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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先土器）时代　公元前23000年～11000年

23000年 出现了市川最古老的遗迹（国府台6丁
目新山遗迹）。

绳文时代　公元前11000年～500年

7500年 市川最古老的绳文土器被人们使用。

5000年 出现市川最古老的贝冢。

4000年 海水侵蚀陆地迎来顶峰期，这段时间前
后在市内各处形成贝冢。

3000年 开始形成市川沙洲。

2800年～500年 出现姥山、曾谷、堀之内等马蹄形贝冢。

弥生、古坟时代　公元前500年～公元600年

500年左右 在市川开始种植稻米。

公元500年 在国府台、市川沙洲建造了古坟群。

飞鸟、奈良、平安时代　600年左右～1185年

600年代末 建立下总国府。

710～30年 山部赤人和高桥虫麻吕吟诵手儿奈之歌。

741年 下达修建国分寺的命令。

900～1000 下总国分寺、尼寺的规模缩小。

　市川市自古以来就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环境十分
适合人类居住。因此从公元前约23,000年开始就有人居
住在此地，经过各种各样的时代，直至今日。作为这一悠
久历史留下的记忆，市内发现了大量遗址，其中5个被国
家指定的历史遗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存在。
　绳文时代的市川市内的贝冢的分布密度极高，是日本屈
指可数的贝冢密集地区，确认存在的贝冢达到55个。姥
山贝冢、曾谷贝冢、堀之内贝冢是市川市有代表性的马蹄
形贝冢，遗迹和研究的成果为日本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贡

献。
　市川市是关东地区屈指可数的交通枢纽，连接利根川下
游江户川和东京湾的水上交通，以及东京湾岸的陆地交通
在此汇合。
　因此，从飞鸟时代到奈良时代，在可以看到江户川和东
京湾的国府台中设置了执行下总国政务的国厅，并在其东
部的国分台修建了国分（僧）寺和尼寺。国分（僧）寺和
尼寺被指定为国家的历史遗迹，从中可以窥见古代国家所
拥有的实力。

▲堀之内贝冢

▲姥山贝冢

▲曾谷贝冢

封面土器照片拍摄：小川忠博

▲下总国分寺遗址
　附北下瓦窑遗址

▲下总国分
　尼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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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年代、规模　姥山贝冢是绳文时代中、后期（公
元前约2800～1000年）海拔约22～24m的高地中、的村落
遗址。贝冢的贝层呈字母 “C” 字形分布，大小为外径东西
约130m、南北约120m。构成贝层的贝类主要是产自海水
的蛤蜊。几乎不含有市内贝冢中常见的炼珠虫昌螺。

竖穴建筑物遗址和绳文人骨　在过去的挖掘中发现了30个以
上的竖穴建筑物，140具以上的人骨。人骨为了解绳文人的
平均身高和平均寿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1926年在A
地点的挖掘中，在日本首次发现了完整形状的竖穴建筑物遗

址（住居遗址），闻名全国。在这一挖掘中，从建筑物遗址的地面
上发现了2名成人男性、2名成人女性、1名儿童，而合计5具人骨，
围绕其死因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争论。

日本最早的碳年代测定　日本首次通过放射性碳进行年代测定也是
在这一贝冢。1948年对从D地点出土的碳材料进行年代测定后发
现，其为约4500年前的产物。这一测定给当时的考古学界带来了
冲击，并且引发了围绕绳文时代的年代观的争论。

日本最早的遗迹航空照片　日本首次尝试从上空拍摄遗迹也是在这
一贝冢。1926年下志津陆军飞行学校拍摄的航空照片上可以明显
看到在高地上巨大面积的田地中，雪白的贝壳呈环形分布的样子（照
片右上）。

首次挖掘完整形状的
竖穴建筑物遗址 ●代表性的出土遗物

▲首次拍摄的航空照片（1926年）
照片收藏：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

▲以完整形状被挖掘的竖穴建筑物遗址（1926年）
照片收藏：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

▲发现5具人骨的竖穴建筑物遗址（1926年）
照片收藏：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

▲姥山贝冢和指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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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山贝冢

姥山贝冢
　地　　址　柏井町1-1212等　　指定日期　1967.8.17
　指定面积　22,772.81㎡
　交　　通　�从JR武藏野线船桥法典站乘坐巴士在 “姥山贝

冢公园” 下车
　　　　　　步行5分钟；从武藏野线船桥法典站步行15分钟
　参　　观　作为姥山贝冢公园向公众开放

▲从C地点出土的绳文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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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出土遗物

▲E地点的挖掘场景

▲在D、E地点出土的绳文土器（中央为曾谷式）

▲密鳞牡蛎制作的贝环未成品

▲E地点出土的粪石

▲曾谷贝冢和指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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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谷贝冢
　地　　址　曾谷2-15�等�
　指定日期　1979.12.22��2009.7.23追加指定��2016.3.1追加指定
　指定面积　50,216.87㎡
　交　　通　从JR总武线本八幡站乘坐巴士在 “曾谷” 下车步行10分钟
　参　　观　自由

曾谷贝冢

日本最大级别的
马蹄形贝冢
地理位置、年代、规模　曾谷贝冢是位于海拔约20～25m的高地中是绳
文时代后期（公元前约2000～1000年）的村落遗址。贝冢的贝层呈字母

“U” 字形分布，大小为外径东西约210m、南北约240m。是日本最大规
模的中央呈洼地的单独马蹄形贝冢。

曾谷式土器　本贝冢还以绳文时代后期的曾谷式土器标准的遗迹而闻名。

1936年考古学家山内清男先生挖掘本贝冢时，出土的土器的形状和花纹
与在此之前人们所知的绳文土器不同，因此命名为曾谷式土器，将其作为
不同年代的土器的代表。

密鳞牡蛎的贝环　从D地点的小竖穴中出土了大量
密鳞牡蛎的贝壳和贝环的未成品。日本全国缺少与
密鳞牡蛎的贝环生产相关的资料，所以这些贝环生
产被人瞩目。

粪石　本贝冢还因为粪石聚集在一起出土，成为粪
石的研究史的对象。从粪石或许能够研究当时人类
或狗的营养状态、健康状态、遗迹周边的环境等。
捕鱼工具和狩猎工具    出土了大量的捕鱼工具，这
些是装在棒尖上刺穿鱼类的鱼叉状刺穿工具。当时
的人们在从内湾到河口的广阔范围中进行捕鱼活
动。出土的狩猎工具是黑矅石和燧石制造的石镞，
燧石制造的稍多。



5

▲全身骨骼保存完好的埋葬人骨（1904年）
（摘自《贝冢丛话》，《考古界》8-5）

▲炼珠虫昌螺的贝层　　照片收藏：明治大学博物馆

▲金乌贼的甲壳　　照片收藏：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

▲堀之内贝冢和指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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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之内贝冢
　地　　址　堀之内2-15�
　指定日期　1964.7.6��1967.6.22追加指定��1972.2.3追加指定
　指定面积　26,789.85㎡
　交　　通　�从JR总武线市川站乘坐巴士在“ 博物馆入口” 下车

步行10分钟；从北总线北国分站步行10分钟
　停 车 场　有（历史博物馆旁边）
　参　　观　作为堀之内贝冢向公众开放

堀之内贝冢堀之内式土器的
模式遗迹
地理位置、年代、规模　堀之内贝冢海拔约22～23m，是绳文时代后、晚期（公
元前约2000～500年）的村落遗址。贝冢的贝层呈字母 “U” 字形分布，大小为
外径东西约225m、南北约120m。中央的细长形广场的海拔最高，贝层以海拔
约10～20m的高地斜面为中心分布。

竖穴建筑物遗址和绳文人骨　因为1904年东京人类学会的工作人员挖掘了本贝
冢，这一贝冢而被全日本人们所知。挖掘的第二天，在日本还首次发现了全身
骨骼保存完好的埋葬人骨。在至今为止的挖掘中发现了6个竖穴建筑物遗址、13
具人骨。竖穴建筑物遗址的数量非常少，可以推测贝层下的挖掘可能不够充分。
堀之内土器    本贝冢以绳文时代后期的堀之内式土器标准的遗迹而闻名。堀之
内式土器以关东地区为中心，还分布于邻接的地区。

贝冢的贝类和乌贼　关于构成贝冢的贝类，后期前半主要
是蛤蜊和炼珠虫昌螺，晚期主要是蛤蜊和青蛤，这表示海
岸线的后退引起了环境变化。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了金乌贼
和拟目乌贼等大量乌贼。从春季到初夏，为了产卵而靠近
浅水滩的乌贼被人们捕捉。

与道免谷津遗迹的关系　在修理东京外围环形道路的同
时，位于本贝冢南侧的道免谷津遗迹被挖掘，在高地正下
方的低地上发现了木架的遗迹和大量的日本七叶树的果
实。这一木架的遗迹被认为是堀之内贝冢的绳文人，用于
去掉日本七叶树果实的涩味和为其加工的设施。

▲符合堀之内式土器标准的土器（个人收藏）
图片提供：东京国立博物馆

Image: TNM Image Archives Archives

●代表性的出土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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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遗址塔遗址

讲堂遗址

寺院用地区划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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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衆院跡？

苑

苑遗址？
造寺所跡

造寺所遗址
讲师院遗址

僧坊跡

大衆院跡

↑●

史迹指定范围

北下瓦窑遗址

北下遗迹

下总国分（僧）寺遗址

下总国分尼寺遗址

下总国分（僧）寺遗址、尼寺遗址

0 500m▲伽蓝用地区划东边围墙、沟渠遗址

▲伽蓝用地区划东边沟渠

▲从寺院用地东边沟渠出土的
二彩陶器小壶

尼寺

▲表示尼寺的墨书土器

▲表示僧？尼？的人面和苑的墨书土器
洼苑

下总国分尼寺遗址
　地　　址　国分4-17-1�等
　指定日期　1967.12.27��1989.3.29追加指定
　　　　　　2002.9.20追加指定
　指定面积　6,615.49㎡
　交　　通　从JR总武线市川站乘坐巴士在 “国分” 下车步行10分钟
　参　　观　作为国分尼寺遗址公园向公众开放

下总国分尼寺遗址

国家建筑工程
国分寺的修建　古代的国家通过佛教祈祷国泰民安。

735年、737年发生了天花和饥荒，为此圣武天皇于

741年命令各国修建由僧寺和尼寺构成的国分寺。下
总国分寺是位于市川市国分台的南端，僧寺和尼寺呈
东西排列修建的。还出土了将僧寺记载为东寺的墨书
遗址。此外，在国家历史遗迹中，将僧寺称为国分寺。
第6页的标题是历史遗迹的名称。

通过挖掘确认的设施　下总国僧寺、尼寺的挖掘始
于1932年。通过该挖掘得知寺院的位置，在1966～

1967年的挖掘中，在僧寺确认了金堂（安置主佛的
建筑物）、讲堂（僧侣学经的建筑物）、七重塔（高
约60m）的遗址，在尼寺确认了金堂和讲堂的遗址。
尼寺中没有修建塔。僧寺的堂和塔的配置与奈良县的
法隆寺类似，被称为法隆寺式的配置，但是与法隆寺
并没有关系。
　此后，确认僧寺用沟渠区划了寺院用地（寺的占
用土地），其范围为南北最大约340m、东西最大约

330m，还确认了僧坊（僧侣的居住处）、大众院（寺
院的事务所）、讲师院（被称为讲师的高位僧侣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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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遗址塔遗址

讲堂遗址

寺院用地区划沟渠
金堂跡

講堂跡

寺院用地区划沟渠遗址

尼坊遗址？
伽
蓝
用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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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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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衆院跡？

苑

苑遗址？
造寺所跡

造寺所遗址
讲师院遗址

僧坊跡

大衆院跡

↑●

史迹指定范围

北下瓦窑遗址

北下遗迹

下总国分（僧）寺遗址

下总国分尼寺遗址

下总国分（僧）寺遗址、尼寺遗址

0 500m

0 20m 
僧坊遗址

大众院遗址

区划沟渠遗址

▲E地点出土的粪石

▲北下瓦窑遗址　　照片收藏：千叶县教育委员会

▲表示僧寺和大众院的墨书土器

大院（大众院）东寺

▲屋顶的屋檐上铺设的宝相华文的瓦片
　�这一花纹的瓦片在各国的国分寺当中
也是非常罕见的

▲记载瓦工名字的瓦片

荒人

下总国分寺遗址附北下瓦窑遗址

下总国分寺遗址附北下瓦窑遗址
　地　　址　国分3-20-1�等
　指定日期　1967.12.27��2002.9.20追加指定��2010.8.5追加指定
　指定面积　21,336.85㎡
　交　　通　从JR总武线市川站乘坐巴士在“ 国分” 下车步行5分钟
　停 车 场　有参拜者用停车场
　参　　观　自由

的设施）、造寺所（构成修建和维修中心的设施）等。
尼寺的寺院用地为南北最大约340m、东西最大约

430m，确认了区划伽蓝地（金、讲堂、尼坊等中心
设施的场所）的围墙和沟渠，估计还有尼坊、大众院
和苑（菜园或花园）。
　在修建东京外围环形道路的同时，在2002～2016
年的挖掘中，在僧寺东侧确认了北下遗迹。在北下遗
迹的高地和斜面制作了修建及维修国分寺时使用的屋
顶瓦片和梵钟等。确认了两座当时修建的瓦窑，将其
命名为北下瓦窑。在北下瓦窑中炼出的瓦片还供给国
厅（构成国府中心的设施）。

建立的背景　修建国分寺时，还为国厅铺设瓦片，在
其他多国也可以看到这件事。此外，在这一时期的京
城，平城宫焕然一新，开始建造东大寺。在这一时期
修建的国分寺不仅是为了祈祷国泰民安，还可以向各
国宣示国家的威信。国家通过这些新的建筑物，以期
向京城和地方都显示其威信。高达60m的僧寺七重
塔正是其象征。
　国分寺的建造是事关国家威信的一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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