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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泥河湾早更新世骨制品的初步观察

王尚尊 郭志慧 张丽黛
天 津 自 然 博 物 馆

关镶词 骨制品 早更新世 泥河湾层 下沙沟

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了我馆收藏的原北疆博物院遗留下的 件骨制品
。

经查阅文献资料 和初步观

察可知 这批标本确属人工制品
,

它与泥河湾层出土的动物化石共存在于同一地点 主要是下

沙沟
,

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
。

这批材料的发现 ,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

它进一步证实了在泥河湾一 爷存在早更新世的原

始人类 , 还证实了骨器也是原始人类的生产工具之一
。

一
、 舀

关于打制骨器是否存在于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问题
,

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提 出 来 了
。

年底法国史前学家 宣布在周 口 店存在打击骨器
,

年他又提 出在河北泥

河湾村东北的下沙沟村附近
,

从地层里收集到有人工痕迹的动物 化石材料
。

由于 当时德

日进等人不接受这一意见
,

所 以这一发现未引起人们 的普遍重视
。

在北京人遗址中出土

的骨制品 尽管当时还有争论
,

贾兰坡教授给予了肯定
。

之后
,

《辽宁营 口 金牛山旧 石器

文化的研究 》一文 金牛山联合发掘队
,

也提出该遗址存在有人工痕迹的碎骨化石
。

近些年来
,

卫奇等人又在属于河北阳原县泥河湾层的东谷佗旧石器地点也发现有人工痕

迹的动物碎骨化石 卫奇
, 。

以上资料说明 人工打制骨器
,

不仅在晚
、

中更新 世存

在
,

而且在早更新世也有可能存在
。

本文听记述的这批材料
,

或许会给旧石器时代早期存

在打制骨器提供重要的证据
。

自 斗年以来
,

我们对原北疆博物院遗留下的脊椎动物化石及石器标本进行了新的

整理
。

在整理泥河湾动物群的破碎化石材料时
,

从中发现了一批有人工痕迹的动物肢骨

化石
。

关于这批材料的产地和时代问题
,

我们提 出如下几点理 由 我馆现存的原北疆

脊椎动物化石标本
,

主要有甘肃庆阳
、

山西榆社
、

河北泥河湾和内蒙萨拉乌苏河等四个地

点
。

从藏品登记册可知
,

四个地点的标本编号是各有其范围的
,

例如庆阳的标本编号主要

在 一 之间 榆社的主要在 一 斗 之间 泥河湾的主要在 一

之间 萨拉乌苏河的主要在 一 之间
。

从本文记述的这批标本的编 号来看
,

属于

泥河湾出土的脊椎动物化石的编号范围
。

桑志华的《十年行程录 》记载
,

他们在泥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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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考察和发掘的时间是 年 月 日一 日 年 月 日一 月 日 同年

月 年 月 年 月一 月
。

这批标本中有一部分标有采集日期
,

如 引

是 年 月 日
,

是 年 月 日
,

是 年 月 日

等等
。

其 日期范围与在泥河湾的发掘时间是相吻合的
。

从这批标本上残留的岩石性贡

和石化程度来看
,

与泥河湾动物群的化石也是一致的
。

这些事实说明
,

这批标本与泥河湾

动物群的化石材料同出于泥河湾盆地的下沙沟一带
,

因此
,

其时代属于早更新世 。

现已知道
,

在我国
,

在属于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地层 中已发现石器等材料 卫奇
, ,

所以在上述地点存在骨器是有可能的
。

为了证实上述问题是否属客观存在
,

我们对这北

标本进行了详细观察
,

并查阅了原北疆的文献资料
,

核实了采集地点和地质时代等问题 。

同时
,

还进行了自然力破碎动物骨骼和人工有 目的打制骨器的模拟试验
。

下面的一些绪

论和看法
,

就是我们对这批标本的初步观察结果
。

二
、

标 本 的 描 述

本文所观察的标本共 件
,

系用哺乳动物的脓骨
、

挠骨
、

尺骨
、

胫骨
、

肩脚骨
、

髓骨
、

踱

骨和鹿角等材料加工而成
。

依据所用材料的不同
,

对其加工方法和特点分别描述如下

用肪骨加工的骨制品

用脓骨加工出的骨制品 件
,

标本编号为
, , , , ,

,

叩
, , , ,

, , , ,

在这些标本中
,

只有前 件成器
,

另外 件上面 只有人工痕迹
,

均可归于加工中产生的废

品或半成品
。

号标本
,

为脓骨远端
,

器 身长 毫米
,

最宽处 毫米
,

骨干直径为 毫

米 前后 和 毫米 左右
,

骨壁厚 毫米
。

并在断裂处存在一发掘中破损的痕迹
。

在

断裂面有连续修理的痕迹三处
,

均为由内向骨壁外加工
,

其上修理疤短宽
,

打击点和放射

线清晰
,

其前端生成一个尖刃 插 图 图版
, 、 。

号标本
,

为脓骨远端
,

器身长 毫米
,

最宽处

毫米
,

骨干直径为 毫米 前后 和 毫米 左右
,

骨壁厚 毫

米
。

第一步加工的断裂痕迹呈 字形
,

经连续修理的痕迹共有六

处
,

既有由内向骨壁外修理的
,

也有由骨壁外向内修理的
, ,

此外
,

还

有向内外两面修理的
,

使标本具有一个弧形刃
,

状似一把铲子 图

版
, 、

通过上述两件标本的观察
,

可看出其加工方法是 先打掉脓

骨近端
,

保留脓骨远端
,

约 占整个脓骨的三分之一
,

然后
,

再在断

裂面处加工
,

由内向骨壁外或由外向骨壁腔内连续修理
,

直至成器

为止
。

图 骨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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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挠骨加工的骨制品

用挠骨加工出的骨制品有三件
,

标本编号为
, , 。

其

加工方法与前一类不同
。

它是打掉挠骨远端
,

再加工出一个劈裂面
,

然后再从断裂处沿骨

壁两侧修理
。

标本
,

器身长 毫米
,

最宽处 毫米
,

挠骨体直径 毫米 前后 和

毫米 左右
,

骨壁厚 毫米
。

在骨干上存在一长 名毫米的劈裂面
,

在断裂的顶端两侧裂

面上有由内向骨壁外连续修理的痕迹
。

其端头呈尖刃状 图版
,

苏
、 。

用尺骨加工的骨制品

用尺骨加工出的骨制品有四 件
,

标本 编 号 为
, , ,

丁。

在这些标本 中
,

只有 标本成器
,

系用犀牛尺骨加工而成
。

器身

长 毫米
,

最宽处 毫米
,

尺骨体呈三角形
,

横截面之高为 村 毫米
,

尺骨的肘突部分已

被打掉
,

在远端存在连续修理痕迹
,

并修出尖刃 图版 川
, 。

用胫骨加工的骨制品

用胫骨加工的骨制品共有五件
,

标本编 号 为
, ,

, 。

其 中 标本加工较为规整
。

器身长 毫米
,

骨干直

径为 毫米 前后
,

毫米 左右
。

胫骨近端已被打掉
,

并在其断 裂处连续由内向骨壁

外修理
,

在两 侧形成刃部
,

其尖端较钝 图版
、 。

用肩脾骨加工的骨制品

以肩脚骨为材料加工的骨制品只有一件
,

标本编号为
。

器身长 ”毫米
,

最宽处 毫米
。

肩脾颈已不存在
,

其痕迹好象是 自然碰断的
。

其加工方法是 打掉肩

脾冈
,

将肩脾骨的前缘连续修理成刃部
,

后缘也进行 了连续修理
,

均是 从两侧修理的
,

其形

状象一把刀
,

这一点
,

当时 的发现者可能也这样认为
,

其证据就是在标本上写下了
“

” “
将肩脚骨加工 成刀形

”
的字迹 图版

、 。

石 用其他材料加工的骨制品

用踱骨
、

髓骨
、

股骨和鹿角等材料加工出的骨制品共有十件
。

标本编号为
,

, , , , , ,

, 。

在上述 际本中
,

多数不成器
,

只有 图版 川
,

标本

有明显的由骨壁 内向外修理痕迹
,

并相交于纵轴线的一端
,

制成一个尖刃
,

与石制品中的

尖状器相似
。

该标本下部断残
。

但尖端部分保存完好
。

现存长度为 毫米
,

最宽处 书

毫米
,

在尖刃下方的侧面也有多处由内向骨壁外连续修理之痕迹
。

斗标本为一件较完整的鹿角
,

在眉枝上留下许多切 割 痕 迹
,

其 尖 端 很 光

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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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讨 论

通过对这批骨制品的初步观察和模拟试验
,

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本文研究的骨制品与 自然力破碎
、

被火烧断等痕迹有明显区别
。

它有清楚的打击

点和连续的修理痕迹
,

可以肯定是人工制品
。

这些材料进一步说明
,

打击骨器和石器一

样
,

也是早期原始人类的生产工具
。

制作骨器
,

一般说来先将完整的骨骼打击一部分或打

碎
,

在断裂处连续修理并制成可用的刃 口 。

泥河湾发现的这批骨器进一步说明
,

原始人类利用骨骼作为工具的历史很早
,

即在

早更新世就已存在
,

并为泥河湾一带早更新世存在原始人类劳动
、

生息提供另一方面证

据
。

从这批骨制品的加工来看
,

似乎有一定的方式
,

例如
,

以脓骨为材料的都利用其远

端
,

刃部位于脓骨内侧和后侧 以挠骨和胫骨为材料的都有一个劈裂面等等
。

在研究过程中
,

得到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教授的热情帮助和指导
,

张

森水
、

黄慰文和林一璞等同志对本文的材料也给予了肯定和帮助
,

本馆孙景云同志为本文

摄制图版
,

严英同志为本文绘制插 图
,

在此致以衷心地谢意
。

年 月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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