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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 考古學邁 入 2 1世紀 之

後，考古學家們對史前遺址中出

土的生態遺留因發掘方法之改

進，愈來愈重視其重要性。這些

遺留對於了解史前人的謀生方式

以及古環境重建功不可沒。本館

人類學組近幾年將研究重心轉向

台灣中部鐵器時代的遺址，一方

面追尋這些遺址與平埔族的祖裔

關係，另一方面將這些出土的動

物骨骸與館內動物學組合作，望

能為台灣的動物考古學奠定紮實

的基礎。其中，自台中縣鹿寮遺

址、台中市惠來里遺址以及嘉義

魚寮遺址出土的狗獾遺骨可說是

台灣動物學史上的一大發現。本

文就根據狗獾的形態特徵來探討

其自然史及文化史上的意義。

二、鹿寮、惠來里及魚寮遺

址出土的狗獾
自台中縣鹿寮貝塚遺址灰坑

（垃圾堆）中出土的狗獾遺骨包

括一件上顎骨及一件下顎（圖

1 、 2）；自魚寮遺址發現的

狗．也是一件下顎骨（圖 3）；

最近又在台中市惠來里遺址發現

了三件狗獾標本，包括右上頜犬

齒及臼齒以及右下頜臼齒（圖

4）。魚寮出土的標本經由本館動

物學組陳彥君小姐初步鑑定，再

經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

類研究所的祁國琴研究員比對該

所所藏標本後，確認狗獾無誤。

有趣的是，這些標本都出自貝塚

或是灰坑中，與其他獸骨、鳥

骨、魚骨埋藏在一起。這也說明

了狗獾可能是被鐵器時代人剝皮

後或是肉食後的殘留。

二、狗獾的形態特徵
狗獾（Meles meles L i n n a e u s）

屬食肉目鼬科，別名狟子、獾。

狗獾的外形根據《東北獸類調查

報告》中描述：牠在鼬科獸類中

屬大型個體動物。一般體重約

1 0公斤、體長約 0 . 5公尺。身體

肥大，鼻端尖，有軟骨質的鼻

墊，鼻墊與上唇間被毛，耳短，

眼小。頸部粗短。尾較短，四肢

粗壯，前後足的趾均具強有力的

棕黑色爪，前足的爪比後足的爪

長。身體背面從頭頂起至尾部披

有長而粗的針毛，基部白色，近

末端的一段為黑棕色，毛尖白

色，因此背部的顏色是黑棕色與

白色相混（圖5）。

三、狗獾的生活環境

狗獾的地理分布廣及內蒙古、

東北、華北、華東、華中、華

南、西南及西北。文獻記錄的地

點中曾出現在福建省福州、廈門

及南平。目前台灣已無狗獾的蹤

影，卻在鐵器時代的史前灰坑中

出現。

狗獾棲息於森林、山坡的灌

叢、田野、墳墓基地以及湖泊、

河、溪旁邊，挖洞而居，洞多挖

在人煙稀少的地方。依鹿寮及魚

寮遺址出土大量貝塚的現象，可

以推知沿海平原及台地斜坡應當

是狗獾最後被獵殺丟棄的地點並

非其棲息地。狗獾有半冬眠的習

性，因此在皮下、臀部等處的脂

肪甚厚。其食性為雜食，包括植

物根莖、蚯蚓和昆蟲幼蟲等，特

別是嗜食腐味的獸屍。對農作物

危害力較大。狗獾的活動以春、

夏、秋三季為主，喜歡夜間活

動。

狗獾的肉不但鮮美可食而且其

獾皮可製作皮衣及棉鞋內墊。由

於台中縣鹿寮及嘉義縣魚寮灰坑

中出土的狗獾骨骼部位均為上下

顎骨及牙齒，而且骨骼表面沒有

砍、割、切、刮的遺跡，推測可

能不是食後殘留，因而作為皮衣

的可能性目前無法排除。

狗獾的捕獵方法共有三種：挖

穴法、獵狗捕捉及槍擊法。至於

史前鐵器時代人的捕獵方法應以

前二者為主；若獾毛在當時是平

埔族祖先們與渡海來台漢人交易

物品，可能因需求量大而採用獵

狗捕捉及使用武器捕捉，特別是

後者，演變成當時捕撈的主要方

法。

四、狗獾發現的自然史及文

化史意義

若依上述三處出土狗獾遺骨的

考古遺址年代來排比，其中以嘉

義魚寮遺址屬大湖文化「魚寮類

型」的年代最早，距今約 1 9 8 0

至1 6 2 0年；台中市惠來里遺址

屬番仔園文化晚期，年代為距今

1 2 0 0 ~ 1 3 0 0年；台中縣鹿寮遺址

屬番仔園晚期的年代約在 4 2 0

~ 1 0 1 0年之間。換言之，這些年

代也說明了台灣中部平埔族鐵器

時代的祖先們捕獵的對象之一就

是狗獾。到底這些狗獾是在距今

4 0 0年前或是1 0 0 0年前已被趕盡

殺絕或是其棲息地自低地移至內

陸，目前尚難研判。但是若這些

狗獾原來的棲居地在內陸而被當

時的獵人所捕殺後遺棄在低平的

沿海地區貝塚中，至少可以證明

當時貝塚遺址的週遭環境是離海

不遠，可能屬於全新世的海進

期。為了要尋求正確的答案，未

來必須將與狗獾共存的其他捕食

的動物群進行動物埋藏學研究。

狗獾的新發現使我們更進一步的

大膽假設：台灣西海岸鐵器時代

的遺址，特別是貝塚遺址中將會

發現更多的狗獾遺骨。顯然，曾

經在史前時代風光一時的狗獾之

消失的這一段動物學史實，若無

鹿寮遺址狗獾的新發現，大概其

真相難以大白。

圖3.嘉義縣魚寮遺址出土狗獾下顎骨殘留

圖2.台中縣鹿寮遺址出土狗獾下顎骨殘留

圖5.現生狗獾描繪圖

圖4.台中市惠來里遺址出土狗獾犬齒及臼齒殘留

圖1.台中縣鹿寮遺址出土狗獾上顎骨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