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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慰 文

5中国科学院 古脊稚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6

张 镇 洪
57工 宁 省 博 物 谊 6

缪振棣 于海明 初本君 高振操
5黑龙江省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一队 6

关键词 昂昂溪 8 旧石器时代末期文化

内 容 提 要

昂昂溪旧石器地点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末期生活遗址
,

距今约
,

!9 9 年
。
文化遗物有灰

烬
、

烧骨和类型丰富的石制品
。

共生的动物化石有普氏野马
、

东北野牛和达乌尔鼠兔等九种
。

昂昂溪旧石器在文化传统 上与华北旧石器关系密切
。

这一发现为研究亚洲东北部早期人类活

动提供了重要材料
。

长期以来
, “

昂昂溪” 在考古学家们心 目中总是和细石器联 系在一起的
。  : ! 年秋

,

原中东铁路俄籍雇员鲁卡 什金在昂昂溪附近发现了含细石器的新石器 时 代 遗 址 5− 3;
< =

#>; 7? , ∃
2

/
2 ,

一 : 6
,

材料由法国古生物学家德 日进作了描述 5&
≅过> < Α Β Β。 Χ > < ΑΒ Δ? ,

 : 6
。

 9 年秋
,

中国考古学家梁思永到该地进一步调查和发掘
。

随后他将所获材料连同从鲁

卡什金手里买回的标本一起发表报告 5梁思永
,  : 6

。

裴文中在研究中国境内的细石器

文化时
,

把昂昂溪细石器定为
“

龙江期
” ,

作为这个文化的最早阶段
,

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相

当5裴文中
,

 Ε 6
。

然而
,

昂昂溪地区除细石器文 化外
,

还有没有更古老的史前文 化呢 Φ

半个世纪过去了
,

人们并未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

 ! 年
,

初本君和高振操在昂昂溪东南大兴屯的晚更新世地层中找到一些动物 化石

和石制品
。  ! : 年 Ε 月

,

本文后面五位作者等到该地进一步调查和试掘
。

同年秋
,

又由

初
、

高二位主持了一个半月的发掘
。

这个地点的发现掀开了昂昂溪史前研究新的一页
。

一
、

遗址的地理
、

地质概况和动植物化石

大兴屯在齐齐哈尔市昂昂溪东南 ! 公里
,

西距嫩江约 : : 公里
,

地理座标为 打
。 :

‘

∋
,

:
9

Γ
’

Η 5图 16
。

这一带在地貌上属嫩江左岸第一级阶地
。

由于流水和风的浸蚀
,

这级阶地今天已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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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些支离破碎的平顶岗地 8 岗地之间则是河流湖沼密布的洼地
。

大兴屯旧石器地点肝

在的岗地就是这类残留的阶地堆积
。

它在大兴屯东南
,

南北长约 1
,

99 9 米
,

东西宽约 9 。

米
,

阶地面海拔 Γ Ι
2

: 米
,

高出当地河床 ∀一 Ε 米
。

全新世以来
,

在晚更新世地层之上又形成了河流
、

湖 厂, 巾
2

一一
一一不二尸二叫翻

沼堆积和覆盖在阶地顶面的现代砂丘
、

砂地
。

旧石器地

点所在的岗地西缘为一陡坎
,

地层出露较好
。

我们在它

的北端
、

中部和西缘发掘了三个探坑
,

它们相隔 Γ9 一 99

米
。

2

现将地层情况综述如下 5自上而下 6
Δ

月
2

黄色细砂
,

为现代风成堆积
,

厚 。
2

:一
2

Γ 米 8

2

黑色亚砂土
,

全新世湖沼堆积
,

厚 9
2

:一
2

。米 8

:
2

黄土状亚砂土
,

晚更新世河湖堆积
,

具垂直节理
,

含钙
、

锰结

核和哺乳动物化石
,

厚 9
2

Γ一
2

。米 8

2

黄色细砂夹灰绿色淤泥
、

亚粘土透镜体
,

晚更新世河湖沉

积
,

可见厚度
2

。米 5据邻区钻孔记录该层厚约 !
2

。米
,

与下伏地

层成超复接触 6
,

上部产哺乳动物化石
、

石器
、

灰烬和烧骨等
。

从岩性看
,

当时人类沿湖岸河边生活
。

出土的化石

和石制品不见流水冲磨痕迹
,

说明它们埋藏后再没有被

搬动过
。

灰烬和烧骨的发现还表明这是一处早期猎人的

护ϑϑ
·Κ

司岁
’

廖恒反 ϑ
2 、Λ Μ 口 印反 2 Ν 一, 2 价屯

’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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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昂昂溪旧石器地点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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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Π 7, ? , Θ Π > ≅ Ρ <

1≅ , 17Π> 7≅ , 7Α≅

< Π ∃ ? 4幼 4 Σ 7

临时宿营地
。

共生的动物化石多半是一些残破头骨
、

下颇骨
、

肢骨和单个牙齿
,

未见过一

副完整骨架
。

而动物化石中无任何肉食类存在
。

所以可以认为这些化石是 当时猎人的
“

忘厨垃圾
”。

经初步鉴定
,

哺乳动物化石有九种
Δ

野兔 − ≅户3 8 # Ρ
2

达乌尔鼠兔 ∗ Χ > , Α, , 。

而 3
谕

<

蒙古黄鼠 %7ΠΧ 113 8 Χ Θ
2

, , ?

卯17Χ 3 、

灰仓鼠 % 万Χ ≅ , 3 1“了 ≅ Θ
2

4 汀8 ≅ , #

上头田鼠 Τ 7Χ Α , Α。、 ≅
户7

Α < , , 7Χ ≅
户

8

普氏野马 肠
3 二8

+
, 2Υ ≅ 3 , < 1沃夕7

野驴 Φ Φ Η ς 3 ,
#+

·

东北野牛 Ω介
。。

5Ρ
< Α < 厉Γ 9 。

6
≅Σ 7笋

? 8

原始牛Φ Φ Ω , #+2

以上动物中
,

灰仓鼠和上头田鼠在华北见于中更新世地层
,

普氏野马
、

达呼尔鼠兔由

中更新世延续到晚更新世
,

其余属晚更新世
。

但它们在东北都是晚更新世披毛犀
一

猛码象

动物群的成员
,

其中的普氏野马
、

东北野牛和原始牛是绝灭种
。

在大兴屯只发现了奇蹄

类
、

偶蹄类
、

啮齿类和兔形类等草原动物化石
,

表明昔日的环境以草原为主
,

气候干冷
。

黑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一队吕翠珍分析了采 自含化石和文化遗物层位的抱粉

样品
,

发现了下列科属
Δ

篙属 ∃ Α Π≅ , 78 7<



: Ε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荻科 ≅ > ≅ ? , Ρ≅Β 谊Χ ≅ < ≅

薄草 ( 3 Ξ “13 ‘

禾本科 Ψ Α <
Ξ 7? ≅ < ≅

菊科 Χ ,Ξ Ρ ,# 7Π< ≅

桦属 Ω≅
Π31 < Χ ≅ < ≅

以上抱粉组合反映一种以篙
、

龚为主的干冷疏林草原环境
,

与动物群反映的基本吻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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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细砂夹灰绿色淤泥
、

亚粘土层 5, ≅ 11, [ Θ7? ≅ , < ? ,
1 [ 7Π > 4 Α ≅、一 4 Α ≅ ≅ ? Ξ 3 Β 一 # 3 ∴Χ 1< , 6

8

:
·

黄土状亚砂土 51
, ≅ # # 一 17; ≅ # 3 ∴ # < ? Β 6 8

·

黑色亚砂土 5∴ 1< Χ ;
# 3 ∴ # < ? Β 68

∀
2

细砂 5Θ7, ≅ # < ? Β 6
8

Γ
·

表土 5
# 3 Α Θ< ≅ ≅ Δ 9

6
8

Ε
·

淤泥质亚粘土 5Ξ 3 Β Β ] # 3 ∴Χ 1< ] 6
8

Ι
2

化石 5Θ
, # #71# 6

8

!
·

石制品 5
Γ ‘, ? ≅ < Α Π7Θ

< ≅ Π#

6

二
、

文 化 遗 物

文化遗物除烧骨和灰烬外
,

主要是石制品
。

本文观察的石制品有 Ε! 件
,

来自三个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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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的同一层位
。

近的河流砾石层

原料以玉髓
、

玛瑙
、

隧石为主
,

还有少数火成岩和石英砂岩
。

它们来自附

5一 6 石 核 和 石 片

石核 锤击的五件
,

砸击的二件
, 还有一件可能是间接打击的细石核

。

锤击石核中最

大的一件尺寸 5长 ⊥ 宽 Σ 厚
,

下 同6 为 ∀
2

: ⊥ Ι

2

Ε Σ  
2

毫米
,

两件砸击石核平均 为

2

Ι Σ : Ι Σ Γ
2

Ι 毫米
,

细石核为 : 9 ⊥
2

Σ ∀ 毫米
。

鹭

令
一

霭
图 昂昂溪的石制品之一

∃Α
Π证< ≅ Π# , Θ ∃ ? 4 < ? 4 Σ 7

一, Ι
2

单边刃刮削器 5
, 7? 4 1≅ , 7Β ≅ , Χ Α < Ρ ≅ Α ,

6 8

:
2

砍所器 5
Χ
>, Ρ Ρ ≅ Α

6 8

, !
2

砸击石核和两端石片
∀ , Ε

2

石核和石片 5
Χ , Α ≅ < ”Β

 
·

细石核 5皿
Χ Α,Χ , Α ≅

6
8

5山
。 ≅ , Α ≅ < , Β Θ巨;

,
∴ ] ∴ 7, 1< Α

6 Δ

Θ 1< ; 。 6
8

Γ
2

双边刃刮削器 5Β
, 3 ∴ 1≅ #7Β 。

# Χ Α <沐 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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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击石核分自然台面和打制台面
,

后者较多
,

如标本 _ Σ 9 9 ∀ ! 。 5图 之 勺
。

从石

核上的石片疤具有打击点集中
、

打击泡阴面深凹等特点看
,

打片采用了锤击法
。

又从石片

疤多中途折断
、

互相重迭和排列不整齐等特点看
,

与典型的细石核仍存在明显差别
。

标本

_ Σ 9 9 9 5图版 .
,

 8 图 之  6 尺寸小
、

石片疤排列比较整齐
,

可以列入细石核的分类 之

中
。

砸击石核如标本 _ Σ 9 9 ∀  5图 之 6
,

其两端均有反复砸击的痕迹
,

两面布有石片

疤
。

石片 锤击石片  件
,

砸击的两端石片 : 件
。

锤击石片中宽大于长的 Ε 件
,

如标本

_ ⊥ 9 9 5图版 .
,

Γ 6
。

它们有一半是自然台面
,

尺寸不大
,

只有一件长 !
2

Γ
、

宽 ∀ Ε 斗毫

米 8最小的长 Γ
、

宽 Ε
2

! 毫米
。

长大于宽的较多
,

其中也有 自然台面的
,

如标本 _ ⊥ 9 9 9 Γ

5图版 .
,

! 8 图 之 Ε 6 8 但多半是打制台面
,

如标本 _ ⊥ 9 9 5图版 .
,

∀ 6
。

它们的尺寸

很小
,

有 ∀ 件可归人石叶的分类之中
。

根据测量
,

∀ 件石叶 的 尺 寸 平 均 为 : Ι2 ∀! ⊥

2

, ∀ ⊥ 斗
2

 Γ 毫米
,

长宽指数为 :
2

∀ 
。

由于其中 9 件是断片
,

所以它们原来的长度比现

在统计的要大得多
。

有些断面三角形的石叶
,

它们的一个侧面布满石片疤
,

这些石片疤都是从与现在的石

叶破裂面垂直的方向打击的
,

而且都只保留了近端
。

这是打片过程中为了取得一个新台

面而从石核上预先打下的石片
,

常出现在细石器制品中
,

与修理台面有关 5标本 _ Σ 9 9 :

和 9 9  
,

图版 .
,

Ε 和 6
。

事实上
,

昂昂溪地点确有修理台面的石片
。

石叶中截去一端

或两端的很普遍
。

这样处理显然是为了将本来多少有点卷 曲的石叶变成可以镶人刀梗凹

槽里去的
“

刀片 , 。

标本 _ Σ 9 9 ! 5图版 . ,

16 就是这类截断石叶
。

两端石片如标本 _ Σ 9 9 9  5图版 ? , Ε 8 图 之 #6
,

在两端的两个面上都有剥片痕

迹
。

5二 6 石 器

 件
,

分砍听器
、

刮削器和雕刻器
。

它们的修理痕迹一般说来深凹不齐
、

刃缘呈锯齿

状
,

看来是用锤击法修理的
。

但也有个别刃缘平齐
、

疤痕平远且排列整齐的石器可能是用

压制法加工的
。

2

砍祈器

只有一件
。

标本 _ Σ 9 9 : ! 5图 之 : 6 用羊背状砾石单面 打制而成
,

尺寸为   
2

∀ ⊥

Γ Ι ⊥ :
2

∀ 毫米
。

:2 刮削器

 件
。

一般用石片加工而成
。

516 单边刃刮削器 有一个修理的或直或凹或凸的刃缘
。

标本 _ ⊥ 9 9 ∀ Γ 5图 之 16

功 黑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一队的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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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破裂面向背面将石片右侧缘加工成直刃
。

标本 _ Σ 9 9 : Ι 5图版 ? , : 8 图 之 Ι 6
,

加

工部位主要在石叶中段至远端的左缘
,

由破裂面向背面打出一个缺口 状的刃 8 靠近远端又

可能用压制法作了修理
。

有意思的是近端先在左侧由背面向破裂面修理 出长  
2

毫米
、

占

石叶全长 :Γ
2

 毫米的 ϑ 强的修理缘8 然后由台面前缘垂直剥下一个长
2

Ε 毫米的石片

疤
。

看来这样做并非要产生一个刃缘 5[ ,Α ; 7? 4 ∴, ΑΒ ≅Α 6 而是为了装柄
。

5: 6 双边刃刮削器 标本 _ ⊥ 9 9 : Ε 5图版
,

Ι 8 图 之 Γ 6 有两个大致平行的直

刃
,

均由背面向破裂面加工而成
。

修理痕迹深凹
、

刃缘不齐
。

标本 _ Σ 9 9 : : 5图版 . , : 8

图 ∀ 之 Γ6 的两个刃缘主要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

左缘微凹
,

右缘微凸并在远端由背面向

破裂面稍作修理
。

5 6 复刃刮削器 标本 _ ⊥ 9 9 9 5图版 ?
,

Γ 8 图 Γ 之 6 用砸击法修理出四个刃

缘
。

5灼 琢背刮削器 标本 _ Σ 9 9 : 5图版 ? , ! 8 图 ∀ 之 ∀ 6 由破裂面向背面将石片左

侧下半部加工成凹刃
,

上半部用交互打击法稍作修理
。

右侧本来较厚
,

现又用陡直修理法

5
Δ ∴Α3 +Π ΠΑ

Ν
7? 4 6 由背面向破裂面作细致修理

。

这件标本台面右边有一个打击方向与石

片长轴垂直的小石片疤
,

容易使人想起雕刻器打法
。

5Γ6 端 刃刮削器 标本 _ Σ 9 9 : Γ 5图版 ? ,  8 图 ∀ 之 16 用长石片制成
,

两侧有

细致修理痕迹 8 但修理工作主要在远端
,

均由破裂面向背面打击
。

刃缘平齐
,

可能是用压
制法作成

。

标本 _ Σ 9 9 ∀ 5图 ∀ 之 Ε 6 原是一件舌状砾石
,

厚的一端 5
“
舌根Ο’6 有剥片痕

迹 8薄的一端 5
“

舌尖勺由单面修理成弧形凸刃
。

从刃部的疤痕平远
、

整齐看
,

可能也是用

压制法
。

5Ε 6 吻状刮削器 标本 _ Σ 9 9 : 5图版 . , Ι 8 图 ∀ 之 : 6 将石片远端精修出一个呈

丽生

、

Δ

%处
,

净少
踏

一

∀ 一

嘟
‘

劝窃
图 呼 昂昂溪的石制品之二

∃ Α Π迁< ≅ Π# , Θ ∃ ∗ 4 < ? 4 Σ 7

一, Ε
2

端刃刮削器 5
≅

耐
# Χ Α <阵 Α #

6
8

:
2

吻状刮削器 5
。9 Γ己 ≅ ? Β # Χ Α <叶 Α

6
8

2

雕刻
一

刮削器 5∴ 3 Α7? 一 # Χ Α , Ρ ≅ Α

6
8

,
2

琢背刮削器 5∴
< Χ ; ≅ Β # ≅ Α < Ρ ≅ Α

6
8

Γ
2

双边刃刮削器 5Β
, 3 ∴ 1≅ # 7Β ≅ # Χ Α < Ρ ≅ 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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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状突出的刃
。

二刻器

 件
。

一般用石片或石叶制成
。

516 截顶雕刻器 标本 _ ⊥ 9 9 Ε 5图版 ?
,

∀ 8 图 Γ 之 约
,

先将石叶远端截断
,

然

后以断 口 为台面在其一侧垂直向下打击
,

产生的石片疤与断口相交形成一个厚刃
。

5: 6 修边雕刻器 标本 _ Σ 99 9 5图 Γ 之 : 6
,

先将石叶近远端的左侧由破裂 面向

背面细致修理
,

然后截去远端
,

使断口 与修理缘 5ΠΑ Ν 吨 #7 Β
≅

6 相交处形成厚刃
。

髻
一夕

? Σ 9 9 Γ Ι 5图 , 之 Ε 6 也可归人此类
。

由一件修理台面的石叶制成
。

标本

它

,
⎯ ϑ

’

Α

习
二

凡

丛曝
2

兀彝八
·

办
8

雌博一
,一

图 Γ 昂昂溪 的右制品之三
∃ Α Π 7Θ<

Χ Π, , Θ ∃ ? 4 < ? 4 Σ 7

1
·

双刃雕刻器 5∴
3 Α 7? Β , 3 ∴ 1≅ , ? ΠΑ 3 ? ≅ < Δ 7

, ?

6
8

,
Ε

·

修边雕刻器 5∴
3 Α 7? , , ? Α ≅ Π , 3 ≅> ≅ Β

。
Β 4 。 6

Δ

2

复刃舌削器 5Ξ
3 17Δ #7Β ≅ # Χ Α < Ρ≅ Α

6
8

∀
2

双面雕刻 器 5Β 7> ≅ Β Α <
Β ∴ 3 Α 7?

6
8

Γ
·

截顶雕刻器 5∴ 3 Α 7? 9 9 ∴ Α ≅ < ; 6

5 6 双面雕刻器 标本 _ Σ 9 9 Γ 5图

Γ 之 斗6
,

先在石片近端剥下一个与台面大

致平行的长石片疤
,

然后以这个片疤为台

面在一端作第二次剥片
。

前后两个片疤相

交形成厚刃
。

5∀ 6 双刃雕刻器 标本 _ ⊥ 9 9 9 5图

版 ? , 8 图 , 之 16
,

用厚石片制成
,

两端

都有剥片痕迹
,

乍看像砸击石核
。

但在同

一端既有与标本长轴平行的石片疤
,

也有

垂直于长轴或与长轴斜交的 石片 疤
。

所

以
,

把这件标本归人雕刻器似乎更加合适
。

5约 雕刻
一

刮削器 标本 _ Σ 。。 ! 5图

版 ? , 8 图 ∀ 之 6 用厚石片制成
。

先将

两侧修理成适于刮削的刃
,

一侧直
,

一侧

凸 8 然后在一端打下一个和石片长轴斜交

的小石片
,

石片疤与修理缘相交形成厚刃
。

综上所述
,

昂昂溪旧石器有如下主要特征
Δ

516 原料以玉髓
、

玛瑙和隧石砾石为主
,

火成岩和石英砂岩偶见
。

5: 6 打片主要用锤击法
,

也用砸击法
。

打制台面和自然台面 同时存在
,

前者居多
。

修

理台面石片少见
。

石片小
,

其中石叶占很大比例
。

细石核的存在表明也 已经用间接法剥

片
。

5 6 石器分砍折器
、

刮削器和雕刻器
。

砍研器只见一件 8 刮削器和雕刻器形式多样
,

反映了工具的
“

专业化
刀
程度很高

。

5∀ 6 绝大多数石器用石片制成
。

加工多用锤击法
,

也用砸击法
。

由于存在刃缘平齐
、

修理疤痕平远和排列整齐的石器
,

表明加工中也可能使用过压制法
。

5幻 石制品尺寸小
,

一些已接近典型的细石器
。

截断石叶和修理根部 5∴< #≅ 6 石器的

发现表明存在镶嵌工具的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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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语

2

遗址的性质和时代

根据岩性特征和遗物的埋藏状况
,

可以断定昂昂溪旧石器地点是一处原生堆积
。

灰

烬和烧骨的发现又表明它是一处早期人类的生活遗址
。

共生的哺乳动物是东北晚更新世披毛犀
一
猛玛象动物群的普通成员

,

其中普氏野马
、

东北野牛和原始牛是绝灭种
。

考虑到石器工业有较多的进步性质
,

特别是 已 出现某些细

石器成分
,

我们主张将这个遗址放在晚更新世之末即旧石器时代的末期
。

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实验室对采 自探坑 . 第 层的化石进行 %1
‘

测定 5实验室编号
Δ

+α 一 Ε  6
,

结果为跪今
,

! 9 9 士 Γ 9 年 5半衰期 Γ
,

Ι 9 年
,

从  Γ 9 年算起 6
。

:
2

昂昂溪旧石器与本区史前文化的关系

本世纪 9 年代在哈尔滨附近的顾 乡屯和荒 山出土了丰富的动物化石和零星 的 石 制

品
。

由于石制品数量少而且部分标本层位不清
,

所以难以和昂昂溪旧石器对比
。

近年左

黑龙江流域的呼玛河左岸的β 八站 5Γ : “ : ∀
’

, , ”一 Γ : 9 : Γ
’ ’‘

∋ , : Γ “  
’

Γ Ε
’‘

一 : Γ ”:  
’

9
‘’

Η6

和老沟河右岸的漠河 5Γ
∗ : 9’∋ , : : 9

9
’

Η 6 的河流阶地中发现了一批石制品
,

因无共主

的动物化石或其他可供年代测定的材料
,

与昂昂溪旧石器对比亦有困难
。

不过
,

从已公市

的十八站的部分材料 5见张镇洪
,  ! 6 来看

,

其制品主要用间接打击和压制法制成
,

尺

寸较大
,

估计其年代比昂昂溪的晚
。

本区另一种史前文 化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含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

它埋藏于全折

世湖沼堆积的黑色亚砂土层中
,

位置在含旧石器的层位之上
。

这层黑色亚砂土形成于全

新世中期5距今 Ι
,

Γ 99 一 :
,

Γ 99 年左右6气侯温和湿润
、

湖沼密布
、

植被繁盛的环境之下
,

台

布于松辽平原
,

被称为
“

坦途黑土 Ο, 5孙建中等
,

 ! 6
。

我们曾对采 自大兴屯北 :9 公里均

腾家 岗子和东 9 公里的霍托气这个层底部和顶部的碎骨进行 %
礴

测定
,

腾家岗 子 样 品

5Ρ 0 一 Ι 9 6 为距今 Ι
,

Γ Ι 9 士 # , 年
,

霍托气样品 5+α 一 Ι 6 为距今 斗
,

! : 9 士 Γ 9 年5半衰期

Γ
,

Ι 9 年
,

从  Γ 9 年算起6
。

这两个数字可以代表昂昂溪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连续时间
,

与

先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之间存在大约
,

99 9 年的间断
。

新石器文化由打制和磨制石器
、

骨器
、

角器
、

陶器和装饰品等组成
,

旧石器文化只见汀

制石器 8 新石器文化的打制石器以典型的细石器为主
,

旧石器文化的打制石器以直接打赶

的制品为主
,

细石器成分仍处于次要的地位
。

所以
,

两种史前文化既有一定的承袭关蔽

5中间存在缺环6
,

但又属不同的发展阶段
。

2

昂昂澳旧石器与华北旧石贵的关系

昂昂溪旧石器和以北京人文化为代表的华北细小石器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

后者原

远流长
。

根据现有材料
,

它至迟始于距今 99 万年的小长梁
、

东谷佗文化 5两个地点均桩

北京西北约 99 公里的河北省阳原县 6
。

到距今 Ι 9一:9 万年的北京人文化
,

这个传统主

工艺上 日趋成熟
,

出现了一批非常精致的制品
。

到旧石器中期
,

它的分布范围越 出关外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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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辽宁西部的大凌河流域
。

到旧石器晚期
,

西南的四月1和贵州也可以看到这个传统的

影响
。

地处东北边睡的黑龙江省也不例外
,

昂昂溪旧石器就是一个例证
。

从工艺上说
,

华北细小石器传统以直接打击为主
。

但到了旧石器晚期
,

出现了一批以

间接打击为主的文化
,

如 −.Ο 西的下川 5距今 :
,

9 9 9一 Ε
,

99 9 年6和薛关5距今
,

Γ Γ 9 士 Γ 9

年 6
、

河北的虎头梁5距今
,

99 9 士 : 9 年6
。

昂昂溪旧石器也兼有两种方法
,

虽然间接打击

不占显著地位
。

昂昂溪的直接打击制品与华 北细小石器统传的共同之处很多
。

不但两者

的打片和修理技术基本一样
,

类型也大体相同
。

特别要指出一点
,

作为北京人石器工业重

要特色之一的砸击法在昂昂溪同样存在
。

在昂昂溪制品 中占显著地位的截断石叶也可以

在华北的水洞沟
、

峙峪
、

小南海
、

下川和薛关等文化中找到先例
。

当然
,

昂昂溪旧石器也有

自己的特点
。

例如
,

雕刻器的形式比较丰富
,

这在华北 已知的地点中还不多见
。

总之
,

昂昂溪文化与华北细 小石器传统的密切关系是很清楚的
。

可以说
,

它是这个传

统向北的延续
。

它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华北与东北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
,

而

且对研究中国与亚洲东北部 5包括日本列岛6
、

北美远古文化的交流 同样是很有意义的
。

本文由王哲夫同志照相
,

刘增
、

席晓华同志绘图
,

在此谨致谢意
。

5  Γ ∀ 年 月 9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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