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乡遗址群 

 

位于奈良盆地西南部御所市的绳文时代～室町时代的复合遗址，遗迹分布在金刚山东麓。其

地形为具有相对高差的扇形地，标高 140m～250m，从高处对奈良盆地一览无余。葛城川的支流冲

刷成的沟壑将平地分割破碎，绝不是易于居住的环境。 

    在如此环境中，古坟时代中后期巨大的集落极为著名。遗址群中也存在前代的遗存，然而，

古坟时代中期初段在超过 1km 的范围内，突然出现了规模远远地凌驾于既往时代的各种设施。5

世纪前半叶～中叶前半段和 5 世纪后半叶～6 世纪的后半叶古坟时代集落的内涵表现出极大的差

异。 

    这里是葛城地域集团的根据地之一，附近有葛城地区最大的前方后圆坟－室宫山古坟，以及

穿过风之森岭的南北道和穿过水越岭的东西道交叉之要冲。前半期，朝鲜半岛系的移民以推进铁

器生产为核心的手工业为经济基础，分化出下列诸类生产设施群。 

① 祭祀礼仪类…从遗址群南端高处到低处，极乐寺 HIBIKI 遗址(在外表铺石的方形坛状凸

出部发现与房屋形埴轮结构相似的大型掘立柱（无础栽埋柱）建筑物和屋前的配套广场)、

南乡大东遗址(拥有长 4m 的大型木樋导水设施，埴轮中亦可见到其明器模型)、南乡安田

遗址(拥有该期列岛最大的建筑物，不过没有广场) 呈东西排列。可以想像正如埴轮所表

现的情景，为统合地域的一系列祭典仪式在此举行。 

② 手工业生产类…位于遗址群西端高处的南乡角田遗址发现了复合生产作坊(使用银、铜、

铁、直弧文鹿角等制造的奢侈品)，在遗址群内各处进行着铁器、珠玑、玻璃珠等制品的

生产。 

③ 中间阶层居住区…位于遗址群中央部的南乡柳原遗址的隐柱壁建筑物和井户井柄遗址的

掘立柱（无础栽埋柱）建筑物等中型建筑物群，统括了手工业生产者集团的聚居地。 

④ 普通阶层居住区…以遗址群的北部为中心，竖穴式建筑物为主体的建筑群分布在遗   

址群内的各处，似可认为居住者主要为手工业生产者。 

    后半期，隐壁式建筑物在各处被建设，其并非技术系人群的居所，遗址的面貌向以知识系移

民为主导的集落剧变。作为其发端，高处建设了大型仓库群(井户大田台遗址)，低处发现馆舍状

遗存(多田桧木本遗址)，中间阶层知识系移民的居住区和普通阶层居住区于各处被营建。 

    关于上述古坟时代集落的调查结果揭示了神秘的豪族(首领)麾下村落的实态，对探析当时“豪

族(首领)宅邸”以及“都市”的形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学术史上意义非凡。 

    此外，曾出土绳文时代中期末段～后期初段相对完好的陶器群及古代木简的下茶屋地藏谷遗

址，按照石舞台古坟的 1/2 缩尺设计并施工的 HAKANABE 古坟等也受到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