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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的 55 余件石制品采自山西省右玉县张家山村附近
。

石制品尺寸较小 : 工具类型

以刮削器最多
,

尤其是凸刃刮削器
,
另有少量的尖状器和凹缺刮器

。

依石制品的技术和类型分

析
,

可能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文化面貌与华北小石器文化传统相近
。

! ; 9 年
,

本文后一位作者在考古调查中于张家山村附近的山坡上采得 5 余件 石 制

品
,

根据这一线索
,

笔者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宁立新先生于 ! ! 5 年 5 月 5 日对这一

带进行了调查
,

又获得近 55 件石制品
,

并在坡底晚更新世的粉砂土
‘

中采集到零星的类似

标本
,

本文是对这批石制品初步观察和分析的报道
。

一
、

位 置 和 地 貌

张家山旧石器地点位于山西省右玉县高家堡乡张家山村西北 75 。米处
,

北距右玉县

城4梁家油坊 8约 5 公里
,

地理座标为东经
“ ;

‘ ,

北纬 6 ! 5 <
‘

4图 8
。

右玉一带为晋

北黄土高原的组成部分
,

发源于平鲁县内的苍头河 向北纵贯右玉县中部
,

张家山村处于苍

头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附近
。

我们采集
:

的石制品分布于村后不远的山坡上
,

山丘是 由奥

陶系灰岩
、

白云质灰岩和页岩组成
,

灰岩中含隧石结核及条带
。

坡底基岩之上覆上新统深

红色粘土
,

质地纯硬
,

上部有钙质结核 :红土的上面则是晚更新世的灰色粉砂土
,

垂直节理

发育
,

局部含砂砾条带
,

我们在这一层中采集到几件石制品
。

二
、

石 制 品

石制品
,

包括断块和断片 <6 件
,

石核 =5 件
,

石片 “ 件
,

石器 <6 件
,

共计 件
。

石

制品的原料主要为隧石 4 “ 件 8
,

其它有石英岩 4 件 8
、

角砾岩 4; 件 8
、

石英 49 件8
。

隧石和角砾岩大部分呈结核状
,

产于 当地基岩中
。

现将石制品分类记述如下 >

∃

石核

刊 件
。

石核的尺寸普遍比较小
,

最大的标本长宽厚为 79 ? ? 又 6 ; ? ? 又 66 ? ? :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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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为 ; ? ? 0 ;? ? 0 7 ? ΓΙ : 平均值分别为 6 7
、

<
∃

5 和 9
∃

9 毫米
。

我们作了石核

长度的分组统计
,

5 毫米以下的  件
、

一65 毫米的 ! 件
、

6 一 =5 毫米的 = 件
、

= 一

<5 毫米的 = 件
、

等于或大于 < 毫米的 件
,

其中 一=5 毫 米 的 标 本 占 石核 总 数 的

;
∃

, 多
。

除砸击石核外
,

石核台面共有 杨 个
,

其中天然台面 , 个 :天然
一人工台面 5 个 :

人工台面 6 个
,

分别 占 5
∃

!外
、 ∃

9 多和 7 9
∃

=多
。

另外有 9 个台面曾经利用台面脊剥制

过石片
。

台面角的数据共 5! 个
,

采自石核上的 < 个 :石片上的 = 个 :剩余的 9 个台面

角测自台面没有经过第二步加工的石片石器
。

台面角的变异范围在 分一 7 。

之间
,

小于

或等于 7 5 “

的 < 个 : 7 一 9 5 。

的 5 个 : 9 一 ; 5 “

的 ! 个 : ; 一 ! 5
。

的 ! 个 : ! 一 5 5 “

的

! 个 :大于或等于 5 。

的 9 个
。

分类统计的结果
,

石核上的台面角平均为 ;6 ∃9
。 ,

石片及

石片石器的台面角平均为 9 ;
∃

; 。 ,

二者相差约 <
。 。

这一地点的石核大都形状不规则
,

石片

疤深
,

显示 出石锤直接打片的特征 :个别标本有类似软锤打片的效果 : 此外有两件石核的

石片疤具有压制法的技术特点
,

这些并存的打片技术在石片产品 中也能找到相应的证据
。

现细述如下
>

4 8 单台面石核 5 件
,

占石核总数的一半
。

标本 Ν Β 5; 7 4图
, 6 8

,

长宽厚为 ==

? ? 0 6 7 ? ? 0 6 ? ?
,

台面比较大
,

略似椭圆形
,

与台面相对的一面较小
,

沿台面大部分

边缘剥片
,

部分石片疤呈凸弧状延伸
,

使石核具龟背状外形
。

标本 ΝΒ 5! 5 4图
,  8

,

长

7 毫米
,

宽 ! 毫米
,

厚 毫米
。

台面大而平坦
,

宽的一端呈弧状突起
, 二相对的另一端为

尖状
,

剥片缘位于较宽的一侧
。

工作面上有两个窄而长的浅疤
,

与细石核上的压制效果相

似
,

下部另有一个向上打击而产生的石片疤
。

这件标本的外形酷似船底形石核
,

但是
,

与

工作面相对的一侧未作任何预制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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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台面石核 4Μ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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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击石核 4Υ ΗΤ #  2 Σ ∋ # Σ ∋

=
∃

双台面石核 4Ο
# ς Ω  ∋ Τ  2 ‘ϑ# Σ ? Ξ # Σ ∋

8

4 8 双台面石核 6 件
,

占石核总数 6
∃

, 多
。

本类石核的台面均为相邻关系 : 形状

规则的罕见 :其中三个台面有少许修理的痕迹
。

标本 ΝΚ5 7= 4图
, = 8 长宽厚为 = < ? ? 0

6 9 ? ? 0 ; ? ?
,

主台面呈四边形
,

且凹凸不平
,

在两个边缘上施行过打片
,

然后将石核调

转 ! 5 “ ,

以转 向打法继续剥片
,

所有的石片疤较深
,

形状不规则
。

46 8 砸击石核 9 件
,

占石核的 9
∃

<多
。

长 6 一6= 毫米 :宽 一 5 毫米 :厚 ;一 = 毫

米
。

标本 Ν Κ 5 9 4图
,

8 长宽厚为 6  ? ? 0 5 ? ? 0 Μ? ?
,

近似矩形
,

台面呈刃状
,

工

作面隆凸
,

分布着 6 个石片疤
,

另一面是平坦的天然面
,

仅在两端留有小的砸击痕迹
。

∃

石片

“ 件
。

天然台面石片 5 件
,

素台面石片 巧 件
,

有脊台面石片 7 件
,

有疤台面石片 =

件
,

点状台面石片 9 件
,

线状台面石片 , 件
,

砸击石片 = 件
,

台面破碎的石片 < 件
。

全部石

片中
,

长石片 < 件
,

长型石片 6 件
,

宽型石片 ; 件
,

长宽相等的 件
。

厚石片约占三分

之一
。

最大的石片长 =5 毫米
、

宽 6= 毫米
、

厚 Ι 毫米 :最小的长 毫米
、

宽 6 毫米
、

厚

毫米 : 长宽厚的平均值为
∃

, ? ? 0 5
∃

5 ? ? 0 9
∃

7 ? ?
。

石片长度分组统计的结果
,

小于

5 毫米的 件 : Ι 一 5 毫米的 9 件 : 一 65 毫米的 6 件 : 6 一 =5 毫米的 7 件
,

反映了

张家山的石片尺寸普遍偏小
。

石片背面组合可分为三类
,

天然面的 = 件
,

占 7
∃

外 : 天然
Ρ

人工面的 6Β 件
,

占 = ;∃ <外 : 人工面的 64 件
,

占 = <∃ = 外
。

石片的形状多不规则
,

少部分呈

三角形和四边形
。

通过对石片的台面
、

腹面和背面的观察
,

约五分之四的标本具硬锤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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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
,

五分之一的石片器身较薄
,

打击点不清楚
,

半锥体不显
,

打击泡微凸
,

这些特点与

软锤技术相符
,

如标本 Ν Β 5 ! 4图 6 ,

匀
。

标本 Ν Β  6 4图 6 , 7 8 是一件点状台面石片
,

其背面的石片疤浅而窄长
,

应是间接压制技术的产物
。 < 件长型石片中

,

除两件为砸击石

片外
,

其余的横断面呈三角形
,

腹面沿长轴方向凹陷
,

半锥体和打击泡微显
,

背面都有一条

纵脊
,

但均无与石片打击方向相一致的片疤
,

如标本 Ν Κ   5 4图 6 ,

8
。

石片角的数据来

自石片的 << 个
,

石片石器的 ” 个
,

变异范围为 9< ‘ 6 <
。 ,

平均 5 7 。 。

6
∃

石器

<6 件
。

占石制品总数四分之一
,

计有刮削器 =7 件
,

尖状器 = 件
,

凹缺刮器 6 件
。

最

大石器的长宽厚为 6 6 ? ? 0 Μ# ? ? 0 ! ? ?
,

最小的 7 ? ? 0 ? ? 0 6? ?
,

平均值分

别为 6
∃

;
、 ∃

和 !∃ 。毫米
。

以长度测量统计
,

一 5 毫米的 件 : 一 65 毫米的

件 : 6 一 =5 毫米的 5 件
,

没有超出 =5 毫米的标本
。

长型石器 6! 件
,

宽型的 件
,

长宽

相等的 件
。

厚型的 5 件
,

占 69 ∃9 多
。

制作石器的原料以隧石为主 4= 件 8
,

其它依次为

角砾岩 49 件 8
、

石英 46 件8
、

石英岩 4 件 8
。

石片石器 = 件
,

占 9 9
∃

= 外
。

石核和石块石器

件
,

占
∃

7 多
。

<6 件石器共有 95 个刃 口 ,

下面将所有的刃口放在一起
,

对第二步加工

的状况作一综合叙述
。

加工部位在素材左边的有 = 刃
,

右边的 ! 刃
,

远端的 7 刃
,

近端的 刃
,

左边
—

远端的 6 刃
,

右边
—

远端的 6 刃
,

左上角的 刃
,

右上角的 刃
。

·

刃缘的形状以凸刃最

多
,

共 6< 个
,

占刃缘总数的一半 :直刃的 个 : 凹刃的 个 :凸凹刃的 个
。

修整方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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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为主
,

计 69 刃
,

逾总刃数之半
,

反向的 6 刃
,

复向的 5 刃
,

转 向的 7 刃
,

交互加工的

6 刃
,

对向加工的 刃
。

就加工范围而言
,

整边或整端加工的 <9 刃 4;
∃

6 多8
,

大部分经过

加工的 < 刃 49
∃

多8
,

一半的 6 刃 4=
∃

6务8
,

局部加工的 < 刃 49
∃

多8
。

加工距离比较远的

仅 5 刃
,

中等的 刃
,

近的 6; 刃
,

没有发现整个器身被加工的标本
。

刃缘形态统计
,

呈

锯齿状的 6 刃
,

不平齐的 <5 刃
,

较平齐的 9 刃
,

个别刃缘不仅很平齐
,

而且修疤浅远而规

整
,

表明已运用了间接压制的修整技术
。

刃角平均 95
。 ,

变异范围 =; 一 ! < 。 ,

其中 = ; 。 的

刃
,

< 一7 5 “

的 6 刃
, 7 一 9 5

。

的 < 刃
, 9 一 < 5 “

的 刃
, < 一 ! 5 。

的 = 刃
,

大于

!5
。

的 刃
。

下面以石器类型简述 >

4 8 刮削器 =7 件
,

占石器总数的 ;7∃ 9外
,

是本地点工具的主体
,

根据刃缘的数量和

加工部位
,

我们将这一类石器分为单 刃
、

端刃
、

双刃和多刃共四组
。

单刃刮削器  件
,

占石器总数 !∀# ∀ 多
,

占刮削器 ∀ !
#

∃多
。

依刃缘形状还可以分

为三小组
。

单直刃刮削器 ∀ 件
,

素材均为石片
。

标本 % &   ∃ ∋图 ( ,

)∗
,

长 ∃( 毫米
、

宽 ∃+ 毫

米
、

厚 , 毫米
,

素材是一件深灰色的三角形隧石石片
,

修整工作在比较厚的左侧进行
,

修疤

较深
,

刃 口不平
,

加工方向为对向
,

根据修疤的形态
,

可能是将石片横置于石砧上砸击修

− 名. /
‘一 # 0 # 曰‘# 1 0 1 1 0 曰2 34 一0

1

一1 0

图 ( 石器 ∋ 5‘6 7 3 8 6 6 ) 4∗

一单直刃刮削器 ∋ 4 9 7 : )‘ 4 8 ; < 9 : = 8 4 > ; < ? 3 ; ∗ ∃、 (
#

单凸刃刮削器
、 ∀ 、 ≅

#

端刮器 ∋ Α 7 Β 6 3 ; <? 3 ; 4 ∗ !
#

单凹刃刮削器 ∋ 4 9 7 : ) 3

∋ 4 9 7 : ) 6 3 6 。、3 Χ 6 > ; < ? 3 ; Δ ∗
3 6 7 3 < Ε 。 Δ 3 ; <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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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结果
。

单凸刃刮削器 5 件
,

占单刃刮削器的 “
∃

9 多
。

标本 Ν Κ # 5 6 4图 = ,

8
,

素材为长

宽 = 厚 6 毫米的浅褐色厚石片
,

右边反向加工成陡状凸刃
,

刃角 ;=
“ ,

加工距离较远
,

修疤结构大部分呈鱼鳞状
,

接近刃缘处有一列轻击而产生的细疤
,

使得 刃缘较为平齐
。

标

本 Ν Κ #   4图 = , = 8 长宽厚为 9 ? ? 0 = 6 ? ? 火 = ? ?
,

在这件宽厚的淡红色石片右边

至远端交互加工成较长的凸刃
,

加工距离中等
,

侧面观察
,

刃缘呈 / 形扭曲状
。

标本 Ν Κ

。< 9 4图 7 , 6 8 为一件先后经过两次加工过的单凸刃刮削器
,

标本长 6= 宽 ; 厚 ; 毫米
,

素材为浅灰色的石块
,

有新旧两部分修疤
,

这表明两次加工之间曾相隔了一段时间
,

交互

加工
,

修疤深远
,

远端之左侧有一向近端打击而产生的
“

雕刻器刃口
” 。

单凹刃刮削器 = 件
。

右边加工的 件
,

左边和远端加工的各 件
。 6 件为反向加

工
,  件为正向加工

。

标本 Ν Β # 9 4图 = , < 8
,

长宽厚为 = 5? ? 0 ? ? % ; ? ?
,

素材

是灰白色的小石核
,

标本较厚
,

呈高背状
,

右边正向加工成凹刃
,

修疤较深
,

加工距离较远
,

此外
,

在近端和左边之远端遗有零星的修疤
。

Φ 端刮器 ∀ 件
,

加工部位均在素材的远端
,

我们之所以将其归人刮削器大类
,

是因

为加工方法及选材与刮削器的相比
,

没有什么质的区别
,

基本上是非典型的端刮器
。

素材

为石片的 ∃件
,

断片的 +件
,

石块的 ∃ 件
,

石核的 +件
。

直刃和凸刃各 件
。

标本 %&  ∃ 

∋ 图 ( , ≅ ∗ 是一件反向加工的直刃端刮器
。

标本 % Γ 6 +, ∋ 图 ( , ∀ ∗
,

素材为断片
,

远端的左

半部保留着天然面
,

右上角正向加工成 凸刃
。

标本 % Γ  ( ! ∋图 ( ,

∗ 素材是石块
,

底面

石. /

图 , 石器 ∋5 8 6 7 3 8 6 6 )4∗
+

#

直
一
凸刃刮削器 ∋ 4

‘; < 9 : = ‘一
> 6 7 Ε 3 Χ 4 3 ; <? 3 ; ∗ ∃

#

凸
一
凸凹刃刮削器

∋ > 6 7 Ε 3 Χ 一 3 6 7 Ε 3 Χ 一 3 6 7 3 <Ε 3 4 3 ; < ? 3 ;
∗

·

凸
一
凸刃刮削器 ∋ Η 6 Ι ϑ )3

> 6 7 Ε 3 Χ 4 > ; <Κ 3 ; (
#

多刃刮削器 ∋ Λ Ι )‘9 4 9 Β 3 4> ; <Κ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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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顶面凸
,

长宽厚为 ? ? 0 ” ? ? 0  ? ?
,

端刃微凸
,

正向加工
,

修疤形态不一
,

部

分为浅而长窄的疤
,

刃缘较为平齐
,

刃角 ; ; 。 ,

其形态和加工效果已
∃

接近典型的端刮器
。

Μ 两刃刮削器 , 件
。

据刃缘形状可分为六种组合
Δ 直

一

直刃 + 件
,

直 一凸刃 ∃ 件
,

直
一

凹刃 件
,

凸
一

凸刃 +件
,

凸一凹刃 +件
,

凸
一

凸凹刃 + 件
。

标本 %&  + ∀ ∋ 图 ! ,

)∗

为直
一

凸两刃刮削器
,

长  宽 ∃ 厚 +∃ 毫米
,

素材是一件砸击石核
,

加工部位在远端和

右侧
,

正向加工
。

远端刃的修疤呈叠层状
,

刃角为 !( 。 ,

依其近端有明显的砸击痕迹
,

推测

可能采用了砸击修整的方法
。

右刃为普通型
。

标本 % Γ  (( ∋ 图 ! ,

∗
,

长 ∀ 宽 厚 +≅

毫米
,

素材是石块
,

底面和顶面的局部为天然面
,

两刃均凸
,

沿两侧聚于远端
,

左边交互加

工
,

右边正向加工
,

刃口 均不平整
,

加工距离较远
。

标本 %Γ +Ν ∋图 ! , ∃∗ 为凸
一

凸凹两

刃刮削器
,

长宽厚为 , / / Ο ∃ ,苗/ Ο Π / / ,

素材是一件杂色的角砾岩石片
,

近端的第

二步加工破坏了原石片的台面和半锥体
,

形成刃角为 ,  “

的凸刃 Θ 左边的近端部分为凹

刃
,

至左上角又过渡为凸刃
。

两刃都是正向加工
,

修整距离中等
,

修疤深而形态不规则
。

Ρ 多刃刮削器 +件
,

标本编号 % Γ 6 (∀ ∋图 ! , (∗
,

长宽厚为 ∃Ν / / Χ ∃ +/ / Χ )&

/ / ,

素材是略呈四边形的厚石片
,

背面留有天然面
,

有三个刃均被正 向加工
,

左边和远端

为直刃
,

右边为凸刃
。

左刃修整距离较远
,

刃缘呈锯齿状 Θ远端刃和右刃不平齐
,

修整疤仅

限于边缘部分
。

∋ ∃∗ 尖状器 ( 件
,

占石器总数的 ≅ #∀ 并
。

素材均为石片
。

正尖尖状器 +件
,

角尖尖

状器 件
。

尖刃角分别为 ∀ Ν 。 、 ∀ Ν “、 Ν∃ “

和 Ν Ν “。

标本 % & 6 ! ∃ ∋ 图 ∀ , +∗ 为错向加工的

角尖尖状器
,

长宽厚为 ∃ , / / Χ ∃∃ / / Σ Θ :/ / ,

右边反向加工
,

刃缘较直
,

远端正向加工

成凸刃
,

两刃在右上角形成 ∀ Ν 。 的尖角
,

背面 自尖部向近端有一纵脊
,

使器身的横断面呈

三角形
。

象
Δ
靡箭

./

图 ∀ 石器 ∋ 5 8 6 7 3 8 6 6 ) 4
∗

+
#

尖状器 ∋ ? 6 9 7 ‘∗
∋ .

∃
#

凹缺刮器 ∋Τ “8 > =∗
#

二次加工的凸刃刮削器
6 7 Ε 3 Χ 4 3 ; < ? 3 ; Υ 9 8 = 8 Υ 9 3 3 ; 3 ‘6 Ι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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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8 凹缺刮器 6 件
,

占石器总数的 <
∃

9并
。

加工部位分别在石片的右边
、

右上角和

左上角
。

件正向加工
,  件反向加工

。

标本 Ν Κ 5 < 5 4图 7 ,

8
,

长 9 宽 9 厚 ! 毫米
,

在

四边形石片的右上角作正向的一次性重击
,

形成一个长 5 毫米深 6 毫米的凹缺
。

三
、

小 结

张家山地点的石制品具有下列几个特点
>

. 石制品的尺寸都比较小
。

石核的长度多为 一 =5 毫米 : 石片大都集中于 一65

毫米 :石器的长度没有超过 =5 毫米的
,

大部分在 65 毫米以下
。

∃

打片 以锤击法4包括少量类似软锤技术的产品 8为主
,

砸击法为辅
。

压制技术可能

被使用
,

但未广泛应用
。

宽石片占 斗
∃

= 关 :厚石片近三分之一
。

6
∃

石器的素材以石片最多 499
∃

=多8: 加工石器普遍采用锤击法
,

偶用砸击法和压制

法 : <
∃

;多的刃口 采用正向加工
,

反向的次之
,

占 ; ∃7 [ : 刃缘不平齐的多 :修整的疤大部

分较深
,

以单层为主且大部分只限于边缘部分
,

没有发现通体加工的标本
。

=
∃

工具由刮削器
、

尖状器和凹缺刮器三大类组成
,

分别占工具 的 ;7
∃

9 务
、

9
∃

7 多和

<
∃

9多
。

刮削器 中以单 刃最多
,

占工具总数的一半以上 : 单凸刃刮削器是单刃刮削器 中最

多的一类
,

占“
∃

9多
。

尖状器少而不典型 :凹缺刮器则更少
,

只有 6 件
。

关于石制品的时代 > 文化遗物基本上采自地表
,

无动物化石和地层依据
,

我们只能以

石制品的技术和工具类型作一简要的分析
。

采集的标本均为打制石器
,

没有发现典型的细

石器
、

磨制石器和陶片
,

也不见打制的磨制石器之雏形工具
。

石制品技术的主体仍是旧石

器时代传统的直接打制方法
,

但个别标本已显露出间接的压制技术
。

根据这些特点
,

我们

将张家山石制品的时代暂置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华北的旧石器文化至少可划分为两大系统
,

其 中之一是以大型石器和三棱大尖状器

为特征的
“

医河
一

丁村系
” :另一个是以小型石器为特征的

“

周 口店第 地点
一

峙峪系
”

4贾兰

坡等
, ! 9 8

。

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

文化系统更具复杂多样
,

除上述两大系统外
,

还有长石

片综合传统 4张森水
, ! 9 9 8 等

。

张家山旧石器地点石制品的总体特征应在华北旧石器时

代晚期小石器文化传统 的范畴之中
。

本文在完成过程中
,

得到张森水和林圣龙二位先生的热情指导和帮助
,

谨此致谢
。

4 ! ! 年 月 一=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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