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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径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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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的材料来自甘肃省平凉地区径川县的两条黄土冲沟
—

牛角沟和合志沟
。

它们

是近年来该地区发现的几处旧石器地点中的两处
。

从牛角沟地点发现了一件人类头盖骨
、

一

些石制品和零星的哺乳动物化石
。

从合志沟地点则采集到一些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
。

两个

地点的地质时代均属于晚更新世
。

一
、

地 层 和 时 代

径川县位于陇东黄土高原的南端
。

由六盘山东麓发源的径河横贯全境
,

至陕西省均

长武
、

那县一带汇合了众多的树枝状分布的支流之后
,

折向东南
,

最后在关中盆地注人渭

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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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沟是径河左岸的一条冲沟
,

离河床约 6 ∗∗ 米
,

与较大的东沟汇合后向南 汇 人 径

河
。

石器地点正好处在两沟汇合的三角地带
。

这里在径川县城 7 ! “ #。
‘

∋
, ∗ : “ # #’; 8东

约 ! 公里
,

属径明公社白家大队 白家源生产队
。

合志沟是径河右岸的一条冲沟
,

石器地

点位于冲沟的上段
,

在径川县城南约 ! 公里
,

属城关公社7图 ∀8
。

根据刘玉林观察
,

两个地点的地层出露情况可以用牛角沟剖面为代表 7图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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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河床砾石层 9

,
1

马兰黄土
,

时代可能为晚更新世后期 9

6
1

灰褐色砂质粘土
,
含石器

、

人类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
,
时代为晚更新世 9

1

含古土壤的红色土 7离石黄土 8
,
时代为中更新世 9

#
1

肉红色粘土7午城黄土 8
,
时代为早更新世 9

1

紫红色岩石
,
时代为白至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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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地区的地层对比和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
,

两个地点含旧石器层位的时代可考

虑放在晚更新世
。

二
、

人 类 化 石

发现的标本为一不完整的人类头盖骨 7图版 − 之 8
,

出土时已裂开多块
。

它包括右

额骨鳞部一小片
、

右顶骨的大部
、

较完整的右颗骨
、

枕骨的大部和左顶骨的一小部
。

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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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淡褐色
,

有一定程度的石化
。

颅外骨缝包括矢状缝
、

人字缝和顶颗缝等
。

前二者的缝纹比较复杂
。

顶孔有两个
。

顶

孔间区不凹陷
。

矢状缝在顶孔间区段已愈合
。

由于此段骨缝一般是在 #∗ 一∗ 岁之间愈

合的
,

因此确定该头盖骨属于一青年个体
。

与上述相对应的颅内各骨缝完全未愈合
。

颅内壁上
,

蛛 网膜粒压迹不显著
,

脑膜中动

脉沟清晰可辨
。

前枝大于后枝
,

这是智人脑膜中动脉分枝的特征
。

颗骨鳞部上缘呈弧形
,

与现代人的无差别
。

颧弓仅保留根部
。

由颧弓根部
、

颖乳突部

都比较纤细
、

头盖骨表面比较光滑
、

肌峭附着处不明显
、

枕部较圆钝
,

颅容量似乎较小等特

征来看
,

这个头盖骨有较大可能属于女性个体
。

两星点和人字点在头盖骨上完整保存
,

可测出两星点间距为 ∗
1

: 厘米
,

星点至人字

点间距为  
1

厘米
。

这两个数值不大
,

在女性中比较多见
。

在乳突上方
,

头颅的侧壁平坦

而陡立
,

这一特征与山顶洞人 ∗# 号头骨有某些相似
。

颗鳞的位置高低
,

可借下述方法表示
<
测量由颗线至矢状缝的最短距离和由颖线至

顶颖缝的最短距离
。

然后
,

从对比中得出答案
。

在甘肃平凉的标本上
,

上述两个最短距离

分别为 =6 7右 8和 !∗ 7右 8毫米
。

相应的最短距离在资阳人为 = 和 毫米 7依吴汝康
,

 ! :8
。

前一数值与资阳人接近
,

且与现代人女性标本 7根据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肝

收藏的第 号标本 8也相同
。

甘肃平凉头盖骨的骨壁薄
,

不存在因加骨 9 鼓板不厚 9无枕骨圆枕 9 有枕外隆凸
,

这在

现代人头骨上是一个有意义的形态结构
。

综上所述
,

甘肃平凉的人类头盖骨代表一个#∗ 岁左右的女性青年个体
。

它在人类进

化系统上处于晚期智人的地位
。

它所显示的人种方面的特征与蒙古人种相符
。

三
、

石 制 品

本文观察的石制品标本共 55 件
。

其中石核 # 件
,

石片  件和石器 : 件。。
原料以

石英岩为主
,

脉石英等为次
。

它们均产 自当地的河流砾石层
。

7一 8 石 核 和 石 片

石核 均为锤击法打击
。

标本 :6 ∗ ! 7牛角沟8和 : 6 ∗ 6 7牛角沟87图版 ? 之 5 和 对是

两件近似球体形的石核
,

其上都保留有小范围的砾石面
。

打片从多个台面进行
。

根据石核

上片疤所显示的打击点集中
、

打击抱阴面显著等特点观察
,

打片采用了石锤直接打击的技

术
。

在石核上虽然看不到修理台面的痕迹
,

但从保留的片疤中有不少是长而形状规整的

来看
,

打片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

石片 在  件标本中
,

锤击石片有 # , 件
,

两极石片有 6 件
。

锤击石片如标本 : = ∗ 

7合志沟8
, : = ∗ # 7牛角沟 8和 : = ∗ ! 7合志沟87图版 ? 之 6 , ∗ 和 8

。

它们有的以砾石面

8 本报告观察的标本均由平凉博物馆收藏
,
并采 用该馆的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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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台面
,

有的以片疤为台面
,

看不到修理台面的痕迹
。

不过
,

石片中有窄长而薄的
,

如标本

夕= ∗ 5 。 它们代表比较进步的打片技术
。

用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片7如合志沟的 :6 ∗ ! 号标

本和牛角沟的 : 6 ! 号标本
。

图版 Π 之 = 和 # 8 一般以脉石英为原料
,

石片两端有剥落

碎屑痕迹
。

7二 8 石 器

石器分砍研器
、

刮削器
、

尖状器和石球等类型
。

各类石器均采用石锤直接打击的技术

进行加工
。

砍折器 标本 5 ∗ ∗ : 7合志沟8〔图 之 7# 89 图版 之 ∀ ∀Ι 用石英岩砾石加工而成
,

重 : ! 克
。

加工的刃缘成一凸弧
,

刃角 =∗
。

一 : ∗ 。 ,

刃缘大部分由一面加工
,

但有 Θ 由两

面加工
。

标本 : 6 ∗ 5 7牛角沟 8【图 之 7 8 9 图版 之 ! 用石英岩石片加工而成
,

重 ! 克
,

是一件单面加工的小砍析器
。

标本 : ! 7合志沟 8〔图 之 76 8 9图版 Ρ 之 :Σ 用厚的隧石石片加工而成
,

重 #  6 克
。

刃缘呈凸弧形
,

由一面加工
,

大部分刃缘的刃角为 :∗
。

左右
,

加工痕迹比较精致
。

ΑΑΑ

图 石球和砍研器

石球 7: 6 ∗ 8 9

7 8
,

76 8 砍 研器 7!∗ ∗ :
,

: 6 ∗ !
,
丁! 8

( 0
∀Ν Γ 7∀8

Ν ? 7 3 Τ 0 ) ) 3 Β Γ
7#一6 8

刮削器 这是石器组合中数量最多的一类
,

均采用形状不规整的石片加工而成
,

尺寸

不大
,

加工工作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和粗糙
。

按照刃缘的形态
,

可以更分成凸刃的
,

如合志

沟的 : : ∗ 号和 : 5 ∗ 6 号标本【图 斗之 7 8 和 7Γ89 图版 之 = 和 Σ 9 凹刃的
,

如牛角沟



: 6 号
、 : = # 号和

之 6 , 5 , ∀ 和  Σ 9

75 8 9 图版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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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一
Υ Υ Υ 一Υ Υ Υ Υ Υ Υ

一
Υ 一一一Υ Υ 一

: ! ! 号以及合志沟 : ! ∗ 6 号标本 ς图 斗之 7# 8
,

直刃的
,

如合志沟 : = ∗

和图版 ? 之 Σ 等类型

号标本和牛角沟 夕!

7 8
,

76 8 和 7: 89 图版

号标本 ς图 6 之 7=8 和

在上述刮削器中
,

有一些7如标本 : ! ∗ 6 和

: ! 8 的刃缘是用陡直打击加工的
,

部分刃缘的刃角达到 5 ∗ “ 。

蔓黔黝
,

夕 # 厂功

图 6 刮削器
由 7 8一75 8< : : ∗ , : 6 , : = #

,

: ! ! , : 5 ∗ 6 , := ∗ , :!∗ 今
,

:!

. 3 Β Ν ϑ3 Β Γ

由 7 8一7!8<

图 ! 尖状器
: = , : ! ∗ :一 : 5 # = , : =∗ , : ! !

ϑ 0 ≅? Δ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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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状器 在本文描述的石制品中
,

尖状器是数量少而且不大典型的一个类型
。

如牛角

沟的 := 号
、 : ! ∗ : 号和 : = ∗ 号标本 ς图 , 之 7∀8

,

7# 8 和 76 89 图版 ? 之
,

# 和 ∀ Σ 也

可以归人刮削器的分类之中 9 而牛角沟 : 5 # = 号和合志沟 :! ! 号标本〔图 !之 7 8和 7! 8 9

图版 ? 之 : 和 !Σ 除了具有尖状器的特点外
,

在它们的一个尖端上还留有雕刻器打法的痕

迹
。

上述尖状器都是 用形状不规整的石片加工而成的
,

尺寸亦不大
。

石球 合志沟的 : 6 ∗ 号标本 ς图 之 7∀8 9 图版 Ρ 之 ∗ 用石英岩砾石加工而成
,

重  =5 克
。

除保留小块砾石面外
,

整个器身布满石锤打击的片疤
,

是一件多面体石球
。

7三 8 小 结

1

性质和特点

7∀8 牛角沟和合志沟的石制品以石英岩和脉石英等砾石为原料
。

生产石片采用了锤

击法和砸击法两种方法
,

以前者为主
。

打制石片的台面
,

或采用砾石上本来的平面
,

或采

用先前剥落石片的片疤
。

但是
,

无论在石核上还是石片上均看不到修理台面的痕迹
。

从

石核上的片疤和剥落的石片观察
,

打制石片已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

已能够生产出窄长而

薄的石片
。

7# 8 石器有砍祈器
、

刮削器
、

尖状器和石球等类型
。

它们多半用石片加工而成
,

这部

分石器的尺寸比较小 9也有用砾石加工而成的
,

它们的尺寸比较大
。

加工时使用石锤直接

打击的技术
。

主要从一面打击
,

也有一些砍研器
、

尖状器由两面加工而成
。

在各类石器

中
,

舌口削器的数量和式样最多
。

不过它们的加工工作一般比较粗糙
。

尖状器数量少而且

不大典型
,

但加工工作比较细致
。

刮削器和尖状器中有一些的刃缘很 厚
,

是用陡直打击的

技术加工的
。

石球是一种用锤击法打成的多面体
,

与蓝田
、

医河
、

丁村的石球接近
,

与许家

窑出土的经过
“

对敲 ”
工序而形成的正球体石球不同

。

#
1

时代和对比

径川县位于径河上游
。

这里 已发现的旧石器地点
,

除本文报道的牛角沟和合志沟以

外
,

还有  5 年报道的南峪沟和桃山嘴地点7张映文
、

谢骏义
,

 5 8
。

其次
,

是径川县东

邻的陕西省长武县窑头沟地点 7盖培
、

黄万波
,  5 # 8

。

这五个地点都位于径河流域
,

不仅

地理位置十分靠近
、

含旧石器的地层和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性质相同
,

而且所出土的石制

品的特征也是基本上一致的
。

因此
,

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地区的同一种文化
。

离这

里稍远的是甘肃省庆阳地区镇原县的黑土梁 7 ! ,

=’ ∋
,

∗ : “

时
,

; 8 和环县 的 刘家 岔

7 = “ #  ,∋
, ∗ : “ 0 =’; 8地点

。

黑土梁在陇东黄土高原的西部
,

是径河左岸支流洪河流经

的地区
。

从这个地点采集了普氏野马 7;宁Φ Φ , 户ΒΟ 3 留Ν ∀咬 , ≅8
、

披毛犀 7Κ
0 3 ∀0 Μ 0 二 , Ν Ν 。 , ≅宁Φ Υ

≅ΔΝ 石,
8 等化石和 件石制品 7甘肃省博物馆

、

庆阳地区博物馆
,  5 8

。

刘家岔地点在陇

东黄土高原北端
,

与径河处于同一水系分布区
。

这个地点出土了普氏野马
、

披毛犀
、

河套

大角鹿 7Ω
0 Ξ Ν ∀0 % 3 ,

。 0 , Μ 0 ≅Ν ? Φ , 8
、

普氏羚羊 7Ψ Ν Ο 3 ∀∀Ν ϑ
Β Ο 。。Ν ∀咬夕≅8 和鸵鸟 7.

, ΒΦ 动 ∗ Γϑ
1

8

等 种化石和 ∀
,

∗∗ ∗ 多件石制品7甘肃省博物馆
,  5 # 8

。

这两个地点含石器和动物化石

的层位与上述五个地点相当
,

动物群的性质明显地和萨拉乌苏动物群一致
,

因而它们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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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也应该相同
。

采用铀系法测定的结果
,

萨拉乌苏遗址含旧石器
、

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层

位的年代为距今 !∗
,

∗∗ ∗一 :
,

∗∗ ∗ 年 7原思训等
,  5 8 9 含同一动物群的峙峪遗址的放射

性碳年龄为距今 # 5
,

 6! 士 ∀
,

:∗ 年7贾兰坡等
,

 : # 8
。

我们认为
,

径川旧石器地点的年代

与萨拉乌苏
、

峙峪遗址大体相当而晚于代表晚更新世早期的丁村遗址
。

这个估计符合本

报告中关于人类头盖骨化石性质的判断
。

长武县窑头沟报告的作者把该地点的时代定为

晚更新世早期而与丁村遗址对比
。

我们认为这样做存在许多困难
。

因为窑头沟出土的不

多几种化石的性质并未超出萨拉乌苏动物群
。

根据近年来对华北地区几处含这个动物群

化石的地点 7包括萨拉乌苏遗址 8 的年代学研究
,

其绝对年龄都没有超出距今 ! ∗
,

∗ ∗∗ 年

的
。

因此
,

它在时代上应该和丁村动物群加以区别
,

即丁村动物群代表晚更新世早期
,

萨

拉乌苏动物群代表晚更新世晚期 7或中
、

晚期 8
。

近年来
,

在进一步完善文化编年表的同时
,

对文化传统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

关注
。

这是华北旧石器考古研究工作深人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

不久前
,

盖培同志等在

窑头沟的报告中倡议建立
“

径渭文化
” ,

认为这是一种与丁村文化为代表的
“

汾河文化
” 同

时地
、

平行地发展
,

但文化性质上差别很大的文化
。

他们在同一报告里还提出
“

在华北旧石

器时代中期文化中
,

水洞沟文化最接近径渭文化
,

它可能导源于径渭文化气盖培
、

黄万波
,

 5 # 8的观点
。

我们对这些观点还有些不 同的看法
。

首先
,

如前面讨论那样
,

构成“径渭文化”的几个地点并不一定与丁村遗址同时
。

其次
,

丁村石器和径河流域的石器在性质
、

特点上虽然存在许多差别
,

但有些事实还不像盖培同

志等所说的那样
。

例如
, “

无石球
”
被列为

“
径渭文化

”
石器的七个特点之一

。

但事实上在

镇原黑土梁
、

环县刘家岔和径川合志沟都发现有石球
。

再者
,

由于水洞沟遗址和
“

径渭文

化
”
各地点基本同时

,

至少它们的时代不会相差太远
。

所以
,

关于水洞沟文化导源于径渭

文化的推论还难以成立
。

水洞沟文化和
“径渭文化

”的相同之处也实在不像盖培同志等所

说的那样多
,

那样明确
。

例如
,

主张
“

径渭文化
”
和水洞沟文化之间存在承袭关系的一个重

要论据是两者存在类型相同的长石片和三角形石片
。

但是
,

水洞沟的长石片和三角形石片

是分别从具有欧洲奥瑞纳文化特色的柱状石核和具有欧洲莫斯特文化特色的盘状石核上

剥下的
,

这两种石核都经过修理台面 7(Β 3Φ 社
,  # 5 8

。

然而
,

从发表的材料看
,

在长武窑

头沟的石制品中这两种石核都未见到
。

窑头沟的石片
,

除了报告中提到一件修理台面的

三角形石片外
,

大多数是形状不规则的
、

未经修理台面的
。

径河流域其他地点的情况也大

致如此
。

可以说
,

修理台面的技术在这个地区旧石器文化中的表现是不甚清楚的
。

有趣

的是
,

在丁村的石制品中却可以看到明白无误的修理台面石片 7斐文中等
,  ! 5

,

图版

Ζ 火Ι Ζ 8 总之
,

关于径河
、

汾河两个流域旧石器文化的关系以及水洞沟文化的渊源问题
,

还

有待进一步讨论
。

本文由王哲夫同志照相
,

刘增同志绘图
,

野外观察和写作过程中得到谢骏义
、

卫奇同

志的帮助
,

在此谨致谢意
。

7  5 年 ∗ 月 ≅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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