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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見花東-史前花東玉器文化探究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最近幾年考古界發現，臺灣玉在距今 5000 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已經被當時的史前

人類，設計應用在生活器具及裝飾品上。依照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員葉美珍女士的調

查，臺大考古團隊在 1980-1989 期間，在臺東卑南鄉歷經十次的考古挖掘，共挖到將近 1

萬件的玉玦耳飾、玉管、玉玲項鍊、玉鐲、臂環等陪葬玉器（葉美珍，2005）。這些考古

出土的玉器文物中，「人獸形玉玦」、「玉管」、「玲形玉飾」、「喇叭形玉環」及在花蓮臺 11

公路 16k 鹽寮遺址出土，造型像青蛙的「蛙形玉飾」等五件玉器，經由文化部國寶認證審

查，正式取得國家寶藏的名份登記，實在讓我們感到非常的驚訝，原來花東地區早在數千

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流行使用臺灣玉製作的器物，人們並喜歡配戴各種造型的玉飾品，

而這麼珍貴的史前玉器文物，讓我們產生了想要一探究竟的強烈動機。 

依照我們的探究興趣、時間及能力，我們選定以下三點作為本次小論文探究的目標： 

目的一：新石器時代出土的臺灣玉器材料源於何處？ 

目的二：考古出土的臺灣玉器有哪些造型、功能與特性？ 

目的三：古人如何製玉？用什麼材料來切割、鑽穿玉石？ 

 

圖 1.愛玉特遣隊到花岡山遺址田野調查，學習考古發掘的紀錄….. 

二、研究架構 

為了達成上述三項目標，我們的研究架構如下: 

 

 

 

 

 

圖 2.玉見花東研究架構圖 

說明：田野調查部分，我們從 106 年 4 月份開始，陸續踏查了平林、重光、花岡山、

鹽寮、新社等五處遺址進行調查，也到中央研究院位於美崙花師教育學院的古文物暫存庫

房進行觀察學習，收穫非常豐富。 

玉見花東-史前花東玉器文化探究 

研究架構圖 

 

 

組隊、形成聚焦

研究目的與問題 

文獻蒐集 

分析與閱讀 

田野調查 

模擬實驗 

統計與整理資料 

撰寫研究報告 

資料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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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新石器時代出土的玉器原料，都從花蓮壽豐礦區來 

為了釐清史前玉器的玉礦原料來源，多位學者紛紛使用了先進的科學儀器，對遺

址出土的玉器，進行了科學的觀察與鑑定分析。其中，王執明、連照美、宋文薰、俞震甫、

陳正宏(1996)等專家學者，透過偏光顯微鏡以及電子顯微鏡分析 1980-1982 年卑南遺址出土

的玉器，發現這些卑南遺址出土玉器，其內部結構呈現片狀與纖維組織，與花蓮臺灣玉礦

產地變質岩的地質特性相符，顯示玉材來源為花蓮的壽豐荖腦山與萬榮西林地區。 

圖 3.愛玉特遣隊到鹽寮遺址進行田野調查紀錄 

譚立平、連照美、余炳盛(1997)等人，選取 1980-1982 年卑南遺址出土的 20 件臺灣

玉器廢料，進行顏色、比重及拉曼光譜(Raman Spectra)檢測，也發現這批卑南遺址出土的玉

器，與花蓮壽豐荖腦山、萬榮西林一帶玉器，具有相同的物理屬性，證明玉材也是來自花

蓮玉礦產地區。 

 

圖 4. 愛玉特遣隊到下重光遺址進行粗繩紋陶及玉器的田野調查 

 



玉見花東-史前花東玉器文化探究 

  
3 

 
  

飯塚義之、臧振華、李坤修(2005) 等人，透過低真空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搭配Ⅹ射

線光譜儀(EDS)，以非破壞性的方式對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 30 件玉器進行化學成分

分析，結果發現這些玉器與花蓮產的臺灣玉具有相同的化學屬性，顯示其原料來源為花蓮

玉礦產區無誤。 

圖 5. 愛玉特遣隊到平林遺址田野調查，發現史前玉器與石器藏在地表及地瓜田下 

留澳的國際學者洪曉純博士(2012)，使用電子微探儀（electron probe micro analyzer， 

EPMA）分析二百件以上玉器的礦物特徵及化學成份，己經確定超過一百五十件、出土自

臺灣本島、澎湖群島、綠島、蘭嶼，及東南亞例如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及泰國等國的

考古遺址玉器礦物來源為花蓮的臺灣玉。 

綜觀以上各家學者的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是臺灣本島甚或者是東南亞地區考古出

土的玉器原料來源，皆為沿著中央山脈東麓的花蓮壽豐荖腦山、萬榮西林的玉礦區，彰顯

出花蓮地區在於於史前時代，對臺灣及東南亞各國玉器文化之重要貢獻，自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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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卑南遺址出土玉器的類型及特色 

我們為了瞭解卑南遺址出土玉器的造形與特性，多次造訪「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

及「卑南文化公園」，除了蒐集館內資料作為文獻分析及探討基礎外，亦用心的觀察館內

所典藏的各式臺灣玉實品。依照我們的觀察結果，我們將卑南遺址考古出土的玉器依照功

能區分為「工具」、「兵器(獵具)」、「裝飾品」等三大類，說明如下： 

圖 6.國立臺灣史前館典藏卑南遺址出土的臺灣玉器有斧鋤形器、錛鑿形器及矛鏃玉器 

（1）工具類： 

                 斧鋤形器：主要作為農耕活動斧頭與鋤頭之用，出土件數少。外形呈長方形，中間

帶穿孔。 

錛鑿形器：錛鑿屬於兩類端刃偏鋒器，寬大者為錛、細窄者為鑿。 

（2）兵器(獵具)類： 

矛鏃：矛、鏃是史前文化人所使用做為武器鋒刃的部分。所出土的矛鏃古物中，一

部分為較為粗糙的板岩材質所製造而成，另一部分則由較為精美的臺灣玉等玉質材料所

做，這些玉質矛鏃是可以放入墓中當成陪葬品的禮儀器物，它的功能已經從原始兵器(獵具)

的階層進化了。 

（3）裝飾品類 

考古出土的臺灣玉裝飾品數量非常多，據統計已達數萬件之譜。同時發現，這些玉

器早在2000多年前，已分佈在臺灣島四週，可見臺灣早在2000多年前的史前時代，即已出

現結構完整的貿易交流等商業行為。 

 
圖 7.國立臺灣史前館典藏的管形玉飾、玉耳飾、玲形玉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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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考古發掘出來的臺灣玉，若從裝飾品的配戴部位來區分，可分為「頭飾」、「耳

飾」、「項飾」及「手飾」等四個類別。舉例說明如下： 

頭飾：是指配戴在頭部作為裝飾用的飾品。出土的臺灣玉頭飾僅一件-「玲形玉飾」，

它是由 161 顆大小一致、質地清透、雕工精緻，且大小不超過 1 公分的小玉珠串接而成。

其中最大的特徵，是每一個小玉珠，都帶有 1 個僅 1-2mm 小孔，精細的製作工藝讓我們感

到驚嘆。這玲形玉飾已被文化部認可，認證成為臺灣的國寶玉器之一。 

耳飾：是指配戴在耳垂兩側的耳飾品，相當於現今的耳環。考古出土的臺灣玉耳飾

數量非常多，而且也呈現許多不一樣的形式，依照造形，可區分成以下四類： 

1.玦形耳飾：可分成四突起玦形耳飾及無凸起玦形耳飾兩類，配戴在兩耳間。 

2.方形耳飾：造形特殊，由方形至長方形雙柱狀結構皆有，耳飾中帶穿孔。 

 

圖 8.國立臺灣史前館典藏的玦形、方形及各種造型的耳飾 

3.兩翼形耳飾：外形特殊，上緣頭部呈現圓弧形，外觀近似國字中的「几」字。 

4.人獸形耳飾：可分成「單人抬獸」及「雙人抬獸」等不同的造型，許多不同的出土

作品中，在上緣的獸及下緣的足部間有所變化。 

 
圖 9.史前館典藏，各種不同造型之人獸形玉耳飾 

 
圖 10. 愛玉特遣隊參觀史前文化博物館，觀察館內典藏的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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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飾：是指配戴在脖子上的裝飾品，俗稱項飾。出土的项飾可分成「管形玉飾」及

「棒形」玉飾兩大類，管形玉飾則可再細分成長管、管珠及小形管珠三類。其中，長形管

珠是所有出土臺灣玉中甚為特殊的製品，特別是管長超過 20-30 公分的長管，中間鑽孔鏤

空，這樣高深的技術，到目前為止，仍舊無法被現今的考古科學所順利解答。 

 
圖 11. 愛玉特遣隊參觀史前文化博物館，館裡各種管形與棒形玉飾 

 

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典藏：人獸形玉玦 
由塊狀的平面玉片雕琢而成，造型完整而特殊，玉質通透碧綠，

形象為雙人、雙手叉腰的模樣。頭頂一隻獸，獸形耳朵豎起、背部

圓弧上拱、尾巴以80度翹起。人的形狀左右各一並立，頭部圓形、

雙手插腰，兩腿分開，底部以一條橫線作為基座，下方各有一小點

圓形凸起，腿的圖像以膝蓋作為中點，小腿大腿略有修飾，凸顯強

壯與彎曲之靈活性。高70.4mm，寬39.6mm，厚4.5mm，重4.5g。攝影：

周佳儒 文字：愛玉特遣隊 

 

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典藏：玲形玉飾 
整串由152顆長5.8mm，寬4.9mm，厚3.5mm，重約0.1g的小玉珠

製成。每顆小玉珠中間穿洞，挖掘出土時，放置於石板棺墓主頭部

旁側，玉玲質地精良，通透，個體雖小，但形狀圓滑精確，初步推

估是由條狀的玉材切成小塊後，再逐一磨成玲形玉飾的樣態，造型

精緻，讓人感嘆先人智慧。 

攝影：周佳儒 文字：愛玉特遣隊 

 

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典藏：管形玉飾 
此5件玉管出自同一個石板棺，收攏成束置於墓主身旁。管長

287.5mm，圓徑9.4mm，推估年代距今2800年前至2300年前。卑南遺

址出土多件管形玉飾；以管徑來作分類，可分為大、中、小三群。

大管管徑在7mm至12mm間者，中管管徑在2至6mm之間，小管管徑

在2mm以下。本組5件標本屬於細長管，標本長度約242mm，管徑

11.1mm，顯得結實粗壯。 

攝影：周佳儒 文字：愛玉特遣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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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國立臺東史前文化博物館典藏五件國寶 

手飾：是指佩戴於手腕之手環及手臂之臂環等飾品。出土的臺灣玉中，手飾亦少見，

其中喇叭型手飾及喇叭型臂飾，玉質翠綠乾淨，亦被文化部審查認證為臺灣國寶。 

三：新石器時代的人用什麼材料來鑽穿玉器呢? 

新石器時代，臺灣出土了好多種造形不一樣的玉器，而且製作工藝精美，實在讓我

們看到目不暇給。在觀察這些古玉的過程中，老師提醒我們要深度思考，並想想在缺乏金

屬鐵器當工具的年代，這些造型精美的史前玉器，是使用什麼材料，用什麼方式琢製出來

的?這是一個值得深思，卻不容易回答的問題：「究竟史前人類用哪種材料來切割、鑽穿、

琢磨玉器?讓一塊塊不規則造形的玉礦能在雕工的巧手下，轉變成生活工具、兵器，甚至成

為價值不斐的裝飾品？」 

 
圖 13. 國立臺東史前文化博物館典藏豐富的玉器，究竟使用那些材料及工具製作出來的呢? 

為了能對上述問題有更深的認識及了解，「愛玉特遣隊」成員細讀並分析了「卑南玉

器圖錄」這本書中所收錄的 167 件卑南遺址出土的玉器及玉飾品，發現竟然有 153 件玉器

存在鑽孔，鑽孔機率高達 91%。細觀玉飾品的作品像玉玲、管珠的孔徑只有 1-2mm，棒型

玉飾的孔徑 1~3mm、方形耳飾鑽孔孔徑 3mm~5mm，管型玉飾孔徑介於 4mm-6mm 之間。

這些發現讓我們產生很大的疑問與好奇，這麼小的孔徑，是用什麼材料鑽穿的呢? 

為了找出可以鑽穿玉石的原始材料，老師帶著我們到卑南遺址附近的支亞干溪(現今

的壽豐溪)河床採集硬度較高的礦物，發現臺灣玉(硬度 6-7)及石英類礦物(硬度 7)硬度較

 

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典藏：喇叭形手環 
玉材翠綠而通透，帶少量鉻鐵礦的黑斑。環肉高起，斷面略呈

「L」形，最大外徑93.8mm，環徑58.8mm，重30.9g。此類手環出自

石板棺單體葬之女性棺主左手臂，戴時喇叭面朝上。推估其年代約

距今3500年前至4000年前。除了卑南出土八件之外，全臺至少還有3

處史前遺址出土此型手環，包括宜蘭縣丸山遺址出土1件，雲林古坑

大坪頂遺址出土1件，臺南北三舍遺址亦出土一殘件。攝影：周佳儒 

文字：愛玉特遣隊 

 

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典藏：蛙形玉飾 
是文化部認可的第五件臺灣國寶，這件國寶出土於臺十一線14

公里處的鹽寮遺址，距今約3500~2500年，屬於花岡山文化玉飾代

表，造型特殊而稀少，前方刻有一對圓形大眼，下緣刻成「几」形

的雙肢，看起來就像是一隻小青蛙。這件國寶典藏在臺灣史前博物

館，是花蓮唯一出土的史前時代國寶級古物，也是全臺唯一造型相

當完整特殊的立體動物玉飾，甚為珍貴。 

攝影：周佳儒 文字：愛玉特遣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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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再依照礦物的特性區分，臺灣玉可以細分成青玉、臘光及貓眼玉三類，石英類礦物可

以細分成水晶、玉髓(白玉髓、紫玉髓)。 

我們帶著原礦委請製玉的工藝師，幫我們把它製作成長 3cm，直徑 0.4mm 的鑽棒，

裝進電動工具中，加水進行了「鑽棒材料鑽玉效果實驗」，實驗的結果統計成表 1。 

表1支天然礦物鑽棒材料鑽玉效果彙整表 

 
 

臺灣閃玉類礦物 石英類礦物 

青玉 臘光 貓眼 水晶 白玉髓 紫玉髓 

硬度 6 6.5 6.5-7 7 7 7 

 是否 

鑽穿 
Χ v v Χ Χ v 

鑽孔 

效率 
/ 

0.16 

cm/分 

0.21 

cm/分 
/ / 

0.14 

cm/分 

耗損率 / 
0.58 

cm/分 

0.19 

cm/分 
/ / 

0.47 

cm/分 

鑽/耗比 / 0.27 1.1 / / 0.29 

實驗發現，貓眼鑽棒(6.5-7)、臘光玉鑽棒(6.5)及紫玉髓(7)鑽棒能夠鑽穿硬度6的臺灣

玉。其中，貓眼玉的鑽玉效率，每分鐘可鑽出0.21公分的玉孔，自己約耗損約0.19公分；臘

光玉每分鐘可鑽出0.16公分的玉孔，自己耗損約0.58公分；紫玉髓每分鐘可鑽出0.14公分的

玉孔，自己耗損約0.47公分。再轉換成鑽孔效果與耗損效果的倍率關係，貓眼的鑽孔率比

鑽棒損耗率好1.1倍，比起紫玉髓的0.29倍及臘光的0.27倍優。綜合以上實驗，我們推論史前

時期最棒的鑽玉材料為貓眼玉礦，其次為玉髓與臘光玉。 

 
圖 14.愛玉特遣隊到林榮臺灣玉文史工作室訪問古玉以及鑽玉專家過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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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經過半年的文獻探究、專家訪談、田野踏查與鑽玉實驗，「愛玉特遣隊」發現，花東

地區早在 3000 年前，就開始大量的使用臺灣玉作為生活工具、兵器以及各種飾品。從文化

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這些考古出土的玉器帶給我們的啟發，它不僅可以提供我們跨越時

空，遙想史前花東地區人民的生活形式，發展共同的情感與文化認同，並解此凝聚我們愛

家鄉、愛土地之濃烈情感。不只如此，在觀察古玉的過程，也啟發了我們積極面對思考，

古人創作玉器所產生的各種困境與挑戰。就以「人獸形玉玦」以及「玉管」這兩件國寶玉

器，來分析古人創作玉器的歷程，複雜的構圖以及管狀的設計，需要技術成熟的切割研磨、

旋截管穿以及鏤空技巧。這些技術與難度，即使是身在當代科技發達的年代，想將摩氏硬

度 6.5 的臺灣玉切割成形，都是ㄧ件極為艱困的事，更何況這些玉器的製作年代，是早在

3500 年前史前卑南文化人所雕琢成形的呢！ 

圖 15.愛玉特遣隊到上重光遺址調查新石器時代打石場的過程紀錄 

認真執行這項愛玉調查研究行動，是我們「愛玉特遣隊」共秉持的共同信念。參與整

個研究的過程，讓我們推導出許多值得深思與關注的考古科學問題，有機會跟隨著史前人

類腳步，學著他們使用工具，面對、解決生活困境，從中發現他們所展現出，不畏艱難的

勇氣與生活態度，也讓我們體驗並培養了面對日常生活，所需展現出的堅毅態度與科學智

慧及精神。很高興有這機會參與「愛玉特遣隊」的「玉見花東-史前花東玉器文化探究」行

動。我們的愛玉行動已經展開，愛玉、愛鄉、愛土的情懷也已經在我們的心靈萌芽。藉由

這篇研究論文跟花東以及全國的人民分享我們的研究結果，同時也邀請大家跟我們一樣，

展開愛玉、愛鄉、愛土的行動，讓社會更和諧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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