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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油房地点出土的石制品属于典型的细石器
,

文化遗物埋藏在晚更新统黄土层中
。

其时代

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偏晚阶段
,
但可能早于虎头梁文化

。

它的发现与研究对阳原盆地及其周

围地区 旧石器文化序列的建立和华北地区细石器技术传统的探讨都真有一定的意义
。

油房细石器地点位于河北省西北部阳原县城东五十余公里的大田洼乡油房村南 , 55

米处
,

地理坐标为东经 6 56
‘,

北纬
,

65
7

6’
,

处于高出桑千河床 85 余米的大田洼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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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边缘区
。

该地点是笔者于 ! 6 年在盆地内进行 旧石器考古调查时发现的
,

文化遗物

埋藏在黄土层中
。 ! Ε 年秋作试掘

,

面积为 ∀ 平方米
。

获得石制品 Ε !8 件
,

另有碎块和

废片 ∀ Ε 8 , 件
,

同层出土少量哺乳动物化石
。

一
,

地质地貌概况

阳原盆地为北北东向构造断陷盆地
,

地处冀西北山间盆地地区
。

本区的地貌特征是

山地
、

丘陵
、

河谷和盆地相间分布
,

排列有序
。

区内有桑干河及其支流洋河和壶流河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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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河流将大大小小的盆地连成串珠状
。

阳原盆地四面环山
,

中部为广阔的湖积平原
,

桑干

河 自西而东横贯整个盆地
。

盆地内广泛发育了著名的泥河湾层
。

该地点座落在盆地东部
,

桑干河南岸的大田洼台地北部边缘斜坡区
,

由于长期遭受强

烈的切割剥蚀
,

至使前古生代基岩裸露
,

泥河湾层全部或大部被冲蚀掉
。

因此当地的地貌

呈现 出沟壑纵横的 自然景观
。

在不同的地貌部位上多保存有黄土堆积物
,

黄土的厚度变

化较大
,

最厚可达十余米
,

有些地方由于不断剥蚀而裸露着基岩
。

石器的分布面积较大
,

在长 ∀ 55 余米
,

宽 55 余米的范围内都有发现
。

因自然因素或人为修筑梯田破坏严重
Φ

故

布在地表上的石制品相当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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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物全部为石制品
,

在含石制品的地层内伴生的动物化石较少
,

在发掘过程中还

发现小面积的灰烬层
,

烧土块和烧骨
。

文化遗物集中产于黄土层的中上部
,

地层剖面简述

如下 Φ

斗
,

耕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1

Γ 米
。

Γ
1

黄土
。

浅簧色
,

粉砂质
,

较松散
,

风化面微红
,

具垂直节理
。

中上部含大量石制品
,

薄灰烬层
,

烧土块和烧骨以及鸵鸟蛋皮
、

酚鼠和羚羊化石
· · · · · · · · · · · · · · · · · ·

⋯⋯ Ε
1

Η 米
。

—
不 整 合

—∀
1

侏罗系角砾岩
。

紫红灰 白色相间
,

水平层理发育
,

露头多风化为粉末状
· · ·

⋯⋯ 斗米
。

—
不 整 合

—
1

前古生界火山角砾岩
。

红褐色
,

含玛瑙团块
,

未见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Η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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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制品的原料大多是 已经变质的棕红
、

红褐
、

灰白
、

灰黑等各种硅质火山角砾岩或隧

石
,

另有极少量的硅质灰岩和石英岩
。

这些石料是就地取材
,

在附近的冲沟或山坡上即可

得到
,

并且可以窥知当时人们对石料的性质已有较高的认识
,

进行了严格的选择
。

Ε! 8 件石制品可分为石核
、

石片
、

细石核
、

石叶和石器五大类
。

石器的类型包括砍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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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

尖状器
、

刮削器
、

尖状器
一

刮削器
、

雕刻器
、

琢背小石刀
、

石钻和石锤
。

石器分类见表

0 )

表 石制品分类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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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 3 石 核

石核 8∀ 件
。

占全部石制品的 5
1

Γ务
。

根据石核的台面和形状可别为单台面石核
、

多台面石核和盘状石核
。

单台面石核 65 件
。

其形态各异
,
卜

大小不等
,

最大者重 ! !5 克
,

最小者仅 Ε5 克
,

重量

在 ∀ 55 克左右者居多
。

石核的台面有打击台面
,

节理面
,

自然岩面和修理台面
。

多数石核保

存的石片疤浅宽
,

有的留有规整的长石片疤
。

标本 Χ Η 8Η 系一较大的单台面石核
,

重 8 !

克
,

其台面宽大
,

为岩石的节理面
,

核身两侧有数块宽大的石片疤
,

受岩石节理的影响
,

石

片疤常呈阶梯状
。

在单台面石核中有 ! 件形体较小
,

锥状或扁锥状
,

其共同的特征是台面宽大
,

圆或楠

圆形
,

多经过修整
,

核身遗有窄而长的小石片疤
。

石片疤的宽度约为 一巧 毫米
,

长度约

为 6。一 Ε5 毫米
。

从这些石核及石片疤看
,

系用锤击法生产石片
,

但打片效果却与间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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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仿
,

能获得形制较规整的窄长石片
。

多台面石核 ∀ 8 件
。

都具有两个以上的台面
。

台面以打击者居多
,

还有自然和修理

台面
,

一般每个石核至少有一个为打击台面
。

多数石核遗有宽大的石片疤
,

部分为长型石

片疤
。

标本 Χ Ε ∀ 是双台面小石核
,

其一个台面系修理台面
,

另一台面为打片过程中新产

生的
,

核身上的石片疤窄长而浅平
。

盘状石核 Η 件
。

石核个体较小
,

形状规则
,

近圆或椭圆
,

中部厚而周边薄
,

边缘略呈

波纹形
,

整体呈双凸镜体
。

沿石核周边交互打片
,

石核上的石片疤相对比前一类宽
,

半锥

体阴痕较深
。

2二 3 石 片

石片 6 8Η 件
,

占全部石制品的 Ε
1

并
。

所有石片均为锤击石片
。

根据形态特征可粗

略地归类为长型石片和宽型石片
。

宽型石片 指宽大于长或长宽近等形状不规则的石片
,

共 件
。

这类石片多保存

着台面
,

多数系打击的或自然的
,

少数曾作过修理
。

打击点清楚或较清楚
,

半锥体较凸
,

石

片大小悬殊
,

很少用来加工成工具
。

长型石片 是指长度超过宽度多在一倍以上的各种形态的石片
,

共 ∀ 8 件
,

在数量上

比宽型石片约多 Κ Γ
。

其台面一般较小
,

有打击的
,

有自然的
,

也有修理的
。

石片两侧近

平行者较多
,

音队分由台面或由石片中上部向下徐徐收缩而呈三角形
。

石片背面有一条或

两条纵脊
,

有两块以上平远的石片疤
。

在这类石片中值得注意的是约有五分之一石片的

远端被截断或残缺
。

长型石片因形制较规 则多被选做石器的毛坯
。

2三 3 细 石 核

细石核 Γ 件
,

占全部石制品的
1

!务
。

可分为楔形石核
、

船底形石核和柱形石核三

型
。

楔形石核又有宽体和窄体之别
。

宽体楔形石核 ∀ 件
。

核身较宽
,

侧面观呈半扇形
。

石核台面窄长
,

均经过修整
。

石

核体的工作面端较宽厚
,

向尾端和底端渐薄
,

下缘呈弧刃状
,

工作面遗有数条石叶疤
。

如

标本 Χ 6 7ΡΛ 2图 Γ 之 ∀ Φ 图版 Λ
,

6 3
。

窄体楔形石核 Ε 件
。

核身较窄
,

侧面观近锥形
,

台面圆或椭圆
,

有 6 件标本的台面

作过修整
。

这类石核的工作面相对较宽
,

底端尖锐或较钝
,

核身上的石叶疤也较多
。

如标

本 Χ 5 6 2图 Γ 之 Γ 4图版 Λ
,

3
。

船底形石核 ∀ 件
。

与楔形石核有较大的差别
。

其核体矮小
,

台面宽平
,

呈椭圆形或

叶状
,

未经修整
。

工作面宽阔
,

石叶疤细小
。

一件标本几乎周身均可剥片
,

另一件除工作

面外其它部位也有小石叶疤
。

如标本 Χ 5 Γ , 2图 Γ 之 3
。

柱形石核 Γ 件
。

其中一件似柱形石核的毛坯
,

其余标本柱状或扁柱状
,

向下端略收

缩
。

台面呈圆形或近似圆形
,

均经修整
。

周身遗有石叶疤
,

偶见从底端剥片的现象
。

如标

本 Χ ) ≅Ε
、

Χ 6 5 Γ ! 2图
、

Γ 之 6
、

Η 4 图版 Λ
,

0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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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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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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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 3 石 叶

石叶 !∀ 件
,

占全部石制品的 Γ
1

∀多
。

台面小三角形或梯形
,

石叶两侧乎行或尾部略

收缩
,

多向内微弯
,

背面有一条或两条纵脊
。

最宽者 5 毫米
,

最窄者 6 毫米
,

长宽之比在

Γ Φ 0一 Ε Φ 之间
。

石叶大小有别
,

以短小者居多
,

其中有 ∀Ε 件标本远端残缺
。

2五 3 石 器

石器共 Η6 件
,

占全部石制品的 Ε1 Η外
。

在石器组合中
,

除砍研器和石锤外均属小型石

器
,

多由石片加工而成
。

石器小巧精致
,

修理疤平整
,

刃缘匀称
,

是典型细石器遗存中所常

见的
。

1

砍祈器

砍研器 6 件
。

其形态和大小有较大的差别
,

但均系单面背向加工
。

如标本 Χ ΓΓ Γ 2图

6 之 3
,

由变质灰岩残片制成
,

其右侧被加工成凸刃
,

修理疤浅宽
,

刃缘较匀称
,

标本宜于

手握使用
。

另一件标本 Χ Η 8 2图 6 之 ∀ 3
,

系用一近梯形石片制成
1
,

主要加工在石片的远

端
。

修理疤较集中
,

刃缘不够规整
,

其左右两侧也有修琢痕迹
。

∀
1

刮削器

刮削器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
,

共 ∀5 件
。

绝大多数由石片制成
。

一般个体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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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精细
,

多为背向加工
,

个别标本系两面加工
,

其中不少标本系用压制法修理的
。

根据

其形态和刃部特征
,

可分类为长身端刃刮削器
、

短身端刃刮削器
、

两端端刃刮削器
、

直刃乱

削器
、

凸刃刮削器
、

凹刃刮削器
、

两侧刃刮削器和石核式刮削器八类
。

长身端刃刮削器 Η 件
。

均由窄长石片制成
。

一类是修理痕迹只见于一端
,

如标本

Χ 5Η ∀ 2图 Η 之 Η3 由较薄
、

尾端略尾的小石片制成
。

修理疤长条状
,

浅平而排列整齐
,

似

用压制法制成的
。

另一类除一端外
,

两侧也有修理疤
。

如标本 Χ 5 Η 2图 Η 之 ∀ 4 图版 Λ
,

∀ 3 和标本 Χ 5 Γ! 2图 Η 之Γ4 图版
,

! 3
。

前者是一件十分精致的标本
,

系用石片向背面加

工而成
,

上端为宽端刃
,

并与两侧相联
,

无明显的折角和尖凸
,

下端也是如此
,

呈小圆头形
,

整个标本的修理疤浅平
,

刃缘平齐匀称
,

可能是用压制法修理的
。

后者器身较长
,

除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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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
、

Η
1

端刃刮削器 2
# ∋ Ω ≅ ,  ? ς #  

3

2Χ )≅  
,

、

Χ ) Γ !
, Χ ) ≅Ρ 3 4 斗

1

直刃刮削器 2
≅ Α  ? .> = Α #Ω > # ≅ #  ? ς #  

3 2Χ ) ∀ ∀ 3 Φ Ε
1

两端端刃

刮削器 2Ω
) Δ Τ 0# # ∋ Ω ≅ #  ? ς #  

3 2Χ )≅斗3 Φ 8
1

凸刃刮削器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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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加工外
,

另一端和两侧均作过细致修琢
,

局部存在两面加工
。

短身端刃刮削器 ∀ 件
。

器体细小
,

加工精良
,

呈拇指盖形
,

均作单面加工
,

修理技术

采用压制法
。

如标本 Χ 7, Γ ,

其两边一端布满规整的修理疤
,

器形小巧而加工精美
。

两端端刃刮削器 件
。

标本 Χ 仍6 2图 Η 之 Ε4 图版 Λ,

Η3, 其两端都作单面加工
,

刃

皇弧状
,

修理疤较规整
,

刃缘平齐
,

刃 口锋利
。

其一侧也有少许修琢痕迹
。

两侧刃刮削器 ∀ 件
。

标本 Χ 55 2图 Η 之 3
。

系刮削器中较大型者
,

除一端外其余

的边和端均布满木而宽的修理疤
,

均作单面修理
。

其两侧刃较长
,

一侧刃微凸
,

另一侧刃

略凹
。

直刃刮削器 Γ 件
。

其大小不一
,

均作单面修理
。

如标本 Χ 5 ∀∀ 2图 Η 之 64 图版 Λ,

8 3
,

由较宽的石片制成
。

沿其一侧边加工成一直刃
,

修理疤整齐
,

刃 口犀利
。

另一侧也有

三块修理疤
。

凸刃刮削器 ∀ 件
。

刃加工成弧形
, Ζ均单面加工

。

如标本 Χ 7” 2图 , 之 84 图版 Λ,

Γ 3
,

沿石片一侧缘背向修出一凸刃
,

修理疤细小
,

刃缘波纹状
,

可能是在使用的基础上局

部再加工成型的
。

凹刃刮削器 Γ 件
。

加工方法同上
。

如标本 Χ 5 ∀Γ 2图版 Λ
,

3
,

系由石片制成
,

沿

其一侧缘修理出一凹形刃
,

修理疤细密重叠
。

石核式刮削器 ∀ 件
。

其器身较厚
,

刃部形态似端刃刮削器
。

其前身可能为石核
,

后

又经过进一步加工
。

如标本 Χ 5 6 2图 Ε 之 3
,

甚厚
,

背部保存数条小长石片疤
。

刃半圆

状
,

两面加工修成锐刃
,

可刮削之用
。

Γ
1

尖状器

尖状器共 8 件
,

由长型石片或石叶加工而成
。

一般器身修长
,

小巧精致
,

尖刃部横断

面多呈不规则的三角形
,

在分类上可归人三棱锐正尖尖状器类
。

如标本 Χ 7肠 2图 Ε 之 8 4

图版 Λ
,

Ε3
,

由近三角形的石片制成
,

在石片的两侧缘作单面加工
,

加工过的边斜向相交

于石片中轴的一端
,

形成一个锐尖
。

在尖状器中
,

有两件器身微小
、

加工精细
,

由石叶制成的标本
, Χ 5∀ 6 2图 Ε 之 ∀3 和

Χ Η 5 8
,

2图 Ε 之 Η 3
,

前者两侧缘修理疤密集
,

并加工出一锐尖
。

后者的三边均经过精细修

琢
,

制成的尖刃稍偏右侧
。

6
1

尖状器
一

端刃刮削器

典型标本 ∀ 件
。

如 Χ 5 Γ 8 2图 Ε 之 Η4 图版 Λ
,

Η3
,

由一较长的石片制成
,

均作单面加

工
。

一端修理成钝尖
,

另一端修出弧形刃
,

修理疤浅平
,

较规整
。

另一件标本 Χ Ε村 2图

版 Λ
,

6 3
,

器体较小
,

横断面三角形
,

周边布满细密的修理疤
。

一端加工成锐尖
,

另一端

修理出刃角甚陡的刃
。

两件标本都似用压制法修理成的
。

Η
1

雕刻器

雕刻器共 Γ 件
,

均由石片制成
,

其加工精细
,

多是兼作它用的工具
。

标本 Χ 5 ! 2图 Ε

之Ε4 图版 Λ
,

53
,

器身修长
,

加工方法是在石片的远端向左斜下打了一下
,

剥去一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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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Ε 石器 2ΛΨ ς  # Ψ # ∋ Α≅

3
0
、
∀

、
8

1

正尖尖状器 2
≅ Α  ? .> = Α ς ) .∋ ,

3 2Χ≅ )8
, Χ 5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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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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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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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Χ ) ∴夕3 4 ,
1

尖状器
一
端刃刮削器

2ς ) .∋ 卜 #∋ Ω ≅ #  ? ς #  

3 2Χ 5 Γ 8 3 4
1

石核式刮削器 2
# )  #一 ≅= ? ς # Ω ≅ #  ? 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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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

留下雕刻器刃面
,

使顶端略成凿状刃口
。

此外
,

两侧边也修整成刃
,

均系背向加工
,

侧

刃修理疤浅平
、

规整
。

标本Χ 6 5 5 2图 Ε 之 6 4 图版 Λ
,

Γ3
,

器身略呈椭圆形
,

周边大部

有密集的修琢疤迹
,

其雕刻刃做法与前一件基本相同
。

Ε
1

琢背小 石刀

琢背小石刀 ∀ 件
,

标本 Χ Γ ! 2图 Ε 之 Γ 3
,

由一较小的石片制成
,

石片一侧缘钝厚
,

另

一侧缘薄而锋利
。

沿较厚的一侧布满精细修琢的痕迹
。

8
1

石钻

石钻仅一件
,

标本 Χ 5 Γ ,

由一较宽的石片制成
,

在石片的尾端一侧修理出一短而锐

的尖
,

尖刃两侧修理疤清楚
,

尖刃似有使用痕迹
。

名
1

石锤

石锤共 Ε 件
,

一件为砾石
,

其余由石核改做石锤使用
。

标本都不同程度地遗有散漫坑

疤
。

三
、

结 语

1

工业的一般特征

以上所述油房地点石制品的特征可简略地归纳如下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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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由于细石核
、

石叶和小型石器组合的存在
,

可以判明其应属于以典型细石器工业

为主导的文化遗存
,

可归于细石器技术传统之中
。

2∀ 3 在石器加工中
,

既采用间接法剥取石叶和压制法修理石器技术
,

也广泛使用锤击

法打片和修理石器技术
。

在生产中
,

直接和间接两种技术几乎居于相等的地位
。

2Γ 3 在锤击石片中
,

长型石片明显多于宽型石片
,

前者且多规整
,

并成为加工石器的

主要毛坯
,

少数石叶也被选用为制造石器的毛坯
。

26 3 石器数量不多
,

但类型多样
,

加工精良
,

加工方法以背向单面加工为主
,

较少采用

两面加工
。

所有石器以小型精致者居多
,

刮削器
、

尖状器构成石器组合的核心
,

另有雕刻

器
、

琢背小石刀和砍研器等石器类型
。

∀
1

油房文化遗物与相关文化的比较

河南安阳小南海的文化遗物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
,

代表黄土时期的一种文化类

型 2安志敏
, ! Ε Η 3

。

山西峙峪文化的时代也属于更新世晚期 2贾兰坡等
, ! 8 ∀ 3

。

二者共

同的特点是 以直接打击法修理小型石器
。

与油房石制品比较有较明显的差异
,

前者缺乏

细石器的典型器物
,

也无使用间接剥片或压制修理石器的技术
,

但是
,

它们在锤击法产生

的长型石片和某些石器类型上存在着共同之处
。

同一盆地内的虎头梁文化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 较晚阶段 2盖培等
, ! 8 8 3或中石

器时代 2安志敏
,

! 8 3
,

其文化遗物发现于桑干河 级阶地
,

代表性的器物是楔形石核和

各种类型的尖状器
。

与油房地点文化
1

遗物比较同属干典型细石器技术传统
,

又存在着较

大的差异
。

虎头梁者
,

石器类型稳定多样
,

器形规整
,

技术娴熟
。

其较稳定石器类型如半

月形刮削器
,

盘状刮削器和各类尖状器是本文所描述的石器所不具有的
。

其石器的加工

也多作 局部或全部的两面加工
。

因此
,

两者可能属于同一技术传统的不同文化变体
,

而虎

头梁文化所具有的进步性或许暗示其时代略晚
。

与 山西下川文化 2王建等
, ! 8 3 比较

,

无论打片和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石器组合均有

更多的共性
。

本文所描述的石器类型如各式刮削器
,

小型正尖尖状器
,

雕刻器
,

琢背小石

刀以及长型石片
、

石叶
、

细石核等
,

几乎都能在下川石制品中
、

找到对比的标太
。

所不同的

是后者的文化遗物更丰富
,

石器类型更趋于稳定多样
,

其中的两面加工尖状器
,

宽尖尖状

器
,

锥钻
、

石锨
、

铸状器
、

砺石
、

研磨盘等在油房地点则不存在
。

但是
,

总体看来两者的内在

联系似乎更紧密些
。

Γ
1

油房文化遗存的时代

由于缺乏绝对年代资料
,

动物化石稀少
,

油房文化遗物的时代只能从地层学的分析和

相关文化的对比中获得信息
,

进行推测
。

在阳原盆地内
,

所见的黄土分别被称为黄丰
、

马兰黄土淡黄土或黄土状堆积
,

其属晚

更新统无疑
。

这种黄土常迭压在桑干河第 级阶地顶部
,

虎头梁文化所在的第 级阶

地上则不见黄土堆积
,

这一现象说明这些黄土晚于 级阶地
,

早于第 级阶地
。

第 级

阶地堆积可能是距今五
、

六万年以后的产物 2贾兰坡等
, ! 5 3

,

如此说来
,

黄土形成的时期

会更晚些
。

况且
,

油房地点的文化遗物产于黄土层的中上部
,

恰处于黄土形成的中晚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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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从地层分析中不难看出
,

其地质时代不会超越晚更新世晚期
。

从相关文化遗存的比较可见
,

油房的文化遗物比小南海
、

峙峪进步些
,

与虎头梁存在

一定差距
,

与下川文化较接近
,

但含细石器成分不如后者 ‘ 因此
,

在文化时代上似应为旧

石器时代晚期偏晚阶段
,

可能早于虎头梁文化
,

与下川在时间上大体相当或稍有先后
。

野外工作曾得到中国科学院古脊稚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卫奇先生的指导
。

张森水先

生审查了部分石器标本
,

并对全文作了认真的审阅和修正
。

冯林同志承担了石器拍摄任

务
。

野外调查和发掘工作始终得到阳原县文教局的大力协助
,

对此笔者深表感谢
。

2 ! 年 8 月 ∀ 日收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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