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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和顺当城旧石器时代洞穴

遗址群初步研究

吴志清 孙炳亮
1山西晋中行署文物站2 1山西地矿局区调队2

关镇词 人类顶骨 3 旧石器 3晚更新世

内 容 提 要

山西和顺当城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群出土了三千余件石制品
,

∀4 种哺乳动物化石
,

两块

人类顶骨
。

根据动物化石及
’

℃ 同位素年代测定 5 时代为晚更新世或旧石器时代晚期
,

该遗

址群的发现
,

对于研究华北地区古人类及各旧石器文化间的关系
,

提供了新材料
。

一
、

地理地质概况

遗址群位于山西省和顺县东南 4 ! 公里 的 土 岭 乡当 城 村 附 近
,

地 理 座 标 东经

一犷/举‘
,

乙6
∀ 。 ,

图 当城洞穴遗址群地理位置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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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群地处太行山腹地
,

接近太行∗−ΧΔ 复背斜核部
,

海拔

高度为 ∀ Ε Ε一 ΕΕ 米
。

周围出露岩层自老而新有下元古界沫沱群南台组各种变质岩 1其

中 穿插大量石英岩脉 2
,

寒武
、

奥陶系石灰岩及白云岩
。

在该地炭酸盐岩中
,

发育有很多岩

溶洞穴
,

这些洞穴大致分为两层
,

下面一层高出现代河床 !一 Β 米
,

上面一层高出现代河床

ΦΕ 一Ε 米左右
。 经初步普查

,

含有文化遗物的洞穴均属下层洞
,

有五处
,

编号依 次 为

召4 Ε Ε 一 4 Ε Ε ! ,

其中以 4 Ε Ε 号洞穴文化层保存较为完整
,

文化遗物较丰富
,

发现了古人

类顶骨化石两块
,

哺乳动物化石百余件
,

碎骨片及石制品各约三千件
。

其它洞穴中的堆积

物皆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

但仍留下少量文化遗物
,

本文即是以 4 Ε Ε 洞穴为主
,

对该遗

址群的旧石器及其动物群作初步研究
,

现将主要结果报道于后
。

二
、

洞穴简况及地层

4 Ε Ε 号洞穴高 Β 米
,

深 4
0

∀! 米
,

宽 ∀Ε
0

米
,

洞长轴走向 & Γ 4 Ε 。
,

洞 口 向北
,

高出现

代河床 Β 米
,

洞穴堆积物自上而下分为 Β 层
,

简述如下〔图 ∀ 〕
。

仁基刁白云岩

巨曰 办以别民

匹且」干扰层

红色枯土 匡困炼石层 匡国 理月更土

白它折力砂土 匡国黄处土夹灰烬层压习 淤 土

噪乳动物 Η亘口打制石器 巨列 人类化石

4 Ε Ε 洞穴遗址堆积物剖面

一Ι日叫一勺
‘, !∀一一二一,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1 % & ) ∋%

2
!

白云岩 3 4
,

灰烬层 3 5
!

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3 6
!

红陶 3

7 5 8 8 2

9
!

红色粘土 3

:
!

哺乳动物化石 3 7
!

磨光石器 3 ;! 砾石层 3 28
!

灰黄色亚粘土夹灰烬层 3

<
。

粉砂 3

2 2
。

打

制石器 3 24
!

砂质土 3 25
!

淤土 3 2 6
!

人类化石

上孤地层 灰 白色粘土层
,

土质细腻
,

无杂质
,

微细层理发育
。

土层中发现有现代瓦

片和清代铜钱一枚
,

属近代堆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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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0

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5 灰黄色亚砂土
,

呈楔状
,

其中发现有红陶片及磨光石斧一件
。

Φ
0

砂质粘土与灰烬混合层 5 土与灰烬含量各半
,

其中夹有动物骨骼碎片及石制品
,

堆积

物未见扰乱现象
,

应是原生堆积
,

此层厚薄不等
,

最厚处 4Ε 厘米
,

最薄处 Ε 厘米
,

一般 ∀Ε

厘米
,

但至洞堆积中部即行尖灭
。

,
0

白色细砂
,

纯净洁白
,

无杂质
,

未发现任何遗物和化石
,

厚 ∀ 厘米
。

Α
0

褐红色砂质粘土夹钙质结核
,

钙质结核呈疙瘩状
,

未经磨蚀
,

直经 ∀一4 厘米
,

中夹少

量灰黑色灰烬条带
,

条带厚 Ε
0

一 厘米
。

此层发现大量石制品
,

骨片
、

烧骨和哺乳动物化

石
,

厚 ΦΕ 厘米
。

4
0

灰烬层 5 黑色
。

夹烧骨
、

石片
、

石核及石器
,

灰烬大部分为木炭屑
,

少部分烧骨
。

烧骨

碳化程度不等
,

有呈灰黑色
、

黑色和棕黄色在炭屑中尚清楚地保留大大小小的木炭块
,

大

块者达 一至 ∀ 厘米
,

骨片多被烤黄
,

石制品表面也被熏成或浸染成黑色的
,

此层由洞口

向里断续地呈带状分布
,

平均厚度为 ∀∀ 匣米
。

∀
0

砾石层
,

砾石成分多为白云岩
、

砂岩
、

钙质结核
,

砾石磨圆度不好
,

多为棱角状一次棱

角状
,

其分布状况如第三层
,

本层厚 Ε 厘米
。

0

0

深红色粘土层 5
、

粘土中含少量砂粒及钙质结核
,

结核直径 ∀一Α 厘米
,

砂粒多为白云

岩风化的岩屑
0

厚 Ε 厘米
。

下伏地层 奥陶系下统黄 白色 白云岩

三
、

古人类及哺乳动物化石

4 Ε Ε 洞穴
,

在剖 面的第四层与石器等一起发现的有人类顶骨化石两块。面积分别为

∀ ϑ Α 厘米
、∀0 ∀ ϑ ∀0  厘米

。

厚约 Ε0 Φ 厘米
,

石化程度较高
,

呈红褐色
。

据形态特征看
,

应

属智人 1Κ
) Λ ) = : 夕+∃ ∋ ,

2
。

除人类化石外
,

还发现有百余件哺乳动物 化石
,

经初步鉴定
∀ ,
共有 ∀4 个种类

5

刺捐 Γ Μ￡, : 9 ∃ Ν 3 = Ο
0

酚鼠 Π Θ) =户/: Ρ = Ο
0

兔 ∗ )ΣΝ= =Σ
,

旱獭 Π : Μ Λ ) ; : = Ο
0

竹鼠 ( 8+Τ ) Λ Θ= = Ο
0

犬 Υ : , ! = Ο
0

灌 Π ∃/。3 = Ο
0

狐 . 二−Σ) = =Σ
0

最后斑银狗 9 Τ) 9 “; 。 。ΤΜ=。, :

ς Μ了Ν = =Σ

,“ ! =Σ
·

熊猪

/2 经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同志鉴定
。

∀ 2 经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蓝祝安
、

李毅
, ,

尤玉柱
、

卫奇等同志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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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Υ‘Μ 夕Ν = “Ο
·

赤鹿 Υ ∃ Μ , “! ∃ : ) : Ω、∋ =+=

大角鹿 Π ∃ ≅ : /) 9 ∃ Μ ) = “Ο
·

东北魁 9 :户Μ ∃ ) /。 5 Λ : ∋ 9 8Ν Μ +9 Ν =

羚羊 Ξ : Τ ∃//: =Ο
·

鹅喉羚 Ξ : Τ ) //: 9 7
·

了
泌≅ “; /“ Μ ) ‘:

岩羊 Ο = ∃二 Ω ) += 9护
·

” : Θ: “Μ

普氏羚羊 Ξ : 5 ∃//: 户Μ 5 。留: /=及, +

双峰骆驼 Υ : Λ ∃/“! 9 7
0

及, ) Ψ/) 9 8 5

牛亚科 Ζ ) < +∋ : ∃ ≅ ∃ ∋ “;
·

“Ο
·

普氏野马 Γ宁。Ν 5 户Μ 5 ∃留 : /=及Θ+

披毛犀 Υ ) ∃ /) Ω ) ∋ ; : : ) ;+宁, +;: ‘+‘

4 Ε Ε ∀ 洞穴
,

发现牛牙一颗 1Ζ
口 5 =Σ

0

2 及犀牛碎齿片
。

! 4 Ε Ε ! 洞穴
,

发现牛牙两颗 1Ζ ) = =Ο
0

2
,

赤鹿角一件 1Υ
∃ , , 。 ! 9 : , : Ω ‘, ‘+‘2

。

以上动物大部分是适应寒冷气候条件的种类
,

如野马
,

披毛犀
,

大角鹿
、

赤鹿
、

东北膺

等
,

由此推测当时气候处于一个较寒冷的时期
。

从动物生态来看
,

当时有适应草原灌木环

境的动物如野猪
、

赤鹿
,

最后斑鼠狗
,

也有典型草原环境的动物
,

如普氏野马
、

黔鼠
、

刺猜
、

鹅喉羚
、

普氏羚羊等
,

还有适应森林草原边缘的动物如大角鹿和适应高山寒冷地带的动

物
,

如岩羊等
。

在 ∀4 个种类的动物化石中能确切地鉴定到种的只有 种
。

其中绝种动物有 4 种
,

占

4 Β
0

Φ外
。

与丁村
、

许家窑
、

萨拉乌苏
、

峙峪
、

周口店山顶洞
、

小南海等我国北方晚更新世哺乳

动物群比较
,

当城动物群与它们都较接近
,

尤其是与萨拉乌苏动物群相同的属种最多
,

因

此
,

可以肯定其时代为更新世晚期
。

四
、

文 化 遗 物

当城洞穴遗址群发现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
、

烧骨
、

灰烬及骨器
。

因篇幅的关系
,

本

文只简要地介绍部分石制品的一些主要情况
,

虽然石制品出自三个不同层位
,

堆积总厚度

约为 ΦΕ 厘米
,

石器性质也看不出明显的差异
,

故把它看作同一时期的遗物加以研究
。

从

出土的三千余件石制品中
,

经过严格挑选
,

对人工痕迹清楚的 4 ∀∀ 件作了观察和研究
。

石

制品的原料绝大部分来自遗址以西 4 公里的虎峪村附近的变质岩分布区
。

主要原料有脉

石英
、

玛瑙
、

隧石
、

石英砂岩以及极少量的辉绿岩和白云岩
。

0

石核

根据台面及加工方法分为单台面石核
、

双台面石核和多台面石核三类
。

单台面石核 共 件
,

其中有自然台面者两件
,

砾石面保存二分之一以上
,

台面角

ΦΕ
。

一 Ε
“ ,

Φ 件为打制台面
,

台面角小于  Ε “ ,

其中四件台面平整
,

一件为脊状台面
,

两件保

留少量砾石面
,

本类石核打击点清楚
,

石片疤浅平
,

除两件在台面一侧打片外
,

其余均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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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周边打片
,

石核最大者 Φ
‘

ϑ Α Ρ 40 ! 厘米
。

最小者 Α0 ! Ρ ∀ Ρ Α 厘米
。

双台面石核 4 件
。

其中三件保留自然面
,

其余均不见砾石面和自然面
,

最 大 者

Β ϑ ! Ρ Α 厘米
,

最小者 Α Ρ Α Ρ 4 厘米
。

多台面石核 Α 件
,

最大者 Φ ϑ ! Ρ Β 厘米
。

最小者 4 Ρ ∀ ϑ 4 厘米
。

石片疤多小

而浅
,

打击点较集中
,

半锥体阴痕较凹
,

放射线和同心波不明显
,

这类石核是从各个面打制

石片
,

使石核呈多面体或近球形
,  件标本的打制方法及形状均较一致

,

多数形状不规则
,

其中有 ! 件标本略呈漏斗形
。

‘

∀
0

石片

共 ΒΒ 件
,

石片素材可分为几类 5 脉石英 Ε 件
,

占 Φ ∀0 ∀务 3 黑色隧石 Β 件
,

占 Α 外3

玛瑙 Α 件
,

占 ∀0 4多 3辉绿岩 件
,

占 Ε0 Φ多 3石灰岩一件
,

占 Ε
0

Φ多
。

其中自然台面者 分 件
,

占 4 ∀
0

∀ 务 3人工台面者 ∀Ε 件
,

占 ΦΒ
0

多
。

打制方法主要为锤击法
,

砸击法很少采用
,

一般

厚 一
0

! 厘米
,

形状主要为三角形和多边形脉石英石片
,

打击泡平的最多
,

「

显著的较少 3

半锥体多微 凸
,

石片背面
,

常见的有多块浅平的石片疤
,

半锥体阴痕不显
。

隧石及玛瑙
、

灰

岩石片上半锥体清晰
,

同心波及辐射沟明显
。

’

两极石片仅一件
。

4
0

石器

件石器根据器形和加工方式
,

划分为石球
、

石锤
、

砍砸器
、

刮削器和尖状器
。

1/2 石球 件
,

轮廓呈球形
,

直径 4
0

!一 Φ
0

! 厘米
,

原材料全为脉石英
,

多数石球表

面有许多打击痕迹
,

且无一定方向
。

有少数几件石球经过精细修琢
,

球体表面的棱角全部

琢掉
,

通体光滑
,

形制规整
,

状似今 日之球类
。

该遗址中发现的石球与丁村
、

匿河
、

许家窑

等处遗址中的石球比较
,

除所用材料不同外
,

其形态和制作技术基本一致
。

1∀ 2 石锤 4Ε 件
,

官是这一石器组群中富有特色的一类器物
,
’

除 ‘件为砸击石核外
,

其余的器面上有多疤现象
,

并有砸钝的痕迹
,

依其尺寸
,

可分大小两型
。

大型石锤 Α 件
,

标本 [Σ Ε 1图版 −,

幻
,

材料为 白色脉石英
,

器身
0

! Ρ Φ
0

! 座米
,

多边有打击痕迹
,

石片疤浅而平
,

整个表面无明显棱角
,

呈卵圆形
,

短径一端为使用面
,

使

用痕迹明显
。

标本 [Σ) >
、

[ΣΕ4 的原材料和打制方法与 [Σ∴− 相同Ω 标本 [ΣΕΑ 原材

料为脉石英漏斗状石核
,

台面修整为圆形
,

中间凸起
,

底部船底形棱面为使用面
,

使用痕迹

明显
。

小型石锤 ∀! 件
。

原材料多为半球形
、

楔形
、

船底形和漏斗形石核
,

修整精细
,

器身

光滑浑圆
, [ ΣΕ 1图版 − ,

Β2 就是其中的一件
。

大者 4 Ρ = 厘米
,

小者 ∀ Ρ
0

! 厘米
,

底

部为使用面
,

使用痕迹明显
,

使其上棱脊变钝
,

它与通常所说的锤击石锤在功能上是不同

的
。

砸击石锤 件
。

材料为脉石英石块
,

形状扁平
,

呈长方形
,

两面均为自然面
,

器身

 Ρ Ε Ρ ! 厘米
,

在砾石的一端棱上和面上可见多处散漫的坑疤
。

14 2 砍砸器  件
,

其中石片石器 Α 件
,

石块石器 , 件
,

按刃边数目及器物形态划分

为 5 单刃砍砸器
、

双刃砍砸器
、

盘状砍砸器和端刃砍砸器
。

单刃砍砸器 ! 件
,

原料为脉石英者 4 件
,

石英岩者 ∀ 件
。

器身长 Φ一巧 厘米
,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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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一 ∀ 厘米
,

厚 ∀0 !一Φ 厘米
。

其中 [ΣΕ 4 Φ Η图 4 1/2 3 图版 − ,

 Δ 较有代表性
。

原料为灰

紫色石英砂岩石片
,

外形呈盾形
,

器身长  
0

! 厘米
、

宽 Β 厘米
、

厚 ∀ 厘米
。

劈裂面的半锥体

和辐射沟明显
,

由破裂面看
,

将其左侧修理成刃
,

除背面局部有修理疤外
,

主要是向破裂面

加工的
,

修理工作上部较粗糙
,

刃角为 !
“ 。

双刃砍砸器 件 [ΣΕ ΕΕ Φ 原料为脉石英
,

系用厚石片制成
,

下端稍残
,

器身长 Β 厘

米
、

宽 Β
0

! 厘米
、

厚 4
0

! 厘米
。

背面左半为 自然面
,

右半为打击面
,

中部相交成脊
,

左右两侧

边均作过粗糙的复向加工
,

左侧 1破裂面观 2为凸刃
,

右侧也可能为凸刃
。

但弧度比左侧者

小
,

刃角分别为 Φ Β “
、

Φ
“)

图 4 当城遗址群的石制品 # Μ ; +7: Υ; = ) 7 =+; ∃ = : ; ? : ∋ ≅ 9 8 ∃

馆
0

单刃砍砸器 1Υ 8 ) Ο Ο ∃ Μ

2 1[ Ο ) 4 Φ 2 3 ∀
0

端刃砍砸器

1Γ ∋ Ω ∃ 8 ) Ο Ο ∃ Μ

2 1[Ο Ε Ε Ε 2

盘状砍砸器 件
, [ΣΕ ! 原料为脉石英天然石块

,

长 Φ
0

∀
、

宽 !
0

 、

厚 4
0

4 厘米
。

三边

的刃缘相连而无明显的转折
,

外形呈圆盘状
,

刃角 Φ !
“ ,

重 ∀ Β ! 克
,

都是由一面向另一面加

工
,

修理工作较粗糙
,

刃面角分别为
“ 、

Φ  
“ 、

Β
。。

端刃砍砸器 ∀ 件
, [ΣΕ Ε Β Α 是用板状石英块做的

。

长  
0 、

宽
0

Α 、 厚 Α0 厘米
。

刃

口在一端
,

单面加工而成
。

呈缓弧形凸刃
,

刃口比较钝
,

刃角为  
“ ,

其加工比较粗糙
,

刃

缘不甚平齐
。

[ΣΕ ) Ε 材料为紫红色砂岩石片
,

长 ! 厘米
、

宽 Ε 厘米
、

厚 , 厘米
。

刃口在

石片的尾端
,

左半是向背面加工的
,

修理工作较细
,

修理疤较细而浅
,

中间最突的部位是两

面加工的
。

形成缓弧形凸刃
,

刃角上部为 Β  
“ ,

下部为 Β ” ,

左侧端是向破裂面加工的
,

修

理成平直的刃 口
,

刃角为 Φ “ ,

右侧角两侧均向背面加工
,

修出一个明显的尖端〔图 4 1∀ 2 3

图版 −,

]
。

1Α 2 刮削器 4 件
,

刮削器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
,

原料为脉石英者 44 件
,

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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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者 Α 件
,

隧石一件
,

形式多样
,

加工方法较复杂
,

其中单直刃 4 件
,

单圆刃 Α 件
,

凹刃

4 件
,

双圆刃 Α 件
,

多刃 ∀ 件
,

端刃 ∀ 件
,

器身最大者为 Φ Ρ ! Ρ / 厘米
,

最小者为 ∀0 ! Ρ ∀ Ρ

Ε
0

厘米
,

余者长度为 4一 Α 厘米
。

总的说
,

器体以小型者居多数
。

单直刃刮削器 4 件
,

其中  件为石片制成
,

器形因毛坯形状而异
,

但都是将一侧长

边加工成刃
,

刃角 4 ! “一 Φ Ε Ε 。

现举一例作具体说明
, [ Ο 4 ∴ 号−图 Α 14 2 3图版 −, ∀ ] 毛坯

为砸击石片
,

刃 口在右侧
,

主要是向破裂面加工
,

下部背面亦有粗琢痕迹
,

使刃 口更为锐

利
。

刃角为 ! Φ
。 。

凹刃刮削器 4 件
,

原料为脉石英小石片
,

器形多近似三角形
。

刃缘有不同程度的内

凹
,

与刃口相对边常常不见加工痕迹
,

以下两件标本有一定的代表性
。 [Σ∀ Ε! 号

,

器身为

4
0

! Ρ ∀
0

Ρ /
0

! 厘米
,

毛坯为锤击石片
,

刃口在右侧
,

系正向加工而成
。

因石质粗劣
,

加工痕

迹不甚清楚
,

刃缘呈缓弧形内凹
,

刃角为 Β “ 3 [Σ∴ ΕΑ 4 号毛坯也是锤击石片
,

刃口在右侧
,

原刃口较直
,

因在刃 口中部较击了一下
,

生成一个浅凹缺刃
,

刃角为 Φ ∀ “ ,

此件标本加工亦

较简单
,

仅见几个浅平的修理疤
。

单圆刃刮削器 Α 件
,

单圆刃刮削器除一件原料为红色石英岩外
,

其它均为脉石英
。

其中 Α 件刃缘弧度大于 Ε “ ,

直径 Α一 , 厘米
,

正向加工而成
,

刃角 4 Ε “

一 ! Ε
。 。

其余 Φ 件

刃缘弧约等于或小于半圆
,

器身最大者为 4 Ρ Φ Ρ ∀ 厘米
,

最小者为
0

Β Ρ 4
0

Α Ρ / 厘米
,

刃角

一般在 ΑΕ
“

以上
,

最大者 Β Ε 。。

为进一步说明本类石器特征
,

特举以下几例
5 [ΣΕ 4 号

〔图 Α 1∀ 2 3图版 −,

4 毛坯是残片
,

系正向加工
,

制成半圆形
,

刃角为 Φ 4 “ 。 [ΣΕ ) ΑΑ 1图版

−,

Ε2 毛坯亦为残片
,

主要是正向加工
,

中部反面也有修理痕迹
,

制成半圆形刃
,

刃角为
。 ,

修理工作较好
,

刃缘匀称
。 [Σ∴ Ε4 4 毛坯为小石块

,

系用复向加工
,

上部是向一面加

工
,

中部是向另一面加工
,

下部加工与上部者方向相同
。

刃缘虽呈凸形但比前两件标本显

得不规则的多
,

刃角为 Φ Β 。 。

双圆刃刮削器 斗件
,

原材料均为脉石英
,

最大一件器身为 4 Ρ Α Ρ /
0

, 厘米
,

最小一

件为 ∀
0

! Ρ ∀
0

! Ρ / 匣米
,

刃面角 Α Ε 。

一 Φ ! 。 ,

加工方式以错向加工居多
。

端刃刮削器 ∀ 件
,

原料均为脉石英
,

其一是块状毛坯
,

另一是片状毛坯
,

且修理较

好
,

系向背面修理的
。

修理疤比较宽
,

只见于近缘
,

刃缘有一点弧度
,

在两侧角近处显得曲

折
,

中部长 ∀ 厘米
,

末一段比较规整
,

刃角为 Φ4 。。

这件标本长 4
0

!
、

宽 Ε 厘米
,

标本号

[Σ Ε 4 ! )

多刃刮削器 ∀ 件
, [ΣΕ  标本 〔图 Α 1 2 3 图版 − ,

]
,

原材料为脉石英石片
,

呈长

方形
,

器身为 4
0

! Ρ 4 Ρ / 厘米
,

加工痕迹两面可见
,

左侧是向背面加工成刃的
,

为直刃
,

,

刃角为 !Β
“ ,

前端为凸刃
,

刃角为 Φ ” ,

右侧加工很粗糙
,

两面可见修理疤
,

呈凸刃形
,

刃

角为 Φ ∀ “。 [Σ) ) ≅ ,

亦属本类石器
,

毛坯为锤击石片
,

形制与前者相仿
,

左右侧刃微凸
,

前

端刃较平直
,

加工粗糙
, 均系复向加工而成

。

刃口 均较钝
,

左刃角为 Β 4 “ ,

端刃角 ΒΒ
“ ,

右侧
「

角为
” ,

这件标本长 4
0

∀
、

宽 ∀
0

Β
、

厚
0

Α 厘米
。

1!2 尖状器 ∀Β 件
,

原材料为脉石英者 ∀4 件
,

玛瑙者 ∀ 件
,

隧石和石英者各一件
,

其

中石核石器 ∀Ε 件
,

石片石器 Β 件
,

按照器身的特点可分为长身尖状器和短身尖状器两种
。

、

长身尖状器 共 。
‘

件
,

原材料均为脉石英
。

现举例说明
5 标本 [Σ Ε ΒΕ

,

由块状毛坯

打制而成
,

器身长 Φ 厘米
,

略呈三角形
,

两侧边均有修理痕迹
,

且都是向破裂面加工
,

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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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磷装
,

汗卜
Χ

⊥

二》‘

图 Α 当城遗址群的石制品 # Μ ‘+7: 9 ‘! ) 7 ! ‘∃ , : ‘ ? : ∋ ≅ 9 8 ∃
∋≅

0

多刃刮削器 1Υ ) Λ Ο /∃ Ρ =9 Μ : Ο ∃Μ

2 1[ Ο ) /=≅ 2 3 ∀
0

单圆刃刮削器 19
) ∋ < ∃ Ρ =∃ Μ : Ο ∃ Μ

2

1[ Ο ) Τ 4 2 3
一
4

0

单直刃刮削器 1=+
) ≅ /∃ = ; Μ : +≅ 8 ; =9 Μ : Ο ∃ Μ

2 1[ Ο =4 )2 3 呼
0

短身尖状器

1=8
) Μ ; Ο ) +∋ ;2 1[ Ο )) Β ∀ 2 3 !

0

长身尖状器 1∗ ) ∋ ≅ Ο ) +∋ ;2 1[ Ο ) Β )2

加工较少
,

仅见两个修理疤
,

刃角为Β ,
“ ,

右侧为缓弧形凸刃
,

修理较细
,

刃角为 ΒΒ
。 ,

两侧

刃在中轴一端相交成锐尖刃
,

尖刃角 4 “

〔图Α 1! 2 3 图版 −,
·

Α 〕
。

短身尖状器 ∀∀ 件
,

现举有代表性的两例说明之
。 [Σ Ε Ε Β ∀ 号〔图 Α 1Α 2〕左侧为凸形

,

向破裂面打击
,

加工极粗糙
,

刃缘很曲折
,

凹凸不平
,

向中倾斜 3右侧呈浅凸刃形
,

下部是向

破裂面加工
,

中上部有简单的修理痕迹
。

两侧在前端相交成锐尖
,

横断面呈不规则的四边

形
,

侧刃角分别为 Β Ε
“

和 Φ Α
” ,

尖刃角为 Φ “ 3 [Σ∴ ∴44 1图版 − ,

2 是一件用玛瑙加工成

的短身尖状器 3[ Σ Ε ∀  号 1图版 − ,

Φ2
,

毛坯为石块
,

其加工方式较特殊
,

它不是两侧边加

工成的而是中脊与右侧加工而成尖刃
,

修理工作都是向背面的右侧打击的
。

加工均较粗

糙
,

侧刃角分别为 Φ4
。

和 Φ Β 。 ,

尖刃扁锐
,

尖刃角为 Φ Α 。 。

4 Ε Ε ∀ 洞穴 发现石核 Ε 余件
,

石片百余件
,

石球
、

刮削器
、

尖状器 ∀Ε 多件
,

类似球

形器数件
,

这类标本一面比较平
,

周边有打击痕迹
,

与平面相对的一面
,

周边和中部的棱脊

因受砸而变钝
,

类似标本在遗址群中比较常见
。

4 Ε Ε 4 洞穴 洞内残留 米厚的灰烬痕迹
,

有少量附于洞壁上
。

其中有人工打制石

片和动物化石碎片
。

4 Ε Ε Α 洞穴 洞中堆积物全被取走
,

只在洞底部的乱石中残留数件人工打制 石 片
。

4 Ε Ε ! 洞穴 因在洞中挖水池
,

堆积物受到扰动
,

发现 Ε 余件石片
、

烧骨和动物化

石
。

五
、

讨 论
0

遗址群的时代

当城洞穴遗址群的洞穴
,

分上下两层
,

形成的时间有先后
,

但从 出土文化遗物及动物

化石均来自下层洞
,

估计它们的时间大致相近
,

时代应为更新世晚期
,

或旧石器时代晚期
。

以上看法
,

得到遗址的碳
一

Α 年代测定结果的支持
。

当城 4 Ε Ε 洞穴遗址为 4 Α  ! 士 ! Β Ε

年 Ζ
0

Ο
0

或 ∀ Β 4 Ε 士 Β ! 年Ζ
0

Ο
0

2 ,

而萨拉乌苏为 4 Β ! Ε Ε 士  Ε Ε 年 Ζ
0

Ο
0

,

两者比较接

/2 碳
一
“ 测定结果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提供
,

样品由陈哲英同志送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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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

∀
0

石制品的特点

1/2 石制品的原料主要是脉石英
,

其次为石英砂岩
、

玛瑙及隧石
。

1∀ 2 打片技术主要采用锤击法
,

偶用砸击法
。

14 2 石器类型较为复杂
,

分为砍砸器
、

刮削器
、

尖状器
、

石锤和石球等
,

其中以刮削器

居主要地位
,

石球
、

石锤颇有特色
,

可看作该石器文化的主要特点
。

1斗2 石器以小型为主
,

但同时又存在少量尺寸大的石器
。

一

1!2 石器的第二步加工方法比较多样
,

尤其是多边多刃的器物
,

但仍然是以单面加工

的出现率要高些
,

两面加工的也占一定比例
。

在几类石制品中石片石器占主要成分
,

但石

核石器也占一定的比例
。

4
0

文化关系及工作前景

此洞穴遗址群的文化在石器性质
、

时代及地理位置与许家窑和峙峪遗址较 为接 近
,

如
5 都以小型刮削器为主

,
‘

尖状器具有重要地位
。

且多用锤击法打片及加工等
。

但许家

窑遗址的原始棱柱状石核
、

拇指盖状刮削器
、

石钻 3峙峪遗址的扇形石核石器
、

斧形小刀等

在当城遗址群中均未出现
。

遗址中以小型石器为主
,

并含有少量大型石器的特点与曲沃

县西沟旧石器遗址者相似1刘源
,  Φ2

。

在方圆不到 Ε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

有如此众多的洞穴成为古人类的居住地
,

说明当

城一带是古人类活动濒繁的地区 3并且根据 4 Ε Ε 洞穴中还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

说明

该处洞穴古人类居住了相当长的时期
。

在太行山区首次发现的当城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

物遗址
,

为在该区进一步寻找古人类遗址揭示了 良好的前景
。

本文在写作中承张森水先生多方指导
,

并对文章作了大量修改
,

在插图与图版制作中

得到陈信
、

杜治两位先生的大力协助
,

作者在此深表谢意
。

1  ! ! 年 = 月 4 Ε 日收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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