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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李大哥，印象就是一個很熱心的好大哥，只要是館內的活動，他都盡可能的參加及

幫忙，甚至休假日，如果他有空的話，還會來幫公服組的忙。

老實說，這次魏德聖導演來，又讓我想到他，因為如果他在的話，他一定會幫忙我們拍

很多照片，不像現在，連一台幫我們拍照的相機都沒有，都要自己準備或是臨時找別人借，

也許是因為我們被李大哥給寵壞了吧！

這次要找照片，我找了好久只找到二張，這才發現，我好多在館內的照片都是李大哥拍

的，而他的照片卻少之又少⋯⋯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公共服務組 張瓊月

獻給愛書的德仁大哥，因為有您我們得以茁壯。

從台大人類學研究所到結婚以後，我們除了看到德仁大哥收集的珍貴書目之外，我們也

從德仁大哥簽在書上的名，發現到他的生命歷程，就像結婚以後，德仁大哥的書中，就不再

只有他一個人的名字呢~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吧！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分館籌備處 黃芳琪

德仁，我們想你！
文．自由投稿／圖．黃旗華、張瓊月、李虹妮、黃芳琪

李大哥：

真的很懷念和你一起在辦公室的日子，能和你當同事真

的很幸福。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分館籌備處 黃旗華

To德仁大哥：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您離開我們已經三年了，還猶記

得，您那爽朗的笑聲及時常拿著相機幫我們拍照的身影。雖然

您已經離開⋯⋯但仍留給我們滿滿的回憶及對您無限的思念。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彭惟莉

記憶中，德仁大哥是位默默行善與助人為快樂之本的

人，雖然相處時間不多，但深深感受到德仁大哥的熱心，因

為有他從旁協助讓我們認識及辨認到許許多多來自各地的珍

貴文物標本，他的好及付出深深烙印於我們心中，在此向他

說聲謝謝！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林怡君、林怡如

德仁大哥~

史前館永遠的superman~

三年了您在天堂裡過得好嗎？

因為您總是忙進忙出的喜歡幫助大家，我想您應該還是

很忙吧！

我是以前常麻煩您的虹妮啦！

三年過去了，對您的思念和感恩依舊，您永遠是我心中

最熱心助人的德仁大哥~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公共服務組 李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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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八月，我因開始進博物館工作，

因緣際會地接手，帶著家人住進了德仁學長在豐田國中旁的租屋處。

如今，三年多了⋯，

德仁學長使用過的書桌、書櫃、傢俱，依舊安然如昔。

屋外，德仁學長曾小心呵護餵養過的流浪貓狗，

不時帶著牠們的小貓小狗們躍過圍牆，徘迴在客廳門前，

我想，這些貓貓狗狗，可能都還在等著外出流浪的主人回家⋯

德仁學長走了嗎？還是，只是一直沒回來⋯⋯？

流星，劃過天際 ⋯⋯

是上帝不及人間的最後嘆息！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楊政賢

學長，我們都很想念你，我們的想念將是永恒的。在宇宙中，它將是個不會抹滅的痕跡。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學弟 鄭建文

笑咪咪的德仁學長就像是一頭默默守護卑南文物的溫柔大熊，高大又和善。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學妹 阿喵(黃維君)

認識德仁學長的時間很短，但常受到學長的幫助及贈書，他的敦厚個性也給予學弟妹許

多鼓勵。謝謝你，學長。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學弟 楊宏政

  

地質學方法於考古學研究之應用
文／圖．楊小青

全球環境變遷為二十世紀末炙手可熱的研究議題，地球科

學在此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尤其將之應用在考古學研究上，對

於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環境變遷的互動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因

此近年對於考古學的研究，地質學方法除了傳統上對於遺物的質

地與來源運用更多的先進技術從事分析外，同時也累積了有關人

類與環境互動的豐富證據。他們一方面能提供說明人類文化演化

的軌跡，另一方面也能在自然和社會環境變遷過程中，提供當時

社群如何選擇食物資源的因應策略。因此遺物的質地、來源地以

及遺物製作技術的研究分析、遺址探勘及古環境解析等成為新興

的 地質考古學 （geoarchaeology）主要研究議題。

（一）遺物的質地與來源地分析

出土遺物，如玉器、石器、陶器或玻璃製品等遺物的化學

分析結果，可提供考古學者對於人類在自然資源的擷取、交換以

及人群間的往來明確的訊息，傳統上受到考古學者極大的關注，

也是地質科學在考古學領域最廣泛的應用。偏光顯微鏡、X光繞

射儀、掃瞄式電子顯微鏡、電子微探儀、拉曼光譜分析儀、質譜

儀等都是常用工具，以目前的分析技術而言，對於遺物材質的辨

識毫無問題，重點只在於是否有足夠的地質資料庫可供分析結果

比對，以確認遺物的來源地。

偏光顯微鏡（圖一）為地質學家研究岩石中礦物組成的基

礎工具，考古學家也常應用於陶片組成分析。基本上陶器可以視

為一種沈積物的燒結物，而陶土與摻合料的選擇反映了製陶者對

於自然材質的瞭解與燒製的技術。為了讓陶土具有一定的黏滯性

可以把陶器捏製成型，一般選用顆粒度在粉砂級（<0.06mm)以

下的土壤沈積物，這樣的顆粒度是無法以顯微鏡鑑定礦物種類 

，必須使用X光繞射儀（圖二）。但是X光繞射儀是一種半定量

分析儀器，台灣新石器時代陶器的燒製溫度未超過900℃，黏土

礦物尚未產生相變，造成分析上的困難，只有從摻合料組成來推

論來源地，此時偏光顯微鏡分析足以解決。

掃瞄式電子顯微鏡（圖三）最大的好處在於他是一種非破

圖二：陶土本身的礦物過於細小，
無法由顯微鏡直接以肉眼觀察，必
須藉由X光繞射分析儀鑑定礦物組
成。同樣由礦物組成可以推論陶土
的來源地。

圖三：掃瞄式電子顯微鏡可用來觀
察物體表面的顯微結構，對於陶片
受熱燒結狀態的瞭解相當便利，如
圖所示，陶土與摻合料仍保持原有
型態，幾乎沒有燒結或玻璃化的現
象，表示陶器燒製的溫度低且受熱
時間短。掃瞄式電子顯微鏡也可結
合能量光譜分析儀（EDS)，可初步
瞭解觀察物的化學組成。

圖一：利用顯微鏡觀察陶片摻合料
的組成，可判定陶器為當地製造或
是外來輸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