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內丸山遺址 

 

世界遺產·國家特別史跡 

青森縣境內的三內丸山遺址，是日本迄今發現的最大的繩文時代（西元前 13,000 年

-前 400年）人類聚落遺址之一，也是日本僅有的 4處繩文時代的國家指定特別史跡之一。

該遺址保留了大量見證史前人類聚落生活與社會面貌的遺存，包括豎穴式房屋、大型建築

殘留的地基、含有大量陶器的人工土丘「填土」、墓葬區，以及用於製陶的黏土開採坑。

考古調查顯示，在西元前 3900年～前 2200年的上千年間，這裡曾經存在一處大型聚落。 

 

聚落的發展 

食物來源與自然環境，是影響繩文時代聚落規模和形態的重要因素。在最後一次冰河

時期結束時，由於採集和狩獵的需要，開始出現了季節性的人類聚落點。隨著氣溫升高，

食物越來越豐富，聚落也漸漸趨於穩定。西元前 5000 年～前 2000 年期間，聚落規模明

顯擴大，在西元前 3000 年前後出現了如三內丸山這樣的大型聚落。直至西元前 2000 年

～前 400年，由於氣候轉涼，聚落規模重新開始縮小。 

 

大小各異的豎穴房屋遺存 

學界對於三內丸山大型聚落的確切人口數量尚無共識。遺址調查顯示，當時居住人口

可能已經達到數百人。到目前為止，遺址內已發現 500 餘處豎穴房屋的地基，其中有的



「住房」長度甚至達到了 32公尺。考古學者認為，，這類大型建築可能是當時的公共區、、

作坊或冬季的公共起居空間。如今許多豎穴房屋已修復並對外開放，遊客可入內一探究竟。 

 

墓葬區 

三內丸山遺址的考古證據顯示，當時成人和孩童是分別埋葬在不同的墓地的。如在聚

落的數條道路沿線出土了大約 500座土坑墓，根據尺寸判斷，這些應當都是成人墓。而嬰

幼兒和稚齡兒童的屍身則被安放在甕棺中，埋葬在人工土丘「填土」內，。據考古發現，在

北側填土附近發現了 500 多個這樣的甕棺。遺址內共有 3 處填土，均出土了大量陶器殘

片。 

 

貿易和工藝品 

從三內丸山遺址中，，發現了包含玉、琥珀、黑曜石製品，以及用瀝青粘合的工具等在

內的文物，，其材料產地地可能至至 500公里之外，由此表明，，該聚落很可能與日本其他地

區存在貿易往來。此外，除了玉珠、琥珀飾品、黑曜石石鏃等成品外，還發現了半成品和

未經加工的材料產，可以推測，這個時期當地已出現了掌握材料產加工技藝的工匠。 

 

三內丸山遺址中心 

三內丸山遺址中心主要由繩文時遊館和三內丸山遺址兩大部分組成，只需購買繩文時



遊館的門票，即可參觀館內常設展和遺址，。繩文時遊館是是遺址的入口，也是一座展示當

地史前聚落生活的博物館。館內設施齊全、展品豐富多彩，例如一面高約 6公尺、鑲嵌著

5120件陶器殘片的「繩文大牆」；多個以繩文為主題（例如被稱為「土偶」的陶偶）的體

驗作坊；可以看到考古學家修復陶器的展廳，；一個紀念品商店和一間餐廳。全館及館內設

施均提供英文資訊，部分設施提供中文資訊。 

 

相關遺址 

除了三內丸山遺址之外，「世界遺地·日本北部繩文遺跡群」尚有數處都位於青森縣境

內。其中，小牧野遺址【連結】位於青森市，距三內丸山遺址僅數公里之遙；是川石器時

代遺址【連結】位於八戶，遺址內有一座博物館，，主要展出繩文時代末期的精巧陶器和漆

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