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木桥遗址 

居木桥遗址位于东京都品川区大崎 2 丁目附近，

主要保存了距今约 5000 年前的贝冢。该遗址位于向

着目黑川微微隆起的海拔 15-20 米台地上。 

从贝冢我们能知道什么 

贝冢为人们丢弃采集食用后的贝壳所堆积形成

的地方，除了贝壳之外，还有鸟禽野兽的骨骸、海龟

等爬虫类的骨骸、鱼骨和鱼齿、生活道具等物。居木

桥遗址的贝冢出土了以下文物。 

贝类：红皱岩螺、凤螺、毛蚶、泥蚶、牡蛎、文蛤、

竹蛏、日本镜文蛤、左旋壳蜗牛 

兽骨：梅花鹿、野猪 

陶器：绳文陶器 

石器：石斧、石箭镞、浮岩浮标、石制装饰品 

贝壳中文蛤和泥蚶最多。现在只有九州岛以南的

温暖海域可采集到泥蚶，可见当时的气候比现在还要

温暖。我们可以通过诸如此类的观察，从贝冢出土的

贝壳、动植物种类来了解环境和地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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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木桥遗址 

▲居木桥遗址出土的绳文陶器

▲绳文陶器出土状况



绳文时代 

绳文时代起源于大约公元前 13000 年，食物的主

要来源是狩猎和采集。此时期人们使用的陶器上有绳

索纹样（绳文），故称为“绳文时代”。 

《大森贝冢》是爱德华・西尔维斯特・莫尔斯

（Edward Sylvester Morse）在 1877 年发掘大森贝

冢后，于1879年刊发的发掘调查报告书。“绳文陶器”

的英文名称在《大森贝冢》中首次出现。1886 年，白

井光太郎将其翻译为“绳文陶器”。 

由对绳文陶器形状的研究，可将绳文时期大致分

为以下 6个时期。

草创期：约公元前 13000 年到公元前 7500 年 

早 期：约公元前 7500 年到公元前 4000 年 

前 期：约公元前 4000 年到公元前 3000 年 

中 期：约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 

后 期：约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000 年 

晚 期：约公元前 1000 年到公元前 100 年 

绳文陶器是将黏土拉伸成泥条后盘筑制成。初期

的陶器底部呈细长尖形、瓶口宽大，之后随着不同地

区和时期发展出不同的纹样，甚至有以竹子或贝壳压

上图案的陶器。 

品川区的主要遗址

①池田山北遗址 ②桐谷遗址 ③居木桥遗址 ④御殿山遗址 ⑤仙台坂遗址

⑥大井金子山横穴墓群 ⑦大井鹿岛遗址 ⑧大森贝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