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課  史前文化與原住民族 

一、舊石器時代 

（一）長濱文化：  

1.時間：舊石器時代晚期，約在五萬年前出現，五千年前消失，是目前台灣

所發現最古老的文化 

 2.發現地點：台東縣長濱鄉八仙洞 

 3.生活狀況：已知用火，使用打製石器、骨角器，過採集、狩獵、漁撈的生 

              活，居住在洞穴或岩蔭中    

4.其他發現：台灣西部地區發現多處舊石器晚期的文化遺址，如網形文化 

二、新石器時代 

（一）時間：七千年前 

（二）代表文化：  

1.大坌坑文化，位於台北縣八里鄉大坌坑，是目前台灣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

代文化，製造的陶器以罐和缽為主，又稱粗繩紋陶文化 

 2.圓山文化：位於台北市，已出現榖類作物的農耕，貝塚為其特色 

 3.卑南文化：位於台東市，石棺墓葬為其特色，出土的器物非常豐富，除石

棺、石杵外，還有各種日用品及陪葬品，可見當時生活已經較

為富裕 

（三）生活狀況：  

1.使用磨製、打製的石器、骨角器和陶器﹔並用玉器為裝飾 

2.社會經濟：農業的出現 

（1）早期：以根莖作物為主的初級農業，過游耕生活，狩獵、漁撈仍是主

要生產方式 

（2）中、晚期：以稻米等榖類作物為主的農耕，農業漸占重要地位，有家 

               畜的飼養，過長期定居的農業生活 

（四）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台灣人出現不同的埋葬方式，且有陪葬物，可見已

有宗教信仰 

三、金屬器時代 

（一）時間：兩千年前 

（二）代表文化：  

1.十三行文化： 

（1）位於台北縣八里鄉 

（2）可能是噶瑪蘭族與凱達格蘭族的祖先 

（3）文化特徵：石器不多，已有金、銀、銅、鐵等金屬器物，十三行文化

已知煉鐵，陶器數量多且質地堅硬；經濟生活以農業為

主，漁獵也頗發達，聚落的規模與數量都相當大 



（三）生活狀況： 

1.除使用石器、骨角器、陶器外，已經用銅器、鐵器等金屬器         

2.社會經濟生活仍以狩獵為主，但多數是過種稻米等榖類作物為主、根莖作

物為副的農耕生活 

 3.就埋葬方式的多樣來看，信仰也是多樣的 

 4.全台情形：當西部沿海、平原和丘陵進入金屬器時代時，東部和中央山區 

              很多尚在新石器晚期的階段 

 5.不同類型的文化被原住民祖先承傳，成為現今原住民各族文化的主要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