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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木家桥新发现的旧石器

卫 奇 黄慰文 张兴永
〔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6 7云南省博物馆6

关键词 旧石器 8 晚更新世 8 丽江木家桥

内 容 提 要

在丽江木家桥发现为数不多的旧石器材料中石球占大多数
,

这一发现进一步密切了西南

和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联系
。

 5 ∀ 年春节前夕
,

我们在贾兰坡先生的组织下进行西南旧石器时代野外考察过 翟

中
,

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金山公社漾西大队木家桥化石地点发现了十六件旧石器

材料
。

材料虽发现在地表
,

但从它所处的位置及其本身的染色和附着物来看
,

可以断定为

确切地层里 的产物
。

丽江木家桥地点位于丽江县城 #9: 5 “ ,

距县城中心约十一公里
,

在 田心村 #95 2 “ 约

二百米的漾弓江两岸
。

地理座标 : ; < ∀ =
,

< ”∋
,

< < “ ;
‘

! :
‘’

9 2

在田心村7在过去的报告中称田心村和桥头村一带为木家桥或木坚桥6附近
,

漾弓汇

系人工取直水渠
。

漾 弓江原先环绕田心村北流过
,

当时河道宽十米左右
,

深约二米
。

河首

取直后大致呈东一西向
,

宽十五米左右
,

深约四米
。

在开渠过程中
,

揭开了地下的砂砾石

层
,

因此埋藏在砂砾石层中的动物化石便暴露出来
。

发现的化石材料保存在云南省博勿

馆
,

不仅有哺乳动物化石
,

还有人的股骨 件
。

 ; < 年
,

中国科学院古脊稚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有恒等到发现化石的地点进行了

短期的调查和采集
,

对地层作了详细的观察和研究
。

 ; 年云南省博物馆张兴永曾到丽

江考察
,

又发现一些哺乳动物化石
,

还发现了六件石制品 7林一璞
、

张兴永
,  = 5 6

。  ;∀

年在漾弓江河渠加宽时
,

当地群众发现一个人的头骨
,

但石化程度不高
,

林一璞和周国玲

对它进行了研究
,

并首次提出了
“
丽江人

”
的名称 7云南省博物馆

,  = =6
。

一
、

地质地理概况

丽江木家桥地点处于丽江盆地南端 7图 6
。

丽江盆地为一形状不规则的高原山间盒

地7当地人称坝子 6
,

大致呈一条带状
,

南北长约四十公里
,

东西宽一般三至六公里
,

南部晨

宽处可达十一公里
。

丽江县城座落在盆地的南部
,

是丽江地区行署和县政府所在地
。

盒

地四周群山环抱
,

植被垂直分带明显
,

为常绿林
、

亚高山针叶林
,

林木遍野
,

郁郁葱葱
。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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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习 石灰岩

‘一、 漾弓江故道

田 旧石器地点

图 木家桥一带地质地理略图

,
’

Β Χ 4 Χ 2 12 4 Δ
Ε 一4 Χ 2 4 Φ Γ Η 卜ΔΧ # Ι Χ 0Χ Β 川Γ Η #1

1 2
ϑ 工Κ 4 0 Β Χ 卜13 ?ΔΓ Λ ΔΓ 2 #Δ0Χ

地西北角的玉龙雪山
,

拔海 ! !  ; 米
,

地势挺拔险峻
,

山巅冰雪皑皑
,

气魄雄伟
,

景色秀丽
。

盆地地势北高南低
,

最高达 < < < 余米
,

最低约 : ;< 米
,

发源于玉湖附近的漾弓江由北往

南流过
,

至桥头村穿峡谷
,

流进鹤庆盆地
,

在中江镇附近注人金沙江
。

盆地里干湿季分明
,

年平均气温 :/ ;℃
,

最冷月是一月
,

最热月是七月
,

平均无霜期 : ∀5 天
,

年平均降雨量

5  。一  !< 毫米
,

雨水集中在七至九月
,

年蒸发量为 : < <一: 斗< < 毫米
。

盆地四周广泛出露二迭系的玄武岩和三迭系的石灰岩及砂岩夹页岩
,

还有泥盆系和

石炭系的石灰岩
。

盆地边缘大面积分布下第三系始新统丽江组石灰角砾岩和第四系下更

新统蛇山组河湖相砂砾层
。

丽江组含原蹄齿犀 7∗Φ
口人ΜΦΓ Ε2 Ν 2Κ #∗

/

6
、

始巨犀 7Ο3Π ΔΓ #∗
/

6
、

先

炭兽 7∃
Κ 0Β Φ Γ Ε 2

友
Χ
口Π #Η

/

6 等哺乳类二 Θ 多个种
。

蛇 +,Ο 组含中国犀 7尺乃Δ
Κ 2 Ε 2 Φ 2 , 万。 Χ Κ , Δ了6

、

牛类 7Ρ2 ΣΔ Ν# 6 等哺乳类动物化石和淡水瓣鳃类及腹足类化石等7赵 国光
,  ; ! 6

。

早更新世以后形成的堆积分布在盆地底部
,

在地貌上构成了漾弓江的河漫滩
,

但是由

于人为的因素
,

漾弓江取直河道两边的河漫滩相对高度抬升
,

实际上已形成漾弓江的第一

级阶地
。

阶地高出河水面约
/

! 米
,

从上至下地层主要由如下三套堆积物组成 7图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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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木家桥地点地层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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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砂质粘土 Τ 褐红色
,
含细砾

,

顶部表现为土壤腐植质层
,

厚度一般 <
/

:一 。
/

米
。

在田心村东

侧
,

厚度可达 <
/

!一 <
/

= 米
,

下部表现为夹小砾石的灰褐色或褐红色砂质土
。

在漾弓江人工取直河道两岸边
,

该套地层上覆大约二米厚的人工从河道翻出的堆积物
。

:
/

砂砾石 Τ 灰色
、

棕黄或棕红色
,

铁锰锈色斑很发育
,

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相变都比较显著
,

厚

度 <
/

!一 米
。

在田心村和桥头村之间
,

上部是呈交错层理的中砂和粗砂 8 下部是呈水平层理的砾石
,
砾石粒径一

般在十毫米以下
,

最大的可达五十毫米
,

含牛类 7氏ΣΔ Ν# 6 化石
。

在田心村东约二百米处
,
上部是中砂和细砂

,

砂粒径一毫米左右 8下部是砂砾石
,

磨圆度高
,

呈斜层

理
,

棕色和灰色相间
,

砾石粒径一般十毫米左右
,

最大的约五十毫米
,

成分以石灰岩砾石为主
,

含规
7Ε2 Φς湘 1Γ #∗

/

6 的介壳化石
,
过去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大部分出自这里

,

我们发现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
化石就是从这层翻于地表的人工堆积物中发现的

。

根据李有恒的报告
,

丽江人股骨化石 〔云南省博勃馆
编号 ! < 5 6很可能也是在这里发现的

。

在田
』
合村东约五百米处

,
上部是灰色砂砾

,

砾石粒径一般在十毫米以下
,

偶见达二十毫米的
,

含哺乳

动物化石 8中部是棕色粘土和灰白色粘土
,

在地层中呈透镜体 8下部为中砂和细砂
,
呈棕色

、

灰色
,

夹小砾

石
,

具交错层理
,

含蜿 7Ε
2 Φ ς ΔΕ “ 1Γ #Η

·

6 的介壳化石
。

一
侵蚀不整合

—
/

粘土 Τ 灰白色
,

亚粘土质
,

出露厚度各处不等
,
可见最大厚度 :

/

; 米
。
在桥头村附近表现为紫红

色粘土
,
含大量角砾

,
出露厚度加大

,
直接披覆在三迭系石灰岩石上

,

伏于粉砂质粘土之下
,

可能属于灰

白色粘土水平相变层
。

从沉积物的岩相和构造来看
,

第 层灰白色粘土和第 : 层砂砾石显然代表了不同时

1’ΧΝ 不 同环境的沉积
。

在砂砾石层中曾发现了剑齿象 7−
ΦΧ4 2 Ν2

Κ #Η
/

6
、

象类 79 1ΧΗ Β Γ Κ 02 ΔΝ #
6

、

犀 7尺人Δ
Κ 2 Ε Χ Φ 2 , # Η

/

6
、

梅花鹿 7Ε
2 Φ。“# , Δ户户。,

6。
、

云南轴鹿 7注
Π Δ, 夕3 Κ Κ Γ 2 Χ 。, 行6

、

水牛

7Ρ
3 ς Γ 13 Τ 吞3 ς以3 #

6
、

揭牛 7召Δς
2 , 4 Γ 3 Φ 3 Τ

6 等化石7李有恒
,  ; 8 林一璞

、

张兴永
,  = !6

,

化石石化程度比较高
。

在发现的动物组合中
,

剑齿象是古生物学家公认的绝灭于晚更新
世时期的化石种

,

其他种类都属于现生动物
,

但是在丽江一带迄今尚未见到犀牛和云南轴

鹿生活到全新世的记录
。

人们一直把砂砾石层视为晚更新世的堆积
。

而砂砾石层下面的
灰白色粘土层有没有早于更新世晚期的可能

,

因为没有见到具有鉴定时代意义的化石证

据
,

只凭岩相的差异和侵蚀不整合接触在目前还难以说明
。

覆盖在砂砾石层之上的砖红色粉砂质粘土
,

究竟是晚更新世还是全新世的堆积物
,

因

为没有发现任何能说明问题的证据
,

所以它的形成时代 目前还难以确定
。

6 在过去的报告中称斑鹿 7尸‘州ΝΓ 石
Τ , Η

/

62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二
、

旧 石 器 材 料

丽江人化石地点的旧石器材料
,  = 5 年林一璞和张兴永曾报道过六件石制品

,

其中

有石片一件
,

石核和石核碎块五件
。

本文记述的材料是我们这次考察中发现的十四件石制品
又, ,

其中有石核
、

石片
、

刮削

器
、

砍祈器和石球
,

分别描述如下
Τ

石核 二件7图 8 图版 Κ 之 和 : 6
,

编号
Τ ∗

/

! 5 : = 和 ∗
/

! 5 : 5 。

∗
/

! 5 : =
,

双台面石核
。

灰色
,

表面带有棕褐色铁锰锈色斑纹
。

石质为鲡状石灰岩
。

长
、

宽
、

厚刀分别为 !:
/ 、

=
/

 
、

;:
/

: 毫米
,

重 ∀ 5 克
。

标本为一块棱角已经磨得浑圆的六

面体砾石
,

以砾石的一对扁平的平面为台面
,

从相邻的两侧面剥离石片
。

因原料易溶蚀
,

作业面上的棱角有些模糊
,

但石片疤依然可以看到几处
,

打击点集中
,

台面角约  <
“ ,

石片

疤宽浅
,

不甚平整
,

有打片中途折断或破碎的遗留痕迹
,

说明石灰岩不是制作石片的理想

原料
。

如果不是 当时人类对岩性不认识的话
,

那么有意识地对石灰岩砾石的修整必另有

用途
。

图 石核
/

双台面石核 7∗/ ! 5 : = 6 8 :
/

单台面石核 7∗/ ! 吕: !6

% 2 Φ Χ ,

,

Ω 2 3 ς 1Χ Η ΞΓ 0 Α2
Φ
Ψ Ε 2 Φ Χ 8 :

/

− ΔΚ 4 1Χ Η 1Γ 0Α2 Φ Ψ Χ 2 Φ Χ

∗
/

! 5: 5 ,

单台面石核
。

褐色
,

岩性为隧石
。

标本长
、

宽
、

厚分别为 !!
/

=
、

<
/

 
、

5 :
/

毫米
,

重 !: : 克
。

原来可能是一 块结核
,

打片之前结核表面已经形成一层风化壳
。

结核扁

平状
,

利用扁平的一面作为台面
,

从一端剥落石片
。

作业面上可以看到二个明显的石片

疤
,

打击点清楚但比较散漫
,

台面角 5<
“

一 <
。 ,

疤痕宽浅
,

长 < 一∀< 毫米
,

宽 ∀< 一 !< 毫

米
。

本文记述的石核
,

数量 少
,

类型普通
,

不具有什么特色
。

林一璞和张兴永曾描述过一

件多台面石核 7∗
/

5 5  6 7林一璞
、

张兴永
,  = 5 6

,

这种类型的石核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

址中也是较为常见的
。

6 除本文记述的外
,

我们还留给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文化馆五件石球和三件石核
。

: 6 本文记述
, 石核的长指剥石片面上平行打片受力方向石核的最大长度 8 宽指剥石片面上与石核长相垂直的最大

长度 8厚指在台面上与石核长和宽相垂直的最大长度
。



期 卫 奇等 Τ 丽江木家桥新发现的旧石器 : :  

石片 四件
,

编号 ∗
/

! ! :  一∗
/

, ! : 。

∗
/

! 5 :  ,

大石片气图 ∀ 之 8 图版 Κ 之 6
。

灰黄色
,

石质为凝灰岩
。

标本长 7阳面

真长6
、

宽7真宽户
、

厚分别为 :5
/

:
、

= :
/

5
、

们
/

∀ 毫米
,

重 Ζ : 克
。

属宽石片匀类型
。

石片系

从较大砾石上直接打落的
。

背面保留自然砾石面
,

打击点在制作石片时已遭破坏
,

破裂面

宽平
,

曲率 钓[ 。
/

<∀ 71≅ 厘米6
,

放射线清楚
。

石片刃部有十多处小缺口
,

分布不规律
,

可能

为使用痕迹
。

∗
/

! 5 < ,

长型中石片7图 ∀ 之 : 8 图版 , 之 : 6
。

黑色
,

岩性为健石
,

真长
、

真宽
、

厚分

别为 朽
/

∀ 、

:=
/

;
、

!
/

! 毫米
,

重 :< 克
。

合面和背面上保留砾石的自然面
,

破裂面较为平坦
,

石片角近于  。“ 。

∗
/

!5
,

宽型中石片7图 ∀ 之 8 图版 , 之 6
。

灰色
,

石质为玄武岩
。

阳面真长
、

真

图 斗 石片 7Η
/

! :  一Η
·

! 5 6

∴1Γ Ι Χ Τ

7Η
/

! 5 :  一! 5 6

宽
、

厚分别为 : 
/

<
、

∀ /< 、
/

; 毫米
,

重 = 克
,

台面似有修整痕迹
,

但因为标本的棱角被容

损
,

也不可完全排除第二步加工的可能性
。

石片背面有石片疤痕
。

∗
/

! 5 : ,

宽型中石片
。

浅灰色
,

石料为凝灰岩
,

阳面真长
、

真宽
、

厚分别为 =
/

<
、

!∀
/

: 、

5
/

。毫米
,

重 !! 克
。

台面为砾石自然面
,

打击点不明显
,

背面具石片疤痕
。

刮削践 二件 7图 ! 之 1 , : 8 图版 Π 之 ∀ ,

!6
,

编号
Τ Η

/

! 5 、 Η
/

! 5 ∀ <

∗
/

! 5 ,

凸刃刮削器
,

用黑色腿石石片加工制成
。

在石片的末端边缘经过了细微内

修理
,

主要是从破裂面向背面方向修理
,

也有从背面向破裂面方向修理的痕迹
,

边缘略呈

16 为了准确地描述石片
,

考虑了石片与人的手掌和手指的比例关系
,

本文按标本最大尺寸将石片分为微石 十

7[ < 毫米6 8 小石片 7 <一 < 毫米6 8 中石片 7 <一 < < 毫米6 8 大石片 7 < <一: < <毫米68 巨石片 7: < <一 < < 若

米6 8巨大石片 7] << 毫米6
。

石叶作为特殊石片另行考虑
。

: 6 本文描述石片
,
绝对长指石片标本本身的自然最大长度 8真长指通过打击点顺打片力方向与破裂面垂直面相交

的线距
, 在阳面上的称阳面真长

,

在背面上的称背面真长 8 绝对宽指石片破裂面或背面垂直绝对长的自然最大

长度 8 真宽指石片破裂面或背面垂直真长的最大长度 8厚指石片破裂面和背面间的最大距离
。

6 建议应用数学中的黄金分创律来到别石制品的长型或宽型
。

凡宽和长的比值大于

为宽型
。

斌万 一

:
的为长型

, 反之孙

∀6 建议引用
“

曲率
”

这一术语对石制品进行定量描述
,

因为弦弧指数的应用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
。 “
曲率

” 即代走

某一弧线的圆半径 的倒数
, 曲率越大弧越弯曲

。

根据石制品的大小尺寸范 围
,

圆半径的单位取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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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刮削器和砍研器
/

凸刃刮削器 7Η
·

! ! 68 :
/

凹刃刮削器7Η
·

! ! 斗68
/

砍所器 7Η
·

! ! ! 6

− Χ Φ 题∗Χ Φ # Γ Κ Ν % Β 2 ∗∗Χ Φ

% 2 Κ Σ Χ Π , ΔΝ Χ , Χ Φ Γ Η Χ Φ

7Η
/

! 5 6
8 :

/

% 2 Κ Ε Γ Σ Χ #ΔΝ Χ # Ε Φ Γ Η Χ Φ

7Η
/

!5 ∀6
8

/

Χ Β 2 Η Η Χ Φ
7∗

/

! 5 ! 6

向外凸的弧形
,

石片左侧形凹
,

其边缘有使用痕迹
。

∗
/

, 5 ∀ ,

凹刃刮削器
。

黄灰色
,

原料为一块四面体的石英岩角砾
,

在四面体较长的

一条棱上采用交互加工和单向加工的混合方法加工而成
,

刃缘呈弧形凹 口
。

标本的绝对

长
、

宽
、

厚分别为 ∀ ;
/ 、

:
/

:
、

,
/

∀ 毫米
,

重 = 克
。

砍析器 一件 7图 ! 之 8 图版 , 之 ; 6
,

编号 Τ ∗
/

! 5 ! 。

黑色
,

是一件磨圆度不好的

砾石经过打片以后进一步加工制成的
,

刃 口不规整
,

加工留下的疤痕浅而宽
。

标本长
、

宽
、

厚分别为 = 5
/

;
、

; ;
/

!
、

!
/

毫米
,

重 : ∀ < 克
。

石球 五件
,

编号 Τ ∗
/

! 5 ;一∗
/

! 5 ∀ < <

一尘 兰一⊥
_

⎯
⊥

一兰
一一

奎
/

一
/

_
∗

·

, 吕, ;

α 斑 岩 _
∴

·

, 吕β =

_ 石灰岩 _
∴

·

! 5 吕
_ 脉石英 α

∗
·

”5  

_ 石灰岩 ?
∗

·

!5 ∀。 _ 石灰岩 _

颜色 三度空间轴7径6长7毫 米6 重 0 7克6

灰

灰白

灰揭

灰白

灰

< =
/

<火 <
/

; 火  
/

∀

<
/

! 火  ;
/

! χ 5
/

;

 ∀

 δ

/

∀ 丫 5 !
/

∀ 又 5 ∀
/

;
/

斗只 5;
/

= 又 = =
/

= ∀
/

;又 ; 5
/

! 火;
/

: !=

< ∀

 =

= 5 =

5!

∗
/

! 5 ; 7图 ; 之 1 8 图版 Κ 之 ∀ 6
,

是将一件磨圆度很高的砾石沿长轴截短
,

使器物

图 ; 石球 7Η
·

! 5 ;
, Η

·

! 5 =6

# 02 Κ Χ ςΓ 11,
7Η

,

! 5 ;
, Η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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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趋于球体
。

石球表面多半保 留着砾石的自然面
。

∗
/

! ! = 7图 ; 之 : Τ 图版 之 # 6
、

∗
/

! 5 5 和 Η
/

!!  
,

是将扁平砾石顺短轴在 翩

平面四周边缘加工使砾石呈球体状
。

采 用这种方法制作的石球大量出现在许家窑人遗址

中
。

∗
/

! 5∀ 。
,

是一件较小的石球
,

因岩性易被溶蚀表面有许多溶蚀孔穴
。

丽江木家桥的石球和华北许家窑人遗址
、

丁村人遗址等处的石球相比
,

在制作技术上

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

在大小和形态上也是非常一致的
。

所不同的是
,

在许家窑人遗址归

发现的众多石球中
,

可以看出石球制作的全过程
,

从选料
,

到打制成球状多面体
,

一直到最

后石球互碰相琢消除球体上的棱脊成为正球体石球
。

三
、

鹿角工具材料

 ; 年李有恒曾报道过丽江木家桥的一段鹿角主干
,

说
Τ “

两边被粗糙地钻孔
,

不似

金属所凿
,

并未穿孔
”。 认为这是当时人类制作的鹿角工具

。

这次考察中
,

我们发现轴鹿鹿角下部一段
,

主枝长约 ∀< 毫米
,

眉枝保存较完整
,

角夜

表面的棱和沟以及角节部周围的骨质瘤状突起清清楚楚
,

说明埋藏过程 中磨损不甚严重
。

但在主枝上部折断的断 口上磨蚀得相当光滑
,

这是不是人类使用痕迹
,

不能不引起人们为

思索
,

因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使用角器已经相当普遍
。  ; 年李有恒还描述过一件梅

花鹿角枝
,

标本和上述的多少有些相像
。

四
、

小 结

木家桥地点
,

即丽江人化石地点迄今已发现石制品共 :5 件
,

其中有石核 5 件
、

石片 !

件
、

刮削器 : 件
、

砍研器 1 件
、

石球 < 件
,

还有石核碎块 : 件
。

制作石器的岩料广泛分市

于丽江盆地四周古老岩层中
。

丽江人化石地点发现的石制品数量不算多
,

但可以确定是上更新统地层里的产物 8 类

型虽简单
,

但这是中国西南部横断 山脉地区一批不可多得的旧石器材料
,

特别是当中数量

较多的石球
,

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旧石器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

石球在国外有过发现
,

在我国过去只发现于华北各地
,

如陕西蓝田稠水沟和汉中梁

山 8 山西丙城匿河
、

阳高许家窑
、

万荣西桌子
、

襄汾丁村
、

曲沃西沟和沁水下川益河屹梁 8 河

南三门峡 8辽宁庙后山 8 甘肃镇原寺沟和姜家湾及黄土梁
、

环县刘家岔
、

径川东沟和合志沟

及南峪沟 8 内蒙呼和浩特市大窑等
。

石球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早期
、

中期和晚期
。

有人曾把

石球看作为某种文化内部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
,

而丽江石球的发现至少可以说给华北和

西南旧石器文化的联系增添了新的证据
。

关于石球的用途
,

贾兰坡等认为
Τ “有可能作为石锤使用

” ,

小石球
“

可能是狩猎用的

飞石索气贾兰坡
、

卫奇
,  = ; 6

。

的确
,

石球作为弹丸用作投击武器古今中外有之
,

形式多

种多样
,

如南美印第安人的
“

飞石索
”或

“

飞球索
” ,

我国纳西族的
“

甩石索 ,’7 纳西族语为
“ 松

不里克 ,’6
,

山西五台一带的
“

绳落
”等等

。

但是据我们了解
,

作为投射工具的石球都是小型

扭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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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大型石球究竟作什么用ε 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

丽江人化石的时代一直悬而未决
。

根据报道的描述判断
,

云南博物馆编号为 ! < 5 的

左股骨出自产动物化石和石器的砂砾石层中是基本上可以相信的
。

至于其他人的材料因

石化程度低
,

色灰黄并粘着灰黄土
,

李有恒 7  ; 6 对一件股骨曾提出
“

很可能是附近一带

古墓葬内的产物
”。

为此
,

人们对丽江人的时代有疑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关于丽江人化

石的年代有待进一步测定
。

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丽江盆地的人类已经懂得使用鹿角工具
。

过去在丽江人化石

地点发现的大量鹿角材料
,

可能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

本文 由王哲夫照像
,

沈文龙和戴加生绘图
。

7  !斗年 月 : 5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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