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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南洞旧石器文化遗址试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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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新近发现的贵州省桐梓县马鞍山南洞遗址的试掘结果作简要报道
,

其 石制品的一

般面貌与马鞍山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基本一致
。

马鞍山南洞旧 石器文化遗址
;

位于贵州桐梓县城西南约
∋

4 公里 处
,

马鞍山的南麓
,

鞍山区区公所的西侧
。

为一岩厦洞穴
。

地理坐标为东经 7 5 7 9  
’

6
‘’ ,

北纬 ! < 7 7 =
’

<
’‘。

洞

里窄外宽
,

洞 口呈喇叭状
,

正南向 3图 8
。

此洞是由桐梓县气象局的黄光荣同志于  <  年 月发现的
。   7 年冬

,

笔者等为

弄清其文化内涵
,

在洞内靠近东壁处
,

进行了试掘料
,

3试掘面积为 4 0 平方米 8
,

获得了

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和 56 件石制品
。

据 当地居民反映
,

此洞在五十年代修建川黔铁路时
,

曾作过堆物仓库
,

故而洞中堆积大部分已被挖掘到洞外耕土中
。

为此
,

我们对洞外的废弃

堆积进行了清理
,

从中筛选出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

6  件石制品和 9 枚人牙化石
。

现将

试掘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地层堆积和化石概况

∋

地层堆积

现存洞内堆积物据试掘结果
,

自上而下可分为三层 >

8 灰褐色亚砂土
,

含石灰岩角砾
。

石制品及动物化石主要出自此层
。

残存厚度为

7一 = 7 厘米 :

; 在南洞北约 ?
·

4 公里处 ,

是马鞍山旧石器文化遗址所在
。

; ;
参加试掘工作的 除了本文作者外

,

还有桐梓县文化局的陈平同志
,

张森水先生指导了现场试掘
、

材料整理和报
告 写作

。

在试掘过程中
, 遵义地区文化局

、∋

桐梓县人民政府及县文化局给予了大力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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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介介介包包包包 图 马鞍山南洞遗址地理位置

, & # Β Χ / & Δ & Ε . & Φ Χ Γ Η Β Ι − & Ε ϑ Β , Β Δ Κ ΓΒ Δ

泣觅
Λ 巨沮 !

匡困
6 7 石帝Μ品及动物化石

图 ! 马鞍山南洞遗址地层剖面

∃ Γ− Κ − # Χ /& Δ & Ε Χ Γ− Κ /Χ −

!8 灰黄色亚砂土
,

含石灰岩角砾
。

出土石制品及动物化石
。

残存堆积物仅零星地分

布于洞的两壁
。

残存最厚处可达 ! 77 多厘米 :

6 8 杏黄色亚砂粘土
,

含大块的石灰岩角砾
。

仅下掘 47 厘米 3现未见底 8
。

没有发现

石制品和化石3图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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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动物化石

试掘和 回收得到的化石从石化程度和包含种属看
,

没有明显
∋

的差别
,

故合在一处研

究
。

由于人为和其他 自然因素
,

所发现的数以万件计的哺乳动物化石
,

绝大部分为碎骨化

石
,

其次是单个牙齿
,

仅有几件附连几枚牙齿的残下领骨或不完整的头骨化石
。

石化程度

中等
,

表面呈棕黄色
,

少数标本石化程度较深
,

呈灰黄色
。

经初步鉴定
,

计有 4 个种属
>

熊 3Ν Ο Κ Φ Κ Κ+
·

8

虎 3Π
− /> ΚΘ

∋

8

灌 3∀
Ο # Ρ & Δ Σ0 ΚΘ

·

8

大熊猫 3∀ ‘
“ Ο & +& Τ Β Υ − Β , & − , # 。

8

黑鼠 3∗
Φ Χ , Φ Κ Κ+

∋

8

豪猪 3) 夕
Κ, Ο￡0 # Ε

∋

Κ“ ς # Ο /Κ Χ 。Χ。
8

竹鼠 3∗ Γ夕Ρ & Υ ΣΚ ΚΘ
·

8

中国犀牛 3∗ Γ/Δ & # − Ο & > > /Δ − , > /> >8

巨膜 3ϑ
& Ω Β , Β 户/Ο “ : Β “ Ω Φ Κ Χ“ > 8

鹿 3Η
− Ο 。“ , Κ Θ

∋

8

鹿 3ϑ
Φ Δ Χ /Β # Φ : ΚΘ

∋

8

察 3ϑ
& : # Γ & Κ ΚΘ

∋

8

水牛 3Ξ
Φ ς Β “> ΚΘ

∋

8

猪 3.
“ 4 ΚΘ

∋

8

称猴 3ϑ
Β # Β # 。 Κ+

∋

8

其中黑鼠化石仅出自地层中
。

通过观察
,

一
、

二层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是基本一致

的
。

以上的哺乳动物名录的属种属于更新世我国南方的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的常 见 成

员
。

其中的中国犀和巨膜为绝灭种
。

二
∋

、

人 牙 化 石

在回收洞外的耕土的遗存时
,

获得了 9 枚人牙化石
,

其石化程度与所得的哺乳类化石

相似
,

具中等石化程度
,

与附近发现的现代人牙有明显的不同
。

这些标本经北京医科大学

口 腔医学院曾祥龙副教授鉴定
,

其分类结果及测量数据如表
。

从牙齿形态和测量数值看
,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属于晚期智人 3,
Β Χ− ) 口Υ 口 > 。

+/
。, :

8

一
, 、

‘
Ψ 卜 竹包 诀匕

二二 、
‘

人
‘

七 〕卫孔 门」
Ζ

试掘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用火遗迹与石制品
。

在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的炭屑和部 分 烧

骨
。

石制品来自于地层和洞外耕土中
。

为了探讨其相互关系
,

现将石制品分地层中出土

的与采集到的分别加以记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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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马鞍山南洞发现的人牙化石测Χ 数据

[ Β ΧΒ & Ε Ε& Κ Κ / Γ Φ Υ Β Δ Χ − − Χ Γ Ε Ο & Υ Χ Γ − Κ /Χ−

3单位 > 毫米8

名名称称 数量量 冠长长 根长长 牙 冠冠 牙 根根 年龄估计计 备 注注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岁88888
近近近近近近远中径径 唇舌径径 近远中径径 唇舌径径径径

左左上 )))
。

5 !!!
。

< 999 <
。

999 5
∋

= 999 ,
。

< 999 5
。

999 9 7左右右 保存较完好好

右右上乳乳 !一666 牙冠大部分形成
,

牙根未未
ϑϑϑ 形成成

右右上 ϑ 666 5
。

555 <
。

! 999  
。

4 <<<
。

! !!! =
。

! 777 7
。

6 777 ! , 一! 555 牙根完全形成但嚼面 无磨磨
损损损损损损损损损损损损

右右上ϑ =
。

! 777 6
。

777  
。

< 777
。

=555 =
。

5 <<<
。

6!!! 9 7左右右 嚼面部分缺损损

∋

地层中发现的石制品

地层中发现的石制品共计 56 件
,

除了一件断片和一件石砧出自第二层外
,

余皆来自

于第一层
。

可分为石核
、

石片
、

石砧
、

石器和部分具有打击痕迹的石块或断块
。

石制品原

表 ! 马鞍山南洞石制品统计3洞内地层出土8

. Χ & Δ − Β Ο Χ /ΕΒ − Χ Κ ΕΟ & Υ Χ Γ − Χ Ο − Δ − Γ & Ε Χ Γ − Κ/Χ −

牛牛
’型型

Λ
石 核核 石 片片 断断 石石 石 器器

名名称

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块块 砧砧砧砧砧砧砧砧砧砧砧砧砧砧砧

ΛΛΛΛΛ
锤击击 砸砸 锤 击击 砸砸    刮 削 器器

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 击击

单单单单

∴善善
整整 半半 残残残残残 单单 单单 单单 多多

名名名入入

⋯面面面 片片 边边 片片片片片 直直 凸凸 凹凹 刃刃口口口口口口口 片片片片片片 刃刃 刃刃 刃刃刃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原原原 隧石石 999 !!!!! 777 999 9999999    666 !!!

料料料 砂岩岩岩岩岩岩 999999999 555 !!!!!!!

毛毛毛 火成岩岩岩岩岩岩 !!!!!!!!!!! 666

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 !!!!!!!!!!!!!!!!!

锤锤锤 砾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斗斗斗斗斗 !!!

击击击 小石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 666 !!!

力力口口 锤击石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 9 555 !!!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6 ,
。

=======

向向向 背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555 5
。

=======

向向向 破裂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 4 !
∋

=======

复复复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分分类小计计 999 !!! 777777777 ! 777

!!!!!!!!!!!!!!!!!!!!!!!!!!!!!!!!!!!!!!!!!!!!!!!!!!!!!!!!!!!!!!!!!!!!!!!!!!!!!!!!! =
∋

<<<<<<<<<<<<<<<<<<<<<<<<<<<<<长长度度 6 =
。

444 6 <
∋

444 弓   !
。

   6 5
∋

444 6 !
。

<<< ! =
。

666 ! 777 4444444 9 9
∋

444 6

宽宽度度 6 7
。

666 9 666 9 !!! !!
。

999 6
。

444 ! =
∋

444 444  
。

555 5 7777777 ! 9
。

444 6

厚厚度度 ! !!! ! =
。

444 ! <<< =
。

!!!  
。

,, 7
∋

<<< 44444 9 4444444 555 <<<

石石片角角 5 4444444 999 <555555555555555 = 444 4 555

台台面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

刃刃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

注 > 测址〕页目皆为平均值
,

单位 长宽厚为毫米3Υ 。 8弓角为度又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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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主要是隧石
,

也有少量的火成岩
、

砂岩 3见表 ! 8
。

石核 = 件
。

可分为锤击石核和砸击石核两类
。

8 锤击石核
> 5 件

。

其中单台面石核 9 件
,

多台面石核 ! 件
3。

两类石核均不同程度

地保留着 自然面
。

石核体呈梯形
、

方形
、

长方形或不规则形
。

未见有修理痕迹
。

单台面石核 > 9件
。

大小各异
。

长> ! 一 = 毫米
,

宽 !5 一 97 毫米
,

厚 一97 毫米
。

宽

体石核与窄体石核各 占两件
,

均为自然
,

台面
。

标本 ] ⊥ +7 7 5 ,

形状较规则
,

略呈长方形
,

台

面为节理面
,

工作面上遗有两块片疤
。

多台面石核
> ! 件

。

均为自然台面
。

标本 ] Ρ +7 7 4 为三台面石核3长宽厚为 6< 0 65 0

0 !5 毫米8
,

一个工作面
,

其上可见清晰的片疤
。

台面角在 57 一 <  。 之间
。

! 8 砸击石核
>
件

,

即标本 ] ⊥ +3〕7 。

素材为隧石结核
。

砸击沿其长轴方向进行
。

近端见有两块较长的片疤
。

在其一侧边还见有锤击疤
3 ,

结核表面有磨蚀痕迹
。

长 4 毫

米
,

宽 9 ! 毫米
,

厚 ! ! 毫米 3图 6 , 9 8
。

石片 可分为锤击石片和砸击石片两类
。

8 锤击石片
> 5 件

。

包括残片 9 件
,

半边石片 ! 件
,

整片 7 件
。

残片的台面部分

已不保留
,

破裂面上部的诸人工特征 已不清楚
,

仅能从背面片疤的特征据以判断
。

半边石

片仅保留整片的一半左右
,

作为锤击石片的诸特征仍清晰可辨
。

整片除个别的远端略有

残断外
,

皆保留完整
。

整片标本
,

平均长宽厚为 !!
∋

 0 ! !
∋

9 0 =
∋

! 毫米
。

多数石片的背面可见有一个或多

个片疤
,

片疤有的较浅平
。

少数石片保留了少许自然面
。

石片形状多不规则
,

仅有 件呈

梯形
, 6 件呈方形

。

台面 皆为自然台面
。

石片角最小者为  夕“ ,

最大者为 6 4 “ 。 多为宽型

石片
, = 件

,

长型石片仅 6 件
。

在一部分石片上
,

在其一侧常见有细小的疤
,

或许是因使用造成的
。

!8 砸击石片
> 斗件

。

皆长大于宽
。

平均长宽厚为 ! =
∋

! 4 0 4 0 Κ 毫米
。

砸击痕迹

见于石片的一端
。

除标本 ] Ρ +7 46 外
,

破裂面和背面都比较平
。

标本 ] Ρ + ?4 6 ,

背面 中

部有一纵脊贯穿整块石片
。

标本长 9! 毫米
,

宽 < 毫米
,

厚 5 毫米
。〕

石砧 仅发现 件石砧
,

即标本 ] ⊥ +7 5 9 。

出自于第二层中
。

原为一长条形砂岩砾石
。

一

端残断
。

在中部有砸击而造成的数个较为集中的小坑疤
。

石砧长 巧毫米
,

宽 57 毫米
,

厚

9 4 毫米
,

重 4 ! 7 克
。

石器 在地层中仅发现刮削器一类工具
。

共 巧 件
,

可分为单直刃
、

单凹刃
、

单凸刃和多刃

几个类型
。

8 单直刃刮削器
,  件

。

其中有 , 件为块状毛坯加工成的
。

左右边刃修整的皆有

之
。

修理较为粗糙
,

以向背面加工为主
,

兼有向破裂面和复向加工
。

刃角在 69 一 =  “ 之

间
,

多在 57
。

以上
。

! 8 单凸刃刮削器
, 6 件

。

均有一缓弧形的凸刃
。

其中 ! 件为向背面加工
,

件为复

向加工
。

刃口 皆较锐
,

平均刃角为 4!
∋

= “ 。 标本 ] Ρ + 7 5 9 ,

在凸出的刃缘中部修理得较薄
,

向背面加下
,

背面有数块短宽的修理疤
,

刃缘不平齐3图 6 ,

8
。

6 8 单凹刃刮削器
, ! 件

。

毛坯均为石块
,

复向加工
,

刃缘修理不平齐
。

9 8 多刃刮削器
,

件
。

即标本 ] Ρ + 7 = 6 。 至少有 6 条刃
,

刃 口组合为二凸一直
,

三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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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马鞍山南洞遗址发现的石制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凸 刃舌,0削器 , ∋ ∃ ( 1 ∋ ∃ 2 ∗‘− ( 3 % & 4 ∋ 5 ∋ 6 7 ∋

8 9 : 1 % ; < = > ?
·

多刃刮削器 , 3 ∃ ( ≅ ∋ ∃ 2 ∗ Α −

∋ 6 7 ∋ ,

8 9 : 1 % Β  = >  
/

雕Χ0Δ 器 Ε Φ ∃ ∗ & 8 9 : 1 0 Γ < = > 斗
·

砸击石核 Ε ∗ 1 % 0( ∃ ∋ % ∃ ∋

8 9 : 1 % % 0 =

基本相连
。

修理较细致
,

复向加工
,

但以向背面打击为主
,

刃缘修整不平齐
。

毛坯为一锤

击石片
,

台面后缘有修理疤
。

标本长  . 毫米
,

宽  . 毫米
,

厚 Γ 毫米 8图  , ? =
。

?
/

洞外回收采集的石制品

对现堆积在洞外原属洞内的堆积进行清理
,

从中筛选出石制品 . 
‘

件
。

包括石核
、

石

片
、

石锤
、

石器以及有人工打击痕迹的断块 8见表  =
。

石核 包括锤击石核和砸击石核两类
。

锤击石核 .. 件
,

其中多台面石核占 Η 件
, ? 件为单台面石核

。

两类石核都不同程度

地保留了一定的自然面
。

石核体较小且多不规则
,

基本上不作修理
。

台面角平均为 ; Ι 。 。

砸击石核 <
‘

件
,

最长者为 < 毫米
,

最短者为 .Η 毫米
。

均属窄体石核
。

石核体较扁
,

宽厚指数为 ; ? “ 。

一端可见砸痕者和两端可见砸痕者各 ? 件
。

破裂面有两块以上的条状

片疤
。

石核形态呈长方形或枣核状
。

石片 可分为锤击石片 8包括残片
、

半边石片和整片= 与砸击石片
。

锤击石片
,

Ι. 件
,

其中整片 .Γ 件
,

平均长宽厚为 ?Ι 5 ? ϑ ;
/

; 毫米
,

以长型石片为

多
,

有 & 件
,

宽型石片 Β 件
。

台面性质多样
,

以自然台面为主
,

.< 件
。

另外有  件为打击

台面
, . 件为有脊台面

。

石片角在 Η;
。

一 .  Β “ ,

其中 .Β 件超过 . Κ Κ 。 ,

平均为 . . < “ 。

石片

背面多不见 自然面
,

常见有一块以上的片疤
。

石片形态多不规则
,

少数为三角形
、

梯形或

长方形
。



期 黄泅亭等 > 马鞍山南洞 旧石器文化遗址试掘报告 = 4

。

Λ
。

Μ侧宋厌只日日Μ兴君龄殴拟研邓划
叭测液卿除犯血厚咖彩
Ν划

⋯ 、 、 .
, 。 。 、

卜
。 。 /

⋯
, 。 。

卜 Ο
二

.

土兰矍二止二上一一上一且
一〔上生

一

二止. 一一Ο

/妇Π/。占祠(1/Θ,妇%&/扣ΑΘ%‘。≅(Ρ∋%ΡΡ≅(妇。。..Κ。,妇/‘枷Π妇卜目(%Φ引们

Λ珠帐太噢Μ本暇帽黍脚懊概曰娜口仍释

厌铭只

厌曰
仅旧中权坎冲

侧处撅恻铡邓
术
Σ

勺料卞昙日相纂

啼啼啼 冲 Σ

.
Τ

0 ΟΟΟ

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

几几几砰砰
一

Υ
ςςς

。。。 Ω 。

Ο
ςςς . ///

一一一一

⋯
ςςς

..... Ο 000

锹锹锹 二 。

Υ
Τ

Ο
Τ

Υ
ς ςςς

ΞΞΞΞΞ Ξ ΞΞΞ

、、、 二 。

Υ
Τ 一

⋯ 一 ⋯
ς ΤΤΤ

难难难难 ΞΞΞ . ΟΟΟ
今今今皿皿 , 二 Υ

。。 , 。

】
。 。。

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靛

/////// 、 ’一 ’

ΟΟΟΟΟ Υ 一一
ΨΨΨΨΨΨΨΨΨΨΨ 。 。

】
。 Ψ ,,

胡胡胡胡 食Α Δ 卜、、

Ο Ο 一一
洲洲洲洲, ) 尸,

产
,,

Υ Ψ ‘ .
Ψ Ψ 、

ΟΟΟ
粉粉粉粉
训 Υ

/ ’

Υ
”

、 ‘

Υ
、

”
””

ΟΟΟΟΟΟΟ Ξ Ο ΥΥΥ

ΟΟΟ Ξ
哥侧队队

限∃∃∃

一
”

⋯
’’

ΥΥΥΥΥΥ
’’
0 ΟΟΟ

绷绷 拍 冲 喇喇
, 叫叫

二ΨΨΨ
Υ 000

七七七

Ο
“

ΞΞΞ
ΞΞΞ

冲冲冲冲
ΔΔΔ

赞赞赞赞裂 “

Ο
’’

===

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嫩嫩嫩嫩 ” 大

Υ
>

一一一一
井井井井”坎

Ξ
。

ΟΟΟΟΟ
赞赞赞 ⋯

Ω

一 Ο ⋯⋯
星星星星裂 拍拍 啥

Υ ΥΥΥ
‘‘‘
/ Ψ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惭惭惭惭巾阿阿

0 Ξ 000

,,,,,

Υ ΟΟΟ
曰曰

⋯
鬓

.丽丽
...Ο ...一 ΟΟΟ

丫丫丫
一 ⋯⋯⋯ ⋯⋯⋯ ΔΔΔ

湘湘湘湘 公公 旧旧
,,, 尸, 川 门 日、? , .””

澎 旧旧 旧 讲讲
,,,, 曰 之咬产 . 护, / , ,, 伟阴 Δ凌泌 尸二 ,,

卜卜卜子 习阻
/

回 目阳阳 卜人三 韦癸 卜叼 日仁仁 不比 粼 月竺‘‘

嫂嫂嫂 徽 《 城城 睡 卿 芍 旱旱 尽 尽 叫



=5 人 类 掌 掌 报 卷

砸击石片
, 9 件

。

均为一端石片
。

形制多不规则
。

长大于宽者或宽大于长者各有 !

件
。

石锤 件
。

为单端石锤
。

一端可见集中的打击点
,

另一端有数块片疤
,

似在用做石锤以

前曾作为石核生产过石片
。

石器 可分为刮削器
、

端刮器
、

尖刃器
、

雕刻器
、

斧形器和石斧几类
。

刮削器 包括单直刃刮削器
, 6 件 : 单凸刃刮削器

,

4 件 :单凹刃刮削器
,

削器
, 5 件

。

以小型者居多
。

 件
,

双刃刮

毛坯可分为

图 9 单直刃刮削器

Κ # Ο Β Θ − Ο _ /ΧΓ Β Κ Χ Ο Β /Ω Γ Χ − Τ Ω −

3] Ρ Θ 5  8

! 5 毫米
,

宽 !5 毫米
,

厚 5 毫米
。

石块
、

石片及石核几类
,

以块状毛坯为主
。

除标本 ] ⊥ + 7 为砸击修理外
,

余皆为锤

击修理
,

并以向背面加工为主
,

复向加工次

之
,

仅一件是向破裂面加工
。

总的说来
,

修

理较粗糙
,

也有修理较好的
,

标本 ] Ρ + 5  ,

这是一件单直刃刮削器
,

刃缘 有 多 层 修

理疤
,

修理疤短宽且较浅平
,

刃缘较为平

齐
,

刃口 较钝
,

刃角为 < 4 。 3图 9 8
。

标本

] ⊥+ & 系一件砸击修理的双刃刮 削器
,

两刃相对
,

都经过砸击
,

并非砸击修理一刃

时而形成另一刃
。

毛坯为石块
。

标本长

端刮器 6 件
。

其毛坯的远端皆被修理成刃
。

可分为圆端刃和平端刃两类
。

圆端刃

刮削器 件
,

毛坯为锤击石片
,

刃 口修整不平齐
,

系复向加工
。

平端刃刮削器 ! 件
,

其一以

锤击石片为毛坯
,

复向加工 : 另一以石块为毛坯
,

向背面加工成刃
。

尖刃器 ! 件
。

皆为块状毛坯
,

修理系向背面加工和复向加工
。

其尖刃都在毛坯一

端的一侧
,

属于角尖尖刃器
。

雕刻器 件
,

即标本 ] Ρ +Ψ < 9 。

为一屋脊形雕刻器
。

块状毛坯
,

在其一端 曾先由顶

向右侧斜向打击
,

而后左侧相反方向打击
,

形成一凿型刃口 。

刃口 有进一步修理痕迹
。

毛

坯其余部分不见修理疤
。

标本长 4! 毫米
,

宽 67 毫米
,

厚 = 毫米 3图 6 , 6 8
。

斧形器 件
,

标本编号 ] Ρ +  6 。

原料为石灰岩
。

毛坯为一锤击石片
,

背面留有砾

石面
,

其左右两侧边均为经陡向加工而形成的很钝的边
,

似为作把握之用
。

远端边上有零

星几个残疤
。

其外形颇似一把斧
,

故而称之为斧型器
。

标本长 =7 毫米
,

宽 4 毫米
,

厚 ! 7

毫米
,

重 7 5 克
。

石斧 ! 件
。

系磨光石斧
。

原料为砂岩
,

砾石为坯
。

通体皆遗有打制修理的片疤
,

其

两端片疤浅平
,

一端可有磨制痕迹
。

两侧曾经琢击和锤击打制
,

但未经磨制
,

较钝
。

标本

] Ρ +! 7 ! ,

一侧边残断
,

器身一面 自刃 口以下破裂
,

另一面遗有一弧形磨光小面
。

长 7 毫

米
,

宽 54 毫米
,

厚 !9 毫米
。

标本 ] ⊥ +! 7 ,

一端两面都磨光成刃
,

另一端只作过打制加

工
,

但尚未进行磨制
。

长 ” 毫米
,

宽 = 毫米
,

厚 9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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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小 结

∋

马鞍山南洞出土石制品的一般面貌

通过以上对洞内地层中出土的和洞外 回收的石制品的叙述
,

无论从其原料
,

产片方

法
,

还是其石器的毛坯
,

加工方法及主要的器物类型
,

可以看出
,

洞外 采集品和洞内地层出

土的石制品是基本一致的
。

综合试掘马鞍山南洞出土的石制品
,

初步可见其一般面貌
>

8 打片以锤击法为主
,

偶尔采用砸击法
。

砸击产品仅 占石制品
,

总数的 9
∋

 多
。

! 8 石核
、

石片形制多不规则
,

台面与石核体很少进行修理
。

6 8 有一部分使用石片
。

9 8 工具组合中
,

第一类工具有石锤和石砧
,

第二类工具有刮削器
、

端刮器
、

尖刃器
、

雕

刻器以及斧型器
。

以刮削器占绝大多数
⎯

3至于磨光石斧将另行讨论8
。

48 工具的毛坯
,

块状者占 45 α
,

略多于片状的
。

5 8 工具以小型者为主
,

多在 47 毫米以下
,

占 < 多
Η ,

= 8 单刃工具居多
,

占分类工具的 =5 α
。

刃口多在 =7
“

以上
。

Κ8 修理工具主要用锤击法
,

仅有一件是用砸击修理的
。

锤击加工方式多样
,

以向背

面加工为主
,

复向加工次之
,

向破裂面加工者很少
。

有一定数量石器为陡向加工
。

修理多

不规整
。

!
∋

遗址的时代

由洞内地层中出土的中国犀 3∗
∋

Κ/Δ − Δ Κ /Κ8 和巨膜 3ϑ
Β 二Ω “Κ Χ Φ >

8 的存在
,

可以得

知
,

遗址的年代上限尚未越出更新世
,

其下限至少可到更新世晚期
。

这一结论
,

也得到石

制品研究结果的支持
,

因此
,

暂时定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后期或考古时代为旧石器时代

晚期
。

由获得的石制品与邻近的马鞍山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材料比较
,

无论是原料
、

打片方法
、

加工方式方法以及工具组合等方面都很接近
。

尤其是其中存在的一些 陡 向

加工的修理不规整的石器与出自马鞍山旧石器文化遗址下层者很相象
,

3张森水
,  < = :

 < < 8
。

也近似于观音洞文化中的类似石器 3李炎贤
、

文本亨
,  < 5 8

8

至于回收得到的两件磨光石斧
,

从其加工特点来看
,

或许尚处在打磨制作之中
,

当然

也不能否定就是成器产品
。

因为是采集于洞外的次生堆积中
,

我们不能肯定它们与洞内

的动物化石和石制品是同一时代的遗物
。

也许可以这么说
,

它们的存在
,

或许暗示着遗址

所在区域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着古代人类的活动
。

3  夕Ρ 年  月 7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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