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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长 梁 石 器 再 观 察

黄 慰 文
3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4

关链词 小长梁 5早更新世末期

内 容 提 要

对小长梁石器工业的再观察表明 6 这个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末期或中更新世初期的石器

工业
,

无论在打片技术还是加工技术上都已达到比较进步的水平
,

而石器的类型亦已相当复

杂
。

它的发现为探索以北京人石器工业为代表的华北小型石器传统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很有

意义的材料
。

位于河北省北部泥河湾盆地内的小长梁遗址
,

是 ∀ 1 7 2 年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

代遗址
。

它的地质时代较早
,

但石器工业却具有不少进步性质
。

这个不 寻常的事实引起了

学术界的兴趣
。

本文拟根据该遗址石制品的两次报道 3尤玉柱等
,
∀ 1 2此 尤玉柱

,
∀ 1 2 8 4

和对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馆收藏的 “ 件标本3它们是两次报道的

重点内容 4以及本文作者采集的部分标本的观察结果
,

补充一些关于小长梁石器工业的意

见
。

一
、

关 于 打 片

在小长梁的石核和石片中
,

除少量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外
,

绝大多数是

锤击法产生的石核和石片
。

关于锤击法石核
,

原研究者在 ∀1 2 9 年的报告中将其分成两类
6

∀9 一巧 厘米者称为
“
大石核

刀 ,

不超过  厘米者为
“小石核

刀。
该报告指出

6 “
从大石核上

剥落石片时有的是利用原来的层面 3较平的面 4
,

有的先修出一个平面作为台面再进行打

片的
。

从石核留下的石片疤看
,

多短而宽
,

打击点和放射纹清晰⋯⋯小石核利用率较高
,

周围都有剥离石片的疤痕
,

而且石片疤较为窄长
、

浅平
。 :,

关于锤击法石片
, ∀1 29 年报告指 出

6 “

多数石片短
、

宽
、

厚
,

体积较小
,

不规则
,

很少利

用
。

少数石片较薄
,

刃缘锋锐
,

有的未经修制即行使 用
。 。 ;,

但在 ∀1 2 8 年的报告中
,

观察的

结果不同
6 石片的

“

特点是普遍小而薄气

根据笔者的观察
,

还可以补充两个事实
6
第一

,

不但在一些石核上可 以看到窄长而浅

平的石片疤
,

而且在石片中确实也存在小的长石片
。 例如

,

标本 <
/

” ∀1 3图 ∀ 之 =4
,

长
、

宽
、

厚分别为 8
/

斗,

∀=
/

 和
/

1 毫米
,

形状也甚为规整 5 第二
,

存在修理台面的石片
。

标本

>
/

= 9  2 3图 ∀ 之 1 4是笔者在 ∀ 1 7 1 年所采集的
。

它的两侧边缘 由腹面
‘,向背面作过较为简

∀4 腹面 30
? ≅ Α Β ; 一Χ Δ Β Ε; ? ?

4
,

在一些文章里又称为
“

破裂面
”

或
“

劈裂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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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修理
,

分类上可归人尖状器之中
。

但是
,

引人兴趣的是它的台面由四个小石片疤构

成
,

打击点正好落在其中一条石片疤脊棱上
。

二
、

关于石器类型

在 ∀1 2 9 年和 ∀1 2 8 年的报告中
,

原研究者将小长梁石器分为单刃刮削器
、

复刃刮削

器
、

圆头刮削器
、

尖状器
、

小石钻和小型砍砸器等六类
。

根据笔者观察
,

上述分类大体上是

合适的
。

但是还可以略作调整
。

例如
,

圆头刮削器并人端刮器似更恰当
。

而报告中归入

尖状器的几件标本
,

因为它们
“只在尖头的一侧边有较精细的加工痕迹

”

3尤玉柱
, ∀ 1 2 8 4

,

作为尖状器似乎并不合适
。

下面
,

笔者补充描述一些标本
,

它们中多半没有被描述过
。

∀
/

端刃刮削器

标本 >
/

  9 7

刃缘呈凸弧形
。

标本 >
/

 2 9

3图 ∀ 之 8 4由厚石片制成
,

加工痕迹主要在远端
,

由腹面向背面打击
,

3图 ∀ 之 ! 4由厚石片制成
,

加工情况与 <
/

书时 号标本相似
。

!
/

双端刃刮削器

标本 <
/

  ∀ 5 3图 ! 之 .4 是一件极精细的双端刃刮削器
。

修理工作分别在石片的近

端和远端进行
,

由腹面向背面打击
。

8
/

原型船底形刮削器

标本 <
/

 1 = 3图 ∀ 之 Χ4 原是断面呈三角形的厚石片
,

加工工作集中在以石片的一条

侧边和石片背面的纵脊所构成的平面上
,

用陡直打法对两侧及一端进行修理
,

形成很陡的

刃缘
。

这件器物和旧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船底形刮削器相似
。

但后者往往是用压制法修

理的
,

留下的小石片疤窄长
、

浅平而整齐
。

小长梁的标本用锤击法加工
,

刃缘呈锯齿状
,

显

得原始
、

粗糙
。

/

带凹口刮削器

这类刮削器和弧度较大的凹刃刮削器不同
。

它的刃缘是一个比较窄小的缺口
,

适于

修理小 口径的器物
,

因而又称
“
幅刀

”
3
“Χ , Φ ?一 ΧΓ; 0尹 4

。

标本 <
/

 = 3图 ! 之  4 在 ∀1 29

年的报告中被描述为
“

单刃刮削器
” ,

笔者认为归人带凹 口刮削器更好
/

标本 <
/

 7 8 3图
! 之 4在 ∀1 2 9 年的报告中被描述为

“
使 用石片

” ,

实际上也应归人带凹 口刮削器
。

它的毛

坯是一件两极石瓶

 
/

Η 刃刮削贵

这是原报告描述较多的一类石器
。

标本 >
/

  9 2 3图 ∀ 之 4是其中制作比较精致的

一件
。

它由小而薄的石片制成
,

加工痕迹集中在石片右侧
,

由背面向腹面打击
,

形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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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下面谈谈本文作者的看法
。

∀
/

石器的时代

小长梁石器埋藏在一套厚层的褐黄
、

灰 白
、

灰绿等颜色的砂
、

砂质粘土和粘 土 相间

的河湖堆积中
,

上面覆盖的地层超过 7。米 3最上为 2一巧 米的晚更新世黄土 4
,

与石器

共生的动物有 1 属 ∀9 种 6
银狗 3场二≅; Χ>

/

4
、

古菱齿象 3>; .二−. 口。Ι − Χ>
/

4
、

三趾马

3∋∗ >>;万。, Χ<
/

4
、

三门马 3ϑ宁
Δ Δ 5 Χ; , 二 ; − ?而

,
4

、

羚羊 3Κ ;
Λ? ..; Χ<

/

4
、

鹿 3+
? Β , Δ , Χ<

/

4
、

腔齿犀 3+ −Μ .−Ι 。 ,
。 6 <

/

4 等
。

原研究者根据地层对比和动物群性质
,

将遗址的时代定为

早更新世
。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大体上是合理的
。

不过
,

原研究者在 ∀1 29 年报告中根据遗

址西北约两公里的郝家台剖面的古地磁测定结果
,

认为小长梁石器工业的年代可能超过

距今 !9 9 万年
。

这个估计显然偏早了
。

因为小长梁的石器层位事实上高于郝家台古地磁

测定的层位
,

两者进行对比是勉强的
。

在 ∀1 2 8 年报告里
,

原研究者又根据李华梅等对小

长梁以东约一公里的东谷佗剖面所作的较为详细的古地磁测定
,

在没有对 ∀1 2 9 年所 提

出的年代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
,

将小长梁石器工业的年代改订为距今 ∀ 99 万年或稍大于

∀ 9 9万年
。

在笔者看来
,

后面这个估计比较切合实际
。

因为东谷佗和小长梁不仅在层位上

可以对比
,

而且两地出土的石器工业的性质是一样的3参见卫奇
“

东谷沱旧石器初步观察
/

一文
,

见本期4
,

实际上可能是同一个遗址的两个部分
。

总之
,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
,

小

长梁遗址的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之末或中更新世之初
,

绝对年代为距今 ∀ 99 万年左右
。

!/ 石器工业的技术水平

原报告在评价小长梁石器工业的技术水平时
,

较多地强调了原始性的一面
。

例如
,

认

为石器的加工比较简单
,

器型不复杂
,

等等
。

而对于这个工业所表现的一些进步性则用石

器使用了优质原料3隧石占小长梁石器原料的 1 多 以上4来解释
。

根据本文作者的观察
,

这个评价不够全面
。

如上述
,

小长梁石器工业在打片技术上已经达到比较熟练的程度
。

这表现在
6 对原料的利用率较高 5 不仅出现一些小的长石片

,

更有意义的是还 出现了修理

台面的实例
。

小长梁的石器类型已经相当复杂
,

它拥有多种形式的刮削器
,

有尖状器
、

钻

具和小砍研器
,

还可能有雕刻器
。

小长梁石器采用锤击法加工
,

一般石器的刃缘呈锯齿状
。

但同时也 出现了个别刃缘平齐的
,

如上述的直刃刮削器 3标本 <
/

  9 2 4和双端刃刮削器

3标本 >
/

  ∀ 4
。

这两件石器的刃部有可能是放在石砧上修理 出来的
。

至于小长梁石器工业是否
“当中把周口店时期飞跃过去了

“呢 Ν 本文作者认为
,

问题

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北京人石器工业的问题
。

这里
,

引用步 日耶 3ΟΒ ?Δ .
,

∀1 8 , 4  9 年前的

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
。

这位法国史前学家在观察了北京人石器工业之后指出
6

“

周口店的工业就是这样
,

有许多特点在法国只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有的
。

虽然从

地质学的观点看来
,

周 口店的工业是比较古老的
。

劣质原料使得周口店石器制作者发现

了两极打击法
。

这种方法在西方仅在很特殊的条件下和很有限的地方使用
。

这种特殊方

法的发现可以得到通常是小的长石片和薄石片
,

这种长石片工业常使我们认为
,

在法国说

来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东西
, ’

3Ο
Β ? Δ .

,

∀1 8  4
。

六十年代初
,

本文作者曾参加北京人石器的整理工作
。

这是在裴文中
、

贾兰坡两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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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指导下的一次系统整理工作
,

投人了不少人力
。

通过整理
,

我们发现步 日耶的观察结果

是符合实际的
,

北京人石器工业确实具有不少进步性质
。

例如
,

石器类型就很复杂
。

除了

砍研器
、

石锤
、

石砧等粗大工具外
,

还有加工比较精细的刮削器和尖状器
。

刮削器又可以分

直刃
、

凹刃
、

凸刃
、

多边刃
、

似圆头
,

盘状等类型
。

另外
,

还出现了雕刻器
、

砧具等特殊类型
。

各类石器中
, 以刮削器的数量最多

。

从石器的尺寸来说
,

小型的 占了绝大部分
。

本文作者

觉得
,

今天小长梁石器工业所面临的问题
,

与当年北京人石器工业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同样

的性质
。

小长梁石器的原研究者已经指出
,

小长梁石器工业在技术上属于以北京人石器为代

表的华北小型石器传统
,

而且是北京人石器的先驱
。 笔者赞同这个结论

。

同时
,

还可以

补充一点
6 北京人石器工业在继承小长梁石器工业的基础上

,

在不少方面又有新的发展
。

小长梁石器工业从技术和类型上都没有超过其后的北京人石器工业
。

本文是在卫奇同志鼓励下写作的
,

李炎贤同志提供法文译文
,

杨明婉同志绘图
,

笔者

谨向他们致谢
。

3∀ 1 2 , 年 8 月 ∀ 日收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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