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平山元遗址 

 

世界遗产 

这处位于青森县北部津轻半岛的史前遗址，除了石器，还出土了日本最古老的陶器。

这些文物展示了史前日本北部人类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变化，以及绳文时代（公元前

13,000年-前 400年）初期的定居情况。 

 

出土石器及其启示 

大平山元遗址出土的石器包含石斧、刀状刃具、剥动物皮或削木用的刮刀，以及很可

能是用于捕猎的尖锐器具。石器的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既有较大、较基础的常规工具，

也不乏一些更具备技术含量的工具，例如捕猎鹿等行动迅敏的动物时使用的精巧刃具和箭

簇。 

大多数石器都使用板岩制作，原材料应该在本地河岸即可获取。对于出土石器的分析

显示，石器加工工艺多样，其中也有与北海道及日本中部（关东地区）史前遗址相关的地

方性工艺。从石器和工艺多元化上即可看出，本地聚落在当时已经与其他地区或聚落交流

频繁。 

 

陶器与生活形态的转变 

大平山元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同类文物之一。在几片被认为是



属于同一器具的陶片上，人们发现了已经碳化的残留物。碳元素测定结果显示，它们大致

出自公元前 13,000 年，比欧洲和近东（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使用陶器的时间早了数千

年。 

顾名思义，绳文时代的“绳文”（（绳状纹路）二字描述的便是这一时期陶器的特征。然

而，在大平山元遗址发现的陶器残片上却没有任何纹饰。这类陶器很可能只是单纯用于烹

饪等基本功能。陶器不易运输，它的出现与人类定居生活关系密切。大平山元遗址的陶片

是绳文时代最早期的产物，这意味着当时日本的史前人类已经开始走向定居式的生活。 

 

出土文物展示 

大平山元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和石器均收藏于外滨町大山故乡资料馆（ 链接】内。资

料馆的前身是一所小学，与遗址隔路相望。资料馆免费开放，部分基本信息提供英文版本。 

 

相关遗址 

津轻半岛上有龟冈石器时代遗址 链接】、田小屋野贝冢 链接】等多处史前遗址，

前者出土了日本绳文时代最精美的陶器。参观以上遗址及日本北部其他遗址，可以了解更

多有关绳文时代的信息及各大史前聚落的发展变迁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