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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将裴文中等  ! , 年报道的河北迁安爪村的
“

假石器” ,

经再次观察研究
,

应属石器
。

一
、

(19 吕

迁安动物群及其
“

假石器
”是裴文 中等于  ! , 年提出来的

。

笔者也是作者之一
,

但对

文章中的
“

假石器
”

的结论持保留意见
。

现在
,

作为澄清问题的首要之点
,

回顾一下
“

假石

器
”

的发现和研究过程
。

 ! ∀ 年 月
,

河北省迁安县城南爪村农民
,

在村西南冻河第 ∋ 级阶地挖掘黑土时
,

在

地表以下  
2

∀一 米深处发现了大批哺乳动物化石
。

关于化石的处理与研究情况
,

在  !多

年发表的题为《河北迁安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发掘简报》中
,

已有详细记述
,

不再重复
。

迁安爪村发现的大量石制品
,

是笔者和邱中郎
、

孟浩在发掘哺乳动物化石过程中采集

的
,

共  :: 余件
,

其中有相 当部分材料是出自 弓 : 地点
,

与石制品同一层位出土的还有骨

制品
。

标本运回北京后
,

随即进行了整理
、

分类和观察测量
,

并向裴文中先生讲述了对这

批材料的看法
,

即迁安爪村发现的是旧石器
。

但是
,

裴文中先生对此给予 了否定
,

并在
“

简

报
”

中作为专题讨论
,

从而引出了
“

假石器
”

之说
。

文章发表后
,

贾兰坡教授指 出6与笔者 口头交换意见7
,

迁安的石器应 当肯定
,

其中有

不少材料还值得深人研究
,

例如尖状器
。

卫奇
、

文本享 6 ! ; 7也认为
,

迁安爪村的材料是

石器
,

而且是旧石器17)

这篇文章的内容
,

除对
“

假石器
”

问题作一概括的历史性回顾外
,

并依其材料重新予以

研究
、

订正
。

17 引自卫奇
、

文本享编的中国古人类
、

旧石器地点概要6待刊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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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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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制 品 叙 述

 
2

石片

迁安爪村的石片
,

其形状不规则
,

大小和厚度相差较大
。

最大的石片长和宽为 =: >

∀ : 毫米
。

最小的石 片长和宽是 : >  ∀ 毫米
。

石片的台面有多种类型
,

主要为天然台面
。

石片近端的半锥体凸出
,

打击点和破裂面

明显
。

标本 ∗
2

∀ : : ? 背侧有一纵脊
,

自台面的背侧缘开始
,

向远端延伸
,

这一现象表明在

这块石片剥离前
,

曾从同一台面剥取过一件或二件石片
。

2 尖状器

具有代表性的尖状器二件 6≅
2

, 2〕:  , ∗
2

, : : 7
。

∗
2

∀ : : 
,

灰色硅质岩
,

三棱形
,

台面保存
,

尖端接近器身的中轴线上
,

器尖所指的方

向与器身中轴线的方向大体一致
。

中轴线的一边为平坦的节理面
,

其上有同一方向的破

裂痕迹 8另一边为打击的破裂面
,

下部有第二步加工或使用痕迹
,

标本的后端中上部
,

有

: 多处疤痕
,

这可能是打片时
,

由于质地不均造成的
,

非地层挤压所致
。 ∗

2

∀ : : 自尖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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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哺乳动物化石
、

石器及骨器埋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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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全长  卯 毫米
,

宽 =ς
2

∀ 毫米
,

高 ς 毫米 6见
“

古脊椎动物学报
”

卷 斗期
,

图版 0 ∋ ,

图

; ,

裴文中等
,  ! ∀ 7

。

三
、

∀:  地点之埋藏情况

∀ : 地点的发掘工作
,

一开始就是按图中 %
,

一% , 的方格定位发掘
,

并把遗物标记

在分布图上 6见上图7
。

根据  ! ∀ 年的记录
,

其中以 % ,

的材料最丰富
,

次为 %
; 。

%1 一

% / 的哺乳动物计有七种
,

依其各种动物的骨骼数量统计
, 尸。14∃ 口1) >) Υ 口 Ρ , 。Γ 4Υ Λ。“ < 约

ς :多 8 Χ 。 。1) Υ 口 , Υ 。 。。“Ε 二八。 < ‘< 约 ;: Ω 8其他 ;: 外
。

头骨和颅后骨骼的保存情况
,

如图

所示
,

仍为纳玛象及披毛犀的所占比例较大
。

一些长轴骨骼
,

例如象
、

犀
、

原始牛
、

赤鹿等

的脓骨和股骨
,

多为中间折断
,

近端及远端保存
。

其断裂面未经风化
、

动物咬啃或流水冲

蚀
,

砍砸痕迹清晰可辨
。

这些现象说明
, , : 地点的骨骼埋藏机制

,

非 自然营力作用形

成
,

而是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
,

尤其是 % ,

左上角的骨骼
“

图案
” ,

更值得行为考古学者

进一步研究
。

现在看来
, ∀ : 地点或许是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动物屠宰场

。

不言而

喻
,

在这样的地方是能够发现石器及骨器的
。

四
、

小 结

迁安爪村的
“

假石器
” ,

实际上是人工打制的
。

与石制品一起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七

种 <
披毛犀 6.

) ∃1) Υ ) ) Ν 4 4 , Ν ΛΕ Θ ΛΝ4 Ν Λ,
7
、

野驴 6Ξ Ε 。“ Μ 人∃ Γ Λ) , Θ <
7
、

纳玛象 6∗4 14 ∃ ) 1) Ψ

> ) Υ ) Ρ ) 4 , 4 Υ ‘Χ Θ Μ
7
、

野猪 6/
。 , Μ Χ Ο ) Σ4

7
、

赤鹿 6Ξ 14 户Τ“了 Χ 4 Ρ 4 Υ ) Ρ <  ∀ 7
、

转角羊 6/户‘
Ψ

Ο ) Χ ∃ Ο Θ 了 Μ ≅
2

7
、

原始牛 6Ζ
) , 户Ο ΛΓ Λ[ ∃ , ΛΘ Μ

7
。

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早期
,

文化遗物属 旧石

器时代晚期
。

6 ! 年   月 ς 日收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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