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考古學

授課老師：人類學系助理教授  陳有貝    

研究室：人類學系系館207 

電話：(02)2363-0231～3782

e-mail:yupchen@ccms.ntu.edu.tw

一、課程介紹

    台灣考古學的重點可以分成台灣考古學史，以及以台灣史前史為主的研究成果等

兩方面論述。

一般將台灣考古學的開始定為1896年，早期多為探險式的遺址發現調查，後期才

見機關團體進行系統性的調查與研究，在日本學者主導約五十年的時間奠定了台灣考

古學的基礎。到1950年代以後，大陸中國學者來台，帶來中國考古學的歷史研究方法，

確立了台灣考古學的文化史研究方向。1970年代以來，留學生陸續引進西方的新知識，

讓今日的台灣考古學更加多元。

台灣史前史始於更新世晚期的舊石器時代，當時人類藉由冰河時期的陸橋從東亞

大陸走進台灣島。到了六千年前又有大量的南島移民帶來新的技術與生活方式，此新石

器時代在台灣各地深入適應與發展，形成特有的文化面貌。到了兩千年前，鐵器的出現

取代了長久以來的石器，導致生活方式的劇烈改變。鐵器時代也是與外界大量進行物資

交換的時代，從這個接觸過程中，台灣住民學得了新知識與新技術。到了十七世紀則是

由貿易帶來文化的接觸與影響。雖然地處海島，但是史前以來的台灣便不斷地透過各種

方式吸收外來要素，並融合於多樣的本島文化之中。

本課程將以上述兩個為主題，介紹台灣考古學的相關知識。

二、上課方式

    每週三節課，第一節為內容大綱講授，第二節選擇重點做深入陳述，第三節由

同學經收集資料後，於課堂上報告並接受他人問題詢問與討論。

三、評分方式

    課堂發表 20%，小考15%，期中考20%，期末考 45%。另依缺席率，以20分為起始，

採等比級數方式扣除總分(第一次扣 1分，第二次扣 2分，第三次扣4分，第四次扣

8分…)，預先已獲准假者不在此限。

四、選修對象

    大學部選修課程。屬台灣研究學程。

五、時間地點

    每週三下午 2:10～4:00（含下課）。人類學系系館313教室。



六、預定進度：

  

1.課程說明

(一)台灣考古學研究史

    1.序論－什麼是考古學

    2.台灣考古學的開始（1896～1927）。（一個日據時代早期的考古探險家）

    3.台灣考古學的發展(1928～1949)。（殖民時代日本對台灣史前時代的看法）

    4.戰後的台灣考古學（1949～1970’s）。（台灣史前時代的來源－與大陸的關

係）

5.台灣考古學的新思想（1970’s～）。（世界上的新舊考古學爭議）

6.今日的台灣考古工作。（一個現代的考古發掘或台灣博物館中的考古資產）

（二）台灣考古學的研究成果

7.舊石器時代的證據與學說（現代世界中的舊石器時代人或冰河時期的東亞陸

橋）

8.新石器時代的形成問題（南島語族的來源與考古研究）

9.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發展問題（根莖作物、水稻、陸稻、小米的栽種與產量）

10.新石器時代的多樣性（世界的巨石文化）

11.鐵器時代的形成與發展（平埔族的民族誌、原住民器物與史前遺物的比較）

12.與歷史接軌的貿易時代（貿易世界中的台灣）

13.台灣史前的特殊性

14.史前台灣的幾個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