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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 运用实验考古学方法
,

在模拟制作 和使用脉石英钻器的基础上
,

记述了用脉石英钻器

钻孔所产生的使用微痕的特点
,

并讨论 了制作疤与使用微痕的 区别
,

进而对海城仙人洞遗址出

土的 从形态上鉴定为钻器的标本做微痕观察和 分析
,

结果表明它们中的一部分所见使用微痕基

本具有钻孔形成的特点
,

因而这部分石器的功能应该是钻
,

是名符其实的钻器

关健词 钻器
,

使用微痕
,

海城仙人洞

海城仙人洞 旧石器 时代晚期遗址 发现于 年
,

年和 年先后两次进行发

掘
,

出土的石制品数量多
,

类型丰富
,

其中有一类工具引人 注 目
,

其加工部位和形态与尖

状器相似
,

但其尖部两侧往往经过仔细加工形成单肩或双肩
,

尖刃 一般 比较粗壮
,

由尖部

和侧刃组成
,

原研究者将其称为钻具 张镇洪等
, 。

近 年来 的研究表明
,

对石器 的

分类仅从加工部位
、

器身形态和制作工艺等方面来确定分类 原则是不够的
,

如果把传统分

类同使用微痕的研究结合起来
,

则有可能更客观地反映工具 的实际功能
。

海城仙人洞遗址

出土的
“

钻具
”

是 否是钻孔的工具 为能更好认识这类石器的功能
,

我们运 用实验考古的方

法
,

对模拟标本 和考古标本进行了微痕分析
,

取得 了初步结果
,

扼要地记述如下
。

试验的方法 是 先从石制品中挑选出具有钻器形态特征 的标本
,

在显微镜下观察其制

作疤与使用微痕 的特征
,

并选择同样的石料
,

采用相 同的加工方式模拟制作同类标本
,

然

后用这些标本在 不 同质地的材料上进行不同方法的穿孔实验 观察它们使用后 留下的微痕

的特点
,

进而将 出土标本上的使用微痕同模拟标本的使用微痕进行对比
,

最后判别考古标

本的使用功能
。

同时我们还观察记述了采用不 同方法穿孔的特征
,

并同遗址 中出土的有孔

装饰品进行对 比
,

来研究海城仙人洞遗址装饰品的穿孔技术
。

限于篇幅
,

本文只讨论有 关

钻器制作与使 用 等方面的问题
,

关 于装饰品穿孔技术的研究成果将另文发表

遗址出土钻器的制作工艺与
·

分类

从海城仙人洞遗址 年发掘 出土的石制品 中
, 一

挑选出 件具有钻器形态特征的标

收稿 日期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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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经初步观察
,

这些标本具有下列特征

以脉 石英为 原料
,

一些标本背面 尚保留部分砾石面 绝大多数标本用锤击石片制成
,

少数以断块为毛坯
,

未见用砸击石片制成的标本 采用锤击法进行修理
,

其修疤较深
,

部

分标本尖部加工 的 比较精致
,

可能采用了指 垫法修理 加工 的主要部位在尖部两侧
,

手握

部分较少修理 加工方式 以 向背面为主
,

其次是错向加工和 向劈裂面加工
,

交互加工者仅

见 例
,

这种方 法只 用于修理后跟的 手握部分 钻器的个体都较小
,

一般在 厘米 以下

依据器身长宽指 数的不同
,

可将遗址 中出土的钻器分为宽身钻器和长身钻器两大类

宽身钻 器 件
。

器身宽短
,

宽度大于或等于长度
,

长宽指 数一般在 一 之

间
,

尖刃 较短
,

加工相对较为粗糙
。

,

主要加 工左侧
,

肩 较平
,

尖扁而薄
,

长 厘米
,

宽 厘米
,

尖长

厘米 图
, 。

,

用 三角 形石片错向加工而成
,

尖刃 呈三棱形
,

薄而锐
,

长 厘米
,

宽

厘米
,

尖长 厘米 图
, 。

红
图 遗址出土钻器

为
。 ,

长身钻器 件
。

器身修长
,

长 明显大于宽
,

长宽指数 一般在 一 之间 尖刃 较

长
,

加工也 比宽 身者精致
。

,

向背面加工左侧缘形成单肩
,

长 厘米
,

宽 厘米
,

尖 长 厘米

图
,

毛 , ,

向背面加工 两侧
,

形成双肩
,

尖较纤细
,

长 厘米
,

宽 厘米
,

尖

长 厘米 图
, 。 ,

尖部粗壮
,

手握部分经过修理
。

钻器的模拟制作与使用

在观察遗 址 出 土钻器制作工 艺的基础上
,

我们模拟制作 了 件钻器标本 原材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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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遗址扰乱层的石英片和断块 ①
,

以扁的或带棱脊的脉石英砾石做石锤
,

仿照遗址 中出土

钻器的加工方式进行制作
,

即主要采用 向背面
,

其次是错 向
,

还有少部分 向劈裂面的
。

多

数用石锤进行无控制地修理
,

但在加工钻器尖刃 时
,

一般采用指垫法修理
。

钻器制作完成后
,

利用其中的 件标本进行模拟钻孔实验
。

遗址 中出土 的穿孔装饰

品和骨针是用哺乳动物骨骼 ②
、

牙齿
、

牙齿齿根和贝壳制成 的
,

故模拟钻孔试验用同样材

料进行 鉴于 国 内外同时期遗址 中出上的穿孔装饰品和骨针 采用多种方法穿孔
,

为了比较

各种不同方法钻 出来的孔的特征
,

我们在实验 中还采用了其他的穿孔方法
,

如用尖状器和

带尖石片在骨骼及齿根上挖孔
,

用石锤和带尖石片在贝壳上 凿孔或在砺石上磨孔
,

有时在

同一件标本上采用复合方法加工
,

如在骨骼上先挖后钻
,

在 贝壳上先凿后钻
。

模拟钻器使用微痕的特点及其与制作疤 的区别

模拟标本使 用前后
,

我们都在显微镜下对其制作疤与使用微痕进行观察
。

标本观察前

进行了必要的处理
,

清洗掉残 留在标本上的被加工物碎屑
。

使用的是欧林 巴斯体视显微镜

型号为
,

其放大倍率为 一 观察制作疤时放大 倍以上
,

观察使用微

痕时放大 倍 以上 下面我们着重分析钻孔使用微痕的种类
、

特点
、

分布以及制作疤 与

使用微痕的区别 至于尖状器和带尖石片挖孔或凿孔使用微痕的特点将另外讨论
。

棋拟钻器使用徽痕的种类
崩疤 雨疤是脉石英钻器上最常见的一种使用微痕

,

数量多
,

遍及整个使用部位
,

而

且 常常垂压 在 一 起
,

各疤之 间的界 限往 往 不甚明显 崩疤 的大小 不 一
,

按 照
一 的划分 原则

,

可议将其分为
、 、 、

。 等
。

微痕一般较浅
,

疤

底呈缓坡状或高低不平的台阶状
。

,

钻齿根使用约 分钟
,

在尖端的劈裂面和背面都可见到各种微疤
,

种类

有
、 、 、 ’

。 等 其中 数量较少
,

在唯组刃 使用部分 的上半部 比较

清晰
,

尖刃和邻近尖刃 的侧刃 上则变得模糊不清
,

这类微疤通常是钻尖刚接触被加工物时

在尖刃 和侧刃 比较薄锐部位形成 的
、

补
、

数量 较多
,

不仅分布在尖刃

和侧刃 较厚钝处
,

还分布在加工和使用形成的较大疤的疤脊上
,

形成次一级崩疤
,

这类微

疤在使用部位 的 中部表规尤为 明显 图版
,

若钻孔过程中钻尖不断蘸水
,

工作效率

会明显提高
,

但 使用微痕与干钻没有 区别
,

钻 贝壳使用 分钟
,

在尖端劈裂面和背面都可见到微疤
,

但不如钻骨使

用形成的微疤多
,

而且微疤个体也小
,

主要是
、

叩 和
,

在使用部位的

上限处也有较大 的
。

美 国学者 在钻木和骨的隧石钻器上观察到
、 、

种

①所有石料事先都经仔细观察 确认 上面没有任何第二步加工和使用痕迹

②原研究者认为一枚骨针用哺乳动物肢骨制成
,

另外二枚
“

针身光洁
,

呈象牙 白色
,

油脂光泽
,

可能

是用 象的门 齿制成 的
”

黄慰文等
, ,

后有人重新研究
, “

三件骨针应都是用动物肢骨制成的
”

‘黄蕴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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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痕
,

在脉石英钻器上除可见到上述 种微疤外
,

在使用部位的上限还可见到更大的

磨面和磨钝现象 石器使用过程 中
,

与被加工对象接触的部位由于结 晶颖粒外露或磨

蚀而呈现 出一 种特殊的光泽
,

形成磨光面 如 用 件健石钻器进行钻木和骨的试

验
,

在其中的 件标本上见到磨光面 在显微镜下观察
,

脉石英钻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

后
,

其尖部 比较凸 出的部位也会出现磨蚀情况
,

但程度较轻
,

表面呈麻点状
,

暗而毛糙
,

显示不 出特殊的光泽
。

因其与磨光面不同 我们将其称为磨面 有 的部位磨蚀程度更轻
,

其表 面粗糙不 平
,

但又分辨不 出各种微疤
,

我们将其称为磨钝现象 另外 贻 在缝石

钻器上观察到与钻尖轴部大致垂直分布的擦痕
,

我们在脉石英钻器上未见到这一现象

从试验看
,

脉石英钻器上 的使用微痕以各种微形崩疤为主
,

‘

不见擦痕和磨光面
,

只能

观察到磨蚀程度 较轻的磨面和磨钝现象
。

有人分别用缝石片和石英岩石片钻骨针眼
,

结果

发现琏石 片
“

尖部背 面被磨光
” ,

而石英岩石片
“

磨光面不明显
’

黄道平
,

这与我们观

察结果相仿
。

脉 石英钻器与隧 石钻器使用微痕出现如此大区别
,

一

我们分析可能与石英的结

构有关
。

石英为 显晶质矿物
,

粒度较粗
,

性脆
,

易剥落碎屑而形成微疤
,

不断地崩损既不

利于擦痕和磨光 面的形成
,

也可能使已形成 的擦痕和磨光面消失
,

因而只能观察到各种微

疤和磨蚀程度较 轻的磨面及磨钝现象
。

另外石英为玻璃光泽
,

反光性强
,

即使出现擦痕和

磨光面
,

在使用 显微镜轴 向投射照明灯和斜照明灯的情况下也不易观察到

模拟钻器使用微痕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钻器钻孔时
,

器身与被加 工物垂直或近

乎垂直做顺或逆 时针的往复式旋转运动
,

这

种特殊使用方式 形成的使用微 痕在其分布范

围
、

方 向 大小 及排列顺序等 方面具有不同

于其他使用方式 的特点 图
。

首先
,

由于 钻孔 的深度有 限
,

钻器使用

微痕的分布范围很小
,

只有与被加工物接触

并发生作用 的尖 部才会留下使用微痕
。

第 二
,

钻 器 使用 微 痕 的分 布具有 等探

性
。

由于钻器使 用时与被加工 物垂直或近乎

垂直做旋转运动
,

因而钻器侧刃 和棱脊上的

使用微痕大致位 于同一水平面上

第三
,

钻器 使用微痕从钻器侧刃 和棱脊

图 模拟钻器使用徽痕

一 诵

的最高处向两侧分布
。

钻孔过程 中钻尖侧刃 和棱脊与被加工物之间产生摩擦
,

当摩擦力足

够大时便剥落碎 屑形成使用微疤
。

若钻器单
一

向转动
,

则在两侧刃 出现交错 的微疤
,

若钻器

往复式转动
,

侧刃 和棱脊的两 面都产生微疤
。

因为手钻都是往复式转动
,

因而其使用微痕

是从尖刃
、

侧刃 和棱脊的最高处向两侧分布
。

第 四
,

钻器 使用微 痕的排 列具有顺序性 使用前钻器尖刃
、

侧刃和棱脊一般都很锐

利
,

使用一段 时 间后
,

尖刃 及其邻近 的侧刃 和棱脊上 出现使 用微痕
,

而且使用微痕 自尖部

向肩部方 向的排 列具有 明显的排列顺序 尖部崩疤一般 比较模糊
,

刃缘和棱脊出现磨钝现

象
,

靠近肩部即使用部分 的上限处使用微痕通常为由小崩疤组成的凹 口
,

一般不 见磨蚀变

钝现象
,

在尖部和肩部之 间的部分使用微痕的特点也介于二者之间
,

各种微疤依稀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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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缘和棱脊稍有磨钝
。

这样的分布顺序与从钻尖向肩部方向使用时间由长变短有关
,

起初

只有钻尖和邻近 的侧刃 与被加工物接触
,

其薄锐的部位首先 崩落碎屑形成微疤
,

随着加工

的继续
,

孔逐渐加深
,

靠近肩部的部分开始接触被加工物进行扩孔运动
,

并形成崩疤
,

而

靠近尖部即原先崩损 的部位在崩到一定程度后
,

崩损作用逐渐减弱而磨蚀作用逐渐增强
,

刃缘和棱脊较为 凸起的部位 因磨蚀而变得圆钝
,

原先形成的崩疤则变得模糊不清
。

第五
,

钻器尖刃 和侧刃使 用微痕连为一体
。

这是 因为钻孔过程 中
,

在尖刃 向下做加深

运动的同时
,

侧刃则进行横 向的扩孔运动
,

因而两者的使用微痕连为一体
。

第六
,

钻器尖刃 上的使用微疤一般 比侧刃 上的微疤稍大
,

不过钻尖上 的微疤往往 因为

磨蚀而变得模糊不清
。

这是 因为钻孔过程中
,

尖刃除受到摩擦力作用外
,

还受到向下挤压

力的作用
,

因而 崩损也 比侧刃 严重
。

以上是我们在脉石英钻器 上观察到的使用微痕的一些特 点及其成 因的初步分析
,

实 际

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
,

比如使用微痕还受到钻尖厚薄
、

凹凸等情况的制约
,

并且与被加工

物质的软硬和使 用时间长短也有关系
。

另外刃 缘变钝后使用 效率明显降低
,

若要保证高效

率
,

则需再次修理钻器的尖刃
,

也可 以使原来的使用微痕消失
。

制作疤与使用微痕的区别

一般来 说
,

使用微痕与制作疤 以及 自然

形成的崩疤较相似
,

易混淆 我们研究时发

现
,

在没有风化和地层变动的情况下
,

在显

微镜下仔细观察将它们区分开是可能的
。

首先二者分 布的方向不 同
。

加工钻器时

一般是 向背面加 工或方向相反
,

因而制作疤

一 般 分 布 在 背 面 或 劈 裂 面 上
,

具 有 单 向

性 ① 而使用微疤从 侧刃 和 棱脊的最 高处向

两侧分布
,

具有 双 向性 图
。

其次
,

两者的 主要分 布部位不 同
。

钻器

加工疤主要分 布在钻尖两侧
,

而 使用微 痕在

尖刃和侧刃都有
,

且连为一体

‘

图

刀盯

模拟钻器制作疤痕

第三
,

钻器使用微痕具有等深性和 由尖部 向肩部方向排 列的有顺序性
,

而制作疤不具

备这两个特点
。

第四
,

制作疤的脊一般很锐利
,

而经过使用的侧刃和棱脊常有磨蚀变钝现象

第五 二者的大小不 同 一般而 言
,

制作疤较大
,

以
、

为主
,

肉眼 即可 见

到
,

而且往往 延展到 刃 面上 去 使用微 痕 一般较小
,

以
、 、

为主
,

需借助显微镜才能观察到

以上我们列举了制作疤 与使用微痕的区别
,

但有些时候这种区别 比较模糊
,

具体鉴定

时需要结合磨蚀情况综合考虑
。

①在显徽镜下 观察
,

发现在向一面加工的情况下
,

打击点处也可见到向两面分布的微疤
,

但微痕的

其他形态只分布在与打击点相对的一面上
,

因而从整 体看仍具有单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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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 出土钻器使用微痕的特点及使用功能的分析

在上述工 作 的 基础 上
,

我们观察了 海城仙人洞遗址 出土 的 件钻器
,

其 中 件标本

上有明显的使 用微痕
。

双们功去
娜饥取

曙渊洲一

,

尖刃 较扁
,

尖

刃 和 侧刃 上 的使 用 微 痕 连 为 一

体
,

且使用微痕 自尖部 向肩部方

向的排列有明显 的顺序性 尖刃

部和与之相邻的侧刃 部分有 明显

的磨面和磨钝现象
,

上面的微疤

已变得模糊不 清 两侧刃 的中部

磨蚀程度较轻
,

使用微痕主要表

现 为 各 种 微 疤
,

种类有
、

·

在 两侧刃 使

用部分 的上 限各 有 一个 由 组

成的 凹 口
,

且两个 位于 一个

水平面上
,

具有典型 的钻孔使用

微痕的特点 图
, 。

另外

和 的使用微 痕

与 相 似
,

其 中

钻 尖 纤 细
,

使 用 微 痕 仅 分

布在尖刃 部 深 的范围内
,

尖刃 及其邻近 的 侧刃 部分可见到

磨面和磨钝现象
。 的使 用微痕 也 比

”月勺力

一 渔互卿

图 遗址出土钻器使用微痕

而 于
、

扛

较典型 该标 本 尖部较扁
,

尖刃 崩损严重
,

上 面可见清楚的沿尖刃 向两面分布的
、

,

两 侧刃 的使 用微 痕等深
,

其上 限各 为一个
,

尖刃 及其与右侧刃 交界处有

轻微的磨钝现象 图版
,

的使用微痕与上述标本相似
。

, 尖刃 和侧刃 上 的使用微痕连为一 体
,

尖刃部分有轻微的磨钝现象
,

两侧刃

的使用微痕具有 自尖部向肩部方 向排列的顺序性
,

但两侧刃 使用微痕不等深
,

左侧刃使 用

微痕短
,

可能与 左侧肩部沿节理面断裂有关 图版
, 。

上述 件标 本 的使用微 痕具有典型或 比较典型 钻孔使用特征
。

另一件标本

的使用微痕 比较特殊
,

其尖刃 和 右侧刃 使用微痕与钻孔者相似
, 一

但左侧刃 上不 见使用微

痕
,

刃 缘仍较锐利
,

这一 点又明显不 同 于钻孔 图
,

图版
, ,

从形态看 它呈

三角形
,

尖刃 薄 而锐
,

不适于 钻孔
,

从使用微痕看
,

该标本 可能用于刻划
。

在海城仙人洞 遗址 出土的 件具有钻器形态特征的标本 中
,

只有 件标本上 面 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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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使 用微痕
,

约 占观察标本总数 的 ①
。

其中 件标本使用微痕具 有典型 或 比较典型 的

钻孔使用 的特征
, 一

只有 件标本使用微痕 比较特殊
,

可能另 有用途
。

看来 该遗址具有钻器

形态特征的标本 主要用途是用 于钻孔
。

我们在研究 中还注意到
,

海城仙人洞遗址 出土的用兽牙 和贝壳制成的装饰品
,

绝大多

数采用钻孔或部分钻的方式穿孔
,

而且孔的大小
、

深浅均处在遗址出土钻器钻尖宽度和 长

度的变异范围之 内
,

可以认为这些装饰品的孔主要是用钻器钻出来的
。

需要说明的是
,

从

模拟实验看
,

使 用尖状器和带尖石片同样可 以钻孔
,

只不过这样钻 出来的孔 内外径相差较

大
,

只适宜 加 工 较 薄的材 料
,

黄蕴平 就 曾用带尖石 片在 骨 针上 钻 出孔 来 黄 蕴 平
,

。

至 于海城仙人洞遗址是 否存在用尖状器和带尖石片钻孔 需要通 过微观观察这两

类标本上有无使用微痕及其形态特征才能确定
。

结 语 与 讨 论

钻器 是 海城 仙人洞 遗址具有 代表性 的一类工具
,

不仅数量 较多
,

形 式也 比较 固

定
,

可分为长身钻器和宽身钻器两大类
,

它们系用石锤直接修理而成
,

部分标本修理钻尖

时可能采 用 了指垫法
。

脉 石英 钻器 上 的使 用微 痕 以各种崩疤为主
,

根据其大小
、

深浅之不同
,

可 以将其

分为
、 、

和 ’ 等
,

一般不 见擦痕和磨光面
,

只能见到磨蚀程度较轻

的磨面和磨钝现象
。

由于钻孔 的特殊使用方式
,

其使用微痕具有 自身的特点
,

如使用微 痕

分布范围很小
,

尖刃 和侧刃 的使用微痕连为一体
,

使用微痕从侧刃 和棱脊的最高处向两侧

分布
,

而且具有等深性和 由尖部向肩部方向排列 的顺序性
。

这些特点与其他使用方式鸯成

的使用微痕有 明 显不 同
。

在我们观察 的 件具有钻器形态特征的出土标本 中
,

有 件标本上面 留下 了清 晰

的使用微痕
,

约 占观察标本总数的
。

在 它们中
,

除 件有所不 同外
,

其余 件均具

有钻孔使用微痕 的特点
,

应该是用于钻孔的钻器

石英是 中国 旧石器 时代常用 的一种石器原料
,

石英和隧石 的主要化学成分和硬度

虽然 相 同
,

但 两 者的结构特性则有较大 区别
,

隧石是一种隐晶质矿物
,

颗粒细小而且致

密
,

石英则具显 晶质结构
,

性脆且反光性强
,

因而两者在同一使用方式下形成的使用微痕

在种类
、

数量 和 形态特征等方 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因而应 当重视石英类石器使用微痕的研

究
,

通过实验和 观察搞清石英类石器用于加工不同物体的使 用微痕的特点
,

以便推进石器

使用功能和原始 人类生活方式 的研究

本文系笔者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期间
,

·

在导师吕遵谬教授指导下完成的
,

写作过程

①我们在实验研究 中发现
,

有的使用时间短 的标本上 留下的使用微痕既不典型
,

也不清晰
,

往往难

以将其辨别 出来
。

国外学者研究中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

如 以典型 的微磨痕迹为依据
,

对实

验使用 的投射尖状器进行的统计发现
,

其中有三分之二看不到使用微痕 侯亚梅
,

由此看

来
,

样品 中能鉴别 出使用 微痕的 比率会低于 实际使用的 比率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埋藏过程中可 能

造成使用 微痕 丢失等 因素
,

因此我们推测海城仙人洞 钻器标本实际使用的 比率应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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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黄蕴平老师指 导作者进行显微镜观察
、

显微绘图和显微照 相 吕文渊老师帮助拍摄器物

图 张森水先生 审阅了全文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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