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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了发现于吉林省西部大布苏泡子东岸二级阶地前缘原生黄土状地层中的 5 6 件

石制品
,

其中包括 件石器及 77 多件细石叶
。
大布苏地点的细石器材料

,

类型简单
,

成型的

石器少
,

分布范围有限
,

可能是一个临时石器加工点
。

其时代初步定为 4日石器时代末期
。

 8 年 6 月
,

笔者在吉林省西部的乾安县所字乡一带调查时
,

于该 乡大布苏泡子求

岸的第二级阶地前缘找到了细石器并进行了发掘
。

这是大布苏一带首次发现有确切层位

的细石器地点
。

最早在大布苏一 带考察的是 日本人山西勉等
。

他们发现了一些化石
,

但没有提到石

器
。

伶柱臣2  8 9 3首次提到这里发现过的石器
。

此后姜鹏2  5 3
、

孙建中等 2  9 3多次

到这一带进行第四纪地质和考古调查
。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2  5 3在这里发掘过多处古文

化遗址
,

其中包括细石器地点
,

但一直没有发现不与陶片共存的细石器的产出层位
。

东北及内蒙古的史前考古
,

解放前 中外学者做了不了工作2梁思永
,  : !4 ∀ ;<

# = > >
(;

,

 ! : 4 ∃ # ?0≅ Α = < < # , ≅Α =< ?; Α ; < Β ?Χ # ; Δ
,

 : 7 3
,

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和石器
,

其中包括

细石器
。

解放后
,

当地博物馆
、

文管会等单位发现了许多细石器地点
,

仅嫩江流域就有上百个

2黑龙江省博物馆
,  6 3

,

少数地点从粉细砂层中找到了细石器
。

但时代较晚
,

且大部分

尚为地表采集
,

缺乏地层依据
。

因此
,

大布苏细石器地点的发现能为东北地区细石器的深

人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

一
、

地质地理概况

大布苏细石器地点位于大布苏泡子东岸第二级阶地前缘
,

西距所字乡学字井村 公

里
,

地理座标为 ! : 7 5 !
’

5 !
‘’

Ε , 5 5 “ 5
‘

:
‘,

% 2图 03
。

大布苏泡子
,

面积 86 平方公里
,

是吉林省西部面积较大的内陆咸水湖
,

处于松辽平原

西南部的嫩江
、

松花江和西辽河之间的闭流区
。

湖面高程为海拔 ! ! 米
,

其周围地势一般

在海拔 87 米以下
。

这一带在构造上属松辽平原中心陷落带
。

这个陷落带自中生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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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几乎一直处于下沉状态
,

但从晚更新世开始又出现缓慢抬升
。

泡子西岸地势较低
,

而

东岸地势较高
,

并发育有两级阶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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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布苏细石器地点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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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级阶地较窄
,

坡降较大
,

高出湖面 8一 米
。

其上部为黄土状堆积
、

下部为细砂
。

第二级阶地宽阔
、

平坦
,

高出湖面 !7 一:7 米
。

阶地上部为黄土状堆积
,

土质松散
,

节

理发育
。

因此
,

在其前缘由于雨水冲刷和流水侵蚀作用变得支离破碎
,

形成一种当地人称

为
“

狼牙坝
”

的地貌景观
。

常见地貌类型有切沟
、

竖洞及
“

土塔
” 、“

土桌
” 、 “

土柱
” 、 “

土帽
”

等
。

大布苏的细石器就埋于这一阶地上部的古土壤层中2图 ! 3
。

二
、

石 制 品

这次发掘共得 5 6 件石制品
,

其中细石叶和细石核数量最多
,

石片和用石片加工成的

石器数量较少
,

另外还有相当数量在加工石器过程中和修理石核过程中产生的碎屑以及

不成功的打片所造成的废品
。

石制品原料主要为隧石
,

其次为石英
、

蛋白石
、

黑灌石等
‘3。有

: 多的石制品带有自然面
,

从所保留的 自然面看
,

素材可能为磨圆不好的砾石和结核
。

细石核 5 件
。

根据形态可将其分成两类
Λ

1

半锥形石核 ! 件
,

标本 )
1

6 : 6 , 2图 : 之 4 图版 +
,

03 核体为半锥形 4 标本 )1

6 : 65 2图 : 之 !4 图版 +
,

! 3 核体虽为整锥状
,

但只在一侧剥片
。

原料分别为隧石和黑耀

石
,

体高分别为 8 和 毫米
。

台面横径分别为 ! 和 巧 毫米
。

台面角较大
,

约 7
“

一

03 岩性由陈万勇先生鉴定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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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1

黑土
。
为黑褐色粉砂

,

局部夹少许泥炭
,

顶部颜色偏浅
。

厚 + 米
。 夕

1

黄土状堆积
。

灰黄色
,

多孔
,
垂直节理发育

,

可
1

见水平层理
。
厚 ! 米

。 61 古土壤层
。
为棕红色古土

壤条带与灰 白
、

灰黄色粉细砂互层
。

单层厚约 7 一!7 厘米
。

共有四五个古土壤条

带
,

内含钙质假菌丝体和少量直径约 7
·

8 厘米的钙质结核
。

该层水平层理发育
,

厚约
1

, 米
。
这次从地层中发掘出来的全部石制品都集中在该层的最顶部一厚约 7 一!7

厘米的古土壤条带里
。

石制品的水平分布局限在一大约 8 平方米的范围内
。

与石

制品一起发现的还有布氏田鼠 2Υ介=( Δ“‘ ς=Α “7 等动物化石
, ’。 8

1

黄土状堆积
,

同第 9

层
,

厚 5 米
。

5
1

古土壤层
。

为棕红色粘土质粉砂
,
含钙质假菌丝体和钙质小结核

。

厚
7

1

8 米
。

:
1

黄土状堆积
。

同第七层
,

厚 5 米
。

!1 古土壤层
。

棕红色砂质粘土
,
未见

钙质结核和假菌丝体
。

该层岩性稳定
,

分布广
,

连续性好
,

可作为一定范围内的标志

层
。

本层厚 。
1

5米
。 卜灰 白

、

灰绿色砂
。
含粘土

,

水平层位发育
,

结构松散
,
出露厚

度约 8 米
。

 7 “ 。

两件标本都只在一侧有细长
、

规整的剥片痕迹
。

完整的片疤长 8 一 毫米
,

宽 :一

5 毫米
。

!
1

楔状石核 ! 件 2图 : 之 : ,

图版 +
,

54 图 : 之 5 ,

图版 +
,

: 3
。

台面做过细致的修理
,

特别是标本 )
1

6 : 6乙台面上布满了小的修理疤
。

核体均呈三角形
,

其长
、

宽
、

厚分别为

!8 Ω !7 Ω 巧 和 9 Ω 9 . +Ξ 毫米
,

原料分别为蛋白石和隧石
。

台面角较小
,

分别为

8 :
“

和 6  “ 。

标本 )
1

6 : 6 : 较粗糙
,

片疤不整齐
。

细石叶 ! 件
。

窄长
,

两侧几乎平行
,

其中台面和远端都保留的  件
,

其余皆不完

整 4 :6 件只保留近端
,

! 件只保留远瑞 4 大多数两端都没有保留 4 保留近端的远多于保留

远端的
,

这种情况 日本福冈县的门田遗址和长崎县的百花台遗址也有记载 2麻 生 馒 等
,

 9 6 3
。

03 动物化石由郑绍华先生鉴定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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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片中
,

:: 件缺失远端
,

其中自然台面者占比例最高
, 6 件全部缺失远端

。

素台面

石片
,

石片角较大
,

平均为 : 7 “ ,

基本都保留远端
,

且多收敛为
“

点状
” ,

其形态较规整
,

多

长大于宽
。

其大小与加工好的石器大小差不多
,

可能属于打片较成功的一类
,

多被选做石

器的毛坯
,

如标本 )
1

6 : 9  2图版 +
,

5 3
。

由石片背面观
,

留有 自然面者 !’Ψ 件 2占 !! 务3 两个片疤的最多
,

一个和三个的较少
,

四个和四个以上的极少
。

有 8 件石片的边缘上有连续分布的半圆形细疤
,

都见于腹面
,

可

能是使用痕迹
。

石片长度一般在 !7 毫米 以下
。

最大一件为 :9
1

! . !
1

. :
1

5 毫米 4 最宽的 : 毫米 4

最厚的其厚度也不过 ! 毫米
。

约有一半的石片长大于宽
,

有的石片
,

长比宽大一倍以上
。

石片的形态除长方形
、

梯形
、

三角形外
,

还有多边形及其它不规则形状
。

除了上述锤击石片外
,

·

还有一件砸击石片
,

它的原料为石英
、

相对两端有向一面剥落

片疤的痕迹 2图版 +
,

: 3
。

石器 共 件
。

根据器形
、

刃缘数和加工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类
Λ

Β 短身圆头刮削器 ! 件2图版 +
,

 和 7 3
。

长
、

宽
、

厚分别为 5
1

! . 斗 . 东呼毫

米和 5
1

6 Ω 9 ! Ω 51 5 毫米
。

重分别为
1

! 和
1

5 克
。

毛坯为背面高凸的石片
。

刃缘平

齐
、

刃角分别为 69
“

和 8 8
“ 。

修理疤平远
,

以背面突起为中心呈汇集状
。

用压制法加工而

成
。

!
1

单凸刃刮削器 件2图版 +
,

8 3
。

长
、

宽
、

厚为 !6 . ! . 81 8 毫米
,

重
1

! 克
。

系

用薄的小石片制成
,

非常精致
。

在石片的一侧向背面加工成平齐的弧形 凸刃
,

刃角 6 9 “ ,

修理疤细小
,

重叠
,

可能使用了指垫法
。

:
1

单直刃刮削器 0 件 2图版 +
,

! 3
。

长
、

宽
、

厚为 8 . ! . 8
1

8 毫米
,

重 .
1

( 克
,

刃

角 8 6
。 ,

刃口不平齐
,

两面都有加工痕迹
,

修理疤不规整
。

加工方法可能是砸击法
。

5
1

单凹刃刮削器 ! 件 2图版 +
,

和 9 3
。
长

、

宽
、

厚分别为 8 . 7 . : 毫米和

!7 . . 5毫 米
,

重分别为 7
1

6 和
1

, 克
。

两件都由石片一侧向背面加工成一宽约 8 毫

米的浅凹刃
,

刃角约 8
。 。

其中标本 )
1

6 : 9! 在凹刃对边的上方有一深 凹的小缺
,

可能是

有意的凹缺刮削器的制法
。

8
1

单凹缺刮削器 件 2图版 +
,

6 3
,

较典型
。

长
、

宽
、

厚为 !5 . 9 . 9 毫米
,

重 :1 !

克
。

毛坯为一完整的背面和台面几乎都为自然面的石片
,

在其一侧用锤击法加工出一宽

约 8 毫米
,

深约 : 毫米的半圆形刃口
,

刃角 6 8
。 。

6
1

双直刃刮削器 件21图版 +
,

3
。

长
、

宽
、

厚为 : . 9 . 5 毫米
,

重
1

8 克
。

毛坯

为一缺远端的背面带有自然面的石片
,

在其两侧向背面用锤击法加工成刃
,

两个刃角均

6 7 。

左右
。

研磨石块 件 2图版 +
,

3
。

可能为一研磨石器的残段
,

原料为砂岩
,

尺寸为 68 .

56 . 0Τ 毫米
,

重  : 克
。

扁平状
,

一面有相互平行的几条擦痕
,

另一面除有几个小坑痕外

也比较光滑
。

两个相邻侧边的表面光 滑
,

但另外两边则为粗糙的断口
。

废品 共 ! 5! 件
。

约占全部石制品的一半
。

大多数非常细小
,

其长度多在 8 毫米以

下
,

重不及 71 克
,

一般较短宽
。

根据其形态
、

大小等方面特点可初步区别为碎屑
、

碎片
、

碎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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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大布苏细石器工业的一般特点如下
Λ

1

石制品的原料以隧石为主
。

!
1

打片方法以间接法为主
,

锤击法为辅
,

偶尔使用砸击法
。

间接打制技术具有相当的

水平
,

对细石核单面的修理较仔细
,

只从石核的一端剥片
。

从细石核背面的自然面保留在

右侧推测
,

剥制细石叶可能是逆时针方向进行的
。

:
1

没有发现磨光石器
,

但有研磨石块
。

在石器类型上没有砍折器
、

尖状器和雕刻器
’

也未见东北细石器中常见的加工精致的石锨和
“

通体精琢的石叶
” ,

但刮削器种类较多 2虽

绝对数量不多3
。

细石核和石器数量少
,

而细石叶和石片则相对很多
。

5
1

石器全由石片制成
。

石器的加工多在其右侧从腹面向背面加工
,

只有一件向两面

加工
。

加工方法有锤击法
、

压制法和砸击法
。

8
1

石制品 2包括废品 3很小
,

除研磨石块外
,

其余石制品最大者没有超过 57 毫米的
,

大

多在 7 毫米以下2主要为废品 3
。

石器也很小
,

一般长
、

宽都小于 !7 毫米
,

重量为 一! 克
。

三
、

比 较 讨 论

由于材料的局限 2如没有发现可供精确断代的动物化石和足够的测定
’‘, 年代的 材

料 3
,

要定出精确的时代有一定困难
。

大布苏细石器产于群力组 2即
Λ 图 ! 剖面中第 !一9 层

,

又有人叫大布苏组 3上部
,

上覆

坦途组
,

下伏顾乡屯组
,

为一套黄土状堆积
,

含有三条古土壤
,

曾发现过披毛犀 2,(# 0( <(
Κ

; Δ Α Α ; = ?叮Ζ ?4 Α 4 8
3 等五种动物化

·

石 2姜鹏
,

 5 3
,

这次又新增加了一种布氏田鼠 2Υ ‘Χ = ( Κ

切 Λ ς= “
,
?3

。

群力组本身没有年代数据
,

有人根据上覆坦途组和下伏顾乡屯组的若干
‘

℃

年代数据
,

推测群力组的绝对年代为 : 6
,

7 7 7一9, 8 77 [
1

)
1

2孙建中等
,  : 3

,

也有人估

计为 !8
,

7 77 一 9
,

8 77 [
1

)
1

2黎兴国等
,

 5 3
,

虽然含石器的层位靠群力组的上部
,

但离顶

界还有一段距离
。

因此
,

估计其年代为距今 7
,

7 77 年左右
。

从地貌部位
、

岩性和动物化石看
,

大布苏细石器地点的剖面与位于大布苏东北方向

97 多公里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 自治县青山头人地点的剖面是可以对比的
,

即大布苏剖面

的第 6 层可能相当于青山头剖面的第 9 层 2图 斗3
。

据报道 2李西昆等
,  5 4 尤玉柱等

,

 斗3
,

青山头人发现于 自上而下第一条古土壤中
,

并有 6 件石制
1

品一起发现
。

这一层之

上发现有前郭人
。

据
“, 测定

,

古土壤的年代为 7  5 7 士 8 8 [
1

)
1 ,

而其上的黄土层有两个

年代数据
,

分别为  6 7 土 7 和 9 9 7 士  8 [
1

)
1

。

从地层对比来看
,

大布苏细石器地点的

年代应与青山头人的年代差不多
。

大布苏细石器地点出土的石制品 以细石叶为代表
,

真正有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只有

件
,

仅占全部石制品的
1

6务
。

但仍可看出
,

大布苏的石制品属于典型的细石器工业组合

中的常见类型
。

大布苏的材料与内蒙古萨拉乌苏的
’3非常接近

,

特别是细石叶和细石核
,

都非常规整
、

03  7 年 ,
黄慰文和卫奇先生在萨拉乌苏发掘到一批细石器材料

,

报告即将发表
。

承蒙黄先生惠允
, 笔者观察过

这批标本
。

它的“, 年代为距今 ,
,
7 77 多年

。



董祝安 Λ 大布苏的细石器

细致
,

且都很小
。

昂昂溪大兴屯地点的一件细石核
,

显然显得原始一些
,

但与大布苏的也有些类似 2黄

慰文等
,  5 3

。

不同的是昂昂溪大兴屯地点没有细石叶
,

细石核也不典型
。

少育剖
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典型的细石器地

点下川2王建等
,

 9 3相比
,

差别较大
,

表现

在石制品类型上
,

下川要丰富得多
。

下川的琢

背小刀
、

石核式刮削器
、

雕刻器
、

石链和各式

尖状器都不见于大布苏
。

反过来
,

在下川的

材料中几乎包括大布苏的全部类型
。

如下川

的一些精美的
“

薄长小石片
”

很接近大布苏的

细石叶 4 下川的某些短身圆头刮削器也与大

布苏的同类器物一致
。

大布苏的材料与新乐新石器遗址出土的

细石器对比2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

 9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
,  : 3

,

也显得前者单调
,

贫乏
。

新乐用石叶做的尖

状器和石锨在大布苏没有见到
,

而大布苏的

圆头刮削器
,

在新乐则未见报道
。 Λ
新乐仅一

件细石核
,

在形态上与大布苏的不同
,

唯某些

细石叶较相象
,

但新乐的要大一些
。

大布苏细石器材料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

细石叶比例高
,

细小而精致
,

两侧缘几乎平

行
,

腹面和背面片疤十分平整
,

在尺寸上一般

天布苏
名」 面

山主
曲

1 , , 1
1 , Γ 1 1 1 叫

Γ
‘1 1 1 , 甲

1

一
Γ
‘

1 目
1

‘ 1 1 Γ
叫‘,

一 一一 二

一产 一

尹护沪产

Φ ‘‘
少

批批批批了了

000 一 一 协 一 认 ΜΜΜ
声声子气 一 Γ 的 内内

阵阵
二二 二Λ ‘二二二‘‘

瀑务
黑土

肛田
黄土

压夏园
扮砂

Σ亘口
文化遗物

图 5 大布苏
、

青山头柱状剖面对比图

∃ ≅ # Χ ( = = # 0Α Δ?( ; ( Θ Δ≅ # >Δ= Α Δ ?Τ =Α )≅ ?Χ Χ( 0Ζ ∴ ; Α =

># # Δ ?( ; > ( Θ Δ ≅ # 0无ς Ζ > Ζ >?Δ# Α ; < Δ≅ # ] ?; Τ >≅ Α ; Δ ( Ζ

Υ Α ; > ?Δ #

长不及 !7 毫米
,

宽 5一8 毫米的最多
,

平均宽 生8 毫米
,

厚约 毫米
。

除上面提到的下川
、

萨拉乌苏和新乐外
,

还有虎头梁2盖培等
,  9 9 4盖培

,
 53

‘〕、 海

拉尔2安志敏
,  9 3

、

镇赛2吉林省博物馆
,  6 Α

3
、

东山头2吉林省博物馆
,  6 0ς3

,

齐齐哈

尔市 以南 2黑龙江省博物馆
,  6 3等地也能见到这类精美的细石叶

。

灵井 2周国兴
,  9 5 3

也有一类
“

特小的窄长石片
” ,

宽度与大布苏的差不多
。

但据笔者观察
,

其规整程度远不如

大布苏的
,

并且其厚度也要大得多
。

银更的细石核上也能见到细小的剥片疤
,

但其石核要

比大布苏的长得多幻。

许多新石器遗址中有一类很长的石叶
,

有的甚至长达 :7 毫米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内蒙队
,  65 3

,

其宽度也较大
,

与大布苏的细石器显然不属同类
。

有迹象表明
,

华北和东北细石器工业中的细石叶有两类
,

小的一类宽 5一 8 毫米
。

这

类细石叶在虎头梁有大量发现
。

在大布苏
,

其比例相当高
。

大的一类宽 一 7 毫米
,

东北

新石器遗址中有大量发现
,

有时被用来做成尖状器等
。

依月前中国发现的细石器材料和

03 虎头梁的细石叶材料尚未发表
,
承蒙盖先生许可

, 笔者能有机会看到 4 从发表的石核材料也能看出
,
虎头梁应有

大量精美的细石叶
。

! 3 由袁复礼和裴文中先生采集
,
现一部分存于本所

,
笔者做了观察

、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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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
,

早期典型的细石器遗址中这两类都有2如下川3
。

往后到了旧石

器时代末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
,

小的一类 占了优势2如虎头梁
、

大布苏3
。

当然
,

现在看来
,

这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测
,

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证实
。

可比较的石核材料不多
,

除下川的个别几件和萨拉乌苏的以外
,

从大小和形态上看
,

还有武威皇娘娘台和灵井的个别标本与大布苏的类似
,

但灵井的比较粗糙
。

东北和内蒙

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细石核
,

一般个体较大
,

如银更
、

新乐
、

密山新开流2黑龙江省文物考古

工作队
,  9  3等地所见

,

比大布苏的要大
。

大布苏发现有两件较为精致的圆头刮削器
,

同样的器物见于下川
、

昂昂溪2黑龙江省

博物馆
,  9斗3等地

。

在昂昂溪还有两件器物类似大布苏的凹缺刮器2梁思永
,  : ! 3

。

通过以上 比较
,

可以看出
Λ

1

大布苏细石器地点为一典型的细石器地点
,

它已发现的石制品类型都可以在其它

公认的典型的细石器地点出土物中见到
。

!
1

大布苏细石器地点石器数量少
、

类型单调
,

许多典型细石器地点常见的器物
,

这里

却没有
。

:
1

这里的细石叶和一些石器与许多地点的同类相比显得更精致一些
,

尺寸也要小些
。

总之
,

这是一个典型的细石器地点
。

从石器数量少
、

类型单调
、

缺乏一些典型细石器

地点常见的石器类型
、

废品 占较高比例及石制品在地层 中垂直分布和水平分布都十分有

限等情况来看
,

大布苏细石器地点很可能是一个临时石器加工点
。

本文是在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教授指导下完成的硕士学位

论文
。

作者在野外工作中得到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鹏同志的帮助
,

在室内整理研究

过程中得到所内许多老师的热情指教
,

插图由陈信同志清绘
,

图版由张杰同志摄制
、

,

特此

一并致谢
。

2  年 5 月 6 日收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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