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湖鎮民代表會代表出國考察報告

考 察 人 員 蔡建立

考察地點/國家 廈門

考 察 期 間  106年 5 月 26日至 106 年 5 月 28 日，計 3天

考察事由/目的 觀光考察

報 告 日 期  106 年 6 月 16 日

本

文

考 察 紀 要
第一天(106年 5月 26日)由金門循小三通至廈門。

第二天(106年 5月 27日)赴廈門大學考察

第三天(106年 5月 28日)由廈門循小三通返回國門。

考 察 心 得 廈門大學無論在海洋史或是華南研究方面皆有十分傑出

的學術成果，其中廈大國學院近年來出版不少學術專書，頗

引人注目。不料，甫踏入國學院大門，天空便下起午後雷陣

雨，雨勢滂沱，瞬間國學院外的道路便積滿了雨水。我們一

行人受困於雨勢，不便到處走訪，只得先參觀與國學院位於

同一棟建築物內的人類學博物館。

    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藏有許多閩南地區的資料，其中

許多材料皆為人類學者林惠祥所收集。林惠祥，福建晉江人，

曾赴菲律賓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赴北京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民族學組工作，因不習慣北京的生活，返回廈門大學擔任歷

史社會學系的人類學教授。林惠祥的著作頗多，在此不一一

列舉，其眾多研究成果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曾參與臺

灣「圓山遺址」的挖掘工作，其挖掘成果的考察報告，直到

1955年才發表在《廈門大學學報》。或許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

關係，我稍微瀏覽搜尋現有的臺灣考古研究後，都未曾找到

提及林惠祥的研究。我並未專事研究臺灣考古學，自也無法

評斷林惠祥的研究可供臺灣學界參考的價值何在，但圓山遺

址的確有這麼一批材料在當年為林惠祥攜至廈門大學，並且

在廈大人類學博物館中展示。

　　另外在該博物館中，收集了不少閩南地區少數民族（如

蜑民）的服飾、生活器具等物品。這些少數民族有些自稱狗

為其祖先，有些有崇蛇的信仰，這些傳說或信仰多少都呈現

出一般稱之為「泛百越族群」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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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事 項
無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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