館考古隊針對各別研究上

的需求分別提供協助。

其中，宋韻如與康芸甯二位因研究與考古學直接相關，於暑假期間分別參與了本館考古

隊的發掘工作與資料整理作業，希望能藉由參與相關作業的過程中能對於卑南遺址的資料更

為瞭解，進一步找出適合作為學位論文的研究題目。另外，本館考古隊亦配合龔琪嵐在地質

環境研究方面需求，後續將持續聯繫並安排考古發掘探坑採取土樣等相關事宜。

未來工作計畫

本計畫的執行時間還有一年多，未來將透過一些研究議題的探討來找尋與其它學術單位

進行合作的可能性，目前設定了一些關於陶片分析、遺址區域研究與資料庫建置等議題，期

望往後在卑南考古研究上能納入更多研究的議題。

在考古發掘部份，在目前人力資源的限制下以及卑南遺址複雜且豐富的史前遺留堆積，

一再地考驗考古隊員(圖7)的功力與耐力，所以目前發掘的進度較為緩慢，不過卻能更細緻地

記錄相關的訊息，並且期望能建構出卑南遺址發掘的架構，以作為往後卑南遺址學術研究的

基礎。

（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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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史前館考古隊員工作情境。(拍攝／葉長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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