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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4年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的舊香

蘭遺址第一次搶救發掘，出現許多臺灣考

古學上的重要發現，龜山式陶器便是其中

一項（李坤修2005）。所謂的龜山式陶器

是指從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龜山第二史前

遺址所出土的帶紋飾陶器。龜山第二史前

遺址是在1985年由臺灣大學李光周教授所

發現，隨後又經多位國內學者的調查與發

掘（見李光周1985﹐黃士強等1987﹐宋文

薰等1992﹐李匡悌1993﹐2005）。出土物

的主要特徵之一是陶器上出現多種紋飾，

其中又以人形紋、人頭紋、蛇紋最具代表

性，李光周（1985）將此遺址的文化命名

為龜山史前文化相，後來的學者都簡稱為

龜山文化。

舊香蘭遺址出土的龜山式陶器，不論

是顏色、質地上或器形、紋飾風格上都與

龜山遺址出土者極為相近，兩者同屬一個

考古文化系統應無太多疑議，但舊香蘭遺

址的龜山式陶器紋飾，是以蛇印紋為主而

少見人形印紋，明顯的與龜山第二遺址以

人形印紋為主的現象有所差異。這點在兩

處遺址的文化屬性議題上將會是討論的重

點之一。

下多良遺址位在舊香蘭遺址南方約

7公里的面海山坡上，其出土的陶器也像

舊香蘭遺址一樣，包含一定比例的龜山式

陶器，但其龜山式陶器上的紋飾卻不像舊

香蘭遺址以蛇紋為主，反而像屏東的龜山

遺址以人形印紋為多的現象，這項發現似

乎對舊香蘭遺址的龜山式陶器屬於三和文

化的論證產生很大的作用。此外舊香蘭遺

址發掘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讓排灣族文化的

起源問題可與臺灣的史前文化做直接的聯

結（見李坤修2006﹐譚昌國2007﹐郭素秋

2008），舊香蘭遺址與下多良遺址的龜山

陶紋飾的發展應是探討這個「聯結」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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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多良遺址出土陶器上的人形印紋

圖一：下多良遺址環境與考古發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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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重要線索。而出現下多良遺址的陶器人

形印紋似乎是這條史前文化與原住民文化

聯線的接觸點。

二、下多良遺址簡介

下多良遺址位在臺東縣太麻里鄉下

多良社區西南約2公里高程約400公尺上下

的山坡上。2004年筆者執行舊香蘭遺址第

一次搶救發掘時經當地農人通報而發現。

2006年底至2007年初史前博物館在此處進

行一次小規模的發掘（圖一），總共挖掘

了21個2m×2m探坑。採集到銅、鐵、玻

璃、石器、陶片等標本，其中陶片佔絕大

多數，共採集約25萬片。

下多良遺址出土遺物的內涵基本上

和舊香蘭遺址非常相近，其大型陶器大多

帶有一對三角形的橫把，小型陶器上則出

現各式各樣的印紋，包括人形紋及舊香蘭

遺址常見的百步蛇紋等，此外也出現玻璃

珠、青銅器、鐵器及石製的模具等。遺物

特徵顯示下多良遺址和舊香蘭遺址應同屬

於臺灣東部鐵器時代三和文化的遺址。但

兩者最大的不同是，在舊香蘭遺址出土的

龜山式陶器紋飾以百步蛇紋為主，而在下

多良遺址則以人形紋為常見。

舊香蘭遺址出土的紋飾陶至少出現

三個明顯的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三

和文化早期階段，其陶器紋飾是以雙圈

印紋與直線剌點紋所構成的幾何形圖案

（圖二）。第二階段是出現龜山式陶器及

百步蛇印紋的階段（圖三）。第三階段則

是開始有人臉及人形印紋的晚期階段（圖

四）。舊香蘭遺址的龜山式陶器主要出現

在靠近海岸的區域，其範圍的碳十四定年

結果介於1430B.P至1240B.P之間（李坤修

同上引）。

下多良遺址出現的龜山陶，經初步的

分析結果，只在文化層底部出現少量的百

步蛇印紋，文化層內大部分空間都以人形

印紋為主，因此利用簡單的排隊法便可推

知，下多良遺址的出現年代應在舊香蘭遺

址的中期發展階段之後。下多良遺址的絕

對年代目前尚未測定，但根據其出土物及

陶器紋飾特徵和舊香蘭遺址做相對關係比

較推估，其最晚出現的年代可能在1300B.

P.上下。

三、下多良遺址的人形陶紋

下多良遺址龜山式陶器上的紋飾有好

幾類，人形印紋只是其中之一，這種紋飾

通常出現在杯形器或碗形器的器腹外表，

其施紋方法是以類似圖章的工具，逐一將

圖案印在器表上。紋飾圖案大多並排形成

帶狀，圍繞器腹一圈，並輔以上、下弦紋

及其他紋飾（圖五）。

下多良遺址人形陶紋的重要的特徵之

圖二：雙圈印紋與直線剌點紋構成三和文

化早期紋飾特徵

圖三：蛇印紋與黑陶是舊香蘭遺址紋飾陶

發展的第二階段特徵

圖四：舊香蘭遺址紋飾陶發展晚

期出現人形印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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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具像的線條做

明顯的男女性別的區

分。男性紋飾（圖六）

的主要特徵是腿以外

凸的線條表現男性穿著

後敞褲（Ka Ting）的形態（圖

七），女性紋飾（圖八）的特徵是在身體

部位以內凹的弧形線條表現女性著連身長衣的形態

（圖九）。此外人形紋組成的圖案也全以描述男女

歌舞為主題。其中有靜態的歌唱描述（圖十），

也有動態的舞蹈圖案（圖十一）。有陣容浩大的

男性合唱（圖十二），也有嫚妙的女性舞姿（圖

十三）。有男童天真的動舞（圖十四），也有

女童無序的嬉戲（圖版十五）。內容豐富而多

元。

紋飾的種類多，圖案結構複雜是下多良

遺址人形紋飾陶的特色。但筆者認為當時的

人群花心思製做這類圖案應不只是單純做為

陶器外表的裝飾，而已經是做為描述情境

或者是敍述故事的符號，換言之，從某個

角度來看，它們已經是一種文字。

（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

圖五：下多良遺址人形陶紋中的基

本特徵

圖十一：刻意疏散且做同一方向傾

斜的男性圖案，表現出動感的舞蹈

圖十二：頭戴羽冠的男性

手牽手合唱陣容浩大整齊

圖六：下多良遺址人形陶紋中

的男性圖案	

圖八：下多良遺址人形陶紋

中的女性圖案

圖十：排列整齊的男性紋飾，彷彿描

述一群人圍繞在一起歌唱情景

圖七：男性著後敞褲的形狀（引

自方志榮主編2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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