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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田怡）是
否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连接软管
是否超过2米？是否使用三通？是
否使用正规厂家的液化气罐……6月
29日，记者从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
街道了解到，连日来，牛市口街道已
陆续开展夏季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通过深入宣传、成立燃气检查组

拉网排查，对辖区涉燃单位进行检
查，防患于未然。

牛市口街道在辖区生活广场、商
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燃气使用安全
宣传活动，向居民发放宣传资料800
余份，在辖区各小区院落张贴宣传海
报570余张，深入600余家餐饮服务
经营单位，现场解读《安全生产法》《成

都市餐饮经营单位燃气安全检查细
则》等法规文件，指导、督促其按照餐
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要求开展用火、
用电、用气的消防安全自查自改。

此外，街道还成立了燃气检查组，
采取明查和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对照
检查指导标准对使用天然气和液化气
的餐饮场所、商铺等进行拉网式排

查。重点检查经营场所是否合法经
营、是否取得相关证件、是否具有燃气
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措施、是否
定期定时检查燃气使用情况等。

截至目前，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街
道共排查餐饮经营单位675家，依法
下达《督促限期整改通知书》93份，整
治燃气安全隐患128处。

近百年后
运城盆地再次发现石雕蚕蛹

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组织的发掘
有一项重要发现：半枚碳化的蚕茧。他
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
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
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那割的
部分是极平直……当着我最初发现它
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
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找到第二个。”

这枚蚕茧极其珍贵，目前保存在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恒温室内，仅在李
济诞辰时短暂对外展示。此后近百
年，运城盆地内再没发现过史前蚕的
踪迹。

2019年，在夏县师村遗址的考古
发掘工作中，线索出现了。当年 6月
起，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
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等单位联合
对师村遗址进行调查与发掘。段天璟
说，2019 年，师村遗址发现了首枚石
雕蚕蛹。

这枚石雕蚕蛹被发现于一灰坑内，
形状大小如枣核、浅褐色，螺旋状的花
纹简洁地勾勒出蛹的头、腹和尾部，形
态逼真、造型精美、引人瞩目。根据类
型学比对和测年结果，它最终被证实为
距今约6000年，成为我国目前发现的
年代最早的蚕蛹形象。此后，随着发掘
的继续，遗址内又陆续发现了5枚石雕、
陶雕蚕蛹。

6000年前
先民或已开始养蚕缫丝

师村遗址石雕蚕蛹的发现，为解答
百年前半颗蚕茧留下的谜团提供了新
线索。“石雕蚕蛹的出土，为1926年李
济发掘的半颗蚕茧提供了例证，时间上
早了大约500年。”段天璟说。

考古学家如何确认这一枚小小的
石刻是蚕蛹？段天璟解释说，在发现这
种类似蚕蛹形态的遗物时，他们也很困
惑，根据遗物形态，猜测可能是昆虫
蛹。之后，考古队员们将它送到山西省
蚕桑研究所，该所的专家认为，这与蚕
蛹形态非常相似。

随着发掘的持续展开，石雕、陶制
的蛹形器不断出现，学者们经过仔细观
察，初步达成了共识——这些古代遗存
应该与蚕蛹有关。

更进一步的认定则借助了科学的
手法。2021年，吉林大学与中国科学院
环境研究学者进行合作，对师村遗址的
土壤做了孢粉分析。根据这次研究回
传的数据，研究人员在土壤中发现了一
定比例的桑科花粉。“从这个角度来看，
花粉具有一定的数量，我们判断，这成
为蚕能够生存的重要条件。”段天璟说，
这意味着在距今6000年以前，黄河中

游的先民们崇尚桑蚕，很可能掌握了养
蚕技术，为人们探索后世丝绸之路上最
重要的商品——丝绸的起源提供了重
要的实物资料。

当然，考古学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
能：在远古时期，昆虫蛹是人类补充蛋
白质的一种渠道，蚕蛹也可能作为人们
的一种食物出现。

考古发现
还原仰韶早期先民的生活图景

仰韶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史前考古
的热点。师村遗址——这处仰韶时代
早期聚落的发现，又进一步丰富了仰韶
文化发展的内涵。

俯瞰师村遗址，大大小小的探方
像一只只眼睛，从遥远的时光中望
来。在考古发掘团队的努力下，2019
年共发掘了 5米×5米的探方 50个，
2020年发掘了同样规格的探方57个，

2021年再次发掘了70个。
考古队员对这些探方进行清理后，

除了石雕、陶制蚕蛹等遗物的出土，还
发现了重要的夯土遗存。这些遗迹展
现出当时的师村已是仰韶时代早期的
一处重要聚落遗址，未来将还原黄河中
游仰韶早期先民的生活图景。

值得一提的是，在师村遗址，另一
个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夯土。据介绍，该
遗址仰韶早期聚落被两面土围墙环绕，
墙有外侧、台基等附属设施，围墙和台
基外围有环壕。围墙内有房址和陶窑，
围墙内外发现有墓葬和大量灰坑。

考古队员发现，围墙形制规整，存
在基槽，为人工挖槽填筑而成。值得一
提的是，研究团队发现，被命名为“Q2”
的围墙遗迹，夯土最多有30多层，为分
段施工逐层夯实而成。这是黄河流域
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夯土，对研究我国
夯土工艺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古环境分析显示，仰韶时代早
期师村遗址的植被类型为森林草原，气
候温暖湿润。遗址出土了蚌镰、石臼、
石杵等收割和加工谷物的工具，可见当
时农业已有了初步发展。而出土石球
等遗物表明，狩猎采集或为生活物资的
补充。

在这里生活的先民们，在6000年
前就已筑墙，并在聚落内进行了功能分
区，或许加工谷物、养殖桑蚕，自给自
足，在黄河边上过着丰饶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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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流黄河东转之处，
运城盆地卧在山峦之中。
这里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
的核心区域之一。故事从
1926年说起，那一年，被称
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
济在山西运城市夏县西阴
村遗址的发掘，成为中国
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由中
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

近百年来，中国考古
学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
西阴村不远处的师村，考
古队员又有了新发现。

师村遗址位于夏县
西南15公里处，地处中条
山北麓青龙河故道的河曲
地带。俯瞰遗址，规整、恢
弘。2019年-2021年，吉
林大学考古学院在国家文
物局和山西省文物局的指
导和支持下，在此发掘了
总面积4626平方米，发现
了距今6000年以上的石
雕、陶制蚕蛹、夯土遗存等
重要遗存，并证实这是晋
南发现的内涵最丰富的仰
韶早期聚落遗址。

“6000年前，黄河中
游的先民们很可能掌握
了养蚕技术。”6月初，在
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考古中国”报道组记
者采访时，吉林大学考古
学院教授、师村遗址发掘
负责人段天璟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戴竺芯 实习生 粟雪晴

走进山西运城市夏县师村遗址

从6000多年前石雕蚕蛹探寻仰韶先民生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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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村遗址发现的石制和陶制蚕蛹。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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