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坪井·大福（TSUBOI·DAIFUKU）遗址〔橿原市常磐町坪井·樱井市大福〕 

 

    遗址范围从橿原市东北部的常盘(TOKIWA)町·东竹田（HIGASHITAKEDA）町延伸到樱井市

西部的大福(DAIFUKU)，以绳文时代晚期到古坟时代前期的遗存为中心。遗迹分布于从奈良盆

地东南部多武峰注入奈良盆地的寺川及米川之间的复合扇状地上，海拔高度 62～65m。“坪

井·大福遗址”的名称源于位于橿原市常盘町坪井的“坪井遗址”和位于樱井市大福的“大

福遗址”。随着对这两处遗址调查的进展，确认了一系列遗迹·遗存，根据发掘成果将“坪井·大

福遗址”确定为两遗址的总称。然而，位于坪井遗址东南，距离稍远的大福遗址的一部分 (大

福小学校地区)现在仍然被称为“大福遗址”, 以示与坪井•大福遗址之区别。 

    主要的遗存为绳文时代晚期的陶棺墓、弥生时代前期至中期末叶的环濠聚落、土坑、柱

洞、木棺墓、陶棺墓、弥生时代后期的大沟(环濠)、土坑、方形周沟墓、木棺墓等。因为弥

生时代后期的方形周沟墓建于大沟(环濠)外侧，因而可以认为该遗址分为集落区和墓地区。

主要的出土遗物有绳文时代晚期的遮光器陶偶、弥生时代中期鸟装人物（巫师）图的绘画陶

器和髤漆木制柄头、古坟时代前期的木制短甲(铠)等。特别值得注意的资料是弥生时代后期

的长颈壶里收纳的一副狗骸骨。由于附有皮肉的状态难以收纳入壶中，该骸骨应是一度埋葬

之后又挖出，然后纳骨於壶中再度埋葬的再葬墓。 

    该遗址南侧有大隅遗址，东南侧有大福遗址。大隅遗址邻接坪井·大福遗址，可能属于

同一系列的遗址。大福遗址因出土突线钮式铜铎而闻名。在该遗址的调查中，发现了大量弥

生时代后期至古坟时代前期的方形周沟墓，据推测其为坪井·大福遗址的墓地区。 

    弥生时代中期是坪井·大福遗址最为繁荣的时期，至弥生后期环濠尚存,但是遗存的数量

减少。然而在比邻的大福遗址，弥生时代后期遗存的数量增加。因此，估计后期坪井·大福

遗址的人们向环濠外侧，即集落外侧转移，建成了新的集落(大福遗址)。所以坪井·大福遗

址和大福遗址不仅在弥生时代中期处于集落区和墓地区的关系，即便弥生时代后期也存在密

切关系。可以作为探讨弥生时代聚落动态的一个典型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