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台灣西南部史前文化專題 

課程學分：3 學分 

授課教授：邱鴻霖 

授課對象：碩士班以上，大三四必須修過考古學導論。 

 

主旨： 

    根據目前的認識，台灣西南部人類活動最早證據可達 2~3 萬年，晚至距今

400 以來的歷史時期，台灣西南部一直是人群密集活動的地方。從地理位置上而

言，從更新是晚期的最後一次陸連時期，到晚近十七、八世紀的大航海時代，西

南平原一帶的人群活動證據歷歷可鑑。近年來，更由於高度經濟開發之妥協，許

多考古遺址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進行了搶救發掘，空前大量的人工遺物、生態遺

留、墓葬與考古現象等，已提供了我們初步建構五千年以來，台灣西南平原具有

連續性的史前文化層序與”大致上”的樣貌，也為原本破碎度與斷裂性極高的台

灣史前時代各地區域考古文化，建構起比較研究的基礎。 

    在本課程中，將針對台灣西南部的考古文化進行深度介紹，並採取議題式的

討論，幫助修課同學成為掌握台灣西南史前文化的專家，並共同討論出新的研究

議題與藍圖，共同研擬研究方法與執行策略。 

 

二、 課程內容 

1. 課程說明 (第 1 週) 

    課程理念與目標介紹、參考資料介紹 

2. 台灣西南部史前文化的研究意義 (第 2 週) 

    台灣西南史前文化的架構與定位：考古文化的定位 

    台灣西南史前文化研究發展史：學者的論述與方法學的轉變 

3. 台灣西南的舊石器時代 (第 3 週) 

    左鎮人、大崗山人、海峽人與澎湖海溝 

4. 台灣西南的新石器時代 (第 4-7 週) 

    大坌坑文化 4、牛稠子文化 5、大湖文化 6、蔦松文化 7 

5. 史前與歷史時期的交界 (第 8 週) 

    西拉雅文化、荷蘭人、漢人移民 

6. 校外教學 (第 9-10 週) 實地走訪遺址或研究機構庫房、博物館 

7. 議題：古環境與生態考古 (第 11 週) 

8. 議題：物質文化、工藝技術與交易體系 (第 12-13 週) 

9. 議題：生業與飲食 (第 14 週) 

10. 議題：文化習俗與社會組織 (第 15 週) 

11. 議題：人群的來源與移動 (第 16 週) 

 

@ 第 17-18 週課程融入第 9 週校外教學與 11-16 週的議題討論中 



三、 課程方式與相關活動 

  教學方式主要分為四種方式實施： 

〈第一〉由教師講授主題大綱與重點引導，以教師製作之講義、投影片輔助教

學。 

〈第二〉第三堂課由學生預先選讀文章報告，以討論會方式進行，由教師引導。 

〈第三〉演講或實地前往遺址、博物館見習。 

〈第四〉期末報告以台灣西南部考古文化為背景，提出議題式報告(5000 字以上) 

  

四、 評分標準 

  出席率 40%、學習態度 20%、期末報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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