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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半岛的旧石器文化

王# 丽!刘晓庆!傅仁义

（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研究所，沈阳 # $$%%:;）

摘要：辽东半岛旧石器研究可追溯至 !% 世纪 :% 年代，但较大的进展则在 <% 年代以后所取得。迄今为止，

包括以庙后山石器工业和营口金牛山人类化石 为 代 表 的 旧 石 器 早 期、以 海 城 小 孤 山 下 层 石 器 工 业 为 代 表

的旧石器中期和以海城小孤山中层石器工业、骨 角 制 品 和 前 阳 人 类 化 石 为 代 表 的 旧 石 器 晚 期 组 成 的 辽 东

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从古生态环境和石器技术、类型学而言，辽东半岛旧石器文化和

华北同期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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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D7LL7 (7D4ICLM M7 ’ICLMDF）和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

在大连至旅顺公路旁的红色坡积物中采到一些石英岩石片。经过法国史前考古学家步日耶

（*7FLD NL7OD4）鉴定，确认 为 人 工 制 品。后 来，德 日 进 将 其 中 一 件 收 录 到 他 的《 中 国 远 古 人

类》一书里（ 图 $）［$］。

图 $# 步日耶确认的大连旅顺港附近红色坡积中发现的人工打制石英岩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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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虽“ 小”，却掀开了辽东半岛以至辽宁省旧石器考古的序幕。随后，日本地质

学家鹿间时夫在营口大石桥牛心山（ 今天的金牛山）洞穴中发现 $% 余种第四纪哺乳动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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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成为今天营口金牛山遗址考古的先声。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辽东半岛旧石器考古

工作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除金牛山外，又发现了庙后山、小孤山、丹东前阳、大连古龙山

等许多重要遗址（ 图 #）。

图 #" 辽东半岛主要旧石器遗址分布

&’() #" *+, -./0- 1.2 3+’4 5+62/6’1.’7 -’12- +1 1.2 8’+/9/4( 524’4-:6+

!" 地质背景

辽东半岛位于辽河口至鸭绿江口连线以南，为辽宁东部山地丘陵向西南延伸并插入黄

海的部分。区内地势以山 地 丘 陵 为 主，中 低 山 海 拔 一 般 在 ;$$3 上 下，个 別 可 达 !$$$3 以

上。山区林木葱郁，是辽宁省内的主要林 区。鞍 山 市 东 南 的 千 山 主 峰，海 拔 %$<3，重 峦 绝

壁，风景秀丽。千山贯穿辽东半岛，大部为低丘。平原一般海拔 ;$3 以下。沿海有狭窄平

原；海蚀阶地发育；岩 岸 曲 折，多 天 然 良 港。近 海 多 岩 岛，西 南 金 州 湾 外 的 蛇 岛 以“ 蛇 的 世

界”而闻名。

区内水系发育，其中辽河支流浑河和太子河流程较长。其他如大洋河、英那河、碧流河、

庄河、复州河、海城河等，多为直接入海小河。它们具山溪特点，水清流急，宜于早期人类生

存。辽河和鸭绿江为辽宁第一和第二大河。两河三角洲分列东西，成为辽东半岛的西北角

和东北角。半岛属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冬冷夏暖，雨量集中。辽宁全省年平均降水

量为 >$$—!#$$33，位居我国东北三省降水量之首（ 以上据地图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

省地图集》，!?%>，北京）。

辽东半岛是古老的华北地块的组成部分，长期处于抬升剥蚀状态，新生代地质历史记录

比较残缺。第四纪地层不甚发育，至中、晚更新世，山地河流发育宽阶地，沉 积 记 录 较 为 完

整。中更新世地层有坡积、冲洪积及洞穴堆积等，岩性多为棕红色砾石含黏土，砾石大小不

一，成分复杂，以石英岩居多，分布部位一般较高。该期洞穴堆积较发育，如营口金牛山、本

溪庙后山、辽阳安平裂隙堆积都出土一批中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堆积物岩性以棕红色角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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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为主，与北京周口店洞穴堆积类似。孢粉分析结果反映中更新世晚期植被茂盛、温 暖 湿

润。

晚更新世堆积在辽东半岛分布相对较广，成因类型也比较复杂，如冲洪积、海积、洞穴堆

积物，还有风积及玄武岩喷发。岩性为一套棕黄色和黄褐色黏土夹砾石层或砂砾石层。砾

石磨圆度较好，分选差。黄土堆积厚度不大，一般小于 $%。在洞穴堆积中有保存较好的地

层剖面，并含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均为东北地区晚更新世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如大连

古龙山洞穴、海城小孤山洞穴、本溪溪湖洞穴、丹东前阳洞穴、通远堡洞穴等都保留较好的地

层剖面
［&，’］。

"! 主要旧石器遗址

!" #$ 旧石器早期

辽东半岛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以营口金牛山和本溪庙后山为代表；此外还有营口藏山

洞。金牛山自 (#)’ 年以来共发掘 (* 次。遗址 + 点为主要地点，出土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

丰富的人类化石，以及少量石制品、用火遗迹和人类居住面。铀系法测定人类化石层位为距

今 ", 万年左右。人类化石共 $- 件，包括头骨、脊椎骨、髋骨、尺骨、足骨、手骨等，属于一未

成年女性个体。体质特征分析显示，“ 金牛山人”处于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阶段。该遗址

出土石制品 "** 余件，原料主要是石英岩和脉石英，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普遍使用锤击法

和砸击法，打片和修理技术粗糙
［$—)］。藏山洞只发现 (* 余件石器

［,］，和金牛山的石制品在

石料、石器类型和制法上大体相同。金牛山与周口店北京直立人文化比较，石器的打制方法

和形态极其相似，表明二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 图 &）。

图 &! 金牛山石制品（ 据金牛山联合发掘队，(#),）

./01 &! 234 56784 9:6/;9<65 ;:7% 634 =/88/>5398 5/64
!

本溪庙后山遗址是迄今已知我国最北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上世纪 ,* 年代在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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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物化石研究的基础上，古地磁研究和铀系法和
!# $ 等同位素测定得出遗址含人类化石

和石器的下部地层即第 #—% 层为距今 #&—!# 万年，上部地层即第 ’—( 层为距今 !&—!) ’
万年

［*—!+］。不久前采集遗址堆积层中的钙板进行碳酸盐岩铀系法年代测定，表明下部地层

包括第 # 层上部和第 , 层下部的年龄至少应大于距今 ,& 万年
［!#］。这个结果把庙后山遗址

的年代提早了 !& 万年或更多，已接近周口店北京直立人遗址的早期。庙后山遗址仅出土零

星的人类牙齿化石，不能和金牛山遗址相提并论。不过，庙后山出土的石制品不少，加上原

料较好，提供的技术类型学信息又是金牛山所远远不及的。

!*(% 年出版的正式报告描述了 ’% 件石制品。原料以石英砂岩为主，安山岩占少数，脉

石英偶有所见。打片主要采用锤击法和碰砧法，砸击法仅见一例。碰砧法占有比较重要的

位置，用这种方法生产的大石片加工砍砸器等重型工具，成为庙后山石器不同于金牛山等早

期和辽宁地区其他中、晚期旧石器的显著特色。另外，报告里描述的“ 修理把手的砍斫器”

今天应正名为薄刃斧（ -./01/2）［!,］（ 图 #—%），是组成西方手斧文化主要标志性工具（ 手斧、

薄刃斧和手镐）之一。同类工具在周口店和丁村等华北旧石器早期文化中均有发现。

图 #" 庙后山遗址的石片（ 据黄慰文等，!*(%）

345) #" 67/ 8.09/: 82;< =7/ >40;7/:70? :4=/
"

上述三个早期遗址都发现了人类用大型哺乳动物的管状骨打制的尖型和刃型 骨 制 品

（ 图 ’，(）。尽管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是否有打制骨器的问题上学术界素有争论，而上

述旧石器遗址发掘的骨制品器物表面有明显的人类由骨髓腔向骨壁方向打击的痕迹。有观

点认为，这种打制骨器只有在石器原料极其不理想的遗址才出现，而辽东半岛的石器原料以

石英岩和脉石英为主，恰恰符合这一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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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庙后山石器（ 据黄慰文等，%#&’）

()*+ $! ,-./0 -..12 34.5 6)7.80287/ 2)-0
!

图 ’! 庙后山石器（ 据黄慰文等，%#&’）

()*+ ’! ,-./0 -..12 34.5 6)7.80287/ 2)-0
!

图 9! 金牛山骨器（ 据金牛山联合发掘队，%#9&）

()*+ 9! :./0 -..12 34.5 -80 ;)//<287/ 2)-0
%= 钝类型骨器；"= 钝类型骨器；>= 有刃类骨器

!

!" ! 旧石器中期和晚期

辽东半岛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是以海城小孤山文化遗址为代表。另外该时代的地

层堆积也包括庙后山上层的山城子组动物群。这层发现达呼尔鼠兔、中华貉、普氏野马、野

猪、河套大角鹿、恰克图转角羚羊、普氏羚羊、野牛、沙狐、棕熊，最后斑鬣狗等，地层是以庙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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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庙后山骨器（据黄慰文等，!$#%）

&’() #" *+,- .++/0 12+3 4’5+6-065, 0’.-
"

山遗址第 7、# 层为代表，它叠压在庙后山旧石 器 时 代 早

期地层之上。

小孤山文化遗物非常丰富，包括 数 以 万 计 的 石 制 品

（ 图 $），精美骨角制品及丰厚的灰烬层
［!%—!7］。最近硏究

表明，小孤山石器工业绝大部分石器都以脉石英做原料，

有些种类石器具有欧洲旧石器初期和中期常见的特色工

具，如手斧、手镐和球状器，也有与欧洲莫斯 特 文 化 相 似

的石器，如尖状器、刮削器等（ 研究报告正在出版）。

在骨角制品中，磨制骨 针、骨 尖 状 器、用 兽 牙 等 原 料

制成的垂飾（ 钻孔装饰品）是小孤山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在国 内 旧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中 极 其 罕 见。 尤 其 是 采 用

锯、磨、刮技术制成两面倒刺鱼叉与欧洲马格德林文化同

类制品非常相似，而穿孔兽牙则与山顶洞文化基本 一 致

（ 图 !8 和图 !!）。

图 $" 小孤山石器（ 据张镇洪等，!$#9）

&’() $" :.+,- .++/0 12+3 .6- ;’5+(<065, 0’.-

辽东 半 岛 上 的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遗 址 还 有 前 阳 洞

穴
［!#］

和复县古龙山遗址
［!$］。其中前阳遗址发现了人类

头骨、下颌骨、股骨和 % 枚牙齿，分为两个个体。从头骨骨缝和顶结、额结节形态分析，前阳

人为不足 =8 岁的女性个体。前阳人具有典型黄色人种特征，基本属于进步类型的晚期智人

阶段人类化石。石制品较少，只有 > 件石器，! 件是小型砍砸器，由石英岩石料制作。这件

石器是在一侧刃部由背面向破裂面加工的砍砸器，刃缘钝厚，刃角锋利。另外两件是用脉石

英原料，用砸击法打成的两端石片。这几件石制品是我国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常见类型。此

外在洞外周围还采集到 石 核、石 片、刮 削 器 各 一 件，石 料 是 石 英 岩 和 安 山 岩。该 遗 址 的
!? @

年代是 !#%=8 A >=8*B。丹东前阳洞穴遗址位于辽宁东部，南靠黄海，东与朝鲜半岛接壤，这

是古人类迁移的桥梁地带，对于研究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早期人类迁移和文化交流有重要

意义。

古龙山洞穴遗址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地点，发现有大量动物化石和骨制品以及少

量石器。石器仅 ? 件，均为小型，其特征不典型，而骨制品器型繁多，有尖型、铲型、单边型、

端刃型和不规则型；片状骨器刃部加工特征明显，大部分是向骨外壁方向加工，而复向和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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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小孤山的骨尖状器和垂飾（ 据黄慰文等，$#&’）

()*+ $%! ,-./ 0-).1 2.3 0/.32.14 56-7 8)2-*94:2.
!

向较少；片状端刃骨器具有一定代表性（ 图 $"）。古龙山的骨制品较丰富而石制品缺乏至少

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当地优质石料不理想，附近河床砾石都是灰岩；第二，人类有意识选择

较坚硬的动物肢骨来制作骨器，用这种材质制造的工具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金牛山、庙后山

已经开始产生，有其合理性。

另外，在金牛山洞穴顶部，有一个棕褐;棕黄色黏土质粉砂层，含钙质结核，其堆积厚度

大约 $7 左右，发现 $ 件人类肱骨化石，保留上臂骨远端一段，其横截面呈三角形，外缘侧较

明显，骨壁厚度接近成年人个体，为晚期智人阶段。同层面还发现两件骨器，一是用动物椎

骨采用钻、磨技术两面对钻加工的穿孔骨器，从形态分析，可能在孔部安装木柄做骨锤使用。

另一件是用动物肢骨片磨制的锥型制品，在骨片一端打成尖型呈凿形的刃口，然后在骨外壁

磨平，可做骨锥。但从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历程来看，打制骨器技术发展一直 是 缓 慢

的，如果除磨、钻、刮这种典型技术制作的骨器之外，只从打制骨器本身来讲还不具有进步和

落后的特征，所以很难划分出时代的早晚。

<! 结论与讨论

!" #$ 文化特征

$）从早到晚石器制作原料呈多样化趋势。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如金牛山和藏山，石

器原料以脉石英和石英砂岩为主。庙后山是一个例外，原料以石英砂岩为主，安山岩为次，

脉石英仅偶尔采用。到中晚期，以海城小孤山遗址为例，原料除了以脉石英为主外，还有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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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小孤山的骨针和鱼叉（ 据黄慰文等，!#$%）

&’() !!" *+,- ,--./-0 1,. 2134++, 53+6 7’1+(8021,
"

图 !9" 古龙山出土的骨制品（ 据周信学等，!##:）

&’() !9" *+,- 13;’51<;0 53+6 =83+,(021, 0’;-
"

英岩、闪长岩、砂岩和玉石等。到晚期还发现用钻磨技术制成的精美骨角工具和装饰品。

9）制作技术改进。我国旧石器时代人类打制石片存在三种方法，总体上看锤击法和砸

击法较普遍，碰砧法较少。辽东半岛的情形大体相同。不过，庙后山遗址出现数件用碰钻法

打成的大型厚石片石器，这在邻近地区很少见。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小石片或薄

长石片。打片时多利用自然台面或打击台面，同时出现少量修理台面技术。石制工具可分

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但石片石器占大部分。加工石器主要用石锤直接修理，以单面加工为

主，少量双面加工。加工方向多向背面，少部分向劈裂面加工，晚期出现的双向加工，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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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加工、错向加工或复向加工。并掌握指垫法修理石器的能力，如海城小孤山就采用这种

技术。但小孤山遗址的石核石器也占相当比例，如各种类型砍砸器、石锤、石球和手斧是该

遗址一个重要特征。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少量修理台面技术。

$）石器以中小型为主，与华北地区周口店北京直立人%峙峪系的小石器文化系统有密

切关系，如金牛山、小孤山、古龙山等石器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庙后山遗址中，有相当一

部分大型砍砸器，可能代表一种地方特色。石器的主要类型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三大

类。到中期出现石球，晚期出现雕刻器和钻具以及钻、磨、刮等技术生产的骨器。

!" # 与邻近地区旧石器文化对比

迄今为止，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都发现较多旧石器遗址和地点及零星人类化石，如吉林

的周家油坊、榆树人、安图人、黑龙江的闫家岗、顾乡屯、大兴屯、清和屯、呼玛十八站和龙风

山等，但这些遗址和人类化石多半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处于晚期智人阶段。近年在黑龙江

北部，靠中俄边界的嘉荫县发现了相当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出土较多用火成岩原料制作的

石器。但不见动物化石，也未做年代测定，这是在黑龙江发现较早的遗址线索。出土石器较

多的是以十八站遗址为代表，它是用玛瑙、燧石等优质原料打制，用直接和间接法加工成精

致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尤其刮削器造型多样，表现较高专业化技术，这与辽宁西八

间房和沈家台的石器相似。总的来看，都具有细石器传统的文化特征，如长石片、圆头刮削

器、拇指盖形刮削器、楔型石核等。周家油坊的石器数量不多，是用玄武岩和安山岩等制造、

加工方法也是向背面或交互加工，石器类型与海城小孤山石器相似。说明东北地区旧石器

时代晚期在工具类型、加工方法、文化性质有密切关系。

辽宁地理上与华北相连，辽东半岛旧石器文化与华北旧石器文化关系自然也十分密切。

首先从反映生态环境的哺乳动物群来说，以金牛山和庙后山为代表的东北中更新世动物群，

其成分和以周口店为代表的华北中更新世动物群基本相同，差别仅限于辽宁多了少量北方

色彩更浓的成分。晚更新世动物群的情形也大致如此。两地均以萨拉乌苏动物群为基础，

辽宁则多了猛犸象和东北野牛等适应高纬度地区的种类（ 如海城小孤山动物群）。文化方

面的联系也很显著。无论以脉石 英 为 原 料 的 小 工 具（ 如 金 牛 山 和 小 孤 山），还 是 以 石 英 砂

岩、安山岩为原料打制的重型工具（ 如庙后山），其技术与类型学特征均未超出华北同期文

化的范围。

!" !$ 今后工作展望

辽宁位于华北与亚洲东北部，包括我国吉林、黑龙江，俄罗斯西伯利亚以及朝鲜半岛联

系的通道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在早期人类迁徙、扩散、交流和融合硏究上拥有相当大的

优势。正如本文所述，仅辽东半岛已发现的旧石器文化材料，一方面已清楚地显示“ 关外”

与“ 关内”在旧石器文化发展上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显示东亚与西方旧石器文

化存在交流、融合的事实。具有鲜明“ 西方风格”、但年代不见得比西方同类制品晚的小孤

山骨角器和装饰品就是有力的证据（ 该遗址的年代测定报告正在出版）。这些发现已经向

我们展示了这一地区旧石器文化研究的巨大潜力；同时也向我们提出更紧迫的要求。

本文为纪念周口店北京直立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发现 &’ 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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