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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房县樟脑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黄万 波 徐晓风
5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6

李 天 元

5湖北省博物馆 6

关键词 旧石器 7 洞穴堆积 7 晚更新世

内 容 提 要

木文是对湖北房县樟脑洞旧石器及其动物群的初步研究
。

该地点属洞穴堆积
,
采集哺乳动

物化石  8 种 , 石制品二千余件
。

石器类型包括砍砸器
、

刮削器和尖状器
,

其中以石片石器居多 7

石器的第二步加工多样化
,

单面加工率最高
。

就目前的研究
,

樟脑洞遗址很可能代表长江流域

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种新型文化
,

距今  9 ! : 士  ;: 年
。

 ! ∀ 年 斗 月上旬
,

湖北省房县修筑中坝区至龙滩乡的公路
,

在开山炸石时发现象牙及

其它动物化石
3

房县红塔区马兰小学退休教员杨维春回家探亲时
,

在施工路段采集了化

石
,

并报告给房县文 化局
。

房县文化馆武仙竹同志旋即赶赴现场调查
,

除动物 化石外
,

还

发现有打制石器
。

房县文 化局随即电告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湖北省

文化厅
。

湖北省博物馆和该研究所都派人前往
,

经过调查
,

证实该处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

洞穴遗址
,

决定进行考古试掘
。

第一次发掘工作在 斗 月底开始
。

第二次发掘工作是在  :

月中下旬进行的
。

参加发掘工作的人员
,

除本文作者外
,

还有古脊稚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李炎贤 5参加第二次发掘工作6
,

湖北省博物馆祝恒富
、

郭登华
,

房县文化馆武仙竹
,

中坝区

中心文化站刘智宝同志等
。

发掘工作始终都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
。

一
、

地质地貌概况

樟脑洞遗址位于湖北省房县中坝区龙滩 乡青阳村
,

东距县城约 #: 公里
。

樟脑洞为一岩屋式洞穴
。

堆积物赋存于下寒武统天河板组灰岩中
。

洞顶在修公路时

已被炸掉一部分
,

堆积物基本保存完好
,

由下至上可分为五层
<

第 ; 层 < 黄色细
、

粉沙质层
,

略含枯土成分
,

具斜层理
,

其间约有  厘米厚的薄层红色枯土
,

该

层微向西倾斜
,

倾角为 ; 度左右
。

斜层理向西南倾斜
,
倾角平缓不等

。

此层未发现化石和文化遗

物
,

厚约 8 ; 米
。

层顶部距洞顶约有 = 米高的空间夫被填塞
。
与下伏地层为不整合接触

。

第 斗层 < 深红棕色粘土
,
中夹灰岩角砾

,

结构松散
。

中下部含脊推动物化石和石制品
,
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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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第 9 层 < 钙质胶结层
,
由洞 口向内渐次尖灭

。

可见明显的韵律结构5自上而下 6 < 黄绿色沙质

胶结层
、

沙层和红色粘土胶结层
。

这种结构往复出现两次
。

脊推动物化石和石制品主要出自此胶

结层中
,

厚约  米
。

第 8 层 < 灰黄色中粗沙层
,

质较纯净
,

仅顶部发现少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
’6。 该层上部也发现

有板块状胶结物
,
层厚约  米

。

第  层 < 河床砾石 层
,

砾径均大于 ; 厘米
。

层厚约  
3

米
,

向洞内渐次尖灭
。

下伏为下寒武统

天河板组灰岩基底 5图  6
。

从岩溶地质的角度来分析
,

樟脑洞应是樟脑河侵蚀的产物
,

当为阶地洞穴
。

洞穴堆积

物位于樟脑河的二级台地上
,

虽然山体抬升很快
,

剥蚀迅速
,

但在洞穴周围仍然可以见到

阶地的残迹存在
。

这种推断
,

还可以从樟脑洞内最早的堆积物
,

即第  层和第 8 层得到印证
。

这两层堆

积物属典型的河床沉积
,

随着河流向西滚动
,

河床下切
,

山体抬升
,

第  
、

8 层堆积物露出水

面
。

覆盖了第 9 层堆积物以后
,

被含有碳酸钙的洞顶滴水听胶结
,

结实坚硬
、

不易风化
。

堆积层中的粘土与沙层交替出现可能为该区地壳升降震颤的反映 7 胶结层与非胶结层的

反复出现
,

则可能是气候干湿交替的结果
。

地壳进一步抬升
,

使浅水面下降
,

洞顶含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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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第二次发 掘时
, 仅第 9 层发现动物化石和石制品

,
上下层均未发现遗物

, 层厚约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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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的滴水消失之后
,

堆积了第 斗 和第 , 层
。

第 ; 层的沙层及其 中的斜层理均为樟脑河特

大洪水时的产物
。

由于切割和抬升的迅速
,

岸壁陡峭
。

第 层上部以上均未发现动物化

石和石制品
,

可能是由于失去河滩平地的交通便利条件之后
,

人类转移他处的结果
。

二
、

哺乳动物化石

樟脑洞中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多为零星的牙齿和破碎骨片
。

根据牙齿鉴定
,

共计有

 8 种
,

分属于五个 目
,

名单 如下5图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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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9

第 9 层中采集的化石
,

经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做碳十四测定为距今  9拍。士

 ;: 年
。

这一结果与动物群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
。

三
、

文 化 遗 物

樟脑洞遗址中发现的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制品
,

两次发掘共获二千余件
。

本文所选择

描述的仅是第一次发掘所获材料
。

另外
,

遗址中还发现有不少打击痕迹的骨片和烧过的

兽骨数块
。

石制品的原料主要有三大类
<
砂岩 5细砂岩和粉砂岩6

,

约占全部石材的百分之十五
,

以大块砾石制品为多见
。

脉石英
,

约 占总量的百分之四十
。

黑色硅质岩约 占总量的百分

之四十四
。

这后二种原料加工的石制品以中小型标本为主
,

鲜有大件器物
。

除上述三类

原料之外
,

泥岩和泥质灰岩也有极少量的标本
。

这几种原料均来 自附近的古老地层中
。

黑色硅质岩为元古界地层中的沉积物
,

中有

石英脉侵人
。

砂岩取 自于震旦系地层的沉积物
。

大部分是采自樟脑河河滩上的砾石
,

有

一部分是石块
。

在今天的河滩上
,

这几种原料的砾石还可俯拾
。

樟脑洞的居民就是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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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石材制做石器的
。

尽管原料并不理想
,

性能并不太适合于加工成形
,

但仍然给我们留下

了不少精品
。

樟脑洞的石制品主要可分为五大类
<
石核

、

石片
、

砍砸器
、

刮削器和尖状器
。

以石片

数量为最多
,

刮削器稍次之
。

石核的数量要少一些
。

砍砸器和尖状器的数量都比较少
。

 
3

石核

石核的形状很不规则
,

大小也相差悬殊
。

依台面分
,

石核可分为三类
<

单台面石核 以一个平面为台面来剥取石片
。

剥片的方位有的在石核的一 端 或 一

边
,

有的是在台面的二边 5相对或相邻6
,

也有的是在台面的四周剥取石片
,

因而在石核为

四 周都留有石片阴痕
。

双台面石核 以二个平面为台面来打制石片
。

这二个台面的位置有相对
,

也有相向

的 7还有相邻的二个面的
,

向不 同方向剥取石片
。

有的石核原是一件砾石
,

打下一件大石

片以后
,

再以这块石片的阴面为台面来生产石片
。

多台面石校 这类石核是 从各个方向打制石片
,

使石核呈多面体或者球形
。

有少数

石核的形状有些特别
。

标本 Ω Ξ: : ;  几6 为一件脉石英制品
,

正面近于长方形
,

两端 均有Ψ11

片痕迹
,

较薄
,

中间稍厚
,

特征颇类于两极石核5裴文中等
,  ! ∀ 6

。

此外
,

在两个侧面豁

留下剥片后的阴痕 5图版 Η
,

 6
。

标本 Ω Ξ  ; ∀ # 是一件黑色硅质岩制品
,

主要的一个面

是石块的断面
,

在三个面都有剥片痕迹
,

整个石核呈漏斗状 5图版 0
,  6

。

8
3

石片

樟脑洞的石片同石核一样
,

形状很不规整
,

大小和厚薄相差很大
。

最大的石片长和宽

均可超过  : : 毫米
。

最厚的石片厚可达 ;: 毫米
。

最薄的石片长不过  : 毫米
,

厚仅 9 毫

米
。

最重的石片可超过  : : : 克
,

最小的石片还不足  克
。

石片的台面有很多种类型
,

主要的有二种类型
<
其一为天然台面 7 其二为素台面

,

这

二类石片的总合约 占全部石片 5包括已加工成石器的标本 6的百分之八十
。

剩下的百分之

二十中
,

有一部分是断片
。

其余则为其它台面的石片
,

有点状台面
、

线状台面
、

零台面
、

有

岭台面
、

有疤台面
、

等等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有疤台面石片类有的标本由台面的破裂面边

缘向背侧缘有剥片阴痕
,

痕迹穿过整台面
,

颇类似于修理台面的痕迹
。

从石片的背面观察
,

保留砾石原面或岩石节理面的石片数量比较多
,

尤其是较大型和

中型石片的背面多保留有部分砾石面
,

面积大小不等
,

最大面积的砾石面可 占整个石片背

面的五分之四
。

石片背面全为砾石面的石片则没有发现
。

这也就是说
,

在石片的背面均

有石片疤的阴痕
。

片疤阴痕的数量不一定相同
,

少的只有一块
,

多的可达四
、

五块
,

以二块

片疤阴痕的石片为多见
。

这种石片
,

它的背面具有一纵脊
,

自台面的背侧缘开始
,

向远端

伸延
,

但多不及于远端
,

而是在离石片远端稍上一点的地方便分为二支
,

斜行达于远端边

缘
。

纵脊的两侧或均为石片阴痕
,

或者一侧为石片阴痕
,

另一侧为砾石面
。

这一现象表明

在这块石片剥离之前
,

曾从同一台面剥取过一件或二件石片
。

石片远端两条斜脊的三兔

区域
,

有的是砾石面
,

有的则是曾剥取过石片的阴痕
。

后一现象则表明在剥取这件石片之

前
,

在这件石核的另一面 曾剥落过石片
。

这说明石核的利用率还是比较高的
。

16 整理标本时的序号
。 Ω 为鄂5湖北 6

, Ξ 为房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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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砍砸器

樟脑洞的砍砸器
,

类型差异很明显
,

大小也很悬殊
。

重的砍砸器可超过二千克
,

如标

本 Ω Ξ : 9 : ! 。 一般地说
,

用砂岩砾石制成者比较厚重
,

而用脉石英和黑色硅质岩制做的砍

砸器形体则比较小
。

依刃边的数目和器物的形态来划分
,

砍砸器可分为四类
<
单边砍砸

器
、

双边砍砸器
、

多边砍砸器
、

盘状砍砸器
。

单边砍砸器 有以砾石制成的
,

也有以石核或石块制成的
,

将其一侧边缘加工成刃
。

标本 Ω Ξ : 9 : ! 为砂岩砾石
,

长椭圆形
,

体扁平
,

以交互打击的加工方法将其一长边制成

,’/
”

形刃
。

其余各边仍保留白然面 5图版 Η
,

9 6
。

刃边加工部位打击点明显而集中
,

石片

疤宽大
,

表明为石睡直接打击法加工的
。

石器全长  ! :
、

宽 1斗8
、

厚  毫米
。

就所有的单

边砍砸器而言
,

单向加工 5正向或反向加工 6的标本比交互加工的标本更为多一些
。

双边砍砸器 双边砍砸器的加工部 位多在标本较长的两对边
。

加工方法则是多种多

样的
。

就一条刃而论
,

加工方法有单向加工5正向或反向加工的频率几等6
、

转向加工 5一

段为正向加工
,

另一段为反向加工 6
、

两面加工5正向和反 向加工间互出现
,

但无规律6
、

交

互加工等等
。

总起来看
,

双边砍砸器以中等大小的器物为多见
。

多边砍砸器 这类器物的选材和加工方法上都与双边砍砸器比较一致
,

只是刃口数

目有了增加
。

标本 Ω Ξ   盯 原料为砂岩砾石石片
,

四边经过加工
,

砾石面5原石片背面 6

保留
。

器形近似于梯形
,

左侧为反向加工
,

其余三边为两面加工
。

器全长  8 :
、

最大宽  :8

毫米 5图版 .Ζ
,

8 6
。

盘状砍砸器 这类石器 体较扁平
,

周边均经过加工
,

刃缘连续而无明显转折
,

轮廓

近于圆形饼状
。

盘状砍砸器的刃缘很少有单向加工的
,

以交互打击和两面加工较为常见
。

标本 Ω Ξ  ∀ #斗 原料为砂岩砾石
,

先打下一块较厚的石片
,

在石片的周边加工制成石器
。

原石片的破裂面还部分保留
,

打击点附近的辐射线还很清晰
。

周边经过交互加 工 制 成
“ /”形刃缘 5图版   

,

6
。

3

刮削器

刮削器是樟脑洞遗址中数量最多的一类石器
,

形式多样
,

加工方法较复杂
。

对刮削器

进行深人研究
,

是了解樟脑洞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
。

关于刮削器的分类
,

在本文中
,

我们主要依据一件器物上的刃 口数 目来归类
,

分为三类 < 单刃刮削器
、

双刃刮削器
、

多刃

舌[肖Λ器
。

另有一类形状较为规整
、

刃 口 比较特殊的一类
,

即盘状刮削器
。

单刃刮削器 一器一刃
。

依据刃口 的形状可分为直刃刮削器
、

凸刃刮削器
、

凹刃刮削

器和端刃刮削器等几种形式
3

前三类刮削器多为则刃
,

即刃 口位于标本的某一长边
,

后一

种刮削器的刃 口在器之一端
,

刃或平直
,

或呈凸弧形
。

标本 Ω Ξ  ∀ ; 为黑色硅质岩石片
,

一面为岩石节理面
,

较平
。

器形近于窄长梯形
,

两侧边缘经过敲琢
,

使之变得较为厚钝
。

刃 口经过正向加工成一条平直的斜刃
。

整个器形与新石器时代的小型石斧颇为类似
。

全

长 ; ∀
、

最宽 9 ;
、

刃缘长 9 8 毫米5图版    
,

6
)

双刃刮削器 多以较薄的石片加工而成
。

或二刃相对
,

将一件长石片的两条长边加

工成两条平行的直刃或略带弧形的凸刃
、

凹刃 7 或二刃相邻
。

这样的刮削器的器身一般较

前者为短
。

标本 Ω Ξ  8 ; ! 为一件黑色硅质岩长石片制成
。

背面有一条纵脊
,

由节理面与

石片疤阴面相交所形成
。

两侧边缘以两面加工 5反向加工 为主6的方法制成两条咯凸的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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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刃部
,

两端略近于尖
,

形同桂叶
。

全长 # !
、

宽 8 毫米 5图版    , 8 6
。

标本 Ω Ξ :  反

为一件黑色硅质岩长石片
,

背面有二条近于平行的纵脊
,

边缘较薄
,

以正向加工的方法将

两侧长边加工成平直的刃5图版 0
, 9 6

。

双边刮削器的加工方法
,

若以一刃而论
,

单向加

工者较为多见 7 若以一件器物而言
,

同向加工和错向加工的出现率几乎相等
。

多刃刮削器 每件器物有三条或三条以上的刃
。

同一器物的各条刃边加工法也不尽

相同
。

标本 Ω Ξ  #  原为一件脉石英石片
,

底边保留了部分砾石面
。

器轮廓近舌形
,

两

侧边缘错向加工
,

远端部位交互加工 5图版   ,

;6
。

标本 Ω Ξ  8 # : 原是一件黑色硅质岩

石片
,

呈菱形
。

台面一边经反向加工
,

左侧边和远端边缘正向加工
,

右侧边缘以反向加工

为主
,

偶亦作正向加工
。

盘状刮削器 器身扁平
,

呈圆盘状
,

周边经过加工
。

标本 Ω Ξ  9 原料为脉石英
,

周

边以交互加工方法打制出
“ /” 形刃 口 。

边缘较薄
,

中
沪

合部稍厚
。

器直径  ∴ ∀ 毫米
。

在所有的刮削器标本中
,

有几件标本的刃边有些特别
,

边缘有一至二个很深的缺 口 ,

有的凹缺内缘还有连续的小疤痕
。

在有的论文中称之为凹缺刮器5李炎贤等
,  ! # 6

。

在樟脑洞遗址中
,

有一类刮削器的形制是比较特别的
,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有一条厚而

平齐的底边
,

其余边缘
,

有将一边加工的单刃刮削器 7 有将二边加工的双刃刮削器 7 还有将

三边加工的多边刮削器
。

若以它们的共同特征来另归一类
,

则可称之为
“

平底刮削器
” 。

标本 Ω Ξ  8 ; 8 原料为黑色硅质岩
,

底边宽 8∀ 毫米
,

其余三边经两面加工
,

制成平整而锐

利的刃缘5图版   ,

6
。

;
3

尖状器

根据裴文中先生在研究周 口 店文化遗物时所下的定义
,

凡是由两边向尖端加工成尖

的石器方可称为尖状器 5裴文中等
,  ! ∀ ; 6

。

仅有形似有尖而无加工痕迹者
,

或仅有一边有

加工痕迹者
,

我们均将其归人别类
。

樟脑洞各类文化遗物中
,

尖状器是数量最少的一类
,

但加工都较精细
。

依据器尖的位置
,

可分为

两大类
<
正尖尖状器和歪尖尖状器

。

正尖尖状器 石器的尖位于器身的中轴

线上
,

尖所指的方向与器身中轴线的方向一

致
。

若从器尖向器身引一条中轴线
,

两侧部

分比较匀称
。

这类尖状器的尖部都比较锐
。

标本 Ω Ξ  ∀ 9 原系一件黑色硅质岩石片
,

背

面保留约三分之一的节理面
。

器为四边形
,

近似于底边略有凸折的等腰三角形
,

两腰正

向加工形成一略扁的尖
。

中轴长 #:
、

两翼宽

; 毫米
。

标本 Ω Ξ  ∀ ! 原料是一件黑色硅

质岩扁平石块
,

两面都保留有部分 节理 面
。

器形为底边略 突出的等腰三角形
,

两腰正向

加工成一尖
。

中轴长 ∀∀
、

底角间宽 !: 毫米

5图 8 6
)

ϑΚ 0
‘3

]
山

] ]
口

图 8 正尖尖状器
Κ ? Η =? Ε Ο) ΓΗ =

歪尖尖状器 石器的尖偏向于器身中轴线的一侧
。

器尖的中轴和器身的中轴构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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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夹角
。

标本 Ω Ξ  8 8# 原系一件黑色硅质岩厚石块
,

轮廓近于四边形
,

三边正向加工成

刃
,

另一边厚而平齐
。

两边所夹为一三棱形的锐尖
,

器尖至对 角长  
、

另二对角宽 毫

米 5图版 0
, , 6

。

标本 Ω Ξ  ∀ 9 是一件黑色硅质岩石片加工而成
,

台面保存
,

半锥体清

楚
。

两侧以正向加工为主
,

形成一扁而锐的尖
。

在尖部与器身交接处
,

两侧都从反向打出

一个深的凹缺
,

使尖成嚎嘴状
。

自尖至底全长 ;
、

身宽 9: 毫米 5图版 0
,

6
。

四
、

讨 论 与 结 论

樟脑洞遗址含文化遗物的地层有三层5即第 8 至 斗 层 6
,

第 8 层仅表面有为数不多府

遗物
,

可能是当时人们在砂层面上活动
,

石制品和动物遗骸陷人砂层中的 7第 层汉下部

有遗物
,

而含遗物最集中的还是第 9 层
。

基于此情
,

这几层中的材料可视为一期
,

同属于

晚更新世 7 在文化分期
⊥

匕为旧 石器时代晚期 5
‘

℃  9 !: 士  ;: 年 6
。

遗址中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共有  8 种
,

其中以有蹄类为多
,

绝大部分属更新世中晚

期我国南方所常见的
“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
”

的成员
。

可能是受发掘面积所限
,

这个动物

群 中的常见成员如豪猪 5Υ 声厉Ζ6
、

银狗 5ΚΕ )% Ν= 。
6 等尚未发现

。

但仍然可以看出
,

樟脑

洞动物群的南方色彩比较浓厚
。

其中有个别戍员
,

如基什贝尔格犀的南移
,

青羊与苏门

羚的低迁
,

可能与更新世晚期末次冰期的寒冷气候有关
。

樟脑洞中发现的石制品数量很多
,

但种类并不复杂
。

从石核和石片的特征分析
,

樟

脑洞居民打制石片的方法是以睡击法为主
,

间或使用砸击法
。

砸击法主要是加工咏石英

原料
。

石器的第二步加工方法比较多样
,

尤其是多边多刃器物
,

加工方法的组合形式是多

种多样的
。

在多种 加工方法中
,

单向加工的出现 率要高一些
。

在几类石制品中
,

石片的数

量最大
,

石片石器占主要成分
。

器物的大小相差悬殊
。

就樟脑洞文化内涵的性 质分析
,

虽

然有不少方面与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些接近 5李炎贤等
,  ! ∀ 8 6

,

但与已知的诸

文化相比
,

整个组群的文化面貌
,

差异还是明显的
。

就 目前的研究
,

欲将樟脑洞遗址归人

某一已知的文化系列之中
,

还有一定 的困难
。

樟脑洞遗址很可能代表长江流域旧石器时

代晚期一种新型文 化
。

5 ! ∀ # 年 1 月 , 日收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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