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木橋遺址 

居木橋遺址位於東京都品川區大崎 2 丁目附近，

主要保存了距今約 5000 年前的貝塚。該遺址位於海

拔 15-20 公尺、面朝目黑川微微隆起的台地上。 

透過貝塚我們能知道什麼 

貝塚為人們丟棄採集食用後的貝殼所堆積形成

的地方，除了貝殼之外，還有鳥禽野獸的骨骸、海龜

等爬蟲類的骨骸、魚骨和魚齒、生活道具等物。居木

橋遺址的貝塚出土了以下文物。 

貝類：紅皺岩螺、日本鳳螺、毛蚶、血蚶、牡蠣、文

蛤（蛤蜊）、竹蟶、日本鏡文蛤、左旋殼蝸牛 

獸骨：梅花鹿、山豬 

陶器：繩文陶器 

石器：石斧、石箭鏃、浮岩浮標、石製裝飾品 

貝殼中屬文蛤和血蚶最多。現在只有九州以南的

溫暖海域可採集到血蚶，可見當時的氣候比現在溫暖

許多。我們可以藉由諸如此類的觀察，由貝塚出土的

貝殼、動植物種類，得知環境和地形的變化。 

●品川歷史館解說頁

居木橋遺址 

▲居木橋遺址出土的繩文陶器 

▲繩文陶器出土狀況



繩文時代 

繩文時代起源於約西元前 13000 年，食物的主要

來源為狩獵和採集，此時期人們使用的陶器上有繩索

紋樣（繩文），故稱為繩文時代。 

《大森貝塚》為愛德華・席維斯・摩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於 1877 年發掘大森貝塚後，於

1879 年發表的發掘調查報告書。「繩文陶器」的英文

名稱於《大森貝塚》之中首次出現。1886 年，白井

光太郎將其翻譯為「繩文陶器」。 

由繩文陶器形狀的研究，可將繩文時期大致分為

以下 6 個時期。

草創期：約西元前 13000 年至西元前 7500 年 

早 期：約西元前 7500 年至西元前 4000 年 

前 期：約西元前 4000 年至西元前 3000 年 

中 期：約西元前 3000 年至西元前 2000 年 

後 期：約西元前 2000 年至西元前 1000 年 

晚 期：約西元前 1000 年至西元前 100 年 

繩文陶器是將黏土拉伸成泥條狀後堆疊捏製。初

期的陶器底部呈細長尖形、瓶口寬大，之後隨著不同

地區和時期發展出不同的紋樣，甚至有以竹子或貝殼

壓上圖樣的陶器。 

品川區的主要遺址 
①池田山北遺址 ②桐谷遺址 ③居木橋遺址 ④御殿山遺址 ⑤仙台坂遺址 
⑥大井金子山橫穴墓群 ⑦大井鹿島遺址 ⑧大森貝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