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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走进古遗址系列报道

今天我们要带同学们一

起去看的古遗址在山西，叫师

村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

县西南15公里，地处中条山

北麓青龙河故道的河曲地

带。2019年启动发掘以来，

考古队员在这里发现了距今

6000年的石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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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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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6月起，考

古队对师村遗址进行

调查与发掘。当时发

现了首枚石雕蚕蛹。

这枚石雕蚕蛹位于一

个灰坑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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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证实

其距今约6000年，是我

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

的石雕蚕蛹形象。此

后，随着发掘的继续，

遗址内又陆续发现了

多枚石雕、陶雕蚕蛹。

2023 年公布的成

果中，考古团队再次发

现了 2 枚距今 6000 余

年的仰韶文化早期的

石制蚕茧。专家介绍，

2019 年以来，在师村

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

了很多“石球”，初步

判断为先民狩猎时制

作和使用的弹丸类器

物。2022 年度，考古

团队还发现了很多呈

馒头状但形态很小的

“石球”，其形制和蚕

卵极其相似。他们分

析，这些形如蚕卵的

“石球”很可能是当时

人们对蚕的生命充满

兴趣和崇敬，有意加工

制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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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如何确

认这一枚小小的石刻

就是蚕蛹呢？最初，

在发现这种类似蚕蛹

形态的遗物后，考古

队员也感到很困惑。

根据遗物的形态，他

们猜测，这可能是昆

虫蛹。之后，考古队

员们又将它拿给山西

省蚕桑研究所的专家

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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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经过仔细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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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

作者们合作，对师村

遗址的土壤做了孢粉

分析。根据这次研究

的数据，他们在土壤

中发现了一定比例的

桑科花粉，由此判断，

这成为蚕能够生存的

重要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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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掌握了养蚕技术。

仰韶文化的研究

一直是史前考古的热

点问题。师村遗址进

一步丰富了仰韶文化

发展的内涵。在师村

遗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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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师村已经是仰

韶时代早期的一处重

要聚落遗址，还原了黄

河中游仰韶早期先民

的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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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杵等收割与

加工谷物的工具。可

见，当时农业已有了初

步发展。而石球等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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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边上过着

自给自足的生活。

考古人员在师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考古人员发掘出的距今
6000年的石雕蚕蛹。

师村遗址出土的石制蚕茧。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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