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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業資源的利用與小規模社會的發展： 

比較觀點下的海洋假說與宴飲消費 

 

陳珮瑜*
 

摘 要 

人口數量相對稀少且缺乏制度化社會階序的小規模社會，貫穿歷史長河且普遍

存在於世界的各個角落，而其如何隨著時間推移逐漸發展出相對複雜的社會組織，

一直以來都是重要的考古學議題之一。以早期安地斯沿海地區為例，本文著重討論

生業資源的取得與利用，及其與社會發展可能的關係。透過對 Huaca Negra、Cerro 

Lampay、Gramalote 等三個遺址出土資料的摘要與詮釋，分別從「單一地點的縱時

性」以及「多元地點的同時性」的角度進行比較分析，初步的結果可用來回應「與

安地斯文明發展密切相關的海洋假說」，以及「與生業資源操控相關的宴飲消費行

為」。目前的比較結果不只從生業經濟的面相彰顯了小規模社會發展途徑的多元性與

能動性，同時也鼓勵後續更大尺度的跨區域比較，透過由下而上的視角，累積包括

臺灣在內不同區域的小規模社會相關資料，應有益於理解人類早期歷史中，生業活

動與社會發展間的互動關係。 

關鍵詞：海洋假說，生業活動，小規模社會，消費與宴飲，早期安地斯海岸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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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 of Subsistence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Scale Societie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Maritime Hypothesis and 
Feasting / Consumption Behaviors 

 

Peiyu Chen* 

ABSTRACT 

Small-scale societies, characterized by lacking institutionalized hierarchy 

and as groups of limited population, are prevalent across time and space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Archaeologists ha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these societies and their pathways to complexity. 

Taking the cases from the early Andean Coas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istence utilization and societal development. 

By summarizing and interpreting data from Huaca Negra, Cerro Lampay, and 

Gramalote, this article conducts both diachronic comparison of one site (Huaca 

Negra) and synchronic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sites. The results offer new 

perspectives to the critical idea of Maritime Foundations of Andean Civilization 

and to the discussion of feasting as a possible power strategy. This work not 

only illustrates the divers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small-scale societies 

within the Andean context but also encourages more input of comparative cases 

across region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uld depict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ubsistence activities and early societies. 

Keywords: Maritime Hypothesis, subsistence activity, small-scale society, 

consumption and feasting, early Andean coastal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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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類漫長的發展軌跡中，極大部分的時間是以小規模社群為活動單位，並且以狩

獵採集為主要的生業活動型態，以此維持其社群或社會的穩定運作。此後，隨著動植物

的馴化利用、農業的開展以及所對應的定居型態，古代社會在世界各處先後迎來所謂

「新石器時代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Bar-Yosef 1998, 2002; Thomas 2003），

透過穩定的生業資源供應、支撐了人口的增加與文明的開展（如 Sauer 1952；Binford 

1968）。儘管農業的開展常被視為是社會結構發生「質變」的決定性因素，農業反映的

只是諸多不同生業活動的其中一種，其他如狩獵、漁撈、採集、燒墾等生業活動，其收

穫成果不只同樣滿足了人群基本的營養需求，成為群體得以持續運作最基本的燃料，其

活動內容亦同時反映了人群對不同環境或生態區位的適應策略、文化表現，並持續在不

同類型的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生業活動的選擇並非恆定不變的狀態，而是人與環境、文化背景不

斷交互作用而激盪的結果。相較於視農業為文明轉捩點，甚至以此界分特定的文化時期

（例如：新石器時代），利用環境中農業以外的其他生業資源，並以此推展社會複雜化

進程的社會則較少被討論。本文的第一個主要目的，是回顧與安地斯文明發展密切相關

的 海 洋 假 說 （ Maritime Hypothesis ， 又 稱 Maritime Foundations of Andean 

Civilization1），介紹並建立其討論脈絡，再綜合比較千禧年以來三個早期海岸遺址的

研究案例，透過近期的研究資料，與過去的理論結構進行對話。 

本文的第二個目的，是透過「下而上的觀點（bottom-up perspective）」討論生業資

源的利用，並以此檢視小規模社會（small-scale societies）發展，尤其是生業資源與社

會組織複雜化之間的相互關係。此處所指的小規模社會泛指人口數量較低，且缺乏明顯

階級分化、聚落階序（site hierarchy）、貴族世襲制度的前酋邦社會（pre-chiefdom 

society） ， 即 一般認定中的平權社會 （ egalitarian society） 或 跨平權社會

（transegalitarian society）。考古學作為以物質遺留研究並建立人類發展縱深的學科，

若欲針對過去人類的生業活動及其社會發展進行系統性的探討，常能就家戶經濟（如

Sahlins 1972）與政治經濟（如 Earle 1997）等不同的角度切入。儘管這樣的二分脈絡在

政治結構明確的複雜社會中相當清晰，但在套用到早期小規模社會脈絡時，生業資源的

取得與應用，不見得總是能清晰歸入家戶或政治經濟的範疇。相對的，透過個別考古案

例脈絡的建立、資料的累積、並進行比較研究的討論，則有助於我們建立一種由下而上

的討論觀點，跳脫傳統的二分框架，而探討個案中「生業活動的本質」及其「在社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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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與機制」。在諸多生業活動利用的可能性中，本文因應挑選案例所

呈現的資料特質，選擇以宴飲（feasting）作為比較的切入點，討論小規模社會如何利

用、消費生業資源，並達成特定的社會目標，進一步呈現生業活動的環境限制或人為選

擇如何可能影響或阻礙複雜化的進程。 

延續海洋假說的回顧與由下而上的比較觀點，本文的第三個目的是以實例建構出比

較研究的基本框架。海洋假說在安地斯的脈絡中，表現了特定的生業資源選擇；而傳統

概念中，宴飲活動則能夠視為一種透過生業資源而展現的社會機制或權力策略（power 

strategy）（Hayden and Villeneuve 2011）。可以想見這些選擇與策略，不只展現了小規

模社會在組織結構上不同的發展軌跡，也可能具體反映了小規模社會的能動性與多元

性，而這樣的多元性能透過比較研究具體呈現。所謂的比較研究可在特定的文化（如安

地斯文化圈）脈絡中進行，亦可能是大尺度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因此，在討論生業活動

與小規模社會的發展時，應能從下列三個不同的面向著手：（一）單一地點的縱時性

（diachronic）比較：控制環境區位的變因，探討生業活動與社會文化變遷的關係。

（二）多元地點的同時性（synchronic）比較：探討同時期不同區位的社群彼此間的異

同及可能原因。（三）大尺度的時空脈絡比較：即跨區域的綜合性比較。 

最後，除了以單一地點縱時性、多元地點同時性的比較角度，來檢視安地斯的幾個

個案，本文所倡議的「大尺度的時空脈絡比較」，亦可納入臺灣考古學的生業材料進行

相關議題的討論。在臺灣諸多的發掘研究中，常可以看到豐富的動物遺留、農業工具、

植物標本的出土（如李匡悌 2005；李娜莉 2003；陳仲玉 1999；陳有貝 2007；陳維鈞 

2007；彭佳鴻 2010），顯示臺灣考古在生業議題研究上高度的可能性。除了基本資料

的呈現，過往與臺灣生業相關的討論中，以南部的墾丁一帶最為深刻完整（李光周 

1987；李匡悌 1989，1994，1995，2000；劉亭攸 2012）。另外早期的濁大計畫項下，

學者亦曾針對貝塚等生態遺留現象進行跨文化的比較討論（Chang et al. 1969）。從海

洋假說推展到特定資源生業選擇、從宴飲活動看生業資源的消費策略與社會機制，加上

既有的生業研究基礎，可以發現生業活動的討論亦有助臺灣考古學研究進一步討論史前

文化的內涵。此外，雖然本文主軸聚焦在小規模社會發展，時空脈絡較符合臺灣考古學

中的新石器時代，但過去人群在邁入鐵器時代或歷史時期所面對的社會型態變遷，亦可

能反映在生業活動的策略上，透過縱時性的比較，從考古資料中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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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業經濟與社會發展 

社會複雜化的驅動力 

人類社會結構複雜化、從相對平權的環境中取得穩定的社會權力（ social 

power）、權力差異導致制度化的不平等（ institutionalized inequality）（ Paynter 

1989），這類的議題及其彼此間的相互關係，長期以來都是社會科學研究者關注的焦

點，例如 Mann在討論社會權力時，區分了四種不同面向權力來源及其交互關係，包括

滿足基礎生業需求的經濟面向、賦予事物意義的意識形態層次、透過社會制度產生的政

治權力以及更具強制性的軍事權力（Mann 1986）。延續這樣的概念，考古學家亦常在

討論社會發展進程時，著重於權力來源的探討，例如 Earle 所採取的框架就與 Mann 類

似，討論生業經濟、宗教、軍事等面向的權力來源（如 Earle 1991, 1997）。這些不同

面向的策略中，生業經濟常被視為最穩定的權力基礎，例如在 Chaco Canyon 社會中，

領導者透過從生業物資的控制與分配，驅動人民為既有的政治經濟組織提供勞力等服務

（Earle 2001）。 

儘管在較複雜的政治經濟結構下，領導者可以透過生業資源的操控與流動達成權力

鞏固的目的，小規模社會中如何取得、利用生業資源，而其利用的手段又對社會發展造

成何種影響，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在理論層次上聚焦討論其如何影響早期小規模

社會的發展。相較於強烈的政治經濟因素變因較多（如酋長對於資源在分配的需求與操

控），小規模社會中複雜的政治變因可受控制，因此這類社會脈絡中的生業活動通常可

以更直接地反映人群的需求以及文化與環境的互動關係。 

當然，儘管這些小規模社會中，內部組織分化情況相對單純，學者仍認為其中仍存

有社會不平等的種子，而且常能透過生業資源的累積與操控而被催化。例如 Bender 認

為一個社群若有特定的個人，有能力適當累積剩餘的食物物資，他就有機會進一步將這

些物資轉變為其他形式的資源，並促進社會改變（Bender 1978）。另一個經典的例子

來自 Clark與 Blake 所建立的模型：他們認為這些自然資源如被社群中較具企圖心的個

體（aggrandizer）適當使用，就能用來建立自身威望並吸引追隨者加入其陣營，因此自

然資源的生產力和可信賴度（reliability）在權力策略的應用中就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如

Clark and Blake 1994）。 

自然生業資源作為推進早期社會發展的燃料，乃至影響社會權力的產生，在宴飲活

動的研究上可以取得進一步的印證。一般的定義中，認為宴飲指涉的是「一種公開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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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性的活動，透過群體共同消費食物來達成」（Dietler 2001: 67）。也有如 Hayden

的更寬鬆的定義，指「在具有特殊目的或在特殊場合中，由兩人以上的共享食物」

（Hayden 2001: 28）。由此可知，宴飲是具有特殊社會意義的食物共享行為，與日常的

食物消費行為有本質上的不同。在複雜或國家社會中，宴飲與政治的關係相對鮮明（如

Bray 2003），而在小規模社會的討論中，學者一般認為舉辦宴飲活動需要在日常消費

之外刻意累積生業資源，因此能成為重要的社會機制，誘發小規模社會中個人領導者的

出現（Hayden 1998, 2001, 2014; Hayden and Villeneuve 2010, 2011）。除了前述的

Hayden 長期著墨宴飲與社會發展的關係，Spielmann 明確地指出宴飲儀式的需求是促進

經濟模式轉型（尤其是生業強化與生產專業化）的重要趨力（Spielmann 2002）。Blitz

（1993）也認為儀式性的宴飲（ritual feasting）在小規模社會中，是社會整合與地位競

爭的重要平台，也因此，食物生產的強化（intensification）不見得是基於人口需求或環

境因素，而可以是「擴展同盟」、「強化義務關係」、「促進威望（prestige）」的社

會策略。Stanish等人也從文化演化理論（Cultural Evolutionary Theory）的角度認為整合

不同群體的合作社會組織（cooperative social organizations）是社會邁向複雜化的關鍵，

而合作的主要機制與規範就是奠基在宴飲活動中（Stanish 2018）。 

在實務層面來看，Potter（2000）認為參與的規模、消費發生的頻率與結構、使用

的資源種類，是考古學材料中，三大可以用來論證宴飲活動的指標；另外，除了資源累

積的過程和消費活動本身，食物的處理、準備、視覺呈現等要素，都有其指標性與重要

性，使宴飲活動的社會機制更為鮮明（如 Joyce and Henderson 2007；Mills 2007；

Pauketat et al. 2002）。值得注意的是，小規模社會中的宴飲活動可能有多元的動機，不

見得都以社會發展的推進或權力的取得與鞏固作為預設的目標，在某些社會情境中，宴

飲活動並非由單一個人籌辦規劃，而是一種集體參與的文化過程，而活動參與者的集體

經驗（collective experience）同樣有可能淡化群體內的階級差異（如 Pauketat et al. 2002: 

275-276）。整體而言，宴飲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中，其作為取得或鞏固權力的手段，

在民族誌中多有記載（如 Rappoport 1968；Sahlins 1972）；而透過物質與生態遺留的分

析，考古學家也得以論證宴飲活動的存在。考古學中的宴飲活動常能用以討論「自然生

業資源如何驅動社會結構的變化與發展」等議題，本文所列舉的三個研究實例，即是從

考古脈絡的剖析與比較中，一窺宴飲的多元動機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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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地斯文明發展與海洋假說 

儘管農業經濟在大多數的社會情境中，提供了 Clark 與 Blake（1994）所論述的穩

定基礎，並且進一步構成了許多宴飲活動的主要消費資源，農業資源並非唯一用來進行

宴飲活動，甚或推進早期社會發展的燃料。事實上，在幾個原始國家（pristine state）

發生的區域中，安地斯區域就採取了相當不同的生業發展策略，由於其形成背景較為特

殊，以下分別就安地斯區域的自然環境、海洋假說的主要內容與爭論進行回顧。 

相對於南美洲南端的巴塔哥尼亞（Patagonia）以及東側的亞馬遜（Amazonia）雨

林，安地斯文化圈主要指的是位在安地斯山脈西麓，以秘魯為主並涵蓋厄瓜多、玻利維

亞與智利北部的範圍（圖一）。如圖一所示，此區域主要由狹長的海岸平原構成，西以

太平洋、東以標高超過海拔六千公尺的安地斯山為界。由於秘魯涼流（Peru Current，

或稱 Humboldt Current）通過此一區域，海上的冷空氣遭遇溫暖陸地時，空氣中的含水

量會上升，但無法形成降雨，造成了秘魯沿岸的沙漠氣候。而空氣中的水氣則要等到觸

及安地斯高山之後，才能重新凝結形成降雨，並匯聚成河流，在往西流入太平洋的過程

中形成自南而北如綠洲般各自獨立分布的河谷平原。 

儘管河流經過之處在河谷中部到低處形成了具有可耕地的河谷平原，農業活動仍因

灌溉系統的缺乏而受到較大的限制。秘魯幾個不同的河谷區域調查顯示，在距今三千八

百年以前的安地斯先陶時代晚期（Late Preceramic Period），主要的聚落皆分布在沿海

地區，河谷下游的遺址數量稀少，而中游地帶幾無遺址分布（如 Billman 1996；Willey 

1953；Wilson 1988）。此外，先陶時代晚期的遺址分布常落在沖積平原的範圍之外，

顯示此時期的人群對於以農產品為主的生業資源較少使用、也較不依賴。 

與河谷平原的農業資源對應的，是沿海地區隨著秘魯涼流而來的漁業資源。作為世

界主要的大漁場之一，秘魯沿岸盛產沙丁魚（Sardinops sagax）與鯷魚（Engraulis 

ringens），且以鯷魚的產量最為豐富而穩定，至今仍被視為是世界上數量最多、年產量

也最豐富的魚種。值得注意的是，鯷魚屬於小型群聚魚類，成魚體長約為 20 公分，以

線釣捕獲極不符合經濟效益；相對的，若以網眼較細的漁網進行捕撈，則能有穩定而豐

沛的收穫。正因為海岸漁業資源的「穩定性」及「可預期性」，自 1960 年代初期，考

古學者開始注意到漁業資源與安地斯文明發展的關連性（Fung 1972; Lanning 1963），

這些論述在 1975 年由 Moseley 整合成著名的海洋假說（Maritime Hypothesis, 

[MFAC]）。Moseley 最初以秘魯中部海岸具有大型建築的 Aspero（約 3,700-2,500 

BC）、El Paraiso（約 2,500-1,100 BC）為例，利用遺址的海岸區位及其豐富的海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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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遺存，論證以「大型魚類與貝類」為主的海洋生業經濟如何提供足夠的營養，不只滿

足基本生存需求，同時也支撐了較為複雜的社會型態，使人口勞力能投入 Aspero 與 El 

Paraiso等大型建築的建設活動（Moseley 1975）。 

 

 

 

 

 

 

  

 

 

  

 

 

 

 

 

 

  

 

圖一  安地斯文化區與秘魯涼流（筆者修圖並加註文化區與洋流相關資訊； 

底圖來源：https://photojournal.jpl.nasa.gov/jpeg/PIA03388.jpg） 

 

在 70 年代農業本位的思潮中，Moseley 的論點在安地斯乃至世界考古學的研究中

都引起了迴響，批評者主要以漁業與農業資源保存狀況差異造成的抽樣誤差、環境變化

使漁業穩定性不足、海洋資源本身營養不足以支撐大量人口等面向來反駁海洋假說（如

Osborn 1977；Raymond 1981；Wilson 1981）。這些批評促使Moseley在 1990年代初期

https://photojournal.jpl.nasa.gov/jpeg/PIA0338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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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環境條件，並修正海洋假說。在環境因素方面，太平洋東岸的氣候模式與聖嬰現象

（El Niño）的週期約在距今五千年前趨於穩定，且與當代模式相符，因此可以用已知

的情況反推過去。在環境變因與新資料的支持下，Moseley 認為數量龐大但體型較小的

「鯷魚」才是史前人群聚焦使用的資源；同時，Moseley 進一步根據海岸大型建築出現

的範圍，將 MFAC 的適用區域縮限在南緯 8-15 度（Moseley 1992）。儘管在修正過後

的論述中，Moseley 持續強調漁業資源的重要性，但他並未否定農業經濟的存在，而是

強調在不同的自然環境與社會情境下，安地斯人群對海洋資源有選擇偏好與刻意利用

（ibid.）。 

隨著秘魯中部大型內陸遺址如 Caral 的研究與年代確認，新的資料顯示先陶時代晚

期的人群其實已具備簡單的農業技術（如 Shady 1999, 2006），但這些內陸遺址同樣依

賴海岸區域提供相關的海洋資源。也因此，在討論安地斯早期社會發展時，雖然海洋資

源的重要性始終存在，但學者已認識到農業與海洋資源並非簡單二分或互斥的關係（如

Dillehay 2011；Dillehay et al. 2017；Pozorski and Pozorski 2008；Quilter 1991；Quilter 

and Stocker 1983；Sandweiss 2009；Shady 2009）。事實上，不同類型的生業活動選擇

與操作，一來呈現了社會的能動性與多元性，二來持續挹注海洋假說的相關討論。延續

此一方向，本文採用千禧年以來三個秘魯早期沿海遺址的研究案例，從生業經濟與宴飲

活動的角度切入，反映不同的海洋資源選擇策略，除了探討生業議題的可能性及其與社

會發展的關係，亦是以不同的角度與海洋假說展開新的對話。 

 

安地斯先陶時代晚期（Late Preceramic Period）與初始時期
（Initial Period）2 

安地斯文化圈與早期社會發展最為相關的時代，當屬先陶時代晚期（Late 

Preceramic Period，公元前 3,500 到 1,800 年）以及初始時期（Initial Period，公元前

1,800 到 1,200 年）。其中，先陶時代晚期見證了人類從早期沿海佔居、海岸環境適

應、到進一步發展大型建築（monument）的開展，學者普遍認為先陶時代的人群已經

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社會複雜化，並存在特定的權力領導階級籌劃大型公共計畫（如

Bird and Hyslop 1985；Haas and Creamer 2012；Pozorski and Pozorski 2008；Shady 

2006）。與之相比，初始時期指的是在文化上開始採用陶器的階段，而在聚落分布上，

海岸遺址的重要性逐漸降低，而河谷中游的遺址數量和規模都逐漸增加，顯示此時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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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人群逐漸以農業為重的生業型態（如 Billman 1996；Nesbitt 2012；Willey 1953）。 

整體而言，從先陶時代晚期到初始時期的社會發展過程，常被視為安地斯文明的源

頭。然而，與公元前一千兩百年以降的其他考古研究相比，此時期相關的考古研究相對

稀少，且相關研究多聚焦於醒目而保存良好的大型建築遺址，這些大型建築的出現也是

討論文明發展進程的重要依據（Creamer et al. 2014; Haas and Creamer 2006, 2012; 

Pozorski and Pozorski 2008; Shady 1999）。這種相對單一的研究議題在千禧年以後逐漸

改變，有較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先陶時代晚期與初始時期早期與村落、家戶、日常生活相

關的議題討論。為了建構由下而上的比較視角，筆者選擇了近期發掘的 Virú 河谷的

Huaca Negra遺址、Fortaleza河谷的 Cerro Lampay遺址，以及 Moche河谷的 Gramalote

遺址作為比較案例（圖二），以生業與社會為主軸，呈現多面向的討論。 

 

 

 

 

  

 

 

 

 

 

 

 

 

 

圖二  本文所比較的三個遺址：Gramalote、Huaca Negra與 Cerro Lampay 

（筆者修圖並加註遺址位置；底圖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eru_physical_map.sv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eru_physical_map.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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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社會變遷改變的生業策略：Huaca Negra（先陶時代晚期至初

始時期） 

Huaca Negra是一個距離海岸約 1.2公里的小型遺址，且位於秘魯的 Virú河谷北岸

（南緯 8°25’）、河谷平原範圍以外相對貧瘠的區域。在 1940年代後期，Gordon Willey

於 Virú 河谷進行考古學史上首次系統性調查與聚落型態研究，本遺址即在此時被發現

（Willey 1953），並由同計畫項下的 Strong 與 Evans 進行發掘（Strong and Evans 

1952）。該次發掘揭露了人類在 Huaca Negra自先陶時代晚期到初始時代中期的佔居證

據，遺址內涵主要反映了家戶活動，在文化遺留上則以煮食用的陶器破片以及大量的生

態遺留為主，故研究者認為 Huaca Negra遺址屬於家戶垃圾所形成的堆積遺留（Midden 

mound）（ibid.）。 

Huaca Negra 可用於生業型態討論的資料，主要來自 2015 年筆者執行的發掘計畫

（Chen 2019）。本計畫在面積約 110 x 190平方公尺、高約 5公尺的土丘範圍中，發掘

了六個探坑，再透過自然層位與絕對年代的取得，對 Huaca Negra遺址的佔居史與文化

內涵有了新的認識。除了確認長達兩千年的活動歷史，Huaca Negra 聚落的本質也在時

間長河中，呈現了多種不同的樣貌，包括：非定居活動區域、定居漁村、公共建築計畫

的開展以及公共建築棄用後村落生活的延續（表 1）。而這樣的社會發展軌跡也有助於

詮釋生態遺留的量化分析的結果。 

作為濱海的漁村，Huaca Negra 的兩次發掘都顯示以海洋資源為主的生態遺留是遺

址內最重要的人類活動證據，而 2015 年的考古工作由於登記了不同層位、現象的發掘

土方量，因此可進一步計算不同考古脈絡中生態遺留的密度，並加以比較。由於 Huaca 

Negra 的第一居住期反映的是非定居偶發性活動，導致出土遺物的密度極低而缺乏比較

意義，因此表 2 3 只比較 Huaca Negra處於定居狀態的二到四期。由表 2可以看出魚類

資源在定居之始即被 Huaca Negra的人群大量使用，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以及公共建築的

開展，其使用頻率在第三期逐漸下降，並在第四期達到最低；相反的，貝類資源的使用

則隨著時間推移有顯著的增加，尤其在從第二期的村落生活轉向第三期的公共建築使用

階段，變化最為明顯。除了出土密度有顯著的差異，Huaca Negra於 2015年的發掘中也

辨識出 22 處大小不一，但高密度的貝殼分布叢集（shellfish clusters，圖三），其中第

三期地層中有 15 處、第四期地層中有 7 處，而村落活動為主軸的第二期則沒有發現這

樣的貝殼密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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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Huaca Negra分期與文化內涵摘要 

分期 
校正年代 

（calBC） 
指標性文化內涵 遺址性質與活動 

4 
1,700 – 1,200 

（初始時期） 

1. 陶器使用肇始，出土物以炊具為主 

2. 生業型態與第三期雷同 

3. 公共建築棄用、遺址仍具居住性質 

棄用公共建築： 

 村落生活延續 

 交換物品內容

持續增加 

3 2,150 – 1,700 

1. 制式黏土地板（piso） 

2. 大型泥磚牆 

3. 魚類遺存密度大幅降低 

4. 貝殼數量提高，且短期消費事件頻率

增加 

發展公共建築： 

 採貝活動較捕

魚興盛 

 遺址中央為大

型建築本體 

2 2,700 – 2,150 

1. 連續性的佔居 

2. 非制式化的家戶黏土地板 

3. 高密度的魚類遺存 

4. 僅見零星貝殼，無明顯可辨的貝殼叢

集與消費事件（consumption event） 

村落定居肇始： 

 以捕魚為主的

生業型態 

 家戶建築結構 

1 ~3,250 – 2,700 

1. 細沙基質 

2. 間歇出現的人類活動 

3. 一處高密度貽貝分布的消費行為遺留 

 非定居型態的

活動區域 

 

 

表 2  Huaca Negra各期出土魚類與貝類的密度比較 

資源種類／分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海洋魚類 278/m3 86/m3 18/m3 

沿岸貝類 116/m3 400/m3 489/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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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Huaca Negra界牆上可見貝類消費活動遺跡（筆者拍攝） 

 

綜觀 Huaca Negra的海洋資源遺留，可以看出兩個大方向： 

（一）海洋魚類與沿岸貝類的「相對重要性」的顯著消長：表 2所呈現的資源採集

狀況並非暗示貝類「取代」魚類成為日常主食，而是反映了生業策略的改變。可以看出

在 Huaca Negra兩千年的發展軌跡中，雖然一開始即有足夠的捕魚技術，但居民並沒有

選擇以穩定的鯷魚資源支撐人口，而是在發展過程中大量利用較易取得的沿岸貝類資

源。這樣的策略選擇有助於小規模的村落將有限的人口投入相對大規模的公共建築計

畫，但是也使得 Huaca Negra整體的聚落規模相對持平，沒有人口顯著成長的證據，與

海洋假說的發展軌跡有顯著的不同。 

（二）貝類消費本質的變化：目前的資料顯示，貝殼分布叢集僅見於貝類資源大量

開採的第三、第四期，顯示這種資源不只是相對重要性提高，在消費方式上也有相應的

改變。由於貝殼堆積密度極高而分布範圍清晰但規模有限（現象土方量介於 0.02到 0.5

立方公尺之間），因此推定其為單次短時間的「消費事件（consumption event）」，而

非長時間垃圾堆積構成的貝塚。又，從遺存數量來說，每次事件的消費內容已超過一般

家戶單位的日常所需，但也不足以提供百人或以上的群體消費，因此研究者認為遺址空

間中的消費事件，最有可能是社群中數個家戶構成的小型超家戶（supra-household）群

體進行的群體消費行為。這樣的群體消費事件大致符合廣義宴飲「群體共享食物」的定

義，而可由此進行後續的比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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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業資源推動的大型建築：Cerro Lampay（先陶時代晚期） 

Cerro Lampay 是位於秘魯中部 Fortaleza 河谷的先陶時代晚期遺址，由 Vega-

Centeno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Vega-Centeno 2005, 2007）。過去定年結果顯示遺址使用

年代落在公元前 2,400到 2,200年間，其本體由 38 x 31 x 5公尺的土丘、方形廣場、長

條形平台所構成，範圍內沒有家戶相關的結構或活動證據。發掘顯示 Cerro Lampay

早、晚兩期的使用歷史中，包含了兩種主要的建築活動：結構建造或空間重整

（remodification）、空間重整前的刻意掩埋（mound entombment）。所謂的掩埋活動指

的是有意識地投入人力、填平原本的空間，以便重新規劃新的空間使用模式；此外，同

樣的掩埋活動也構成遺址最末次的文化層堆積，顯示 Cerro Lampay 是有計畫而非突然

地被棄置。 

雖然遺址的結構規模相對較大，Vega-Centeno的發掘顯示建築活動並非單一的大型

勞力投入事件，而是多次小規模活動的累積。其中，刻意掩埋活動每次造成的堆積約達

2 到 2.5 公尺深，因此所需的勞動力與物資都比結構建造本身顯著，因而構成 Cerro 

Lampay最重要的群體活動。研究者同時發現，在 Cerro Lampay進行發掘的八個建築空

間中，有六個空間出現明顯的火燒區（burnt area, BA）與垃圾堆積（ trash deposit, 

TD）。從圖四的空間分布來看，這些火燒區常與垃圾堆積有空間對應關係，顯示火燒

區為主要活動地點，活動結束後垃圾則被移開或填滿空間角落。由於 Cerro Lampay 的

火燒區與垃圾堆積皆未直接對應地板、生活面以及火煻，發掘者認為這是遺址公共空間

掩埋工作進行前，與勞動者或工作群體直接相關的活動事件。考慮到空間的公共性與掩

埋工作所需的規模，垃圾堆積中出土的大量海洋資源遺留（表 3），可視為宴飲活動的

遺存，用以進行後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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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Cerro Lampay早、晚期空間配置差異及現象分布 

（修改自 Vega-Centeno 2007: Figure 3, 5, 6, 7） 

 

 

表 3  Cerro Lampay垃圾堆積中的魚類與貝類（NISP）4 

 TD1 TD2 TD3 TD4 TD5 TD6 TD7 TD8 TD9 TD10 

海洋魚類 0 10 383 37 0 44 10 280 1 0 

沿岸貝類 3 401 2397 2456 50 1358 427 7352 101 1 

 

在原發掘者對於 Cerro Lampay 的討論中，高頻率但規模不大的建設、掩埋、與宴

飲活動被用來論證社群中可能領導者，在動員勞力、掌控資源的能力皆相對受限，且並

未構成制度化、穩定的階序關係（Vega-Centeno 2007: 167）。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從

垃圾堆積區域出土的生態遺留，可提供兩個面向的思考： 

（一）海洋資源的利用：由表 3 可知，若不計食物殘留極其稀少的 TD1、5、9、

10，其他六個現象紀錄中，貝類遺留都穩定高於魚類資源。儘管魚骨數量與保存狀況以

及考古發掘方法密切相關，相較於貝類遺留，可預期魚類遺存會相對被低估，但此處兩

者的差距持續存在，足以證明貝類是持續穩定使用的重要資源。Cerro Lampay的資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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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鯷魚的使用相對受限，儘管其數量占已知魚類遺存的一半（N = 326），但鯷魚

僅於 TD3地層中發現，普及率為極低的 10%。整體而言，Cerro Lampay海洋資源的利

用與 Huaca Negra的第三、第四期類似，而與海洋假說不甚吻合。 

（二）工作宴飲（working feast）的社會意涵：根據 Dietler 與 Herbich的定義，工

作宴飲是一種特殊的賦權宴飲模式，透過食物分享來驅動自願性的集體勞動，或者形成

勞力交換（Dietler and Herbich 2001: 241, 243）。在 Cerro Lampay的考古脈絡顯示，大

型公共計畫是以小規模多次進行的模式逐步完成，而這些參與計畫的勞動力極可能來自

社群中不同的家戶或親屬群體。這些小規模的活動伴隨著多次的工作宴飲，同時也構成

了一種集體參與的文化經驗，形成凝聚社群意識與強化人際連結的重要社會機制，透過

工作宴飲的運作，使群體計畫（如土丘建造與掩埋）得以順利推動。 

儀式宗教影響的生業選擇：Gramalote（初始時期） 

Gramalote 遺址位在秘魯北海岸的 Moche 河谷，為一個初始時期的海岸遺址，佔居

時間介於公元前 1,500 到 1,200 年間，時間與文化型態皆與 Huaca Negra 遺址的第四期

直接相關。如前所述，初始時期除了開始將陶器納入日常生活的使用，在文化上最顯著

的轉變就是內陸的河谷平原開始出現大型遺址，此時海岸遺址被認為重要性降低，僅扮

演著「供輸海洋資源至內陸遺址」的衛星角色（如 Pozorski and Pozorski 1979）。這樣

的想法直至 2010到 2014年，Prieto針對 Gramalote進行了一系列的發掘研究後，才有

顯著的轉變（Prieto 2014, 2015, 2018, 2020）。 

Prieto 的發掘確認了 Gramalote 遺址的西南角為家戶居住區，而東北角則為儀式功

能為主的公共建築群（圖五）。生態遺留的資料則顯示，Gramalote 的居民主要從事海

洋取向的生業經濟（marine-oriented subsistence economy）；與此同時，在地的園藝活

動（horticulture）也相當受到重視，居民會利用周遭環境栽種次要的糧食作物（如花生

及各種水果）以及漁業相關的植物（如蘆葦、棉花、葫蘆）。這樣複雜而多元的生業活

動需要特定的時間規劃與勞力分配，加上遺址內部的多元空間使用，顯示 Gramalote 並

非只是供應內陸遺址漁獲資源的「專業化」的漁村，除了食物的生產與供給，

Gramalote 的例子證明了初始時期小規模的漁村，同樣能在自身的文化脈絡中，發展出

具有其社群特色的文化實踐（Prie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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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Gramalote遺址平面圖（修改自 Prieto 2018: Figure 2） 

 

所謂 Gramalote 的社群特色，可以由其動物遺留的內涵具體呈現。表 4 為

Gramalote 家戶發掘出土的海洋資源遺留，可以發現傳統海洋假說中著重的小型洄游魚

類，在 Gramalote 出土的數量有限，僅約所有魚骨遺存的 20.6%；相較之下，鯊魚遺存

則高達到 64.3%。相較於小型洄游魚類需要以細網捕撈才能使漁撈的效益最大化，體型

較大的鯊魚通常是以魚叉或海釣的方式逐一捕獲，這兩種類型的魚類在補獲的策略與所

需的技術上，皆有顯著的不同，而漁人需要在出海之前設定明確的目標，才能準備適當

的工具、前往適當的漁場。Gramalote 漁夫的目標物種，與同時期的 Huaca Negra （第

四期）及其他遺址都有顯著的差異，而發掘者 Prieto 認為此一不同的發展軌跡肇因於當

地以鯊魚為主的特殊儀式信仰（Prieto 2015）。與此同時，貝類資源也在家戶脈絡與公

共區域中穩定而大量地出現，顯示 Gramalote人群對於海洋資源有多元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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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Gramalote家戶脈絡中的主要生態遺留 5 

主要 

生態遺留 

魚類資源 貝類資源 

鯊魚 海豚、鯨魚 鯷魚、沙丁魚 其他魚類  

數量

（NISP） 
17,006 283 5,443 3,728 214,985 

 

Gramalote 的發掘結果不只重現了初始時期漁村生活與家戶脈絡，其獨立而完整社

群運作體系也改變了安地斯考古學家對初始時期海岸遺址的想像，其中，生業型態的選

擇就是這種獨立運作下最顯著的結果之一。就實際消費的目的來說，Gramalote 出現頻

率最高的藍鯊（Prionace glauca）平均體長約 1-2 公尺，單一個體可提供的肉量（meat 

weight）遠高於成體只有 20 公分的鯷魚，同樣可以不同的形式支撐社群人口，但同時

期的其他人群如 Huaca Negra，並未選擇類似的生業策略。Gramalote出土的魚類組成，

直接挑戰了海洋假說以鯷魚為主的觀點，顯示漁人並非只以「收穫效益」作為決定目標

魚種的唯一考量，而是依循自身文化脈絡與偏好作出選擇，而我們也能從中看到小規模

社群的自主性、能動性與多元性。 

除了家戶脈絡的日常消費，在 Gramalote 的公共區域，研究者亦發掘出大量食物遺

留、火煻、炊具與食器，並以此認定此處應有聚落社群層級的宴飲活動（Prieto 

2018）。較為可惜的是，目前發表的資料尚無法討論幾個與宴飲本質相關的重要問題，

如：宴飲活動由何人組織、哪些人可以參加、食物的組成為何？儘管在公共場域舉辦的

大規模食物共享活動，應當具有特殊的儀式性與社會意涵，在聚落中也能形成凝聚社會

共識的重要機制，如能對 Gramalote 宴飲活動本質更深入地探討，應可以對社會發展的

樣貌與軌跡有更深入的瞭解。 

 

從比較觀點看生業資源與社會發展 

Huaca Negra、Cerro Lampay與 Gramalote三個遺址出土的生業資源，各自呈現了不

同案例如何與海洋假說、宴飲活動、及其與小規模社會發展等議題互相激盪，多元案例

的比較研究能夠建立更具時間縱深與空間廣度的討論。而要從比較觀點思考生業資源使

用與社會發展的議題，在研究取徑上可以從三個角度切入討論：單一地點的縱時性比

較、多個地點的同時性比較、大尺度的綜合性比較。本文所選定的三個範例遺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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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進行前兩種取徑的比較討論，並在理論層次上，挹注本文關注的生業資源相關議題。

在大尺度的綜合性比較層面，不同區域之間應尋求恰當的考古文化脈絡，透過對環境條

件等變因的控制，一窺不同的社會發展途徑及其可能詮釋。 

單一地點的縱時性比較 

「單一地點的縱時性比較」是最容易理解的比較觀點，透過分期比較，呈現同一群

體（或同一地點的不同群體）的社會型態與文化樣貌如何隨時間推移而有所轉變。在本

文所列舉的三個安地斯案例中， Huaca Negra發掘計畫還原了長達兩千年的佔居歷史與

社會脈絡，而研究後所重建的四個居住時期，即構成了縱時性比較的基本單位。在三個

可觀察到的定居階段中，社會發展穩定而持續，呈現了從漁村村落生活、公共建設發展

乃至棄置等一系列符合安地斯脈絡的過程。Huaca Negra 在村落生活開展的第二期，有

最高的魚類資源使用率，且出土的主要魚種符合海洋假說的設定，若選擇持續穩定地開

採鯷魚資源，其發展軌跡或許能見證另一個區域的社會組織複雜化過程，而成為另一個

支持海洋假說的案例。然而，在 Huaca Negra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生業資源開採的重點

從捕魚轉換成採貝，由於各時期出土貝類、魚類的組成相對穩定，可以排除顯著的海水

溫度變化等環境因素影響（參見 Chen 2019），故可由文化因素來考慮如此顯著的變

化。 

在 Huaca Negra，與採貝活動對應的並非典型的家戶活動與消費，而是社區規模的

小型公共建築的出現，考慮到遺址規模穩定，且無顯著的人口增加跡象，Huaca Negra

社群中可供使用的勞動力應無顯著的變化。在此脈絡中，捨棄技術相對複雜、高度專業

的（細網）捕魚活動（參見 Edwards 1965），而至距離僅約 1公里的沿岸地區以較低的

勞力成本採集貝類，這樣的改變可視為小規模社會因應自身條件所作的策略性選擇。如

此的選擇兼顧了基本消費需求的維持，以及執行公共建築計畫的需求，但同時也因為貝

類資源捕獲與保存效益較低，限制了人口的增加與社會結構複雜化的條件。由此看來，

生業策略的選擇直接影響了 Huaca Negra的社會發展途徑，呈現出「沒有大規模開採鯷

魚資源、沒有發展出規模宏大的大型建築」的發展方向。目前的研究成果揭示了「生業

型態的選擇」與「勞動力的分配」如何型塑甚至局限了人口增長，進一步影響與導引社

會發展的進程，並從反面「印證」了海洋假說的論點。 

相較於 Huaca Negra，在 Gramalote 三百年的佔居歷史中，研究者也以百年為分

界，區分了早、中、晚三個時期（Prieto 2015）。初步的比較顯示各階段之間的生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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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皆以海洋資源為主，且在開採物種的組成結構上並無顯著的區別。Gramalote 的縱時

性比較顯示：沿海漁村有能力在長達數百年的期間，維持相對穩定的生業策略。儘管

Huaca Negra 與 Gramalote 在縱時性比較上，不同分期的時間跨度有明顯的差異，但兩

個社群基本呈現出不同的行為模式與策略選擇，為後續更多比較案例提供了討論的基

礎。 

多元區域的同時性比較 

單一地點的縱時性比較有助重建居住史與社群脈絡，而區域內不同遺址間出土生業

資源的相互比較，同樣也能有意義地解決設定的考古問題。同時性的前提有助於考古學

家在進行比較研究的時候，選擇社會、文化脈絡相近的案例，在其他變因得到控制的情

況下，促進比較結果的可詮釋性。以 Huaca Negra為出發點，過去所建構的四個分期有

助於研究者選擇恰當的時間段，分別與先陶時代晚期的 Cerro Lampay、初始時期的

Gramalote 進行比較，對於生業資源的取得（海洋假說）與使用（宴飲活動）能有更多

不同面向的挹注與啟發。 

海洋假說的反思 

對安地斯海岸區域早期遺址的研究來說，生業資源的取得、使用及其與海洋資源理

論的對話都是重要而無可迴避的議題（如Mauricio 2015；Chu 2011；Prieto 2015）。從

此概念提出以來，學者對於此假說的爭論常在於：（1）海洋資源的營養價值是否足夠

支持人口增加與文明發展（如Wilson 1983）；（2）先陶時代中晚期內陸大型遺址的發

現是否能夠印證農業的重要性並挑戰海洋假說（如 Sandweiss 2009）。在這些討論中，

所謂的文明、複雜社會組織常直接與大型建築的出現掛勾（如 Shady 2009），而缺乏對

當時人群日常生活樣貌的描繪。 

Cerro Lampay是本文所列舉的三個案例中，唯一純屬大型公共空間的遺址，儘管空

間脈絡反映的活動本質與日常生活較不相關，但出土的生業資料也顯示這個階段的

Cerro Lampay人群和 Huaca Negra的第三期有類似的選擇，並非以鯷魚作為主要使用的

海洋資源，而貝類的使用也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隨著近年來家戶脈絡逐漸被重視，對於海洋假說的討論得以跳脫大型建築的拘束，

從不同的面向進行比較。本文所舉的 Gramalote及 Huaca Negra都出土了許多日常活動

留下的跡證，因而能從新的脈絡與海洋假說進行對話。前節已經利用出土資料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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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ca Negra 在因應社會需求變遷的情況下，放棄高投入高效益的細網鯷魚捕撈，而改

選擇利用沿岸貝類資源。與之相比，Gramalote 漁民的生業活動顯得更為多元，且持續

維持大量出海捕魚的活動。無論是基於對大型魚類的特殊信仰、崇拜，又或者是單一個

體的供肉量較能滿足社會需求，Gramalote 人群專注於鯊魚的取得與利用，使得出土的

生態遺留結構迥異於其他安地斯早期海岸遺址。將 Huaca Negra第四期與 Gramalote 相

比，更可以發現這兩個直線距離不到 50 公里，分處鄰近河谷的海岸遺址，即使年代上

同屬初始時期，卻選擇了完全不同的生業策略，且其背後的考量也各有顯著的不同。 

在直觀的敘述上，Huaca Negra 與 Gramalote 都能以「海洋取向的生業經濟」來概

括陳述其生業型態。然而，透過考古資料的累積與脈絡重建，並從比較研究的觀點著

手，各個聚落人群間的邏輯思維、策略差異，乃至這些因素與社會發展進程間的交互作

用，都有其差異性，而這些多元的文化樣貌，需要先去除上述「化零為整」的標籤後，

方能得到彰顯。 

宴飲活動的比較 

Huaca Negra的第三期與 Cerro Lampay皆屬先陶時代晚期、皆有公共建築的出現，

且皆存在以貝類資源為主的消費事件。雖然這些消費活動的規模大小不一，但從考古脈

絡來看皆為時間短暫的單一事件，且消費的資源數量超過單一家戶的活動所需，符合宴

飲分享共食的基本定義。而透過比較也可以發現，即使是小規模社會中的宴飲活動，在

不同的脈絡中也展現了不同的社會功能。 

在 Cerro Lampay，發掘的公共空間結構清晰，但人類活動的物質遺留極為稀少，

顯示當地人群對公共空間有持續的清理與維持（Vega-Centeno 2005）。在這個例子中，

宴飲活動與公共結構及其原本的空間功能脫鉤，而是發生在掩埋事件前，成為整個公共

計畫執行的固定程序之一，顯示宴飲活動本身即存在特殊的社會意義。由於本遺址的公

共計畫皆是多次小規模活動逐漸累積的工作成果，Vega-Centeno認為這表示社群中既有

的、可動員勞力的權威者（authority）其權力相對受限。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來每次可

動員的勞力有限，只能進行規模相對較小的活動；二來則是透過反覆的宴飲事件，社群

中的特定人士得以一再確認自己的威望地位。整體而言，研究者認為 Cerro Lampay 的

領導組織發展尚未完備，但宴飲活動的持續進行仍有助鞏固與強化既存的社會關係

（Vega-Centeno 2007）。 

考慮到 Cerro Lampay 宴飲與掩埋活動存在穩定的對應關係，筆者認為應將此處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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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的本質視為「工作宴飲」，係伴隨著每次群體工作事件而產生。而從 Cerro Lampay

工作宴飲的內容來看，可以發現每次活動在規模及食物的組成上，都有較大的差異。這

樣缺乏特定食物偏好或統一規劃的跡象，顯示宴飲活動使用的食物相對隨機，並非刻意

準備，因此很可能是參與工作計畫的勞動者或規劃者，於工作進行前後，消費「當時可

得」的資源而遺留下的活動結果。比起其他社會組織較為複雜的考古脈絡中，領導者利

用大規模的宴飲吸引追隨者，執行更大型的公共計畫（如 Silverman 1993；Vaughn 

2005, 2006），Cerro Lampay 的宴飲活動就組織規模及標準化的程度來看，尚不具備足

以影響社會結構的強大能量，但這種多次、小規模的集體活動模式所產生的共同經驗，

同樣反映了社會運作的本質，提供理解 Cerro Lampay社會發展的重要視角。 

Huaca Negra於第三期共出現了 15處貝類消費事件，這些事件的出土脈絡非屬單一

家戶的活動空間，而是與遺址中的大型建築結構有所關連；同時，消費的貝殼種類以及

每次消費的規模變異程度亦高。乍看之下，這樣的比較條件與 Cerro Lampay 的案例極

為相似。然而，Huaca Negra 所處的活動空間常伴隨大量的人類活動痕跡，例如炭塊、

火煻、火燒石等，顯示此處人群對公共空間的模式與 Cerro Lampay 不同，並非刻意維

持環境淨空，而是有諸多日常活動與消費的累積。由於公共空間呈現的日常使用痕跡，

筆者曾在他處論證 Huaca Negra遺址範圍內，家戶與公共空間並非簡單的二分，且大型

建築可視為家戶空間的延伸，表現的是成為超家戶層級，由數個家戶構成之社會次群體

所使用的活動空間（Chen 2019），而這些空間的物質遺留即反映了超家戶成員之間的

集體活動，此處的貝類消費事件，亦為這些集體活動產生的結果。 

在 Huaca Negra，次次分明的多處貝類消費事件與建築工事無關，因此與 Cerro 

Lampay 的工作宴飲的性質不同。此外，在 Huaca Negra 已辨識的消費事件幾乎全以貝

類為主食，不像 Cerro Lampay 的現象同時有魚類與貝類的遺存。這樣的資源使用模式

符合 Huaca Negra生業活動焦點轉移的整體趨勢：由於貝類有離水後容易死亡腐壞的特

性，相較於魚類資源，較適合「即採即食」的使用模式，因此在 Huaca Negra觀察到的

貝類消費事件，最可能是超家戶群體採集資源後立即分食的結果。在此例中，生態遺留

的分布模式與遺址的空間功能相符，投射出日常生活的資源消費模式。由於缺乏大規模

的組織、或是顯著的群體目標（如完成公共建設），Huaca Negra 的宴飲共食反映的是

小規模社會中，生業經濟轉變的結果，儘管社群或超家戶群體能透過不斷重複的小規模

共同消費累積同樣的文化經驗，但這類世俗化（ordinary）的宴飲消費，對於社會組織

複雜化的推進較無明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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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兩個先陶時期的案例，年代分布最晚的 Gramalote 的公共儀式空間同樣有宴飲

活動的跡象，研究者曾提及的相關證據有：東北儀式區域的空間內有規模較大的火塘可

用於準備大量的食物、公共空間內外都有大量食物殘留出土；最重要的是，公共空間出

土的食物結構與家戶脈絡有顯著的不同，包括：至少四種只在儀式區域出土的可食性植

物、高比例的海洋哺乳動物（如海獅、海豚）與海鳥遺存、家戶空間罕見的五種特殊貝

類（Prieto 2018）。這樣的跡象顯示儀式空間的使用者投注了額外的精力取得特殊食物

資源，並且進行相關的準備與消費活動。較為可惜的是，現階段研究者尚未提供出土生

態遺留相關的原始數據，無法進一步分析比較其社會功能。儘管如此，Gramalote 遺址

內部的空間功能明確，無論是使用資源的特殊性或空間規劃性都相當清晰，因此，此處

宴飲活動應有其特殊的社會意義。 

大尺度的比較研究：臺灣生業議題的可比性 

將比較範圍縮限在安地斯早期海岸遺址，有助於釐清區域文化史及其發展脈絡。然

而從比較研究、由下往上的觀點來理解生業活動的策略選擇、資源消費利用及其與小規

模社會的發展關係，跳脫特定的文化區域進行跨尺度的比較研究，亦有助於從更宏觀的

角度理解探討此議題。在眾多生業型態的討論議題中，本文選定以海洋假說與宴飲消費

活動來討論小規模社會發展，不只是因為這些議題切合安地斯區域既有的文化史發展脈

絡與資料累積現況，同時也考量了在大尺度比較研究中，臺灣考古學在這些生業議題上

亦具潛力，可被納入討論而拓展此議題的廣度與深度。 

就社會脈絡而言，由於缺乏大規模人口、世襲領導者也沒有證據顯示領導者進行區

域層級（regional / supra-community level）的資源控制與再分配，臺灣新石器時代的多

數文化與遺址，應可以本文所定義的小規模社會視之，儘管並未如安地斯區域一般，發

展出極為複雜的政治經濟組織，但臺灣所顯示的史前人群社會卻正落在先陶時代晚期與

初始時期的文化發展軌跡上，因而與本文討論的案例具有基本的可比性。 

就自然環境來說，臺灣及周遭離島所處的島嶼環境，對於海洋環境與資源使用並不

陌生，雖然不若秘魯沿岸有大量穩定可預期的漁獲，但海洋資源的使用及考古遺存仍能

直接反映因應特殊環境生態產生的適應策略（coping strategy），且在過去的研究中已

多有著墨（如：米泓生、李匡悌 2010；李匡悌 1994, 1995, 2000；陳維鈞 2006；臧振華 

2013）。在先陶時代晚期的安地斯海岸區域，除了 Moseley用以論證海洋假說的大型遺

址，也有如 Huaca Negra的居民改變使用資源的型態，從而維持小規模社會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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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文所舉的三個例子可以看出，相較於已邁向複雜化的酋邦或國家的複雜政經體

制，生業經濟及相應的消費活動在小規模社會中，可被視為家戶與社群之間重要的橋接

點，也讓部分研究者將生業經濟的操弄（manipulation）視為領導者可能的權力來源

（如 Earle 1991, 1997；Hayden 2014）。相較於廣受關注、在世界各角落如火如荼開展

的社會複雜化進程，所謂的小規模社會如何能維持運作，同時又維持其規模與組織的穩

定，其過程勢必多元複雜而值得深究，臺灣考古學的材料放在其環境框架來看，有多元

的生態區位與生業適應，放在社會發展的脈絡來看，可將其視為平權或跨平權社會，在

材料跟議題的操作上都有其潛力與空間，當能在這些議題上，加入對話與發揮貢獻。 

就實際的比較操作來說，近年生業型態相關討論最顯著的成果來自一系列同位素分

析的資料，包括特定地點的攝食討論（如李政益等 2016）以及縱時性討論榖類作物引

進前後攝食模式的改變（如 Lee et al. 2018）。儘管目前的分析樣本數量不多，但初步

的資料顯示在新石器時期海岸與內陸遺址因坐落地點的關係，對生業資源使用有所差

異，而到了鐵器時代，對於海洋資源的依賴則有顯著的下降，但引進的穀物作物的重要

性卻非絕對的提升，箇中原因值得進一步深究（Lee et al. 2018: 359）。除了針對標本進

行科學分析，Yu 最新的研究也利用人類行為生態學（Human Behavior Ecology, HBE）

的取徑，透過獵物選擇模型（Prey Choice Model）與理想自由分配模型（Ideal Free 

Distribution），歸納出假設驗證的方向，嘗試理解舊石器時代的狩獵採集群體與新石器

時代農業的生業策略、群體間的互動關係等議題（Yu 2020）。 

這些研究顯示臺灣考古學對於生業資料的處理，已逐漸脫離基礎資料呈現，研究目

的也逐漸跳脫「將研究對象適當分類為狩獵採集或農業社會」的標籤化框架，而是開始

就特定的議題著墨討論。更重要的是，上述的研究是在宏觀的時間跨度中進行比較

（如：舊石器與新石器、新石器與鐵器時代的轉換），這類關於臺灣史前生業策略轉變

的討論，已為後續可能的比較提供了基本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目前尚未有透過史

前生業或其他經濟面向，具體討論小規模社會複雜化進程的相關論述，本文列舉的安地

斯案例作為他山之石，並提倡以三種不同層次的比較來處理發掘出土的生業材料，理應

有其發揮之處，不只可以充實區域中社會文化史的內涵與人群生活樣貌，亦能透過更大

尺度的比較與對話，充實考古學研究中關於生業、消費與社會發展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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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討論文明發展與社會複雜化的過程中，學者對於古代社會常帶有由簡而繁的設定

及與之對應的社會型態標籤（如 Service 1962）。在討論小規模社會發展過程與路徑

時，類似的發展框架或標籤並不總是有助於考古學家理解社會與行為的本質。本文透過

三個安地斯實例，強調比較取徑而非演化觀點，試圖超越標籤或社會類型的界定，將考

古資料置於個別社會文化脈絡中理解，再透過個別案例的累積，由下而上的理解小規模

社會的多元樣貌。為了實踐由下而上的考古學研究，在方法論上，筆者提出了三種不同

層次的比較視角，包括單一地點的縱時性比較、多個地點的同時性比較、以及大尺度的

跨區域比較。在理論的層次，則選擇以生業經濟與小規模社會發展為出發點，透過案例

的比較，與安地斯脈絡特有的海洋假說，以及與考古學中廣為討論的宴飲進行對話。 

比較觀點下的考古研究，除了摒棄社會類型（如部落、酋邦、國家、帝國）的界

定，也適用於「生業型態的去標籤化」。從海洋假說的討論脈絡中，可以看到在早期社

群中，不同的生業資源常是互補共存，而非只能「擇一」專業化（如 Prieto 2020；

Sandweiss 2009）。在狩獵採集社會中，人群如何利用或栽種（ horticulture 或

cultivation）所需的作物？在農業社會中，陸生動物、水產資源又如何被納入使用？本

文所舉的例子顯示，不同活動之間的時序安排（ scheduling）、勞力分配（ labor 

allocation）、甚至宗教或宇宙觀，都可能成為推進（或阻礙）社會發展的因素。因此，

儘管穩定豐沛的海洋資源有支撐安地斯文明發展的潛力，各個群體的發展軌跡仍應分別

考慮。如同本文的比較便顯示：即便同樣被辨識為大量利用海洋資源的漁村聚落，透過

比較也可以發現，Huaca Negra 與 Gramalote 的生業利用模式與背後邏輯也全然不同而

各具意義。這些新資料的挹注並非試圖推翻海洋假說，而是摒棄單一發展軌跡，以更全

面的角度理解小規模社會之間的變異與可能性。 

宴飲可以說是生業消費活動中，最具社會意義的討論範疇。儘管宴飲活動在小規模

社會的脈絡中，常被視為建構與鞏固權力的重要途徑（pathway to power），但本文的

比較案例顯示，即使是表面條件接近的 Huaca Negra與 Cerro Lampay，在仔細剖析後都

能發現其宴飲的脈絡與意涵大相逕庭。由此可見，類似的行為與結果，其背後的動機與

意圖可以相當多元。宴飲活動的規劃籌辦，是否被「有意識」地當成權力取得或「間

接」促成社會權力的發展，這並非簡單的對應關係，而是在不同考古脈絡中，需要分別

深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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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臺灣史前的小規模社會，雖然不若安地斯區域般，於後期發

展出複雜如國家甚至帝國的社會組織，但在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應具有跨區域的比較

研究價值。其中、海洋資源的取得模式與消費行為，最能作為臺灣與安地斯區域比較的

切入點。透過衡量不同種類的經濟活動、勞力分配與投入如何推動引導或局限社會體系

的發展，小規模社會的比較研究除了能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軌跡，此一取徑最終或許能讓

我們對臺灣史前社會有不一樣的理解與想像。 

 

後記 

本文所比較之三個安地斯遺址，研究策略與發掘方法皆有不同，但出土之生業材

料，已足以就物種多樣性、人群策略選擇的能動性進行討論。儘管關於考古發掘方法論

及遺址形成過程的討論不在本文議論的範圍，讀者仍應注意各遺址之間由於人類行為、

保存環境、不同物種的保存難易程度等不同階段形成過程可能造成的採樣差異。常見的

疑慮包括：貝殼較魚骨容易保存、鯊魚遺存較鯷魚醒目而更容易在發掘中被採集等議

題。在筆者自身 Huaca Negra的發掘中，由於使用統一的採樣方法，且揭露的生業遺存

模式與上述常態相反（如早期保存不易的魚骨較多，晚期轉向貝殼；小型鯷魚的密度數

量穩定高於鯊魚），應可排除形成過程造成的疑慮。此外，筆者認為考古研究者對發掘

採樣、生態遺留的計算方法等程序有更清楚的事前規劃與內容描述，將使得後續發掘出

土的材料更具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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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在西方文獻中，Maritime Foundations of Andean Civilization（縮寫為MFAC）較為

常見，但學者亦常以 Maritime Hypothesis 稱之。在中文論述中，「海洋假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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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安地斯文明之海洋基礎」簡潔清晰，故本文使用海洋假說一詞，但讀者應注

意海洋假說與MFAC之對等關係。 

2. 本文採用 Quilter（1991）所提出的編年架構，隨著資料累積與發展，安地斯各個

子區域在分期的絕對年代有些微差異。此處所列之年代為普遍使用之基本框架。 

3. 除了部分控制的土壤樣本，Huaca Negra所有發掘土方皆以 4公厘篩網過篩，此處

所使用之數據皆來自 4公厘篩取之樣本，並以可辨識之樣本數 NISP計算，為求統

一，後續遺址的比較資料亦使用 NISP數值。 

4. 資料取自 Vega-Centeno（2007），並由筆者彙整。由於發掘策略與方法的差異，

目前的資料僅能就出土數量討論，無法計算遺物密度。 

5. 數據源自 Prieto（2015）並由筆者彙整。由於發掘策略與方法的差異，目前的資料

僅能就出土數量討論，無法計算遺物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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