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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瑪家鄉北葉遺址試掘報告

劉 益 昌

北葉遺址位於屏東平原東側山麓，隘寮溪南岸的河階台地上，是隘寮溪流域第一個發現及

發掘的史前遺址。

遺址是史前時代晚期的聚落，聚落初起的年代根據C-14約在2200B.P., 喜好使用板岩及片

岩礫石做爲建築及墓葬材料。日常使用大量紅褐色夾砂陶質的陶器，此外灰黑色泥質陶數量雖少

，但令人矚目，年代雖晚卻仍使用相當數量的石器。

遺物整體內涵和鳳山丘陵南端鳳鼻頭遺址上貝塚層時期及東部的卑南文化都有部分類似。

此外陶器、石器等遺物亦顯示與本地區土著族群一排灣 (Paiwan) 、魯凱 (Rukai) 兩族有密切

的關係。

前 言

從民國七十四年六月起，筆者利用本所的田野調査費用，進行屏東縣中部林邊溪

以北，隘寮溪以南近山地區的考古學田野調査工作，除了沿著潮州斷層邊綠所形成的

沖積扇，進行調査之外，並沿著隘寮溪向河流的中、上游地區進行調査，主要目的在

於建立本地區的考古學資料，以爲日後研究的基礎。其中埔姜山遺址的調査結果已經

先行發表（劉益昌 1985)。七十六年三月筆者根據初步調査的資料以及遺址保存的

狀況，首先選定北葉遺址進行試掘，希望所得的資料能建立隘寮溪流域初步的遺物類

型、層位及年代學的資料。以下就是試掘的結果。

壹、遺址與周遭的環境

北葉遺址位於屏東平原東側近中央山脈的台地上，恰在隘寮溪從山區流出屏東平

原出口處南側，西距屏東市約十八公里。行政區域屬於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遺址上

目前爲北葉村北葉聚落，隔隘寮溪對岸爲三地鄉三地村三地聚落，台地西側下方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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