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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現在臺灣的族群，我們一般都會用來到臺灣的先後，分成：新住民、1945
年後遷臺外省族群、客家人、閩南人與原住民。不過，你有沒有想過，在原住民之前，臺灣還有過哪些族群呢？

在〈臺南。襲來──平原出現啦！塊陶啊！〉一文中，我們說過，大約距今 5500
年前，臺南地區出現第一批定居的人類！他們是誰？他們跟我們現代可以看見的族群又有什麼連結？

臺南史前故事的開始：大坌坑文化
過去，臺南的「左鎮人」一直被認為是臺灣最早的人，但是 2015
出現了大翻盤的測定結果，發現其實「左鎮人」只有 3000 年左右的歷史！（左鎮人
OS：討厭，以前都把人家說老了）那麼，到底臺南最早的人是誰呢？

目前，臺南發現最早的人類活動足跡，出現在歸仁的八甲遺址。這裡遺留有史前陶器破片、石器和貝殼堆，以貝殼進
行年代測定後發現，大概是距今 5500 年的史前人類留下的痕跡。不過，從八甲遺址中發現出的繩紋陶並非只此一家
，同一時期全島簡直遍地開花、大家都做一樣的花樣。所以，可以將八甲遺址歸類於「大坌坑文化」（以新北市八里
大坌坑遺址命名）。

八甲遺址的人們什麼時候離開、去往何處沒有人知道，下一個被發現有人類活動的時期大約距今約 4800~4200 年，
以臺南科學園區出土的遺址為代表。他們的垃圾坑中發現了許多稻米、小米等植物的種子，還有許多獸骨像是豬、鹿
等，甚至是海洋生物的如魚、貝類等遺骨，顯示該地區有相當發達的穀物農業以外，也同時進行狩獵、漁撈、採集，
這些都是當時人定居濱海的聚落特徵。

除此之外，他們還擁有很狂的磨製的斧鋤形器、錛鑿形器！這聽起來不怎麼厲害，但這些材料可能是來自澎湖的「橄
欖石玄武岩」跟來自東部的「玄武岩質安山岩」、「玉」，由此可見，臺南地區已和其他地方的人們有頻繁的交流互
動，甚至能與澎湖進行跨海交易（運費划算嗎？）除了吃的、用的工具之外，這裡還有發現用魚骨、貝殼做成的美麗
的飾品，這可是 4000 多年前臺灣美學的表現之一呢！

繼承了海洋性格的牛稠子文化
大坌坑文化之後，是距今 4200 年前出現的「牛稠子文化」，一直延續到 3300 年前。牛稠子文化與大坌坑最大的不
同在於，陶容器外表所施加的繩紋紋飾較為細緻，並且開始製作具裝飾性的陶質手環。

細緻的繩紋是牛稠子文化陶罐特色之一。（圖片來源：《牛稠子遺址範圍、內涵調查研究及文化資產價值評估計畫成
果報告》， 頁 474。）
牛稠子文化早期的人們延續了大坌坑文化的海洋性格，出現了大量的石網墜（綁在網子下面讓網子下沉的石頭）說明
了對漁撈的重視，此外，農業及狩獵活動也同時進行著，以維持豐盛的餐食。不過隨著時間演進可以發現，出土遺留
中狩獵工具（如石製的箭鏃）及海洋資源所佔的比例逐漸減少，顯示他們的生產活動可能逐漸以發展農業為主。

值得一提的是，此時開始出現大型陶罐作為嬰幼兒埋葬的葬具。這種陶罐的底部會被打破，將嬰幼兒遺體放入後，底
部以另一件陶罐或陶圈足扣上，埋葬時與成人墓葬方向相同，罐口朝南，成人墓葬大部分為頭向朝南仰躺的姿勢。而
從埋葬的行為中，我們可以了解當時人們對死亡的想法、對死者的態度，甚至有時整個社會的結構與階級制度都反映
在墓葬中，因此墓葬可以說是透露許多史前故事的重要資料！

顏色喜好的轉變：大湖文化
在 3300 年前到 1800
年前這段時間，出現了對陶器顏色改變的文化，原本是紅色的陶器轉變為黑色陶器為主，這就是「大湖文化」。

大湖文化的陶器在燒製過程中，會將受熱到一定程度的陶器覆蓋起來，與外界空氣隔絕，製造缺氧悶燒的環境，陶土
中氧化鐵成分會被抽離出氧氣以幫助燃燒，留下來的只剩灰黑色的鐵，因此陶器會呈現與一般燒陶方式迥異的灰黑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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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大湖文化石器數量減少，最具有特色的是採用砂岩打磨拋光製成的「巴圖」形石器，可能是作為掘土的農具
使用，其他還有不同材質製作的石刀（收穫用農具）、石錛（木工用具）、箭鏃（武器／獵具），都經過仔細磨製而
成，幾乎沒有留下粗糙的打製痕跡。

除了陶器顏色的轉變，以及石器製作更加精緻外，埋葬行為也有了明顯變化。成人墓葬方向變成為頭向朝北，遺體俯
臥向下的「俯身葬」為主，部分死者臉部會被覆蓋石頭或陶片，稱為「覆臉石／陶」。嬰幼兒墓葬則與稍早時期一樣
，使用陶容器作為葬具的甕棺葬。

呈現灰黑色的陶器是大湖文化的特徵之一。（圖片來源：臺南考古中心隆田展示室拍攝）
史前時代的臺南，以農作、磨製石器聞名的新石器時代，從大坌坑文化經過牛稠子文化，再到大湖文化總算是告一段
落。當我們看著遺址中一堆堆出土的器物或獸骨，是他們為生存而努力奮鬥的痕跡，雖然我們已經不再親自狩獵採集
，但工作的每一天也都不容易，或許，五千年後的人們會看著我們的泡麵碗說：「那時代的臺灣人真辛苦，工作這麼
長時間只能吃泡麵果腹呢！」

本篇圖文由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與故事共同製作。希望說更多深藏在臺灣土地裡的故事。

更多好故事請加入故事訂閱☞☞https://pressplay.cc/gushi.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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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是文化古都，數千年的歷史與故事迴盪在城市巷弄、鄉間田野之中。《聞芝@文資》要帶您一窺大臺南文資現場
，讓您在字裡行間，聞得文資，如聞得芝蘭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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