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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了 1 9 8 2一1 9 8 3 年采自百色县高阶地地表上的各类石制品
,

其中尖状器有正尖的

和角尖的
,

两面器有尖状的和肾状的
,

砍砸器有直刃的
、

凸弧刃的
、

多刃的
、

尖状的和舌状的
,

它

们被认为都属于旧石器
。

本文记述的石制品
,

绝大部分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会同百色地区文化部门 1 9 8 2

年在百色县文物普查中采集的
‘, ,

有几件是笔者和文本亨同志 1 9 8 3 年在复查该县石器地

点时采集的
。

两次共得 752 件
。

百色石制品的研究
,

李炎贤
、

尤玉柱(1 9 7 5 )和曾祥旺 (1 9 8 3 )都曾做过
,

本文仅根据新

采集的做些补充
。

一
、

石制品的分布状况

石制品采自 21 个地点
,

其中主要采自上宋
、

扬屋
、

大 同
、

平迈
、

江凤
、

百谷
、

大法
、

大梅

和小梅 9 个地点
。

它们都分布于右江两岸高阶地的红土层地表和剥蚀沟中
,

以三级阶地

的较多
,

四级阶地的次之
。

右江两岸阶地的 分布状况概括如下
:

一级阶地高出右江水面 10 米左右
,

阶地堆积物 由灰褐色砾石和灰色砂质土构成
。

二

级阶地高出水面 15 一20 米
,

阶地堆积物由灰褐色砾石和浅黄色亚砂粘土构成
。

三级阶地

高出水面 40 一 6 0 米
,

阶地堆积物由下部的黄灰色砾石和上部的砖红色土和棕黄色亚粘土

构成
。

四级阶地高出水面 90 一 120 米
,

阶地堆积物由下部的黄灰色砾石和上部的含结核

的红土和灰黄色亚粘土构成
。

由于长期的剥蚀作用
,

位于三级和四级阶地上之覆盖部分

大部 已不存在
。

这些石制品分布的地理位置是
,

除了在较高的阶地面上基本连成一片外
,

各个地点有

所不同
,

例如在江凤
,

分布于 自那么山起至沙洲止
,

长约 1 公里的裸露的红土层地表 ;在百

谷
,

分布于长
、

宽数百米的阶地面直到阶地的腰部 ; 在大法的那表坡和覃了坡
,

小梅的南地

坡和南板坡
,

分布于上下坡被分割了的两个相邻的土岭上
。

1 ) 参加普查的除了笔者之一何乃汉外
,
还有广西博物馆张宪文

, 右江革命文物馆曾祥旺
、

从彩云
、

于曼萍
,
百色县

文化馆蒋惠忠和 田林县文化局顺坚诸同黄志
。



人 类 学 学 报 ‘ 卷

二
、

石制品的特征和分类说明

石制品是由相 当多的
、

大型的砍砸器
,

两面器和小量的尖状器和刮削器(后者本文未

包括在内)组合而成
。

这种组合情形
,

在我国已知的 旧石器地点或地点群中不多见
。

它们

的加工方法
,

除了两面器和几件砍砸器由两面加工外
,

都是向一面的
。

所成之刃 口 ,

除了

部分为直刃
、

凸刃外
,

大多成尖状或舌状
。

它们中有的加工粗糙
,

有的加工精致
,

它们的钝

端大多保留砾石面
。

它们的原料有硅质岩
,

砂岩
,

石英岩
,

脉石英
,

也有少量的砾岩和泥质

岩
。

本文为了分类上的方便
,

将什么样的石器叫尖状器作了如下规定
: 它的素材是石片

或断片
,

它的尖刃角是锐角
,

它的尖刃角的二个边都作 了加工
。

因此
,

对于那些不是用石

片或断片加工的
、

带有锐角的石器
,

或尖刃角大于锐角的
,

或尖刃角的二个边未加工或只

有一边加工的本文都不叫它尖状器
,

而叫它尖状砍砸器或尖状两面器或其他石器
。

尖刃角是指尖端上二个边的夹角说的
,

其大小是通过尖刃上的两个直边测得的
。

如

果尖刃上的二个边不是直的
,

而是弧形的
,

我们就利用弧形边上二个弧高点
,

使之与尖端

点相连
。

这样所成之角
,

我们也叫尖刃角
。

本文把 用砾石或石片为素材的
、

经单面或两面加工的石器通名为砍砸器
。

两面砍砸

器和两面器有所不同
,

两面砍砸器的加工痕迹多集中在边缘部分
,

而两面器则多到达器

身
。

单面砍砸器和刮削器也有所不同
,

单面 砍砸器的器形大
,

加工粗犷
,

而刮削器一般说

来器形较小而加工则多较细致
。

虽然如此
,

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两者截然分开不是没有困

难的
。

本文中的砍砸器的分类是根据刃缘多寡
,

刃口 形状确定的
,

有直刃
、

凸弧刃
、

多刃
、

尖

状和舌状的多种
。

其 中尖状砍砸器
,

我们沿 用了李炎贤
、

尤玉柱 (1 9 75) 所采用的名称
。

舌

状砍砸器可以看成是尖状砍砸器的一种变形
,

它具有独特的形式
,

在我国已知的旧石器地

点中属罕见
。

还有几件体积较小的石器
,

如小梅 , 号
,

大 同 觉 号和上宋 5 号似可归于刮削器中
,

但

由于它们加工粗糙
,

又都用砾石制作
,

这里暂且把它们作为砍砸器看待
。

两面器是经两面加工成的
,

它的素材不限于石核或砾石
,

也可以是石片
。

本文中的两

面器是根据其外形给以名称的
,

有尖状的和肾状的两型
。

两面器在我国旧石器遗址中有

过发现
,

但数量不如百色地点的多
。

时代较早的有陕西蓝田公王岭的两面器
,

陕西汉中梁

山的两面器
,

时代较晚的有山西丁村的两面器
。

其他还有丁村沙女沟
、

蓝田涝池河沟和陕

西乾县的两面器
,

但是它们和百色的一样都采自地表
。

三
、

石制品的时代

由于我们从百色采集的石制品都来自地表
,

无地层为依据
,

因而给判断其时代带来了

困难
,

但是从石制品的加工技术和石器的类型分析
,

它们应属于旧石器时代的
。

因而我们

同意李炎贤
、

尤玉柱(19 7 5 )和曾祥旺 (1 9 8 3 )对时代所做的分析
,

属于旧石器时代似无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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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四
、

石制品记述

在石制品中
,

石器有 54 6 件
,

分成尖状器
,

两面器和砍砸器三大类 ;石核有 84 件
,

包括

天然台面者 74 件
,

素台面者 10 件 ;石片有 92 件
,

包括天然台面者 73 件
、

素台面者 19 件 ;

在天然台面石片中
,

长大于宽者 28 件
,

宽大于长者 朽 件 ; 在素台面石片中
,

长大于宽者 10

件
,

宽大于长者 9 件 ;此外还有石锤等未作分类的石器

现将从 54 6 件石器中选出的 65 件
,

按三大类分述如下
。

1
.

尖状器 共 2 件
,

分成角尖的和正尖的两型
,

都采 自江坝村附近高 50 米的阶地面

上
。

江凤 1 10 号标本
,

为角尖尖状器
,

原为一件石 英岩砾石石片
,

长为 13 0
、

宽 1 2 5
、

厚 56

毫米 ; 尖端在石片的右上角
,

由右侧边和远端边正向加工成的 ;远端刃角约 80
。 ,

右侧刃角

在 60
“

一 70
“

间 ; 尖端的长宽指数为 1 4 6 ; 尖刃角和尖面角
‘)分别为 8 8 “ 和 6 5 “ ; 钝端未作修

理
,

保留了砾石的天然面 (图 1 )
。

图 1 石英岩砾石尖状器

Po in t 认 q旧 r tz ite

江凤 24 号标本
,

为正尖尖状器
,

原为一件硅质岩砾石石片
,

长为 1 50
、

宽 9 7
、

厚 54 毫

米 ;尖端靠近石片轴
,

是由两侧边正向加工成的 ;左侧刃微 凸
,

右侧刃微凹
,

刃口 不平齐
,

刃

角在 50
。

一 80
“

间 ; 尖端的长宽指数为 73 ; 尖刃角和尖面角都在 75
“

左右
,

在钝端的背缘

上保留了砾石的天然面
。

2
.

两 面器 共 14 件
,

用大块砾石或石片经两面加工成的
,

多保留天然的砾石面
,

按其

形状可分为尖状两面器和肾状两面器两型
。

两面器的测量见表 1 。

l) 尖状两面器
:
有 12 件

,

又有砾石面保留较 多的和较少的区别
。

前者有大同 9 号
、

l) 尖端的破裂面(或底面 )和背面(或顶面)所夹之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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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面器的侧t (长度
、

宽度
、

厚度单位 : 毫米)

标本号 长(I)
下宽距
(

a

) 景“
“

叫景
‘ , 。0

内Jn�,人‘J一j加了Q户护O月,no了月,‘UZ�咤�钾了朽乙U丹万目月, ,J
曰,O八�亡21、,�了�。」眨大同 9 号

大同 13 号

大同 14 号

大 同 49 号

大同 56 号

百谷 1 号

百谷 9 号

百谷 13 号

百谷 6 3 号

江风 14 号

杨屋 7 号

杨屋 18 号

杨屋 53 号

小梅 40 号

14 6

18 4

18 4

18 4

18 7

18 0

14 6

2 0 0

19 0

2 2 0

19 5

1 8 1

1 6 2

1 7 1

下宽 } 中宽 l上宽 , 厚

上生卜三生{竺}竺10 1 } 吕5 { 5 4 1 8 吕

1 15

1 13

1 16

10 5

1 10

14 1

1 50

10 3

13 4

13 0

9 5

12 8

13 2

1 1 0

1 13

10 1

10 3

8 2

12 0

12 6

10 0

12 7

1 1 0

9 6

10 3

1 1 夕

3 8

9 0

9 0

8 7

1 02

4 4

3 8

96

8 2

6 8

7 0

9 7

5 5

55

lll llll llll ]]]

lll/
aaa m /

eee m /
aaa

84

96

1 00

87

98

75

85

84

97

95

84

1 01

80

8 7

咋了,二n�n.o
沙

In己臼了,ja口‘U
奇‘Un。八,矛,矛,

少,少‘U‘U‘U亏了‘u�‘矛u夕卜un材O尹00了,‘气一n,,
矛口�,才n,‘n�R�乙Ul了。丹一,一勺‘d只乙0工jl一月矛了了

” 号
、

49 号
,

江凤 14 号
,

杨屋 18 号
、

53 号
,

小梅 40 号
,

百谷 1 号
、

9 号 9 件
,

后者有杨屋

7 号
,

大同 14 号
,

百谷 13 号 3 件
。

兹举例如下
。

大同 9 号标本
,

是两面器中长度最小
、

厚度最大的
,

采自那毕 乡何屋村东南之南坡 山

高 60 米的阶地面 上
,

用粉砂岩厚砾石制作
,

一端粗厚
,

一端扁尖
。

在粗厚一端
,

保留着砾

石面 ;在扁尖一端
,

尖端刃部圆钝
。

尖面角在 5 0 “

左右
。

从整体看
,

该标本有四条纵脊
,

左

右两条由两侧边加工而成
,

侧刃角在 6。“一 7, 。

间 ; 上下两条由上下面上左右侧面的片疤

相连而成
,

它们在离尖刃不远处逐渐消失 (图 2 )
。

类似的标本有百谷 1 号
。

图 2 尖状两面器

Po in re d b i f
a e e in s a n d s t o n e

杨屋 18 号标本
,

采自杨屋村东狮子山高 60 米的阶地面上
,

用条形砂岩砾石制作 ; 一

端保留条形砾石的天然面
,

另一端加工成扁尖 ; 尖刃角和尖面角分别为 1 0 7 。

和 5 5 “ 。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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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本有小梅 4 0 号
。

大同 14 号标本
,

采自和大同 9 号标本同一阶地面上
,

用石英岩砾石石片制作
,

石片上

保留着原砾石面的台面
。

其尖端位于石片长轴一端
,

由两侧刃会合成的
,

尖刃角和尖面角

分别为 64
。

和 5 5
。 ,

侧刃角在 70
“

一 75
”

间
。

在石器的平坦面上
,

片疤多小而深凹 ;在凸 出

面上
,

片疤多大而浅平
。

类似的标本有百谷 13 号
。

2 ) 肾状两面器 : 计有大同 56 号和百谷 63 号两件标本
。

前者采 自距那毕乡何屋村

东南高 60 米的阶地面上
,

用石英岩砾石制作
。

其侧刃
,

一个平直
,

另一个弧形
。

平直者弦

长为 1 45 毫米
,

侧刃角在 70
“

一75
“

间
。

弧形者弦长为 165 毫米
,

弧高为 40 毫米
,

侧刃角

在 75
。

一90
“

间
。

这件标本还有二个都呈弧形的端刃
,

其中一个较大
,

其弦长为 92 毫米
,

刃高为 巧 毫米
,

端刃角在 40
。

一 4 5 。 间 ; 另一个窄小
,

其弦长为 43 毫米
,

刃高为 4 毫米
,

端

刃角也在 4 。。一 45
“

间
。

在较大端刃附近
,

残留着一小片砾石面
。

与百谷 63 号标本相比
,

这件标本加工痕迹较多 (图 3 )
。

图 3
’

肾状两面器

K id n e y 一sh a p e d b ifa e e in q u a r tz ite

3
.

砍砸器 共 49 件
,

大多用大块砾石制作
,

根据刃缘的形状
、

多寡
,

分为直刃
、

凸弧

刃
、

多刃
、

尖状和舌状 , 型
。

l) 直刃砍砸器
: 有 4 件

,

2 件用砾石制作
, 2 件 用石片制作

。

大同 30 号标本
,

用硅

质岩砾石制作
。

长为 12 3
、

宽 86
、

厚 31 毫米
,

只有一个直刃
,

位于砾石长轴一边
,

由单向加

工成的
,

刃角在 50
。

一 70
“

间
。

平迈 3 号标本
,

由硅质岩砾石石片制作
,

采自平迈村东南高 40 米的阶地面上
,

长为

1 0 8
、

宽 1 3
、

厚 35 毫米
,

刃缘在石片的远端
,

经反向加工成的
,

刃角在 4 0 “

一7 0 “ 间
。

2) 凸弧刃砍砸器
:
有 14 件

,

按其加工方法分为单面的和两面的两型
。

单面的 有 10 件
,

其中 6 件属于大型的
, 4 件属于 中小型的

,

它们的弧度
,

有的很大
,

* 。。
.

,

廿 、旦
.

, 二八 ,小、、 ,
二 , 、化 , 了弧高

、 , , 。

八 、
、 二

.

曰
_

二
禹、 ,

。
、 I , ,

_
、

有的很小
。

其中最小的一件其弦长弧高指数 (坐号 X 1 0 0) 为 15 ; 最大的一件为 1 19
,

其
” ‘ 、

一
『 “

一
’

-

-

一
’

\弦长 /
‘

-

一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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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几件
,

指数在 30 一朽 者 斗件
,

61 一76 者 3 件
,

93 者 1 件
。

兹举例如下
。

大同 52 号标本
,

属于中小型者
,

采自何屋村东南高 60 米的阶地面上
,

用石英岩砾石

制作
,

长为 8 1 、宽 75
、

厚 29 毫米 ; 刃缘在砾石一端
,

约 占砾石周长的二分之一 ; 刃缘弧度

大
,

其弦长弧高指数为 67
,

刃角在 50
。

一55
“

间
。

与刃缘相对一端未作修理
,

保留着砾石

面
。

百谷 60 号标本
,

属于大型的
,

采自百谷村东北高 1 00 米的阶地面上
,

用扁圆形砾石制

作
,

长为 1 9 9
、

宽 1 4 ,
、

厚 58 毫米
,

刃缘在砾石周边上
,

约占周边长的三分之二
,

刃缘弧度

大
,

其弦长弧高指数为 71
,

刃角在 50
。

一60
。

间 (图 4 )
。

乏一一一二一之二
‘ ,

图 4 凸弧刃砍砸器

C o n v e x c h o P Pin g 一 to o
l in

图 弓 尖伏砍砸器

P o
in t巴 d eh o p p in g 一 too l in

ie e o u s r o c k q u a r tz l te

江凤 “ 号标本
,

采自江坝村西北高 知 米的阶地面上
,

用石 英岩砾石制作
,

长为 1 7 , 、

宽 1 6 4
、

厚 74 毫米 ; 刃缘在砾石一端
,

弧度小
,

其弦长弧高指数为 l弓。 与刃缘相对一端保

留了砾石的原有形态
。

两面的 有大同 53 号
、

下 国村 10 号
、

大法 38 号和大梅 27 号标本 4 件
。

兹举例如

下
。

大 同 53 号标本
,

采 自何屋村东南 高 60 米的阶地面上
,

用石英岩砾石石片制作
,

长
、

宽
、

厚分别为 1 5 2
、

1 4 3
、

50 毫米
,

具有一个弧形扁尖
,

它是由左侧边和远端边正反向加工成

的
,

端刃角在 知
。

一 75
“

间
。

它和两面器主要的区别在于在破裂面上加工痕迹仅限于刃缘

部分而 未到达器身
。

另一件下国 10 号标本
,

采自下国村东南约 5 00 米高 40 米的阶地面

上
,

也用石片制作
,

它和大 同 53 号标本主要的区别在于背面上加工痕迹不多
。

大法 38 号

标本和大梅 27 号标本都用砾石制作
,

都有一个弧形的经两面加工的尖刃
,

尖刃角一个在

5 5 “ ,

另一个在 6 0 。

一 7 0 0

1间
。

3 ) 多刃砍砸器 : 有大同 36 号
、

68 号
、

10 号
,

百谷 5 4 号和江凤 1 14 号 5 件
,

用大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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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石或砾石石片制作
。

江凤 1 14 号标本
,

用石英岩扁平砾石制作
,

长为 1 5 1
、

宽 150
、

厚 48 毫米
,

有三个边乍

了加工
,

前端边和右侧边为正向(向凸出一面 )加工
,

左侧边在靠近后端边处为反向(向平

坦一面 )加工
、

刃缘曲折
,

刃角在 5 0 。

一60
。

间
。

其后端边和顶
、

底两面都保留着砾石面
。

大同 10 号标本
,

采自何屋村南坡 山高 60 米的阶地面上
,

用石英岩石片制作
,

长
、

宽
、

厚分别为 1 0 1
、

1 5 0
、

53 毫米
。

其远端刃由交互加工成的 ; 右侧刃由正向加工成的
,

刃角在

7。。一 8 5 “ 间 ; 左侧边粗厚
,

保留了石英岩石片的原有形态
。

均 尖状砍砸器
: 共 17 件

,

分成单尖的和双尖的两型
。

单尖的有三角形单尖的和条

形单尖的两式
。

双尖的只有条形的一式
。

它们都用卵圆形或条形砾石将相邻两边加工 戈

的
,

其中除百谷 5 号一件为一边单面加工另一边两面加工外
,

都是向一面的
。

其尖刃除个

别的较为锐利外都较圆钝
。

三角形单尖的 有 12 件
,

尖刃角在 7 50 一 12 00 间
,

其 中 6 件在 70
“

一 90
。

间
, 6 件在

9 1 。一 1 2 0 0

1间
,

尖端的长宽指数在 7 4
、

8 1 和 9 6 者各一件
,

在 1 15一 12 6 者 4 件
,

在 13 8一

1 5 0 者 5 件
。

兹举例如下
。

百谷 69 号标本
,

采自百谷村东北高 100 米的阶地面上
,

长为 176
、

宽 1 1 8
、

厚 53 毫米
,

用黄绿色石英岩砾石沿两侧边单向加工成的
,

底面保留着砾石面
。

该标本的左侧刃微四
,

右侧刃微凸
,

刃 口平齐
,

刃角在 60
“

一 80
“

间
。

所成之尖端为圆弧形的
,

其长宽指数为

12 5 ,

尖刃角为 1 1 6 。 。

平迈 12 号标本
,

采自那毕乡平迈村东南高 40 米的阶地面上
,

长为 1 7 ,
、

宽 1 3 8
、

厚 52

毫米
,

用卵圆形砾岩砾石制作
。

具有一个尖端
,

其长宽指数 为 1 1 6 ,

尖 边角为 8 7 。 ; 尖端为

两个侧刃微凸
,

侧刃角在 70
“

一9 0 “ 间
,

底面和钝端都保留着砾石面
。

百谷 70 号标本
,

采自百谷村东北高 1 00 米的阶地面上
,

用泥质岩长条形砾石制作
,

关

为 1 7 7
、

宽 1 06
、

厚 88 毫米 ; 尖端在砾石长轴一端
,

由两侧边加工而成
,

左侧刃较长
,

约和左

侧边等长
,

右侧刃较短
,

约 占右侧边长的二分之一
,

侧刃角分别为 乡0 “

一 70
。

和 9 0 “ 。

尖刀

角和尖面角分别为 75
。

和 5 5 。 。 其底面
、

跟部和部分顶面都保留着砾石面
。

.......

条形单尖的 有 斗件
,

都 用条形厚砾石制作
,

尖

刃角在 7 1 “

一 85
。

间
,

尖端的长 宽 指 数分 别 为 49
、

65
、

9 1
、

1 5 3 。

兹举大梅 97 号标本为例
,

该标本采自

四塘乡大梅村附近高 40 米的阶地面上
,

用石英岩砾

石制作
,

长为 2 0 3
、

宽 95
、

厚 77 毫米
。

尖端为圆尖
,

尖刃角约 9 7 “ ,

是由砾石长轴两侧边向一端 加 工 成

的
,

侧刃微凸
,

侧刃角在 6 5 “

一 8 0 。

间
,

其底面和钝端

都保留着砾石面 (图 5)
。

双尖的 仅有大梅 99 号标本 1 件
,

采 自和大梅

7 6 号标本一个阶地面上
,

用火成岩砾石制作
,

状似

梭子
,

长
、

宽
、

厚分别为 20 8
、

9 0
、

8 5 毫米
。

和单尖砍

砸器不同之处
,

主要在于它以另一个尖刃代替单尖

的钝端
。

其尖刃角一个为 7 0 “ ,

另一个为 1 0 0 。 ,

两个

‘J一乙J .

图 6 舌状砍砸器之舌体轮廓比较
,

数莽
为标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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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刃都作 了削薄处理
,

都留下几个条形片疤
。

在器身上
,

在左右侧面相交处残留着一小片

斜度约 50
“

的砾石面
。

其底面未作修理
,

保留着砾石面
。

5) 舌状砍砸器
: 有 9 件

,

都用砾石在一端单向加工成的
,

形状似舌
。

舌体的宽度在

1 04 一 22 , 毫米间
,

长度在 1 03 一20 2 毫米间 (图 6 )
。

石器的底面全为砾石面
,

其钝端有的

经过加工
,

但多数都保留着砾石面
。

兹举三例如下
。

杨屋村 51 号标本
,

采自杨屋村东狮子山高 60 米的阶地面上
,

用石英岩砾石制作
,

长
、

宽
、

厚分别为 1 7 1
、

1 5 0
、

8 3 毫米
。

其制作方法可能是先将条形砾石的一端减薄
,

然后将减

薄一端进行修理
,

使之成舌状器物
。

其舌体的宽为 1 2 7
、

长 1 00 毫米
。

刃缘平齐
,

刃角在

5 0 “一 70
。

间
。

石器的钝端未作修理
,

保留着砾石面
。

百谷 31 号标本
,

采自百谷村东北高 100 米的阶地面上
,

用硅质岩砾石制作
,

长
、

宽
、

厚

分别为 22 7
、

1 04
、

80 毫米
,

重 2 0 6 0 克
。

舌体的长和宽分别为 160 和 1 04 毫米
。

和杨屋村

51 号标本相比
,

这件标本的体积大
,

舌侧刃较长和钝端不保留砾石面
。

百色上宋村 9 号标本
,

采自百色镇西南 5 公里上宋村西北高 50 米的阶地面上
,

用脉

石英砾石制作
。

这是一件巨型砍砸器
,

长为 2 8 5 、

宽 2 0。
、

厚 1 00 毫米
。

重 59 3 6 克
。

其舌

体之长与宽分别为 1 73 和 1 90 毫米
。

其加工方法类似杨屋村 51 号标本
。

如此巨大标本
,

作何使用
,

尚难推测
,

但又不能把它归于石核之 中
。

类似的标本尚有杨屋村 2 号和百谷

7 4号两件
。

本文石制品的原料由广西地质局中心实验室韦启忠同志鉴定
,

插图由刘增和戴嘉生

同志绘制
,

作者谨此致谢
。

(1 9 5 7 年 2 月 1 7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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