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平山元遺址 

 

世界遺產 

大平山遺址是位於青森縣北部津輕半島的史前遺址，這裡出土了石器和日本最古老的

陶器。透過這些文物可以瞭解到，舊石器時代末期日本北部史前人類生活的變遷，以及繩

文時代（西元前 13,000年-前 400年）早期定居型態的萌芽與發展。 

 

出土石器及其啟示 

大平山元遺址出土的石器包含石斧、刀狀刃具、剝動物皮或削木用的刮刀，以及很可

能是用於捕獵的尖銳器具。石器的形狀各異，大小不一，既有比較大型的常見工具，也不

乏一些更具備技術含量的工具，例如捕獵鹿等行動迅敏的動物時使用的精巧刃具和箭簇。 

大多數石器都使用板岩製作，製作材料應該在當地河岸即可取得。透過對出土石器的

分析顯示，當時加工石器的工藝來源多樣，不僅有北海道當地的技法，也有與日本中部（關

東地區）史前遺址相關的地方性工藝。從石器和工藝的多元化上透露出，該聚落在當時已

經與其他地區交流頻繁。 

 

陶器與生活形態的轉變 

大平山元遺址出土的陶器殘片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同類文物之一。在幾片被認為是

屬於同一器具的陶片上，發現了碳化的殘留物。經碳元素測定結果顯示，這些陶片大致製

作於自西元前 13,000 年，比歐洲和近東（地中海東部沿岸）地區使用陶器的時間早了數



千年。 

繩文時代的「繩文」（繩狀紋路）便說明了這一時期陶器的特徵。然而，在大平山元

遺址發現的陶器殘片上卻沒有任何紋飾。這類陶器很可能只是單純用於烹飪等實用功能。

由於陶器不易運輸，因此它與人類定居生活方式關係密切。。大平山元遺址的陶片是繩文時

代最早期的陶器，這標誌著當時日本的史前人類已經開始走向定居式的生活。 

 

出土文物展示 

大平山元遺址出土的陶器殘片和石器均收藏於外濱町大山故鄉資料館【連結】內。資

料館的前身是一所小學，與遺址隔路相望。資料館免費開放，部分基本資訊提供英文版本。 

 

相關遺址 

津輕半島上有龜岡石器時代遺址【連結】、田小屋野貝塚【連結】等多處史前遺址，

前者出土了日本繩文時代最精美的陶器。參觀以上遺址及日本北部其他遺址，可以瞭解更

多有關繩文時代的資訊及各大史前聚落的發展變遷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