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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了桃花溪动物园地段整治工程发现的旧石器
。
这批标本发现于灰白色砂层中

,
石

制品粗大
,

其性质与资阳 : 地点者相似
。

类似石器在附近已多处发现
,

其时代暂定为旧石器时

代较晚阶段
。

; 己 <
0

当
0

、 = 砚 0二〕

 > ? 年 >一 月间
,

在桃花溪动物园地段整治工程中
,

笔者和重庆第十八冶金公司工

人郭辅洲同志在地表下 ≅
0

, 一 6 米 处 的 灰 白 色

砂层中发现了一些石制品
,

同层出土的还有核

桃果壳数枚
。

桃花溪位于重庆市西南
,

属于九

龙坡区
,

它发源石桥铺的白马幽
,

流经杨 家坪
,

至鱼鳅浩入长江
,

全长 公里5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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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桃花溪旧石器地点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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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桃花溪旧石器地点柱状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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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家坪至动物园间
,

地层相对稳定
,

从上至下可分 为 6 层 5图 8
,

简要记 述 如

下 Θ

第一层 黑灰色粘土
,

中夹近代瓷瓦片及金属残器
,

最厚者 米 以上
。

第二层 紫 红 色 砂 质 粘 土 9 质 细 而 粘
,

很 少 有 杂 质
,

厚 度 常 见 者 为 一7

米
。

第三层 灰黄色砂层
,

砂相当细
,

堆积致密
。

第四层 杂色砂质粘土层
,

俗称
“

花泥巴层
” ,

但其与铜梁者略有不同
,

含砂量较大
,

在

它底部又渐变 为灰白色细砂层
,

厚度达
0

一
0

≅ 米
,

砂层厚度变化较大
,

从 ≅Β 厘米到 Β

厘米不等
,

石制品或发现于砂层中或
“

花泥巴
”

层底部渐变为砂层的邹位
。

第五层 深紫红色粘土层
,

色较第
一

二层深
,

呈葺片状
,

质纯而粘性大
,

未发现任何遗

物
。

—
一不整合

—第六层 侏罗纪紫红色砂岩
。

二
、

石制品的描述

这个地点采到石制品共 6 件
,

其中 Ρ> 件采自地层中
,

件是整治河床工程挖出的

已脱层的标本
。

对于后者的性质有两点值得注意
Θ
其一

、

除这部分地层发现石器外
,

其他

各层经调查未发现类似的石制品 9 其二
、

这些石制品上粘有黄灰色的细砂
。

它们虽已脱

层
,

但由以上两点
,

仍可推测它们与出自地层者应属于同一层位
。

所采集到的石制品的分

类见表
。

0

锤击石核

 件
,

其素材都是相当粗大的砾石
,

且多在砾石一端打片
,

打击方向垂直于素材长轴
,

依其台面多寡
,

可再分为单台面石核 ? 件
,

多台面石核 件
。

5∗8 单台面石核 ? 件
。

从现有痕迹看
,

在打片前多数是将砾石打断
,

以截断面为工作

面进行打片
,

打片沿一个方向进行
,

工作面的长度都少于宽度
,

长宽指数为 > ,

其形态呈

一面壁状者 件
,

有一定弧度者 ≅ 件
。

本类石核均为自然台面
,

有一件标本的台面上遗有

一块小的片疤
,

石核上的打击点多集中
,

呈缺口状
,

半锥体阴痕小而浅
,

放射线清楚
。

除工

作面外
,

石核各边都保留自然面
。

在工作面上只有一层石片疤的 Ρ 件
,

两层叠压者 件
,

多层细碎者 件
,

加之石核厚度相 当大
,

表明石核的利用率不高
。

石片疤的形态多不规

则
,

少数呈梯形
。

在本类标本中
, ∗ 号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标本 5图版 , ,

8
。

5Σ8 多台面石核 件
,

均为双台面宽体石核
,

其一为相对打片
,

有自然台面和打击台

面各一
,

打击点集中
,

半锥体阴痕不显
,

放射线很清楚
, 石片疤有两层

,

多较规则
,

呈梯形
,

最大一块为 Ρ Π ≅ 毫米 9另一件石核大部分保留自然面
,

两台面呈  ΒΒ 角
,

打击点集中
,

半锥体阴痕小而 凹
,

放射线清楚
,

其中一个工作面短宽
,

遗有单层疤
,

形态呈梯形或不规

则
,

另一台面与前一台面成直角
,

台面打击
,

微向后倾斜
,

工作面长
,

从其上曾打下过一个

长三角形的石片
,

暗示打片技术已达到了一定水平5图版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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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李宣民 Θ 桃花溪旧石器

0

碰砧石核

件
,

工作面在砾石的一端
,

均为自然台面
,

台面角锐
,

分别为 6>
“

和 6  “ ,

其上打击

点散漫
,

使台面缘呈规则的半圆形的弧
,

放射线清楚
,

半锥体 阴痕大而不显
,

两件标本上都

遗有多个微凹的石片疤
,

最大的一块为 Τ 1 >> 毫米
。

依以上人工特征
,

它与铜梁地点

5李宣民
、

张森水
,  > 8或北京猿人遗址

0

出土的碰砧石核 5裴文中
、

张森水
,  > , 8 基本一

致
。

7
0

锤击石片

Β 件
,

是这个地点发现的石制品中在数量上仅次于砍砸器类
,

其中包括完整石片 ?

件和半边石片 7 件
,

前者有一些大的石片
,

具有某些碰砧石片的特点
,

正如我们过去指出

过
,

两类石片在分类方面存在一定困难5李宣 民
、

张森水
,  > 8

,

故暂归此类中
,

现将石片

的特点略述于后
。

5∗8 完整的锤击石片 Θ 均有轻度的水磨痕迹
,

基本上是大型的
,

长度在 ΒΒ 毫米以上

的有 Β 件
,

最长的达 6 >
、

最短的为 ≅Ρ
,

最宽的 ? 7 ,

最窄的 6>
,

最厚的 >?
、

最薄的 Β

毫米
,

其中长型石片 ≅ 件
,

宽型石片 件
,

其长宽指数 为 Β Β 。

石片的台面 自然者 巧 件
,

打击者 件
,

打击点集中的居多数
,

也有个别的不明显
,

半锥体凸的
、

较凸的和微凸的数量

相差极微
,

石片角偏大
,

最锐者  Β “ ,

最钝者 Ρ “ ,

放射线多清楚
,

见疤痕者仅 ∗ 件
。

石片

背面为全部自然面者 Β 件
,

无自然面者 7 件
,

部分保存者 Ρ 件
。

石片边缘上没有小疤的

≅ 件
,

局部的或有不连贯打击的 Ρ 件
,

其余的标本边缘上有连续的小
0

疤
,

可能是使用的结

果
,

小疤所在的部位和面
,

无明显的规律
,

但以在下缘和破裂面者居多
。

石片虽然粗大
,

但

形制多比较规整
,

呈铲形和梯形
,

标本 7 号是其中的代表
,

为自然台面
,

或多或少有些碰砧

石片的特点5图版 ,
,

Ρ 8

5 8 半边石片 7 件
Θ
其中缺左者 件

,

缺右者 件
,

未见水磨痕迹
,

若加以复原
,

均为

宽形石片
,

在断裂面上可见打击点者 件
,

另一则不显
,

均为自然台面
,

打击点较清楚
,

半

锥体较凸
,

石片角均超过 。“ ,

放射线清楚
,

背面均保留自然面
,

边缘上也看不到使用痕

迹
。

本类石片原来形态可能是梯形
。

Ρ
0

锤击石锤

件
,

均为单端石锤
,

其锤击面均 已呈立壁状
,

其上有多个集中的打击点和多块细碎

的石片疤
,

都是由较平的面向较凸的面剥落的
,

表明它们是使用到后期的锤击石锤
。

其中

有一件标本沿石锤长轴方向遗有几个浅凹的石片疤
。

≅
0

砸击石锤

件
,

素材为扁卵圆形砾石 5现仅存一半 8
,

在其两侧可见形状不规则的坑疤
,

其一侧

较明显
,

在长 Ρ  
、

宽 6 毫米的一段边上
,

有相当集中的坑疤
。

在与其相对边上也有坑疤
,

但要比前者散漫的多
。

坑疤长 7
,

宽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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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刮削器

仅 Ρ 件
,

分属三类
,

有一件较小
,

另两件相当粗大
,

依其加工痕迹较细和见于毛坯边缘

等作为分类标准
,

归于此类中
。

5∗8 两刃刮削器 件
,

毛坯均为石片
,

都是复向加工而成
,

无论是刃口 形态或器形均

不规整
,

刃口也比较钝或相当的钝
,

其一是一侧和台面后缘被加工成不规则的双凸刃
,

刃

角分别为 > > 。 和 > 7 “ 9 另一件刃 口 形态和加工情况与前者相仿是端侧成刃的
,

侧刃是 主

刃
,

加工较细致
,

刃 口较前者锐
,

刃角分别为 ? Ρ “ 和 ?。“ 。

5 8 复刃刮削器 ∗ 件
,

是用石片做的
,

周边有加工痕迹
。

左侧两面作过加工
,

但修理

疤连接的不紧
,

破裂面中上部有加工痕迹
,

而下部则没有
,

刃口 为凹凸型
,

刃角为 , “ 9 右

侧主要加工痕迹见于破裂面
,

是在使用基础上再加修理而成的
,

刃角为 ≅?
“ 9 前端为缓弧

形凸刃
,

两面有加工痕迹
,

修理细致
,

修理疤浅平
,

刃缘匀称
,

刃角为 ≅ 7
“ 9 下 端也有粗糙的

加工
,

制成勉强可用的刃口 5图版 ,
,

≅
、

6 8
。

57 8 端刃刮削器一件
,

毛坯是砸击石核
,

修理痕迹见于有砸痕端的相对一端
,

系向

背面加工
,

修理工作较细致
,

修理疤浅平
,

加工成一稍不规则的凸刃
,

刃角为 , > “ 5图版

,
,

7 8
。

?
0

砍砸器

砍砸器共  件
,

其器体均甚粗大
,

长度大于 ΒΒ 毫米 件
,

小于 ΒΒ 毫米者 ? 件
。

最长者 Β  ,

最短者 ??
,

最宽者 > ,

最窄者 6
,

最厚者 ? 
,

最薄者 6 毫米
,

本类石器的

毛坯片状者略多于块状的 5 ? Θ
8

,

其加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

以复向加工居多
,

超过半

数
,

次为向破裂面加工
,

再次为背面加工
,

交互打击者仅 件
。

砍砸形态多样
,

依刃口的形

态和数量以及被加工的部位
,

大体可分以下  类
。

5∗8 单凹刃 件
,

即 6 号标本
,
系用锤击石片制作而成

,

刃口 在左侧
,

系向背面加工
,

将这一侧边修理成微向内凹的刃口
。

刃口 相当钝
,

刃角为 ? 
“ ,

但其修理工作还是比较细

致的
,

刃缘比较匀称
,

修理疤相当浅平而规则
。

在这件标本的下端
,

也有局部打击的痕迹
,

系向破裂面打击
,

使这部分变得不平齐 5图版 ,
,

>8
。

5 8 单凸刃砍砸器 Ρ 件
,

系用石片和砾石制成
,

都十分粗大
,

长度和宽度都多在 ΒΒ

毫米以上
。

其共同的特点是将一侧长边修理成一个规则的缓弧形凸刃或不规则的凸刃
,

它们的刃口 都比较钝
,

刃角最锐者为 6  。 ,

最钝者 > 7 “ ,

其加工方式多样
,

但不论用何种方

式加工
,

都显得相当粗糙
,

可见集中的打击点
,

短宽的修理疤
,

刃缘显得比较曲折
。

器形的

规整程度有赖于毛坯的形态5图版 ,
,

? 8
。

57 8 两刃砍砸器 7 件
,

都是用石片做的
,

也相当粗大
,

其刃口 组合各异
,

分别为凹凸

刃
,

直凸刃和直凹刃
,

其中有端侧成刃的
,

也有两侧成 刃的
,

前者以侧刃为主刃
,

修理工作

较好
,

其加工方式有复向的和向破裂面的
。

本类砍砸器虽有个别刃口或刃口 某一局部加

工较细致
,

但总的来说
,

是比较粗糙的
,

无论是器形或刃形均显得不甚规则
,

修理成之刃

口
,

比前一类则要锐
,

最锐者刃角为 Ρ ? “ ,

最钝者刃角则为 ? ≅ “ 。

5Ρ 8 尖刃砍砸器 7 件
,

都是用块状毛坯做的
。

砍砸器中最大的一件标本
,

就在本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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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长 Β  ,

宽 Β ,

厚 ? 毫米
。

这三件标本都是正钝尖型
,

尖刃角分别为 ≅  “ , ? 7 “ , > ≅ “ ,

修理工作比较粗糙
,

器形不周整
,

刃缘相当曲折
,

相对来说
Θ 侧刃都比较锐

,

最锐者刃角为

Ρ , 。 ,

最钝者 6 6
“ ,

其平均刃角之锐
,

居各类工具之首
。

其中的 > 号标本
,

器形较规整
,

略呈

舌形
,

系向破裂面加工
,

其上遗有散漫的打击点
,

浅平的修理疤
。

此件标本除修理疤外
,

边

缘没有细疤5图版 ,
,

8
,

表明未曾使用过 9 本类另外的标本有集中的打击点
,

均是复向

加工而成的
,

边缘上都有细疤
。

5≅ 8 复刃砍砸器 Ρ 件
,

多数是用块状毛坯制作的
,

刃口组合为直凸凹和凹凹凸刃各

件
,

另 件为三凸刃
,

它们都是复向加工的
,

因之器形显得很不规整
,

刃缘曲拆
,

常呈多缺

口状
,

刃 口亦相 当钝
,

刃角最锐者为 “
“ ,

最钝者为 > Β “ 。

56 8 端刃砍砸器 , 型 , 件
。

这类石器指刃口 在块状毛坯长轴一端或片状毛坯台面相

对的一端
,

侧边则无加工痕迹
。

本类以
0

块状毛坯为主
,

且多是在打片后的锐缘上略加修理

或在使用的基础上稍作加工而成
,

故其
0

修理工作多是粗糙的
,

刃缘相 当曲折
,

器形因毛坯

关系而相对规则
。

其中 Ρ 件是凸刃型的
,

另一件是直刃型的
,

以后者加工略好
。

本类石器

用多种方式加工而成
,

刃 口钝锐均有
,

最锐者刃角为 ≅ Β “ ,

最钝的为 ?  “ 。

5? 8 端刃砍砸器 % 型 7 件
,

主刃在石片台面相对的一端
,

与其相邻的一侧也作了加

工
,

或相连成弧度较大的 凸刃
,

或自成一短刃
。

这些标本都是复向加工成的
,

修理工作粗

糙
,

刃缘曲折
,

刃口较钝
,

端刃角分别为 6 
。

和 ? Β
,

侧刃均较锐
,

分别为 Ρ
“

和 ≅ >
“ 。

5Κ8 端刃砍砸器 % ∗ 型 6 件
,

是石器中最多的一类
,

以大石片加工成者居多
,

且都是

宽体石器
,

其长宽指数为 Ρ 。

这类标本
,

除台面缘未曾加工外5但有一例外 8
,

其余三边

都有加工痕迹
,

或相连成一刃或分离成多刃
,

但以端刃加工最善
,

其修理工作多数比较粗

糙
,

少数相对细致
。

这型砍砸器有趣的是极少复向加工
,

多类是单向加工的 9 在测量过的

 个刃口中
,

有 例刃角少于 ?。“ ,

表明以锐者为主
,

现分别描述两件标本
,

以说明其形

态和加工技术等方面的特征
。

标本  号 5图版 ,
,

Β8 毛坯是石片
,

基本上是向背面加工的
,

除台面后缘少许没有加

工外
,

都可见修理痕迹
,

前端刃较直
,

刃角为 > Β “ ,

左右两侧刃口 形态呈凹凸形
,

刃角分别

为 ?Ρ
“

和 > 7 “ ,

底端为凸刃
,

刃角为 ≅?
5 , 。

这件标本修理工作较好
,

修理疤见于近缘
,

比较

浅平而短宽
,

刃缘匀称
,

器形规整
,

近缘可见细疤
。

标本 Β 号5图版 ,
,

 8 是用石核加工的
,

三边有修理痕迹
,

端刃和左侧相连
,

无明显的

折角
,

右侧刃与端刃则有尖突
,

右侧加工较粗糙
。

这件标本修理工作亦较好
,

器形规整
,

刃

缘匀称
,

刃口 较锐
,

刃角分别为 67
“

和 6 ≅ “ 。

三
、

结 束 语

0

石制品性质的若干认识

基于整治桃花溪工程的客观情况
,

目前所得到的 石 制 品 不 能 完全 反 映 原 工 具组

5Υ
∋ Δ (∋ Μ∀ ΜΛ 8 的面貌

,

但仍能看到其一些有意思的特点
,

初步归纳如下
Θ

5∗8 石制品粗大是其最重要的特点
,

长度少于 ≅Β 毫米 以下的仅 ∗ 件
,

而大于 ΒΒ 毫

米者为 7 件超过半数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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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Σ8 绝大多数石制加工粗糙或在使用基础上加 以修理而成的
,

只有 7 件标本加工较

细
。

57 8 打片方法以锤击为主
,

偶用碰砧法和砸击法 9所需原料取自附近的高阶地的砾石

层中
,

因石器原料的岩石成分和砾径与王家大山上长江高阶地上 的砾石相符
。

5Ρ 8 石器毛坯
,

片状者略多于用块状者 9 石器类型简单
,

仅两类
Θ 砍砸器和刮削器

,

由

于对该地点工作的局限性
,

致使我们难以确定该石器组以砍砸器为主
,

但仍可认为砍砸器

在石器组中占有较高比例
。

修理石器用锤击法
,

且以复向加工居多
。

以上种种性质说明
,

其在文化上与铜梁文化
,

资阳人 : 地点出土的石器 5李宣民
、

张森水
,

 > 年 9 李宣民
、

张

森水  > Ρ 年8很相近
。

这些相似性可能与当时人类活动方式有关
。

沿江活动
,

流动性大
,

原料易得
,

制作方便
,

可能是工具类型简单
、

器形古朴和加工粗糙的原因所在
。

以往这些

特点多考虑与时间早晚有关
,

依桃花溪地点和四川其他地点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石制品
,

也

应考虑与人类的活动方式有关
。

0

桃花溪地点的时代

桃花溪 旧石器地点高出当地长江水面 >Β 多米 5九龙坡长江水面标高为 ∗阳 米
,

而出

石器地点标高为 ≅
0

7 米 89 依李春显对雅安砾石层和江北砾石层的研究
,

桃花溪旧石器

地点产石器的阶地应与雅安砾石层相当
, 而不应与江北砾石层相当

。

因为
,

从高程上和砾

石的岩石成分和砾径都能证明上述认识
。

以石英岩或石英砂岩为主的磨圆度 良好的砾石

在王家大 山一带广泛出露
,

其与雅安砾石层者极似
,

但离江稍远
,

类似砾石层则缺如
,

如桃

花溪地点直接堆积在紫红色砂岩之上的是砂质粘土层
,

这可能是河流堆积的相变
。

石器发现在所谓的
“

花泥巴
”

层下部的过度层或其下的砂层中
, “

花泥巴
“

层的时代属

于全新世早期
,

距今 > Β Β Β 多年前
,

因之
,

有理由认为含石器的层位其地质年代应早于
“

花

泥巴
”

层
。

此外
,

在发现的石制品的层位中没有伴出新石器时代或古史时期的更晚遗物
,

也可以作为它属于旧石器时代遗物的旁证
。

已如上述
,

可与其对比的在四川已发现两处
,

即铜梁张二塘和资阳人 : 地点
,

年代分别为距今约 > Β Β Β 年或 7 > Β Β 士 ≅ Β Β 年5黎兴国等

 > ? 8
,

另外
,

类似粗大石器在我国南方各省又有多处发现
,

虽对不同地区或地点的发现物

的时代
,

归于 旧石器时代那一阶段有不同认识
,

但均认为是旧石器时代的制品
,

基于以上

的对比
,

我们有理由将桃花溪地点出土的石制品的年代归于旧石器时代
,

也可能是较晚阶

段
,

至于它属于旧石器时代某一更准确的阶段
,

终因缺乏更直接的断代依据
,

留待今后更

多的发现来解决
,

其地质时代暂定为更新世晚期
。

本文承蒙张森水教授协助
、

审阅
、

修改
,

照片由陈刚同志拍摄
,

陈信同志清绘插图
,

郭

辅洲同志参与工作
,

作者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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