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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黃地峒遺址位於香港特區東部的赤門海峽企嶺下海的東海岸，香港西貢西

郊野公園榕樹澳至深涌中段，地理位置爲 114°17′E， 22°26′N。其具體範圍：

東爲黃地峒山西麓 50m至 60m等高線處，西至海邊潮間帶以下淺海，南起鰲魚

頭，北至深涌碼頭南約 600m處。  

2004 年度香港考古學會得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古物古蹟

辦事處撥款 15.7 萬港元，與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在黃地峒遺址一帶

進行了調查試掘。 2005 年度再得古物古蹟辦事處撥款 15 萬港元，在 2005 年 12 

06 年 1 月在此遺址進行第一次正式發掘。參與發掘有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與古人類研究所張森水先生、中山大學嶺南考古研究中心主

任張鎮洪教授，王宏副教授、譚惠忠研究員、中山大學地球科學系主任鄭卓博

士、澳門藝術博物館員陳炳輝、趙月紅、考古學會會員彭少瓊、陳盈康和胡鈺

真。香港考古學會會委員蕭美蓮小姐、陳錦榮先生負責財務、行政，委員王惠

標先生負責全部石器攝影，吳偉鴻任領隊並負責石器繪圖。  

此外，中國科學院古脊椎與古人類研究所吳新智院士、高星副所長、廣東

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傅憲國先生、陳星燦博士、香港中文

大學鄧聰博士、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總館長吳志華博士、孫德榮館長、李 浪 林

博士和曾志雄等先生，香港考古學家王文建先生和劉茂女士支持工作並到場給

予寶貴意見。 

二  發掘方法  

使用舊石器田野考古的布方和發掘方法，包括人工層位 (以每 5cm或 10cm

為一層 )和單位發掘法；繪製各人工層 1/10 平面圖；測量各人工層位和重要石

製品的高程；記錄各人工層的土壤特性和顏色。量 度非石製品的角礫的大小。

此外，在黃地峒西麓進行地表勘察和採集。  

 



 在 2004 年 度探方之東布方 15 個，即 T6 至 T20。每個探方為 1mx1m，因經

費拮据，只發掘第二號採石場QT1 和清理採石場南壁剖面，和發掘了 T6、 T7、

T8、 T14、T17 和 T20，僅QT1、採石場南壁和 T14 方掘至風化基岩，其餘者皆在

文化層上覆塑料布，再覆泥土暫時封存。  

 

三 遺址地貌、地質和古環境 

黃地峒遺址位於西貢半島西側，其區域地貌類型屬半島海灣型。黃地峒爲一座小丘，

海拔高度 154m。東面與石屋山相連，西麓面向企嶺下海，西側山坡的坡度 爲 23°

～ 38°，局部有 10°左右的緩坡。 

黃地峒遺址的基岩爲粗粒火山灰凝灰岩，其上層爲薄層狀凝灰岩及凝灰

岩，夾層為砂岩、粉砂岩和泥岩。遺址的岩層基本呈NW—SE走向，傾向  35°～

110°，傾角  15°～ 57°。局部有折曲構造。  

 據《香港第四紀地質》、《珠江三角洲形成發育演變》 1等研究成果綜合，

約 120,000 年前的間冰期，香港氣候比現在和暖。海平面高於現海平面約 4m～

6m，即現在整個企嶺下海地區均在水下之中 , 出露地表只限於山坡上採石場殘

坡積；其後氣候逐漸寒冷，大約在 75,000 年前，爲冰期最寒冷期，海平面比現

在低約 77m，整個企嶺下海因此出露於海平面之上。其後，氣候漸暖，海平面

亦相繼上升。氣候在 28,000 年前最爲暖和，香港乃至珠江三角洲的低窪地被海

水覆蓋。大約從距今 25,000 年開始，氣候再次變冷，距今 18,000～ 17,000 年前

最爲寒冷，海平面下降至現今海平面以下 120～ 130m，即最後冰期。距今 12,000

～ 11,000 年，氣候開始變暖，海平面上升，大約在 7,000～ 6,000 年前，海平面曾

高於現在 1～ 3m，之後緩慢下降到現今水平。 

本地區的地殼運動也是在不斷變化的，自第三紀以來，基本爲抬升，上升

速率 爲 2.5～ 8.0mm/a。因此，在分析遺址的年代和古環境時，須將海平面變化和

地殼上升兩個因素同時考慮在內。 

根據前述海平面變化和地殼運動的時間表，在距今 75,000 年前後的冰期，

隨著地殼隆升和海退，香港地區大部分的半島和離島連 爲一體，大埔吐露港至

大鵬灣的赤門海峽只是一條河流，而企嶺下海是其中一條較大的支流 (圖 1)，局

部河段存在河谷平地及河流階地，有著適合人類生活和居住的理想環境。隨

後，海平面上升，原先人類生活的場所逐漸被水淹沒，成爲「水下平台」。最

 
1 Fyfe, J. A and others 2000 The Quaternary Geolog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黃鎮國、李平日等，1982，《珠江三角洲形成發育
演變》，廣州，科普出版社廣州分社。 

 



後冰期始於距今 25,000 年，距今 18,000 左右達到最盛期，海平面僅爲現今海平

面的-120～ -130m。這時，「水下平台」又出露水面，再次爲古人類提供一個生

活場所。最後冰期過後，海平面迅速上升，期間有過數次高於現今海平面。大

約距今 6,000 年海平面基本在現今水平上下波動，也就是說 6,000 年前至今，人

類是不可能在企嶺下海的水下平台上活動的。 

根據 2004 年 度孢粉分析結果表明，黃地峒遺址區自第三紀以來，地表植物

的組合沒有多大的變化，主要爲熱帶、亞熱帶植物以及少量溫帶植物的科屬，

所反映的氣候主要爲熱帶—亞熱帶型。植被以常綠或闊葉混交林 爲主，夾有針

葉 林，林下蕨類植物生長繁盛。第四紀更新世晚期香港地區的孢粉分析表明，

當時香港地區植物為熱帶—亞熱帶喬木，並有熱帶蕨類。此外，也有一些溫

帶—亞熱帶的落 葉樹種。 

 

 

 

 

 

 

圖 1 香港晚更新世河道復原圖 

(引自《香港第四紀地質》(The Quaternary Geology of Hong Kong ) 2000 年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