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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臺灣學者開始對考古遺址中的植物遺留進行更進

一步研究，特別是微植物遺留部份。本文根據石橋遺址蔦

松文化層所出土植物遺留，包含炭化種實、孢粉和植矽石

（Phytolith）進行初步分析。孢粉分析可提供大環境植物資

源資料，植矽石則可更進一步補充禾本科植物資料，及缺

乏孢粉的植物資料，而遺址中炭化種實則可了解遺址周

圍植物。透過以上資料可解析如採集、挑選等人類活動與

植物利用。

文獻回顧

孢粉是孢子和花粉的集合簡稱，孢粉的個體雖小，但由

於其外壁含有孢粉素（Sporo-pollenin，[C90H142O36]n），因

此能耐酸、抗鹼、耐壓，即使加熱到攝

氏300度也不會被破壞，再加上其數量

龐大，所以易於保存在地層中。此外，

不同種屬的植物其孢粉的形態也不一

樣，可供辨識。

孢粉分析自1930年代開始為考古學

者所使用；1950年代後已顯著發展、趨

於成熟；1960年代後更廣泛利用於考古

學研究中。孢粉分析在考古學中，主要

從土壤中獲取孢粉資料，進行環境重建

與變遷研究，並從中討論人與環境的互動，亦或討論農業

問題。

在臺灣，最早為塚田松雄在日月潭地區所進行的孢粉

分析研究（Tsukada 1966）；與考古學進行整合研究的開端，

則是起於1972年張光直先生所主持的「濁大計畫」（Huang 

1982：63-66），如黃增泉與臧振華（1976）對臺灣中部數

個遺址的分析研究；90年代後，則可見劉平妹與陳仲玉

（1990）對曲冰遺址進行合作研究，自此孢粉分析開始較常

出現於考古文章中（如林淑芬等 2000；林淑芬 2001），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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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石橋遺址位置圖

然臺灣考古學已經開始將孢粉分析納入討論，但主題依然

是大的古環境變遷的探究，僅以極小篇幅討論到過去人們

的遷徙、植物利用等與人相關之議題。直至林淑芬（2004）

的博士論文才看到比較密切的孢粉分析與考古學的結合，

其後林淑芬亦有多篇文章藉由孢粉分析討論考古議題中

的人地關係（Lin et al. 2007；林淑芬 2007、2008）。

植矽石為植物吸收土壤內的可溶性二氧化矽，而充填

進植物的細胞壁、細胞內或表皮細胞間，逐漸所形成。植

物的任何部位都有可能產生植矽石，一般而言多產生於

葉中，尤以禾本科植物為最。植矽石與孢粉一樣，數量大，

能抗酸、耐鹼、抗高壓與耐高溫，其適應pH值為3-9，熔

點在攝氏950度，攝氏700度以下，其物理和化學性質不會

有太大改變。

從Piperno的碩士論文問世（1988）

後，植矽石研究常用以討論主要栽培作

物議題，包含起源與擴散、農業等，亦

被利用於探究古食譜與古環境。在臺

灣，自2006年的臺灣考古工作會報中，

徐子富等（2006）嘗試對臺中惠來遺址

的二個土壤樣本進行分析，獲得初步成

果，其後有陳有貝（2006）對於大坌坑文

化的陶片的植矽石分析，以及李作婷與

鄭建文（2009）對鵝鸞鼻第二史前遺址

的土壤內植矽石的分析。而李作婷與宇田津（2009）曾對

石橋遺址進行植矽石分析，初步推測蔦松文化時期石橋

遺址內應無水稻田的存在。整體而言，植矽石分析在臺灣

才正在發展。

研究區域

石橋遺址位於臺南縣新市鄉大營村的西北方，於2001

年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案史前文化遺址調查

計畫所調查發現，原址土地屬於「南科特定區公滯11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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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南地區海岸線變遷與曾文溪河道變遷時間表

  主要參考

時間

海岸線變遷 曾文溪河道變遷

張瑞津等（1996a） 臧振華（2004） 游峻一（2003）

20thC
濱外沙洲與陸地

相連

海埔新生地逐漸

浮出

學甲、新市一帶

南科園區為陸相

堆積環境

19thC

18thC

17thC

800 B.P.
現今河道以北、

以南兩方向出海

1,300 B.P.

1,500 B.P. 土城子一帶出海

1,800 B.P.

2,700 B.P.

3,400 B.P. 三抱竹、大洲一帶 學甲一帶出海

3,500 B.P. 嘉義、麻豆、善

化一帶

新化丘陵西緣一

帶

4,000 B.P.

5,000 B.P.

6,500 B.P.
新化丘陵西緣一

帶

8,100 B.P. 佳里一帶出海

10,000 B.P.

灰色區塊為石橋遺址蔦松文化時期

圖3  臺南地區海岸線變遷圖（改自張瑞津等 1996a）

圖2 石橋遺址蔦松文化時期研究分析區域圖（改自陳有貝2008）

洪池」預定地，因此臺南縣政府於2005年委託國立臺灣

大學人類學系進行搶救，共歷時二年（2006-2007年）。公

滯11滯洪池位於臺鐵縱貫線東側，涵蓋面積約12.20公

頃，石橋遺址位於其偏西北方（圖1）。滯洪池內遺址面積

約60,000平方公尺，長寬約300公尺×200公尺（陳有貝 

2008：1-1~1-2）。

遺址內涵主要可分為兩層，下層為大湖文化，年代約

距今2,500-1,900年，黑陶為主；上層為蔦松文化，距今約

1,800-1,300年，紅陶為主。整體而言，遺址內蔦松文化分

佈較廣，遺留較豐富。因此本文研究以蔦松文化層為主

（圖2）。

石橋遺址的蔦松文化層出土大量的陶器和石器。陶器

質地多為夾砂的紅褐色陶，紋飾多為素面，僅少數帶刻劃

紋、壓印紋和人面紋。石器亦多樣，其中石刀多為玄武岩

和安山岩材質，形制則以半月形石刀為主。

蔦松文化層的墓葬全屬於無葬具的土坑葬，共計243

具，多屬一次葬；葬姿多為仰身直肢葬。灰坑約有671座，

形制多樣，剖面多為圓弧狀，大小、深度不一，差異頗大

（詳見黃瓊誼 2009）。出土內容物多樣，亦有豐富之生態遺

留，本文研究之炭化種實主要來自於此。

石橋遺址蔦松文化層亦出土豐富的生態遺留，主要可分

為植物遺留與動物遺留，植物遺留為本文之研究重點，將

於後續章節說明，在此不多累

述。動物遺留方面可見完整之犬

遺骸與零散的哺乳類遺留、魚類、

兩棲類、鳥類和極少數的貝類。

石橋遺址現今屬於嘉南平原

的一部分，地質上屬於曾文溪現

代沖積層，大部份為含砂量大、

含水量較低的臺南層，主受海水

面變遷與曾文溪沖積影響。根據研究，此區域蔦松文化時

期為沖積平原，距離海岸不遠（圖3）；曾文溪發生一次河道

改變，往現今河道南方發展，約在土城子一帶出海（財團法

人樹谷文化基金會2009；臧振華 2004；游峻一 2003；黃郁

婷 2001；張瑞津等 1996a、1996b、1997、1998；）（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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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利用

1. 稻米

稻為目前東亞族群的主食之一，主要可分為三種：粳稻

（Oryza sativa subsp. Japonica）、秈稻（Oryza sativa subsp. Indica）

和野生稻(Oryza rufipogo)。

王象坤與孫傳清（1996）藉由測量稻穀的長度和寬度，

計算其長寬比，並以此判斷秈、粳稻，而張文緒（2005）更

進一步計算出由稻米復原成稻穀的換算公式，由於臺灣

考古發掘所出土的炭化稻米多為未含完整稻殼的稻，因

此王映皓（2007）利用大量現有各種稻米進行測量，並修

正原先稻穀長寬比判定粒型數值為稻米長寬比數值（表

2），依此判斷石橋遺址蔦松文化時期稻米，偏粳型約佔

47.6％、秈粳中間型約佔21.2％、偏秈型約佔30.5％，而普

通野生稻型約佔0.6％，其中以偏粳型、秈粳中間型和偏秈

型的稻米為主。而這三種稻米粒型所佔比例差距不大，可

見當時這三種稻米都有所利用；另外，在各區的出土比例

上，三種稻米粒型的比例亦相似，因此可以推測當時在稻

米利用、儲藏或丟棄上並無區域差異。

表2  稻米粒型判定數值

長/寬 ＜2.05 2.06-2.23 2.24-3.125 ＞3.126

粒型 粳型 秈粳中間型 秈型 普通野生稻型

遺址中有許多炭化稻米，卻少有稻屬植矽石，這可能

是因採集方式而造成差異。由於稻屬植矽石主要來自於

稻葉，因此可以推測當時人們收割稻米回來時，多採取

帶稻穗而歸，而少帶稻葉。而這也符合民族誌中的記載，

根據民族誌記載（劉還月 1994；徐立仁 2003：26-28），南

瀛平埔族習慣採集稻穗回來並不帶葉，採集回來後直接

儲藏而不脫殼，每日晚上將一日所需的稻穗量懸吊於火

上烘乾，於隔日清晨舂米，以供一日所需。正如同《諸羅

縣志》所記載的「粟不粒積，剪穗而藏、帶穗而舂。」、「無

隔宿之米。」（周鍾瑄 1993：160）。因此稻米的功能應為

食物。

2. 薏苡

薏苡(Coix lacryma-jobi L.)為禾本科植物，為一年生或多

年生草本植物，生長於河邊、溪流邊或陰濕河谷等近水區

域，全臺皆有其蹤跡。

遺址中發現為量不少的炭化薏苡仁，但僅有極少數薏

苡植矽石，因薏苡植矽石主要來自於其葉，所以可以推測

薏苡並非生長於遺址範圍內，為當時人們採集回來作為

食用。

3. 破布子

破布子為破布木的果核。破布木(Cordia dichotoma Forst. 

F.)為紫草科(Boraginaceae)植物，多年生落葉喬木，春季開

花而夏季結果，分佈於全臺低海拔山麓與平地。

本次研究中，發現許多炭化破布子出土，根據民族誌記

載，破布子為臺灣民俗食物，多醃漬後作調味料用；亦可

入藥。許多原住民亦有食用。因此初步推測可能為食用，

主要作為調味料。

  4. 竹亞科

竹亞科為多年生禾本科植物，種類繁多，生長快速，甚

少開花，因而難以透過孢粉分析發現它，然而植矽石中則

易看見它。竹亞科全株皆能利用，其筍能食，而其枝幹可

以作為建材、家俱、器物等用。

石橋遺址植矽石分析中發現少量竹亞科植矽石，因竹

亞科植矽石主要來自於竹葉中，所以推測遺址範圍內可

能沒有竹亞科生長，因為如有竹亞科生長，竹亞科植矽石

應該更多；所以較有可能為人們採集竹亞科回來使用。採

集時，先在竹亞科生長地將竹葉及細枝去除，但並未去除

乾淨而連帶攜回部份竹葉，因此可在遺址範圍內發現少

量竹亞科植矽石。

根據民族誌記載，南瀛平埔族除食用竹筍外，亦會

將竹子用來作為房舍的骨架或地板；獵具，如矛桿或陷

阱；武器，如矛桿或陷阱；家俱，如床；日常用具，如水

杯、烹調器具等；或飾品，如臂鐲（劉還月 1994；徐立

仁 2003：86-87，132）。因此初步推測竹亞科的用途為

工具原料或建材，但因蔦松文化時期建築型態研究尚

缺，所以在作為建材的利用上，則有待未來更多的證據

證明。

5. 蜀黍族─芒茅屬

蜀黍族─芒茅屬為禾本科中各種芒和茅的集合稱，為

多年生草本，對於環境要求不高，全臺低海拔地區皆可見

其蹤跡；其紮根生長後，其他植物難以立足。

遺址中發現為量不少的蜀黍族─芒茅屬植矽石，由於

蜀黍族─芒茅屬植矽石主要來自於葉，因此可知石橋遺

址蔦松文化時期有大量的蜀黍族─芒茅屬植物的葉存在，

其原因可能有二，第一為現地生長；其二為人們為使用而

將之採集回來。由於石橋遺址蔦松文化有大量的現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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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物出土，初步推測為生活面，因此對於大量蜀黍族─芒

茅屬植矽石存在的解釋應為上述的第二原因。

根據民族誌記載，蜀黍族─芒茅屬可作為建材，臺灣早

期農村社會以及臺灣原住民，如泰雅族，都會用蜀黍族─

芒茅屬的葉當作建材，以竹亞科或木作為房架，外覆芒茅

即成牆；將芒茅集結成束置於頂上可成屋頂，而茅的效

果優於芒；此外，乾燥的芒茅亦是良好的火種。因此蜀黍

族─芒茅屬植物的功用有二，第一為起火與作為燃料之

用；第二為建材，但因遺址中柱洞稀少，無法判斷是否有

房舍的存在，所以在作為建材的利用上，則有待未來更多

的證據證明。

6. 苦楝子

苦楝子為苦楝樹的果核。苦楝(Melia azedarach L.)為楝

科(Meliaceae)植物，每年春天2-3月開花，10月至來年2月

結果，在臺灣主要分佈在全臺低海拔的山麓和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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