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船遗址 

 

世界遗产 

在位于北海道南部函馆的大船遗址，人们发现了大规模的史前聚落（约公元前 3200

年）。考古学家们在这里找到了 100多处半地穴式房屋的地基遗存、土坑墓、储物坑和人

工土丘“填土”，从填土中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工具和动物骨骸。种种发现显示，人类在

这处遗址持续定居了大约 1000年。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大船遗址位于大船川河岸面朝太平洋的台地上。遗址中出土了碳化的栗子，以及海狗、

金枪鱼、三文鱼、鲸鱼、鹿等鱼和动物的骨头。由此推测，本地聚落的居民可能曾在海中

捕鱼、沿海岸线狩猎、于森林中采集食材。 

 

大船遗址的半地穴式房屋 

这处聚落的居民住在半地穴式房屋中。所谓半地穴式房屋，就是在地面上向下挖出部

分空间、用木棍支撑房顶、屋内不设分隔的房屋式样。考古学者已经确定了房屋的外边界

和木棍插入地面留下的坑洞。大船遗址已发现近 120个半地穴式房屋的地基遗存。许多地

基有重叠迹象，由此可知，当时在老房屋地基上修建新房屋的现象十分普遍。 

大船遗址中最大的半地穴式房屋长度近 10米，地下部分的深度超过 2米，而其他遗



址发现的同类房屋通常达不到这样的长度和深度。几处最大的地基保留了发掘时的状态，

来访者可以直观感受此处遗址内半地穴式房屋的规模。 

 

不寻常的发现 

考古学者在一座半地穴式房屋的地下发现了一个小坑，坑底土壤发黑。土壤分析显示，

内含生物成分可能是胎盘。考古学者推测，把胎盘埋进土里应该是某种仪式，因为在过去，

为了保佑新生儿健康成长，日本曾有将胎盘埋在家门口的风俗。 

 

史前文物的宝库 

遗址内发现了一个长约 80米、宽约 10米的大型填土。这处填土中出土了大量陶器、

石器工具、动物骨骸和鹿角制作的缝衣针等文物。此外，人们还在填土内找到了土坑墓以

及点火燃烧的痕迹。由此看来，这处填土可能既是祭祀场所，也是存放工具的储物空间。 

 

陶器的设计与特征 

大船遗址出土的陶器显示，人类在这处聚落持续生活了近千年。这些陶器皆为平底圆

筒形，但纹样和设计存在明显差异。考古学家可以借助出土陶器的器型和设计对史前遗址

进行断代，并判断聚落的定居时长。早期容器装饰元素较少，口沿样式简单；后期器具则

出现了典型性口沿和贴花装饰等特征。从大船遗址出土文物的设计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



变化，由此可以推断，这处聚落长期都有人类居住。 

 

函馆市绳文文化交流中心 

大船遗址出土的文物于函馆市绳文文化交流中心【链接】展出，中心与垣之岛遗址【链

接】比邻。本地多处考古遗址的出土文物均收藏于此，其中包括被指定为国宝的中空土偶

（陶偶）。交流中心距大船遗址约 5分钟车程。 

 

相关遗址 

现已发现的其他大规模聚落遗址还有三内丸山遗址【链接】（青森县）和御所野遗址

【链接】（岩手县）。三内丸山遗址是日本最大的绳文时代（公元前 13,000年-前 400 年）

遗址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