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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珠（lazurite bead） 　　

「琉璃」是古代中國⼈對於「玻璃」的⼀種稱呼，玻璃的稱呼是直到宋代後才逐

漸被採⽤，⽽到了元明時代琉璃則專⾨⽤來稱呼以低溫燒製的釉陶磚⽡。就材料

的物理特性來說，琉璃的材質其實就是玻璃，所以廣泛的定義下琉璃珠也就是玻

璃珠，但是由於經過比較複雜的加⼯程序，因此琉璃展現出與玻璃不同的⾯貌，

⽽以琉璃樣貌出現的珠⼦，⾃然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琉璃珠」。 　　

琉璃的製作，使⽤的是玻璃加⼯中的「脫蠟鑄造法」，在⼤約八百五⼗度的溫度

下進⾏複雜的加⼯程序。⼀般來說，琉璃的特⾊在於他蘊含了豐富的⾊彩變化，

這是因為⼯匠在玻璃中加入了不同種類和不同比例的⾦屬氧化物，如此就可以在

燒製的時候呈現出不同的⾊彩，例如氧化鐵可以做出綠⾊的效果，⽽琉璃珠中的

藍⾊則來⾃於氧化銅成分。 　　

在台灣，琉璃珠的使⽤最著名的例⼦就是排灣族群，但是他們直到70年代中後期

才發展出⾃⼰製作琉璃珠的技術。在那之前並沒有排灣族⼈⾃製古琉璃珠的紀

錄，過去排灣族⼈不相信琉璃珠是可以被⼈所製造出來的，所以有許多關於琉璃

珠來源的傳說。⽽關於排灣族古琉璃珠的來源，學者們⼀般相信是排灣族的祖先

在移入台灣時所帶入的，分析古琉璃珠的成分也發現，排灣族⼈所持有的古琉璃

珠含鉛率⾼，⽽沒有鋇的成分，因此應屬於東南亞地區的材料。除此之外，也有

紀錄顯⽰排灣族可能在台灣的荷據時代從荷蘭⼈那邊交換過琉璃珠，或者可能也

和漢⼈進⾏交換，不過這就是比較晚近的事情了。 　　

在台灣的考古學研究中也有不少玻璃珠或琉璃珠出⼟的例⼦，依照前⾯所說因為

兩者的本質並沒有太⼤的差異，所以將玻璃珠也納入考古學討論的範圍應屬合

理，在台灣各地如台中的鹿寮遺址、台東舊香蘭遺址、花蓮港⼝遺址、宜蘭淇武



蘭遺址、台南的南科考古發掘等，都有豐富的資料出⼟。其中在台東舊香蘭遺址

的發掘所得到關於琉璃珠的資料最具代表性，因為不只發現了琉璃珠本⾝，還發

現了初熔的玻璃材料、棒狀玻璃條以及冶鍊遺留的現象等，顯⽰當地⼈可能擁有

⾃⼰製作琉璃珠的技術，顛覆了過去認為「琉璃、玻璃器物勢必來⾃台灣以外地

區」的概念；⾄於台灣其他地⽅是否也有類似技術、舊香蘭遺址製作的琉璃珠有

沒有流通到別的地⽅，都是需要進⼀步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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