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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体动物作为
一种在我国大范围分布的计 １ ４７７件 ， 由 于一些 自 然和人为 因素 ， 标

动物资源 ， 用途十分广泛 ， 包括食用 、 药用 、本大多残破不堪 ， 边缘风化严重 。 其中 ，

工艺美术 、 饲料 、 肥料等
＾

。 在考古材料中 ，可鉴定 种属 及部 位 的标本数约 占 总数 的

它的作用也体现在多个方面 ， 如工具 、 工艺装３０％ ， 仅能推测种属的碎片标本占大多数 ，

饰
、 货币 、 建筑材料、 象征性含义等

［
２

１

。 蚌制约近 千件 。 除一件腹 足纲 动物标本——

品即由软体动物壳为材料制成的工具及装饰品中 国圆 田螺 （ Ｃｉｐ ａｎ ｇｏｐａ
ｌｕ ｄｉｎ ａｃｈｉ ｎ ｅｎｓ ｉ ｓ ）

等 ， 其主要原料为瓣鳃纲动物的壳体 。 在新石外 ， 其余均 为瓣鳃纲动 物标本 ， 种 属有

器时代 ， 鮮制品在许多遗址中均有发现。 本文圆顶珠蚌 （
Ｕ ｎｉ ｏｄ ｏｕｇ ｌ ａｓ ｉａｅ ） 、 剑状矛蚌

将运用动物考古学研究方法对哈民忙哈遗址 （ Ｌ ａｎ ｃ ｅｏ ｌ ａｒ ｉ ａｇ
ｌ ａｄ ｉ ｏ ｌ ａ） 及珍珠畔未定种

２〇 １０
￣

２〇 １２年考古发掘所得的软体动物壳
１

３
１及 （ Ｍａｒ

ｇ
ａｒｉｔａｎ ｉｄａｅ） 。

鮮制品进行系统研究。圆顶珠蚌标本数量最多 ，
可鉴定标本

＿

＿＊± ４ １〇共 ３ ６４件 ， 最小个体数为 １ ７ １ 。 保存状况较
—

＾

好 ，
多为可鉴定方位及部位的完整标本 ， 碎

哈 民忙 哈遗址 出 土 的 软体动 物壳共片极少 。 剑状矛蚌标本数量少 ，
可鉴定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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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３２件 ，
最小个体数为 １ ２ 。 珍珠蚌未定种标（ 图一

，

１ ） 。

本超过 １ ０ ００件 ， 多为残片 。 受风化作用等的ＡＤ 型
： 单孔蚌刀 ，

＾件。 多呈长条形

影响 ， 壳体大多分层 ，
边缘残破 ，

无法鉴定或半月 形 ， 背侧平直 ， 腹侧微弧
；
腹缘为刃

方位及部位 ， 故无法判断珍珠蚌的最小个体部 ， 多为凸刃或直刃 ， 两端边缘微收 ， 呈圆

数 ， 但通过观察 ，
可确定珍珠蚌大多个体硕角 状或尖角状

；
器身有 １个钻孔 ， 位于背侧

大 、 壳体厚重 。居中处
，
均为对钻 。 少数蚌刀 背侧及两端有

蚌制 品共 ９ １件 ， 种类包括刀 、 匙 、 蚌明显的磨制痕迹 ， 个别蚌刀可见使用痕迹 。

饰 、 链等 ， 其中匙的数量居多 。 另外 ， 还发多数鮮刀已残 ，
长４２ ￣

】 ２２毫米 。 Ｈ ２３ ：７ ８
，

现７０余件鮮料 。后端略残 ， 器身前厚后薄
，
由 左侧蚌壳制

， ，

． ，

ｎ成 。 最长 １ ２ ３ ．４８ 、 最宽３２ ．７９
、 最厚４ ． ８５毫米

二
、 蚌制 品研究

（

一

） 蚌刀Ａ ＩＤ型 ： 双孔蚌刀 ，
５件 。 多呈长条形

Ｌ蚌刀类型 蚌刀共 ３７件 。 根据器身形或半 月 形
， 背侧平直 ， 多为 凸 刃或直刃 ，

状及功能差异 ，
可将蚌刀分为两型 。两端边缘多呈 圆角状或尖角状

；
器身有 ２个

Ａ型
： 长条形蚌刀 ，

可分为三亚型 。钻孔 ， 位于背侧居中处 ，
对称分布 ， 大小相

ＡＩ 型
：
无孔蚌刀 ，

２件 ， 均残 。 呈长条等
，
均为对钻 。 多数蚌刀 已残 ，

长 ６ １￣ １
１ ７

形 ， 背侧及腹侧微弧
；
腹缘为刃部 ， 均为凸毫米 。 Ｆ １ １ Ｄ ：６

，

—

端残缺 ， 形制规整 ， 由

刃 ；
器身无孔 。 Ｆ Ｉ １ ＪＷ ：１

，
后侧略残 ， 方位左侧蚌壳制成 。 最长９０ ． ５７

、
最宽 ３４

． ７５
、 最

不明 。 最长 ９４． ９６ 、 最宽 ３４ ．３９
、 最厚５ ．２３毫米厚４．３ １毫米 （ 图

一

，
６） 。

２

ｒ
．

＇

ｕ ，＼

３４５

ｙ
６７

图一 辟刀
１

． ＡＩ型 （ Ｆ １ １ ＪＷ ： １）２ ．ＢＩ型 （ Ｆ２０①Ｌ： １）３ ．ＡＩＩ 型 （ Ｈ２３
：

７８ ）４
、 ５ 、 ７ ．Ｂ ＩＩ 型 （ ２０ １ ０ＦＬ： ３ 、

Ｆ５０Ｄ：１ 、 ２０ １ ０ ＦＤ： ２ ）６ ．Ａ ＩＤ 型
（
Ｆ １ １Ｄ ：６ ）

．

９９（总１４ 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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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型
：
不规则形蚌刀 ，

可分为二亚型 。局限 。

ＢＩ 型
： 宽体蛛刀 ，

５件 。 似扇形 ， 背侧（
２ ） 截料 可辨蚌料约 ７０余件 ， 均为

略凹 ，
刃缘呈 圆弧状 ，

一端边缘呈圆角形 ，珍珠蚌的腹侧 ， 长且宽 ， 内侧可见前闭肌窝

另
一端边缘为方形断口

；
器身无钻孔 ， 也无及外套痕 。 背侧有打制痕迹 ，

无磨制痕迹 ，

磨制痕迹 。 多 由蚌壳前侧制成 ， 器身内侧可未经过精细加工 （ 图三 ） ＾ 截取蚌壳腹侧部

见前闭肌窝 。 该型蚌刀取料简单 ， 直接取大分 作为蚌刀 原料的原因有３ ：

—是腹缘锋

蚌壳腹缘前侧部分 ， 将多余边料打掉 ， 利用利 ，
可作为蚌刀刃部 ；

二是腹侧部分长短适

前端天然弧度为 刃 。 Ｆ ２０①Ｌ ：１
， 完整 ， 由中且腹缘弧度小 ，

易于制作成形 ；
三是腹侧

左侧畔壳制 成 ， 背侧有修理痕迹 ， 腹侧有使部分易于从大蛛壳上截取。

用痕迹 。 最长８６ ． ９５
、 最宽４９ ． ３６

、
最厚３ ． ８ ９毫与腹侧相比 ， 背侧及壳顶极少发现 ，

也

米 （ 图
一

，

２
） 。未见完整蚌壳 ，

这表示遗址区并不是蚌壳的

Ｂ ＩＩ 型
： 窄体蚌刀 ，

５件 。 形状 多不规分解地 。 原始居民应是在遗址附近的水域旁

贝
Ｉ

Ｊ ，
器形较小 ， 腹缘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 该采集活蚌 ， 就地分解 ， 仅带回蚌料 ， 剩余的

型蚌刀多利用形制较好的废料 ，
其外形适合边 角料丟弃在采集处 ， 这有利于从远离居住

抓握使用 ， 并有天然 刃缘 ， 可直接使用 。地 的地方携带材料 。 由此可见 ，
原始居民对

２０ １ ０ ＦＬ： ３
， 呈方形

，
无修理痕迹 ， 腹缘有软体动物的需求主要是获取蛛料。

使用痕迹 。 最长 ３ ８ ． ７ １
、 最宽３ １ ．４３ 、 最厚４ ．６５ （３） 改料 改料的 目 的是获取蚌坯 ，

毫米 （ 图一
，

４） 。 Ｆ５０Ｄ ：１
， 似梯形 ， 无修方法以打制 为主 ， 兼用锯割法 。 两种改料方

理痕迹 ， 腹缘有使用痕迹 。 最长 ３４ ． ２ ２
、 最法加 Ｔ．部位不 同 ，

原始居民在加工背侧时多

宽４０ ．２９
、
最厚 ３ ．２毫米 （ 图一■

，
５）〇

２０ １ ０ ＦＤ：２
， 呈长条形 ， 侧可见修

理痕迹 ，
腹缘微弧 ， 可见使酿Ｉ八

＝
、

７

最一＿

除此之外 ， 另有蚌刀 残段 １件 ，

由于保存部位无明显特征 ， 不能判断

图二 蚌刀选料部位示意图

２ ．加工工艺流程 就蚌刀上所能

观察到 的加工痕迹来看 ，
加工工艺流，＼

程大致分为选 料－ 截料 － 改料 －定 編矣遍麵＾．
型 －钻孔五个步骤 ， 详细分＿下 。 纖Ｊ ｆ”

；

ｍｔｍｍｎｗＭｒ．

：
－Ｍｍｍ＾ｉ，

ｖ

个体硕大 ， 壳体厚重 、 坚硬 ， 壳面光 置嘗
．

ｔ ＇ 一 ：

滑 、 弧度小 ， 是制作蚌刀 的 理想材 修＿，＂Ｊ
料 ；

二是通过动物考古学分析 ， 在遗 ｗ

址周围 的水域 中 ， 珍珠蚌的数量 占绝

对优势
， 使原始居民的材料选择受到图彐 蚌料

？

１ ００ （总１ ４２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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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 有的蚌刀背侧及前端经磨制 ， 边缘规

整 。 有的蚌刀通体磨光 ， 加工精细 。 Ｂ Ｉ 型

制器躲见打獅迹
， 前侧进行细致

細； ，
＼Ｉ碰ＢＩ麟爛已 制成 。

（ ５ ） 钻孔 共２５个 ， 完整钻孔仅有７

图 四 蚌刀上的剔刮痕迹个 ， 占总数的２８％（ 图五
；
图六

；

图七 ） 。

Ｊ


１

从表一可以看出 ， 完整钻孔的内侧直径大于外

侧直径。 结合显微镜观察分析 ， 为两面对钻

６
．

了
而成 。 制作工序是 ： 先由畔壳内侧向外侧进

°

行钻孔 ， 当钻到外侧刚刚被钻透并出现小孔

＿
５
－时

，
即翻转蚌壳 ， 再以 内侧钻透的小孔为着

｜Ｊ力点 ， 由 夕
卜侧向 内侧钻孔 ， 直至钻孔完成 。

°

为 了更 全面地分析 钻孔技术 ， 我们

ＴＴ对２ ５个钻孔的 内侧直径 、 外侧直径 、 孔 内
３

＂

１径 、 孔周 围厚度作了更详尽的统计 。 从图

五可以看 出
，
置信度为 ９ ５％时 ， 各钻孔的

＾
…＾

——

－
－一￣

ａ」
各项数据差异不大 ， 孔径十分接近 ， 内侧

内侧直径 外侧直径内径孔周＿厚度＿＿＾ ，
、

图五 锻谢＿贩 州酿径 、
離

、 ？麵＊纖惘
直径 、 外侧直径 、 孔周围厚？＾异值在 １晕

米左右 ，
孔 内径差异值在０ ．６毫米左右 ， 数

采用打制法 ，
加工前后侧时多采用锯割法 。值整体上分布较为稳定 、 集 中 ， 说明原始居

锯割法痕迹规整有序 ，
对蚌料破坏小 ， 能使民已 经熟练掌握钻孔技术 ， 并发展为标准化

蚌料的利用率趋近最大化 。制作 。 通过蚌刀钻孔周 围厚度数值分布可 以

原始居民也会采用剔刮法改造蚌料 ， 但看出
，
原始居民有意识地筛选蚌料 ， 选取薄

极少用于蚌料加工 ， 仅在 １件标本上观察到厚适 中 的材料制作蚌刀 。

采用剔刮法留下 的痕迹 。 蚌刀 残段Ｆ ５０Ｗ ：２３ ．功能分析 蚌刀形制与石刀类似 ， 其

的剔刮痕迹位于蚌壳背侧 ，
长且直 ， 截面平功能亦具有

一定相似性 。 就全国范围来看 ，

齐 （ 图四 ） 。 剔刮过程为 ： 先用锋利的工具石刀 中直刃的是农具 ， 也可兼作切割用 ；
凹

在需要分割 的部位来 回划动 ； 即将断裂时 ，刃 的是专作农具用 ；
凸刃的则作切割用 ，

进

用手 握 蚌 料 两端 直接 掰

断
，
截取 虫丰料 。 可见 ， 原

始居民已掌握剔刮技术 。^

各个蚌刀 的具体操作都不＼

尽相 同 。 概括来说 ，
加工

〔厂 ：： Ｉ

雜的方法 主要包括打制 ．

．

＇

ｆｍ ．

．

蛐

法和 磨制 法 。 个别 Ａ型蚌
、^

刀 器身可见 明显的磨制痕图六 钻孔内 侧图七 钻孔外侧

？

１０ １（
总 １４ ２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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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蚌 刀钻孔 内侧孔径和外侧孔径的统计单位 ： 毫米

项 目 ｜数量｜

平均值平均值的标准误差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

内侧直径


７５ ．６３
—

 ０ ． １９０ ． ５ １



６３ ３


５ ． １ １

外侧直径７４．０５０ ． ２１０ ． ５ ５４ ． ８ ３３ ． ３６

一

一

步判断需观察与它共存的遗物和当时的生迹
， 壳顶未见磨痕 。 完整蚌匙的长度最长为

活环境 也有学者将石刀功能直接概括为三１ ４２ ． ２２毫米 ，
最短为 １ ０３ ． ２３毫米 。 Ｆ １ １ ＪＭ：

类 ： 作农具用 、 作刮削用 、 作切割用＇ １
， 保存基本完整 ， 由 左侧蚌壳制成 ， 后端

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蚌刀刃缘多为直刃可见磨制痕迹。 最长 １ ０３ ．２ ３ 、 最宽２７ ． １ １
、
最

或凸 刃 ， 从属性上看 ， 亦可作农具 ， 亦可用厚９ ． ３ ８毫米 （ 图
一〇

；
图
一一

） 。

于切割 。 通过动物考古学分析 ， 当地生业模２ ．加工工艺流程 就蚌匙上所能观察到

式主要以渔猎及狩猎为主 ， 农业及词养业发的加工痕迹来看 ，
加工工艺流程大致分为选

展水平较低 ，
故蚌刀作为农业工具的可能性料 、 加工 。 工艺流程较简单 。

较小 ， 而作为切割用具或采集工具的可能性（ １ ） 选料 针对不同蛛壳的形态特征 ，

更大 ， 可用作厨刀 、 屠刀或采集野生植物的原始居民能有意识地选取蚌壳制作不同的器

收获工具 。
Ａ

、
Ｂ两型鮮刀的使用方法不同 。物 。 珠畔和矛畔壳体小 ， 壳壁薄厚适中 ， 轻

通过刃缘形状及器身特征分析 ，
Ａ ＩＴ 、

ＩＩ型便且易于抓握 ，
是制作小用具的理想材料 。

蚌刀有孔 ， 性质与穿孔石刀大抵相 同 。 使用为 了探讨蚌匙 的 选料 是否有方 向 的侧

时用皮条或绳通过钻孔系缚在手上 ， 然后进重
，
我们对蚌匙的方位进行了详细记录 。 据

行切割 、 划 、 削等动作 ， 用以肢解动物 、 剥统计 ，

Ａ型蚌匙有 ４３件 ， 其中左侧 １ ４件 、 右

皮剔 肉 、 剖开鱼腹或切割植物等 ，
而ＡＩ 型侧２９件 ， 分别 占总数的３ ３％

、
６７％ 。 Ｂ型蚌匙

及ＢＩ 、 ｎ 型蚌 刀无孔 ，
直接手握使用 ，

用有７件 ， 其中左侧３件 、 右侧４件 ， 分别 占总数

作厨刀 以切割动物皮肉 或加工食物 。的 ４ ３％ 、
５７％ 。 ５０件蚌匙中 ，

左侧 １ ７件 ， 占

（二 ） 蚌匙总数的３４％
；
右侧 ３ ３件 ， 占总数的 ６６％（ 图

１
．蚌匙类型 蚌匙共５ ０件 。 根据外形及

一二
） ＾ 从统计结果看 ，

左 、 右侧蚌壳数量

功能差异 ，
可将蚌匙分为两型 。相近

，
选料时并未特别侧重任意

一

侧 ， 均适

Ａ型 ： ４３件 。 均 由 圆顶珠蚌制成 。 大多宜制作蚌匙 。 可见 ， 原始居民对左 、 右侧壳

保存完整 。 从整体看 ，
外观与原形差异

不大 。 壳体后侧均被磨平 ，
边缘略钝 。

少数蚌匙腹侧边缘可见磨制痕迹 。 个别．

蚌匙壳体前侧 明显变薄 ，
可能与使用、 ．

：

＇

；

＞备‘邊
方法有关 。 蚌匙长４０￣６５

、 宽２２￣３ ８ 、
１

＇）＇Ｊ

厚１ ３ ． ５￣１ ４ ． ４５毫米 ， 大小相差不大 。 圍 ＇Ｖ＼ ．

｜ｆｊｌ
＇

ｊ

Ｆ １ ０ ：２
， 保存完整 ， 由左侧蚌壳制成 。

，
，

资：

．

．

＋ ． ．

｜

．

壳体前侧略薄 ，
后侧可见磨制痕迹 。

遵
最长６ ５ ．４４ 、 最宽３２ ．２ ４ 、 最厚Ｍ ． ４５毫米 ■

－
■：

（ ｆｆｌ ／Ｖ
；Ｗｍｆ

－

Ｂ型
：

７件 ， 其中完整者有４件 。 均

由 剑状矛蚌制成。 壳 体前 、 后端有明

显 的磨制痕迹 ， 腹缘无 明显的 磨制痕

．

１ ０２（
总 １４２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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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使用时用手指捏住前侧壳顶窝所

ｆ 命
．

致 ；
器身后侧 、 腹侧可见磨制痕迹 ， 腹

＿侧边缘圆滑 ， 可避免使用过程 中对使用

＼者造成划伤 。 Ｂ型畔匙壳面弧度稍小 ，
凹

■

；？窝浅 ，
器身修长 ， 外观与骨 匕类似 ，

功能

可能也侧重于盛取固体食物或搅拌食物 。

Ｖ
１

：齡 使用方法与Ａ型相同 。 器身后侧 、 腹侧可

ｉ｜愚 见磨制錢 ， ｓ 的亦出于使用考虑 。

ｍ（
三 ） 蚌饰

｜
Ｌ

＇

鮮饰共 ３件 ， 均为半成品 ， 材料为

＞
＂

ｗ雜畔未獅畔壳 ，
选料均为靠近腹缘

ｊ处的厚壳片 （ 图
一

三 ） 。 蚌片边缘经过

加工
， 仅 内侧可见单面管钻痕迹。 ３件

：

＇

半成品的钻痕深浅不尽相同 ， 最深的几

乎从内侧钻透 ， 最浅的内表面仅有模糊

图一〇 Ｂ型蚌匙图一一Ｂ型鮮匙的圆形摩擦痕迹 。 从钻孔的直径及孔壁
（ ＦＵＪＭ：１）ｍｉ （ Ｆ １ １ ＪＭ ： １

）

厚度推测 ， 钻孔工具可能是翻厚的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Ｉ 丨管 ’ 或是 中空 的植物 。 另 发现 １件圆形
鮮匙制

 蚌片 Ｆ １ ５：３ ８
，
边缘整齐 ， 壳体较厚 ，

 直径不足 １ ０毫米 ， 厚４ ． １ ２毫米 ， 大小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蚌饰半成品 的钻孔大致相同 ， 应为蚌饰

＇



钻孔内的废料 （ 图
一四 ） 。

｜


■

］综上分析 ， 蚌饰成品应为蚌环 ， 以

０％５０％１ ００％ 中 间 的钻孔作为穿绳的孔洞 ， 缚绳后佩

戴于胸前 ，
起装饰作用 。 ４件标本分别

图一二 蚌匙方位比例示意图为制作蚌环的半成品及废料 ，
处在蚌环

体均加以利用 ，
制作方式相同 。生产工序中的不同生产阶段。

（ ２） 加工 珠蚌和矛蚌壳体具

有天然的 凹窝 ， 大小适宜 ， 制作时

仅需简单处理边缘即可 。 加工方法／

^

采用磨制法 ， 将壳体后侧及腹侧的／

锋利边缘磨钝即可使用 。ｊ
３ ．功能分析 从外形看 ， 蚌匙与

现在 日常使腦汤匙十分相像 ，
功能

可能大致相同 。 在当时 ， 鮮匙作为ｇｆｖ ？

取食物的餐具使用 ， 但Ａ 、 Ｂ两型蚌^

匙的功能雜差异。 Ａ＿罐壳麵

度大 ，
凹窝深 ， 器身短小 ，

功能侧重

于 舀取汤水等流食 ；
前侧壳体略薄 ，图一三 蚌饰

？

１ ０３ （总 １ ４２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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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

＿
ＰＳ ｉｎ １

、
＇

＾ｉＫｄＫＢ＾？

图
一

四 畔饰钻孔内 的废料

哈民忙哈遗址蚌饰的制作流程可分为六０３ｆｆｌ^

个步骤 ： 选料 一截料一改料一 钻孔一定型 ＿图＿．

五 畔链 （ Ｆ３６ ：１ ３）

精加工。 ． 经过选料 、 截料 、 改料后 ，
得到蚌

坯 ， 于蚌坯 中部钻孔 ， 取得蚌环的雏形 。 之
＇

ｆｌｌｉ

－

Ｋ
后

，
以磨制等方法精修雏形的边缘 ， 经抛光

ｉ

精细加工后即成型 。＾ＪＩ．ｉ－＾

ｆ＾Ｌｒ ＩＢ
在遗址中 尚未发现蚌环成品 ，

以上制作ｉＷｒＪ^ ｆ

流程为笔者根据现有发现所作推测 ，
还有待 ｆ 練？

于后续研究雖更详尽＿息 。％
＇

蚌链共 １件 ， 仅存长条形蚌片 ，
不见穿

连物 。 发掘时 ，
为保存原状 ， 与周围填土整图一六 畔链 （ Ｆ％ ：

１３ ）

体提取 ， 故无法精确测量 ｓ 蚌链 Ｆ ３ ６ ：１ ３ 由的废料 。

若干蚌条及兔桡骨穿成一排 ， 共４层 ， 中 间制作蚌链的矛蚌平均宽约 ３ ７ 、 厚约 ２ ． ５

有
一道线痕 ， 可能为头饰

［６
］

。 最长约 １ １ ０ 、 最毫米 ，
而制作蚌匙的矛蚌平均宽约 ３ ０

、 厚约

宽约６０毫米
［

７
］

（ 图
一五

；
图
一六 ） 。１ ．５毫米。 二者相较 ， 制作蚌链的矛蚌体形更

如 图所 示
， 组成蚌链 的原料以 蚌条为大 ， 壳体更厚重 ， 表明原始居民 已能有意识

主
， 其间夹杂少量兔烧骨 。 畔条均 由剑状矛地区分不 同的蛛料 ， 会根据矛蛛的大小差异

蚌制成 ，
粗略统计共４ ５片

， 平均长约 ５２ 、 宽制作不同 的蚌制品 。

约 ８
、 厚约 ２毫米 。 兔桡骨约４￣５根

，
因其长哈 民忙哈遗址 出土蚌链 的 制作流程 可

度与蚌条类似 ，
厚度适中 ，

且骨面弧度小
，分为五个步骤 ： 选料一截料一 改料一定型 一

较平直 ， 所以也被用作头饰原料 。穿连 。 截取蚌料后 ，

以锯割或剔刮法取得蚌

剑状矛蚌壳体平直 ，
腹缘弧度小 ，

厚度条 。 之后
， 通过磨制等方法精修蚌条成型 ，

均匀
，
长度适中

，
是制作蚌饰的理想材料 。再用皮或草绳穿连鲜条及兔烧骨即可。

在哈民忙哈遗址发现矛蚌残片 １ １件 ， 其中前＝ ｇ
＇

Ｓ．

端５件 、 后端６件
，
断 口平齐

，
为人工截断 ，


＝ 、 ４^

其他部位无人工痕迹 （ 图
一七 ） 。 矛蚌残片本文通过对哈民忙哈遗址 出土蚌制 品

前后缘形状不规则 ， 厚度不均 ， 应是取料后的 概况 、 加工工艺流程 、 功能等方面 的分

？

１０４ （总 １４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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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制法制作而成 ， Ａ型蚌刀

％Ｊｐ％，
多在定型阶段采用磨制法

制成 。

Ｉｆ
ｔ

’

：第 三 ， 选 料 目 的 明

］
｜ｉｊ ．§Ｍｎ Ｓ 确 ， 加工技术纯熟 ，

器形

＾＿Ｉ ：ｔ：

｜
■ 趋于标准化 。

卜
＞


；＼，上述这些信息有助于

｛

＂

胃ｖ＇＿ｊ了解哈民忙哈遗址 居民 的
＇

汐工具制作 、 手工业发展水平

及生活状况等 ， 并可进一步

探寻哈民忙哈文化的整体面
图一七 制作蚌链的废料貌

， 但这些认识还很粗浅 ，

析 ， 对该地的工具制作及使用情况有了初步有待深入研究 。

认识 。 从这几种蚌制品的制作 、 使用来看 ，附记 ： 本文是 ２０ １ ２年 国 家社科基金重 大

当地原始居民 已熟练掌握 了打制 、 磨制 、 锯项 目 （ 批准 号 ： １ ２＆ＺＤ １ ９ １ ） 的 中 期研究成

割 、 剔刮 、 钻孔等技术 ， 并将这些技术运用果
，

也得到
“

吉林大学 ９８５工程项 目

”

资助 。

到工具及装饰 品的 制作中 。 可见 ， 原始居＿？

民 已具备较成熟的工具加工能力 ， 并可进行
＋旦《

１ ＊
－

麻几 生 １ 丨此 ／＊ ／，

、

１？３描丁 １

＝

！
５＊来 丁ｍ 刘月英等 ： 《中 国经济动物志

——淡水软体动
大里的标准化制作 。 他们根据不冋种类 、 ￥物》 ， 科学出版社 ， 所９年 。

同部位的蚌料制作不同的器物 ，

、

对各类器物
［
２

］
吕鹏 傅宪 国 ： 《 顶蛳山 遗址 出土畔刀 的动物

娜状 、 ；Ｍ、有明确的判断 ， 純麵考古学研究 》
，

《南方文物 》 ２＿年第 ４期 。

趣 ， 制作出精美的装饰品 。［
３

］ ａ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 科左中旗文物管理

综合以上对哈民忙哈遗址出 土蚌制品的所 ： 《 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

分析研究 ， 可 以认识到该遗址的蚌制 品有以址２ ０ １０年发掘简报 》 ， 《考古 》 ２
０

１ ２年第３期 。

下特点 ６ｂ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

第
一

，
不 同种类 的畔 制 品 的加工工艺研究中心 ： 《 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

流程不 同 ３ 如有孔蚌刀 、 蚌环 、 蚌链的 加时代遗址２ 〇 ！ 丨年的发掘 》 ， 《考古 》 ２〇 ！ ２年第 ７

工工艺流程复杂 ，
需要五个步骤 以上 ，

而 、
、

蛛匙 的加ｘｉ艺流程简单 ， 仅需两个步骤

即可
■

成器 。

［
５

１
饶惠元 ： 《略论长方形有孔石 刀 》 ， 《考古通

第二 ，
同一种类的蚌制 品的加工工艺流讯 》 １ ９５ ８年第５期 。

程不同 。 不同类型的蚌刀 的加工工艺流程不［
６

］ 同 ［
３

］
ｂ。

同 。 Ｂ Ｔ１ 型蚌刀是利用改料过程中 出 现的废［
７

］

同
［
３

］
ｂ 。

料加工而成 ，
ＢＩ 型蚌刀是改料过程 中采用（ 责任编辑 洪 石 ）

？

１
０ ５（

总 １４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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