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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執行 108 年度中國大陸

出國計畫：「與復旦大學共同調查研究上海地區博物館收藏臺灣原住民文物暨遺

址博物館考察」計畫並辦理復旦大學邀請研究合作交流案的出國報告。 

史前館依現行重要任務需求，規劃辦理上海市博物館及遺址考察。由館長王

長華及研究典藏組研究助理王勁之前往觀摩「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太平洋藝術

珍品展」之示設計，並至崧澤遺址博物館、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觀摩考古遺址的

規劃與營運，藉此蒐集世界南島常設展示廳規劃設計及南科考古館營運所需參考

資料。 

臺灣原住民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研究，亦是史前館所肩負的其中一項重要任務。

過去十年間，史前館持續進行海外臺灣原住民文物的典藏現況調查。為延續本項

深具意義的工作，2019 年也規劃前往上海博物館蒐集藏品資訊。而之前 2017 年

在上海復旦大學辦理的調查工作，奠定了合作的基礎。2019 年復旦大學邀請本

館研究人員協助進行該校的臺灣原住民典藏品檢視鑑定及詮釋，所得的研究資料

將由雙方共享，成為建立學術資料庫及未來合作辦理展示及出版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史前文化、復旦大學、臺灣原住民、遺址、上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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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依現行重要任務需求，規劃辦

理上海市博物館及遺址考察。由館長王長華及研究典藏組研究助理王勁之前往觀

摩大洋洲展示設計及考古遺址規劃及營運，藉此蒐集臺東康樂本館世界南島常設

展示廳規劃設計及南科考古館營運所需參考資料。 

臺灣原住民文化資產的保存及研究，亦是史前館所肩負的其中一項重要任務。

過去十年間，史前館持續對蒐藏在海外的臺灣原住民文物現況進行系統性調查。

為延續本項深具意義的工作，規劃安排前往上海博物館蒐集藏品資訊。而前年在

上海復旦大學的調查工作，奠定了本次雙方合作的基礎。2019 年復旦大學邀請

本館研究人員協助進行該校的臺灣原住民典藏品檢視鑑定及詮釋。所得的研究資

料將由雙方共享，成為建立學術資料庫及未來合作辦理展示及出版的重要基礎。 

貳、行程安排及參訪議題 

一、參訪行程 

本次出國時間為 2019 年 6 月 15 日至 6 月 25 日，係執行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之中國大陸「與復旦大學共同調查研究上海地區博物館收藏臺灣原住民文

物暨遺址博物館考察」計畫並辦理復旦大學邀請研究合作交流案。行程安排： 

日期 地點 行程及工作內容 備註 

6 月 15 日 

星期六 

臺北-

上海 
去程  

6 月 16 日 

星期日 
上海 

前往崧澤遺址博物館、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觀摩上

海考古遺址及博物館規劃及營運狀況，作為本館南

科考古館營運所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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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 

星期一 
上海 

與復旦大學合作，共同調查及研究上海博物館及復

旦大學所典藏之臺灣原住民族文物，逐步建立詮釋

資料 

 

6 月 18 日 

星期二 
上海 

與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老師及專業人員進

行學術交流並洽談合作授權 
 

6 月 19 日 

星期三 
上海 

觀摩上海博物館之「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太平洋

藝術珍品展」大洋洲展示，作為本館世界南島展示

廳規劃設計之參考 

 

6 月 20 日 

星期四 
蘇州 參訪蘇州博物館及世界文化遺產拙政園 

受邀

行程 

6 月 21 日 

星期五 
蘇州 參訪蘇州絲綢博物館及寒山寺 

受邀

行程 

6 月 22 日 

星期六 
上海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邀請本館研究人員協

助進行臺灣原住民典藏品檢視鑑定、詮釋工作。 

受邀

行程 

6 月 23 日 

星期日 
上海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邀請本館研究人員協

助進行臺灣原住民典藏品檢視鑑定、詮釋工作。 

受邀

行程 

6 月 24 日 

星期一 
上海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邀請本館研究人員協

助進行臺灣原住民典藏品檢視鑑定、詮釋工作。 

受邀

行程 

6 月 25 日 

星期二 

上海-

臺北 
返程 

 

二、參訪議題及內容 

（一）觀摩考古遺址及博物館規劃及營運狀況 

6 月 16 日前往位於上海市郊的崧澤遺址博物館及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觀摩

當地考古遺址及博物館之規劃及營運狀況，作為本館南科考古館營運所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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崧澤遺址博物 

崧澤遺址位於上海市青浦區趙巷鎮崧澤村，故而得名。崧澤文化為中國的新

石器文化類型之一，上承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為目前所發現最早期的上

海先住民遺跡。松澤遺址的考古發現一舉將上海的史前時代上推至距今六千年前，

並與浙江寧紹平原所發現的河姆渡文化，共同構成長江下游太湖流域重要的史前

文化階段。 

 

崧澤遺址具代表性，目前已被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過去曾被發掘並且發表過相關資料的崧澤文化遺址共有六十多處，上海博物

館曾於 2004 年對遺址進行了兩次搶救性發掘，並於崧澤遺址下層的馬家浜文化

墓葬中發現了頭骨。此頭骨為迄今發現最早期的上海早期先民，受到高度的重視，

並已完成拼合鑑定及容貌復原，稱為「上海第一人」。崧澤遺址下層也發現了許

多炭化稻穀遺存，為中國稻作起源提供了直接證據。 



 
 

6 
 

 

「上海第一人」之拼合鑑定及容貌復原 

 

崧澤遺址博物館的展示說明及插圖 



 
 

7 
 

 

崧澤遺址下層所發現的炭化稻穀 

 

中國稻作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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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 

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距離上海市中心約一個小時的車程，於 2018 年 6 月對

外試營運。遺址公園的規模非常遼闊，包括五座寺廟、八座展覽館。 

本次參觀的重點放在位於園區東邊的廣富林文化展示館。展示館的建築設計

半藏於池水造景之下，故也被稱為「水下博物館」。展示的時間軸從史前先民的

漁獵生活開始呈現，最後止於上海租界的社會生活樣貌。 

 

經由考古遺址的比較研究得知，廣富林文化的內涵除了具備中國南方良渚

文化的特徵，也有來自北方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印記。古代的松江雨水豐沛、江

河濕地及樹林草原交雜的生態系統，造就了豐富的水產及動物資源，氣候及地理

條件也適合農作，該地區成為適合漁獵採集及發展農作的人類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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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考古現場的展示設計 

 

古代松江的濕地環境及早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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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位於中國的臺灣原住民族標本文物 

早期臺灣原住民文物因未受充分重視，妥善保存至今的數量並不多。但過去

曾有一些工藝品及生活器具被收藏家攜出海外，其中一部份目前蒐藏於中國大陸。

為能掌握這些臺灣原住民標本文物的現況，本館曾經規劃執行了兩次調查計畫。

第一次是 2011年前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第二次則是 2017年前往上海復旦大學。

為延續本項深具意義的工作，2019 年本館研究人員再度前往上海博物館蒐集資

訊。 

上海博物館簡介及其組織架構 

上海博物館創建於 1952 年，位於人民廣場的現址於 1996 年建成開放，共設

有十個藝術陳列專館、四個文物捐贈專室和三個特別展覽廳。館藏文物近一０二

萬件，包括青銅、陶瓷、書畫、雕塑、甲骨、符印、貨幣、玉器、家具、織繡、

漆器、竹木牙角、少數民族文物等分類，其中又以青銅、陶瓷、書畫最為豐富可

觀。 

上海博物館組織架構 

青銅研究部 

陶瓷研究部 

書畫研究部 

工藝研究部 

考古研究部 

陳列設計部 

保管部 

文物修復研究室 

圖書館 

文化交流辦公室 

展覽部 

教育部 

開放部 

出版攝影部 

行政辦公室 

財務室 

工程管理部 

物業管理部 

藝術品公司 

文物保護和考古科學實驗室 

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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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的臺灣原住民族標本文物 

上海博物館所蒐藏的臺灣原住民族標本文物，被歸類於少數民族文物項類，

總數約四十餘件。在常設展示廳「嘉道理少數民族工藝館」也挑選了泰雅族貝珠

衣及飾品、竹木雕工藝品及雅美（達悟）族拼板舟等十二組藏品進行公開展示。 

本次行程拜會了楊志剛館長及工藝研究部施遠主任。楊志剛館長是歷史學博

士，曾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復旦大學文博系主任。上海博物館的臺灣原

住民族標本文物研究是由工藝研究部的張經緯先生負責。他也特別安排我們進入

典藏庫房進行調閱，並逐件進行了一些學術性的交流與討論。 

 

嘉道理少數民族工藝館（上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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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貝珠衣（上海博物館） 

 

泰雅族貝珠飾品（上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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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項飾及耳飾（上海博物館） 

 

雅美（達悟）族拼板舟（上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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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及竹雕工藝品（上海博物館） 

  

木雕人像（上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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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太平洋藝術珍品展」大洋洲展示 

由上海博物館與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合作舉辦的「浮槎於海：法國凱布朗利

博物館藏太平洋藝術珍品展」，於 2019 年 5 月 16 日至 8 月 18 日在上海博物館一

樓第一展廳公開展出。此為中國大陸第一次舉辦如此大規模的大洋洲展覽。 

展覽分為五大區塊：（1）海之疆域；（2）美拉尼西亞；（3）波利尼西亞-密

克羅尼西亞；（4）簡約的風格（5）身體的裝飾。 

「海之疆域」將觀眾引入以海洋及舟船為主的太平洋文化藝術及生活風貌。

「美拉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以大洋洲的三大地理區域分別

講述祖先和神靈的崇拜、階層關係及獵首儀式。「簡約的風格」與「身體的裝飾」

則展示了各種首飾和生活用品。 

在展示陳列的設計上，上海博物館依據自己的展廳建築動線與限制，重新調

整了原本法國凱布朗利博物的陳設方式，但一些大型物件也因此而受限，未能放

入這次上海博物館的展示當中。 

 

「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太平洋藝術珍品展」大洋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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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太平洋藝術珍品展」大洋洲展 

 

「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太平洋藝術珍品展」大洋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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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太平洋藝術珍品展」大洋洲展 

（四）進行臺灣原住民典藏品檢視鑑定、詮釋工作 

上海復旦大學博物館典藏臺灣原住民族文物四百餘件，本館研究人員曾於

2017 年執行「臺灣原住民標本文物」考察計畫時，前往進行實地調查，並進行

初步鑑定。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對於本批藏品相當重視，也希望與臺灣的相關研

究機構合作，深化其收藏品內涵的研究。2019 年該系老師邀請本館研究人員至

學校進行交流及研究合作，協助進行文物辨識及詮釋工作。邀請行程日期為 6

月 20 日至 6 月 24 日。受邀人員研究典藏組王勁之於報請主管機關同意後，延長

出國行程至 6 月 25 日。本次研究合作成果經後續整理後，將以互惠原則，由雙

方交互授權使用。 

在復旦大學進行的研究工作，主要由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劉朝暉博士及麻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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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研究員協同進行。劉朝暉教授為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文博系教授並兼

任副系主任，其研究專長為博物館學、文物學。麻賽萍助理研究員為復旦大學考

古及博物館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青銅器及公眾考古。 

依據此行所設定的工作目標，由校方申請調閱各項類別的藏品，包括了服裝

飾品、建築構件、木品、生活用具、武器、與精神信仰相關物品、泥偶模型等。

經過連續數日的檢閱，對於這批藏品終於有了比前次更深入的理解與認識。 

在 2017 年的評估當中，王勁之認為該批藏品雖然含括了臺灣北、中、南、

東各地區的不同族群的器物。但臺灣東、南部族群（例如排灣、魯凱及卑南族）

的物件多為工藝品，無論是質或量都遠遜於北部族群（例如泰雅族）。 

本次（2019 年）進行檢閱時，因工作的時間更充裕，調閱的物件數量也增

加許多。經過更詳細的辨識、比對及充分討論後，發現仍有不少臺灣東、南部族

群的物件也深具研究價值。它們的樣式乍看並不典型，在以往可能不曾受到太多

重視，也甚少被收藏，甚至在臺灣的大型博物館中也屬罕見。但這些物件卻忠實

保留記錄了特定時空脈絡下的臺灣原住民族物質文化轉換及衣飾流變，非常值得

持續進行研究，並成為研究比較的重要素材。對於這些文物的複雜流轉過程，我

們也發現了一些新的線索。若能持續追尋及比對，應該可以有更多的新發現。 

  

復旦大學典藏庫房及臺灣原住民族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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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臺灣原住民藏品辨識及詮釋工作 

參、參訪心得 

一、上海考古遺址及博物館規劃及營運狀況之分析 

這次安排觀摩的兩所上海考古遺址及博物館，剛好是不同類型的對照。參觀

崧澤遺址博物館並不收費，廣富林文化展示館則要購票才能參觀。實際走訪時，

我所見到的崧澤遺址博物館幾乎是門可羅雀，非常冷清。而另一方面，在廣富林

文化展示館入口處等待進入的人潮則是大排長龍，園區內部也是人山人海。 

崧澤遺址博物館為專業性的考古學博物館，展示品幾乎都是崧澤遺址當地的

考古學出土物件。展示看板雖然仍舊偏重學術性內容，但採用的說明都已改寫為

通俗易讀的文字，且佐以大量知識性插圖解說。 

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是個大型遊憩園區。除了文化展示館，周邊還建有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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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性建築物及通俗性展示。廣富林文化展示館的建築物半藏於水下，不但外觀

十分吸睛，內部的展示物件也蒐羅了來自中國各地考古學遺址的重要見證。但細

問之下，多數是複製品以及許多來自捐贈的文物，但館方並不保證是否為真品。

除了考古遺址之外，該館還使用原比例重現了民初時代上海租借區的街景及店鋪

場景。整體而言，這就像是一個以文化為包裝的中國考古學迪士尼樂園。 

除了學界至今可能仍保有某些定義上的堅持之外，「博物館」這個名詞在當

代已經被泛用化，無論是在性質或意義上都與過去的古典定義大相逕庭。現在許

多娛樂性與營利性機構也都紛紛為自己冠上「博物館」之名藉此招徠民眾前來參

觀，而且大受歡迎。 

史前館南科考古館的性質，近似於崧澤遺址博物館。可以想見開館之後的新

鮮熱潮之後，將可能立即面臨的實際情況。因此在現階段可先思索及尋求在遊客

人數及門票收入之外的任務定位及營運策略。 

二、「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太平洋藝術珍品展」的大洋洲展示 

整體而言，這次展出的大洋洲物件皆為精選上品，內容說明清楚又翔實。上

海博物館沿用了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原本的解說文字進行中文翻譯，並未再添加

自己的詮釋觀點。但我認為原本的展示內容偏重於知識性及藝術美感層面的表現。

在整體的展示架構及視野上，並沒有呈現當代大洋洲研究在認識論上的反思及突

破，這是較為可惜之處。 

要言之，上海博物館「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太平洋藝術珍品展」也許可以

提供一些籌建世界南島展示廳的美學設計參考，但無法提供史前館所需的視野及

架構。這部分仍然必須藉由研究人員的持續投入，進行文獻的閱讀及辯證才可能

完成。 

三、促進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資產保存與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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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中國大陸的蒐藏機構目前仍未公開藏品清單，而藏品數位化的比例也相

當有限，令外界難以透過網路進行遠端查閱。此外，中國博物館的風氣也仍相對

保守，在多次洽詢的經驗中，即使是蒐藏總數這種程度的藏品資訊都不太公開，

也不輕易開放外界借閱及接觸藏品。因此本次史前館與復旦大學的合作更是難能

可貴。 

復旦大學的臺灣原住民族文物蒐藏數量豐碩，多達四百餘件。其中泰雅族的

貝珠類藏品數量驚人，而臺灣東、南部族群的收藏亦有特殊的研究價值和學術意

義。 

雙方經過兩次的接觸，已建立實質合作關係，建議應持續維繫，並促進更多

互動與發展。倘若未來有機會持續整理這些臺灣原住民族物件，並洽談合作建立

基礎資料庫，將對於認識早期臺灣地區原住民物質生活與精神世界大有助益。 

肆、建議事項 

本案有助於促進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存並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建議對此

批「復旦大學蒐藏臺灣原住民文物」加強研究，持續進行深入調查。期能藉此促

進學術研究交流，並視後續成果研議於未來進行合作策展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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