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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 昂 溪 新 发 现 的 旧 石 器

高 星

8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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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了黑龙江昂昂溪附近大兴屯地点的再调查结果 ; 新发现了两种哺乳动物 化 石
、

两个新类型的石器和 件骨制品
,
为研究该地点的文化面貌提供了新材料

。

昂昂溪附近的大兴屯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发现于  ! 年
,  ! ∀ 年进行了发掘

,

获得

了一批化石和石器
,

并已研究发表 8黄慰文等
,

 !< 9
。

基于该地区对研究细石器各种问题

的重要意义
,  != 年夏我们在昂昂溪地区作史前文化考察时

,

也对大兴屯地点进行了调

查
,

观察了原发掘的剖面
,

同时在附近又发现两个化石和石器点
。

新发现的地点在原发掘区东南的两个洼地内
,

两地点相距约 )) 米
。

两地点的石器

和化石集中分布在 > ? < 平方米和 > ? ≅ 平方米的范围内
,

散布于砂层表面或半埋于砂

层 中
。

发现遗物地点的上覆地层已被侵蚀
,

但其附近的地层剖面仍清楚
,

与  ! ∀ 年发掘的

剖面能对得起来
。

所发现的石器和化石无明显的水流搬运痕迹
,

可能原埋于砂层中
。

似可

认为
,

新发现的遗物与以前找到的化石和石器属同一层位
。

一
、

哺乳动物化石

这次所获的哺乳动物化石都很破碎
,

多为大型哺乳动物肢骨和骨盆的碎片
,

可以鉴定

的只有 < 种哺乳类化石残破的牙齿
。

它们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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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和魔的牙齿化石以前在大兴屯地点未见报道
,

属首次发现
。

在碎骨中
,

有几件标本呈褐色
、

灰白色
,

似为污染所致 :一件小的管状碎骨片的一端有

一半圆形的动物咬痕 :在另一件长 ∀ ! 毫米
,

宽 ∀= 毫米的骨片上
,

一侧凹状劈裂
,

另一侧

较平直
,

在刃状边缘上显示了五六处向内壁和外壁剥片的痕迹8图 39
,

是一件人工痕迹清

楚的骨制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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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骨制品 8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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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石 制 品

这次调查共获石制品 =) 件
,

其中石核 件 8包括 < 件残块 9
,

石片 << 件 8包括锤击石

片  片
,

砸击石片 ! 件
,

残片 件9
,

石叶 > 件
,

石器 = 件
。

原料以隧石为主
,

石英和火成

岩很少
。

8一 9 石 核 和 石 片

石核 均为小型单台面锤击石核
,

形状不规则
,

最小者仅 < ? ? 8长 ? 宽 ?

厚
,

单位毫米
,

下同9
。

均为自然台面
,

核体上各有一块石片疤
,

打击点较清楚
,

半锥体阴痕

明显
,

其中两件有清晰的同心波纹
。

如标本 ∗
4

= < ∀ ∀ 8图 ∀ , 39
,

台面角 = > “ ,

石片疤大小

仅为  ? ,

似乎未能打下可用的石片
。

在台面的左侧 和左侧边的上部也有粗糙的打击

痕迹
,

并相交成短而钝的尖刃
,

其打击方向与原工作面呈  ) “。 这件标本给人的印象是欲

加工成器但未能成功
,

从而也给分类带来一定的困难
。

锤击石片  件
。

基本上是小型的
,

其中包括一些碎屑片
。

长大于宽者 < 件
,

宽大

于长者 件
,

长宽相近者 ! 件
。

最大者 >∀ ? ∀! ? = ,

最小者 ! ?  ? 3 ,

平均为 巧 4Ι ?

巧 4> ? >4 。

台面均很小
,

自然台面 Π 件
,

素台面 件
,

线状台面 ∀ 件
,

有脊台面 件
。

石

片角多在 )< 一 ) “

之间
,

打击点多不明显
,

半锥体大多微凸
,

一些标本有清晰的波纹和

放射线
,

少数几件有锥疤
。

只有 > 件石片的背面保留自然面
,

大部分标本的台面背缘有与

劈裂面同向的打击痕迹
,

特别是一些很小的石片存在这种疤
,

似可看作是打片中修理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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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

本类石片形状有不规则的
、

梯形的
、

铲形的和近似石叶的
。

如标本 ∗
4

∀
,

> 9
,

尾端折断
,

背面局部保留自然面
,

= < ∀ < 8图

的修疤破坏了一部分
。

标本 ∗
4

= < ∀ ,

自然面与人工面之间原来的一条纵脊被台面后缘

为自然面
,

并遗有一块与剥片方向呈
8图 ∀ , ∀ 9

,

素台面
,

半锥体处有一锥疤
,

背面大部分

 )
。

的浅平的石片疤
。

其左侧两面可见细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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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击石片 ! 件
。

形状较锤击石片规则
,

都比较小
,

平均为 = 4Π ? < ? <4 Π 。 其中

一端石片和两端石片各 斗件
。

在一端石片的一端可见砸击点
,

有的标本在劈裂面上有清

晰的波纹
,

有的标本则在劈裂面上呈现半锥体的阴痕或呈半锥体状凸起
。

两端石片的两

端均呈刃状并可见砸击点
,

其两面均有崩落碎屑的痕迹
。

标本 ∗
4

= < ∀ = 8图 ∀ , < 9
,

中间

宽
,

两端略窄
,

砸击点清楚
,

接近砸击点处屑疤多而细碎
,

劈裂面上波纹清晰
。

石叶 > 件
。

台面均很小
,

近于线状
,

台面背缘可见细小的修疤
。

标本 ∗
4

=斗∀ > 8图

∀
,

Π9 形状规则
,

原料为淡黄色隧石
,

线状台面
,

打击点小而清楚
,

劈裂面上有小而凸的半

锥体和清晰的同心波纹
,

断面梯形
。

尾端由破裂面向背面打了一下而稍残
。

该标本的右

侧下部劈裂面上有一浅平的石片疤和几个细小的疤
,

难以判断是否是第二步加工的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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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二 9 石 器

= 件
。

石器的毛坯有块状
,

石片和石叶各 ∀ 件
。

石器类型只有刮削器和尖状器两类
。

4

刮削舀

Π 件
。 ∀ 件块状毛坯者加工粗糙

,

另外 > 件用石片做的加工较好
。

839 凸刃刮削器 件
,

系将石叶的尾端截断
,

将左侧边加工成凸弧状的刃缘
。

主要

向破裂面加工
,

只在近台面处转向背面加工
,

同时右侧边亦有局部加工的痕迹
。

刃缘平

齐
,

修疤细小
,

可能采用了压制法
。

8∀ 9 直一凸刃刮削器 标本 ∗
4

= < ∀ 8图 ∀ , = 9器 体很 小 8∀ ? ∀ ? Ι9
,

略呈 涕

形
。

石片的远端残缺
,

台面因修理而局部破损
,

右侧两面遗有细小的修疤
,

背面者深凹
,

破

裂面者稍浅平
,

形成锋利而平直的刃口 : 左侧边有两处向劈裂面加工
,

形成两处凹人的刃

口
,

但整个刃缘略呈凸弧状
。

其中一处的修疤浅平而长
,

可能是压制的结果 : 在尾端的残

断处亦有局部的加工痕迹
。

更有趣的是
,

在台面与劈裂面相接处
,

又用雕刻器打法从左上

角斜向右侧打了一下
,

使这件石器可能成为多功能的工具
。

8> 9 圆头刮削器 标本 ∗
4

= < ∀ ) 8图 ∀ , ! 9
,

属长身圆头刮削器
。

系将一长石片的远

端向背面精修成刃
,

刃缘匀称
,

呈半圆形
,

刃口 较锐
,

刃角 = ) 。。

刃口上的修疤浅平
,

呈草

叶状
,

既可能是用软锤加工而成的
,

亦可能是压制的痕迹
。

其左右两侧也有一些细疤
,

类

似的痕迹也见于端刃的近缘
,

可能是使用的结果
。

≅4 尖状器

3 件
,

即标本 ∗
4

= < ∀ 8图 ∀ ,

9
,

系用石叶做成
,

器体很小 8∀ ? = Σ > 9
,

修理工作

只见于石叶的远端
,

主要向背面加工
,

劈裂面上亦有浅平细小的修疤
。

右侧的修理痕迹比

左侧略细一些
,

两侧刃相交成一个短的尖刃
。

象这样用小石叶加工成的尖状器
,

在海拉尔
“ 中石器时代

”
遗存中曾有发现

,

被称为
“

细石叶尖状器
”

8安志敏
,  ! 9 :下川遗址亦有类

似的器形
,

称其为
“
微型尖状器

”

8王建等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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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调查
,

新发现了鹿和魔两种哺乳动物化石
,

圆头刮削器和石叶尖状器两种石器类

型和一件人工痕迹清楚的骨制品
,

为研究该地点文化面貌增添了新材料
。

在我们发现的碎骨中
,

也有与以前在这个地点报道过的烧骨类似的标本
,

表面呈褐色

或灰白色
。

就我们这批标本而言
,

不象是燃烧炭化的结果
,

而极可能是污染所形成的
。

从我们发现的两个化石和石器点观察
,

化石和石制品都很破碎
,

分布范围小
,

无规律
,

无明显的文化层
。

我们同意大兴屯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
“

是一处早期猎人的临时宿营地
”

的看法 8黄慰文等
,  ! < 9

。

似可推测
,

先民们携带猎物和采集到的石料至此
,

肢解受用

了猎物
,

同时也在此加工石器
,

在作短期停留后
,

抛下碎骨和一些石制品而离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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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调查为我们进一步工作提供了线索
。

我们相信
,

随着材料的不断增加
,

这一带对

探索细石器的起源
、

演变以及时空关系等诸问题将是一个有意义的地区
。

本文是在张森水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
,

邱中郎先生对全文作了审阅和修改
。

参加调

查工作的除张森水和本文作者外
,

还有黑龙江省文物考古所的于汇历和齐齐哈尔市文管

所的辛健等同志
。

在工作中
,

得到了昂昂溪区政府的支持
,

作者谨致谢意
。

8一 Π 年 = 月  日收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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