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贝冢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治10年（1877年）爱德华•西尔维斯特•莫尔斯（

Edward Sylvester Morse）发现并挖掘东京都大森贝冢开始，而里滨贝冢的研究

历史也很悠久，明治时代(1868～1912)末期已闻名于全国。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用

骨角制作的渔具和用珍贵鹿角制作的腰饰，Neil Gordon Munro的《Prehistoric 

Japan(先史时代的日本)》和岸上镰吉的《Prehistoric fishing in Japan(日本

先史时代的渔业活动)》中都有介绍。

　　大正7、8年（1918、1919年），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的松本彦七郎、医学部

的长谷川言人等人对里滨贝冢进行了首次学术考察。他们进行的层位式挖掘考察

，奠定了土器型式编年研究的基础，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绳文人骨，从日本人论

和古环境分析等现代角度进行了优秀的考察研究。

　　此后，以加藤孝、后藤胜彦为中心的宫戸岛遗址考察会以及藤沼邦彦、冈村

道雄等人的东北历史资料馆(现东北历史博物馆)对里滨贝冢持续地进行考察，在

土器编年和骨角器的研究方面以及复原绳文时代人类的生计和饮食生活等方面取

得了很多的成果。

松本彦七郎博士 松本博士发表出土情况的速写(《现代之科学》7-2)

寺下围地点人骨出土状况
(昭和31年(1956年)，《特别名胜松岛》)

梨木地点的考察(昭和36年(1961年)，后藤胜彦先生提供)

考察年度 主要考察人员 考察地区

里滨贝冢的主要研究历史

东北历史资料馆对西畑地点的考察
(昭和54～59年)（1979～1984年）

由宫户岛遗址考察会对台围地点进行考察
(昭和30年(1955年)，斋藤良治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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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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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文时代后期和晚期，骨角制渔具和装饰品

绳文晚期，垃圾的最小单位《悉皆样品》
动物尸体分析《绳文人的生计和饮食生活的复原》

丰富的骨角制渔具和装饰品《国家重要文化遗产》

绳文时代晚期的制盐遗迹

绳文时代前、中期

绳文时代前期

绳文时代晚期～弥生时代中期的制盐遗迹
绳文时代前、后期的泥炭层《植被复原、绳文时代前期的
栗子林》
绳文时代中、后期的海啸痕迹?

绳文时代后期～弥生时代的贝壳层
古代的竖穴式住宅遗迹，制盐陶器
中近世之墓

古代的贝壳层

绳文时代后期的贝壳层，晚期的集体墓穴(绳文人骨3具)

绳文时代中期的贝壳层、晚期居住区域《竖穴住宅遗迹》

绳文时代晚期的贝壳层

绳文时代晚期、弥生，集体墓穴《绳文人骨21具》

绳文时代中期，骨角制渔具

绳文时代后期，绳文人骨(无头•复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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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学术发掘
集体墓穴《绳文人骨的发掘(14坪18具)》
层位式发掘《土器型式编年研究的基础》
动物尸体分析《古环境的复原》

畑中地点

梨木地点

袖洼地点

里滨贝冢的研究历史里滨贝冢的研究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