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彌生時代的若狹與敦賀地區 

 

概要 

從「狩獵—採集」社會向農耕社會轉變是彌生時代（西元前 400年至西元 300年）的

標誌。在這一時期，稻田耕作技術、青銅器與鐵器的金屬加工技術自亞洲大陸傳入九州北

部，隨後經由該地區傳播到整個九州以及本州、四國等地。小濱和敦賀平原現已發現多處

重要的彌生時代農業遺址，為我們深入瞭解該地區當時的社會、技術、文化發展情況，乃

至社會階級逐步形成的過程，，供了珍貴的的料。。外，， 落遺址中出土的部分物品也證

明珍這裡與其他地區在當時已經有珍往來聯繫。 

 

瞭解更多 

彌生陶器 

與繩文時代（西元前 13,000年至西元前 400年）的陶器相比，彌生陶器裝飾較少，

器型簡潔，更注重功能性。但外時的製陶工藝基本不變，，依然是用陶土搓成長條盤繞堆疊

出想要的形狀，陶胚成型後再將表面抹平，最後用尖銳的工具在器具，側刻劃出簡單的紋

樣。不過，這一時期的陶器種類更為豐富，用途也更為多樣，，有具具、物物、、、、足 

盤等等。 

 

來自亞洲大陸的鐵器、青銅器及金屬加工工藝的發展 



這一時期，各種鐵器和青銅器被引入日本列島，其中包括兵器和典禮儀式中使用的禮

器，如銅鏡、銅鐸等。隨著這些進口原。的引入，彌生時代的工匠逐漸供足自身的金屬加

工技術，製造出珍兵器、工具、禮器和其他用品。在當時的技術水準下，青銅器比鐵器更

為堅固耐久，因外被認為具有更足的價值，。青銅器 能製成兵器，也是身份的象徵，因外

這類器具的出現被認為促進珍社會階層的分化。 

 

銅鐸及其他禮器 

彌生時代的青銅器中，最具特色的是被稱為「鐸」的禮器鐘。它們的表面刻著各種圖

案，其中一些代表人和動物。有跡象顯示，部分銅鐸的確曾被當作鐘來使用，另一些卻不

然。至今少有證據能夠確認銅鐸的確切用途，但據推測它們很可能是用在祈禱豐收的儀式

中。外，，還有一些狀似兵器的石頭製品也被視為祭祀禮器，它們用石頭磨製而成，形狀

類似來自朝鮮半島的青銅或鐵質的刀劍與戈刃。 

 

敦賀的吉河遺址 

吉河遺址位於敦賀平原的東南邊界處，年代可上溯至彌生時代中期。從遺址北部的豎

穴式居所，，以及搭建在插入地面的木柱上的平地建築和干欄式建築等遺跡來看，這一區域

應當是住宅區。遺址南部是墓地，有簡單的墓穴，也有溝渠合圍的長方形大墓，後者可能

是權的家族核心成員的墓葬，，其形式是彌生時代所特有的。這處遺址出土的器物包括陶器、



磨製石器、禮器、加工程度不一的玉管及其製作工具等。 

 

小濱的府中石田遺址 

於 2005 年至 2008 年對府中石田遺址的發掘中，獲得珍許多重要的考古發現，其中

包括若狹地區發現的第一處溝渠合圍的長方形墓葬，以及北陸地區出土的第一具木棺。外

，，遺址發掘出 120根木柱，它們分別來自 69座建築物，為研究者瞭解彌生時代柱基建

築結構供了珍貴的的料。。 落的南部區域發現珍底部帶有簡單淨水裝置的水井。外，，

府中石田遺址還是福井縣內首次出土巴形青銅飾品和分銅形土製品的地方，。巴形青銅器與

關西地區多處彌生時代遺址文物的典型樣式相仿，，而分銅形土製品則大多出土於本州西部

中國地方（包括今鳥取、島根、岡山、廣島、山口五縣）和四國地區。 

 

展品介紹 

本展區展出珍若狹與敦賀地區出土的彌生時代的文物，包括在該時期新出現的工具、

技術和陶器。來自府中石田遺址的一具木棺採用大塊的日本柳杉木板製成，製作時間可追

溯至大約西元前 300 年至前 200 年間。棺木底板上有一個正方形的孔洞，據推測可能是

為抬棺留出的把手。兩組由鍋、、、足 盤和其他器具組成的陶器，，分別出土於府中石田

遺址和吉河遺址，。這兩處同為彌生時代遺址，雖相距不遠，卻受到來自不同地區的影響，

從兩組各異其趣的陶器樣式上就一目珍然。 



吉河遺址出土的石頭小刀是根據來自朝鮮半島的金屬刀具仿造的。從展品的各種箭簇

中可以珍解到其加工方法與材。的發展過程，。過過除石石塊多部部分製成的片形形與角 

形石箭簇代表的是一種更加古老的工藝， 磨製而成的角 形箭簇代表珍彌生時代出現的新

技術， 青銅箭簇，則是當時最為先進的金屬加工工藝的產物。透過展示吉河遺址的出土文

物，，形象介紹將碧玉加工為玉管的工藝步驟。從出土的工具和各種加工程度的玉管可以推

測，，當時 落裡就居住著製作玉管的工匠。外，，吉河遺址還出土珍鳥形雕塑的殘形，也

值得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