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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村 石 制 品 再 观 察

刘 源

4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5

关键词 丁村 6工业

内 容 提 要

本文用测量统计方法对 7∗ 年代从丁村各地点采集的 夕89 件石制品重新进行观察 分析
。

初步结果为 : 石器原料多半为角页岩 6 打片很可能以锤击法为主
, 『

砸击法偶尔使用
,

碰砧法也

可能使用 6 石器组合以刮削器为主
,

手斧占一定比例 6 用大石片制成的大型尖状器长大于 ∗∗

毫米
。

总的来看
,

石器加工比 较粗糙 6 大型尖状器和砍研器有反复加工痕迹 6 两面加工的工具

占 9 ∀ ;
。

丁村遗址于  7 8 年发现
,

次年发掘
。

从汾河两岸南北长约 ! 公里范围内的 斗地点
,

获得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和两千多件石制品
。  弓7 年发表初步报告 4贾兰坡

,

 7 7 5
,

三

年后发表正式报告 4裴文中等
,  7 ! 5

。

近 8∗ 年来
,

国内外不少学者从各个角度谈到这个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

位的遗址
,

看法不尽相同 4<
0 3 => ? ,

 7 ≅ : . Α Β Χ Δ
,

 : Ε ∋ ∃ ∃ − Β Χ ,

 : # =Δ Χ ∃ ∋ ,

 !
,

 ! 6 邱中郎等
,

 ! 6张森水
,  ! 7 5

。

本文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
,

1试用测量统计方法
,

对

现存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7∗ 年代采集的 近 两 千

件石制品进行观察分析
,

提 出对丁村工业特点
,

如石片形态特征
、

石器组合和特征
、

打片和

修整技术等问题的一些看法
。

本文得到贾兰坡教授
、

黄慰文副研究员的热情指导和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李占扬同志

的帮助
,

沈文龙先生清绘插图
。

作者对他们深表谢意
。

一
、

石 制 品 观 察

7∗ 年代从丁村  个地点发掘和采集 的石制品
,

经重新清点共计  8 9 件 4全部有地点

编号
,

绝大部分还有标本号 5
。

目前
,

学者们对各地点的时代看法不一
。

在未定论之前
,

本

文同原报告一样
,

仍将各地点的标本放在一起观察
。

石制品原料绝大多数为砾石
,

岩性以角页岩较多
,

粉砂岩占第二位
5
4表 15

。

用作原

15 本文对石器 原料的岩性分析结果与原报告的出人较大
, 主要原因是从原来看作角页岩 的标本中识别出相当多

的粉砂岩
。

这两种岩石都是灰黑色 , 且质地均匀
, 肉眼观察容易混淆

。

不过
,

角页岩是经过变质作用的硅质岩
,

粉砂岩是沉积岩
, 两者硬度差别显著

,

仔细观察不难区分
。

另外 , 角页岩 为隐晶质结构
, 粉砂岩为显晶质 , 即便

凭肉眼亦能识别
。

为慎重起见
,

笔者在分析离丁村不远而石器原料和丁村相同的西沟石器时
,

曾挑选有代表性

的标本请北京大学地质系王英华教授作切片观察
,

证实了笔者的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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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基岩 出露于丁村以东 公里的低山
。

石制品多包有钙质外壳
。

其棱角尖锐
,

说明未

受流水长期冲磨
。

表 丁村石翻品原料分类百分比

原料

件数总值变质岩石英

砂岩

灰岩一929白云岩粉砂岩角页岩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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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 : 石 核 与 石 片

石核   ∗ 件
,

均为多台面石核
。

台面多为打制面
,

无明显修理痕迹 ;台面角 0 % 。

左右
。

石核长
、

宽
、

厚
‘:
变异范围分别为 ∗ 0一  0 %

、

∗ 2一+ 0
、

 +一  . % 毫米
,

平均为 0∗
!

0
、

/ +
!

+ 和

∋ 2! 1 毫米
。

石核上保留的自然面少
,

石片疤多
,

最多的一件可达  ∗ 个
。

石片疤方向不定
,

多呈三角形和梯形
。

石片  % . 2 件
。

长度在 + 一  %% 毫米的 占 +% 佑
,

小于 +% 毫米的占 .. 多
。

宽大于长的

稍多于长大于宽的
。

石片角在    % 一  ∗ % “的占 .∋
!

+ 多
,

小于   % “的占 .∗
!

∗ <
,

大于  ∗ % “

的占 ∗0
!

.多
。

打制台面的占 2%
!

/多
,

有脊台面和自然台面分别占  ∋
!

0 多和 0
!

0多
,

棱状 9或

线状 :台面 占 .
!

∗ 拓
,

未见确定无疑的修理台面石片∗: 。 图  显示石片长宽变化与石片角大

小的关系
4
长大于宽的和宽大于长的石片随石片角变化在数量分布上较接近

,

即不存在

较宽的石片具大石片角的现象
。

如果抽取不同范围石片角的石片与石片总体数值分析对

比 9图 ∗ :
,

长度在 + 一  %% 毫米的比例最高
。

这种情形并不随石片角增大而有大的改变
。

大于  %% 毫米的石片情形也如此
。

所以
,

长度大的石片不一定有大的石片角
。

那么
,

石片

角大小究竟与什么有关呢 = 测量结果表明
4
不同性质台面的比例随石片角变化而变

。

当

石片角由   % “

增至  ∗ % “以上时
,

打制台面石片增加 1! 1关 9由 /0
!

/ 至 20
!

+关:
,

自然台面

和有脊台面石片减少 9 由  2
!

/ 至 +! 1 多和由  0
!

1 至  ∗
!

∗务 :
。

从统计学来说
,

这种变化算

是显著的
。

总的看来
,

丁村的石片具有如下特征
4 打击点

、

打击沟比较清楚
,

放射线和同心波不

−: 石核上最大距离为长
,

垂直于长轴的最大距离为宽
, 垂直于长

、

宽轴的最大距离为厚
。

∗ : 原报告图版 .% 显示了三件
“

修理台面
”

石片
。

其中标本> 的台面上只有一个可以确定是石片剥落前产生的疤痕
,

旁边 的则不清楚
。

标本 ? 的台 面上的疤痕均由破裂面向背面打击
, 显然系石片剥落后所为

。

标本≅ 的台面上
有一个疤痕是向侧面打击的

,

其它的方向不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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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石片角 4# 5分布图
Ε =Δ

2

. > ∋ 3 ∃ 0 ϑ Κ Α ∃ Λ =?Κ ∋=Μ > Κ =0 Χ 0 ϑ ϑ1
Β
Ν =Χ Δ

Β Χ Δ 1∃ ,

4# 5

+: 长 Ο 宽 Π : 宽 Ο 长

图 8 石片
、

石器长度百分率累积图
Ε =Δ

2

8 . > − > 1Β Κ=3 ∃ ϑ∋ ∃ Θ > ∃ Χ ∃ Ρ 卯1ΡΔ 0 Χ ?

∃ 0 − Σ Β ∋ =Χ Δ Κ Α ∃ 1
∃ Χ Δ ΚΑ , 0 天ϑ1Β Ν

∃ Β Χ Λ Κ
00 1

: 石片 6 ‘: 石器
? : 刮削器

。 : 砍听器
Σ : 尖状器

互了

+ 5 Π 一医盈圃
+ Τ Π 一风习

〔二口匕多刁

巨二口 匕翌习
辛

+ 6 − − 一
签 7 ∗

个
? Κ一 ∗ ∗

》

1
。。

图 9 石片长度4+ 5与石片角 4# 5百分比变化对比图
Ε  

2

9 Υ=
∃ ∃ Α Β ∋ ∋ ? ∃ 0 − Σ Β ∋ =Χ Δ Κ Α ∃ 〔Α Β Χ Δ ∃ ? 0 ϑ Κ Α ∃ Υ∃ ∋ς ∃ Χ Κ Β Δ ∃ ? ∗

1∃ Χ Δ ΚΑ 4+ 5
Β Χ Λ Β Χ Δ 1∃ 4# 5

。
ϑ ϑ1

Β
Ν ∃

# : 总体石片 6 Ω : 石片角
“

一 9 ∗ “
6 ∃ : 石片角 9

。

一 8 ∗
。

明显
,

双生打击抱不常见 6背面常不止一个片疤
,

自然面保留少 6轮廓有梯形
、

三角形等
,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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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占 9
2

多
,

不规则的 占 ∀
2

∗多
。

另外
,

发现两件两极石片 4Υ
2

1斗7 8 和Υ
2

 9 斗5
。

还有一

定数量半边石片
。

4二 5 石 器

石器类型和特征见表 9 。 长度在 7 一 ∗ ∗ 毫米的近半数 6小于 7∗ 毫米的次之
,

类型有

刮削器和尖状器 6夭于 1Μ∗ 毫米的最少
,

主要为大型尖状器和砍研器 4图 8 5
。

对手斧的分

析见下文及图 7 。

尖状器均用石片制成
,

两刃夹角 钊
“

一 ∗
。 ,

尖端背腹面夹角 8。“一 ≅。“ ,

平均为 ≅8
“

和

∀ 8 “ 。

以 单向加工为主
,

刃缘多不齐
,

修整痕迹是深凹的半圆形和梯形
。

刃角在 7 ∗ “

一  ∗ 。

之间
。

尖状器中有一种被看作特殊类型的
“

三棱尖状器
” ,

与一种
“

鹤嘴形尖状器
”

列为
“

厚

尖状器
”

4裴文中等
,

 7 ! 5
。

后来有人将三棱尖状器归人
“

砍砸器的尖刃组
”

4张森水
,

 ! 7 5
,

有一件鹤嘴形尖状器被原研究者之一归人刮削器 4Υ∃ =
,

 ≅ 7 5
。

还有人提 出应分

开描述 4#= Δ Χ∃ ∋ ,

 ! 5
。

从长厚分布图4图 钓上
,

可将尖状器划分 出几个相对集中的区

域
,

它们各有特点
: Ξ 区的长几乎均大于 8∗ 毫米

,

厚超过 7∗ 毫米
,

横剖面均呈三角形
,

手握部分经修整
,

为原报告的三棱尖状器和少数鹤嘴形尖状器 占据
。

区中三棱尖状器

只有一件
,

列人本区的较 Ξ 区的短而薄
,

尖端较钝
。

川 区的刃缘平齐
,

尖端亦钝
,

器身很

薄
。

Ψ 区的长度均小于 7∗ 毫米
,

属小型
。

由上可见丁村的尖状器之间差别较大4表 9 5
。

砍研器多半用石片制成
,

曾被分为
“

单边砍砸器
” 、 “

多边砍砸器
” 、 “

单边形器
”

和
“

多边

形器 ,’4 裴文中等
,

 , ! 5
。

长
、

宽和厚变化范围分别为 ≅∗ 一 9 ∗
、

≅9一 巧 和 9 8一 7 毫米 。

重 1巧一 1斗9 克
。

它们中两面加工的占 Ζ 8
。

已∗ 肠0 − − ≅ ∗ ∗ ∗ ∀ ∗ 日0 − 2

图斗 尖状器长 4+ 5
、

厚 4% 5散布图

Ε =Δ
2

∀ 发Β Κ Κ ∃ ∋ Λ =Β Δ ∋ Β − ϑ0 ∋ ΚΑ ∃ 1∃ Χ Δ Κ Α Β Χ Λ

ΚΑ =ς Ν Χ ∃ ‘7 0 ϑ Σ0 =Χ Κ

图 , 手斧长 4+ 5
、

厚 4% 5散布图

Ε =Δ
2

7 ,ς Β Κ Κ ∃ ∋ Λ =Β Δ ∋ Β − ϑ0 ∋ Κ Α ∃ 1∃ Χ Δ Κ Μ

Β Χ Λ ΚΑ=ς Ν Χ ∃ ? ? 0 ϑ Μ Β Χ
ΛΒ

[ ∃

刮削器数量超过石器的半数
。 。

其长
、

宽和厚分别为 9 一 9!
、

8 一 97 和 ≅一7∗ 毫

15 原报告在指出刮削器是
“

极为普遍的一种石器
”的同时 ,

又说
“

具有第二步加工的刮削器只有十数件
” 。

笔者不

赞成将未经第二步加工而只有使用痕迹的石片归人刮削器
。

但是
, 据笔者观察

,

具有明确加工的应归入刮 削器
的标本

,

常常却被作为
“

使用石片
”
来看待

。

例如 , 产自 7 ∀
2

 ! 地点的 Σ
·

8 !
、

8  
、 ! 79 、

∗ ∗ ≅
、 ∗ ∗ 、 ∗ 8 和

9 8 7 号标本 , 以及产自 7 ∀
2

习0 地点的 Υ
2

[ ∀ 7 
、

7 9≅
、

≅ 9 和 ≅ 号标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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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 期 刘 源 : 丁村石制品再观察

米
。

轮廓不规则的占 ! 多
,

加工痕迹小
,

刃口多不齐
。

多刃刮削器 占 9 多
,

端刃刮削器占

务
。

手斧在丁村正式报告中归人
“
多边砍砸器

”
或别的分类气 但原研究者之一曾提出过

“
手斧

”

的分类4贾兰坡
,  7 ≅

,  ! 5
。

后来
,

步 日耶 4Ω
∋ ∃ > =1

,

(
2

5 等也持这种看法 4据 Σ ∃ =
,

 ≅7 6 Ε ∋ ∃ ∃− Β Χ ,

 夕6 黄慰文
,  ! 5

。

丁村的标本轮廓多呈椭回形
,

少数呈三角形和长

条形 4图 7 5
。

长
、

宽和厚分别为 ≅7 一 ∗
、

7∗ 一 77 和 9∗ 一 ≅∗ 毫米
。

根部多经修整而变得

钝厚
。

加工粗糙
,

片疤较大
、

呈半圆形
,

刃角为 , 70 一  ∗ 。 。 重 ≅! 一 8 7 克
。

石球主要用灰岩制成
,

三轴直径分别为 ≅9 一 ∗7
、

7 一 ∗9 和 7∀ 一 ∗ 毫米之间
,

重

∗∗ 一 9 9 克
,

是大型工具之一
。

石锤仅见一件
,

为椭圆形粉砂岩砾石
,

端部具因使用而生的破碎痕迹
。

二
、

比 较 和 讨 论

正式报告提到石制品原料绝大多数是角页岩
。

过去 已有人对这点提出疑 问 4Ε∋
∃ ∃ α

− Β Χ ,

 5
。

这次我们观察的结果
,

角页岩仍是主要的
,

但所占比例降低为 7≅ 2 ;
。

在

用作工具的原料中
,

角页岩和隧石分别增加 ∗2 9 多和 8
2

 ;
,

粉砂岩减少 !
2

∗ 外 4表 50

正式报告认为
“

一般的石片都很大
” , “大部是宽大于长

” , “
石片角多大于 。。 ,

打击

点不集中
,

半锥体很大
,

且常双生
。

这一类石片可能是用上述的摔砸法和碰砧法打制的
” ,

“也有一定的小而长的石片
,

是用石锤在石核上直接打的
” 。

另外
,

图版说明表示存在修理

台面的石片 4裴文中等
,  7 ! 5

。

对上述结论
,

一些作者曾提出异议
。

例如
,

有人认为锤

击石片比较常见 4张森水
,  ! 7 5 6 碰砧法

、

摔砸法和锤击法的鉴别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

4#= ΔΧ
∃ ∋ ,

 ! 5
。

本文作者观察
,

石片中宽大于长的确实较多
,

尺寸也大
,

多半长 7 一 创

毫米
。

然而
,

综合各种特征来看
,

丁村石片和前人实验用碰砧
、

摔砸方法打制的有较大区

别
,

而更接近于锤击产生的
。

因此
,

锤击很可能是丁村一种主要的打片方法
。

当然也不完

全排除使用碰砧
、

摔砸法的可能
。

但是
,

是否如正式 报告所说是主要方法
,

笔者认为还需

要用相同的原料做更多的实验
。

此外
,

这次认出的两极石片是过去未报道过的
,

证明砸击

法在丁村打片中也偶尔采用
。

关于石器组合
,

本文的观察结果和前人的看法有所不同
: 刮削器占 77

2

多
,

是主要类

型 6砍祈器占 ≅
2

外
,

居第二位 6手斧和尖状器各占 ∗
2

多 6石球和石锤较少
。

从石器和石片的长度对比来看
,

大型石器比例很高
,

说明当时人类注意将大石片加工

成器
、

特别是尖状器和砍研器
。

一定数量的刮削器的长度小于 7∗ 毫米
,

比大型石器上的

一些片疤还小
,

表明它们可能是利用修整大石器打下的石片加工成的
。

当然也不排除其

他可能
。

石器加工如前人所说较为粗糙
。

修整痕迹多呈深凹的半 圆形和梯形
,

刃角在 ∗
。

左

右
。

刃缘多呈凸形
,

不平齐
,

显示锤击加工的特点
。

尖状器和砍折器边缘修整痕迹重叠
,

似经反复加工
。

1 5 例如在正式报告中的 Υ
2

8 !
、 ∀ 9 ∗

、 ≅ 8  
、

≅ ≅ 、 ≅ ≅ 8 、 9 ∗ 、

≅ ≅ ≅
、 ! ∀∀ 和  ! 号标本 , 未发表的 Υ

·

和 ∀ ∀ ! 号标本 ,

正式报告 中归人
“
单边砍砸器

”

的 Υ2 9拍 和归人似
“

手斧
”的 7 !  号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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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村各地点的石制品也有差别
。

粗看起来
,

第 ∗ ∗
、

∗ 9 地点仅见一件小尖状器
、

未见

砍研器和石球
,

石片长度多小于 7∗ 毫米
。

这些特点与其他地点显然不同
。

造成这些差别

的原因
,

是时代或经济类型的不同
,

还仅仅是发掘面积的不同
,

是颇值深究的
。

丁村各地点产石器层位的时代一向存在争议
。

综合起来有三种意见
:

15 中更新世晚

期 4刘东生等
,  ≅七杨景春等

,

  6 陈铁梅等
,  !斗5 695 晚更新世早期 4裴文中等

,

 7 !6

全国地层委员会
,  ≅ 8 :贾兰坡 等

,  ! 9 6 < 0 3 => ? ,  7 ≅ 5: 8 5第 ∗ ∗ 地点较晚
,

为晚更新

世早期 6 其他地点较早
,

相当于中更新世晚期或稍晚 4周明镇
,  7 ! 5

。

本文作者曾多次到

丁村一带考察
,

可惜各地点的剖面多不保存
。

从保存尚好的第 ∗∗ 和 ∗9 地点的地貌和

地层分析对比
,

其时代似应为晚更新早期
。

近年在丁村附近新发现了几处包含从中更新

世到晚更新世晚期的文化遗存 4临汾地区文化局等
,

 ! ∀ 5
,

这无疑为解决丁村遗址的时代

带来希望
。

4  7 ≅ 年 月 斗 日收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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