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地區史前文化發展及南島民族形成與

擴張（2/2）成果報告 

 

 

 

 

 

 

 

委 託 單 位：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執 行 單 位：國立成功大學 (考古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6 日 



 
 

  



 
 

金門地區史前文化發展及南島民族形成與

擴張（2/2）成果報告 

 

 

 

計畫主持人：劉益昌 

協同主持人：熊仲卿 

研究助理：郭佳榮 

 

 

 

 

 

 

 

 

 

 

 

委 託 單 位：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執 行 單 位：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6 日 

  



 
 

  



 
 

計畫組成 

 

計畫期程及成員 

執行期程：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2 日至 110 年 12 月 10 日 

計畫主持人：劉益昌 

計畫協同主持人：熊仲卿 

計畫專任助理：郭佳榮 

參與研究：蕭吟庭、周文博 

 

行政支援協助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金馬辦事處：吳靜琪 

金門縣文化局：李柏璋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邵碩芳、張慧如 

 

田野工作人員 

黃智星、張明煌、林煒傑 

 

標本處理人員 

蘇頤、林姸均 

標本繪製人員 

梁詠喻 

  



 
 

 



 
 

I 
 

目次 

第一章 研究計畫設計................................................................................................ 1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1 

第二節 工作範圍.................................................................................................. 4 

第三節 計畫背景之了解與分析.......................................................................... 5 

一、 金門史前遺址的發現歷程 ..................................................................................... 5 

二、 金門史前遺址與時空架構 ..................................................................................... 8 

三、 金門史前史的討論 ............................................................................................... 11 

第四節 執行構想與研究方法............................................................................ 13 

一、 執行構想 ............................................................................................................... 13 

二、 研究方法 ............................................................................................................... 13 

第二章 金門的自然人文環境及古環境變遷.......................................................... 15 

第一節 自然環境................................................................................................ 15 

第二節 人文環境................................................................................................ 18 

第三節 古環境變遷............................................................................................ 19 

第三章 金門地區史前遺址（史前後期）相關資料回顧...................................... 25 

第一節 金龜山遺址上層.................................................................................. 25 

一、 金龜山遺址第 1、2 次發掘 ................................................................................. 25 

二、 金龜山遺址第 3 次發掘 ....................................................................................... 26 

第二節 浦邊遺址.............................................................................................. 28 

一、 浦邊遺址第 1 次發掘 ........................................................................................... 28 

二、 浦邊遺址第 2 次發掘 ........................................................................................... 29 

三、 浦邊遺址第 3 次發掘 ........................................................................................... 29 

第三節 后豐港遺址.......................................................................................... 34 

一、 后豐港遺址第 1 次發掘 ....................................................................................... 34 

二、 后豐港遺址第 2 次發掘 ....................................................................................... 36 



 
 

II 
 

第四節 青岐遺址.............................................................................................. 40 

第五節 小結...................................................................................................... 43 

第四章 金門地區史前後期遺址地表調查結果...................................................... 45 

第一節 小金門地區.......................................................................................... 47 

一、 青岐遺址 ............................................................................................................... 48 

二、 東林遺址 ............................................................................................................... 65 

三、 上林遺址 ............................................................................................................... 66 

四、 西湖遺址 ............................................................................................................... 67 

五、 青岐碼頭遺址 ....................................................................................................... 68 

六、 清遠湖遺址 ........................................................................................................... 69 

七、 楊厝遺址 ............................................................................................................... 70 

第二節 大金門地區.......................................................................................... 71 

一、 浦邊遺址 ............................................................................................................... 71 

二、 洋山遺址 ............................................................................................................... 75 

三、 鶯山遺址 ............................................................................................................... 77 

四、 后宅遺址 ............................................................................................................... 77 

五、 蘭洋遺址 ............................................................................................................... 78 

六、 南山遺址 ............................................................................................................... 79 

七、 北山遺址 ............................................................................................................... 84 

八、 水頭遺址 ............................................................................................................... 84 

九、 古崗遺址 ............................................................................................................... 85 

十、 歐厝遺址 ............................................................................................................... 85 

第五章 金門地區史前遺址試掘結果...................................................................... 87 

第一節 復國墩遺址............................................................................................ 87 

一、 探坑試掘結果 ....................................................................................................... 88 

二、 出土遺留內涵分析 ............................................................................................... 91 

第二節 青岐遺址.............................................................................................. 103 

一、 探坑試掘結果 ..................................................................................................... 104 



 
 

III 
 

二、 出土遺留內涵分析 ............................................................................................. 111 

第三節 青嶼遺址.............................................................................................. 134 

一、 探坑試掘結果 ..................................................................................................... 134 

二、 出土遺留內涵分析 ............................................................................................. 136 

第六章 臺灣與中國沿海地區史前遺址................................................................ 141 

第一節 福建地區遺址...................................................................................... 141 

一、 閩江下游地區 ..................................................................................................... 141 

二、 閩南地區 ............................................................................................................. 146 

三、 閩東地區（福建東北部） ................................................................................. 148 

四、 閩江上游地區 ..................................................................................................... 152 

五、 閩西地區 ............................................................................................................. 153 

第二節 江蘇、浙江、上海地區遺址.............................................................. 155 

一、 太湖、杭州灣地區 ............................................................................................. 155 

二、 浙江南部地區 ..................................................................................................... 157 

第三節 廣東地區遺址...................................................................................... 161 

一、 環珠江口地區 ..................................................................................................... 161 

二、 廣東北部地區 ..................................................................................................... 168 

三、 廣東東部地區 ..................................................................................................... 170 

第四節 臺灣地區遺址...................................................................................... 174 

一、 南關里、南關里東遺址 ..................................................................................... 174 

二、 訊塘埔文化 ......................................................................................................... 175 

三、 紅毛港文化 ......................................................................................................... 177 

四、 牛罵頭文化 ......................................................................................................... 178 

五、 牛稠子文化 ......................................................................................................... 179 

六、 東部繩紋（紅）陶文化 ..................................................................................... 180 

第七章 相關討論與建議.......................................................................................... 183 

第一節 金門史前晚期文化內涵及周邊區域比較........................................ 183 

第二節 金門史前晚期文化的環境適應........................................................ 195 



 
 

IV 
 

第三節 南島語族下的金門定位.................................................................... 195 

第四節 未來研究規劃與建議........................................................................ 199 

參考文獻............................................................................................................ 203 

附錄一：遺址基本資料表................................................................................ 217 

附錄二：青岐遺址地表採集遺物清單............................................................ 283 

附錄三：審查意見回覆表................................................................................ 297 

附錄四：遺址發掘許可.................................................................................... 316 

 

  



 
 

V 
 

圖目錄 

圖 1：金門行政區域圖................................................................................ 1 

圖 2：金門（紅點）與周邊區域圖............................................................ 2 

圖 3：金門史前遺址分布圖........................................................................ 9 

圖 4：金門島地質圖.................................................................................. 16 

圖 5：金門島地層剖面柱狀圖.................................................................. 17 

圖 6：金門島海階分布.............................................................................. 18 

圖 7：福建沿海晚更新世以來的海平面變化.......................................... 20 

圖 8：福建沿海各岸段全新世海平面曲線.............................................. 21 

圖 9：華南沿海全新世以來海岸線的變遷.............................................. 22 

圖 10：近 5,000 年來海南島瑪珥湖碳氮比曲線（a）及沉積黏土礦物

（b）的對比........................................................................................ 23 

圖 11：金龜山遺址位置圖 ........................................................................ 27 

圖 12：TP2 試掘坑南界牆及西界牆地層堆積圖 ................................... 30 

圖 13：浦邊遺址地表採集的陶拍殘件.................................................... 31 

圖 14：浦邊遺址陶片上的各類紋飾........................................................ 32 

圖 15：浦邊遺址位置圖............................................................................ 33 

圖 16：浦邊遺址鑽探孔與試掘坑分布圖................................................ 34 

圖 17：后豐港遺址缽形器及腹片印紋.................................................... 35 

圖 18：2013 年后豐港發掘出土之圈足................................................... 37 

圖 19：2013 年后豐港發掘出土之腹片紋飾........................................... 37 

圖 20：后豐港遺址位置圖........................................................................ 38 

圖 21：后豐港遺址範圍及道路規劃路線................................................ 39 

圖 22：青岐遺址地表採集之缽形器口緣紋飾........................................ 41 

圖 23：青岐遺址地表採集之罐形器口緣紋飾........................................ 41 



 
 

VI 
 

圖 24：青岐遺址位置圖............................................................................ 42 

圖 25：110 年度地表調查遺址位置圖 ..................................................... 47 

圖 26：110 年度小金門地區地表調查遺址位置圖 ................................. 48 

圖 27：青岐Ⅰ 幾何印紋陶...................................................................... 49 

圖 28：幾何印紋硬陶（雲雷紋拓印）.................................................... 49 

圖 29：青岐Ⅰ 夾砂陶拓印...................................................................... 50 

圖 30：青岐Ⅰ 陶拍.................................................................................. 50 

圖 31：青岐Ⅰ 陶拍.................................................................................. 50 

圖 32：青岐Ⅰ 陶拍.................................................................................. 50 

圖 33：青岐 I  陶拍 ................................................................................. 50 

圖 34：青岐Ⅰ 陶拍拓印.......................................................................... 51 

圖 35：青岐 I 現況照 ............................................................................... 51 

圖 36：青岐 I 工作照 ............................................................................... 51 

圖 37：2017 年青岐遺址地表圖............................................................... 52 

圖 38：青岐 I 地表調查工作照 ............................................................... 53 

圖 39：青岐Ⅰ 磨製石錛.......................................................................... 53 

圖 40：青岐Ⅰ 磨製石錛.......................................................................... 53 

圖 41：青岐Ⅰ 磨製石錛繪圖.................................................................. 53 

圖 42：青岐Ⅰ 石鑿.................................................................................. 54 

圖 43：青岐Ⅰ 尖狀器.............................................................................. 54 

圖 44：青岐Ⅰ 刮削器.............................................................................. 54 

圖 45：青岐Ⅰ 石錘.................................................................................. 54 

圖 46：青岐Ⅰ 陶管.................................................................................. 54 

圖 47：青岐Ⅰ夾砂陶................................................................................ 55 

圖 48：青岐Ⅰ 夾砂陶繪圖...................................................................... 55 



 
 

VII 
 

圖 49：青岐Ⅰ 青瓷.................................................................................. 56 

圖 50：青岐Ⅰ 青花瓷.............................................................................. 56 

圖 51：青岐Ⅰ 硬陶.................................................................................. 56 

圖 52：青岐Ⅰ 夾砂陶口緣...................................................................... 57 

圖 53：青岐Ⅰ 夾砂陶口緣...................................................................... 57 

圖 54：青岐Ⅰ 夾砂陶口緣...................................................................... 57 

圖 55：青岐Ⅰ 陶支腳.............................................................................. 58 

圖 56：青岐Ⅰ 硬陶口緣.......................................................................... 58 

圖 57：青岐Ⅰ 夾砂陶腹片...................................................................... 59 

圖 58：青岐Ⅰ 夾砂陶口緣...................................................................... 59 

圖 59：青岐Ⅰ 夾砂陶口緣...................................................................... 59 

圖 60：青岐Ⅰ 圈足.................................................................................. 60 

圖 61：青岐Ⅰ 陶把.................................................................................. 60 

圖 62：青岐Ⅰ 幾何印紋硬陶口緣.......................................................... 60 

圖 63：青岐Ⅰ 印紋硬陶紋飾（交錯直條紋）拓印.............................. 61 

圖 64：青岐Ⅰ 印紋硬陶紋飾（直條紋）拓印...................................... 62 

圖 65：青岐Ⅰ 夾砂陶紋飾拓印.............................................................. 63 

圖 66：青岐Ⅰ 遺物採集位置圖.............................................................. 64 

圖 67：東林Ⅰ 蠔蠣啄.............................................................................. 65 

圖 68：東林Ⅰ 尖狀器.............................................................................. 65 

圖 69：東林Ⅰ 尖狀器.............................................................................. 65 

圖 70：東林Ⅰ現況照................................................................................ 66 

圖 71：上林貝塚 史前陶.......................................................................... 67 

圖 72：上林海灘 瓷器.............................................................................. 67 

圖 73：上林海灘 史前陶.......................................................................... 67 



 
 

VIII 
 

圖 74：西湖遺址 石片器.......................................................................... 68 

圖 75：西湖遺址 尖狀器.......................................................................... 68 

圖 76：青岐碼頭 瓷器.............................................................................. 68 

圖 77：清遠湖 史前陶.............................................................................. 69 

圖 78：清遠湖 石鋤.................................................................................. 69 

圖 79：清遠湖 石核.................................................................................. 69 

圖 80：清遠湖 石支腳.............................................................................. 69 

圖 81：楊厝 硬陶...................................................................................... 70 

圖 82：浦邊Ⅰ 瓷器.................................................................................. 72 

圖 83：浦邊Ⅱ 硬陶.................................................................................. 72 

圖 84：浦邊Ⅲ 硬陶.................................................................................. 72 

圖 85：浦邊Ⅰ現況照................................................................................ 72 

圖 86：浦邊貝塚Ⅱ 史前陶...................................................................... 73 

圖 87：浦邊貝塚Ⅲ史前陶........................................................................ 73 

圖 88：浦邊貝塚Ⅱ、Ⅲ現況照................................................................ 73 

圖 89：110 年度地表調查遺址位置（浦邊遺址及周邊地區） ............ 74 

圖 90：浦邊遺址調查地點位置圖............................................................ 74 

圖 91：洋山 瓷器...................................................................................... 75 

圖 92：洋山 瓷器...................................................................................... 75 

圖 93：洋山 青瓷...................................................................................... 75 

圖 94：洋山 石片器.................................................................................. 75 

圖 95：洋山 斧鋤型器.............................................................................. 76 

圖 96：洋山 石片器.................................................................................. 76 

圖 97：洋山現況照.................................................................................... 76 

圖 98：鶯山 瓷器...................................................................................... 77 



 
 

IX 
 

圖 99：后宅 硬陶...................................................................................... 77 

圖 100：蘭洋 瓷器、硬陶........................................................................ 78 

圖 101：南山Ⅰ 銅錢................................................................................ 80 

圖 102：南山Ⅰ 刮削器............................................................................ 80 

圖 103：南山Ⅰ 尖狀器............................................................................ 80 

圖 104：南山Ⅱ 瓷器................................................................................ 80 

圖 105：南山Ⅱ 砍砸器............................................................................ 80 

圖 106：南山Ⅱ 刮削器............................................................................ 80 

圖 107：南山Ⅱ 刮削器............................................................................ 81 

圖 108：南山Ⅲ 陶片................................................................................ 81 

圖 109：南山Ⅳ 陶片................................................................................ 81 

圖 110：南山Ⅳ 兩面器 ............................................................................ 81 

圖 111：南山Ⅳ 石片器 ............................................................................ 81 

圖 112：南山Ⅳ 砍砸器 ............................................................................ 81 

圖 113：南山Ⅳ 尖狀器 ............................................................................ 82 

圖 114：南山Ⅴ 尖狀器 ............................................................................ 82 

圖 115：南山Ⅴ 石片器 ............................................................................ 82 

圖 116：南山Ⅰ（左）、南山貝塚（右）現況照 .................................... 82 

圖 117：110 年度地表調查遺址位置（南山地區） ............................... 83 

圖 118：北山 瓷器 .................................................................................... 84 

圖 119：水頭 硬陶 .................................................................................... 84 

圖 120：古崗 瓷器.................................................................................... 85 

圖 121：歐厝 磚瓦.................................................................................... 85 

圖 122：110 年度地表調查遺址位置（金城周邊地區） ....................... 86 

圖 123：復國墩遺址發掘坑位圖.............................................................. 87 



 
 

X 
 

圖 124：復國墩遺址 TP1 界牆測繪圖 ..................................................... 90 

圖 125：復國墩遺址 TP2 界牆測繪圖 ..................................................... 90 

圖 126：復國墩遺址 F1-L1 現象平面照.................................................. 91 

圖 127：復國墩遺址史前夾砂陶標本及顯微照...................................... 92 

圖 128：復國墩遺址石片器...................................................................... 94 

圖 129：復國墩遺址石核器...................................................................... 94 

圖 130：復國墩遺址礫石石器.................................................................. 95 

圖 131：復國墩遺址砍砸器...................................................................... 95 

圖 132：復國墩遺址刮削器...................................................................... 96 

圖 133：復國墩遺址尖狀器...................................................................... 97 

圖 134：復國墩遺址石片.......................................................................... 97 

圖 135：復國墩遺址石核.......................................................................... 98 

圖 136：復國墩遺址硬陶標本照.............................................................. 99 

圖 137：復國墩遺址瓷器標本照............................................................ 100 

圖 138：復國墩遺址金屬物標本照........................................................ 101 

圖 139：復國墩遺址貝類、珊瑚標本照................................................ 102 

圖 140：復國墩遺址骨類標本照............................................................ 103 

圖 141：青岐遺址發掘坑位圖................................................................ 103 

圖 142：青岐遺址發掘坑位近照圖........................................................ 104 

圖 143：青岐遺址 TP1~TP4 界牆測繪圖Ⅰ .......................................... 107 

圖 144：青岐遺址 TP1~TP4 界牆測繪圖Ⅱ .......................................... 107 

圖 145：青岐遺址 TP1~TP2 F1-L4 現象平面照 ................................... 108 

圖 146：青岐遺址 TP2 F2-L0 現象平面照 ............................................ 108 

圖 147：青岐遺址 TP4 F3-L0 現象平面照 ............................................ 109 

圖 148：青岐遺址 TP3 F4-L0 現象平面照 ............................................ 110 



 
 

XI 
 

圖 149：青岐遺址 TP3 F5-L0 現象平面照 ............................................ 111 

圖 150：青岐遺址第一類陶質標本與顯微照........................................ 113 

圖 151：青岐遺址第二類陶質標本與顯微照........................................ 114 

圖 152：青岐遺址第三類陶質標本與顯微照........................................ 115 

圖 153：青岐遺址第三類陶質標本紋飾測繪圖.................................... 116 

圖 154：青岐遺址第四類陶質標本照與測繪圖 ................................... 116 

圖 155：青岐遺址第四類陶質標本照.................................................... 117 

圖 156：青岐遺址幾何印紋硬陶標本照................................................ 118 

圖 157：青岐遺址幾何印紋硬陶拓印圖................................................ 119 

圖 158：青岐遺址第一類陶罐型器口緣標本照.................................... 120 

圖 159：青岐遺址第一類陶罐測繪圖.................................................... 120 

圖 160：青岐遺址第一類陶罐測繪圖.................................................... 120 

圖 161：青岐遺址第一類陶缽型器口緣標本照.................................... 121 

圖 162：青岐遺址第一類陶缽型器測繪圖 ........................................... 121 

圖 163：青岐遺址缽型器口緣形式示意圖............................................ 122 

圖 164：青岐遺址第一類陶缽型器折肩標本照.................................... 122 

圖 165：青岐遺址第一類陶器器底標本照............................................ 123 

圖 166：青岐遺址第一類陶器器底測繪圖 ........................................... 123 

圖 167：青岐遺址陶質標本紋飾照........................................................ 124 

圖 168：青岐遺址陶質標本紋飾拓印圖................................................ 125 

圖 169：青岐遺址斧鋤型器.................................................................... 127 

圖 170：青岐遺址石片器........................................................................ 128 

圖 171：青岐遺址砥石............................................................................ 128 

圖 172：青岐遺址火燒石........................................................................ 129 

圖 173：青岐遺址硬陶標本照................................................................ 130 



 
 

XII 
 

圖 174：青岐遺址瓷器標本照................................................................ 132 

圖 175：青岐遺址金屬物（子彈）標本照............................................ 132 

圖 176：青岐遺址貝類、珊瑚標本照.................................................... 134 

圖 177：青嶼遺址 TP1 界牆測繪圖 ....................................................... 136 

圖 178：青嶼遺址陶質標本照................................................................ 137 

圖 179：青嶼遺址硬陶標本照................................................................ 138 

圖 180：青嶼遺址瓷器標本照................................................................ 139 

圖 181：曇石山文化早期和晚期的器物比較圖.................................... 143 

圖 182：庄邊山上層類型陶器組成........................................................ 144 

圖 183：閩侯縣仁山遺址黃瓜山時期陶器............................................ 145 

圖 184：福建大帽山遺址石錛................................................................ 146 

圖 185：福建大帽山遺址陶器紋飾拓片................................................ 147 

圖 186：屏風山貝丘遺址陶片紋飾拓印................................................ 150 

圖 187：黃瓜山遺址下層(43-84)和上層(1-42)的陶器紋飾.................. 151 

圖 188：牛鼻山遺址下層的遺物組成.................................................... 153 

圖 189：河田區遺址器物圖.................................................................... 155 

圖 190：馬橋遺址第 4 層遺物組成........................................................ 157 

圖 191：獅子崗遺址器物圖.................................................................... 159 

圖 192：牛頭崗遺址器物圖.................................................................... 160 

圖 193：寶鏡灣一期文化陶片紋飾拓片................................................ 162 

圖 194：寶鏡灣二期文化陶片紋飾拓片................................................ 163 

圖 195：大灣遺址出土陶器.................................................................... 164 

圖 196：大灣遺址陶器紋飾拓片 ........................................................... 165 

圖 197：湧浪遺址晚期夾砂陶器紋飾拓片............................................ 167 

圖 198：湧浪遺址晚期泥質幾何印紋陶器紋飾拓片............................ 167 



 
 

XIII 
 

圖 199：佛山河宕遺址陶器與紋飾拓印................................................ 169 

圖 200：佛山河宕遺址陶片.................................................................... 170 

圖 201：浮濱類型器物............................................................................ 172 

圖 202：浮濱類型陶器............................................................................ 173 

圖 203：浮濱類型陶器 ........................................................................... 173 

圖 204：南關里、南關里東遺址陶罐 ................................................... 174 

圖 205：臺灣北部訊塘埔文化遺物 ....................................................... 176 

圖 206：紅毛港遺址出土遺物 ............................................................... 177 

圖 207：牛罵頭文化遺物 ....................................................................... 179 

圖 208：牛稠子文化鳳鼻頭類型遺物 ................................................... 180 

圖 209：東部繩紋陶文化富山類型陶器示意圖 ................................... 181 

圖 210：青岐遺址範圍圖 ....................................................................... 201 

 

  



 
 

XIV 
 

  



 
 

XV 
 

表目錄 

表 1：歷次金門考古調查工作及文物存放地點........................................ 7 

表 2：金門史前遺址、遺物出土地點與行政隸屬.................................... 9 

表 3：金門史前遺址年代區間.................................................................. 11 

表 4：金門史前文化序列.......................................................................... 12 

表 5：閩南沿海地區全新世以來氣候波動與海平面升降的對應關係

（引自陳偉光 1997，表 2）............................................................. 23 

表 6：2013 年后豐港試掘各探坑出土標本種類及數量（引自朱正宜等 

2013，表 6）....................................................................................... 36 

表 7：復國墩各探坑出土石質遺物數量與器型統計表.......................... 93 

表 8：復國墩遺址硬陶數量統計表.......................................................... 99 

表 9：復國墩遺址瓷器數量統計表........................................................ 100 

表 10：復國墩遺址貝類、珊瑚重量統計表.......................................... 101 

表 11：青岐遺址陶質遺物數量統計表 .................................................. 112 

表 12：青岐遺址陶類分層數量統計表.................................................. 126 

表 13：青岐遺址各探坑出土石質遺物數量與器型統計表.................. 126 

表 14：青岐遺址硬陶數量統計表.......................................................... 129 

表 15：青岐遺址瓷器數量統計表.......................................................... 131 

表 16：青岐遺址貝類、珊瑚重量統計表.............................................. 133 

表 17：青嶼遺址硬陶數量統計表.......................................................... 137 

表 18：青嶼遺址瓷器數量統計表.......................................................... 139 

表 19：金門及周邊地區史前晚期遺址文化要素比較表...................... 185 

 

  



 
 

XVI 
 

  



 
 

XVII 
 

摘要 

一、計畫緣起 

  金門列島的自然環境及地理區位與中國東南沿海其他地區類似，理論上在史

前文化適應與人群遷徙等考古學議題上具有可比較性，金門的史前遺址應該在全

新世以來的人類文化適應及南島語族的遷徙與擴散等問題的探討上佔據一定的

地位。然而，過去有關金門的考古調查與研究多著重於資料的呈現與描述，較少

討論及分析遺址的文化內涵。此外，近來中國東南沿海的考古調查工作有較多的

進展，許多新的發現都分別為上述議題提供了重要的線索（王銀平 2017；焦天

龍 2013）。在這樣的發展下金門的史前遺址相對並未獲得充分的重視。 

  因此，本計畫的目的是希望藉由深入探討金門史前文化內涵，重新理解金門

及周邊地區史前文化的異同及其意義，使金門的史前文化資產得以納入上述兩項

議題的討論之中。藉由全面性地理解金門在大陸東南沿海史前時期的文化發展過

程，重新建構國家公園及金門地區的歷史展示。 

 

二、計畫工作內容 

  本計畫的工作內容主要有文獻收集及文獻分析，並在必要時進行考古調查、

鑽探及發掘工作。文獻收集與分析的範圍以史前時代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以及

與這個時間段相關的研究論文（包括南島語族起源研究）為主，在地域上將以浙

江南部、福建（含金門）及廣東珠江三角洲為主。如在比較分析的過程中認為有

必要進行考古調查、鑽探及發掘，則上述工作將以金門列島為限。根據設定的工

作範圍，本計畫預期達成以下三個工作： 

1. 調查已知之復國墩、金龜山、浦邊、后豐港等遺址，重新研究上述遺址之文

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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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爬梳中國東南沿海浙江南部至廣東珠江三角洲區域近年來的考古學研究新

發現，並整理其文化內涵。 

3. 比較金門及上述區域的考古發現，重新詮釋金門在南島語族形成前後文化發

展的意義。 

 

三、重要發現 

  本文透過文化內涵與年代之比較研究，指出： 

1. 金門當地與復國墩、金龜山等遺址相似的地理區位有發現疑似史前遺址的痕

跡。 

2. 金門的史前遺物不論在石器的打製或陶器的製作工藝與裝飾，都與同時期的

福建平潭殼丘頭和廣東潮安陳橋等中國東南沿海遺址具有相似性。 

3. 南島語族在擴散階段中，傾向尋找海島及海岸緩坡地生活的趨勢，也許可以

在金門具相似地理區位的的史前遺址當中尋找關聯性。 

 

四、建議事項 

  根據上述調查結果，研究團隊提出下列立即可行的具體建議及中長期建議如

下： 

  一、文化資產保存： 

  本計畫經地表調查多處遺址，發現許多遺址多為雜草所覆，破壞較小，部分

比較重要的遺址應明確界定遺址分布範圍，並注意民眾的土地利用行為。過去復

國墩、金龜山及浦邊遺址已經劃定遺址範圍，但青岐遺址則尚未劃定遺址範圍，

此次本計畫團隊將青岐遺址地表調查遺物分佈圖套疊在等高線地形圖上，以遺物

分佈及連續地形為參照變數，可初步劃定青岐遺址範圍。文化資產主管單位在浦

邊及青岐遺址範圍內應進一步約束附近居民的耕種、建屋或道路開發等造成遺址

的破壞，如遺址地表已有進行耕作活動，可建議土地使用人翻土深度不要超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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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避免造成遺址更多的破壞。另外，關於停耕人之補償或相關配套措施，因

根據地主及地上物之不同協商，目前沒有一致的補償標準或配套措施。 

  本次試掘地點有三處，復國墩遺址與青嶼遺址雖未發現史前文化層，然周遭

仍可見文化遺物之分布，而青岐遺址可見史前文化層，且出土豐富遺物，然過去

遺址因湖泊的修整以及清淤導致部分遭到破壞。有鑑於此，建議未來該地區未來

進行施工時仍需進行文化資產評估。依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七條規定「主管機關

為監管保護之需要，得邀請考古之學術或專業機構，對考古遺址進行研究。」於

施工前委託專業考古學者專家進行施工區域的調查評估，或於施工時委託專業考

古學者專家，案考古遺址工程監看的標準作業流程，進行施工監看。其監看執行

者應符合〈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 4、5 條，具有考古遺址發掘資

格條件的考古學者專家、或學術或專業機構為之。若遇重大發現，應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規定，立即通報地方文化資產主管機關金門縣政府。 

  本團隊經過本次計畫調查和試掘，判斷浦邊和青岐遺址具有未來持續研究的

潛力點，青岐遺址雖然受到湖泊施工影響，已經有部分面積遭受破壞，但仍有部

分區塊保留原文化層，是重要的史前晚期考古遺址。未來可以在這兩個史前晚期

遺址開展更大面積範圍的發掘，找尋更多的遺跡現象，如房址、墓葬等，進一步

瞭解史前晚期的社會形態與社會結構。 

  二、出土遺物之保存與典藏：本次試掘三處，尤以青岐遺址出土豐富遺物，

包含史前夾砂陶、少量石器，及幾何印紋硬陶，另可見不少歷史時期遺物－硬陶、

瓷器。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3 條規定：「考古遺址發掘出土之遺物，應由

其發掘列冊，送交主管機關指定保管機關（構）保管。」本計畫出土遺留應交由

金門縣政府，或由主管機關指定其保管機關，保管機關應符合〈考古遺址發掘資

格條件審查辦法〉第 9 條之相關規定，確保出土遺物之安全維護和典藏管理。 

  三、考古遺址與出土遺留之展示教育：金門擁有豐富的歷史時期文化內涵，

並長期主打戰地風情特色，然經過歷年多次對於金門史前遺址的發掘，豐富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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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地區史前人類活動的面貌，故可藉由考古出土之史前遺留舉辦展示教育，或配

合金門歷史民俗博物館，向社會大眾加強推廣金門地區史前文化。出土遺留之展

示需根據實際情況，經由主管機關同意，妥善規劃。 

  以此次調查及發掘的標本數量來說，委託單位未來可規劃小型的史前金門考

古特展，透過展版、解說牌、展櫃、出土遺物和模型來解說金門的史前早期和晚

期的文化樣貌，以及兩階段史前文化與南島語族遷徙和擴散的關係。展示藏品可

選擇出土遺物如石器和陶器，以及貝殼遺留；石器類展示標本可選擇非金門本地

石材的磨製石錛，型制較明確的花崗岩打製石鋤、石錘和刮削器；史前陶器類標

本可選擇青岐遺址第一類陶的口緣及帶有直條紋的腹片和底部，第六類幾何印紋

陶，以及其他帶有紋飾（如繩紋）的陶片。詳細展示物件編號可參考遺物清冊。

此外，貝塚照片、發掘照片、界牆剖面圖也可以作為展示資料。透過小規模展示

活動，除了可以讓金門民眾瞭解史前遺物（陶器、石器）、遺跡（貝塚）和遺址

的特徵，還可以傳遞和提升文化資產保存的意識，完善公眾考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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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計畫設計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從較小的地理空間尺度來看，金門列島位於福建閩南地區九龍江口外的大陸

棚，由金門（大金門）、烈嶼（小金門）、大膽、二膽等十二個島嶼所組成，總面

積約 150 平方公里（見圖 1）。從較大的地理空間尺度來看，金門位於今日中國

大陸長江河口至越南紅河河口的中段（見圖 2）。這個大範圍的區域在氣候上同

屬亞洲副熱帶季風氣候，有夏季迎西南季風、炎熱多雨，冬季迎東北季風、寒冷

乾燥的特色；在地貌景觀上，此區域的河流除閩江、珠江形成水系之外，大多獨

流入海，海岸線曲折，近海地區島嶼星羅棋布。因此，金門在自然環境與地理區

位上與亞洲大陸東南沿海其他地區相似。 

 

 

圖 1：金門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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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金門（紅點）與周邊區域圖(淺色海域大致為大陸棚) 

 

  距今 10,000 年前末次冰期結束，全新世開始，此時由於中國氣候變為暖濕，

大量海水入侵東亞大陸棚，原來屬陸地環境的臺灣海峽及閩南沿海一帶逐漸變為

淺海環境，金門最終與大陸分隔，成為沿海的島嶼。目前金門尚未發現早於 10,000

年前的考古遺址，因此無法探究更早時期人類的文化適應模式。但從金門發現最

早人類活動證據的復國墩和金龜山遺址來看，8,000-7,000 年前金門人群已經開始

發展出適應海洋環境的生計模式（林朝棨 1973；黃士強 1982；陳仲玉 1997；

陳維鈞 1999）。其後，距今四千年前後的浦邊及后豐港遺址的發現（陳仲玉、董

倫道 1995；陳仲玉 1997），更證實海洋生計模式在金門持續了 4,000 年之久。雖

然有學者提出新石器晚期可能出現農業生活型態的觀點，但目前也尚未有更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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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據（藍敏菁、劉益昌 2002）。比較特別的是，從考古資料來看，金門的人類

活動在新石器晚期之後似乎中斷了二千多年以上。雖然歷史文獻曾有晉代蘇、陳、

吳、蔡、呂、顏等六姓移居金門的記錄，但考古證據指出宋代以後才有較為明顯

的定居活動（藍敏菁、劉益昌 2002）。 

  全新世早期中國華南地區陸續進入新石器時代，這一個時間段也是部分考古

學者提出南島語族的形成與擴散的重要階段。過去語言學者發現臺灣原住民語言

與島嶼東南亞及太平洋當地族群的語言有相似性，這些相似的語言被統稱為南島

語族（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歷史語言學者又根據不同南島語族的詞彙

相似性提出南島語族的起源地，目前學術界的主流意見認為臺灣原住民的語言歧

異性最高，因此最有可能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Blust 1985）。 

  雖然考古學者也大多同意臺灣是史前南島語族往島嶼東南亞擴散的重要跳

板，但有學者認為臺灣的新石器文化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史前文化，因而南島語

族的起源地應該追溯至此（Bellwood 1995；吳春明、陳文 2003）。在廣大的中國

東南沿海區域中，有學者提出福建的史前文化要素與臺灣新石器文化類似（張光

直 1989），前者可能是後者的來源地，但也有學者認為廣東是臺灣新石器文化的

來源地（臧振華 1989；陳有貝 2000）。近年來不論是語言學、考古學或是生物

人類學都一再提出不同的看法與證據，始終未能理出一個具有完整解釋與足以說

服其他學科的看法。 

  雖然學者對於南島語族在中國東南沿海的起源地，或者是說對於臺灣新石器

文化的來源地抱持不一樣的看法，但總體來看所有的研究都指出關鍵區域位於長

江河口至東京灣(越南北部灣)之間，而金門正好位於這個地帶的中間點。 

  金門列島的自然環境及地理區位與中國東南沿海其他地區類似，理論上在史

前文化適應與人群遷徙等考古學議題上具有可比較性，金門的史前遺址應該在全

新世以來的人類文化適應及南島語族的遷徙與擴散等問題的探討上佔據一定的

地位。然而，過去有關金門的考古調查與研究多著重於資料的呈現與描述，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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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及分析遺址的文化內涵。此外，近來中國東南沿海的考古調查工作有較多的

進展，許多新的發現都分別為上述議題提供了重要的線索（焦天龍 2013；王銀

平 2017）。在這樣的發展下金門的史前遺址相對並未獲得充分的重視。 

  因此，本計畫的目的是希望藉由深入探討金門史前文化內涵，重新理解金門

及周邊地區史前文化的異同及其意義，使金門的史前文化資產得以納入上述兩項

議題的討論之中。藉由全面性地理解金門在大陸東南沿海史前時期的文化發展過

程，重新建構國家公園及金門地區的歷史展示。 

 

第二節 工作範圍 

  本計畫的工作內容主要有文獻收集及文獻分析，並在必要時進行考古調查、

鑽探及發掘工作。文獻收集與分析的範圍以史前時代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以及

與這個時間段相關的研究論文（包括南島語族起源研究）為主，在地域上將以浙

江南部、福建（含金門）及廣東珠江三角洲為主。如在比較分析的過程中認為有

必要進行考古調查、鑽探及發掘，則上述工作將以金門列島為限。根據設定的工

作範圍，本計畫預期達成以下三個工作： 

1. 調查已知之復國墩、金龜山、浦邊、后豐港等遺址，重新研究上述遺址之文

化內涵。 

2. 爬梳中國東南沿海浙江南部至廣東珠江三角洲區域近年來的考古學研究新

發現，並整理其文化內涵。 

3. 比較金門及上述區域的考古發現，重新詮釋金門在南島語族形成前後文化發

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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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背景之了解與分析 

一、 金門史前遺址的發現歷程 

  金門考古工作相較於臺灣有起步晚及工作少兩個特點。臺灣在日治時期即有

日本學者關注臺灣的史前史，金門則在民國初年動盪的歷史過程中，從未受到中

國考古學者的重視。1949 年民國政府遷臺之後，由於金門位於冷戰前線，軍事及

政治地位敏感，因而較難成為考古學術研究的重點。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第一

個發現金門考古遺址的是地質學者林朝棨，他於 1968 年在金門金湖鎮進行地質

礦產調查時發現了復國墩貝塚，並發掘了一個 2x1m2的探坑，出土了貝殼、獸骨

等生態遺留，以及陶器、石器等人工製品。石器僅有凹石及石把手，陶器多為紅

色及黑色的素面陶，少量陶器表面有貝印紋及指甲紋。林朝棨曾經將貝殼送至臺

大物理系碳十四實驗室進行碳十四定年，得到三個絕對年代在距今 6,300至 5,500

年之間（林朝棨 1973；張光直 1987）。 

  1982 年教育部委託臺大人類學系教授尹建中在金門調查民間傳統技藝，臺

大人類學系考古學者黃士強為計畫成員之一，在林朝棨曾經發掘的地點旁再次進

行考古發掘。此次發掘 3x2 m2 的探坑，同樣出土了黑色及紅色陶片，這些陶片

大多素面，僅有非常少量的陶片有平行劃紋（黃士強 1982）。此外，他還在發掘

地點南邊 500 公尺處的壁角調查到另一個貝塚，其中遺物類似於復國墩出土遺

物。 

  1993 年政府解除金門的戰地政務之後，規劃成立金門國家公園。在籌備期

間於 1993-1994 年委託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仲玉進行初步的考古調

查及試掘。此次研究計畫發現了金龜山及浦邊兩個史前時代遺址，並分別在金龜

山發掘了 2x2 m2及在浦邊發掘了一個 2x1 m2的探坑。根據調查報告顯示，金龜

山遺址出土了少量的石器、陶器及生態遺留。石器包括打製石斧、砍砸石器、尖

端石器及砧石；陶器以紅陶為主，紋飾有細繩紋、蚌殼壓印紋及指甲印紋；生態

遺留有貝殼及獸骨（陳仲玉、董倫道 1995）。陳仲玉又將三個貝殼樣本送美國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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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Kruger 公司的 Geochron 實驗室進行碳十四定年，得到 6,000-3,400 的定年資

料。浦邊遺址則出土陶器及貝、獸骨等生態遺留，未見石器。陶器多為素面紅陶，

僅有少量細繩紋、指甲印及蚌殼壓印紋。一個貝殼樣本也被送至 Geochron 實驗

室測定絕對年代，得到了 4,000-3,400 年的結果（陳仲玉、董倫道 1995）。 

  1996-1997 年間，陳仲玉再次受到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的委託，進行第二期

的研究工作，他在浦邊遺址的第二地點發掘了一個 2x2 m2 的探坑，同樣出土了

陶器及貝殼、獸骨等生態遺留，未見石器。此次計畫研究團隊還提供了上一期絕

對定年結果的樹輪校正後數據，金龜山的校正年代為 3,330-3,184 Cal. B.P., 5,908-

5,756 Cal. B.P., 6,410-6,279 Cal. B.P.，據此陳仲玉判定「古代人在此遺址的佔據期

間大約距今六千四百年到三千四百年之間，時間長達三千年」（陳仲玉 1997：93）。

另外，浦邊遺址第二地點的一個碳樣本也送至 Geochron 實驗室定年，加上一期

的數據，經校正後浦邊遺址獲得了 3,876-3,575 Cal. B.P., 3,538-3,386 Cal. B.P., 

4,570-4,418 Cal. B.P.三個結果（陳仲玉 1997：93）。 

  1998-1999 年間，金門國家公園處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維鈞進

行考古調查，他在烈嶼發現了青岐遺址，以及貴山、中墩、西湖、后頭 I-III 等六

個遺物出土地點。此次計畫中陳維鈞也在復國墩遺址發掘了三個 1x1 m2 及一個

1x1.5 m2的探坑，出土陶片及貝殼、魚骨及獸骨等生態遺留。陶片除素面外，僅

有少量條紋、劃紋及方格紋，三個貝殼樣本送碳十四定年後得到校正數據距今

6,730-6,555, 6,800-6,640, 6,780-6,620 年（陳維鈞 1999）。 

  1999 年，陳仲玉在一篇論文中發表了金龜山的第四個碳十四定年結果，這

個採自 TP2 第 8 層的樣本經校正後為距今 7,757-7,570 年（陳仲玉 1999）。假若

這個碳樣本的出土脈絡清晰的話，則金龜山的人類活動可以至少往前推到距今

7,500 年前。 

  2001 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接受內政部委託進行第六期的臺閩地

區考古遺址普查計畫。研究團隊根據調查結果登錄了七處史前時代遺址，包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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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港、金龜山、浦邊、復國墩、青岐、西湖、后頭，以及壁角和中墩兩處史前遺

物地點（陳仲玉、劉益昌 2001）。至此，金門所登錄的史前遺址大略維持原來的

數量。雖然 2004 至 2006 年之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維鈞及郭素秋、劉

益昌接受三次政府委託計畫，進行金門史前遺址的考古調查及發掘，但都是針對

已發現的遺址，並未登錄新的史前遺址(郭素秋、劉益昌 2005, 2006; 陳維鈞 

2006)。2006 年後迄今，金門地區即未進行史前考古遺址調查與發掘工作，僅有

浦邊遺址（陳維鈞 2010）和后豐港遺址的搶救發掘（朱正宜等 2013）以及少量

環境影響評估的調查（顏廷伃 2017）。 

  歷年來金門地區所調查和發掘的考古遺物與遺留分別存放在不同的單位。本

研究團隊調查了歷次調查以及發掘出土標本可能存放的地點（見表 1），可供研

究學者未來檢視標本之用。 

表 1：歷次金門考古調查工作及文物存放地點 

調查者 年代 計劃案名稱 委託單位 執行單

位 

文物放存

放地點 

備註 

林朝棨 1968 金門復國墩貝

塚遺址 

經濟部 臺灣大

學地質

科學系 

臺灣大學

人類學博

物館 

部分轉

贈至黃

士強教

授 

黃士強 1982 金門考古調查 教育部 臺灣大

學人類

學系 

臺灣大學

人類學博

物館 

已複查 

陳仲玉 

董倫道 

1995 金門地區考古

遺址初步調查 

金門國家

公園管理

處 

中央研

究院歷

史語言

研究所 

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

臺灣考古

館 

已複查 

陳仲玉 1997 金門島考古遺

址調查研究 

金門國家

公園管理

處 

中央研

究院歷

史語言

研究所 

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

臺灣考古

館 

已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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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維鈞 1999 金門島史前遺

址調查研究 

金門國家

公園管理

處 

中央研

究院歷

史語言

研究所 

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

臺灣考古

館 

 

陳仲玉 

劉益昌 

藍敏菁 

2001 臺閩地區考古

遺址普查第六

期(金門縣、

連江縣) 

金門國家

公園管理

處 

中央研

究院歷

史語言

研究所 

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

臺灣考古

館 

已複查 

陳維鈞 2004 金門縣金龜山

遺址考古發掘

報告 

金門縣政

府 

中央研

究院歷

史語言

研究所 

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

臺灣考古

館 

 

郭素秋 

劉益昌 

2005 金門移民適應

與遷移調查研

究 

金門國家

公園管理

處 

中央研

究院歷

史語言

研究所 

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

郭素秋研

究室 

 

陳維鈞 2010 金門浦邊貝塚

遺址的文化內

涵和分布範圍 

金門縣文

化局 

中央研

究院歷

史語言

研究所 

金門歷史

博物館 

 

朱正宜 

張益生 

劉鵠雄 

蘇清全 

戴瑞春 

2013 金門 1-1 道路

穿越后豐港工

程影響遺址範

圍考古試掘評

估計畫成 

果報告 

金門縣文

化局 

財團法

人樹谷

文化基

金會 

財團法人

樹谷文化

基金會 

 

顏廷伃 2017 105 年度金門

縣中蘭鹽場遺

址調查研究計

畫成果報告書 

金門縣文

化局 

社團法

人國家

公園協

會 

金門歷史

博物館 

 

二、 金門史前遺址與時空架構 

  依據《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六期）》的調查結果，金門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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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七處史前遺址及兩處史前遺物地點，若按行政隸屬劃分，金城鎮有后豐港遺址，

金沙鎮有金龜山及浦邊遺址，金湖鎮有復國墩遺址及壁角地點，烈嶼鄉有青岐遺

址、西湖遺址、后頭遺址及中墩地點（見表 2、圖 3）。從行政區隸屬遺址的密度

來看，烈嶼的面積雖然比金門本島小許多，但出現的遺址數較多。從地理區位來

看，這些遺址和遺物點都有鄰近海岸線的特點，有其相似性。從遺址分布的絕對

空間來看，西部（金門島西半部及烈嶼）遺址數量比東部（金門島東半部）較多。 

 

圖 3：金門史前遺址分布圖 

表 2：金門史前遺址、遺物出土地點與行政隸屬 

行政隸屬 地名 性質 

金城鎮 后豐港 遺址 

金沙鎮 金龜山 遺址 

 浦邊 遺址 

金湖鎮 復國墩 遺址 

 壁角 地點 

烈嶼鄉 青岐 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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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 遺址 

 后頭 遺址 

 中墩 地點 

  金門史前遺址雖然歷經數次的調查與發掘，但發現的遺物數量普遍都不多，

唯獨生態遺留中有數量頗豐的貝殼，可以進行碳十四定年分析，因此金門史前遺

址的碳十四定年標本多為貝殼，特別是復國墩、金龜山、浦邊及后豐港遺址。藍

敏菁、劉益昌曾經整理歷次的定年結果，提出復國墩遺址的年代區間在 6,800-

5,800 B.P.之間（藍敏菁、劉益昌 2002：19）。金龜山遺址的下文化層根據陳仲玉

（1999, 1997）提供的定年資料為距今 7,200-5,800 年，上文化層距今 3,200 年前，

但藍敏菁、劉益昌（2002）認為金龜山年代上限偏早。其後，陳維鈞（2006）在

《金門縣金龜山貝塚遺址考古發掘》中提出新的定年資料，金龜山年代上限被推

至距今 7,800 年。因此，根據目前整合的定年結果，金龜山遺址的年代或許可以

分為兩個區間段，下文化層為 7,800-5,800 B.P.之間，上文化層在 3,300-3,200 B.P.

之間。浦邊遺址依據陳仲玉、董倫道（1995）及陳仲玉（1999）的資料可將年代

區間定為距今 4,100-3,300 年，這個時間段很接近金龜山上層的年代。后豐港的

定年資料根據《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六期研究報告》，研究團隊選

送 TP1 及 TP2 的四件木炭樣本至臺灣大學地質系碳十四實驗室測試，得到 4100-

3,200 B.P.的年代區間（陳仲玉、劉益昌、藍敏菁 2001），但藍敏菁、劉益昌（2002：

17）認為年代下限應該可以晚至 3,000 B.P.。整理上述的絕對定年結果，大致呈

現如表 3 的趨勢結果。至於青岐遺址先後有陳維鈞（1999）和陳仲玉、劉益昌、

藍敏菁（2001）進行過調查和採集，但沒有絕對定年資料，根據臺閩地區考遺址

普查計畫(第六期)的年代推測為 4,500-3,300 B.P.（陳仲玉、劉益昌、藍敏菁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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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金門史前遺址年代區間 

遺址或遺址文化層 年代區間 

復國墩遺址 6,800-5,800 B.P. 

金龜山遺址下層 7,800-5,800 B.P. 

金龜山遺址上層 3,300-3,200 B.P. 

浦邊遺址 4,100-3,300 B.P. 

后豐港遺址 4,100-3,000 B.P. 

青岐遺址 4,500-3,300 B.P. 

 

三、 金門史前史的討論 

  金門史前遺址的時空框架雖然可以利用考古調查、發掘及科學定年法予以建

構，但對於各個遺址的文化內涵及其與周邊文化的類同關係問題上，學者曾有不

同的意見與討論。有的學者將復國墩遺址納入大坌坑文化的一部份，並將之視為

新石器時代早期臺灣與大陸東南沿海人群往來與文化交流的證據（Chang 1977；

安志敏 1981；張光直 1987, 1989）；但也有學者認為復國墩的文化內涵與大坌坑

有差異，應該分屬兩個文化類型（吳綿吉 1990：94）。 

隨著與復國墩同一文化時期的金龜山遺址的發現，陳仲玉提出了兩個疑點。

首先，金龜山的陶器紋飾是從指甲印文、蚌殼印文直接發展至細繩紋紅陶，缺乏

臺灣大坌坑式的粗繩紋紅陶；其次，金龜山遺址從第五層到第二層之間有 2,100

年的差距（陳仲玉 1997：94）。浦邊遺址及后豐港遺址的發現連接了金龜山上層

的年代與文化內涵，至此似乎可以將金門的史前文化分為兩個階段（見表 4）：第

一是早期的復國墩文化（或大坌坑文化復國墩類型），第二是晚期的浦邊類型（藍

敏菁、劉益昌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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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金門史前文化序列 

文化類型 年代區間 代表遺址 

復國墩文化 7,800-5,800 B.P. 復國墩、金龜山下層 

浦邊類型 4,500-3,000 B.P. 浦邊、金龜山上層、后

豐港、青岐 

 

有關復國墩文化與浦邊類型的文化內涵與文化來源等問題，學者有類似與不

同的意見。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復國墩文化屬海洋適應的生計型態（陳仲玉 1997；

藍敏菁、劉益昌 2002；張弛、洪曉純 2016），而浦邊遺址可能有初步的農業（陳

仲玉 1997；藍敏菁、劉益昌 2002；郭素秋、劉益昌 2006）。多數學者對於金門

史前時期的生計型態演變的看法較無太大的出入。 

比較不一致的意見在於這兩個史前文化類型分別與福建、廣東及臺灣史前文

化內涵的比較。最早張光直（1987,1989）將金門復國墩、平潭殼丘頭、閩北溪頭

及粵東海豐、潮安同列在大坌坑文化的範疇內，並認為復國墩與大坌坑是一個文

化的兩個地方相，大陸東南沿海可能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近來，范雪春等人認

為「金門復國墩遺址、金龜山遺址的主體文化內涵特徵，也應當屬於殼丘頭文化

範疇」（福建博物院 2009：14），但郭素秋、劉益昌（2005）認為復國墩文化的

年代比殼丘頭文化和臺灣大坌坑要早，可能影響了後兩者的文化演變。林公務

（2012）將復國墩及殼丘頭區分為福建東北部沿海及南部沿海的兩個文化。焦天

龍等人，雖然基本贊同張光直有關大坌坑文化圈的論點，但也認為「在如此大的

區域範圍內，各遺址間的個性也是很明顯的」（2009：12）。 

  至於浦邊類型的文化內涵，陳仲玉認為金龜山上層（浦邊類型）出現的細繩

紋陶「有些類似臺灣中部的牛罵頭文化相中的細繩紋紅陶，也許更類似福建曇石

山遺址的下層文化中的細繩紋紅陶」（陳仲玉 1997）。藍敏菁、劉益昌（2002）

引述吳春明（1999：119-120）的意見，認為浦邊類型可能與閩南地區大帽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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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但郭素秋、劉益昌（2006）認為浦邊類型與閩江上游的庄邊山上層文化及

珠江口寶鏡灣遺址類型有關。 

  上述金門史前文化比較研究的不同意見，除了起因於遺址出土遺物數量太少，

造成比對困難之外，持續不斷出現新的考古發現以及新的研究方法也必然為比較

研究增添新的詮釋。因此，隨著近年來福建、浙江與廣東地區的考古研究進展，

本計畫認為有必要將金門的史前遺址與新的發現做更進一步的比較分析，重新梳

理從長江口至珠江口這一廣大地區的史前文化發展脈絡，並探討金門史前遺址在

相關議題的地位。 

第四節 執行構想與研究方法 

一、 執行構想 

  本計畫期望通過比較與梳理過去及最近出版或未出版的考古調查及發掘報

告，建立金門及周邊地區包括浙江、福建及廣東等地的史前文化時空框架。特別

是整理已發表的遺址定年數據，按遺址及樣本出土層位排列，探討是否存在有疑

慮的定年結果。在時空框架確立之後，分別整理及比較各個遺址的文化內涵。在

有必要的情況下展開遺址複查及小規模試掘。 

二、 研究方法 

（一） 文獻收集與分析 

  本計畫收集金門及周邊地區包括浙江、福建及廣東等地的史前時代遺址的相

關研究文獻（包括考古學及南島語族研究），依照調查、發掘報告及研究型論文

分類建檔。首先針對遺址定年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希望完整建構大區域的遺址

時空框架。接著梳理及分析各個學者試圖從生態遺留、生計模式、文化要素、器

物特徵或遺址地理空間論述大陸東南沿海史前史的視角與證據，希望從中找尋重

要的史前文化發展過程以及南島語族起源與遷徙擴散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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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遺址文化內涵分析 

  本計畫採用兩種不同的研究途徑分析遺址的文化內涵。第一種將採用傳統類

型學的方式，依據各個遺址出土的遺物、遺跡及生態遺留先進行初步的分類，最

後按照器物類型的出現與否進行文化要素的排比。第二種方式將針對特別是陶器

及石器等的人工製品分析其工藝技術風格，試圖借用操作鏈的概念處理前述所提

出的研究問題。 

（三） 遺址調查 

  本計畫將進行遺址調查，調查範圍限於金門列島，調查方式採徒步地表調查，

利用手持式衛星地位儀記錄遺址位置，並在遺物密集的地點利用即時動態定位儀

（Real Time Kinematic Positioning）記錄遺物的空間分布。此外，也複查已登錄

的史前遺址，參考過去學者所討論海進海退對沿岸遺址的影響，以及前述文獻分

析的結果，在可能出現史前遺址的地理區位進行細緻的地表調查。 

（四） 探坑試掘 

  在必要的情況下本計畫還將在金門列島進行小規模的探坑試掘。特別是當發

現新的、具有研究潛力的史前遺址時，本研究團隊將申請發掘許可，按照標準的

考古發掘規範進行試掘。試掘出土的遺物將分類、測量及繪圖，必要時再更進一

步進行科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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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門的自然人文環境及古環境變遷 

第一節 自然環境 

  金門地區位於福建省東南方，與廈門島比鄰而居，由金門、烈嶼、大膽、二

膽等十二個大小不同的島嶼所組成，總面積約 150 平方公里。其中以金門本島最

大，面積為 134.25 平方公里，烈嶼次之，面積約為 14.85 平方公里。金門縣諸島

的經緯所在，約位於東經 118 度 8 分至 91 分之間，北緯 24 度 22 分至 34 分之

間，屬典型的大陸性島嶼。金門本島形狀類似銀錠，中部狹窄，但東西兩端較寬

廣。南北向最寬處在東半部，寬約 15.5 公里，中央狹窄處寬僅約 3 公里，全島

東西向約 20 公里。 

  金門地區各島嶼的地理特徵為面積狹小、地勢低緩、河流短促、海岸曲折。

如金門本島除主峰太武山海拔 253 公尺以外，並無其他高山。而金門本島東半部

的金沙溪、後水溪、前浦溪，以及西半部的小徑溪、西保溪、浯水溪，大都源短

量小，平時溪流的中段多已以枯竭。如遇風雨，又傾瀉入海，氾濫成災。 

  金門地質分區大致以瓊林到尚義為界，可劃分為東西兩半部，東半部明顯露

出花崗片麻岩，西半部則以紅土礫石層為主；烈嶼除了有較大面積的白雲母石英

片岩外，還有玄武岩（見圖 4）。金門的基盤岩石花崗岩及花崗片麻岩大約自三疊

紀晚期開始形成，此後歷經印支運動、燕山運動、喜馬拉雅運動等大地構造運動

（吳啟騰、林英生 1998：6），逐漸形成金門層、紅土礫石層、玄武岩層、泥煤

層及現代沖積層等覆蓋層（見圖 5；吳啟騰、林英生 1998：17-30）。比較值得注

意的是金門層中含有主要成份為高嶺石的瓷土層，主要分布在尚義、岳飛崗、白

乳山和料羅、新塘、新頭一帶（吳啟騰、林英生 1998：18）。這種黏土可用於製

作陶瓷器，是良好的陶瓷原料。此外，現代沖積層形成的年代約為全新世，這正

是復國墩及金龜山遺址形成的年代區間內，此區域與紅土臺地或花崗岩丘陵接壤

處是未來地表調查值得關注的重點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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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金門島地質圖（鄭遠昌 2016：30） 

 

  在地形方面，金門主要有花崗片麻岩的老年期波狀丘陵、紅土臺地、以及海

岸低地。金門島的四個岬角除古寧頭是紅土礫石層外，皆是較為堅硬的花崗岩，

四個岬角和中央大武山之間形成了岬角後方海流減速堆積處（鄭遠昌 2016：29）。

由於受到東北季風影響，東岸大多是岩岸，並在岬後、灣內有沙灘，西岸及南岸

多為沙岸，北岸則是能量較低的潮汐灘地（鄭遠昌 2016：31）。 

  金門古老的地質，加上古代數次的造山運動及海進、海退事件，造成金門島

上有不同年代的海階。根據董德輝、鄧國雄（2013）的研究，金門島可以發現 11

段海階地（見圖 6）；其中，第一段海階的海拔高度約 0-10 米之間，形成年代為

距今 6,000 年前，第二段海階為 15-25 米之間，形成年代為 46,000-6,000 年之間。

以區域分佈來說，第一段海階主要在北岸及南岸，是眾海階中面積最大；第二段

海階則位於海岸線較遠的內陸（董德輝、鄧國雄 2013：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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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方面，金門屬亞熱帶季風，秋冬季節東北風強勁。年平均溫度約攝氏 21

度，月平均溫度最高為八月份的攝氏 28.2 度，最低為一月份的攝氏 12.8 度。雨

季則多集中在每年的四到八、九月之間，約佔年總雨量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圖 5：金門島地層剖面柱狀圖（吳啟騰、林英生 19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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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金門島海階分布（董德輝、鄧國雄 2013：14） 

 

第二節 人文環境 

  金門地區的人文活動最早可溯及距今 7,800 年到 5,800 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本地即已發現人類活動的蹤跡，當時的生活方式應以海洋捕撈和狩獵為主，但尚

未發展出農耕模式。目前史書上金門當地有人類活動的紀錄，最早可上溯至東晉

元帝建武元年（西元 317 年），有蘇、陳、吳、蔡、呂、嚴等六姓居民避居到此

屯墾。唐德宗貞元 19 年（西元 803 年）在浯島設置萬安牧馬監地，有十二姓氏

居民隨牧馬監陳淵到此開墾。南宋高宗紹興 23 年（西元 1153 年），朱熹任同安

縣主簿，相傳設立燕南書院，邑人中進士者在宋朝多達六人，金門因而有「海濱

鄒魯」的美譽。明太祖洪武 20 年（西元 1387 年）江夏侯周德興在浯島築城，取

「固若金湯，雄鎮海門」，「金門」自此得名。 

  1949 年國民政府自中國撤退來臺，旋即爆發古寧頭戰役，又於 1958 年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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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三炮戰。當地因其地理位置，始終是兩岸戰爭軍事衝突的前線。直到 1992

年 11 月 7 日終止戰地政務，解除戒嚴，才逐漸緩和。1995 年 5 月 25 日金門國

家公園計畫核定公告，同年 10 月 18 日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掛牌成立，將金門豐

富的文化資產、特殊的戰役紀念及多樣的自然生態納入計畫予以保存，並成為觀

光發展及環境永續利用島嶼。 

 

第三節 古環境變遷 

  18,000 年前上一次冰河期最大期之後，全球氣候回暖，海平面逐漸上升。

10,000 年前全新世開始，全球進入溫暖的間冰期，中國大陸東部大陸棚開始受到

海侵事件的影響，地形和地貌產生巨大的變化。全新世海平面有數次的波動，華

南的海平面上升速度比華北較慢，這是學者比較一致的看法。王紹鴻等（1994）

分析了福建地區六類 79 個古海面標誌物，根據標誌物的碳 14 定年排列，並以閩

江與九龍江為分界，劃出福建北部、中部及南部海岸的海平面變化（見圖 7）。大

約距今 7,000 年前閩南的海岸線才上升至現代海岸線的位置，之後持續上升；大

約 5,600 年前海平面上升至頂點，高出現今海平面約 3 公尺（王紹鴻等 1994：

172）。此後，3,600-2,900、2,400-1,800 及 1,600-1,200 年前之區間段各有海進事

件；而 5,000、4,200 及 2,800 年前閩南地區的海平面低於現今海平面，最低時可

達海平面下 2 公尺（王紹鴻等 1994：172）。曾從盛（1991）也做過類似的研究，

不過他認為中全新世約 6,600-5,500 年前及 3,500-2,600 年前有兩次較明顯的高海

平面峰期（見圖 8），極值落在 6,100 年前和 3,100 年前，分別高於現今海平面約

3 公尺及 2 公尺（曾從盛 1991：80-82）。 

  謝在團等人（1983）則從海灘岩的特徵及沉積相提出很不一樣的看法，他們

認為福建沿海全新世海侵最盛期不在 6,500-5,000 年前之間，雖然 5,400-4,700、

4,200-3,800、3,600-3,100、2,800-2,300 及 2,100-1,500 年等各出現高海面的現象，

但 3,600-3,100 年間才是福建全新世海侵的最盛期（謝在團等 1983：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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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福建沿海晚更新世以來的海平面變化（王紹鴻等 199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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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福建沿海各岸段全新世海平面曲線（曾從盛 1994：81） 

 

  陳偉光（1997）則綜合海相及濱海相的沉積物的碳十四證據，從更大的尺度

提出華南沿海全新世海進始於 8,500 年前，此時臺灣南部、東部和海南島西南側

已經接近現今海平面了（見圖 9）。6,000-4,000 年之間是海侵最盛期，海平面急

速上升，海水可入侵至東南沿海各河流三角洲的頂點；距今 4,000 以後有明顯海

退；3,000-2,000 年間又發生一次海進，但程度比前一次低，其後海平面趨於穩定

（陳偉光 1997：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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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華南沿海全新世以來海岸線的變遷（陳偉光 1997：208） 

 

  陳偉光（1997）從環境生態的角度提出全新世中期以來，華南氣候波動與海

平面升降的關係（見表 9），他認為閩南地區在大西洋期（距今 7,000-5,000 年前）

炎熱潮濕，有常綠闊葉林；亞北方期（距今 5000-2500 年前）炎熱乾燥，植被轉

變為含針葉、落葉闊葉林或常綠林；亞大西洋期（2,500 年以來）氣候溫暖潮濕，

植被林相改為針闊葉混交林（陳偉光 199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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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閩南沿海地區全新世以來氣候波動與海平面升降的對應關係（引自陳偉光 1997，表 2） 

時期 距今年代 氣候特徵 植物群落 海面變化 

大西洋期 7,000-5,000 炎熱潮濕 常綠闊葉林 海面上升 

亞北方期 5,000-2,500 炎熱乾燥 含針葉、落葉

闊葉林或常綠

林 

海面下降 

亞大西洋期 2,500 以來 溫暖潮濕 針闊葉混交林 海面回升 

  鄭卓等人（2004）比較海南島瑪珥湖碳氮比曲線及沉積黏土礦物（見圖 10），

他們得出幾個結論。首先，華南地區在距今 7,200-2,700 年間氣候溫暖，且較為

穩定。其次，2,700 年前開始有比較明顯的氣候變化，有氣溫下降與季節性雨量

增強的跡象。鄭卓等人（2004：389-390）認為 3,000 年前開始，華南沿海新石器

漁獵文化的衰退，以及部分遺址文化層堆積的停止，可能與這一個環境變遷事件

有關。 

 

圖 10：近 5,000 年來海南島瑪珥湖碳氮比曲線（a）及沉積黏土礦物（b）的對比（鄭卓等 

2004，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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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以探討並大致推測全新世全球變暖的過程，以

及古環境變遷對金門早期新石器時代人群的聚落和生計模式的影響。首先，謝在

團等人對於全新世海侵最盛期的年代可能訂的太晚，這與金龜山和復國墩出現的

7,000 多年前的貝塚資料不合。陳偉光所推測的海侵期最盛期是按照整個華南地

區的尺度所訂，因此 6,000-4,000 年前的區間範圍似乎太滯後。所以，王紹鴻等

人及曾從盛得出的海平面升降的曲線可能較為符合金門史前遺址的情況，推斷復

國墩、金龜山等遺址的海拔相對較高。大約 7,000 年前，海平面上升至現今海岸

線，之後 1,500 年間持續上升至現今海平面上 3 米處。這段時間正是華南地區氣

候較為溫暖及穩定的階段，也是復國墩文化持續出現、史前漁獵文化形成的年代。

距今 5,500 年，海退事件開始，直到 4,000 年前又開始另一波海進事件。第二波

比較明顯的海進事件在 3,500 年前達到頂峰，隨後 3,000 年前又有海退以及溫度

變冷、季節性雨量增強等不穩定氣候的現象出現。第二波的海進-海退事件（4,000-

3,000 年前），其年代恰好是浦邊類型出現之時，也是海洋文化持續發展的階段。

假若我們對照地質與地形圖，則大致可以推斷現代沖積層即是 7,000 年以來諸多

海進-海退事件逐漸沖積形成的。上述的環境背景訊息為將來地表調查，以及瞭

解金門史前遺址的空間分布及文化內涵提供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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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門地區史前遺址（史前後期）相關資料回顧 

  金門地區的史前遺址大致可分為早期和晚期新石器時代，今年度主要探討

的範圍是金門地區史前後期文化遺存，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浦邊類型。目前金

門地區發現浦邊類型的相關考古遺址，包含浦邊遺址、后豐港遺址、青岐遺址

和金龜山遺址上層，以下為各個遺址的文化內涵的敘述和討論。 

第一節 金龜山遺址上層 

  金龜山遺址位於金門縣金沙鎮西園里，海拔 32-36 公尺的紅土臺地上，由環

島北路東美亭可進入此遺址。此遺址絕對座標為東經 118 度 24 分 42 秒，北緯 24

度 30 分 10 秒，方格座標為 E6419000xN2710600m（見圖 11）。 

一、 金龜山遺址第 1、2 次發掘 

  1994-1995 年，陳仲玉發現金龜山遺址，並試掘一個 2x2m2的探坑（TP1），

出土的遺物主要是貝類，除了貝類之外，尚有少量陶片、少量石器製品、以及獸

骨、鹿角和某種膠結物。發現有貝塚約厚 60 公分，貝殼豐富，能辨識的種類有

19 種。陶片以夾細砂的紅陶為主，上層以細繩紋紅陶為主，下層則是以素面陶為

主，其中又可見以貝殼邊緣壓印成的貝齒紋和一件指甲印紋。石器的部分則有尖

狀器一件，砍砸器一件、砧石二件等1（陳仲玉、董倫道 1995；陳仲玉 1997）。 

  1997年陳仲玉再度進行一個 2x2m2的探坑（TP2）、一個 2x1m2的探坑（TP3）、

一個 2x1.5m2 的試掘探坑（TP4）。探坑採用每 10 公分的人工層位的發掘法，以

TP1 為例，其層位和遺物出土的情況如下：第一層為紅褐色壤土，土質細緻，此

層有近代瓷片、鐵質砲彈碎片、細繩紋紅陶、貝殼等物。第二層到第八層（20-80

公分）的土色和土質沒有太大變化，但出土物則有所變化。第三層以下螺類貝殼

增加，陶片種類也有所不同。第一到第三層主要出土為細繩紋紅陶；第三和四層

                                                       
1 該報告尚有提及出土打製石斧一件、石刀一件，但經郭素秋、劉益昌等人確認該遺物過後，

認為應是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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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出現貝殼壓印的紅陶；第五層以下則為素面紅陶；第八層則有一片指甲印紋

（陳仲玉、董倫道 1995；陳仲玉 1997）。 

二、 金龜山遺址第 3 次發掘 

  2004 年，陳維鈞在金龜山遺址進行第三次發掘，首先開挖了二個 2x2m2 的

探坑(P1 和 P2)，因在挖掘過程發現墓葬，又加開了 P3 探坑，之後又加開了一個

1x1m2的 P4 探坑和 2x1m2的 P5 探坑。各探坑的地層堆積相當一致，以 P2 坑來

說明金龜山貝塚遺址的地層堆積。P2 坑第一層為深褐色的現代耕土層，厚約 10-

18 公分，出土零星貝類。第二層為紅褐色貝層，厚約 50-75 公分，為貝類出土集

中區。貝層上半部出土血蚶為主，下半部以牡蠣為主。第三層為紅褐色生土層。 

  地層中的文化遺留包含有陶器碎片、硬陶以及瓷器碎片、石器和金屬遺物等。

生態遺留則以貝類為主，還有少許的獸骨。出土的陶片共 271 件，總重量 1,912.64

公克，大致可區分為兩大類，紅褐陶和灰黑陶，並以紅褐陶居多。器型又可分為

罐形器和缽形器。其中罐形器包括侈口平唇直頸鼓腹罐、侈口圓唇直頸鼓腹罐、

斂口圓唇束頸鼓腹罐。缽形器則僅見敞口缽一種。陶片質地皆為夾砂陶，絕大數

為素面陶，其中帶繩紋者 31 件，紅褐陶和灰黑陶均可見；另外有 5 件帶有血蚶

鋸齒緣的壓印紋，只見於紅褐陶。石製品僅出土兩件，一件為石鏃，質地為硬頁

岩質，有鋌有脊。另一件為石錘，質地為砂岩質（陳維鈞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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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金龜山遺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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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浦邊遺址 

  浦邊遺址位於金門縣金沙鎮浦山里，由環島北路轉蘭洋路約 1.2 公里處，絕

對座標為東經 118 度 23 分 20 秒，北緯 24 度 28 分 20 秒，方格座標

E640700xN2707250m，海拔高度約 19 公尺。 

一、 浦邊遺址第 1 次發掘 

1994 年陳仲玉先生發現浦邊遺址，該地自然環境為一片平坦的農地，農地

的東側和地表有剷平或修整的痕跡。一條東西向的水渠和水渠旁的產業道路開挖，

使南邊未剷平的部分留下約 2 公尺的斷面，進而露出貝塚露頭。該研究團隊於貝

塚露頭上方進行一個 2x1 m2的探坑試掘，以人工層位 10 公分為一層，向下發掘。

第一層為褐色的黏壤土，厚約 10 公分，內含少量陶片，大多為近代物以及大量

牡蠣殼，遺物出土位置多位於南半坑。第三層以下轉為深褐色的細黏土，南半坑

有少量的近代陶片和大量牡蠣殼，北半坑為純黏土。這種遺物出土情況一直持續

到第五層，研究團隊將自地表到地下 50 公分列為擾亂的地層。第六層則是擾亂

層和史前貝塚文化層的劃分層位，土壤為深褐色的細黏土。自第七層以下則是史

前貝塚文化層，下三層均出現陶片和大量貝殼。第十層則為灰黑色的生土層。 

  該次出土的遺物包含陶器以及貝殼。出土的遺物中，陶片約 93%為紅橙系，

但未見石器。另外，根據貝殼碳十四測年的結果，年代約距今 4,000-3,000 年前。

陶器方面，於發掘坑中出土者，不如地層斷面貝塚層採集出土的為佳。貝塚斷層

面所採集到的陶器標本，陶質相當一致，均是泥質內夾很細的砂粒，質地鬆軟，

內胎灰黑色，外表敷泥施以紅色陶衣，燒培火侯較低。器物外表多有平行線劃紋，

有些是劃紋之外表敷泥，有些則是敷泥後再施加劃紋。此外，還出現另一種繩紋，

此種花紋出現在一件大型的束口甕器身上，口沿內側面有四圈平行凹刻線條。至

於石器方面，此次調查和試掘並未發現到任何石器工具，但在地表和貝塚斷層面

下方，採集到九件器型不規則的天然石英塊（陳仲玉、董倫道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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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浦邊遺址第 2 次發掘 

  1996-1997 年，陳仲玉先生再次進行一個 2x2 m2的探坑試掘。一樣使用人工

層位法向下挖掘，除第零層地表有高低差之外，自第一層以下每 10 公分為一層。

第一層（地表下 15~25 公分），土色大多為黃褐色的沙土，部分小區域土色偏灰

色。地層中出現些許貝殼，推測是耕作整地擾亂所致。第三層（地表下 35~45 公

分）仍為黃褐色的沙土，開始有陶片出現，但仍可見現代遺留。第四層（地表下

45~55 公分），土色為褐色沙質壤土，可見陶片、瓷片、貝殼等，但在探坑東北邊

的土質卻是黃褐色沙土，且不見任遺物，此現象一直延續到第五層結束。第六層

為黃褐色沙質壤土，土質鬆濕，可見貝殼、獸骨及陶片等。第七層到第十層（地

表下 75~115 公分），黃褐色沙質壤土，可見陶片、貝殼、獸骨等遺留。第十一層

底以下為黃褐色沙土層，無任何人工遺留。 

  出土的遺物包含陶器、瓷器、獸骨等。據陳仲玉的報告所述，陶器的部分大

致上可分為七類。第一類是素面紅陶，胎厚夾粗砂。第二類是素面橙色陶，胎厚

夾細砂。第三類是素面磚紅色陶，夾細砂。第四類是印紋陶，泥質胎薄，胎色呈

銘黃色或近於白色，器表與胎同色，主要的紋飾包含指甲紋、貝殼紋、網紋、波

浪紋。第五類是印紋陶，泥質胎薄，器表呈墨色，主要紋飾為繩紋，風格介於大

坌坑式繩紋和臺灣中部細繩紋陶之間。第六類是劃紋陶，胎薄夾細砂，胎色呈棕

色，有暗灰棕色陶衣，在圈足部分有平行劃紋。第七類陶器是夾細砂黑胎陶，胎

厚薄不一，器表處理有素面、粉紅色陶衣和指甲紋裝飾等不同技術。瓷器的部分，

發掘到的數量不多，僅在 L4 及 L5 分別發現一片青花瓷片及一件青瓷片。獸骨

方面，出土皆為四肢骨的部分，其中 L5 和 L11 各出土一件被燒過的獸骨。至於

石器方面則並未發現（陳仲玉、董倫道 1997）。 

三、 浦邊遺址第 3 次發掘 

  2010 年，陳維鈞先生接受金門縣文化局之委託，進行「金門縣浦邊遺址文化

的內涵暨範圍研究計畫」。此次試掘的規畫地點在陳仲玉所指的第一地點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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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各發掘 2 個 2x2m2的探坑。此次試掘一樣以人工層位法、每層 10 公分為單

位的方式向下挖掘。位於第二地點 TP1 試掘坑與當初陳仲玉先生第二次試掘探

坑的地層堆積，基本是一樣的。至於 TP2 的地層呈現不連續的堆積，可能是後堆

積過程所造成的現象。TP2 試掘坑的地層堆積由上至下共有七層（見圖 12）。第

一層為耕土層，厚度約 15 至 25 公分，土色大多為灰黃褐色、渾黃褐色砂質壤

土，質地鬆散，有陶片、磚、瓦、硬陶、瓷片等遺留。第二層為文化層，厚度南

北不一，南側較薄約 5 至 30 公分，北側最厚可達 70 公分，可見貝殼堆積並夾雜

陶片等遺物。第三層為砂質壤土堆積層，土色為渾黃褐色砂質壤土，純淨砂土堆

積，質地堅硬，幾乎不見任何遺物。第四層也是文化層，土色為渾黃褐色、褐色

砂質壤土，地層傾斜呈南高北低的走勢，厚度約 20 至 40 公分，一樣可見貝殼堆

積和夾雜部分陶片等遺物。第五層為砂質壤土堆積層，土色為渾黃褐色砂質壤土，

主要分布於東界牆，延伸至南界牆後消失。第六層為砂質壤土堆積層，與第三層

相似。第七層為文化層，土色為渾黃褐色、褐色砂質壤土，厚度約 5 至 15 公分，

往東牆延伸，內含貝殼堆積並夾雜陶片等遺物（陳維鈞 2019）。 

 

圖 12：TP2 試掘坑南界牆及西界牆地層堆積圖（陳維鈞 2019，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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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地點因地表久未耕作，且乾燥堅硬，向下挖掘困難。因此，TP4 僅發掘

到第三層，也就是地表下 30 公分。至於另一坑 TP3 則是挖掘到生土層才結束。

TP3 試掘坑的位置，位於陳仲玉先生第一次試掘位置的南側，其厚度與之前試掘

坑約略相同。TP3 試掘坑的地層堆積由上至下分別為耕土層、文化層及生土層。

耕土層厚約 25 至 35 公分，為渾黃褐色、褐色砂質壤土，質地堅硬，夾雜植物

根莖，以及硬陶、瓷片等近現代遺留。文化層厚約 20 至 30 公分，暗褐色砂質壤

土，質地堅硬，內含貝殼堆積，伴隨陶片、石器等遺留。生土層，暗褐色砂質壤

土，質地堅硬（陳維鈞 2019）。 

  此次浦邊遺址出土的史前遺物包含陶器碎片、陶拍、陶紡輪和少量的石器。

陶器的部分，主要可以區分為紅褐色和灰黑色兩種二大類，大部分皆為素面陶，

部分則施有紋飾，包含條紋、劃紋、壓印紋和複合紋等。陶拍則是於遺址地表採

集所得，器表有橙色和明褐色並存，器身兩面則帶有深刻的曲折劃紋。石器的部

分，數量僅有七件，包括有刃的石錛、無刃的砥石和石錘。除上述的史前遺物外，

另有出土硬陶和瓷器等遺物，兩者皆出土於試掘探坑的地表和地層的上層，瓷器

的器型大致為杯、碗、盤等碎片。至於生態遺留方面，則是包含各類海生貝類和

少許動物遺骨等（陳維鈞 2019）。 

 

圖 13：浦邊遺址地表採集的陶拍殘件（陳維鈞 2019，圖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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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浦邊遺址陶片上的各類紋飾（陳維鈞 2019，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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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浦邊遺址位置圖（臺閩地區考古遺址：金門縣、連江縣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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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浦邊遺址鑽探孔與試掘坑分布圖（陳維鈞 2019，圖四） 

 

第三節 后豐港遺址 

  后豐港遺址位於金門縣金城鎮金水里，后豐港聚落西側 70-80 公尺處之木麻

黃樹林與荒廢耕作之草生地。絕對座標為東經 118 度 17 分 25 秒，北緯 24 度 24

分 59 秒，方格座標 E631600xN2701000m，海拔高度約 19 公尺。 

一、 后豐港遺址第 1 次發掘 

  2001 年由劉益昌先生發現此遺址，並進行 2 個 2x2 m2的探坑試掘。其中陶

器的部分可分為兩大類，到了 2006 年則又改為三大類。 

  第一類為夾砂渾黃橙色陶，少數為紅色、夾褐色、黑褐色和橙色，部分陶片

表面有燻黑和附著物。其中器型可見有罐形器 4 件、缽形器 115 件、圈足和陶拍

殘件各一件。部分的陶器於外表或內壁上施有紅色或和褐色陶衣。紋飾方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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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印紋為主，斜方格印紋次之，部分凸點印紋、梯格印紋、曲折印紋和附加堆紋

（藍敏菁、劉益昌 2002）。 

  第二類為黃褐色或紅黃褐色細砂石英陶，灰黑胎，製作方式與第一類陶相同，

採泥片貼塑法，但器壁不見修整的痕跡。至於遺物出土的部分，僅有 2 件，1 件

為罐形器，另一件為杯形圈足器，兩者都是素面，且都不見於第一類陶（郭素秋

等 2006）。 

  第三類為橙紅色泥質陶，硬度不高，略夾砂，夾砂密度低，夾砂顆粒大小不

一，摻和料中以石英為主，裂隙極細小但部分較長，呈平行器壁排列。這種第三

類陶僅見一件折唇罐形器口緣，顏色為渾赤橙色，質軟，可見縞紋，口部內外有

明顯的同心圓狀修整痕，可能是使用慢輪加以修整，素面但沒有發現何紋飾。上

述的第二類和第三類陶器，兩者的出土層位相差不大，但兩者之間的罐形器器型

卻截然不同（郭素秋等 2006）。 

 

圖 17：后豐港遺址缽形器及腹片印紋（藍敏菁、劉益昌 2002） 

 



 
 

36 
 

 

二、 后豐港遺址第 2 次發掘 

  此次試掘是因為金門縣政府規劃興建 1-1 道路連接水頭商港至西海路，此一

路線因位於 2001 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試掘后豐港遺址後所規劃的遺址範圍

北側。此次計畫一共進行了 9 個探坑，其中 TP8 和 TP9 為 2x1 m2的探坑試掘，

其餘 7 個則是 2x2 m2 的探坑試掘。此次試掘的出土遺物有 993 件標本，包含未

加工而混入的石塊共 60 件；生態遺物有 9 件，以及文化遺留 864 件。史前文化

遺留僅有 18 件，其餘 846 件為歷史時期遺留（朱正宜等 2013）。下列為此次各

探坑出土之標本和數量： 

表 6：2013 年后豐港試掘各探坑出土標本種類及數量（引自朱正宜等 2013，表 6） 

 

  此次史前陶一共有 18 件，僅 1 件偏泥質，其餘都是夾砂陶，且夾砂比例都

超過 15%，夾砂顆粒多屬次角礫和次圓礫狀，滾磨程度不高且挑選度不佳。而在

器形方面，可辨識者僅有 1 件底部帶圈足的殘件，其餘 17 件皆為腹片或器形不

祥。腹片中可見的明顯紋飾包含條紋 3 件、方格紋 2 件、曲折印紋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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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2013 年后豐港發掘出土之圈足（朱正宜等 2013，圖 57） 

 

圖 19：2013 年后豐港發掘出土之腹片紋飾（朱正宜等 2013，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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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后豐港遺址位置圖（臺閩地區考古遺址：金門縣、連江縣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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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后豐港遺址範圍及道路規劃路線（朱正宜等 2013，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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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青岐遺址 

  青岐遺址位於金門縣烈嶼鄉上岐村，青岐聚落西北側清遠湖沿堤岸分佈。絕

對座標為東經 118 度 13 分 11 秒，北緯 24 度 24 分 57 秒，方格座標

E623670xN2700850m，海拔高度約 13 公尺。1999 年陳維鈞先生於青岐遺址進行

調查和地表採集，進而發現此處為一內容豐富的史前遺址。 

  青岐遺址採集到的文化遺物，主要有陶器和石器兩大類。石器部分僅採集到

三件凹石，形狀為扁平的礫石或圓形的軟石，材質為玄武岩質。在平緩的一面或

兩面上可見長期敲擊所留下的凹陷痕跡。陶器方面，以陶片為主，可見器型有缽

型器和罐型器兩種。罐形器有長頸和短頸兩類，口徑一般偏小。底部除了有發現

凹底外，還可見圈足的設計。缽形器的口徑，大約平均在 10-20 公分之間。除了

未施紋飾的素面陶之外，器表可見的紋飾，包括了條紋、劃紋、方格印紋、繩紋、

附加堆紋、以及貝紋等。且常見有多種紋飾混合使用的情形。器表顏色不一，以

紅色系為主，其次為灰黑色系、黃褐色系數量極少。陶片多為半夾砂陶，部分夾

粗顆粒石英粒。陶胎常見未燒透而呈黑色。陶片的厚度多分佈在 5-10 公釐之間。

此外，也有採集到陶支腳和陶蓋（陳維鈞 19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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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青岐遺址地表採集之缽形器口緣紋飾（陳維鈞 1999） 

 

圖 23：青岐遺址地表採集之罐形器口緣紋飾（陳維鈞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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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青岐遺址位置圖（臺閩地區考古遺址：金門縣、連江縣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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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今年度計畫主要聚焦在史前後期的部分，以浦邊類型為主體的史前遺址為研

究的對象。浦邊類型年代大致上為距今 4,500-3,000 年之間，主要的遺址包含浦

邊遺址、后豐港遺址、青岐遺址以及金龜山上層等，其中又將以青岐遺址為研究

重點。研究團隊已於青岐遺址地表採集到大量的標本，將這些標本進行分類和研

究，並和中國沿海地區的相關的遺址進行比對。此外，研究團隊針對這段時期的

中國沿海遺址進行相關資料的收集，希望能從中分析是否有互相影響或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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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金門地區史前後期遺址地表調查結果 

  在調查前已先對浦邊及青岐遺址的文化內涵與性質進行初步瞭解，兩者主要

為年代距今 4,500-3,000 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浦邊類型的遺址，地理位置都在

接近現今海岸線的第一海階。相對於第一期計畫以金門東部為主要之調查區域，

本年度第二期計畫改由以金門西部為調查重點，針對大金門西部及小金門展開地

表調查。 

  此次地表調查採集到不少標本，以青岐遺址數量最多，總體來說包含史前遺

物和歷史遺物，有石器、陶瓷器、磚瓦及銅錢等。石器大多為打製，或有使用痕

跡，但大多沒有明確的形態類型，從可辨識的器型來看可能有砍砸器、刮削器、

鋤斧形器、尖狀器和石片器等。有少量石器為磨製，器型主要為石錛。陶瓷器則

有夾砂陶、硬陶、單色釉陶瓷及青花瓷。然而金門的陶瓷器受中國陶瓷工藝的影

響，在軟陶、硬陶及瓷器的分類上會遇到一些困難，因為這些陶瓷工藝是連續發

展的。目前把陶胎中夾粗顆粒摻和料、胎質較粗的歸為夾砂陶，夾細顆粒摻和料、

胎質較細、硬度高及器壁可能施有釉料的歸為硬陶，泥質、胎質更細且器壁有青

色或黑色等單一釉料的歸為單色釉瓷，陶胎燒結、器壁施有白釉及藍色釉料的歸

為青花瓷。 

  夾砂陶的部分，可見浦邊類型的陶片，這類型陶器夾粗顆粒石英摻和料，器

型以缽為主，器表施有直條或曲折拍印紋，很少或幾乎不見繩紋。有部分陶片為

泥質陶，陶色及硬度不一，胎壁較薄，器壁上拍印較為細緻且複雜的幾何形紋飾，

部分紋飾類似青銅器皿上的幾何紋飾，可能是中國南方的幾何印紋陶傳統，很可

能不是小金門本地製作，而是交換而來的。硬陶的部分，大致可以推定為青銅時

代以後的人工製品，單色釉瓷的年代較晚，可能在唐宋時期開始流行，青花瓷出

現的年代更晚，明清時代之後較多。硬陶及單色釉陶的製作年代跨度頗大，類型

也較為複雜，由於這兩類標本以及青花瓷與本次計畫的相關性不大，目前暫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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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細緻分類，僅以資料形式在圖表及附錄中呈現。 

  在調查過程中觀察到有些夾砂陶殘片在陶色及陶質上相似於磚瓦，與浦邊類

型夾砂陶有比較明顯的差異。不過，這些夾砂陶殘片的厚薄不一，而摻雜粗顆粒

的石英砂會增加滲水度，與磚瓦要求厚度一致、減少滲水的功能性要求不一致。

此一陶色陶質類似磚瓦的夾砂陶由於幾乎都是腹片，少見口緣及底等部位，因此

難以判定器型，也無法斷定年代。在分類概念上把未加摻和料、器壁沒有明顯曲

度、厚度一致的陶質製品才歸為磚瓦，這一類似磚瓦的夾砂陶則單獨列出，但與

浦邊類型夾砂陶區隔。 

  由於研究限制，此次地表調查大多採用非系統性的方式，以手持式 GPS 測

量遺址及遺物點位置，記錄相關周邊環境資料，採集具有代表性的標本，並在室

內進行標本整理、拍照與記錄。只有青岐遺址因為地表有大量有紋飾的陶片以及

一些重要標本，本團隊在 110 年 2 月份第二次調查時攜帶實時動態定位儀，記錄

了每一件採集的重要標本的絕對位置，可以藉此瞭解擾動後地表遺物的空間分布。 

  手持式 GPS 在測量地表的水平誤差，在大尺度的區域調查上可以忽略不記，

但垂直距離（海拔高度）的差異經對照金門縣建設處都市計畫科提供之五千分之

一地形圖後，發現誤差頗大，因此遺址及遺物地點的海拔高度將依照地形圖所顯

示記錄，現將遺址調查細節內容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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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10 年度地表調查遺址位置圖 

 

第一節 小金門地區 

  此次調查的小金門遺址主要在島的西南側，總計有東林、楊厝、青岐碼頭、

青岐、清遠湖南田地、青岐海灘、上林、上林貝塚和西湖等地點。青岐遺址由於

面積較大，遺物堆積較多，因此在第一次調查時將清遠湖北側定為青岐 I，東側

定為青岐 II，西南側距離較遠處為清遠湖南田地，而西側近海灘處為青岐海灘。

不過，由於清遠湖南田地遠離遺物分布較為密集的其他三個地點，且中間遺物分

布呈不連續現象，因此目前暫訂為清遠湖遺址，未來等更進一步的發掘與調查之

後可以再確認是否合併或分開兩個區塊。在東林和上林也因採集標本地點不連續，

相隔距離較遠，因此分別記錄為東林 1、東林 II 及上林、上林貝塚等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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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10 年度小金門地區地表調查遺址位置圖 

一、 青岐遺址 

（一） 第一次調查 

  青岐遺址位於清遠湖旁，烈嶼鄉游泳池後側的空地，行政區域上屬金門縣烈

嶼鄉。1999 年陳維鈞先生發現此處遺址。2001 年則是由陳仲玉、劉益昌等人再

度進行調查採集（陳仲玉、劉益昌 2001）。此次研究團隊於 2021 年 1 月 21 日至

1 月 27 日針對該區域進行調查，在遺址範圍內和附近地區以徒步方式進行目視

地表調查。並將該遺址劃分為青岐Ⅰ、青岐Ⅱ和青岐海灘三處地點。 

  青岐Ⅰ座標為經度 118°13'19.2"，緯度 24°25'02.1"，海拔約 13 公尺。裸露地

表上可見地表密集史前和歷史遺物，以及些許現代廢棄物。地表黃色土堆疑似從

湖底挖起覆蓋，從（圖 37）可以發現 2017 年青岐 I 地點的地表還是為湖水所覆

蓋，然而此次地表調查時卻可見黃土，推測部分湖水已被填平。黃土地表發現較

多浦邊類型遺物，有陶拍、幾何印紋陶等較特殊的遺物，但也有部分歷史時期遺

物，位於裸露黃土較西側的砂質耕地則與黃色土堆不同，地表無浦邊類型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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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歷史時期遺物。 

  青岐Ⅱ座標為經度 118°13'29.2"，緯度 24°24'47.7"，距青岐Ⅰ東南大約 600 公

尺左右。地表為農耕用地，部分區塊有種植作物，可見些許歷史時期遺物，部分

疑似史前陶片。 

  青岐海灘座標為經度 118°13'12.8"，緯度 24°24'57.4"，沿著抗日紀念公園西

北往海灘的一條小徑走，在灘位高線後方的沙丘可見貝殼以及零星疑似浦邊類型

陶片，就相對位置來判斷，此地點可能為青岐遺址之延伸。 

 

  

圖 27：青岐Ⅰ 幾何印紋陶（編號 142-01，交錯直條紋） 

 

 

圖 28：幾何印紋硬陶（編號 143-01）雲雷紋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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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青岐Ⅰ 夾砂陶（編號 147-01）拓印 

 

 
圖 32：青岐Ⅰ 陶拍（編號 145-01，曲折紋

面） 

 

圖 33：青岐 I  陶拍（編號 145-01，菱形

紋面） 

 

 

 
圖 30：青岐Ⅰ 陶拍（編號 148-01，曲折紋

面） 

 
圖 31：青岐Ⅰ 陶拍（編號 148-01，菱形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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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青岐Ⅰ 陶拍（編號 145-01）拓印 

 

圖 35：青岐 I 現況照 

 

圖 36：青岐 I 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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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2017 年青岐遺址地表圖（引自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 

 

（二） 第二次調查 

  此次調查延續第一次地表調查，但地點僅限於青岐Ⅰ的裸露黃土區塊，且操

作上改為以採集地表重要標本為主，並使用 RTK 記錄每一件標本位置。此次調

查採集到不少標本，並整理成一份清冊（附錄 2），大致上可分為陶、石、瓷等三

大類。其中陶器又可分為夾砂陶、幾何印紋陶、硬陶等；瓷器則分為青花瓷和青

瓷。石器則是按器型進行分類，可分為刮削器、尖狀器、石鑿、石錘等，其中有

一件磨製石錛，且材質不似金門當地常見之石材。次此採集的遺物，針對較為特

殊的紋飾和器型，例如上述磨製石錛，還有陶管、貝殼壓印紋陶片等，本團隊進

行了繪圖和拓印等工作，以利於後續的分析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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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青岐 I 地表調查工作照 

 

圖 39：青岐Ⅰ 磨製石錛（編號 a362-01） 

 

圖 40：青岐Ⅰ 磨製石錛（編號 a362-01） 

 

圖 41：青岐Ⅰ 磨製石錛繪圖（編號 a3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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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青岐Ⅰ 陶管（編號 a207） 

  

 

圖 42：青岐Ⅰ 石鑿（編號 a7） 

 

圖 43：青岐Ⅰ 尖狀器（編號 a299） 

 

圖 44：青岐Ⅰ 刮削器（編號 a455） 

 

圖 45：青岐Ⅰ 石錘（編號 a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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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青岐Ⅰ夾砂陶（編號 a596，貝殼壓印紋） 

 

圖 48：青岐Ⅰ 夾砂陶繪圖（編號 a596，貝殼壓印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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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青岐Ⅰ 青瓷 

 

圖 50：青岐Ⅰ 青花瓷 

 

圖 51：青岐Ⅰ 硬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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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青岐Ⅰ 夾砂陶口緣（編號 a371） 

 

 

圖 53：青岐Ⅰ 夾砂陶口緣（編號 a458） 

 

 

圖 54：青岐Ⅰ 夾砂陶口緣（編號 a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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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青岐Ⅰ 陶支腳（編號 a547） 

 

 

圖 56：青岐Ⅰ 缽口緣（編號 a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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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青岐Ⅰ 夾砂陶腹片（編號 a581） 

 

 

圖 58：青岐Ⅰ 夾砂陶口緣（編號 a655） 

 

 

圖 59：青岐Ⅰ 夾砂陶口緣（編號 a701） 

  



 
 

60 
 

 

 

 

圖 60：青岐Ⅰ 圈足（編號 a727） 

 

 

圖 61：青岐Ⅰ 陶把（編號 a812） 

 

 

圖 62：青岐Ⅰ 幾何印紋硬陶口緣（編號 a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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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青岐Ⅰ 印紋硬陶紋飾（交錯直條紋）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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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青岐Ⅰ 印紋硬陶紋飾（直條紋）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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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青岐Ⅰ 夾砂陶紋飾拓印（a760 直條紋，a391、a554 交錯條紋，a831 曲折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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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遺物分佈圖來看，青岐 I 黃土堆區塊的中央部分沿著深溝出現較密集的

遺物分佈（見圖 66）。在地表調查期間，計畫團隊成員曾經訪問地方居民，當地

人指出此地塊在不久前曾經有挖土機挖掘排水溝，因此沿著深溝高密度的遺物分

佈現象可能與之前的挖土機翻土行為有關。 

 

圖 66：青岐Ⅰ 遺物採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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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東林遺址 

  東林遺址位於烈嶼鄉公所東南方小徑，行政區域上屬金門縣烈嶼鄉，為此次

調查時所發現的新地點。這次調查測量了東林Ⅰ、東林Ⅱ二處地點。東林Ⅰ座標為經

度 118°14'48.3"，緯度 24°25'38.0"，於農耕地上的一個田埂，這裡採集到數件疑

似有人為修整痕跡的石器。此外，還有零星瓷器和陶片，陶片則皆為硬陶。東林

Ⅱ位於九井路旁農地，距 7-11 便利商店東南方約 200 公尺處，遺址座標為經度

118°14'50.7"，緯度 24°25'38.0"，地表上可見零星石器和部份硬陶碎片。 

 

圖 67：東林Ⅰ 蠔蠣啄（編號 137-01） 

 

圖 68：東林Ⅰ 尖狀器（編號 108-01） 

 

圖 69：東林Ⅰ 尖狀器（編號 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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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東林Ⅰ現況照 

三、 上林遺址 

  上林遺址為此次調查時所發現的新地點，這次調查測量了上林貝塚、上林海

灘二處地點。上林貝塚遺址位於上林公車站西側約 80 公尺的民宅旁農地，座標

為經度 118°13'52.4"，緯度 24°25'34.9"，在貝塚南側有一斷面，斷面上可見三處

較明顯集中的貝殼堆積，在貝塚中發現陶片及疑似史前陶。上林海灘遺址則位於

上林將軍廟旁，座標為經度 118°13'36.2"，緯度 24°25'45.3"，此地點為一凸起的

小沙丘，地表可採集到浦邊類型以及歷史時期遺物，但浦邊類型陶片僅限於沙丘

一小塊地區，沙丘外附近海灘僅見歷史時期遺物，並無史前遺物。由於沙丘土質

土色較為一致，沙丘內也無現代垃圾，因此難以判斷是否為近現代人為堆積的廢

棄土，或是史前時期小範圍的海邊人類活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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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上林貝塚 史前陶 

 

圖 72：上林海灘 瓷器 

 

圖 73：上林海灘 史前陶 

四、 西湖遺址 

  西湖遺址位於西湖水庫南側農地，遺址座標為經度 118°13'48.6"，緯度

24°26'02.9"。1999 年陳維鈞先生發現此處遺址，2001 年則是由陳仲玉、劉益

昌等人再度進行調查採集（陳仲玉、劉益昌 2001）。本次研究團隊也在該遺

址進行複查，遺址四周沿岸可見景觀美化的修整痕跡，已遭受到相當程度破

壞。遺址附近空地則作為農地使用，地表有重機械整地過痕跡，遺址附近有

些許雜木林。此次調查僅在水庫旁邊坡發現兩件疑似石器，地表上則未見其

他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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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西湖遺址 石片器（編號 107-01） 

 

圖 75：西湖遺址 尖狀器（編號 107-02） 

五、 青岐碼頭遺址 

  青岐碼頭遺址座標為經度 118°13'49.9"，緯度 24°24'47.2"，此地位於往

青岐碼頭方向與南環道交叉路口左轉約 50 公尺道路左側的農地，行政區域

上屬金門縣烈嶼鄉上岐村，為此次調查時所發現的新地點。遺址位在上岐村

聚落旁的大片空地，多做為農耕地使用，地表上可見種植作物和整地痕跡，

調查時地表上可見密集陶片和瓷片，但大多為歷史時期遺物。 

 

圖 76：青岐碼頭 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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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清遠湖遺址 

  清遠湖遺址位於清遠湖東側靠近米谷農場溫室棚，面向湖凸出的一塊空地，

座標為經度 118°13'20.5"，緯度 24°24'52.3"，為此次調查時所發現的新地點。地

表目前為耕作農地，可見密集遺物，包含浦邊類型、歷史時期和石器。據地主所

述，土地為原生地層，並未大規模翻土，僅地表上有植培根莖植物。位於耕地西

側邊坡上有發現石器。 

 

圖 77：清遠湖 史前陶 

 

圖 78：清遠湖 石鋤（編號 120-01） 

 

圖 79：清遠湖 石核（編號 121-01） 

 

圖 80：清遠湖 石支腳（編號 1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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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楊厝遺址 

  楊厝遺址位於八青車站往南約 100 公尺，位於道路旁的農地，座標為經度

118°13'56.6"，緯度 24°25'04.3"，為此次調查時所發現的新地點。遺址地表為耕作

用農地，僅有部分區域種植作物，其餘區域可見地表整地痕跡。地表上可見密集

硬陶分布和部分瓷器，屬歷史時期，並有零星夾砂陶，但標本過於細碎，不確定

是否為史前夾砂陶或是磚瓦。 

 

圖 81：楊厝 硬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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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金門地區 

一、 浦邊遺址 

  浦邊遺址位於環島北路轉蘭洋路到浦邊溝出海口附近，行政區域上屬金門縣

金沙鎮，1994 年陳仲玉先生發現此處遺址，並進行一個 2x1 m2的探坑試掘（陳

仲玉、董倫道 1995）。1997 年陳仲玉先生再次進行一個 2x2 m2的探坑試掘（陳

仲玉、董倫道 1997）。2001 年由陳仲玉、劉益昌等人再度進行調查採集（陳仲

玉、劉益昌 2001）。2010 年，陳維鈞先生進行試掘，並在陳仲玉所指的第一地點

和第二地點各發掘二個 2x2m2的探坑（陳維鈞 2019）。本計畫對於該遺址進行複

查，此次調查時測量了浦邊Ⅰ、浦邊Ⅱ和浦邊Ⅲ和浦邊貝塚Ⅰ、浦邊貝塚Ⅱ和浦邊貝

塚Ⅲ等六處地點的座標位置。 

  浦邊Ⅰ座標為經度 118°23'17.3"，緯度 24°28'21.6"。遺址除水泥牆和緩坡上的

廢棄物堆積地以及部分整地等人為因素影響外，其他保存狀況尚可。地表上可見

少量歷史遺留，緩坡上可發現一處貝塚。浦邊Ⅱ座標為經度 118°23'16.4"，緯度

24°28'23.1"，距浦邊Ⅰ大約西北邊 200 公尺左右。此地點位在出海口附近的海岸平

原，附近有一片防風林，地表多為植被所覆蓋。斷面上可見大量貝殼，有零星遺

物，貝殼斷面南側水溝中有疑似石器。浦邊Ⅲ座標為經度 118°23'25.8"，緯度

24°28'23.3"，位在浦邊貝塚Ⅲ旁東西兩側的農地，距浦邊Ⅰ大約東北邊 250 公尺

處，地表上可見連續分布但細碎的歷史遺留。 

  浦邊貝塚Ⅰ座標為經度 118°23'18.5"，緯度 24°28'20.9"。此地點位在浦邊Ⅰ緩坡

上的帶狀貝塚，可見少量文物遺留，可能為浦邊類型之遺物。浦邊貝塚Ⅱ座標為

經度 118°23'21.0"，緯度 24°28'19.9"，距浦邊Ⅰ大約東邊 200 公尺左右。此地點位

在浦邊Ⅰ東側旁道路之電線桿（T001TS），面向西側發現貝塚。緩坡上方的土地目

前為農耕用地，除有整地痕跡外，保存狀況尚可，緩坡則多為植被所覆蓋，其上

可見 2 件陶片，一件距地表下 80 公分，另一件距地表下約 60-70 公分。浦邊貝

塚Ⅲ座標為經度 118°23'24.6"，緯度 24°28'21.9"，此地位在浦邊Ⅲ東側兩處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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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緩坡，距浦邊Ⅰ大約東北邊 250 公尺處，長約 14 公尺，距地表下約 30 公

分出現貝塚，上緣厚約 30 公分，貝殼堆積密集，可見陶片。面向貝塚右側的貝

殼較密集，左側較稀疏，中間一小段被植被覆蓋。貝塚內有零星陶片分布。地表

下 80 公分處，發現一件缽口緣和一件陶片。 

 
圖 82：浦邊Ⅰ 瓷器 

 
圖 83：浦邊Ⅱ 硬陶 

 

圖 84：浦邊Ⅲ 硬陶 

 

圖 85：浦邊Ⅰ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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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浦邊貝塚Ⅱ 史前陶 

 

圖 87：浦邊貝塚Ⅲ史前陶 

 

 

浦邊貝塚Ⅱ 

 

浦邊貝塚Ⅲ 

圖 88：浦邊貝塚Ⅱ、Ⅲ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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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110 年度地表調查遺址位置（浦邊遺址及周邊地區） 

 

圖 90：浦邊遺址調查地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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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洋山遺址 

  洋山遺址座標為經度 118°23'49.5"，緯度 24°29'27.9"，行政區域屬金門縣金

沙鎮，遺址位在距洋山風獅爺東南方 200 公尺處的緩坡上，為此次調查時所發現

的新地點。此遺址位在民宅旁的紅土台地，地表可見些許植被。紅土台地斷面上

可見大量貝殼和歷史遺物，少量疑似石器和夾砂陶，紅土邊緣有混雜黃土，可能

混雜不同時期遺物。台地斷面從地表往下 145 公分處有發現一件圈足，地表下

160 公分處發現一件圈足和一件疑似石鋤，地表下 200 公分處則發現一件圈足

（或疑似匣缽）。 

 

圖 91：洋山 瓷器（編號 130-01） 

 

圖 92：洋山 瓷器（編號 131-01） 

 

圖 93：洋山 青瓷（編號 132-01） 

 

圖 94：洋山 石片器（編號 0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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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5：洋山 斧鋤型器（編號 101-02） 

 

圖 96：洋山 石片器（編號 101-05） 

 

 

圖 97：洋山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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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鶯山遺址 

  鶯山遺址座標為經度 118°18'47.9" 緯度 24°29'19.3"，行政區域屬金門縣金沙

鎮浦山里，遺址位於距鶯山廟約 100 公尺的東北方農地，為此次調查時所發現的

新地點。遺址地表為農作使用，地表上有種植作物，但無法確定遺址大小範圍。

地表可見密集貝殼，以及大量硬陶和瓷片，經研判地表之遺物應是屬歷史時期。 

 

圖 98：鶯山 瓷器 

四、 后宅遺址 

  后宅遺址座標為經度 118°23'37.4" 緯度 24°29'01.5"，行政區域屬金門縣金沙

鎮浦山里，遺址位於蘭洋路往鶯山廟方向約 200 公尺處，為此次調查時所發現的

新地點。遺址目前為農作使用，地表有農耕擾動，地表可見大量密集硬陶和瓷片。 

 

圖 99：后宅 硬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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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蘭洋遺址 

  水頭遺址座標為經度 118°23'09.1" 緯度 24°28'00.8"，行政區域屬金門縣金沙

鎮何斗里，遺址位於蘭洋路與環島北路三段交叉口附近農地，為此次調查時所發

現的新地點。遺址地表為農作使用，但僅有進行整地，尚未開始進行耕作。可見

地表遭到擾動，整體區域並未遭受破壞。地表可見硬陶和瓷片，以及部分疑似史

前陶。 

 
圖 100：蘭洋 瓷器、硬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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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南山遺址 

  南山遺址位於寧湖路和慈湖路交叉路口，行政區域上屬金門縣金寧鄉，為此

次調查時所發現的新地點。調查時測量了南山Ⅰ、南山Ⅱ、南山Ⅲ、南山Ⅳ、南山

Ⅴ、南山貝塚等六處地點的座標位置。 

  南山Ⅰ座標為經度 118°17'34.6"，24°28'13.9"。此地點位於清泉亭北方農地，

有部分植被覆蓋，可見防風林。地表上可見密集陶片、零星瓷器和石器。此地點

馬路對面沙岸地表可見密集、不同時代的遺物。地表上有擾動痕跡，植被也被剷

平，疑似有整地行為。地表遺物包含石器、陶片、瓷片和磚，另發現一枚清代乾

隆通寶銅錢。南山Ⅱ座標為經度 118°17'34.0"，緯度 24°28'16.5"，距清泉亭西北方

約 150 公尺處田地。農地靠近南山林道旁有發現貝殼，樹林附近發現石器，包含

疑似石錛、石刀殘件、砥石、石鋤和一件大型的工作平台，此外還發現石核，根

據採集的石器組合，此地點疑似為石器製造場。但除石器外，並沒有發現史前夾

砂陶，僅有歷史時期硬陶和瓷器。 

  南山Ⅲ座標為經度 118°17'32.5"，緯度 24°28'19.2"，位在湖下一營區前的小

徑，地表有許多貝殼，未見任何石器，僅有其他歷史遺留，包含磚、陶。遺物分

布面積小且零星。南山Ⅳ座標為經度 118°17'47.6"，緯度 24°28'27.3"，位在南山

林道旁不知名小徑，距南山Ⅲ約東北方 500公尺處。地表可見密集歷史時期遺物，

以及些許石器，部分為殘件。以道路為中心，西北方向農地則不見石器。地表有

整地過的痕跡，但無種植作物。 

  南山Ⅴ座標為經度 118°18'09.7"，緯度 24°28'36.3"，位在南山林道旁不知名小

徑，距南山Ⅲ約東北方 1.2 公里處。地表環境與南山Ⅳ相似，但僅有發現 2 件石

器。南山貝塚座標為經度 118°18'09.7"，緯度 24°28'36.3"，位在南山Ⅴ遺址的道路

東側。道路旁農地可見貝塚斷面，貝塚內有歷史時期遺物，但未見史前遺物。另

外，在貝塚西北側農地地表發現一件大型打製石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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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南山Ⅰ 銅錢（編號 140-01） 

 

圖 102：南山Ⅰ 刮削器（編號 113-01） 

 

圖 103：南山Ⅰ 尖狀器（編號 113-02） 

 

圖 104：南山Ⅱ 瓷器 

 

圖 105：南山Ⅱ 砍砸器（編號 115-01） 

 

圖 106：南山Ⅱ 刮削器（編號 1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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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7：南山Ⅱ 刮削器（編號 115-03） 

 

圖 108：南山Ⅲ 陶片 

 

圖 109：南山Ⅳ 陶片 

 

圖 110：南山Ⅳ 兩面器（編號 117-01） 

 

圖 111：南山Ⅳ 石片器（編號 117-03） 

 

圖 112：南山Ⅳ 砍砸器（編號 1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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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南山Ⅳ 尖狀器（編號 117-11） 

 

圖 114：南山Ⅴ 尖狀器（編號 118-01） 

 

圖 115：南山Ⅴ 石片器（編號 117-03） 

 

 

南山Ⅰ 

 

南山貝塚 

圖 116：南山Ⅰ（左）、南山貝塚（右）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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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110 年度地表調查遺址位置（南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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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北山遺址 

  北山遺址座標為經度 118°18'47.9" 緯度 24°29'19.3"，遺址位於北山播音牆旁

的農地，為此次調查時所發現的新地點。遺址地表為農作使用，僅有地表遭到擾

動，整體區域並未遭受破壞，遺址保存尚佳。地表可見種植農作物，可見硬陶和

瓷片，屬歷史時期之遺物。 

 
圖 118：北山 瓷器 

八、 水頭遺址 

  水頭遺址座標為經度 118°17'32.2" 緯度 24°24'13.4"，行政區域屬金門縣金城

鎮金水里，遺址位於水頭聚落西南方 1.2 公里之農地，為此次調查時所發現的新

地點。遺址地表為農作使用，僅有地表遭到擾動，整體區域並未遭受破壞，遺址

保存尚佳。地表可見種植農作物，且可見大量貝殼，密集硬陶和瓷片，以及部分

疑似史前陶。 

 

圖 119：水頭 硬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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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古崗遺址 

  古崗遺址座標為經度 118°19'03.1" 緯度 24°23'37.5"，行政區域屬金門縣金城

鎮古城里，遺址位於古崗湖東南方 50 公尺之農地，為此次調查時所發現的新地

點。遺址地表為農作使用，僅有地表遭到擾動，整體區域並未遭受破壞，遺址保

存尚佳。地表有大量密集硬陶和瓷片，屬歷史時期之遺物。 

 

圖 120：古崗 瓷器 

十、 歐厝遺址 

  歐厝遺址座標為經度 118°19'49.0" 緯度 24°24'20.4"，行政區域屬金門縣金城

鎮珠沙里，遺址位於位於五顯廟約 50 公尺的西北方空地，為此次調查時所發現

的新地點。遺址地表為廢棄用空地，地表上可見許多現在建築廢棄物，可能為該

地建築物拆除所遺留，或是由其他區域載運至此堆放。遺址僅有地表遭到擾動，

保存狀況尚可，但無法評估遺址範圍，地表則是可見大量磚瓦遺留。 

 

圖 121：歐厝 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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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110 年度地表調查遺址位置（金城周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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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金門地區史前遺址試掘結果 

本次試掘復國墩、青岐及青嶼三個遺址，復國墩及青岐遺址的發掘方式採自

然-人工層位法，以土質土色變化為判斷自然層位依據，在同一自然層位以每 10

公分為一層往下發掘，直到岩盤或生土層。唯獨青嶼遺址因時間限制，以人工層

位法發掘，希望能快速揭露地層剖面，瞭解地表下的地層堆積及出土遺物內容。

以下小節分述各遺址發掘結果。 

第一節 復國墩遺址 

復國墩遺址位於金門縣金湖鎮溪湖里復國墩村落西北，關氏家廟後方偏北一

百公尺處，絕對座標為東經 118 度 28 分 10 秒，北緯 24 度 26 分 55 秒，方格座

標 E648000xN2704800m，海拔高度 30 公尺。本次共發掘兩個 2x2 公尺探坑，探

坑位置在關氏家廟東北方，為之前所劃定的遺址範圍之外，但由於第一期在地表

調查時於探坑週邊發現一個貝塚斷面，因此決定在貝塚斷面周邊試掘。TP1 與

TP2 為東西兩連續探坑，TP1 位於東側、TP2 位於西側；發掘出土些許歷史時期

硬陶與瓷片、零星史前陶片、少許石器、一件獸骨及一個不明的遺跡現象，然在

地層剖面上未見史前文化層。以下描述探坑的情況與出土遺物。 

 

圖 123：復國墩遺址發掘坑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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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探坑試掘結果 

本次試掘坑 TP1、TP2 位於關氏家廟東北側一紅土台階地上，周圍植物叢生、

為茂密樹林，地表可見大量盤根錯節之植物根系及枯枝落葉，偶見人為現代垃圾

-塑膠瓶、塑膠袋、海綿等。經清理地表後，出露出略呈偏紅色之粗砂土及棕黑色

土壤，似為有機物之殘留，土色稍微駁雜，並可見些許植物根系，地表略有起伏，

非平整之水平面。因兩探坑緊鄰，故發掘至無遺物的生土層時，僅選擇一坑（TP2）

繼續向下發掘，以確定是否尚有文化層，因此 TP1 發掘深度較淺，約 75cm，而

TP2 發掘深度約 150cm。 

（一） 地層堆積情況 

L1（耕土層） 

本層約 10-20cm，厚薄不一，土質土色為褐色（Hue7.5YR4/4,brown）粗砂土，

土質鬆散，表層因有機質摻雜而土色較深，土色稍微駁雜，土壤中夾雜深淺不一

之花崗岩屑顆粒。 

地層中夾雜大量植物根系，愈向下發掘，土質逐漸變細、土色轉紅，且變得

較為純淨。出土遺物多為紅磚、瓦，些許歷史時期遺物，包括硬陶、瓷器（青花

瓷、青瓷）腹片，亦可見口緣和底部，以及貝、獸骨等生態遺留，此外還出土花

崗岩石材、石器（尖狀器、砍砸器、石片器），多集中出於 TP1 西側，另有近現

代遺物如金屬器、塑膠盒等，各個不同時代的遺物混雜，應為土層經擾動所致。 

L2（近現代擾動層） 

本層約 10-25cm，厚薄不一，土質土色為鈍橙色（Hue7.5YR6/4,dull orange）

細砂土、土質鬆散，夾雜少量較粗的花崗岩屑。 

地層中夾雜大量植物根系，並在土團中可見零星散佈之紅色斑點。出土較多

紅磚、瓦，些許歷史時期遺物如硬陶、瓷片（青花瓷、青瓷），多為腹片，亦可

見口緣及折肩，有貝類生態遺留，並出土花崗岩石材、石器（刮削器、石片器），

另出有零星炭粒及鐵、塑膠片等近現代遺物，由出土遺物組合可見受近現代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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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影響。 

L3（歷史時期文化層Ⅰ） 

本層約 8-30cm，厚薄不一，土質土色為鈍褐色（Hue7.5YR5/4,dull brown）

夾雜明赤褐色（Hue5YR5/6,bright reddish brown）細砂土、土質鬆散，土壤中夾

雜少量較粗的花崗岩屑。 

地層中夾雜些許植物根系，且開始出現較硬實之紅色塊狀突起，疑為隆起風

化的花崗岩盤。出土些許紅磚、瓦，少量歷史時期遺物如硬陶、瓷片（青花瓷、

青瓷），多為腹片、亦可見口緣，仍有貝類生態遺留，並出土花崗岩石材。此外，

還有零星史前夾砂陶片、石片與石核及小礫石石器。本層仍以歷史時期遺物為主，

然開始出現少量史前遺物，應是歷史時期人類活動干擾史前文化層的結果。 

L4（歷史時期文化層Ⅱ） 

本層約 14-36cm，厚薄不一，土質土色為明赤褐色（Hue5YR5/6,bright reddish 

brown）細砂土、表層仍夾雜些許鈍褐色（Hue7.5YR5/4,dull brown）細砂土，顆

粒略較上層粗、呈塊狀且質地較脆，土團一剝即散開。 

地層中夾雜些許植物根系，可見較粗之植物根部，愈向下發掘植物根系逐漸

減少，土壤顆粒漸粗，並可見色澤較白之堅硬土層，判斷可能為岩盤風化的痕跡。

出土些許紅磚、瓦，些許歷史時期遺物如硬陶、瓷片（青花瓷），多為腹片、亦

可見口緣，持續出土貝類生態遺留，並有大量花崗岩石與石英，出土零星史前夾

砂陶片，石片、石核及石質刮削器，另有零星炭粒。TP2 南側有一處土質較堅硬、

顆粒較粗之圓形區塊，另設現象 F1 處理，此現象夾雜較多石材和石英，然未見

其他遺物。總體來說，L4 仍以歷史時期遺物為主，然出現少量史前遺物，應該

仍是歷史時期人類活動的結果。 

L5（自然堆積層Ⅰ） 

本層約 42-72cm，厚薄不一，土質土色為明赤褐色（Hue5YR5/6,bright reddish 

brown）粗砂土，夾雜較多石英岩屑，土質間孔隙較大、質地較 L4 疏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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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中夾雜少許植物根莖，土壤顆粒較粗，夾雜較多粗顆粒石英，坑面可見

零星紅色斑點。出土大量花崗岩石與石英，底層出土 2-10cm 的小礫石，未見人

工使用痕，判斷為自然礫石，且未見其他人工遺物。 

L6（自然堆積層Ⅱ） 

本層發掘 4-30cm 後即結束發掘，土質土色為赤褐色（Hue5YR 4/6,bright 

reddish brown）夾雜暗赤褐色（Hue5YR 3/6,dark reddish brown）粗砂土，夾雜大

量岩屑、石英等顆粒。 

地層中夾雜少許植物根莖，土質較粗，出土大量 2-10cm 花崗岩石與石英，

未見人工使用痕，判斷為自然遺留，且無人工製品出土。 

 

圖 124：復國墩遺址 TP1 界牆測繪圖 

 

圖 125：復國墩遺址 TP2 界牆測繪圖 

（二） 現象 

本次發掘探坑僅有一現象，位於 TP2 南側，在歷史時期文化層Ⅱ地層中，設

為現象 F1。F1 上口出露於層位 L4d，平面約呈直徑 24cm 之圓形，土色與周圍

一致，土質較堅硬、顆粒較粗。共發掘兩層，出土較多花崗岩石和石英，然未見

文化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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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6：復國墩遺址 F1-L1 現象平面照 

（三） 觀察與小結 

根據地層堆積與出土遺物內涵判斷，復國墩 TP1 和 TP2 探坑可見兩層歷史

時期文化層，然出土硬陶與瓷片不多，可能人為活動不頻繁。探坑中未見史前文

化層，僅有少量史前夾砂陶與石器出土，可能是歷史時期人類活動完全破壞了史

前人類活動的地層，不過從史前遺物出土數量來看，此地確實不是史前人類活動

頻繁的區域。不過，相對而言，數量較多且連續出現在不同層位的貝殼生態遺留

仍顯示有未被干擾的貝塚的可能性。 

二、 出土遺留內涵分析 

本次發掘出土史前遺物（陶質遺物、石質遺物）、歷史時期遺物（硬陶、瓷

片）、近現代遺物（磚、瓦、金屬）、生態遺留（貝類、動物骨骼）。史前遺物數

量較少，歷史時期遺物數量較多，另有貝殼、珊瑚及一件動物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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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前遺物 

1. 陶質遺物 

本次發掘出土 27 件夾砂陶片，總重量為 101.15 克。陶片器表呈紅褐色、陶

胎為黑色，從陶片斷面看有層狀節理，摻和料夾雜有石英、長石及黑色礦物顆粒。

陶片大小約 1-4cm，皆為細碎腹片，素面、無紋飾。 

 

  

夾砂陶腹片 夾砂陶片顯微 

圖 127：復國墩遺址史前夾砂陶標本及顯微照 

2. 石質遺物 

石質遺物總計 402 件，總重量為 5677.2 克。可分為有刃石器和無刃石器兩

大類，其餘器型不明和未經使用，非屬石器者，則歸類為其它。經統計各探坑出

土之石質遺物數量以 TP2 最多，共有 180 件。從種類來說，數量最多者為石材，

共有 296 件，其它類別中的石核，共有 16 件，屬於石器的石質遺物數量並不多，

僅 12 件，最多者為石片器，共有 4 件。本次發掘復國墩遺址的石製品材質，以

花崗岩、花崗片麻岩與石英為主要原料，應為當地即可採集到石材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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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復國墩各探坑出土石質遺物數量與器型統計表 

坑號 

器型 

TP1 TP2 總件數 百分比 

(%) 

有刃石器 石片器 0 4 4 1.1 

石核器 0 1 1 0.3 

礫石石器 0 1 1 0.3 

砍砸器 0 1 1 0.3 

刮削器 1 2 3 0.9 

尖狀器 1 1 2 0.6 

其它 石片 2 11 13 3.8 

石核 2 14 16 4.7 

石材 151 145 296 88 

總計 157 180 337 100 

百分比(%) 46.5 53.5 100.0  

(1) 有刃石器 

i. 石片器 

共 4 件，均出土於 TP2，質地為花崗岩與石英。可觀察到人為加工特徵，並

且具有明顯使用痕。此 4 件石片器，皆為石器製造過程中的廢料，經過簡單修整

使用後丟棄。 

L1a 出土之石片器（編號 021a16）為石英質，長 30.81 公厘、寬 19.43 公厘、

厚 11.72 公厘、重 9.25 克。可見打擊平台，刃邊為兩面加工連續打擊而成。 

L2a 出土之石片器共 2 件，一件（編號 022a11）為一長石片，長 57.40 公厘、

寬 24.40 公厘、厚 11.87 公厘、重 19.95 克，打擊台面缺失，石片遠端外翻，石片

邊緣有使用痕。另一件（編號 022a12）由斷裂的石片為原料，長 51.38 公厘、寬

26.25 公厘、厚 17.71 公厘、重 28.55 克，石片邊緣兩面修整，刃邊有使用痕。 

L4d 出土之石片器（編號 024d01）長 52.35 公厘、寬 33.40 公厘、厚 24.59

公厘、重 46.50 克，以厚小石片為原料，背面多石片疤，石片邊緣與遠端有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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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腹面修整的石片疤。 

 

圖 128：復國墩遺址石片器（編號 022a11） 

ii. 石核器 

共 1 件。此件質地為石英的石核器（編號 024d06），出土於 TP2 的 L4d，長

31.12 公厘、寬 17.79 公厘、厚 17.33 公厘、重 13.60 克，以小型石英石核為原料，

刃邊為自然形成，具有使用痕，此件石核器可能為石器製造過程中的石核之再利

用。 

 

圖 129：復國墩遺址石核器（編號 024d06） 

iii. 礫石石器 

共 1 件。此件石器（編號 023a10），長 41.34 公厘、寬 34.72 公厘、厚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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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厘、重 39.80 克，以花崗片麻岩質的小礫石為原料，刃邊為單面打剝而成。 

 

圖 130：復國墩遺址礫石石器（編號 023a10） 

iv. 砍砸器 

共 1 件。此件砍砸器（編號 021a14）長 66.58 公厘、寬 55.75 公厘、厚 34.65

公厘、重 135.85 克，以厚石片為原料，背面多修整的石片疤，腹面打擊點、打擊

泡明顯，刃邊由背面向腹面修整，刃邊硬性消耗。 

 

圖 131：復國墩遺址砍砸器（編號 021a14） 

v. 刮削器 

共3件。本次發掘之刮削器，質地均為石英。TP1出土之刮削器（編號012a11）

長 42.47 公厘、寬 27.63 公厘、厚 16.80 公厘、重 23.50 克，為石英石片製成，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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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為凹刃，具使用痕。TP2 出土之刮削器（編號 022a13）長 54.16 公厘、寬 41.08

公厘、厚 13.97 公厘、重 34.85 克，為花崗岩質，由斷裂的石片為原料，刃邊兩

面修整，有使用痕。另一件（編號 024d04）為石英質，長 38.35 公厘、寬 29.89

公厘、厚 10.38 公厘、重 16.10 克，以自然破裂石片為原料，刃邊可見細密的使

用痕。 

 

圖 132：復國墩遺址刮削器（編號 012a11） 

vi. 尖狀器 

共 2 件。此類別是指石片或石核為原材料，於一端特意修整成尖狀的石器。 

TP1 出土之尖狀器（編號 011a09）為花崗岩材質，長 39.48 公厘、寬 51.28

公厘、厚 23.52 公厘、重 55.60 克，以厚石片為原料，背面多石片疤，尖端有砸

擊痕。 

TP2 出土之尖狀器（編號 025a03）長 33.47 公厘、寬 15.89 公厘、厚 11.22 公

厘、重 6.10 克，以石英質的長石片為原料，不見打擊台面，靠近尖端處有背面向

腹面修整的石片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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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狀器（編號 011a09） 尖狀器（編號 025a03） 

圖 133：復國墩遺址尖狀器 

(2) 其他 

i. 石片 

共 13 件。此類別是指可觀察到人為加工特徵與修整的石片疤，但未見使用

痕的石片。推測應為石器製造過程中的原材料或石器製作過程中的打剝廢料。 

TP1 出土 2 件石片。一件（編號 012a10）為花崗片麻岩質，長 63.08 公厘、寬

34.01 公厘、厚 16.66 公厘、重 43.15 克，邊緣兩面修整，但不見有使用痕。另一

件（編號 014d03）為長石片，長 33.05 公厘、寬 16.34 公厘、厚 10.50 公厘、重

7.8 克，打擊點明顯，打擊泡崩落。 

TP2 出土 11 件石片，1 件為石英質，其餘為花崗岩質，石片的人為特徵皆明

顯。例如：石片（編號 023a12）為長石片，長 45.76 公厘、寬 19.39 公厘、厚 10.96

公厘、重 13.05 克，存有打擊台面，打擊點明顯。 

 

圖 134：復國墩遺址石片（編號 023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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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石核 

共 16 件。此類別是指石器製造工序中，產生出石片的石材廢料。 

石核的石質為花崗岩與石英，根據打擊台面的數量，分為單台面石核與多台

面石核，石核在外觀上多數呈現棱柱狀。 

TP1 出土 2 件石核，均為石英質，一件（編號 014c04）為多台面石核，外觀

呈現棱柱狀，另一件（編號 014c05）為單台面石核。 

TP2 出土 14 件石核，13 件為單台面石核，1 件為多台面石核，均為石英質。 

 

圖 135：復國墩遺址石核（編號 024a08） 

iii. 石材 

共 297 件。此類別指無人為加工痕跡，或是無法觀察到人為加工痕跡的礫石

與石片，在發掘中這些石材與石製品共伴出土。石材中以石英為大宗，另可見花

崗岩質與花崗片麻岩質的石片，石英大多為卵礫石，未見任何人為加工的痕跡，

可能作為石器的原材料。 

（二） 歷史時期遺物 

1. 硬陶 

共 100 件，總重量為 669.5 克，器型部位多為腹片，亦可見 9 件口緣、6 件

折肩、2 件底部、1 件把。其中 28 件有上釉，其餘 72 件為素燒或釉色已掉光而

無法辨別。因類別多樣，且與此次計畫目的關連不強，故未進一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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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復國墩遺址硬陶數量統計表 

器型 腹片 口緣 折肩 底部 把 

件數 82 9 6 2 1 

百分比(%) 82 9 6 2 1 

 

  

硬陶腹片 硬陶器底 

  

硬陶口緣 硬陶陶把 

圖 136：復國墩遺址硬陶標本照 

2. 瓷 

共 78 件，總重量為 172.7 克，器型部位多為腹片，亦可見口緣，樣式具青瓷

與青花瓷兩類，年代應分為宋元、明清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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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復國墩遺址瓷器數量統計表 

樣式 青花瓷 青瓷 

器型 腹片 口緣 腹片 口緣 

件數 32 31 11 4 

百分比(%) 41 39.8 14.1 5.1 

 

  

青花瓷腹片 青花瓷口緣 

  

青瓷腹片 青瓷口緣 

圖 137：復國墩遺址瓷器標本照 

（三） 近現代遺物 

共出土 237 件紅磚、瓦，總重量為 1580.4 克。5 件金屬物，總重量 79.7 克，

包含 3 件長條形鐵器，皆已鏽蝕嚴重，1 件不規則形狀之器物，用途不明。此 4

件器物出於 L1 耕土層與 L2 近現代擾動層，應為近現代遺物。1 件原呈圓球形、

狀似鈴鐺之物，發現於 L4 歷史時期文化層Ⅱ，出土後碎裂，無法斷定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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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8：復國墩遺址金屬物標本照 

（四） 生態遺留 

1. 貝類、珊瑚 

本次發掘出土貝類與珊瑚因多已碎化，而無法精確統計總件數，僅以重量表

示，總計出土貝類 2421.75g、珊瑚 35.75g。貝類又可分為螺科、蛤科、牡蠣科。

螺科可辨識出 77 件，共重 480.2g，其中又分為螺口蓋、蜑螺科、法螺科；蛤科

多破碎嚴重，無法統計件數，共重 1874.65g；蛤科幾乎屬文蛤，另可辨識出魁蛤

科 11 件；牡蠣科可辨識出 26 件，共重 45g。生態遺留每層皆有出土，可見貝類

與珊瑚長期於此環境生存，與當時人類活動息息相關。 

表 10：復國墩遺址貝類、珊瑚重量統計表 

種類 螺科 牡蠣科 蛤科 珊瑚 不明 

重量(g) 480.2 45 1874.65 35.75 21.9 

百分比(%) 19.54 1.83 76.28 1.46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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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 魁蛤科 

  
法螺科 蜑螺科 

  
螺口蓋 珊瑚 

圖 139：復國墩遺址貝類、珊瑚標本照 

2. 動物骨骼 

共 1 件，長 8.5cm，厚 0.7cm，種屬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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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0：復國墩遺址骨類標本照（編號 021a11） 

第二節 青岐遺址 

青岐遺址位於金門縣烈嶼鄉上岐村，青岐聚落西北側清遠湖沿岸。絕對座標

為東經 118 度 13 分 21 秒，北緯 24 度 24 分 59 秒。本遺址共發掘四個探坑，探

坑面積皆為 1x2 平方公尺，平面形狀呈 L 型，由東向西、由南向北，分別為 TP1

至 TP4 之連續性探坑；發掘出土歷史時期硬陶與瓷片、史前陶片與石器以及一處

近現代人為堆積，此外還有小範圍貝殼堆積現象，從地層斷面可見一層歷史時期

文化層及兩層史前文化層。以下將進行發掘探坑與出土遺物詳細描述。 

 

圖 141：青岐遺址發掘坑位圖（紅色區域為佈坑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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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探坑試掘結果 

TP1、TP2、TP3、TP4 的東邊與南邊被清源湖所環繞，遺址周遭皆為耕田，

唯西邊有一小區域為矮樹叢且雜草茂密，據當地居民表示此處有墳。此次發掘範

圍共 1x8 平方公尺、呈 L 型，TP1、TP2 位於南側，為南北 1m、東西 4m 之長方

形，TP3、TP4 位於 TP2 北側，為南北 4m、東西 1m 之長方形。由於地表剛經耕

土機翻動過，故十分疏鬆，坑面可見植物根系及零星磚、瓦、石。本次探坑發掘

深度約 160-190cm，由周邊地貌及地層堆積狀況來看，此地在史前為一個由西北

往東南傾斜的濱後沙丘。 

 

圖 142：青岐遺址發掘坑位近照圖 

（一） 地層堆積情況 

L1（耕土層） 

本層約 8-28cm，厚薄不一，土質土色為鈍黃褐色（Hue10YR5/4,dull yellowish 

brown）粉沙土，表層 10cm 因剛經耕土機翻作過，故土質十分鬆散、乾燥，繼續

向下發掘土質略變硬，轉為細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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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中夾雜些許植物根系。出土些許史前陶，零星打製石器，歷史時期遺物

硬陶、瓷片（青花瓷、青瓷、白瓷）多為腹片，亦可見口緣、折肩和底部，近現

代遺物有紅磚、瓦、玻璃碎片、金屬子彈、鐵釘，以及貝殼生態遺留。 

據當地居民表示，此地過去曾為漆彈場，故出土不少現代金屬子彈，且此處

近年多作為高粱耕作田，故經多次翻擾而混有史前、歷史時期、近代等遺物。 

TP1、TP2 及 TP3 東南角於 L1b 出露一土質較硬、土色較深且駁雜之範圍，

設為現象 F1，發掘出有史前陶、磚、瓦、硬陶、瓷、貝、石，判斷應為近現代人

為活動擾亂之堆積。 

L2（歷史時期文化層） 

本層可分為 L2a 與 L2b 兩層，L2a 約 2-70cm、L2b 約 2-25cm，厚薄不一。

TP1 因 F1 向下打破，所以不見 L2a 層位，直接出露 L2b。TP1、TP2、TP3 的 L2b

呈現由東往西向下傾斜的趨勢。 

L2a 與 L2b 土質土色相同，皆為明褐色（Hue7.5YR 5/6, bright brown）細沙

壤土，土質鬆軟、略濕潤，土壤間夾雜紅褐色鏽斑和零星黑色斑點，愈向下發掘

植物根系變少。兩層皆出土史前陶、硬陶、瓷片（青花瓷、青瓷、白瓷）、磚、

瓦，但 L2b 出土較多硬陶，且器型除腹片與口緣外，亦可見底部與壺嘴，另出土

大量自然的小礫石與石英。判斷應為不同的人為活動，造成遺物堆積狀況差異。 

TP2 西南角於 L2a 出露一長約 50cm、寬約 40cm 的區域，有密集貝殼堆積，

另設為現象 F2，貝殼與史前陶、磚、瓦、硬陶、瓷片等遺物夾雜出土。 

L3（史前文化層Ⅰ） 

本層約 2-78cm ，厚薄不一，於 TP4 最厚，土質土色為黃褐色

（Hue10YR5/6,yellowish brown）細沙壤土、土質略濕潤、綿密、鬆散。 

TP3 北側至 TP4 土色較純淨，南側夾雜黑色斑點及褐色鏽斑。出土少量紅

磚、瓦、硬陶、瓷片（青瓷、青白瓷），大量史前夾砂陶之腹片與口緣，由口緣

形式可見多為缽型器，另有火燒石、砥石。本層開始出現大量史前夾砂陶，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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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有少許歷史時期遺物，且多出於 TP1，應為 F1 之近現代活動干擾，在發掘時

並未將 F1 與 L3 交界處清理完整所致。 

TP4 東南角出露一密集貝殼區，設為現象 F3。TP3 西北角出露一密集貝殼

區，設為現象 F4，土質土色皆與周圍層位相同。 

L4（史前文化層Ⅱ） 

本層約 10-44cm，厚薄不一，土質土色為黃褐色（Hue10YR5/6,yellowish brown）

夾雜暗灰黃色（Hue2.5Y5/2,dark grayish yellow）細沙土，土質濕潤、綿密、鬆散。 

地層中夾雜黑色斑點和褐色鏽斑。出土零星硬陶及大量史前夾砂陶之腹片與

口緣，由口緣形式可見多為缽型器。本層出土大量史前夾砂陶，然仍混有零星硬

陶，可能為動植物翻擾混入所致。 

TP3 西側中間偏南處出露一密集貝殼區，設為現象 F5，土質土色為黑褐色

（Hue2.5Y3/1, brownish black）細沙壤土。 

L5（自然堆積層） 

本層僅發掘 4-24cm，厚薄不一，土質土色為黃褐色（Hue2.5Y 5/4, yellowish 

brown）細沙土，夾雜赤褐色（Hue2.5YR 4/8, reddish brown）細沙土、黑褐色

（Hue2.5Y 3/1, brownish black）黏土。 

地層中夾雜赤褐色土塊，主要分布在 TP1 與 TP2 北側、TP3 與 TP4 東側、

TP4 北側，其餘範圍可見黑褐色與黃褐色混雜之黏土。出土少量史前夾砂陶、零

星硬陶。此赤褐色地層應為貓公石岩盤，應已達自然生土層位，岩盤上有少許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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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3：青岐遺址 TP1~TP4 界牆測繪圖Ⅰ 

 

圖 144：青岐遺址 TP1~TP4 界牆測繪圖Ⅱ 

（二） 現象 

F1（近現代人為活動堆積） 

TP1、TP2 及 TP3 東南角於 L1b 出露一土質較硬、土色較深且駁雜之範圍，

設為現象 F1。土質為細沙壤土，質地略硬實、濕潤、具黏性，土色以褐色

（Hue10YR4/4, brown）為主，夾雜鈍黃褐色（Hue10YR 5/4,dull yellowish brown）、

黃褐色（Hue10YR 5/6,dull yellowish brown）和黑褐色（Hue10YR 3/1,brownish black）

等土壤，土色駁雜。 

地層中可見土壤層層交錯，一層黃褐色、一層黑褐色疊壓，黃褐色土質較沙、

黑褐色土質略帶壤土性質，部分區域則混雜兩種土壤，並夾雜紅褐色鏽斑。發掘

至底部時，TP1 西側出露巨型礫石，判斷仍屬近現代人類擾動之物。F1 出土史前

陶（腹片、口緣、折肩），磚、瓦，硬陶（腹片、口緣、折肩、底），瓷器（腹片、

口緣），貝類遺留，以及石頭。由地層交疊可見此處應有多次不同時期近現代人

類活動之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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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5：青岐遺址 TP1~TP2 F1-L4 現象平面照 

F2（貝殼堆積） 

TP2 西南角於 L2a 出露密集貝殼，範圍長約 50cm、寬約 40cm，土質土色為

明褐色（Hue7.5YR 5/6, bright brown）細沙壤土，土質鬆軟、略濕潤，向下發掘

時，貝與史前陶、磚、瓦、硬陶、瓷片等遺物夾雜出土，出土貝殼以牡蠣科（95.4g）

最多、螺科（58.15g）次之，其餘為不明貝殘件，總重 170.45g，除貝殼外，遺物

以史前夾砂陶較多。 

 

圖 146：青岐遺址 TP2 F2-L0 現象平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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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貝殼、珊瑚堆積） 

F3 為 TP4 東南角於 L3c 層位出露之密集貝殼，直徑約 48cm，形狀略呈圓

形。土質土色為黃褐色（Hue10YR 5/6, yellowish brown）細沙壤土。向下發掘 5cm，

貝殼即全數出露，未見其他遺物。出土貝殼總重 495.65g，以螺科（316.55g）為

最多，另有少數牡蠣和珊瑚，其餘則為不明貝類殘片，螺科可見鐘螺科、蛙螺科、

蜑螺科和螺口蓋。 

 

圖 147：青岐遺址 TP4 F3-L0 現象平面照 

F4（貝殼、珊瑚堆積） 

F4 為 TP3 西北角 L3c 層位出露之密集貝殼堆積，土質土色為黃褐色

（Hue10YR 5/6, yellowish brown）細沙壤土。向下發掘 3-10cm，範圍略向東側擴

大，且東南側發掘深度較深（約 10cm）。出土物僅見貝殼遺留，總重 178.6g，以

螺科（91.45g）較多、珊瑚（39.95g）次之，螺科中可辨識者以蜑螺科較多、另

可見鐘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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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8：青岐遺址 TP3 F4-L0 現象平面照 

F5（貝殼、珊瑚堆積） 

F5 為 TP3 西側中間偏南處於 L4a 出露之密集貝殼堆積，土質土色為黑褐色

（Hue2.5Y 3/1, brownish black）細沙壤土。向下發掘 2-3cm，貝殼、珊瑚即全數

出露，未見其他遺物。出土貝殼、珊瑚總重 624.55g，以珊瑚（603.8g）占比最高，

另可見少量螺科（13.9g）與牡蠣科（6.8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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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9：青岐遺址 TP3 F5-L0 現象平面照 

（三） 觀察與小結 

根據地層堆積與出土遺物內涵判斷，此處可見一近現代人類活動堆積（F1）、

歷史時期文化層一層（L2）、歷史時期貝殼堆積（F2）、史前文化層兩層（L3、L4）

及史前貝殼堆積（F3、F4、F5）。近現代人類活動堆積中又可見多次不同時期的

人類活動行為，歷史時期文化層出土大量歷史時期硬陶與瓷片；兩層史前文化層

出土大量夾砂陶片，雖仍夾雜少許硬陶和瓷片，應受近現代人類活動或動植物翻

擾時混入所致。 

二、 出土遺留內涵分析 

本次發掘出土史前遺物（陶質遺物、石質遺物），歷史時期遺物（硬陶、瓷

片），近現代遺物（金屬），生態遺留（貝類、動物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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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前遺物 

1. 陶質遺物 

本次出土陶質遺物共 1227 件，總重量為 46152.45 克，多為陶器腹片和口緣，

另有少數折肩及一件器底。首先依據摻合料的不同分為三類夾砂陶，把沒有明顯

夾雜摻和料的歸為第四類泥質陶，另外有一些胎色、胎質不一，硬度較高，器表

壓印有細緻的幾何形印紋的陶片為第五類幾何印紋硬陶。其次，依據口緣、折肩

及底部等部位可將器型分為罐型器和缽型器。 

表 11：青岐遺址陶質遺物數量統計表 

陶類 第一類陶 第二類

陶 

第三

類陶 

第四

類陶 

第五類陶 

器型 腹片 口緣 折肩 底部 腹片 腹片 腹片 腹片 口緣 

件數 957 212 10 1 5 20 5 16 1 

百分比

(%) 

78 17.28 0.81 0.08 0.41 1.63 0.41 1.3 0.08 

 

(1) 陶類 

第一類（夾砂陶） 

此類陶片佔本次發掘大宗，共 1180 件，約佔 96.2%，總重量為 45501.75

克。陶片中摻雜較多碎小石英、長石、灰黑色變質岩類等粗顆粒摻和料。陶

器內外，因燒製時氧化還原環境不同，器表呈現紅褐、灰黑不同顏色。陶片

多數為素面、無紋飾，僅有少量陶片有紋飾，包括直條印紋、方格紋和交叉

刻劃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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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0：青岐遺址第一類陶質標本與顯微照 

第二類（夾砂陶） 

 此類陶片共出土 5 件，總重量為 47.2 克，出土於現象 F1-L6 與 L2 層

位。大小約 2-3cm，陶色呈黃褐與紅褐色，陶片質地粗糙、素面無紋飾，摻

雜零星淘選度佳的小顆粒石英及岩石碎屑，但不見灰黑色顆粒摻和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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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青岐遺址第二類陶質標本與顯微照 

第三類（夾砂陶） 

此類陶片共出土 20 件，總重量為 414.6 克，大小約 5.5-8cm，因燒製氣

氛控制不佳，器壁呈現橙紅、灰黑不同顏色，陶片質地較平滑，夾雜淘選度

佳的細顆粒石英、長石及黑色顆粒摻和料。多數器表可見紋飾，樣式包含細

繩紋、條印紋、曲折紋、附加堆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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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2：青岐遺址第三類陶質標本與顯微照 

  

編號 011b79 編號 044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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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45a04 編號 044b09 

圖 153：青岐遺址第三類陶質標本紋飾測繪圖 

第四類（泥質陶） 

此類陶片共出土 5 件，總重量為 25.55 克。大小約 1.5-3.5cm，陶片質地

光滑，五件呈色皆不同，橙紅色 2 件（飾有梯格紋），灰白、黑褐、紅褐色

各 1 件。 

  

圖 154：青岐遺址第四類陶質標本照與測繪圖（編號 022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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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5：青岐遺址第四類陶質標本照 

第五類（幾何印紋硬陶） 

此類陶片共出土 17 件，總重量為 163.35 克，僅一件為口緣，然因斷裂

而無法辨識唇式；部分陶色呈灰白色，陶片質地堅硬，都可見紋飾，紋飾類

型包含條印紋、圓圈紋、曲折紋等，據紋飾樣式判斷年代應為新石器晚期至

中國夏、商、周之間（年代約 4000-3000 B.P.），有少量拍印的紋飾類似青銅

器皿上的紋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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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圈紋（編號 011b29） 曲折紋+條印紋（編號 024a01） 

  

條印紋（編號 022c09） 條印紋（編號 011b19） 

圖 156：青岐遺址幾何印紋硬陶標本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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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7：青岐遺址幾何印紋硬陶拓印圖（032a07、022c09、011b24(a)、011b19 直條印紋；

011b24(b)渦形紋；011b29 圓圈紋；031b04、022c07、022b05 曲折紋；01305 交錯條印紋；

024a01 曲折條印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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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器型 

罐型器口緣 

本次發掘出土陶器僅有少量罐型器，口緣形式可分為侈口、歛口、直口，

唇式可分為平唇、圓唇、尖唇。唯第一類陶出土 2 件口緣，皆為侈口圓唇。 
 

  

編號 022c23 編號 022c27 

圖 158：青岐遺址第一類陶罐型器口緣標本照 

 

圖 159：青岐遺址第一類陶罐測繪圖（編號 022c23） 

 
圖 160：青岐遺址第一類陶罐測繪圖（編號 022c27） 

缽型器口緣 

本次出土陶器多為缽型器，口緣形式可分為侈口、歛口、直口，唇式可

分為平唇、圓唇、尖唇、尖圓唇、平圓唇。缽型器口緣皆屬第一類陶，共出

土 209 件，口緣形式以歛口數量最多，唇式以圓唇數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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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青岐遺址第一類陶缽型器口緣標本照 

 

圖 162：青岐遺址第一類陶缽型器測繪圖（編號 023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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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3：青岐遺址缽型器口緣形式示意圖 

折肩 

本次發掘共出土 10 件，皆為第一類陶。 

 

圖 164：青岐遺址第一類陶缽型器折肩標本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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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 

本次發掘僅出土 1 件，屬第一類陶，器底呈黑色，判斷可能經多次火燒。 

 

圖 165：青岐遺址第一類陶器器底標本照 

 

圖 166：青岐遺址第一類陶器器底測繪圖 

(3) 紋飾 

本次發掘出土陶片多為素面，可見紋飾有第一、三、四、五類陶；第一

類陶雖占多數，然僅 19 件具有紋飾，多為繩紋，亦可見條印紋、曲折紋、

刻劃紋，刻劃紋不明顯，似隨意刻劃；第三類陶 11 件，多為細繩紋與附加



 
 

124 
 

 

堆紋、亦可見曲折紋；第四類陶 2 件，均為梯格紋。第五類陶 17 件，紋飾

類型包含條印紋、圓圈紋、曲折紋、繩紋、方格紋、梯格紋、刻劃紋等。 
 

  

第一類陶質標本－直條印紋 

（編號 031b06） 

第一類陶質標本－方格紋 

（編號 02231） 

  
第一類陶質標本－交叉刻劃紋 

（編號 044b08） 

第三類陶質標本－曲折紋 

（編號 011b79） 

  

第四類陶質標本－梯格紋 

（編號 022b15） 

第五類陶質標本－圓圈紋 

（編號 011b29） 

圖 167：青岐遺址陶質標本紋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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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8：青岐遺址陶質標本紋飾拓印圖 

從陶類在各自然層位分布的情況來看，第一類陶一直是各層位數量最多的陶

類，再從摻和料的種類來看，可以判定第一類陶應是本地生產製造的陶器。其他

陶類數量都不多，但可以看出第二類和第四類陶皆出現在 L1 及 L2，年代較晚。

比較特別的是，第三類陶多在 L3、L4、L5 出現，僅一件是出土於 L1 的干擾現

象（F1）中，說明這類陶應是史前晚期中可反映其年代、具有標誌性的陶器。此

外，第五類的幾何印紋硬陶也多出現在 L1 和 L2，說明其年代可能是史前晚期較

晚階段，甚至不排除是青銅時代的遺物，唯兩件出於 L4，顯示幾何印紋硬陶確



 
 

126 
 

 

實在史前晚期較早階段即已出現。 

表 12：青岐遺址陶類分層數量統計表 

     陶類 

層位 

第一類陶 

(件數) 

第二類陶 

(件數) 

第三類陶 

(件數) 

第四類陶 

(件數) 

第五類陶 

(件數) 

L1 158 0 0 2 3 

L1(F1) 125 3 1 2 5 

L2 293 2 0 1 7 

L3 227 0 7 0 0 

L4 329 0 9 0 2 

L5 49 0 3 0 0 

2. 石質遺物 

石質遺物總計 19 件，總重量為 2249.55 克，可分為有刃石器和無刃石器兩

大類，其餘器型不明和未經使用，非屬石器者，則歸類為其它。經統計各探坑出

土之石質遺物數量後發現以 TP2 與 TP3 最多，均為 7 件。從類型來說，數量最

多者為石材，共有 10 件，屬於石器的石質遺物數量並不多，僅 4 件，最多者為

石片器，共有 2 件。石質遺物材料皆以花崗岩為主要原料。 

表 13：青岐遺址各探坑出土石質遺物數量與器型統計表 

坑號 

器型 

TP1 TP2 TP3 TP4 總件數 百分比 

(%) 

有刃石器 斧鋤型器 0 1 0 0 1 4.3 

石片器 0 1 1 0 2 8.7 

無刃 

石器 

砥石 

0 0 0 1 1 4.3 

其它 火燒石 1 1 2 1 5 21.8 

石材 0 4 4 6 14 60.9 

總計 1 7 7 8 23 100.0 

百分比(%) 4.3 30.5 30.5 34.7 100.0  



 
 

127 
 

 

(1) 有刃石器 

i. 斧鋤型器 

共 1 件，出土於 TP2 的 L1b（編號 021b36），長 114.87 公厘，寬 45.79 公厘、

厚 26.70 公厘、重 304.15 克。質地為花崗岩，以厚石片為原料，器體兩面修整成

形，刃部可見硬性消耗，靠近器身頂部的位置疑似有綁痕。 

 

圖 169：青岐遺址斧鋤型器（編號 021b36） 

ii. 石片器 

共 2 件，此類別是指可觀察到人為加工特徵，並且具有明顯使用痕的石片石

器。 

一件（編號 021b38）出土於 TP2 的 L1b，花崗岩質，長 91.11 公厘，寬 50.55

公厘、厚 31.05 公厘、重 142.80 克，周身除刃邊外兩面打剝。 

另一件（編號 032a16）出土於 TP3 的 L2a，長 96.77 公厘，寬 68.94 公厘、

厚 17.28 公厘、重 129.10 克。石片器背面為原石皮面，腹面則可以觀察到打擊

點，刃邊有明顯的使用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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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0：青岐遺址石片器（編號 021b38） 

(2) 無刃石器 

i. 砥石 

共 1 件（編號 043d02），長 81.55 公厘，寬 30.76 公厘、厚 21.42 公厘、重

90.20 克，質地為石英砂岩，出土於 TP4 的 L3d。此件砥石為小型砥石，磨面光

滑，磨面可觀察到摩擦條痕。 

 

圖 171：青岐遺址砥石（編號 043d02） 

(3) 其他 

i. 火燒石 

共 5 件，質地為花崗片麻岩與片岩，火燒石的表面都可觀察到因高溫燃燒造

成的白色與紅色燒痕，石質鬆脆且有裂痕，表面嚴重風化。 

TP1 出土 1 件火燒石（編號 013b09），石質為花崗片麻岩。TP2 出土 1 件火

燒石（編號 022c27），石質為片岩。TP3 出土 2 件火燒石（編號 032b14），石質

為花崗片麻岩。TP4 出土 1 件火燒石（編號 043d03），石質為片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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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崗片麻岩 片岩 

圖 172：青岐遺址火燒石 

ii. 石材 

共 10 件，此類別指無人為加工痕跡，或是無法觀察到人為加工痕跡的礫石

與石片，在發掘中這些石材與石製品共伴出土。石材中以花崗岩為主，未見任何

人為加工的痕跡，可能作為石器的原材料。 

（二） 歷史時期遺物 

1. 硬陶 

共 743 件，總重量為 13586 克，器型部位多為腹片，口緣 51 件，其中 3 件

有上釉，1 件可見直條紋；折肩 11 件，其中 2 件有上釉；底部 50 件，其中 19 件

有上釉；把與壺嘴各 1 件。 

 

表 14：青岐遺址硬陶數量統計表 

器型 腹片 口緣 折肩 底部 把 壺嘴 

件數 629 51 11 50 1 1 

百分比(%) 84.6 6.9 1.5 6.7 0.13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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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片（編號 011b35） 口緣（編號 011b23） 

  

口緣（編號 031e03） 底部（編號 021b14） 

  

壺嘴（編號 032a08） 陶把（編號 032a09） 

圖 173：青岐遺址硬陶標本照 

2. 瓷 

共 57 件，總重量為 283.85 克，器型部位多為腹片，亦可見口緣、底部，樣

式具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釉裡紅瓷五類，年代應為宋元至明清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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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青岐遺址瓷器數量統計表 

樣式  青花瓷  青瓷 白瓷 青白瓷 釉裡

紅瓷 

器型 腹

片 

口

緣 

折

肩 

底

部 

腹

片 

口

緣 

折

肩 

底

部 

腹

片 

口

緣 

腹

片 

口

緣 

腹片 

件數 9 11 1 2 8 11 1 1 7 1 2 2 1 

百分

比(%) 

15.8 19.3 1.75 3.5 14 19.3 1.75 1.75 12.3 1.75 3.5 3.5 1.75 

 

  

青花瓷口緣（編號 022b11） 青花瓷口緣（編號 011b54） 

  

釉裡紅瓷腹片（編號 011b48） 青瓷口緣（編號 032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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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瓷口緣（編號 011b51） 青花瓷器底（編號 032b11） 

圖 174：青岐遺址瓷器標本照 

（三） 近現代遺物 

共出土 330 件紅磚、瓦，總重量為 6340.05 克。21 件金屬物，總重量為 162.95

克，包含 1 件長條形鐵器，已鏽蝕嚴重，20 件金屬子彈。 

 

圖 175：青岐遺址金屬物（子彈）標本照 

（四） 生態遺留（貝類、珊瑚） 

本次發掘出土貝類與珊瑚多已碎化，因此無法精確統計總件數，僅以重量表

示，總計出土貝類 873.65g、珊瑚 656.3g。貝類又可分為螺科、蛤科、牡蠣科。

螺科可辨識出 56 件，共重 493.2g，其中又分為螺口蓋、鐘螺科、蜑螺科、法螺

科、蛙螺科；蛤科可辨識出 17 件，共重 30.45g；牡蠣科可辨識出 22 件，共重

107.35g。貝類除於 F1 中與其他遺物夾雜出土外，於一般地層 L2、L3、L4 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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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平面堆積，並無伴隨遺物出現。 

 

表 16：青岐遺址貝類、珊瑚重量統計表 

種類 螺科 牡蠣科 蛤科 珊瑚 不明 

重量(g) 493.2 107.35 30.45 656.3 242.65 

百分比(%) 32.23 7.02 1.99 42.9 15.86 

 

 

貝類 

  
鐘螺科 蜑螺科 



 
 

134 
 

 

  
牡蠣科 珊瑚 

圖 176：青岐遺址貝類、珊瑚標本照 

第三節 青嶼遺址 

青嶼遺址位於金門縣金沙鎮官嶼里，天摩山停車場西南側約 500 公尺處，

絕對座標為東經 118 度 25 分 01 秒，北緯 24 度 31 分 20.4 秒。本遺址共發

掘一個探坑，探坑面積為 1x1 平方公尺；發掘出土零星磚、瓦、硬陶、瓷片及史

前陶，未見史前文化層。以下將進行發掘探坑與出土遺物詳細描述。 

一、 探坑試掘結果 

本次發掘遺址東側與南側圍皆為小樹林、西側為高粱耕作用地、北側為小徑。

此次發掘範圍為 1x1 平方公尺，採人工層位、每 20cm 一層。地表經耕土機翻作

過，故十分疏鬆，坑面可見植物根系及零星磚、瓦、石。本次探坑發掘深度根據

地勢起伏約 100-115cm，後因時間限制，故停止向下發掘。 

（一） 地層堆積情況 

L1（耕土層） 

本層可分為 L1a 與 L1b 兩層，L1a 約 10-15cm、L1b 約 8-14cm，厚薄不一。 

L1a 土質土色為鈍黃橙色（Hue10YR 6/3,dull yellow orange）粉沙土，因近期剛經

耕作，且經長期日曬，土色較淺，土質乾燥、疏鬆，土塊間夾雜碎小石粒與石英

顆粒。L1b 土質土色為鈍黃褐色（Hue10YR 5/4,dull yellowish brown）細沙土，土

質乾燥、質地堅硬，土塊間夾雜些許碎小石與石英顆粒。兩層中皆出土零星磚、

瓦、硬陶、瓷片（青瓷、青花），器物多為腹片殘件，亦可見器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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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歷史時期文化層Ⅰ） 

本層約 14-22cm，厚薄不一，土質土色為橙色（Hue7.5YR 6/8,orange）細砂

土，土質乾燥、質地堅硬，土塊間夾雜些許碎小石粒與石英顆粒。地層中夾雜少

許植物根系，出土兩件史前陶、零星磚、瓦、硬陶、瓷片（青瓷、青花瓷），器

物多為腹片殘件，亦可見硬陶口緣。 

L3（歷史時期文化層Ⅱ） 

本層約 10-20cm，厚薄不一，土質土色為褐色（Hue10YR 4/4,brown）細砂壤

土，土質乾燥、質地堅硬，土塊間夾雜些許碎小石粒與石英顆粒。地層中夾雜少

許植物根系，出土零星磚、瓦、硬陶、瓷片（青瓷、青花瓷），器物多為腹片殘

件，亦可見硬陶口緣。 

L4（歷史時期文化層Ⅲ） 

本層約 10-20cm，厚薄不一，土質土色為暗灰黃色（Hue2.5Y 5/2,dark grayish 

yellow）夾雜黃褐色（Hue.5Y 5/3, yellowish brown）細砂壤土，土質略堅硬，土

塊間夾雜些許碎小石粒與石英顆粒。地層中夾雜植物根系與黃褐色鏽斑，出土零

星磚、瓦、硬陶、瓷片（青花、白瓷）、夾砂陶，遺物量仍以磚、瓦略多。 

L5（歷史時期文化層Ⅳ） 

本層約 20-28cm，厚薄不一，土質土色為褐色（Hue10YR 4/4,brown）夾雜鈍

黃褐色（Hue10YR 5/4,dull yellowish brown）細砂壤土，土質略堅硬，土塊間夾雜

些許碎小石粒與石英顆粒。地層中夾雜些許植物根系，出土 4 件史前陶、零星磚、

瓦、硬陶、瓷片（青瓷、白瓷），遺物量仍以磚、瓦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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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7：青嶼遺址 TP1 界牆測繪圖 

（二） 觀察與小結 

根據地層堆積與出土遺物內涵判斷，此處可見歷史時期文化層，人為活動頻

繁，出土不少硬陶與瓷片，根據樣式判斷應為明清時期；另發掘出 6 件史前陶片，

因探坑未發掘至生土，暫時無法判斷是否有史前文化層。 

二、 出土遺留內涵分析 

（一） 史前遺物 

本次史前遺物共出土 5 件陶腹片，總重量為 42.15 克。依據摻合料判斷皆屬

同一類。 

陶片中摻雜較多碎小石英、花崗岩等粗顆粒礦物。陶器內外，因燒製環境不

同，而呈現紅、黑、灰不同色，幾件質地疑似磚、瓦，年代應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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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8：青嶼遺址陶質標本照 

（二） 歷史時期遺物 

1. 硬陶 

共 62 件，總重量為 290.2 克，器型部位多為腹片，亦可見 6 件口緣、2 件底

部。其中 12 件有上釉，其餘 50 件為素燒或釉色已掉光而無法辨別。 

表 17：青嶼遺址硬陶數量統計表 

器型 腹片 口緣 底部 

件數 54 6 2 

百分比(%) 87.1 9.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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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陶腹片 

  
硬陶口緣 硬陶器底 

圖 179：青嶼遺址硬陶標本照 

2. 瓷 

共 28 件，總重量為 46.05 克，器型部位多為腹片，亦可見 6 件口緣、1 件底

部，樣式可分為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四類，年代應為宋元至明清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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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青嶼遺址瓷器數量統計表 

樣式 青花瓷 青瓷 白瓷 青白瓷 

器型 腹片 口緣 底部 腹片 口緣 腹片 腹片 

件數 12 4 1 4 2 3 2 

百分比

(%) 

42.8 14.3 3.6 14.3 7.1 10.7 7.1 

 
 

  
青花瓷口緣（編號 010608） 青白瓷腹片（編號 010204） 

  
青瓷口緣（編號 010403） 青花瓷器底（編號 010205） 

圖 180：青嶼遺址瓷器標本照 

（三） 近現代遺物 

共出土 168 件紅磚、瓦，總重量為 1088 克，為此次出土遺物數量最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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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臺灣與中國沿海地區史前遺址 

此次研究蒐集中國沿海地區史前遺址的相關研究論文與發掘報告，主要地區

以福建、浙江、廣東三地為主，這三個地區除地緣上鄰近金門之外，在出土的遺

物上與金門當地亦可見相似文化元素。另將同時期臺灣具文化相似性之遺址一併

敘述，加以比較。因此，本章節針對上述三個區域，著重討論新石器時代之文化

遺存，及部分同一遺址中所涉及青銅時代之遺存。 

第一節 福建地區遺址 

福建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初步可劃分為東部沿海地區與西部內陸地區兩大

區域。東部沿海地區又可分為閩江下游、閩東、閩南三區，閩江下游地區包含閩

江下游、鷲峰山、戴雲山東側等地，為今福州市、莆田市；閩東地區包含福建東

北部、閩江口以北區域，為今寧德市；閩南地區包含戴雲山以南、博平嶺以東的

晉江和九龍江等水系所經過地域，以及閩南沿海地帶，為今廈門市、漳州市、泉

州市。 

西部內陸地區屬於山區，又可分為閩江上游、閩西二區。閩江上游地區包含

沙溪和建溪、富屯溪流域等區域，就地理位置上而言，即是武夷山脈以東和鷲峰

山以西等山地區域，為今南平市、三明市。閩西地區為今龍巖市。以下將概述各

區新石器時代文化與代表性遺址。 

一、 閩江下游地區 

閩江下游地區指的是閩江下游，及鷲峰山、戴雲山等東側沿海地區，為今福

州市、莆田市等。 

（一） 曇石山遺址 

曇石山遺址中層代表的曇石山文化，同時可見於庄邊山遺址下層、溪頭遺址

下層、東張遺址下層、黃岐嶼遺址可見。曇石山文化，石器以平面呈梯形或長方

形、橫截面呈三角形或半圓形的小型石錛為典型。陶器以夾砂陶和泥質灰黑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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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夾砂陶多有拍印條紋或交錯條紋，另有繩紋、貝印紋、篦紋等，泥質陶則多

為素面，但可見曲折紋、梯格紋等幾何印紋，和少量條紋、卵點紋、寬帶紋紅彩

和突稜裝飾，器類以圈足器和圜底器為主，器型有釜、罐、豆、簋、壺、缽、碗

等，另有紡輪、網墜、印拍、陶墊子。貝器可見刀、鏟、耜。骨器有鑿、鏃、笄、

錐，且多磨製精緻（林清晢 2004）。 

然曇石山文化又存在早、晚兩階段差異。曇石山文化早期，以溪頭遺址下層

的早期墓葬和早期灰坑為代表。其中的陪葬陶器有釜、豆、簋、罐、盆等，以夾

砂和泥質灰陶為主，火侯較高，胎質緻密，不見紅陶，有少量泥質赭陶。夾砂陶

紋飾以拍印的交錯條紋為常見。泥質陶以素面為主，部分拍印條紋，也有少量在

條紋上施紅彩。陶器製法為手製輪修，口沿或圈足上有明顯的輪旋紋（福建省博

物館 1984：484）。 

曇石山文化晚期，則是以溪頭遺址下層的晚期墓葬和晚期灰坑為代表。溪頭

遺址晚期的陪葬陶器，以泥質灰陶居多，夾砂赭灰陶次之，且有少量紅陶。紋飾

方面以條印紋最為常見，夾砂陶多拍印交錯條紋。泥質陶則多為素面，圈足飾鏤

孔，也有部分施以條印紋或有凸稜者。器型方面則有釜、豆、簋、杯、罐、碗等

（福建省博物館 1984：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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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1：曇石山文化早期和晚期的器物比較圖（郭素秋 2006，圖二） 

又郭素秋將曇石山遺址上層、庄邊山遺址上層、東張遺址中層、黃瓜山遺址

劃分出「庄邊山上層類型」，他認為這是繼曇石山文化發展而成的考古學文化。

（郭素秋 2003）。根據黃瓜山遺址的碳 14 測年，他將庄邊山上層類型的年代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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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距今約 4,200-3,500 左右（郭素秋 2006）。 

庄邊山上層類型，石器有石錛，其平面多為梯形、其次是長方形或方形，少

量為上窄下寬近三角形，尚有石鑿、石鏃、石刀、礫石。陶器中，普遍發現幾何

印紋硬陶。印紋硬陶指的是器表拍印幾何形紋飾，經過高溫燒成使胎質緻密，擊

之發出清脆的金石聲等一類陶器。器型方面包含陶釜、陶罐、短頸罐、束頸罐、

圈足罐、尊、盆、缽、簋、豆、壺、盤、瓮、杯、勺、器蓋、支腳、器座、陶拍、

陶紡輪。印紋方面，以條印紋（16.42%）、交叉紋（12.05%）為最多，其次為柵

欄印紋（9.42%）、方格印紋（5.35%）、豎條印紋（4.89%）、繩印紋（3.91%）、梯

格印紋（1.53%）。陶器中，橙黃色半硬陶占約 33.15%，約 2/3 帶有色衣；灰色

硬陶則占 21.33%，約一半帶有色衣。這兩種陶器均以編織印紋為主要紋飾，除

了多量的繩、條印紋外，並有方格印紋、柵欄印紋、曲折印紋和梯格印紋。其中，

施梯格印紋者全為泥質陶。貝器有貝鏟。骨器有骨鏃、骨刀（郭素秋 2006：283）。 

 

圖 182：庄邊山上層類型陶器組成（郭素秋 2006，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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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仁山遺址 

黃瓜山文化是以閩東地區的黃瓜山遺址為代表，然於閩江下游區域亦有發現，

位於閩江支流荊溪流經的仁山遺址，上層為黃土侖文化遺存、下層為黃瓜山文化

遺存，為一新石器末期向青銅時代過渡之遺存。 

仁山遺址下層出土的石器以石錛為主。陶器有罐、釜、缽、甗、杯、支座。

陶器以泥質陶為主，夾砂陶和硬陶次之，泥質陶以橙黃陶為主，灰陶次之，多施

黑衣，器表多為素面，部分具紋飾以籃紋為主，凸弦紋、席紋、曲折紋、葉脈紋、

雲雷紋、繩紋、戳點紋、柵籬紋次之，少量圓圈紋、菱格紋等。夾砂陶亦以橙黃

陶為主，紅褐陶、黑陶、褐陶次之，可見手製痕跡，器表多為素面，部分施有少

量紋飾，包含繩紋、籃紋、凸弦紋、間斷繩紋等。硬陶以灰硬陶為主，多施黑色

陶衣，少量施赭衣，器表多素面，部分具紋飾以籃紋為主，另有雲雷紋、席紋、

凸弦紋、刻劃紋。（福建省曇石山遺址博物館 2013） 

 

圖 183：閩侯縣仁山遺址黃瓜山時期陶器（福建省曇石山遺址博物館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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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閩南地區 

閩南地區主要範圍包含今廈門市、漳州市、泉州市等地區。 

（一） 大帽山遺址 

大帽山遺址為貝丘遺址，石器以石錛為主。陶器以夾砂陶為主，器類以圜底

器與圈足器為主，器型有罐、釜、豆（盤）、碗，另可見紡輪；紋飾以繩紋為主，

亦可見刻劃紋、壓印紋、指甲紋、方格紋、附加堆紋、凸稜，紋飾經常組合出現。

骨器有鏃、匕、錐形器、魚鈎。另有動物遺骸與大量貝類，可見貝器。根據碳十

四測年，遺址年代約距今5000-4300年前（范雪春等 2003）。新石器中期時，發

展出以大帽山遺址為代表的大帽山文化，年代相當於閩江下游之曇石山文化（藍

秀 2016）。 

 

圖 184：福建大帽山遺址石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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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5：福建大帽山遺址陶器紋飾拓片 

此外，林公務先生認為此區青銅時代文化遺存保留較多閩江下游地區庄邊山

上層類型和黃土侖類型的文化因素，顯示此兩區有進一步的文化交流。根據此區

資料來看，可見閩南至少存在蟻山－墓林山和浮山兩種類型的青銅文化遺存。（林

公務 1990:71） 

（二） 蟻山－墓林山類型 

蟻山－墓林山類型以惠安塗嶺蟻山和雲霄峛嶼墓林山為代表性遺址，這兩處

遺址都位於海拔 100m 以上的石頭山上。此類型的特色有下列幾項。陶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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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夾砂陶為主，泥質陶及印紋硬陶只占少數。從蟻山調查採集到陶片當中，夾砂

陶占約 85%以上，墓林山則約 70%。紋飾方面，拍印紋飾繁多，包含梯格印紋、

不規則的蕉葉紋（葉脈紋或部分線點組合如麥穗紋）以及疏朗的蓆紋等。部分器

物的口沿、肩部或腹部則施有寬帶狀紅衣和卵點紅彩。器形方面，主要有寬沿釜、

敞口廣肩尊、高嶺罐、雙耳罐及盆、盤、豆、杯等。根據遺存判斷墓林山類型年

代約距今 4,000-3,500 年之間。（林公務 1990:71）。 

（三） 浮山類型 

浮山類型則是以南靖浮山遺址採集標本為代表。陶器部分，以印紋硬陶為主。

紋飾方面較為單一，主要為淺顯的豎條紋。器形的部分，主要有尊、壺、罐、杯、

小釜、碗、豆等。製作方面，則大多為輪制，器型較規整。至於石器方面，以長

方形石錛和無欄穿孔石戈為主。浮山類型中的許多器物與廣東饒平、普寧等地的

浮濱類型文化極為類似，可能屬於同一文化。年代方面，廣東的學者將其定為商

代，但林公務卻認為浮山類型應不早於黃土侖類型，西周時期較為合適。（林公

務 1990:71） 

三、 閩東地區（福建東北部） 

閩東地區，在本文中指的是閩江口以北的地區，此區主要為高山丘陵等地

形，但是東側的位置則臨海。主要已發掘的遺址有黃瓜山遺址與屏風山遺址。

約距今 4200-3500 年前後。 

（一） 黃瓜山遺址下層 

黃瓜山遺址下層代表了黃瓜山文化，下層的陶器中，夾砂軟陶約占 20%，泥

質陶（包括橙黃色半硬質陶器和灰色硬陶）約占 80%。器形方面，夾砂陶的有甑、

釜、罐、盆、缽、簍形器、支腳、支座等。泥質陶的部分則有豆、盤（皿）、盆、

杯等。夾砂軟陶大多為灰或灰黑色，亦可見紅褐或灰黃色，泥質陶中半硬質和硬

質陶器中可見彩陶約占 5.11%，以褐色色衣為主。紋飾方面，除了約 10%的素面

陶之外，大多數的陶器都施有紋飾，包含印紋、劃紋、刺點紋、戳印紋和彩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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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印紋以繩印紋為主，其次有條印紋、交叉條印紋、曲折印紋、柵印紋、方

格印紋、網格印紋、雲雷印紋、葉脈（羽狀）印紋等，且可見正長梯格印紋。而

大多數的劃紋為斜行線列三角形劃紋和波折劃紋。戳印紋則主要是貝殻印紋。至

於彩紋的部分，主要是在加磨的器表上施加各種由線條組合而成的幾何形圖案，

例如 V 字形彩紋、人字形彩紋、格子彩紋、方形雲雷彩紋、短線列彩紋、似草彩

紋和正長梯格彩紋等（福建省博物館 1994）。郭素秋根據黃瓜山下層彩陶類型判

斷，將其歸入庄邊山上層類型（郭素秋 2006）。 

（二） 黃瓜山上層遺址 

黃瓜山遺址上層，其陶器製作、質地、器型和裝飾方法等，大致和下層的陶

器相同。但是，上層夾砂軟質陶器的數量較少，泥質（半硬質和硬質）陶器的數

量略有增加。在紋飾方面，也出現變化，印紋中的繩紋數量明顯減少，而柵欄印

紋、方格印紋和網格印紋的數量卻明顯增加。此外，也開始出現零星的原始瓷器

和繁體雷印紋等的印紋硬陶、刻劃符號等新要素（福建省博物館 1994）。郭素秋

根據陶器的器型與彩紋判斷，將其歸入黃土侖類型（郭素秋 2006）。 

（三） 屏風山遺址 

屏風山遺址出土陶器以夾砂陶為大宗，夾砂陶以灰黑陶和紅陶為主，器表多

拍印繩紋，器形有釜、罐、壺、甗形器等，另有少量泥質陶、硬陶、原始瓷。中

國學者認為與黃瓜山上層遺存較相似，且已進入青銅時代早期階段。（福建博物

院 霞浦縣博物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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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6：屏風山貝丘遺址陶片紋飾拓印（福建博物院 霞浦縣博物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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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7：黃瓜山遺址下層(43-84)和上層(1-42)的陶器紋飾（福建省博物館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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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閩江上游地區 

閩江上游就地理位置上而言，即是武夷山脈以東和鷲峰山以西等山地區域，

也可稱之為閩北地區。閩江上游地區的遺址大多屬山地類型，其中以牛鼻山遺址

為代表。 

牛鼻山遺址位在福建省最北部的浦城縣管厝鄉黨溪村牛鼻山。遺址於 1986

年發現，並在 1989-1990 年間先後進行 2 次發掘，根據層位關係可分為上下兩層

（福建省博物館 1996）。 

牛鼻山遺址下層的陶器主要分為夾砂和泥質陶兩大類，尤以泥質陶占多數。

泥質陶火候較高，多經磨光，以灰色占絕大多數，並有少量紅陶、黑陶和黑皮陶。

絕大多數的陶器為素面，僅少數飾有弦紋、堆紋。未見印紋陶和彩陶。陶器製作

方法多為輪製，器型較規整，器壁厚薄均勻。少數陶器為手製，器腹部可見手窩

痕。主要器型有鼎、罐、豆、壺、缽、簋、三足盤、紡輪等（福建省博物館 1996）。 

上層的陶器則以泥質陶為主，磨光黑皮陶也占一定比例，但夾砂陶數量不多，

有出現少量火候較高的泥質硬陶。顏色方面，泥質陶以灰色為主，紅陶次之，黑

陶極少，紋飾較少，素面陶較多。主要的紋飾有梯格印紋、弦紋、附加堆紋、凸

棱紋、葉脈印紋、條印紋、方格紋等。夾砂陶則是以黑灰色、紅褐色為主，絕大

多數為素面，部分可見附加堆紋、弦紋、刻劃紋。主要器型有罐、壺、豆、鼎、

鬹、甗、三足盤、缽、簋、杯及紡輪（福建省博物館 1996）。 

牛鼻山遺存為閩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重要典型遺存，亦可稱為「牛鼻山類

型」，與曇石山文化有較大的差異，但跟江西樊城堆類型文化有著極為密切的聯

繫。根據樊城堆文化的年代，推測牛鼻山類型的年代約在距今 5,000-4,000 年前

後（福建省博物館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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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8：牛鼻山遺址下層的遺物組成（福建省博物館 1996） 

五、 閩西地區 

閩西地區經過調查發現不少的遺址和地點，但是此處的發掘卻並不多，下列

以長汀縣河田區遺址的調查報告來進行介紹。 

1957 年林惠祥前往該地進行 20 餘日的調查工作，發現的遺物可分為陶器和

石器兩大類。陶器的部分，以採集紋飾明顯且體積較大者為主，共有 1,605 片。

大致上可以分類五種，體積方面，體積最大的為 30 公分，最小的僅 6 公分，腹

片的厚度大約是 0.3-0.7 公分之間。第一類陶，硬度低，顏色為黃色，數量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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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陶，細泥，硬度適中，指甲無法刮出刻痕，但竹木片可以，顏色為灰略帶黃

色，數量最多。第三類陶，細泥，但硬度高，顏色為灰白或紫黑色，兩者數量均

少。第四類陶，以粗砂陶為主，多為大型器，可見有素面的大型陶足。第五類陶，

帶有陶衣陶，數量極少，器表上可見有一層薄的陶衣，似釉非釉，陶質較硬，可

見印紋，但與上述四種略為不同，可能年代較晚（林惠祥 1957）。 

器形方面，大多為罐形器，腹部有渾圓和帶一圈凸稜者，底部則有底、平底、

凹底和圈足四種類型。另外，尚有喇叭形高圈足帶盤的豆形器、長足的鼎狀器、

小盂狀器等器形。器形外表可見紋飾，集中在腹部，底部也有部分紋飾，但頸部

卻不見任何紋飾。紋飾的種類，以方格印紋最多，包括正方格印紋、斜方格印紋；

雙線方格印紋則次之，但僅見斜方格紋。其他紋飾的尚有，橫直排相間印紋、條

印紋、曲折印紋、魚鱗紋（多條弧形線相疊）、之字形紋、蕉葉紋、疊直線紋、

疊斜線加橫線紋、成排短直線紋、方格包斜線紋、雷紋（即回紋）、疊四方紋、

菱形紋、眼形紋、刻劃弦紋等（林惠祥 1957）。 

除上述的器形外，於竹子山有採到一個完整陶器，為圓底小陶壺，直徑 11.2cm，

器高（頸至底）為 10.5cm，陶質鬆散，顏色為黃、表面不均勻，似有印紋，此件

器型與閩侯甘蔗鄉所發現者類似，但質地較為鬆散。另外，還有陶紡輪 7 件，其

中 6 件均扁平如圓餅狀，另 1 件為平凸形（林惠祥 1957）。 

石器方面，質地以細砂岩、粗砂岩、頁岩最多，少量為石英製。種類方面，

以石錛最多，可再分為常型、無稜、有段的、細長形、三角形、弧刃形等。其中

有段石錛發現不同的形式，可以看出發展的步驟。大致上可分原始型、成熟型、

高級型。原始型的部分，背面只是圓凸，未見明顯的兩個斜面。到了成熟型，可

見背面已有區分兩個斜面，中間界線隆起成橫脊。高級型，除了背面兩個斜面更

加明顯外，近刃的一個斜面較高，另一個斜面較低，成為兩個階段，且在二斜面

之間常再加上一道橫溝，凸顯界線分明（林惠祥 1957）。 

年代方面，林惠祥認為福建最早在 2,500 年前，最遲則 2,200 年前，已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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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時代，並不再使用石器，脫離石銅並用的時代。然而該遺址為一個石銅並用

的時代，因此可以推斷該遺址最晚不超過距今 2,200 年前（林惠祥 1957）。 

 

圖 189：河田區遺址器物圖（林公務 1990） 

第二節 江蘇、浙江、上海地區遺址 

江蘇、浙江、上海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主要分為以太湖、杭州灣等地區的浙

江東部至上海為主，及以今台州市、溫州市以及麗水地區為主的浙江南部。此處

地理位置緊鄰福建地區北部，除了狹小的河谷平地和寧紹平原外，主要地形為丘

陵山地。 

一、 太湖、杭州灣地區 

太湖、杭州灣地區已發掘的重要遺址有上海馬橋、金山亭林、金山戚家墩、

青浦寺前村、浙江吳興錢山漾、杭州水田畈等。其中又以馬橋遺址第 4 層和金山

亭林中層為代表，以下就馬橋遺址第 4 層進行說明。 

馬橋遺址位於上海市西南方，上海縣馬橋鎮東 1 公里平坦處，海拔大約 4-6

公尺。1959 年發現馬橋遺址，並分別於 1960、1966 年進行 2 次發掘。其中馬橋

遺址的第 4 層，發現陶器有夾砂紅陶（25.9%）、泥質紅褐陶（41.1%）、泥質灰陶

（33%）。在泥質灰陶中，有少部分是灰胎黑衣和紅衣陶。此外，泥質灰陶的火候

較低、質地疏鬆，飾有陶衣的容易脫落。而泥質紅褐陶則因燒製溫度和氧化程度

的不同，導致出現有淡黃、桔黃、紫紅和紫褐色等不同顏色，且顏色不純，有的

器形出現一器二色的現象。伴隨著製作程度的不穩定，導致硬度也不盡相同，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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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較深的硬度略高，如紫褐色的陶器硬度與後來的印紋硬陶較難以區別。至於陶

器方面，製作方法主要為輪製，燒製的火候差別很大。器形方面可以分烹飪器、

飲食器和盛貯器三類。烹飪器方面有鼎、甗、釜、盉和器蓋等，飲食器的部分則

有簋、豆、盤、碗、碟、杯、壺、尊、觚和觶等，最後盛貯器包含罐、盆、盂和

箕形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1978）。 

陶器的外表的部分，大多拍滿印紋，印紋主要有 3 類。第 1 類是仿青銅器紋

飾的印紋，如各種形式的雲雷紋和魚鳥紋，主要用於泥質灰陶和灰胎紅、黑衣陶，

紋飾往往組成帶形、施一周或數周。第 2 類為編織紋，最常見的有條紋、葉脈紋

和方格紋，其次為蓆紋、曲折紋和回字紋，主要施於泥質紅褐陶，器底均為圜底

或凹底，這類印紋在拍印時於器內使用陶墊，器內壁可見清晰的印窩。第 3 類則

是繩紋，施於夾砂陶。此外，部分泥質灰胎黑衣陶上還發現一種細刻花紋；陶器

口部唇沿上，有的則是刻劃符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1978）。 

李伯謙認為該遺址主要的元素是由良渚文化發展而來，但也受到二里頭文化

和早期商文化的部分影響。至於年代方面，前述已提到馬橋遺址第 4 層和金山亭

林中層為此一時期的代表。而金山亭林中層，經過碳 14 校正年代為距今

3,730±150 年，推測其上限可早到二里頭文化晚期，下限不晚於商代前期（李伯

謙 1981:42）。 

然而，焦天龍認為馬橋文化的主體並不是發源自浙江西南和閩北地區，而是

另有起源。根據現有資料來看，馬橋文化很可能是受到外來北方文化的要素與環

太湖地區原有的文化所混合而成，但在文化的發展形成中，也融入了一些來自南

方的文化要素。至於年代方面，根據碳 14 測年數據來看，馬橋文化的年代應是

距今 3,900 至 3,200 年之間（焦天龍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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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0：馬橋遺址第 4 層遺物組成（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1978） 

二、 浙江南部地區 

浙江南部的遺址主要分布在臨沂溪流的沿山地帶，錢塘江以南與福建及相鄰

地區可見相似文化要素，例如陶質炊器上一直保持著繩紋裝飾，石器可見有段錛

和石戈，以及硬質陶、著黑陶和原始瓷等特色（牟永抗 1990：38）。 

浙江南部地區的印紋陶是在條紋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多樣化幾何紋，紋樣有

三階段：(1)人字紋、斜向方格紋、(2)斜向組合編織紋、斜向大方格與縱向條紋的

複合紋、斜向雲雷紋、(3)雜亂的直角組合編織紋、大方格內縱橫填線紋、直角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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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角雲雷紋（牟永抗1990）。 

1957 年，位於淳安進賢的高祭台遺址進行試掘工作，早期發現了帶有夾砂

繩紋的炊器、硬質印紋陶器和磨光石器等。石器中還發現有底端呈凹弧形的矛和

直內或曲內的無欄石戈。隨著發掘工作的進行，可以發現使用石鏃和石網墜的數

量明顯增加。到了晚期石器逐漸消失並出現原始瓷器。高祭台類型的印紋陶源於

單一的斜向條紋（牟永抗 1990）。 

浙江紹興縣齊賢鎮朝陽村西側的壺屏山遺址，第五層發現印紋硬陶，其紋飾

包含雲雷紋、蓆紋等。泰順縣獅子崗遺址，以泥質（半硬質和硬質）陶為主，器

型可見圜底內凹罐、平底器（廣口折腹罐、缽、尊）、部分圈足器，亦有少量喇

叭狀大口甑形器。拍印紋是主要為條印紋，幾何形印紋少，僅見斜向編織紋。且

以黑陶與彩陶為特徵。泰順縣牛頭崗遺址，陶器器型有罐、甕、缽、豆、甑，普

遍施有幾何形印紋，少量條印紋，亦見格子印紋、菱格印紋、斜向組合編織印紋、

斜向菱形雲雷印紋、圓角雲雷印紋、變體雲雷印紋、曲折印紋，也出現組合紋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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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1：獅子崗遺址器物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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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2：牛頭崗遺址器物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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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廣東地區遺址 

廣東新石器的文化主要分布在韓江、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區，其中又以貝丘

和沙丘遺址為主。本節以環珠江口地區做為中心，劃分為環珠江口地區、廣東北

部（環珠江口地區以北)以及廣東東部（環珠江口地區以東）這三個區域來探討。 

一、 環珠江口地區 

環珠江口地區，在去年度的報告中以大灣文化為主要的介紹範圍，而今年度

則是以延續大灣文化而持續進行發展的寶鏡灣遺址及珠江口東側的香港涌浪遺

址來進行說明。 

（一） 寶鏡灣遺址 

寶鏡灣遺址歷經了數次的發掘，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文化層。寶鏡灣一期文化

層，陶器部分，以夾砂陶為主，泥質陶少見。陶器顏色包含灰白、橙黃、紅褐等。

種類的部分則有釜、杯、器蓋、圈足盆、圈足罐等，器類只有少部分且數量也不

多。陶器的製作方法為手製，從釜類中可見，領部的有修整過的平行縱向淺槽，

且領部大多為後接。肩部可見內壁有修整的指痕或是局部以泥片進行貼塑，腹部

則可見套接的作法。紋飾方面，以刻紋和劃紋組合為主，部分戳印紋，紋飾多呈

帶狀表現，複雜且抽象。有勾連折角橫 S 紋、凹三角鋸齒紋、凹弦紋、波浪紋、

弧線紋及篦點紋等。器體在施紋的外壁上有塗抹泥漿，細膩且光滑，但內壁則顯

得相對粗糙。年代約距今 4,500-4,200 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市博物

館編著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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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3：寶鏡灣一期文化陶片紋飾拓片（珠海市博物館 1999） 

二期文化層，陶器部分，以夾砂陶為主，有的為粗砂陶，表面布滿粗大的

石英砂粒，泥質陶則較少。陶器顏色包含灰白、灰黑、米黃、橙黃、黃白、灰

黃、黃褐、橙紅、紅褐、灰褐等。種類的部分則有釜、豆、圈足盤、圈足罐、

圈足碗、器蓋、爐箅、陶條、支腳等。紋飾方面，刻紋和劃紋為主。二期文化

主要是由一期文化發展而來，年代約距今4,200-4,000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珠海市博物館編著 2004）。 

三期文化，陶器部分，種類大致上與二期相似，但器蓋、圈足盤、支腳等數

量則較少。製作方面仍是以手製為主，但普遍可見輪修的痕跡。紋飾以印紋為主，

刻紋反而少見，年代約距今4,090±60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市博物館

編著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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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4：寶鏡灣二期文化陶片紋飾拓片（珠海市博物館 1999） 

（二） 香港南ㄚ島大灣遺址 

大灣遺址位於香港南ㄚ島西岸東西走向沙堤上，東、西、北三面環繞丘陵，

南濱海灣。出土石器有斧、錛、矛。陶器以夾砂陶為主、泥質陶次之，另有幾何

印紋硬陶和釉陶。夾砂陶多呈灰黑、橙黃、淺紅色；器型多為釜，碗、缽、器座

次之；紋飾以粗繩紋為主，其次有曲折紋、編織紋、間斷條紋，另有少許刻劃紋、

凹凸弦紋、雲雷紋。泥質陶多為紅、淺黃、灰色，個別施加白色陶衣、器胎呈灰

褐色；器型有罐、盤、盆、豆；紋飾有方格紋、菱格紋、水波紋、曲折紋、平行

弦紋、同心重圈紋等。少量幾何印紋硬陶，飾有夔紋、雲雷紋、方格紋。另有玉

器和青銅器（區家發等 1994）。 

大灣遺址陶器分為早、晚兩期遺存，早期遺存年代上限為新石器時代晚期至

夏商之際，下限為西周前期；晚期遺存年代上主要為西周中期，個別可上溯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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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 1500 年，下限為春秋時期。大灣遺址早期遺存不見硬陶、原始瓷器、青銅

器，器型有罐、豆、盤、碗、缽、釜、器座，紋飾可見同心圓紋、粗方格紋、繩

紋、刻劃紋，常為單一紋飾。晚期遺存出現硬陶、原始瓷器、青銅器，器型有罐、

豆、器蓋，紋飾篦點紋、弦紋、方格紋、菱格紋、F 紋、雲雷紋等，常見規整組

合紋飾（楊建軍 2017）。 

 

圖 195：大灣遺址出土陶器（區家發等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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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6：大灣遺址陶器紋飾拓片（區家發等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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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涌浪遺址 

涌浪遺址位於香港「新界」屯門西部海岸，地處珠江口東側，遺址可分為早、

晚兩期遺存。 

早期遺存，石器多為磨製，且裝飾類物品多經拋光加工，器型種類較少，以

斧、錛為主，可見單面鑽孔。陶器為手製，以夾砂陶為主，可分夾粗砂與夾細砂，

陶色有黑、灰黑、紅褐色等；泥質陶次之，陶色以灰色為主，可見灰黑陶。夾砂

陶紋飾多為繩紋，泥質陶則多飾幾何印紋，另有刻劃紋、戳印紋、弦紋、葉脈紋、

附加堆紋、曲折紋，器型以圜底扁圈足罐最具特色，其次是方口罐、器座、長頸

壺。 

晚期遺存，石器以磨製為主，裝飾性器物拋光精美，盛行雙面鑽孔，器型主

要有斧、錛，另有鉞、鏟、鑿、鏃、網墜、石餅、石英環、玦等。陶器開始出現

慢輪修整，仍以夾砂陶為主，陶色多為灰黑色，泥質陶比例增加，新出現幾何軟

陶，紋飾有葉脈紋、曲折紋、戳印紋、刻劃紋、篦點紋、附加堆紋等。典型器有

方口罐、矮扁圈鏃幾何印紋罐、釜、高領罐、夾粗砂紅陶器座、戳印紋紡輪等。

年代約屬新石器晚期，紋飾上可見少數與石峽中文化層相似，部分石器則承襲深

圳大黃沙類型（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 1997）。 



 
 

167 
 

 

 

圖 197：湧浪遺址晚期夾砂陶器紋飾拓片（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 1997） 

 

圖 198：湧浪遺址晚期泥質幾何印紋陶器紋飾拓片（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 1997） 



 
 

168 
 

 

二、 廣東北部地區 

廣東北部的範圍主要以環珠江口地區以北為主，其範圍包含清遠、河源、韶

關等地區。其中與與金門浦邊類型年代相近者，包含石峽遺址中文化層、增城金

蘭寺遺址中文化層、佛山市郊瀾石河宕遺址等，下列分別介紹各遺址的內涵。 

石峽遺址中文化層，石器多有磨光，器型常見石錛、石斧、石戈。陶器的部

分，泥質軟陶約占 67%，其中又有 30%屬於火候較高、叩之有聲的硬陶。夾砂陶

則占約 33%。陶色方面，泥質陶有青灰色、灰色白、橙黃色、灰黃色和紅色，夾

砂陶則是以以褐色和灰色最多。器形方面，有圜凹底器和圈足器，以及釜、罐、

豆、盤、器座等。紋飾的部分，包含繩紋、條紋、重圈紋、指甲紋，除上述這些

外，以方格紋為基礎進而發展出雙線方格紋、網結狀方格紋、井字方格紋、米字

方格紋、卍字方格紋、雙線方格加點紋等不同的樣式。這個時期印紋陶的特點為

組合紋飾增加，例如曲折紋和雲雷紋、曲折紋和圓圈紋、曲折紋和方格紋等紋飾

的出現（朱非素等 1981：228、229）。 

金蘭寺遺址中文化層，石器以磨光石器為特點，器型包含有段、有肩有段石

錛。陶器的部分，夾砂陶占75.4%，泥質陶占21%，磨光陶占3.6%。紋飾方面，

夾砂陶以繩紋、條紋、素面為主，但也有不少曲折紋。泥質陶，最常見的為曲折

紋，其次是雲雷紋，其他尚有網狀方格紋、雙線方格紋、單線方格加點紋、雙線

方格加點紋、重方格對角線紋、葉脈紋、三角加點紋、編織紋、扁圓重圈紋、勾

連圓圈紋、劃紋等十多種紋飾。另骨器較多（徐恒彬 1981：205、206）。 

佛山河宕遺址，石器以中、小型石錛最多，另有石斧、石鏃、石鏟、石鑿、

石矛、穿孔石器、石芯、礫石。陶器的部分，包含夾砂陶、泥質陶，以及白陶、

黑皮陶、磨光陶、陶衣陶和少量的彩陶。並有部分較硬的陶器，包含吸水率低、

擊之有金屬聲，燒結好等特色。陶色方面，夾砂陶（含粗砂和細砂）以黑色、灰

黑色和紅褐色為主，但可見一定數量的灰白色陶。泥質陶則為橙紅、橙黃和淺黃

色，以極少部分的灰陶和白陶。器形方面，夾砂陶主要的器型為釜、罐。釜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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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可見寬口沿、扁球體，至於圈足罐則有大、中、小型，圈足較矮。泥質陶又

可分為印紋陶和素面陶，其中印紋陶又包含軟陶和硬陶，主要的器型為壺、罐類，

多附有圈足，大多較矮。而泥質磨光陶，主要的器類為盤、豆類，以盤為主，除

圈足上有鏤孔外，盤身均為素面。紋飾方面，紋飾包含繩紋、條紋（籃紋）、附

加堆紋、梯子形格紋、複線交叉方格紋、複線交叉方格凸點紋、曲折紋、葉脈紋、

編織紋等（廣東省博物館、佛山市博物館 2006）。 

 

圖 199：佛山河宕遺址陶器與紋飾拓印（楊式挺、陳志杰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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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0：佛山河宕遺址陶片（楊式挺 2007） 

至於年代方面，楊式挺認為河宕遺址的文化層堆積是比較簡單和明確的，主

要是中文化層和下文化層，下文化層稱為第一期，中文化層稱為第二期。參照廣

東考古學編年譜系及有關遺址的測定年代，把第一期文化的年代推定在距今

4,300-4,000 年前，第二期文化推定在距今 4,000-3,500 年前，也就是河宕文化遺

址的年代應屬於新石器晚期後段或稱末期（楊式挺 2007）。 

三、 廣東東部地區 

廣東東部的幾何形印紋陶，以潮安縣梅林湖貝丘遺址為代表。出土的遺物包

含陶器和石器等史前遺留。陶器有夾砂陶和泥質陶兩種，顏色的部分有紅、褐、

灰等。其中的粗砂陶，可見有黑色和灰色兩種，至於泥質陶均為灰色。製作方法

上，粗砂陶使用手製，火候稍高，表面會先磨光後再施以紅白色的陶衣；泥質陶

也是採用手製，火候較粗砂陶略高，但部分口緣可見慢輪修整痕跡，表面部分有

磨光但也有素面。紋飾主要為繩紋和條紋，並開始出現曲折紋。器形方面有罐、

缶、豆三種。石器則全為磨製，且磨光石器不少，種類包含斧、錛、戈、磨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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礪石等。屬於新石器時代的遺留（李伯謙 1981:49）。 

除了上述的梅林湖貝丘遺址外，另一個受矚目的為浮濱文化。浮濱類型以饒

平浮濱墓葬為代表。1974 年於浮濱塔仔金山、聯饒頂大埔山等地，清理了 21 座

古墓，發現這群擁有自身特色的石戈、石矛、青銅戈和泥質陶及幾種釉陶器的文

化遺存，因而命名為「浮濱類型」（朱非素等 2000:51）。 

浮濱類型出土的隨葬品主要為陶器和石器，並有少部分玉器。陶器方面，以

泥質灰硬陶為主，而夾砂陶略少。器形方面，包含尊、豆、壺、罐等類型。尊的

外形為長頸、大口、折沿、平底，器表可見長短不一的條紋紋飾外，還有施以醬

色釉。豆則分為淺腹高圈足和深腹矮圈足兩種外形，口沿對稱鏤孔，多施釉，素

面為主。壺的樣式則略為多樣，但基本特徵為深腹，矮圈足等特色，另可見有帶

把壺。尊和帶把壺的肩部可見有小圓餅狀鉚釘裝飾。罐為圜凹底，可見方格紋或

編織紋等紋飾，至於部分陶器的肩或腹部刻劃有符號或數字。石器方面，戈類的

使用為其特色。有直援直內，亞腰型，有肩，有欄等各種型式（朱非素等  2000:51、

52）。 

至於年代方面，1995年於廣東普寧牛伯公山發現了同樣的浮濱類型遺址，據

發掘報告指出，碳十四測年的數據是距今3,390-2,870年之間，對照過去一般認為

這類遺址的年代大約是商代中晚期到西周前期，可說是一致的（邱立誠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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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1：浮濱類型器物（楊式挺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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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2：浮濱類型陶器（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0） 

 

圖 203：浮濱類型陶器（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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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灣地區遺址 

臺灣新石器時代中期之細繩紋陶文化普遍出現於大坌坑文化層之上，於各區

略有差異，分別為北部訊塘埔文化、西北部紅毛港文化、中部牛罵頭文化、南部

牛稠子文化、東部繩紋陶文化。時代略早一點的台南南關里、南關里東遺址，則

處於大坌坑文化晚期向下一階段轉變的過程中（郭素秋 2006）。 

一、 南關里、南關里東遺址 

南關里與南關里東遺址，年代約為4,700-4,200B.P.。遺址出土大量貝類與動

物骨骸，亦可見以其加工之貝器、骨器。石器類型包含石斧、石鋤、石錛、穿孔

石刀、石鑿、石鏃、網墜、有槽石棒等。陶器主要為暗紅褐色夾砂陶（石英、貝

屑、火成岩屑）、紅褐色泥質陶、灰褐色泥質陶，器型有罐、瓶、缽、豆、蓋，紋

飾有繩紋、劃紋、彩繪、貝印紋（臧振華 2004）。 

  

暗紅褐色夾砂陶罐 灰褐色泥質陶罐 

  

紅褐色泥質陶罐 暗紅褐色夾砂陶罐 

圖 204：南關里、南關里東遺址陶罐（臧振華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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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訊塘埔文化 

訊塘埔文化主要分布於海岸沙丘、平原、台地、丘陵邊緣等近海低平的區域，

可見於訊塘埔遺址、圓山遺址第3層、芝山岩遺址第3層、植物園遺址下層、大竹

圍遺址、萬里加投遺址、龜子山遺址、新北八里舊城遺址、關渡遺址、舊莊遺址

等，年代約為4800-3500B.P.（劉益昌 2019）。 

陶器延續了大坌坑文化以來低矮罐口、突脊、繩紋等傳統，然亦出現少量新

要素。陶器多可見夾砂紅褐陶罐，飾拍印繩紋，大竹圍遺址可見與青岐遺址相似

之矮圈足，萬里加投與龜子山遺址之陶器上則新出現少量方格、格子印紋、條印

紋、格子劃紋等（郭素秋 2006）。石器有斧鋤形器、錛鑿形器、矛鏃形器、石刀、

有槽石棒、刮削器、砥礪石器、尖狀器、網墜、兩縊型器、石環、石璜、石針等

（劉益昌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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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5：臺灣北部訊塘埔文化遺物（郭素秋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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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紅毛港文化 

紅毛港文化主要分布於海岸、丘陵、台地，以紅毛港遺址為代表。陶器以紅

褐色至淺褐色夾砂陶為主，有少量紅褐色泥質陶或細砂陶，多飾有拍印繩紋，器

型以罐為主，偶有圈足，可見三聯杯。石器有斧鋤形器、石鏃、石刀、石片器、

石錘、砥石、石核砍伐器（郭素秋 2006）。 

 

圖 206：紅毛港遺址出土遺物（劉益昌等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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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牛罵頭文化 

牛罵頭文化主要分布於海岸階地、低位河階、盆地邊緣地勢較高處，可見於

牛罵頭遺址、五十壟遺址、牛埔遺址、五福遺址、三櫃坑遺址、旭光國小遺址、

草鞋墩遺址、長山頂Ⅱ遺址等，年代約為4800-3400B.P.（劉益昌 2019）。 

陶器延續了大坌坑文化以紅、褐色夾砂或泥質陶為主，亦有少量黑陶，器型

以罐為主，亦有缽、瓶、豆，並出現大量三連杯，主要飾有拍印繩紋，另有圓凸

點紋、條印紋、方格紋、櫛紋、隆起紋、劃紋等。石器可見斧鋤型器、石錛、石

鏃、石刀、網墜、石片器、石核器、凹石、有槽石棒等（郭素秋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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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7：牛罵頭文化遺物（屈慧麗、何傳坤 2002，轉引自郭素秋 2006） 

五、 牛稠子文化 

牛稠子文化主要分布於西南平原和丘陵邊緣，根據地區可分為牛稠子、鳳鼻

頭、墾丁三類型，年代約為4300-3400B.P.（劉益昌 2019）。 

陶器以紅褐色泥質陶為主，牛稠子類型亦可見紅褐色夾砂陶，器型常見罐、

缽，亦有盆、尊、瓶、豆、盤、杯、甕、鼎、器座等，紋飾以繩紋為主，另有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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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紋（牛稠子、墾丁類型）、彩繪（牛稠子類型）、蓆印紋、網印紋（鳳鼻頭類型）。

石器可見石斧、石錛、石刀、石矛、石鏃、石針、網墜、石錘、砥石等。並可見

貝器、玉器（郭素秋 2006）。 

 

圖 208：牛稠子文化鳳鼻頭類型遺物（郭素秋 2005） 

六、 東部繩紋（紅）陶文化 

東部繩紋陶文化可分為富山、大坑類型，前者分布在海階地（過去為海岸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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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代表遺址為富山遺址；後者分布在沿海地區，代表遺址為壽豐鄉大坑遺址

下層，年代約為4300-3400B.P.（劉益昌 2019）。 

陶器以夾砂陶（夾石英砂岩）為主，具有少量泥質陶，器型有雙耳釜、寬口

帶脊圈足罐、折肩大圈足罐、侈口圓腹罐、雙耳缽、雙角缽、寬沿豆等，紋飾有

繩紋與彩繪。石器有石斧、石錛、石刀、石矛、石鏃、石針、網墜等（郭素秋 2006）。 

 

圖 209：東部繩紋陶文化富山類型陶器示意圖（劉益昌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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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相關討論與建議 

第一節 金門史前晚期文化內涵及周邊區域比較 

  今年度原本計畫透過復國墩及青嶼遺址的考古發掘，能發現有關史前早期文

化層，更進一步比較及分析金門與周邊地區史前早期文化內涵，但兩個遺址所出

土的考古遺物數量較少，新的資料有限，故難以突破前一年度的研究結論。有關

金門史前早期的文化內涵及其與周邊地區的異同，仍維持前一年度的看法，即復

國墩文化與福建平潭殼丘頭及廣東潮安陳橋等遺址，具有相似性。 

  浦邊類型的陶器相較於史前早期復國墩文化的陶器而言，有數量較多、殘片

較大的情況，以青岐遺址的文化層堆積厚度來看，一個定點有長時段、持續性的

人類活動可能暗示定居的可能性。青岐遺址陶器的類型主要是第一類夾粗顆粒石

英砂的陶缽或陶罐，這類陶器從史前文化層即出現，並且延續到歷史時期沒有中

斷。從地表採集兩件陶拍的摻和料相似於第一類陶摻和料的情況來看，青岐遺址

的第一類陶應該是本地製作的陶器。 

  第一類陶較高比例的直條拍印紋是主流紋飾，與史前早期復國墩文化陶器的

貝殼壓印紋、指甲紋、刻畫紋和紅色陶衣有較大的差異，並且器型上浦邊類型以

器壁較厚的缽為主，與復國墩文化以器壁較薄的陶器為主也有差異。在青岐遺址

沒有從復國墩文化延續到浦邊類型的證據，這兩個文化類型的年代差異在金龜山

遺址可以看到，因此屬於浦邊類型的青岐遺址，其年代應晚於復國墩文化。不過，

在青岐遺址 L4 和 L5 出土少量的第三類陶陶片上帶有細繩紋，似乎是外來的，

未來可以與周邊以細繩紋陶為主的史前文化做材料化學成分上的對比分析。此外，

遺址上層年代較晚的幾何印紋硬陶可能也不是本地生產，從這類陶器比較多樣的

陶質、陶色和紋飾風格來看，應該也不是只有一個來源。假如參照浦邊、后豐港

及金龜山上層的絕對年代來看，青岐遺址史前文化的年代應當也落於 4,000 至

3,000 BP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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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來看，青岐遺址的文化內涵類似於中國華南的史前印紋陶文化，由於地

質環境的因素，缺乏良好的石器石材，因此石器製作仍以打製為主。陶器的製作

技術和紋飾風格與華南印紋陶文化類似，特別是晚期幾何印紋硬陶的相似性更高。

部分紋飾如曲折紋、菱形紋、方格紋和梯格紋等與福建東部的黃瓜山文化、閩江

下游的曇石山文化及環珠江口的大灣文化都有相似性，不過與周邊地區的差異也

是存在的，例如在其他地區出現的彩陶則並未在青岐遺址中發現。下表通過青岐

遺址與中國東南沿海遺址出土石器、陶器與陶器紋飾，比較區域間之文化異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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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金門及周邊地區史前晚期遺址文化要素比較表 

地區 金

門 

福建 江蘇、

浙江、

上海 

廣東、香港 

小

金

門 

閩江下游 閩南 閩東 閩江上

游 

閩

西 

環

太

湖

、

杭

州

灣 

浙

江

南

部 

環珠江口 北部 東部 

遺址 青

岐

遺

址 

曇

石

山

遺

址 

庄

邊

山

遺

址

上

層 

仁

山

遺

址 

大

帽

山

遺

址 

蟻

山

、

墓

林

山

遺

址 

浮

山

遺

址 

黃

瓜

山

遺

址

下

層 

黃

瓜

山

遺

址

上

層 

屏

風

山

遺

址 

牛

鼻

山

遺

址

下

層 

牛

鼻

山

遺

址

上

層 

長

汀

縣

河

田

區

遺

址 

馬

橋

遺

址

第

四

層 

高

祭

台

遺

址 

寶

鏡

灣

遺

址

一

期 

寶

鏡

灣

遺

址

二

期 

寶

鏡

灣

遺

址

三

期 

大

灣

遺

址

早

期 

大

灣

遺

址

晚

期 

涌

浪

遺

址 

早

期 

涌

浪

遺

址 

晚

期 

石

峽

遺

址

中

層 

金

蘭

寺

遺

址

中

層 

佛

山

河

宕

遺

址 

 

梅

林

湖

貝

丘

遺

址 

浮

濱

墓

葬 

石

器 

石錛                            

釜鋤

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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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片

器 

                           

砥石                            

石刀                            

石鏃                            

石鑿                            

凹石                            

礪石                            

石球                            

石錘                            

砍砸

器 

                           

石戈                            

石鉞                            

石鏟                            

石矛                            

石鑽                            

石犁                            

石鐮                            

石網

墜 

                           

磨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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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孔

器 

                           

陶

類 

夾砂

陶 

                           

泥質

陶 

                           

磨光

陶 

                           

彩陶                            

硬陶                            

原始

瓷 

                           

陶

器 

缽                            

罐                            

壺                            

盤                            

豆                            

碗                            

碟                            

釜                            

簋                            

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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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                            

杯                            

尊                            

觚                            

觯                            

甑                            

甗                            

鼎                            

盉                            

缶                            

箕形

器 

                           

器蓋                            

器座                            

支腳                            

支座                            

紡輪                            

網墜                            

陶墊

子 

                           

陶條                            

爐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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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拍                            

陶

器

紋

飾 

印紋                            

條紋                            

條印

紋 

                           

曲折

紋 

                           

菱形

紋 

                           

貝殼

壓印

紋 

                           

梯格

紋 

                           

刻劃

紋 

                           

繩紋                            

突弦

紋 

                           

方格

紋 

                           

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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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 

指甲

紋 

                           

籃紋                            

附加

堆紋 

                           

篦紋                            

刺突

紋 

                           

葉脈

紋 

                           

蕉葉

紋 

                           

蓆紋                            

水波

紋 

                           

雲雷

紋 

                           

魚鳥

紋 

                           

回字

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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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印

紋 

                           

鋸齒

紋 

                           

凹弦

紋 

                           

弧線

紋 

                           

重圈

紋 

                           

圓圈

紋 

                           

編織

紋 

                           

Ｆ紋                            

硬

陶

紋

飾 

條印

紋 

                           

戳印

紋 

                           

曲折

紋 

                           

曲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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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 

梯格

紋 

                           

圓圈

紋 

                           

繩紋                            

籃紋                            

方格

紋 

                           

網格

紋 

                           

麻點

紋 

                           

葉脈

紋 

                           

刺突

紋 

                           

蕉葉

紋 

                           

柵籬

紋 

                           

蓆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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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雷

紋 

                           

附加

堆紋 

                           

刻劃

紋 

                           

篦點

紋 

                           

水波

紋 

                           

斜線

三角

紋 

                           

突弦

紋 

                           

刺點

紋 

                           

貝殼

印紋 

                           

弦紋                            

菱形

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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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鱗

紋 

                           

支字

型紋 

                           

S 紋                            

編織

紋 

                           

凸點

紋 

                           

月牙

紋 

                           

骨

器 

                            

貝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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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金門史前晚期文化的環境適應 

  4,000 至 3,000 B.P.之間的海進海退事件恰好與浦邊文化類型在金門島的出

現與立足相關。青岐遺址目前地表海拔約 3 公尺，假設 4,000 年前海平面升降為

2-3 公尺，則在海平面最高時，遺址即位於海灘，而在海平面較低時地勢則較高，

應是海灘後側的沙丘。從青岐、浦邊及后豐港地理位置來看，金門史前晚期遺址

的選址多在第一海階近海岸的濱後沙丘，這與史前早期遺址多在近海緩坡地帶的

情況有差異。不過，捕撈海洋性資源並形成貝塚的文化行為則是持續不斷，說明

不論是史前早期或晚期，海洋適應都是相當重要的文化傳統。 

  除了史前聚落位置的差異之外，浦邊類型遺址的範圍也比史前早期的復國墩

及金龜山遺址較大。從遺物堆積和出土數量來看，史前晚期遺址可能是定居型聚

落，人口規模較採集遊獵型態的史前早期遺址要大。這樣的定居聚落是否有初級

農業則是一個疑問，以氣候條件來說，金門較不適宜耕作水稻，但耕種耐旱的高

梁和小麥是可能的。此外，根莖類植物也是獲取澱粉的來源，而金門的氣候是可

以栽種這類植物的。此次在青岐遺址發現的鋤斧形器似乎暗示有掘地的工具，但

缺乏收割作物的石刀等器物則暗示了栽種根莖類植物的可能性較高。 

  一般而言，島嶼的自然資源有限，在人口壓力的情況下除了會以人口外移作

為舒緩的策略，區域間的交換物品也是可以增加資源數量的方式。青岐遺址出現

非本地石材的磨製石錛，以及來源多樣的幾何形印紋硬陶說明了交換物品在金門

史前後期的重要性。這樣的文化行為與史前早期採集遊獵群體慣用當地原料製作

權宜性工具的生活方式存在差異。 

第三節 南島語族下的金門定位 

  去年度的計畫已談論到南島語族的起源，包含中國東南沿海起源學說或東南

亞海島起源說等相關學說，Richard Shutler Jr.和 Jeffrey C. Marck（1975）首先為

南島語族的擴散初提出一個構想，並認為南島語族的擴散與園藝農作有所關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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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臺灣可能是南島語族最早的居住地（Shutler、Marck 1975）。隨後，Robert Blust

（1988）認為在 4,500 B.C.，原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分化為福爾摩沙語

（Fromosan）和馬（來）波（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而這個分化地

點就在臺灣或附近，所以臺灣應該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Blust 1988）。Bellowood

認為南島語族的祖先可能是中國東南沿海的新石器時代的農民，因為農業的發展，

造成人口的增長，需要更多的土地來從事農業，進而造成海外擴散的現象

（Bellowood 1997）。 

  至於東南亞海島起源說，則是認為南島語族的源頭在島嶼東南亞，以語言學

家 Isidore Dyen，以及考古學者 Wilhelm G. Solheim 和 William Meacham 為代表。

Dyen認為南島語族最早的擴散中心是印尼東部以及美拉尼西亞的New Guinea和

Bismarck Archipelago 一帶（Dyen 1965）。 

  Solheim 則提出南島語基本上是一個貿易語言的假說。最早在更新世時住在

菲律賓南部 Mindanao 和印尼東北 Bismark 群島一帶的居民，他們所說的語言為

「先南島語」（Pre-Austronesian）。因為更新世結束後海平面上升，使得許多陸地

變成島嶼，人們被迫增強航海的能力，以維持親族或家鄉的聯繫。大約在 5,000 

B.C.，這些說先南島語（Pre-Austronesian）的航海民族開始向菲律賓的 Mindanao、

Visayan 和呂宋島南部拓展。在 4,500 B.C.到達呂宋島北部、臺灣和華南沿海，並

發展出原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Solheim 1975,1996,2006）。 

  南島語族的擴散路徑，學者則試著透過各種不同層面來解釋，包含語言學、

物質、生物等各種方式進行研究探討。並提出南島語族的可能的起源地以及遷徙

的路徑，但仍舊莫衷一是。 

  Bellowood 透過物質的方式來解釋移動方式，Bellowood 把帶有紅色陶衣特

徵的陶器，視為南島語族向外擴張的證據。他認為這種陶器不僅出現在臺灣，在

菲律賓的遺址也有出現，可說是南島語族往臺灣、菲律賓等地逐步擴散的重要證

據（Bellowood 1987）。透過語言學來解釋擴散路徑，則是以 Blust 為代表。Bl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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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原南島語來自中國，到達臺灣後其中一支繼續向南移動，形成馬來波里尼西

亞語。並提到馬波語曾分佈到印尼中部，認為應是從臺灣沿著菲律賓傳至印尼可

能性比較大（Blust 1988）。但是，Solheim 則是對上述 Bellowood 等人的觀點提

出質疑，他反對由北往南的擴張的學說，反倒是認為南島語族的擴散是由南往北

移動，並且是透過海上交換和貿易而逐漸向外擴張。但同樣地，他也認為菲律賓

和臺灣之間是存在著互動和擴散的關係，但是由菲律賓擴散至臺灣（Solheim 

1988）。 

  上述大略敘述南島語族的起源和擴散後，接著便是透過此次調查和研究來回

答金門究竟在這當中扮演著何種地位？1952 年 Carl Sauer 提出「農業並不起源於

食物的逐漸或長期缺少」的想法，張光直先生在〈中國東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

採集文化”〉一文中進一步解釋，「富裕的食物採集民族」可能達到向農業轉變的

任務的一個理想環境，而這個農業起源地的環境需要的條件包含：植物和動物之

顯著的複雜性、淡水食物資源的森林、丘陵和山地的環境（張光直 1987）。溫暖

的氣候與富饒的動、植物環境，為這群「富裕食物採集者」奠定了良好的農業基

礎條件，其後形成採集、漁獵、初級農業並重的生業型態，此於中國東南沿海的

殼丘頭文化、曇石山下層文化、台灣大坌坑文化早期皆可見相似生活型態，形成

原南島文化（劉益昌 2019）。此後受稻作農業影響，人群逐漸轉為定居農業文化，

種植穀類作物，相應的生產工具也隨之出現－石斧、石鋤、石刀等，台灣即於大

坌坑文化晚期進入南島系人群文化，且可通過考古出土遺物見到人群移動、交流

之證據，人群在逐漸適應台灣複雜生態後，形成了台灣南島語系族群（劉益昌 

2019）。 

 張光直先生將大坌坑文化與同時期金門復國墩、福建、廣東一帶遺址相比較，

作出以下假說：「台灣的南島語族說明台灣是整個南島語族最早起源的地區的一

部分；向上推溯四、五千年所得的大坌坑文化很可能是原南島語族的代表或一部

分的代表；隔著台灣海峽的復國墩文化如果可以進一步的證明是大坌坑文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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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那麼原南島語族的老家便推上了大陸東南海岸。」（張光直 1987）。而通

過此次研究調查檢視，復國墩出土的遺物大多為漁獵和採集為主的器物，應是與

所謂的「富裕食物採集者」的生活型態相似，這批生活在復國墩的人群可能是「原」

南島語族。此外，不論是前人的研究或是此次的發掘皆並未發現農業相關的遺物，

難以判斷是否具有農業基礎。復國墩文化應屬於小型的聚落，規模不大，以漁獵

採集的生活模式足以應付生活所需。由此推斷，金門可能為「原」南島語族向外

擴散的地點或是路徑，就目前所出土的證據和材料來看，仍無法肯定金門當地是

否即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但在生活型態和使用的器物上，則與同時期的中國東南

沿海遺址相似，以採集和狩獵等方式獲取資源維生。 

  接著 6,000-4,000 B.P.之間，金門當地則未見相關的遺址或文化出現，直到距

今 4,000 年左右的浦邊遺址的出現，才得以確定金門當地是持續有人群活動。然

而，6,000-4,000 B.P.的缺環，讓復國墩文化和浦邊類型文化之間難以評估是否有

承先啟後的關係。 

  就這次調查和發掘的材料可以發現，浦邊類型與中國東南沿海的遺址與許多

的相似性，尤其是此次在青岐出土的遺物當中可見大量的直條紋和陶器型以及幾

何印紋陶等都可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可見。由此判斷，浦邊文化（尤其是青岐地

區）應與中國東南沿海遺址有著頻繁的往來或貿易，才會出現非金門當地的器物

或是原料。 

  浦邊類型的人群是否與南島語族有所關聯，可以藉由同時期在臺灣的南島語

族生活型態和器物來進行討論。首先，根據上述 Bellowood 提到農業的發展來看，

臺灣的南島語族已有初步的農業基礎且可見相關的器物，在以往浦邊文化的出土

遺物中並未出現，而此次發掘結果有見到少量農業相關器物，如鋤斧型器。 

  臺灣自大坌坑文化晚期以來，人群與外界常有往來，也具備一定的航海能力，

像是當時的人群會前往澎湖群島，採取七美島為主的玄武岩來製作石器，可說明

在定居、移動、交流和交換物品等文化行為與中國東南沿海史前晚期的發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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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年代方面，前面已提到浦邊文化的時間大約是距今 4,000-3,000 之間，而臺

灣的大坌坑晚期則是距今5,000-4,300之間，再來的繩紋紅陶文化則是4,300-3,500

之間，因此金門與臺灣的繩紋紅陶文化是否有交流的可能性，未來可將金門少量

的繩紋陶進行材料分析，以理解細繩紋陶的可能來源。 

第四節 未來研究規劃與建議 

  計畫團隊已經蒐集了金門、浙江、福建、廣東、臺灣地區的相關研究論文與

文獻，特別著重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影響，以建構未來調查的方法與策略。

文獻方面，從浙江、福建及廣東的相關遺址來看，這些遺址除了相近的年代之外，

工藝技術也是研究的重點之一。浦邊類型的陶片有著大量的條印紋等裝飾，這與

庄邊山遺址上層類型和黃瓜山遺址下層相似。在器型方面，缽型器和凹底器等亦

見於庄邊山遺址上層類型。除此之外，幾何印紋硬陶的發現也是重要的指標，閩

江下游地區發現最早的幾何印紋硬陶，出現在曇石山文化早期。在廣東東部地區，

則是以潮安縣梅林湖貝丘遺址為代表，發現最早的幾何印紋硬陶遺留。小金門青

岐遺址出土的幾何印紋陶似乎是外來的器物，從紋飾風格上尚難判定其來源，未

來可以更進一步從化學成份分析結果確認這些幾何印紋陶的來源。 

  地表調查方面，研究團隊於今年一、二月至金門（小金門）進行遺址的調查，

並在青岐遺址使用實時動態定位儀進行大範圍的地表採集。目前已將標本整理完

畢，對於重要的標本也進行繪圖和拓印等作業，利於探究其文化內涵和工藝技術，

進一步與上述的遺存進行比較和分析，期望找出彼此之間的關聯或相似性。 

  從調查的結果來看，后豐港遺址保存情況不佳，只剩青岐遺址和浦邊遺址有

部分地塊可能仍有文化層，可提供未來研究史前晚期的可能性。南山地區有較多

石器採集地點，但在地表卻未採集到史前陶片，這個特殊的現象意味著南山地區

的遺址有特殊的功能性（例如石器製作地點）或是石器利用的年代延續較晚，未

來可透過考古試掘來釐清。此外，史前早期遺址如復國墩和金龜山的保存狀況較

差，此類遺址出現的位置似乎以金門東部濱海緩坡地區為主，未來類似的地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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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仍有持續調查的必要性。 

  考古試掘方面，研究團隊今年七月底至九月初於金門（小金門）復國墩、青

岐、青嶼等三處進行試掘作業，其中出土的遺物和標本皆已整理分類，並進行拍

攝、繪圖以及拓印等作業，透過此次出土之遺物分析金門當地史前文化與中國東

南沿海之關聯性，並從遺址和出土遺物研究和分析金門於南島語族當中究竟扮演

著什麼角色。上述三節討論當中，對於金門史前文化的分析和討論皆有說明。 

  此次青岐遺址發掘面積不大，但發掘結果和地表調查資料表明青岐遺址可能

有外來的石器和陶器，未來可以更進一步探索外來器物的可能來源。此外，雖然

研究結果初步判定青岐遺址為定居型聚落，但目前尚未發現過房址，也尚未出土

過墓葬，未來希望透過更大面積的發掘，揭露相關的遺跡現象，由此探索金門史

前晚期的社會面貌。最後，青岐遺址不同文化層的貝殼堆積可以提供未來碳十四

定年的標本，定年的結果也將更進一步確認青岐遺址各文化層的年代序列。 

 根據本次調查與試掘，給予以下建議。 

一、文化資產保存： 

本計畫經地表調查多處遺址，發現許多遺址多為雜草所覆，破壞較小，部分

比較重要的遺址應明確界定遺址分布範圍，並注意民眾的土地利用行為。過去復

國墩、金龜山及浦邊遺址已經劃定遺址範圍，但青岐遺址則尚未劃定遺址範圍，

此次本計畫團隊將青岐遺址地表調查遺物分佈圖套疊在等高線地形圖上，以遺物

分佈及連續地形為參照變數，可初步劃定青岐遺址範圍（如圖 210）。文化資產主

管單位在浦邊及青岐遺址範圍內應進一步約束附近居民的耕種、建屋或道路開發

等造成遺址的破壞，如遺址地表已有進行耕作活動，可建議土地使用人翻土深度

不要超過 20 公分，避免造成遺址更多的破壞。另外，關於停耕人之補償或相關

配套措施，因根據地主及地上物之不同協商，目前沒有一致的補償標準或配套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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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青岐遺址範圍圖 

本次試掘地點有三處，復國墩遺址與青嶼遺址雖未發現史前文化層，然周遭

仍可見文化遺物之分布，而青岐遺址可見史前文化層，且出土豐富遺物，然過去

遺址因湖泊的修整以及清淤導致部分遭到破壞。有鑑於此，建議未來該地區進行

施工時仍需進行文化資產評估。依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七條規定「主管機關為監

管保護之需要，得邀請考古之學術或專業機構，對考古遺址進行研究。」於施工

前委託專業考古學者專家進行施工區域的調查評估，或於施工時委託專業考古學

者專家，按考古遺址工程監看的標準作業流程，進行施工監看。其監看執行者應

符合〈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 4、5 條，具有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

件的考古學者專家、或學術或專業機構為之。若遇重大發現，應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規定，立即通報地方文化資產主管機關金門縣政府。 

本團隊經過本次計畫調查和試掘，判斷浦邊和青岐遺址具有未來持續研究的

潛力點，青岐遺址雖然受到湖泊施工影響，已經有部分面積遭受破壞，但仍有部

分區塊保留原文化層，是重要的史前晚期考古遺址。未來可以在這兩個史前晚期



 
 

202 
 

 

遺址開展更大面積範圍的發掘，找尋更多的遺跡現象，如房址、墓葬等，進一步

瞭解史前晚期的社會形態與社會結構。 

二、出土遺物之保存與典藏：本次試掘三處，尤以青岐遺址出土豐富遺物，

包含史前夾砂陶、少量石器，及幾何印紋硬陶，另可見不少歷史時期遺物－硬陶、

瓷器。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3 條規定：「考古遺址發掘出土之遺物，應由

其發掘列冊，送交主管機關指定保管機關（構）保管。」本計畫出土遺留應交由

金門縣政府，或由主管機關指定其保管機關，保管機關應符合〈考古遺址發掘資

格條件審查辦法〉第 9 條之相關規定，確保出土遺物之安全維護和典藏管理。 

  三、考古遺址與出土遺留之展示教育：金門擁有豐富的歷史時期文化內涵，

並長期主打戰地風情特色，然經過歷年多次對於金門史前遺址的發掘，豐富了金

門地區史前人類活動的面貌，故可藉由考古出土之史前遺留舉辦展示教育，或配

合金門歷史民俗博物館，向社會大眾加強推廣金門地區史前文化。出土遺留之展

示需根據實際情況，經由主管機關同意，妥善規劃。 

  以此次調查及發掘的標本數量來說，委託單位未來可規劃小型的史前金門考

古特展，透過展版、解說牌、展櫃、出土遺物和模型來解說金門的史前早期和晚

期的文化樣貌，以及兩階段史前文化與南島語族遷徙和擴散的關係。展示藏品可

選擇出土遺物如石器和陶器，以及貝殼遺留；石器類展示標本可選擇非金門本地

石材的磨製石錛，型制較明確的花崗岩打製石鋤、石錘和刮削器；史前陶器類標

本可選擇青岐遺址第一類陶的口緣及帶有直條紋的腹片和底部，第六類幾何印紋

陶，以及其他帶有紋飾（如繩紋）的陶片。詳細展示物件編號可參考遺物清冊。

此外，貝塚照片、發掘照片、界牆剖面圖也可以作為展示資料。透過小規模展示

活動，除了可以讓金門民眾瞭解史前遺物（陶器、石器）、遺跡（貝塚）和遺址

的特徵，還可以傳遞和提升文化資產保存的意識，完善公眾考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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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遺址基本資料表 

青岐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青岐Ⅰ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3'19.2" 緯度 24°25'02.1" 

行政隸屬 金門縣烈嶼鄉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13M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南環道 

簡要描述  清遠湖旁，烈嶼鄉游泳池後側的空地。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可見密集史前和歷史遺物，以及些許現代廢棄物，陶片

數量多，可見幾何印紋硬陶。遺址的黃色土堆疑似從湖底挖

起覆蓋，發現較多浦邊類型遺物，但也有部分歷史時期。位

於遺址較西側的砂質耕地則與黃色土堆不同，無浦邊類型遺

物，多為歷史時期遺物。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狀況不佳，有部分耕地未遭破壞 

文化類型 浦邊類型。 

年代 距今 4,500-3,000 年前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硬陶 

 
幾何印紋硬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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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印紋硬陶 

 
幾何印紋硬陶 

 
陶拍 1 

 
陶拍 1 

 
陶片 

 
陶片 

 
陶拍 2 

 
陶拍 2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1.1999 年陳維鈞調查及地表採集 

2.2001 年臺閩地區考古遺址計畫調查 

3.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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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岐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青岐Ⅱ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3'29.2" 緯度 24°24'47.7" 

行政隸屬 金門縣烈嶼鄉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南環道 

簡要描述  位在南環道小時光簡餐附近農地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可見些許歷史時期遺物，部分疑似史前陶片。 

面    積 不祥 

保存狀況 地表為農耕用地，部分區塊有種植作物。 

文化類型 不祥 

年代 不祥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4 日本計畫項下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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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岐海灘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青岐海灘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3'12.8" 緯度 24°24'57.4" 

行政隸屬 金門縣烈嶼鄉 

地 理 區 沙丘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南環道 

簡要描述  抗日紀念公園往西北走進一條往海灘的小徑，海灘上方的砂

丘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界碑旁有發現貝殼，以及零星遺物，疑似浦邊類型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保存狀態良好，並無太多人為施工痕跡，地表多為雜草植被

所覆蓋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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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東林Ⅰ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4'48.3" 緯度 24°25'38.0" 

行政隸屬 金門縣烈嶼鄉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烈嶼鄉公所東南方小徑 

簡要描述  附近為農用耕地，位在九井路旁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農耕地上有一田埂，發現許多類似石器，有零星瓷器和陶片

(硬陶)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遺址附近為農用耕地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石器 

待補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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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東林Ⅱ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4'50.7" 緯度 24°25'38.0" 

行政隸屬 金門縣烈嶼鄉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九井路 

簡要描述  距便利商店東南方約 200 公尺處農地，地表有種植作物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上可見零星石器和部份硬陶碎片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目前為農用耕地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硬陶 

 
硬陶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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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貝塚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上林貝塚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3'52.4" 緯度 24°25'34.9" 

行政隸屬 金門縣烈嶼鄉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上林公車站西側約 80 公尺 

簡要描述  位於上林村民宅旁農地，其南側有一斷面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斷面上可見貝塚，共有三處較明顯集中。可見陶片，疑似史前

陶。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目前為農耕用地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夾砂陶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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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海灘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上林海灘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3'36.2" 緯度 24°25'45.3" 

行政隸屬 金門縣烈嶼鄉上林村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濱海大道 

簡要描述  走陵水湖賞鳥步道旁的橋過排水道，位於上林將軍廟旁的小沙

丘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小沙丘上有發現浦邊類型遺物以及歷史時期遺物，附近海灘(沙

丘)僅有歷史時期遺物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不佳，有多處人造建築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瓷器 

 
瓷器 

 
史前陶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30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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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西湖遺址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3'48.6" 緯度 24°26'02.9" 

行政隸屬 金門縣烈嶼鄉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南環道 

簡要描述  位於西湖水庫南側農地，遺址附近有些許雜木林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未見其他遺物，僅在水庫旁邊坡發現一個石錛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不佳，地表有整地過的痕跡，目前為廢棄農耕地 

文化類型 浦邊類型 

年代 距今 4500-3300 年前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1. 1999 陳維鈞調查 

2. 2001 陳仲玉調查 

3.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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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岐碼頭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青岐碼頭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3'49.9" 緯度 24°24'47.2" 

行政隸屬 金門縣烈嶼鄉上岐村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南環道 

簡要描述  往青岐碼頭方向與南環道交叉路口左轉約 50 公尺道路左側的農

地，地表上可見種植作物和整地痕跡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上可見密集陶片和瓷片，但大多為歷史時期遺物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遺址附近作為農用耕地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青瓷 

 
瓷器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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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遠湖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清遠湖(南側農地)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3'20.5" 緯度 24°24'52.3" 

行政隸屬 金門縣烈嶼鄉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南環道 

簡要描述  清遠湖東側靠近米谷農場溫室棚，面向湖凸出的一塊空地。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上可見密集遺物，包含浦邊類型、歷史時期和石器。據地主

所述，土地為原生層，並未遭到破壞，僅地表上有植培根莖植

物。位於耕地西側邊坡上有發現石器。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部分區域為農用耕地，地表有種植作物。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陶片 

 
史前陶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236 
 

 

 

 

  



 
 

237 
 

 

楊厝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楊厝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3'56.6" 緯度 24°25'04.3" 

行政隸屬 金門縣烈嶼鄉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八青路 

簡要描述  八青車站往南約 100 公尺，位於道路旁的農地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上有密集硬陶分布和部分瓷器，屬歷史時期，並有零星(2

片)的夾砂陶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尚可，遺址為農用耕地，小部分區域種植作物，附近區域有開

挖痕跡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瓷器 

 
硬陶 

 
陶片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38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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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邊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浦邊Ⅰ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23'18.5" 緯度 24°28'20.9"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沙鎮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蘭洋路 

簡要描述  環島北路轉蘭洋路到浦邊溝出海口附近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少量歷史遺留，緩坡上發現一處貝塚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除水泥牆和緩坡上的廢棄物堆積地以及部分整地等人為因素影響

外，其他保存狀況尚可 

文化類型 浦邊類型 

年代 距今 4,500-3,000 年前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瓷器 

 
硬陶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1. 1995 陳仲玉等試掘 

2. 1997 陳仲玉試掘 

3. 2001 本計畫調查 

4.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240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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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邊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浦邊Ⅱ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23'16.4" 緯度 24°28'23.1"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沙鎮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蘭洋路 

簡要描述  遺址位在出海口附近的海岸平原，附近有一片防風林，地表多

為植被所覆蓋。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斷面上可見大量貝殼，有零星遺物，水溝有疑似石器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保存狀況尚可，較少人為因素影響，但仍可見部份現代廢棄物

堆積 

文化類型 浦邊類型 

年代 距今 4,500-3,000 年前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硬陶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5. 1995 陳仲玉等試掘 

6. 1997 陳仲玉試掘 

7. 2001 本計畫調查 

8.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243 
 

 

 

 

  



 
 

244 
 

 

浦邊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浦邊Ⅲ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23'25.8" 緯度 24°28'23.3"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沙鎮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環島北路二段 

簡要描述  位於貝塚Ⅲ旁東西兩側的農地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上可見連續分布但細碎的歷史遺留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不良，遺址附近為農用耕地，但有明顯整地的痕跡 

文化類型 浦邊類型 

年代 距今 4,500-3,000 年前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青瓷 

 
硬陶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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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邊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浦邊貝塚Ⅰ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23'18.5" 緯度 24°28'20.9"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沙鎮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蘭洋路 

簡要描述  環島北路轉蘭洋路到浦邊溝出海口附近，緩坡上發現帶狀貝

塚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於緩坡上有少量文物遺留，可能為浦邊類型之遺物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除水泥牆及整地等人為因素影響外，其他保存狀況尚可 

文化類型 浦邊類型 

年代 距今 4,500-3,300 年前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1. 1995 陳仲玉等試掘 

2. 1997 陳仲玉試掘 

3. 2001 本計畫調查 

4.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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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邊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浦邊貝塚Ⅱ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23'21.0" 緯度 24°28'19.9"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沙鎮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蘭洋路 

簡要描述  位在浦邊Ⅰ東側旁道路之電線桿(T001TS)，面向西側發現貝塚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緩坡上可見 2 件陶片，一件距地表下 80 公分，另一件距地表下

約 60-70 公分。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緩坡上方的土地目前為農耕用地，除有整地痕跡外，保存狀況尚

可，緩坡則多為植被所覆蓋 

文化類型 浦邊類型 

年代 距今 4,500-3,300 年前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史前陶 

 
史前陶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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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邊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浦邊貝塚Ⅲ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23'24.6" 緯度 24°28'21.9"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沙鎮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蘭洋路 

簡要描述  遺址位在浦邊Ⅱ東側兩處農地之間的緩坡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長約 14 公尺，距地表下約 30 公分出現貝塚，上緣厚約 30 公

分，貝殼堆積密集，可見陶片。面向貝塚右側的貝殼較密集，左

側較稀疏，中間一小段被植被覆蓋。貝塚內有零星陶片分布。地

表下 80 公分處，發現一件缽口緣和一件陶片。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尚可，附近為農耕用地，緩坡上的遺物保存清晰可見 

文化類型 浦邊類型 

年代 距今 4,500-3,300 年前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史前陶 

 
史前陶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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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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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南山Ⅰ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7'34.6" 緯度 24°28'13.9"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寧鄉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寧湖路和慈湖路交叉路口 

簡要描述  遺址位於清泉亭北方農地，部分植被覆蓋，可見防風林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1. 地表上可見密集陶片及零星瓷器，和部分石器 

2. 對面砂地的地表可見密集遺物，參雜不同時代。地表上有擾

動痕跡，植被也有被剷平。遺物包含石器、陶片、磁片和

磚，另發現一枚銅錢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保存尚可，除部分區塊受推土機壓過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銅錢 

 
瓷器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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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南山Ⅱ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7'34.0" 緯度 24°28'16.5"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寧鄉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慈湖路三段 

簡要描述  清泉亭西北方約 150 公尺處田地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農地靠近南山林道旁有發現貝殼，樹林附近發現石器，包含疑

似石錛、石刀殘件、砥石、石鋤和一件大型的工作平台且有發

現石核，此遺址疑似石器製造場。另有發現瓷器，此地可能有

兩個不同文化層。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目前為農耕用地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瓷器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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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南山Ⅲ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7'32.5" 緯度 24°28'19.2"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寧鄉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慈湖路 

簡要描述  湖下一營區前的小徑，附近可見廢棄的火龍果園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有許多貝殼，未見任何石器，僅有其他歷史遺留，包含

磚、陶。遺物分布面積小且零星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保存狀況尚可，有整地痕跡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陶片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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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南山Ⅳ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7'47.6" 緯度 24°28'27.3"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寧鄉 

地 理 區 沙地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南山林道旁不知名小徑 

簡要描述  湖下一營區往南山聚落間的田地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可見密集歷史時期遺物，以及些許石器，部分為殘件。以

道路為中心，西北方向農地則不見石器。地表有整地過的痕

跡，但無種植作物。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目前為休耕農用地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陶片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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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南山Ⅴ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4'50.7" 緯度 24°25'38.0"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寧鄉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南山林道旁不知名小徑 

簡要描述  往南山聚落的小徑旁農地，旁邊有一處民宅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環境與南山Ⅳ相似，但僅有發現 2 件石器。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目前為休耕農用地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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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 南山貝塚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4'50.7" 緯度 24°25'38.0"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寧鄉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南山林道旁不知名小徑 

簡要描述  位在南山Ⅴ遺址的道路東側，可見明顯之斷面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道路旁農地發現一斷面，可見貝塚。貝塚上可見歷史時期遺

物，但未見史前遺物。其西北側農地有發現一件大型石鋤。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目前為休耕農用地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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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山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洋山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23'49.5" 緯度 24°29'27.9"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沙鎮 

地 理 區 紅土台地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洋山風獅爺往南小徑 

簡要描述  洋山風獅爺往 200 多公尺處右側一處緩坡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紅土台地斷面上可見大量貝殼和歷史遺物，少量疑似石器和夾砂

陶，紅土邊緣有混雜黃土，可能有不同時期遺物混雜。台地往下

145 公分有發現一件圈足，往下 160 公分處發現一件圈足和一件

疑似石鋤，往下 200 公分則發現一件圈足(疑似匣缽)。 

面    積 不詳 

保存狀況 有人為堆土與開闢行為，但保存狀況尚可 

文化類型 不詳 

年代 不詳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硬陶 

 
瓷器 

 
青瓷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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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簡史 

2021 年 1 月 23 號本計畫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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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頭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水頭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7'32.2" 緯度 24°24'13.4"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城鎮金水里 

地 理 區 紅土台地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西海路。 

簡要描述  遺址位於水頭聚落西南方 1.2 公里之農地。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可見大量貝殼，密集硬陶和瓷片，以及部分疑似史前陶。 

面    積 不祥 

保存狀況 大部分為農用地，部分區域有種植農作物。 

文化類型 不祥 

年代 不祥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硬陶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1.  2020 年 9 月 24 日本計畫項下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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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北山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8'47.9" 緯度 24°29'19.3"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寧鄉古寧村 

地 理 區 紅土台地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南山路。 

簡要描述  位於北山播音牆旁的農地。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可見硬陶和瓷片。 

面    積 不祥 

保存狀況 大部分為農用地，部分區域有種植農作物。 

文化類型 不祥 

年代 不祥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瓷器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1.  2020 年 9 月 24 日本計畫項下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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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崗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古崗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9'03.1" 緯度 24°23'37.5"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城鎮古城里 

地 理 區 海岸平原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環島南路。 

簡要描述  遺址位於古崗湖東南方 50 公尺之農地。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有大量密集硬陶和瓷片。 

面    積 不祥 

保存狀況 大部分為農用地。 

文化類型 不祥 

年代 不祥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瓷器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1.  2020 年 9 月 23 日本計畫項下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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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宅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后宅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23'37.4" 緯度 24°29'01.5"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沙鎮浦山里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蘭洋路。 

簡要描述  蘭洋路往鶯山廟方向約 200 公尺處。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可見密集貝殼，有硬陶和少量瓷片。 

面    積 不祥 

保存狀況 大部分為農用地。 

文化類型 不祥 

年代 不祥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硬陶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1.  2020 年 9 月 22 日本計畫項下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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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厝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歐厝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9'49.0" 緯度 24°24'20.4"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城鎮珠沙里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金山路。 

簡要描述  遺址位於五顯廟約 50 公尺的西北方空地。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可見大量磚瓦。 

面    積 不祥 

保存狀況 目前為廢棄用空地。 

文化類型 不祥 

年代 不祥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磚瓦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1.  2020 年 9 月 24 日本計畫項下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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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洋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蘭洋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23'09.1" 緯度 24°28'00.8"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沙鎮何斗里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蘭洋路。 

簡要描述  遺址位於蘭洋路與環島北路三段交叉口附近農地。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可見硬陶和瓷片，以及部分疑似史前陶。 

面    積 不祥 

保存狀況 大部分為農用地，部分區域有種植農作物。 

文化類型 不祥 

年代 不祥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硬陶、瓷器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1.  2020 年 9 月 21 日本計畫項下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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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山遺址基本資料表 

考古遺址名稱：鶯山 

地理環境 

經 緯 度 經度 118°18'47.9" 緯度 24°29'19.3" 

行政隸屬 金門縣金沙鎮浦山里 

地 理 區  

海拔高度  

所屬水系  

相關道路 蘭洋路。 

簡要描述  距鶯山廟約 100 公尺的東北方農地。 

遺址狀況 

遺物分布 地表可見密集貝殼，以及大量硬陶和瓷片。 

面    積 不祥 

保存狀況 大部分為農用地，部分區域有種植農作物。 

文化類型 不祥 

年代 不祥 

遺物類別 

文化遺物 □石器 □陶器 ■瓷器 □骨器 □貝器 □其他 

 

瓷器 

建議事項 

研究簡史 

1.  2020 年 9 月 22 日本計畫項下調查發現。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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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青岐遺址地表採集遺物清單 

青岐遺址地表採集遺物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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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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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附錄三：審查意見回覆表 

109 年度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業務單位(保育研究

課)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本次期中報告書錯別字、

贅字詞及部分內文有誤，

請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與

調整。 

建議統一報告書前後對於

探坑單位之表示方式。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與

調整。 

金門史前遺址包含烈嶼的

幾處遺址及地點，並依據

碳十四定年顯示距今約

6,800-6,620 年，是否可與

復國墩及金龜山遺址下層

概分於同一文化時期?是

否宜納入本年度針對金門

史前文化前期的討論共同

考慮及分析? 

根據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

查報告，烈嶼史前考古遺

址（青岐、西湖、後頭）

其年代都在 4,500 年前之

後，並非 6,800-6,620 年

前，因此將會納入第二年

度的計畫中比較分析。 

由於南島語族涉及的是特

定的史前人群，而生計模

式指涉的是文化適應的方

式，例如出土文物顯示出

漁獵文化不一定就代表有

航海文化或是屬於南島語

族文化的一部份，則如何

指稱各出土文化與南島語

族的相關性?進而梳理此

特定的史前人群是如何形

成與擴張的脈絡?並進一

步將金門地區的史前時期

置入此脈絡中進行討論? 

張光直先生曾經從語言學

的證據推測古南島語族群

的生存環境應該是熱帶靠

海的採集狩獵族群。本計

畫以此一推論為基礎，進

而連結古南島語族群的生

計模式和物質文化。 

請問進行地表調查是否有

較明確的期程及規劃? 

預計 109 年度 7-8 月間進

行地表調查。 

若有發掘必要，請注意文

化資產保存主管機關對於

謝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

將會依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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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程序及辦法之相關法

令，依規定辦理之。 

建議受託單位聚焦本案主

旨，針對金門史前文化的

發展，對照其他地區史前

文化就現今的理解，梳理

出金門地區史前文化在整

體南島語族形成與擴張中

所扮演的腳色及其時間順

序，並探討及比較金門地

區史前文化在南島語族形

成與擴張脈絡中的特殊性

或普世價值。 

謝謝委員意見，相關論述

將在期末報告總結部分詳

細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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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業務單位(保育研究

課)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請受託單位補充摘要，並

協助提出未來建議辦理事

項，供本處短中長程保育

研究計畫或經營管理業務

之參考。 

謝謝委員意見，已補充

摘要。 

「民族」這個詞彙在語言

學上有較多歧義，本計畫

探討對象為共同使用南島

語系的族群，其指涉較為

廣泛，建議計畫內文統一

使用「南島語族」或「南

島族群」進行論述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與調整。 

報告書 p.35~p.39 對於南島

語族起源說之論述，本計

畫認為從南島語族的居住

地或生活文化談起，提出

「對其附近為森林覆蓋的

丘陵，充滿沼澤地平原和

淡水湖各種地形面貌中非

常富裕的自然界動植資源

加以廣泛利用」的生活模

式可說是「原」南島語族

的雛型；然而現今南島語

族實際上生活在眾多海島

之上，且其最大文化特徵

為「海洋適應文化」，則如

何驗證在此假說之下，所

發生的文化轉變並發展出

南島語族的脈絡仍缺乏實

質證據。金門位於本計畫

論述依循之假說(中國東南

沿海史前族群為南島語族

之起源)所提出「原」南島

語族遷徙路徑上，則金門

謝謝委員意見，相關的

論述將會於第二年度的

報告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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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之史前文化發展對於

南島語族之形成與擴張有

什麼樣的代表意義？是否

可進一步為南島語族起源

自中國東南沿海提供證

據？ 

報告書 p.41~ p.88，請依國

立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

等單位規定，於報告內註

明標本/資料典藏單位。另

依內政部營建署委託計畫

相關規定，本案成果報告

須公開上傳本處官網，請

受託單位依標本/資料提供

單位之相關規定申請使

用。 

謝謝委員意見，已再次

跟相關單位進行確認，

相關申請已核准。 

報告書第五章(p.91~106)為

期中報告所整理出略述中

國沿海地區史前遺址的相

關概況及發現，請受託單

位補述更細緻的比對及分

析，說明本案報告所選列

各遺址出土文物及文化，

與金門地區史前文化有何

相似或相異，其關聯性如

何。 

謝謝委員意見，這部分

於期末會議中已回覆，

詳細的比對和分析會於

第二年度的報告中呈

現。 

有關第二年度工作規畫(報

告書 p.107~108)，請依期中

審查意見回復，將烈嶼史

前考古遺址納入比較分

析。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與調整。 

有關附錄四所做各遺址基

本資料表(p.141~192)，如

有具文化遺址潛力者，建

議受託單位加以歸納整

理，本計畫結案後將可提

供文化主管機關參酌辦理

謝謝委員意見，研究團

隊將會於計畫結案後提

出相關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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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調查研究計畫。 

p.193 範圍描述請標示地段

地號，並說明土地所有人

為公/私有之情形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與調整。 

p.194 試掘範圍示意圖難以

辨識，請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與調整。 

如有涉及個資法，成果報

告書請進行模糊化處理。 

謝謝委員意見，研究團

隊將會依相關法令辦

理。 

復國墩遺址範圍非位於本

處園區，另青嶼遺址所選

試掘地點為私有土地，受

託單位應取得土地所有人

同意書後，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定程序辦理試掘申請

後再行作業。為妥善回應

土地所有人可能之疑義，

有關土地所有人同意書之

取得，建議由受託單位向

土地所有人主動說明試掘

計畫，本處同仁視情況陪

同與會 

謝謝委員意見，目前研

究團隊仍在處理土地相

關事宜。 

建議章節名稱延續改為

「附錄五」。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與調整。 

另，依據《考古遺址發掘

資格條件審查辦法》，考古

遺址發掘前之試掘應經審

議會審議及主管機關核

准；依據該辦法第 6 條，

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發掘

計畫書、土地所有人、使

用人或管理人之同意書及

符合前二條所定之資格證

明文件，向主管機關提

出。本計畫擬試掘青嶼及

復國墩，請依該辦法第 7

條所定內容做成發掘計畫

謝謝委員意見，研究團

隊將會依相關法令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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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經本處同意後，賡續

依程序向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 

前項發掘(試掘)計畫書，請

確依該辦法所訂申請時

效、相關人員資格限制、

發掘品質及出土遺物安全

維護、未來成果報告相關

規定辦理。 

謝謝委員意見，研究團

隊將會依相關法令辦

理。 

本次期末報告書原則符合

本案邀標書所訂工作項

目，辦理以新石器早期遺

址如復國墩、金龜山等遺

址之調查及爬梳中國東南

沿海浙江南部至廣東珠江

三角洲區域近年來的考古

學術研究，建議本案加強

比較金門及上述區域的考

古發現，並補充摘要、未

來建議事項、提出試掘計

畫書以及完成標本資料典

藏單位標註等內容，送交

修正版報告書後予以通過 

謝謝委員意見，建議的

事項除加強比較金門及

上述區域的考古發現，

將於第二年度的報告中

呈現外，其餘部分皆已

修正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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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期初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業務單位(保育研究課)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有關向文化資產保存法

主管機關申請考古試掘

之工作項目，請考量挖

掘與後續資料處理分析

等工作所需時間，補充

訂定期程規劃，並說明

最晚應取得主管機關審

議通過之期限；並建議

屆時就通過與否之後續

工作規劃辦理工作會議

說明進度。 

最晚取得主管機關審議

通過之期限，以 7 月 31

日為最後期限。因試掘

之後仍有相關標本需整

理和拍攝，如無法於最

後期限內取得試掘許

可，將會影響報告撰寫

的進度。如通過試掘，

工作規劃則如同報告書

中所述。但若未通過試

掘，研究團隊會以地表

調查或重新梳理已出土

之標本為主。 

本計畫年度工作規劃建

議分就「有試掘」與

「未試掘」說明工作項

目將如何調整因應，以

及預期成果及經費預算

運用之差異。 

本計畫規劃執行之工作

內容除試掘外，尚有地

表調查、梳理過去出土

標本及文獻整理工作。

未來會在這三大工作項

目中調整及平衡經費及

時間。 

 

就「有試掘」的情況

下，規劃於復國墩、青

嶼兩處遺址進行試掘，

相關的工作項目和經費

運用如計畫書所述。上

述的兩個遺址為新石器

時代早期遺址，但受限

於土地同意書的取得，

延至今年才進行申請作

業。另外本年度預計於

青岐遺址進行試掘的工

作，此處遺址屬於新石

器時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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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試掘」的情況

下，會著重於地表調

查，將原先規劃用於試

掘的人力和經費挪至地

表調查使用，做更大面

積、更小尺度的調查。

此外，還將調整人力，

增加文獻收集梳理及過

去出土標本整理的時

間。地表調查於第一年

度已執行復國墩、金龜

山、青嶼等遺址進行調

查(詳見去年度成果報告

書)。今年度已前往青

岐、浦邊、南山等相關

遺址進行調查，遺址等

相關資訊將會於日後報

告中呈現。 

 

計畫預算表已整體考慮

三大項工作內容，並考

量發掘工作之不確定

性，並非僅有發掘工作

經費，因此難以就有無

試掘」精確估算差異。

(詳見頁19、20。) 

本計畫為 2 年期研究計

畫，第一年以新石器時

代早期遺址為主、第二

年以新石器時代晚期遺

址為主，請受託單位仍

應注意調查研究重心以

符合本案邀標工作項

目。 

謝謝委員意見。研究團

隊目前已著手規劃新石

器晚期遺址調查的相關

事宜，未來將在報告中

呈現相關成果。 

本年度建議強化金門與

中國東南沿海浙江南部

謝謝委員意見。未來將

在報告中補述相關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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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廣東珠江三角洲區域

近年考古學研究及其文

化內涵之比較，以詮釋

金門在南島語族形成前

後文化發展的意義。 

析與架構。 

 

本案工作計畫書同意修

正後通過。 

謝謝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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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業務單位(保育研究課)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本案標本及文獻資料龐雜，

感謝受託單位之整理與爬

梳。 

感謝委員的意見。 

報告書 p.12 表 4，根據報告

書 p.48 相關文獻及標本複

查，浦邊類型的年代是否應

修正為 4,500-3,000 B.P.？代

表遺址並應加入青岐？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完畢。 

報告書 p.50 段落中說明見

圖 36，似乎無對應之圖表，

請檢視後修正。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完畢。 

在本案計畫背景及了解中，

整理了各家學者有關於金

門史前史與周邊文化的類

同關係文化內涵之討論(報

告書 p.11-p.13)，可否經由本

次計畫調查及研究，進一步

與過去學者所提出的各種

假說進行印證與討論？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於

過去研究對於金門史前

史與周邊文化發展所提

出的三大系統，本案將

於計畫結案時進行完整

的評論與敘述。 

本案前一年度結論及未來

計畫曾提及，金門地區考古

的調查與發掘工作應該著

重在探索 6000～4000 B.P.

的缺環，才能更清晰的釐清

金門與中國東南沿海及臺

灣大坌坑文化之間的關係，

以及南島語族在擴散階段

中，金門的史前人群扮演什

麼樣的角色。從計畫執行至

今一年半的地表調查所採

集之標本與分析來看，似乎

仍無法觸及並說明此斷代，

請問接下來的計畫或未來

如何著手以進一步推展相

感謝委員建議，多年來

有許多人嘗試以不同的

研究方法試圖處理金門

史前史前期與後期之間

的斷代，但至今還找不

到證據如何解釋，我們

也希望這次的計畫試掘

成果能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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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研究？ 

從金門古環境變遷一節

(p.23-p.28) 之討論，距今

7000 年前與距今 4000 年前

各有一波海進事件，差不多

也能對應到金門地區史前

文化前期與後期兩個文化

層之時間，是否有可能說明

了史前人類因海進事件壓

迫陸地生活空間而航海至

金門，當海退事件露出較多

陸地，史前人類開始發展出

陸地定居的生活而不須再

到金門島來？或是往較低

地的平緩處發展農耕生活，

而低地現今也是人類高度

生活空間因此已經破壞了

史前文化遺留？直至 4000

年前再一次海進事件，發展

出農耕定居的史前人類往

高地丘陵移動。前述兩種情

形則始終無法在金門地區

獲得該斷代之考古資料，在

中國東南沿海或臺灣是否

有相關考古研究成果得以

補齊金門史前文化史的這

塊缺環呢？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海

進海退對史前金門史前

聚落的影響，從目前觀

察到的現象來看，新石

器早期復國墩文化跟新

石器晚期浦邊類型遺址

的地理位置和生態區位

確實不一樣。期中報告

之後將從兩個文化類型

的器物組合進行更進一

步分析，並會在期末報

告中呈現。 

從金門發現的陶器紋飾，可

以如何推論金門地區與中

國東南沿海各地史前文化

是平行發展或是有方向性

的傳播？ 

感謝委員建議，從金門

目前已知的史前文化年

代來看，金門史前文化

的前期因年代較早，有

可能是某些文化的起

源；但後期的部分應該

不是起源，由本次調查

採集的標本也發現越來

越多的豐富紋飾，推論

上較有可能是由中國東



 
 

308 
 

 

南沿海移民而來。中國

地區的考古研究目前推

論有三個農業文化的可

能來源，其中一個認為

農業起源於長江三角洲

的浙江地區，後沿著中

國東南沿海南下擴張，

金門地區史前文化的後

期可能即是在此波擴張

中的移民。 

依據本案工作計畫書甘特

圖，挖掘相關工作事項原訂

7 月至 9 月間辦理，未來即

使疫情趨緩也可能面臨人

力調度問題，請受託單位評

估挖掘、標本整理、紀錄、

討論及分析所需時間，預留

相關人力。如本案無法如期

辦理發掘工作，請受託單位

提前評估並提請依工作項

目減價，或提出具體規劃工

作與時程以申請保留預算

至明年執行。 

感謝委員建議，由於本

次試掘將需要 7-8 位同

仁於現場工作，為盡量

避免群聚，目前仍傾向

三級警戒解封後再前往

金門挖掘，如時間壓縮，

將以人力增加來克服問

題。與此同時，本案調查

團隊仍將持續整理前幾

次地表調查所攜回之標

本，務求計畫順利進行。 

希望受託單位在下半年的

比較分析研究，加強分析地

表調查相關採集標本所隱

含的文化內涵，以及中國東

南沿海相關考古研究成果

對於金門史前文化發展的

意義為何？並針對以下兩

點計畫目標有更清晰具體

的論述： 

I.金門地區史前文化在南島

語族形成與擴張所扮演之

角色及及其脈絡。 

II.可如何看待金門地區在

中國東南沿海考古文化的

感謝委員建議，目前學

界普遍共識，南島語族

形成的關鍵為農業社會

之形成，而分析農業社

會形成之前的人群從哪

裡來、有什麼特性，可能

就可以推論南島語族最

開始的起源。就目前所

知，金門地區在距今

4,500 年前應該可以確

認尚無農業型態的社

會，希望本次透過青岐

試掘的工作，可找到更

明確的證據證明金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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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性及其意義。 前時期的後期已有農業

定居的社會型態。 

本案原則符合契約進度，

建議修正後通過。 

感謝委員的意見。 

許忠信主任(烈嶼區管

理站) 

有關青岐遺址，經查該處為

清遠湖清淤浚深工程自湖

體挖掘廢土於湖邊填置，不

知是否可能影響標本採集

判讀？此訊息提供研究單

位參考。 

感謝委員建議，清淤等

工程對於現場地形的影

響總是不可避免，透過

清淤前後的地形圖比

對，盡量還原原始狀況；

另本次預計試掘的地點

已選擇現況評估未受工

程影響的高處農地。 

陳玉成課長(企劃經理

課) 

本案題旨為「金門地區史

前文化發展及南島民族形

成與擴張」，提醒受託單位

應加強有關南島相關研究

與論述。 

感謝委員建議。 

鄭瑞昌處長 請教受託單位，工程、農

耕等行為是否對出土標本

資料的判讀造成影響？要

如何面對與克服這樣的問

題？ 

感謝委員建議，這些因

素總是不可避免，僅能

透過比對相關研究資料

或是尋找附近未受影響

之地點進行試掘。 

為避免破壞並保存重要考

古文化資產，有關於本處

未來在工程執行上是否有

可參考之注意事項或原

則？ 

感謝委員建議，文化資

產保存法及國家公園法

都是可以從法規執行上

保護重要遺址不受工程

開發破壞的重要法令，

本團隊可整理相關規範

後，於期末報告納入建

議事項供參。 

請受託單位持續注意疫情

發展對本案執行進度之影

響。 

感謝委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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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業務單位(保育研究課)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有關本案試掘成果，經電

詢文化主管機關，請執行

團隊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下稱文資法)》第 51 條第

2 項及《考古遺址發掘資格

條件審查辦法》第 10 條相

關規定，「於發掘結束一年

內，將出土遺物造具清冊

及原始發掘紀錄影本報主

管機關；並於發掘結束三

年內，完成發掘報告，公

開發表，並報主管機關備

查。」 

感謝委員的意見，研究

團隊將會依相關法令辦

理。 

另依《文資法》第 53 條規

定，考古遺址發掘出土之遺

物，應由發掘者列冊送交主

管機關指定保管機關(構)保

管，為避免多次點交移動造

成缺漏或損傷，建議由本案

執行團隊逕為列冊提送主

管機關，本處併同出席確認

完成點交作業。 

感謝委員的意見，研究

團隊將會依相關法令辦

理。 

報告書第 7 頁，內文述及

「2006 年後迄今，金門地區

即未進行史前考古遺址調

查與發掘工作，僅有后豐港

遺址的搶救發掘(朱正宜等

2013)以及少量環境影響評

估的調查(顏廷伃 2017)。」

與報告書第 29 頁，陳維鈞

先生曾於 2010 年接受金門

縣文化局委託「金門縣浦邊

遺址文化的內涵暨範圍研

究計畫」進行調查及試掘工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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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似乎有所矛盾。建議受

託單位重新檢視歷史文獻

相關內容，並確認表 1 歷次

金門考古調查工作及文物

存放地點之整理是否完整，

該表本處將轉知地方文化

主管機關金門縣文化局供

參。 

報告書第 14 頁，遺址調查

及探坑試掘，建議將本計畫

已執行之地區整理列出，並

可將圖 25、圖 89、圖 106、

圖 121 等，整理歸納於本節

呈現；另前述 4 圖於圖目錄

命名不完整，請修正。 

感謝委員建議，上述圖

檔皆搭配文字敘述以利

對照，如整理至第一章，

則會導致後續章節仍會

重複出現，故不另作更

動。此外，圖目錄命名不

完整的地方已修正。 

報告書第 25 頁，標題一，

「金」龜山缺漏字請修

正。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完畢。 

報告書第 71 頁內文所述浦

邊地表調查地點與第 74 頁

圖 89 無法完全對應，建議

檢視修訂。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完畢。 

洋山、后宅、蘭洋及鶯山遺

址鄰近浦邊地區，且皆標示

於圖 89，建議下方論述內文

可調整至浦邊遺址前後，以

利圖文對照；同理，北山遺

址建議調整至南山遺址前

後。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完畢。 

圖 89 標示有瓊林、圖 121

標示有下埔下，惟未見此二

地點之文字說明，建請執行

團隊再檢視確認。 

感謝委員建議，此二處

地點明確為歷史時期，

且範圍並不明確，故僅

標記而已，已修正圖 89、

121。 

報告書第 87 及 103 頁，圖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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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及圖 140 發掘坑位標示

不明顯，建議調整修正。 

完畢。 

報告書第 92 頁表 7，第一

類陶與第二類陶的差異為

何？建議說明。 

感謝委員的意見，僅唯

一件陶片夾砂顆粒略

粗，器表呈紅褐色、陶

胎未燒黑，然礦物顆粒

組成與其他陶片相似，

改歸為同一類，故將原

表 7 刪除。 

以下表格內出土遺物之數

量、百分比等計算有誤，請

檢視修正：報告書第 93 頁

表 8，報告書第 99 頁表 9、

報告書第 126 頁表 14。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完畢。 

報告書第 137 頁，硬陶共

61 件，但 12 件上釉與 55

件素燒或無法辨別總計有

67 件，建請檢視是否誤

繕？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完畢。 

報告書第 139 頁，近現代

遺物一節，建議參照上面

章節將內容物列出數量及

比例表；另該處是否缺漏

生態遺留一節？ 

感謝委員建議，近現代

遺物已於內文敘述，且

近現代遺物皆歸屬同一

類，無須再另外製造表

格比對。青嶼遺址並未

發現生態遺留，故無該

節。 

第七章第一節，金門文化

內涵及周邊區域的比較是

否也應納入臺灣？此外，

由報告書 177 至 186 頁的

列表比較，可以看到青岐

遺址的遺物在類型、器

型、紋飾等方面，跟中國

華南地區的考古文化或多

或少都有相似性，那麼在

比較時，是否有較為優先

文化代表性的特徵？若是

感謝委員建議，已在第

六章第四節補充相關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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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臺灣或東南亞等南島語

族的考古遺址遺物也納入

列表比較，其結果是否能

佐以說明文化移動的脈

絡？ 

報告書第 187 頁論及

「……青岐遺址出現非本

地石材的磨製石錛……」

但報告書第 126 至 129 頁

有關青岐遺址出土石質遺

物之說明，其成分皆為花

崗岩、片麻岩、石英砂岩

等金門當地石材為原料；

僅報告書第 52 頁在第二次

地表調查發現一件「不似

金門當地常見石材之磨製

石錛」，是否足以作為報告

書 190 頁「……由此判

斷，浦邊文化(尤其是青岐

地區)應與中國東南沿海遺

址有著頻繁的往或貿易，

才會出現非金門當地的器

物或是原料。」之論證？

此外，執行團隊針對該石

錛之分析和比對，可否說

明其成分屬於何種岩石？ 

感謝委員建議，除了採

集到研判非金門石材製

成之石錛，還有部分採

集陶片非金門典型的幾

何印紋硬陶，作為推論

之證據。在報告書第

186 頁提到「就這次調

查和發掘的材料可以發

現，浦邊類型與中國東

南沿海的遺址與許多的

相似性，尤其是此次在

青岐出土的遺物當中可

見大量的直條紋和陶器

型以及幾何印紋陶等都

可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

可見。由此判斷，浦邊

文化（尤其是青岐地

區）應與中國東南沿海

遺址有著頻繁的往或貿

易，才會出現非金門當

地的器物或是原料。」

至於石錛之分析和比對

已於報告內容有敘述，

石材則受限時間影響，

無法進一步進行科學分

析。 

報告書第 189 頁，為何張

光直先生提出的「富裕食

物採集者」可視為南島語

族的原始型態？此型態的

史前人類生活方式，與南

島語族的關聯性及其脈絡

感謝委員建議，已補充

相關敘述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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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建議進一步說明。 

報告書第 191 頁，實時動

態「定」位儀、「已」整理

分類，錯別字請修正。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完畢。 

建議在討論與建議一章，

補充說明地表調查之綜合

結果，以說明各遺址在本

次計畫論述的價值，並提

出具有進一步開展考古計

畫之遺址潛力點。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第

七章第四節補充相關說

明，詳見頁 200。 

有關金門史前文化前期與

本案報告所選列各遺址出

土文物與文化的比較與分

析，第一年度期末審查回

應意見將於第二年度呈現

於報告。請於本次成果補

充說明金門整體史前文化

與周邊地區考古文化進行

比對所梳理之整體發展脈

絡。 

謝謝委員意見，各遺址

出土文物與文化的比較

與分析，詳見第七章第

一節的表格，可看出各

遺址之間的差異性。 

摘要第四段建議事項，建

議修正為報告書第 190 至

191 頁的內容。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完畢。 

企劃經理課(陳玉成課

長) 

 

有關摘要建議事項的立即

可行建議：受託單位提出

為保護地表調查遺址避免

遭受破壞，可建議土地使

用人停止耕作之建議事

項，可否請受託單位提供

明確的點位及範圍？並建

議說明對停耕人可提供哪

些補償措施或相關配套作

為？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第

七章第四節補充相關說

明，詳見頁 200。 

有關摘要建議事項的中長

期建議：如需指定或登錄

具有潛力的史前遺址，建

請團隊提供明確的點位及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第

七章第四節補充相關說

明，詳見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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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本處方可轉送文化

主管機關依法辦理。 

鄭處長瑞昌 未來本處辦理環境教育等

活動，可研議納入相關主

題。 

謝謝委員意見。 

有關本次計畫調查所得遺

物標本，請本處同仁考量

未來是否有展示需求，再

與本案團隊討論標本典藏

相關事宜。 

謝謝委員意見。 

建議受託單位以適當主題

撰寫新聞稿，適時發布及

推廣相關研究成果。 

謝謝委員意見。 

本案報告書原則通過，請

參考出席人員意見修正提

送結案報告。 

謝謝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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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遺址發掘許可 

 

  



 
 

317 
 

 

 

  



 
 

318 
 

 

 

  



 
 

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