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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人 6 地点发现的旧石器

李 宣 民 张 森 水
7四川省重庆自然博物馆8 7中国科学院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8

关键词 旧石器 9 资阳期 9 更新世晚期

内 容 提 要

在资阳人化石发现地附近的大砾石层中找到了一些旧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
,
为讨论含资

阳人化石的沱江第一级阶地形成的时代提供了新的证据 9 对石器的研究表明
,

其自身虽有一些

特点
,

但由总体上看
,

应归铜梁文化类型
。

资阳人化石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现的人头骨化石
,

是我国南方第一个有明确地氛

的晚期智人化石
,

在当时被认为是
“

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新人化石气裴文中等
,  : ;8

。

同

层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
,

为我国南方增添了一个更新世晚期的动物群
。

本世纪七

十年代前期
,

依资阳人地点的
“

乌木
, 测定的 ∃1

‘

年

龄
,

有人提出原估计资阳人的年代
“

和放射性碳素

测定的同层出土的木头的年代
” 不大相符

,
7安志

敏
,  夕< 8

。

在此基础上有人对当地地貌进行研

究
,

认为资阳人的年代应属
“
全新世早期气成都地

质学院第四纪科研组
,  ; ∀ 8

。

我们在研究铜梁旧

石器地点后指出
,

资阳人的年代
“

与铜梁旧石器时

代遗址是相仿的
,

均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新世

晚期的后期 ,’7 张森水等
,  ! < 8

。

为寻找更多的证

据
,

我们于  ! 年春赴资阳人地点考察
< 8 ,

获得了

一些新资料
,

有助于对有关问题的探讨
。

讨讨讨图 1 资阳人 6 地点的地理位置

% = > ? 0 , ≅Α≅ 0 Β 0 Χ Α = > Δ ≅Ε如5 Φ 翘 10Γ Η 1≅Α犷 6

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在原资阳人地点西偏北 ΙΙ 米处 7图 8
。

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

采集于新公路桥筑桥墩清基挖出的大砾石层中
,

该层在地表下 ;
2

, 一 !
2

! 米
。

新发现的旧石

器地点与原资阳人地点相距虽近
,

且又在同一级阶地内
,

可能原属同一地点
,

为以资区别
,

将新发现的地点称为资阳人 6 地点
。

现将新发现的材料之研究结果扼要地予以记述
。

8 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
一

∀ 实验室测定的年龄为 ; :Ι Ι 士 Ι 6
2

∗2 7Δ ϑ
一

 8
。

< 8 这项工作主要是作者做的
,

吉林大学历史系陈全家和资阳县文化馆曾国柱同志亦曾参 与工作
,

王哲夫 同志摄
制图版

,

刘增同志清绘地理位置和地层剖面图 9新桥工程指挥部给予紧密配合
,

提供一些地质资料
。

作者 向他

们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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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地层和哺乳动物化石
2

资阳人 6 地点的地层

资阳人 6 地点的地层从上向下可分七层 7图 Δ# 8
,

为便于和原资阳人地点的地层进行

对比
,

将  : 年发掘的桥西西壁剖面 7部份8附上 7图 Δ6 8
。

现将前者的地层记述如下
Λ

一
叫

Μ 一碑‘ 洲产石

刀尸乍

Μ Μ Μ

一之

少少少

爵爵夔戈获理理
Λ 歹口

< 八

图 Δ# 资阳人 6 地点剖面

# , Α ΝΗ Α ≅5 Ν Η∗ =≅> Ο > > Α≅0 Β 0
Χ

Δ ≅ΕΗ 0 5 Φ ΗΒ 10 > Η 1≅ΑΕ 6

图 Δ6 资阳人地点桥西西壁部分剖面

# Β Η Ν Α 0 Χ Α = > Ο Α Ν Η Ν ≅5
Ν Η ? =≅Γ Ο > Γ Α ≅0 Β 0 Χ

Π > , Α > Ν Β > Θ Γ Η Ρ Η Α> Σ ? ≅Α ≅Β < 犷Η Β 5 Φ 胡 10 Γ Η Μ

≅Α了 7# > Γ 0 Ν Σ ≅Β 5 Α0 ∗> ≅ Π > Η Τ = 0 0 5 、

第一层 紫红色粘土层
,

由上向下
,

粘土渐减
,

含砂量徐增
,

色泽变淡
。

厚约 米”。

第二层 砂质枯土
、

砂和小砾石层
。

上部为灰白色砂质粘土
,

渐变为砂和小砾石
,
中夹黑灰色腐植

质粘土透镜体
,

可见植物残迹
,

厚约
2

Κ 米
。

第三层 黄色砂砾层
,
上部沉积物为中

、

细砂
,

具水平层理
,

中
、

下部主要是粗砂和小砾石
,
厚约

2

Κ

米
。

第四层 粗砂小砾石 层
。

堆积松散
,

砾径多为 一: 厘米
,

磨圆度良好
,

主要成份是石英岩
,

具水平

层理和定向排列
。

厚约 :Ι 一 ΚΙ 厘米
。

第五层 黄褐色和黑灰色砂砾层
。

黄褐色粗砂层中夹黑灰色砂薄层
。

砾石磨圆度良好
,

砾径一般

为 :一; 厘米
。

厚 ΚΙ 一加 厘米
。

第六层 大砾石层
。

此层主要沉积物是粗大的砾石
,

中夹少量的粗砂
。

砾石磨圆度良好
,

砾径一般

为 Ι 一<Ι 厘米
,

最大者可达 ΚΙ 一; Ι 厘米
,

砾石成份以石英岩为主
,

兼有石英
、

隧石和火成岩等
。

旧石器

和哺乳动物化石均出自此层
,

且主要发现于西北部
,

同层还发现有
“
乌木 ,,9 ’。

厚约
2

一
2

米
。

一
不整合

一第七层 晚侏罗纪红色砂岩
。

8 此层靠近山前
,

可厚达 Κ 米以
Υ

+
。

< 8
“

乌木
”

还发现于第二一五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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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阳人 6 地点的喃乳动物化石

哺乳动物化石发现不多
,

石化较深
,

呈黑棕色或灰黄色
,

为单个牙齿或极残破的角
,

可

鉴定者有六种
,

如下
Λ

鹿 7Γ >Ν ,
,
Ο∗2 8 残角二件

,

其一主干和眉叉呈锐角
,

角环上和眉叉分出部之间的主

干相当扁9 还有鹿角上部主干一小段和左下领骨的一部份 7图版 − , Κ 8
,

后两件标本接近黑

鹿 7(
4 ΟΗ Ο?

2

8
。

小虎 7ς。石配
“ , 。。而8 左角一件

,

基本完整
,

角柄被用石器剁掉大部7图版 −, 18
。

马7峋44
9

Ο∗2 8 左上颊齿一件7图版 − ,

8
。

中国犀 7( 入≅
, 0 Γ ΓΝ 。 万。> ,

Ο≅Ο 8 右 ς
,

一件7图版 − , : 8
。

象 7Ω 1> ? = ΗΒ Α≅ Β Η > 5 > Β
2

> Α
2

Ο ∗
2

≅Β Σ > Α
2

8 门齿残片
。

竹鼠 7尺石≅Τ
0 0 Ε Λ Ο ?

2

8 残下门齿一件7图版 Ν, < 8
0

二
、

石 器

石器 ;< 件
,

多数相当粗大
,

主要原料是石英岩
,

还有健石和火成岩等七种
。

绝大多

数标本的表面有薄层石锈
,

大多数石器有不同程度的水磨痕迹
。

从石器的尺寸及表面呆

存的磨光自然面看
,

原料采自当时的河滩
,

即上述的第六层
。

在这批标本 中
,

过渡类型标

本较多
,

给分类带来困难
,

但石片
、

石核和工具仍大体可分
。

石器的分类详见附表7表 8
,

现分类加以记述
。

。

石片

数量多
,

形态多样
。

全部标本几乎没有完整锋利的边缘
,

或有个别的打击痕迹
,

或遗

有似使用痕迹
。

全部石片依其上人工特点的差异
,

可推测当时人曾用三种方法打片
。

718 用锤击法生产的石片 有 :; 件标本
,

分三种情况
,

其一是残片
,

件
,

上部断

残
,

诸人工特点缺失
,

都较大而薄
,

背面遗有多块浅平的石片疤 9 其二是半边石片
,

Ι 件
,

其形态特点是从打击点处纵向裂开
,

仅存原石片的一半
,

缺左者六件
,

缺右者四件
,

但无一

能拼对的
,

其台面大小不一
,

均为自然台面
,

有集中的打击点
,

较凸的半锥体
,

清晰的放封

线和偏大的台面角
。

多数半边石片的背面遗有多块浅平的石片疤
,

但有两件例外 9 其三是

保留台面等锤击石片诸人工特点的石片
,

尽管有个别标本尾端稍残
,

我们仍不妨称它为完

整石片
。

完整石片大小不一
,

粗大者多
,

大多数长度超过 ΚΙ 毫米
,

少于 ∀Ι 毫米者容容无几
,

∃ ∗
2

Ι; < 号 7图版 Β , , 8 是最小的石片
。

在这类石片中宽度大于长度的石片较多
,

长宽指

数为 Ι ;
。

石片不定型和呈梯形者居多
,

三角形石片极少
。

其台面大小均有
,

性质多样
,

以自然者居多
,

如 ∃∗
2

Ι Κ: 号7图版 Φ Ο8
。

还有半打击半自然的和打击台面
,

后者妇

∃∗
2

的Ι 号7图版 Φ
,

叻 是平台面
,

而 ∃∗
2

叶 1 号 7图版 Β , Κ 8 台面中部隆起
,

但无台面

脊
。

完整石片的半锥体多微凸
,

打击点清楚
,

放射线清晰
,

石片角变异较大
,

为 !Κ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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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平均为
2

< “ 。 其背面全部或大部保留自然面者恰好占半数
,

其余均为只保留少许

或不保留自然面者
。

依此可以推侧
,

石核的利用率相当低
,

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背面遗留

砾石面的石片
。

在本类标本 中有粗大 7长度在 ΙΙ 毫米以上 8的石片
,

台面大而倾斜
,

但有集中的打击

点
,

其背面基本上保留砾石面
。

由此可以想象
,

它们是最初从石核上打下来的石片
,

部份

可能与打击台面有关
。

7< 8 用锐棱砸击法生产的石片 有四件
,

其一长度大于宽度
,

其余的情况相反
。

它仃

没有台面
,

夹角小于  Ι “ ,

有大而集中的
、

呈半月形的打击点
,

无半锥体
,

而有弧形凹
,

背面

基本上保留自然面
, Γ ∗

2

Ι; ∀ 号7图版 − ,  8 是其中最大的一件
。

7 8 用砸击法生产的石片 有四件
,

均较大
,

不甚典型
,

有两种情况
Λ
其一是尖突部

可见砸痕
,

有放射线和呈放射状的剥落碎屑的痕迹 9 另一类仅有一件标本
,

呈长方形
,

上端

两面可见砸痕
,

下端不显
,

类似一端砸击石片
。

<
2

石核

有 : 件标本
,

体积变异大
,

最短者为  毫米
,

最长者为 ∀: 毫米
,

大多数长度超过

ΚΙ 毫米
。

在石核中有些与砍砸器颇难区分
,

但从总的情况分析
,

可分为单台面和多台面丙

类
。

718 单台面石核 均短宽
,

长宽指数为  : 。

本类标本均为自然台面
,

打击点集 中
,

放射线清楚
,

半锥体阴痕小而浅
。

石核的厚度大
,

工作面上石片疤不多
,

显示出其利用率

不高
。

无论是石核形状或工作面上的石片疤形态多不规则
。

依台面角钝锐分析
,

有些则

可继续生产石片
,

但多数石核已难再生产石片
。

在这类石核中 ∃∗
2

Ι:  号 7图版 −
,

钓是

小型的漏斗形石核
,

水磨痕迹明显
。

它台面打击
,

周边为工作面
,

遗有浅平的石片疤
,

但丙

侧各保留一窄条自然面
,

在其一面的中部有由工作面向台面修理的痕迹
。

7< 8 多台面石核 由于多方向打片
,

使其形态变得更不规则
,

也使长宽比差缩小
,

其

长宽指数为 < Κ 。 在本类标本中有双台面者五件
,

三台面者四件
。

石核的台面以 自然面

居多
,

打击者不多
,

其他人工特征如前一类
,

其利用率稍高于单台面石核
,

但仍然是相当饭

的
。

多台面石核形态各异
,

情况复杂
,

试举例说明之
Λ Γ ∗

2

Ι Κ∀ 号 7图版 −, ; 8 是三台面石

核
,

其上下两端系对向打片
,

另外还以工作面右侧作台面
,

向背面打片 9 ∃∗
2

ΙΚ < 号是月

转向打法的三台面石核
,

台面角锐
,

与砍砸器颇难区分 9 ∃∗
2

ΙΚ 号原是厚锤击石片
,

迷

改作锐棱砸击石核
,

转而被当作锤击石核
,

但生产效果不佳
。

2

工其

数量多
,

占石器总数的 : <
2

Κ沁
。

其中大多数是粗大的
,

可分为刮削器
、

尖状器和砍碰

器
,

各类工具尚可再分若干型
,

它们之间均存在一定数量的中间类型的标本
。

718 刮削器 约占工具总数的 <Κ 2∀ 关
,

主要是用石片做的
,

形态多样
,

大小悬殊
,

最长

者为 : 毫米
,

最短者为 ; 毫米
,

最重者为 :! 克
,

最轻者仅 巧 克
。

刮削器修理工作佼

粗糙
,

刃缘曲折
,

主要采用复向和陡 向加工
,

因之形成钝刃居多
。

此外
,

常用向破裂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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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

其他方式亦偶被使用
。

刮削器大体可分四组
。

第一组
—

单刃刮削器
,

数量居刮削器各组之冠
,

可分三型
Λ − 型单直刃刮削器

,

均

用石片做成
,

本型工具系用复向和向破裂面修理成刃
。

修理工作粗糙
,

刃口较钝
。 Β 型单

图 出自资阳人
6 地点的单凸刃

刮削器7Γ ?
·

Ι < 8

.访 5 1> Γ 0 Β Ρ > Θ Ο Γ ΝΗ ∗ > Ν

Χ0 4 Β Σ ≅Β < 了ΗΒ 5 Φ Η Β

10 > Η1 ≅ΑΕ 6

凸刃刮削器
,

其修理方式和修理水平与前一型相仿
。

依其形态

有缓弧形和深波形之别
,

虽然均是粗琢而成
,

后者稍逊前者
,

但

刃口锐者多于钝的是其特点之一
。 ∃∗

2

Ι< 号 7图 8 是其中修

理较好的
。

它系向背面加工而成
,

刃缘匀称
,

小石片疤浅平
,

刃

钝
,

刃角为 ! : 。 。

Φ 型单凹刃刮削器
,

较小
,

加工粗糙
,

将一边的

全部或大部修理成缓凹刃或突凹刃
,

后者可能是加工不善的结

果
。

第二组
—

两刃刮削器
,

均较大
,

都是用石片做的
,

修理工

作多较粗糙
,

每件标本均由直凸刃组成
,

有两长边
、

端侧边和两

斜边加工成刃者各一件
, ∃ ∗

2

Ι! 号 7图版 Β , ∀ 8即为后者
,

系将

一斜边和台面后缘加工成刃
,

似不多见
。

第三组
—

复刃刮削器
,

其中有准盘状器和三刃刮削器各两件
,

系用复向和向破裂面

修理方式加工成刃
,

修理工作均较好
。 ∃∗

2

Ι !< 号和 ∃ ∗
2

Ι 7图版 −, ! 和 Ι8 是三刃刮削

器 9 ∗
2

:; ! < 号 7图版 Φ
, ; 8 是残片7很可能是锐棱砸击石片 8做的

,

系复向加工而成
,

呈椭

圆形
,

是刮 削器中最大的一件
,

若将其归于砍砸器类内也是无可非议的
。

第四组
—

端刃刮削器
,

其中有圆端刃二件
,

平端刃一件
,

后者的刃 口 在台面的一端
。

本组工具与常见的不同
,

形制不规整
,

加工十分粗糙
。

7<8 尖状器 数量少
,

形制不规整
,

用小石块制成者多于断片做的
,

加工粗糙
,

可分两

组
Λ

第一组
—

正尖尖状器
,

均呈不规则的五边形
,

主要修理前部相邻的两个短边
,

生成

一个短尖
。

从形态上看
,

与常见的正尖尖状器具修长器身和锐利的尖刃者不同
,

而是类似

短尖石锥
,

其尖刃较钝
,

尖刃角均大于 ; Κ
。 。

由于采用陡向加工
,

侧刃甚钝
,

侧刃角多在 ! Ι “

以上
。

第二组
—

角尖尖状器
,

修理工作稍优于前一组
,

形制也较规整
。 Γ ∗

2

Ι !∀ 号7图版

Β ,

Τ8 系用小石块做成
,

顶侧作错向加工
,

在其左上角生成一个短尖刃 9 ∃ ∗
2

Ι! : 号7图版

Β , ; 8 是件长仅  毫米的小尖状器
,

两侧经加工相交于右上角
,

使成较锐的尖刃
,

尖刃角为

;
。 。

其后跟也曾修理过
。

7 8 砍砸器 数量最多
,

占工具的 Κ !
2

多
,

多用砾石和石核制成
。

其器体多粗大
,

最

长者为  毫米
,

最短者为 Κ! 毫米
,

最重者 < ! ! 克
,

最轻者仅 :< 克
,

但绝大多数长度超

过 !Ι 毫米
,

重量超过 <: Ι 克
。

本类工具的修理方式以复向加工为主
,

向背面加工等偶被应用
,

交互打击者仅一例
。

修理工作较粗糙
,

刃缘不平齐
,

刃口钝锐不一
,

以钝刃居多
,

最钝者刃角为  ;
。 ,

最锐者为

: “ ,

常见刃角为 ;:
“

一 ! : “ 。

砍砸器尚可再分五组
,

各组都包含一些中间类型的标本和没

有进行过认真修理
、

使用成型的标本
。

严格来说
,

后者只能称之为用于砍砸的石片或石

核
,

其在各组中所占的比例
,

将在各组中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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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
—

单刃砍砸器
,

可分三型
Λ − 型单直刃砍砸器

,

用复向和向破裂面加工方

式
,

将一侧边制成较平直的刃口
,

可供砍砸之用 9 Β 型单凸刃砍砸器
,

数量多
,

情况复杂
,

其

中的一半属使用成型的标本 9 另有 Ξ ∀ 的标本是在使用的基础上再加局部修理而成器的 9

其余的是修理过的砍砸器
,

既有修理稍好的
,

也有较差的
,

其刃多呈缓弧形
, ∃ ∗

2

Ι !  、

Γ ∗
2

Ι 和 Γ ∗
2

0 Ι 号7图版 Φ
, < 和  9 图版 Β ,

8是其中修理得较好的
,

分别代表向背面
、

向破裂面和复向加工而成 9 型单凹刃砍砸器
,

有缓凹刃和凹缺刃之别
,

除个别标本外
,

多经粗糙的加工
,

刃 口多较钝
,

刃缘曲折
。

第二组

—
两刃砍砸器

,

标本不多
,

情况复杂
。

其一是两长边有细疤
,

可能是砍濒物

体的结果 9 另一件既有使用痕迹
,

又作过局部的修整 9 第三件标本是经第二步加工成器的
,

这就是 Γ ∗
2

Ι  < 号 7图版 Β ,

8
。

由其破裂面观
,

左侧是向背面加工的
,

修理工作较粗糙
,

刃缘不平齐
,

右侧修理较好
,

刃 口平直
。

第三组

—
端刃砍砸器

,

情况也相当复杂
,

有使用成型者
、

有过渡类型的标本
、

还有残

器
,

经第二步加工的本组工具
,

修理工作多较好
,

多用复向加工而成
。

此外
,

其侧边亦多有

修理
,

单边加工者多于两边加工的
。

这类标本依其形态
,

可分三型
,

分别举例如下
Λ

− 型扇形砍砸器
,

宽大于长
,

刃宽
,

如 ∃ ∗
2

) 号
,

是用大石片做的
,

无水磨痕迹
,

端刃

宽而锐
,

加工细致
,

端刃角为 : : “ ,

其右侧遗有似使用痕迹
,

左侧经粗琢成刃 9 Β 型铲形砍

砸器
,

器身较长
,

端刃宽约与器身宽度相等
,

呈缓弧形
,

侧边亦多作过加工
,

制成可供砍砸

用的刃口
,

它们的修理工作均较好
,

优于其他两型
,

与其他砍砸器组对比亦略胜一筹
,

其中

Γ ∗
2

Ι  ∀ 号7图版 Φ
,

8 可算其代表
,

端刃系向破裂面修制而成
,

刃缘匀称
,

刃口较锐
,

刃角

为 Κ ! “ ,

其左侧上部和右侧下部也曾作过修理
,

使成可用的刃口 9 型三角形砍砸器
,

器
体长

,

端刃宽
,

向下渐缩窄
,

尾部呈尖状
,

其端刃呈缓弧形
,

加工粗糙
,

刃缘不平齐
,

侧边无

加工痕迹
。

第四组

—
磷形砍砸器

,

多数作过认真的加工
,

刃口平直
,

刃缘匀称
。

除端刃经较细

致加工者外
,

侧边亦多有修整
,

一侧成刃者二件
,

两侧成刃者四件
,

无修理者仅一件
。

本组

工具依形态亦可分为三型
,

现举例说明之
。

− 型呈梯形
,

器体短宽
,

其长宽指数为 Ι<
,

端刃宽
,

在台面相对的一端
,

修理得较好
,

如 ∃ ?
2

Ι  : 号 7图版
, 18 9 Β 型呈磷形

,

是加工最好的
, ∃ ?

2

Ι  ! 号 7图版 Φ
,

Κ 8 就是其中

之一
,

它长稍大于宽
,

系用石核制成
,

其端刃是复向加工的
,

其余三个边均向破裂面加工
,

制成可用的刃口 9 Φ 型呈三角形
,

端刃形态和加工方式与 Β 型相似
,

但修理工作稍逊色
。

第五组
—

尖刃砍砸器
,

加工都比较粗糙‘尖刃短而钝
,

可分两型
。 − 型正尖砍砸器

是基本类型
,

其中有锐尖和钝尖之别
。

锐尖者器身较长
,

尖刃锐
,

尖刃角小
,

平均为 ; <
2

! 。 9

钝尖者
,

器身短
,

宽大于长
,

尖刃亦短
,

如 ∃∗2 Ι   号7图版 Φ
, : 8

,

系用短而厚的石片制

成
,

采用复向加工
,

修理成一个短而较钝的尖刃
。

三
、

结 论 与 讨 论
2

时代问且

在资阳人 6 地点
,

与石器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不仅石化程度较深
,

而且有中国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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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表明其时代不会晚于更新世之末 9石器既原始又粗糙
,

其旧石器性质是无疑的
,

依用同

层出土的
“

乌木
刀
做样品作 ∃

∀

年代测定
,

其上部为 ; ∀ Ι Ι 士 Ι Ι Ι 6
2

∗
2

7∗Ρ
一 < < 8

,

其下部

为  Ι Ι 士 < : 0 Ι 6
2

∗
2

7∗Ρ
一 Κ Ι 8

。

7李洪云等
,

在印刷中8综上所述
,

其地质时代应为晚更

新世后期
,

或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早阶段
。

从现有的地质资料看
,

含石器的阶地系沱江一级阶地7下简称 %1 8
,

九曲河和黄鳝溪的

形成均较晚
,

割切了 % 9 。

类似高程的 % ,

广布于沱江和涪江河谷区
,

对在四川盆地内研究

第四纪地貌和地层有一定的意义
。

因之
,

我们建议
,

把以大砾石层为代表的 % Λ

的生成时

代定为晚更新世后期 7Ψ益8
,

在地文上同意用
“

资阳期”这一名称7成都地质学院第四纪科

研组
,  ; ∀ 8

。

大砾石层与其上覆的地层之间有清楚的侵蚀面
,

依上覆的第五层的
“

乌木
”

作 ∃
∀

年代测定
,

为 : : ∀ Ι 士 !Ι 6
2

∗
2

7∗Ρ
一

: 8
,

表明已进人全新世
,

其上各层均无疑是全

新世堆积
。

在讨论资阳人 6 地点年代时
,

必然要联系到原资阳人地点年代问题
。

依  : 年发掘

坑的地层剖面
,

其发掘的最低层位可能相当于资阳人 6 地点的第五层
,

应属全新世堆积
,

原用“
乌木

”测定的年龄 7; : Ι Ι 士 Ι 6
2

∗ 9 Τ ϑ 一  8大体可信
。

但似不宜将小砾石层出土的

哺乳动物化石与此层的时代等同起来
,

更不能把资阳人头骨化石看作出自小砾石层
。

其

理由是
Λ

718 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层位不清 9 7< 8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
,

其中一部份属于

晚更新世的种属
,

如旅狗 7脚二。 Ο∗
2

8
、

似中国犀 7( 形。。Ν0 , ΓΧ
2

万二
,

后8 和东方剑齿象

7ΟΑ >5 0Σ
口,

0Ν ≅> , Η1 ≅Ο8 等
,

可能是由古老的地层中搬运而来 9 7 8由整个动物群看
,

接近于我

国南方中
、

晚更新世的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
,

而与已知的全新世早期者不同 9 7钓从化石

种属
、

石化程度和化石色泽 7包括资阳人头骨在内8与大砾石层出土者相仿 9 7: 8在考虑资

阳人年代问题时
,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资阳人化石本身所具有的原始性
,

如有显著的眉脊
,

前囱点的位置较现代人为后
,

额骨和顶骨较一般现代人低平
,

以及大脑窝与现代人相反
,

远较小脑窝为大而深
,

另
“

由颅盖高指数
、

前囱位指数
、

前因角和额角的数值
,

也可确定

资阳人是早期的新人类型
,

比欧洲的克罗马农人和中国的山顶洞人为原始
”

7裴文中等
,

 : ; 8
。

依以上分析
,

似有可能相信
,

资阳人化石的年代与资阳人 6 地点出土的石器是同

时的
。

<
2

石器的主要特点

718 打片基本上用锤击法
,

偶用锐棱砸击法和砸击法
。

7< 8 石片和石核粗大者多
,

以自然台面为主
,

未见修理台面工艺
,

形制原始而多样
。

石

片无锋利的完整边缘
,

石核的利用率相当低
。

7 8 工具用石片制成者占 ”
2

: Ζ
,

石核
、

石块和砾石制成者共占 ∀∀
2

∀ 多
。

在一定意义

上说
,

其工业具石片工具和石核等工具并举的特点
。

7斗8 工具类型简单
,

仅刮削器
、

尖状器和砍砸器三类
,

以后者为主要类型
,

占工具的

Κ !
2

Ζ
,

舌口削器居次
,

占 < Κ
2

并 9 尖状器很少
,

仅 占 :
2

:多
。

7:8 基本上是大
、

中型工具
,

小型者甚少 18 ,

只占全部工具的 <
2

:多
。

工具粗大
、

厚重

18 指长度在 ∀Ι 毫米以下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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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制不规整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
。

7Κ 8 存在一定数量的
、

使用成型的标本和过渡类型的工具
,

也颇引人注 目
。

7;8 工具均用锤击法加工而成
,

但修理方式多样
,

比较常用的是向破裂面和复向加

工
。

因之刃 口钝者多
,

刃角超过 ;Ι
。

者占 邓
2

<多
。

修理工作多粗糙
,

刃缘曲折
,

器形多样
。

7Ο8 在工具中复刃工具与单刃工具的比例相差极小 9就单刃工具言
,

左刃多于右刃
,

但与刃口相对的一边常见个别的
、

乃至局部的打击痕迹
。

2

资阳人 6 地点旧石器发现的意义

这些旧石器的发现不仅有助于对资阳人化石年代的探讨
,

它还是至今所知的四川境

内最早的旧石器
,

而且其 自身还反映 出两方面意义
。

718 在其工具组合中
,

砍砸器超过半数
,

占工具类型的首位
,

从数量上看
,

仅次于我国

北方的丁村文化7裴文中等
,

 : ! 8 和陕西汉中地区的龙岗7阎嘉祺等
,  ! 8及广西百色

地区右江两岸的地表采集品7曾祥旺
,  ! 8

,

略高于湖北大冶石龙头的砍砸器在其工具组

合中的比例
。

砍砸器在工具组合中占较高比例也是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多数地点工

具组合的特点之一
。

其石器的另一特点是石器既粗大
、

厚重
,

又原始
、

多样
,

显得与其时代

很不相称
。

对此
,

作者之一曾作过如下推测
Λ “
其一是工业重心转移

,

由着眼改进石器技

术和创造新类型而转向发展骨
、

角器工业 9 其二可能是 自然条件优越
,

生活资料不难得到
,

对改进石工具没有那么迫切叹张森水
,  ! 8

。

资阳人 6 地点发现的旧石器为此问题的探

讨提供了新资料
。

7< 8 资阳人 6 地点的石器 与我国南方各地点的石器相比
,

均有若干相似之处
,

最密切

的是铜梁文化
。

上述大多数特点均可在铜梁文化中找到
,

应看作同一
“

区域性文化
习 ,

但两

者也有一些区别
。

如上述
,

这个地点的工具有以砍砸器为主要类型
、

以大型工具为主和

单
、

复刃工具数量相差不大等特点
,

而铜梁文化则以刮削器为主要类型
,

以中型石器居多

和复刃多于单刃等
。

这些差别可看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差异
。

作者注意到有人主张将四川资阳县境内鲤鱼桥发现的少量石器另命名为
“

鲤鱼桥文

化”7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
,  ! 8和将石虾子河和沙咀发现的零星石器归鲤鱼桥

文化 7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

 ! 8
,

基于这些地点 7包括铜梁旧石器地点和资阳人 6地

点 8的保存情况
、

发现遗物的数量和工作的局限性
,

能否分成两种文化抑或均属铜梁文化
,

有待今后的工作
。

就现状言
,

在沱江和涪江河谷区以铜梁文化为代表似乎是确切的
。

7  : ∀ 年 月 < <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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