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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饭酝山岩与下山洞的石制品与蚌制品和珠江西江下游其他洞穴出土的同类 遗物 基本 相

似
,

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

其时代可能早于广东已报道的阳春独石仔
、

封开县黄岩洞等洞穴遗

址
,

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

 ! ; 年冬
,

罗定县文物普查队在该县金鸡区的饭甄山岩洞
,

苹塘区的下山洞发现一

批哺乳动物化石与一些螺蚌壳
。  ! ∀ 年 < 月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

万波
,

广东省博物馆宋方义与县博物馆的同志前往现场复查并进行了试掘
,

分别在饭颤山

岩洞获得一些烧骨
,

炭屑
、

螺蚌壳 : 在下山洞上文化层获得一批蚌壳
,

少量脊椎动物化石及

一段人的挠骨遗骸
。  ! < 年 < 月

,

广东省博物馆
、

中山大学人 类学系
、

县博物馆联合对饭

颤山岩洞
、

下山洞进行了发掘
,

获得一些打制石器
、

哺乳动物化石
、

以及挠骨
、

炭屑
、

螺
、

蚌

壳等遗物
。

现将各地点工作的主要成果分别介绍如下
。

一
、

金鸡饭甄山岩

金鸡西距罗定县城 ;; 公里 8图 39
。

饭颤 山位于金鸡墟东南 斗公里的金鸡农场附近
,

它是大云雾 山山脉支系的一座石灰岩孤峰
,

座落在东西长约 ∀ 公里
,

南北宽约 公里的 山

间小盆地之中
。

洞前有一小河
,

自西流向东
,

经云浮县境注人西江
。

饭颤山岩洞 口 向北偏

东 ; = 。 。

洞高约  ∀ 米
,

长约  ∀ 米
,

宽 米
,

相对高程 < 米
。

 
4

地层堆积

此次发掘
,

我们挖 了两部分
。

首先
,

把贴附于东北洞壁的堆积发掘完
,

接着又对靠洞

西南壁受扰乱的近代堆积作了清理
。

前者为一长  
4

< 米
,

宽 =
4

< 米
,

高  
4

> 米
,

胶结程度比

较高的堆积物
,

共分三层 8图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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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表面覆盖着 =
4

∀一  
4

厘米厚的石灰华
,

石灰华下面的堆积为浅灰色
,

厚约 Π=

厘米
,

含丰富的螺蚌壳
、

挠骨
、

炭屑
、

灰烬以及一些动物骨骼和牙齿化石
。

其中能鉴定到种

的哺乳动物有无颈鬃豪猪
、

水鹿
、

魔
、

猪灌和野猪等
。

这些遗物与堆积物胶结在一起
。

此

层未发现石器
。

第二层
? 文化层

,

中夹一些大理岩碎片的砂土层
,

呈灰黄褐色
,

厚 = 一  == 厘米
,

螺蚌

壳含量不如上层丰富
,

哺乳动物化石中较上文化层增加了西藏黑熊
、

称猴
、

大熊猫等种类 :

此外
,

还出土了龟鳖类的 甲板
。

螺蚌壳数量虽不如上层多
,

但其种类基本相同
,

其中螺类

所 占比例较大
,

以川蜷螺占绝对优势 : 海南沟蜷螺及淡水河蚌较少
,

蜗牛
、

观等更少
。

引人

注意的一种现象是这些螺的尾部多被砸去
,

蚌类多腹背壳分离或呈破片状
。

这种现象很

可能与当时人类吃食其肉有关
,

因为现在当地人们以此种方法来取食螺肉
。

同层还发现

了一层 Π= 一 ;= 厘米厚的灰烬层
,

含较多的哺乳类骨骼化石
。

灰烬层由于长期受岩溶液的

淋滤作用
,

胶结得几乎与岩石一样坚硬
。

在这一层堆积物中
,

找到 ∀ 件石制品
。

第三层
? 砂砾层

,

由钟乳石
、

石灰岩角砾和亚砂粘土组成
,

厚约 = 一 Π= 厘米
,

偶见零

星螺蚌壳碎片
。

4

石制品

从饭颤山岩的下文化层堆积中发现的石制品
,

包括石核制品 ; 件
,

石片制品  件
,

素

材多为砾石
,

其岩性有细砂岩和石英砂岩
。

这些石制品中只有三件加工较好
。

编号为 Θ Ρ

<=  一的标本是一件石片刮削器
,

两端均保留了砾石的自然面
,

其加工方法是由腹面向背

面加工
,

打出一弧形刃来
,

从刃部留下重叠的疤来看
,

它是经过多次敲打而成的 8图 Π 9
。

另一件是一块扁平状小砾石加工而成的刮削器
,

它是向两面加工的
,

打出一刃口来
。

从刃部留下的修理疤来看
,

也是经过多次敲打而成的8图 ; 9
。

编号为 Θ Ρ < =  一 的标本是两件砾石砍砸器
,

它的加工方法极为简单
,

先把砾石打

成两截
,

然 后在截断的斜边上
,

用锤击法进行连续敲打
,

使斜面变得更为陡直
,

利于砍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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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极为丰富
,

有大熊猫
,

剑齿象
、

中国犀等 Π = 多种
。

第四层为基岩
,

在这里着重研究第

二层人骨化石和其他材料
。

该洞所出的人挠骨远中近中端均缺失
,

骨体表面一端有豪猪啃咬痕迹
,

残长  > 毫

米
,

近中端宽  > 毫米
,

远中端宽 ! 毫米
,

骨壁厚 Π 毫米
,

石化程度一般
。

此层 出土的破碎蚌壳 <= 余块
,

均为个体较大
,

坚
一

硬厚重的蚌壳剥落
、

断裂而成
。

可分

为两类
,

一类是保留着蚌壳主体的大块
,

一般长 多一 厘米
,

宽 ;一夕厘米
,

较厚重
,

含两个

以上断裂面 :另一类是薄片状的小片
,

有较锋利的刃部
,

一般长 Π一∀ 厘米
,

宽  
4

∀一 Π 厘

米
,

断裂面较少
。

这些蚌壳中不少似有加工的痕迹
。

如 + Ρ Σ
1ϑ Τ <=  =Π  =  一 ; 号标本

,

其

边沿有两处平直的截面
,

刃部锋利
,

这里 自然断裂和剥脱时所不能形成的
。

又如 + Ρ 、1ϑ

2 < =  =Π  = 一 Π 号标本还有受火烤熏过的黄褐色壳面
。

不少还有似被使用过所留下的痕

迹
。

因为我们观察过在自然力作用下断裂或脱落的壳片
,

其边缘多呈锯齿梯状
,

但呈直刃

状的很难发现
,

只有在人为加工后再行使用才能形成这样的刃口
。

三
、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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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饭甄山洞穴遗址是珠江西江下游已发现的几个 晚期古人类洞穴遗址之一
。

它

基本上与阳春独石仔下文化层
,

封开螺答岩
,

黄岩洞等洞穴文化属于同一类型
。

现根据其

出土的石制品均为打制的
,

而且加工技术较为简单原始
,

又无任何陶片伴生
,

文化层之岁 , “

性属灰黄 色的亚粘土层
,

胶结现象明显
,

并非广 东上述地区常见的那种属于新石器时

期松散的灰褐色堆积
。

所以基本可确定其年代是属于 旧石器时代晚期
,

其」
洲

石器时代的早期
·

改

州
+

4

迄今为止
,

在广东乃至华南地区
,

所发现的古人类材料
,

都是局限于头骨或牙齿化

石
。

人挠骨的发现
,

尚属首次
,

而且地
4

层清楚
,

有动物化石以及蚌器等共存
,

这一新的发现

提供 了有意义的材料
。

在此文的完成过程 中
,

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先生的

指导和帮助
,

王凤好同志绘制插图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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