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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璋的流傳與分佈所反映的夏史史跡

學與思

牙
璋 

的
流
傳
與
分
佈

所
反
映
的
夏
史
史
跡

朱
乃
誠

牙
璋
是
夏
時
期
產
生
的
一
種
時
代
特
徵
十
分
鮮
明
的
玉
器
，
其
形
制
規
範
，
細
部
特
徵
富
於
變
化
，

使
用
方
式
明
確
，
而
且
分
佈
範
圍
較
廣
，
是
夏
時
期
各
種
玉
器
中
最
為
典
型
的
一
種
玉
器
器
類
。
因

此
，
牙
璋
也
是
通
過
夏
時
期
玉
器
研
究
以
求
探
索
夏
史
史
跡
最
為
重
要
的
對
象
之
一
。
前
人
已
有
不

少
研
究
和
成
果
。
︵
註
一
︶

二○
○

四
年
以
來
在
河
南
鞏
義
花
地
嘴
等
遺
址
發
現
的
牙
璋
，
因
有
明
確

的
考
古
層
位
和
共
存
物
，
且
形
制
較
原
始
，
為
牙
璋
研
究
注
入
了
新
資
料
，
有
條
件
對
牙
璋
的
形
制

演
變
及
其
有
關
問
題
展
開
新
探
索
。
本
文
即
據
此
重
新
分
析
牙
璋
，
並
探
索
夏
史
史
跡
。

牙
璋
的
形
制
特
徵
與
分
佈
情
況

牙
璋
的
基
本
形
制
是
扁
平
長
條
形
，

上
端
通
常
寬
於
下
端
，
上
端
磨
出
凹
弧
形

︵
月
牙
形
︶
刃
部
，
下
端
為
柄
部
，
古
器

物
學
上
稱
有
刃
器
的
柄
部
為
﹁
內
﹂
，
插

入
或
綁
縛
在
木
柄
上
，
﹁
內
﹂
上
穿
一
孔

以
便
於
綁
縛
。
其
使
用
方
式
，
依
據
河
南

偃
師
二
里
頭
遺
址
三
號
墓
葬
中
兩
把
牙
璋

的
出
土
形
式
︵
圖
一
︶
，
以
及
四
川
廣
漢

三
星
堆
遺
址
二
號
祭
祀
坑
出
土
的
執
璋
銅

人
︵
圖
二
︶
，
可
知
牙
璋
的
木
柄
，
是
與

牙
璋
呈
縱
向
安
裝
的
，
並
且
比
較
短
，
使

用
者
雙
手
平
執
牙
璋
的
柄
，
端
刃
朝
上
。

這
種
使
用
方
式
的
作
用
，
牙
璋
通
常
是
作

為
儀
仗
使
用
的
。
也
許
還
有
另
外
一
種
使

用
方
式
，
即
端
刃
向
上
，
將
柄
部
朝
下
插

在
某
種
依
託
物
上
，
作
為
祭
器
使
用
。

目
前
發
現
的
玉
石
牙
璋
有
近
百
件

︵
不
包
括
早
年
流
傳
海
外
的
牙
璋
︶
。

主
要
分
佈
在
中
原
地
區
、
陝
北
與
陝
南
地

區
、
山
東
東
部
地
區
、
川
西
成
都
平
原
地

區
，
湖
北
、
湖
南
以
及
福
建
與
廣
東
沿

海
、
香
港
也
有
零
星
的
發
現
，
在
越
南
北

部
也
發
現
四
件
。
依
據
這
些
牙
璋
的
端
刃

形
狀
、
闌
部
以
及
闌
部
兩
側
扉
牙
的
形
態

特
徵
，
將
它
們
分
為
以
下
九
型
。

Ⅰ
型
：
為
尚
未
發
展
成
熟
的
闌
或
扉
牙

的
﹁
簡
單
型
﹂
。
以
河
南
鞏
義
花
地
嘴
遺

址
四○

號
祭
祀
坑
出
土
牙
璋
為
代
表
︵
圖

三
︶
，
呈
黑
色
，
形
制
為
長
條
形
的
長
方

形
內
，
內
正
中
穿
一
孔
，
為
單
面
穿
，
正

面
孔
徑
一
．
一
一
公
分
，
另
一
面
孔
徑

○

．
七
公
分
。
淺
凹
形
端
刃
，
刃
部
為
全

器
的
最
寬
、
最
薄
處
。
兩
側
邊
從
刃
角
斜

弧
形
往
下
，
並
在
下
部
形
成
由
上
而
下
逐

步
斜
凸
的
闌
角
。
闌
角
上
刻
五
道
凹
槽
，

圖一　 二里頭3號墓平面圖　引自《考古》1983年第3期　圖中3為玉鉞，4、
5為牙璋，6為綠松石管，7為玉尖狀器，13為人骨，其餘為陶器。

圖二　銅持璋小人像　三星堆2號祭祀坑出土　引自《三星堆祭祀坑》　

圖三　牙璋　花地嘴40號坑出土
　　　引自《考古》2005年第6期

圖四　 牙璋　石峁7號牙璋　引自《南
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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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成
五
個
凸
棱
狀
的
牙
。
長
三○

公
分
，

厚
一
．○

一
公
分
。

這
件
牙
璋
出
現
闌
角
，
使
得
內
部
分

明
。
在
闌
角
上
刻
五
道
淺
凹
槽
是
闌
部
兩

側
出
扉
牙
的
先
兆
。

Ⅱ
型
：
為
﹁
一
牙
型
﹂
。
以
陝
西
神
木

石
峁
遺
址
七
號
牙
璋
為
代
表
︵
圖
四
︶
，

在
牙
璋
的
闌
部
兩
側
邊
分
別
出
一
短
小
扉

牙
。
長
二
六
．
五
公
分
，
刃
寬
七
．
四
九

公
分
，
柄
端
厚○

．
六
公
分
。
該
型
牙
璋

數
量
較
多
，
有
的
體
寬
短
，
有
的
體
窄

長
，
但
基
本
特
徵
相
同
，
都
是
在
闌
部
兩

側
邊
分
別
出
一
短
小
扉
牙
。

這
類
牙
璋
分
佈
很
廣
，
在
陝
北
神
木

石
峁
、
山
東
東
部
的
臨
沂
大
范
莊
、
海
陽

司
馬
台
、
五
蓮
上
萬
家
溝
北
嶺
、
沂
南
羅

圈
峪
村
、
秦
嶺
南
側
丹
江
上
游
的
商
洛
東

龍
山
、
河
南
淅
川
下
王
崗
、
湖
南
石
門
桅

崗
，
以
及
越
南
北
部
的
永
富
省
佳
唐
村
雄

仁
︵X

om
 R

en

︶
等
地
都
有
分
佈
。
在
香

港
爛
頭
島
東
灣
發
現
的
一
件
牙
璋
與
Ⅱ
型

牙
璋
接
近
。
︵
註
二
︶

其
中
以
石
峁
遺
址
發

現
的
最
多
，
約
有
二○

件
，
其
次
是
山
東

東
部
，
有
四
件
。

Ⅲ
型
：
為
﹁
無
闌
有
扉
牙
型
﹂
。
以
山
東

臨
沂
大
范
莊
遺
址
採
集
的
二
一
一
號
牙
璋

為
代
表
︵
圖
五
︶
，
在
柄
部
以
上
的
兩
側

邊
出
現
由
四
個
小
牙
組
成
的
扉
棱
，
牙
極

為
短
小
。
器
身
全
長
二
七
．
三
公
分
，
刃

寬
八
．
一
公
分
，
厚○

．
四
至
一
．
一
公

分
。
這
件
牙
璋
呈
灰
白
色
玉
石
，
表
面
無

光
澤
，
比
重
較
輕
。
沂
南
羅
圈
峪
村
發
現

的
兩
件
二
齒
牙
牙
璋
也
屬
此
型
，
只
是
二

齒
牙
較
為
凸
出
而
明
顯
。
福
建
漳
州
虎

林
山

一
九
號
墓
出
土
的
石
牙
璋
為
五
扉
牙

︵
圖
六
a
、
b
︶
︵
註
三
︶

，
但
左
右
兩

組
五
個
扉
牙
之
間
的
器
表
上
沒
有
穿
孔
。

器
身
全
長
二
五
．
四
公
分
，
寬
四
．
八
至

六
．
四
公
分
，
厚○

．
六
公
分
。

Ⅳ
型
：
為
﹁
單
闌
多
扉
牙
型
﹂
。
以
石
峁

一
五
號
牙
璋
為
代
表
︵
圖
七
︶
，
在
闌
部

兩
側
邊
分
別
出
一
組
較
複
雜
的
扉
棱
，
每

組
扉
棱
上
有
四
個
小
扉
牙
，
在
闌
部
以
上

器
身
兩
側
出
三
個
小
扉
牙
，
其
中
一
側
殘

缺
一
小
牙
。
器
身
全
長
三○

．
六
公
分
，

上
端
的
刃
部
一
角
殘
，
寬
九
．
三
公
分
，

厚○

．
四
公
分
。
石
峁
遺
址
發
現
的
這
類

牙
璋
有
三
件
。

這
類
牙
璋
的
刃
部
，
有
的
呈
﹁
Y
﹂

型
。
如
石
峁
一
七
號
牙
璋
︵
圖
八
︶
，
體

窄
長
，
長
四
九
公
分
，
首
部
刃
寬
七
．
八

公
分
。
闌
部
兩
側
邊
分
別
出
一
扉
棱
，
扉

棱
上
有
四
個
小
牙
，
在
四
個
小
牙
之
間

還
有
三
個
更
小
一
點
的
牙
。
在
闌
部
以

上
器
身
兩
側
邊
另
有
四
個
小
牙
。
端
刃
呈

﹁
Y
﹂
字
形
，
刃
角
銳
尖
。

Ⅴ
型
：
為
﹁
雙
闌
簡
單
扉
牙
型
﹂
。
以
二

圖五　 牙璋　大范莊211號牙璋　 
引自《故宮文物月刊》135期　

圖六a　 石牙璋　虎林山19號墓出土
引自《虎林山遺址》

圖六b　石牙璋　局部　虎林山19號墓出土　引自《虎林山遺址》

圖七　 牙璋　石峁15號牙璋　引自《南
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

圖八　牙璋　石峁17號牙
璋　引自《南中國及鄰近
地區古文化研究》

圖九a　 石牙璋　反面　 
二里頭6號墓出土

圖九b　石牙璋　反面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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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頭
一
九
七
三
年
六
號
墓
出
土
的
牙
璋
為

代
表
︵
圖
九
a
、
b
︶
，
形
制
為
雙
闌
、

每
闌
都
雕
成
一
組
帶
二
扉
牙
的
扉
棱
、
故

共
有
四
扉
牙
，
器
身
兩
側
邊
斜
直
，
寬
凹

弧
形
刃
。
在
柄
部
的
中
部
有
一
小
穿
孔
，

在
雙
闌
之
間
的
邊
棱
上
亦
呈
鋸
齒
形
。
出

土
時
一
面
有
朱
砂
痕
，
印
有
蓆
紋
。
長

四
九
．
五
公
分
，
刃
寬
八
．
七
公
分
，
內

端
寬
六
．
八
公
分
，
闌
寬
︵
包
括
扉
棱
齒

牙
︶
九
．
七
至
一○

．
八
公
分
。

這
類
牙
璋
除
二
里
頭
遺
址
外
，
還
見

於
四
川
三
星
堆
遺
址
、
福
建
與
廣
東
沿
海

等
地
。
三
星
堆
的
這
類
牙
璋
，
有
端
刃
呈

﹁
Y
﹂
字
形
的
。
福
建
漳
浦
眉
力
出
土
的
一

件
牙
璋
、
漳
州
虎
林
山
一
三
號
墓
出
土
的
石

牙
璋
︵
圖
十
a
、
b
︶
、
廣
東
東
莞
村
頭
出

土
的
一
件
牙
璋
，
似
與
此
型
牙
璋
接
近
。

Ⅵ
型
：
為
﹁
雙
闌
複
雜
扉
牙
型
﹂
，
闌
部
扉

牙
形
式
多
變
。
以
二
里
頭
一
九
八○

年
三

號
墓
四
和
五
號
兩
件
牙
璋
為
代
表
。

二
里
頭
三
號
墓
四
號
牙
璋
︵
圖
十
一

a
、
b
、
c
︶
，
形
體
較
為
寬
大
，
青
灰

色
，
器
表
兩
面
都
塗
有
一
層
朱
紅
色
顏

料
。
形
制
為
直
邊
的
長
方
形
柄
部
，
雙

闌
，
器
身
兩
側
邊
略
內
弧
，
寬
弧
形
刃
，

刃
部
的
寬
度
為
整
器
的
最
寬
處
，
在
柄

部
接
近
闌
處
穿
一
孔
。
在
下
闌
兩
側
分

別
形
成
由
四
個
齒
牙
組
成
的
扉
棱
，
扉
棱

下
部
朝
下
出
一
齒
牙
。
扉
棱
上
的
牙
，
細

而
尖
，
顯
示
其
製
作
較
為
精
工
。
雙
闌
之

間
的
柄
的
兩
側
分
別
有
兩
組
扉
棱
四
個
齒

牙
。
在
上
闌
兩
側
略
微
凸
出
形
成
一
扉

牙
。
長
五
四
公
分
。
在
器
身
上
部
的
一
側

邊
上
有
一
未
穿
透
的
小
孔
，
鑲
嵌
一
圓
綠

松
石
片
。
這
是
目
前
發
現
的
二
里
頭
文
化

牙
璋
中
體
量
最
大
的
一
件
。

二
里
頭
三
號
墓
五
號
牙
璋
︵
圖
十
二

a
、
b
︶
比
前
一
件
牙
璋
略
小
一
點
，
亦

為
青
灰
色
，
只
有
一
面
器
表
塗
朱
紅
色
顏

料
。
其
雙
闌
與
柄
部
的
扉
牙
也
與
前
一
件

相
似
但
略
有
區
別
。

圖
十
二
的
牙
璋
在
下
闌
的
兩
側
邊

分
別
為
由
兩
組
小
扉
棱
組
成
的
一
個
大
扉

棱
，
兩
組
小
扉
棱
中
，
下
部
小
扉
棱
有
三

個
扉
牙
，
並
且
向
下
凸
出
，
凸
出
面
上
有

兩
個
短
牙
；
上
部
小
扉
棱
有
二
個
扉
牙
。

在
柄
兩
側
邊
分
別
有
一
組
扉
棱
二
個
扉

牙
。
在
上
闌
兩
側
邊
分
別
有
一
組
扉
棱
二

個
扉
牙
，
上
部
的
扉
牙
還
向
上
凸
出
。
器

身
全
長
四
八
．
一
公
分
。

圖
十
二
牙
璋
與
圖
十
一
牙
璋
同
出
一

墓
，
形
制
基
本
相
同
，
都
屬
二
里
頭
文
化

三
期
。
而
圖
十
二
牙
璋
的
雙
闌
及
柄
部
的

扉
牙
裝
飾
比
圖
十
一
牙
璋
略
微
複
雜
些
，

圖十a　 石牙璋　虎林山13號墓出土　
引自《虎林山遺址》

圖十b　石牙璋　局部

圖十一a　牙璋　正面　二里頭3號墓出土圖十一b　牙璋　反面

圖十一c　牙璋　局部

圖十二a　牙璋　二里頭3號墓出土圖十二b　牙璋　反面

圖十二c　牙璋　局部



2014年4月　9293　故宮文物月刊·第373期

牙璋的流傳與分佈所反映的夏史史跡

學與思

中
下
部
扉
棱
不
分
齒
牙
，
上
部
兩
個
扉
棱

四
個
齒
牙
。
在
雙
闌
之
間
的
柄
部
兩
側
形

成
各
有
三
組
扉
棱
六
個
齒
牙
。
在
下
闌
兩

側
分
別
形
成
由
兩
個
小
扉
棱
、
每
個
小
扉

棱
四
個
齒
牙
組
成
的
一
個
多
齒
牙
的
大
扉

棱
，
還
在
大
扉
棱
的
下
部
朝
下
出
二
個
齒

牙
。
這
些
扉
棱
與
齒
牙
，
左
右
兩
兩
相

對
，
排
列
密
集
而
工
整
，
顯
示
了
很
高
的

工
藝
技
術
。
長
四
八
公
分
。
屬
二
里
頭
文

化
四
期
。

這
類
牙
璋
的
分
佈
較
廣
，
除
二
里

頭
遺
址
及
其
附
近
的
中
原
地
區
如
鄭
州
二

裡
崗
楊
莊
、
許
昌
大
路
陳
村
外
，
還
見
於

四
川
廣
漢
中
興
鄉
月
亮
灣
、
三
星
堆
祭
祀

坑
、
成
都
金
沙
、
越
南
北
部
的
永
富
省
馮

推
測
圖
十
二
牙
璋
的
製
作
年
代
，
可
能
比

圖
十
一
牙
璋
的
略
微
晚
一
點
。

在
河
南
新
鄭
望
京
樓
遺
址
發
現
的
牙

璋
也
屬
此
型
。

Ⅶ
型
：
為
﹁
雙
闌
密
集
扉
牙
型
﹂
，
以

二
里
頭
一
九
七
五
年
七
號
墓
出
土
的
牙
璋

為
代
表
︵
圖
十
三
︶
，
形
體
窄
長
，
直
邊

的
長
方
形
柄
部
，
雙
闌
都
形
成
了
複
雜
的

扉
棱
，
在
闌
部
及
雙
闌
之
間
施
刻
密
集
的

平
行
凹
凸
紋
。
器
身
兩
側
邊
略
內
弧
，

寬
弧
形
刃
，
刃
部
的
寬
度
為
整
器
的
最
寬

處
。
內
部
接
近
闌
處
穿
一
孔
。
在
雙
闌
上

︵
包
括
扉
棱
︶
以
及
雙
闌
之
間
的
柄
上
，

接
近
下
闌
部
的
內
上
，
施
刻
密
集
的
凹
凸

弦
紋
。
在
上
闌
兩
側
各
有
三
組
扉
棱
，
其

原
、
雄
仁
︵X

om
 R

en

︶
等
地
。

Ⅷ
型
：
為
﹁
雙
闌
卷
雲
型
﹂
。
以
三
星

堆
遺
址
二
號
祭
祀
坑
二○

二
組
二
號
牙
璋

為
代
表
︵
圖
十
四
︶
，
雙
闌
之
間
的
闌
部

近
方
形
，
雙
闌
四
角
呈
卷
雲
狀
，
端
刃
呈

﹁
Y
﹂
字
形
，
長
二
八
．
二
公
分
。
這
類

牙
璋
目
前
僅
見
於
成
都
平
原
。

Ⅸ
型
：
為
﹁
戈
身
雙
闌
型
﹂
。
以
三
星

堆
遺
址
一
號
祭
祀
坑
一
五
一
牙
璋
︵
圖

十
五
︶
與
二
三
五—

五
牙
璋
︵
圖
十
六
︶

為
代
表
，
器
身
作
戈
型
，
刃
為
尖
鋒
，
或

尖
鋒
開
叉
，
或
開
叉
鋒
內
有
鳥
禽
、
走
獸

類
裝
飾
︵
註
四
︶

，
闌
部
器
表
大
都
有
平
行

的
凹
凸
紋
等
裝
飾
。
這
類
牙
璋
目
前
僅
見

於
成
都
平
原
。

以
上
九
型
牙
璋
的
分
佈
狀
況
，
見
牙

璋
分
佈
示
意
圖
。
︵
圖
十
七
︶

牙
璋
的
年
代
與
形
制
演
變

以
上
分
析
的
九
型
牙
璋
的
形
制
演

變
，
大
致
是
從
第
Ⅰ
型
至
第
Ⅸ
型
的
順
序

排
列
，
第
Ⅰ
型
最
早
，
第
Ⅸ
型
最
晚
，
其

中
不
排
除
個
別
的
兩
型
之
間
有
並
行
的
年

代
與
演
變
關
係
。

下
面
依
據
這
些
牙
璋
的
出
土
情
況
，

以
及
第
Ⅰ
型
至
第
Ⅸ
型
牙
璋
的
形
制
演
變

關
係
，
簡
要
分
析
推
定
這
九
型
牙
璋
的
製

作
年
代
。

I
型
牙
璋
出
自
鞏
義
花
地
嘴
遺
址

新
砦
期
祭
祀
坑
內
，
考
古
學
文
化
屬
新
砦

期
，
年
代
大
約
在
西
元
前
一
八
五○
年
至

西
元
前
一
七
五○

年
之
間
。
︵
註
五
︶

Ⅱ
型
牙
璋
的
數
量
較
多
，
但
具
有

明
確
的
考
古
學
出
土
單
位
和
與
其
共
存
遺

物
的
，
僅
有
兩
例
，
即
陝
南
商
洛
東
龍
山

牙
璋
與
湖
南
石
門
桅
崗
牙
璋
。
︵
見
圖

十
七
︶
依
據
這
兩
處
地
點
的
發
現
以
及
I

型
牙
璋
與
Ⅱ
型
牙
璋
的
演
變
關
係
，
可
以

推
定
Ⅱ
型
牙
璋
的
製
作
年
代
。

石
門
桅
崗
Ⅱ
型
牙
璋
出
自
一
號
墓
葬

中
，
該
墓
殘
存
的
遺
物
有
四
件
玉
石
器
、

三
件
殘
陶
器
。
三
件
殘
陶
器
中
，
二
件
為

陶
豆
圈
足
的
局
部
，
一
件
為
袋
足
器
的
一

殘
足
，
特
徵
不
明
確
。
四
件
玉
石
器
中
，

除
一
件
基
本
完
整
的
Ⅱ
型
牙
璋
外
，
還
有

一
件
刻
紋
長
條
形
器
、
一
件
牙
璋
的
首

部
、
一
件
鉞
。
刻
紋
長
條
形
器
長
四
八
公

分
，
寬
八
．
一
公
分
，
厚
約○

．
八
至
一

公
分
，
在
正
面
的
兩
端
施
刻
很
細
的
刻
劃

紋
，
即
以
三
條
線
為
一
單
元
，
組
成
弦
紋

與
菱
形
網
格
紋
。
︵
圖
一
八
︶
這
件
玉
器

上
的
這
種
紋
飾
，
是
典
型
的
二
里
頭
文
化

圖十四　 牙璋　三星堆2號祭祀坑
出土引自《中國出土玉器
全集．四川重慶》

圖十三　 牙璋　二里頭7號
墓出土　引自《中
國出土玉器全集．
河南》

圖十五　戈形牙璋　三
星堆1號祭祀坑出土　
引自《三星堆祭祀坑》

圖十六　 戈形牙璋　三星堆1號祭祀坑
出土引自《三星堆祭祀坑》

圖十七　牙璋分佈示意圖

Ⅰ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Ⅴ型

Ⅵ型

Ⅶ型

Ⅷ型

Ⅸ型

未編型

1. 石峁
Shimao

2. 東龍山
Donglongshan

3. 侯馬盟誓坑
Houma Oath of Alliance Pit

4. 二里頭
Erlitou

5. 司馬台
Simatai

6. 上萬家溝村
Shangwanjiagoucun

7. 大范莊
Dafanzhuang 8. 羅圈峪

Luoquanyu

10. 望京樓
Wangjinglou

11. 楊莊
Yangzhuang

12. 大路陳村
Daluchencun

13. 鐘分衛灣
Zhongfenweiwan

14. 虎林山
Hulinshan

15. 漳浦眉力
Meili

(Zhangpu town)

17. 村頭
Cuntou18. 大灣

Tai Wan

19. 東灣
Tung Wan

20. 紅花林
Honghualin

21. 馮源
Phung Nguyen23. 中興鄉

Zhongxingxiang

24. 三星堆祭祀坑
Sanxingdui Ceremonial Pits

26. 高駢
Gaopian

27. 桅崗
Weigang

28. 下王崗
Xiawanggang

29. 上康
Shangkang

河內
Hanoi

25. 月亮灣
Yueliangwan

22. Xom Ren

16. 仙橋鎮山前村
Shangiancun

(Xian qiao town)

9. 花地嘴
Huadizui

北京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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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期
玉
器
的
特
徵
。
據
此
可
以
明
確
石
門

桅
崗
Ⅱ
型
牙
璋
的
製
作
年
代
不
會
晚
於
二

里
頭
文
化
第
四
期
。

商
洛
東
龍
山
Ⅱ
型
牙
璋
出
自
八
三
號

墓
葬
中
，
在
該
墓
中
還
出
土
了
帶
扉
牙
的

玉
鉞
、
玉
鏟
。
玉
鉞
兩
側
的
扉
牙
為
一
組

六
個
齒
牙
，
呈
傘
狀
。
︵
註
六
︶

這
種
形
態

的
玉
鉞
或
玉
戚
的
扉
牙
，
不
見
於
二
里
頭

文
化
二
期
至
四
期
的
玉
鉞
與
玉
戚
上
。
表

明
東
龍
山
八
三
號
墓
葬
中
的
帶
扉
牙
玉
鉞

的
製
作
年
代
不
會
晚
至
二
里
頭
文
化
第
二

期
。
東
龍
山
Ⅱ
型
牙
璋
與
這
件
玉
鉞
在
墓

中
共
存
，
由
此
可
以
明
確
東
龍
山
Ⅱ
型
牙

璋
的
製
作
年
代
不
會
晚
至
二
里
頭
文
化
第

二
期
。依

據
I
型
牙
璋
與
Ⅱ
型
牙
璋
的
演
變

關
係
，
Ⅱ
型
牙
璋
應
晚
於
I
型
牙
璋
。
I

型
牙
璋
屬
新
砦
期
。

至
此
，
可
以
推
定
Ⅱ
型
牙
璋
的
製

作
年
代
，
晚
於
新
砦
期
，
早
於
二
里
頭
文

化
二
期
，
大
概
在
二
里
頭
文
化
一
期
，
年

代
大
約
在
西
元
前
一
七
五○

年
至
西
元
前

一
六
八○

年
之
間
。

Ⅲ
型
牙
璋
與
Ⅳ
型
牙
璋
都
沒
有
明
確

的
考
古
學
出
土
單
位
和
與
其
共
存
遺
物
。

其
中
Ⅲ
型
牙
璋
的
形
制
較
為
簡
略
，
因
為

沒
有
明
顯
的
闌
，
容
易
將
他
們
作
為
較
為

原
始
的
形
態
。
但
大
范
莊
Ⅲ
型
牙
璋
由
四

個
小
扉
牙
組
成
的
扉
棱
形
式
，
其
兩
側
的

牙
凸
形
式
不
一
致
，
顯
示
其
製
作
較
為
粗

劣
狀
況
，
與
I
型
牙
璋
︵
圖
三
花
地
嘴
牙

璋
︶
的
闌
角
側
邊
上
刻
五
道
淺
凹
槽
形
成

的
較
為
精
工
的
凸
棱
狀
的
扉
牙
，
有
明
顯

的
區
別
。
大
范
莊
Ⅲ
型
牙
璋
與
四
川
成
都

金
沙
遺
址
出
土
的
三
齒
牙
闌
的
微
型
三
齒

牙
璋
的
形
式
︵
圖
十
九
︶
，
似
有
關
係
。

推
測
大
范
莊
四
牙
牙
璋
可
能
是
一
種
多
扉

牙
牙
璋
的
簡
化
形
式
，
年
代
可
能
與
Ⅳ
型

牙
璋
接
近
。

Ⅳ
型
牙
璋
晚
於
Ⅱ
型
牙
璋
，
即
可

能
晚
於
二
里
頭
文
化
一
期
；
Ⅳ
型
牙
璋
又

早
於
Ⅴ
與
Ⅵ
型
牙
璋
，
Ⅴ
與
Ⅵ
型
牙
璋
屬

二
里
頭
文
化
三
期
，
即
可
能
早
於
二
里
頭

文
化
三
期
。
由
此
推
測
Ⅳ
型
牙
璋
的
製
作

年
代
在
二
里
頭
文
化
二
期
，
大
約
在
西
元

前
一
六
八○

年
至
西
元
前
一
六
一○

年
之

間
。

Ⅴ
型
與
Ⅵ
型
牙
璋
有
明
確
的
考
古

學
出
土
單
位
以
及
與
之
共
存
的
其
他
出
土

物
，
已
明
確
屬
二
里
頭
文
化
三
期
，
他
們

的
製
作
年
代
大
約
在
西
元
前
一
六
一○

年

至
西
元
前
一
五
六○

年
之
間
。
其
中
Ⅴ
型

牙
璋
略
早
於
Ⅵ
型
牙
璋
。

Ⅶ
型
牙
璋
在
二
里
頭
遺
址
上
已
明
確

屬
二
里
頭
文
化
四
期
，
其
製
作
年
代
大
約

在
西
元
前
一
五
六○

年
至
西
元
前
一
五
三

○

年
之
間
。

Ⅷ
型
牙
璋
僅
見
於
三
星
堆
遺
址
，
其

晚
於
Ⅶ
型
牙
璋
，
其
製
作
年
代
應
在
二
里

頭
文
化
四
期
之
後
，
即
西
元
前
一
五
三○

年
之
後
。
如
果
Ⅷ
型
牙
璋
最
早
見
於
成
都

平
原
地
區
，
而
在
中
原
地
區
商
代
文
化
遺

存
中
又
不
見
，
那
麼
，
Ⅷ
型
牙
璋
應
是
在

三
星
堆
文
化
時
期
在
成
都
平
原
地
區
製
作

的
，
其
製
作
年
代
可
能
在
商
代
晚
期
或
商

代
晚
期
之
後
。

Ⅸ
型
牙
璋
目
前
僅
見
於
三
星
堆
遺

址
一
號
祭
祀
坑
與
金
沙
遺
址
，
也
不
見
於

中
原
地
區
商
代
遺
存
中
，
顯
然
是
在
成
都

平
原
地
區
製
作
的
。
其
製
作
年
代
似
在
商

代
晚
期
之
後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三
星
堆

遺
址
二
號
祭
祀
坑
中
不
見
Ⅸ
型
牙
璋
，
似

表
明
三
星
堆
遺
址
一
號
與
二
號
兩
座
祭
祀

坑
的
形
成
可
能
存
在
著
年
代
上
的
先
後
區

別
。
依
據
戈
形
璋
的
特
徵
，
推
測
Ⅸ
型
牙

璋
的
製
作
年
代
應
在
商
代
晚
期
之
後
。

Ⅸ
型
牙
璋
的
出
現
，
標
誌
著
那
種

上
端
寬
於
下
端
、
端
刃
、
闌
部
富
於
裝
飾

的
扁
平
長
條
形
牙
璋
發
展
歷
程
的
終
結
。

牙
璋
的
形
制
演
變
開
始
了
戈
形
璋
的
新
時

代
，
戈
形
璋
由
此
盛
行
。

從
I
型
牙
璋
至
Ⅸ
型
牙
璋
的
形
制

特
徵
及
其
年
代
關
係
，
可
以
看
出
牙
璋

的
形
制
演
變
有
如
下
的
一
些
特
點
。
︵
圖

二
十
︶

一
、 

牙
璋
器
形
由
小
而
大
。
如
花
地
嘴
新

圖十八　玉璋　石門桅崗1號墓出土　引自《湖南考古輯刊》第4輯

圖十九　 金沙微型三齒牙璋　引自《中
國出土玉器全集．四川重慶》

圖二十　牙璋形制演變示意圖

Ⅰ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Ⅴ型

Ⅵ型

Ⅶ型

Ⅷ型

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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砦
期
Ⅰ
型
牙
璋
長
僅
三○

公
分
，
二

里
頭
文
化
三
、
四
期
的
Ⅴ
型
、
Ⅵ

型
、
Ⅶ
型
牙
璋
的
長
度
在
四
八
至

五
四
公
分
。
牙
璋
發
展
到
後
期
，
即

金
沙
遺
址
時
期
，
出
現
微
型
牙
璋
。

這
種
微
型
牙
璋
是
為
明
器
，
是
牙
璋

發
展
至
衰
亡
階
段
出
現
的
現
象
。

二
、 

牙
璋
的
刃
部
由
平
凹
至
淺
凹
或
深

凹
，
從
Ⅳ
型
牙
璋
開
始
出
現
﹁
Y
﹂

型
。

三
、 

牙
璋
的
闌
部
由
不
突
出
而
逐
漸
鮮

明
，
由
闌
角
而
雙
闌
，
並
在
闌
部
飾

凹
凸
弦
紋
或
菱
形
網
格
紋
。

四
、 

牙
璋
的
扉
牙
由
不
明
顯
、
弱
小
而
發

達
，
由
單
一
而
繁
雜
。

牙
璋
形
制
演
變
的
這
些
特
點
，
最
主

要
的
是
表
現
在
牙
璋
的
闌
部
與
扉
牙
的
形

式
方
面
。
這
種
局
部
形
制
的
變
化
應
是
與

使
用
方
式
及
裝
飾
意
圖
有
關
。

其
中
Ⅰ
型
牙
璋
的
闌
角
上
刻
五
道

凹
槽
而
形
成
的
五
個
凸
棱
狀
的
牙
與
Ⅱ
型

牙
璋
出
現
一
牙
的
現
象
，
可
能
是
為
了
綁

縛
木
質
牙
璋
柄
的
需
要
而
專
門
設
計
製
作

的
。

Ⅰ
型
牙
璋
還
沒
有
扉
牙
，
只
是
在
闌

角
側
邊
上
刻
五
道
淺
凹
槽
。
施
刻
這
五
道

淺
凹
槽
的
目
的
是
什
麼
？
應
是
與
綁
縛
牙

璋
的
木
柄
有
關
。
即
將
牙
璋
的
內
插
入
木

柄
中
或
貼
附
在
木
柄
上
，
通
過
內
上
的
穿

孔
︵
或
許
包
括
木
柄
上
與
此
相
同
部
位
的

穿
孔
︶
，
用
繩
索
利
用
闌
角
使
牙
璋
與
木

柄
綁
縛
固
定
，
闌
角
上
施
刻
淺
凹
槽
，
有

利
於
繩
索
的
綁
縛
。
這
種
在
牙
璋
闌
角
上

施
刻
淺
凹
槽
的
方
式
，
必
定
是
在
牙
璋
安

裝
木
柄
使
用
過
程
中
發
明
的
。

而
Ⅱ
型
牙
璋
的
單
闌
上
單
牙
的
出

現
，
是
為
了
更
便
於
繩
索
綁
縛
木
柄
而
發

明
的
。
由
於
牙
璋
闌
上
的
單
牙
是
為
了
綁

縛
木
柄
的
，
在
實
際
的
綁
縛
使
用
過
程
，

因
牙
細
小
，
很
容
易
使
其
折
斷
，
所
以
在

已
發
現
的
Ⅱ
型
牙
璋
中
，
許
多
牙
璋
闌
上

的
單
牙
已
殘
缺
。

至
於
Ⅳ
型
及
其
之
後
各
型
牙
璋
，
闌

部
及
扉
牙
變
化
大
並
且
逐
步
複
雜
，
這
是

裝
飾
意
圖
及
其
發
展
的
結
果
。
從
Ⅵ
型
牙

璋
開
始
，
牙
璋
的
扉
牙
進
一
步
繁
雜
化
。

以
至
於
在
Ⅶ
型
牙
璋
時
期
，
扉
牙
的
形
態

猶
似
抽
象
的
獸
首
形
式
。
而
Ⅷ
型
牙
璋
的

扉
牙
，
則
進
入
了
異
化
發
展
的
階
段
。

牙
璋
的
流
傳
與
分
佈
所
反
映
的
夏

史
史
跡玉牙

璋
可
能
是
在
新
砦
期
之
前
興
起

的
，
但
主
要
流
行
於
新
砦
期
與
二
里
頭
文

化
時
期
，
即
大
約
流
行
於
西
元
前
一
八
五

○

年
至
西
元
前
一
五
三○

年
之
間
。

牙
璋
主
要
流
行
的
年
代
與
地
域
表

明
，
牙
璋
是
夏
時
期
興
起
、
流
傳
的
器

物
，
可
能
是
夏
部
族
活
動
使
用
的
一
種
特

殊
的
用
具
。

牙
璋
使
用
的
功
能
，
依
據
鞏
義
花
地

嘴
遺
址
二
件
玉
牙
璋
出
自
祭
祀
坑
內
的
現

象
分
析
，
其
主
要
是
作
為
祭
祀
活
動
的
祭

器
使
用
的
。
而
二
里
頭
文
化
三
、
四
期
四

件
牙
璋
都
是
墓
葬
的
隨
葬
品
，
在
墓
中
與

牙
璋
一
起
隨
葬
的
還
有
玉
鉞
、
玉
刀
等
，

可
知
其
是
作
為
仗
儀
用
具
使
用
的
。

牙
璋
的
這
兩
種
出
土
現
象
表
明
，
玉

牙
璋
的
使
用
功
能
，
開
始
是
作
為
一
種
祭

器
，
是
在
祭
祀
活
動
儀
式
中
使
用
的
。
其

使
用
方
式
的
發
展
，
增
加
了
使
用
功
能
，

在
後
來
又
作
為
儀
仗
用
具
在
各
種
儀
式
活

動
中
使
用
。

由
此
可
以
明
確
，
玉
牙
璋
是
夏
部
族

發
明
的
在
祭
祀
活
動
與
其
他
儀
式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祭
器
與
儀
仗
用
具
。

如
果
遵
從
﹁
神
不
歆
非
類
，
民
不
祀

非
族
﹂
︵
︽
左
傳
．
僖
公
︾
︶
的
原
則
，
那

麼
不
同
形
式
的
牙
璋
的
分
佈
情
況
，
可
能

反
映
了
夏
史
的
某
些
史
跡
。
其
中
以
下
三

個
方
面
的
現
象
特
別
重
要
。

第
一
，
陝
北
神
木
石
峁
遺
址
發
現
的

牙
璋
，
數
量
很
多
，
已
發
現
有
三○

件
。

但
沒
有
Ⅴ
型
及
其
以
後
的
牙
璋
。
只
有
I

型
、
Ⅱ
型
、
Ⅳ
型
牙
璋
。

這
I
型
、
Ⅱ
型
、
Ⅳ
型
牙
璋
的
製

作
年
代
是
有
區
別
的
。
這
些
牙
璋
是
在
石

峁
一
帶
當
地
製
作
的
，
還
是
由
其
他
地
區

傳
入
的
，
目
前
不
清
楚
。
但
是
，
如
果
這

三
種
形
式
的
牙
璋
在
石
峁
遺
址
上
的
某
種

考
古
學
單
位
中
共
存
，
並
且
有
較
多
的
共

存
現
象
，
那
麼
其
很
可
能
是
由
其
他
地
區

傳
入
的
。
即
在
Ⅳ
型
牙
璋
流
行
時
期
傳
入

的
，
才
有
較
多
的
可
能
使
I
型
、
Ⅱ
型
、

Ⅳ
型
牙
璋
在
石
峁
遺
址
內
共
存
。
石
峁
遺

址
牙
璋
的
埋
藏
年
代
也
應
在
Ⅳ
型
牙
璋
的

流
行
時
期
。

石
峁
遺
址
不
見
Ⅴ
型
及
其
以
後
的
牙

璋
，
說
明
石
峁
一
帶
沒
有
製
作
牙
璋
的
傳

統
。
也
佐
證
了
I
型
、
Ⅱ
型
、
Ⅳ
型
牙
璋

可
能
是
由
其
他
地
區
傳
入
的
。

第
二
，
山
東
東
部
地
區
發
現
的
八
件

牙
璋
，
為
Ⅱ
型
與
Ⅲ
型
牙
璋
，
分
別
發
現

於
四
處
地
點
。
也
不
見
Ⅴ
型
及
其
以
後
的

牙
璋
。山

東
東
部
四
個
地
點
八
件
牙
璋
的

埋
藏
年
代
，
其
中
兩
處
地
點
可
以
明
確
年

代
較
晚
，
即
海
陽
司
馬
台
、
沂
南
羅
圈
峪

村
，
可
能
在
商
代
晚
期
及
其
之
後
。
如
海

陽
司
馬
台
遺
址
發
現
的
一
件
黑
色
牙
璋
，

同
出
的
有
一
件
牙
璧
、
一
件
凸
緣
璧
，
在

凸
緣
璧
的
凸
緣
外
表
施
有
平
行
弦
紋
，
其

特
徵
與
殷
墟
婦
好
墓
出
土
的
凸
緣
璧
接

近
，
據
此
可
推
測
牙
璋
的
埋
藏
年
代
在
龍

山
文
化
之
後
。
沂
南
羅
圈
峪
村
四
件
牙
璋

發
現
於
山
坡
裂
隙
中
，
同
時
發
現
的
一○

多
件
玉
石
器
中
有
石
矛
，
表
明
其
埋
藏
年

代
較
晚
。
︵
註
七
︶

山
東
地
區
缺
乏
製
作
牙
璋
的
文
化

傳
統
，
如
在
臨
朐
西
朱
封
三
座
大
墓
及
泗

水
尹
家
城
大
墓
中
都
不
見
早
期
形
式
牙
璋

或
牙
璋
原
形
的
蹤
影
。
山
東
東
部
地
區
發

現
的
牙
璋
應
是
由
其
他
地
區
傳
入
的
。
傳

入
的
年
代
應
在
西
朱
封
大
墓
之
後
，
即
龍

山
文
化
晚
期
之
後
，
大
約
在
西
元
前
一
八

○
○

年
之
後
。

陝
北
石
峁
與
山
東
東
部
發
現
的
牙

璋
，
都
不
見
二
里
頭
文
化
三
期
的
Ⅴ
型
與
Ⅵ

型
牙
璋
。
這
似
乎
表
明
，
這
兩
個
地
區
的
牙

璋
，
都
缺
乏
連
續
發
展
的
文
化
傳
統
，
可
能

都
是
由
其
他
地
區
傳
入
的
。
傳
入
年
代
都
不

可
能
在
Ⅴ
型
與
Ⅵ
型
牙
璋
流
行
的
年
代
，
即

不
會
在
二
里
頭
文
化
三
期
。

第
三
，
二
里
頭
文
化
三
期
的
開
始
年

代
大
體
為
西
元
前
一
六
一○

年
，
即
西
元

前
一
六○

○

年
前
後
，
這
個
年
代
大
致
是

夏
商
分
界
的
年
代
。

然
而
，
在
二
里
頭
文
化
二
期
與
三
期

之
間
，
文
化
面
貌
卻
表
現
出
一
貫
連
續
的

發
展
、
持
續
繁
榮
的
景
象
，
如
陶
器
、
銅

器
、
玉
器
、
綠
松
石
製
品
，
乃
至
宮
殿
、

宮
城
、
手
工
業
作
坊
等
，
絲
毫
看
不
出
夏

商
兩
個
王
朝
更
替
的
興
廢
現
象
︵
註
八
︶

。

其
中
二
里
頭
文
化
三
、
四
期
發
現
的
Ⅴ

型
、
Ⅵ
型
、
Ⅶ
型
牙
璋
，
赫
亮
地
展
示
了

牙
璋
繼
續
盛
興
發
展
所
表
明
的
二
里
頭
遺

址
作
為
夏
都
繼
續
存
在
並
發
展
的
景
觀
。

以
上
三
方
面
的
現
象
，
可
能
共
同
反

映
了
一
個
夏
史
史
實
問
題
，
即
﹁
湯
作
夏

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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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璋的流傳與分佈所反映的夏史史跡

學與思

註
釋

1. 

主
要
見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中
國
考
古
藝
術
研
究
中

心
，
︽
南
中
國
及
鄰
近
地
區
古
文
化
研
究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四
；
王
永

波
，
︽
耜
形
端
刃
器
的
分
類
與
分
期
︾
，
︽
考

古
學
報
︾
一
九
九
六
年
第
一
期
。

2. 

陳
公
哲
，
︽
香
港
考
古
發
掘
︾
，
︽
考
古
學

報
︾
一
九
五
七
年
第
四
期
，
圖
版
陸
．
八
。

3. 

福
建
博
物
院
、
漳
州
市
文
管
辦
、
漳
州
市
博
物

館
，
︽
虎
林
山
遺
址
︾
，
圖
版
一
四
，
海
潮
攝

影
藝
術
出
版
社
，
二○

○

三
。

4. 

古
方
主
編
，
︽
中
國
出
土
玉
器
全
集
．
四
川
重

慶
︾
，
科
學
出
版
社
，
二○

○

五
，
頁
七
七
。

5. 

本
文
標
注
的
新
砦
期
的
年
代
以
及
二
里
頭
文
化

一
至
四
期
的
年
代
，
依
據
以
下
兩
文
公
布
的
研

究
成
果
：
一
、
仇
士
華
、
蔡
蓮
珍
、
張
雪
蓮
，

︿
關
於
二
里
頭
文
化
的
年
代
問
題
﹀
，
︽
二
里

頭
遺
址
與
二
里
頭
文
化
研
究
︾
，
科
學
出
版

社
，
二○

○

六
。
二
、
張
雪
蓮
、
仇
士
華
、
蔡

蓮
珍
等
，
︿
新
砦—

二
里
頭—

二
里
岡
文
化
考

古
年
代
序
列
的
建
立
與
完
善
﹀
，
︽
考
古
︾
二

○
○

七
年
第
八
期
。

6. 

劉
雲
輝
，
︿
陝
西
出
土
的
古
代
玉
器
．
夏
商
周

篇
﹀
，
︽
四
川
文
物
︾
二○

○

八
年
第
五
期
，

頁
五
四
，
圖
二
；
陝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院
、
商

洛
市
博
物
館
編
著
，
︽
商
洛
東
龍
山
︾
圖
版

七
六
．
二
，
科
學
出
版
社
，
二○

一
一
。

7. 

王
洪
明
，
︽
山
東
省
海
陽
縣
史
前
遺
址
調

查
︾
，
︽
考
古
︾
一
九
八
五
年
第
一
二
期
；

山
東
省
博
物
館
于
秋
偉
、
趙
文
俊
，
︽
山
東

沂
南
縣
發
現
一
組
玉
、
石
器
︾
，
︽
考
古
︾

一
九
九
八
年
第
三
期
。

8. 

許
宏
等
，
︿
二
里
頭
遺
址
聚
落
形
態
的
初
步
考

察
﹀
，
︽
考
古
︾
二○

○

四
年
第
一
一
期
；

許
宏
，
︿
二
里
頭
一
號
宮
殿
基
址
使
用
年
代

芻
議
﹀
，
︽
二
里
頭
遺
址
與
二
里
頭
文
化
研

究
︾
，
科
學
出
版
社
，
二○

○

六
。

湯
作
夏
社
，
史
有
明
確
記
載
。
如

︽
史
記
．
殷
本
紀
︾
：
﹁
湯
既
勝
夏
，
欲

遷
其
社
，
不
可
，
作
夏
社
。
﹂ 

夏
社
問
題
，
在
以
文
獻
為
主
要
素
材

的
傳
統
史
學
中
的
探
索
，
已
成
為
歷
史
懸

案
，
但
我
們
從
考
古
學
角
度
對
牙
璋
的
研

究
而
看
到
了
一
點
線
索
。

對
﹁
夏
社
﹂
的
理
解
，
可
能
不
應
僅

僅
是
作
為
一
處
社
稷
建
築
來
看
待
，
更
不

能
作
為
一
篇
︽
夏
社
︾
來
簡
單
理
解
，
而

可
能
是
保
留
了
包
括
夏
社
在
內
的
原
來
的

夏
都
。
是
商
王
湯
所
施
略
的
對
戰
敗
的
夏

人
採
取
的
一
種
寬
大
懷
柔
的
政
策
。

所
以
，
︽
呂
氏
春
秋
．
慎
大
覽
．

慎
大
︾
記
載
了
：
﹁
湯
立
為
天
子
，
夏
民

大
說
，
如
得
慈
親
，
朝
不
易
位
，
農
不
去

疇
，
商
不
變
肆
，
親

如
夏
﹂
。
周
承
殷

制
，
後
來
武
王
伐
紂
滅
商
後
，
對
戰
敗
的

商
人
也
採
取
了
寬
大
懷
柔
的
政
策
，
但
方

式
有
所
改
變
。

二
里
頭
遺
址
三
、
四
期
牙
璋
的
繼
續

發
展
與
流
行
，
宮
城
、
宮
殿
等
大
型
建
築

的
增
建
等
反
映
的
二
里
頭
文
化
在
三
、
四

期
的
繁
榮
景
象
，
以
及
其
所
處
的
年
代
，

表
明
二
里
頭
遺
址
三
、
四
期
可
能
是
作
為

夏
都
的
延
續
，
可
能
是
為
夏
社
，
是
湯
作

夏
社
使
然
。

二
里
頭
遺
址
三
、
四
期
牙
璋
的
質
地

與
形
制
特
徵
，
以
及
Ⅰ
型
至
Ⅸ
型
牙
璋
在

中
原
以
外
地
區
的
分
佈
情
況
，
應
是
表
現

了
湯
作
夏
社
前
後
牙
璋
的
發
展
、
以
及
流

傳
所
反
映
的
夏
史
的
某
些
史
跡
。

如
二
里
頭
遺
址
三
、
四
期
的
牙
璋
，

在
形
制
方
面
有
了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
但
質

地
較
差
，
大
都
是
石
牙
璋
。
這
種
以
石
代

玉
現
象
實
際
上
是
夏
社
的
恥
辱
。
二
里
頭

遺
址
三
、
四
期
牙
璋
的
形
制
發
展
了
，
但

質
地
很
差
，
表
現
的
應
是
夏
都
之
後
作
為

夏
社
的
一
種
虛
假
繁
榮
景
象
。

又
如
石
峁
一
帶
的
I
型
、
Ⅱ
型
、
Ⅳ

型
牙
璋
，
大
概
是
湯
作
夏
社
之
前
，
伴
隨

著
夏
部
族
的
敗
師
逃
竄
西
北
而
傳
播
到
那

裡
的
；
山
東
東
部
牙
璋
的
出
現
可
能
是
夏

王
朝
之
後
部
分
夏
人
東
遷
的
結
果
。
所
以

在
這
兩
個
地
區
出
現
的
牙
璋
大
都
屬
二
里

頭
文
化
三
期
之
前
的
形
式
。
這
些
牙
璋
在

這
兩
個
地
區
的
出
現
，
還
表
明
這
兩
個
區

域
在
夏
王
朝
時
期
可
能
與
夏
部
族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係
。

而
成
都
平
原
的
月
亮
灣
、
三
星
堆
以

及
金
沙
大
批
形
制
新
穎
的
牙
璋
的
出
現
，

可
能
是
夏
社
被
廢
黜
之
後
，
夏
部
族
的
一

支
輾
轉
西
遷
的
結
果
，
所
以
在
成
都
平
原

出
現
的
牙
璋
大
都
屬
後
期
的
形
式
。
這
大

概
是
傳
統
史
學
中
﹁
禹
出
西
羌
﹂
傳
說
的

史
實
背
景
。

至
於
其
他
地
區
發
現
的
各
種
型
式
的

玉
石
牙
璋
，
也
都
可
能
與
夏
部
族
在
夏
王

朝
之
後
或
夏
社
被
廢
黜
之
後
四
處
流
竄
的

史
跡
有
關
。

如
湖
南
石
門
桅
崗
一
號
墓
出
土
了

Ⅱ
型
牙
璋
︵
見
圖
十
七
︶
，
其
製
作
年
代

較
早
，
但
與
其
共
存
的
有
製
作
於
二
里
頭

文
化
四
期
的
菱
形
網
格
紋
玉
器
。
︵
見
圖

十
八
︶
這
兩
件
玉
器
製
作
於
兩
個
時
期
，

卻
在
長
江
以
南
的
湖
南
石
門
共
存
，
表
明

他
們
是
在
二
里
頭
文
化
四
期
之
後
，
即
夏

社
被
廢
黜
之
後
一
起
由
中
原
地
區
傳
出
去

的
。

又
如
福
建
漳
州
虎
林
山
一
九
號
墓

出
土
的
石
牙
璋
︵
見
圖
六
︶
，
一
同
隨
葬

的
還
有
銅
鈴
，
銅
鈴
的
形
制
與
二
里
頭
遺

址
四
期
銅
鈴
相
同
，
只
是
銅
鈴
的
器
壁
較

薄
，
鈴
舌
為
木
質
︵
圖
二
一
︶
，
可
能
是

二
里
頭
文
化
四
期
銅
鈴
中
較
晚
的
形
制
以

及
後
配
的
木
質
鈴
舌
。
表
明
福
建
沿
海
一

帶
的
牙
璋
是
在
二
里
頭
文
化
四
期
之
後
，

即
在
夏
社
被
廢
黜
之
後
由
中
原
地
區
傳
出

去
的
。
在
漳
州
虎
林
山
遺
址
還
出
土
了
一

批
形
制
較
為
原
始
的
銅
戈
、
玉
石
戈
，
與

牙
璋
、
銅
鈴
一
起
，
反
映
了
夏
遺
民
的
文

化
特
徵
。

至
於
廣
東
沿
海
與
香
港
一
帶
以
及

越
南
北
部
的
牙
璋
，
有
Ⅴ
型
與
Ⅶ
型
牙

璋
，
即
二
里
頭
文
化
三
、
四
期
的
牙
璋
，

他
們
也
應
是
在
二
里
頭
文
化
四
期
之
後
，

即
在
夏
社
被
廢
黜
之
後
由
中
原
地
區
傳
出

去
的
。
只
不
過
是
傳
播
路
線
可
能
有
所
區

別
。
福
建
、
廣
東
沿
海
及
香
港
一
帶
的
牙

璋
，
可
能
與
湖
北
、
湖
南
的
牙
璋
有
關
，

可
能
是
通
過
中
南
地
區
傳
播
過
去
的
；
而

越
南
北
部
的
牙
璋
則
可
能
與
成
都
平
原
的

月
亮
灣
、
三
星
堆
牙
璋
有
更
多
的
聯
繫
，

可
能
是
通
過
西
南
地
區
傳
播
過
去
的
。
這

些
地
區
的
牙
璋
，
有
的
形
制
有
所
異
化
，

可
能
是
在
當
地
仿
製
或
改
制
的
。

牙
璋
的
分
佈
狀
況
︵
見
圖
十
七
︶
，

可
以
說
是
夏
部
族
活
動
以
及
夏
遺
民
流
闖

四
方
而
留
下
的
重
要
證
據
。

作
者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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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社
會
科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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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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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圖二一　銅鈴與鈴舌　虎林山19號墓出土　引自《虎林山遺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