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恢
西
神
木
縣
新
華
遺
址

出
土
玉
器
初
步
研
究

/
孫
周
勇

一
、
概
況

神
木
縣
位
於
恢
西
省
北
部
，
地
處
毛

烏
素
沙
漠
與
黃
土
高
原
北
緣
交
接
的
過
渡

地
帶
，
東
北
部
同
恢
西
府
谷
縣
耽
鄰
，
南

與
愉
林
、
佳
縣
接
壤
，
西
北
部
和
內
蒙
古

自
治
區
伊
金
霍
洛
旗
交
界
，
東
隔
黃
河
與

山
西
省
興
縣
為
鄰
，
面
積
七
七

O
六
平
方

公
里
，
是
恢
西
省
面
積
最
大
的
縣
。
神
木

一
帶
，
素
為
塞
上
重
鎮
，
自
古
就
有

「
南

衛
關
中
，
北
屏
河
套
，
左
扼
晉
陽
之
險
，

右
持
靈
夏
之

沖
」

(
註
一
)
的
美
譽
。
地
理

位
置
十
分
重
要
，
歷
來
就
是
兵
家
必
爭
之

地

。
春
秋
時
期
，
神
木

一
帶
曾
是
赤
狄

、

白
狄
和
齊
桓
、
晉
文
托
足
之
區
。
後
來
，

韓
、
趙
、
魏
三
家
分
晉
，
這

一
帶
遂
入
於

魏
國
疆
界
之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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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華
遺
址
位
於
神

木
縣

西
南
大
保
當

鎮
東
北
的
新
華
村
附
近

一
個
名
叫
「

彭
素

吃
塔
」

的
土
丘
之
上
，
距
離
以
大
量
精
美

玉
器
的
出

土
聞
名
於
世
的
石
坊
遺

址
約

二

十
餘
公
里

。
(
參
見
遺
址
位
置
示
意
圖
以

及
遺
址
外
景
圖
)
由
於
彭
素
吃
塔
隸
屬
新

華
村
，
所
以
我
們
依
據
現
行
行
政
隸
屬
關

係
及
以
往
考
古
調
查
資
料
，
稱
之
為

「
新

華
遺
址
:
該
遺

址
最
初
發
現
於
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全
省
文
物
普
查
工
作
中
，
隨
後

被
確
認
為

縣
級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

。清水河

要煩

。

w 

宣言

離石 省

。
份陽

。

國例

一一一一一一一 省界
Â- -- ---一-一-一遍止

一一----之三三 河流

。 40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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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
\
叭
啊
，
心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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俐
怕\
1
、

θ

飾

￠
 

市勝
@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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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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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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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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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址
中
心
分
布
於
彭
素
吃
塔
南
坡

上
，
長
約

三
五
0
公
尺
，
寬
約

三

-0
公

尺
，
總
面
積
約

三
O
O
O
O
O

平
方
公

尺
。

遺
址
周
圍
為
平
緩
的
沙
丘
和
坡
地

。

由
於
常
年
水
土
流
失
嚴
重
，
遺
址
地
表
上

裸
露
著
大
量
的
陶
片
，
並
可
零
星
採
集

一

些
細
石
器
、
骨
器
等
文
物
，
在

一
些
斷
崖

旁
邊
可
以
觀
察
到

一
些
灰
坑
、
窯
址
的
遺

跡
。

遺
址
附
近
有
間
歇
性
河
流

|
|

野
雞
河

流
經
。

野
雞
河
是
禿
尾
河
的

一
條
支
流
，

禿
尾
河
匯
入
黃
河

。

隨
著
毛
烏
素
沙
地
的

南
侵
和
生
態
環
境
的
惡
化
，
野
雞
河
水
流

量
逐
年
減
少
，
慢
慢
成
為
了
內
流
河
，
注

入
了
附
近
的
打
壩
梁
海
子

。

一
九
八
七
年
，
為
了
配
合
神
府
煤
田

的
開
發
，
艾
有
為
對
神
府

一
帶
新
石
器
時

要
~ 
"、、

血 事 三 ! 當幟弩哨?每 .. 

• 益........-屜，四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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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遺
址
進
行
了
初
步
的
調
查
。
這
次
調
查

中
採
集
到
了
兩
件
玉
環
，
晶
瑩

剔
透

，
溫

潤
可
愛
(
註

二
)
。

一
九
九
六
年
和

一
九
九

九
年
，
限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先
後
兩
次
對

新
華
遺

址
進
行
了
大
規
模
考
古
發
掘

。

正

是
這
第
二
次
的
發
掘
才
使
我
們
今
天
有
幸

目

睹
精
美
的
玉
器

。

二
、
至
出
土
玉
器

新
華
遺
址
玉
器
集
中
出
土
於

一
個
鞋

底
型
的
土
坑

之
內
(
圖

一
)
。

它
位
於
整
個

發
掘
區
西

北
部
的
吋
O
∞
巴
東
隔
蝶
下
，
是
在

整
個
區
域
發
掘
基
本
結
束
，
統

一
打
掉
隔

蝶
時
發
現
的

。

由
於
己
在
最
初
露
頭
時
，

從
平
面
形
狀
來
看
，
形
似
一
座
墓
葬
，
是

故
工
地
編
號
為

ω
巴
的
單
品
，
整
理
時
調
整
編

賠
恥
昏
肘
ω
心
的
)
(
穴
】
。

已
開
口
於

@
層
，
開
口
距

地
表
0
.

一
二
公
尺
，
打
破
生
土

。

平
面
形
狀
呈
長

方
形
，
兩
短
邊
弧
凸
，
兩
長
邊
略

向
內
凹

成
近
亞
腰
型

。

坑
壁
未
經
進

一
步
加
工
，

顯
得
較
為
組
糙
，
個
別

地
方
略
有
明
塌
損

毀
。
坑
底
平
整
光
滑

。

坑
底
中
央
有
一
個

小
坑
，
圓
形
圓
底

，
直
徑
。

.
一
八
、
深

0

.
O
五
公
尺

。

小
坑
靠
近
底
部
發
現
有

少
量
鳥
禽
類
骨
悟
，
骨
質
纖
細
脆
弱
。
由

n
H

，
♂f'
 

.,
4,F 

, 
_J . . ~ 

叭 ;r ..^也

f 
肉'-

戶

, ','" 
,.
. 

d 

j 

~ _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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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西
長
一
﹒
四

0

、
南
北
寬
0
.
四
六
J

O

﹒
五
0

、
深
0
.

二
一
)
(
0
.
二
二
公

尺
。
台
內
填
土
呈
黃
灰
色
，
土
質
較
硬
，

夾
雜
少
量
沙
石
粒
及
碎
陶
片
。

台
內
共
埋
藏
有
三
十
六
件
玉
石
器
，

豎
直
側
立
插
入
土
中
，
有
刃
部
的
器
物
刃

部
朝
下
埋
入
土
中
，
無
刃
部
者
體
薄
面
朝

下
。
三
十
六
件
玉
石
器
分
六
排
排
列
，
每

排
插
置
器
物
數
量
不
等
，
多
者
十
件
，
少

者
二
件
。
器
物
與
器
物
之
間
基
本
保
持
平

行
(
圖

-
a
)
。
目n
r內
出
士
的
玉
器
三
十
六

件
中
，
一
、
三
、
六
號
為
同
一
件
玉
鎖
上

殘
片
，
二
、
一
六
號
為
同
一
件
玉
鏟
上

殘
片
，
二
九
、

二
二
號
為
同
一
件
玉
映
殘

片
。
經
過
拼
對
黏
合
後
，
實
際
出
土
玉
器

三
十
二
件

。
器
型
有
誠

、
鏟
、
刀
、
斧
、

環
、
璜
、
璋
等
。

一
、

玉
刀
根
據
形
制

差
異
分
為
三

刑
止。

A
型
有
明
顯
刃
部
。

標
本
問
U
H
心
，
長
方
形
，
薄
若
片
狀
，

兩
側
邊
寬
度
不
等
，
背
部
略
殘
。
平
直

背
，
單
面
橫
刃
，
刃
部
與
刀
胚
問
有
一
道

平
直
梭
脊
，
刃
部
明
顯
薄
於
刀
胚

o

刀
背

上
有
二
個
圓
形
單
面
鑽
孔
，
鑽
孔
剖
面
呈

馬
蹄
形
，
大
小
相
仿
。
孔
距
四
﹒
六
、
孔

徑
。
.
四
五
公
分
。
墨
綠
色
，
半
透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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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雜
雪
花
狀
白
斑

。

長

一
四
﹒
五
、
左
寬

五
﹒

一
、
右
寬
四
﹒

三

、
背
厚
。
﹒

二
、

刃
厚
0
.

三

一
公
分
。

(
圖
二
)
此
器
當

為
改
製
而
成

。

標
本
E
U
N
7

近
梯
形
，
片
狀
，
兩
側

邊
寬
度
不

等

，
角
略
殘
。

直
背
略
薄
，
刃

部
略
內
凹
而
不
鋒
利
，
體
較
厚

。

器
身
中

部
有

一
大
一
小

二
個
單
鑽
圓
孔
，
剖
面
呈

馬
蹄
形

。

孔
徑
分
別
為

一
﹒
八
五
、

0
.

九
五
公
分

。

墨
綠
色
，
不
透
明

。

背
長
一

六
﹒
八
、
刃
長

一
八
﹒
五
、

左
寬
七
﹒

圖二

七
、

右
寬
九
、
厚

。
﹒

二
二
公
分
。

(
圖

一
二
)標

本
問
戶
口
品
，
梯
形
，
體
扁
平

。

平
直

背
，
橫
刃
略
微
內
凹

。

刃
部
鈍

厚

，
雙
面

略
加
磨
製
而
薄
於
器
身

。
一
面
正
中
留
有

弧
形
棲
脊
，
當
為
切
割
痕
跡

。

背
頂
中
部

有

一
個
單
鑽
圓
孔

。

灰
綠
色
，
個
別
地
方

泛
白
。

孔
徑

。

.
四
0
公
分

。

背
長

一

五
、
刃
長

一
八
、
寬
八
、
背
厚

0
.

六
圖三

NPM 

95 



五
、
刃
厚

。

﹒
二
五
公
分
。

(
圖
四
)

B

型
刀
胚
，
無
明
顯
刃
部
。

二

件
。

標
本
。
台

U
N
凹
，
弧
角
梯
形
，
體
扁

平
，
厚
薄
不
均
，
角
殘
。
無
刃
部
，
下
側

緣
有
切
片
加
工
時
留
下
的
直
線
形
摩
擦
痕

跡
和

二
次
縱
向
切
割
的
台
梭
。
一
端
有
一

個
兩
面
對
鑽
的
圓
孔
，
孔
徑
較
小
，
孔
外

圍
有
鑽
頭
邊
緣
拖
拉
形
成
的
螺
紋
狀
擦

圖四

痕
。
此
孔
顯
非
管
鑽
，
可
能
係
尖
錐
狀
鑽

頭
兩
面
對
鑽
而
成

。

長
邊
有

一
個
半
圓
形

孔
。

碧
綠
色
，
不
透
明
，
夾
雜
白
色
瑕

斑
。

孔
徑
。

.
二
公
分
。

長
三
一
﹒
三

J

一
四
﹒
五
、
寬
五
﹒

0

、
厚
0
.
三
五
J

O
﹒

二
五
公
分

。
(
圖
五
)

一
一、
玉
璋
扁
平
長
條
形
，
下
端

平

直
，
上
端
為

一
道
斜
邊
。

標
本
。

台
沾
，
長
條
形
，
薄
片
狀
，

下
端
平
直
，
上
端
為
一
道
斜
邊
。
上
端
及

一
長
邊
有
薄
刃
，
尤
以
斜
刃
最
薄
。
下
端

中
央
有
一
個
兩
面
對
鑽
的
圓
孔

。

孔
徑

。

.
四
公
分

。
大
部
分
為
深
褐
色
，
局
部

為
碧
綠
色
，
微
透
明
，
間
雜
白
色
瑕
斑
及

黑
點
雜
質
。
長
二
了
五

J

一
一
﹒
四
、

寬
三

﹒
八
、
厚
。

﹒
三
J

O
﹒

二
公
八
刀
。

(
圖
六
)

標
本
台

H
M心
，
長
條
形
，
薄
片
狀
，
兩

下
角
殘

。
下
端
平
直
，
上
端
為
一
道
斜

邊
，
除
下
端
外
其
餘
三
邊
磨
薄
，
形
似
刃

部
。

下
端
中
央
有

一
個
單
鑽
圓
孔
，
孔
徑

。

.
二
二
公
分

。

器
身
兩
面
均
有
直
線
形

的
梭
脊
，
當
為
切
片
時
留
下
的
切
割
痕

跡
。

淡
黃
色
，
間
雜
黑
色
、
綠
色
瑕
斑

。

長
一
五
﹒
五
;
一
六
﹒
五
、
寬
六
﹒
五

五
、
厚

0
.
二
一公
分

。

(
圖
七
)

三

、
玉
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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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本

E
U
N
?
ω
7

出
土
時
殘
為
兩

半
，
分

別
豎
立
。
弧
形
，
薄
片
狀
，

一
邊

殘
。
外
輪
不
規
整
。
一
邊
有

一
個
單
鑽
圓

孔
。

孔
徑
。
.
四
公
分
。
淡
綠
色
，
半
透

圖六

./ 
已，包

、-" 
“ ' .~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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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間
雜
米
黃
色
瑕
斑

。

肉
寬
七
﹒
七

五
、
厚
。

﹒

二
公
分
。
(
圖
八
)

四
、
環

標
本
E
L
'

半
環
狀
，
兩
端
殘
。
橫

切
面
呈
弧
角
梯
形
，
分
為
上
、
下
兩
面
，

上
面
略
窄
，
側
緣
略
弧
'
下
面
較
寬
，
側

緣
形
成
薄
刃
狀
。
淺
綠
色
，
玉
質
純
淨
溫

潤
，
有
油
脂
光
澤

。

肉
徑

一
﹒

二
、
厚

。

﹒
三
五
公
八
刀
。
(
圖
九
)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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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O

五
、
玉
鎖

刑
土.. 

A
型
體
呈
梯
形
，
凸
弧
刃
，
刃
端

明
顯
寬
於
柄
端

。

標
本
台

u
f
ω
切
。
，
山
山
土
時
殘
為
三

件
，
分
別
堅
立

。

近
梯
形
，
整
體
略
呈
瓦

弧
狀
，
體
扁
平
、
凸
弧
刃
，
刃
部
較
薄
，

直
背
略
厚
。
近
柄
端
處
有

一
個
單
鑽
的
圓

孔
，
孔
壁
傾
斜
，
呈
馬
蹄
狀
。
孔
徑
-

0
公
分
。
質
鬆
軟
，
硬
度
不
高
。
碧
綠

色
，
夾
雜
大
量
雲
母
片
，
局
部
有
黑
色
瑕

斑
。
長

一
一

干一
二
五、
柄
端
寬
七
﹒
五

五
、
厚

0
.

三
五
、
刃
端
寬
八

﹒

二
五
、

厚
0
.

一
五
公
分

。

(
圖
-
0
)

標
本
E

u
品
，
近
梯

形
，
薄
片
狀

。

凸

弧
刃
，
刃
部
略
薄
，
直
背

。

近
柄
端
處
有

一
個
單
鑽
圓
孔
，
孔
壁
傾
斜
，
呈
馬
蹄

狀
。

孔
徑

一
﹒

八
五
公
分

。

器
型
精
美
，

啄
製
精
細
。
墨
綠
色
，
不
透
明
，

玉
質
不

純
淨
。
長

一
四
﹒
八
、
柄
端
寬
八

﹒

六
、

刃
端
寬

-
0
、
厚
0
.

二
公
分

。

(
圖

一

一
)

根
據
形
制
差
異
分
為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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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圖

標
本
E
u

皂
，
近
梯
形
，
體
扁
平
。
凸

弧
刃
，
刃
部
兩
面
略
加
磨
薄
，
斜
背
略

弧
。
柄
端
有
二
個
鑽
孔
，
靠
近
背
部
的
係

對
鑽
而
成
，
另
一
個
係
單
鑽
。
器
體
略

厚
，
灰
綠
色
，
質
地
不
純
淨
。
長

一
四
、

柄
端
寬
七
﹒

一
、
刃
端
寬
九
﹒
八
、
厚

。

﹒
五
公
分
。
(
圖

二
一
)

標
本
台

υ
泣
，
近
梯
形
，
體
扁
平
。
刃

端
略
弧
'
刃
部
未
磨
出
，
平
直
背
。
背
部

略
厚
於
刃
端
。
中
部
器
身
厚
於
四
邊
。
柄

端
中
央
有

一
個
單
鑽
的
圓
孔
，
馬
蹄
狀
。

孔
徑

一
﹒
三
公
分

。
黃
綠
色
，
雜
黑
色
點

狀
雜
質

。

長
一

一
﹒
四
、
柄
端

寬
八
﹒
八

五

、
刃
端
寬
九
﹒
六
、
厚

0
.

四
五
公

分
。
(
圖
一
三
)

B

型
體
呈
長
方
形
，
刃
部
略
弧
'

刃
端
與
柄
端
寬
度
大
致
相
等

。

標
本
E
U
H
恥
，
長
方
形
，
薄
片
狀
，
體

呈
瓦
弧
狀

。

弧
刃
，
弧
背
。
刃
部
單
面
磨

制
裁
。
一
面
有
半
弧
形
的
鋸
割
留
下
的
棲

脊
，
將
玉
器
表
面
分
為
兩
個
高
低
有
別
的

平
面
。
兩
側
邊
磨
薄

。

柄
端
有

一
圓
形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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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
孔
。
孔
徑
。
﹒
六
五
公
分
。
墨
綠
色
，

半
透
明
。
長
三
一
﹒
九
五
、
柄
端
寬
五
﹒

九
、
刃
端
寬
六
﹒
二
、
厚

0
.

二
二
公

分
。
(
圖
一
四
)

六
、
玉
斧
體
厚
，
器
型
較
小
。

標
本
E
U
H

斗
，
近
梯
形
，
體
略
厚
。
形

制
不
甚
規
整
，
柄
端
殘
失
後
又
磨
製
光

滑
。
刃
端
傾
斜
，
無
明
顯
刃
部
。
柄
端
有

一
個
對
鑽
圓
孔
，
孔
徑
。
.
四
五
公
分

0

米
黃
色
，
有
黑
色
瑕
斑
。
長

-
0
.

三

圖一四

五
、
柄
端
寬
六
﹒

O
五
、
刃
端
寬
七
﹒
二

五
、
厚
0
.
七
0
公
分
。
(
圍
一
五
)

標
本
已

H
鼠
，
梯
形
，
體
略
厚
，
一
角

略
殘
。
直
刃
較
薄
，
無
明
顯
磨
製
出
的
刃

部
，
平
直
背
略
厚
。
兩
側
邊
倒
梭
，
磨
製

光
滑
。
一
面
留
有
近
半
圓
形
的
鋸
割
留
下

的
棲
脊
，
將
表
面
分
為
兩
個
高
低
有
別
的

平
面
。
柄
端
中
央
有
一
個
單
鑽
圓
孔
，
孔

徑

一
-
0
公
分
。
緣

一
側
邊
有
一
個
單
鑽

小
圓
孔
。
孔
徑
。
﹒
三

0
公
分
。
棕
青

圖一五

NPM 

101 



色
，
有
玻
璃
光
澤
，
玉
質
細
膩
，
溫
潤
光

滑
。
長
九
﹒
二
、
柄
端
寬
五
﹒
八
、
厚

一
﹒
六
五
、
刃
端
寬
七
﹒
一
五
、
厚

0
.

二
公
分
。
(
圖
一
六
)

七
、
玉
鏟
長
方
形
，
直
刃
，
柄
端

有
圓
孔
。
分
為
二
型

.. 

A

型
形
制
規
整
。

標
本
E
u

芯
，
長
方
形
，
片
狀
，
角

殘
。
兩
短
邊
斜
直
，
一
長
邊
上
有
半
圓
形

缺
口
。
刃
部
較
薄
，
柄
端
有

一
個
單
鑽
圓

孔
，
呈
馬
蹄
狀

。

孔
徑

一
﹒
二
公
分
。
淡

黃
色
，
夾
雜
黑
色
瑕
斑
。
長
一
七
、
寬

八
﹒

一
五
、
厚
。

.
四
公
分

。
(
圖
一
七
)

圖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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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
。

i

tiJ 

恥
，
』

標
本
台

u
怠
，
長
方
形
，
片
狀
，
頂
角

殘
。
平
直
背
，
直
刃
，
刃
部
雙
面
磨
制
裁
，

不
甚
鋒
利
。
器
身
厚
薄
不
均
，

一
側
邊
有

土
沁
痕
跡
。
柄
端
有

一
個
單
鑽
圓
孔
，
孔

壁
傾
斜
，
呈
馬
蹄
狀
。
孔
徑
。
﹒
九
公

分
。
青
灰
色
，
不
透
明
。
長
二
八
﹒

0
、

寬
七
﹒
。
、
厚

0
.
三
五
J
O

﹒
五
五
公

分
。
(
圖
一
八
)

f 

"後

, 

, 

標
本
台

u
ω
ω
'
長
方
形
，
片
狀
，
體
呈

瓦
弧
狀
。
直
刃
，
平
直
背
，
背
中
央
略

殘
，
有
土
沁
痕
跡
。
刃
部
未
開
，
刃
角
圓

弧
'
一
面
有
切
割
時
留
下
的
凹
稜
。
柄
端

中
央
有
一
個
單
鑽
圓
孔
，
呈
馬
蹄
狀
。
孔

徑
。
.
九
公
分
。
該
孔
旁
邊
有
一
個
圓
形

的
管
鑽
痕
跡
，
未
透
。
淡
綠
色
，
微
透

明
，
有
玻
璃
光
澤
。
長
一
五
、
寬
八
﹒
八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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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厚
0
.

五
五
公
分

。

(
圖
一
九
)

標
本
E
u
缸
，
長
方
形
，
片
狀
，
器
型

較
大

，

頂
端
略
窄
於
刃
端
。
直
刃

，

直

背
，
刃
部
未
開
。
柄
端
有
一
個
單
鑽
圓

孔
，
呈
馬
蹄
狀

。

孔
徑

一
﹒

三
五
公
分

。

灰
綠
色
，
不
透
明

。

頂
寬

三
﹒

0
、
刃

寬

二
一
﹒

一
、
厚
。

.
四
公
分
。

(
圓
二

0
) 

標
本
台
…
白
，
長
方
形
，
片
狀
，
厚
薄

均
勻

。

直
刃
，
平
直
背

。

刃
部
略
薄
，
兩

側
邊
倒
梭
。
柄
端
中
央
有

一
個
單
鑽
圓

孔
，
呈
馬
蹄
形

。

孔
徑
一
﹒
七
公
分

。

淡

綠
色
，
有
白
色
瑕
斑
，
有
玻
璃
光
澤

。

頂

寬
六
﹒
九
五
、
底
寬
七
﹒

三
五
、
厚

。
.

五
公
分
。
(
圖
二
二

標
本
問
7
2

，
長
方
形

，

片
狀

。

直

背
，
直
刃
，
刃
部
未
開
。
刃
部
略
薄
於
器

身
。

兩
側
邊
倒
梭
，
打
磨
光
滑

。

柄
端
有

一
個
單
鑽
圓
孔
，
呈
馬
蹄
狀

。

孔
徑

一

一
五
公
分
。

青
綠
色
，
局
部
呈
褐
色
，
有

玻
璃
光
澤

。

長
一
八
﹒

三

、
寬
五
﹒
二
、

厚
。
﹒

三
五
公
分

。

(
圖
二
二
)

B

型
係
其
他
器
型
改
製
而
成

。

標
本
已

u
皂
，
長
方
形
，
四
角
均
有
規

整
的
缺
口
，
薄
片
狀
。
當
係
從
玉
琮
上
切

片
改
製
而
成
。
直
背
，
直
刃
，
刃
部
未

開
，
兩
側
邊
較
薄

。

柄
端
中
央
有
切
割
玉

" 

碧海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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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圖

圖二四

琮
圓
孔
留
下
的
斜
坡
狀
痕
跡
，
其
下
有

一

個
單
鑽
圓
孔

。

孔
徑
。

﹒
七
五
公
分

。

墨

綠
色
，
半
透
明

。

長
一

-
7
二
、
寬
六
.

七
五
、
厚

。

﹒
二
五
公
分
。

(
圖
二
三
)

標
本
E
u

鼠
，
方
形
，
薄
片
狀
，
一
角

殘
。

柄
端
中
央
有

一
個
單
鑽
圓
孔
，
孔
徑

一
-

O
五
公
分
。

一
側
邊
有
一
個
半
圓
形

缺
口
。
淡
綠
色
，
半
透
明
，
間
雜
黑
色
瑕

斑
。

長

-
0
、
寬
七
﹒

三

、
厚
。

﹒

二
公

分
。

(
圖
二
四
)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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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個-一~

八
、
玉
佩
飾

標
本
E
U
N
0
，
條
形
，
尖
端
呈
等
腰
三

角
形
，
尖
殘
，
平
底
。
尖
部
有
一
個
雙
面

對
鑽
的
圓
孔

。

孔
徑
。

﹒
三
五
公
分
。
淡

綠
色
，
玉
質
純
淨
，
溫
潤
光
滑
，
有
玻
璃

光
澤
。
長
一
四
﹒
五
、
最
寬
處
二
﹒
七
公

分

、
厚
二
﹒
七
公
分
。

九
、

玉
算
形
器

標
本
E
H

凹
，
長
條
形
，
體
厚
。
尖
端

呈
錐
狀
，
較
鈍
，
底
端
略
寬
。
器
身
打
磨

光
滑

。
淡
綠
色
，
玉
質

純
淨

。
長

一
四
﹒

三

、
厚
O

﹒
九
八
公
分
。
(
圖
二
六
)

(
圖
二
五
)

圖二五圖二六

106 

NPM 



三
、

新
華
遺
址
出
土
玉
器
治
玉
工
藝

的
初
步
觀
察

新
華
玉
器
玉
質
溫
潤
續
密
，
光
澤
燦

爛
，
晶
瑩
可
愛

。

製
作
精
美
，
造
型
別
致

而
規
範
。
雖
然
在
發
掘
工
作
中
未
發
現
當

時
治
玉
的
工
真
，
但
是
仍
然
能
夠
從
殘
留

在
器
物
表
面
的

一
些
切
割
痕
跡
及
鑽
孔
留

下
的
摩
擦
痕
跡
對
當
時
的
球
玉
工
藝
及
工

真
加
以
初
步
推
測

。

新
華
玉
器
啄
玉
工
藝
綜
合
了
研
磨
削

切
、
鑽
孔
、
拋
光
等
技
術

。

在
發
現
三
十

二
件
玉
器
中
，
有
七
件
器
物
表
面
留
下
了

開
料
時
的
鋸
割
痕
跡

。
一
類
為
弧
線
形
痕

跡
，
多
形
成
凹
形
波
槽
，
波
槽
邊
緣
有
邊

稜
。

例
如
，
標
本
E
U
H
品
，
玉
鎖
，
在
器
身

一
面
上
保
留
著
一
個
半
弧
形
的
棲
脊
，
它

將
器
表
分
為
兩
個
高
低
略
有
差
異
的
平

面
。

據
此
來
看
，
此
器
在
開
料
時
可
能
使

用
了
蛇
鋸
類
工
真

。

另

一
類
為
直
線
形
痕

跡
。

標
本
E
L

心
，

玉
刀
刃
部
留
下

一
條
直

線
形
梭
脊
，
在
放

大
鏡
下
可
以
明
顯
觀
察

到
分
布
在
梭
脊
周
圍
錯
綜
交
雜
的
直
線
條

痕
。

這
類
痕
跡
較
為
普
遍
，
當
是
利
用
某

種
直
線
形
鋸
在
往
覆
運
動
切
片
時
，
帶
動

解
玉
砂
類
物
質
摩
擦
所
致

。

除
開
料
痕
跡

外
，
還
留
下
大
量
鑽
孔
痕
跡

。

鑽
孔
是
新
華
玉
器
中
普
遍
採
用
的
技

術
。

在
三
十
二
件
器
物
中
，
九
十
五
%
以

上
都
有
鑽
孔
，
個
別
還
有
二
個
孔

。

從
鑽

孔
的
剖
面
來
看
，
一
類
為
單
面
透
空
，
斜

坡
狀
孔
壁
，
整
體
呈
馬
蹄
狀
;
一
類
兩
面

對
鑽
，
均
有
斜
坡
狀
孔
壁

。

從
觀
察
結
果

來
看
，
單
鑽
使
用
較
多
，
且
胚
體
較
薄
者

均
採
用
此
法
鑽
孔
;
兩
面
對
鑽
常
見
於
胚

體
略
厚
的
器
物
上

。

不
論
何
種
鑽
法
，
圓

孔
基
本
都
呈
現
出
上
口
較
大
，
下
口
較
小

的
現
象

。

經
仔
細
觀
察
，
可
以
發
現
可
能

使
用
了
兩
種
不
同
鑽
孔
工
真

。
一
種
為
管

鑽
，
孔
痕
上
口
規
整
，
孔
壁
有
螺
旋
紋
痕

跡
。

這
種
鑽
孔
占
大

多
數
，
形
制
較
為
規

整
，
當
為
管
鑽
而
成

。

孔
底
往
往
可
見
毛

邊
或
薄
薄
的
小
台
階
，
是
管
鑽
未
透
時
不

再
繼
續
鑽
進
而
將
底
口
敲
開
留
下
的
。
標

本
E
H
ω
?

玉
鏟
柄
端
圓
孔
旁
邊
有

一
個
圓

圈
，
印
痕
不
深
，
中
間
保
留
著
尚
未
套
取

的
玉
芯

。

這
是
管
鑽
工
藝
的

一
個
最
好
說

明
。

另

一
種
孔
痕
上
口
較

大

，
下
口
較

小
，
但
孔
底
更
加
尖
細

。

多
不
易
單
面
鑽

透
而
兩
面
對
鑽
。
這
種
孔
當
是
使
用
所
謂

的

「
捏
鑽
」
所
鑽
(
註

一
二)
或
螺
絲
狀
石

鑽
頭
加
工
而
成
。
標
本
百

一
起

玉
刀
側
緣
上

有

一
個
半
圓
形
孔
，
孔
壁
呈
斜
坡
狀
，
孔

壁
外
圍
殘
留
有
直
徑
約

一
﹒
五
公
分
的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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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紋
，
這

一
現
象
說
明
，
新
華
玉
器
鑽
孔

工
具
可
能
採
用
了

一
種
尖
狀
的
鑽
頭

。
上

大
下
小
的
孔
壁
及
孔
外
的
同
心
紋
就
是
這

種
工
具
留
下
的
痕
跡

。

目
前
，
這
種
鑽
頭

在
凌
家
灘
遺
址
已
經
發
現
(
註
四
)
。
新
華

遺
址
雖
未
見
到
這
種
鑽
孔
工
具
，
但
這
類

孔
的
形
成
當
與
螺
紋
狀
鑽
頭
有
關
。

此
外
，
新
華
玉
器
中
許
多
器
物
已
經

具
有
7

較
高
的
光
澤
度
，
周
邊
光
滑
圓

潤
，
這
表
明
，
新
華
先
民
已
經

掌
握
了
拋

光
技
術
並
能
熟
練
地
應
用
於
啄
玉
過
程

中
l

。

四
、
關
於
玉
器
坑
否
的
性
質

總
體
來
說
，
已
內
出
土
的
玉
器
形
制

較
為
簡
單
，
器
型
不
甚
豐

富

，
但
玉
質
繁

雜
，
種
類
較

多
。

坑
內
器
物
以
片
狀
器
為

主
，
占
總
數
的

八
十
五
%
以
上

。

許
多
器

物
都
沒
有
明
顯
的
刃
部
，
個
別
器
體
極

薄
，
厚
度
僅
僅
兩

三
公
塵
，
顯
非
實
用
器

物
，
當
已
經
具
有
了
禮
器
的
性
質
。
台
特

殊
的
形
制
及
整
齊
規
則
的
玉
器
排
列
及
埋

葬
方
式
，
顯
然
是
經
過
精
心
策
劃
地

。

已

坑
底
中
央
埋
葬
鳥
禽
骨
頭
的
小
坑
，
似
乎

與
殷
商
時
期
的
常
見
腰
坑

有
著
相
似
的
功

能
或
含
義
。
這
些
現
象
都
可
能
表
明
了
台

作
為

一
種
文
化
遺
跡
，
可
能
和

當
時
某
種

祭
把
活
動
相
關

。

在
安
徽
凌
家
灘
遺
址
中

同
樣
發
現
了
與
新
華
台
規
模
相

當
的
處
於

祭
壇
遺
跡
之
上
的
祭
把
坑
(
註
五
)

。

有
趣

的
是
，
在
凌
家
灘
發
現
的
祭
把
坑
坑
底
部

也
出
土
了
纖
細
的
禽
骨

。

這

一
相
去
數
千

旦
、
相
差
數
百
年
的
不
同
文
化
圈
的
人
類

遺
存
在
上
層
建
築
方
面
存
在

著
驚
人
的
相

似
之
處
。

但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台
內
埋

葬
的

玉
器
中
包
括
了
相
當

一
部
分
的
殘
器
、
改

製
器
、
半
成
品

。

假
如
這
種
器
物
都
是
用

於
祭
把
活
動
的
禮
器
，
尚
難
以
令
人
信

服
。

對
於
珍
貴
稀
有
的
玉
器
來
說
，
無
疑

在
先
民
的
心
目
中
占
有
無
與
倫
比
的
至
高

地
位
。

反
覆
利
用
，
長
期
傳
承
，
所
以
三

出
現
並
不
完
整
的
器
物
也

不
難
以
理
解

。

雖
然
目
前
尚
不
能
完

全
否
定
玉
器
害
藏
的

可
能
性
，
但
有

一
點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這

些
玉
器
顯
然
已
經
脫
離
生
產

工
具
的
範

疇
，
具
有
了

一
般
器
類
難
以
替
代
的
神
秘

功
能
和
特
殊
含
義

。

五
、
新
華
遺
址
出
土
玉
器
的
年
代

目
前
，
在
陳
北
地
區
出
土
史
前
玉
器

共
有
三
次
，
包
括
神
木
石
研

(註
六
)
、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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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蘆
山
山
卯
(
註
七
)
及
神
木
新
華
。
其

中
，
經
過
正
式
考
古
發
掘
的
僅
僅
新
華
遺

址

一
處
。
由
於
玉
器
所
真
有
稀
少
珍
貴
的

特
性
，

一
般
來
說
，
流
傳
時
間
長
，
器
型

變
化
不
大
，
故
不
宜
直
接
從
玉
器
本
身
的

演
變
來
斷
代
。
那
麼
，
借
助
於
考
古
學
研

究
方
法
，
通
過
對
玉
器
擁
有
者
遺
留
下
來

的
物
質
遺
存
的
研
究
，
就
成
為
玉
器
斷
代

的
一
個
重
要
途
徑
。
是
故
，
通
過
對
新
華

遺
址
考
古
遺
存
特
別
是
陶
器
變

化
的
編
年

研
究
並
借
助
於
自
然
科
學
的
測
年
手
段
，

可
以
準
確
而
可
靠
地
判
斷
新
華
玉
器
的
年

代
及
相
關
問
題
。

考
古
發
掘
表
明
，
新
華
遺
址
文
化
堆

積
較
為
簡
單
，
大
部
分
遺
跡
直
接
開
口
於

耕
土
之
下
。
新
華
遺
址
陶
器
群
的
主
要
器

形
有
一
悶
、
鹽
、
查
、
三
足
奎
、
罐
、
尊
、

師
帥
、
盆
、
豆
、
碗
、
杯
等
，
空
三
足
器
相

當
發
達
。
生
產
工
具
中
除
磨
製
的
石
斧
、

石
餅
、
石
刀
等
外
，
還
有
石
球
和
大
量
的

細
石
器
。
細
石
器
種
類
豐
富
，
數
量
較

多
，
包
括
餓
、
刮
削
器
、
尖
狀
器
、
石
片

等
。
骨
器
業
發
達
，
在
遺
址
中
出
土
了
大

量
的
骨
錐
、
骨
繳
及
骨
匕
、
骨
針
等
，
顯

示
了
這
一
農
牧
間
雜
地
帶
的
經
濟
特
徵
。

此
外
，
還
發
現
了

大
量
極
具
特
徵
的
←

骨
。
(
圍
二
七
)

從
文
化
面
貌
上
來
說
，
新
華
遺
址
出

土
的
雙
鑒
高
領
一
崗
、
間
萍
、
三
足
賽
、
歪
、

獻
、
大
口
尊
、
高
圈
足
豆
等
器
物
，
和
游

邀
早
期
(
註
八
)
、
賽
捕
二
期
(
註
九
)
、

圖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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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興
店
遺
存
(
註

-
0
)
、
內
蒙
朱
開
溝

一
、
二
段
(
註

一
一
)
部
分
標
本
、
大

口

二
期
(
註

三

一
)、
石
研
遺
存
(
註

二
二
)

及
晉
中
地
區

V

、
叫
期
(
註

一
四
)
同
類

遺
存
關
係
密
切
，
他

們
當
屬
同
一
類
文
化

遺
存
，
但
其
在
時
代
上
和
地
域
上
卻
有
著

一
定
的
差
異

。

從
其
相
對
年
代
來
講
，
新

華
遺
存
要
晚
於
游
邀
早
期
、
賽
中
卯

二
期
、

永
興
店
遺
存
，
而
大
致
與
朱
開
溝

一
、
二

段
、
大
口
二
期
文
化
相
當

。

新
華
遺
址
中

與
雙
鑒
高
領
一
月
間
、
壁
(
圖
二
八
)
、
三
足
賽

等
伴
出
的
還
有
圈
足
罐
、
直
口
厚
唇
一
闊
、

單
把
一
局
等
器
物
，
這
些
器
物
和
陶
寺
晚
期

遺
存
(
註
一
五
)
顯
示
出
較
強
聯
繫

。

雖

然
它
們
所
占
比
例
不
大
，
但
從
側
面
說

明
，
新
華
遺
址
時
代
應
該
與
陶
寺
晚
期
相

當
。

新
華
遺
址
固
印
。
和
E
h

的
碳
十
四
測
年

分
別
為
距
今
四

O
三
O
±

二

-
0
、
三
九

四
O
+
二

二
0
年
，
與
陶
寺
晚
期
測
年
也

基
本
相
符
或
略
晚
(
註

一
六
)
。
一
般
認

為
，
陶
寺
晚
期
的
下
限
為
西
元
前
一
九

0

0
年
(
註
一
七
)
。

結
合
以
上
已
有
的
年
代

數
撮
推
斷
，
新
華
遺
存
的
年
代
當
在
西
元

前
二

-
O
O
J

一
九
0
0
年
之
間

。

最
新

夏
商
周
斷
代
工
程
公
布
的
夏
代
紀
年
範
圍

是
西
元
前
二

O
七
O
J

一
六
0
0
年
(
註

一
八
)
。
對
比
新
華
遺
存
存
在
時
間
，
顯
然

已
經
屬
於
夏
代
早
期
的
紀
年
範
圍
之
內

。

這
樣
以
來
，
對
於
新
華
出
土
玉
器
的
年
代

也
就
有
了

一
個
判
斷
標
尺
。
就
是
說
，
作

為
新
華
遺
存
創
造
者
手
遺
中
的
精
華

|

玉

器
，
其
使
用
年
代
自
然
不
超
出
新
華
遺
址

的
年
代
範
圍
，
按
絕
對
年
代
來
說
屬
於
夏

代
玉
器
範
疇
。

十
九
世
紀
末
期
開
始
，
神
木
石
掃
遺

址
就
相
繼
出
土
了
大
量
精
美
玉
器
，
引
起

了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高
度
重
視

。

石
中
卯
玉
器

自
出
土
以
來
，
關
於

玉
器
年
代
爭
議

一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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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
停
止
過
。
隨
著

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石
昂
遺
址
考
古
發
掘
的
進
行
，
多
數
學
者

逐
漸
認
識
到
了
石
冊
玉
器
應
該
屬
於
龍
山

晚
期
。
但
由
於
沒
有
可
靠
的
地
層
證
據
及

玉
器
與
陶
器
之
間
明
確
的
共
存
關
係
'
這

種
認
識
仍
然
沒
有
得
到
學
界
的
廣
泛
認

可
。
新
華
玉
器
的
出
土
為
這

一
問
題
的
解

決
提
供
了
重
要
證
據
。

考
古
類
型
學
研
究
證
明
，
石
開
遺
存

在
文
化
面
貌

上
與
新
華
遺
存
類
似
，
屬
於

分
布
於
河
套
地
區
的
同
一
考
古
學
文
化

(
註
一
九
)
。
石
研
遺
址
出
土
玉
器
的
一
筆
棺

葬
，
其
葬
具
以
三
足

一聲
(
圖
二
九
)
、
盆
形

卑
、
斂
口
聲
、
雙
蓋

一
口閉
、
折
肩
罐
為
代

表
。
用
於
聾
棺
葬
具
的
這
些
陶
器
是
包
括

新
華
遺
址
在
內
的
本
地
龍
山
晚
期
以
來
物

質
遺
存
的
典
型
代
表
。
以
三
足
聾
的
出
現

為
標
誌
'
被
認
為
是
跨
入
夏
代
紀
年
的
信

號
(
註
二

0
)
，
因
而
石
開
晚
期
也
已
經
跨

了
夏
代
紀
年

。

因
此
，
無
論
從
物
質
遺
存

反
映
的
文
化
面
貌
還
是
遺
址
所
處
年
代
及

分
布
地
域
上
來
看
，
石
中
卯
與
新
華
都
屬
於

同
一
族
群
創
造
的
人
類
文
明
。
代
表
該
族

群
人
社
會
發
展
程
度
主
要
標
誌
之
一
的
玉

器
，
無
論
從
器
型
還
是
玉
質
上
都
表
現
出

了
較
大
的

一
致
性
。
新
華
與
石
即
發
現
的

玉
器
中
切
割
剖
片
現
象
普
遍
，
反
映
出
當

時
人
們
對
玉
料
的
珍
視
及
加

工
技
藝
的
先

進
;
玉
質
均
以
大
量
的
蛇
紋
石
、
透
閃
石

陽
起
石
為
主
，
從
肉
眼
觀
察
，
這
些
玉

質
多
呈
墨
綠
色
、
灰
綠
色

。

鑽
孔
現
象
極

為
流
行
，

一
方
面
是
器
物
原
始
功
能
的
反

映
，
另

一
方
面
可
能
也
代
表
了
某
種
工
藝

傳
統
。

戴
應
新
先
生
在
石
研
遺
址
採
集
的

一
二
七
件
玉
器
中
，
除
九
件
外
其
餘
都
有

一
、-
s
e
r
e
-

、
二
或
三
J

五
個
鑽
孔
，
比
例
高
達
九

十
三
%
。

毋
庸
質
疑
的
是
，
石
研
玉
器
不

僅
種
類
豐
富
，
器
型
精
美
，
而
且
出
現
了

牙
璋
、
璇
嘰

7
、
人
頭
雕
像
、
蠶
等
顯
然
高

出
新
華
玉
器
以
片
狀
器
為
大
宗
的
一
個
檔

圖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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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這
種
差
異
形
成
原
因
說
明
，
新
華
遺

址
聚
落
等
級
較
低
，
與
屬
於
同
一
文
化
圈

且
基
本
同
時
的
石
研
聚
落
相
比
，
處
於
從

屬
地
位
。
從
大
量
精
美
玉
器
出
土
的
表
象

及
出
現
堅
固
的
防
禦
石
城
來
看
，
石
中
卯
聚

落
應
該
是
龍
山
晚
期
以
來
內
蒙
古
中
南

部
、
快
北
地
區
的

一
個
中
心
聽
取
落
，
是
一

個
真
有
凝
聚
力
和
向
心
結
構
的
社
會
集
團

的
核
心

。

另
外
，
雖
然
，
石
研
玉
器
和
新

華
玉
器
被
劃
定
在
同
一
個
時
間
區
之
內
，

但
不
容
忽
視
的
是
，

二
者
之
間

內
部
可
能

也
有
著

二
疋
的
時
間

差
距
。
總

而
言
之

，

石
研
玉
器
的
擁
有
與
使
用
者
是
一
群
與
新

華
遺
存
創
造
者
處
於
同
一
文
化
圈

、

其
有

相
當
文
化
傳
統
和
發
展
軌
跡
的
人
群

。

那
麼
，
既

然
石
叫
卯
及
新
華
玉
器
已
經

屬
於
夏
紀
年
範
疇
，
就
有
必
要
對
當
時
的

社
會
局
勢
作
進
一
步
分
析

。

結
合
石
研
遺

址
及
新

華
遺
址
考
古
研
究
成
果
，
我
們
對

恢
西
北
部
出
現
的
以
石
冊
及
新
華
為
代
表

的
「
華
西
玉
器

」

(
註
二
二
中
心
社
會
發

展
狀
況
及
其
與
夏
王
朝
關
係
作

一
初
步
推

測
。

進
入
夏
代
紀
年
的
新
華
、
石
中
卯
晚
期

遺
存
仍
然
延
續
了
龍

山
晚
期
以
來
的

文
化

特
徵
'
陶
器
面
貌
上
絲
毫
見
不
到
中
原

二

里
頭
文
化
的
影
子
。
從
而
說
明
，
夏
文
化

112 

的
影
響
在

夏
王
朝
建
立
初
期
遠
未
波
及
到

河
套
地
區
。
在
距
今
四
千
年
前
，
包
括
司
內

蒙
古
中
南
部
、
恢
北
地
區
在
內
的
河
套
地

區
並
未
隨
著
夏
王
朝
建

立
而
成
為
其
勢
力

範
圍
，
反
而
保
持
著
自
己
獨

立
的
文
化
傳

統
與
發
展
方
向

。
生
活
在
內
蒙
古
中
南

部
、
恢
北
、
晉
西
北
的

「
新
華
文
化
」
人

群
與
夏
王
朝
鼎
足
而
立
，
這
種
狀
況
與
關

中
東
部
地
區
進
入
夏
代
以
後
的
局
面

有
類

似
的
地
方
(
註

二
二
)
。

NPM 

註

釋

一
、
清
道
光
年
間
編
〔
神
木
縣
志

〕
'
影
印
本
。

一
一、
艾
有
為.. 

「
神
木
縣
新
石
器
時
代
遺
址
調
查

簡
報
」
'
(
考
古
與
文
物
〕
'
一
九
九

0
年
五

期
。

三
、
北
京
玉
器
廠
技
術
研
究
組

.. 

「
對
商
代
理
玉

工
藝
的

一
些
初
步
看
法
」
'
(
考
古
〕
一
九

七
六
年
四
期

。

四
、
安
轍
省
文
物
考
古
所
編

.. 

〔
凌
家
灘
玉
器
〕

圖
版
二
二
六
，
文
物
出
版
社
，
二

O
O
0

年
。

五
、
張
敬
團
.. 

「
舍
己
山
凌
家
灘
遺
址
第
三
次
考
古

發
掘
主
要
收
獲
」
'
(
東
南
文
化
)
一
九
九

九
九
年
五
期

。

六
、
戴
應
新
:
「
映
西
神
木
縣
石
出
龍
山
文
化
遺

址
調
查
」
'
〔
考
古
〕

一
九
七
七
年
三
期
;

又
見
「
映
西
神
木
縣
石
出
龍
山
文
化
玉

器
」
'
〔
考
古
與
文
物
)
一
九
八
八
年
五
、

六
期
。



七
、
姬
乃
軍

.. 

「
延
安
市
發
現
的
古
代
玉
器
」

'

〔
文
物
〕

一
九
八
四
年

二
期
。

八
、
析
州
考
古
隊

.. 

「
山
西
昕
州
市
游
邀
遺
址
發

掘
簡
報
」
'
〔
考
古
)
，

一
九
九
九
年
四
期

。

九
、
呂
智
榮

.. 

「
映
北
、
內
蒙
古
中
南
部
及
雷
北

地
區
賽
關
文
化
」
'
〔
史
前
研
究
)
，
三
秦

出
版
社
，
二

O
O
0
年
。

-
0

、
內
蒙
古
文
物
考
古
所
.. 

「
準
格
爾
旗
永
興

店
遺
址
」
'
〔
內
蒙
古
文
物
考
古
文
集
第

一

輯
〕
，

中
國
大
百
科
全
書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四
年
。

二

、
內
蒙
古
考
古
研
究
所
﹒
〔
朱
開
溝

|

青
銅

時
代
早
期
遺
址
發
掘
報
告
)

，

文
物
出
版

社
，
二
O
O
0

年
。

三
一
、
吉
發
習
、
馬
耀
昕

.. 

「
內
蒙
古
準
梅
爾
旗

大
口
遺
址
的
調
查
與
試
掘
」
'
(
考
古
〕

一

九
七
九
年
四
期

。

一
三
、
戴
應
新
:
〔
映
西
神
木
縣
石
聞
龍
山
文
化

遺
址
調
查
〕
，
一
九
七
七
年

三
月
。

西
安
半

坡
博
物
館

.. 

「
映
西
神
木
石
山
卯
遺
址
調
查

試
掘
簡
報
」
'

(
史
前
研
究
〕

一
九
八
三
年

一
一
期
。

一
四
、
國
家
文
物
局
、
山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
吉

林
大
學
考
古
學
系

.. 

〔
晉
中
考
古
)
，
文
物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八
年

。

一
五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山
西
工
作

隊
、
臨
泊
地
區
文
化
局

.. 

「
山
西
襄
泊
縣
陶

寺
遺
址
發
掘
簡
報
」
'
〔
考
古
〕

一
九
八
0

年
一
期

，

「
陶
寺
遺
址
一
九
八

三
J

一
九
八

四
年
川
區
居
住
址
發
掘
的
主
要
收
獲
」
'

(
考
古
〕
一
九
八
六
年
九
期

。

一
六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編
(
中

國
考
古
學
中
碳
十
四
年
代
數
據
集
一
九
六
五

J

一
九
九
三
，
文
物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二

年
。

一
七
、
高
天
麟
、
張
岱
海
、
高
煒

.. 

「
龍
山
文
化

陶
寺
類
型
的
年
代
與
分
期
」
'
(
史
前
研
究
〕

一
九
八
四
年
三
期
。

一
八
、
夏
商
周
斷
代
工
程
專
家
組

.. 

〔
夏
商
周
斷

代
工
程

一
九
九
六

一
二
O
O
0

年
階
段
成
果

報
告
)
，
世
界
圖
書
出
版
公
司
，
二

O
O
0

年
。

一
九
、
孫
周
勇
、
張
宏
彥

.. 

「
石
山
卯
遺
存
試

析
」
'
〔
考
古
與
文
物
〕

二
O
O

二
年

一

期
。

二
0

、
許
偉.. 

「
晉
中
地
區
西
周
以
前
古
遺
存
的

編
年
與
譜
系
」
'
〔
文
物
)
一
九
八
九
年
四

期
。

一
三

、
「
華
西
」
概
愈
採
用
鄧
淑

一頻
先
生
說
，

但

內
涵
略
有
不
同

。

參
見
「
晉
、
映
出
土
東
夷

系
玉
器
的
啟
示
」

'

(
考
古
與
文
物
〕

一
九

九
九
年
五
期

。

二
二

、
張
芙
恩.. 

「
試
論
關
中
東
部
夏
代
文
化
遺

存
」
'

〔
文
博
〕

二
0
0
0

年
三
期
。

作
者

認
為

.. 

「
進
入
夏
代
紀
年
以
後
，
關
中
東
部

先
後
存
在
過
老
牛
坡
類
型
和

二
里
頭
晚
期
文

化
。

也
就
是
說
，
在
夏
代
早
期
，
關
中
東
部

仍
然
被
在
當
地
客
省
莊

二
期
文
化
基
礎
上
接

受
其
他
文
化
因
素
形
成
的
老
牛
坡
類
型
占

據
，
而
到
夏
代
晚
期
，
夏
王
朝
勢
力
擴
張
到

這

一
地
區
後
，
才
出
現

二
里
頭
文
化
身

影
」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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