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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日照竹溪村发现的旧石器

徐 淑 彬 杨 深 富
6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7 6日照市博物馆7

关键词 竹溪村 82 日石器

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 5  年 斗月在山东省日照市刘东楼乡竹溪村附近山坡上采得的 9 :: 余件石制

品
,

从产状及形态来看
,

可以肯定为;日石器时代遗物
,
但究竟属于 旧石器时代哪一阶段

,

还有待

深人研究
。

5 年 < 月
,

我们在山东省日照市黄海岸边进行旧石器考古调查时
,

分别于秦家官

庄村南大桥西和竹溪村北山前与山后发现三个旧石器地点
,

采集了一批石制品
‘7 ,

前一地

点 已有报道6徐淑彬
、

杨深富
, 5 ! 7

《。 5  < 年 5: 月
,

又于竹溪村北山前地点找到了产出

石器的原生层位
,

从中发现石核一件
。

一
、

竹溪村附近地质地貌概况

竹溪村在 日照市东北方向约 5 公里处
,

村东距黄海 9
)

! 公里
,

地理坐标为 !
“

:’∗
,

5 5  : ,= 6图 57
。

竹溪村北山海拔约 : 米
,

山体基岩为中生代花岗岩
。

第四系地层是棕

红色或红黄色土状堆积
,

厚 :
)

!一 > 米
,

呈北高南低覆盖在基岩之上 :
)

9一 :
)

< 米厚的风化

壳上
。

竹溪村北山前产石器的地层剖面 6图 9 7自上而下为?

5
)

灰黄色砂质土
,

厚 5: 一9: 厘米
。

9
)

棕红色粘土
,

见有棕色斑点
,

内含有石英岩碎块
,

直径 5一 厘米
,

层厚 ≅: 厘米
。

)

花岗片麻岩角砾层
,

含脉石英岩块
,

直径 5一 5: 厘米
。

片麻岩角砾径 !一 ! 厘米
,

夹杂在棕黄色粘土中
,

底部产石器
,

厚 朽厘米
。

<
)

为红黄色基岩风化层
,

保持基岩产状
,

厚 9: 一 <: 厘米
。

基岩 ? 为中生代花岗岩
。

目前发现的石制品仅一件出自地层
,

余均已脱层
,

散见于 山坡较高的基岩或风化壳的

面上及冲沟内
。

在竹溪村北山前地点则集中于海拔 : 一!: 米高度的冲沟内 8在相当高度

的山后地点也采到 5: 余件石制品
,

估计这些石制品是从棕红色粘土堆积之下的花岗片麻

岩角砾层中冲刷出来的
。

两地点发现的这些石制品
,

在原料和制作技术上尚难看出二者

(7 同年夏秋
,
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副教授和北京大学吕遵谓教授鉴定

,

确认这是有急
义的发现

。

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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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别
匕

域之之

Α Β Χ
,

画 皿皿通回图昌

图 5 竹溪村旧石器地点的地理位置

% Δ∃ (∋Β Ε Φ Γ∋ Η ∋ Ι Φ Δ ∃ − Ε (Ε ∃ ∋ (ΓΦΔ ΓΒ ∀ ΓΦ ∃ Ε Φ

Α Δ 3 / ΓΒ 3 Η

灰贫巴 红蛛色 花肖片弃 石 易 红更色鑫 基 岩

砂硕土 筋Φ 右角珠层 碧风铭星

图 9 竹溪村地点的地层剖面

% Δ ∃ ∀ Φ ϑ Ε Φ Γ4 ϑ Ε −Δ Γ∃ ∀∃ ∃ Φ Γ∋ Η ∋ Ι ΦΔ ∃

Α Δ 3 / ΓΒ 3 Η

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

故看作同一时期的遗物
,

不另作单独描述
。

Κ
二

、

石制品的观察

采集的石制品共 9 :: 余件
,

其中有一部分人工痕迹较少
,

部分保留有原始面
,

个别标

本有轻度水流冲磨的现象
。

现选其中的 59≅ 件标本分类描述如下
。

5
)

石器原料

竹溪村附近两个石器地点的石制品
,

原料除一件为火山变质岩外
,

都是脉石英与石英

岩
,

两者所占比数相差不大
。

其中脉石英岩在两处地点附近的山体基岩表面都有 出露
,

石

英岩也可以从附近海边获得
。

9
)

石核

(7 锤击石核 共 9 件
。

最大的石核长 5 ! :
、

宽 5 9 !
、

厚 > 毫米
,

最小的长 <≅
、

宽

<
、

厚 9 毫米
。

按台面的多寡可分为单台面
、

双台面及多台面石核
。

单台面石核 ? 59 件
。

半数以上保留了部分原石面
。

台面有修理和不修理两种情况
,

打片多在石核的一侧进行
。

如标本 , − Λ5 : 号
,

台面呈长椭圆形
,

为砾石面
,

在一侧打

片
,

台面角 :
”

一 俨
。

石核上所遗留的最大石片疤长 <<
、

宽 << 毫米 6图版 2 , 57 8 标本

, − < :5 号 出自地层中
,

台面近六边形
,

打片是沿台面的周边进行的
,

台面角近  : 。 。 利用

率较高6图 之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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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单台面石核 6Β
∋ ϑ。

竹溪村的石制品 % Δ ∃ , ‘。Η ∃ Ε , ‘ΓΙ Ε Β‘, Ιϑ∋ Χ Ν Δ 3 / ΓΒ 3 Η , ΓΦ ∃

Ο ΓΦΔ ∀ΓΗ 4 (∃ ∀ ‘ϑ ΓΠ Γ, ‘ Θ( Ε ‘Ι∋ ϑ Χ 7 8 9
)

双台面石核 6Ρ
∋ 3 Σ (∃ Θ (Ε ΦΙ∋ ϑ Χ ∃ ∋ ϑ ∃

7 8

)

砸击石片 6Τ ΓΘ ∋ (Ε ϑ Ι(Ε Π ∃

7 8 斗
)

石片 6Υ (Ε Π ∃

7

双台面石核 ? ! 件
。

打片有两种情况 ? 一是在石核同一侧两台面对向剥片 8 另一种

为两台面周边对向剥片
,

如标本 Α+ −Λ:5 号
,

系用一扁圆砾石块沿周边两台面对向打片

6图 之 9 7
∋

多台面石核6多面体石核7
? Η 件

。

法体大 ,ς坏一
,

均多面多向打击
,

台面和台面角

都不规则
。

最大标本 ≅: / 9 / ≅: 毫米
,

最小标本 <! / 9 / 99 毫米
。

9 7 砸击石核 件
。

均为一端砸击石核
。

如标本 曲 : 5: > 号
,

呈楔状
,

在窄的一

端砸击
。

石橡上的石片疤表明
,

打片的初时是用锤命法
,

由子这件标本的形体较小
,

台面

角度较大
,

再剥离可用的石片较困难
,

便采用了砸击法砂因石料欠佳
,

被砸击端两面遗有

短而深的碎屑片疤 6图版 卜 97
。

·

)

石片

石片共 竹 件
。

其中锤击石片 <9 件
,

砸击石片 , 件
。

按李炎贤石片台面分类 6李炎

贤
, 5 < 7

,

竹溪村的 <≅ 件石片中含有天然台面
、

素台面
、

有疤台面
、

有脊台面
、

点状台面
、

线状台面
、

刃状台面 ≅ 种类型
。

(7 锤击石片 一般宽大于长6图版 2,
, 7

,

石片的台面角在 ≅ : “一 59 : “

之间
。

如标本

, − : : > 号
,

上窄下宽
,

呈梯形
,

宽稍大于长
。

台面为原石面
,

柳叶状
,

在后面遗有三个并

排的打击点
,

背面放射线清楚
。

石片角 5 5 : “。 腹面上部的半锥体大而微凸
,

左侧边有两

个交互打击的疤
,

远端边缘有使用的痕迹6图版 2
,

一

7
。

在锤击石片中
,

还有 > 件
“

半边石

片
”。

半边石片是指仅留原石片的一半的标本
,

石片上保留有半个台面
、

半锥体
、

放射线等

人工石片的特征
,

多是打片过程中因石质较脆 以及重力打击等原因而崩裂的6图版 2,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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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砸击石片 ! 件
。

一端砸击的 件
,

两端砸击的 9 件
。

标本 , − : : : ! 号是两端

砸击石片 6图版 2 ,

> 8 图 之 7
,

一端砸击点明显凹陷
,

另一端见有反作用力而产生的着

力点
。

<) 石器

(7 刮削器 共 9> 件
。

用石片制成者占三分之一
,

余为薄石块制成
。

单边刃刮削器 9 件
。

标本
)

, − : : < : 号单面修理左侧斜刃 6图版 2 ,

≅8 图 < 之 57
,

刃 口较陡
,

与刃相对的边直而厚
。

另一件修理右侧刃口
,

刃角较缓
。

凹刃刮削器 < 件
。

都具一个单面修理的凹刃为主要刃 口 。

如标本 , − : :9  号 6图

< 之 < 7
,

修理工作见于一侧
,

将其加工成缓凹刃
。

端刃刮削器 件
。

多在石块长的一端单面修理出一个微凸的平端刃
。

如标本 , −

: : 9 < 号
,

器身较长
,

前端经细致加工
,

刃 口较直而钝
,

类似平端刃刮削器
,

其两侧也有修

理痕迹
,

左侧是两面有加工痕迹6图 < 之 7
,

修理成一个微斜的刃口
。

右侧是向背面加工

的
,

制成一个缓凹刃
,

其后跟部位没有加工痕迹
。

666。。

ΠΠΠ二一一

图 < 竹溪村的石器 % ∋∋ (∀ ∋ Ι Α Δ 3 / ΓΒ 3 Η

一 单边刃刮削器6∀ ΓΩ ∃ ∀ Β ϑ Ε Θ ∃ ϑ

7 9
)

双边刃刮削器6∀
Β ϑ Ε Θ ∃ ϑ Ο ΓΦΔ , Ο ∋ ∃ Ω 4 ∃ ?

7 8
)

端

刃刮削器 6= Η Ω ∀ Β ϑ Ε Θ ∃ ϑ

7 8 呼
)

凹刃刮削器 6Ξ
∋ Η Β Ε Ψ ∃ ∀ Β ϑ Ε Θ ∃ ϑ

7 8 !
)

长身端刃刮削器

6.
∃ Η 4 ‘Δ ∃ Η Ω ∋ Β ϑ Ε Θ ∃ ϑ

7 8 >
、
≅

)

圆刃刮削器 6Ρ Γ∀ Β ∋ ΓΩ ∀ Β ϑ Ε Θ ∃ ϑ

7

双边刃刮削器 件
。

长度都大于宽
,

均单面修理两侧长边
。

修理的方法有从劈裂

面向背面和从背面向劈裂面打片两种方式
。

如标本 , − : : 9 9 , 号
,

用一厚石片作毛坯
,

向背面修理
,

左侧刃缘较陡
,

右侧刃较缓6图 < 之 9 7
。

长身端刃刮削器 9 件
。

在端刃处单面细致加工
,

刃口较缓
,

如标本 , − : : 号 6图

版 2 ,

8 图 < 之 匀
,

用长大于宽的石片作毛坯
,

二次加工主要见于石片远端
,

从腹面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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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修理
,

右侧长边有微修理或使用痕迹
。

圆刃刮削器 ≅ 件
。

多为石片制成
,

呈准盘状
。

修理方法有交互打击和单面修理两

种
。

前者如标本 , − : ∋ (∀号

6图版 2,

 8 图 < 之 ≅7
,

主要向

一面修理
,

有两处刃缘向另一

面修理
,

局部形成交互修理的

曲刃 8 后者修理的多于 前 者
,

如标本 , − : : 9 9 号 6图 斗 之

> 7
,

向背面加工
,

刃 口陡缓不

9 7 尖状器 5 件
。

有长

身锐尖和短身钝尖两种 类 型
,

修理方法有单面和双面 两 种
,

以前者为主
。

标本 , − : : 5

号6图版 2 ,

5: 8 图 ! 之 (7 是长

身锐尖尖状器
,

呈 鹤嘴状
,

两个

相等的边单面修理
,

刃口陡钝
,

后跟部向另一面修 理
。

标 本

及− : : ∋ 号 6图 , 之 9 7 是错

向的尖状器
。

其余多为单面修

理的长身尖状器 6图版 2 , 5 9
、

5 7
。

7 砍砸器 5: 件
。

重量

在 9! : 克以上
,

全部用厚石块

图 ! 竹溪村的石器 % : :: (∀ ∋ Ι Ν Δ 3 / Γ∃ 3 Η

Γ
、
9

)

尖状器 6Θ
∋ ΓΗ Φ ∀

7
、
<

)

砍砸器 6Ξ Δ∋ Θ Θ ∃ 。7

制作
。

依刃的多寡和加工部位可分为
?

单凸刃砍砸器 仅 ( 件
。

, − : : < 5 号标本
,

重 > : : 克
,

呈蚌式 6图版 2, 5 < 7
。

刃缘

双面修理
,

刃口锐利
,

与刃相对的边肿厚
,

上下两端都锤击修理
,

便于握持
。

单直刃砍砸器 ( 件
。 , − : : 9 ! 号6图版 / , 5 , 7

,

重 9 ! : 克
。

龟背状
。

右侧刃缘单

面修理
,

刃 口较缓
。

端刃砍砸器 9 件
,

类似平端刃砍砸器
,

二次修理均单面加工
。

如标本 , − 。。! < 号

6图 ! 之 < 7
,

前端平直
,

刃口陡钝
,

刃角 : “ 。

钝尖砍砸器 > 件
。

重量在 < :: 克左右
。

除标本 , − : : 。 号 6图版 2 , 5 >8 图 ! 之

7为错向修理外
,

另 ! 件均单面修理尖部
,

具一个钝尖
,

刃 口陡缓不一
。

三
, )

小 结

竹溪村附近两个地点发现的石制品
,

仅一件标本出自北山前地点花岗岩片麻岩角砾

层底部
。

由于该地区以往对这种棕红色土没有研究
,

因而
,

无法与附近地层进行对比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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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又无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
,

故 目前讨论这批石制品的时代尚有一定的困难
。

从上述诸石制品的特点和两处地点都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或更晚的文化遗物
,

及与

本地区沂源县发现的旧石器 6戴尔俭
、

白云哲
, 5  > >7和附近地区大贤庄6李炎贤等

, 5  : 7

发现的旧石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

有理由认为竹溪村的石制品不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
,

应

该归于旧石器时代
,

至于究竟属于旧石器时代哪一阶段
,

有待于深人研究
。

本文照片承蒙倪静波同志摄制
,

谨表谢意
。

65  ! ! 年 ( 月 5 日收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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