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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協助本館「石破天驚」特展影片拍攝製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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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接待國外考古學者蒞館參觀活動。

(資料由史前館人事室呂美惠提供)

田野中的德仁 
文／圖．楊鳳屏

轉眼間德仁離開我們已將近三年了，同學、朋

友常覺得做為他的妻子，我該寫什麼來來紀念他，也

一併謝謝大家對他的好。我一直懷疑自己寫得出什麼

來。他是一個很親近的人，但卻也因距離和時間，讓

我有些陌生。而且他離開至今，還是有很深的抱歉與

遺憾，總不想真正面對他已經離開的事實。對他的記

憶也是片片斷斷，總是在某些個場景中突然憶及，啞

然失笑，然後失落。也常常覺得他還在身邊，每每回

台和師友聊著聊著，就會記起、說起他的種種、以及

共同的記憶，對我來說，他的離去太不真實，我總

想，或許他是以另一種形式陪伴著我們。想想，最適

合寫這個題目的人應該是朱正宜吧，他們倆一起共事

許久直到朱到比利時進修後才暫停。而後臧振華先生

從中研院史語所借調至擔任史前館館長，其負責主持

的南科園區的考古遺址搶救計畫(李匡悌先生為協同主

持人)也轉過史前館，朱是計畫助理，而後也進史前館

工作，他們又重新共事，和德仁一南一東分別負責南

科發掘的種種。十多年的共事經驗，本文疏漏之處，

就留給他補正了。

最早遇見德仁是在人類系館，我那時初轉入人類

系二年級，印象裡初見到他，他就只穿著背心、短褲

和藍白拖在系館裡晃來晃去，上上下下，所以我一開

始還以為是系裡的工友先生。後來才發現那時正忙著

讓系裡的學生工讀清洗標本，我後來也加入行列，從

樓下提水，在系館頂樓清洗和曬標本。那時只知道他

並不是個多話的學長。

而後暑假，碰上臧振華先生和劉益昌先生共同

主持的十三行遺址搶救發掘，我也有幸一起加入田野

發掘工作，才開始有比較多的相處。那時田野中他和

朱正宜是胖瘦對比明顯的二個助理，當地幫忙發掘的

工人也都直叫他們大塊仔和瘦仔。這位大塊仔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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