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 ! 年 ∀ 月

人 类 学 学 报

# ∃ % # # & 叹任∋尽() (∗ + , −∃ 人 .琪∋∃ 人

/ ( −
。

/ − −,

& (
0

∋

 ! !

马鞍山旧石器遗址试掘报告

张 森 水
1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

关镇词 马鞍山 3 旧石器文化 3尖刃器 3更新世晚期

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新发现的贵州桐梓马鞍山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试掘结果作扼要的报道
。

其文化

面貌与分布于黔西北及黔西南同时代者有一定的异同
。

一
、

遗址的地理位置
、

地层和化石

马鞍山旧 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子桐梓县东南约 ∀ 公里处
,

在良种场区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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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马鞍山旧石器文化遗址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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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遗

址埋于岩厦内
,

岩厦现地面高出 天 门 河 水 面 约

4 2 米
,

海拔 5 32 米
。

天门河由东向西从马鞍山脚

下流过
,

岩厦敞 口 向北
,

略偏东
。

∀ 5 ; 2 年
,

曹泽田等曾对该遗址作过调查
,

笔

者等
王=继于 ∀5 ;∀ 年 ∀2 月对该遗址作深人的踏勘

,

并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试掘
,

弄清了遗址的性质
,

确

认它是一处内涵较丰富的旧石器文化遗址
,

野外

编号为 ; ∀2 22 ∀地点
。

试掘挖了两条探沟
,

其中的

探沟 /< >
?

= 掘进深度约 ∀
1

9 米
,

从上到下分为 7 层

<图 9 =
,

各层岩性述要如下
?

∀
1

表土层
,

浅灰色松土
,

含陶片和现代人牙

等
,

厚 :一 ∀2 厘米
。

9
1

棕黄色亚粘土
,

堆积致密
,

中夹少量的灰岩

角砾
,

发现鹿颊齿和石片
,

厚约 92 厘米
。

6
1

灰
、

黑
、

褐
、

黄
、

红等杂色土
,

不分带
,

混杂在

一起
,

中夹较多的
、

小块的角砾
,

富含石器和化石
,

厚约 42 厘米
。

4
1

棕红色粘土
,

粘性和含水份都大
,

富含板块

∀ = 参加这次工作的
, 除笔者外

,

有重庆自然博物馆李宣民和吉林大学历史系陈全家同志 ≅ 曹泽田同志提供线索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李建生同志拍摄图版照片
, 笔者 向他们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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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马鞍山遗址 %
0

西壁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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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角砾
,

一般长 Λ一 Μ 厘米
,

最长者达 ΝΜ 厘米
,

发现少量碎骨和石器
,

厚约 ∀Λ 厘米
。

,
0

深褐色土
,

中夹薄层灰烬和小角砾
,

出土巨膜等多种化石和 ∀Ο 件石器
,

厚约 ∀Λ 厘

米
。

Ν
0

浅紫色粘土
,

质细而稍粘
,

中夹小砾石
,

砾径多为 厘米左右
,

呈星点状 分布
,

从巾

发现少量的碎骨
。

0

角砾层中夹黄色亚砂土
。

堆积致密
,

角砾多
,

砾径一般 为 Λ一 Μ 厘米
。

已挖堆积约

∀ Μ 厘米未见底
,

发现犀牛等化石和 Λ 件石器
。

已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
,

均甚破碎
,

或为碎骨
,

或为单个牙齿及两件残下颇骨
,

第 ∀一

Ν层者
,

石化程度中等
,

呈黄褐色
,

第 层者石化程度高
,

呈杏黄色
。

经初步鉴定
,

哺乳动物

化石名录如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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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以上化石名录
,

尽管未发现大熊猫和剑齿象化石
,

但有巨

摸和可能是中国犀等化石的出土
,

仍可把它归于华南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
,

已知的绝灭

种仅巨膜一种
,

故其时代可能偏晚
,

暂定为晚更新世的后期
。

二
、

文化遗迹和遗物

试掘结果
,

获得较丰富的用火遗迹
9 薄灰烬层

、

烧石
、

红烧土块和烧骨
,

出 自第 Ο 层的

烧骨
,

作含碳量分析
,

含碳量为 ∀ Μ
0

! 多 3发现了数十件碎骨
,

多数无明显的打击痕迹
,

但亦

有 Λ 件标本的一侧或一端可见连续的打击痕迹
,

类似石器之修理
,

故这些标本应是打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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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1图版 ∋ ,  2 3 此外
,

还有一件磨制骨器
,

出自第 Λ 层
,

长 Ο0 ∀
、

现宽 ∀
0

1左侧稍残2
、

厚 Ν

毫米
,

右侧 尚可见向骨内壁连续打击痕迹
,

刃口平直
,

前端经磨制加工
,

修出一个短斜刃
,

侧面观呈缓弧形
,

刃角为 Ν “

1图版 ∋, Ν 2 3石器 Λ 件
。

石器 出自第 ∀一Λ 和 层
,

第 Ν 层暂未发现
,

!Μ 关 的石器出自第 Ο 层
,

第 Λ 层也较多
,

详见表 −。 做石器的原料
,

主要是隧石
,

占 ! 0Ω ]
,

砂岩占 Ν0 Ο多
,

石英岩
、

火山岩
、

灰岩和

石英砂岩各占
0

并
,

火成岩
、

砾岩和硅化灰岩各占 Μ
0

Λ 多
。

石器分类亦见表 − ,

以下分类

记述其特征
。

0

锤击石核

锤击石核 巧 件
,

其中有单台面者 Μ 件
,

多台面者 Λ 件
,

无论那类石核或多或少保留

自然面
,

常见者是较小型的和不定型的
,

石核体基本上不作修理
。

1−2 单台面石核
,

大小有一定的变异
,

长度为 ∀ 一ΛΜ
、

宽度为 ∀! 一 ! !
、

厚度为 ∀ 一 Λ 

毫米
,

其中有 Ω 件是宽体石核。 ,

其余为窄体石核
,

其长宽指数为 Ο Ν。 自然台面者 件
,

打击者 Ο 件
,

其一可能被修理过
。

本类石核单工作面者 件
,

双工作面者 Ο 件
。

工作面上

只有一层石片疤的 Ο 件
,

两层的 件
,

后者既有都是浅平的
,

也有近缘细碎远缘浅平的
。

其

上石片疤多规则
,

常呈梯形或三角形
。 )

0

Ν ΟΟ Μ 号1图版 ∋ ,

!2 是形制较规整的石核
,

略呈

长方形
,

左右侧曾作过粗略的加工
。

台面为节理面
,

稍向后倾斜
,

台面前缘可见多个的打

击点
,

工作面上遗有一块梯形的石片疤
。

1∀2 多台面石核 Λ 件
,

均为双台面
。

体积变异稍小于前一类
,

最短为 Ο Ν
、

最长为 “
、

最窄为 Ο
、

最宽为 Λ∀
、

最厚为 ΟΩ
、

最薄为 ∀Ω 毫米
。

其 巾宽体者 ∀ 件
,

窄体者 Ο 件
,

长宽指

数为 !Ο
。

有一件石核有两度打击的痕迹
。

石核上诸人工特点清楚
,

台面性质多样
,

自然

和自然打击者各 ∀ 件
,

一台面为自然面
,

另一台面修理成者一件
。

台面角最钝的为  Μ 。 ,

最锐的为 Ν Ο “ 。 Ω 件标本打片方向相对
,

另一呈  Μ
。

本类石核上所遗留的石片疤形态亦

较规则
,

有单层的
、

双层的和三层的
,

后者仅 件
,

近缘者极细碎
,

乃打片不成功之证迹
。

∀0 锤击石片

锤击石片 Ω! 件
。

依现存情况
,

有三类
9
残片

、

半边石片和整片
。

残片 Ο 件
,

作为锤

击石片的诸人工特点均已不存
,

但由背面石片疤的特征
,

仍可窥知原是锤击石片 3 半边石

片均为从打击点处纵向裂开仅存一半的石片
,

计  件
,

其中有两件可见使用痕迹 3 整片 Ω!

件
,

仅指反映锤击石片诸人工特点完好保存的石片
,

其中也有一些远端有不同程度残缺的

标本
,

约 占这类石片总数的 ∀Λ 并
。

本类标本大小差异较大
,

最短
、

最长 Ν 
、

最窄 Ν 、

最宽 !Ο
、

最薄 Ω
、

最厚 ΟΝ 毫米
,

长

宽指数为 Μ ,

其中长型石片∀2 Ω 件
,

宽型石片 Ο 件
,

长宽相等的石片 Ο 件
。

台面性质多

样
,

自然者 ! 件
、

打击者 Ω 件
、

半自然半打击者 , 件
,

有台面脊者 Μ 件和线状台面 件
。

打击点等诸人工特点清楚
,

在一些石片上可见疤痕和同心波
,

石片角变异较大
,

最锐者为

−2 宽度大于长度者为宽体
, 反之为窄体

。

∀ 2 长型石片指不拘形态
、

长度大于宽度的石片
, 有别于有特定含义的长石片 1Ξ−

( ϑ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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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 ,

最钝者 Ο 。 。

本类标本的背面
,

多不见 自然面
,

遗有一块以上浅平的石片疤
,

少数石片不同程度保

留自然面
。

台面后缘常见一个或几个打击点
,

也有不见打击点的
。

石片背面的石片疤多

浅平
,

少数的是不平的
。

石片形态不规则的约 占半数
,

梯形者比较常见
,

如 )
0

Ν Ο Ο ∀ 和 )
0

Ν Ο Λ ∀ 号1图版 ∋, − 和 Ω 2
,

似矩形亦颇 习见
,

三角形和似长石片1图版 ∋, Ο 2 者不多
。

在锤击石片中
,

使用石片较 多
,

细疤见于两面者多于一面的
,

见于一端的不多
,

遗留在

尖角上的极少
。

Ο
0

砸击石核

砸击石核  件
,

除一件长 ΝΜ 毫米外
,

其余均小于 ΩΜ 毫米
。

其 中属窄体者 ! 件
,

宽体

者 件
,

但无例外地都比较扁
,

宽厚指数仅 ∀ 
。

一端可见砸痕 ∀ 件
,

两端可见砸痕的

件
。

本类标本两面均遗有石片疤
,

但常常是一面较平
,

相背面较凸
。

Ω
0

砸击石片

砸击石片 件
,

一端石片多于两端石片
,

形制不甚规则
,

多数是长型的
, )

0

Ο Ν Ο 号

1图 Ο 2是两端石片
,

形制不规整
,

其左侧可见使用和局部修整的痕迹
,

使边缘变得凹凸不

平
。

Λ
0

石锤

石锤是加工石器的
,

也称甲类工具
,

其上的破损痕迹是使用过程造成的
,

非事先加工

图 Ο 两端石片

Ξ 4Φ( −
Δ = Η−

Δ
⊥ ≅

图 Ω 砸击加工的单直刃刮削器

Λ 4Γ Ε −≅ , Χ= Δ 4Ε Α Χ ‘≅ = Δ )≅ = _ Τ _ 4Φ( −Δ = Χ≅ ≅ Α Γ 4⎯ ς ≅

的
。

依破损痕迹的不同
,

可再分为锤击石锤
,

它们又有单端和两端之别 3锐棱砸击石锤
,

因

使用
,

使一个侧边呈马鞍形
,

并变得粗糙不平 3 砸击石锤
,

在卵圆形的砾石上留下散漫的坑

疤
。

Ν
0

刮削器

刮削器与下述三类工具一起也称乙类工具
,

主要用于加工生活用品
。

本类工具共 ∀  

件
,

以小型的居多
,

复刃者要大于单刃的
。

做刮削 器的毛胚多样
,

片状者与块状者所差较

微
。

除一例砸击成者外
,

其余均为锤击加工的
。

刮削器形态多样
,

可分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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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单直刃刮削器 Ω 件
,

以右刃和整长边修理成者居多
,

修理工作有较好的和差的
,

既有向背面加工的
,

也有向破裂面加工的
,

还有一件是砸击加工成的
,

即 )
0

Ο Ν Ω ∀ 号 1图

Ω 2
。

它原是锤击石片
,

刃口在左侧
,

系用砸击法加工而成
。

其侧脊较曲
,

两面遗有浅平的

小石片疤
,

并可见放射线
。

用砸击法修理工具
,

在我国南方还是首次发现
,

最先则见于周

口店第 地点 1)≅4
,  Ο 3 裴文中

、

张森水
,  ! Λ 2

(

1Ο2 单凸刃刮削器 件
,

均有一个缓弧形凸刃
,

以整个长边修理成者居多
,

大多数刃

口在右侧
,

加工方式多样
,

以复向加工为主
,

刃 口较锐
,

刃缘则多不平齐
, )

0

Ν Ο Λ Ο 和 )0

Ν Ο Λ 号 1图版 ∋
,

∀ 和 巧 2是有代表性的标本
。

1Ο 2 单凹刃刮削器 Ω 件
,

刃 口在左或右侧者各半
,

修理方式多样
,

加工粗糙
,

刃缘曲

折
,

刃 口有钝有锐
,

刃角最锐者为 Ω ∀ 。 ,

最钝者为 ! “ ,

刃口 均呈稍不规则的缓凹刃
。

1Ω 2 两刃刮削器 Ν 件
,

用片状或块状毛胚做成者各半
,

端侧成刃者多于两长边成刃

的
,

加工方式多样
,

刃口 组合繁复
,

有双凸刃
、

直凸刃和直凹刃之别
。

修理工作优劣均兼
,

)
0

Ν Ο Ω 号 1图版 ∋
,

幻 是修理得好的
。

它端侧成刃
,

修理痕迹仅见于近缘
,

端刃锐
,

刃角

为 ΛΜ
“ ,

系向背面加工而成 3左侧刃为斜刃
,

刃角为 Λ
。 ,

刃缘呈波纹形
,

可见使用痕迹
。

1, 2 多刃刮削器 Ω 件
,

每件标本均有三个刃口
,

刃口 组合为三凸刃和直凸凸刃各 ∀

件
,

都是复向加工的
,

修理工作粗糙者多
,

刃缘不平齐
,

刃口 相当钝
,

其中的 )
0

ΝΩ  号 1图

版 ∋,

Ο2 是唯一用石核做的
,

左侧和上下端都有粗糙的加工或局部修理的痕迹
。

1Ν2 端刃刮削器 Ω 件
,

用石片或石块做成的各 ∀ 件
,

形态略异
,

可再分为圆端刃
、

平端

刃和角端刃三型
。

有两件标本两侧作过修理
,

分别为凹凸刃和直凸刃
。

端刃的修理多较

粗糙
,

圆端刃和平端刃为常见的类型
,

角端刃不多见
,

予以记述
。

)0 Ν Ο Λ ! 号 1图版 ∋ , Μ 2
,

修理工作细致
,

将前端右侧和右上角修理成缓弧形凸刃
,

其上可见多块草叶状的小石片

疤
。

其右侧也作了修理
,

为凹缺刃
。

0

尖刃器 1)(4 Γ Χ≅ ϑ Χ( ( −2

尖刃器以往称尖状器
,

其所以更名
,

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9

−2 狭义的旧石器分类1指乙

类工具 2第一级标准统一以功能为分类依据
9 ∀ 2放弃以形分类

,

可免一些误解
9
将单边加

工的有尖工具或将三角形石片的远端尖归于尖状器 1Ξ(
= ϑ ≅Β

,   2
。

综合  ∀ ! 年以来

对这类石器所下的定义
,

加之笔者的拙见
,

给尖刃器以如下的限义
9
它是一类小型的工

具
,

毛胚相邻的两边或更多边作过修理
,

两修理边相交而成一可用的尖刃
,

其功能类似今

日之尖刀
。

在英文译法上
,

建议不用  ∀ ! 年以来我国旧石器文献中习用的译法
“

)( 4ΓΧ
” ,

而采用德日进和裴文 中  Ο ∀ 年曾用过的名词
“ Φ ( 4Γ Χ≅ ϑ 4Ρ )− ≅ Ρ ≅ Γ Χ” 1%

≅让Α Δ = ϑ 。Γ ϑ )≅ 4 ,

Υ  Ο ∀ 2 或
“Φ ( 4Γ Χ ≅ ϑ Χ( ( −”。

尖刃器 ∀ 件
,

加工均较细致
, )

0

Ν Ο Λ  号 1图版 ∋ , ∀ 2
,

左侧是以向背面加工的为主
,

至尖端近处
,

作反方向加工
,

使左侧明显向中倾斜
,

右侧基本上是向背面加工的
,

但在尖端

处反方向打了一下
,

使尖刃部变得更加薄锐
。

两侧刃在中轴一端相交成较钝的尖刃
,

属正

尖尖刃器
,

另一件为侧尖尖刃器
,

尖刃偏向左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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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石锥1α2

石锥 1α2 件
,

系用小石块做成
,

长 ∀ Μ
、

宽  
、

厚 Μ 毫米
,

前端两侧 作错向粗琢
,

被修

理端的中部生成龟头状尖突
,

状若短尖石锥
。

,0 砍砸器

1−2 两刃砍砸器 Ο 件
,

均为用石块制成
,

有两长边成刃的
,

也有端侧成刃的
,

刃口组合

分别为直凸
、

直凹和凹凸刃
。

修理工作较粗糙
,

均用复向加工
,

刃缘 曲折
。 )

0

Ν Ο , 号 1图

Λ2 左侧为直刃
,

系向较平的一面打击
,

小石片疤短宽 3 另一刃口 为深波形凸刃
,

系右侧和顶

边之一部相联而成
。

在这个刃口上
,

两面可见鳞状的小石片疤 3从侧面看
,

有曲折的侧脊
,

小石片疤沿侧脊向两面排列
,

类似痕迹
,

很象是砸击成的
。

用砸击法修理砍砸器
,

在国内

属首次发现
。

图 Λ

Ψ Α ( ) ) 4 Γ Ε
Χ(( − Ι 4Χ Α ΧΙ (

锤击和砸击加工的两刃砍砸器
≅ 通Ε ≅ , _ Τ ϑ 4= ≅ ≅ = )≅ = ∃ ς Β Β 4( Γ Δ

Γϑ _ 4)+ −
Δ = Χ≅ ≅ Α Γ 4⎯ ς ≅

1∀ 2 端刃砍砸器 件
,

系用隧石块做成
,

加工痕迹只见于端刃部
。

端刃平直
,

其上有

两层小石片疤
,

系由较平的面向较凸的面打击
。

近缘的两面有细疤
,

可能是使用的结果
。

1Ο2 复刃砍砸器 件
,

系用石块做成
,

将左
、

右侧和前端加工成刃
,

均用交互打击法

修理
,

刃口组合为直直凸刃
,

加工粗糙
,

刃缘曲折
,

刃口 钝厚
,

形似小型的斧形砍砸器
。

三
、

节 略 与 讨 论

1二 2 文化的一般性质

综上所述
,

马鞍山石器的一般性质
,

可归纳如下
9

0

打片以锤击法为主
,

砸击法为辅
,

锤击产品 1石核与石片 2占石器总数的 Ο!
0

!多
,

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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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者占
0

Ω多
。

∀
0

无论是石片或石核
,

形制规整者极少
。

在一定程度上
,

受健石质劣的影响
。

很少修

理台面和石核体
。

Ο
0

使用石片比较多
。

Ω
0

工具组合
9 甲类有砸击

、

锐棱砸击和锤击石锤 3 乙类有刮削器
、

尖刃器
、

石锥1α2 和

砍砸器
。

Λ
0

乙类工具片状毛胚与块状毛胚数量相仿
。

因试掘材料有限
,

目前尚难定工业性质
。

Ν
0

乙类工具主要是刮削器
,

占 !
0

Ο肠
,

砍砸器居第二位
,

占 Ο
0

Λ铸
,

砍砸器占比例较高

是我国南方 旧石器时代晚期工具组合的一个特点
,

尖刃器 占 Λ0 Ω多
,

石锥1α 2占 ∀
0

]
。

0

乙类工具以小型者
‘2居多

,

但大
、

中型者占较高的比例
。

依长度计
,

小型 工 具 占

Λ
0

Ο 多
,

中型者 占 ∀∀
0

∀关
,

大型者占 ∀ 0 Λ并 3 依重量计
,

微型者占 !
0

 ,

小型者 占 Ο
0

! 并
,

中

型者占 Ν
0

∀ 多
,

大型者占 ∀
0

Λ多
。

从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
,

当时人对工具的毛胚有一定

的选择
,

选较薄者做乙类工具
。

就刮削器言
,

大
、

中型者常见于复刃工具
,

单刃者罕见
。

!
0

修理乙类工具曾用两种方法
9 锤击法和砸击法

。

锤击加工的方式是多样的
,

复向加

工居首位
,

占 ΩΛ
0

 拓
,

向破裂面加工者 占 ∀
0

Ν多
,

向背面加工者占 !
·

 务
,

错向加工者占

!
0

多
,

交互打击者占 ∀
0

多 3 一件刮削器和一件两刃砍砸器的一个刃口是用砸击法加工成

的
。

 
0

单刃工具和复刃工具 2在数量上恰好相当
。

乙类工具共计有 Ν 个刃 口 ,

刃角在 Λ Μ 。

以下者 占 !
·

多
, Λ 一 Ν Μ “

者 占 ∀
·

 外
, Ν 一 Μ 。者占 ∀ Μ

0

Ο多
, 。

一 ! Μ 。者占 Ο Μ
0

Ω务
, Λ Μ 。

以上者占 Ο
0

 多
。

总的来看
,

刃 口钝锐缺乏相对稳定
,

最锐者 Ο Ω “ ,

最钝者 !Ν
“ ,

钝刃多见

于复刃工具
,

锐刃多见于单刃组 3 若以刃角 Μ
“

作为刃 口钝锐的分界线
,

则锐者略占优势
。

1二 2 关于遗址的分期和时代

从石器上看
,

目前尚难看出马鞍山遗址能否分成若干期的问题 3 从动物种属也难看出

不同
,

但从化石的石化程度上
,

第 层者与其上各层 1Ν一 ∀ 层 2则有明显的不同 3 从沉积物

岩性上
,

第 层的角砾灰黄色粘土层颇似我国南方的
“
黄色堆积

” ,

至少与其上各层在岩性

上不同
,

因之
,

将来进一步工作
,

或许可以分出早
、

晚期或不同时期的文化
,

目前暂看作同

一时期的文化
,

且有早
、

晚之别
。

马鞍山遗址的时代
,

除表层有不同时期遗物混杂外
,

从第 ∀ 层向下不见新石器时代或

更晚的遗物和石器及化石共存
,

从第 Ο 层起即发现巨膜化石
,

表明其地质时代不会越出更

新世
。

考虑到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绝灭种可靠者仅一种
,

从华南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的

演化来看
,

其时代可能偏晚
,

属手晚更新世的后期
,

这与年代测定的结果相符
。

用第 Ο 层

出土的鹿牙做铀系法年代测定为
0

! 士 Μ
0

万年 1Ξβ χ ! ∀ Μ Ο 2 和用同层发 现 的碎 骨做
, ‘Ψ 年代测定

,

其结果为 Λ Μ Μ 士 Λ Μ Μ 年 1Ξ β ! ∀ Μ Ν ∀ 2 1原思∴−δ
、

陈铁梅
、

高世君
,  ! Ν 2

,

加之在遗物中有磨光骨器
,

其文化时代可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

第 层遗物是否属于这

−2 分级标准依
《甲国猿人石器研究

》
一书中所提 出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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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
,

如上所述
,

有待进一步工作而定
,

第 Ο 层以下各层的年代估计超过距今两万年
。

三
、

文化关系和文化命名

在探讨同时代不同遗址的文化关系时
,

应排除若干偶然因素
,

更不宜加以扩大
,

故在

研究马鞍山旧石器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地位时
,

在区域上
,

重点放在贵州本省
,

必要时将涉

及邻省同时代的旧石器文化 3在材料对比上
,

着眼已研究较深的几个工业组合和其中的主

要文化成分
。

分清主次
,

探索彼此的在文化上的亲疏
。

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可能有 ∀∀ 处−21 蔡回阳
、

王新金
,  ! Λ 2

,

已经比较看

得清楚的有两个文化类型
,

以猫猫洞文化为代表的黔西南类型和以草海和毕节地区发现

的石器为代表的黔西北类型
。

马鞍山石器与两者文化关系是不甚相同的
。

马鞍山与猫猫

洞石器可以对比点均有锤击石片和向破裂面加工
,

前者是旧石器时代文化共有的
,

后者主

次是不同的
。

在马鞍山并非主要加工方式
,

而在猫猫洞者则占绝对的优势
,

占乙类工具

总加工量的 ! Λ
0

∀多
。

在马鞍 山曾发现一件锐棱砸击石锤和一件 已做成工具的锐棱砸击石

片
,

这在猫猫洞是富有特点的文化因素
,

锐棱砸击石片占石片总数的  
0

Λ多
。

至于猫猫洞

加工规则的单凸刃刮削器和尖刃器
,

在马鞍山试掘品中则未见到
。

在马鞍山遗址
,

用砸击

法打片基本不见于猫猫洞
。

由此观之
,

它们在文化上的关系是很疏淡的
。

与黔西北类型对比
,

打片方法和工具组合的主次比较相近 3 多刃工具
、

复向加工和刃

口陡等
,

可以找到对比的资料稍多一些
,

但它们在各 自在文化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

在黔

西北类型中
,

多刃和陡刃工具都居主要地位
,

草海等各地点多刃工具占 Λ 沁 以上
,

多数乙

类工具刃口超过 Μ 。 。

马鞍山的砸击技术未见被黔西北文化类型的创造者所应用
,

骨器

也未见于后者
。

看来马鞍山石器与黔西北类型较之黔西南者的在文化关系上要 密 切一
7比
‘二二 +

马鞍山的石器与四川的富林文化
、

云南呈贡龙潭山二号洞的石器和湖北房县采集的

石器都有相 当多的相似点
。

就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言
,

马鞍山石器中较多地应用砸击技术和用相当多的块

状毛胚做乙类工具是上述两大文化类型所不具的
,

以单刃工具和锐刃工具为主
,

不见于相

邻的黔西北类型
,

磨制骨器情况大体也是如此
。

这些可看作马鞍山石器的特点
。

马鞍山石器有一定的特点
,

是否可定为一个新文化 α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
,

笔者接受李

炎贤同志等的建议
9 “
命名一个旧 石器时代文化至少需要两条

9
一是要有较多的 能 够 充

分说明其特征的典型标本 3二是通过分析对比
,

有足够的特征区别于已发现的文化
”。

1李

炎贤
、

文本亨
,  ! Ν 2

。

就马鞍山试掘所得的遗物言
,

还是不够为命名一个新文化提供充

分的证据
,

故暂不命名
,

以待将来的工作
。

1  ! 年 Ω 月 ∀  日∋次稿 2

−2 依蔡回阳和王新金的文章
, 笔者舍去垄脚地点

,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下限
, 从我国生物地层学和年代学实际 出发

,

暂定为距今五万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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