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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水上游旧石器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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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汉中盆地地处我国华南与华北的一个中间过渡带
。

在汉中盆地内旧石器又 有新的发现
,

同时和旧石器一起还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
,

有  属  种
。

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
,

对于确定旧

石器的时代有所帮助
。

一
、

7+8 舀

汉水是长江中游的最大支流
,

蜿蜒于秦岭与大巴山之间
,

汉中盆地是汉水上游最大的

新生代盆地
,

盆地中旧石器的新发现
,

无论是从旧石器的数量
,

还是从它的分布范围
,

为研

究我国南
、

北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

这对于我国南
、

北两个地区发现的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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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料的研究及其相互关系
,

具有一定的意义
。  ! ; 年阎嘉祺等在汉中地区南郑县梁山

龙岗寺一带发现了大量旧石器 4阎嘉祺
,

 ! ; 5
,

为这一过渡区填补了旧石器文化遗物的

空白
。

+夕! , 年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陕西省地质博物馆野外队对汉水

上游进行新生代地层及哺乳动物化石调查时
,

在汉中盆地的勉县
、

城固
、

洋县境内十几个

地点发现了类型相似的旧石器 4图 5
。

并在含旧石器的地层里找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
,

为研究和确定旧石器的时代提供了依据
。

本文对汉水上游的旧石器作简要叙述
,

以便为

进一步调查
、

研究该地区的古人类活动提供一些线索
。

二
、

石器地点及地层概述

汉中盆地的旧石器文化遗物分布很广
,

从西部的勉县温泉
、

胡家渡
、

杨家湾
、

赤土岭沿

汉水向东到南郑县的梁山龙岗寺
、

城固县的陈丁村
、

地河坝村
,

以及洋县的倪家大坝沟村

附近
,

八龙
、

杨家庄
、

金水等地
。

从地貌上看
,

石器的出土层位大致都在第三级阶地
,

主要

为灰黄
、

黄褐红色砂质亚粘土堆积
,

含有钙质结核
,

底部偶见砂
、

砂砾层
。

在它的上面为被

风化后的灰黄色砂质亚粘土或灰黄色亚粘土夹灰褐色的类似古土壤条带的堆积 所覆 盖
,

如龙岗寺砖料场剖面
。

在含石器层位的下部与上新世的灰黄
、

灰白色砂质粘土
、

砂及淡褐

黄色带灰绿色斑点的砂质粘土层或直接与基岩4如花岗岩等5成不整合接触
。

这些关系在

赤土岭
、

地河坝村及龙岗寺等地的砖料场剖面都可清楚的见到
。

含石器层位的厚度一般

在 ?一 , 米
,

有的地方可达 ; 米左右
,

如大坝沟村一带
。

这些地点的石器层位在高度上变

化不大
,

约在海拔 ># ; 米到 ; ; 米之间
。

升升升升,,,≅≅≅≅≅≅≅≅≅

把质祠认ΑΑΑΑ

图 #

& Β ) Χ

旧
Δ ΕΦ : (

∗+,
Γ% ( 8 Χ % Η :,; ; ; 无

勉县赤上岭旧石器地层剖面图
ΔΒ % ∗ ( Γ% ) +,Δ衍 Η Χ

,Δ% Ι % ( : ϑ Β ,ΔΚ +,Ι Φ ,

Λ,( Ι Μ Ε ( Κ , − Β ( ( Κ Μ ,



汤英俊等 Ν 汉水上游旧石器的新发现

代表剖面如下
Ν

4+5 勉县赤土岭地层剖面 4图 # 5
Ν

该剖面位于赤土岭南大约一里
,

范寨村北砖瓦厂旁
,

由于制砖取土
,

剖面清楚
,

地层自

上而下为
Ν

0

黄灰色表土 约 ;0 > 米

中更新统 Ν

#
0

淡褐红色的砂质亚粘土
,

其中含有零星大块钙质结核
,

丰富的旧石器遗物和破碎

的脊推动物化石
。 Ο一> 米

—
不 整 合

—上新统 Ν

?
0

黄绿色
、

灰绿色粘土
。

一# 米

Ο
0

灰褐色粘土
。 ;0 > 米

>
0

黄褐色粘土
、

砂质粘土
、

砂
,

其中砂质粘土带灰绿色斑点
,

未

见底 出露厚 ?0 ; 米

4# 5 洋县倪家大坝沟村旧石器地层剖面 4图 ? 5
Ν

创创创皿皿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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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县大坝沟村旧石器地层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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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剖面位于倪家西大约 Ο 里的大坝沟村附近
,

新庄北
。

剖面的顶部为灰黄色砂质亚枯

土的表土层
,

其中有零星钙质结核
,

厚约 ;0 >一
‘

) 米
。

下部为厚层的淡黄红色亚粘土
,

其

中含有大量淋滤的钙质结核
,

钙质结核几乎成层
,

产有旧石器及哺乳动物化石
,

有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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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等
。

总的看来产石器的地层中
,

同石器一起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不太多
,

但对确定石器的

时代具有一定的意义
。

该动物群中的 ∃ ,+ “ :叩 ) Ω ( 二% +( ) ) +。“Η( Π) , 。(+,,
, − , ϑ即Ω) ” )

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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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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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印后
,

Λ“

而(Η “, 。。,,( 及等
,

是我国南方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中的成员
,

主

要生活在中
、

晚更新世时
。

但考虑到地层层序
,

在其下部地层中还发现了早更新世的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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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化石
,

如金水河口 ,

经初步观察其中有大熊猫小种 4石++,: )∗ )Ω
“ 沂Η: )Δ 。5

、

狼 4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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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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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兽 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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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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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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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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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产旧石器的

地层时代似应为中更新世更合适
。

三
、

石 制 品

这次在汉水两岸十几个地点采集的石制品约计 # ;; 件
,

其中发现数量比较多的地点

是勉县的赤土岭和城固县的地河坝村附近
。

有少数石制品是制砖工人从制砖土料中拣出

来的
,

或是在地层中部分露于地表
,

或从地层脱落下来
,

它们与在地层中挖掘到的石制品

一致
,

有的仍然部分包裹在钙质结核中
,

因石器刃口 锋利
,

未经搬运磨蚀
,

所以应是原地埋

藏保留下来的
。

各地点出土的旧石器的类型
、

面貌都非常相似
。

0

原料

在所采集的石制品中
,

所用原料选自脉石英
、

石英岩
、

火山岩及硅质砂岩的砾石
,

砾石

的成分与当地的基岩不同
,

而是汉水第三级阶地的砾石的组成部分
。

砾石磨圆度好
,

质地

坚硬
,

是石制工具的较好原料
。

由于使用目的不同
,

因此不同类型的工具选择的原料也有

所不同
,

例如石球和刮削器多用脉石英 6砍砸器
、

尖状器多用石英岩
。

乞类型

在汉中盆地采集的石制品有
Ν

4+5 石球 以陈丁村 Χς ∗
0

! > ; ; 号标本4图版
0

? 5为代表
。

多为黄 白色或灰白色

图 斗 双面砍砸器

ϑ Β
) ∗ ∗,Ι Φ 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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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石英打制而成
,

共有 ; 件
。

外形轮廓一般呈球形
,

有的球度较高
,

多数球度较差
,

球体

表面打击的痕迹清楚
,

打击的疤痕面凹凸不均
,

较为零乱
,

粗糙
,

绝大多数石球表面保留有

部分原砾石面
。

石球直径大者为 厘米
,

小者 ∀ 厘米
。

最重的为 。。克
,

轻者 #> 。克
,

与发现于我国北方
,

如山西匿河
、

丁村
、

万荣
、

许家窑
,

陕西蓝 田
、

长武及河南三门峡等地的

石球相似
,

是我国北方旧石器常见的类型之一
。

4# 5 砍砸器 主要由灰白色脉石英
、

灰白色或黄白色石英岩
、

火山岩砾石或石片打制

而成
,

共 #> 件
。

砍砸器可分为单面和双面砍砸器
。

单面砍砸器以 Χς ∗
0

! > ; ; ? 号标本为代表 4图版 Ι
0

Ο 5为一火山岩大石片制成
。

长
、

宽
、

厚分别为 ! 、 >
、

> 厘米
。

器身宽厚 6 台面为原砾石面 6 由腹面向背面

加工
,

打击痕迹分布在石片的两个侧边和远端
。

双

面砍砸器以赤土岭的 Χς ∗
0

! > ; ;# 号标本为代表 4图

Ο
,

图版 1
,

Ξ∃
、

Ξς 5 是一件钝尖砍砸器
,

器身厚大
,

交

互打击而成的刃缘
,

十分曲折并汇合成一钝尖 6相对

一端为圆滑的砾石面
,

宜于手握
。

4? 5 尖状器 共 Ο 件
,

在长形砾石的两个或一

个侧边单面或交互打击
,

在一端形成坚厚的尖端
,

相

对一端保留砾石面
,

以便手握
。 图 > 剖削器 ΧΗ : ( Θ % :

4Ο 5 刮削器 共 件
,

均用石片加工而成
。

赤土岭的 Χς ∗
0

! > ; ; > 号标本 4图 >
,

图

版 Ι
0

1∃
、

1ς5 为一脉石英片制成
。

加工痕迹遍及整个边缘
,

由腹面向背面打击
,

在石片

远端形成一个弧形的厚刃
。

四
、

结 语

0

汉水上游旧石器新材料的发现
,

为进一步扩大研究汉水上游旧石器提供了线索
。

由

于汉中盆地位于我国南
、

北两大区的中间过渡带
,

因而汉中盆地所产旧石器 自然也就成为

探讨我国南
、

北旧石器文化相互关系的重要环节
。

同时
,

为研究和寻找本地区古人类活动

遗迹和古人类化石提供了新的线索
。

#
0

产旧石器的地层为第三级阶地
,

虽然过去也报道过梁山龙岗寺的旧石器
,

但对产石

器的地层始终未找到可确定时代的证据
,

只是从石器的性质和地貌来推测它的时代
。

这次

同石器一起在同一层位中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是我国南方常见于中
、

晚更新世的大熊猫
.

剑齿象动物群中的成员
,

考虑到它的地层层序
,

即产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的大熊猫
一

剑齿

象动物群的地层
,

与其下部产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的地层之间的关系
,

因而认为其时代

似应为中更新世更为合适
。

在本文编写过程中黄慰文同志给予热情帮助
,

插图由刘增同志绘制
,

图版由张杰同志

照像
,

在此一并致谢
。

4  ! 年 ∀ 月 斗 日收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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