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編的話

這一期在內容上有了些許的改變，本期嘗試以較具有知識性的文章呈現，盡量

減少活動報導的文章。本刊雖然定位為推廣性的刊物，但是真正希望推廣的是知識而

不是宣傳活動，因此在各單元也改以學科來區別，希望本刊真的可以成為本館知識的

驛站，傳遞給更多的人。在此也希望大家踴躍投稿，除了本館同仁之外，也廣邀博物

館美術館同業、各學門專家學者、在學學生、文化工作者等，共同提供經驗，分享知

識。

每個博物館都有它得天獨厚的地方，有的文物豐富，文化內涵綿長；有的位於都

會精華，人文薈萃；有的遊客如織，經費寬裕。而史前館最佔優勢的資源是什麼呢？

我認為是原住民部落。有的博物館想經營博物館與部落關係，卻受限於地理上的分

隔，或是被視為經營策略上的枝椏。而史前館在臺東，可以說和部落比鄰而居，而且

臺灣南島民族研究是本館三大主軸方向之一，如果史前館與部落不能互利共生，彼此

汲取養份，那就枉費了史前館設在臺東的美意。

其實十多年來，史前館已做了很多與部落合作的工作，這一期的專題「博物館與

部落」就介紹了一些，當然還有更多的精彩及感動是沒有寫出來的。專題中的文章包

含了來自博物館的聲音，也包含了來自部落的聲音。馬田以部落族人的身分，從新博

物館學來看民族學校的實踐；頌恩以一個「大館」的高度列出史前館可提供部落合作

的服務項目，期盼在過去合作的基礎上與部落建立更密切的關係，至於要和其他機構

在「入館人數」這個紅海中廝殺，那是另一件事了；文山以部落文物館經營者的角色

談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及經驗，有心則有力是最大的感動；佳靜在遺址公園上的小米

田牽起了遺址公園與部落的聯繫，也開啟了跨部落婦女團交流小米栽種文化的機會，

我給她按個讚；從雅雯描述文學館在部落辦巡迴展的例子，依稀感覺到國家級博物館

以大館的身影踏入部落土地的戒慎，相對於史前館可以近水樓台長時間和部落「搏感

情」，實在是很幸福。

做為一個地球公民，如何共創不同物種、族群、文化的生存空間，一直是所有人

類要面對的議題。宗瑋及郁倫的文章雖然帶有些衝撞，我卻期盼讀者們以更多的省思

來取代不安與無奈。在「考古天地」單元中，介紹了綠島柴口遺址的新發現，雖然只

是幾片陶片而已，卻可能具有研究上的指標意義；其他三篇都與卑南遺址相關，尤其

是最近才被列為國寶的四件文物，值得大家細看。在典藏品選介中，勁之介紹了卑南

族南王部落男子布裙，看似一塊簡單的布，卻蘊含了一般人不知道的文化故事，博物

館要展現文物的價值就該多說一些文物故事，所以以後每一期都會有介紹典藏品的單

元，精美的館藏要讓大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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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
2012年卑南族跨部落婦
女在卑南文化公園小米田
參與聯合除草活動

封面照片
卑南文化公園邀請下賓朗
部落卑南族人於園區內建
造傳統家屋，並於落成時
在家屋前歌舞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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