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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 山 发 现

张亚平 郭俊卿

旧 石 器

卫 奇
7山西省沂州地区行署文化局8 7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8

关健词 旧石器9 晚更新世 9五台山

内 容 提 要

在华北的屋脊五台山发现了一些石 制品
。

遗物主要分布在河流第二级阶地的黄土层中
。

根据地貌和地层判断
,

石制品的时代应为晚更新世后期
。

 ! 6 : 年夏天
,

山西省忻州地区行署文化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的科研人员在山西省忻州地区联合进行野外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时
,

在五台山发现了一

处旧石器地点
。

地点的地貌位置明确
,

地层层位清楚
。

这个地点的发现
,

为研究华北地区

古人类对地理环境的适应增添了新的内容
。

在野外工作当中
,

受到了五台县文化局和博物馆的热情接待
,

并得到了五台山文物

管理处的大力协助
。

本文插图由侯晋封绘制
,

照片由孙明摄制
。

在此向他们一并致以感

谢
。

一
、

地 理 概 况

五台山旧石器地点位于山西省五台县台怀镇北侧 7图  8
。

地理坐标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拔高度  ; <一  : < 米
。

五台山坐落在山西省东北部五台县和繁峙县境内
,

它由北台
、

南台
、

中台
、

东台和西台

五座台顶状如平台的山峰组成
。

北台最高
,

海拔 ; < ∀ 6 米
,

素有华北屋脊之称
。

五台山是

著名的北台期夷平面的命名地
,

也是元古界五台群变质岩系的建群地点
。

山体主要由各种

变粒岩
、

斜长角闪岩
、

角闪片岩等构成
。

五个台环抱一山间小盆地
,

台怀镇位于盆地当中
,

清水河 由北向南从镇的侧旁流过
。

五台山因无炎夏酷暑
,

多清泉
,

故又名清凉山
。

五台山

属于中纬度高山气侯区
,

中台台顶的年平均气温是 一斗
2

∀℃
,

盛夏最高气温只有 < ℃
,

而严

冬最低气温可达一 :∀ ℃
,

年平均无霜期只有五十多天
,

山上多年块状冻土发育
,

植被主要

表现 为高山草甸隐域类型
。

在台怀镇附近
,

清水河明显发育两级河流阶地
。

第一级阶地
,

属于堆积阶地
,

高出河床一般为 :一> 米
,

主要 由砂和砾石组成
,

物质分

选差
,

砾石磨圆度中等
。

下部多巨砾
,

最大的砾径达 米以上 9上部以角砾为主
,

砾径大多

数在  < 厘米以下
,

角砾中间夹细砂透镜休 9顶部是厚约  米的揭色砂质土层
,

含现代文化

遗物
。

台怀镇的大部分建筑物分布在这级阶地面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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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五台山旧石器地点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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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级阶地
,

主要表现 为堆积阶地
,

但在台怀镇北侧石器地点则为基 座阶地
,

基岩出

露厚度约 ; 米
,

上复厚约 巧 米的砾石 层
,

砾石分选不好
,

砾径在 米以上的砾石数量不

少
,

砾石层上面迭压着  米左右厚的黄土层
。

这里的黄土呈淡灰黄 色
,

粉砂质
,

较疏松
,

多孔
,

柱状节理发育
,

具有华北马兰黄土的一般岩石性质
,

含野马 7= Η ““ ? Ι−ϑ
Γ 留41 城厂8

,

盘

羊 7<
<  , 。Κ , ( , 8

、

原始牛 7Λ ( ,
Μ−+ Κ +Ν Γ , +“ ,

8 等种类的骨化石
,

化石已经基本石化
。

黄

土层底部的堆积略具层理
,

可能在沉积过程中有过坡面流水的作用
。

黄土层上面局部有

砂质黄土
,

呈不整合接触 7图 8
。

这里的黄土大量被开采用来烧砖制瓦
。

石制品主要来

自砖场黄土取土坑里
。

砂质黄土

图 五台山旧石器地点地层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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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记述的石制品共  件 7Μ
2

> ; 6 6一Μ
2

> : < : 8
,

其中 : 件是笔者亲自从地层中发现

的
,

有 ; 件7Ι
2

> ; !
、

Ι
2

> ; ! >
、

Ι
2

> ; ! ! 8来自黄土层下部
,

1 件 7Μ
2

> : < : 8来自砾石层中
。

其他

标本是烧砖工人取土时拣出来的
。

我们在野外考察过程中
,

专门对取土工人进行了访问
,

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

除此之外
,

我们在这一地点作了详细的勘探
,

确实未曾发现任何可疑

相混的遗迹
。

因此
,

本文记述的石制品除了一件来自砾石层外
,

其他的一并看作是黄土层

中的产物
。

二
、

石 制 品 描述

五台山的石制品
,

石料岩性系元古界五台群中的脉状石英岩和绿泥石绢云母石英片

岩
。

石料硬度大
,

但结构颗粒状
,

而且节理发育
。

石核 6 件
,

根据台面可 以划分 为单台面石核
、

双台面石核和多台面石核
。

单台面石核 7Μ
2

> ;6 6 8
,

长
、

宽
、

高。分别为 ! 毫米
、

>∀ 毫米
、

; 毫米
,

台面为砾石

的自然面
,

石片疤明显可见
,

但都表现得粗糙
,

台面角近于 ! < 。。

双台面石核 7Μ
2

> ; 6 !一Μ
2

> ; !  8
, Μ

2

> ; 6 ! 号标本长
、

宽
、

高分别为  < ; 毫米
、

> ; 毫米
、

∀ ;

毫米
,

主台面是打制的
,

另一台面是岩石的节理面
,

两台面平行
。 Μ

2

>; ! < 号标本的长
、

宽
、

高分别 为 >∀ 毫米
、

;> 毫米
、

: 毫米
,

两台面均为岩石的节理面
,

二者近于平行
。
这两件石

核上的石片疤均相当粗糙
。

Μ
2

> ; ! 号标本 7图版 . 之下图 18
,

长
、

宽
、

高分别为 ;! 毫米
、

毫米
、

:; 毫米
,

一个

台面是砾石的自然面
,

另一个台面因使用砸击方法打片而已被破坏
。

这件标本的岩石结

构 比较致密
,

所以石片疤显得较为平整
。

多台面石核 7Μ
2

> ; ! 一 Μ
2

“ ! ∀ 8
,

其中最大的一件 7Μ
2

> ; ! 8
,

长
、

宽
、

高分别为 !< 毫

米
、

6 毫米
、

毫米 9 最小的一件 7Μ
2

> ; ! ∀ 8
,

长
、

宽
、

高分别为 :6 毫米
、

! 毫米
、

6 毫

米
。

它们的台面几乎都是打制的
。

台面角近于 ! < “ 。 石片疤在石核上的分布缺乏较强的

规律性
。

石片 件
,

二者形态较为相 似
,

属于同一类型
。

Μ
2

> ; ! > 号标本7图 ; 之  ,

图版 . 之下图 ;8 的长
、

宽
、

厚分别为 ; 毫米
、

6 毫米
、

 

毫米 9 Μ
2

> ; ! 号标本的长
、

宽
、

厚分别为 ;! 毫米
、

; 毫米
、

 毫米
。

它们的台面都属于

岩石的节理面
,

台面面积均比较小
。

石片角近于 ! < “ ,

复面不够平滑
,

背面都保留着明显

的石片疤和棱脊
。

这两件石片的尾部都在打片时断掉
。

石器 件
,

大致可以分为砍砸器
、

刮削器和尖状器三个类型
。

砍砸器 7Μ
2

> ; ! 6 8
,

这件标本是本文中记述的最大的一件石制品
,

也是石料岩性与其

他材料唯一不同的用绿泥石绢云母石英片岩制成的石制品‘标本的长
、

宽
、

厚分别为  >

毫米
、

 <∀ 毫米
、

∀ 毫米
。

它是利用自然扁平砾石采用交互打击方法加工制成的
,

加工的

刃部 占砾石扁平面边缘的大部分
,

而且加工用力的方向大多数和岩石的片理面相垂直或

1 8 本文中的石核测≅
,

长和宽分别为平行台面或主台面的标本最大长和宽的距离
,

高为垂直台面或主台面的标本

最大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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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知砂
∀

犷 图 ; 五台山的石制品

# − ≅+Β4 Γ ( Β −( 111

Χ
Δ ≅ 4 +, Φ 盆Α , +≅Γ

− 石片 7Π 14 Ο Γ

8 7Μ
·

> ; ! >8
9

一 ∀
2

刮削器 7,/
− ,
件。 8 7Μ

·

> ; , , 一Ι
·

> : < 8 ,

‘ 尖状器 7Ι
( +Α ≅

8 7Ι
·

> : < ; 8
,

2

石制品 7#
− ≅+Β4 ∃ ≅

8 7Ι
·

> : < : 8

近于垂直
。
显然标本上的打击痕迹被看作为加工痕迹比看作为打片痕迹更能使人接受

。

刮削器 7Μ
2

> ; ! !一Μ
2

> : < 8
,

Μ
2

> ; ! ! 号标本〔图 ; 之
,

图版 . 之下图 8
,

用石片向

复面方向加工而成
,

石片的长
、

宽
、

厚分别为 ; 毫米
、

: < 毫米
、

 > 毫米
,

明显的加工痕迹表

现在石片的右侧缘
,

加工的刃缘约 < 毫米长
,

呈凹弧形
。 因此

,

这件标本也可以称之为单
Θ

边凹刃刮削器
。

Μ
2

> : Ρ。号标本 7图 ; 之 ;8 和 Μ
2

>峥。 号标本 7图 ; 之 : ,

图版 . 之下图 : 8
,

都是利用

石英岩块在一侧边上从一个节理面向对应的另一个节理面方向加工而成
,

刃角较陡
,

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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疤痕一般宽而浅
,

刃缘大致呈凸形
。

按照通常的分类方法
,

可以把它们看作单边凸刃刮削

器或单边陡刃凸刃刮削器
。

它们的长
、

宽
、

厚分别为 ∀! 毫米
、

: 毫米
、

; 毫米和 ∀: 毫

米
、

:; 毫米
、

∀ 毫米
。

Μ
2

>: < 号标本 7图 ; 之 ∀ 8
,

是利用一块沿节理破裂的石英岩石片制成的
。

标 本的

长
、

宽
、

厚分别为 > 毫米
、

∀< 毫米
、

∀ 毫米
。

三边具有明显的加工痕迹
,

每边均为单向加

工
,

但三边的加工方向并非都同向
。

主刃缘上有一个较大的疤迹
,

长和宽分别为 巧 毫米

和 ;: 毫米
。

刃缘均为直线形
,

所以这件标本也可以称之为多边直刃刮削器
。

尖状器 7Μ
2

> : < ; 8 7图 ; 之 > 8
,

利用一小块石英岩加工而成
,

它的长
、

宽
、

厚分别为

6 毫米
、

 毫米
、

 毫米
。

标本大致呈五面体
,

尖为三棱状
。

Μ
2

> : < : 号标本 7图 ; 之
,

图版 . 之下图 ∀ 8
,

这是本篇报告中唯一从阶地黄土层之

下伏的砾石层中发现的材料
。

石料为板状石英岩块
,

长
、

宽
、

厚分别 为 ∀; 毫米
、

: 毫米
、

< 毫米
。

边缘具有人工打击特征的痕迹
。

这件标本能不能作为石器看待
,

还有待于进一

步的研究
。

我们暂时把它作为石制品列在石器中
。

三
、

讨 论

 
2

五台山的石制品主要发现在河流第二级阶地上的黄土堆积中
。

在五台山 中 心区

域
,

黄土 7指马兰黄土或新黄土 8零星分布 9在五台山边缘地区
,

黄土和红色土7指离石黄土

或老黄土 8广泛发育 7刘东生等
,

1Σ : ?  < 8
。

在五台山地区
,

特别是在边缘地带
,

黄土在

河谷里构成分布宽阔的河流第二级阶地
,

其中含有晚更新世华北常见的一些哺乳动物化

石种类
,

例如古菱齿象7Ι 4 14 Γ( 1( Τ ( Υ ( Α ΕΜ
2

8
、

野马7=叮
“ Δ , 户− ? 。留4 1咬, +8

、

披毛犀 7/
( Γ1( Υ ( Α ≅ς

4 ,   叮Δ +−4万, 8
、

马鹿 7/
Γ − , Δ , Γ 14 Μ人“ , 8

、

原始牛 7Λ
( Ε

Μ−+ , +Ν Γ Α +“ ,

8 等
,

还有鸵鸟蛋 7,
, − 4 −人 < Ω

1≅’≅ 人Δ ,

8
。

五台山地点的黄土和其他晚更新世后期 的黄土具有同样的岩石性质
,

而且从中

发现 的野马 7=宁Δ “ Ε 产
− ϑ Γ州‘ ∀友万8 盘羊 7(

, +, 4 Κ ( ( Α

8 和 原 始 牛 7Λ
( ,
户石。+Ν Γ Α +“了8 化

石已经充分石化
。

因此
,

据根地貌和地层方面的判断
,

五台山地点的地质时代应为晚更新

世后期
,

在文化分期上大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2

在五台山旧石器地点
,

石制品在地层里分布零散
,

数量不很多
,

类型也较简单
。

在

这个地点发现的石片生产技术只有旧石器时代普遍应用的直接打法
,

主要是锤击法
,

也有

砸击法
。

在器物中
,

有的是用石块直接加工制成的
。

;
2

五台山旧石器地点的发现
,

不禁使人们会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 当时这里的人是

如何适应环境的 Ξ

五台山至今一直维持着类似青藏高原冰缘带的冰缘环境7朱景湖等
,

 ! 6 : ? , 8
。

现

代五台山的冬季是相当寒冷的
。 在晚更新世后期

,

正值玉木 7Ψ 亩Κ 8 冰期
,

当时五台山

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还要低大约 >℃
,

冻土带下限位置也比现在低大约 1。。。米
,

位于现

在海拔  6 < < 米左右的高度上 7崔之久
,

 ! 6 ? ! 8
。

五台山旧石器地点正好处在当时冻

土带的边缘
。

这样的 自然环境条件
,

对于生产力低下的先民们来说
,

冬季是非常难过的
。

因此
,

我们可以把五台山地点看作为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一个临时性的夏季活动营地
。

7 ! 6 年  <月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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