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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牛埔遺址再利用之規劃

1.利用價值

2.利用方式

研究大綱

• 對於牛埔遺址發現之敘述

• 對於牛埔遺址被破壞之探討

• 對於牛埔遺址之保存

• 對於牛埔遺址再利用之規劃



牛埔遺址及文物的首度發現

我們由「田野考古_第三卷第二期」得知牛

埔遺址的緣起是由西元1992年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共同委託中國民族學會在3月13

日第一階段的調查進行至彰化市牛埔及快

官一帶時，於省道南側見一高起的平台(現

今牛埔遺址所在地)，由國立台灣大學人類

學系黃士強教授及助理趙金勇和鍾亦興發

覺當地地形特殊，帶領團隊前往查看而發

現。
• 你能想到這樣做的方法嗎？

• 你認為這些變化對文化有什麼影響？



牛埔遺址被破壞
2008年12月

牛埔遺址在2008年12月遭到工程開挖破壞，挖鑿面積

廣大，遺址及文物受到大規模破壞，多件文物暴露於

地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緊急派人前往搶救文物。

當時，牛埔遺址西側已經遭到挖掘毀壞，對遺址及文

物造成相當大的損害

目前部份土地堆置大石頭，但還有部份土地未被開發，地面下的遺址還沒有被破壞。



牛埔遺址是彰化境內面積最大、內容最豐富的史前遺址，在西元

1992年發現後，考古人員經八次挖掘、研究，發現此遺址包含三

個文化層，分別是「大坌坑文化」、「牛罵頭文化」以及「營埔

文化」，多樣的文化層，使其留下的文物眾多，與許多文化具有

連結關係，相信我們可以從牛埔遺址中釐出許多關於不同文化與

牛埔文化之間的歷史脈絡，形成多元的文化網絡，我們應該精於

保護此遺址，展現出它蘊藏的豐富文化以及發揮出它無限的價值

。

牛埔遺址的保存
遺址的利用價值



與牛埔文化相似的文化層其中又以「牛罵頭文化」為最大宗，

因此，我們認為牛埔遺址可以依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為範本，

發展成兼具觀光、教育、休閒和娛樂的空間，不僅讓牛埔遺址

再利用和保存，也使其受到更多人的關注，獲得大眾文化遺產

保存之認同。

牛埔遺址的保存
遺址的利用方式及瓶頸



牛埔遺址跟牛罵頭文化的比較
兩者的文化層、文物與蘊有的文化大致相通

牛埔遺址位於彰化縣彰化市，面積約1000平方米。1960年，

考古學家在牛埔遺址進行了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

骨器、貝殼等遺物。這些遺物主要屬於大坌坑文化和牛罵頭文

化。大坌坑文化是台灣最早的文化，牛罵頭文化是台灣中期重

要的文化。

牛埔遺址與牛罵頭遺址的文化層、文物與蘊有的文化大致相通

。兩個遺址都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這些陶器以紅陶為主，紋飾

以繩紋、刻紋、壓印紋為主。兩個遺址也都出土了大量石器，

這些石器以石斧、石刀、石錛等為主。兩個遺址還都出土了大

量骨器和貝殼，也反映了台灣早期人類的共同文化特徵。



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簡介
牛罵頭遺址，是臺灣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重要遺址遺址，該

地於1999年被規劃為公園，並於2000年開放參觀。公園

內設有展示館、考古遺址、休憩區等設施。展示館內展示

了牛罵頭文化的陶器、石器和骨器等文物，為遊客提供了

一個了解臺灣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機會。

園區內館舍共有8棟，作為教育展示與遺物典

藏空間。除了展示牛罵頭考古遺址相關遺物與

介紹牛罵頭文化外，亦有恆溫典藏室供存放出

土遺物，並於105年更新展場空間，以多媒體

方式介紹考古遺址與臺中市史前文化體系。

發展成展示館或遺址公園



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簡介

遺址公園是一個可以提供休閒空間，並結合當地特色舉

辦活動的空間，與當地居民的生活產生關係，並成為地

方記憶的一環，是一個舒適並具有文化意涵的生活圈，

讓人在喧鬧的城市裡，還可以找到一個能喘口氣並連結

過往歷史的好去處。對外地人而言，地方文化與旅遊產

業結合更能展現其特色，遺址公園能成為一個具有特色

風貌的地方，不只增加了經濟效益，也增加了外地人了

解地方特色的地點和機會，讓這段豐富的歷史文化廣為

人知，並激發了大眾維護古蹟的理念，讓這份美好的心

意傳遞下去。

相關資源多元發展 區域網絡在地化



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簡介

重視體驗活動

通過提供各種各樣的體驗活動，例如:可以舉辦講解活動，

讓遊客了解遺址的歷史和文化；可以舉辦各種手工活動，

讓遊客親手製作文創產品；可以舉辦戶外活動，讓遊客在

自然中感受樂趣，讓遊客在遊覽的同時，可以更深入地了

解歷史文化，體驗自然之美，且促進教育和文化交流及提

高遺址公園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可以吸引更多的遊客來訪

。

暑期考古營隊



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簡介

建立遺址維護機制

考古遺址是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歷史和文明

的見證。古蹟的保護和維護，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

對未來的責任。

目前由臺中市文化資產處進行使用及維護管理，考古遺址的

管理維護以現狀保存為方針，將考古遺址破壞程度降至最低

，並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維持考古遺址所定著土

地上地形地貌之完整性。



研究結果

通過對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的比較分析，可

以得出一個結論:遺址文化園區是保護和利用

文化遺產的一種新模式，它在繼承傳統博物

館理念及方法的基礎上，賦予博物館在文化

遺產保護和活化利用方面一種全新的概念，

進而拓展了博物館在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方

面的作用和範圍。迄今，全世界已建立了三

百多座兼具生態及現地保存概念的遺址博物

館或文化園區，它們在文化遺產的整體保護

和利用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甚至有專家

預測，未來就是遺址文化園區的世紀。

未來就是遺址文化園區的世紀



研究建議

牛埔遺址是台灣中部地區重要的史前遺址，為研

究台灣中部地區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該遺址

的年代跨度較長，反映了台灣中部地區史前文化的

發展過程。牛埔遺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

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

。透過規劃牛埔遺址文化園區，可以保存牛埔遺址

的文化資產價值，推廣牛埔遺址的文化教育意義，

並發展牛埔遺址的觀光休閒功能。此研究提出了許

多具有建設性的建議，能夠為牛埔遺址的保護和發

展提供實質性的參考，彰化地區急需「真實性」超

強的考古遺址活化再利用的遺址文化園區，希望大

家一起努力來催生牛埔遺址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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