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 此 此 部 小 石 器 艾 化成 因 分 軒

杜水 生 刘 富 良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洛阳市文物局文物钻探办公室 )

在中 国 旧石器文化研究 中石器大小有着特别 的含义 , 常常是用来判断文化性质 的重

要因素 。 年 ,
贾兰坡先生在总结 了华北地 区 旧 石器文化后提 出 华北 旧 石器时代文

化的发展有两个系 统 ,
其 中之

一是
“

匼河
一丁村系

”

、
或称为

“

大石片砍砸器
一

三棱大

尖状器
”

传统 , 它的基本特征是利用宽大石片制 造各类型 的大砍硒器
, 富有代表性 的石

器是三棱大尖状器 , 在石器的成分 中有时含有小石器 , 但数量有限 , 类型也很少 。 另 一

个传统就是
“

周 口 店第 地点 一峙峪系
”

简称
“

第 地点
一

峙峪系
”

, 或称为
“

船头刮

削器
一

雕刻器传统
”

,
它的 基本特征是利 用不规则 小石片制 造小石器 , 在石器成分中小

石器的 比例大 、 类型多 、
加工痕迹细小 。 在实际中也把前者叫 大石器传统 , 后者叫 小石

器传统 。

随着研究的深入
,
学者对石器的大小的界定提出 具体标准 , 并根据标准将丁村文化

的文化性质进行重新界定
’

也有学者提出 应以 手的大小为参照划分石器大小 。

世纪 年代 ,
随着 华南地 区 砾石工业发现逐渐增 多 , 石器大小 被赋予新 的含

义 , 大型石器更多的 和砾石工业联 系在
一

起 , 而小石 器多和小 石片 、 刮削 器联 系在一

起 。 并因此将 中 国 旧石器文化划分为南方 的砾石工业和北方石片工业 的二元结构 。

虽然上述认识在不同时期都曾经 引起广泛的 争论 , 但是对以周 口 店和泥河湾盆地为

中心的华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地区的 旧石器文化的认识却始终 比较
一

致 , 认为 它的主要特

征是以小石片一

刮削 器为主 。 本文的 目 的是通过对 中 国石片工业时空分布的研究 ,
了解

华北北部小石器文化的成因 。

中国小石器文化的时空分布

以小石片一刮削 器为特征的 旧石 器文化不仅分布在华北北部地区
, 在华北南部 、 中

国南方地 区
、
西南地区 、 西北地区也有这种类型的文化分布 。

华北北部地区

虽然 自 年 , 贾兰坡先生提 出 华北 旧石器文化存在两大传统 以来 , 华北北 部以

及辽宁南部的 旧石器文化的 特征就
一

直被认为是小石片
一

刮削器文化 , 事实上小石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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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这一地区确实属于主流文化
,
但实际上这

一地 区也 同样存在大型的砾石工业
, 如果

把这
一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按照周 口店地区 、 泥河湾盆地 、 辽宁南部地区来划分 , 其小石

器文化呈现如下特点 。

在周 口店地区 , 北京猿人早期碑石工业占据主导地位 , 工具类型主要是刮削器和砍

砸器 , 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少
,
形态也相当原始

,
还有

一些球形器 。 本期砍砸器不仅数

量多
, 占此类工具总数的一半 , 而且加工精致

,
类型也多

；
尖状器多较大 ,

加工亦简

单 , 多是
一边修理较好 。

一

直到 中晚期小石器文化才成为 主流文化 。 此后的周 口店

地点 、 山顶洞遗址 的石制品也属于小石器传统 。

在东北南部地区 , 也同样经历 了
一个由砾石工业向小石器工业发展的过程 ,

属于本

区最早阶段的庙后 山遗址石制 品 为 砾石工 业 , 从金牛 山 遗址开始
°

, 鸽 子洞 遗

址 、 小孤山遗址 的石制品都以小石器为主 。

不同情况只发生在泥河湾盆地 ,
从小长梁 、 东谷坨 到许家窑 、 峙峪 石

器工业中砍砸器的数量非常稀少 , 几乎不见砾石石器
, 小石片

一

刮削器是泥河湾盆地 的

文化特色 。

华北南部地区

华北南部地区旧石器文化曾 经被贾兰坡先生概括为大石片
一三棱尖状器传统

,
或丁

村
一

匼河系 , 因器形硕大也被称为大石器传统 。 它和华北北部旧石器文化形成对照
,
代

表遗址有 山西芮城西侯渡 、 匼河 、 襄汾丁村 , 陕西蓝田 公王岭 , 豫西三 门峡等 , 但是近

年来的研究表明华北南部的旧石器的文化性质要复杂地多 。

在著名 的丁村遗址
,

以 和 地点相比 , 地点石制品多粗大 , 依石

片分析大塑者占 或 , 中型者 占 或
,
小型者 占 或

；
石器 的 测 量结 果类似 , 大 型 者 占 或 中 型 占 或

小型者 占 或 。 而在 地 点 ,
依 石片分析大 型 者 占

或 , 小 型 者 占 或
；

石 器 的 测 量结果类似 , 大 型 者 占

或 小型者 占 或 。 不仅如此 , 在石器类型上 地

点
,

以砍砸器为主 , 而 地点不含砍硒器 。

在匼河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

根据对 地点 的重新研究
,
该地点共获得石制品

件 ,

一般都比较小
,

以重量计 , 克以上者只 有 件 , 其中 克 以上者 件 ,

克 以上者 件 , 大多数标本在 克左右 ,
最小者不足 克 。 件石器 中

,
刮削器

件 , 尖状器 件 ,
砍砸器 件 ,

石锯 件 。

华北南部的小石片一刮削器文化主要分布在太行山 区 , 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代表地点有河南安阳小南海 、 荥阳织机洞
,

山西陵川塔水河 、 山西和顺 当成和

背窑湾 等地点 , 从打片技术到石器类型和峙峪文化有一定的 相似之处
, 其实在贾兰

坡周 口 店 地点
一

峙峪系 的代表遗址 中就有小南海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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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的小石片
一

刮削器文化主要分布在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 代表遗址有陕西长

武窑头沟 、 甘肃东部遗址群以及内蒙古萨拉乌苏等 。

陕西长武窑头沟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 , 相 当于氧同位素阶段 , 石制 品 的

石料为石英岩 、 石英和燧石等 , 打片 以锤击法为主 , 石核有扁 平石核和多面体石核
,
石

片 多数为小型而且不规则 , 但也有部分石片呈比较规则的 三角形和 窄长形 。 石器 以小型

刮削器为主
, 小型尖状器数量不多 , 但修理精致 。 也有砾石直接加工 的砍硒器 。

甘肃环县刘家岔和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相 当于氧 同位素阶

段 早期 。

刘家岔遗址位于黄土高原西部 , 年发掘并挑选 出石制 品 件 , 其中 石器

件 。 石器原料 以上为石英岩砾石
,
其余为硅质灰岩 、 脉石英和砂岩 。 该遗址打

片主要使用锤击法
,
但也有砸击法 。 石片

一

般不规则 , 但出现修理台面的 石片 。 石器用

锤击法修理 ,
刃 缘一

般不平齐 。 石器类型仍以刮削器为主 , 按照刃形和刃量还可以划分

为不 同类型
,

另 外还有端刮器 、 尖状器 、 雕刻器 、 砍砸器和石球 。

萨拉乌苏遗址石器的原料为黑色的硅质岩烁石 , 也有少量石英岩 , 这些砾石来 自 数

十公里以外的产地 。 砾石很小一般只 有 厘米 , 因此制成 的石器很小
,

一般为长

厘米 、 宽 厘米 ,
重量 克左右的数量最多 。 石器以锤击法剥取石片但从

一

部

分很规整的柱状石核来看 , 间接打制法可能已经存在 。 石器修理技术 比较进步 , 疤痕细

小 ,
刃 口 整齐 ,

石器组合 中以各类刮削器为最多
,
其次为端刮器 、 尖状器 、 雕刻器 、 钻

具等 。 其中端刮器最为引人注 目 ,
全部为短身类型

, 形状规整 。

华南地区

中国南方地 区的石器工业主要为砾石工业 , 但是有些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华北小石器

工业一

样 , 以小石 片
一

刮削器为主要特征 ,
时代

一

般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在洛南盆地
,
花石浪龙牙洞 的石制品和位于洛河阶地上的露天遗址 的石制品完全不

同 , 前者 的石制品是以 中小型石片 和简单的石片工具为代表的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 石

料主要有各色石英岩 、 脉石英和石英砂岩 , 打片主要使用键击法 、 碰砧法和砸击法等简

单的硬锤直接打片方法
,
石器组合简单 ,

主要有刮削器 、 尖状器和雕刻器
,

石器修理也

以 向背面修理为主 , 和泥河湾盆地 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
一

定的相似性 。 后者虽然在

地理位置 、 时代和石料与前者相当或一

致 , 但工具却以手镐 、 手斧 、 薄刃 斧和石球等重

型工具为主 。

与龙牙洞文化性质类似的洞穴遗址还有河南南 召小空 山 、 湖北房县樟脑洞 、

湖南石门燕儿洞 等 。

除了洞穴遗址 , 在晚更新世
,
露天遗址中也有一

部分遗址为石片工业 。 在湖北江陵

鸡公山 , 下文化层为典型的砾石工业 , 而在上文化层石制品 的原料来源可以分为 两个部



华北 北部小 石 器 文化成 因 分析

分 ：

一

部分为河滩砾石来 自 于遗址附近
；

另一部分为燧石结核
,
来源于其他地区 。 在砾

石原料中岩性主要为石英 、 石英岩或石英砂岩 。 石器打片与修理均使用锤击法
,
石片 的

台面主要为 自 然面 , 石器的毛坯主要为石片 , 加工方向 主要为向 背面加工
, 但也有

向腹面加工
,
加工比较粗糖 、 石器形状不十分规则 ,

石器类型有刮 削器 、 雕刻 器和尖

状器

关庙遗址位于陕西省安康市东北约 公里的汉江北岸 , 石制 品主要采 自 汉江二级

阶地上 。 该遗址发现石制品 多件
,

石器原料主要为脉石英也有少量的石英岩和砂岩
,

均为来 自 附近河滩地烁石 。 石制品石核和石片 占的 比例最大
,
两者多为不规则形 , 形体

较小 , 长度超过 厘米的石核仅 件 ,
石片的长宽则主要分布在 厘米

,
经过第

二步加工的石器 中刮削器的数量最多 占 , 尖状器次之 占 , 另 外还有
一些雕刻

器技法的标本 。

西南地区

同中 国南方地区相比
,
西南地 区的旧石器工业和华北北部的旧石器工业相似的程度

要大一些
,

以石片一刮削器为特征的 旧石器文化在旧石器时代早 中晚都有分布
,
但是和

华北北部相 比又具有 自 身特征 。

观音洞遗址先后经 次发掘获得石制品 多件
,
加工石器的 原料为石块或结核

,

岩性 以硅质灰岩为多
, 占 ,

其次为脉岩 、 硅质 岩 、 燧石 、 玉髓 、 细砂 岩等 。 打片

方法以锤击法为主
,
少数使用碰站法 。 加工方向为正 向加工为主占半数 以上 , 反向加工

占 ,
另有交互

、 转向 、 错项 、 对向等 。 刃角较纯多在
°

以 上 。 修正痕迹不平齐者

居多 。 石器类型有刮削器 、 端刮器 、 砍砸器 、 尖状器 、 石锥 、 雕刻器 、 凹缺刮器等 , 其

中前两类占 , 砍砸器等大型工具很少见 。 石器大多数在 厘米之间 。

普定的 白脚岩洞位于普定县西南约 公里处 , 海拔 米 , 洞底高出 附近河床约

米 , 附近岩溶地貌发育 , 多为 峰林
一谷地 。 该洞洞 口朝南 ,

比较宽敞 , 但洞 内堆积

受到较严重的破坏 , 洞 口堆积保持 比较完整 。 根据 测定 , 年代为 万 万年 。 经

年 、 年两次发掘 , 共发现 多件石制 品及 件骨器 , 动物化石 种 。 石

制品 原料以燧石 、 硅质灰岩为主 , 水晶 、 灰岩 、 砂岩等也有使用
, 燧石呈块状

, 其余为

烁石 。 打片主要使用锤击法 , 也使用砸击法 , 另外零台面石片的存在
,

说明锐棱砸击法

也有使用 。 石器仍以刮削器为主
,
共发现 件

,
约占石器总数的

,
主要以各类石

片和断片为毛 进行加工 。 砍砸器共发现 件占石器总数 , 尖状器数量不多
, 仅

件 ,
另外还有雕刻器 、 端刮器 、 凹缺刮器 , 值得注意 的是有 件修背石 刀和华北地

区 旧石器文化中 同类制品相似 。

猫猫洞位于贵州兴义城东约 公里 的猫猫山东侧的一个岩厦内 ,
虽然岩厦大部分

已经坍塌 , 除了保留在未坍塌部分的堆积外 , 岩厦的前缘也保留 了较好的堆积 。 地层共

分 层 , 石制品 主要位于第 层 。 动物化石 比较破碎
,
初步确认的有中 国犀 、 鹿类 、 牛

类 、 野猪 、 獾 、 象 、 窄齿熊等 。 猫猫洞遗址在 世纪 年代发掘 出土 了 多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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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品 、 件骨角 器等文化遗物 ,
石器原料为 质地较软的变质粉砂岩 、 砂岩 、 泥页岩等 ,

来 自 公里外的河床 。 打片技术主要采用锐棱砸击法 。 石器组合中有刮削器 、 尖状器 、

砍砸器 大类 , 另有 件雕刻器打法的标本及锐棱砸击石锤 、 砸击石锤 、 石砧和打击砾

石 。 刮削器数量最多 , 多以石片为毛坯 以向 背面加工为主
, 形体较大 , 加工精制 , 可分

单刃 、 复刃 、 端刃等 。 尖状器也多 以石片 为 毛坯
,

向 破裂面加工 为主 , 并采用
“

指垫

法
”

加工 。 砍砸器数量最少均以砾石或石核为原料采用复向修理技术 , 加工粗糙 。 骨角

器中有骨锥 件 、 骨刀 件和角铲 件
〕

。

富林遗址位于大渡河沿岸的二级阶地上
, 该地点于 年发现 、 年发掘 ,

发

现 余件石制 品 、 用火遗迹 和动植物化石 。 石制品 位于二级阶地上部 , 堆积集 中 ,

上下层 的界限很清楚 , 除 了用火遗迹外 , 还有动植物化石
,
这种现象应该是原地埋藏的

结果 , 从文化层不很厚的情况来看
,
可能是人类短期活动遗留下的 。 和华北地 区狩猎文

化遗留下的遗存很相似石制品
,

原料大部分来 自 附近山上的砾石结核 , 另 有少量石英 、

水晶 、 石英砂岩 。 打片主要使用锤击法 , 偶然使用砸击法
,
石片多短宽薄 , 属 于副产

品 , 也有
一

定数量的似石叶 。 制作石器的毛坯以块状为主占 , 仅 以石片加工 。

石器组合有边刮器 、 端刮器 、 尖状器 、 雕刻器和砍砸器 。 边刮器数量最多 ,
占石器总数

其 中多数为单刃类 。 端刮器数量不 多 ,
但加工仔细

,
刃 口 较钝 。 雕刻器数量很

少 , 且不典型 。 砍砸器仅有 件 。 富林石器工业最显著的特点是石器非常细小
,

长度很

少超过 厘米者 , 打片技术以锤击法为主
,
但有碰击法存在 , 石片中有相当数量的似石

叶存在 , 石器以小型刮削器为主
,
加工石器毛坯以块状为主

, 片状毛坯 占次要地位 。

西南地区的 旧石器文化虽然从 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都以小石片
一

刮削器为主要特

征 , 但和华北地区相比具有一些 自 身的特点 ：

一

是砍砸器等重型工具的数量虽然少
, 但

在各遗址中都有 出现 , 说明这类工具在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
；
二是对砾石原料多采用锐

棱砸击法打片 , 而不是锤击法打片 。

岭南地区

广西柳州 白 莲洞位于柳州市东南郊的 白 面山南麓 , 遗址堆积复杂 , 按照发掘者意见

可分早 、 中 、 晚三期 , 年代从距今 万 万年 , 正好是 旧石器时代晚期 向新石器时代

过渡阶段 。 在距今 万 万年主要流行用燧石等原料制作 的小型石片工具
,
石器

主要 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
, 石器制作仍然使用石锤直接打击法

,
但第二步修理细致 , 石

器组合以刮削器为主
,

砍硒器居于第二位
, 并已经不见典型的砾石砍確器

, 修理精致的

小型尖状器代替了大尖状器 。

小结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看 出 , 从时间上来看 , 多数地区都经历了一个由 砾石工业 向小石

器工业的发展过程 , 只是在泥河湾盆地和西南部分地区 小石器文化从早到晚
一直存在 。

另 外根据打片技术和石器组合小石片
一

刮削器文化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 的地方类型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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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北部和西北地区 ,
旧石器时代早中晚的小石片

一

刮削器文化主要 以锤击法进行打片

并修理工具 , 工具中大型工具极少
, 时代延续最长

；
在西南地区

,
除了使用捶击法打片

并修理石器 , 针对烁石石料 , 锐棱砸击法 占有重要地位
；
在华南和华北南部 的露天遗

址
,
石片

一

刮削器文化普遍继承 了此前砾石工业 的
一

些特点 ,
即 使是在旧 石器 时代晚

期 ,
虽然石片工业 占据主导地位 , 但仍有

一

定数量的砾石石器 。

二 对小石器文化成因的不同认识

关于石器大小的原因
一

直受学术界的关注
,
主要观点有 四种 。

第一种观点认为小石器文化的成因是由 于生态环境或经济类型决定 的 。

“

纵观桑干河流域各遗址的文化特征和化石组合 , 我们不难看 出
, 各遗址的 主人虽

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 有早 、 中 、 晚之分 , 但是它们之间有内在联 系 。 共同特点说

明 它们都生活在以草原为主的 自 然环境中 , 并且 以猎取动物为其主要经济活动
,

为了适

应狩猎和生活的需要 , 都以细小石器为其使用工具 。

”

“

在小石器组合中 , 占主导地位的是各种类型的刮 削器 , 而承担重型工作的 大型工

具类型的砍砸器所 占 比例很少
, 大尖状器基本不见 。 这种石器组合应该是适应草原环境

的产物 。 它所代表的经济类型要 比大石器类型要更为复杂 。 比较清楚的是有与加工动物

肉 类有关的活动的存在 。 小石器组合中缺少承担重型工作的大型砍砸 、 挖掘等工具
,
这

应是因为在其生活环境下少有这类活动而已 。 小型工具除了承担切割肉 类等 , 也可以用

来采集植物类的食物或承担其他类型的工作 。

”

第二种观点认为 , 华北北部小石器文化 的成因是由 于石料的性质所决定的 。

“

小长梁当地石料的来源十分丰富 , 但质地较差
, 与理想打片所需 的勻质硅 质石料

相去甚远 。 由于石料裂隙非常发育 ,
我们认为这一

特点会对小长梁工业 的打制技术与石

制品特征与尺寸产生很大的制约作用 。

”

这样的 观察也和打制实验的结果相 吻合 ,

“

大

部分石片 和碎屑块不是循打击方向破裂 , 而是沿其内在裂隙崩落 , 很难从锤击的方向 与

力量来控制石片的剥离与尺 寸 。

”

第三种观点认为华北北部长期保持以小石片
一

刮削器为传统旳旧石器文化正好印证

了东亚古人类连续进化的理论
丨

第四种观点是通过对洛南盆地 内 旧石器区域文化的研究提出来的 。 在洛南盆地 , 龙

牙洞内的石制品是 以小石片一刮削 器为特征的石器工业
；
而在旷野 , 时代相同 的 阶地上

出 土的石制品却是 以砍砸器 、 手斧等为主的石器工业 。 两种不同类型的石器工业 同时并

存于一个小盆地内 ,
制作石制品 的原料也完全相同 ,

因此在洛南盆地用石料和环境难以

解释龙牙洞内 的石制品为什么是小型的石片石器 , 而野外阶地的石器是大型的 砾石工

业 。 对于这种文化现象原研究者认为是由 于两个遗址使用功能上存在差别 。

另外 , 也有学者从埋藏学的角 度探讨这一

问题 。 在丁村
,
不同地点石制品 的大小与

类型也有不 同 , 研究者通过对丁村遗址各地点石制品 大小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对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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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的分析认为处于河流上游的石制品尺寸较大
,

而处于河流下游的石制品 尺寸较小 , 进

一步推测 ,
石制品的大小是由 于埋藏过程中 由于河流分选所致 。

但是 , 仔细分析上述因素
,

任何
一

种因素都不能完满地解释小石器文化的成因 。 比

如 ,
如果说环境变化是影响石器大小的 因素 , 那么在更新世期间 , 冰期一

间冰期发生过

多次气候波动 , 我们 目 前没有发现石器大小随气候变化反 复由 大到 小 、 有小到大的 例

证 , 说明小石器可能并不仅仅用 于狩猎 , 大型工具可能也并不单纯用于采集 , 而且作为

一

个完整的工具组合砾石工具中也不乏小型 的石片石器 , 小石器组合中也有少量的大型

工具 ,
即便是在某个遗址 中大型工具缺无

,
由 于石制 品只 是原始人类使用工具的

一

部

分 , 其他材质的工具可能由 于年代久远无法保存至今 ,
因此仅仅根据现在发掘的石制 品

来确定原始人类的经济类型是相当危险的 。 同样如果说石料是影响石器大小的 因素
, 那

么在周 口 店第 地点 、 鸡公山遗址中石器在同
一

个遗址的早晚期会有不同 的石器工业又

将如何解释 。

看来 , 控制石制品大小的因素可能是复杂的 , 可能不止一

种因素影响石制品的 大小

甚至类型
,

因此在分析小石片一刮削器文化的成 因时
,
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而且

应该弄清哪些因素是影响石器大小的主要因素 , 它能在较大范围内影响 旧石器时代文化

性质的变化 , 哪些因素只在局部影响 区域文化甚至某
一

遗址的文化性质 。

三 华北北部小石器文化成因分析

为了解决华北北部小石器文化的成 因
, 我们先把研究区域的 旧石器文化划分为若干

小区
,
对每个小区里的 旧石器遗址的埋藏环境 、 石料特点 、 生态环境 、 遗址 的使用功能

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 以了解究竟哪个 因素在文化成因中起着决定性 因素 , 最后再对整

个区域进行总结 。

泥河湾盆地东部旧 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根据 目 前的研究 , 泥河湾盆地东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年代属于早更新世
,

从距

今 万年延续至距今 万年 。 动物群研究表明这一

阶段气候的主要特征是温暖湿润
,

时代为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动物群是森林
一

草原动物群 , 其中森林动物多于草原动物 , 气

候温和湿润 。 例如新猎豹 、 纳玛象及黑鹿等都是在 温暖湿润的环境 中生活 。 孢粉分

析表明在距今 万 万年前泥河湾盆地植被中木本植物 占较大的 比重 , 禾本科植物

茂盛
,
反映了一

种 比较湿润的气候环境 。

制作石器的原料来 自遗址附近 , 根据野外观察这种石料主要分布在诛罗 系浅成侵人

岩和震旦系縫石白 云岩的 围岩之间 。 隐晶硅质岩主要分布在东谷挖
一

带 , 多沿层面或节

理面呈片状 、 块状和板状 ,
这

一

点在东谷坨的火石沟一

带观察最为明显 。 除基岩外 , 在

东谷挖
一

带 , 在湖相地层底部和基岩相交接的部位
, 普遍发育有

一

层砾石层 , 在这层砾

石 中含有大量的隐晶硅质岩和火山角砾岩烁石 。 东谷挖一带的隐晶硅质岩的力学性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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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类 ： 第一

类表面有
一

定的风化 , 质地均匀或不均匀 , 裂纹发育 ； 第二类 , 质地细密

匀纯
,
没有风化 , 但裂纹发育

,
且裂纹多被不同物质所充填

, 板井子的石料具有这种特

征 ； 第三类 , 结构细密匀 纯 , 无风化 、 无裂纹
,

油坊遗址中有这种石料 。 根据对石料表

面的观察
,
泥河湾盆地东部早期 旧石器文化所使用 的原料主要为第

一

类石料 。

根据遗址的埋藏情况和遗址 出 土的 遗物 、 遗迹分析
,

不同遗址的使用功能有所不

同 。 东谷坨遗址不仅堆积厚而且含有精制 品的数量也比较多 ,
反映人类在这里从事

一

种

比较复杂的活动 ,
而且使用时间 比较长 , 具有类似 中心遗址的性质 。 相比之下岑家湾遗

址文化层薄 ,
石制品多为初级产品

,
可能代表人类的一

次临时活动的场所
, 飞梁遗址也

同样反映了相类似旳使用功能 。

从埋藏学的角度来看 , 位于泥河湾盆地东部的 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
均属 于湖相堆

积 , 随着湖水的涨落 , 湖进人退
, 湖退人进 。 有的遗址废弃后被快速埋藏 , 形成原地埋

藏如岑家湾遗址 有 的则 随湖水的 涨落被流水 改造
,

形成异地埋藏
,

如飞梁遗址 、

半山遗址 等 。

综上所述
,
泥河湾盆地东部旧 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石制品的大小显然与遗址的使用

功能 、 埋藏性质没有直接关系 ,
和经济形态也没有关系 , 石制品的特征主要 由原料的性

质所决定 , 这
一

点得到打制 实验的证明 。

周 口店地区

从距今 万年开始
,
人类在周 口 店地区

一

直连续地生活着
,
在此期间 经历了数次

冰期
一

间冰期的气候波动 , 但由 于气候波动的幅度不同 ,
因此有些时期冰期

一

间冰期气

候的差异并不大 ,
而有些冰期时的干冷气候表现的相当 明显

, 根据孢粉和动物化石 的研

究代表北京人文化早期的 层
, 以温暖湿润 的森林动物为主

, 喜水或近水动物较

多 。 而代表北京人晚期文化的 层则 以草原动物为主
,
喜干燥种类多 。

从原料的来源看 , 北京猿人早期文化中从数量来看虽然以石英居多 , 但主要工具都

是用砂岩等烁石制作的
, 虽然砂岩只 占 本期石料的 , 但其实际作用要大于石

英
,
根据笔者调査在现代周 口 河中 有大量 的砂岩和质量较差的脉石英 。 因此估计在北京

猿人文化早期 , 石料主要来 自 遗址附近的周 口 河中 , 据此推测人类的活动范围 主要在遗

址附近。 到 了北京猿人文化晚期
,
在原料采集方面不仅以脉石英为主 , 而且质量有所提

高 , 质地细腻的乳白 色或半透明的石英的数量大大增加 , 水晶和燧石的用量也 明 显增加

了 。 据调查 , 这些原料在遗址附近的河床中很少见到 , 主要存在于距遗址 千米之

外的房山花岗岩体附近
,
指示 了人类在这一阶段可活动范围 比 以前有所扩大 。

从遗址的使用性质来看
,

周 口 店
一

带 的洞穴为人类提供了 较为稳定的家园
,

洞穴或

岩厦不仅可以遮风挡雨而且冬暖夏凉 , 是人类理想的居住场所
, 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中心

遗址 。

在北京人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 石器工业经历了从碑石工业向小石片一刮削 器工业 的

转变
,
对于这种转变学者已有过研究 ：

“

在北京人文化早期 ( 层 ) ,
也就是粗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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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时期 ,
是一

个气候非常温暖 的阶段
……

周 口 店附近地区是暖温带落叶阔 叶林 ,
甚至于

还保留亚热带的蕨类植物 , 以砍砸器为主体的粗大的石器组合很可能就是这种环境的产

物 。 在此后
, 由 于更新世气候变化的整个趋势的影响 , 气候总体方向是朝干冷的方向 发

展
,

周 口 店附近的环境 , 也主要是较干凉的草原或森林草原坏境 。 所以 中晚石器小型石

器的发展 , 明显是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发展出 现 , 同样情况也见于辽宁营 口 金牛山 。

”

其实 ,
石器的大小除了和环境变化具有明显的关系外 ,

也和古人类的活动范围具有

一

定的相关性 。 在北京人文化早斯 ,
人类主要活动在遗址附近

,
而到 了晚期人类活动范

围扩大 , 在 公里以外活动频率大大增加 。 这和石器大小可能具有
一

定的 内在联系 。 另

外 , 我们还应看到在北京人晚期文化 以后
,

虽然气候也 曾 经发生过变化 ,
但在 地点

和山顶洞 , 石制品
一

直保持小石片
一

刮削器传统 , 大型的砾石工具很少出现 。

类似的现象在华南地 区也存在 。 以鸡公 山遗址为例 , 在鸡公山 遗址 中上下文化层的

石制品有
一

定差异
,

下文化层属于典型的砾石工业
,
原料均为碑石 , 但岩性比较庞杂有

石英砂岩 、 砂岩 、 燧石 、 石英等原料 。 打片与修理均使用锤击法 , 石核以单台面居多 ,

没有发现修理台 面和预制 台面的情况 , 石片数量很多
, 但多是天然 台面 。 石器类型仍以

砍硒器为主
, 但尖状器最有特色 , 多是将

一

长条型烁石从
一侧剖开

,
然后在

一

端向背面

加工
, 修出

一个三棱状的短尖 , 这种石器不仅数量多 , 而且加工方法固定 。 除此之外还

包括重型刮削器 、 轻型刮削器 、 凹缺刮削器等 。

上文化层的原料来源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

一

部分为河滩砾石来 自 于遗址附近
；

另 一

部分为燧石结核 , 来源于其他地 区 。 在砾石原料 中岩性主要为石英 、 石英岩或石英砂

岩 。 石器打片与修理均使用锤击法
,
石片的 台 面主要为 自 然面 , 石器的 素材主要 为石

片
,
加工方向主要为向背面加工 , 但也有 向腹面加工

, 加工 比较粗糖 、 石器形状不

十分规则 , 石器类型有刮削 器 、 雕刻器和尖状器 。

由上述分析可见 , 鸡公 山遗址 的石制 品也经历了一

个由砾石工业 向石片 工业转变的

过程
, 而且伴随着这种转变人类的活动范围也有所扩大 , 气候开始向干冷方向发展 。

因此 , 石制品 由砾石工业 向石片 工业转变过程中 , 除了和气候变化有
一

定的相关性

外 , 和人类活动范围的增大也有
一

定的相关性 。

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增大既可能意味着人类体质的进步和适应环境能力的增强
,
也

可以解释为由 于环境变干变冷迫使人类不得不在更大的范围 内活动 ,

二者之间究竟哪
一

个是因
, 哪一个是果

,
确实难以 区分 。 不过考虑到在更新世期间

, 冰期
一

间 冰期曾经发

生多次变化
,

到 目 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
一

个地区砾石工业和石片工业反复变化 的例证 ,

所以我们不能忽略由于人类 自 身进步和文化本身发展所 固有的规律在由砾石石器向石片

石器发展过程 中的作用
, 当然也不能 因此而否认环境变化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 有趣

的是通过对北京人头盖骨的 研究
, 属于北 京人文化 晚期 的 号头骨表现 出 明 显 的 进

步性 。

泥河湾盆地西部

泥河湾盆地西部是华北北部小石片一刮削器文化的主要分布区 , 也是贾兰坡先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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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第 地点
一

峙峪系学说的 主要依据所在 , 主要包括许家窑遗址 、 峙峪遗址 、 西 白 马 营

遗址 、 神泉寺遗址 、 新庙庄遗址等 。

根据前面对地层 、 时代和文化分期 的研究 , 许家窑遗址可能属于阶段 其他

几个遗址属于阶段 的晚期 , 大多时候处于相对温暖
一

湿润的气候环境 。

泥河湾盆地西部遗址 中脉石英是人类选择的 主要石料 , 其次为有一定风化的火山角

确岩和体积较小的玉髓 。 脉石英和风化的火山角砾岩脆而硬
,
打片 时和泥河湾盆地东部

的石料很相似 , 很难获得较大
一

些的石片 ,
而玉髓虽然质地优良

,
但 由 于体积很小

,
也

不能剥取大一些 的石片 。

从遗址的堆积和 出土的遗物来看 , 上述遗址应该都属于中心遗址 。 从埋藏学的角度

来看虽然属于河湖相堆积 , 但并没有经过河流分选 , 属于原地埋藏 。

泥河湾盆地西部遗址文化成 因主要受石料限 制 , 当然从文化发展 的角度来看 , 由 于

这些遗址的年代均属 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
人类选择这些石料究竟是一种刻意行为还是

迫不得已的选择 , 根据现有资料还难以回答 。 现在 只是从使用的石料来看 ,
人类难 以制

作重型工具 。

四 结 论

根据上述分析
,
本文认为华北北部小石 片

一

刮削器文化的成 因主要受两个因 素控

制 ,

一

个因素是受文化本身发展规律的控制 ,
即从旧石器早期到晚期 旧石器文化存在

一

个由 砾石工业向石片工业发展的趋势 , 这
一

点不仅表现在华北北部的周 口 店地点群 , 在

东北地区 、 华北南部 、 华南 、 岭南地区同样存在
,
这是华北北部旧石器文化 中 出现砾石

工业 的主要原因 。 另一

个因素就是不同地 区石料的性质
,

由 于早期人类活动范 围有限
,

只 能在有限的范围 内选择合适的石料加工工具 , 因此当地石料的力学性质在一定程度决

定了文化性质
,
是影响区域文化性质的 因素 ,

在泥河湾盆地由 于劣质石料的影响 , 人类

只能生产以小石片
一

刮削器为特征的石制品 。

谨以此文恭贺 吕遵谔先生八十华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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