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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土堂发现的旧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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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土堂旧石器地点位于太原盆地的北端 ,是太原境内汾河中游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 ,埋藏在太

原西山山前黄土台地中。共获得石制品 20 件 ,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球以及石锤等 ,其中砾

石砍砸器最具特色。地质时代属于中更新世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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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1 ]
,到上个世纪末的 40 多年中 ,前

后发现的几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全部集中于汾河上游的古交市境内[2 ]
,在太原的其它区域 ,尤

其是汾河中游一带一直是空白。2000 年 11 月 ,笔者在进行山西文物地图集太原部分旧石器

时代遗址调查项目工作中 ,于太原市尖草坪区土堂村附近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 ,此后又连续

对这一地点进行了多次调查。

1 　地貌与地层

太原位于山西省中部 ,太原盆地北端 ,东、西、北三面环山 ,中、南部为河谷平原 ,地势北

高南低。东部山地为太行山余脉 ,通称东山 ,海拔一般在1 000 —1 500m 之间 ;西部山地为吕

梁山东翼 ,海拔在1 600m 左右 ;北部系舟山是汾河与滹沱河的分水岭 ,也是忻定、太原盆地的

界山 ;东西山之间为太原盆地 ,海拔 800m 左右 ,地势平坦。太原盆地约形成于上新世 ,总体

走向北东向 ,长约 150km ,最宽处约 40km ,东、西两侧分别受太谷断裂和交城断裂控制。山西

最大的河流 ———汾河纵贯全境 ,其支流有屯兰河、大川河、杨兴河等。太原现属暖温带大陆

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915 ℃,年降水量 500mm。

土堂旧石器地点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区上兰镇土堂村北 ,地理坐标为北纬 38°00′10″,东经

112°25′50″(图 1) 。这一带黄土台地自北而南展布 ,东临汾河 ,西依高耸的中奥陶马家沟组石

灰岩山地 ,由西向东倾斜 ,陡坎前缘的高度现存约 20 余米。遗址接近于黄土台地的东部边

缘 ,汾河从土堂村北的上兰镇折而南向 ,出山口 ,流入平坦开阔的太原盆地。

出露的剖面沉积厚度 18120m ,依剖面观察 ,大体可以分为 11 层 ,自上而下见 (图 2) :

11 灰黄色粉砂 ,块状结构 ,无层理 ,质地均匀疏松 4120m

21 红褐色粉砂质亚粘土古土壤条带 0190m



▲旧石器地点　◎乡镇　○行政村

图 1 　土堂旧石器地点位置图

Location of Tutang site

图 2 　土堂地点地层剖面图

Geological section of Tutang locality

　

　　31 淡黄褐色粉砂土 3150m

41 红褐色粉砂质亚粘土古土壤条带 0180m

51 淡黄褐色粉砂土 0190m

61 红褐色粉砂质亚粘土古土壤条带 0150m

71 淡黄褐色粉砂土 1190m

81 红褐色亚粘土古土壤条带 1100m

91 淡黄褐色粉砂土 1130m

10. 深红褐色亚粘土古土壤条带 ,见白色碳酸钙菌丝体 ,底部含钙质结核 ,含少量炭屑 1116m

111 黄褐色粉砂土 ,可见厚度 2104m(未见底)

2 　文化遗物

目前已发现的石制品有 20 件。原料包括角页岩、石英砂岩等 ,其中大部分为角页岩。

石制品中有石核 5 件、石片 1 件、石器 10 件以及断块 4 件。

211 　石核 ( core)

石核共计 5 件 ,可以分为两型。

A 型 　单台面石核 ,1 件。标本 TT·C011 ,石英砂岩 ,长宽厚为 1218 ×1111 ×417cm ,重量

84017g ,素材为砾石 ,以砾石面为台面 ,台面角 69°—74°,从其上仅剥下一片宽形石片。

B 型 　多台面石核 ,3 件。标本 TT·C002 ,角页岩 ,长宽厚为 1014 ×811 ×618cm ,重量

545g ,素材为砾石 ,保留部分砾石面 ,既以砾石面为台面 ,又以石片疤面为台面 (图 3) 。

212 　石片( flake)

标本 TT·C007 ,有疤台面石片 ,角页岩 ,呈长方形 ,长宽厚为 1214 ×711 ×211cm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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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g ,台面略呈三角形 ,台面部位的小石片疤分布于台面的近背侧缘 ,台面疤短浅。石片角

117°,石片的两侧缘大体平行 ,石片右下角有 3 个小的石片疤 (图 4) 。

图 3 　多台面石核 (TT·C002)

Multiple platform core 图 4 　石片 (Flake) (TT·C007)

213 　砍砸器( chopper)

砍砸器 4 件 ,全部用砾石加工而成 ,仅有单刃一种 ,可分为两型。

A 型 　边刃砍砸器 ,2 件。标本 TT·C001 ,单边刃砍砸器 ,角页岩 ,长宽厚为 1419 ×917

×519cm ,重量 1 118g ,器形略呈梯形 ,刃口交互加工而成 ,加工的长度不足整个石器周缘的

1Π4 ,显示出简洁的加工特点。与刃缘相对的一侧为砾石面 ,颇为钝厚 ,极利于手握进行砍砸

(图 5) 。

B 型 　端刃砍砸器 ,2 件。标本 TT·C003 ,单端刃砍砸器 ,角页岩 ,长宽厚为 1715 ×1415

×717cm ,重量2 302g ,由砾石较平的一面向较凸的一面单向加工 ,刃缘长 1319cm ,加工的长

度不足整个石器周缘的 1Π3。刃角 53°—72°,刃缘与石器长轴呈 10014°的夹角 ,刃缘呈倾斜

状。与刃缘相对的一侧为砾石面 ,较圆钝 (图 6) 。

图 5 　单边砍砸器 (Side chopping2tool) (TT·C001)

图 6 　单端砍砸器 ( End

chopper) (TT·C003)

214 　刮削器( scraper)

刮削器共计 2 件 ,均不很精制 ,可分为两型。

A 型 　直刃刮削器 ,1 件。标本 TT·C005 ,单直刃刮削器 ,角页岩 ,长宽厚为 714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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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cm ,重量 164g ,器形呈三角形 ,正向加工 ,刃缘因连续向背面重击形成锯齿状直刃

(图 7 :2) 。

B 型 　复刃刮削器 ,1 件。标本 TT·C017 ,复刃刮削器 ,角页岩 ,长宽厚为 1016 ×814 ×

315cm ,重量 29015g ,器形略呈三角形 ,素材为 Ⅰ类石片 ,石片的左侧与尾端的刃缘反向加工

而成。此外 ,右侧的尾端也有少许粗率的反向修理 (图 7 :1) 。

图 7 　刮削器 (Scrapers)

11 复刃刮削器 (Multiple side scraper) (TT·C017) ; 21 单直刃刮削器 (Single straight side scraper) (TT·C005)

215 　石球( spheroid)

共 2 件。标本 TT·C015 ,黄色砂岩 ,重量 46113g ,直径约 716cm ,取材于砾石 ,器体仅余一

小块砾石面 ,通体呈球形。

216 　石锤 ( hammer stone)

共 2 件。标本 TT·C016 ,角页岩 ,直径约 818cm ,重量 96817g ,近球体 ,素材为砾石 ,砾石

的一端因连续敲砸而形成略呈弧形的面 ,此外器体尚有两处明显的由敲砸而形成的坑疤 ,整

个锤体仅有一处较大的石片疤。

3 　讨　论

311 　文化特点

由于土堂旧石器地点出土的石制品数量比较少 ,以下仅是初步研究的几点认识。

1)石料主要为角页岩砾石 ,其它岩性如石英岩、砂岩等极少。石料来自附近古老的

砾石层。

2)打片全部用锤击法。石核全部取材于砾石 ,既有单台面石核也有多台面石核 ,未见修

理台面者。存在有疤台面石片。石器的加工方式包括正向、反向和交互加工。

3)石器的组合 ,第一类工具有石锤 ,第二类工具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和石球。刮削器有

单直刃与复刃之分 ,但制作都比较粗糙。砍砸器均以砾石打制而成 ,有单边刃砍砸器和单端

刃砍砸器 ,是石器组合中重要的类型。

4)石制品比较粗大 ,其长度都超过 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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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时代

汾河发源于宁武县管涔山 ,在河津县注入黄河。通常把太原上兰镇以上的汾河河段称

为上游 ,以下的河段称为中游。从太原西山一带保留的上新世古河道遗迹看 ,流经太原西山

的汾河至迟在早更新世时已经形成[3 ] 。土堂旧石器地点没有动物化石共存。石制品的层位

位于离石黄土顶界下约 10 余米深处的第 5 条古土壤层中 (即本文描述的第 10 层) 。本文研

究的石制品被发现时刚刚脱离地层 ,包裹石制品的黄土以及胶结在上面的钙膜和钙质结核

的性状、颜色与第 5 层古土壤的特征相吻合 ,由此可知石制品的埋藏层位应是第 5 层古土

壤。根据太原境内汾河流域地貌特征 ,土堂旧石器所在层位的地质时代可能是中更新世早

期 ,文化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

313 　古文化的古气候背景

土堂旧石器埋藏于古土壤中 ,与此相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像甘肃泾川大岭上[4 ] 和河北

涉县新桥[5 ]一类位于中国北方黄土分布区中的遗址。黄土中的古土壤是在黄土堆积间歇时

发育形成的。有的研究者通过对古土壤中碎屑颗粒的成分与形态特征、碳酸钙的分布状态、

粘粒分布、铁质的存在形式与特征以及孔隙的特征诸方面古土壤显微结构特征的分析认为 :

2140 —1125Ma B1P1 阶段古土壤反映的古气候为温暖偏干 , 1125 —0180Ma B1P1 阶段古土壤

反映古气候为温暖 , 0180 —0140Ma B1P1 阶段反映雨量充沛 ,古气候较温暖湿润 ,尤其此段

的晚期 ,即是 S4 、S5 形成时更为明显 ,是第四纪时期内最湿润的阶段 , 0140 —现在古土壤反

映古气候较冷偏干[6 ] 。由此可知 ,土堂旧石器所处的时代很可能正是第四纪时期内最湿润

的时期。

土堂旧石器地点是太原汾河中游河段首次发现的一处旧石器地点。太原西山边山地区

黄土发育 ,巨厚的黄土是古人类遗迹和石器文化的重要载体 ,对黄土高分辨率的地层研究有

助于旧石器遗址年代的准确推算与古人类生存环境的复原。土堂旧石器地点的发现给这方

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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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EOLITHIC ARTIFACTS FROM TUTANG LOCALITY

IN TAIYUAN, SHANXI PROVINCE

YU Zhen2long1 , SHI Jin2ming2

(1.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2.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in Shanxi Province , Taiyuan 　030001)

Abstract : The Tutang Paleolithic locality is situated at the north of Tutang Village , Taiyuan City ,

Shanxi Province and its geographical position is 38°00′10″N , 112°25′50″E. Stratigraphically ,the de2
posits constist of 11 layers ,more than 18 meters in thickness. Twenty stone artifacts were collected from

this site in 2000. The original position of the artifacts can be traced to the fifth paleosol layer.

Artifacts consist of flakes , cores , scrapers , chopperΠchopping tools , spheroids , etc. Hornfel i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raw material . The chopper2chopping tools are the majority of the stone tools ,

and can be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side choppers , side chopping tools and end choppe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eomorphology and stratigraphy , the age of Tutang Site has been estima2
ted to be the Middle Pleistocene , i . e. the Lower Paleolithic.

Tutang site is the first Paleolithic site discovered in north of the Taiyuan Basin.

Key words : Palaeolithic ; Tutang site ; Middle Pleist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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