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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道的 # 件人工石制品分别采自山东营南县的石莲子乡烟墩岭和蝙山乡九顶莲花

山两个地点
。

石制品常见类型有边刮器
1

端刮器和砍折器等
,
另有少量的雕刻器和尖状器

,

内

含典型细石器
。

就石制品的组合及工艺水平而言
,

其时代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
。

∀ 5 年 5 月
,

本文后两位作者在营南县进行文物普查中
,

分别在石莲子乡烟墩岭和

蝙山乡九顶莲花山南麓发现石器地点
,

采得人工石制品 !6 余件
。

同年 6 月
,

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晓风及葛南县文化局李世增等偕同本文作者对上述地点进

行重新考察
,

又采集到 ∀ 6 件石制品
。

另外
,

吴瑞吉与孙承仕不久又在蝙山乡采到 7 件标

本
。

三次调查共得 ! 件
,

作者观察了其中带来北京整理的 # 件
。

一
、

石制品地点地貌概况

本文的野外调查仅限于烟墩岭和九顶莲花山两地
。

前者位于县城西北 #! 公里处
,

属

石莲子乡莱沟村 4后者位于县城东北约 8 公里处的公路旁
,

属蝙山乡2图 3
。

烟墩岭为一呈北东一南西向延伸的地垒
,

属郑庐大断裂构造体系的一部分
。

该地点

东距沐河 # 公里
,

海拔 56 米
,

相当于沐河的第二阶地
。

地理座标为
“ 8 ∀’9

,

8 ! “ ∀’(
。

附近第四纪堆积物为一套灰黄色或褐色砂质土
,

,

下伏基岩为太古界花岗片麻岩
。

石器散

见于风化壳或基岩的表面
。

九顶莲花山石器地点位于县城 至 蝙 山 乡乡政府 驻 地 公 路 的东 侧
,

地 理 座 标 为
“

”
’

9 , 8 ! “ # ,(
。

九顶莲花山由白垄系青山组安山岩构成
,

山体呈南北走向
,

海拔高

约 #6 6 米
。

山脚西侧的蝙山河由东注人沐河
,

石器地点位于山的南麓
。

该处的第四纪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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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与烟墩岭大致相同
,

亦系一套灰黄色或褐色砂质土
,

厚约 6 厘米一钓 厘米
。

由于耕

作破坏
,

石器暴露于地表
。

根据当地地貌和堆积物的特征分析
,

该地点的石制品可能出自

蝙山河的第二阶地
。

二
、

文 化 遗 物

两个地点的文化遗物仅以石制品为代表
。

原料以脉石英为主
,

约占 76 多
,

石英岩次

之
,

约 #5 务
。

另有少量的隧石
、

玛瑙等
。

1

石核和石片

 3 石核 计 Η5 件
。

其中锤击石核 8! 件
,

砸击石核 件
,

细石核 Η 件
。

锤击石核 素材多为砾石或石块
,

另有少量大石片
。

依其台面状况可分为 自然台面
、

打制台面和修理台面三类石核
。

打制台面中的双台面石核其制作工艺较为特殊
,

通常是

采用交互打片方式
,

并以剥片后的阴痕互为台面
,

结果使台面间相交的边缘呈
“ .’’形

。

如

烟墩岭标本 ΔΒ 5 6 ! 2图 # , =
3

,

尺寸为 ! 6 Ι ! 7 ϑ ! 6
1

! 毫米
,

系本类石核的典型代表
。

修

理台面的石核
,

其预制方式是 : 首先在砾石上打出一个素台面
,

然后以此面为基准向一侧

缘或周边作进一步修理
。

如烟墩岭标本 Δ, 5 6 6 7 2图 # ,

Κ3
,

尺寸为 “ ϑ 7 Ι 5 8
1

! 毫

米
,

属该类石核
。

砸击石核 件
,

皆以脉石英为原料
,

多呈棱形
。

蝙山标本 Δ, 5 # ∀ 2图版 /
,

3
,

系

一端砸击石核
,

腹部突凸
,

砸击点清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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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石核 斗件
,

其中嵘山标本 ΔΒ 5 , 2图版 /
,

# 3 和 ΔΒ Χ5一Η ! 2图版 /
,

8 3 为典型

的楔状石核
。

这两件石核十分细小
,

前者的尺寸为 7
1

! ϑ ϑ 毫米
,

其工作面上完

整的片疤大的长 5 毫米
、

宽 ! 毫米 4小的长 Η 毫米
,

宽 Η 毫米
。

后者尺寸为 ∀ ϑ ∀1 8 ϑ

6 毫米
,

其工作面止完整的片疤大的长
·

! 毫米
,

宽 # 毫米 4 小的长 ∀ 毫米
,

宽 8 毫米
,

可

与下川同类制品对比 2王建等
, ∀ 5 3

。

# 3 石片 计 8Η 件
,

其中锤击石片 # 件
,

砸击石片 7 件
。

石片大多保留有砾石面
,

形

状多不规则
。

锤击石片依台面性质又有 自然台面
、

素台面和零台面之分
。

砸击石片中
,

一

端砸击石片 斗件
,

两端砸击的石片仅 # 件
。

#
1

石器

计 ## 件
,

可粗分为边刮器
、

端刮器
、

砍折器
、

雕刻器和尖状器诸类
。

 3 边刮器 6 件
,

又可分为如下五型
:

单直刃边刮器 , 件
。

烟墩岭标本 Δ, Χ5 + 5 # 2图 8 , =
3

,

尺寸为 5 ϑ Η 5 父 #
1

! 毫米
,

由一厚石英石片沿一侧缘反向修整 出一直刃而成
,

刃口 不齐
。

蝙山标本 Δ, 5 Η 5 2图 8 ,

Κ3
,

尺寸为 # ϑ 7 ϑ 7 毫米
,

系一玛瑙石片
,

罕锥体和锥疤清晰
,

在其左侧反向修整成一

相当陡的刃
。

单凸刃边刮器 件
。

蝙山标本 Δ, 5 8 2图 8
, 。 4 图版 /, Η 3

,

尺寸为 巧
·

, ϑ

8#
1

8 ϑ Λ 毫米
,

系一脉石英碎片
。

修整部位集中于该石片的一侧
,

用硬锤正向修整而成
,

其刃缘不平齐
。

图 # 首南的石制品 2Χ
> + ≅ < = Μ >?Α= < > Χ ΑΜ + Ν ΔΕ ≅ “ ≅

3
=

1

打Ο/Δ 台面石核 2Φ
+ Μ < Π ?‘; Ε ≅ Α= < <‘< Θ Β  = ‘Α+ Μ 4 ≅

3
Κ

1

修理台面石核 2∃
+ Μ < Π ?‘; Α= ∃ < ‘< Θ Β  = , Α+ Μ Ν 3

双直刃边刮器 件
。

烟墩岭标本 Δ, 5 6 5 8 2图 8 ,

Θ3
,

尺寸为 7 51 ! Ι Η
·

! Ι #6 毫

米
,

用一厚石英石片制成
,

左侧缘作反向修整
,

右侧缘则交互修整成一不齐的刃口
。

陡峭修整边刮器 8 件
。

一般将较厚石片或石块的一边陡峭修整成刃
。

烟墩岭标本

Δ, 56 2图 斗,

=3
,

尺寸为 7Η
1

! Ι 8∀ Ι #7
·

! 毫米
,

为一陡峭修整的聚刃边刮器
。

两侧刃

缘在一端汇合
,

底面为平坦的砾石面
。

单向修整
,

背部隆起呈龟背状
。

另外两件标本为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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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营南的石制品 2Χ , + ≅ < =Μ , ?Α= ∃ ‘“ ΑΜ + Ν ΔΕ ≅ = ≅

3
= 、

Κ
1

单直刃边刮器 2Χ ?Θ < Χ < Μ = Β
。
: Μ Χ Π ?>; Χ ?≅ Λ  < Χ >Μ = ?Λ ; > <Θ Λ <

3 4 ∃
·

单凸刃边刮器

2Χ ?Θ < Χ < Μ =Β < Μ Π ?> ; Χ?+ Λ  < < + ≅ Σ + ϑ < Θ Λ <

34 Θ
,

双直刃边刮器 2Χ?Θ
< Χ< Μ = Β < Μ Π ?>; Θ + Τ

> ‘Κ  <一 Χ >Μ = ?Λ ; > <Θ Λ < Χ

3

峭修整单凸刃边刮器
,

如烟墩岭标本 Δ, 5 6 5 7 2图 Η ,

Κ3
,

尺寸为 !7 Ι 8 Ι # 毫米
。

斜角双刃边刮器  件
。

烟墩岭标本 ΔΒ 5 6 7 2图 Η , <
3

,

萝尺寸为 7 6 Ι ! 7
1

! Ι # 8 毫

米
,

属较为特殊的一个类型
。

其特点是工具长轴与石片长轴偏离并相交成角
,

两侧刃缘皆

正向修整而成
。

该类边刮器在不少报告中亦称
“
歪尖尖状器

” 。

图 Η

: 、

Κ1 陡峭修整边

刮器2Φ
= ≅ >< Θ Χ ?Θ <

首南的石制品 2Χ
> + ≅ < = Μ >?Α= ∃ , , ΑΜ + Ν ΔΕ ≅ = ≅

3

/Δ 器 2Χ?Θ
< Χ∃ Μ = Β < Μ , Π ?, ; =Κ ΜΕ Β > Μ < , + 鱿; 3 4

∃
·

斜角双刃边
: < Μ = Β < Μ Π ?>; Θ + Ε Κ < 一 < Θ Λ < Χ

3 4 Θ
·

单侧刃砍祈器2Χ?Θ
< ∃ ; + Β Β < Μ

3

# 3 砍研器 计 8 件
。

单侧刃砍祈器  件
。

烟墩岭标本 ΔΒ 5 6 ! 2图 Η ,

Θ 3
,

尺寸为 6 Η Ι ! Ι 8 7 毫

米
,

素材为一脉右英大石片
,

在一侧缘反向修整成 刃口
。

端刃砍折器 计 # 件
,

刃缘位于与根部相对的远端
。

烟墩岭标本 Δ, 5 6 !Η 2图版 /
,

3
,

尺寸为 65
1

! ϑ 7
1

! ϑ Η#
1

! 毫米
,

用一石英岩大石片制成
,

刃 口用交互法修整成
“ . ”

形
,

根部保留了部分砾石面
,

便于把握
。

烟墩岭标本 Δ, 5 6 7 # 2图版 /, # 3
,

尺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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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 6 Ι 抖 毫米
,

用一脉石英砾石制成
,

在其较宽的一端采用转向打法修整出一扇形

刃缘
。

根部保留了砾石面
。

8 3 端刮器 ! 件
。

拇指盖状端刮器 # 件
。

蝙山标本 Δ,Χ5 8 8 2图 ! , = 4 图版 /
,

! 3
,

尺寸为 # 6 Ι Ι

5 毫米
,

为一玛瑙制品
,

其刃缘正向修整而成
。

根部两侧缘钝厚
,

可能使用了修短 2% ΜΕ ≅ Τ

∃ = >?+ ≅
33 技术

,

整个器身略呈圆形
。

蝙山标本 Δ,Χ 5 8 Η 2图 , ,

Κ 4 图版 ϑ , 7 3
,

尺寸为

#6
、

# Ι ∀ Ι 51 5 毫米
,

属该类石器的又一件精品
,

原料为脉石英
。

爹餐臀
= Κ 几产二

图 Χ 芭南的石制品 2Χ
> + ≅ < = Μ > ?如< ‘! ΑΜ + Ν Δ

Ε ≅ = ≅

3
= 、

Κ
1

拇指盖状端刮器 2% ; Ε Ν Κ ≅ = ? < ≅ Θ 一 Χ < Μ = Β < Μ Χ

3 4
<

1

非对称端刮器 2∋
ΧΓ Ν

Τ

, ” <‘Μ ?∃
=
 < ≅ Θ 一 Χ ∃ Μ = Β < Μ

3 4 Θ
·

削尖端刮器 2Β
+ ?≅ ‘<Θ < ”Θ 一 Χ∃ Μ = Β < Μ

3 4
<

·

雕刻器

2Υ
Ε Μ?≅ 34 Α

·

双尖尖状器 2Β
+ ?≅ ‘ Π ?>; > ; ?≅ ≅ < Θ Κ = Χ <

3

非对称端刮器 件
。

蝙山标本 Δ, 5 8 ∀ 2图 ! , 。 4图版 /
,

53
,

由玛瑙石片制成
。

远端正向修整成不对称的刃缘
,

两侧缘由近端至远端亦有修整
,

并与端刃相连
。

其中左侧

加工细致
,

片疤浅长
,

可能采用了软锤技术
。

削尖端刮器 # 件
。

此类端刮器通常在其远端精修出一带角的端刃
,

为端刮器中一

特殊类型
。

蝙山标本 Δ, 5 Η ! 2图 ! ,

Θ : 图版 /,

3
,

尺寸为 #
1

! ϑ ς 又 6
1

∀ 毫米
,

系一隧

石制品
,

在其远端正向修整出一个带钝尖的弧刃
。

该器两侧亦有修整痕迹
。

Η 3 雕刻器  件
。

蝙山标本 ΔΒ 5 斗7 2图 ! , < 4 图版 /, ∀ 3
,

尺寸为 ϑ 7 ϑ 7 毫

米
,

系隧石石片制成
。

该器的修整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步骤
。

第一步首先进行通体修整
,

使整个器身变薄并形成一个肾形毛坯 4第二步
,

在素材的一端用与石片长轴斜交的角度施

以
“

雕刻器打法
” ,

剥下一个小削片 2&? >>  < Χ,= ≅ 33
,

形成凿状刃口
。

弓3 双尖尖状器 一件
。

烟墩岭标本 Δ, 5 6 6 2图 ! ,

Α : 图版 /
,

6 3
,

尺寸为 8
1

. Ι

ϑ 6 毫米
,

系一脉石英制品
,

该器通体加工
,

两端各修整出一个尖
,

一个较厚
,

一个较

薄
,

器身的轮廓和截面均呈菱形
。

这类尖状器实际上属于一种根部修薄的尖状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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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首南县发现的石制器
,

原料以脉石英为主
,

石英岩次之
,

另伴随有少量隧石
、

玛瑙
。

依

石核和石片的性状分析
,

打片主要有锤击和砸击两种方法
。

石器的修整一般用石锤直接

进行加工
,

但不排除在细石器的加工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运用了压制技术的可能性
。

石器

的加工方式有正向
、

反向
、

两面和交互等修理石器的方法 4 石器的类型可分为边刮器
、

端刮

器
、

砍析器
、

雕刻器和尖状器等类
,

其中边刮器类型较为复杂
。

另外
,

蝙山发现的三件器身

较长的端刮器
,

其左右侧均有修整痕迹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两个地点未见有新石器时代的

磨光石器或陶片
。

首南县发现的石制品采 自地表
,

存在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现象
,

故在探讨其文化类

型和时代时难免带有假 定成分
。

众所周知
,

打制石器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乃至更

晚的时期
,

都存在于不同的 文化遗存和类型之中
,

它 自然不能扮演所谓
“

标准化石
”

的角

色
。

打制石器尽管在全部石制品中所占比例甚大
,

但在断代上并无多大意义
。

相裕之下
,

为数不多的几件细石器就显得格外 引人注 目
。

细石器中
,

楔状石核和拇指盖状端刮器与

下川文化及北方其他同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同类石制品在形态和修整方式上都具有很大

的相似性
。

近年来
,

随着鲁西南和苏北地区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

具有相同文化内涵的

地点还有临沂凤凰岭2临沂地区文管会
,

∀ 习
,

郑城马陵山2山东省考古所等
,

∀ 54 张祖

方
, ∀ !3和江苏省东海县大贤庄2李炎贤等 ∀ 64 葛治功等

, ∀ !3等遗存
。

这些石器地点

广布于沂河
、

沐河流域
,

跨过鲁
、

苏两省
,

属同一文化传统
。

营南县的石制品无论从类型还

是从其工业上看
,

都无疑应划归这一传统之中
,

其年代可推断为旧石器时代末期或更晚一

些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黄慰文等学界前辈的指导
,

张杰先生拍摄照片
,

作者在此谨

致谢忱 Ω

2 ∀ 年 ! 月 8 日收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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