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洞考古 補上島史空白 
                                       何顯榮/台灣古文明研究室主持人 
    昨日得悉，屬於長濱文化的八仙洞遺址發現舊石器火塘，經十四鑑定，推測

至少有兩萬五千年的歷史，這是台灣考古界的重要紀錄，令人振奮。花蓮縣長濱

鄉八仙洞僅是海蝕洞，台灣另有著名古代所遺留的人工地洞，其分布全台 74 處、

百餘座，是世界上人工地洞最密集的國家。台灣的古地洞有非常精良的設計，包

括考慮挖掘要件、切割岩石、洞壁支撐、用水排水、防禦猛獸和通風設備等等。

這些古地洞大部分排除採礦坑洞、石灰岩洞，以及其他天然的水蝕洞(八仙洞海

蝕洞屬例外)，是先民在數萬年前至一萬二千年以前的冰河時期，躲避嚴寒天候

而開鑿的住家。一千四百年前《隋書流求傳》記載：「流求國(即台灣)在海中，

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

可知山洞就是中國所謂「洞天福地」。世界的古代史許多是從古地洞的遺跡追尋

出來的，例如在法國克羅馬儂洞穴發現幾具史前人類的骨架，被稱為「克羅馬儂

人」，他們是大約三萬五千年前在歐洲的最早智人。由於台灣的考古工作均著重

在野外的露天文化遺址，忽略地洞考古，以致居住在洞穴中的先民古代文化遺

址，除了八仙洞以外，並未進行地洞考古，因此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與大坌坑文

化二者之間有不相連接的現象。這段空白的年代約從數萬年前至七千年前，若能

進行地洞考古補足，則可以將二者之間的歷史彌補起來，完成台灣島史，可以顯

現台灣是古代文化重鎮。詳細內容，請讀者上網： 

http://newidea.org.tw/pdf/P56.pdf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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