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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璘遺址簡介
大馬璘遺址位於南投縣埔里鎮

愛蘭里， 1 9 0 0年由著名的日本

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發現，是台灣

最早發現的史前遺址之一。主要

分布在愛蘭台地的東側，大致上

包括埔里基督教醫院、暨南大學

附屬中學（以前名為國立埔里高

級中學）到醒靈寺一帶。一百多

年來，大馬璘遺址曾經過多次考

古發掘，出土了石板棺墓葬、礫

石排列的建築結構，以及大量的

石器、陶器等史前遺物，證明這

裡是一個新石器時代的大型聚

落，估計原來的面積有 1 5 0 , 0 0 0

平方公尺。但是近 5 0年來，遺

址上陸續興建了許多房屋，已經

造成嚴重的破壞。

2002年的搶救發掘
2 0 0 2年，埔里基督教醫院拆除

了1 9 6 2年蓋的舊醫療大樓，準

備興建新的醫療大樓。施工期

間，埔里地方文史工作者簡史朗

老師，向南投縣文化局及教育部

提出檢舉，認為工程可能破壞大

馬璘遺址。經過幾番協調之後，

埔里基督教醫院終於委託本館，

進行兩個月的搶救考古發掘工

作。這次的工作成果，除了已知

的石器及陶器標本之外，最重要

的是出土較完整的石板棺以及建

築遺跡。

石板棺墓葬
本次發掘共出土 4具墓葬，是

以板岩石板拼湊而成的長方形石

板棺；長軸走向都在西偏北1 0°

至2 0°之間，與以往各次發掘

出土的石板棺方向相同（圖1）。

第1號墓可能在1 9 6 2年前後因為

施工而被破壞，出土時只殘餘三

塊棺板。第2號墓保存完整，棺

內長6 5㎝，寬 2 1㎝，高 1 0㎝，

沒有遺留人骨或陪葬品，由石板

棺的大小判斷，當初埋葬的可能

是一名幼兒。

第3號墓在興建舊醫療大樓時

遭到破壞，東端的一些蓋板與側

板被挖掉了，底板也局部破損；

不過棺內的大小尚可復原，長

1 7 0㎝，寬4 0㎝，高3 0㎝。棺內

已無人骨遺留，可確定的陪葬品

有1枚陶紡輪，是把麻纖維紡成

線的工具，質地為泥質黑陶，出

土時呈斜立狀，推測埋葬時紡輪

還插在筳子上。由石棺長度判

斷，當初埋葬的是一名成年人；

由陪葬品判斷可能為女性。

第4號墓保存情形大致完整，

棺內的長度1 6 6㎝，寬3 7㎝，深

約2 5㎝（圖 2）。棺板結構為短

邊側板在外，長邊側板在內，在

大馬璘遺址出土的石板棺中，這

樣的型式比較罕見，以往只見於

1 9 4 9年出土的M 1墓葬，而本次

發掘出土的第3號墓可能也屬於

這種結構。棺內已無人骨遺留，

也沒有陪葬品，由石棺長度判

斷，當初埋葬的可能也是一名成

年人，性別不明。石板棺南側有

一道緊鄰且平行的石列結構，但

不能肯定是第4號墓的附屬結構

，還是房屋的牆基。

建築遺跡
本次發掘出土的建築遺跡，大

部分是石列結構，此外還有立板

結構、平鋪板岩結構及火烤地

面。石列結構一般是由大小不等

的礫石構成，以單行排列， 3、

4層堆疊而成。立板結構是由幾

塊豎立的板岩石板，連續排列而

成。火烤地面是一片以火燒烤過

的硬土地面，表面是橙紅色與灰

黑色交雜出現，外觀呈長條形，

寬約1∼2㎝，平均厚度約6㎝，

走向與建築結構的長軸方向相同

（圖3）。

根據這些建築結構單元之間的

高程、走向、位置、打破、壓疊

等相對關係，可以判斷各建築物

的相對年代，以及房屋的可能型

式與大小。其中立板結構是大馬

璘遺址最早期的房屋牆基形式；

火烤地面可能與立板結構的時代

相同。此外，可以確定大馬璘遺

址的石板棺墓葬，都是埋在房屋

內的地面之下。

石器與陶器
本次發掘出土的石質遺物非常

豐富，共有 3 3 0 9件，包括各種

打製石器、磨製玉、石器，以及

製造石器的工具。其中打製石

鋤、磨製石刀、戈形器（石

鐮）、磨製石鏟、磨製石斧都是

農具（圖4、5、6）；石槍頭、

石箭頭既是獵具（圖7），也可以

當作武器；錛鑿形器是木工用

具；網墜是繫在漁網上捕魚的道

具；石鎚、砥石、石鋸、打製

石片器及鑽頭等，都是製

造石器的工具。玉質裝飾

品包括耳飾玦、手環、管

珠、鈕扣形玉飾及玉墜飾

等。此外，還有許多帶有加

工痕跡的玉料、石材或板岩片，

是製造玉、石器過程中產生的廢

料。

陶器以陶容器破片為主，還有

陶蓋鈕、陶紡輪、陶環等器物。

質地可分為橙皮灰胎砂礫陶、橙

皮灰胎夾砂陶、灰黑色夾砂陶、

灰黑色泥質陶等四大類；容器的

器形有罐、缽、豆、平口捲沿

豆、三連杯、杓等。紋飾的方

式，包括壓印繩紋、口部內外的

黑色彩繪、劃紋（包括弦紋、圈

印紋、刺點紋、波浪紋、矢狀

紋）等。此外還有一件雕塑在陶

罐上的人臉，可惜已經殘損，只

保留鼻子、嘴部、下巴及臉頰。

鼻子高挺，鼻孔明顯，口部微

張，神情相當生動（圖8）。

遺址年代及文化史意義
關於大馬璘遺址的年代，一般

都根據美國考古學家尹因印的分

期，定在距今 2 4 0 0∼1 7 0 0年之

間。但從本次發掘所獲得木炭，

測得的碳十四年代數據，證明大

馬璘遺址的年代，遠比以前所知

道的要早。

根據以往大馬璘遺址多次發

掘，以及本次工作所獲得的成

果，可知大馬璘遺址的年代，大

約在4 2 0 0∼1700 B.P.之間，是一

個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大型聚

落，佔居時間長達2 5 0 0年。

由於大馬璘遺址所在的位置，

接近台灣的地理中心，而且是東

西部交通路線的樞紐，所以大馬

璘遺址的文化內涵，受到不同時

代、不同族群的影響。約略而

言，有四個主要的文化成分來

源，分別為台灣中部的牛罵頭文

化、台灣東部的卑南文化、台灣

中部的營埔文化，以及大馬璘遺

址的傳統文化。因為大馬璘遺址

的文化內涵，來源複雜且自成一

格，所以我們認為，若以「大馬

璘文化」一詞來敘

述埔里盆地的大馬

璘及其周圍遺址的

史前文化，可能會

比用「營埔文化大

馬璘類型」一詞來

得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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