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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中縣海線地區，有兩個重要的考古遺址都與牛罵頭有著密切關係'一

個是以清水舊稱命名的牛罵頭遺址，另一個可能是牛罵社舊社址所在的

清水中社遺址，這二個遺址在台灣史前史上都真有重要的地位;此外，

日前發現之清水社口遺址就其所在地與文化內涵而言，可能也與牛罵社

相關，因此對於該遺址之研究，也將有助於釐清此區域文化發展之脈

絡。本篇透過從三遺址文化內涵之比較分析，並配合古環境之研究，來

釐清清水地區史前人群的活動狀況，甚至到歷史階段早期與史籍記載的

牛罵社之關聯。 

  其中牛罵頭遺址位於清水鎮市區東側，大肚台地西側半山腰的台地與

緩坡。這個遺址是個多文化層遺址，下層堆積的繩紋紅陶文化層代表中

部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史前文化，考古學者稱之為牛罵頭文化，命名

遺址就是清水的牛罵頭遺址。 

  清水中社遺址位於清水鎮區西側，地理位置恰在海岸平原中央。這是

1997年新發現的考古遺址，也是目前所知大甲與大肚溪之間海岸平原上

少見的遺址之一。出土豐富史前文化遺物以及墓葬，測定的年代從距今

二千三百多年到四百五十年之間，並指出本遺址可能是牛罵社群的祖先

所居之地。經過初步調查這個遺址分布面積相當廣大，且文化內涵豐

富，可能是目前所知最重要的番仔園文化遺址之一。 

  2002年7月15日在清水鎮社口聚落發現另一處番仔園文化的遺址，發

現史前遺物出土地點具有文化層堆積，且非二次堆積，代表是一處史前

時期遺址。而此地點未有文獻記錄，依台灣考古學對新發現遺址命名原

則，稱為社口遺址。此遺址文化層之主堆積約在地表下的公分至l公尺

之間，並有灰坑及貝塚堆積之現象，但是遺物保存狀況不良。 

  由於牛罵頭、社口以及中社遺址的文化發展顯示出從新石器時代中期

牛罵頭文化以來，經過營埔文化到番仔園文化的史前文化發展歷程，同

時也真有拍瀑拉族早期聚落，說明清水地區從距今4500年前到當代的文

化變遷。由於上述三個遺址與牛罵頭社所在，恰位於清水地區大肚台地

到海岸平原，顯示了連續性的環境區位變遷，透過自然環境的資料建

構，解釋人類文化變遷，及其與環境互動的關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