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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年
代
、
形
制
演
變
和
文
化
傳
統

朱
乃
誠

古
代
玉
器
的
年
代
，
因
玉
器
可
以
傳

世
使
用
，
所
以
是
一
個
很
複
雜
的
問
題
。

我
曾
指
出
一
件
考
古
出
土
的
古
代
玉
器
的

年
代
至
少
有
三
個
：
一
是
製
作
年
代
，
二

為
上
下
兩
段
五
節
。
上
段
有
三
節
，
表
現

企
立
鷹
的
首
、
頸
、
胸
腹
︵
包
括
腿
爪
與

尾
羽
︶
三
部
分
。
︵
圖
一–

1
、
2
、
3
︶
大

都
以
減
地
淺
浮
雕
方
式
表
現
鷹
首
、
喙
、

鼻
、
目
、
額
、
胸
腹
、
雙
翅
、
尾
羽
、
腿

爪
等
特
徵
，
有
的
為
深
浮
雕
，
有
的
為
圓

雕
作
品
。
下
段
有
兩
節
，
為
企
立
鷹
之
下

的
收
縮
為
圓
柱
體
的
第
四
節
和
收
縮
為
圓

錐
體
的
第
五
節
。
︵
圖
一–

4
、
5
︶
在

節
與
節
的
相
交
處
，
因
下
一
節
收
縮
而
起

棱
。
通
常
在
第
四
節
上
單
面
穿
一
孔
。
第

五
節
即
末
節
，
是
為
榫
頭
。
個
別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只
有
四
節
，
也
有
六
節
的
。
還
有

僅
見
上
半
段
的
企
立
鷹
，
沒
有
下
半
段
。

下
面
按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發
現
先
後
，

介
紹
每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形
制
特
點
。

一
、
小
屯
三
三
一
號
墓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二
︶

一
九
三
七
年
春
發
掘
河
南
安
陽
小
屯

丙
區
三
三
一
號
墓
葬
而
發
現
，
出
自
該
墓

棺
內
墓
主
人
首
部
。
鷹
首
輪
廓
清
晰
。
在

鷹
首
額
部
與
頸
後
起
棱
，
象
徵
額
部
以
及

披
至
頸
後
的
冠
上
的
羽
毛
。
鉤
喙
，
喙
內

側
有
一
穿
孔
，
此
孔
即
表
現
鉤
喙
特
徵
，

又
象
徵
雙
鼻
孔
，
雙
眼
凸
出
。
束
頸
。
雙

翅
收
合
，
翅
肩
部
起
凸
弧
棱
，
表
示
雙
翅

﹁
企
立
鷹
﹂
是
指
形
制
與
紋
飾
表
現
像
企
鵝
站
姿
那
樣
的
鷹
。
﹁
笄
首
﹂
是
指
笄
的
首
部
，
其
下

端
通
常
為
榫
頭
，
以
便
插
入
有
機
質
的
笄
杆
中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實
際
上
是
笄
首
的
裝
飾
部
件
。

以
往
將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稱
為
立
鳥
笄
形
器
、
圓
棒
形
飾
、
笄
形
玉
鷹
、
鷹
紋
笄
、
鷹
形
玉
笄
、
蝗

蟲
等
多
種
名
稱
。
一
九
九
一
年
以
來
，
已
有
楊
建
芳
先
生
、
鄧
淑
蘋
研
究
員
、
張
緒
球
先
生
︵
註

一
︶

等
多
位
研
究
者
進
行
過
研
究
。
最
近
我
因
參
與
籌
辦
﹁
商
王
武
丁
與
後
婦
好—

殷
商
盛
世
文

化
藝
術
特
展
﹂
而
接
觸
有
關
資
料
，
發
現
已
公
布
的
考
古
發
掘
出
土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有
幾
件

在
以
往
的
研
究
中
因
各
種
原
因
而
沒
有
引
起
注
意
。
致
使
與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有
關
的
一
些
問
題
，

還
需
要
進
行
深
入
的
探
討
。

圖一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婦好墓出土　 
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

是
使
用
年
代
，
三
是
埋
藏
年
代
。
如
果
這

件
玉
器
曾
經
歷
過
改
制
後
再
使
用
，
那
麼

還
有
第
二
次
或
第
三
次
製
作
的
年
代
。
︵
註

二
︶
本
文
要
討
論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年
代

主
要
是
指
第
一
次
製
作
的
年
代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形
制
演
變
，
主
要

指
這
類
玉
器
的
形
態
與
表
現
企
立
鷹
紋
飾

的
由
早
至
晚
的
發
展
演
變
狀
況
。
以
往
對

這
一
問
題
沒
有
進
行
過
探
討
。
文
化
傳
統

主
要
指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初
創
時
期
的
考
古

學
文
化
屬
性
，
以
及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發
展

演
變
的
考
古
學
文
化
背
景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是
西
元
前
二○

○
○

年
前
後
產
生
的
一
種
具
有
時
代
與
地
域
特

徵
的
玉
器
。
如
果
能
夠
闡
明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以
上
這
些
問
題
，
那
麼
對
於
探
索
西

元
前
二○

○
○

年
前
後
的
歷
史
與
文
化
，

尤
其
是
探
索
夏
形
成
時
期
的
玉
器
，
是
很

有
意
義
的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形
制
特
點

據
初
步
統
計
，
迄
今
經
考
古
發
掘
出

土
或
考
古
徵
集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有
十
二

件
。
其
基
本
形
制
大
體
相
同
。
整
器
可
分

收
合
之
後
的
聳
起
翅
肩
的
特
徵
。
以
四
道

減
地
陽
紋
表
現
翅
翼
，
並
延
伸
至
背
後
呈

斜
十
字
相
交
，
右
翼
重
疊
在
左
翼
之
上
。

雙
翅
翼
下
有
寬
尾
羽
，
尾
羽
下
邊
緣
起

棱
。
腹
下
有
腿
有
爪
。
全
長
一
二
．
一
公

分
，
最
大
徑
一
．
六
公
分
。
石
璋
如
先
生
稱

這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嘴
、
眼
、
腿
、
爪
、

翅
、
羽
、
頭
、
尾
等
均
極
精
工
。
︵
註
三
︶

在
這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背
部
頸

下
、
雙
翼
相
交
處
之
上
的
近
三
角
形
區
域

內
，
有
很
細
淺
的
紋
飾
，
應
是
表
現
的
羽

毛
紋
飾
。
另
在
胸
腹
側
旁
有
一
彎
鉤
形
刻

痕
，
與
企
立
鷹
的
減
地
淺
浮
雕
紋
飾
風
格

不
同
。
不
知
是
否
為
最
初
製
作
時
施
刻
的

紋
飾
。
這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出
自
墓
主
頭

部
位
置
，
是
說
明
其
為
頭
飾
及
笄
首
的
重

要
證
據
。

二
、
盤
龍
城
李
家
嘴
三
號
墓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三
︶一

九
七
四
年
秋
發
掘
湖
北
武
漢
黃

陂
盤
龍
城
城
外
東
南
部
李
家
嘴
墓
地
而

發
現
，
出
自
盤
龍
城
李
家
嘴
三
號
墓
。
器

物
上
半
段
的
企
立
鷹
為
圓
雕
作
品
。
鷹

首
額
部
與
頸
後
起
棱
。
鉤
喙
，
喙
內
側

穿
孔
，
雙
眼
凸
出
。
束
頸
。
胸
微
挺
，
有

1. 第1節首部
2. 第2節頸部
3. 第3節胸腹部
4. 第4節圓柱體
5. 第5節圓錐體（榫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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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立
鷹
玉
笄
首
中
，
紋
飾
最
為
豐
富
，
表

現
企
立
鷹
的
特
徵
最
為
細
膩
。

三
、
婦
好
五
號
墓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一
、
四
︶

一
九
七
六
年
夏
發
掘
河
南
安
陽
小
屯

婦
好
墓
而
出
土
。
器
物
上
半
段
的
企
立
鷹

磨
損
嚴
重
。
喙
部
較
短
，
束
頸
，
頸
背
處

起
棱
。
挺
胸
，
收
腹
，
胸
腹
間
起
﹁
八
﹂

字
形
棱
。
雙
翅
收
合
，
翅
肩
部
呈
凸
弧

形
，
以
四
道
減
地
陽
紋
表
示
翅
翼
，
並
延

伸
至
背
部
呈
斜
十
字
相
交
，
右
翼
重
疊
在

胸
脊
，
腹
微
收
。
雙
翅
收
合
，
翅
肩
部
起

凸
弧
棱
。
以
四
道
減
地
陽
紋
表
現
翅
翼
，

在
四
道
陽
紋
之
間
橫
刻
短
線
陰
紋
以
表
現

雙
翅
翼
上
的
羽
毛
。
雙
翅
翼
延
伸
至
背
部

呈
角
形
相
接
。
雙
翅
翼
下
寬
尾
下
垂
，
尾

羽
呈
長
條
片
狀
，
尾
羽
端
起
棱
。
腹
下
的

鷹
腿
、
爪
紋
飾
清
晰
可
辨
，
呈
站
立
狀
，

鷹
爪
內
勾
。
下
半
段
短
於
上
半
段
。
全
長

八
．
八
公
分
，
最
大
徑
一
．
四
公
分
。

盤
龍
城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是
已
發
現
的

左
翼
之
上
。
腹
下
表
現
有
企
立
鷹
的
腿
以

及
呈
內
勾
的
爪
。
全
長
八
．
五
公
分
，
最

大
徑
一
．
五
公
分
。

這
件
企
立
鷹
的
胸
腹
間
起
八
字
形
微

棱
，
並
呈
弧
線
與
鷹
腿
連
接
，
使
得
腹
部

呈
收
腹
狀
。
如
不
識
企
立
鷹
腿
，
則
容
易

將
位
於
胸
腹
間
八
字
形
微
棱
，
認
作
﹁
介
﹂

字
形
冠
。
這
八
字
形
微
棱
應
是
表
現
胸
下

脅
骨
線
，
是
區
分
上
胸
下
腹
的
標
誌
。

四
、
石
峁
一
二
六
號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五
︶

一
九
七
六
年
九
月
調
查
陝
西
神
木
石

峁
遺
址
時
發
現
二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分

別
為
石
峁
一
二
五
號
與
石
峁
一
二
六
號
。

石
峁
一
二
六
號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僅
存
半
面
。
額
部
起
棱
，
頸
後
部
亦
起

棱
。
喙
部
彎
曲
呈
鉤
狀
，
凸
橢
圓
形
眼
。

束
頸
。
挺
胸
，
收
腹
。
翅
肩
部
起
凸
弧
棱

與
頸
後
部
棱
相
接
，
翅
收
合
，
以
四
道
減

地
陽
紋
表
示
翅
翼
，
並
延
伸
至
背
後
呈

斜
十
字
相
交
，
右
翼
重
疊
在
左
翼
之
上
。

在
背
部
頸
下
、
雙
翅
翼
相
交
處
之
上
的
近

三
角
形
區
域
內
，
有
很
細
淺
的
紋
飾
，
可

能
是
表
現
羽
毛
的
紋
飾
。
雙
翅
翼
下
寬
尾

下
垂
，
尾
羽
端
起
棱
。
腹
下
微
凸
，
表
現

為
企
立
鷹
的
腿
，
並
陰
刻
出
利
爪
。
全
長

六
．
五
公
分
，
最
大
徑
一
．
六
公
分
。

這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只
有
四
節
，
沒

有
第
五
節
，
但
已
被
從
上
到
下
劈
開
，
說

明
曾
發
生
過
改
制
這
件
玉
器
的
行
為
。

五
、
石
峁
一
二
五
號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六
︶

石
峁
一
二
五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曾

被
誤
認
為
玉
蝗
，
但
其
從
上
到
下
可
以
分

為
首
、
頸
、
胸
腹
、
圓
柱
體
、
圓
錐
體
五

節
，
並
在
胸
腹
部
的
側
背
後
有
象
徵
雙
翅

翼
斜
十
字
相
交
的
紋
飾
。
其
應
為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全
長
七
公
分
，
最
大
徑
一
．
五

公
分
。

六
、
馮
塘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七
︶

一
九
八
一
年
發
現
於
河
南
淮
陽
馮
塘

村
，
可
能
出
自
商
代
墓
葬
中
，
原
稱
為
圓

雕
鴞
。
企
立
鷹
為
鉤
喙
、
束
頸
，
雙
翅
收

合
，
雙
翅
肩
部
與
頸
背
處
起
棱
。
翅
翼
以

四
道
減
地
陽
紋
表
示
，
並
延
伸
至
背
部
呈

角
形
相
接
。
在
器
物
下
半
段
第
四
節
圓
柱

體
上
有
數
道
平
行
凸
棱
。
全
長
八
公
分
。

這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第
四
節
有
數

道
平
行
凸
棱
，
有
別
於
其
他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是
當
時
製
作
的
一
種
新
形
制
，
還

是
後
來
加
工
過
，
目
前
尚
難
以
分
析
。

七
、
高
二
山
一
號
棺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八
︶

一
九
八
一
年
調
查
湖
北
鐘
祥
縣
東
皇

圖三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盤龍城李家嘴3號墓出土　 
引自王紅星，《盤龍城—長江中游的青銅文明》

圖四　 企立鷹玉笄首　
婦好墓出土

圖五　 企立鷹玉笄首　石
峁出土　引自劉雲
輝，《鷹形玉笄》

圖六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石峁出土　
引自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
探索—完結篇〉

圖二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小屯331號墓出土　 
引自石璋如，《小屯．第一本丙編五．丙區墓葬上》

圖七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馮塘出土　 
彩圖引自古方，《中國出土玉器全集》；線繪圖引自鄧淑蘋，《玉魂國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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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公
社
六
合
三
隊
高
二
山
遺
址
時
發
現
，

出
自
一
號
瓮
棺
中
。
首
部
特
徵
鮮
明
。
喙

為
尖
鉤
狀
，
似
有
鼻
孔
紋
飾
，
首
部
兩
側

有
目
。
長
翅
收
合
，
雙
翅
肩
部
起
兩
道
凸

弧
棱
，
翅
根
部
內
三
道
翅
翼
紋
為
帶
鉤

尖
。
這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至
今
尚
未
發
表

清
晰
的
圖
像
。
據
公
布
的
線
圖
分
析
，

首
部
有
從
額
部
至
頸
後
的
披
羽
紋
飾
，
在

胸
腹
兩
側
有
表
現
雙
翅
收
合
的
四
道
翅
翼

紋
，
並
延
伸
至
背
後
呈
斜
十
字
相
交
，
右

翼
重
疊
在
左
翼
之
上
。
殘
長
約
七
．
三
公

分
，
最
大
徑
一
．
一
五
公
分
。

十
、
棗
林
崗
一
號

棺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一
︶

一
九
九
二
年
發
掘
湖
北
荊
州
馬
山
鎮

棗
林
崗
遺
址
而
發
現
，
出
自
棗
林
崗
一
號

瓮
棺
中
。
企
立
鷹
為
圓
雕
作
品
。
喙
與
冠

的
分
界
明
顯
，
額
部
與
頸
後
起
棱
，
呈
凸

首
覆
冠
披
羽
至
頸
後
。
喙
內
鉤
，
一
對
圓

鼻
孔
，
橄
欖
形
目
，
眼
紋
凸
出
而
清
晰
。

束
頸
。
挺
胸
，
有
胸
脊
，
收
腹
。
胸
內
側

翅
翼
紋
旁
各
有
一
弧
鉤
形
刻
紋
。
雙
翅
收

合
，
翅
肩
部
起
凸
弧
棱
。
以
四
道
減
地
陽

紋
表
現
翅
翼
並
在
翅
根
部
呈
彎
鉤
狀
，
雙

翅
翼
延
伸
至
背
部
呈
角
形
相
接
。
在
背
部

頸
下
、
雙
翼
相
交
處
之
上
的
近
三
角
形
區

域
內
有
刻
紋
，
可
能
表
現
為
羽
毛
。
翅
翼

下
寬
尾
羽
下
垂
，
尾
羽
上
有
陰
刻
的
短
羽

毛
紋
，
尾
羽
兩
邊
和
下
端
起
棱
。
腹
下

的
鷹
腿
呈
站
立
狀
，
鷹
爪
內
勾
。
爪
下
側

穿
一
孔
，
為
單
面
穿
。
孔
口
徑○

．
三
公

分
，
底
徑○

．
一
公
分
。
下
半
段
短
於
上

半
段
。
榫
頭
形
制
規
範
。
全
長
五
公
分
，

最
大
徑
一
．
一
五
公
分
。

這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穿
孔
在
第
三

節
的
企
立
鷹
底
部
尾
羽
上
，
而
不
是
在
第

四
節
上
，
與
其
他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穿
孔

位
置
有
區
別
。
這
可
能
是
這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下
半
段
太
短
的
緣
故
。
這
表
明
這

種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使
用
以
及
穿
孔
的
功

能
，
要
求
穿
孔
與
榫
頭
之
間
保
持
有
一
定

的
距
離
。

棗
林
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是
已
發
現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中
圓
雕
企
立
鷹
特
徵
最
為

鮮
明
，
企
立
鷹
的
各
種
紋
飾
都
以
深
浮
雕

表
示
，
使
得
企
立
鷹
的
形
象
最
為
生
動
。

十
一
、
瓦
店
一
號
棺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二
︶

一
九
九
七
年
發
掘
河
南
禹
州
瓦
店

遺
址
而
發
現
，
出
自
一
號
瓮
棺
內
。
為
短

粗
的
圓
錐
體
。
上
段
企
立
鷹
刻
紋
簡
略
，

僅
有
首
部
的
輪
廓
與
胸
腹
兩
側
的
雙
翅
翼

紋
。
短
喙
、
束
頸
，
雙
翅
收
合
，
胸
腹
兩

側
分
別
雕
刻
四
道
減
地
陽
紋
表
現
翅
翼
，

並
延
伸
至
背
部
呈
角
形
相
接
。
下
段
似
可

分
為
三
節
。
第
四
節
很
短
，
正
中
單
面
穿

一
孔
，
孔
呈
喇
叭
狀
，
孔
口
徑○

．
四
公

圖九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肖家屋脊採集　 
彩圖引自湖北省荊州博物館等，《肖家屋脊》； 
線繪圖引自荊州博物館，《石家河文化玉器》

圖八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高二山1號 棺出土　
引自荊州地區博物館，〈湖北荊門、鐘祥、
京山、天門四縣古遺址調查〉

圖十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孫家崗9號墓出土　 
引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縣孫家
崗新石器時代墓群發掘簡報〉

分
，
孔
底
徑○

．
一
公
分
。
第
五
節
與
第

六
節
收
縮
呈
圓
錐
體
，
但
中
間
有
一
棱
。

第
六
節
磨
損
較
重
，
可
能
是
作
為
榫
頭
的

緣
故
，
或
是
其
製
作
時
尚
未
對
第
六
節
做

精
緻
的
拋
光
。
全
長
六
．
三
公
分
，
最
大

直
徑
一
．
五
公
分
。

這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形
態
與
製
作

工
藝
都
較
為
原
始
，
表
現
胸
腹
兩
側
翅
翼

狀
。
翼
紋
線
條
清
晰
。
但
其
延
伸
至
背
後

的
形
式
，
因
受
資
料
發
表
的
局
限
，
目
前

尚
不
明
，
推
測
呈
角
形
相
接
。
腹
下
有
雙

腿
站
立
狀
紋
樣
。
通
長
四
．
九
公
分
。

這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沒
有
下
半
段
圓

柱
體
與
榫
頭
，
但
器
底
面
中
部
似
有
小
孔
，

推
測
可
能
是
用
於
孔
中
插
入
笄
杆
榫
頭
。

八
、
肖
家
屋
脊
一
二
號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九
︶

一
九
八
七
至
一
九
九
一
年
發
掘
湖
北

天
門
肖
家
屋
脊
遺
址
時
采
集
，
推
測
原
系

瓮
棺
的
隨
葬
品
。
出
土
前
已
斷
為
七
節
。

器
物
上
段
為
方
棱
柱
形
企
立
鷹
。
額
部
起

棱
，
頸
後
部
亦
起
棱
。
喙
為
直
棱
鉤
狀
，

首
兩
側
有
目
。
有
胸
脊
，
微
收
腹
。
長
翅

收
合
，
聳
翅
肩
，
翅
根
部
四
道
翼
紋
呈
帶

鉤
狀
，
兩
組
翅
翼
紋
延
伸
至
背
部
呈
斜
十

字
相
交
，
右
翼
重
疊
在
左
翼
之
上
。
全
長

八
．
一
公
分
。

這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為
細
長
條
形
，

榫
頭
部
分
較
長
，
近
圓
錐
形
，
似
笄
尾
。

九
、
孫
家
崗
九
號
墓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

一
九
九
一
年
冬
發
掘
湖
南
澧
縣
孫

家
崗
墓
地
而
發
現
，
出
自
孫
家
崗
九
號
墓

中
。
為
圓
柱
體
，
在
第
四
節
處
殘
斷
為
兩

節
。
末
節
收
束
為
錐
形
，
末
端
呈
純
圓

圖十二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瓦店二期出土　引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

圖十一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棗林崗1號 棺　引自荊州博物館，《石家河文化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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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立鷹玉笄首的年代、形制演變和文化傳統

展場巡禮

出
自
商
代
中
期
墓
葬
中
，
即
盤
龍
城
李
家

嘴
三
號
墓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是
商
代
中
期

使
用
的
傳
世
品
。
這
五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考
古
發
掘
出
土
情
況
，
都
不
能
直
接
說

明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最
初
製
作
的
年
代
。

石
峁
一
二
五
、
石
峁
一
二
六
號
兩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是
考
古
徵
集
品
，
據
歷
年

來
在
陝
北
神
木
石
峁
一
帶
的
考
古
發
現
，

推
測
其
年
代
在
陝
北
龍
山
文
化
晚
期
。
但

這
兩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形
制
，
似
表
現

了
經
過
第
二
次
加
工
或
擬
改
制
的
狀
況
。

所
以
，
不
便
對
其
最
初
製
作
的
年
代
，
作

直
接
的
分
析
推
定
。

高
二
山
一
號

棺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肖
家
屋
脊
一
二
號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孫
家

崗
九
號
墓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棗
林
崗
一
號

棺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這
四
件
，
都
出
自
被

稱
為
﹁
石
家
河
文
化
晚
期
﹂
的
瓮
棺
或
墓

葬
中
，
年
代
應
屬
﹁
石
家
河
文
化
晚
期
﹂

階
段
。
其
中
孫
家
崗
九
號
墓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年
代
還
可
以
作
進
一
步
的
分
析
。

一
九
九
一
年
冬
發
掘
的
孫
家
崗
墓

地
，
共
清
理
三
三
座
墓
葬
，
其
文
化
面
貌

都
屬
﹁
石
家
河
文
化
晚
期
﹂
。
孫
家
崗
九

號
墓
位
於
孫
家
崗
墓
地
的
北
部
邊
緣
。

圖十三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葉屯1號墓出土
　　　　 引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廬江縣金牛鎮葉

屯漢墓發掘報告〉

的
四
道
減
地
陽
紋
，
不
甚
規
範
。
整
器
上

下
分
為
六
節
，
為
其
他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所

不
見
。
錐
形
榫
頭
短
粗
，
其
作
為
榫
頭
的

功
能
也
較
弱
。

十
二
、
葉
屯
一
號
墓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三
︶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二
月
至
一
九
九
九
年

二
月
發
掘
安
徽
廬
江
葉
屯
一
號
西
漢
墓
中

出
土
。
企
立
鷹
刻
紋
簡
略
。
喙
部
平
直
，

束
頸
。
雙
翅
收
合
，
以
四
道
減
地
陽
紋
表

示
，
並
延
伸
至
背
部
呈
斜
十
字
相
交
，
右

翼
重
疊
於
左
翼
上
。
上
半
段
與
下
半
段
相

交
處
單
面
穿
一
孔
。
全
長
七
．
一
公
分
。

以
上
十
二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器
形

形
制
與
企
立
鷹
紋
飾
的
細
部
特
徵
，
幾
乎

沒
有
完
全
相
同
的
。

另
外
，
據
鄧
淑
蘋
研
究
員
介
紹
，
早

年
佚
散
海
外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有
二
件
，

清
宮
舊
藏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有
二
件
，
共

有
四
件
傳
世
品
。
從
公
布
的
圖
片
觀
察
，

盧
芹
齊
與
伯
希
和
公
布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逢
歐
滋
收
藏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形

制
與
小
屯
三
三
一
號
墓
，
編
號
二
八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接
近
，
清
宮
舊
藏
的
清
白
色

玉
質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形
制
與
婦
好
五

號
墓
，
編
號
九
四
二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接

近
，
清
宮
舊
藏
的
黃
色
玉
質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形
制
與
肖
家
屋
脊
一
二
號
墓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接
近
。
︵
註
四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年
代

分
析
明
確
各
種
形
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年
代
，
是
探
討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形
制
演

變
的
一
個
基
礎
條
件
。

以
上
介
紹
的
十
二
件
考
古
發
掘
出

土
或
考
古
徵
集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一
件

出
自
漢
墓
中
，
即
葉
屯
一
號
墓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是
漢
代
使
用
的
傳
世
品
；
三
件
出

自
商
代
晚
期
墓
葬
中
，
即
小
屯
三
三
一
號

墓
、
婦
好
五
號
墓
、
馮
塘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是
商
代
晚
期
使
用
的
傳
世
品
；
一
件

和
一
件
玉
笄
。
玉
器
都
置
在
陶
器
上
。
其

中
一
件
玉
笄
首
和
一
件
玉
笄
的
形
制
，
表

現
出
其
由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發
展
演
變
而
來

的
特
徵
︵
圖
十
四
、
十
五
、
十
八–

10
、

12
︶
，
他
們
與
孫
家
崗
九
號
墓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
共
存
，
表
明
孫
家
崗
九
號

墓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是
各
種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中
年
代
比
較
晚
的
一
件
。
該
墓
還
打
破
八

號
墓
。
孫
家
崗
八
號
墓
隨
葬
有
八
件
陶

罐
，
一
件
玉
紡
輪
。

從
墓
葬
在
墓
地
中
的
位
置
、
考
古
層

位
關
係
，
以
及
隨
葬
品
的
形
制
特
徵
等
，

都
表
明
孫
家
崗
九
號
墓
是
該
墓
地
中
年
代

較
晚
的
一
座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孫
家
崗
墓
地
上

與
九
號
墓
並
穴
的
是
三
三
號
墓
，
這
兩
座

墓
的
年
代
應
是
大
致
同
時
的
。
在
三
三
號

墓
中
出
土
的
一
件
玉
笄
︵
孫
家
崗
三
三
號

墓
采
二
玉
笄
︶
上
有
十
分
規
範
的
直
角
方

形
雲
雷
紋
︵
圖
十
六
︶
，
這
是
目
前
在
玉

器
上
見
到
的
年
代
最
早
的
直
角
方
形
雲
雷

紋
。
這
種
雲
雷
紋
的
出
現
，
應
與
陶
器
上

或
漆
木
器
上
同
類
雲
雷
紋
的
出
現
有
關
，

具
有
時
代
特
徵
。

目
前
見
到
的
年
代
最
早
的
陶
器
上
的

直
角
方
形
雲
雷
紋
，
大
致
是
河
南
禹
縣
瓦

店
遺
址
第
三
期Ⅳ

T
2F1

房
址
內
出
土
的
一

片
陶
片
。
︵
圖
十
七
︶
瓦
店
遺
址
第
三
期

屬
王
灣
三
期
文
化
晚
期
晚
段
，
其
年
代
為

西
元
前
二○

五○

年
至
西
元
前
一
九
六
五

年
。
據
此
可
以
推
定
孫
家
崗
三
三
號
墓
及

其
雲
雷
紋
玉
笄
︵
圖
十
六
︶
與
孫
家
崗
九

號
墓
及
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
的

年
代
，
在
西
元
前
二○

五○

年
至
西
元
前

一
九
六
五
年
之
間
。

瓦
店Ⅳ

T
4W

1:4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二
︶
的
年
代
比
較
容
易
推
定
。
瓦
店

Ⅳ
T

4W
1:4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屬
瓦
店
遺
址
第

二
期
。
瓦
店
遺
址
第
二
期
屬
王
灣
三
期
文

圖十四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孫
家崗9號墓出土　引自荊州博
物館，《石家河文化玉器》

圖十七　 雲雷紋陶片線繪圖　瓦店三期出土　 
引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

圖十五　 玉笄、線繪圖　孫家崗9
號墓出土　引自荊州博物
館，《石家河文化玉器》

圖十六　玉笄、線繪圖　孫家崗33號
墓出土　彩圖引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等，〈澧縣孫家崗新石器時代墓
群發掘簡報〉；線繪圖引自荊州博物
館，《石家河文化玉器》

墓
坑
長
二
．
六
、
寬○

．
九
六
、
深○

．

四
公
尺
。
屍
骨
不
存
，
隨
葬
有
三
件
紅

陶
罐
、
一
件
黑
衣
繩
紋
罐
、
二
件
玉
璧
，

以
及
一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一
件
玉
笄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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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晚
期
中
段
偏
後
，
其
年
代
在
西
元
前
二

○

九○

年
至
西
元
前
二○

三○

年
之
間
。

︵
註
五
︶
瓦
店Ⅳ

T
4W

1:4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年
代
應
在
這
個
年
代
範
圍
之
內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形
制
演
變

以
上
的
分
析
表
明
，
瓦
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年
代
在
西
元
前
二○

九○

年
至
西

元
前
二○
三○

年
之
間
，
孫
家
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年
代
在
西
元
前
二○

五○

年
至

西
元
前
一
九
六
五
年
之
間
，
瓦
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年
代
早
於
孫
家
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這
兩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年
代
關
係

的
確
立
，
對
於
分
析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形

制
演
變
至
為
重
要
。
我
們
可
以
依
據
這
兩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形
制
與
紋
飾
特
徵
作

為
早
晚
的
兩
個
標
志
，
將
其
他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形
制
與
紋
飾
特
徵
同
這
兩
個
標
志

進
行
比
較
，
就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梳
理
排
列

出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從
早
到
晚
的
演
變
發
展

狀
況
及
其
規
律
性
特
點
。

瓦
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二
︶
的

形
制
特
點
是
，
器
形
短
粗
，
尤
其
是
錐
形

榫
頭
短
粗
，
作
為
榫
頭
的
功
能
較
弱
。
企

立
鷹
初
具
其
形
，
但
刻
紋
簡
單
並
且
不
規

範
，
鷹
首
細
部
特
徵
不
鮮
明
，
雙
翅
翼
的

四
道
減
地
陽
紋
在
背
後
呈
角
形
相
接
。

孫
家
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
的

形
制
特
點
是
，
器
形
略
長
些
，
企
立
鷹
刻

紋
也
較
簡
單
，
但
表
現
雙
翅
翼
的
四
道
減

地
陽
紋
，
則
較
為
規
範
，
而
且
在
背
後
呈

斜
十
字
相
交
，
右
翼
重
疊
在
左
翼
之
上
。

瓦
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與
孫
家
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除
了
形
制
上
的
粗
細
、
紋
飾

繁
簡
與
是
否
規
範
等
的
區
別
外
，
最
重
要

的
不
同
，
是
雙
翅
翼
在
背
部
的
相
接
方
式

存
在
著
明
顯
的
區
別
。
一
是
角
形
相
接
；

另
一
是
斜
十
字
相
交
，
右
翼
重
疊
在
左
翼

之
上
。
據
此
，
我
們
將
十
二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分
為
兩
組
。

第
一
組
有
瓦
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盤
龍
城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棗
林
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與
馮
塘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另
外
，

高
二
山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沒
有
發
表
企
立

鷹
背
部
紋
飾
資
料
，
其
雙
翅
翼
在
背
部
的

相
接
方
式
，
不
是
十
分
明
瞭
。
但
在
側
視

圖
上
不
見
表
示
翅
翼
相
交
的
紋
飾
，
推
測

其
雙
翅
翼
紋
飾
在
背
部
沒
有
呈
斜
十
字
相

交
。
所
以
，
將
這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也
歸

屬
第
一
組
。

第
二
組
有
孫
家
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葉
屯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肖
家
屋
脊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婦
好
墓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小
屯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石
峁
一
二
五
與
石
峁

一
二
六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這
兩
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年
代
關

係
，
第
一
組
早
於
第
二
組
。

第
一
組
中
的
棗
林
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與
盤
龍
城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企
立
鷹
都
為

圓
雕
作
品
，
企
立
鷹
形
象
生
動
，
特
徵
表

現
細
膩
，
細
部
紋
飾
豐
富
，
與
第
二
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形
制
與
紋
飾
，
具
有
由
繁

到
簡
的
演
變
的
關
係
。
︵
圖
十
八–

2
、

3
、
4
、
5
、
6
︶
而
第
二
組
七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之
間
，
在
形
制
與
紋
飾
方
面
也
有

繁
簡
等
區
別
︵
圖
五
、
六
、
十
八–

4
、

5
、
6
、
7
、
8
︶
，
表
明
他
們
之
間
也

存
在
著
演
變
的
關
係
。
其
中
石
峁
一
二
六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五
︶
、
小
屯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八–

4
︶
的
形
制
與
紋
飾

又
與
第
一
組
中
的
盤
龍
城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八–

2
︶
、
棗
林
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八–

3
︶
的
接
近
，
而
與
瓦
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八–

1
︶
的
特
徵

有
一
定
距
離
。
由
此
可
以
確
定
瓦
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應
早
於
盤
龍
城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棗
林
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於
是
，
依
據
十
二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各
自
的
形
制
與
紋
飾
特
點
，
將
他
們
的
發

展
演
變
過
程
，
分
為
依
次
演
變
的
六
個
階

段
。
︵
圖
十
八
︶

第
一
階
段
有
瓦
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
圖
十
八–

1
︶
企
立
鷹
初
具
形
態
。

第
二
階
段
有
盤
龍
城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棗
林
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八–

2
、
3
︶
，
以
及
高
二
山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八
︶
與
馮
塘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
圖
七
︶
企
立
鷹
形
象
逼
真
，
喙
、

鼻
、
眼
以
及
胸
、
腹
、
腿
、
爪
、
雙
翅
、

尾
羽
等
特
徵
分
明
，
刻
紋
精
工
，
細
部
紋

飾
表
現
豐
富
，
是
企
立
鷹
形
象
最
為
成
熟

完
美
的
形
態
。

第
三
階
段
有
小
屯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圖
十
八–

4
︶
，
以
及
石
峁
一
二
五
與

石
峁
一
二
六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
圖
六
、

五
︶
企
立
鷹
的
首
部
與
雙
翅
、
尾
羽
等
紋

飾
開
始
簡
化
，
出
現
雙
翅
翼
在
背
部
呈
斜

十
字
相
交
。

第
四
階
段
有
婦
好
墓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
圖
十
八–

5
︶
企
立
鷹
的
鼻
孔
與
尾

圖十八　企立鷹玉笄首早晚演變示意圖　線繪圖序號由早至晚排列
1. 瓦店企立鷹玉笄首（高6.3公分） 2. 盤龍城企立鷹玉笄首（高8.8公分） 3. 棗林崗企立鷹玉笄首（高5公分）  
4. 小屯企立鷹玉笄首（高12.1公分） 5. 婦好墓企立鷹狀玉笄首（高8.5公分） 6. 肖家屋脊企立鷹玉笄首（高8.1公分）
7. 孫家崗企立鷹玉笄首（高7.3公分） 8. 葉屯企立鷹玉笄首（高7.1公分） 9. 棗林崗M39玉笄首（高5.9公分）
10. 孫家崗M9玉笄首（高10.6公分） 11. 棗林崗WM30玉笄（高14.5公分） 12. 孫家崗M9玉笄（高9.9公分）

1.2.3.4.

12. 11. 10. 9. 8. 7.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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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
刻
紋
消
失
。

第
五
階
段
有
肖
家
屋
脊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孫
家
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
圖

十
八–
6
、
7
︶
鷹
首
特
徵
不
明
顯
，
鉤
喙

變
為
平
直
喙
，
雙
翅
翼
刻
紋
簡
單
。

第
六
階
段
有
葉
屯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
圖
十
八–

8
︶
僅
見
鷹
首
輪
廓
與
生
硬
的

雙
翅
刻
紋
。

第
六
階
段
之
後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繼
續
演
變
，
表
示
鷹
首
輪
廓
和
雙
翅

翼
這
兩
種
企
立
鷹
最
基
本
的
特
徵
消

失
，
如
棗
林
崗W

M
3

9
:4

玉
笄
首
︵
圖

十
八–

9
、
十
九
︶
、
孫
家
崗M

9:1

玉
笄
首

︵
圖
十
八–

10
︶
、
棗
林
崗W

M
30:1

玉
笄

︵
圖
十
八–

11
、
圖
二
十
︶
等
。
這
三
件

玉
笄
雖
然
沒
有
企
立
鷹
的
刻
紋
，
但
仍
然

保
留
了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從
上
到
下
分
為

五
節
的
結
構
。
演
變
至
孫
家
崗M

9:2

玉
笄

︵
圖
十
八–

12
︶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特
徵

幾
乎
全
部
消
失
，
成
為
一
件
樸
素
無
華
的

玉
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演
變
規
律
，
大
致

可
歸
納
為
三
點
。
第
一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器

形
由
短
粗
逐
漸
向
細
長
演
變
，
最
終
演
變

為
細
長
條
的
玉
笄
。
第
二
、
企
立
鷹
由
初
具

形
態
發
展
到
精
雕
細
刻
的
完
美
形
態
，
然

後
逐
漸
簡
化
演
變
，
直
至
企
立
鷹
特
徵
消

失
。
第
三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榫
頭
，
由

初
創
時
期
的
笨
拙
形
態
發
展
為
精
工
的
形

態
，
最
終
與
笄
身
融
為
一
體
而
消
失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文
化
傳
統

對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文
化
傳
統
，
以

往
沒
有
探
討
過
，
大
都
只
是
探
討
其
考
古

學
文
化
屬
性
，
並
且
是
伴
隨
著
考
古
發
現

的
增
多
而
逐
步
深
入
的
。
最
初
因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出
自
商
代
墓
葬
中
，
所
以
研
究
者

認
為
他
是
商
代
遺
物
，
其
實
這
是
商
代
使

用
的
傳
世
品
。
石
峁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發
現

後
，
因
是
徵
集
品
，
大
都
不
敢
貿
然
下
結

論
，
推
測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是
新
石
器
時
代

晚
期
至
商
代
的
遺
物
。
後
來
在
﹁
石
家
河

文
化
晚
期
﹂
瓮
棺
或
墓
葬
中
發
現
四
件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之
後
，
大
家
普
遍
認
為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屬
﹁
石
家
河
文
化
晚
期
﹂
。

而
中
原
地
區
的
瓦
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發

現
，
卻
一
直
沒
有
引
起
研
究
者
的
重
視
。

我
曾
指
出
，
﹁
石
家
河
文
化
晚
期
﹂

的
一
批
玉
器
不
具
有
長
江
中
游
地
區
的
文

化
傳
統
，
尤
其
是
禮
儀
性
玉
器
似
乎
是
在

﹁
石
家
河
文
化
晚
期
﹂
突
然
在
長
江
中
游

地
區
出
現
的
。
並
推
測
這
些
玉
器
應
是
源

自
中
原
地
區
。
︵
註
六
︶

本
文
對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分
析
，
又
一
次
證
實
這
一
觀
點
。

以
上
分
析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年
代

以
及
形
制
演
變
表
明
，
年
代
最
早
、
形
制

最
原
始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是
發
現
於
中
原

地
區
的
瓦
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
石
家
河

文
化
晚
期
﹂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都
是
瓦

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傳
播
到
長
江
中
游
地
區

的
發
展
演
變
的
結
果
。
至
於
石
峁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自
然
也
不
是
陝
北
地
區
的
原
產

品
，
也
應
是
從
中
原
地
區
或
是
經
過
中
原

地
區
傳
播
過
去
的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瓦
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所
屬
的
瓮
棺
，
埋
葬
的
是
一
位
成
年
男

圖十九　玉笄首　棗林
崗39號墓出土　引自
湖北省荊州博物館編，
《棗林崗與堆金台》

圖二十　玉笄　棗林崗30
號墓出土　引自荊州博物
館，《石家河文化玉器》

註
釋

1.  

楊
建
芳
，
︿
石
家
河
文
化
玉
器
及
其
有
關
問

題
﹀
，
︽
中
國
藝
術
文
物
討
論
會
論
文
集
·
器
物

︵
上
︶
︾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出
版
，

一
九
九
二
；
楊
建
芳
，
︿
一
件
珍
貴
的
石
家
河
文

化
殘
玉
鷹
﹀
，
︽
中
國
文
物
報
︾
一
九
九
七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第
三
版
；
鄧
淑
蘋
，
︿
也
談
華
西
系
統
的

玉
器
︵
六
︶—

飾
有
弦
紋
的
玉
器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十
一
卷
第
十
期
；
張
緒
球
，
︿
石
家
河

文
化
玉
器
的
發
現
和
研
究
概
述
﹀
，
荊
州
博
物
館

編
著
；
︽
石
家
河
文
化
玉
器
︾
，
文
物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八
。

2.  

朱
乃
誠
，
︿
金
沙
良
渚
玉
琮
研
究
﹀
，
︽
中
華
文
化

論
壇
︾
二
〇
〇
五
年
第
四
期
。

3.  

石
璋
如
，
︽
小
屯
．
第
一
本
丙
編
五
．
丙
區
墓
葬

上
︾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出
版
，

一
九
八
〇
，
頁
九
七
、
九
八
，
插
圖
三
六
；
頁

一
〇
四
，
插
圖
三
七
。

4.  

這
四
件
傳
世
品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圖
片
，
見
鄧

淑
蘋
，
︿
也
談
華
西
系
統
的
玉
器
︵
六
︶—

飾
有

弦
紋
的
玉
器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十
一
卷

第
十
期
，
頁
八
六
、
八
七
、
九
〇
、
九
一
，
圖

一
〇
二—

一
〇
五
。

5.  

見
河
南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編
著
，
︿
對
瓦
店

遺
址
與
王
城
崗
遺
址
的
文
化
面
貌
與
年
代
的
分

析
﹀
，
︽
禹
州
瓦
店
︾
，
世
界
圖
書
出
版
公
司
，

二
〇
〇
四
，
頁
一
三
三—

一
三
七
。

6.  

朱
乃
誠
，
︿
長
江
中
游
地
區
早
期
龍
文
化
遺
存
的
來

源
與
炎
帝
的
傳
說
﹀
，
︽
中
華
龍
起
源
與
形
成
︾
，

三
聯
書
店
，
二
〇
〇
九
。

7.  

朱
乃
誠
，
︿
中
國
考
古
發
現
與
研
究
︵
一
九
四
九—

二
〇
〇
九
︶
﹀
，
︽
中
國
新
石
器
時
代
考
古
研
究
︾
，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〇
。

化
傳
統
屬
中
原
地
區
的
王
灣
三
期
文
化
，

並
且
在
長
江
中
游
地
區
得
到
了
發
展
。

所
謂
的
﹁
石
家
河
文
化
晚
期
﹂
與
石

家
河
文
化
早
中
期
的
文
化
面
貌
發
生
質
的

變
化
，
﹁
石
家
河
文
化
晚
期
﹂
實
際
上
是
在

中
原
地
區
的
王
灣
三
期
文
化
對
長
江
中
游

地
區
的
強
勢
影
響
下
，
促
使
長
江
中
游
地

區
發
生
文
化
更
替
的
結
果
。
︵
註
七
︶

這
應

是
反
映
夏
王
朝
形
成
時
期
圍
繞
中
原
地
區

為
中
心
發
生
的
大
範
圍
之
內
的
文
化
重
組

的
重
要
現
象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在
中
原
地

區
開
創
之
後
在
長
江
中
游
地
區
的
成
熟
發

展
與
演
變
，
正
是
反
映
這
時
期
的
文
化
更

替
與
重
組
的
時
代
特
點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出
現
，
以
及
發

展
演
變
，
直
至
消
失
，
僅
僅
經
歷
了
一
百

多
年
的
短
暫
的
時
間
，
並
且
在
西
元
前

一
九
六○

年
之
後
的
玉
雕
作
品
中
已
不
見

蹤
跡
。
但
是
，
其
開
創
的
挺
胸
、
收
腹
、

雙
翅
收
合
的
企
立
鷹
藝
術
造
型
卻
沒
有
中

斷
，
影
響
了
中
國
古
代
文
化
數
千
年
，
並

且
是
商
代
晚
期
武
丁
時
期
出
現
的
青
銅
器

中
的
雙
翅
收
合
、
昂
首
、
挺
胸
、
屹
立
的

婦
好
鴞
尊
的
藝
術
源
頭
。

作
者
為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子
，
這
種
葬
俗
與
﹁
石
家
河
文
化
晚
期
﹂

出
玉
器
的
瓮
棺
葬
俗
是
相
同
的
，
而
兩
地

發
現
的
瓮
棺
的
葬
具—

陶
瓮
的
形
制
也
大

致
相
同
。
﹁
石
家
河
文
化
晚
期
﹂
成
年
人

瓮
棺
葬
葬
俗
應
是
受
到
了
中
原
文
化
的
影

響
而
產
生
的
。

所
以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文
化
傳
統

是
瓦
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所
屬
的
中
原
地
區

的
王
灣
三
期
文
化
。

結
語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年
代
在
西
元
前

二○

九○

年
至
西
元
前
一
九
六
五
年
。
這

個
年
代
是
研
究
中
國
古
代
歷
史
與
文
化
的

一
個
十
分
敏
感
的
年
代
。
因
為
這
是
夏
王

朝
形
成
時
期
的
年
代
。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正

是
夏
王
朝
形
成
時
期
的
作
品
。
其
中
盤
龍

城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棗
林
崗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的
圓
雕
企
立
鷹
，
呈
伸
首
、
挺
胸
、
收

腹
、
屹
立
，
是
這
時
期
玉
雕
工
藝
的
傑

作
。
它
那
細
膩
的
圓
雕
風
格
與
別
致
的
企

立
鷹
造
型
，
開
啟
了
猛
禽
玉
圓
雕
作
品
的

一
代
新
風
。

儘
管
目
前
發
現
的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

以
長
江
中
游
地
區
﹁
石
家
河
文
化
晚
期
﹂

的
發
現
為
主
，
但
這
種
企
立
鷹
玉
笄
首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