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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人化石地点第二次发掘简报
6

张 森 水 周 春 茂
7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6 7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6

关镇词 大荔 8 似肿骨鹿 8 旧石器

内 容 提 要

对大荔人化石地点进行再次的发掘
,
不仅发现了新的文化层

,

而且在含大荔人化石层中

找到了 !∀ 件石器和一些哺乳动物化石
,

为探讨
“
大荔人

”

文化的性质及其时代提供了有意义

的资料
。

 9 ! 年秋
,

对大荔人化石地点的首次发掘
,

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

所得的重要材料已研

究发表
。

为了获得更多的文化遗物和其他科学资料
,

以便进一步地研究其石器特点
、

文化

性质和年代问题
,

于  ! 。年秋对该地点进行第二次发掘
。

发掘工作在含大荔人化石地点

进行
,

即野外编号 9 ! : : ; % 地点
,

由原发掘坑向东及向东南延伸
。

发掘面积长约 < 米
,

上

部宽约 < 米
,

下部宽为 一∀ 米
,

主要发掘层位是第 <
、

∀ 和 层7吴新智等
,  9 6

,

所发掘

的地层的岩性已有记述
,

不另赘述
,

仅作两点补充
=

7#6 在这次发掘区内
,

第 层堆积物分

选好
,

大体水平
,

厚度波动小
,

厚为
3

∃一
3

米 8 7∃ 6 第 层沉积物
,

由上向下渐变硬
,

在发

掘坑的东南侧第 层之底部与第 ∃ 层之顶部的中间有一层以小砾石为主胶结成的
“

钙板
刀 ,

最厚约 : 厘米
,

无遗物
。

此层
“

钙板
刀由东南向西北渐变薄

,

在发掘坑中部消失
。

这次发掘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

发现了新的文化层
,

在含大荔人化石层中
,

找到了 抖

件石器和一些哺乳动物化石
。

对  ! : 年秋发掘所得的材料作了初步的研究
,

现将主要线

果
,

分层扼要地报道如下
。

一
、

第 < 层发现的化石和石器

7一 6 哺乳动物化石

从此层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
,

计二种
。

野驴 7助
> “? ≅。二.+ + > ,

6 材料
= 三件右上颊齿 7∗

咬

一Α
Β
6
。

似肿骨大角鹿 7<
: : 。。Χ Δ / & Ε

+ / Φ
3

Γ
Δ / ≅夕+ ?Ε+> ?

6 残右角一件 7图版 Η
,

∃ 6
,

主干短而扁
,

#6 这次发掘工作由吴新智同志负贵
, 赴地点介绍了  9! 年发掘的情况

, 因工作需要返京
,
而由张森水主持其事 8

半坡博物馆的周春茂同志
、

县文化馆的张青山同志和本所的郑清本同志参加工作 8 大荔县委宣传部
、

县文化局

和文化馆给予这次发掘工作以大力的支持 8 图版系王哲夫同志摄制
。

作者向以上同志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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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面呈椭圆形
。

眉又已残
,

由残断面看
,

紧靠角环
,

斜向伸出
。

由角环上缘上行 <: 毫

米处
,

主干变成掌状面
,

宽 ;9
3

< 毫米
,

厚为 ∃<
3

< 毫米
。

由其形态看
,

与周 口 店第 地点的

扁角肿骨鹿 7反理
/ + Ε + , Φ#Δ 5

+ ##Δ

匆6 的角差异较大 7∋& .#≅ Δ
ΕΙ Ι & ϑ≅

Δ Ε
山山

, Γ
3

Κ Γ& .
,

Λ
3

&
3 ,

ΜΧ 斗#6
,

也不象河套大角鹿 7<
3

+ ΕΙ +万Δ Ν > 8
6 7Ο−

> #& 等
,

 ∃ ! 6
,

而与周口 店第一地点的肿

骨大角鹿 7<
3

户
Δ /人, +、,

?
6 的 Ο 型角相似 7Π

+ > Ν Χ
,

&
3

&
3 ,

 犯 6
。

7二 6 石 器

共 件
,

系此层首次发现的遗物
,

其中包括石片
、

石核和工具7表 #6
,

分述如下
=

表 第 < 层石器分类侧Θ 的统计

卜Ρ
类别

Σ
石 核

Τ
锤击石片

⋯
。# 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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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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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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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上生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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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 长度
、

宽度和厚度单位为毫米 8重量单位为克 8角度单位为度
,

下同
。

3

石核

7#6 锤击石核 仅一件
,

即 ⊥ < < ! ∃ 号
,

略呈立方体
,

沿三个方向打片
,

是多面体石核

7图版 Ν
,

∃ 6
。

其台面均为自然面
,

有集中的打击点
,

清晰的放射线
,

半锥体阴痕不显
,

在

工作面上遗有梯形石片疤
。

依其人工特征
,

它系用锤击法打片后的石核
。

其台面角均已

超过 : : “ ,

表明从其上不易再生产可用的石片
。

7∃ 6 砸击石核 二件
,

均呈四棱锥形
。

其一各面均遗有长薄的石片疤
,

它的一端

尖
,

可见砸痕
,

另一端则不显 8 另一件两端可见砸痕
,

三个面遗有石片疤
,

另一面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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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
3

石片

六件
,

其中包括残片一件及整石片五件
。

石片台面有打击的
、

自然的
、

半打击半自然

的和修理的
。

石片角最锐者为 ! 。 ,

最钝者为 ∀ 。 ,

打击点比较集中
,

半锥体微凸
,

其背

面有浅平的和细碎的石片疤
,

台面后缘可见打击点
。

依其人工特点
,

可以判明
,

它们是锤

击石片
。

其形态多不规整
,

但有一件呈长方形 7Γ
3

< , ! 号 67 图版 Ν
,

Η6
,

也是最大的一

件
,

台面小而呈梯形
,

其上有清楚的修理痕迹
。

它的打击点集中
,

半锥休微凸
,

背面石片疤

浅平
。

3

工具

7#6 刮削器 其一是端 刃刮削器 7Γ
3

< < ! ∀ 号6 7图

版 Ν
,

< 6
,

是用隧石小石块做的
,

遗有水磨痕迹
。

其刃 口

在毛胚较宽的一端
,

系向破裂面加工
,

被修理成微内凹的

平端刃刮削器
,

刃钝
,

刃角为 ! ! 。 。

另一件 7Γ
3

, < ! < 号 6

是横刃刮削器
,

是端 刃刮削器的一个变体
,

刃口在台面的

相对的一端
,

刃 口宽度超过长度一倍以上
,

故名
。

它也是

向破裂面加工而成的
,

刃 口较锐
,

刃角为 ; “ ,

刃缘呈波

纹形 8其顶端由右向左斜向打了一下
,

遗有一个似雕刻器

的刃 口7图版 Ν
,

∀ 6
。

7∃ 6 尖状器 一件 7Γ
3

< < ! ; 号 6
,

系用石片做成
,

其修理工作粗糙
,

左侧边有简单的打击痕迹
,

刃缘呈波纹

状
,

右侧加工痕迹见于中上部
,

左右侧相交而成尖刃
,

尖

刃稍残7图 #6
。

其右下部有明显的砸痕
,

两面均有
,

使右

侧下缘呈不规则的曲线形
。

图 # 大荔人地点第 <

层尖状器

Γ + .Ν Θ ΦΕ + 1 ,Δ _ & Ε < + Φ ⎯Δ ]

Α Δ Ν ?.Θ &

7三 6 小 结

3

此层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不多
,

可鉴定者有似肿骨大角鹿和野驴两种
。

这在地层

研究上是有意义的
。

∃
3

打片用两种方法
=
锤击法和砸击法

,

在锤击石片中有一件修理过的台面
。

3

在工具中有刮削器和尖状器两类
,

都是向破裂面加工的
。
修理工作较粗糙

,

刃缘由

折
。

二
、

第 ∀ 层发现的化石和石器

3

动物化石

这也是大荔人地点新发现的含石器和化石的层位
。

化 石 不 多
,

有 斧 足 类 河 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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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Ν .+ Ν

.ΙΔ
。

6 的化石
,

且多较完整 8 真骨鱼类脆科 7ΟΔ ΧΕ .Ι Δ& 户 的胸鳍一件
。

在哺乳类化石

中
,

有些无法鉴定的碎骨
,

还有一件赤鹿的左角 7// 。
“ , ‘朋ΔΙ 朗价6

,

主干大部残
,

眉叉稍

残
,

第二叉基本断残
,

现长 <: 毫米7图版 Η
,

: 6
。

此外
,

还有小哺乳动物股骨一段
。

∃
3

石器

四件
,

包括石核
、

断片各一件
,

石片二件
,

原料均为石英岩
。

7#6 石核 呈多边形 7Γ
3

< < !9 号6 7图版
3

9 6
,

系多向打片的结果
,

曾由其上打下

过可用的石片
。

由各工作面上石片疤叠压关系看
,

最先以砾石面作台面
,

继之将石核转
 : 。 ,

以原工作面作台面再进行打片
。

由其上有集中的打击点可知它是锤击石核
。

7∃ 6 石片 其一呈梯形
,

另一呈三角形 7Γ
3

< < ! ! 号6 7图版 Ν
,

; 6
。

它们均为自然

台面
,

有集中的打击点
,

小而微凸的半锥体
,

背面石片疤浅平
,

应是锤击石片
。

那件残片也

可能归于其中
。

3

小结

本层出土的赤鹿化石
,

早于第 < 层的似肿骨大角鹿化石是很有意思的
,

此前无这样层

位关系的记录 8 石器很少
,

可知用锤击法生产石片
。

三
、

第 层发现的化石和石器

这是含大荔人化石的层位
,

发现材料比较丰富
,

在化石中有斧足类河蚌科 7] Ν .+ Ν. Ι Δ& 6

完整的化石多件
、

草鱼 7ϑΘ + Δ∗ ≅ΔΕ _ΝΧ +Ι +Ν ?Γ
3

6 喉齿一件和多种 哺乳类化石 8 发现石器超

过以往的一倍
。

此外
,

还发现一些炭屑和一块红烧土块
。

这些均经搬运
,

是否是用火遗

迹
,

目前无法断定
。

7一 6 哺乳动物化石

保存不好
,

有大量的碎骨
、

一些单个牙齿
、

残的下颇骨和偶蹄类的角
。

化石的石化程

度相当高
,

表面呈淡黄或深黄色
。

有些标本上可见类似烧灼的黄褐色斑点
,

经化学分析
,

非烧灼所致
,

而是氧化铁的污染
。

哺乳动物化石鉴定结果如下
=

助鼠 。Φ, : <户
Δ #ΔΜ ? ∗

3

6 门齿两件
。

河狸 7/
Δ , α+ Ε ?∗

3

6 右上残门齿一件 7图版 Η
,

; 6
。

古菱齿象 7ΓΔ #Δ &+ #+Μ +Ι +Ν ?Γ
3

6 左下第二乳齿一件
,

长 ∃:
3

,

宽
3

! ,

冠高 ;
3

! 毫米

7图版 Η
,

! 6
,

为国内未见记录的标本
。

还有一些釉质层约为 毫米的臼齿残片
。

马 7匆
““ 8

?Γ
3

6 十余件上
、

下颊齿
。

从尺寸和形态上看
,

有些接近三门马7)
3

?“。。[

Ν .& , 了., 6 7图版 Η
,

斗6
,

也有一些接近普氏野马 7石
3

户二
。。Δ #?天夕.6 7图版 Η

,

< 6
。

均 鱼化石系请本所周家健同志鉴定的 7下同6
,

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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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 7/+ &# +Ι
口,

。
?Γ

3

6 残上颊齿一件
,

表面折皱发育
,

可能接近披毛犀 7/
3

。。六宁“.ΘΔ 价6
。

牛 7Ο+
β记Δ& Χ &Ν

3

。Θ ?Γ
3

.Ν Ι&Θ
3

6 几件残颊齿和一件十分破碎 的下领骨
。

普氏羚羊 7χ
Δ α + ##Δ ΓΕα

。, 。 <反夕.6 左下领骨一段7附连 ∗ 一Α
#

6
,

其 ∗ ,
的下后尖与下

前尖相联成一内壁 7图版 Η
,

6
。

羚羊 7‘Δα 胡
。

?Γ
3

6 右角一件 7图版 Η
,

6
,

顶端稍残
,

外侧面亦略有破损
。

现长  ;

毫米
,

角基部前后径为 ∃ 9
3

< 毫米
,

表面有沟和棱
,

横断面呈椭圆形
。

由角基部向上微向后

斜
,

且缓缓变细
。

从形态和测量结果来看
,

它与普 氏羚羊角不同
,

后者角大
,

角的弯曲度也

大
,

其中
、

上部变细的幅度也比这件标本大
。

限于材料
,

暂不定种
。

似肿骨大角鹿 7?.Ν
+ , &Χ Δ// 。, /Φ

3

ΓΔ 动_

ς
6 残右角一件 7图版 Η

,

#6
,

在形态上

与第 < 层者相仿
,

但要粗大得多
,

在 角环处
,

前后径为 ;∃ 毫米
,

左右径为 ;: 毫米
,

上行至

∃ :: 毫米处
,

呈板状
,

厚为 ! 毫米
。

由此可见
,

它也具有主千短的特点
。

其显得粗壮
,

可

能代表一成年个体
。

大角鹿 7?Θ’Ν 口1 +

ΧΔ “Ε+
,

?Γ
3

6 右下颇骨一件7图版 Η
,

 6
,

基本完整
,

下颇体较长
,

稍仲

厚
,

Α
Β

下厚度为 ∃! 毫米
,

与丁村的大角鹿 70#’。, 咭
Δ
“Ε+ , ?Γ

3

6 的下领 骨 相 仿 7裴等
,

 < ! 6
。

此外
,

还有残下领骨等多件
。

鹿 7ϑ
&Ε Θ, “ 8 ?∗

3

6 残角二件
。

7二 6 石 器

主要是用石英岩和隧石做的
,

还有石英和安山岩等原料
,

均可在同层的砾石中找到
。

石器的分类及有关的统计资料可参阅表 ∃ 和
。

表 ∃

砸击

第 层小石块
、

石核和石片分类
、

测Θ 的统计

石石英岩岩

越越 石石

石 核 石 片

小石块
类别

总计
锤击 锤击 砸击 断片 # 半 边 3 整边

甲斤日李译万匡率一些一Σ全二
∃ 9

。

!

长长 度度 ;
。

呼呼
3

::: ∃ !
。

;;; ∃ ∀
3

;;; !
3

;;;;; ∃
3

∃∃∃
3

∃∃∃∃∃

宽宽 度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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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核

∃ ∀ 件
,

因打片方法之不同
,

分属锤击石核和砸击石核两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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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锤击石核 均较小
,

形制不规整
,

就中可再分两型
。 Η 型单台面石核

,

利用率低
,

基本上不改变砾石的原貌 8 Ν 型多台面石核
,

利用率稍高
,

呈不规则的多边形
,

如 Γ
3

< < !  

号7图版 Φ#
,

9 6
。 Ν 型石核亦多自然台面

,

打击者较少
,

未见有清楚的修理过台面的标本
,

台面角多为 < < “

一 :
“ ,

打击点集中
,

半锥体阴痕浅凹
,

工作面短宽
,

其上的石片疤多不

规则
,

少数呈梯形或三角形
。

7∃ 6 砸击石核 呈多棱柱形
,

两端可见砸痕
,

上端锐或尖
,

下端较钝
,

遗有剥落碎屑痕

迹和放射线
。

在石核几个面上可见长方形的石片疤
,

如 Γ
3

<<  号7图版 Ν
3

6
。

∃
3

石片

∃ ∃ ; 件
,

占该层石器总类的 < 多
,

亦因打片方法之不同
,

可分为两类
。

7#6 锤击石片 情况较复杂
,

有较大而薄的残片
,

由尾端无破损和背 面 石 片疤 性 质

看
,

虽然作为锤击石片诸人工特点缺失
,

仍可归于此类中 8 半边石片系原料性脆易裂受重

击所致
,

石片沿纵向裂开
,

仅存原石片的一半 8 完整石片只指诸人工特点无缺地保存的标

本
。

完整石片占石片总数的 ∀ 9
3

9 外
。

多长大于宽
,

宽大于长者占 9
3

;多
,

长宽指数为 9 9
。

自然台面的石片占 <  3 ∃ 外
,

打击者次之
,

占 ∃ 
3

;多
,

可能是修理台面的石片只占 <
3

< φ
。

石

片角为 9∀
。

一 ∀ : “ ,

但多数为 : : “

一 : “ 。

其上打击点清楚
,

半锥体小而微凸
,

放射线稀

疏 8它的背面大部保留自然面者约占 # Ξ
,

其余标本背面有多块不平的石片疤
,

因之
,

显得

厚
,

宽厚指数 。为 ∀∀
。

大多数石片形制不规整
,

只有少数是呈三角形或梯形的
,

显得较长

薄
,

如 Γ
3

< <  ∀ 号 7图版 Ν
,

6
,

可见使用痕迹
。

7∃ 6 砸击石片 有两种情况
=
其一形似石叶

,

没有台面
,

一端有砸痕
,

背面有平远的

石片疤
,

类似中国猿人遗址的一端石片
,

如 Γ
3

< <  ∃ 和 Γ
3

< <  号 7图版 Ν ,

γ 和 ∃: 68

另一类是一端尖的较大的石片
,

最大者长达 ; 毫米
,

砸痕以尖端为中心呈放射状
,

遗有

放射线和浅平的石片疤
。

这是与常见者稍异的一种砸击石片
。

3

工具

; 件
,

分为四类
,

刮削器
、

尖状器
、

石锥和雕刻器
。

各类工具详细分类见表
。

7#6 刮削器 数量多
,

占工具的 ;!
3

 多
,

是工具组合的主体
。

本类工具主要是用石

片做的
,

长度多小于 ∀: 毫米
。

它们均用锤击法修理而成
,

但使用了多种方式
。

多数刮肖]

器加工粗糙
,

刃口不平齐
,

刃缘呈波纹状
,

显得
“

个性”强
。

其刃口 多较锐
,

刃角超 ! : “

的钝

刃刮削器约占 关
。

这类工具可分四组
,

以单刃组为基础
,

较大型工具均属之
,

其中单凹刃者占比例较高
,

且常见钝刃
。 ∗

3

< <   号
、

Γ
3

< <  9 号和 Γ
3

< ,  ! 号 7图版
,

!
、

: 和 ∃ 6 前两件为石

英岩石片做的大型的单直刃刮削器
,

后一件则较小 8 Γ
3

< ; : 号和 Γ
3

< ;。。号 7图版 Ν
,

 

和 ∀ 6 前者是较大的单凸刃刮削器
,

后者是小型的 8 Γ
3

< ; : 是单凹刃中修理较好者7图

版 Ν , 9 6
。

两刃组和多刃组数量不多
, 加工亦稍逊色

,

其中 Γ
3

, ; : ∀ 号7图版 Ν
,

劝是加

6 宽厚指数二璧宽度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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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较好的
。

端刃组加工较好
,

形制规整
,

如 ∗
3

< ; : ∃ 、 Γ
3

< ; : ;
、

Γ
3

< ; : 9 号 7图版 Μ#
,

∃ 、

!
、

∃ 6
,

分别代表不同的三型
。

7∃ 6 尖状器 基本上是小型工具
,

是工具组合中的重要类型
,

占工具的  
3

9 多
,

系多

用石片制成
。

本类工具修理较好
,

类型相对稳定
,

可再分为正尖尖状器和角尖尖状器两

类
。

正尖尖状器是尖状器中的主要类型
,

两侧经修理并相交于毛胚中轴的一端而生成尖

刃者均属之
。

这类工具均为锐尖型
,

但尖刃有长短之别
。

其修理工作差异较大
,

有两侧长

边均加修理
,

呈双凸刃或双斜刃相交成锐尖的 8 少数标本一侧作细致修理
,

另一侧只有局

部或仅在尖刃部有加工痕迹的
,

较前者逊色
。

因其尖刃均较锐
,

尖刃角相对稳定
,

基本上

小于 9 : “ 。

其侧刃钝锐殊异
,

但多为 ;:
。

一 9 :
。 。

在 同一件标本上
,

两侧刃钝锐常是不对称

的
。

Θ [ 一一一
Ψ Υ Θ 长

图 ∃ 大荔人地点第 层

的尖状器
Γ + .Ν Θ ΦΕ + 1 肠_& Ε 3 Φ

Η6Δ #. Α Δ Ν ?.Θ&

侧边修理细致
,

端边加工则稍差
。

其余则稍逊一筹
。

本类工具加工方式多样
,

以向背面加工为主
,

超过半

数
,

如 Γ
3

< ; : ! 号 7图版 γ
,

∃ ∀ 6
,

还有错向修理的
,

复向

加工者亦有所见
,

对向加工仅有一例
,

即 Γ
3

< ; : 号 7图

∃ 6
。

它的尖刃短而壮
,

从侧面观
,

其两侧为小面
,

各自作

对向加工
,

但左侧至尖刃近处改向背面加工
,

从而使尖刃

呈三棱形
。

由于用此方式修理工具
,

致使侧刃甚钝
,

使器

身背部明显地隆起
,

显得相当厚
。

角尖尖状器 ∀ 件
,

均用断片制成
,

且都是端侧边修理

并相交成尖刃的
,

在左上角和右上角者各有两件
。

其尖

刃短而锐
,

但尖刃角大
,

均超过 ! : 。 。

从它的加工痕迹看
,

在本类工具中 Γ
,

< ; ∀ 号 7图版 Ν
,

; 6修理工作较好
,

7 6 石锥 数量不多
,

多以断片制成
,

是很小的一类工具
。

依其形态
,

可分两类
= 长

尖石锥和短尖石锥
。

长尖石锥器身稍长
,

长大于宽
,

两侧有修理痕迹
,

至中部重击
,

使上部

明显变窄
,

再加以细修
,

制成长而壮的尖刃 8 短尖石锥器身短宽
,

宽大于长
,

在毛胚的一端

的两侧作重击加工
,

使其两翼凹人
,

中间生成一个短尖刃
,

状若龟头
,

如 Γ
3

< ; ∃ 号 7图版

Ν , ∃ ∃ 6
。

它系向背面加工而成
,

尖刃角为钝角
。

7的 雕刻器 系一类小工具
,

占工具的 ;3 !多
。

依其形态和加工方式可分三类
=
笛嘴

形
、

平面和角雕刻器
,

主要是用断片制的
,

部份这类工具的侧边也曾做过修理
,

可兼作刮削

器用
。

笛嘴形雕刻器是 这类工具的主体
,

常见的是在毛胚的一端左右互击
,

使加工的一端生

成一个凿子形的刃 口
,

个别标本在原先的一个斜面上再将另一侧打 出个雕刻器小面
,

同样

生成一个凿子形的刃口
。 Γ

3

< ; : < 号 7图版 Ν
,

 6 就是其中之一
,

其一侧边也曾作过修

理
。

此外还有平面雕刻器
,

其加工方式是先由顶向下打击
,

而后由雕刻器小面之顶端横向

打击
,

从而在侧角上生成凿子形的刃口
。

角雕刻器刃口亦在侧角上
,

但其加工程序与前一

类相反
,

即先横向打击
,

而后由侧顶垂直打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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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束 语

 ! : 年大荔人化石地点第二次系统发掘的主要收获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3

新发现了两个含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层位

—
第 < 和第 ∀ 层

。

虽然从中发现材料不

多
,

有两方面的意义不可忽视
。

其一反映了
“大荔人

3
文化的延续

,

表明在“大荔人
3 以后仍

有古人类在此间活动
,

在我国旷野类型的地点中
,

在一个地点内发现三个含文化遗物的层

位尚无先例
,

对研究文化发展是有意义的 8 其二
,

似肿骨大角鹿的 Ο 型角发现于含赤鹿化

石的上一层
,

为探讨肿骨大角鹿生存时间的上限提供了有意义的资料
。

∃
3

在第 <
、

∀ 和 层中曾发现丰富的
、

完整的河蚌科化石
,

砂层和砂砾层具水平层理
、

砂砾磨圆度和分选好
,

属于水流缓慢或较静的沉积环境
。

这样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原始人

生存
,

为当时人提供水源和石器原料
,

还可向河采食及有依岸狩猎之便
。

3

在这次发掘中
,

从第 层中找到了一些新的哺乳动物化石
,

如普氏羚羊残下领骨
、

一件未定种的羚羊角和盼鼠门齿等 8 另外
,

为过去已发现的哺乳动物种属增添新资料
,

如似

肿骨大角鹿的角
、

河狸的门齿和古菱齿象的乳齿等
,

但上次发现的猪化石这次则未见到
。

∀
3

第 层哺乳动物化石既有接近周口 店期的
,

如似肿骨大角鹿和似三门马等
,

也有黄

土期常见的
,

如接近野马和野驴的化石及普氏羚羊化石等
。

由此似可推测
,

含大荔人化石

的地层时代要晚于 中国猿人遗址
,

大体与周口 店第 巧 地点相当或稍晚
,

属旧石器时代中

期的早一阶段
。

第 ∀ 和第 < 层在时代上无疑晚于第 层
,

但仍属旧石器时代中期
,

第 < 层

发现似肿骨大角鹿化石应是其证据之一
。

<
3

含大荔人化石层发现的石器有以下的一些特点
=

7#6 做石器的原料简单
,

仅四种
,

主要是石英岩和催石
。

石片和石核主要是用石英岩

为原料
,

占 ; 
3

9并
,

以缝石为原料者只占 ∃∃
3

关 8工具则多用隧石制成
,

占 ! ∃
3

<关
,

而用石

英岩制成者只占 :
3

多
。

7∃ 6 打片用锤击法
,

偶用砸击法
。

锤击石核体小
,

形制不规则
,

多 自然台面
,

利用率不

高
,

其上石片疤细碎不定形者多
,

规整者少 8 石片多是小型的
,

比较厚
,

以打击台面居多
,

形

态亦多不规整
,

三角形和梯形石片不多
。

石核和石片均显得粗糙而又多样
。

7 6 工具多用石片制成
,

占 9:
3

; 多
,

大量使用断片是其重要特征之一
,

但也有相当数

量的工具是用块状毛胚做的
,

占 ∃ 
3

∃多
。

总的来说
,

它是以石片工具为主的工业
。

7⎯ 工具组合以刮削器为主体
,

占工具总数的 ;!
3

 多
,

其次是尖状器占 !
3

!多
,

雕翅

器 占 ;
3

! 沁
,

石锥占 ∀
3

φ
,

至今未发现砍砸器和石球
。

在刮削器中未见盘状器
,

凹刃刮前

器占比例较高颇具特色
。

7< 6 工具基本上是小型的
,

长度在 ∀: 毫米或重 量 在 ∃: 克 以 下的 小工 具 分 别 占

 :
3

<多或  
3

多
,

中型工具很少
,

即长度在 们一;: 毫米或重量在 ∃ 一<: 克者分别占 !
3

; 务

或 ;多
,

超过者为大型工具
,

只占 :
3

!沁
。

7; 6 工具的加工方式以向背面加工为主
,

复向加工
’〕和向破裂面修理者居相仿地位

、

⎯ 这里指狭义的复向加工
, 即不包括胜刻器的加工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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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向加工偶被使用
,

对向加工仅一例
。

对向加工实际上还要多一些
,

有些一侧对向而另一

侧单向修理者则归复向加工之中7有关加工方式的详细情况参阅表 加工方式栏6
。

79 6 工具的修理工作相当粗糙
,

其形态各不甚相象
,

显得
“

个性
”强 8 其刃口多不平齐

,

钝锐均有
,

以锐者居多
,

大多数工具的刃角为 ; : 。

一 9 : “ 8 它的刃缘常常是曲折的
,

呈波纹

状或多缺口 状
。

7?6 在刮削器中单刃工具多于复刃工具 7包括两刃工具和端刃组中侧边有修理的工

具 6
,

前者占 ;9
3

<外
,

后者占 ∃
3

<多 8 就单边刃工具言
,

刃口在左侧者多于在右侧的。 ,

前者

占 <  3 ∃ φ
,

后者 占 ∀:
3

! 务
。

从整体上看
,

左刃和右刃工具比例差约为 : φ
,

能否显示出

工具在使用方式上的意义
,

尚待进一步工作
。

7 6 在石器中约有 # Ξ 的标本可见不同程度的水磨痕迹
。

在工具中
,

有少数标本曾

做过两度加工
,

可能意味着比
“

大荔人
”
稍早的时代此间尚有古人类劳动

、

生息着
。

7 :6 由对  !: 年发现的石器的初步研究
,

可以看到一些问题尚需深人探索
,

例如 =

石核
、

石片和工具用料的不协调
,

对水磨标本的认识
,

对水磨后再加工标本的意义
,

石器的

粗糙
、

多样和技术上的原始以及其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的地位等
。

对于这些问题
,

我们打

算在研究完全部发现于大荔人化石地点的石器以后
,

再加以讨论
。

7  < 年  月 # 日收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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