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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模拟制作穿孔装饰品 的基础上
,

记述 了不 同方法穿孔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特点
,

据

此重新研究了海城仙人洞遗址出土装饰品的穿孔技术
,

修正了原研究者的一些看法 同时对装

饰品穿孔方法的鉴定标准
、

穿孔效率
、

打磨齿根的目的等相关 问题也作了讨论
。

关键词 装饰 品
,

穿孔技术 海城仙人洞

辽宁省海城仙人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于 年
,

同年秋试掘
, 、

和

年又进行 了 次 发掘
,

除发现用火遗迹和上万件石制品等外
,

还发现 了 件制作精

美的装饰品
,

包括 枚穿孔兽牙和 枚穿孔贝壳 张镇洪等
,

 
,

这是继北京周 口 店

山顶洞和河北阳原虎头梁等旧石器遗址发现装饰品后的又一较重要发现
,

引起 了学术界的

关注
。

这批材料曾做过报道和专门研究 张镇洪等
,

 黄慰文等
, ,

本文运用

实验考古学的方法
,

在模拟制作穿孔装饰品的基础上
,

重新观察和研究 了这 件装饰品的

穿孔技术
,

对其穿孔技术及有关问题提 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

不当之处
,

敬请指正
。

实验研究的方法与过程

实验研究 的方法 先模拟制作 了一批穿孔的石器
,

包括钻器
、

尖状器和带尖石片等
,

接着用这些石器在不同质地的材料 上进行不同方法的穿孔实验
,

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
、

记

录各种方法穿出来的孔的特征
,

在此基础上重新研究了海城仙人洞遗址出土装饰品的穿孔

技术
。

根据海城仙人洞遗址 出土装饰品的情况
,

我们选择哺乳动物齿根和贝壳做为模拟实验

的材料
,

其 中哺乳动物牙齿 枚
,

包括鹿
、

猪
、

狗的门齿和犬齿 贝壳 枚
,

全部采用

现生海蜡壳做材料
。

模拟实验使用的工具有钻器
、

尖状器
、

带尖石 片
、

小石锤
、

砺石等
。

其中钻器和尖状器都是以脉石英为原料制作的
。

模拟制作钻器 件
,

其中 件标本用在

齿根和贝壳上穿孔 模拟制作尖状器 件
,

其中的 件标本用于在贝壳上钻孔和在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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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挖孔
。

以 件长条形的脉 石英砾石为石锤
,

与 件带尖脉石英石片配合使用
,

用于在 贝

壳上凿孔
。

砺石系 件扁平的砂岩砾石
,

主要 用于在贝壳上磨孔和打磨齿根
。

为了解各种方法穿孔的效率和孔的特征
,

我们在实验中采用 了不同的穿孔方法
,

参见

表
。

在哺乳动物 齿根上采用挖
、

钻 和挖钻结 合等方法穿孔 巧 个
,

因为齿根 中部有髓

腔
,

所以全部采用两面加工方式
,

部分标本在穿孔之前先用小砺石打磨齿根
,

使其稍微变

薄
。

表 模拟穿孔统计表

扭

孔孔 号号 被 加 工 物物 使 用 工 具具 加 工 方 式式 效 率
,,

鹿门齿
,

干干 先挖后钻钻
,

鹿门齿
,

干干
, ,

同 上上

狗犬齿
,

干干 同 上上

狗犬齿
,

蘸水水 砺石
, ,

同 上上

鹿门齿
,

蘸水水 砺石
, ,

同 上上

同 上上 砺石
, ,

挖钻互用用

狗犬齿
、

蘸水水 砺石
, ,

同 上上

同 上上 上 挖坑式挖法法

同 上上 同 上上
一

同 上上 划槽式挖法法
,

鹿门齿
,

干干  !!! 两面对钻钻

狗门齿
,

蘸水水 同 上上    

狗犬齿
,

蘸水水 】 同 上上

狗 门齿
,

蘸水水 同 上上

狗犬齿
,

蘸水水
,

同 上上

贝 壳壳 小砺石石 磨磨 刃刃

同 上上 同 上上 同

同 上上 石锤和尖石片片 凿凿 瞬间间

同 同 上上 同 上上 同上上

同 上上 同 上上 同 上上 同上上

同 上上 从壳面钻钻

同 上上 同 上上

同 从壳里钻钻
,

同 上上 同 上上 两面对钻钻

同 上上 石锤
,

带尖石片
,

先凿后单面钻钻

同 上上 同 上上 同 上上

同 卜卜 同 几几 先凿后两 面对钻钻    

我们用每穿 毫米深度所需时间 分钟 表示 穿孔 的效率

挖孔 用尖状器或带尖石片直接挖孔 个
。

按挖孔方式之不同
,

又可以细分为挖坑式

和划槽式两种
,

前者是以某一点为中心
,

从四周向中心挖
,

后者则是反复刻划齿根及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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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髓腔为止
。

钻孔 用此法穿孔 个
,

其 中一件标本在钻孔之前先用砺石打磨齿根
,

钻孔时一手握

住齿根
,

另一手执钻器沿顺或逆时针方 向垂直于齿根做旋转运动
,

在齿根上穿出孔来
。

挖钻结合 用此法穿孔 个
,

按工作程序之不同
,

又可细分为先挖后钻和挖钻互用两

种
,

前者是用尖状器或带尖石片在齿根表面先挖出一个浅坑
,

再在浅坑 中钻孔
,

后者是交

替使用挖和钻的方式钻孔
。

穿孔之前均先用砺石打磨齿根使其稍微变薄
。

在贝壳上采用凿
、

磨
、

钻和先凿后钻等 种方法穿孔 个
,

其中使用石锤和带尖石

片凿孔 个
,

使用砂岩砺石磨孔 个
,

用钻器和尖状器钻孔 个
,

其中从壳面钻 个
,

从

壳里钻 个
,

两面对钻 个
,

另外 个孔是先凿后钻
,

即先用石锤和带尖石片凿出孔
,

再

用钻器在凿出的孔中钻
,

起修整孔壁作用
。

各种方法穿出来的孔的特征

模拟实验结 束后
,

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了实验标本 一
,

使用的显微镜是欧

林巴斯体视显微镜
,

型号为  一
。

通过观察发现
,

在不同质地的材料上采用不同方

法穿出来的孔具有不同的特征
,

现分别记述如下
。

齿根穿孔的特征

采用挖
、

钻和挖钻结合等不同方法在齿根上穿孔
,

孔的周缘
、

轮廓和孔壁具有不同的

形态特征
,

见表
。

一般来讲
,

钻出来的孔
,

其轮廓和孔壁 比较规整
、

美观
,

孔壁上可见

清晰的旋纹 挖 出来的孔
,

其轮廓和孔壁都不如钻出来的孔规整
,

孔壁上可见坑状的挖痕

或沟槽状的划痕 挖钻结合的孔壁兼具挖孔和钻孔的特征
,

在孔壁上具有旋纹
,

孔周缘往

往残留挖痕
。

其中先挖后钻孔壁上的挖痕只见于孔缘和孔壁 的近表面部分
,

挖钻互用则整

个孔壁上都可见到挖痕

表 牙齿穿孔特征比较表

吮 比

加加 工 方 式 特 征征 轮 廓 特 征征 孔 缘 特 征征 孔 壁 特 征征

钻钻钻 只钻不磨磨 表 面多 近圆形
、

椭团形形 半月形小崩疤疤 斜直
、

规整
,

上有清楚的旋纹

孔孔孔孔 或桃 形
,

位腔面 多为 不不不 有横向的阶状转折
,

转折圆钝
、

自然

规规规规则的口形或椭圆形 有纵向或倾斜分布的凸棱和突起
,

常成对出出

现现现现现现

先先先磨后钻钻 同 上上 擦痕和半 月形小崩疤疤 同 上上

挖挖挖 挖 坑 式式 表面轮廓近圆形
,

位腔腔 由四周指向中心的坑坑 不规则
,

较倾斜

孔孔孔孔 面 轮 廓为不 规则 的 圆圆 状或沟槽状挖痕 有指向中心 的挖 痕
,

偶而可见横向的挖痕

形形形形

划划划 槽 式式 表面轮廓椭圆形
,

徽腔腔 沿长轴方向的沟槽状状 不如挖坑式规整
,

孔壁倾斜度大

面面面面轮廓为不规则回形 挖痕 有沿长轴方向的沟槽状挖痕

挖挖挖 先挖后钻钻 表 面轮廓多近圆形或椭椭 指 向中心 的坑状
、

沟沟 上半部分可见指 向中心的挖痕
,

有时与孔缘缘

钻钻钻 挖坑式 圆形
,

做腔 面轮邢多为不不 槽状挖痕 上的挖痕连为一体

结结
···

规则的圆形或椭 圆形
。。。

其他特 征与钻孔相同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挖挖挖钻互用用 同 上上 沿长轴方 向的沟槽状状 有沿长轴方 向的沟槽状挖痕;;;

(((((划槽式))))) 挖 痕
。。

2

.

其他特征与钻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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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贝壳穿孔的特征

采用凿
、

磨
、

钻和先凿后钻等不 同方法在贝壳上穿出来的孔
,

其孔缘和孔壁具有不同

的特征
,

见表 3
。

总的来说
,

凿 出来的孔
,

孔壁断面参差不齐; 磨出来的孔
,

孔缘附近有

明显磨平面
,

孔壁薄而锐; 钻 出来的孔
,

孔壁有明显的旋纹 ; 而先凿后钻孔缘具有凿孔 的

特征
,

壁则具有钻孔的特征
。

从实验结果看
,

钻孔和凿孔周缘都会产生崩疤
,

前者是 当贝

壳快要钻穿时
,

未钻透部分在钻器 向下挤压力的作用下
,

崩落碎 屑形成的
,

崩疤小而细

碎
,

分布的范围也较小 二 后者是受到凿击作用形成的
,

力量较大
,

因而崩疤也较大
,

最大

者可达孔缘的 1/ 3 左右
,

分布的范围也较大
。

表 3 贝壳穿孔特征比较表

C om 稗rison ofth e eharaeters ofthe bo ri ng on shell

力力。工 方 式
\
特 征征 轮 廓 特 征征 孔 缘 特 征征 孔 壁 特 征征

磨磨孔孔 磨 孔孔 由多个小 凹 口组 成
,,

可见清晰的磨平面面 孔壁很薄且断面参差不齐齐

形形形形态不规则则则则

凿凿孔孔 从外面凿凿 圆角多边形形 壳内 面大部分 边缘有断口
,

断口 较较 孔 壁断面参差不齐齐

大大大大大
,

最大可达孔周的 1,/ 3
。。。

从从从内面凿凿 同 上上 壳表 面 可见零 星分布的断 口
,

不 如如 同 上上

从从从从从外面凿明显
。。。

钻钻孔孔 从外面钻钻 口形或椭圆形形 壳内面周缘有一 圈小 断口口 孔壁具有钻的特征
,

靠近壳里部分分

则则则则则则参差不齐齐

从从从内面钻钻 同 上上 壳表 面周缘可见零星小断 口口 孔壁具有钻的特征
,

靠近 壳面部分分

则则则则则则参差不齐齐

两两两面对钻钻 同 上上 壳两面均不见小断 口口 孔壁具有钻的特征
,

断面呈哑铃状状

先先凿凿 单 面 钻钻 同 上上 壳内面孔周缘的大部分有断 口
,

断断 同单面钻孔孔

后后钻钻钻钻 口较大大大

双双双面对钻钻 同 上上 同 上上 同两面对钻钻

3 遗址出土装饰品穿孔技术再研究

在显微镜下观察遗址出土装饰品时
,

发现部分标本孔壁 内残留钙质胶结物
,

这些附着

物掩盖了孔壁的真实特征
,

因而观察前我们先对其进行了必要 的清理
。

清理的方法是: 先

用稀释的盐酸清洗孔壁
,

然后在显微镜下用细针将残留的钙质胶结物轻轻剔除
。

3

.

1 兽牙装饰品的穿孔技术

标本 1 (83
,

31

,

L 3

,

D g)
: 原研究者认为该标本齿根磨薄后从两面挖孔

,

结果每一

面都形成一个椭圆形
、

轮廓不甚规则的浅坑
。

后来叉在浅坑里钻孔
,

但未能钻穿 (黄慰文

等
,

19 8
6)

。

在显微镜下观察
,

该标本齿根部分虽细而薄
,

但上面不见磨过的痕迹
,

齿根

两面各有一个挖出来的浅坑
,

均略呈椭 圆形
,

其 长轴大致与齿根长轴呈 45
“

角
.
其中一

面浅坑内填充钙质胶结物
,

孔壁的特征不清楚
,

另一面浅坑呈锅底形
,

其底部又有一个小

坑
,

原研究者认为这个小坑是 钻孔形成的
,

实际上小坑壁上不见旋纹等钻孔的特征
,

小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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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坑壁上一道纵向的沟槽状挖痕连在一起
,

表明小坑同样是挖成的
。

因此我们认为标本

1只采用了两面对挖 的方法
,

但未挖穿
,

并未采用过钻孔的方法
。

标本 2 (83
,

31

,

L 3

,

D S)

: 在显微镜 下观察
,

该标本孔周缘表面很光滑
,

从四周向

中间徐徐变低
,

穿孔之前似乎并未打磨过
。

孔壁两面都 比较规整
,

并具有清楚的旋纹
,

但

其中一面孔的轮廓不甚规整
,

而且孔壁的上半部可见两道典型的坑状挖痕
,

因此我们认为

该标本是先挖后钻 ¹
,

而不是
“

齿根磨 薄后由两面对钻穿孔
” 。

标本 3 (83
,

19

,

L Z

,

G S)

: 该标本是穿孔兽牙 中厚度最大 的一个
,

在显微镜下观

察
,

其表面未见任何磨过的痕迹
,

孔壁斜直而规整
,

上面具有清晰的旋纹
,

在一面孔的边

缘还可见到二道挖痕
,

其中一道为浅坑状
,

并且从孔缘延伸到孔壁上
,

具有典型的先挖后

钻的特征
,

而不是
“

两面对钻
” 。

标本 4 (83
,

16

,

L Z

,

F 6)

: 该标 本是穿孔兽 牙中制作最精美的一件
,

用食 肉类犬

齿
,

先截去齿冠部分
,

再将其通体磨光
。

该标本在孔的位置横 向断开
,

修复 时发生错位
,

孔壁 内的附着物在粘合剂的作用下形成凹 凸不平 的假孔壁
,

致使原研究者认为该标本是
“

两面对钻和剔挖互用而成
”

( 黄慰文
,

1 9 8 6)

。

在显微镜下观察
,

该标本两面孔的轮廓均

为椭 圆形
,

其长轴方 向与齿根长轴方 向基本一致
,

孔周缘和孔壁上不见任何挖过的痕迹
,

孔壁斜直而规整
,

上面可见清晰的旋纹和横 向的阶状转折
,

具有典型的钻孔的特征
,

因而

我们认为该标本是采用两面对钻方法制成的
。

通过实验对比
,

大体可以认定
,

在海城仙人洞遗址出土的 4 件穿孔兽牙 中
,

标本 2 和

标本 3 的孔 为先挖后钻而成
,

标本 4 的孔为两面对钻而成
,

而标本 1 是一件半成品
,

采用

两面对挖的方式穿孔
,

但未能挖穿
。

由于该遗址存在先挖后钻方式穿孔的标本
,

因而无法

判断标本 l的对挖是一种单独的穿孔方式
,

还是先挖后钻过程中的一道工序
。

从目前的情

况看
,

可以比较客观地说
,

海城仙人洞遗址 出土的穿孔兽牙装饰品至少采用了对钻和先挖

后钻两种方式穿孔
。

3. 2 贝壳装饰品的穿孔技术

遗址 出土的贝壳装饰品很厚
,

通体磨光
,

壳面的特征 已不清楚
,

因而无法鉴定其种

属
。

该标本 已残
,

大约保留 1/ 3 左右
,

壳外 面微凸
,

内面微凹
,

在凸面边缘有一圈放射

状刻槽
,

共 20 道
,

在凹面中间部分接近边缘处也 可见到 4 道刻槽的痕迹
。

在显微镜下放

大 20 倍时观察
,

凸面边缘的放射状刻槽 明显具有刻划 的特征
。

从平面上看
,

这些刻槽 排

列有序
,

分布均 匀
,

每道刻槽的宽度 以及相邻刻槽之间的距离大致相等; 从纵剖面来看
,

这些刻槽 的起点较浅
,

向边缘方 向逐渐加深
,

沟槽起点处刻划痕迹 清楚; 从横剖面来看
,

这些刻槽 深浅不一
,

沟壁呈 V 字形
,

明显是用 比较 锐利的工具刻划出来的
。

值得注意 的

是该标本凸面和凹面都有刻槽
,

凹面虽然 只有 4 道且较浅
,

但与凸面的刻槽正好相 间分

布
,

与贝壳两面放射沟和放射脊的分 布规律相同
。

同时我们注意到凸面边缘左起第 巧 道

刻槽的起点处平面呈
“

门
” ,

横剖面呈
“

曰
”

型
,

与刻划出来的沟槽明显不同
,

而与贝壳面放

射沟的形状相同
。

据此我们认为这些分布均匀的沟槽可能是在壳面放射沟内进一步刻划出

来的
.

¹ 我们在模拟实验中发现
,

有时候先挖后钻标本的孔缘和孔壁上均不见挖孔的痕迹
,

这是由于挖孔

范围小于钻孔范围的结果
.
标本 2 和标本 3 一面有挖痕

,

另一 面则没有
,

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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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微镜下观察
,

该标本孔壁规整
,

上面可见清晰的旋纹
,

显然是采用两面对钻方法

制成的
,

不过两面钻孔的深度不同
,

凹面钻孔的深度大于凸面钻孔的深度
。

该标本的孔壁

和刻槽内均残留赤铁矿粉末
。

4 有关 的几个问题

4.1 关于装饰品穿孔方法的鉴定标准
一般来讲

,

挖出来的孔
,

其轮廓往往不甚规则
,

孔壁也不平整
,

而钻出来的孔
,

其轮

廓往往 比较规则
,

孔壁也 比较光滑
、

平整
,

从模拟实验的结果来看
,

实际情况很复杂
,

孔

轮廓是否规整
、

孔壁是否光滑
、

平整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
,

而不是本质的特征
。

挖 出来的

孔
,

如经反复刻划
,

剔挖或长期佩戴使用
,

都可能使孔的轮廓和孔壁变得光滑
、

平整些
,

但其本质特征在于孔缘和孔壁上都可见到坑状的挖痕和沟槽状的划痕
。

有 时候
,

钻出来的

孔的轮廓也不甚规整
,

比如我们模拟的 16 号孔
,

是用钻器在狗的门齿上两面对钻而成
,

其中一面孔的轮廓为比较规整 的椭圆形
,

另一面却不规整
,

近似桃形
。

有 时候钻出来的孔

壁也不规则
,

主要表现在孔壁上经常出现横向分布的台阶状转折和纵向分布的凸棱和突

起
,

但钻出来的不规则孔壁与挖 出来的孔壁 明显不同
。

从分布上讲
,

钻孔形成的不规则孔

壁具有明显的分布规律
,

比如横向的阶状转折有两种
,

一种分布在孔壁的某半面上
,

其成

因与钻尖形态不规整和钻孔过程中钻器一般只旋转半圈左右有关; 另一种分布在距表面较

近的孔壁上
,

其成因与钻孔过程中钻器与被加工物之间的角度发生变化有关
.
凸棱和突起

多在孔壁相对的两侧成对出现
,

凸棱上有 比较规整的脊线
,

突起则较为圆钝
,

其成因也与

钻尖形态和旋转 幅度有关
。

不论是横 向分布的阶状转折上
,

还是纵向分布 的凸棱和突起上

都可见到清晰的旋纹
,

而挖孔的孔壁上却不见旋纹
,

因而钻孔的本质特征在于孔壁上存在

旋纹
。

根据以上分析
,

我们认为鉴定装饰品穿孔方式的正确方法
,

应该是根据孔壁上有无旋

纹和横向分布的阶状转折
,

有无从孔缘伸展到孔壁上的挖痕
、

划痕等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

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

4. 2 不同方法穿孔的效率

采用不同的穿孔方法
,

工作效率明显不同
。

根据实验
,

在齿根上穿孔的几种方法 中
,

钻孔的效率最高 ; 其次是挖孔
,

其中划槽式挖法 比挖坑式挖法稍高 ; 挖钻结合效率最低
,

其 中挖钻互用比先挖后钻效率还低
。

在贝壳上穿孔的几种方法 中
,

凿孔和先凿后钻的效率

最高; 其次是钻孔
,

钻孔方式不同
,

工作效率也不相同
,

单面钻孔的效率 明显高于双面钻

孔
,

因为后者要考虑对接 问题; 磨孔的效率最低
。

详细情况参见表 l
。

说明一点
,

不论是

钻孔
、

挖孔
,

还是磨孔
,

若工具尖部或砺石不断蘸水
,

都可以明显提高工作效率
。

4. 3 打磨齿根与穿戴磨损问题

原研究者认 为遗址出土穿孔兽牙在
“

穿孔之前都先将齿根磨薄
” 。

在显微镜下观察时发

现
,

在 5 件穿孔装饰品中
,

3 件标本表面较光滑
,

且起伏 自然
,

不见擦痕和磨平面等磨过

的痕迹
,

只有 2 件标本表面经过打磨
,

其 中标本 4 表面通体打磨光滑
,

其表面和截断面上

均可见到彼此略呈角度相交的成组擦痕
,

这是典型的用砺石打磨的特征
,

穿孔贝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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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似
,

已经看不清表面放射沟和放射脊的特征
。

值得 注意的是
,

这 2 件标本穿孔的部

位均未磨得更薄
。

实验表明
,

用砺石反复打磨齿根表面确实可以将其磨薄
,

减小穿孔厚

度
,

但磨薄的程度有限
,

效率也不高
。

再者遗址出土装饰品主要是用中小型动物的犬齿制

成
,

穿孔厚度不大且可以从两面分别穿孔
,

似乎没有多大必要将其磨薄
。

因此我们认为遗

址出土装饰品打磨的 目的更可能是为了美观¹
。

从遗址出土穿孔兽牙和穿孔贝壳表面起 伏 自然
,

而又磨得光滑这一点来看
,

这些标本

可能都佩戴使用过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标本 3 的齿冠部分已 被去掉
,

上端做出一个凹

口
,

在顶端凹 口 与孔之间的一侧表面上
,

有一道宽约 1
.
5 毫米 的浅槽

,

浅槽内光滑而平

整
,

可能与穿绳佩戴有关
。

裴文中在研究山顶洞的穿孔牙齿时
,

曾系统地分析了穿戴使用
’

对孔型的影响
,

并且划分了穿戴使用 的几个阶段 (裴文中
,

1 9
39 )

。

海城仙人洞遗址出土

的穿孔装饰品
,

孔壁上仍清晰地保留挖孔和 钻孔形成的特征
,

穿戴使用并未对孔型产生大

的影 响
,

可能是 因为穿戴使用时间短的缘故
。

4. 4 涂抹红色染料问题

原研究者发现并描述 了贝壳装饰品涂抹红色染料的情况
,

该标本
“

凸面边缘满布一圈

放射状刻沟
,

沟内残留红色颜料
,

大概是
“

赤铁矿粉末
” , “

孔 壁内也残留红色染料
” 。

在显

微镜下观察时发现
,

这种涂抹红色染料的情况在穿孔兽牙 中同样存在
。

标本 3 采用先挖后

钻方式穿孔
,

孔缘和孔壁上半段残留两道相连的挖痕
,

挖痕上面覆盖泥土和钙质胶结物
.

当我们清除掉这些覆盖物时
,

发现挖痕内残留一层红色染料
,

尽管很薄
,

却表明这种习俗

在穿孔牙齿中同样存在
。

5 结 语

我们通过模拟试验
,

观察了不同穿孔方法形成的孔的特征
,

在此基础上重新探讨了海

城仙人洞遗址装饰品的穿孔技术
,

得出了几点新的认识
。

( l) 通过实验和对比研究
,

我们只能肯定海城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装饰品采用对钻和先

挖后钻两种方法穿孔
,

目前尚无法判断对挖是不是一种单独的穿孔方法
。

( 2) 在这 5 件穿孔装饰品中
,

只有穿孔贝壳和 l件穿孔牙齿在穿孔之前打磨过
,

但打

磨的目的不象是 为了减小穿孔厚度
,

而更可能是为了美观
。

( 3) 海城仙人洞遗址穿孔牙齿和穿孔贝壳中都存在涂抹红色染料的做法
,

这种习俗在

旧石器时代晚期 比较流行
,

可能与当时人类的某些原始宗教观念有关
。

.

(4 ) 与国内其它地点出土的穿孔装饰品相 比
,

海城仙人洞的同类标本采用磨
、

挖
、

钻

等工艺
,

代表了当时人类的制作水平
,

不仅工作效率高
,

而且孔壁规整
,

适于穿绳佩戴
,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

¹ 我们注意到海城仙人洞遗址出土的3件骨针尾部钻 眼处都在两 面磨薄
,

使尾部变得扁平
。

据研究
,

这样做的 目的也不是为了减小穿孔厚度
,

而是为了使用方便
,

因为扁平的 尾部在缝纫时
“

有利于线

随针过
,

不致于 因线粗而使线卡在针眼处不能通过
,

或使线磨断
,

或因用力而导致骨针折断
”

( 参

见黄蕴平 《小孤山骨针的制作 与使用研究》 一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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