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年祖父母節
「史前人的寵物―與舊香蘭遺址陶藝家對話」
本館8月份舉辦祖父母節「史前人的寵物─與舊香蘭遺址陶藝家對話」親子活動，凡
參加者將致贈紀念品並累計學習護照點數。

活動同時舉辦「參觀記錄或繪製心得創意比賽」，選出最

佳創意、最可愛史前動物、最佳紀錄、最活潑史前寵物

及與最佳對話獎等五名及入選若干名。

活動辦法可上本館網站：http://www.nmp.gov.tw/查詢。
報名請洽089-381166轉523、592

故事繪本導讀
㊐7/10、7/24、8/14、8/28（每月雙週 /週日） 10:00～11:00 本館教育資源中心 免費

每場限25人，採預約報名，請洽089-381166轉523、592，

如預約未額滿，則開放現場報名。

講者―故事媽媽

教育資源中心有許多好看的兒童繪本，

透過繪本的精彩內容，讓小朋友們喜愛閱讀，同時從小

培養看書的興趣。

國家重要古物―白守蓮遺址岩棺遷移
暨展示維護計畫
岩棺出自於臺東縣成功鎮的白守蓮遺址，1956年宋
文薰教授進行調查時稱之為「Taknipai岩棺1」，1986
年白守蓮遺址上開闢產業道路，岩棺遂被遷移至文

化中心前安置至今。2009年文建會指定由本館代為
保存。本館將與文建會文資總管理處合作，於2011年
7月開始執行這項計畫。
為將存放於臺東縣文化中心前的岩棺搬遷至本館進

行保存維護及展示，搬遷過程中將進行強固維護工

作，屆時辦理研習活動與現場維護過程之展示等規

劃，觀迎有興趣民眾上本館網查詢。

遠古的臺灣故事
即日起～8/31㊂

鹿鳴溫泉酒店（臺東縣鹿野鄉中華路一段200號）

考古學家從經過發掘或調查的2000多個遺址中，歸納出臺
灣其實早在萬年以前就已經有人類在此生活過，並隨著不

同時期進入的移民，共同經營這塊土地，開創了臺灣一萬餘

年來豐富而精彩的人群活動史。歡迎您來了解更多的臺灣

故事。

學術研討◎Seminar

霧社事件80周年特展講座
8/26㊄14:00～17:00 本館60人教室 

講題：從 Tgdaya語群的部落觀點看霧社事件

講師：Iwan Pering 伊婉．貝林（政治大學民族所博士生、賽德克文史研究者）

1902年日本人大規模進入霧社地區，到1930年的霧社事件，短短的28個年頭歷經皇
民化的殖民政策，賽德克族族人一生奉為圭臬的Gaya精神，如何影響其在面對霧社
事件時的態度？Tgdaya的部落如何用自己的方式來參與霧社事件？我們從部落的觀
點來做一整體的詮釋。

I Love You,兔―兔年展

2/4㊅～2012/1/31㊁ 二樓迴廊

關於兔子⋯⋯

到底∼可以跟海尼根一別苗頭的世界名

兔是哪隻？

很會∼聽說她可是荷蘭的重要輸出代表

唷！

文學界、繪本界有哪些關於兔子的作品

呢？

歡迎你來看看！

宏館新藏特展
即日起開放參觀  B1宏館新藏展覽區

展示史前館民族學、考古學與自然史的

新藏品，並介紹本館在研究與典藏方面

的成果與進展。本館近年來透過執行「舊

香蘭遺址」及其它遺址之考古發掘、接受

地方人士捐贈等管道，獲得許多重要文

物。「宏館新藏」特別將這些新近入藏之文

物，選出精華展出，以饗觀眾。

2003年，舊香蘭遺址受杜鵑颱風的影響
而曝露於地表，由本館考古隊進行搶救，

發掘出土許多重要史前遺留，是臺灣考

古重要的發現。

影展◎Film Festival

2011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本館2樓 60人教室

「2011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選影片巡迴展要來到臺東囉！
這項紀錄片展覽是目前臺灣唯一以紀錄影像為主題的大型影展，也是亞洲的第二

大紀錄片影展。歡迎喜好紀錄片的朋友，一起來觀賞、關心各項激盪的議題！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美術館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日期 時間 中文片名 片長 級別 備註

8/6㊅
10：00 造雨人 73分鐘 普 G

13：00 牽阮的手 140分鐘 普 G 映後座談

8/7㊐
10：00 核你到永遠 75分鐘 普 G

13：00 阿敏的樂章 120分鐘 普 G

特展/異業合作◎Current Exhibition/Cooperation with Different Industry

巡迴展走進酒店

海洋之子―南島民族
即日起～8/31㊂

池上日暉國際渡假村

（臺東縣池上鄉新興村新興107號）

「大洋之舟─南島民族的船」特展，以縮

小比例模型船展出海洋工藝發揮淋漓

盡致的造船工藝，並可了解南島語族為

航行於大洋洲間，所產出的觀測星象與

洋流變化的海洋知識。

低碳臺灣．高瞻未來―你能．我也能特展
7/15㊄～2012/6/17㊐ 第四特展室

行動‧能‧改變未來

您是否知道國家能源安全以及全球氣候

變遷已經面臨關鍵時刻？

當全世界共同努力創造低碳未來的同時，

在臺灣的我們能做些什麼？

本特展從臺灣本土氣候異常脈絡切入，

揭露災難天候以及全球公民無可避免的

暖化議題，宣導節能減碳所訴求的不只

是樂活與環保，而是更多樣化的能源科

技與可以永續經營的低碳未來。

體驗低碳生活與綠色能源共譜出的交響

樂章，看見能源新希望。讓我們一同發現

臺灣優勢，迎向低碳未來！

特展◎Current Exhibition

形、色、紋、質：臺灣原住民生活美學的微觀之旅特展
7/29㊄～2012/2/29㊂ 第三特展室

生活美學

文建會自2008年開始推動「臺
灣生活美學運動」，此運動並非

追求精緻藝術，而是如何重新

發掘與看待生活中的美感元素，

並加以彰顯、延續與轉化成更

多的可能。

此特展是第一個將「原住民生活

美學」做為主題所策劃的展覽，

它並非提供原住民生活美學所

有的解答與面貌，而是提供一

種角度、一個面向；並希望引發

更多的思考與討論。

形、色、紋、質

呈現原住民的美感元素 (美感
DNA)多樣性，以及轉化美感元
素而成的生活用品；並透過傳統

與當今生活用品參照展示，呈

現轉化的軌跡。

拆解原住民美感元素被簡化與

窄化為符號的美學現象，甚至

顛覆刻板的原住民美學印象與

成見。

微觀

透過參展創作者、設計師與工

藝師們敏銳的眼睛，讓我們「微觀」細膩與多樣的原住民生活美學面貌，對美感元素

更具敏銳度。原住民生活美學和土地的關係緊密相連，更能讓我們體會生活、美感

與土地的親密與互為尊重的關係。

聞眾之聲―霧社事件80周年特展
8/9㊁～10/31㊀ 第一特展室

一幀幀老照片、一件件史料、文獻，都是歷史的見證，透

過它們我們讀取到八十年前什麼樣的霧社事件？一段歷

史，不同時代、族群、階級、性別，可能有許多不同的觀

點和詮釋說法，霧社事件，過去主要是政治論述觀點下

的抗日事件，但近廿年我們聽到了更多不同的聲音，在

這交織著複雜多元的歷史聲音之中，你的觀點是什麼？

而這就是霧社事件拼圖的真相。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目前岩棺置放於臺東縣文化中心前

親子活動◎Special Family Events

㊐14:00~17:00  教育資源中心 材料費50元 報名請洽089-381166轉523、592並告知參加

者姓名、參加者人數、材料包購買數量以及聯絡電話。

時間 活動名稱 DIY內容

7/17 瞭望臺風鈴

風鈴有警示、靜心養性或祈福的功
能，清脆悅耳的聲音和它豐富的造
型美感，是現代人喜愛它的原因，迎
風飄動的旋律彷彿訴說著從前古老
的故事。

7/31 繽紛圖騰項練

圖騰是先人對親屬、祖先、保護神的
標志與象徵，藉由繪製各種動、植物
以得到其神奇的力量。活動以彩繪
石板，繪製獨特的圖騰。

8/21 彩虹的叮嚀
用串珠做出彩虹的叮嚀當吊飾，讓
祖先的叮嚀與教誨時時提醒我們的
生命價值，要成為真正的人。



臺灣原住民

生活美學的微觀之旅特展

卑南文化公園◎Beinan Cultural Park

史前館卑南文化公園
藝術工作者駐園創作
5/14㊅～11/6㊐ 9：00~17：00 （六、日及國定假日）

園區首次邀請排灣族藝術工作者亞浪(漢名邱新勇)，
在卑南家屋涼亭前從事漂流木木雕創作。在數千年

前的遺址上，工藝師於戶外家屋環境現場創作，為園

區增添新貌與活力，歡迎喜愛藝術創作的朋友，來與藝術家互動！

卑南山下音樂會傾聽原聲古調與大提琴的相遇
7/10 ㊐ 16：00~18：00 卑南文化公園戶外綠地

對象：對藝文活動或原住民族音樂有興趣民眾

週末午後一同感受大提琴重奏的樂聲魅力，曲目揉合西洋古典樂與大眾熟悉的民

謠小調，流行樂曲改編等大提琴演奏曲，歡迎朋友來欣賞且認識原住民族悠揚清亮

與濃厚渾重的古調歌曲。

聯絡電話：089-233466#203 高小姐

餐廳/紀念品店◎Restaurant/Museum Shop

原社博物館店 
◇夏日精選設計書展

配合「形、色、紋、質：臺灣原住民生活美學的微觀之旅 特展」呈現亞洲與太平洋南島
族群的文化，展出國內外最新出版品，類別廣泛包涵流行時尚、平面設計、藝術、工

藝、工業設計、創意生活、數位設計與Red Dot、iF等大獎年鑑等，以及國外學院教科
書籍。

書展期間包含經典書籍特價回饋與德國經典桌上遊戲推廣促銷活動。

◇原住民生活美學 文創商品夏日熱賣中

原住民的生活美學既單純又有趣，

歡迎朋友來史前館原社博物

館店，感受原住民的新生活美

學，發掘生活中的美感元素，感

受不同的文化熱情與感動。

◇博物館旅遊紀念套票

入館紀念票每張80元／限量500份，售完為止
排灣族語彙圖騰之木片雕刻

（A Lei~行李吊牌）
請洽原社博物館店購買

原鄉小米餐廳

部落的美食廚房

藥用添加物鬧得人心惶惶，蔬食料理才

是王道。暑假全新推出部落清爽風味菜

餚！並且提供健康有機的「幾杯了，到

底」飲品、無國界微辣家常杏鮑菇料理、

季節水果咖哩給愛好素食者唷！

阿美的美食廚房　料理學習

8/1日起每週二10：00～11：00 本館2樓原鄉小米餐廳

每人酌收材料費100元（現場報名，請洽櫃檯）

有除草機之稱的阿美族，對於野菜料理可不是蓋的。既然外面怎麼吃都不安心，

就和部落老祖先們學學幾道消暑又健康的蔬食料理吧！

博物館與社群◎Museum and Community

歡慶民國100年世界博物館日活動
「我與博物館的光陰故事」百張回憶照片大募集活動

請於民國100年8月31日前，E-mail您參觀教育部部屬16館所
(含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回憶照片與200字短文，即有
機會將數位相機、拍立得和復古相機帶回家。報名表及相關

活動資訊參見網站 www.ntsec.gov.tw/518museum

「電動寫作拼裝車，出發！」
2011臺東原住民青少年寫作營
7/2㊅文字與攝影創作講座 7/3㊐～7/5㊁自行於部落進行採集寫作

7/6㊂發表分享會與閱讀寫作座談

本館2F視聽中心、60人教室

對象：以臺東各部落原住民青少年為主，次為有興趣於寫作創作的一般青少年

怎樣拍出好照片、寫出自己的故事？臺東的原住民青少年，不容錯過此營會。卑南

族作家巴代將帶你進入創作小小說的趣味，鄒族青少年楊張建南與你分享參與「閱

讀臺灣、探索自己」徵文寫作的歷程，排灣族青少年陳峻鵬分享他與同伴投入祭典

再轉化為村里研究、報導文學寫作的點點滴滴⋯⋯（詳情請上本館網站查詢）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合辦單位：財團法人富邦文教基金會 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協辦單位：部落客報到 臺東縣普悠瑪文化發展協會 臺東縣巴古瑪旺部落產業發展協會

臺東文旅休閒行館◎Taitung Cultural Excursion Resort

食尚心組合，創意無限美味
即日起走進臺東文旅葛瑞夫廚房義式餐廳，讓置身您於義大利的國度夢幻中，香

濃起士搭配寬細不同麵條的組合與可口燉飯，讓您找到新口感、同時滿足您的胃。

房客用餐享9折優惠

臺東市博物館路1號 訂房專線：089-384666 訂房傳真：089-384777 www.tceresort.com.tw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00～17:00

【休館日】每週一（遇國定休假日、補假日、選舉日照常開

放）/農曆除夕、大年初一；寒、暑假期間週一不休館（實際

日期依公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告不上班日。

【票價公告】本館―全票＄80，團體票＄60，優待票＄50。卑

南文化公園―全票＄30，團體票＄20，優待票＄15。

本館+卑南文化公園套票＄80。售票處電話：089-381166

轉778（休館日未提供服務）

【導覽服務】ó

本館：每日9:30、10:30、14:30、15:30，預約方式：學校或機

關團體，參觀七日前上網或以電話、行文申請，額滿為止，

預約專線：089-381234洽詢電話：089-381166轉753或

755。水舞表演―11:00、17:00（每場20分鐘）20:00（本場

30分鐘）。

卑南文化公園：每日 10:00、15:00預約方式：學校或機

關團體，參觀七日前上網申請，額滿為止，洽詢電話：

089-233466（例假日未提供服務）。

【交通指南】v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館―火車：南迴鐵路「康樂」站下車，

徒步七分鐘。公車：鼎東客運「永豐紙廠站」下車，徒步二十

分鐘。開車：臺東市中興路四段上於永豐餘紙廠旁路口轉

入（351巷），直行。

卑南文化公園―火車：南迴鐵路「臺東站」下車，徒步十分

鐘。公車：鼎東客運「卑南國中站」下車，徒步十分鐘。

開車：臺灣省道九號公路（臺東市更生北路）經由卑南國中

及縣立壘球場間二十米大道進入。

本館網址：www.nmp.gov.tw 各項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

公告為主。

☎本館：089-381166轉777 卑南文化公園：089-233466

950臺東市豐田里博物館路1號 services@nmp.gov.tw

發行人 童春發 主編 盧梅芬 執行編輯 張佳玲 黃彥霖 美術設計 紀鴻新設計事務有限公司

100年度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營
7/1㊄～7/4㊀ 報名請洽：山海文化雜誌社（Tel：02-2936100）

文學營將由多位跨世代原、漢作家及學者齊聚授課，講師的安排兼顧了學術研究與

創作實務領域，陣容皆為一時之選；能夠讓學員同時了解到原住民文學的發展歷程

與書寫面向，並掌握自己族群文學在臺灣土地上的獨特性；另一方面，也廣邀在文

學領域中已富盛名的原住民作家指導，透過創作經驗的傳授，讓對寫作有興趣的朋

友，習得豐富的創作技巧。

主辦單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人籟月刊

950臺東市豐田里博物館路1號  www.nmp.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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