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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五常学田旧石器文化遗址的

初步研究

于 汇 历
7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8

关镇词 学 田 9 晚期智人 :骨器 :石制品

内 容 提 要

 ! ; 年在黑龙江省五常县学田村附近发掘两个含化石地点
,

出土了人化石 < 件
、

骨器 <

件
、

石制品 ∀ 件
、

有打击痕迹的碎骨多件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
。
依初步研究

,

其时代为 旧石器

时代晚期
。

本文作者等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
,

于  ! ; 年 月前往黑龙江省五常县龙凤山乡学田

村一带进行调查
。

在当地群众手中搜集到若干猛玛象
、

野牛等哺乳动物化石
,

并获知化石

出自学 田村西南排水干渠底部距地表约 ; 米的地层中
,

遂于同年  一 ) 月正式对遗址的

两个地点 7地点编号分 别为 = ! ;)
、

= ! ;) < 8 进行了发掘
’8 ,

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
,

在

= ! ; ) 地点还获得人骨化石
、

骨器和石制品等
。
发掘结果表明它是有意义的旧石器时化

晚期文化遗址
,

现将该遗址地层和出土物的初步研究扼要报道如下 98+

一
、

地理位置与地层概况

学田遗址隶属黑龙江省五常 县龙凤山乡
,

地处松嫩平原东南部边缘
,

西北距五常县城

∀> 公里
,

东距松花江二级支流忙牛河 ∀ 公里
,

东南约 公里处是张广才岭西麓余脉龙凤

山7海拔 ∀ ∀ 米 8
。

其地理坐标为东经 < “ ∀ ∀
’

+“ ,

北纬 ? ? “ ?
,

∀ )
, , ,

海拔高程为 < >一 < <。

米7图 8
+

发源于张广才岭的忙牛河穿过龙凤山水库由东南向西北蜿蜒流至五常县营城子附近

注人松花江一级支流拉林河
。

遗址附近的忙牛河两岸发育有两级阶地
。

第一级阶地高出

河面 ∀一 米
,

阶地表面宽阔平坦 :第二级阶地高出河面 ) 一 ? 米
,

因长期剥蚀
,

阶地面呈

连绵起伏的垅岗地形
。

属于龙凤山水库主要排灌工程之一的光辉排水干渠在学田村西侧

切开了忙牛河左岸的第二级阶地
,

从而使含化石的地层得以暴露出来7遗址处渠宽<) 一 ∀)

米
,

深 ;一! 米 8
。

依渠岸剖面
,

忙牛河第二级阶地地层与上更新统顾乡屯组相当
。

其地层

38 参加发掘者还有齐博文
、

于生等同志
。

< 8 本文得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教授的热情指教
, 张森水

、

尤玉柱副研究员审阅全文
。

吴英才同志绘图
, 齐博文同志拍摄标 本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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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 自上而下可分 > 或 ! 层
。

= !; ) 地点位于学 田村西南半公里处
。

““暗尔嵌 一≅ 一一真爵爵

图 学田遗址位置图

% Α ∃ 3+ ∃ Β Χ Δ+ ∋ + Ε Φ 4 ∃ Χ Δ
Β ∋ / ΔΧ ∃

发掘前 在水渠底部约 ! 1 Γ 平方米范围内

的被水冲蚀而暴露的化右层面上
,

采到人

类顶骨化石残片 ∀ 件 7可拼对成一个不完

整的头盖骨8 : 人类左侧胫骨一段 : 猛玛象

臼齿 > 枚
、

门齿 ∀ 段 :以及大量猛玛象
、

野

牛
、

野马等的碎骨化石
。

在该地点的发掘

中出土了石制品 ∀ 件
,

哺乳动物 化 石 ∀ ))

余件
。

= ! ; ) 地点西侧渠岸壁 出露的地层

如图 < 所示
,

地层由上至下为
9

>
6

黑土
。

厚 米
。

?
6

黄土状亚粘土
。

厚 )
6

米
。

∀
6

黄土状亚砂土
。

厚 )
‘

 米
。

<
6

灰绿色淤泥
,

下部含人化石
、

石

制品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
。

厚

∀
6

> 米
。

6

暗绿色淤泥
。

厚大于 米
。

= ! ; ) < 地点位于 = ! ;) 地点以北约 >) 米处的水渠西岸斜坡下部
,

发掘面积为

平方米
,

地层剖面如图 < ,

从上至下为 9

!;) 沈点
、

肠口<她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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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学 田遗址柱状剖面对比图

% Α ∃ ∃ + Κ Κ ∃ 3Β Χ Δ+ ∋ + Ε ΧΑ ∃ Γ ΧΚ Β Χ Δ5 Κ Β ∗ Α ΔΜ ∃ +
34 0 ∋ Β Κ Γ ∃ ∃ Χ Δ+ ∋ +

Ε Φ 4 ∃ ΚΔΒ ∋ / ΔΚ∃

黑土
。

厚 )
6

∀ 米
。

黄土状亚粘土
。

厚 )
6

;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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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黄土状亚砂土
。

厚 。
6

; 米
。

>
6

灰绿色淤泥与黄土状亚砂土互层
。

厚
6

> 米
。

?
6

灰蓝色淤泥
。

厚 <6 ? 米
。

∀
6

灰绿色淤泥
,

下部含哺乳动物化石
。

厚 米
。

<
6

灰黑色泥炭层
,

含大量植物抱粉
,

其层面的局部位置见有密 集的哺乳动物化

石
,

并可见禾本科植物倒伏痕迹和植物籽粒
。

其层面坑洼不平
,

可能为古地

面
。

厚 )6 ? 米
。

6

暗绿色淤泥
。

厚大于 3米
。

以上两个地点
,

含化石的层位沉积物岩性
、

化石的 出土层位
、

石化程度和所含哺乳动

物化石种属都基本一致
,

因此
,

把它们看作是同一地点和同一时期的遗物
,

故将其放在一

起研究
。

二
、

哺乳动物化石与抱粉

该遗址 共出土哺乳动物化石  < > 件
。

化石通常呈灰黄
、

灰蓝
、

灰
一

白色
,

石化程度较深
,

多数 化石风化与水磨痕迹不明显
,

表明化石较快地被上覆堆积所掩埋
,

并未经过水流的般

运
。

可鉴定的有 属 ! 种 9

松花江猛玛象 Ο Β + 0 4场, : ‘“” 9 + Κ
‘

真猛玛象 Ο
Β 。。 4 Κ Α , , 户Κ‘, ‘9 ∃ ”‘“ Γ

披毛犀 Μ 。∃ 3+ Π + , ΚΒ Β + ΧΔ宁“Δ‘Β Χ Δ9

野牛 Θ Δ‘+ , ΓΡ
·

普氏野马 Σ 叮二 , 9 户Κ Τ ∃ , Β 3Γ友, ‘

鹿 − ∃ Κ ““了 ΓΡ
·

食肉类 − Β Κ ∋ ΔΥ + Κ Β

黝鼠 Ο , ) >户Β 3Β , Γ∗
·

以上动物是我国东北地区晚更新世猛玛象
一

披毛犀动物群的常见成员
,

其中有绝 灭种

∀ 种
,

已不生活在黑龙江的动物 < 种
,

仍生活在当地的 ∀ 种
。

从整个动物群种属的构戊

看
,

反映了寒冷的冰缘冻土地带的气候
。

值得注意 的是
,

这两地点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大

多为幼年个体
,

成年和老年个休极少
,

这或许说明哺乳动物的死亡原因与人类的狩猎活动

有关
。
猛玛象化石占全部出土标本的 !) 多 以上

,

主要材料有完整门齿 件
,

残门齿  件
,

带有臼齿的下颇骨 ∀ 件 7图版 =
,

3
、

< 8
,

上领骨一件7图版
,

Τ8
,

肩脾骨 ? 件
,

完整的

臼齿 <> 件
,

残破臼齿 件
,

还有大量的肢骨碎片
。

单依臼齿进行的统计
,

由该遗址出上

的猛玛象化石有 < 个个体
。

值得着重指出的一点是
,

= ! ; ) < 地点的 >即 余件化石的埋藏似有一定规则
,

在灰黑

色泥炭层的层面上
,

略呈南北向的条带状分布 7图 ∀
,

图版 ς 8
。

化石分布的条带 长约

) 米
,

宽为 )
6

>一
6

; 米
,

与当时水流方向是不一致的
,

约呈 朽 度角
,

每件化石都是平堆在

泥炭层面上
,

缝隙处有时填充若干小石块
。

这种化石的埋藏情况应引起注意
,

可能与人类

某 种行为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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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 ) < 地点化石分布略图

% Α ∃ Ω Κ Δ∃ Ε Π ΔΓ ΧΚ ΔΩ 4 Χ Δ+ ∋ + Ε Χ Α ∃ Ε+ Γ ΓΔ3Γ Β Χ ΧΑ ∃ = Γ; ) < .+ Μ Β 3ΔΧ了

学田遗址的两个地点在发掘时都 出土了一些表面布满不 规则迥曲沟纹的兽骨片
,

这

种情况与吉林榆树周家油坊和哈尔滨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同类标本十分相

似
。

过去曾一度认为这 类标本上的迥曲沟纹是因植物根系腐蚀所致
。

然而
,

我们在发掘

中注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9 标本在刚出土时

,

迥曲沟纹内尚吸附着许多小虫体
。

因此
,

可

以断定
,

骨片上残存的不规则沟纹系虫蚀结果
。

在 = ! ; ) < 地点泥炭层 中采集的土样标本进行的抱粉分析
‘8表明 9 当时的植被以木本

植物和莎草科等草本植物 为主要成分
,

如云杉 7∗ ΔΜ ∃ Β 8
、

冷杉 7# Ω ΔΜ Β 8
、

松 7∗ Δ∋ “ , 8
、

榆

74 Γ。“ 9 8
、

桦木 7Θ ∃ : , Β 8 橙木 7# ., 4 Γ8
、

胡桃 7Ξ4 5 3Β , 9 8
、

栋 7Ψ , 。 Κ Μ , , 8
、

栗属 7−
Β , ΚΒ Λ

, ∃ Β 8
、

柳 7ΓΒ 3注1 8
、

蔷薇科 7( + 9 Β Μ ∃ Β ∃ 8
、

忍冬科 7, + , ΔΜ ∃ Κ Β 8
、

莎草科 7Μ ΖΡ+ Κ Β Μ ∃ Β 。 8
、

伞

形科 7[ 0 Ω + 33ΔΕ∃ Κ Β 。8
、

禾本科 7∴ Β + Δ∋ + Β 。 8
、

寥 7∗ + 3Ζ君。 , “ 0 8
、

石竹科 7Μ + Κ 夕+ ΡΑ夕33Β
Λ

Μ + Β ∃ 8
、

篙属 7# Κ , ∃ , Δ 9 ΔΒ 8
、

眼子菜 7∗ + Κ Β + + 5 ∃ 3+ ∋ 8
、

获科 7− Α ∃ + + Ρ+ Π ΔΒ Μ ∃ Β ∃ 8
、

律草 7= “ Λ

。
, 34 , 8

、

水龙骨科 7∗ + 3夕户+ ΠΔ Β Μ ∃ Β 。8
、

双星藻 7] 夕5 , ∃ , Β 8
、

不能鉴定的藻类
。

依抱粉分析
,

晚更新世五常一带为森林
一

草原 的自然景观
,

与哺乳动物群的生态习性

基本一致
。

但是暗绿色淤泥和泥炭层属沼泽相
。

据有关资料记载
,

东北地区的沼泽多是

由森林或草甸沼泽化的结果
,

当沼泽结束后
,

才呈现以草原为主的景观
。

三
、

人骨化石及石制品

人 类化石计有左侧胫骨一件
,

顶骨一件 7由三块残片拼合而成 8
,

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推

38 抱粉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于浅黎同志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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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教授和吴茂霖同志鉴定
,

确认为晚期智人
。

左侧睦骨 编号 !; ς Φ % . 9 ∀ >;
,

仅保留胫骨体
,

残长 <∀ 厘米
。

骨表面光滑
,

呈灰白

色
。

骨壁较薄
,

可能是刚成年的女性个体
。

前脊上部锐薄
,

下部钝圆
,

外侧部上端微凹
,

下

端凸隆 :内侧面上端宽广
,

下端凸隆 : 中部最大径 为 ∀?
6

< 毫米
,

横径为 <? 毫米
,

胫骨指数

为 ∀ ,

体最小周长 ) 毫米 7图版
, ∀ 8

+

顶 6 由可拼对在一起的 ∀ 件残片组成
,

编号 !; ς Φ % . 9 ∀ > ) 颜色呈灰黄色
,

比重

较大
。

该标 本属于左侧顶骨
,

包括颖缘的部分
,

上部可见顶结节
,

保留左侧顶骨的前后部
,

冠状缝清晰可见
。

内面脑膜中动脉压迹明显
,

压迹的分支比现代人为简单
。

从顶骨壁 7厚

∀ 毫米8情况判断
,

可能属于 >一 ; 岁的儿童7图版 . , > 8
。

石制品 ∀ 件
,

现分述如下
9

6

石片 编号 !; ς Φ % . 9
> 

,

质料为桔黄色霏细岩
,

长 1 宽 1 厚为 ∀) 1 ∀> 1 Γ

毫米
。

线台面
,

打击点处有阶状细疤
,

半锥体不显
,

放射线清晰
,

同心波纹可见
,

远端略有

折损
。

其背面上部保留有阶状和梯形的小疤
,

但大部分仍保留自然面
。

由打击点近处的

两面石片疤形态看
,

这件标本既可能用锤击法产生
,

也不能排除是砸击成的7图 ? :图版 .,

38
+

图 ? 石片 7Ε3
Β
⊥ ∃

8

<
6

石制品 编号 !; _ Φ % . 9 <  ,

质料为灰黑色基性脉岩
,

长 1 宽 1 厚 为 ?< Φ

∀ 1 ]. 毫米
。

这是一件分类较难 的石制品
,

顶面是自然面
,

也可能是台面
,

左上角有一

块小疤
,

右侧为一块长方形疤
,

与左大半的疤相交成背
,

左侧大疤有浅凹斜向右侧
,

使这个

面变得凹凸不平
。

其另一面有一半为砾石面
,

另一面为几块浅平疤
,

下端略残 7图版 3 ,

< 8
+

还有一件可见打击痕迹的石英砾石标本7图版 ., ∀ 8
。

四
、

骨器和人工打击骨片

这次发掘出土的碎骨很多
,

不少标本可能与敲骨吸髓有关
,

还有 朽 件有打击痕迹
,

以

野牛
、

野马的肢骨骨片打痕最为清晰
,

推测它们是被有意打击或加工的
,

现着重记述以下

两件标本
。

骨器 Δ 7图 >
、

3 9 图版
, ? 8 ! ; _ Φ % . 9 < ? ;

,

系由野牛肢骨碎片加工而成
。

长 。

毫米
,

宽 >? 毫米
,

形略呈三角形
。

从骨腔面观
,

右下部 在骨片破裂面上有由外向内打击三



次的痕迹
,

打击点较集中
,

小疤有呈多层叠压的现象

还有一个小疤
,

楚
。

从而使这部分边缘也变得不平齐
,

: 在尖端右侧有若干个小疤
,

在骨外壁

但这部分疤的打击痕迹没有下部者清

骨器 < 7图 >
、

< :
图版 ., ? 8 !; _ 1 % ] 9 ? ;

,

野牛7⎯8 肢骨碎片制成
。

长 !) 毫

米
,

宽 ∀) 毫米
。

顶部为圆弧形刃缘
,

扁锐
。

值得
注意的是

,

在顶端骨外壁有多个小疤
,

是

修理的还是使用成的颇难判明
,

从上端形态及有小疤情况看
, 这件标本宜作刮削之用

。

骨骼破碎后
ς Φ % ] 9 ? < ) 号标本 7图

图版
, > 8

、

!; ς Φ % ]

本 7图

认
ΚΦ % ]

>
、

? : 图版
, ∀ 8

、

9 ∀ ! > 号标本7图 >
、

> : 图版 .31 , ? 8
、 > ; ς 1 % 一9 一! ! 号标

以及被人砸断后尚可拼对在一起的猛玛象门齿残段
,

如 !;

<; ∀一<; < 号标本 7图版 ∋ ,

8
。

这些标本虽不能称为打击骨器
,

或许对研究打

击骨器制作过程有一定意义
,

故录以备考
。

图 >

Θ + ∋ ∃ Χ + + 3Γ

骨器和有打击痕迹的碎骨

Β ∋ Π Ω + ∋ ∃ ΕΚ Β 5 0 ∃ ∋ Χ Γ Ω Ζ Μ Ω Δ ΡΡ Δ 一 5

五
、

讨论 与 小 结

综上所述
,

对学田遗址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9

6

关于遗址的年代 学田遗址西距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遗址  ) 公里
,

两个遗址的地层

和古生物可以对比
。

周家油坊的第一
、

地层由顾乡屯组构成
,

时代属晚更新世

四
、

五
、

六地点都位于松花江支流的第二级阶地上
,

,

岩性特征是
9 下部以灰绿色蓝黑色淤泥为主

,

但

有时相变为灰色
、

灰黑色淤泥质亚砂土及黄色砂层7孙建中等
,

 ! 8
,

这与学田遗址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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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情况十分相似
。

学 田遗址的灰绿色淤泥层中出土的 ! 种哺乳动物化石也见于
“
榆树动

物群
”

中
,

其中多数是猛玛象
一

披毛犀动物群的代表成员
。

据孙建中等报道
,

周家油坊的

一
、

四地点曾作过多个
’‘− 年代测定

,

其中最晚的数据是第四地点距地表 >
6

? 米处的松树

干 化石
, ‘

℃ 测定年代为距今 < ; ? ) 士 ∀ 多年或 < ; ) ) 士 ! >) 年
。

依以上地层和古生物的分

析
,

学田遗址的含化石和石制品的层位可与周家油坊上述地点含化石和石制品层位对比
,

因之
,

有理由认为 ,学田遗址的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
,

在考古学上应属旧石器时代晚姐

的前一阶段
, “− 年代 < ? > ) ) 士 ? ) ) 年

。

<
6

关于遗址的性质 遗址中虽然出土了 ∀ 件石制品
、

相当数量的带有人工打击痕迹

的兽骨片和 < 件骨器
,

但是具有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尚未发现
,

这对探 讨遗址的文化特征带

来 了困难
。

然而
,

我们仍可依现有材料作一初步探讨
。

遗址中出土 了丰富的哺乳动物 化

石和一些有打击痕迹的碎骨
,

而石制品却数量很少
,

这种现象与哈尔滨阎家岗和吉林榆树

周家油坊等草原环境的遗址情形相似
。

另外
,

从兽骨以幼年个体居多
,

骨骼的解剖部位以

骨重肉少的头骨
、

牙齿 占多数的情况分析
,

可以认为
9 学 田遗址的两个地点象是临时性的

肢解动物场所
,

然而有关这方面证据还嫌不足
,

但可以肯定这是原始人活动过的地方
,

其

属于何种类型的遗址
,

有待进一步工作来探明
。

∀
6

意义 目前黑龙江省境内已发现的层位确切的旧石器地点或遗址有五常 县 学 田
、

哈尔滨阎家岗 7魏正一等
,  ! ; 8

、

饶河县小南 山7杨大山
,  ! 8

、

齐齐哈尔昂昂溪7黄慰文

等
,

 ! ? 8
、

塔河十八站等几处
,

时代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本省境内迄今尚未发现旧石

器时代早
、

中期的遗存
。

含有人类化石
、

旧石器
、

人工打击骨器
、

骨片和大批哺乳动物化石

的遗址仅有五常县学田和哈尔滨阎家岗遗址两处
。

阎家 岗的人化石材料为一小块顶骨残

片
,

从化石的保存状况看
,

学 田遗址的顶骨化石更为完整
,

内面脑膜中动脉压迹 也更为清

晰
。

尤为重要的是学田人胫骨化石在黑龙江省是首次发现
,

为我省古人类的研究提供了

新资料
。

学田遗址所发现的石制品都是直接打击的
,

也可能是砸击的
,

与塔河十八站发现的相

当数量的长石片和修理过台面的石核对比
,

似乎是有区别的
。

在学 田遗址发现 的兽骨片的不规则迥曲沟纹内尚吸附许多小虫体的事实
,

修正了过

去将此类标本误认为是植物根系腐蚀所致的判断
,

为今后鉴定同类标本提供了有价值的

新证据
。

黑龙江省出土猛码象化石的地点遍及省内各地
,

已达数百处之多
,

除在肇源县三站出

土一具完整的猛玛象骨架外7甄朔南等
,   8

,

其他地点一般均是零星的发现
。

学田遗址

 ! ;年一次出土的猛玛象化石至少代表了 < 个个体
,

在我省还是第一次
。

该遗址大量的

哺乳动物化石和丰富的植物抱粉资料对研究当地的古地理
、

古气候
、

古人类的生态环境等

具有重要意义
。

7  ! 年 < 月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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