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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共探芝山岩遺址，掀起臺北史前面紗 

《芝山岩遺址與臺北史前》專書發表會 
 

  芝山岩遺址為臺灣考古史上最早被發現的史前遺跡，日本時代即在芝山岩小

山採集到 1 件磨製小石斧；它包含不同時期與內涵的史前文化，是臺灣地區罕見

的多文化層遺址。臺北市立文獻館新出版專書《芝山岩遺址與臺北史前》，委託中

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兼成功大學考古所所長劉益昌教授著撰，為繼 72 年黃士強

教授之初期考古成果專書《臺北市芝山巖遺址發掘報告》後，針對臺北市近年

（1980-2015）芝山岩遺址相關出土文物之整理紀錄，並擴及臺北區域之史前研究

成果，全書展現完整的芝山岩地區人類活動史，增加各界對遠古臺北人的認識。 
 

  臺北市立文獻館特於今日（7 月 27 日）下午在誠品松菸店 3 樓 Forum，舉辦

《芝山岩遺址與臺北史前》專書發表會，蒞臨現場貴賓有專書作者劉益昌教授、

大安森林公園之友基金會郭城孟執行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袁孝維教

授、中研院臺史所詹素娟教授、中研院史語所郭素秋教授、臺北大學歷史學系張

勝彥教授、臺北市野鳥學會芝山岩管理處李明晃處長、猛鴨創意企劃設計工作室

林佩玲女士等多位貴賓。主辦單位臺北市立文獻館詹素貞館長感謝各界嘉賓蒞臨，

她表示，1994 年起開始有整體性進行芝山岩的相關研究，本書的出版，期望能透

過生動的語法，將學術性的研究成果，帶給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市民朋友。 

 
發表會貴賓進行簽名式，右起：中研院臺史所詹素娟教授、文獻館詹素貞館長、專書作者劉益
昌教授、大安森林公園之友基金會郭城孟執行長、臺大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袁孝維教授、中研
院史語所郭素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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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作者劉益昌教授與詹素貞館長進行新書分享 

  專書作者劉益昌教授於發表會現場分享多年考古研究心得，並以精闢而深入

淺出的方式，介紹專書特色亮點，帶領大家探索書中精采內涵。此外，現場並展示

文獻館典藏的 10 件芝山岩出土文物，呈現史前人類日常生活的珍貴紀錄，會後並

由專書作者劉益昌教授進行現場簽書活動，增加專書的紀念及保存價值。 

 

發表會貴賓合影，後排右起：臺北大學歷史系張勝彥教授、文獻館詹素貞館長、專書作者劉益
昌教授、大安森林公園之友基金會郭城孟執行長，後排左一為野鳥學會芝山巖管理處李明晃處
長；前排右起：中研院史語所郭素秋教授、中研院臺史所詹素娟教授、臺大森林環境暨資源學
系袁孝維教授、猛鴨創意吳佳青女士及林佩玲女士 

  臺北市立文獻館表示，自 1896 年於芝山岩發現石器標本，為臺灣考古學研究

開啟先聲，至今已逾 120 年；本書特別從地理地質、自然生態、人文歷史背景等

多面向，引領讀者瞭解芝山岩的史前文化，不僅以芝山岩為核心進行詳細論述，

並擴及臺北區域之史前研究成果，對於史前臺北文化發展更有精采描繪；全書圖

文並茂，多達 294 張地圖、挖掘現場、出土文物圖照及歷年挖掘紀錄說明表，真

實傳達遺址文化保存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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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書作者劉益昌教授表示，考古學的研究可以將沒有文字但確實存在的歷史

告訴我們，本書以芝山岩遺址的考古學研究做為經緯，書寫臺北地區史前人群及

文化，期望建構整體歷史觀，提倡土地觀點的歷史書寫方式。 

         
《芝山岩遺址與臺北史前》書影            詹素貞館長代表獻花給劉益昌教授 

  《芝山岩遺址與臺北史前》專書已正式出版發行，售價 300 元，歡迎有興趣

的讀者可洽臺北市立文獻館、誠品書店、五南文化廣場、南天書局、國家書店松江

門市、臺灣的店、樂學書局、臺灣學生書局、國家網路書店等購買，期盼透過本

書，帶領讀者共探史前臺北人的文化，讓更多市民朋友了解遺址文化保存的重要

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