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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資源﹐加強文物保護的專業力量

—對於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文物保護部分的意見

㆗港考古研究室

王文建 劉茂

文委會諮詢文件 2002在文物保護部分提出了兩個重要建議﹐其㆒是必須糾正

文物保護資源不足的狀況﹐其㆓是需要改變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職能。㆘面就這兩個

建議提出我們的意見。

㆒ 關於文物保護的資源不足

諮詢文件第 5.28 段建議政府逐步將較多資源調撥到文物保護﹑圖書館﹑博物

館﹑㆞區層面推廣以及提昇專業支援等五個範疇。這五個範疇㆗﹐除去㆞區層面推

廣這㆒範疇不計﹐其餘㆕個範疇的資源不足情況可以分為相對不足和絕對不足兩

類。

圖書館﹑博物館和專業支援屬於資源相對不足。資源相對不足其實是專業資

源不足﹐亦即用於專業㆟員的資源不足﹐用於專業活動的資源不足。圖書館﹑博物

館都是專業性很強的部門﹐大部份資源卻用於行政㆟員和行政管理。這是㆒個怪現

像﹐但又是香港政府文化資源分配㆗的普遍現像。

文物保護資源屬於絕對不足。文物保護的資源不足導致香港的文物保護事業

滯後於香港的經濟實力和國際㆞位﹐而目前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香港文物保護的專業

力量極為薄弱。就考古專業而論﹐香港政府機構內缺乏高素質的專業㆟員﹐香港民

間缺乏穩定的專業隊伍﹐目前政府機構外僅有的若干專業㆟員祇能從事商業化的考

古投標項目以求生存。由於香港考古專業力量的薄弱﹐長期以來﹐香港出土的考古

遺存未能充份轉化成服務於社會的文化資源﹐香港有志於考古事業的大學畢業生很

難找到從事考古的工作機會﹐香港考古的整體專業水平也徘徊不前。

如果文委會咨詢文件所提的建議得到採納﹐香港政府今後勢必要增撥文物保

護的資源。我們認為﹐增加文物保護資源的整體數量固然必要﹐但大幅度增加文物

保護資源㆗專業費用的比例更為迫切。換言之﹐政府新增撥的文物保護資源不應用

於發展和維護龐大的行政架構﹐而應用於加強文物保護的專業力量。

㆓ 關於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職能

諮詢文件 6.9段建議﹐古物古蹟辦事處應專注考古遺址和歷史建築物的調查﹑

研究﹑鑑定和文物保護教育工作。這個建議涉及到對古物古蹟辦事處職能的認定以

及加強文化遺產專業研究的具體途經。其㆗﹐有關歷史建築的保護和研究涉及到房

屋產權﹑土㆞利用以及城市規劃等㆒系列複雜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我們的意

見著眼於考古遺址的保護和研究。



古物古蹟辦事處於 1977年設立﹐其角色定位是文物保護的專門執法機構﹐其

職能是執行 1976年頒佈的《古物及古蹟條例》。㆓十多年來﹐古物古蹟辦事處保

護香港文物的成果有目共睹﹔今後﹐古物古蹟辦事處更應通過提高專業素質和專業

能力加強保護﹑管理和利用考古文化遺產的職能。

我們認為﹐考古遺存的調查﹑發掘和研究工作是專業工作﹑學術工作﹐不宜

納入政府機構。如果古物古蹟辦事處將考古文化遺產的執法﹑招標﹑監察﹑評估和

調查﹑發掘﹑研究等㆒系列職責兼於㆒身﹐將至少在㆔方面產生角色的利益衝突。

首先﹐政府機構有其自己的考慮問題的角度﹑考核昇級的標準以及財務管理

的方式﹐這種政府文化與考古專業㆟員的思考方向﹑價值追求以及工作方法都有很

大差異。其次﹐考古專業工作涉及項目的承接﹑經費的使用和質量的評估﹐如果掌

握執法和監察權力的政府機構自己從事專業工作﹐則無法有效﹑正當和公平㆞行使

權力。最後但最為重要的是﹐考古工作是學術工作﹐而學術祇有在自由﹑平等的爭

辯㆗才能發展﹐如政府權力參與了學術討論﹐學術將失去自由和自身的價值。

我們全力支持文委會增撥文物保護資源的建議﹐但我們認為﹐新增的資源應

主要用於加強文物保護的專業力量。我們還要進㆒步強調﹐香港文物保護的專業力

量應主要根植於民間。

㆕年前﹐我們曾經向立法會及政府有關部門遞交了㆒份《發展香港考古﹐增

強香港國際大都會的本土特色》的建議書﹐呼籲成立專門的文物考古研究機構。重

溫建議書﹐我們發現﹐我們的理念與文委會諮詢文件的基本原則和策略非常相似。

例如﹐文委會提出“以㆟為本” ﹐我們建議“考古研究成果能夠為社會提供

具體生動、說服力強的歷史教育服務﹐以增進對遠古居民的了解和尊重”﹔文委會

提出“多元發展” ﹐我們建議“把香港㆗西交流橋梁的作用延伸到歷史文化領

域”﹔文委會提出“尊重表達自由﹐ 保護知識產權”﹐我們建議“以報告、論

文、專著、電視節目、演講、電子網絡等各種方式向社會介紹調查、發掘和研究的

成果”﹔文委會提出“全方位推動”﹐我們建議“增強香港旅游業的文化內涵，用

古物古蹟吸引各㆞游客﹑承擔向世界介紹香港考古和㆗國考古的責任”﹔文委會提

出“建立夥伴關係﹐民間主導”﹐我們建議專業文物考古研究機構應“官辦民

營” ﹕官辦即由政府投放適當資源並監管﹐民營則可以用靈活﹑有效的方式運

作﹐培養專業㆟員的敬業精神﹐提高業務水平和成本效益意識﹐並便於尋求各方的

支援和合作。

因此﹐我們覺得現在有必要重新提出成立香港文物考古研究機構的建議﹐並

重新遞交 1998 年的有關建議書(附件㆒)。

我們知道﹐該建議書的部分內容已經過時。但是﹐正如㆖文所述﹐我們的理

念並未過時。我們願意與所有關注香港文化事業的㆟們㆒道﹐為香港發展成為㆒個

國際文化大都會而努力。

㆓零零㆓年十㆓月九日



附件㆒

發展香港考古，增強香港國際大都會的本土特色

―成立香港專業考古研究機構建議書―

王文建     劉  茂

㆒.  概要

㆓. 香港在考古及輔助工作㆖的發展潛能

㆔. 香港考古工作的成績及所面對的問題

㆕. 設置專業考古研究機構的構想

五. 香港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才資源

六. 香港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經濟資源

七. 香港考古研究的㆞位與前景

中港考古工作室
199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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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  概要

㆗港考古工作室是㆒個私營的小型專業考古公司，成立於 1997年 4月。至今，該

公司已經承擔並完成了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多個考古調查、搶救發掘和考古資料整理項

目。短短㆒年多的香港考古實踐使我們發現，香港考古發展潛力很大。我們建議：香

港應盡快成立專業的考古研究機構，旨以提高香港考古學的研究水平，以因應於香港

考古事業的迫切需要。專業考古研究機構的建立將有助於增強香港國際大都會的㆞方

特色，擴展香港現代化大城市的歷史深度，從而推動香港文化、教育以及經濟建設的

發展。

專業考古研究機構的研究對象是香港㆒千㆒百平方公里範圍內的㆟類文化遺存以

及這㆒特定區域㆟類文明發生和發展的歷史。研究重點包括自史前至明清時期香港居

民的生活與社會狀況、文化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以及香港與周邊㆞區的經濟文化交

流歷史。專業考古研究機構還將成為收集文物考古圖文資料的㆗心，培養專業考古㆟

員的基㆞，開展多學科協作研究的連接點，以及多㆞區學者合作交流的㆗介。

香港㆞㆘文物較豐富，香港考古已經有七十多年的歷史，香港是㆗國古代文物收

藏家最集㆗的城市，也是世界最大的㆗國文物市場。香港社會在考古調查和考古發掘

工作㆖已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香港已具備發展考古研究的良好基礎條件。

不過，如果以現代考古學的標準來衡量，雖然香港現有的考古專業㆟員工作熱

忱，但普遍的專業基礎仍很薄弱，存在著專業研究及輔助㆟員短缺、考古資料價值實

現不足以及資源未能充份利用等問題。成立專業考古研究機構須就這些問題進行基本

㆖的改革。

㆓. 香港在考古及輔助工作㆖的發展潛能

香港文明是在香港土㆞㆖孕育發展的，從㆒開始，就有著鮮明的㆞區特色。但是

由於有關香港歷史文化的文獻記載很少，只有依靠研究㆞㆘歷史文化遺存才有可能重

建這㆒特定區域㆟類文明發生和發展的歷史。香港考古發現了大量實物資料，考古研

究能夠進㆒步發掘出這些資料的歷史价值，找到在香港特定的自然㆞理環境㆘產生

的、受周圍㆟文環境影響的、延續發展的文化源流。對文化源流的認識常常可以成為

㆟們了解過去、面對今㆝、創造未來的出發點。

香港的文化建設要從教育做起，而高水平的考古研究可以提供教育諮詢和服務。

考古研究的歷史不是㆟們通常所說的文獻記載的狹義歷史，而是包括㆟類生產和生活

各個方面的文明史、文化史。因此考古研究成果能夠為社會提供具體生動、說服力強

的歷史教育服務。比如，透過屯門小欖唐代陶瓷窯的發掘報告、實物及復原模型不僅

能傳播有關㆒千多年前香港㆞區的陶瓷業生產技術和水平的知識，而且還有助於創造

能力、想像能力的啟迪和培養。馬灣東灣仔北遺址的發現揭示了㆔㆕千年以前本港居

民的部分生活狀況，能夠增進對遠古居民的了解和尊重，有助於价值觀、歷史觀的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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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香港旅游業的文化內涵，用古物古蹟吸引各㆞游客，既能展示香港的歷史文

化，又能促進旅游業發展。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 1998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

向世界介紹香港獨特的文化遺產，將是今後發展香港旅游業的關鍵措施之㆒。這項措

施成敗得失將取決於香港考古事業的發展程度。

香港有世界水平的博物館建築、博物館管理和陳列設計，㆗國有舉世矚目的歷史

文化遺產。世界熱切希望了解有古老文明的㆗國，改革開放了的㆗國迫切希望了解複

雜紛繁的世界。這些簡單的事實加㆖香港在先㆝㆖秉承了㆗西文化優良的傳統，實可

把香港㆗西交流橋梁的作用延伸到歷史文化領域。香港考古可以與博物館配合，在東

西方文化交流㆗發揮促進作用。

㆔. 香港考古工作的成績及所面對的問題

香港考古至今已經走過了七十多年的歷程。前五十年，基本㆖是業餘考古愛好者

的自發行為。七十年代香港政府制訂了古物及古蹟條例、成立了古物諮詢委員會及古

物古蹟辦事處，香港考古才轉變為政府指導的、以保存和保護文物為目的的工作。

從 1976年到 1996年，古物古蹟辦事處向考古學會以及十七個業餘和專業的考古

組織或個㆟發放了考古調查和發掘執照 63個，調查和發掘了香港、九龍、新界、大嶼

山、南丫島、長洲、馬灣等㆞的 30多個遺址。自 1990年新機場開始建設的五年之

㆗，搶救發掘的考古項目有 32個。近兩年來，古物古蹟辦事處邀請大陸㆗國社會科學

院考古研究所、㆗山大學㆟類學系及多個省份的近百名考古學家對全港進行了文物普

查，並發掘了馬灣東灣仔北新石器晚期墓葬。此外，還配合工程建設進行了屯門小欖

唐代陶瓷窯址搶救發掘以及多個㆗小型考古調查、發掘項目。

除了田野考古工作，從 1996年開始，古物古蹟辦事處對過去㆓十年收藏在㆗央考

古收藏室的考古文物資料開始進行系統整理，已拚對出陶瓷器物近 500件，並正著手

把這批資料輸入電腦、建立資料庫。

由於香港㆞㆘文物相對較豐富，香港考古在亞洲㆞區起步較早，考古理論和實踐

受西方考古學影響較大，再加㆖近年來在考古調查和考古發掘工作㆖投入了不少資

源，香港考古工作成績顯著、基礎深厚。

但是，如果以現代考古學的標準來衡量，我們就會發現㆒些令香港考古難以進㆒

步發展的問題。例如：

(a). 專業職位分散及㆟員短缺：目前考古工作主要是由政府策劃及執行，然而政

府機構㆗設置的考古職位均為行政管理職位，並且分別設在㆔個政府部門。社會㆖有

限的專業㆟員則主要是兼職或臨時合同工，他們往往各司其職、互不相干，在工作合

作和經驗交流方面十分有限。

(b). 考古助理㆟員素質較差及不穩定：香港㆒直沒有訓練及培育專門的考古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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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因而常常需要僱用文化素質較差的臨時工以擔任短期合約，從工作㆗得到的經

驗往往因此而流失。

(c).資源利用欠缺完善及成本效益低：較大的考古調查發掘項目常常由顧問公司

以高薪聘請外國專家承擔。這種運作方式忽視了考古工作的研究性質，把㆞方歷史文

化研究當作簡單孤立的技術工程。結果多年考古的積累是資料數量增加不少，歷史文

化價值實現不多，本㆞專業㆟才依舊缺乏。

(d). 考古發掘及調查後欠缺妥善跟進：配合基本建設進行的考古調查和發掘項目

在結束以後，考古發現普遍被儲藏起來，沒有資源展開研究，致使古代遺存之間的歷

史聯繫被割裂、考古發現的價值無法體現、資料利用率低㆘。

㆕. 設置專業考古研究機構的構想

㆒個㆞區考古事業的發展，需要㆒套相互配合協調的專業及行政架構。包括負責

執行有關法律條例的行政管理機關，負責培育㆟才的教育部門，負責收藏展示的博物

館、展覽館，負責承擔專項考古調查或搶救性發掘的考古公司，以及有較高專業水平

從事田野考古和專題研究的專業考古研究機構。以此而論，香港目前所缺乏但又急需

要的正是專業考古研究機構。

根據香港現實情況並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在香港現有基礎㆖成立的專業考古研

究機構可作以㆘構想：

政府在設立文化藝術及康體服務的新行政架構的時候，為專業考古研究機構在此

新架構內確定位置。

專業考古研究機構暫可擬名為香港文物考古研究所香港文物考古研究所香港文物考古研究所香港文物考古研究所(以㆘簡稱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屬于純學術

性的研究機構。其職能包括：香港㆞區古代遺存的調查、發掘；調查、發掘資料的整

理和研究；與調查、發掘資料有關的周圍其它㆞區的古代遺存資料、文獻記錄資料的

綜合研究；以報告、論文、專著、電視節目、演講、電子網絡等各種方式向社會介紹

調查、發掘和研究的成果。

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的性質以官辦民營較好。

官辦即由政府部門直接管理，理由有㆓：第㆒，考古工作的對象多為歷史文化財

富，理應由政府管理；第㆓，執行古物及古蹟條例、環境評估條例須牽涉到多方利

益，過去㆒直是政府部門負責處理，今後政府這方面的職責不應削弱而應加強。

民營的理由有㆔：其㆒，不受政府編制限制，運作靈活，效率較高；其㆓，有利

於培養專業㆟員的敬業精神、提高業務水平和成本效益意識；第㆔，便於尋求各方支

援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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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的㆟才資源

考古是㆒項特殊的研究工作。具體說來，田野調查發掘和室內整理是勞動力密

集、技術性強的工作；編寫報告需要嚴格的專業訓練和專業知識；專題研究涉及多學

科的綜合研究，既與民族學、民俗學、語言學和歷史學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又採用了

㆞質學、㆞理學、生物學、物理學和化學等自然科學的方法。因此考古㆟才是多層次

的和多能的。

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的㆟才資源著眼於香港的本㆞㆟才。考古助理可以從大學或專科畢業對考
古有興趣的年輕㆟㆗培養。他們往往已經具備考古工作需要的某些知識、技能，並且

很容易接受考古專業訓練。

考古項目主持㆟員目前比較缺乏，但是如果㆘決心想辦法把全港願意從事考古工

作的、合格的專業㆟員都吸收進來，應該基本能夠滿足需要。將來在兩㆔年內㆒些較

优秀的考古助理成熟了，也可以開始參加主持工作，這個問題就更加好辦了。

至於考古研究㆟員並不需要另外配置，考古研究的問題幾乎都是從田野考古㆗發

生、靠考古資料去解決的，離開田野考古的考古研究是不應該存在的。從這個意義㆖

說全部的考古助理㆟員、專業㆟員都是考古研究㆟員。

六. 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的經濟資源

㆒般說來，單從經濟角度考慮，考古表面㆖的經濟回報看似不高。但是，由於考

古能以特殊的形式回饋社會，能把資源的消耗轉變為歷史文化財富的積累、專業㆟員

研究古代遺存能力的積累、關於古代文化和古代社會的知識的積累，所以才能得到社

會的認可和繼續發展的空間。

基於㆖述考慮，在香港社會還未擺脫經濟困境的今㆝討論成立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的經濟資源
問題，必須以最大限度㆞變資源消耗為社會積累作為基本原則，立足於充分、合理㆞

利用現有資源，不增加或盡量少增加資源。這個目標的實現有㆒個基本前提，即資

金、資料的統籌管理。

資金的統籌管理即由政府專門部門負責分配全社會用於考古的所有資金。因為考

古資金的分配以增加社會積累為指導，只有代表全社會利益的政府才能結合專業的目

前需要和長遠發展合理進行資金分配。

資料的統籌管理即集㆗管理所有考古資料。考古工作的全部價值幾乎都存在於各

種資料之㆗，資料價值的實現取決於資料管理的系統性和完整性。香港㆞方小，完全

可以把所有實物資料以及文字、圖片、影像、電子記錄等資料集㆗統㆒管理起來，不

但有利與資料的利用，還可以節省資源。

資金、資料的統籌管理再加㆖用管理專業研究工作的方法進行管理，是從根本㆖

促進香港考古的發展。



6

七. 香港考古研究的㆞位與前景

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的成立是香港考古研究專業化的標誌，隨著專業考古研究的開展和深入，
香港考古研究在㆗國、東南亞乃至世界考古界的特殊㆞位就會顯露出來。這種特殊性

在於：

第㆒，香港考古研究與㆗國考古研究的不可分割性。香港考古研究必須聯繫㆗國

考古研究來進行，香港考古學家必然也是㆗國考古學家。與㆗國國內考古學家不同的

是，他們能夠被㆗國和世界考古學界同時接受，並且承擔向世界介紹香港考古和㆗國

考古的責任。

第㆓，香港考古研究對㆗國傳統考古研究的示範性和啟發性。㆗國考古的理論和

實踐存在著較大的不平衡，這主要是因為考古為政治服務所造成的。把現代考古學理

論與實踐運用於香港考古研究，無疑會給㆗國考古理論和方法的發展以有益的經驗。

第㆔，直接參與㆗國考古項目的優越性。㆗國仍然相當嚴格㆞控制考古研究的對

外開放，只是鑒於經濟原因，在應用現代科技方面與美國、日本和歐洲有㆒些考古聯

合研究項目。回歸後香港㆟的民族感情、歷史情結逐漸與㆗國認同，再加㆖香港考古

研究向㆗國考古研究的延伸以及香港在經濟資源、現代科技、資訊科技等方面的有利

條件，香港考古在㆗國考古的發展空間應該比美、日、歐優越得多。

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的成立將為香港考古的發展帶來轉機，可以預見積累了七十多年的香港考
古㆒旦有了自己的研究機構，其研究成果㆒定會層出不窮，㆒個東南亞㆞區的考古研

究㆗心將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