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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记述的是河南省舞阳县大岗细石器地点第 层出土的石制品
,

它属于 以楔状石核为特征

的细石器技术传统
。

上顶的第 层属于新石器时代裴李 岗文化晚期
。

它的发现对研究细石器技

术传统的分布和发展
,

探讨中原细石器遗存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关系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细石器
,

裴李 岗文化
,

河南
,

大岗

地点概况与地层关系

大岗史前地点位于河南省舞阳县侯集 乡大岗村北 米处一 自然 岗地上
,

东侧为沙河

故道
,

西南距今沙河约 公里
,

地理座标为东径
“ ‘ ,

北纬
“ ‘ ,

海拔

米
,

高出地面约 米 图
。

因在 当地取土烧砖
,

原舞阳县博物馆

三门峡 郑州

子 、何
洛 、

图 河南省舞阳县大岗细石器地点地理位置 图

馆长朱帜先生于 年至 年在此发

现了大岗汉墓群和裴李岗文化遗址
,

本文

前 一 作者 闻讯后 于 年 月前 往 调

查
,

发现了在裴李 岗文化层之下的细石器

遗存
。

为了解这里细石器遗存和裴李岗文

化的性质
、

内涵及相互关系
,

河南省文物

研究所和舞 阳县博物馆于 年 任一

月和 年 月在遗址北部和南部先后

进行两次发掘
,

参加发掘的除张居 中外还

有舞阳县博物馆的朱振甫 同志 两次发掘

共挖 , 探方 个
,

探沟

条
,

共计面积 平方米
。

在第 层共发

现石制 品 件
,

第 层发现新石器时代

灰坑 个
,

出土一些细石器
、

磨制石器及

陶片等
。

收稿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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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探方地层堆积基本一致
,

发掘深度约 米
,

地层剖面从上到下可分为 层 图
,

各层岩性叙述如下
。

‘

大岗

箫箫箫

日

图 河南省舞阳县大岗细石器地点剖面示意图

顶层黄土 匀
,

顶层埋藏土 匀
,

马兰期黄土 ,,

细石器
,

裴李 岗文化陶片
,

仰韶文化陶片
,

汉代陶片

表 土层
,

黄褐色沙质粘土
,

现代农耕层
,

较松软
,

含裴李岗文化和汉代陶片及近

现代瓷片等
。

厚 一 米 汉代墓葬开 口于本层之下
。

浅黄褐色亚粘 土
,

较坚硬
,

含汉代陶片及少量裴李岗文化陶片等
。

北部厚 一

米
,

南部 一 米
。

本层之下开 口有东周墓葬
。

灰褐色粘 土
,

坚 硬粒 细
,

含裴李 岗文化陶片
、

石片及石器等
。

北部厚 一

米
,

南部 一 米
。

褐色亚粘土
,

较坚硬
,

层表有呈
“ ”

形 的小冲沟
,

层内含细石器及其他制 品
。

厚

一 米

浅黄色粉沙质亚粘土
,

质坚硬
,

不含文化遗物
。

未见底

本文仅报道第 层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初步研究结果
,

第 层的新石器 时代裴李 岗文化

遗存
,

第 层的汉代遗存及各期墓葬将另行撰文
。

文 化 遗 存

表 第 层石器分类及测 统计

山骊 时 , 叮 口口 币 城

次次次
细石核核

·

硕击击 翔左 锤击石片片 石叶叶 砸击击 刮 削 器器 尖 状 器器 修背背 磨刃刃 次品品 统 计计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 石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 石片片 石片片片片
楔楔楔状状 半锥锥锥 碧崔崔残片片 半边边 整片片片片 国头头 凸弧弧 凹弧弧 直刃刃 复刃刃 单尖尖 双尖尖尖尖尖尖

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 刃刃 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

分分类数

百百 分 比比 名名 名名 石石
,

乃乃
一

长长 度度 沸沸
,

宽宽 度度
,

乃乃乃乃

厚厚 度度 刀刀

重重 量量

角角 度度

注 长
、

宽
、

厚度单位 毫米 重量单位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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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层文化遗存全部是石制品
,

分类观察和测量标本共 件 表
。

石制 品的原材均为小型的岩块
,

原料主要是呈黑
、

灰
、

暗红色的隧石
,

脉石英次之
,

玛瑙和水晶比例较小
,

详况见表
。

表 石制品原料分类统计

骊 幽 币 幼

次次次
细石核核 锤击击 砸击击 锤击击 砸击击 石叶叶 次品品 刮削器器 尖状器器 修 磨磨 件数数 总 值值

石石石石核核 石核核 石片片 石坎坎坎坎坎坎 背 刃刃刃刃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片片片片

缝缝 石石
,

脉脉石英英英英

石石英岩岩岩岩岩

玛玛 瑙瑙

水水 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

件件 数数

石核

细石核

细石核 件
,

占石核总数的
,

分楔状和半锥状两种
。

楔状细石核
,

件
,

占细石核的
。

台 面多不做修理
,

仅少量有修理痕迹
,

最重者 克
,

最轻者 克
。

号标本 长宽厚 为
、 、

毫米
,

台 面 角
“ ,

重 克
,

是楔状细石核中个体最大的一件 图
,

标本 巧 个体较

小
,

重 克
,

是楔状细石核中个体最小的
,

有效台面部位进行过细微的修理
,

台面角

约
“ ,

图
, 。

半锥状细石核
,

件
,

占细石核的
。

原料均为隧石
。

最大者重 克
,

最小

︸一
﹃︸

吞诊工一吸﹄︺嘴,卜引
曰﹄工工一一气‘

︵石沪犷岁丁少弓昭洲即川甲压臼限名、办
,·

、

由澹遏奋

矶馨卿
,

鹦

图 大岗地点细石叶
、

石核

一 细石叶
, 、

楔状石核
, 、

砸击石核
, 、

半锥状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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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重 克
。

这类石核的台面多呈半 圆形
,

均为 自然台面
。

号标本的台面呈 马蹄

形
,

周边上翘
,

在前缘形成两个工作面
,

剥片面约 占整个核面 的 图
, 。

号标本是一件规整的半锥状细石核
,

台面略呈梯形
,

边缘微向上翘
,

工作面上分布有

条细石叶疤 图
, 。

锤击石核

锤击石核 件
,

占石核总数的
,

均 以 隧 石为 原料
,

以岩面 或石片腹 面为 台

面
,

不修理
。

其 中单台面石核 件
,

多台面石核 件
。

最大者重 克
,

最小者重

克
。

这类石核因为石料质差
,

节理发育
,

所 以工作面上很少有完整的片疤
。

砸击石核

砸击石核共 件
,

占石核总数的
,

原料全系脉石英
。

标本中一端可见砸痕者

件
,

两端均有砸痕者 件
。

最大者长宽厚为
、 、

毫米
。

最小者长宽厚仅
、

、

毫米
。

号标本两端均见砸痕
,

在本类石核中个体最大 图
, 。

个

体较小
,

长宽厚为
、 、

毫米
。

它系两端有砸痕者
,

在工作面上可观察到两个重叠 的

片疤 图
, 。

石片与石叶

锤击石片

锤击石 片 件
,

占观察测 量石制品总数的
,

石 片总数 含 石 叶
,

下 同 的

依其形态又可分为残片
、

半边石片和整片
。

残片 件
。

约 占石片总数的
。

平均厚度 毫米 半边石片 件
,

占石片总数的
,

是沿打击轴裂开仅存一半的

石片
。

整 片 件
,

占石片总数的
。

长宽厚平均值为
、 、

毫米
,

石片角
。 。

台面主要有 自然台面 岩面
、

节理面 和打击台面两类
,

修理台面的标本不见
。

本类石片尺寸较小
,

长度变异不大
,

多数标本相 当规整

砸击石 片

砸击石片 件
,

占石片总数的
。

其长宽厚平均为
、

和 毫米
。

原料

均为脉石英
。

一端石片多于两端石片
。

多数标本边缘锋利
,

少数标本边缘较钝
。

细石叶

件
,

大小变异 幅度 大
,

最大者长宽厚
、 、

毫米
,

重 克
,

最小者长宽厚
、 、

毫米
,

重 克
,

背面有一条或两条纵脊
,

断面呈三角形或梯形 图
,

一
。

石器

石器计 件
,

都是用石片做的
,

绝大多数加工细致
,

且 以向背面加工为主
,

可分为

刮削器
、

尖状器
、

修背石片和磨刃 石片等类
。

对各类石器的分别述要如后
。

,

刮削器

刮削器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
,

共 件
,

占石器总数的
。

本文在石器分类上

与传统分类稍有不同
,

着重依刃 口形态分类
,

依次可将它们分 类

圆头刮 削器 件
,

占刮削器类 的
,

包括以往文献 中所称 的圆端刮器和

拇指盖刮削器等
。

其毛坯为锤击石片
,

将其远端制成圆弧的刃 口
,

大部分标本侧边不做修

理
,

但少数标本除台面端外
,

两侧边也做了精细的修整
。 ‘

标本 系用 肉红色隧石锤击石片制成
,

器形较规整
。

长宽厚为
、 、

毫

米
,

重 克
,

刃 角
“ ,

向背面加工成刃
,

修疤排列有序
,

刃 缘呈圆弧状
,

两侧边 与



期 张居中等 河南舞阳大岗细石器地点发掘报告
·

台面端均不做修理 图
, 。

标本 原料为灰色隧石
,

长宽厚为
、 、

毫

米
,

重 克
。

石 片制成
,

向背面加工成圆弧状刃 口
,

刃 角
“ ,

右侧边和左下角曾经

过较粗糙 的修理
,

使其背部偏左形成凸棱
,

图
, 。

标本 由一锤击石片制成
。

长宽厚
、 、

毫米
,

重 克
。

同其他标本显著的 区别是通体做过细致的修理
,

器形

略呈梯形
。

刃 口 长 毫米
,

宽 一 毫米
,

刃 角
“ 。

背部遗有 条棱脊 图
, 。

缴夔缈
一

婚臀彝塾
·

恤

图 大岗地点石器
、 、

厂凸弧刃 刮削器
, 、

复刃 刮削器
, 、 、

圆头刮削器
,

直刃 刮削器
,

双尖尖状器
,

单尖尖状器
,

凹弧刃 刮削器

凸弧刃 刮削器 件
,

占刮削器的
,

本类工具的刃 口 主要见于 侧边
,

刃

缘较长
。

标本
,

原料为脉石英
,

长宽厚
、 、

毫米
,

重 克
。

两侧两面被

加工成凸弧形刃
,

左侧修理痕迹见于较凸的一面
,

右侧则为单侧错 向加工
,

刃 缘较平齐
,

刃角
。

图
, 。

这件标本在传统分类上应属两刃刮削器
。

标本
,

长宽厚为
、 、

毫米
,

重 克
。

通体可见精细 的修理痕迹
,

也是两面加工成的
,

其一面修疤

排列有序
,

呈叶形
,

很象是压制的
,

另一面的修理工作显得相对粗糙
。

修整后的背部略为

平坦
,

两侧接近平行
,

适于镶嵌成复合工具 图
, 。

标本
,

毛坯为灰色隧石
,

用石叶制成的刮 削器
,

长宽厚
、 、

毫米
,

重 克
。

系将石叶的一侧边 向背面修理

出刃 口
,

修理工作较粗糙 图
, 。

直刃刮削器 件
,

占刮削器的
,

号标本
,

呈三角形
,

长宽厚
、 、

毫米
,

重 克
。

刃 口 修疤浅平
,

长
、

宽为
、

毫米
,

刃 缘较平 齐
,

刃 角
“ 。

标本
,

长宽厚
、 、

毫米
,

重 克
,

原料 为水晶
,

毛坯为锤击 石

片
,

其远端被加工成较平直的刃 口
,

系 向背面修理而成
,

刃 缘较平齐
,

修疤细小
。

刃 角
。

图
, 。

这件标本在分类上应被归于平端 刃刮削器
。

凹 弧刃刮 削器 件
。

标本
,

长宽厚
、 、

毫米
,

重 克
。

刃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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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在毛坯一侧中部
,

刃 口修疤数重
,

近刃缘部位 的修疤更加细碎
,

刃 口 较钝
。

刃角约
“

图
, 。

复刃 刮削器 件 每件标本有两个以上的刃 口
。

均以健 石为原料
。

标本

长宽厚
、 、

毫米
,

重 克 周边修理
,

弧刃大约 占周边长的三分之二
,

直刃约 占

三分之一
,

均 为两面修理
。

刃 口 宽 一 毫米
,

刃 角平均 约
“

图
, 。

标本
,

修理部位在锤击石 片两 侧
,

单面修理
,

器形 略呈龟 背状
,

修理 精细
。

长宽厚 为
、

、

毫米
,

重 克
。

刃角平均
“

图
, 。

修背石 片

件
。

号标本
,

原料为隧石
。

长宽厚
、 、

毫米
,

重 克
。

器物背部经

琢背修理
,

刃 部不做修理
。

号标本可 以视为该类器物的半成品
,

其背部的三分之

二 已做琢背修理
。

磨刃石 片

件
。

棕红色隧 石质
,

长宽厚 为
、 、

毫米
,

重 克
。

其一侧面可见磨擦痕

迹
,

表面光滑
,

另一面仅在刃 口 可见磨痕
。

刃 角
“ 。

尖状器

件
。

可分为单尖和双尖两种
。

单尖尖状器
,

件
。

标本
,

长宽厚为
、 、

毫米
,

重 克
。

系用石片制

成
,

右侧由中部修理至尖
,

系用复向加工
。

刃部的修疤细小
。

左侧的修理仅限于尖部
,

同

另一侧刃相交生成锐尖
。

尖刃 横断面呈三角形 图
, 。

标本 长宽厚为
、

、

毫米
,

重 克
。

修理方法 同 接近
,

所不 同的是在较长刃 口 的修疤深凹
,

刃缘不很平齐
。

上述两件标本的尾端均不做修理
。

双尖尖状器 ①
,

件 件较典型
。

标本 长宽厚
、 、

毫米
,

重 克

两侧刃 口 经反复修理
,

修理痕迹相交于背部
,

形成高脊龟背状
,

两端修出钝尖
,

整个器形

相 当规整 图
, ,

同类标本 曾见 于 山西吉 县 柿 子滩 遗址 山西 临汾行署 文 化局
,

。

结 语

文化时代

大岗第 层 因未发现可资解决细石器遗存年代的直接材料
,

我们只能根据其地层堆积

和文化特征对其年代进行初步的推测
。

大岗第 层位于裴李 岗文化层之下
,

时代上应早于裴李 岗文化
。

但因
、

层之间有

侵蚀现象
,

第 层未做出抱粉研究
,

其年代可能早于相 当于升温期之初 的舞 阳贾湖第 层

张居 中
, ,

其地层形成可能稍早于 早全新世
。

大岗第 层的层位与陕西渭南西源北

闰村周原黄土剖面的 米以下 顶层埋藏土与下伏马兰黄土之 间的地层一致 西源北闰村剖

面的地质年龄为 士 周昆叔等
,

这与我们上 面的认识基本

①有学者认为应称为
“

叶形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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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是一致的
。

另外
,

与大岗第 层细石器从加工技术上与山西沁水县下川遗址的上文化层

者有些相近
,

后者的 ’ 年代 为 任一
。

通过以上分析
,

我们认为大 岗第

层的地质时代可能为晚更新世晚期之末
,

文化时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末期
,

但也不排除

稍晚的可能 ①
。

地点性质

我们在发掘过程 中虽经认真观察
,

也未发现居住
、

用火等遗迹和人类
、

动物骨骼等遗

物
。

这给该地点的性 质判 断带来很大困难
。

但从地层情况看
,

大 岗第 四层石制 品棱角分

明
,

而且在地层 中还 发现许多制作石器过程 中崩落的碎屑
,

显然未经河流或其它水力搬

运
,

应为原地埋藏类型
。

如上所述
,

在石制品中存在石器制作或修理过程 中剥落的碎屑
,

可以认为此处可能加工过石器
。

另外
,

在该地点基本不见粗大的石片
、

石皮以及石锤
、

石

砧之类的工具
,

似可以进一步推测现在石制 品的发现地
,

可能是进行石器的修整或精加工

的场所
,

粗加工或许是在石料产地进行的
。

石制品的一般性质

石制 品的原料主要为隧石 占观测标本的 和脉石英 卢
· 。

打片主要方法为锤击法 但砸击法的制 品占有较高比例 这在中国细

石器工业中是不多见的
,

石叶均为间接打击法产生 台面主要是 自然台面和打击台面
,

不

见修理台面
,

也颇具特色

细石核 以楔状者为主
,

半锥状石核少且多不典型
,

不见柱状
、

漏斗状和锥状石

核
。

细石叶发现较少且多为残断者
。

石器毛坯以石片 包括锤击石片和砸击石片 为主
,

偶见用长石叶为毛坯的
,

未

见石核石器
。

多数石器加工采用锤击修理
,

少数石器采用砸击或压制修理
,

加工方式以向背面

者居多
。

部分器物加工精细
,

但大多显得较为粗糙
。

用砸击法修理石器
,

在我国细石器工

业中尚未见报道
,

不失为大 岗石制品组合中的特点之一
。

石制 品普遍细小
,

石核重量超过 克的只有两件
,

其中细 石核最重者只有

克 工具类中重量超过 克的和 一 克的各有 例
,

各 占工具总量的
,

绝大多数

重量都在 一 克左右
。

石器的基本类型是刮削器
,

此外 尚有小尖状器和修背石片 在刮削器中类型较为

复杂
,

其中又以 圆头刮削器数量最多
。

尖状器和修背器数量虽少
,

但修理精致
。

以上性质

为细石器工业所共有的特点
。

比较与讨论

大岗第 层 的石制品总的来讲属于典型 的细石器工艺传统
,

以细石核
、

细石叶
、

细小

石器共 出为其基 本特 征
,

与河南许 昌灵 井 周 国兴
, 、

山西 沁水下 川 王 建等
,

,

河北阳原虎头梁 盖培等
,

属于 同一文化传统
,

与陕西大荔沙苑 安志敏

等
,

周茂春等
, 、

山西临沂凤凰山 徐淑彬等
, 、

郑城黑龙潭 徐淑彬

①大岗第 层的文化性质与许昌灵井基本一致
,

而灵井曾被认为是
“

中石器时代
”

的代表之一
,

因灵井

本身的地层关系不清楚
,

加之对中国
“

中石器时代
”

的认识也有不同意见
,

所以
,

这里回避了
“

中石

器时代
”

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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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

江苏东海大贤庄 李炎贤
,

的石制品也有不少相似之处
。

上述几个遗址与大岗第 层一样
,

在石制品的制作方法上
,

都是直接打击法与间接打

击法共存
,

而且多有砸击制品存在
,

因而其产品也大同小异
。

在细石核中
,

都存在不同 比

例的楔状石核
,

都发现有细石 叶
,

细小石器中
,

都以圆头刮 削器 或 日端刮器
、

拇指盖刮

削器 为主要器形
,

多数地方 出现有与大岗相同或相似的半锥状石核
、

弧刃
、

直刃和复刃

刮削器
、

小尖状器等
。

由于各地点发现的石制品工作的局限性
,

内涵的差异
,

故在石制 品组合中存在一定差

异
。

考虑到本地点发现材料有 限
,

难以对所 出现的不同作出其性质的准确 的判断
,

故不拟

作更细的比较
。

但通过初步对 比似可看出
,

在 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全新世早期
,

细石器工业

分布还是相 当广 收
,

从陕西东部直到东海和渤海之滨
,

南到淮河上游
,

北达桑干河流域 的

广大地域内
。

舞阳大岗地点细石器工业产品是至今所知时代较早
、

在 内陆区分布最南的地

点
,

这为探讨细 石器工业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

大岗文化的地位

如上所述
,

大岗史前地点经两次正式发掘
,

从第 层出土一批典型的细石器和砸击技

术产生的细小石器
。

有意思的是在其上堆积着裴李 岗文化 的第 层
,

这样 的地层叠压关

系
,

在我国考古学史上 尚无前例 有鉴于此
,

以及考虑到其 自身文化上的一些特点
,

如砸

击技术较普遍的应用
,

石核完全不修理台面及全部是石片石器等
,

我们把大岗发现的石制

品组合暂称之为
“

大 岗文化
” 。

从大岗第 层发现的石制品中
,

我们可以看到它虽归于细石

器工业传统中
,

但它又具有一些明显的我国北方以小石制品为主体的旧石器时代主工业 的

一些技术因素
,

除上面已提到砸击技术普遍应用外
,

还有大多数石器是向背面加工的
,

且

以锤击法修理为主以及单刃多于复刃等
,

这就为我们提出新 的研究课题
,

在长江以北地

区
,

在 旧石器时代之末或稍晚
,

细石器工业如何与我国北方 旧石器主工业的交流问题
。

本文在标本整理和编写过程 中得到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森

水先生的热情指导
。

石器图由杨玉华同志绘制
,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周昆叔先生

帮助绘制了地点剖面示意图
,

作者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

参 考 文 献

王建
,

王 向前
,

陈哲英 下川文化 —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 考古学报
,

一

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 山西桔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 一

安志敏 陕西朝邑
、

大荔沙苑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存 考古学报
,

一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 陕西大荔沙苑地区考古调查报告 史前研究
,

一

李炎贤
,

林一璞
,

葛治功等 江苏省东海县发现的打制石器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一

周国兴 河南许昌灵井的石器时代遗存 考古
, 二 一

张居中 环境与裴李岗文化 环境考古辑刊 北京二 科学出版社
,

周 昆叔
,

孙东怀
,

孙建中等 黄土高原一万年来 自然环境变迁 见 杨勤业主编 黄土高原地区 自然环境及其演

变 第四节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一



期 张居中等 河南舞阳大岗细石器地点发掘报告

临沂地区文管会 山西临沂县凤凰岭发现细石器 考古
,

一

临沂地区文管会等 山东郊城黑龙潭细石器遗址 考古
,

一

盖培
,

卫奇 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一 仓

以

加 皿 认飞
,

加 , 反
, ,

力。 ,

‘ “ ‘

而

优

血 而 此
代 而

, ,

’ 五 ‘ 沙

‘
, ,

,

血
,

多
, ,

声心印

恤
,

,

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