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4 臺灣考古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 

第一日 8/30(五) 

08:30-09:10 報到 

09:10-10:20 

理事長林圭偵致詞 

Keynote Speech：從世界趨勢展望台灣的水下考古學（臧振華院士） 

大合照 

10:20-10:30 小憩 

 工程一館 107 會議廳 

10:20-

12:00 

屈慧麗老師學術生

涯致敬場次 

 

場次 A-1 

遺物研究與文化適

應的多元討論 

 

主持人｜劉克竑 

劉克竑 

龍泉村遺址發掘簡報 

李作婷 

牛埔遺址出土「梳齒型玉飾」的研究 

紀科安 

南科三寶埤遺址中的飲食探討：以水域生物資源利用為例 

劉力葭、Chris Green 

文化適應的再思考：以數據分析理解四川東漢磚室墓 

12:00-13:30 
午餐 

12:40-13:10 水下考古展覽導覽 

工程一館 107 會議廳 工程一館 102 教室 

13:30-

15:05 

場次 A-2 

再探十三行：近

期研究開展 

 

主持人｜陳光祖 

王冠文、Melissa Cadet、Thilo Rehren、Laure 

Dussubieux、 

飯塚義之、臧振華、劉益昌、陳光祖 

玻璃與灰皿：由玻璃珠探究跨工藝交流 

13:30-

14:50 

場次 B-1 

DNA 技術的應用 

 

主持人｜屈慧麗 

陳宗賢、羅韻華、陸中衡、黃錦源、林媽利 

How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is Applied in Ancient 

DNA Research 

陳珮瑜、臧振華、劉益昌、陳光祖 

十三行遺址的貝類採集行為初探──量化與比較的取徑 

羅韻華 

以古代 DNA 探究台灣早期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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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騫翮、陳光祖、臧振華、劉益昌 

淺談十三行遺址柱洞的空間分布模式 
黃錦源、羅韻華、陳宗賢、林媽利 

藉由古 DNA 破損狀況測試古 DNA 真偽 
楊宗儒、臧振華、劉益昌、陳光祖 

十三行遺址之社會差異化： 

來自埋葬行為及骨骼特徵的解釋 

Mélissa Cadet、Kuan-Wen Wang, Kwang-tzuu Chen, Cheng-

hwa Tsang, Yi-chang Liu, Kuo-Fang Huang, Yoshiyuki Iizuka 

十三行遺址的銅質遺留 

王儷螢 

三寶埤遺址的陶器使用-有機殘餘物的可行性分析 

休息至 15:20 茶敘 

工程一館 107 會議廳 工程一館 102 教室 

15:20-

16:40 

場次 A-3 

區域互動 

主持人｜李修平 

李修平 

銅卷首刀與上古中國的區域互動 

15:20-

16:25 

場次 B-2 

新石器時代繩紋陶

文化的製作技術與

生業型態 

主持人｜吳意琳 

邱鴻霖、陳立晏、林雨璇 

從桃園市觀音・白沙屯遺址和白沙屯・埔頂的發現探

討臺灣西北海岸新石器時代早中期史前文化的類緣關

係與環境適應策略 

蔡哲嫻 

愛琴海紅泥釉陶器生產的區域互動研究 

李作婷 

白沙屯遺址矽酸體分析與新石器中期稻種多樣性 

王詩涵 

青銅時代晚期長江下游地區貴族墓所見的區域互動關係—

—以江蘇無錫邱承墩土墩墓為例 
吳意琳、李作婷 

彰化牛埔遺址牛罵頭文化製陶技術特徵初步探討 
郭素秋 

臺灣四、五千年前的史前社會與商品交換 

16:25-16:50 會員大會報到 

16:50-17:40 臺灣考古學會會員大會（非會員敬請離場） 

18:30 晚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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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臺灣考古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 

第二日 8/31(六) 

08:30-09:00 報到 

工程一館 107 會議廳 工程一館 102 教室 

09:00-

10:20 

場次 A-4 

出土歷史陶瓷研

究 

主持人｜盧泰康 

涂勤慧 

彭亨貿易 600 年： 

馬來半島彭亨河口（Kuala Pahang）貿易陶瓷研究 

09:00-

10:20 

場次 B-3 

考古工藝的技術

分析 

 

主持人｜王冠文 

王嘉能、段紹崴 

3D 建模的考古應用：以圓山雙口罐製作工藝為例 

盧泰康 

南投牛運堀窯址的發現與破壞 

王嘉琳 

太平洋島嶼出土之螺蓋製器物的功能與文化意涵初探 

盧柔君 

烏山頭遺址出土陶瓷初探 

宋羿岑 

臺灣新石器時代中期鵝鑾鼻第一史前遺址貝器工藝技

術研究 

俵寛司、郭素秋 

以臺北植物園遺址出土的陶瓷器試論近現代臺灣與亞

洲 

陳東和、陳韻婕、謝艾倫 

和平島考古出土金屬十字架殘件之科學分析 

10:20-10:30 小憩 

 工一館 107 會議廳 

10:20-

12:00 

陳瑪玲老師學術

生涯致敬場次 

 

場次 A-5 

考古學中的空

間、力與社會 

 

主持人｜吳牧錞 

劉崇宇 

臺灣舊社聚落空間分析的反思與討論──從魯凱好茶舊社 Kucapungane 的聚落空間佈局談起 

吳牧錞、鄭玠甫 

高士佛駐在所的過去與現在：族群的接觸與互動 

陳珮瑜 

遺址、地主與考古學家的大地遊戲──從近兩年的苗栗沿海踏查談起 

劉亭攸、周書屹 

有關《文化資產保存法》調查權修正之探討：從臺南考古中心執行案件出發 



2 

12:00-13:30 午餐 
海報發表 12:00-12:40 

電影欣賞：在聖堂裡的一場演出 12:10-13:30 

工程一館 107 會議廳 工程一館 102 教室 

13:30-

14:50 

場次 A-6 

水下考古：台灣

與世界，過去與

現代 

 

主持人｜謝艾倫 

臧振華 

從考古資料看澎湖古代的海洋文化地景 

13:30-

14:35 

場次 B-4 

墓葬的多元面向 

 

主持人｜陳仲玉 

葉美珍 

台東縣工作地遺址石板棺研究 

黃漢彰 

2023 年臺灣水下考古調查研究成果 

楊宏政、陳柏仰、尤筱薇、蔡蕊安、陳有貝 

烏山頭遺址出土墓葬之體質特徵 

謝艾倫 

聖地牙哥號出水之鑲嵌陶器的脈絡分析 
廖月萱、劉益昌、劉克竑、莊家銘 

清水中社遺址的墓葬模式分析—— 

以鎮政路地點與南社地點為例 
鄭瑩 

沉沒之船與當代社群的邂逅：以滿星丸為例 

14:35-14:55 

14:50-15:10 
茶敘 

工程一館 107 會議廳 工程一館 102 教室 

15:10-

16:15 

場次 A-7 

考古學的文化史

與遺址形成討論 

 

主持人｜劉益昌 

鍾國風、蔡靜婷 

支亞干遺址花岡山文化層新發現與意義之芻議 

14:55-

16:30 

場次 B-5 

歷史考古學與考

古學當代社會 

主持人｜陳瑪玲 

郭盈萱  

從雞卵面墓葬形制探討清代以來竹塹地區漢人移民社

會的在地化過程 

陳韻帆 

考古遺址與國家認同── 

以臺南孔子廟櫺星門遺構的發掘為例 

林淑芬 

地質視角下的臺灣舊石器文化遺留 

陳韻帆、鍾亦興、趙羚雅 

拉美島事件所見考古材料與文獻紀錄的矛盾互補 

林芳儀 

考古學推廣教育的語彙轉譯── 

以南科考古館特展經驗為例 

鍾國風、劉益昌、蔡世華 

初論阿里山區知母朥社遺址的地層脈絡與意義 

何尼克 

「瓶中的軟木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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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亞紐幾內亞埃米勞島二戰盟軍設施的歷史和初步

考古 

16:30-16:50 頒獎｜閉幕 

 

海報清單 
作者姓名 單位 海報題目 

張旆綸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南勢坑遺址梅花鹿狩獵策略分析 

劉秉玟 北海道大學 北海道禮文島之鄂霍次克文化期的製陶地域性－以香深井１遺址和濱中２

遺址為例 

張玉書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歷史時期的生態變遷：水堀頭遺址獸骨遺留初探 

姜一如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高士佛駐在所岩相學分析之應用 Application of Petrographic Analysis 

at Gaoshifo's Police Residence 

李抒敏 嶼田文化有限公司 東沙島環礁陸域考古調查成果簡報 

楊庭昀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牙齒微磨耗分析應用於清水中社遺址出土人骨：研究方法與初步成果 

陳宥孜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試從線性琺瑯質發育不全現象探討豬隻管理策略—以水堀頭遺址為例 

林郁洳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 北投貴子坑地區近現代陶瓷器初步調查 

陳品伃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在小學裡教考古——六堂課的公眾考古實踐 

吳宜臻、李蕙、吳彥槿、莊筱彤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陶器製作實驗之環境與燒製過程觀察 

王韻茿、柯渝婕 凡木文化有限公司 「高中生來微考古」教案的形構與實踐 

傅韻容、何丞翊、雷芷綾、范綱塏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繁花盛開縱谷間-松浦遺址與花東縱谷的史前文化轉變(2500-2000B.P.) 

陳奕斌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大馬璘文化之打片技術分析 

趙羚雅、陳韻帆、鍾亦興 大谷顧問有限公司 番仔厝遺址墓葬非咀嚼性齒耗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