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考古館公共藝術『時空下的印記』簡介 

    臺灣考古館有前後二棟建物，前棟建於民國 47 年，是本院最早的建

築之一，具有特殊時代意涵，院方決定保留作為紀念性建築；後棟建築物

則因年代久遠，部分屋舍漏水，管線老舊，屢次修繕，頗耗經費，而且工

作環境品質堪慮。在王汎森前所長、黃進興所長、林富士副所長、臧振華

前副所長及劉益昌前學門召集人的推動下於 97 年獲准改建，並於 101 年

7 月竣工啟用。 
     
    後棟改建後為地下一樓，地上三樓的建物，使用空間達 2,041 平方公

尺，並特別保留中庭自然採光；館舍安全、環境品質、標本整理及庫藏之

空間已獲改善。 
考古館改建

後，公共藝術的

設置，係依「公

共藝術設置辦

法」組成徵選小

組討論，最後議

決以「邀請比

件」方式執行，

並針對邀請藝

術家團隊或個

人提案進行徵選，以決定優勝名次；經 102 年 07 月 16 日「台灣考古館後

棟增改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邀請比件徵選會議」，評選出最高積分者─洪

志成先生的作品『時空下的印記』；並經 102 年 8 月 22 日「台灣考古館後

棟增改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鑑價小組會議」決議，此企劃案即修正後執行。 
本創作以『時空下的印記』為主題，藉由考古學家嚴謹的研究過程，揭

示臺灣過去人群的各種生活樣貌所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物圖像，以當

代耐久性不鏽鋼及透明壓克力材質的組合，結合鐳射切割鏤空的表

現方式，呈現出考古遺物另一種不同美感的視覺效果。 
     
    作品以台灣各時期不同文化發掘出土遺物為創作的基本元素，

從舊石器、新石器排列到鐵器時代的「時空穿越意象」，由外而內，

由上而下，依年代順序排列的立掛式懸吊，從台灣考古館入口右側

牆面，沿伸進入大樓中庭空間中，作品主要分二個主軸，包含： 
 
 
一、 入口意象： 
    以本所研究發掘之十三行遺址出土具代表性文物─金飾鳥紋圖

像為主要入口意象，以黃色為底，進行剪影式藝術性設計表現，讓

線性粗細變化的韻律與造形的組合，兼具明亮層次變化的美感，引

領進入大樓中庭空間。 
 
 
 

  
 考古館改建前 中庭  考古館改建後  中庭   

      後棟入口意象    十三行遺址  鳥紋金飾 



二、 中庭邊側懸吊： 
    以台灣考古發掘坑的幾何形式方正凹凸為基本造形，結合出土遺物之

剪影鏤空，讓台灣考古館大樓外牆入口右側位置的物件，延伸進入中庭區

域的藝術設置，讓光影與物件色彩所呈現光澤的效應變化，凝聚映照於大

樓中庭之中，形成視覺色彩影像區。一組七件作品以立掛懸吊方式，設置

於中庭邊側由 3 樓往下延伸至 2 樓，讓觀賞者鮮明而直接地融入台灣考古

研究成果的視覺氛圍之中，隱顯地與人進行古今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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