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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标本微磨痕初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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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从周 口店第 地点和马鞍山遗址选取了 !6 件隧石制品
,

以微磨痕的实验研究为基础
,
以

扫描电子显微镜5简称电镜7为主要手段
,
通过对比分析

,

尝试了不同遗址间考古标本的微磨

痕分析
。

结果表明
,
周 口店第 地点和马鞍山遗址的石制品的功能都具有多样性 8 “

楔”的功

能见于马鞍山遗址
,

并为周 口店第 地点
“

使用石片较多” 的说法提供了微磨痕方面的新证

据
。

应用微磨痕分析的方法研究石制品的功能
,

作为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新兴领域
,

已开始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我国的微磨痕研究尚未得到发展
,

曾经有过方法上的评介5童恩正
,

 9究 张森水
,  9 : 7

,

比较系统的实验性研究也还刚刚起步5侯亚梅
,   !;

7
。

张森水

5  < < 7曾用低倍显微镜观察过富林文化石器的使用痕迹
,

刘源和盖培幻 也分别用电镜观

察过个别的考古标本
。

为了实践通过微磨痕实验分析来推断考古标本的功能的 目的
,

笔

者立足于实验 5包括
“

盲测
” ,

见图版 /7
,

在获得了一些直接经验的基础上
,

借助已有的间

接经验
,

从周口店第 地点和马鞍山遗址选取了少量的隧石制品
,

尝试性地进行了微磨痕

的研究
。

一
、

标 本 的 选 择

本文用于微磨痕分析的考古标本共 !6 件
,

其中 = 件5编号 ! 一 = 7 选 自周口 店第

地点 ∀一 = 层和第 层
, < 件5编号 > /一< 7 选自贵州桐梓马鞍山遗址的第 =

、 、

< 层
。

两处遗址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
,

包括石片
、

刮削器和尖刃器三类隧石制品
。

标本的选择主要出于两点考虑
?

2

周口 店第 地点和马鞍山遗址分属洞穴和岩厦遗址
,

标本的埋藏环境相对稳定
,

未

经扰动
,

符合微磨痕观察要求
。

因受 电镜的限制
,

所选标本均较小
。

另外
,

也考虑了标本

有被使用的可能性
。

∀7 本文为笔者硕士毕业论文考古标本部分的研究5实验部分的研究已在本刊 卷 = 期上发表7
, 笔者硕士毕业论

文的研究在张森水老师指导下完成
, 在此深致谢忱

。

! 7 材料尚未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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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标本具有时空意义
。

第 ∀ 地点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 化 遗

址
,

已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
,

用新的手段研究其石制品功能
,

无疑是一次新的探索
。

马鞍

山遗址是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代表 5张森水
,  9 9 7

,

具有与前者相似的意义
。

二
、

考古标本的观察分析和功能推断

经过必要的记录与技术处理
,

如清洁
、

镀膜等
,

将所选标本逐个置于光学显微镜和 电

镜下观察分析
,

结果如下
?

2

周 口店第 地点标本的分析

!
2

锤击石片
,

左边 圆钝
,

中间磨损较多
,

背面可见个别破损疤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边缘宽约
2

! ≅ ≅ 的磨损亮带上
,

横向亮痕细密
,

可见一些
“

碎

花
”

形态 56 < = 6 , 6 < = , Α ∗ ∗ Β 8 6 < = Χ , Δ∗ ∗ Β 7
。

与实验中仅有的一件加工鱼类的样品产生的微

磨痕比较相象
。

边缘缺 口光泽亮度较强
,

斜坡上可见纵向指向的菱形微坑 56 < = : ,

Χ6 Β 8

6 < =  , Α∗ ∗ Β 7
。

推断 ? 以切割方式加工鱼类5Ε 7
,

并偶刮硬质材料 5可能是骨 类7
。

Α! 5图
,

7
。

单直刃刮削器
,

左刃为复向修理
,

局部有因火烧而产生的崩裂
。

其远

端表面光泽显著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磨损面上反射光较散
,

局部稍亮
。

刃部微区微磨痕较密
,

有油脂

光泽
,

条痕较少
,

与亮痕同向
,

与刃部平行 56 <  , 6 < Χ 6 ,

, 1 3 8 6 < Χ , Χ 3 8 6 Χ < = , = Χ ∗ 3 7
。

推断
?
若以正常的微磨痕特征分析

,

此标本左侧刃远端部位有类似切割肌肉的微痕
。

因被火烧过
,

目前未做这方面的实验分析
,

暂且存疑
。

!=
2

端刃刮削器
,

向背面修理
。

刃部棱角变得圆钝
,

其端部具明显的纵向条痕
。

磨损

痕迹均产生于刃口微区
,

腹面有少量破损疤
。

电镜观察
? 背面观

。

磨损光亮集
2

中于刃口 层晴 56 < 6 =
,

Χ6 Β 8 6< 6
, = Χ6 Β 7

,

纵向条

痕微弱
、

细密 5∗夕6 Χ ,

!6 ∗ Β 7
,

有一横向条痕上表现为
“

碎花
”

形态 56< 6!
,

66 火 7
。

斜坡纹

理零乱
,

其上存在较大的坑凹
,

坑边向上的轮廓清楚
,

表明摩擦力的方向朝下
。

端部在高

倍下显示 出
“

碎花
”

状表面
,

半圆形微疤紧挨刃 口产生
,

类似切肉的横向力造成的破损疤

56 < 6 : , = ∗ Β 8 6 < 6 < , < Χ 6 Β 7
∗

推断 ? 刮皮下脂肪 5Ε 7兼割鱼类5Ε 7
。

!
2

一端石片
,

右边端部光泽亮度较强
,

其远端使用迹象明显
,

总的擦痕具横向指向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微磨面明亮56 : , <
,

66 Β 7
,

条痕平直
、

细窄
,

横向延伸
,

其间可见

扁圆平疤 56 : :
, Α∗ 6 3 7

,

边缘纹理具横向指向
,

有倾斜裂层 56 : : 6 , ! 6 ∗ Β 7 类似 Φ ∃ ∃ ∀∃ Γ

实验中加工干皮或鹿角的微磨痕
。

推断 ?
切割干皮或鹿角 5图版 ( , ∀7

。

! Χ
2

两端石片
, ; 边

,

有短的纵向条痕
,

小于 ∗
2

Δ≅ ≅
,

似以腹面为主面
,

低角度切削 8 Η

边
,

两面均有零星破疤 8 “ 边
,

可见弧形或梯形微疤
,

三边的端面都附有褐黄色沉积
,

并具

特殊光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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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 边

,

磨损的反射光分散
,

只在 同心波纹上较显
,

伴圆形微坑
。

散

射亮痕及纵向条痕出现于刃口微区 56: :Χ
,

Χ6 Β 8 6: :<
,

=Χ 6 Β 7
。 Η 边

,

偶见纵向亮痕
,

紧

密56 : : ! , = , ∗ Β 7
,

伴微弱浅条痕
。 Ι 边未做电镜观察

。

推断 ? ; 边
,

割皮下脂肪
,

并以腹面为正面削木头 8 Η 边
,

削木头或角质
。

!:
2

两刃刮削器
,

错向修理而成
。

电镜观察
?
背面观

。 ;
边没有磨损

,

缺乏光泽
。

所见条槽 56:  6
,

Χ6 Β 7似为机械力

造成
,

而非使用痕迹
,

显示出粗糙的自然表面
。 Η 边未做 电镜观察

。

推断 ? ; 边未曾使用
。

! <
2

锤击石片
,

右边中部向破裂面修理
,

有横向微痕
,

两头有纵向破疤 8左边靠近尖头

处
,

崩疤只见于背面 8尖头右侧端腹面亮度较大
,

视感光滑
,

呈一丘状
,

其上布有明显的横

向和纵向条痕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右侧边中部
,

磨损面明亮 56 : :  
,

Χ ∗ Β 7
,

端部纹理间隔明显

56: < , Χ 6 6 Β 7
,

条痕不显
。

尖端一侧有细微的浅裂层 56 : < =
, = Χ6 Β 7

。

近台面一侧边缘产

生的微疤和短条痕具纵向指向
。

推断 ?
切割新鲜皮类或刮皮下脂肪

。

左边
,

微磨损只在边缘较显
,

破损轻微
,

具微裂层
。

推断
? 刮动物 皮质

。

尖部
,

以横向散光为主
,

亮度较强
。

纵向亮痕仅仅依附于打击条槽 56: : < ,

知 Β 7
,

端

面纹理较细
,

连贯性好 56 : <  , Α∗ ∗ Β 7
。

推断 ?
切割带脂肪肉皮

。

! 9
2

单凹刃刮削器
,

右侧上边端部有纵向条痕
,

与两边缘相接 8 右侧下边端面亦见纵

向浅槽
。

电镜观察
?
右侧上边为背面观

,

下边为腹面观
。

无特殊磨损痕迹
,

表面结构零乱
。

较

深的沟槽56 < Χ 9 , = Χ ∗ Β 7和刃部的三角形疤56 < : =
, 6 ∗ 3 8 6 < :

, Α∗ ∗ Β 7
,

应为非使用因素的

外力作用所致
。

推断 ? 未曾使用
。

!  
2

单直刃刮削器
,

复向修理
。

电镜观察
? 背面观

。 ; 边光泽亮度在边部较密56< “
,

Χ6 3 8 6 <: 9 ,

!6 6 3 7
,

刃口微面

有弧形短亮痕
。

微坑不显
,

亮痕和条痕暗淡
,

具横向指向
。

近边缘
,

微坑变小
,

并有纵向条

痕56 < < 6 ,

Χ ∗ 3 7
。

推断
?
以背面为主面

,

低角度刮削兼锯割
,

加工对象分别为木头和角质
。

Η 边的观察表明无使用迹象
。

! 6
2

锤击石片
,

左边向破裂面修理
,

腹面有崩落疤
。

背面疤内有斜向条痕
,

右边腹面

可见个别较宽的半月疤
,

两边均有横向条痕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右边
,

反射光较散且亮
,

近于带状分布
,

横向细微条痕较多
。

边

缘有少量纵向条痕 56 : Χ
, Χ ∗ 3 8 6 : : ,

Δ ∗ ∗ 3 8 6 : Χ 6 , Χ 3 8 6 : Χ , Χ 6 3 7及微疤 56 : Χ ,

, ∗ 3 8 6 : Χ 6 , Χ 3 7
。

左边
,

亮痕紧密明亮
,

横向细窄条痕较多 56 : Χ = , < Χ Β 8 6 : Χ Χ , ∀∗ ∗ Β 8

。: , : , Δ∗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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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扩丫

服沙
夕聋不

篡
图 ∀ 用于微磨痕分析的部分考古标本 5虚线所示为观察到的微磨痕所在7

. ∗ ≅ ∃ ; ϑ ∃Κ ; ∃ ∗ ∀∗ Λ − Ι ; ∀ Δ+ ∃ ∃ −≅ ∃Μ Δ Ν∗ ϑ ≅ −∃ ϑ ∗ Ο ∃ ; ϑ ; Μ ; ∀ΓΔ −Δ

5Π
∗ Θ Θ ∃ Π ∀−Μ ∃ Δ ΔΚ ∗ Ο ; ϑ ∃ ; ∗ Ν ≅ −∃ ϑ ∗ Ο ∃ ; ϑ Θ ∗ Η ∃ ∗ Η Δ ∃ ϑ 4 ∃ Π 7

∀5! ! 7
2

单直刃刮削器 5
Δ ∃ ϑ ; Ρ ∃ ϑ Ο −ΘΚ ; Δ‘ϑ ; −Λ Κ Θ ϑ ∃ Θ ∗ “ Ι Κ ∃ Π ∃ Π Λ ∃

7 8 !
2

=
2 2

: 5!
2

Σ 一=
2

> Σ , > : 7
2

石片 5Ν∀
; Τ ∃

7 8 ? 5> 7
2

单凸刃刮削器 5
Δ ∃ ϑ ; Ρ ∃ ϑ Ο −ΘΚ ; Ι ∗ Μ 4 ∃ Β

ϑ ∃ Θ ∗ Υ Ι Κ∃ Π ∃ Π Λ ∃

7 8 <5> < 7
2

尖刃器 5Ρ ∗ −Μ ‘∃ Π Θ ∗ ∗ ∀7

推断
? 右边用于切割并刮较硬的皮类 8左边可能是锯木头

。

Α Μ
2

两刃刮削器
,

复向修理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未有磨损
,

纹理 自然
,

凹凸层次清晰 56 < Χ ,

!6 6 3 7
。

推断
? 未使用

。

! !
2

单凸刃刮削器
,

左边向背面修理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左边大部结构凸出
,

自然面保存完好 56 < < !
,

Χ6 6 3 7
。

近台面边

缘微部有微磨痕出现56 < < = ,

<Χ Β 7
。

亮度相对比较集中
,

伴有略圆微坑
,

横向条痕微弱
。

右

边未做电镜
,

低倍观察没有使用迹象
。

推断
?
左刃只在局部以锯割方式使用

,

材料不明
。

! =
2

线状台面长石片
,

右侧边背面有弧状及梯形崩裂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右侧边亮痕致密
,

具横向性
。

纵向细窄条痕偏上逐渐变得浅细
,

边缘出现断疤56 < < :
,

Χ 6 3 8 6 < < 9 , = Χ ∗ 3 8 6 < <  , Χ 3 7
。

左侧边的微磨痕与右边类似
,

纵向

作用明显
,

边缘处条痕宽深56 < Χ 6 , Α∗ ∗ Β 7
,

且亮痕较明显56 < 9 , Α∗ ∗ 3 7
。

推断 ? 右侧边刮
、

锯骨头5图版 ( , ! 7
,

刮时为双向使用 8左边以腹面为正面刮角质
。

!
2

马鞍山遗址标本的分析

> ∀
,

单凹刃刮削器
,

系向破裂面修理
。

仅在左边远端部位见到纵向短条痕及细微的

磨损裂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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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镜观察
?
背面观

。

微面宽约 6
2

6Χ ≅ ≅ 56 < ! ,

Χ6 6 Β 7
,

暗淡
、

粗糙
。

超高倍下可见刃

口微区微坑的波纹呈纵向延伸
,

宽约数微米 56 < = , ! 6 6 6 Β 7
。

较大的破损疤上有纵向短条

痕
,

其表面纹路晴谷相间
,

显示出横向力的作用
,

亦有横向细微条痕 56 <
,

66 6 Β 8 6 < = ,

! ∗ 6 6 Β 7
。

刃部微区可见半圆形磨损浅凹
。

推断
? 以左侧刃远端部位割肉

。

> Α 5图 ∀ , ! 7
。

石片
,

端边由两个较宽的凹 口连接而成
,

左侧凹 口 由端面观靠近腹面

有较多的破损微疤及裂层
。

左边腹面斜坡上布满小的破损疤
,

背面则几乎不见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端边的边缘晴有些微破损
,

大部分表面结构松散
,

颗粒分明

56 < < , = Χ6 Β 7
。

明显的使用迹象在端面可能更易见到
,

由于电镜无法观察到这一标本的

端面
,

只隐约可见其上较强的反光度56 < 9 ,

66 Β 7
。

左边由于腹面坡度较大
,

观察效果不

佳而无法确认其微磨痕特征
。

推断 ?
左侧边和端边曾经使用

,

分别以背面和腹面为正面
,

与加工对象成  6 。 做单向

刮的运动
,

具体加工材料由于微磨痕信息不足而无法予以准确的判断
。

> =
2

单直刃刮削器
,

右边向破裂面修理
,

背面宽约 =一 , ≅ ≅ 的较大破损疤内有纵向

条峭
,

左边也有较大的破损
,

但未做电镜观察
。

电镜观察
?
背面观

。

右侧刃 口端部磨痕明亮
、

集中
。

刃缘微区偶见纵向较长亮痕和

较宽的浅裂层
。

同时有纵向长条痕断续出现56 <
, Χ 6 ∗ 3 7

。

端面上的沟深宽
,

有狭长
、

细

密的微坑
,

表明有过比较集中的垂直力的作用
。

推断 ? 砍劈骨头或鹿角
。

> 5图
, = 7

。

凸刃刮削器
,

背面较平
。

在刃缘远端宽不到 ΑΙ ≅ 的范围内有一些微

破损
,

见于破裂面
,

背面相应部位有数道明显条痕
,

长约 Α≅ ≅
。

电镜观察
?
背面观

。

刃部微区磨损不均
,

裂层较多
。

亮痕集中于裂层断口 下 方

56 < 6 9 , Χ ∗ 3 8 6 < , = Χ 6 3 7
,

纵向亮痕散漫56 < 6  
,

∀ ∗ 6 3 8 6 < 6 , ! 6 ∗ Β 7
,

在距刃缘约 ∗
2

Α≅ ≅

的范围内
,

有数条断续相连的横向光带及细微纵向条痕
,

这是
“

楔
”

的使用方式所具有的主

要特点之一
,

在稳定的垂直力的作用下
,

连续的楔人
,

使受摩擦力较大的部位留下横向的

亮痕
,

同时伴有细窄条痕
。

表面呈深色
、

近乎圆形的磨面
,

在岩石表面原有结构的基础上

形成
。

刃缘比较锐直的部位破损轻微
,

明显的是
,

刃口 端部微区的亮度较大
。

推断
?
楔湿木 5图版 ( /7

。

> .
2

两刃刮削器
。

左侧边和上残断边经错向修理
。

两者交错的尖端部位有两组近

乎互相垂直方向的平行条痕
,

长度小于 Α≅ ≅
,

交错成格
。

由于 电镜观察不到已知的条痕

部位及其更细微的微磨痕
,

只能暂时推断尖端部位 曾以互为垂直方向使用
。

端刃微破损

明显
,

背面微区裂层较多
。

电镜观察
? 背面观

。

端刃背面可见纵向亮痕 56 : 9 = , < Χ Β 8 6 : Χ , ∀ , ∗ Β 8 6 : Χ Χ , Χ ∗ Β 7
,

条痕不显
。

由于刃部陡直
,

微磨损只在背面缘出现 56: 9 Χ
,

!6 1 3 7
,

其靠近尖端的微面
,

呈

现出亮度很强的磨损面
,

有平行或倾斜于刃缘的浅条痕56 : 9 : ,

Χ6 Β 7
,

证明是以尖端为主

要使用部位
。

推断
? 可能以端刃背面和尖端部位为正面刻刮湿木

。

> : 5图
,

7
。

石片
,

腹面有三个贝壳状浅疤
,

端部可见裂层结构
。

端边右侧面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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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密的浅破疤
,

此端是端边较直的一段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亮痕仅在边缘局部的微疤上出现 56 :  6 ,

66 ∗ Β 7
,

贝壳形微疤

上有倾斜于边缘的浅条痕
,

另有沿边缘断续连成弧状的细窄条痕 5。: < , ! 66 Β 7
,

纵深达

6
2

∀∀≅ ≅
。

端边
,

边缘亮度较强
,

横纵向条痕均较为清楚 56 < 6 6 , ∀∗ ∗ Β 8 6 < 6 , = , ∗ Β 7
。

其端

部横向磨损明显
,

光亮较强
,

纹路很细
,

有狭长浅疤与之并存56 :  9 , = , ∗ Β 7
。

推断 ? 右边以腹面为正面
,

切削骨头或质地十分干硬的木头
。

端边切划脂肪
,

但不排

除曾以腹面为正面刮皮下脂肪
。

> < 5图
,

匀
。

尖刃器
,

刃部无甚使用迹象
。

其短刃一侧的腹面有裂层
,

背面相应部

位有浅的弧形疤
,

后跟为断面
。

尖刃端部可能作为楔子使用
,

但电镜未能观察这一部位
。

电镜观察
?
右侧刃边缘表面为颗粒分明的自然结构

,

暗淡
、

不规则
,

棱角分明的块疤
,

为原有结构
。

推断 ? 尖刃可能以楔的方式使用
,

材料不明
。

三
、

分 析 结 果

表 − 考古标本微磨痕分析小结

地地 点点 周 口店第 地点点 马鞍山遗””

⋯⋯
” ““ 周 口店第 地点点 马鞍山遗址址

时时 代代 旧石器时代早期期 一一

⋯
力口

⋯⋯
边 ? 木

、

骨
、

鱼5Ε 7
、、

边 ?木
、

骨
、

角 888

ςςςςςςς日石器时代晚期期期 皮
、

脂肪
、

角 888 刃 ?木
、

肉
。 222

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 ? 木
、

角
、

肉
、

鱼5Ε 7
。。。

标标本总数数 = 5石片 : , 石器 < 777 < 5石片 ! , 石器 ,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
加工方式式 割 ? 肉

、

皮5干
,
鲜7

、、

割 ? 肉Ε 888

使使 用标本数数 6 5石片 : , 石器 777 <

⋯⋯⋯
与与 皮下脂肪Ε888 锯 ? 骨

、

角 888

⋯⋯⋯⋯⋯⋯⋯⋯⋯⋯⋯⋯⋯⋯⋯⋯⋯⋯⋯⋯⋯⋯⋯⋯⋯⋯⋯⋯⋯⋯⋯⋯⋯⋯⋯
’口工材料料 锯 ? 木

、

骨
、

角 888 楔 ? 木Ε888

石石片 的使使 6 5复合使用 ? 斗777 ! 5复合使· ? 。7

⋯
刮 ?木

、

角 888 砍劈 ?骨
、

角 888

用用边数数数数数 削 ?木
、

角 888 刮 ? 木
、

骨 Ε 888

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 ? 木
。。

石石器的使使 5复合使用 ? Σ777 “复合使

一 ⋯⋯⋯⋯⋯⋯⋯⋯⋯⋯⋯⋯⋯⋯⋯⋯⋯⋯⋯⋯⋯⋯⋯⋯⋯⋯⋯⋯⋯⋯⋯⋯⋯
用用边

、

刃刃刃刃

⋯
器类与与 石片一割肉

、

鱼
、

刮刮 石片一刮 ?ΕΕΕ

⋯⋯⋯⋯⋯⋯⋯⋯⋯⋯⋯⋯⋯⋯⋯⋯⋯⋯⋯⋯⋯⋯⋯⋯⋯⋯⋯⋯⋯⋯⋯⋯⋯⋯⋯
使用用 骨

、

角
、

锯骨 888 刮削器一割 ?肉
、

脂肪 888

使使用边
、、

边 ? 6 5石片 : 777 边 ? 5石片 , , 石器 , 7

Ω⋯⋯⋯
刮削器一割 ?肉

、

干干 舌口?皮下脂肪 888

刃刃数数 刃 ? 5石器 勺勺
Ω」」」

皮
、

脂肪 888 削 ?木
、

骨 888

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 ?皮下脂脂 楔 ?木 888

加加工方式式 边 ?刮
、

削
、

切割
、

锯 888 边 ? 舌。
、

肖。
、

切割
、

砍劈 8

⋯⋯⋯⋯
肪

、

木 888 砍劈 ?骨
、

角 888

刃刃刃 ?刮
、

切割
、

锯
。。

Ξ⋯⋯⋯ 削 ?木
、

角 888 尖刃器一刮 ?木 8刻 ? 木 888

锯锯锯锯锯锯 ?木
、

角
。。

楔 ?ΕΕΕ

四
、

总结 与 讨 论

微磨痕分析表明
,

被观察的考古标本可能存在以下若干性质
?

2

用途多样 从表 < ,

我们可以窥视到
,

无论是石片还是不同的石器类型
,

其边
、

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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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可能是 多种多样的
,

即便是同一边
、

刃
,

也可能具有两种以上的功用
,

比如
,

既用于刮

削木头
,

又用于锯割鹿角
。

!
2

复合使用 在周口店第 ∀ 地点的标本中
, : 件石片的 6 个使用边有 个显示出复

合使用的微磨痕 8在 件使用石器中
,

有 ! 个复合使用的迹象
,

而选 自马鞍山遗址的标本

则不见复合使用的例子
。

这或许说明第 地点的古人类使用工具时存在一器多用 的 情

况
,

表明工具在功能上的分化尚不明显
,

后者似可说明工具在功能上已趋 向分化
。

=
2

使用石片 在所观察的选 自周口 店第 地点的石片上均可见微磨痕
,

为以往认为

该地点使用石片较多5张森水
,  9  7 的说法提供了微磨痕方面的证据

。

2

特殊微磨痕的意义 在石制品的用途上
,

第 ∀ 地点被加工材料的种类多于马鞍山

遗址的
,

其中可能存在鱼类5Ε 7的加工 ! 例 8 马鞍山遗址有较多的楔
、

刻
、

砍劈行为以及对

骨头的
“

较多
”

加工
,

事实上该遗址出土了较多的骨制品和骨器 5张森水
,  9 < 7

,

它们之间

是否存在某种关系 Ε 马鞍山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中特殊的
“

楔
”

的微磨痕
,

说明在用料上已经

开始采用一种间接的方法
,

其加工方式是否还暗示具备了制作复合工具的技术
,

包括带柄

工具的出现 Ε 马鞍山遗址出土的骨制鱼叉等 5张森水
,  9 < 7

,

可能证明其存在
。

由于电镜具有较强的放大功能
,

可以获得更多的古人类使用石器的信息
,

但也存在一

些不利因素
,

使用电镜对观察对象限制较多且花费昂贵
,

使得一些有价值的标本和可观

察标本的某个局部无法观察或观察不到
。

尽管如此
,

选择有限的考古标本进行微磨痕研

究
,

仍然可以使我们对古人类工具的使用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

微磨痕分析使我们有可能从新的角度去捕捉古人类过去的生活印记
,

比如
,

在从北京

猿人遗址中选取的 = 件有使用可能的标本中
,

微磨痕显示其中的 6 件曾被使用
? 石片

被用于割肉
、

鱼
,

刮骨头
、

角质
,

锯骨头等
,

刮削器用于切割肉类
、

干皮
、

脂肪
,

刮脂肪
、

木

头
,

削木头
、

角质
,

锯木头
、

角质等
,

加工鱼类的微磨痕尤为特殊
。

因本文选用的标本有限
,

不能说明更多方面的间题
,

作为尝试
,

我们期待以后对更多

标本的研究
,

以便进一步验证对某些加工对象推论的准确性
,

加深微磨痕属性对过去事实

的客观反映
,

以及对原始人经济生活的更多了解
,

并为解决原始人类的行为方式
,

实现复

原史前社会的生活面貌这一微磨痕研究的最终目的服务
,

我们或许还可望微磨痕研究在

解决石制品类型与功能关系上的贡献
。

5   ! 年 Δ 月 = 6 日收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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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β Υ Θ ΘΚ∃ ∀; ΘΘ∃ ϑ Δ−Θ∃ ΔΚ ∗ Ο Δ

≅ ∗ ϑ ∃ Τ −Μ Π Δ ∗ Ν ; ∃ Θ −4 −Θ −∃ Δ
2

1 Μ ΘΚ ∃ Η ; Δ−Δ ∗ Ν ≅ −∃ ϑ ∗ Ο ∃ ; ϑ ; Μ ;∀ΓΔ−Δ
, ?8 ∗ ≅ ∃ Ρ ϑ ∃ ∀−≅ −Μ ; ϑ Γ Ι ∗ Μ ∃∀Υ Δ −∗ Μ Δ ∃ ; Μ Η∃ ϑ ∃; Ι Κ∃ Π ? Μ ∗ ≅ ; ΘΘ∃ ϑ

Ο Κ ∃ΘΚ ∃ ϑ ΘΚ∃ ; ϑ Θ−Ν; ∃ ΘΔ ; ϑ ∃ Ρ ϑ−≅ ; ϑ Γ Ν∀; Τ ∃ Δ 一〕ϑ ε
·

∃ Θ∗ Υ ∃ Κ Ι Π +−∃ ∃ ∃ Δ , Θ Κ ∃Γ ; ϑ ∃ Μ ∗ Θ ∀−≅ −Θ∃ Π Θ∗ Υ Μ −Θ; ϑΓ

Ν∗ ϑ ≅ Δ ∗ Ν Υ ϑ−∀−Σ ; Θ−∗ Μ
2

% Κ∃ Ν; Ι Θ ΘΚ; ϑ Υ Δ∃ 一Ο ∃ ; ϑ Ο ; Δ ∗ ΗΔ∃ ϑ 4 ∃ Π ∗ Μ ; ∀∀ Ν∀; Τ ∃ Δ Ι Κ ∗ Δ∃ Μ Νϑ ∗ ∀Μ ϑΚ∃ +∃ Τ −Μ Λ

> ; Μ Δ−Θ∃ Λ −4 ∃Δ ΝΥ ϑΘΚ∃ ϑ ∃ 4 −Π ∃ Μ ∃ ∃ Θ∗ 、Υ ϑ ++∗ ϑΘ ΘΚ∃ ΔΘ; Θ∃ ≅ ∃Μ Θ ΘΚ ; Θ Ν∀;袄Χ Ο ∃ ϑ ∃ Κ ∃ ; 4 −∀Γ Υ Θ−∀−Σ ∃ Π ; Θ ΘΚ∃

Χ −Θ∃
2

. ∗ ≅ ∃ ΔΘ∗ Μ ∃ ; ϑ Θ−Ν; ∃ ΘΔ ∗ Ν ∗ Μ ∃ ΘΓ+∃ ;++∃ ? ,ϑ Θ ∗ Κ ; 4 ∃ Η ∃∃ Μ + Υ Θ Θ ∗ ≅ Υ ∀Θ −Ρ ∀∃ Υ Δ∃ Δ Η Γ “+∃ Τ −Μ Λ > ; Μ , , 2

∴ Κ∃ ϑ ∃ ; Δ , ΘΚ ∃ ϑ ∃ Δ ∃ ∃≅ Δ Θ∗ Κ ; 4 ∃ Η∃ ∃ Μ ; Θ∃ Μ Π 5? Μ Ι Γ Θ∗ Ο ; ϑ Π Δ Π −4 −Δ−∗ Μ ∗ Ν ; ϑ Θ−Ν; ∃ ΘΔ −Μ Θ∗ Δ+∃ ∃ −;∀−
Σ ∃ Π ΘΓ+∃Δ

; Θ ΘΚ ∃
> ; , ; Μ ΔΚ ; Μ Δ−Θ∃

2

岔
; ϑ Θ −

∃
∀∃ Χ

−ΔΔ Υ ∃ ∗ Ν

Θ Κ ∃

# # . 糕
ϑ Ρ ; ϑ Θ ∗ Ν Θ Κ ∃ ; Υ Θ ∀∀∗ ϑ Δ,

≅ ; Δ∀∃ ϑ Π ∃ Λ ϑ ∃ ∃ ∀
,; Ρ ∃ ϑ

2

% Κ ∃ Ν∗ ϑ ≅ ∃ ϑ ∗ Ν −Θ Κ ; Δ Η∃ ∃ Μ Ρ Υ Η ∀−ΔΚ ∃ Π

−Μ Θ Κ ∃
Γ∃ ; 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