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龍洲考古調查報告

1

香港特區政府資助 2015 至 2016 年度

東龍洲考古調查報告

香港考古學會

2016 年 3 月 21 日



東龍洲考古調查報告

2

目錄

一、 引言------------------------------------------------------------------------------1

二、 調查目標及方法 -------------------------------------------------------------  2

三、 東龍洲地質、歷史、考古背景及歷史資料研究----------------------  7

四、 田野調查成果 ----------------------------------------------------------------11

五、 討論---------------------------------------------------------------------------- 17

六、 結語---------------------------------------------------------------------------- 18

圖一至十七------------------------------------------------------------------------ 21

附錄一：探方及鑽探紀錄表 -------------------------------------------------  31

附錄二：文物紀錄表------------------------------------------------------------ 67



東龍洲考古調查報告

3

1 引言

1.1 前言

本會得香港特區政府古物古蹟辦事處 2015 年至 2016 年度資助，於東龍洲北部

進行考古調查。是次考古調查自 2015 年 12 月開始進行至 2016 年 1 月底為止，先後

進行勘踏、鑽探及試掘，共鑽探 23 個探孔、發掘設 6 個探方，採集和出土文物包括

有宋代建築配件、宋代及清代陶瓷碎片等文物。宋代文物的發現顯示，大廟灣南宋

刻石所記東龍洲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建有佛堂和石塔具有真確性，而且，宋代

文物的發現為考證「南堂」地望提供了確實的考古證據。

參與本次考古調查核心成員有吳偉鴻、黎柏健、張宇靈、梁佩華、梁嘉禧、葉

家銘、郭文德、計巍巍博士及全乃天共九人，上述人員全程參與本次調查各階段工

作。本報告由吳偉鴻及梁佩華執筆。文物由梁佩華負責整理。

1.2 報告結構

本報告各章內容及結構如下：

第二章：介紹是次考古調查工作的研究目標及方法

第三章：與是次調查工作區域相關的地質、歷史、考古背景及歷史資料研究

第四章：田野調查成果

第五章：討論

第六章：結語

附錄一：探方及鑽探紀錄表

附錄二：文物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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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目標及方法

2.1 東龍洲地形與考古牌照範圍

是次考古調查區位於東龍洲北部(圖一、 二)，圖一為東龍洲地形圖。地形圖所

見，北部有一處高程 8 至 12 米，有小溪，面積 25,500 平方米(170 米 x150 米)的平地

唯一可以開墾為農田等地方外；其餘地方都是 100 至 220 米高的山丘。東龍洲東岸

和東北岸受到長年東、東北和東南風影響，形成巍峨岩岸，不利泊船。西岸則有山

丘屏障，風平浪靜，全島有三處朝向西面，適合船隻停泊的海灣：南堂頭、南堂和

鹿頸灣。東龍洲東北部有兩個半島位於佛堂門南岸。佛堂門是閩粵航道的一處具有

軍事價值的海峽。船隻從福建出發，經過潮州，進入大鵬灣，通過佛堂門，然後向

西向航行進入鯉魚門，穿越維多利亞港、汲水門，經過屯門，然後進入珠江口。佛

堂門因其具有戰略價值，東龍洲東北部一個半島選為是清代炮臺地點。

圖二紅線所示為「發掘及搜尋古物牌照」第 400 號所指定的考古調查區域，該

牌照由香港古物監督簽發予吳偉鴻。考古調查區不包括東龍洲兩座法定古蹟：東龍

洲砲臺(佛堂門砲臺)及東龍石刻，本次田野考古調查在該兩座法定古蹟界外 10 米外

進行。

2.2 調查目標

由於現時東龍洲除東龍洲砲臺(佛堂門砲臺)外，沒有進行過任何形式的考古調

查，因此有必要於砲臺以外區域進行考古調查，以了解該區域是否存在古代遺存。

是次考古調查目標總體上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l 調查區內是否有宋代文物及建築遺存；

l 調查東龍洲砲臺西面 180 米地區，是否有先秦文物、明代晚期至清代中期

之文物及建築遺存；

l 調查東龍石刻東邊山坡地區，是否有先秦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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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方法

是次考古調查工作使用了下列研究方法：

2.3.1 文獻研究

透過文獻研究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用作考古調查參考資料。於進行田野考古調查

之前，收集及研究與東龍洲相關之近數十年航空照片、考古及歷史研究報告、明代

晚期至清代中期廣東省新安縣海防歷史文獻及歷史地圖，以助了解東龍洲北部兩處

法定古蹟以外可能存在遺存分佈區域。

2.3.2 考古勘踏

勘踏以徒步進行尋找調查範圍內暴露在地面之文物及遺蹟，並加以記錄，從而

確定古代人類活動地點。記錄文物類別可確定古人活動核心地點及其活動方式及種

類。

2.3.3 手搖鑽探

鑽探以考古專用手搖鑽進行，於調查範圍內探明地面之下是否埋藏文物，以及

探明文物所屬地層及埋藏深度。以方格網進行系統鑽探，嘗試圈畫出文化層分佈範

圍及深度。

2.3.4 試掘

試掘為探方發掘，以人手按土質及土色分層發掘，目的在探明地下埋藏文物及

遺蹟之地層、深度、以及文物及遺蹟種類，從而確定古人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在遺

址生活及活動，據此確定考古遺址、年代、性質及類別。

2.3.5 考古田野記錄

勘踏、鑽探、試掘各有相應之記錄表分別記錄調查資料及發現。有關記錄表格

式、繪圖、攝影及文字記錄準則悉以國家文物局 2009 年頒行之《田野考古工作規程》

為準。探方位置由專業土地測量人士負責。考古文物、田野記錄之處理及報告撰寫

按照古物古蹟辦事處之〈考古發現及檔案處理指引〉(Guidelines for Handl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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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aeological Finds and Archives)及〈考古報告指引〉(Guidelines for Archaeological

Reports)之要求進行。本報告完成後，上載於香港考古學會網頁上，供市民下載及參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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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龍洲地質、歷史、考古背景及歷史資料研究

3.1 東龍洲地質背景

根據地質研究顯示考古調查區內地表堆積物為坡積土及沖積土(圖三)，區內的

沖積土形成於更新世至全新世。

3.2 歷史背景

東龍洲西北現時有地名曰「南堂」，與古稱「北堂」，即今清水灣半島大廟灣相

對，該區海峽稱為「佛堂門」。萬曆廿六年（1598）刊本《粵大記》的〈廣東沿海圖〉

在鯉魚門東面有一海島，標為「南佛堂」，其北面半島標為「北佛堂」，北佛堂旁標

示「天妃宮」(今稱天后宮)。由此可見，十六世紀末期，東龍洲確實稱為南佛堂。東

龍洲現存有兩處法定古蹟，即東龍洲砲臺(歷史文獻稱為佛堂門砲臺)及東龍石刻。

3.2.1 南佛堂石塔

根據西貢大廟灣(北堂)天后廟後山南宋咸淳十年（1274）石刻碑文載：

「古汴嚴益彰官是場，同三山何天覺來遊兩山。攷南堂石塔，建於大中祥符五

年。次，三山鄭廣清堞石刊木，一新兩堂。續，永嘉騰了覺繼之。」1

由此可見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以降，東龍洲當存在名為「石塔」之建築

物。據饒宗頤及龔春賢各自引述 1959 年發現之《九龍蒲岡村林氏族譜》內容記載：

南宋時期林松堅、柏堅兄弟二人於海上遇上颶風受難，船隻沉沒之際，幸因緊挽船

上之林大姑神位，而得以飄浮至東龍洲(南佛堂)登岸生還，及後二人於南佛堂「石塔」

之下建立天后廟。其後，林松堅之子林道義再將南佛堂之天后廟遷建至北佛堂(今大

廟灣)2。

1 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香港碑銘彙編》第 1 冊（香港：香港市政局，1986）。部分論著誤將

大廟灣天后廟碑文列為南宋咸淳二年（1266）之作，簡又文指出「此大概係指北佛堂于是年初建廟時

所立之碑，今已佚」，而非現存後山石刻文字，參見簡又文：〈宋末二帝南遷輦路考〉，《宋皇臺紀念集》

（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153。
2 饒宗頤 講、 吳銘森 記：《香港大學歷史學會年刊 1960》，〈南佛堂門歷史考古的若干問題〉(香港：

香港大學歷史學會，1960)，40-44；龔春賢：《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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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是龔春賢所引述《九龍蒲岡村林氏族譜》記戴林氏一族自福建南遷至香

港之後，最先居於南堂，後再遷居到九龍彭蒲圍，又遷至竹園村，後來林氏分支再

遷到蒲岡村。這反映林氏族人可能曾居於南佛堂(即今東龍洲島) 。

3.2.2 東龍洲砲臺 (佛堂門砲臺)

據明清兩代古籍記載，佛堂門建成砲臺前已是明代晚期及清初時期軍隊巡洋會

哨的地點。明代晚期佛堂門主要隸屬於南頭寨，具體建置時間不明。3嘉靖三十二年

（1553）刊本《蒼梧軍門志．兵防》載海道哨兵之一為「東莞縣、南頭、屯門、雞

栖、佛堂門、十字門、冷水角、老萬山、伶仃洋等澚：募東莞縣兵夫後生二百名」4，

據此佛堂門海其時應該已經成為「汛地」。及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兩廣總督吳

桂芳（1521-1578）奏請增設督理廣、惠、潮海防參將一事獲準實行，5兩年後又更名

「南頭海防參將」6，其駐兵地南頭與柘林、碣石、白沙、白鴿門、烏兔並稱「六

寨」，「董以將官，定與信地，無事會哨巡緝，有警遞相追捕」7，是為南頭水寨之始。

(香港：中國學社，1959)，第八章，171-192。
3 蕭國健認為「南頭寨之佛堂門汎，設自萬曆十九年（1591）」，其依據為《康熙新安縣志．兵刑志》

載「南頭……自萬曆十九年，改設參將，陸續增至一百一十二隻，派守佛堂門外」，參見蕭國健：《清

代香港之海防與古壘》（香港：顯朝書室，1982），10；《康熙新安縣誌校注》，卷 8，〈兵刑誌〉，246。

不過，此處所謂「設參將」一事實係廣東總兵於萬曆十四年（1586）臨時移鎮南頭之後續結果，《康

熙新安縣誌．職官志》載「萬曆十四年六月，總督吳、御史汪會題：南頭為全廣門戶，控制蠻倭，請

總兵移鎮，帶標兵一營，遇汛駐劄彈壓，以據形勝，重門戶也。裁革參將，添設把總一員」，《明神宗

實錄》萬曆十九年五月己巳條載「復設廣州海防參將，駐劄南頭地方」，參見暨遠志、張一兵：〈明代

後期廣東海防與南頭水寨〉，《明清海防研究論叢》，1（廣州：2007），42；《康熙新安縣誌校注》，卷

4，〈職官誌〉，138；《明神宗實錄》，卷 236，1b，收入《明實錄》第 106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1966），4374。
4 【明】應檟：《蒼梧軍門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嘉靖癸丑刊本），卷 7，

〈兵防七〉，16b。萬曆九年（1581）重修本《蒼梧總督軍門誌》不復見此道及隨後其餘十一道哨兵，

未知係誤漏脫刻抑或當時刪削兵員之結果，參見【明】應檟、凌雲翼、劉堯誨：《蒼梧總督軍門志》

（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卷 10，〈兵防七〉，133。
5 吳桂芳〈請設海防參將疏〉「請乞特設參將一員總領，以威望素著、熟於水戰者充之，名曰督理廣州

惠潮等處海防參將，照例請給敕書旗牌，令其居常駐劄南頭地方……其原設總督備倭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官，酌量裁革」，又《康熙新安縣誌‧宮室誌》引「舊誌」載「嘉靖四十三年，罷備倭，改參將」，

可見吳氏奏議於此年被接納，參見《蒼梧總督軍門誌》，卷 24，〈奏議二〉，280-281；《康熙新安縣誌

校注》，卷 5，〈宮室誌〉，151。
6 《蒼梧總督軍門誌》，卷 6，〈兵防一〉，97。
7 《蒼梧總督軍門誌》，卷 25，〈奏議三〉，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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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頭寨統轄著包括佛堂門汛在內的六處汛地，「戰船大、小五十三艘，汛地六處，各

派戰船八隻，分總領之……官兵舊額：一千四百八十六員，每名汛地各派二百一十

餘名」8，「該寨兵船住劄屯門，分二官哨，一出佛堂門，東至大鵬，停泊大星，與

碣石兵船會哨，取平海所結報」9。天啟元年（1621）「建立香山寨，割右司汛地，

與香山防守。又續將左司汛地，分屬閩將」10，佛堂門汛依方位計算當屬廣東左布政

使司管轄，亦即由此年起佛堂門改劃成為福建南路參將汛地，嗣後截至明亡以前有

否重歸廣東統轄無考。

清初同樣繼續於佛堂門設置汛地，並且先後隸屬新安營、大鵬協，《康熙新安縣

志．兵刑志》載康熙七年（1668）「佛堂門墪臺」為「新安營汛地實造墩臺八座」之

一，11《廣東圖說．新安縣》、《光緒廣州府誌．經政畧》載「新安縣大鵬協水師……

左哨二司把總一員：分防佛堂門汛……佛堂門汛防兵二十五名」12，然而，現存清代

佛堂門汛直接證據未見於清中葉時的文獻，此一現象疑與前述佛堂門砲臺的建設有

關，或緣其事致令佛堂門之防哨崗位逕取砲臺為名而不稱汛地。

至康熙年間，清政府於東龍洲建防禦工事，設立今東龍洲砲臺(佛堂門砲臺)，主

要相關文獻記錄如下：《清初海疆圖說．粵東海圖說》載粵東新設礮臺有「新安

縣……佛堂門一座（礮八位，營房十五間）」13，《嘉慶新安縣誌．勝蹟畧》載「佛堂

門……其南曰南佛堂……其南佛堂之山，乃孤島也。康熙年間，設砲臺一座，以禦

海氛。嘉慶庚午，知縣李維榆詳請，移建此臺於九龍寨海旁」14，《道光廣東通誌．

建置畧》載「嘉慶十五年，提督臣錢夢虎議將縣屬佛堂門礟臺移建於九龍寨，總督

8 《康熙新安縣誌校注》，卷 8，〈兵刑誌〉，246。
9 《蒼梧總督軍門誌》，卷 5，〈輿圖三〉，96。
10 《康熙新安縣誌校注》，卷 8，〈兵刑誌〉，245。
11 《康熙新安縣誌校注》，卷 8，〈兵刑誌〉，241-242。
12 【清】史澄、李光廷：《光緒廣州府誌》，卷 73，〈經政畧四〉，36a-37b，收入《中國地方誌集成．

廣東府縣誌輯》第 2 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264；【清】郭嵩燾、蔣益禮、李福泰：《廣

東圖說》，卷 13，〈新安縣〉，14a-15b，收入《中國方誌叢書》第 106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154-155。
13 《清初海疆圖說》（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62。
14 《嘉慶新安縣誌校注》，卷 4，〈山水畧〉，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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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百齡行令新安縣勸捐建築」15、《時務通考．地輿》載「東龍南角成一低吞，西角

南面距岸約百拓，有平石島。平石島與陸岸之間有隱石數行，又佛堂門外第一角間，

有老礮臺，可作標識」16，可知佛堂門砲臺之服役時期到嘉慶十五年（1810）為止。

3.2.3 東龍石刻

東龍石刻首載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成書之《康熙新安縣誌．地理誌》，其

云「石壁畫龍，在佛堂門，有龍形，刻於石之側」，及後《乾隆廣州府誌．古蹟》

與《嘉慶新安縣誌．勝蹟畧》俱予沿襲。17 但對於東龍石刻的年代，縱觀至今環珠

江口地區已先後於香港、澳門、珠海地區發現史前石刻岩畫遺蹟18，有學者認為東龍

石刻應與上述石刻同期，均屬距今 4,000 多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19。

3.3 考古背景

東龍洲北岸至今為止，僅東龍洲砲臺於 1979 至 1996 年期間進行過正式考古發

掘工作，但北岸無考古調查工作方面。東龍洲炮臺附近曾發現一件石錛，可見東龍

洲北部有先秦考古遺存。

簡又文及饒宗頤於 1950 年代各自到東龍洲進行本地歷史調查時，考察了「古

塔」、天后廟、東龍石刻及佛灶堂門臺遺址
20
，二人根據考察成果推斷「南佛堂」位

置在現時南堂村內 (圖十四)
21
。

15 《道光廣東通誌》，卷 125，〈建置畧一〉，12-13，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672 冊，6-7。
16 【清】杞廬主人：《時務通考》，卷 2，〈地輿二〉，4b，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5 冊（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2），106。
17 張一兵：《康熙新安縣誌校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6），卷 3，〈地理志〉，101；【清】

沈廷芳：《廣州府誌》（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圖書館藏乾隆戊寅篡修道署藏板），卷 9，〈古蹟〉，48b；

張一兵：《嘉慶新安縣誌校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6），卷 18，〈勝蹟畧〉，631。多

數論著皆誤認「石壁畫龍」首載在《嘉慶新安縣誌》而非更早之《康熙新安縣誌》或《乾隆廣州府

志》。
18 蕭一亭：《先秦時期的南海島民─海灣沙丘遺址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第七章，239-265。
19 楊式挺、邱立誠 等 《廣東先秦考古》(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594。
20饒宗頤 講， 吳銘森 記：《香港大學歷史學會年刊 1960》，〈南佛堂門歷史考古的若干問題〉(香港：

香港大學歷史學會，1960)，40-44；簡又文：〈南北佛堂訪古記〉，《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

宗親總會，1960），268。
2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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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田野調查成果

4.1 資料研究

根據 1945、1963、1973 及 2015 年航照，70 多年來東龍洲考古的地貌並未有大變

化(圖四至七)。根據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出版之簡又文及饒宗頤著作，兩人均曾指

出當時南塘村居民的耕地中時有混雜出土陶、瓦碎片22，故此南堂村範圍內應當存在

考古遺存。

4.2 踏探

本次考古調查的採集範圍東龍洲砲臺(佛堂門砲臺)和東龍石刻兩處法定古蹟界外

進行，調查範圍可分為以下兩區：

東區

1. 東龍洲砲臺(佛堂門砲臺)界外 10 米以外地方，下文簡稱為「東區」。(圖二、八、

九) 該區域內主要於現時東龍洲炮臺露營區一帶地表有發現，另於鄰近山頂的巨石

之下亦有少量發現，採集所得之遺物主要有瓦片、陶瓷碎片。詳情參見附錄二。

西區

2. 東龍石刻以東山坡至南堂村一帶，下文簡稱為「西區 」(圖二、十) 。該區域內

發現有建築地台遺蹟，位於南堂村內，即前文所述 1950 年代簡又文及饒宗頤所指出

之「南佛堂」所在區域 (圖十四)。該建築遺蹟位於南塘村 22 號屋後，為一處長約 15

米，寬約 20 米，外緣為花崗岩石條鋪砌邊牆的台階地 (圖十一)。

從通往東龍島環島徑樓梯兩則的殘破農舍結構中，可發現早年的村民以當地的瓦

片、舊石料等當作建材循環再用 (圖十二)。南堂村以外，東龍石刻以東之山坡則未

有發現地表遺物。

4.3 鑽探

本次調查於上述兩個區域內進行系統鑽探，東區鑽探範圍集中於東龍洲砲臺(佛

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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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門砲臺)範圍外 10 米以外，至近南塘頭村一帶地勢相對平坦的河岸階地 (圖七)。該

處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作農地用途，但近年已荒廢。由於該地鄰近水源，地勢

相對平坦和附近有避風海灣，較合符人類進行生產活動的條件。2016 年 1 月下旬先

後於該處共鑽探 17 個鑽孔 (圖九)。鑽孔深度由 13 至 86 厘米不等，表土是近代耕土

層，地表以下主要是自然風化土層或風化岩層。除部分探孔地表發現少量年代難以

判斷的遺物外，未有發現文化遺存。

西區鑽探範圍位於南堂村南部至東龍島環島徑之山坡地帶，由於踏查時發現建

築地台遺蹟(在南塘村 22 號屋後，圖十一)，所以於該遺蹟內進行鑽探，瞭解考古遺

存分佈範圍及堆積狀況。

該處於 1960 至 1970 年代曾平整成梯田作農地用途或建設飼養豬隻的農舍，除

少部分建築仍有村民居住外，但大多近年已荒廢。鑽探工作於 2016 年 1 月下旬進行

鑽探工作，共鑽探孔 6 個(圖十)。鑽孔深度由 40 至 105 厘米不等，表土為耕土層，

其下亞土層和為文化層，夾有宋代鋪地磚碎片和瓦片一併出土，文化層以下為自然

風化土層。以上相關鑽探資料詳細可參見附錄一。

4.4 試掘

本次試掘於東區鑽探範圍內發掘六個探方，分別編號順序為 TP1 至 TP6(圖九)。

TP1、3-6 均為平面 1 米 X  2 米探方，而 TP2 則是平面 1 米 X  3 米探方。除 TP1、5、

6 各有出土 1 片陶、瓷片外，其餘三個探方並無發現文物。六個探方發掘至自然風化

層為止，各探方發掘深度分別由 56 厘米至 1 米深不等。六個探方的地層層序相近，

基本上表土以下是黏土含鐵錳質沉積物層和風化岩層，僅因地勢差異而形成不同探

方之間各地層的厚薄有所不同。

4.4.1 TP1

TP1 位於由南堂頭村往配水池小路的西邊，屬附近河流的低地一部分，近年曾

被使用作農地用途，但已荒廢。探方平面呈長方形，東西寬一米，南北長兩米，已

發掘部分距地表深 12 至 50 厘米。地層共可分為五層：



東龍洲考古調查報告

13

L1a、L1b：深棕色鬆軟沙質土，內含植物根莖，厚 0 至 12 厘米。由於兩分層並

非相連，但性質相同，所以將兩者視作兩分層。

L2a、L2b：灰棕色土鬆軟沙質土，厚 0 至 14 厘米。由於兩分層並非相連，但性

質相同，所以將兩者視作兩分層，近南邊探方壁 L2b 層開口處下約 14 厘米鋪有灌溉

用水管，直接打破 L3。水管以下部分範圍未有發掘。

L3：棕色鬆軟黏土，內含少量橙色風化土屑，厚 2 至 12 厘米。該層偏南位置出

土有泥質素面紅陶片一塊及一白瓷片碎，年代不明。

L4：淺啡黃色致密沙質土，內含大量鐵錳沉積物，厚 8 至 14 厘米。

L5：棕色致密風化土，內含風化石塊，已發掘部分厚 5 至 8 厘米，餘下的未有

發掘。

4.4.2 TP2

TP2 位於由南堂頭村往配水庫小路的東邊，屬附近河流的低地一部分，位於

AH17 正西方 15 米。過去曾用作農地用途，但現已荒廢，現時植被為灌木草叢。探

方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三米，南北寬一米，已發掘部分距地表深 39 至 55 厘米，

未有發現文物。地層共可分為三層：

L1：深灰棕色鬆軟耕土，內含植物根莖，厚 6 至 18 厘米，未有出土文物。

L2：灰棕色鬆軟黏土，內含鐵錳沉積物，厚 0 至 18 厘米，未有出土文物。東邊

僅分佈至距東邊探方壁 15 厘米處為止。

L3：啡黃色致密黏性沙質風化土，已發掘部分厚 8 至 33 厘米，餘下的未有發掘。

該層距東邊探方壁 15 厘米處直接開口於 L1 下。

4.4.3 TP3

TP3 位於由南堂頭村往東龍洲炮臺小路的西邊，位於 AH9 東南偏南約 18 米，

AH15 正東偏北約 15 米，屬海岸階地山坡一部分。過去曾用作農地用途，但現已荒

廢。探方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二米，南北寬一米，已發掘部分距地表深 16 至 100

厘米，未有發現文物。地層共可分為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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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黑色鬆軟沙質土，厚 8 至 20 厘米，未有出土文物。

L2：黑色鬆軟沙質土，內含礫石，厚 30 至 19 厘米，未有出土文物。

L3：啡黃色黏土，已發掘部分厚 50 至 60 厘米，餘下的未有發掘。

4.4.4 TP4

TP4 位於由南堂頭村往東龍洲炮臺小路及往配水庫小路之間，位於 AH11 西南邊，

屬海岸階地一部分。過去曾用作農地用途，但現已荒廢，現時主要植被是草地。探

方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二米，南北寬一米，已發掘部分距地表深 70 至 90 厘米，

未有發現文物。地層共可分為四層：

L1：黑色鬆軟沙質土，厚 17 至 20 厘米，未有出土文物。

L2：深灰色鬆軟沙質土，內含礫石，厚 12 至 16 厘米，未有出土文物。

L3：灰棕色鬆軟沙質土，厚 16 至 18 厘米，未有出土文物。

L4：黃色致密風化黏土，已發掘部分厚 15 至 39 厘米，餘下的未有發掘。

4.4.5 TP5

TP5 位於由南堂頭村南部近往南塘村山路及往配水庫小路之交匯處，位於 TP4

正北偏東約 25 米，過去曾用作農地用途，但現已荒廢，現時主要植被是草地。探方

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二米，南北寬一米，已發掘部分距地表深約 60 厘米，發現陶

片一片。地層共可分為二層：

L1：深棕色鬆軟沙質土，地層底部含圓形礫石，厚 32 至 42 厘米，出土黑釉粗

瓷殘片一片。

L2：啡黃色黏性、致密沙質風化土，已發掘部分厚 18 至 30 厘米，餘下部分未

有發掘。

4.4.6 TP6

TP6 位於由南堂頭村往配水庫小路的東邊，位於 TP1 正東方 30 米，屬附近河流

的低地一部分。過去曾用作農地用途，但現已荒廢，現時主要植被是草地。探方平

面呈長方形，東西長二米，南北寬一米，已發掘部分距地表深 50 至 80 厘米。地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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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可分為四層：

L1a：深啡色現代亞沙土質耕土層，土質較疏鬆，呈水平狀堆積。厚約 20 厘米，

主要包含物是植物根部，未有出土文物。

L1b：灰色黏土，含鐵錳質沉積物，土質較致密，呈坑狀堆積。厚 0 至 16 厘米，

未有出土文物。

L2：灰色黏土，含幼沙粒，土質致密，呈水平狀堆積。已發掘部分厚 12 至 30

厘米，出土青花瓷片一片。

L3：泥黃色亞沙土質風化土，含風化小石粒，土質較致密，呈水平狀堆積，東

邊探方壁處有大石。已發掘部分厚 10 厘米，餘下的未有發掘，未有出土文物。

4.5 出土文物

本次調查所得之文物有陶、瓷器殘片、磚、瓦殘片等。文物除地表發現，有出

於鑽孔和探方。總體而言，東區與西區所採集的文物種類有明顯差異，東區主要是

日用器為主，而且有發現青花瓷殘片，年代為清代。西區南堂村文物則以宋代建築

配件為主，宋代陶瓷等日用器殘片比例相對較少，至今為止，南堂村鑽探工作中未

發現青花瓷片。。

出土文物具體描述可參見附錄二。

4.6 地層及年代

從鑽探及試掘結果可見東區地層層序基本上是：現代耕土層、亞土層和風化岩

石層，未見有文化堆積。

西區之南堂村鑽探結果顯示該處的表土是耕土層，地表以下大多為亞土層和文

化層，夾有磚瓦碎片、陶瓷片一併出土，文化層基本上可按土色變化分為一或兩層。

根據 AH19 至 AH23 的發現，建築遺蹟(花崗石牆基台階地)該處表土大多較厚，部分

鑽孔的文化層位於距地表 45 至 50 厘米以下，這很可能與古代地形南高北低有關。

文化層以下為自然形成的風化土和風化岩石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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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分析南堂村鑽探結果：鑽孔出土之建築配件以瓦類為主，種類有碎地磚、

筒瓦碎片、板瓦碎片等。類似之宋代瓦片在元朗輞井、錦田八鄉上村和九龍啟德機

場北停機坪和石崗高鐵車廠地盤均有發現。

從瓦的製作技術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種是質地相對堅硬，夾砂陶胎，經燒製

而成；另一種則是泥質陶胎，其燒成溫度較低，遇水後會變軟。若將之與於東區探

集得來的瓦片加以對比，西區的瓦除了整體上體積較大和厚之外，技術上明顯比前

者粗糙及相對不成熟。加上西區內未有從鑽探地層中發現有青花瓷。由此推斷西區

南堂村考古遺存年代很應早於東龍洲砲臺。

另外，西區出土的瓦片顏色主要可以分為灰色、紅色和白色三類，部分鑽孔(如

AH19 及 AH23)可見出土灰瓦的地層年代可能相對較紅瓦晚，但詳細有待將來進一步

研究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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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討論

5.1 東龍洲(佛堂門)砲臺

從 1963 至 2015 年航空照片可見現時東龍洲砲臺石牆外圍的植被生長狀況，明

顯與鄰近區域存在差異(圖四至七)，並平面呈規整形狀分佈。這代表東龍洲砲臺石牆

外可能有其他清代早至中期建築堆積。雖然該地並非是次考古調查範圍，但值得深

入研究砲墊外圍的堆積與砲臺的關係。

5.2 南堂村

南堂村 22 號屋後發現一處建築地臺遺蹟，長約 15 米，寬約 20 米，其外緣為花

崗岩石條鋪砌邊牆 (圖十一)，此外又於該村一幅護土牆發現紅砂岩石一塊(圖十三)。

紅砂岩是珠江三角洲自西漢以來，規格較高的建築物所使用的石材。從護土牆使用

紅砂岩石塊作為填料，可見應屬重用的廢棄建材。石條鋪砌邊牆和紅砂岩石塊之發

現，顯示南堂村曾經有規格較高的建築物。

據《九龍蒲岡村林氏族譜》記載，宋代林松堅、林柏堅兄弟二人海上遇風，船

沉之際，緊挽船上之林大姑(天后)神位，得以飄浮至南佛堂登岸生還，及後二人於南

佛堂「石塔」下方建立天后廟。其後林松堅之子林道義將南佛堂之天后廟遷建至北

佛堂(清水灣大廟灣)。查該族譜又記載林氏一族自福建南遷至香港後，先居於南堂，

後遷居九龍彭蒲圍，再遷竹園村。

鑑於該遺蹟內外鑽探均發現宋代瓦片和鋪地磚碎片，以及在建築遺蹟附近發現

紅砂岩石塊，初步推斷該遺蹟應為傳說的宋代「南佛堂」所在地(圖十五)，按佛寺和

廟宇之建築佈局法則，附近山坡或有北宋石塔遺蹟。南堂村發現宋代文物，與族譜

記載該地為是林氏族人居住地方比較吻合。因此有必要在南堂村進行後續考古調查

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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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語

本次考古調查分為東、西兩區，東區為東龍洲(佛堂門)炮臺及其西面山坡；西

區則為南堂村及其附近山坡。1963 至 2015 年航空照片顯示東龍洲砲臺西側及北側植

被有特殊生長狀況，並平面呈規整形狀分佈，顯示該處地面有大量堆積物。地表勘

察發現，東龍洲炮臺北面和西面地面有大量清代瓦片和清代陶瓷，顯示炮臺北面和

西面背風山坡可能存在與炮臺同期建築物。東龍洲炮臺旁邊曾發現新石器時代石錛
23
，

炮臺西面山坡平緩地是東龍洲唯一大面積平地，而且有小溪流經該地注入大海，在

地理條件上是適合人類生活的地方。雖然是次考古調查在該山坡平緩地沒有發現先

秦文物及先秦文化層，但有理據推斷東區，特別炮臺西面山坡平緩地仍然是具有先

秦考古價值的地方。綜合而言，東區的炮臺西面和北面可能有清代早至中期建築遺

蹟，而這些遺蹟應是清軍營房；而炮臺西面山坡平緩地則具有先秦考古價值，在未

來的土地發展需考慮進行考古保育工作。

本次考古調查重要發現集中於西區，即南堂村 。在該村地表發現一處花崗石牆

基，屬於建築物之地台遺蹟。在該地台遺蹟內鑽探，發現宋代瓦片和鋪地磚碎片，

說明南堂村應有宋代地層。

據《九龍蒲岡村林氏族譜》記載，林氏一族在宋代自福建南遷至香港後，先居

於南堂，後遷居九龍彭蒲圍，再遷竹園村。本次考古調查在南堂村發現宋代文物，

與 1950 年代簡又文、饒宗頤等學者研究南佛堂之結果基本吻合(圖十四)。該地台遺

蹟內外鑽探均發現宋代瓦片和鋪地磚碎片，而且在建築遺蹟附近發現紅砂岩石塊，

初步推斷該遺蹟應為傳說的宋代「南佛堂」所在地(圖十五)。但目前南堂村考古發現

是否與南佛堂相關，仍有待驗證。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該處鑽探出土遺物以建築配件為主，少見與生活日用器物，

如碗、碟、盤、罐、壺等碎片，這說明該建築遺蹟可能並非作居住用途。但假若這

些考古堆積與南佛堂有關，按佛寺和廟宇之建築佈局法則，北宋「南堂石塔」應在

23 該石錛陳列於九龍公園文物探知館二樓考古展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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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建築遺蹟中軸線後方坡地，或附近相連的山上。因此有需要應繼續調查及研究南

堂村的考古遺存。同時更需利用是次調查所得的瓦片，與香港其他遺址出土瓦片作

對比，以確定南堂村考古遺存之準確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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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東龍洲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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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東龍洲考古調查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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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東龍洲北部地質圖

圖四  東龍洲北部 1945 年航空照

東龍洲炮台

(佛堂門炮臺)

東龍石刻

南堂

北
0             500m



東龍洲考古調查報告

23

圖五  東龍洲北部 1963 年航空照

圖六  東龍洲北部 1973 年航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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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東龍洲北部 2015 年航空照

圖八  東龍洲炮臺(佛堂門炮臺)西面山坡探方試掘及鑽探地區(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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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東龍洲炮臺(佛堂門炮臺)西面山坡探方試掘及鑽探位置圖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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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南堂村鑽孔及花崗石牆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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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南堂村 22 號屋後之建築地台遺蹟

圖十二 南堂村一處殘牆體裡露出大量紅瓦片

花崗石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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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南堂村一處殘牆體裡的紅砂岩磚

圖十四 圖中紅點乃 1959 年饒宗頤先生推斷南佛堂位置
(原圖引用自饒宗頤 講 吳銘森 記：《香港大學歷史學會年刊 1960》，〈南佛堂門歷史考古的若干問題〉，圖一 ， (香港：

香港大學歷史學會，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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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南堂村建築遺存可能分佈之範圍
(底圖為 1963年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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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東龍洲考古鑽孔東西向軸線除草工作

圖十七  東龍洲北部考古鑽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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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探方及鑽探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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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近

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方編號 TP-1

探方坐標 探方面積 2m X 1m X0.5m

發掘方法 人手發掘 地表高程 12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a 鬆軟，沙質土 深灰棕色 (10YR3/2) 植物根莖 ---

L1b 鬆軟，沙質土 深灰棕色 (10YR3/2) 植物根莖 ---

L2a 鬆軟，沙質土 灰棕色 (10YR5/2) ---

L2b 鬆軟，沙質土 灰棕色(10YR5/2) ---

L3 鬆軟，黏土 棕色 (7.5YR5/2)
紅陶片一片、白瓷

片碎一塊
現代

L4
致密，沙質土及鐵

錳沉積物
淺啡黃色 (2.5Y 6/3) ---

L5 致密，風化土 棕色 (7.5YR 7/3) 風化石塊 ---

探方壁剖面圖及探方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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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01/2016 記錄人 計巍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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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近

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方編號 TP-2

探方坐標 探方面積 1m X 3m X 0.55m

發掘方法 人手發掘 地表高程 12.5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耕土 深棕色 (10YR3/1) 植物根莖 ---

L2
鬆軟，黏土，含

鐵錳沉積物
灰棕色 (10YR5/1) 無 ---

L3
致密，黏性沙質

風化土
啡黃色 (10YR6/4) 無 ---

探方壁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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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方壁照片

日期 23/01/2016 記錄人 梁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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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近

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方編號 TP-3

探方坐標 ------- ------- 探方面積 1m X 2m X 1.1m

發掘方法 人手發掘 地表高程 9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沙質土 黑色 (10YR2/2) 無 ---

L2
鬆軟，沙質土及礫

石
黑色 (10YR2/2) 無 ---

L3 致密，黏性風化土 啡黃色 (10YR6/8) 無 ---

探方壁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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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方壁照片

日期 23/01/2016 記錄人 計巍巍



東龍洲考古調查報告

38

地點
東龍洲北部近

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方編號 TP-4

探方坐標 ------- ------- 探方面積 2m X 1m X 0.9m

發掘方法 人手發掘 地表高程 12.5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沙質土
深棕色

(10YR2/2)
無 ---

L2 鬆軟沙質土、礫石
深灰色

(10YR4/1)
無 ---

L3 鬆軟沙質土
灰棕色

(10YR5/1)
無 ---

L4 致密黏性風化土 黃(10YR6/8) 無 ---

探方壁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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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方壁照片

日期 23/01/2016 記錄人 吳偉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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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近

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方編號 TP-5

探方坐標 -------- ---------- 探方面積 2m X 1m X 0.6m

發掘方法 人手發掘 地表高程 12.3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沙質土、礫石
深棕色

(10YR4/1)
黑釉粗瓷殘片 ---

L2 致密，沙質黏性風化土
啡黃色

(10YR6/4)
無 ---

探方壁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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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方壁照片

日期 24/01/2016 記錄人 梁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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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近

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方編號 TP-6

探方坐標 ---------- ------- 探方面積 2m X 1m X 0.8m

發掘方法 人手發掘 地表高程 11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a
鬆軟，亞沙土質

耕土
深啡色 無 ---

L1b
黏土，含鐵錳質

沉積物
灰色 無 ---

L2 致密黏土 灰色 青花瓷 1片 現代

L3 亞沙土質生土 泥黃色 小石粒 ---

探方壁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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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方壁照片

日期 24/01/2016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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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01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12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表土 粉白色 (7.5YR 8/2) 無 ---

L2 砂質黏土 橙紅色 (7.5YR 7/8) 無 ---

L3 砂質風化土 磚紅色 (2.5Y 5/8) 風化石碎屑 70cm以下為風化岩石層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05/12/2015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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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02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11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耕土 深灰色 (10YR 4/1) 無 ---

L2 砂質黏土 灰色 (10YR 5/1) 風化石屑 ---

L3 砂質黏土 淺褐灰色 (2.5Y 6/2) 風化石塊 80cm以下為風化岩石層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05/12/2015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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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03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11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砂質黏土 深灰色 (10YR 4/1) 無 ---

L2 黏土 深灰色 (2.5Y 4/1) 無 淤土

L3 粗砂黏土 深灰色 (10YR 4/1) 無 ---

L4 幼砂黏土 淺灰色 (2.5Y 7/1) 無 ---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05/12/2015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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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04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10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粗砂質黏土 灰黑色 (7.5YR 3/1) 28cm 處已達地下水位

L2 砂質黏土 淺灰色 (GLEY1 7/N) 64cm 以下為風化岩石層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12/12/2015 記錄人 張宇靈



東龍洲考古調查報告

48

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05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9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粗砂質土 青灰色 (GLEY 5/10Y) 風化石粒 ---

L2 砂質黏土 深灰色 (GLEY 4/N) 無 43cm 以下為風化岩石層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12/12/2015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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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06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9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沙質風化土 白色 (5Y 8/1) 無 ---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12/12/2015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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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07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9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耕土 灰黑土 (10YR 3/1) 14cm 以下為風化岩石層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13/12/2015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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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08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9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耕土 灰黑土 (10YR 3/1) 18cm以下為風化岩石層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13/12/2015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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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09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9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耕土 灰黑土 (10YR 3/1) 13cm以下為風化岩石層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13/12/2015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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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10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11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耕土 黑土 (10YR 2/1) 風化石塊 17cm以下為風化岩石層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19/12/2015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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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11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11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耕土 黑土 (10YR 2/1) 24cm以下為風化岩石層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19/12/2015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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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12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11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耕土 深褐色 (10YR 3/1) 無 ---

L2 鬆軟黏土 深褐色 (10YR 3/1) 大量風化石碎屑 ---

L3 鬆軟黏土 褐色 (10YR 5/3) 風化碎屑 ---

L4 黏性風化土 泥黃色 (10YR 5/4) 無 ---

L5 黏性風化土 淺褐色 (7.5YR 6/4) 無 ---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19/12/2015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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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13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13.5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表土 黑色 (7.5YR 2.5/1) 風化石夥粒 風化岩石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02/01/2016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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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14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13.5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表土 灰黑色 (5YR 3/1) 風化碎石粒 風化岩石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02/01/2016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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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15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13.5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表土，含夥粒 灰黑色 (5YR 3/1) 風化岩石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02/01/2016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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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16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16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表土，含夥粒 灰黑色 (5YR 3/1) 風化石粒 風化岩石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02/01/2016 記錄人 張宇靈



東龍洲考古調查報告

60

地點
東龍洲北部

近南塘頭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17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10.5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表土 灰黑色 (5YR 3/1) 風化石夥粒 風化岩石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02/01/2016 記錄人 張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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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北部

南塘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18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約 13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亞沙質表土 棕色 (10YR 4/3) 無 現代

L2 鬆軟，亞沙質土 棕色 (10YR 5/3) 無 ---

L3 鬆軟，沙質土 泥黃色 (10YR 5/4) 無 ----

L4 鬆軟，沙質風化土 淺啡色 (10YR 6/3) 無 ----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30/01/2016 記錄人 梁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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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

南堂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19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約 13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亞沙質表土 灰棕色 (10YR 5/2) 無 現代

L2 鬆軟，亞沙質土 泥黃色 (10YR 5/4) 灰瓦片 ----

L3 鬆軟，亞沙質土 深灰棕色 (10YR 4/2) 紅、白瓦片 ----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30/01/2016 記錄人 梁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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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

南堂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20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約 13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亞沙質表土 棕色 (10YR 5/3) 無 現 代

L2 鬆軟，亞沙質土 淺啡色 (10YR 7/3) 無 ----

L3 鬆軟，沙質土 淺啡色 (10YR 7/4) 無 ----

L4 鬆軟，沙質風化土 白色 (2.5Y 9.5/1) 無 ----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30/01/2016 記錄人 梁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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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

南堂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21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約 15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亞沙質表

土

深灰棕色 (10YR

4/2)
無 現 代

L2 鬆軟，亞沙質土 灰棕色 (10YR 5/2) 無 ---

L3 鬆軟，沙質土 深灰色 (10YR 4/1) 無 ----

L4
鬆軟，沙質風化

土
白色 (2.5Y 9.5/1) 無 ----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30/01/2016 記錄人 梁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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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

南堂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22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約 13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亞沙質表土 棕色 (10YR 5/3) 無 現 代

L2 鬆軟，亞沙質土 灰色 (10YR 5/1) 無 ----

L3 鬆軟，亞沙質土 深灰色 (10YR 4/1) 紅瓦 -----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30/01/2016 記錄人 梁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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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東龍洲

南堂村
遺址編號 SKTLC2015 探孔編號 AH-23

探孔坐標
------- ------

鑽鏟口徑 直徑 10cm

發掘方式 手搖鑽探 地表高程 約 15m

地層及遺存發現狀況

層位 土質 土色 包含物 推斷年代及附註

L1 鬆軟，亞沙質表土 灰色(10YR 5/1) 現代

L2 鬆軟，亞沙質土 灰色 (10YR 6/1) 灰瓦片 宋代

L3 鬆軟，亞沙質土 灰棕色 (2.5Y 5/2) 紅瓦片 宋代

L4 鬆軟，沙質土 淺棕灰色 (2.5Y 6/2) 早於宋代

L5 鬆軟，沙質風化土 白色 (2.5Y 9.5/1) 早於宋代

鑽孔剖面圖及照片

日期 30/01/2016 記錄人 梁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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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出土文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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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龍洲砲臺(佛堂門砲臺，東區)踏查採集文物

編號 照片 器物描述 出土位置

SKTLC2015E:01 素面陶片，宋至近

代。

南塘頭村

附近山頂

上之天然

巨石下

SKTLC2015E:02 鑽孔河卵石，年代

不詳。

鑽孔

AH12 之

地表

SKTLC2015E:03 素面陶器底，明清

至近代。

鑽孔

AH11 之

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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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LC2015E:04 素面陶片，燒成溫

度高，明清時期。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1
(近石灘)

SKTLC2015E:05 素面陶片，燒成溫

度高，明清時期。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1
(近石灘)

SKTLC2015E:06 素面陶片，燒成溫

度高，明清時期。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1
(近石灘)

SKTLC2015E:07 素面陶片，燒成溫

度高，明清時期。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1
(近石灘)

SKTLC2015E:08 素面陶片，燒成溫

度高，明清時期。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1
(近石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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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LC2015E:09 素面陶片，燒成溫

度高，明清時期。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1
(近石灘)

SKTLC2015E:10 素面陶片，燒成溫

度高，明清時期。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1
(近石灘)

SKTLC2015E:11 瓦殘片，明清時

期。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2
(近炮台)

SKTLC2015E:12 瓦殘片，明清時

期。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2
(近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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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LC2015E:13 黑釉瓷片，年代宋

至近代。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2
(近炮台)

SKTLC2015E:14 褐釉瓷片，年代宋

至近代。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2
(近炮台)

SKTLC2015E:15 素面陶片，燒成溫

度高，明清時期。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2
(近炮台)

SKTLC2015E:16 素面陶片，燒成溫

度高，明清時期。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2
(近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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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LC2015E:17 素面陶片，燒成溫

度高，明清時期。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2
(近炮台)

SKTLC2015E:18 褐釉瓷片，年代宋

至近代。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2
(近炮台)

SKTLC2015E:19 素面陶片，明清時

期。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2
(近炮台)

SKTLC2015E:20 瓷煙斗嘴殘片，年

代屬清代中期，當

與炮台年代同期。

東龍洲炮

台特別地

區內的露

營區 2
(近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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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堂村(西區)鑽探出土文物

編號 照片 器物描述 出土位置

SKTLC2015WAH
19L2:01

灰瓦殘片，背面有

布網紋，宋代至明

代。

AH19:L2

SKTLC2015WAH
19L2:02

灰瓦殘片，背面有

布網紋，宋代至明

代。

AH19:L2

SKTLC2015WAH
19L3:01

紅瓦殘片，背面有

布網紋，宋代至明

代。

AH19:L3

SKTLC2015WAH
19L3:02

紅瓦殘片，背面有

布網紋，宋代至明

代。

AH19: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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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LC2015WAH
19L3:03

紅瓦殘片，背面有

布網紋，宋代至明

代。

AH19:L3

SKTLC2015WAH
19L3:04

紅瓦殘片，宋代至

明代。

AH19:L3

SKTLC2015WAH
19L3:05

白色瓦殘片，背面

有布網紋，燒成溫

度低，吸水率高。

年代約宋代至明

代。

AH19: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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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LC2015WAH
22L3:01

紅瓦殘片，宋代至

明代。

AH22:L3

SKTLC2015WAH
22L3:02

紅瓦殘片，宋代至

明代。

AH22:L3

SKTLC2015WAH
22L3:03

紅瓦殘片，表裡較

平滑，宋代至明

代。

AH22: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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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LC2015WAH
23L2:01

灰瓦殘片，背面有

布網紋，宋代至明

代。

AH23:L2

SKTLC2015WAH
23L2:02

灰瓦殘片，背面有

布網紋，宋代至明

代。

AH23:L2

SKTLC2015WAH
23L2:03

泥質灰瓦殘片，背

面有布網紋，燒成

溫度低，吸水率

高。宋代至明代。

AH23:L2

SKTLC2015WAH
23L2:04

泥質灰瓦殘片，背

面有布網紋，燒成

溫度低，吸水率

高。宋代至明代。

AH23: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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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LC2015WAH
23L2:05

泥質灰瓦殘片，背

面有布網紋，燒成

溫度低，吸水率

高。宋代至明代。

AH23:L2

SKTLC2015WAH
23L2:06

泥質灰瓦殘片，背

面有布網紋，燒成

溫度低，吸水率

高。宋代至明代。

AH23:L2

SKTLC2015WAH
23L2:07

泥質灰瓦殘片，背

面有布網紋，燒成

溫度低，吸水率

高。宋代至明代。

AH23:L2

SKTLC2015WAH
23L2:08

泥質灰瓦殘片，背

面有布網紋，燒成

溫度低，吸水率

高。宋代至明代。

AH23: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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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LC2015WAH
23L2:09

泥質灰瓦殘片，背

面有布網紋，燒成

溫度低，吸水率

高。宋代至明代。

AH23:L2

SKTLC2015WAH
23L2:10

泥質灰瓦殘片，燒

成溫度低，吸水率

高。宋代至明代。

AH23:L2

SKTLC2015WAH
23L2:11

泥質灰瓦殘片，燒

成溫度低，吸水率

高。宋代至明代。

AH23:L2

SKTLC2015WAH
23L3:01

紅瓦殘片，背面有

布網紋，宋代至明

代。

AH23: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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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LC2015WAH
3L3:02

紅瓦殘片，宋代至

明代。

AH23:L3

SKTLC2015WAH
23L3:03

紅瓦殘片，宋代至

明代。

AH23:L3

SKTLC2015WA2
23L3:04

紅瓦殘片，宋代至

明代。

AH23:L3

SKTLC2015WAH
23L3:05

紅瓦殘片，背面有

布網紋，宋代至明

代。

AH23: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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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LC2015WAH
23L3:06

紅瓦殘片，宋代至

明代。

AH23:L3

SKTLC2015WAH
23L3:07

紅瓦殘片，宋代至

明代。

AH23:L3

SKTLC2015WAH
23L3:08

紅瓦殘片，宋代至

明代。

AH23:L3

SKTLC2015WAH
23L3:09

泥質紅瓦殘片，燒

成溫度低，吸水率

高。宋代至明代。

AH23: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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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LC2015WAH
23L3:10

泥質紅瓦殘片，燒

成溫度低，吸水率

高。宋代至明代。

AH23:L3

SKTLC2015WAH
23L3:11

泥質紅瓦殘片，燒

成溫度低，吸水率

高。宋代至明代。

AH23:L3

SKTLC2015WAH
23L3:12

泥質紅瓦殘片，燒

成溫度低，吸水率

高。宋代至明代。

AH23:L3

3. 探方出土文物

編號 照片 器物描述 出土位置

SKTLC2015ETP1
L2:01、02

SKTLC2015ETP1L2:01
泥質素面紅陶片

SKTLC2015ETP1L2:02
白瓷片碎。

年代：清代至近

代。

TP1: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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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LC2015ETP5
L1:01

黑釉粗瓷殘片，清

代至近代。

TP5:L1

SKTLC2015ETP6
L2:01

青花瓷口沿殘片，

清代至近代。

TP6:L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