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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旧石器遗址的初步观察

黄慰文 祁国琴
(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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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梁山旧石器产自汉水第三阶地砾石层
,

与
“
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
”
共生

,

是一个含手斧的

旧石器时代初期工业
。

它与秦岭北坡
“
扮渭地堑”的同期文化关系密切

,

在类型和技术上与华南

的百色石器
、

朝鲜半岛的全谷里文化
、

东非的奥杜韦文化和发达的奥杜威文化也有相似之处
。

一
、

遗 址 的 发 现

1 95 1 年 7 月
,

已故西北大学地质系教授郁士元首先在梁山发现旧石器
幻。 19 8 0 年以

来
,

西安矿业学院地质系阎嘉祺先生陆续在此采到上千件标本并发表多篇报告 (阎嘉祺
,

19 8 0 和 19 8 1 ; 阎嘉祺
、

魏京武
,

19 8 3 )
,

引起人们浓厚兴趣
。

阎采集的石制品几乎都来自散布面积很广的汉水谷坡表面 ; 少数几件发现于第三阶

地砾石层
,

但人工痕迹不清
。 1 9 82 年 6 月

,

本文前一作者在位于第三阶地上的梁山龙岗

寺砖窑采料场
,

从工人筛土中发现了 30 多件人工痕迹清楚的石制品
,

两件直接得 自阶地

堆积层
。 19 8 5 年春

,

陕西的同行也在这里采集到 10 8 件石制品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

考古队
,

19 8 5 )
。

同年 11 月
,

我们和西安半坡博物馆王秀娥
、

张学德同志再度到梁山考察
,

又采到 1 47 件石制品
,

其中 81 件来自龙岗寺砖窑采料场
。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
,

在获得梁

山旧石器层位证据的同时
,

在同一流域上游第三阶地堆积里又发现了几处石器地点和可

以说明时代的共生哺乳动物群 (汤英俊等
,

19 8 7 )
,

梁山旧石器研究因而进人了一个新阶

段
。

二
、

遗址附近的地理
、

地质概况

梁山位于汉水上游汉中盆地南缘
,

东距陕西省汉中市约 10 公里
,

属南郑县 (1 0 6 0

58
’

E , 3 3 0 3
’

N )
。

盆地内海拔高程一般为 5 10 一 5 30 米
。

梁山是大巴山北端一支脉
,

主峰兀

起于上梁山村附近
,

海拔 1 0 21
.

4 米
。

向东山势渐低渐缓
,

最后没入平原
。

龙 岗寺正好位

于梁山东延所成的丘陵地带
,

海拔约 5 40 米 (图 1 )
。

l) 西安 《群众日 报》
消息

, 成都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
《华西文物, 1 9 51 年 9 月创刊号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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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梁山遗址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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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带在地质构造上是一个向斜
,

轴 心在土地岭附近
,

由三叠系泥灰岩和页岩组成
。

东翼自梁山主峰到龙岗寺
,

老岩层依次出露 为二叠系灰岩
、

志留系页岩
、

奥陶系页岩和尼

灰岩
、

寒武系钙质页岩和泥灰岩
、

震旦系硅质灰岩和白云质灰岩以及前震旦系花岗岩和结

晶杂岩
。

在梁山附近的汉水南岸可见五级阶地
。

它们是 :

第一阶地
: 沿汉水南岸连续分布

,

宽达 3 00 一 40 0 米
,

高出河面 6一 10 米
,

为堆积阶

地 ;

第二阶地
: 仅见于南寨附近

,

高出河 面 巧一20 米
,

可能为堆积阶地
。

堆积物 为砂砾

层
,

出露厚度 3 米
。

砾石平均粒径为 6 厘米
,

分选尚好
,

磨圆度 2一3 级
。

砾石成分主要为

石英
、

石英岩
、

花岗岩和硅质灰岩 ;

第三阶地
: 见于龙岗寺附近

,

高出河面 40 一 50 米
,

为基座阶地
。

基座由前震旦系花

岗岩和结晶杂岩组成
,

其上的阶地堆积物为砂质粘土和砂砾
,

出露厚度可达 10 一20 米
。

砾

石平均粒径为 10 一 12 厘米
,

磨圆度多为 3 级
,

主要成分有石英
、

石英岩
、

硅质灰岩
、

火山岩

和花岗岩等 ;

第四阶地
: 见于王家巷附近

,

高出河面 60 一80 米
,

为基座阶地
。

基座由花岗岩或硅

质灰岩组成
,

阶地堆积物为砂砾层
,

出露厚度约 2 米
。

砾石平均粒径 5一 6 厘米
,

磨圆度多

为 2 级
,

主要成分有石英
、

石英岩
、

硅质灰岩
、

火山岩
、

花岗岩等 ;

第五阶地
: 见于油橄榄场场部附近

,

高出河面 150 一1 70 米
,

为基座阶地
。

基座由硅

质灰岩组成
,

阶地堆积物为砂砾层
,

出露厚度 0
.

3一0
.

5 米
。

砾石平均粒径 3一 4 厘米
,

磨圆

度以 2 级为多
,

成分 为石英
、

火山岩
、

白云岩
、

石英岩
、

硅质灰岩和砾岩
。

砾石受强烈风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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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砂砾层为铁
、

锰质污染
,

间有紫褐色杂斑
。

产旧石器的龙岗寺砖窑采料场剖面位于上

述第三阶地之中
。

剖面呈南北走向
,

出露长度约 14 0 米
,

厚度 8一 10 米
,

自上而下依次为
:

6
.

棕红
、

棕灰色砂质粘土
,

耕作层
,

厚 。
.

2 一 0
.

5 米 ;

5
.

灰褐色细砂
,

厚 0
.

2 米 ;

4
.

黑褐色粘土
,

含有机质
,

厚 0
.

2一。
.

3 米
。

它和其上两层为阶地形成以后产生的堆

积
,

时代大约属全新世 ;

3
.

红褐色砂质粘土
,

较纯净
,

具孔隙
,

但也有铁锰污染的黑褐色杂斑
。

上部含大量钙

质结核
,

其形状多不规则
。

直径一般为 2一 3 厘米
,

也有近 10 厘米的
。

向下结核渐少
。

此

层厚 2一 8 米 ;

2
.

砾石
,

散见于采料场开掘面地表 l一2 米厚范围内
。

砾石平均粒径 8一扮 厘米
,

成

分主要有石英
、

石英岩
、

硅质灰岩和火山岩等
,

石制品即产自此层
。

它和其上的第 3 层为

阶地的二元结构 ;

1
,

灰棕
、

灰绿色结晶杂岩
,

主要是花岗岩组成的阶地基座
。

局部出露
,

上部为较疏松

的风化壳
,

出露厚度 2一 3 米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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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汉中龙岗寺砖窑采料场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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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可知龙岗寺一带在新生代期间地层发育大体上经历了以下阶段
: 首先

,

在

花岗岩为主的结晶杂岩基底上沉积了汉水的河流堆积物
。

这个基底经长期剥蚀而表面起

伏不平 (第 1 层 )
。

其上的河流堆积物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 (第 2
、

3 层 )
。

阶地形成后受到

侵蚀
,

表面出现洼坑并沉积了时代较晚(大约为全新世 )的湖沼 (类似淖尔 ) 堆积 (第 4
、

5

层)
。

最后
,

在阶地表面以及消失后的湖沼堆积表面
,

由于近代人类活动和生物风化作用

形成了耕作层(第 6 层 )
。

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发生在阶地堆积物形成时期
。

根据汤英俊等的发现
,

与第三阶地 旧石器共生的动物化石
,

有以下一些华南更新世
“

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
”

中常见的种属
: 东方剑齿象 (St eg 口d o n

Or io n, al i, )
、

大熊猫 (Ai
-

lu r o户o d a , e la n o lo u c a )
、

中国犀 (R h i, o c o r o , sin e , , i,
)

、

猪 (s
“ : s p

·

)
、

赤魔 (材“ n ti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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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 tia友)
、

鹿 (c
e r o u s sv

.

) 和水牛 (B
“b a lu ; sp

.

)等
。

结合地貌学观察
,

暂时可以把这级

阶地的时代置于中更新世
。

三
、

石器工业概况

(一 ) 原 料

以石英砾石为主
,

其次是火山岩和石英岩砾石
。

它们是构成第三阶地砾石层的主要

成分
,

平均粒径 为 10 一 12 厘米
,

不同于其他阶地的砾石
,

却与石器的一般尺寸相适应
。

从

石制品的出露情况看
,

当时人们是从河滩选取砾石作原料
,

在河滩和岸上打制石器
。

(二) 打 片

在我们采集的石制品中
,

石核较多
,

占 2 9
.

5多
,

石片只占 14
.

8多
。

据观察
,

打片采用了

锤击和砸击两种方法
,

前者为主
。

在锤击石核中
,

不少与龟背状石核近似
。

砸击产生的丙

极石核和两极石片所 占比重不大
,

其原料均为石英
。

(三 ) 石 器

1
.

两面砍析器

占我们采集的各类石器的 1 7
.

8多
。

刃缘由交互打击产生
,

如 p
.

6 2 1 3 号标本 (图 3 )o

毛坯多为扁圆砾石
,

少数为石片
。

尺寸一般较

大
,

小型的很少
。

24 件标本长 54 一 1 32 毫米
,

宽

4 0一 1” 毫米
,

厚 29 一86 毫米
。

长
、

宽
、

厚平均

9 3
.

3 8 X 8 5
.

8 3 x 5 3
.

2 0 毫米
。

2. 单面砍研器

在各类石器中占 12
.

4 务
。

单面打制
。

毛坯

有砾石
,

也有石片
,

前者较多
。

17 件标本长 64

一 1 60 毫米
,

宽 6 2一 1 1 8 毫米
,

厚 4 3一6 7 毫米
。

长
、

宽
、

厚平均 10 1
.

5 0 火 9 7一 2 x 5 7
.

0 6 毫米
。

图 3 两面砍所器
c 五o P Pin g 一

to o J

3
。

球状器

在各类石器中占 7
.

1并
。

绝大部分用球度好的石英砾石制成
,

少数为其他种类岩性为

砾石
。

分正球状器 (或石球 ) (
s phe r of d o r bo 过e s

) 和次球状器(或多面体石球 ) (
su b s p he-

r o id o r b o ul
es p ol y‘dr iq u e

)两类
,

后者占多数
。

从尺寸而言
,

梁LIJ 的球状器球径多在 9 0 毫

米左右
,

有少数要大些
,

也有个别只有 62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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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手斧

数量不多
,

仅 占工具总数的 1
.

7 %
。

整(或一侧交互打击
、

另一侧单面打击 )
,

器身较厚
。

如 p
.

6 2 1 1 号标本 (图 4 )
o

以砾石或大石片为毛坯
,

用交互打击法对两侧修

形成一个带尖的厚重工具
。

根部常保留砾石面
。

图 4 手斧 b ifa e e

乐 薄刃斧

用大石片制成的工具
,

有一个由石片缘构成的薄而宽的刃
,

修整限于手握部分
。

如

图 5 薄刃斧
e 一e a v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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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6 2 6 3 号标本 (图 5 )
。

6
. “
啄掘器

”

一种重型工具
,

用椭圆砾石或大石片制成
,

轮廓和手斧接近
,

但它是单面打制的
。

如

P
.

6 2 1 0 号标本
。

它们占工具总数的 0
.

59 多
。

此外
,

梁山石器还包括一些用石片加工的刮削器和用椭圆或长条砾石做的石锤
。

图 6 “

啄掘器 ,, p ic k

四
、

对 比 和 讨 论

以梁山采集品为代表的石器工业
,

广泛分布于长江最大支流—
汉水流域

。

据目前

所知
,

上游除梁山外
,

还有勉县
、

城固和洋县的多处地点
。

在下游
,

则有湖北襄阳县的山湾

(李天元
, 1 9 8 3 )

。

梁山石器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旧石器时代初期工业
。

两面和单面砍

折器
、

球状器是工具类群的主要成分
。

手斧
、

薄刃斧和
“

啄掘器
”

数量不多
,

但很有特色
,

是

工具类群不可忽视的成分
。

从尺寸来说
,

绝大多数球状器
、

两面和单面砍折器和全部手

斧
、

薄刃斧和
“

啄掘器
”

属“重型工具
”。 也存在一些

“

轻型工具
” 。

它们是个别球状器
、

一些

两面砍研器和全部刮削器
。

不过
,

它们仅 占很小比重
。

石器毛坯以砾石为主
,

也是梁山石

器的一个显著特点
。

从打制技术
、

石器类型和尺寸等方面来说
,

它和分布在秦岭北坡
“

汾渭地堑
”
内的蓝

田
、

匿河
、

三门峡和丁村等地点的工业十分接近
。

其中
,

又以和三门峡的工业关系最密切
。

可以说
,

三门峡存在的类型(黄慰文
,

1 9 6 4 )
,

都可以在梁山看到
。

梁山石器还可以和华南

广西的百色石器 (曾祥旺
, 1 9 8 3 )对比

,

显著的差别是迄今为止百色未见球状器
。

在东亚和南亚的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中
,

梁山石器在打制技术
、

石器类型以致尺寸上

同朝鲜半岛的全谷里文化 (C ho n gok ul an ) 十分相似
。

后者被认为是一个在时代和石器类

型上都可以和欧洲
、

非洲阿舍利文化对比的手斧文化(金元龙等
, 1 9 8 1 )

。

同东非奥杜韦

峡谷的
“

奥杜韦文化
”

(O ld o w a n
) 和

“

发达的奥杜韦文化
”
(D

e vd o p e d ol d o w a n
) (L

e a k ey
,

19 7 1 ) 对比
,

两地除各类工具比例有所不同
,

梁山的轻型工具类型单调
、

数量也少
,

而奥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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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的类型丰富
、

数量较多外
,

其他方面很难说有本质差别
。

本世纪 40 年代
,

莫维士 (H all a m L
.

Mov hi s) 提出
“

两种文化
”

的理论
,

把旧石器时

代初期世界分成东亚
、

南亚和印巴次大陆北部的
“

砍折器文化圈
”

和全非洲
、

南欧
、

中欧
、

西

欧
、

中东和印度半岛的
“

手斧文化圈
”

(Mov ius
,

1 9 4 4
,

19 4 8 )
。

实际上
,

莫维士的图式不

能正确反映东亚
、

南亚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的客观情况
。

本文前一作者曾经指出
: 东亚

、

南亚并非是一个手斧
“

缺乏” 或
“

罕见 ”的地区 ;这里存在一批技术传统和西方手斧文化

十分相近的含手斧的旧石器时代初期工业 (黄慰文
, 1 9 8 7 )

,

梁山石器就是一个很好的代

表
。

本文插图由刘增先生清绘
,

特此致谢
。

(l夕5 6 年 s 月 2 8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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