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黄金贝冢 

 

世界遗产 

北黄金贝冢位于北海道的伊达市、一片面朝内浦湾的山坡上，距海岸仅数百米，其历

史可追溯至公元前 5000 年～前 3500 年左右。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型贝冢、多具人

体遗骸以及丰富的出土文物，这些文物证实了本地在史前就已经开始举办繁复的祭祀活动。

遗址入口处有一座博物馆，馆内提供展览和包括中文（简、繁体）、英文在内的多语言版

本说明信息。 

 

来自贝冢的发现 

北黄金贝冢遗址内现已发现 5 处贝冢，从贝冢中出土了蛤蜊、牡蛎、海胆的外壳，以

及鱼骨、海狗骨、鲸骨和其他动物骨骼。贝冢内部及下方都发现了土坑墓，显示出这些贝

冢有可能是与祭祀仪式有关的重要场所。其中一处贝冢出土了 14具被隆重埋葬的人体骨

骸，以及使用鲸骨和鹿角雕刻的装饰性勺状祭祀工具。而在另一处贝冢，鹿的头盖骨被刻

意摆放成了特定的图案。 

 

贝冢与海岸线 

贝冢曾经十分靠近海岸，不过在大约 1500年的漫长时间里，由于气候逐渐转凉，海

平面下降，导致海岸线后退，贝塚的位置也随之慢慢移至山坡。最古老的贝冢位于海拔最



高处，其他贝冢则依建造年代顺序相继下移。 

 

饮食结构与谋生方式 

对遗址出土的人类遗骸的研究显示，这些人体骨骼中含有大量来自鱼类和其它海产品

的蛋白质，且这里出土的牙齿并无因大量咀嚼坚果而产生的龋齿迹象，因此在北黄金贝冢

居民的饮食结构中，鱼类占比高于肉类，坚果的摄入量则相对较少。 

由此可以推测，捕鱼可能是这处聚落最主要的谋生方式。遗址多处出土了石制渔网坠

子、鹿角制作的鱼钩和鱼叉头等工具。 

 

用于祭祀的石器 

遗址所在丘陵的一处山脚泉眼边出土了大量石器。该区域依然保留着发掘时的状态，

埋在地里的磨石、石盘等石器清晰可见。在这些器物中，许多似乎都是被刻意打破或刮擦、

损坏的。考古学家认为，破坏和丢弃石器是一种仪式，对于北黄金贝冢的居民来说具有特

别的象征意义。目前还不清楚这样做的原因，但有考古学家推测，这可能是为了表达感激

之情，也许是对工具本身或是对这眼泉水的感恩，感谢它们对聚落生活的贡献。 

 

北黄金贝冢信息中心 

北黄金贝冢信息中心内主要展示这处遗址出土的各类文物，包括一处贝冢的真实横截



面，横截面上用日、英双语标明了土里骨骼和贝壳的种类。其他展品还有使用鹿角、鹿骨

雕刻的装饰品；石簇、鹿角制作的鱼叉头等捕猎工具；包括多个鞍形石盘在内的磨石等。

其中，磨石放置于体验区内，可随意拿起细看。中心免费开放，下载“Pocket Curator” 

APP，即可获取包括中文简、繁体在内的多语言信息。 

 

相关遗址 

入江贝冢【链接】和高砂贝冢【链接】距北黄金贝冢约 30分钟车程。大船遗址【链

接】和垣之岛遗址【链接】是位于内浦湾对岸的大型遗址，函馆市绳文文化交流中心【链

接】展出这两处遗址出土的文物，并综合介绍了史前时代日本北部地区的聚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