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内丸山遗址 

 

世界遗产·国家特别史迹 

在位于青森县境内的三内丸山遗址上，保留了大量见证史前人类聚落生活与社会面貌

的遗存，其中包括半地穴式房屋、大型建筑残留的地基、含大量陶器的人工土丘“填土”、

墓葬区和用于制陶的粘土开采坑。这里是日本迄今发现的最大的绳文时代（公元前 13,000

年-前 400 年）人类聚落遗址之一，也是日本仅有的 4处绳文时代的国家特别史迹之一。

考古调查显示，在公元前 3900年～前 2200 年的上千年间，这里曾经存在一处大型聚落。 

 

聚落的发展 

食物来源与自然环境，是影响绳文时代聚落规模和形态的重要因素。在最后一次冰川

时期结束时，出于采集和狩猎的需要，开始出现了季节性的人类聚落点。随着气温升高，

食物越来越丰富，聚落也渐渐趋于稳定。公元前 5000 年～前 2000 年期间，聚落规模明

显扩大，在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出现了一些如三内丸山这样的大型聚落。但公元前 2000

年～前 400 年，气候转凉，聚落规模重新开始缩小。 

 

大小各异的半地穴式房屋遗存 

三内丸山大型聚落的确切人口数量很难估算，但遗址调查显示，当时可能已经达到数

百人。到目前为止，遗址内已发现 500余处半地穴式房屋的地基，其中，有些“住房”长度



甚至达到了 32 米。许多半地穴式房屋已修复并对外开放，来访者可入内参观。考古学者

认为，较大的建筑有可能是当时的公共区域、工场和冬季的公共起居空间。 

 

墓葬区 

现场考察显示，成人和孩童的墓地似乎是分开的。在聚落的几条道路沿线出土了大约

500 座土坑墓，根据尺寸判断，这些应当都是成人墓，婴幼儿和低龄儿童的尸身被安放在

甕棺（（甕，同“瓮”）中下葬，北侧人工土丘“填土”附近发现了 500 多个这样的陶器。遗址

内共有 3处填土，均出土了大量陶器残片。 

 

贸易和工艺品 

从三内丸山遗址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出，这处聚落很可能与日本其他地区存在贸易往来。

遗址出土了玉、琥珀、黑曜石制品，以及用沥青粘合的工具等。本地并没有可用于制作这

类器具的原材料，它们的产地可能远至 500 公里以外。除了玉珠、琥珀饰品、黑曜石石镞

以外，还发现了半成品和未经加工的原材料，由此可以推测，这个时期本地已出现了掌握

原材料加工技艺的工匠。 

 

三内丸山遗址中心 

三内丸山遗址中心主要由绳文时游馆和三内丸山遗址两大部分组成，只需购买绳文时



游馆的门票，即可参观馆内常设展和遗址。绳文时游馆既是遗址的入口，也是一座通过展

示出土文物介绍本地史前聚落生活的博物馆。馆内设施齐全、展品丰富多彩，比如：一面

高约 6 米、镶嵌着 5120件陶器残片的“绳文大墙”；多个以绳文为主题（（比如被称为“土偶”

的陶偶）的体验工房；可以看到考古学家修复陶器的展厅。此外还有一个纪念品商店和一

间餐厅。全馆及馆内设施均提供英文资讯，部分设施提供中文信息。 

 

相关遗址 

“世界遗产·日本北部绳文遗迹群”之中有好几处都位于青森县境内。其中，小牧野遗址

【链接】位于青森市，距三内丸山遗址仅数公里之遥；是川石器时代遗址【链接】位于八

户，遗址内有一座博物馆，主要展出绳文时代末期的精巧陶器和漆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