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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丸山遺址內部空間配置初探： 

地理資訊系統的運用∗ 

江 芝 華∗∗、劉 益 昌∗∗∗ 

摘 要 

本文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來分析宜蘭縣新

石器時代丸山遺址所出土的各種現象及遺物分佈，尤其希望透過柱洞在遺址內部

及其與遺物分布間的關係，尋找房舍建築可能的位置，嘗試探討古代聚落內空間

配置的模式，進而提供我們分析古代丸山人群日常生活的基礎。 

在本研究中，筆者透過三個分析步驟，試圖推測丸山遺址內房舍建築可能的

分布地點。首先，透過初步的地圖判讀，嘗試分辨出這些柱洞是否構成空間上可

分割的柱洞群；第二步則是進一步套疊上墓葬及遺物的分佈，依此確認這些柱洞

群間可能的特性、差異與空間關係；最後則是運用兩種空間統計的方法，嘗試找

出這些依賴視覺上辨認出的房舍單位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關鍵字： 遺址內部空間分析、地理資訊系統、空間統計、丸山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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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site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Wansan Site, Yilan 
Countr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Chih-hua Chiang∗, Yi-chang Liu∗∗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of features and artifacts 

uncovered from the Wansan Site in Yilan County by using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searching for possible house 

locations through 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ostholes and 

artifacts. We attempt to explore intra-site spatial patterns in order to set up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Wansan people’s daily life. 

Three steps are proposed to explore possible locations of the houses. 

First, we inspect whether the postholes form any visually recognizable groups 

on maps. Second, we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relations of these visually recognizable groups by overlaying different maps of 

burials and artifacts. Last, we use two spatial statistical methods to test whether 

these posthole groups are als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Keywords: Intra-site spatial analys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spatial statistics, Wansa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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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這篇文章透過分析宜蘭縣新石器時代晚期丸山遺址所出土的各種現象及遺物分

佈，來探討古代聚落內可能的空間配置模式；尤其希望透過柱洞在遺址內部及其與各

種遺物分布間的關係，嘗試尋找房舍建築可能的位置，進而提供我們分析古代丸山人

群日常生活的基礎。 

在考古學上，辨認及分析房舍主要依賴房舍建築結構本身及其鄰近共存的遺物

（參見 Ciolek-Torrello 1989；Gnivechi 1987；Kramer 1982；Leventhal and Baxter 

1988；Lowell 1988；Samuel 1989；Smith 1989；Tourtellot 1988），然而在台灣的新石

器時代考古遺址中，少見完整的建築結構，而可以用於推測建築物存在的證據主要是

成群的柱洞現象。根據圖像及實地田野調查（千々岩助太郎 1960；杜正勝 1998），傳

統原住民社會的房舍建築主要可以分為干欄式建築、半地穴式建築及平地式建築，無

論是哪一種建築形式，木柱常常是房舍建築最主要的結構物之一，而柱洞便可能是這

些木柱結構所遺留下的考古證據。因此，本文嘗試以丸山遺址的柱洞分布為主，企圖

透過柱洞群的分佈推測房舍建築的可能位置，再套疊上墓葬及遺物的分佈，探索史前

人群活動的可能空間模式。房舍往往是人們日常生活的空間，當房舍建築的位置可以

在遺址內被推測出來時，考古家便可以進一步透過對遺物的分析，了解這些建築結構

在史前社會所扮演的角色。 

在本研究中，筆者透過三個分析步驟，試圖推測丸山遺址房舍建築在遺址內可能

的分布地點。首先是透過初步的地圖判讀，分辨出這些柱洞是否構成空間上可分割的

柱洞群；第二步則是進一步套疊上墓葬及遺物的分佈，依此確認這些柱洞群可能的特

性、差異與空間關係；最後則是運用空間統計的運算，找出這些依賴視覺上辨認出的

可能建築單位是否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換言之，在某種程度客觀地反映出資料所可

能呈現的模式，而非僅單純依據主觀視覺的判讀。更重要的是，空間統計可以將其他

非空間要素加入考慮，例如相似深度的柱洞是否有叢集的現象或是相似的陶片是否在

空間上有聚集等等，空間統計的運算因此可以產生另一面相的資訊，提供研究者詮釋

考古現象的另一條線索。 

在操作的平台上，本研究主要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來製作、套疊及分析各種分布圖，主要便是希望憑藉著地理資訊系統本身強

大的製圖及統計運算的功能，能讓分析工作進行的更有效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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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寫作分為幾個部分，首先將介紹考古學上遺址內部空間分析與地理資訊系

統的運用，由於地理資訊系統的發展，使得近年來考古空間分析的研究議題更加多

元，可以處理的資料也更為龐大，各種分布地圖更是提供考古家進行考古詮釋時一個

重要的線索；本文的第二部分則介紹本研究分析的方法及步驟，第三部分介紹丸山遺

址，著重在本文欲分析的資料上，並將這些資料置於考古脈絡內；第四部分則將呈現

分析的結果；最後則嘗試藉由這樣的分析建構出史前丸山人生活空間的圖像。 

 

遺址內部空間分析與地理資訊系統的運用 

遺址內部空間分析的方法從 1970 年代開始蓬勃發展（參見 Carr 1985；Hodder and 

Orton 1976；Whallon 1973, 1974, 1984），這些研究嘗試運用各種空間統計的分析方式

從遺物的空間分布來尋求其空間模式，進而推測人群活動的內容與分布模式，當時的

考古學者普遍認為空間為一客觀的存在，因此不論是何種理論取向，這些空間分析的

技術都可以獨力而存在。 

從 1980 年代開始，遺址內部空間分析主要集中在從考古遺物分布中辨認出活動區

域（activity area）與其內容，藉此用於推測遺址空間內的功能差異（參見 Berry et al. 

1980；Ciolek-Torrello 1989；Ferring 1984；Kent 1990；Leventhal and Baxter 1988；

Simek 1987；Spurling and Hayden 1984），各種空間分析的研究方法被廣泛運用在考古

研究上，此時，在系統理論的影響下，考古學家強調遺物的空間分布主要是受到社會

外在、地形環境或是生態的因素所影響；到了 80 年代後期，考古學者開始思考古代社

會的內部結構、不同社會關係及意識型態面向對於空間結構的影響（Kirch 1996: 

257）。近年來，現象學的研究則質疑傳統空間分析將具有複雜社會文化意義的人、

物、地關係簡化為空間規則的作法，認為考古學者應該研究人類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經

驗、感知及合理化其所存在的空間（Bender 1998；Blake 2004；Bradley 2000）。 

考古學者進行遺址內部空間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提供關於空間資料的結

構，以供未來考古詮釋的基礎」（Blankholm 1991: 23），正如 Goodchild 所定義，空

間分析指的是「一組依賴分析物件位置的技術」（Goodchild 1996: 241），這些技術可

以是初步的藉由單純的視覺判讀來分析地圖，也可以是牽涉複雜的統計運算及電腦的

運用（Wheatley and Gillings 2002）。雖然早期的遺址內部空間分析和過程學派的發展

息息相關，但是，遺址內部空間資料的結構其實對於運用各種理論的考古學家而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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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價值。因此 Wheatley 跟 Gillings 便強調，這種對於空間結構的分析並非產

生考古詮釋的方法，而是提供我們延伸觀察的工具（Wheatley and Gillings 2002: 

125）。 

近年來由於地理資訊系統的發展，考古學上運用此一技術來分析空間資料的研究

也大幅增加。對於考古學者而言，此套系統提供考古學者可以在短時間內處理大量的

考古空間資料並且依據這些資料製作各種地圖（Craig et al. 2006；Huggett 2000；

McCoy and Ladefoged 2009；Niknami and Amirkhiz 2008；Vullo et al. 1999）。換言之，

地理資訊系統的運用不但可以協助考古學者進行空間分析，更讓考古學家可以將這些

空間資料直接放置在數位的架構上。另一方面，這套技術亦可以整合各種不同的資料

於一平台上，讓資料的關係性或模式更易被辨識出來，協助考古學者進行進一步的詮

釋工作（Pessina 2001）。 

然而，大部份運用此技術的研究都著重在區域研究（regional scale），而較少置於

單一遺址架構下探討。Huggett（2000）便指出有三個可能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第一

可能是考古學者本身的因素，大部分的考古學者似乎都對大區域的研究較有興趣；第

二則是地理資訊系統本身分析模組的限制，這些分析的模組主要都是為了區域地景分

析所設計；最後則是因為考古資料本身的性質，大部分地理資訊系統的技術是為分析

區域空間訊息而設計，因此主要為二度空間的資料模式，但是當進行遺址內部空間分

析時，三度空間的資料分析常常變得很重要，而這卻是地理資訊系統本身比較不擅長

處理的。儘管如此，地理資訊系統仍對於遺址內部空間分析有一定的貢獻，尤其在其

強大的資料處理及製圖的功能上，因此，近年來可見到考古學者較積極的運用地理資

訊系統來分析遺址內部的空間架構（參見 Craig et al. 2006；Marín-Arroyo 2009；

Pessina 2001；Premo 2004；Vullo et al. 1999）。 

 

分析方法 

本文的分析可分為兩大步驟，第一步為地圖套疊，主要是將遺址出土的現象及遺

物圖套疊在同一張地圖上，從地圖上嘗試運用初步的視覺判讀，尋找出現象與遺物間

可能有的空間關係與規則；第二步驟則是運用空間統計的方法，驗證這些經由地圖判

讀而出的現象及遺物空間關係是否具有統計的意義，以避免陷入視覺上過於主觀的判

讀，提供一個較為客觀的驗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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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套疊 

主要藉由柱洞群的分佈來推測房舍建築的可能位置，接著套疊上墓葬及陶、石器

的分布圖，透過分析墓葬、器物分布與柱洞群間的關係，找出人群在丸山遺址居住

時，其不同活動間可能有的空間關係。 

丸山遺址出土最多的現象是柱洞，柱洞判斷所依據的線索為其形狀、土質及土

色，依照這些特徵推測其可能為木柱結構所遺留下來的現象，而柱洞群的出現更顯示

可能為特定建築結構的存在，因此這些柱洞群的空間分布可以是考古家推測史前建築

結構存在的證據之一。 

根據對於傳統台灣原住民及東南亞地區傳統建築的研究（千々岩助太郎 1960；

Izikowitz and Sørensen 1982；Knapp 2003；Waterson 1990），木柱是構成其房舍建築中

最主要的一部分之一，當主要的木柱結構設立完成後，再運用不同的質材完成房舍的

建造，因此柱洞在遺址的分布便是分析房舍建築的證據之一。根據對台灣原住民及東

南亞地區傳統建築的調查（千々岩助太郎  1960；Bernot 1982；Charpentier 1982；

Henriksen 1982；Milliet-Mondon 1982），發現這些建築內木柱彼此間距離為 50-200 公

分（表 1），主要集中在 100-200 公分，若是以此為操作標準，將丸山遺址柱洞間的距

離分別設定為 100、150、200 公分，可以將柱洞分為不同的柱洞群，這些柱洞群便可

能代表房舍建築物所在的位置。 

表1 民族誌柱洞間距統計表 

柱洞間距 
（公尺） 民族誌中的個案數 

0-0.5 5 
0.5-1 2 
1-1.5 6 
1.5-2 13 

2~ 6 

另一方面，墓葬則是丸山遺址另一個具普遍分布特性的現象。而發掘者在進行丸

山遺址發掘時便已注意到，墓葬和柱洞現象常出土在相鄰的區域，然而其空間上有何

關係則需進一步的探索。台灣考古學中也常常發現柱洞與墓葬在空間分布上有一定的

相關性（參見陳仲玉 1994；連照美 2003；臧振華等 2006），根據民族誌資料顯示，台

灣多個傳統原住民社會亦有將墓葬置於房舍內或是房舍附近的習俗（黃應貴 1983；蔣

斌 1999），換言之，人群刻意將死去親人置於家屋相近的空間內在台灣似有一長久的

傳統，而丸山遺址內墓葬及柱洞群空間上的關係是否也有與民族誌資料相似的分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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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則是初步地圖套疊所可以探討的。因此，筆者便將柱洞群的分布圖及墓葬分布圖套

疊在一起，企圖用來分析丸山遺址中建築物與墓葬之間可能有的空間關係。 

除此之外，丸山遺址亦出土的大量陶、石器遺物也提供我們理解丸山人空間配置

的重要線索。這些陶、石器的形制主要包含陶容器的破片、陶紡輪、石製斧鋤形器、

錛鑿形器、刀形器、網墜形器及砥礪形器；根據這些陶、石器的形制及使用痕的觀

察，推測這些器物皆為因應日常生活所需的器物，由於其數量的龐大，其分布和柱洞

群間的關係便成為了解史前人類生活模式的一條線索。 

空間統計 

為了進一步驗證這些利用地圖套疊所得出的可能空間模式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

義，本研究運用空間統計上用來檢定現象在空間上是否有相關性的 Global Moran's I 及

Anselin Local Moran's I 兩種統計方式。Global Moran's I 是用來分析一組現象在空間上

究竟是呈現聚集（ clustered ）、離散（ dispersed ）或者是隨機分布（ randomly 

distributed）（Anselin 2003；ESRI.com 2009a；Mitchell 2005；Moran 1950；Wong and 

Lee 2005），這項統計技術不但可以將現象間的距離納入運算，更可以將現象本身的不

同要素納入考慮。而這項統計方法在地理資訊系統的平台內可以直接提供我們 I 的數

值、z score2及 p-value。 

當 I 的數值在接近＋1. 0 時，代表的便是現象彼此間具有叢集的分布趨勢，而當數

值接近－1.0 時，表示現象呈現分散的趨勢。而其中的 z score 及 p value 則是進一步提

供我們是否可以拒絕此運算內的虛無假設。在 Global Moran's I 的運算中，其虛無假設

所陳述的是這分析的現象本身在空間上是隨機分布，z score 代表是否可以拒絕虛無假

設的標準差，p value 則是顯示錯誤拒絕虛無假設的機率，這兩個數值皆和標準常態分

布相關。所以，非常高或低的 z score 通常是在常態分布的尾端，也代表當分析出來的

結果有非常低或高的 z score 及非常低的 p value，表示這個觀察到的空間模式極不可能

為理論上的隨意分布（Anselin 2003；Mitchell 2005）。 

本研究便運用此一統計方式將柱洞的深度及大小分別列入運算，若是得到接近﹢

＋1.0 的數值，代表這些柱洞在深度或是大小上有聚集的現象，換言之，將柱洞深度放

入運送，若是得到接近﹢1.0 的數值，便代表相似深度的柱洞有聚集在一起的趨勢，若

是得到接近－1.0 的數值，則代表這些柱洞並無明顯的聚集現象。 

雖然 Global Moran's I 可以運算出這些現象本身是否有叢集的現象，Anselin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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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s I 則可以進一步辨認出具有相似特質現象的叢集在空間上的位置（Anselin 1995, 

2003； ESRI.com 2009b；Haining 2003；Moran 1950），不同於 Global Moran's I，

Anselin Local Moran's I 可以進一步算出每個現象本身的 I 數值及 z score3，也因此，每

一個在叢集內的現象都可以被檢視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而在本文使用的的商業地

理資訊系統軟體平台下，4 更可以將這些聚集直接在圖上標示出來，若是該叢集為高數

值聚集，則為標示出 HH，若是為低數值聚集，則標示為 LL。 

若是將柱洞的深度及大小分別列入運算，則可以重新檢視每一個在先前地圖套疊

中辨認出的柱洞群內的柱洞叢集現象是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若是透過地圖套疊所

辨認出的柱洞群代表的是一個房舍建築所在的地點，那麼其柱洞的大小及深度應該展

現一致性，若是統計上運算出來的每個柱洞的 I 數值並未具有一致性，那麼便需要更進

一步探索其間所隱含的意義。 

另一方面，將陶、石器的分佈列入運算，則 Anselin Local Moran's I 則可以將陶器

或石器可能的叢集點標示出來，這些運用統計運算所找出來的器物聚集則可以與由地

圖套疊所獲得的成果做進一步的驗證。 

總言之，Global Moran's I 的運算可以協助我們確認所感興趣的現象在空間上是否

具有統計上有意義的分佈現象，而 Anselin Local Moran's I 則可以進一步指出這些叢集

在空間上的分佈，不同於運用空間統計直接尋找遺物分布的空間模式（參見

Haciguzeller 2006；Kvamme 1990；Premo 2004；Whitley and Clark 1985；Williams 

1993），在本研究的架構下，此兩種空間統計的運用主要是協助我們確認或是討論藉

由初步地圖套疊所得出的結果，也就是藉由地圖套疊所設定的柱洞群，在統計上是否

具有其顯著性，進一步減少地圖套疊法過於主觀的可能。 

丸山遺址 

本文分析的資料來自宜蘭縣新石器時代的丸山遺址。丸山遺址位於宜蘭縣冬山鄉

八寶村及丸山村境內（圖 1），根據丸山遺址第四次發掘的 39 件碳十四年代（圖

2），其年代校正後主要集中於距今 3,700 至 2,700 年之間，應為台灣東北部新石器時

代晚期的代表文化之一（劉益昌 1995）。 

此遺址自從民國五十二年盛清沂先生正式確認其存在後（盛清沂 1963），共經歷

了四次的考古發掘，前三次的發掘皆為小面積的考古試掘，目的在於認識丸山遺址所

蘊含的史前文化年代及遺物分布範圍（劉益昌 1995），而第四次發掘則是為因應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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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靈骨塔興建計畫而生的搶救發掘，主要針對靈骨塔計畫所影響之範圍進行發

掘，發掘地點在丸山小丘的西南部（圖 3），發掘範圍分為兩大區塊（圖 4），總共面

積約 2,225 平方公尺。這樣一個大區塊的發掘揭露出多樣的現象，例如成群的柱洞、石

板棺、甕棺葬、火煻等等，以及大量的陶、石器，因此提供筆者透過這些遺物現象分

布尋找可能的空間模式。 

本研究的分析資料便是來自第四次的發掘計畫，本研究的主旨在於透過柱洞、墓

葬及陶、石器的分佈來推測新石器時期的丸山人群可能在何處建造其房舍建築、建築

與墓葬及器物間的空間關係。而選擇柱洞、墓葬及陶、石器為主要分析的資料原因有

二：首先，柱洞及墓葬是此次發掘出土最為普遍及分布最為廣泛的現象，而陶、石器

更是發掘出土數量最多的遺物，由於這些現象及遺物的分布廣泛及數量龐大，使得考

古家可以有機會透過量化的分析，進一步尋找這些資料背後可能有的規律模式， 另一

方面，丸山遺址出土的陶、石器大部分皆為日常生活中可能使用的器物，其在遺址上

的空間分布模式便可以提供我們推測當時人群的日常活動內容、空間分布與處理日常

廢棄物的空間原則，這些遺物的分佈模式因此提供我們思索過去社會日常生活空間利

用的線索。 

由碳十四定年的結果可以得知，人群在此活動可以跨越近千年的時間尺度，根據

定年資料、層位及陶、石器形制的研究顯示（劉益昌、江芝華 出版中；劉益昌等 

2002），人群在這近千年的時間尺度內，除少數器物外，整體物質文化上並無看出明

顯的差異，當然這並不表示此山丘上居住的人群文化並無變化，而是根據目前的研究

成果，在對於物質文化的使用上，無法清楚的看出時間對於他們所造成的影響，換言

之，在此所形成的史前文化可以被劃歸在「丸山文化」的架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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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丸山遺址位置圖 

（資料來源：劉益昌等 2002） 

本次發掘的兩大區塊內共發現 287 個柱洞，且在發掘時已注意到似乎有成群分布

的現象，似可分為數群（圖 5）。其中除了 39 個呈橢圓形外，其餘皆為圓形；在 287

個柱洞中，有 277 個柱洞在發掘時有詳細記錄其結束深度及平面半徑，其餘的柱洞僅

記錄其位置。在這有測量值的圓形柱洞中，最大半徑為 44 公分，最小的半徑則為 3 公

分，平均為 10.6 公分；在發掘柱洞時可以觀察到一些特殊的現象，例如有些柱洞內可

以觀察到柱洞旁塞以石塊，似為鞏固木柱結構；或是有些柱洞為直接穿鑿至岩盤上，

這些柱洞細緻的資料可以提供我們進一步推測遺址內房舍建築本身的形式，然而本文

的重點在於運用柱洞及墓葬在空間上分布的趨勢來推測房舍建築可能的位置，著重的

點在於「位置」的辨認上，非建築結構本身的重建，而柱洞的叢集現象代表著多個木

柱密集被立於同一區域，顯示了此一區域為某種建築所在地的可能性比其他區域高，

再配合墓葬及遺物的分佈，可能可以藉以推測這些柱洞叢集區可能為過去建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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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另一方面，這 287 個柱洞是否代表同時性的存在亦是必須思考的一個面向。本研

究主要針對柱洞的分布、深度及平面大小為分析的主要要素（attribute）。如上所述，

根據民族誌的資料，木柱為構成建築主要結構之一，而柱洞叢集區則可能顯現出該區

域曾有建築物存在，因此單一柱洞的分布則被排除於建築物存在區的可能性，而這些

柱洞叢集區內柱洞是否同時存在，則進一步需要藉由其他要素的分析，在本研究中則

以這些柱洞的深度及平面大小為主。在發掘的現場，柱洞主要是利用文化層與生土層

交界面顏色的差異來判讀，而關於柱洞深度及平面大小的測量皆由此一層位開始，柱

洞深度代表的是木柱結構結束的深度，而柱洞平面大小則可能為木柱本身的大小，因

此假設若是同一柱洞群的柱洞深度及大小相似，則代表此柱洞群存在的年代或許較為

相近，若是柱洞群內柱洞的深度及大小較為相異，則此柱洞群內柱洞的年代相異可能

性就較為大，因此針對柱洞深度及大小的空間統計分析可以進一步提供我們思索這些

柱洞、柱洞群年代的線索。 

 
圖 2 碳十四年代校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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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998 年發掘區域分布圖 
（資料來源：劉益昌等 2002） 

 
圖 4 1998 年發掘坑分布圖 

（資料來源：劉益昌等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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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發掘則出土兩種形制的墓葬，甕棺及以板岩拼製而成的石板棺。甕棺與石板

棺共存在台灣新石器時期的其他遺址亦可見到，在其他遺址主要是依據陶甕內有人骨

出土的現象來推測應為甕棺葬（葉美珍 2001）。丸山遺址可能由於土質的關係，不見

人骨的出土，添加甕棺判讀的困難度。然而根據出土的陶甕的形制（口緣、折肩、圈

足、把手）、陶土成分（陶類）、出土位置（是否接近文化層底部或生土層）及四周

相關現象（諸如與其他石板棺的關係）可以推測這些大型陶甕是否為一甕棺。 

本次發掘共出土 55 座石板棺，14 座甕棺。甕棺的陶甕以淡紅褐色夾砂陶為主，共

有八座，其半徑在 30-40 公分之間，為大型陶罐，其圈足、折肩、陶把及口緣具有相當

的一致性。而其餘的陶甕分別以橙褐色灰胎夾砂陶及褐色黑胎夾砂陶製成，這兩類陶

類製成的陶甕相對而言較小，半徑約在 15-25 公分之間，其陶器形制也與前一類陶甕不

同，因此是否將其視為甕棺仍有討論的空間。這些陶甕有兩座被置於箱型石板內，有

六座陶甕上有一石板，應為人為刻意置入。 

丸山遺址出土的石板棺主要是以板岩拼製而成，但仍可見到有些以修整丸山當地

的岩盤作為底板或利用當地的頁岩作為側板的現象，可知史前丸山人在埋葬行為中的

變異性。而此次發掘的過程中，主要是以石板出土的位置、形制及伴隨的陶、石或玉

器來推測是否為一石板棺。 

55 座的石板棺中，其平均長度約為 90 公分，最長的石板棺為 217 公分，最短約為

24 公分，最寬為 72 公分，最窄則為 20 公分，平均寬為 37 公分。由表 2 可知，石板棺

寬度的變化不大，但是相對而言，長度的變化較大。 

表2 石板棺統計表 

 長（公分） 寬（公分）

有效個數 55 54 
平 均 值 89.55 37.3 
眾  數 45 40 
最 大 值 217 72 
最 小 值 24 20 

本研究另一個分析的材料則為出土於文化層的陶、石器，此次發掘出土的陶、石

器數量豐富，提供我們在空間上探討是否有特定的分佈模式。此次發掘出土的陶、石

器可見於各個自然層位內，由於本文主要是在探討新石器時期的人類活動，故僅就文

化層出土的遺物列入考慮，尋找可能有的分布趨勢，共計有約 7000 件的石器，包含各

種工具類、裝飾類及殘件；陶製器物則共計 390,000 公克，主要為罐形器，少量的環狀

器、紡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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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 

地圖套疊 

圖 5 為柱洞分布圖，而圖 6、圖 7、圖 8 則為依據 100、150 及 200 公分為柱洞間的

距離分別繪出的柱洞群圖，如果將每個柱洞間的距離設為 100 及 150 公分，則可以構

成 12 個柱洞群，可分別命名為 A 至 L；若是以 200 公分為標準，則會有 8 個柱洞群，

其中 B 及 C 會被繪入同一個柱洞群，而 G、H、J 會被歸於同一柱洞群，依據發掘時所

觀察的微地形變化推測，5 由於柱洞群所隱含的是房舍建築之所在，而柱洞群 J 和其他

柱洞群位屬於兩個不同的階地上，顯示柱洞群 J 比較可能是獨立存在，也因此在這次

發掘區域內，10 個柱洞群應該是比較合理的推測。 

 
圖 5 柱洞分布圖 

丸山遺址的石板棺並無一致的走向，但是當其分布圖與柱洞群的分佈圖套疊在一

起時（圖 9），卻可以發現其基本上是環繞著柱洞群而存在，這些墓葬若不是分布於柱

洞群的邊緣，就是在柱洞群前方的空地上。若是再套疊上陶器及石器的分布圖（圖

10、圖 11），亦可發現相似的分布模式；這些陶石器亦分布在柱洞群的外圍，6由器物

分布圖可以得知，大量的器物不但分布在柱洞群外側且有集中分布的現象。陶、石器

集中分布在柱洞群 A、B、C、I 的北側，而柱洞群 F 及 J 則在其南側發現較多的遺物分

布，這似乎也和此區上述微地形變化相關，換言之，這些遺物基本上集中於柱洞群外

地面較為平坦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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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柱洞間距為 1 公尺的範圍圖 

 

 

圖 7 柱洞間距為 1.5 公尺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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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柱洞間距為 2 公尺範圍圖 

 

 

圖 9 墓葬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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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陶器重量分布圖 

 

 
圖 11 石器數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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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統計 

表 3 為分別以柱洞的結束深度及平面半徑來運算 Global Moran's I，得到 I 數值、z 

score 及 p-value。根據這些數值可知，不論是以柱洞的結束深度或是平面半徑來看，這

些柱洞都有統計上叢集分布（clustered）的現象。 

表3 Global Moran's I 
 結束深度 平面半徑 

I 0.49 0.11 

Z score 41.94 9.69 

P-value 0.01 0.01 

若是運用 Anselin Local Moran's I 來運算，圖 12 及圖 13 則是分別以柱洞深度及柱

洞平面半徑運算而得的結果。圖 12 顯示柱洞群 A、B、C、D 內的柱洞有高數值叢集的

現象，而柱洞群 F、G、H、I 則為低數值叢集得現象，換言之，柱洞結束深度在這些柱

洞群內具有較一致的現象，柱洞群 L 則顯示在同一柱洞群內，同時有高數值及低數值

叢集的現象，然而柱洞群 E 及 J 則無清楚的叢集現象。 

圖 13 則顯示若是以柱洞平面半徑為運算標準，除了柱洞群 G 及 L 有清楚的高數值

叢集現象，7 其他柱洞群則未見顯著的叢集現象，這兩個柱洞群有著高數值叢集可能顯

示此兩區域的建築可能與其他區域有所差異。 

 

圖 12 柱洞結束深度叢集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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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柱洞平面半徑叢集分布圖 

若是以器物的分佈來討論，圖 14 及 15 分別為陶、石器叢集的分布圖。可以發現

這兩類遺物的叢集的分布皆和柱洞群的位置息息相關，基本上皆分布在柱洞群的外

側，且兩類遺物的叢集在位置上也有清楚的重疊關係。 

 

圖 14 陶器叢集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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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石器叢集分布圖 

 

討 論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分析遺址內部現象及遺物的分佈來探討其所展現的可能空間

模式，提供我們進一步了解丸山人可能如何組織其聚落空間配置及對其社會關係可能

有的影響。若是每個由地圖套疊內辨識出的柱洞群代表的是一處房舍建築所在地，那

麼在這次發掘的區域內，共有十處可能為史前丸山人興建其房舍建築的區域，而這些

現象及遺物的分佈更提供我們一窺史前丸山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下組織其空間領域。 

透過對於現象及遺物在此發掘區域的分布做分析，可以得到一些空間模式。首

先，柱洞分布不論是從地圖套疊或是空間統計的分析，都可明顯得知其有叢聚的現

象。雖然在丸山遺址並未見到完整房舍結構的遺留，但是透過對一些區域傳統建築的

研究可以得知，木柱結構是這些建築的主要構成要素，因此柱洞群的存在便可能是史

前社會建築物存在的證據。雖然，這些柱洞本身可能存在一些現象提供我們進一步推

測史前建築本身結構的線索，但是本研究的重點在於嘗試辨認出建築所在的「地

點」，而這些聚集的柱洞現象便可能是史前人類建造房舍的主要區域，這些區域可能

見證了房舍的興建、整修及重建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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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透過視覺依據柱洞彼此間距離所辨認出來的柱洞群本身是否具有可驗

證性？換言之，這樣的聚集現象本身是否具有某種程度的客觀性？因此本研究更進一

步透過不同的空間統計來驗證、探索這些柱洞群的內涵。透過數值的統計運算，我們

可以了解這些柱洞在視覺上所呈現出的叢集現象究竟是視覺誤差或是有真正叢集的趨

勢。 

根據 Anselin Local Moran's I 的運算，大部分柱洞群都有相似深度柱洞聚集在一起

的趨勢，但是除了在柱洞群 G 及 L 內的柱洞有出現柱洞相似平面大小有聚集的現象，

其他區域（A、B、C、D、E、F、H、I、J、K）的柱洞並未有類似聚集的趨勢，若是

排除發掘時所造成的可能錯誤，此一現象可能說明了史前丸山人對於建築物內木柱的

大小並未有嚴格規定；而柱洞群 G 跟 L 的柱洞不但深度相似，且平面大小亦相似，換

言之，此兩區域的建築結構在形制上可能具有其特殊性。 

而遺物集中的現象則說明了這些區域可能為史前丸山人丟置日常用品的區域，根

據這些區域的分佈，可以發現丸山人在此發掘區內有數個固定丟置其日常用品的地

點，而這些地點通常是在房舍結構的外圍較平坦的區域，甚至可能有數個房舍家結構

內的居民共享同一區域。 

而在可觀察到的較一致空間模式之外，有一些「例外」的現象，需要進一步探

討。首先，柱洞群 E 顯現出與其他柱洞群較不一致的分布模式；以墓葬為例，不同於

其他墓葬皆分布在柱洞群的外圍，在此柱洞群的中間可見一甕棺葬的分佈，造成此現

象可能有兩個原因，一可能為此柱洞群其實含括兩個柱洞群，也就是隱含存在著兩個

以上房舍建築的可能性；或者存在於柱洞群中間的這個陶甕其實並非甕棺，而是具有

其他功能。而根據 Anselin Local Moran's I 的運算，其柱洞深度在統計上並不具有顯著

的意義，換言之，這個柱洞群內的柱洞其深度並無任何統計叢集的現象；造成這個現

象亦可能有幾種原因，若是排除發掘時的人為因素，則表示此區內的柱洞可能代表著

多於一個房舍建築在不同時期的存在，以柱洞群 A 為例，其柱洞深度的運算顯現出此

一柱洞群內的柱洞，基本上結束在相似的深度，隱含可能存在著僅一個房舍建築，因

此柱洞的深度顯現出一致性；相反地，柱洞群若是深度具有相當的歧異性，就可能代

表同一區域內不同建築物在不同時期的存在。 

第二，不同於其他柱洞群，墓葬圍繞著柱洞群，與柱洞群 J 鄰近的墓葬主要集中

在其南方，這可能可以歸因於此區域的微地形變化，正如前面所述，此發掘區域可以

再細分為三個小型階地，因此，當 J 柱洞群的居民要埋葬其死去的親人之時，由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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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舍建築的北面為一壁面，而其南面則為較開闊的平地，因此便利用此一區域作為墓

葬之所。 

 

結 論 

許多時候考古學家所面對的遺址並未有清楚的建築結構遺留，因此考古學者必須

尋找其他線索來討論過去人群的日常生活。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先運用了地圖套疊來

辨識可能建築結構的所在地，接下來再運用空間統計來確認這些視覺上辨認出來的聚

集現象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以減少主觀判斷可能有的偏差。從這些現象及遺物的

分佈上，我們可以進一步嘗試探討史前丸山人如何組織其日常生活的空間配置。 

在這研究中，筆者將地理資訊系統（GIS）視為一種處理資料的技術，嘗試運用其

繪圖功能來製作及套疊不同的分布圖，以利於初步辨識可能的空間模式；不同於傳統

手繪及套疊地圖需要耗費研究者大量的時間，運用地理資訊系統不但可以縮短整個製

圖的時間，其彈性的地圖套疊功能也可以讓考古學者在不同分布圖間探索，尋找這些

現象間可能的關聯，這樣的彈性也給了考古學家在處理資料上有更多的可能性，並大

大提升資料處理的效率；另一方面，大部分商業開發的地理資訊系統軟體已將空間統

計的功能包含於內，換言之，研究者不但可以運用此系統來製圖，透過視覺來探索空

間關係，更可以進一步運用空間統計的分析，找尋現象分布的空間模式，或是確認視

覺上辨識的現象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總言之，地理資訊系統結合製圖及統計運算

的功能，協助考古家研究分析考古資料的空間結構，探索不同考古資料間的可能關

連，在這樣分析的過程中，使考古家更清楚理解資料的空間特性，再配合考古脈絡的

研究，建構出合理的考古詮釋。 

本文中，由於資料本身的限制及遺址形成過程的影響，並無法明確指出在長達近

千年的史前丸山社會中到底有多少建築物曾經存在，透過本分析所便認出來的柱洞群

提供我們推測房舍建築存在的可能性，再透過針對個別柱洞群內柱洞要素的分析，探

討彼此可能存在的時間關係，然而本文未嘗試進一步探討不同柱洞群間的時間關係，

這樣的探討須要更多年代及在其他證據論證之，亦為筆者下一階段的研究目標之一。 

然而無建築遺留的考古遺址不應該使得學者放棄對於史前社會中房舍建築的存在

及其在空間上可能有的模式之探討。因此，筆者運用多種不同的線索，嘗試進一步探

索這些建築結構在史前丸山社會存在的可能性。而柱洞群的存在及其與墓葬及遺物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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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關係都顯現出這些柱洞並非隨意分布，是可以運用不同的技術「解讀」出特定

的規則，這些規則隱含了人類行為在空間上的某種慣習，使考古家可以進一步運用其

他資料來詮釋過去的社會生活。 

 

附 註 

1. 本研究主要運用由 ESRI（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Inc.）出版的商

用 ArcGIS 9.3 版本。 

2. I 數值的運算公式如下： 

I = n
S0

wi, j ziz j
j=1

n

∑
i=1

n

∑

zi
2

i=1

n

∑
 

若是以柱洞深度運算為例，則： 

zi  ：柱洞 i 與所有柱洞深度平均數間的差距。 
wi, j：柱洞 i 跟 j 的空間權重。 

n ：柱洞的總數量。 

S0  ：所有空間權重的總和。 

3. I 數值的運算公式如下： 

 

以柱洞深度的運算為例，則： 

xi ：柱洞 i 的深度 

X  ：所有柱洞的平均深度 
wi, j：柱洞 i 跟 j 的空間權重 

n ：柱洞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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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分析所使用為由 ESRI（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INC.）公司所

開發的 ArcGIS 9.3 版。 

5. 根據發掘後對於地形的觀察，可以清楚看到新石器時代丸山人將山坡地修整為三

個階地，岩盤可見人為修整痕，可能是為了當時居住便利之故。 

6. 柱洞群 D 所在之處為早期居民為農耕之便所闢之道路區，故移除了史前文化層，

造成遺物數量在此明顯減少。 

7. 柱洞群 F 之所以呈現有叢集現象其實是這些柱洞並未有測量數值，因此在運算時皆

以 0 為其測量值，因此產生低數值的叢集現象。 

8. 橢圓形柱洞的短邊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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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柱洞半徑、深度統計表 

標號 坑位 半徑（公分） 半徑 8（公分） 深度（公分） 

0 T9P1A 38 18 229 

1 T8P2D 35 27 261 

2 T8P2D 35 20 262 

3 T8P2D 44 20 250 

4 T8P3AE 19 16 245 

5 T8P2A 7 － 247 

6 T8P1SE 13 10 249 

7 T8P2B 17 － 250 

8 T8P1A 14 － 245 

9 T8P2D 13 － 246 

10 T8P0BE 12 － 245 

11 T8P1C 6 － 245 

12 T9P0A 14 － 278 

13 T8P0BE 10 － 245 

14 T8P0BE 10 － 245 

15 T8P0B 12 － 245 

16 T8P0BE 10 － 245 

17 T9P1A 16 － 229 

18 T9P1A 15 － 228 

19 T8P1D 10 － 245 

20 T8P1D 10 － 245 

21 T8P1C 8 － 245 

22 T8P1C 15 － 245 

23 T8P1B 14 －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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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8P1B 8 － 245 

25 T8P2C 13 － 250 

26 T8P1B 12 － 245 

27 T8P1B 6 － 245 

28 T8P2D 10 － 256 

29 T8P2C 15 － 250 

30 T8P2C 13 － 244 

31 T8P2D 17 － 255 

32 T8P2D 14 － 262 

33 T8P2D 16 － 247 

34 T8P1D 20 － 245 

35 T8P1A 18 － 245 

36 T8P3AE 11 － 241 

37 T8P3AE 14 － 247 

38 T8P3BE 16 － 260 

39 T8P2B 15 － 250 

40 T8P2B 9 － 245 

41 T8P2B 15 － 243 

42 T8P2B 12 － 264 

43 T8P2A 9 － 247 

44 T8P2A 13 － 247 

45 T8P3BE 6 － 252 

46 T8P3BE 14 － 248 

47 T8P3BE 14 － 253 

48 T8P3AE 10 － 244 

49 T8P2A 12 － 240 

50 T8P2A 12 － 245 

51 T8P2A 14 － 245 

52 T8P3AE 13 － 238 

53 T8P3AE 11 － 242 

54 T5P7BE 20 － 592 

55 T2P7B 6 － 316 

56 T2P7B 6 － 303 



考古人類學刊‧第 79 期‧頁 7-46‧2013 

40 

57 T2P7BE 8 － 337 

58 T2P7BE 16 － 310 

59 T2P7BE 9 － 311 

60 T5P10C 10 3 625 

61 T5P10D 7 3 610 

62 T5P9AE 15 10 692 

63 T5P9AE 10 8 697 

64 T5P9BE 9 － 613 

65 T5P9BE 8 5 605 

66 T5P9D 11 6 605 

67 T5P13A 12 7 745 

68 T5P13D 7 5 740 

69 T5P13D 8 4 740 

70 T4P8B 20 15 526 

71 T4P8SE 15 10 573 

72 T5P8BE 5 － 583 

73 T4P8B 10 － 511 

74 T5P8AE 7 － 579 

75 T5P8AE 11 － 573 

76 T5P8AE 6 － 565 

77 T5P9D 20 － 577 

78 T5P9A 15 － 590 

79 T5P9A 12 － 577 

80 T4P8SE 10 － 564 

81 T4P8SE 14 － 599 

82 T4P8BE 9 － 508 

83 T5P9B 6 － 620 

84 T4P9BE 6 － 546 

85 T4P9BE 8 － 546 

86 T5P12D 13 － 691 

87 T5P12D 13 － 686 

88 T5P12D 8 － 708 

89 T5P12A 10 －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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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T5P12D 9 － 736 

91 T5P12D 11 － 710 

92 T5P12A 15 － 703 

93 T5P13A 5 － 745 

94 T5P13A 6 － 745 

95 T5P15C 10 － 734 

96 T5P15D 10 － 737 

97 T5P15D 7 － 743 

98 T5P15B 10 － 777 

99 T5P15B 11 － 777 

100 T5P15B 11 － 734 

101 T5P15AE 11 － 732 

102 T5P15AE 9 － 733 

103 T5P15A 9 － 718 

104 T5P15AE 13 － 736 

105 T5P15A 8 － 749 

106 T5P15B 8 － 0 

107 T5P15B 11 － 731 

108 T5P15A 9 － 726 

109 T5P15A 8 － 721 

110 T4P16CS 8 － 687 

111 T4P16CS 10 － 699 

112 T4P16CS 12 － 728 

113 T5P16D 8 － 715 

114 T4P16BS 12 － 585 

115 T01P13B 30 20 85 

116 T01P13BS 36 14 90 

117 T0P13D 16 12 90 

118 T0P10A 0 0 0 

119 T01P10SE 15 0 188 

120 T01P13CS 16 16 85 

121 T01P13CS 30 15 95 

122 T2P9BS 12 9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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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T2P9A 19 13 297 

124 T2P9AE 10 6 298 

125 T2P9AE 8 5 298 

126 T2P8CS 10 4 322 

127 T2P9CS 16 13 356 

128 T2P9D 12 4 299 

129 T2P8AE 10 4 300 

130 T2P14A 19 10 294 

131 T1P14BS 12 9 298 

132 T1P9SE 10 5 264 

133 T1P9SE 11 9 271 

134 T3P8D 11 5 345 

135 T3P15C 15 7 517 

136 T3P15C 16 11 506 

137 T1P16A 22 14 190 

138 T2P9C 6 － 336 

139 T3P8CS 9 － 460 

140 T4P8D 11 － 460 

141 T3P8CS 6 － 453 

142 T3P8C 11 － 372 

143 T3P8D 6 － 345 

144 T3P8D 5 － 345 

145 T3P8A 6 － 395 

146 T3P8A 4 － 395 

147 T3P8A 5 － 395 

148 T3P8D 8 － 345 

149 T2P8CS 7 － 320 

150 T2P8CS 6 － 342 

151 T3P8A 5 － 355 

152 T3P8A 6 － 355 

153 T3P8A 5 － 355 

154 T3P8A 8 － 355 

155 T2P8BS 7 －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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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T2P8BS 8 － 345 

157 T2P8BS 9 － 345 

158 T2P8BS 30 － 345 

159 T2P8BS 10 － 345 

160 T2P9CS 13 － 361 

161 T2P9CS 12 － 356 

162 T2P9CS 15 － 356 

163 T2P9BS 10 － 385 

164 T4P9AE 10 － 490 

165 T2P9BS 11 － 385 

166 T2P9BS 11 － 387 

167 T2P9A 6 － 287 

168 T2P9A 5 － 287 

169 T2P8C 12 － 310 

170 T2P8C 8 － 310 

171 T2P8A 10 － 300 

172 T2P8A 11 － 300 

173 T2P9C 8 － 335 

174 T2P9C 14 － 355 

175 T2P8BE 5 － 310 

176 T2P8BE 6 － 310 

177 T2P8BE 13 － 310 

178 T2P8AE 10 － 300 

179 T2P9D 14 － 283 

180 T2P8AE 6 － 300 

181 T2P9D 10 － 300 

182 T2P9D 7 － 301 

183 T2P9D 14 － 294 

184 T2P9D 4 － 270 

185 T2P8AE 4 － 300 

186 T2P9D 7 － 277 

187 T2P9D 4 － 265 

188 T2P9D 15 －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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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T2P9D 9 － 294 

190 T2P9D 16 － 289 

191 T2P9D 15 － 287 

192 T2P9A 6 － 285 

193 T2P9D 10 － 286 

194 T1P8SE 10 － 250 

195 T2P10C 10 － 364 

196 T2P9A 13 － 285 

197 T2P9A 6 － 287 

198 T2P9A 11 － 287 

200 T2P9A 6 － 287 

201 T1P9SE 10 － 263 

202 T3P12A 5 － 384 

203 T1P13D 3 － 223 

204 T1P13D 5 － 225 

205 T1P13A 5 － 217 

206 T0P10D 0 － 0 

207 T0P10D 0 － 0 

208 T0P10D 0 － 0 

209 T0P10D 0 － 0 

210 T0P10A 0 － 0 

211 T01P10CS 0 － 0 

212 T0P10A 0 － 0 

213 T01P10BS 10 － 164 

214 T01P10BS 10 － 172 

215 T01P10BS 8 － 168 

216 TT01P9AE 10 － 68 

217 TT01P9AE 10 － 66 

218 T0P11A 15 － 158 

219 T0P11SE 10 － 250 

220 T0P11BE 4 － 176 

221 T01P11B 10 － 85 

222 T0P13D 10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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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T0P12AE 8 － 130 

224 T0P13D 8 － 140 

225 T0P13D 8 － 130 

226 T0P13D 6 － 130 

227 T01P12SE 8 － 90 

228 T01P13CS 8 － 90 

229 T01P13B 20 － 70 

230 T0P16BS 12 － 171 

233 T1P14CS 10 － 294 

234 T2P14D 10 － 294 

235 T1P14BS 7 － 313 

236 T1P14BS 6 － 291 

237 T1P14C 10 － 294 

238 T1P16A 16 － 200 

239 T1P16A 11 － 225 

240 T0P14CS 8 － 180 

241 T0P13BE 8 － 145 

242 T0P14B 8 － 180 

243 T01P14BS 7 － 100 

244 T01P14BS 6 － 97 

245 T01P14BS 7 － 110 

246 T01P14BS 6 － 104 

247 T01P14BS 7 － 100 

248 T0P15BE 6 － 147 

249 T0P15AE 8 － 147 

250 T0P15A 4 － 149 

251 T0P16CS 8 － 190 

252 T0P15SE 8 － 190 

253 T0P16BS 12 － 171 

254 T5P16A 8 － 715 

255 T5P16D 8 － 715 

256 T5P16A 8 － 715 

257 T5P16A 8 － 715 



考古人類學刊‧第 79 期‧頁 7-46‧2013 

46 

258 T5P16A 8 － 715 

259 T5P16A 0 － 0 

260 T5P16B 8 － 715 

261 T5P16B 8 － 715 

262 T5P16B 8 － 715 

263 T5P16B 8 － 715 

264 T5P16B 8 － 715 

265 T5P16B 8 － 715 

266 T5P16B 8 － 715 

267 T5P16D 8 － 715 

268 T5P16D 8 － 715 

269 T5P16D 8 － 715 

270 T5P16D 8 － 715 

271 T5P16D 8 － 715 

272 T5P16D 8 － 715 

273 T5P16D 8 － 715 

274 T5P16C 8 － 715 

275 T5P16C 8 － 715 

276 T5P16C 8 － 715 

277 T5P16C 8 － 715 

278 T5P8AE 23 － 580 

279 T5P8AE 8 － 573 

281 T3P8A 16 － 355 

282 T2P10A 28 － 348 

283 T2P9AE 9 － 298 

284 T2P9B 11 － 368 

285 T0P11D 15 － 173 

286 T0P10CS 10 － 140 

292 T8P2BE 7 － 250 

293 T8P2AE 18 10 250 

295 T0P12AE 8 － 130 

296 T0P13AE 8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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