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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檔特展搭配有趣教育資源，

歡迎學校戶外教學（3月中至4月底）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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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佐嘉親，是一位88歲的日本阿公，他一生從
未來過臺灣，卻把這輩子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給
臺灣。

「南海樂園」是他的旅程，他的故事，更是他
的一生！

雖然，岩佐先生遠在日本，但他的「南海樂
園」卻近在眼前。

如果您有一些「感想」或「不敢想」的話語想
告訴岩佐先生，請您提筆寫在明信片上、投入
信箱，表達一份人與人、島與島、國與國之間
偶然相遇、相知而相惜的喜悅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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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樂園－－日本岩佐嘉親先生捐贈大洋州文物展」

時間：2009/10/15~2010/3/31
地點：本館第三特展室

指導單位：教育部

自去年10月起，我們已經收到來
自各地觀眾對岩佐先生所表達的感

謝、祝福，以及 「悄悄話」。

歡迎您也鼓起勇氣，把握最後機

會，到館來一趟大洋洲之旅，將心

裡的話寄給遠在日本的岩佐爺爺。

信箱位置:  
第三特展室入口處

南海七號 ～寫信給岩佐先生    活動將至3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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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學者岩佐嘉親先生自1959年起，歷經半世紀，終其一生
共進行50多次縱橫漂泊大洋洲、長短不同的田野工作與文物採
集，由於島嶼之間的語言差異，每前往其他新的島嶼，都要再

從頭開始學習新的語言。

特展以岩佐嘉親的「旅行地圖」為主軸，讓我們再次見證岩佐

嘉親縱橫大洋洲的島的記憶以及文物背後的文化圖像。

岩佐嘉親先生於2008年，將畢生收藏捐贈本館，係臺灣境外捐
贈大規模南島民族文物的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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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中還有一個可愛的小朋

友——「臺灣黑熊幼熊」，

原來八通關古道行經的拉庫

拉庫溪流域，是臺灣黑熊最

多的地方。2005年八通關
越嶺道整修後，「黑熊媽

媽」黃秀美教授擔心「古道

通了，大家來去『大分』看

黑熊」的觀念會影響黑熊的

生活，甚至獵補。「推動動

物保育，要先了解人文」，

原住民的狩獵不能只靠禁

止，過去原住民族禁獵黑熊

的傳統禁忌，發揮了保育黑

熊的作用。

歡迎學校團體預約觀展，即

贈送「黑熊公仔學習單」，

內附小黑DIY摺紙，詳情請
洽本館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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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小黑去探險」 學習單與DIY古道照顏色——八通關古道的探索 

時間：2009/12/11~2010/3/31
地點：本館第三特展室

八通關（Pattonkan）原是早年居住在濁水
溪上游溪谷鄒族對玉山的稱呼。

清末為鞏固臺灣地位，施行「開山撫番」，

遂命吳光亮領軍，開闢橫貫東西以為後山

屏障，今稱之為「清八通關古道」；乙未割

臺後，日本積極經營山地、統治原住民，另

闢理蕃警備道路，稱之為「日八通關越道

路」。

今日兩線「八通關古道」並行著先人與近代

人幾度風起雲湧的記憶與情境，亦刻劃下

史前、清代、日治迄今，不同歷史與人文階

段的軌跡。此特展，試圖引領我們，從考古

學、人類學與自然環境研究的角度，來追溯

並懷想這個古道的故事。

臺灣藍鵲

臺灣獼猴

臺灣山羊

臺灣黑熊

以森氏為名的植物標本 展場一景，喀西帕南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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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早臺灣勞動者」特展

時間：2010/1/22~4/25      地點：本館B1中庭
主辦單位：行政院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學校巡迴

2010/4/26~5/7 花蓮縣吉安鄉光華國小

為了有效利用博物館教育資源、增加偏

遠地區學童的教育資源，以及和學校建

立長久互惠的館校合作與教學網絡，我

們帶著此特展到偏遠地區學校巡迴展

示，親自為孩子們搭起這些展示設備。

更多特展內容請上網站查詢：

http://www.nmns.edu.tw/public/
exhibit/2009/work/

臺南縣中洲遺址出土的一具清代漢人遺骨，

身上佈滿生前辛勤勞動的痕跡，推測脊椎多

處患有關節炎，頸部尤其嚴重，顯示生前長

期從事頭頸負重的工作。

他的遺骸記錄著他辛勞的一生。更重要的

是，我們如何從他的病況來預防搬運造成的

肌肉骨骼傷害。

特展另有徒手健身操教學，提供避免運動傷

害的知識。

特
展  C

urrent E
xhibition

時間：2010/2/12-2011/1/31
地點：本館二樓迴廊

自然虎－虎的由來：虎的種類與遷移發展。

近親虎－消失中的山貓：臺灣石虎、雲豹。

史前虎－岩畫中的虎圖騰：陰山岩畫與賀蘭山岩畫藝術。

文化虎I－民族虎崇拜：虎在民族文化慶典中扮演的角色。

文化虎II－臺灣民間信仰：臺灣民俗與虎爺信仰。

吉祥虎－民俗藝術：吉祥圖案與民俗工藝品。

排灣族雲豹衣
魯凱族雲豹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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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南科考古文物常設展

時間：2010/2/1~12/30
地點：南科考古文物陳列室

臺南縣新市鄉南科三路9號2樓
(臺南縣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內)

南科考古文物陳列室，主要展示臺

南縣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遺址範圍所

出土的文物，從最早距今約5000年
前的大坌坑文化至最晚距今300年
前的漢人文化，橫亙4500年以上，
足以提供我們認識早期臺灣史前人

類生活的樣貌。

歡迎民眾前來免費參觀，一起了解

史前文化的奧妙!

 

南科考古文物陳列室開放時間： 
08:00~12:00、13:00 ~17:00
團體預約專線：

06-5050905#8334 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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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史前探掘南科地底的奧秘   網路徵文比賽

南科分館籌備處於98年9月起辦理的「回到史前探
掘南科地底的奧秘——網路徵文比賽」，公開徵

文，以20件南科考古標本，發動全民談考古，徵得
37篇文章，以文字描述關於南科文物的各式想像。

希望藉此活動拉近大眾與考古文物的距離，探究民

眾對考古文物的認識、詮釋或是解讀方式，橋接考

古與大眾的鴻溝，將大眾的觀點，化為未來南科展

示鋪陳方式的重要參據。

透過網路票選及專家評選等方式產出的 3 7篇
勝選作品，現己公布於競賽網頁http://www.
museumrepubl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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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沒有終點的路程   主講：徐超斌(排灣族土坂部落) 
時間：3/26(五) 14:00~17:00   資歷：臺東縣達仁鄉衛生所主任
地點：本館60人教室   著作：《守護4141個心跳》

那天晚上，我夢到了學生時代那股純真想返鄉服務的初

衷，更加堅定我回鄉的決心。因為臺東位處偏遠，達仁鄉更

是鮮為人知的窮鄉僻壤，醫療資源十分缺乏，如果我不回

去，什麼時候才有機會改善達仁鄉的醫療品質？如果我不回

去，又有誰會前去服務呢？

這條山路，你在地圖上必須費心尋找，他卻放棄大醫院的高薪，

來到自來水都接不到的小村。他拚命工作，無分假日，一天16小
時，一星期環山看診的車程恰好環台一周，即使39歲盛年，累到
中風倒下，心中放不下的只有他的病人。

最動人的臺灣史懷哲故事，就在達仁鄉的山路及各村衛生室循環

播映。8年來，徐醫師在醫療資源貧瘠的山區守護4141位達仁鄉
民的健康與心靈需求，推動假日門診、夜間門診及24小時急救
站。是什麼樣的動力，支撐著他即使拼搏到中風，如今憑藉單手

單腳開車也要繼續不斷巡迴看診？是什麼樣的原因，讓在乎他的

病人，一直等著他……。

邀請您來現場感受徐醫師的溫暖、風趣、堅持，及身為醫師的謙

懷態度。

部落醫生的傳奇：http://tw.myblog.yahoo.com/hsu2929/

守護4141個心跳   走過的路―—原住民文化工作者系列講座

異
業
合
作  C

ooperation w
ith D

ifferent Industry

主       辦：原住民族電視台、公共電視台、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活動時間：2010/3/9~3/12  【3/12影片放映：免費入場】

大會地點：本館二樓視聽中心        活動網站：www.witbc2010.org

世界原住民廣電大會  World Indigenous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Conference（WITBC）

兩年一度的國際原住民媒體盛會，全球原住民媒體精英齊聚臺灣！

原住民族電視台費心籌拍紀錄片「黑潮的甜蜜故事」現場動人首播！

還有「沈哥！好久不見」的首映會！

2010 在臺灣 看見 世界原住民

講
座  L

ecture

活動訊息：www.witbc2010.org 
意見反應信箱：witbc2010@titv.org.tw 
聯絡電話：02-26301105黃先生

全球五大洲、9個主要原住民媒體CEO將帶領幕僚人
員齊聚臺灣，為全球原住民媒體面對數位化浪潮所

將採取的因應方式、如何以媒體來紀錄與傳播原住

民文化、如何擴大交流與串連來引起全球正視原住

民媒體、如何以媒體來為全球原住民爭取權益等議

題，提供精闢的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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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4/17 (六)~4/18 (日)
地點：本館二樓視聽中心

主辦單位：臺灣民族誌影像學會 
Taiwan Association of Visual Ethnography

「身體」與「靈魂」是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與宗教共同關切的重要

議題。巡迴展將從跨文化視野，展演世界各地不同社會文化在相異

的「身體」與「靈魂」概念下，所進行促進「身體」與「靈魂」健

康圓滿發展的醫療與修練活動。希望能在多元文化的比較借鏡下，

增進我們對「身體」與「靈魂」的理解。

影展主辦單位網址：http://www.tave.sinica.edu.tw/tave_ch/
tavenews/sub.php
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網址：http://www.tieff.sinica.edu.tw/

影展活動片單：

１. 彩虹的故事（主題導演）
２. 祖先的故鄉(原地觀點)
３. 大人沒說的事（根源與路徑）
４. 龍龍與忠狗（現實狂想曲）
５. 峇里島女巫師（主題導演）
６. 月經小屋(原地觀點)
７. Kawut Na Cinat'kelang   
     (划大船) Rowing the Cinat (原地觀點)
８. 男人的海洋、女人的水芋田(原地觀點)

金穗獎Golden Harvest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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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與靈魂——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Taiwan International Ethnographic Film Festival (TIEFF)

指導單位：行政院新聞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

臺東場次協辦單位：臺東鐵道藝術村、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金穗獎」是臺灣發掘與培育影像藝術創作人才的重要影項。

透過歷年入圍影片，可看出臺灣影像藝術發展的軌跡和最新的能量，因此每年巡

迴展總令人引頸翹首，盼望看到新銳導演的精采作品。

今年的四月份跟五月份週末邀請您黑白通吃，晚上到鐵道藝術村觀賞影片、

白天到史前館參加映後座談與導演及劇中人物對談，滿足您好片看盡、一

網打盡的嗜影熱望！

藝術村播映時間：4/2、4/9、4/16、4/23、4/30、5/7、5/14， 
每週五晚間19:30起
放映地點： 臺東鐵道藝術村大廳

史前館播映時間：5/15、5/16， 
週六、週日09:30~16:30
放映地點：本館二樓視聽中心

臺東場次查詢請至 
http://www.ttrav.org/taitungartvillage 或
http://www.nmp.gov.tw  

各片簡介請至  
http://blog.sina.com.tw/32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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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掛
牌運作起，2010年，我們即將邁入第二十年
頭。

這期《文化驛站》從館內資深前輩、地方人

士，以及史前館歷年特展、出版品一覽等三種

面向，作為回顧往昔的參照。

史前館20歲《文化驛站》專題「20年回顧」

14        15        

研
究
動
態  R

esearch  H
ighlight

土地的故事──大自然真的「反撲」了嗎？    文 / 謝孟龍博士(本館研究助理)

編按：八八水災，讓臺灣見識到土石流的巨大力

量。土石流，是天災、人禍？或是兩者的結果？

這個研究主題，創造了一個新的觀看土石流的角

度，可以使大眾獲得認識土石流的關鍵觀念。

從小的教育讓我相信，許多的災害，例如山崩、

土石流和大洪水，都是人類過度開發、使土地不

堪承受的結果。

長大後，為了倡導「保育」，開始尋找人類「自

食惡果」的證據。找呀找，卻發現大型山崩、土

石流都源於毫無人跡、佈滿森林的深山中。為什

麼？原來毀橋、埋村的大規模山崩其滑動面都深

於表土，因此和上面種什麼無關。

了解山崩、土石流等自然營力也可以從它的「歷

史」切入。根據地形與地層證據，吾人可重建過

去山崩、土石流的歷史：原來早在人類利用這塊

土地之前，土石流就從來沒有停止過，且規模大

於今日者比比皆是。

歷史紀錄讓我們更尊敬自然，讓我們重新檢討

「人定勝天」的思維，進而珍惜既有的環境資

源。土地的故事裏沒有「反撲」，更沒有「永

續」，只有「演育」與「變遷」，如何適應並

利用這個「變遷」，正考驗著每個人的智慧。 
(全文將刊於《史前館電子報》)

八八水災下傾倒的知本金帥飯店。

由山里隔卑南大溪眺望都蘭山下超過一百公尺厚的土石流礫層(黃色虛線以上)。這礫石的堆積暗
示都蘭山曾經發生大規模的崩坍(推測距今兩、三千年前)。也許，卑南先民眼中的都蘭山並非一
座沉靜、綠色的山巒，而是一個光禿、時而怒吼的巨怪。

由岩灣遠眺都蘭山，似一個沉睡的綠巨人。

上圖同一地點，簡易堤防完工後的知本溪，準備接

受今年汛期嚴厲的考驗。人們為求生存、在這變遷

劇烈的溪流旁經營飯店有錯嗎？我們是否能夠找到

一方面賺錢，一方面和自然界和諧相處的方法？  

出
版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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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年度裡，魔法森林的精靈哥哥及姐姐們一口氣推出八個新故事！

聽完10場故事，還送繪本喔！ 

時間：每週日上午10:00
地點：教育資源中心故事屋

每場限25人，採預約報名，報名請洽(089)381166轉523、592， 
如預約未額滿則於當日開放現場報名。

每週故事主題，請洽教資中心

教
育
資
源
中
心   E

ducation R
esource C

enter    

「臺灣史前文化系列」

臺灣原始人——長濱文化人的生活／很久以

前，臺東八仙洞裡住著臺灣的原始人，當時

的人為什麼不蓋房屋呢？

驍勇善戰的勇士／卑南平原上有個狩獵技術

厲害的部落，弓箭射出都能百發百中，但他

們卻有無法捕捉到的動物，是什麼呢？ 

七彩巨石／傳說在遠方的海上有顆神秘的七

彩石，有人得到幫助，有人受到詛咒，七彩

石是善是惡？ 

人獸形玉玦的傳說／很久以前，有個寧靜村

莊裡，忽然出現一隻超級無敵大的大雲豹，

到處欺負村民和偷吃村民養的動物，村莊裡

的勇士如何打敗大雲豹呢？

「臺灣自然史及南島民族系列」

三隻大鬣狗和壞壞豬／很久以前，三隻可愛的鬣

狗全身長著柔軟的毛，和一根毛茸茸的尾巴，有

天媽咪把他們叫到床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怕黑的貓頭鷹／黑夜的守護神貓頭鷹一家發生不

得了的事情，森林裡的動物們有辦法幫他們解決

問題嗎？ 

玄幻時空——摩登原始人／臺灣也有許多摩登原

始人，他們的創意超乎你的想像。快！跟隨我們

來學「摩登武林秘笈」吧！

憤怒的百步蛇／布農族媽媽向母百步蛇借了一隻

小百步蛇，作為編織服飾的參考圖案，沒想到小

百步蛇不小心死掉了……，布農族和百步蛇會發

生什麼事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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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聽好玩故事屋——「神話魔毯--魔法精靈說故事」



軟陶洛神花

以綠色軟陶為花托，紅

色軟陶為花瓣。動手做

金峰紅寶石美稱的洛神

花飾。

手機吊飾

利用陶珠結合典雅的中

國結，就是一條好看又

實用的手機吊飾。

琉璃手環

用雙皮繩交互串起大小

錯落的陶珠，讓簡單的

手環更顯別緻。

體驗刺繡

想了解刺繡圖紋如何

產生，晉身為繡工達

人嗎？跟著老師學畫

圖、選線和繡工吧！ 19        

報名請洽089-381166#523、592   材料費：100元   時間：14:00~17:00    
地點：教育資源中心（請告知參加者姓名、參加者人數、材料包購買數量以及聯絡電話。）  

教育資源中心

遠古的生命   
3/7(日)/60分鐘
介紹蒙古、努巴族、原住民、

薩來人、巴佈亞...等不同族群
的生活。

故鄉之歌   

3/21 (日)/95分鐘 
描述日本戰後十年人們生活困

苦，仍保有熱情與夢想的故

事。

翡翠森林狼與羊
4/4 (日) /110分鐘
超人氣繪本改編感動人心的友

情故事，描寫一場挑戰禁忌的

友情…。

從空中看地球 
--地球資源 (上、下集)     
4/18 (日)/105分鐘
才三十年時間，地球已失去百

分之三十的自然資源，我們正

決定地球的未來。

影片欣賞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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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族普悠瑪部落 小米完工祭

3/14（日）
講師：羅忠早

月桃葉勇士包

充滿香氣的月桃葉交錯

編織，就能形成美觀又

實用的勇士包。

3/28（日）
講師：羅英惠

琉璃珠手環

在東排灣族，佩帶完整

的琉璃珠項飾必須符合

身份。現在您可選擇陶

珠樣式，製作手環。

4/11（日）
講師：羅至娟

毛毛球鑰匙圈

毛線在深諳編織藝術的

原住民手中再次呈現千

變萬化的模樣，動手作

一個毛球吧。

4/25（日）
講師：葉淑霞

原愛串珠DIY

絢爛的圖樣是部落媽媽

們一針一線縫繪出來

的，邀您秀手藝，秀自

己！

『春風綠藝——金峰特輯』

   春神來了，即使是受傷的山河也遍佈綠意。
   金峰鄉88災區居民重新出發，帶您體驗原住民工藝和美感呈現出來的希望與生命力。

免費，歡迎大小朋友攜手觀賞　 
地點：教育資源中心  時間：14：00

「hu hu wa kasagasagar a bulabulayan a  hu hu hu ya wy」

這是每年3月中旬，卑南族普悠瑪(南王)部落婦女們在卑南文化公園入口道路，
手裡共同持著荖藤跑回部落會所時，大家口中所呼喊的口號，象徵著婦女們「手

牽著手、心連著心」的團結精神。

過去，婦女在小米播種後要進行除草、剔苗等的工作，於是組成具有「換工」

意義的除草團隊，稱為「misaur」。misaur在完成除草工作後，會舉辦慶祝活
動，稱為「mugamut」。

因社會型態改變，小米的種植也逐漸減少，為了保存傳統祭儀，婦女仍每年舉辦

mugamut(小米完工祭)。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到卑南文化公園及普悠瑪部落，參
觀這一年一度難得的盛會。

資料來源:連淑霞(2008)。卑南族南王部落mugamut(除草完工祭)紀要。台東文
獻復刊第14期。

小米完工祭部分活動就在文化公園路上進行，普悠瑪部落就在卑南文化公園隔

壁，公園協助活動宣傳、敦親睦鄰，希望建立與部落良好的互動關係。



｜常設展｜PERMANENT EXHIBITION｜臺灣自然史廳、臺灣南島民族廳、臺灣史前史廳、人類的演化、科學的考古學

｜開放時間｜OPENING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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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本館｜CONTA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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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號   http://www.nmp.gov.tw     services@nmp.gov.tw 

｜導覽服務｜GUIDE｜
  【本館】  定時導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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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南文化公園】  定時導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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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舞表演WATER｜DANCING FOUNTAIN SHOW｜
    *11:00、17:00(每場20分鐘)    *20:00(本場30分鐘)

｜票價公告｜ADMISSION FEES｜
    售票處電話：089-381166轉778（休館日未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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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指南｜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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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人：童春發｜主編：盧梅芬｜執行編輯：張佳玲、廖碧蘭｜美術設計：居曄設計執行有限公司｜

I N F O R M A T I O N   

參觀資訊  本館網址：www.nmp.gov.tw 各項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