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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注 人渤海的海河水系上游山 西省愉社县新发现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

出土  多件石

制品 和 件装饰 品
。

石制品 中含典型 的细石器 遗物分布在河流阶地砂砾层中 骨化石”侧

定文化遗址的年代为距今 万多年前

关键词 细石器
,

旧石器时代晚期
,

山西榆社

榆社
,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 前就 以盛产哺乳动物化石而驰名中外
,

近 年来这一地 区

的旧石器时代考 古也受到 了学术界的关注
。

先前
,

王择义先生在墩屹塔
、

上西山和下西山曾发现过石制品
,

被确认为来 自红色土

中
,

文化遗物属于 旧 石器时代早期的 贾兰坡等
,

年秋天
,

山西省榆社县化

石博物馆等单位 的研究人员组成联合考察队在榆社县境内进行了专门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调

查
,

虽然对前人报道的地点踏勘复查没有获得任何收获
,

但在县城东北面发现两处旧石器

时代晚期遗址 一处在赵 王村
,

一处在孟家庄 图 初步发掘和在地层露头上采集共

获得文化遗物 多件
,

包括石制品和装饰品
,

另外还发现一些动物化石

地 质 背 景

榆社位于 山 西高原中部
,

属中山区
。

该地区 出露地层主要是二迭系的紫红
、

灰绿
、

黄

灰白色的砂 岩和泥岩层和新第三系的紫红
、

灰绿色粘土与黄砂层
,

含大量哺乳动物化

第四系下 更新统黄砂和紫红
、

灰绿色粘 上以及中更新统红色土和上更新统黄土堆积
,

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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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遗址 的地理位置 卫奇绘

、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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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赵王村附近泉水河河谷横剖面 陈菇绘

, 拙

属于海河水 系的浊漳河从北到南贯穿整个榆社地区
,

地形遭受流水侵蚀
,

沟壑纵横交

错
,

泉水出露普遍
。

在浊漳河及其支流的河谷谷坡上普遍发育三级河流阶地 赵王村和孟

家庄的旧石器遗址均位于浊漳河的支流泉水河左岸
。

在赵王村附近
,

泉水河河床宽阔
,

第

一级阶地高出河 床 一 米
,

上下分别由砂质黄土和砂砾组成
,

有的地段呈基座阶地
,

基

座由三迭 系砂岩组成
。

第二级阶地
,

高 一 米
,

下部是浅红或黄褐 色粉砂
,

上覆厚

米左右的呈交错层理的棕色或灰色细砂
,

阶地后缘细砂层 中含小砾石 上部是黄土状堆

积
,

厚约 米
。

第三级阶地
,

高 一 米
,

下部为红色土
,

上部为厚约 米的黄土
,

黄

上层向阶地后缘变薄
,

有的地方黄土底部和红色土之间夹薄层含锥实螺的细砂
。

赵王村遗址位于赵王村
”

相距大约 米 处的泉水河左岸第二级阶地 图
,

海拔高 米左右
。

南坪 图版
,

上图 和植林坪 的地理坐标分别为
产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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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和
‘ “ , “ ‘ “ ,

他们的文 化层分别表 现为砾

石层和细砂层
。

南坪 的地层从上到下为

黄上
,

浅褐色
,

粉砂质
,

带棕色斑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厚 一 米

粘质粉 砂
,

微红色
,

夹两层薄层蓝色粘土
,

含碳化 的植物体遗迹
。

厚 一 米

砂
,

灰 黄色
,

松散
,

砂的粒径一般小 于 毫米
· · · · · · · · · · · ·

…… 厚 一 米

砾石
,

灰色
,

由三迭系砂岩形成的砾石和钙质结核组成
,

粒径一般小于 毫米
,

含 旧 石 器 时 代 文 化 遗 物
,

另 外 还 有 仓 鼠
,

马 五
,

披 毛 犀
,

鹿类 记 以及锥实螺和蜗牛化石 骨化石的
’
年代测定年

龄为距 今 士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厚 一 米

粉砂质粘土
,

褐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厚 米

粉砂
,

褐色
,

夹砂砾石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见厚度约 米

孟家庄遗址位于孟家庄村  
。

相距 公里的和尚沟
,

分布在泉水河支沟小溪右

岸阳坡第二级 阶地里 图版 工
,

下图
,

地理坐标为
产 扩 , “ 尹 ,,

,

海拔高约 米
‘

和尚沟 的第二级阶地高 出河床 米
,

阶地面 比较宽阔平坦
,

主要 由

分选差和磨圆度低的砂岩砾石组成
,

顶部覆盖薄层黄土状堆积
,

下部有的地方可见厚层砂

质黄土和薄层 细砂
。

石制品散布在砾石层 中
,

在细砂层中发现马 牙齿 和披

毛犀 。 叮 肚骨 化石
,

骨化 石提供的
,
年 代为距 今 一  士

年
.
这里第三级阶地零星分布在三迭系砂岩谷坡上

,

由砂质黄土组成
,

下部层理发育
,

夹

黄色和浅红色粉砂薄层
。

第 一级阶地高 7. 5一 10 米
,

由砾石和粉砂组成
。

河床基岩出露
,

近代溯源侵蚀相 当活跃
,

在河谷纵向距离不远就可以 见到两个裂点
。

2 文 化 遗 物

本文记述的 文化遗物有石制品 23 7 件和装饰品 2 件
。

赵王村遗址分布面积较大
,

横跨赵王村东侧石匣子沟从南坪到植林坪南北延绵 25 0 余

米
,

文化遗 物在地层 中埋藏丰富
,

仅发掘 2 平方米面积就获得石制品 17 1件
,

另外从相应

的地层 剖面上采集到 石制 品 12 件
,

和装饰品 2 件
。

这里的石制品曾被 当地人作为火石开采

过
。

孟家庄遗址的石制品一部分是从修路切割地层形成的人 工断面上发现的
,

还有一部分

是从相应断面的移动土 中采集的
。

根据野外观察和 ’4 c 测年结果
,

两个遗址的时代大致相

当
,

所以 本文对 发现的文化遗物统一研究报道
。

石制品的岩性 以隧 石为主
,

约 占总数 的 84 .4 %
,

石英岩 占 10
.
5 %

,

其他还有玛瑙或

玉髓
、

石英或石英质细砂岩
,

占 5
.
1%

。

标 本一般较小
,

大于 10 克的仅 14 件
,

最大的一

件 87 .4 克
,

大多 数在 3 克 以下
,

最小的不 足 0
.
1克

.
石制品大部分保存状况 良好

,

只有

少数标本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磨损
。

石制品大致可以分为石核
、

石片
、

石器以 及断块和碎屑
,

它们分别各 占石制品总数的

10
.
5 5%

、

5 4

.

4 3 %

、

l 了
.
08 %

、

8

.

8 6
% 和 13

.
08 %

。

装饰品是骨珠和蚌饰
。

¹ 本文的年代数 据均由 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原
’今
C 实验室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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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核
,

共 25 件
,

其中发现在赵王村遗址的 14 件
,

发现在孟 家庄遗址 的 11 件 ; 原料

为隧石的 21 件
,

石英岩的 3 件
,

砂岩 的 1件 ; 原型为断块的 10 件
,

砾石和角砾的 6 件
,

石片的 8件; 物理机械磨损轻微
,

只有一件磨损较严重 ; 化学风化轻微
,

只有 3件表现为

中等; 标本大 小不一
,

最大 的长和宽分别可达 72.0 和 42. 0 毫米
,

最小的长和宽只有 10

毫米左右 ¹ ; 台面既有天然 的也有人工的
,

有的人工 台面表现为修理台面
,

形态大多数不

规则
,

台面面积大小 悬殊
,

台面角多数在 80
。

以上
,

少数在 70
。

以下 ; 多数石核只有 一

个台面
,

留下 了朝一个方 向剥离石片的痕迹
,

少数有两个台 面
,

留下的是朝两个方 向剥 离

石片的痕迹 ; 剥片疤多数在 5个 以上
,

最多的可达 22 个 ; 剥片疤一般相对较深
.

全部石核标本 中
,

有 17 件具有剥离细石叶的疤
,

显示出了细石核的特征
,

根 据其形

态可以分出柱状 石核
、

半锥状石核
、

楔状石核和船底形石核等
.

柱状石核 l件
,

编号 P. 61 92 (图 3 之 1; 图版 11
,

l )

,

发现在孟家庄遗址
,

质地为灰

黑色隧石
,

短柱状
,

长
、

宽
、

厚分别为 18
.
3

、

10
.5

、

13 .7 毫米
,

两底面一 大一小互 为台

面
,

彼此不平 行
,

大 的底 面为主 台面
,

具有明显的修理痕迹
,

台面角略小于 90
。 ,

石核

体上布满了剥离细石叶 的疤
,

其疤可见数达 22 个
。

该石核 应属于剥离石片用尽的石核
.

往状石核是典型细石器工业发展 时期的主要石制品类型之一 (刘景芝
,

1 9 9 4)

,

在华北细

石器遗址 中较为常见
。

半锥状 石核 6 件
,

编号 p
.
6 149

、

p

.

6 1 5 o
( 图版 11

,

2
)

、

p

.

6 1 5 1

、

p

‘

6 1 5 5 和 p
.
6 156 的标

本发现于赵王村遗址
,

P. 6 1
89 标本发现在孟家庄遗址

.
均为隧石质; 除 P. 6149 标本呈烟

灰色外其他 均呈黑色
。

形态大多不规整 ; 台面大多系人工打制
,

但均不见 台面修理痕迹 ;

相对台面的底面多数为刃状
,

少数为破裂面 ; 相对作业面的后面大多数为破裂面
,

个别为

呈刃 状且有修整痕迹
。

其 长
、

宽
、

厚分别在 8. 5一22
.
2

、

10
.5 一15. 7

、

9. 0 一 17. 4 毫米范围

内
‘

台面角一般 80
“

左右
。

大部分 标本上成 功地剥离过细石叶
,

在作业面上可观察到 片

疤 5一7 个
.
在标本 上显示 出的最后形成的片疤

,

最大的长宽分别为 19 .0 和 4.0 毫米
,

最

小的为 7
.
3 和 2

.
1 毫米

。

因石核体 比较小
,

从其上面只能生产出相当微小的石叶
.

楔状石核 1 件
,

编号 P. 6 14 7 (图 3 之 2; 图版 n
,

3a

、

3
b)

,

发现在赵王村遗址
,

原

料为黑色隧石
,

长
、

宽和厚分别为 22
.
1
、

13 .5 和 17. 0 毫米
,

从形态判断应属于窄型楔状

石核
.
这类石核在华北细石器遗址中也较为常见

。

上述窄型楔状石核
、

柱状和半锥状石核多出现在华北南部地区
,

这一现象盖培先生 已

经注意 到
,

他 将 华 北 的 细 石 核 划 分 成 两 个 系 列
,

即 以 下 川 和 薛 关 等遗 址 斧状 型

(ce lt-- sh aP ed Pa tte I’n ) 细 石 核 (厚 / 长 < l) 为特征 的南 系和 以虎头 梁等遗 址楔 状型

(w edge--
sh ap ed 稗tt

ern) 细石核 (厚/ 长 > 一) 为特征 的北系 (G a i
,

1 9 9 1 )

。

很显然
,

上

述石核类型基本显示了南系的性质
,

尽管实际情况远比认识要复杂得多
.

似楔状石核 l 件
,

编号 P. 6 14 6 (图 3之 5; 图版 n
,

6a

、

6 b)

,

发现在赵王村遗址
,

石料为浅灰色具 油脂光泽 的缝 石
,

原型 为扁平砾石
。

标本 的机械磨蚀和化学 风化都很微

¹ 本文记述的石核
,

长指的是测量者面向剥离石片主 作业面石核体上下最大距 ; 宽和厚指的是面 向

主作业面石核体左右最大距和前后最大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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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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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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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卜sha沐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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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54

、

p

.

6 一9 3 ); 5
,

似楔状石核(W ed ge- sb ape d like eo re )(P
.
6 146)

弱
。

预制 台面 (c 面 ¹ ) 采用类 似
“

涌别技 法
”

的技术
,

在 台面上剥离过
“

三棱状石片
”

和
“

滑雪板状石 片
” .

从 台面 向左侧 面 (d 面 ) 和右侧面 (b 面 ) 进行了修整
,

后面 (e 面 )

不作任何修整而依然保 留砾石原始面
,

底面 (f 面 ) 虽有纵 向简单的修整但仍然保留相 当

多的砾石面
,

作业面 (a 面 ) 上虽成功地剥离过 细石叶但看起来因石质的缘故很快就停止

了剥片
。

鹤丸俊 明对吉崎提倡的涌别技法步骤解释为
: I

、

准备两面做了修整的尖头或 圆

形的石制品作石核素材 ; 11
、

将素材连续进行几次纵 向剥离石片
,

第一次剥离下来的是舟

形石片
,

第二次 剥离下 来的是 滑雪板状石 片; m
、

以纵向剥离石片产生的平坦面作为 台

面
,

在一端或两端剥离细石刃
,

即细石叶 (鹤丸俊明
,

1 9 7
9)

.

标本 P. 61 46 表现出的石工

业技术显然与涌别技法大有相似之处
,

只不过是第一步骤在程序上和内容上略有变异
。

似半锥状 石核 l 件
,

编号 P
.
61 90

,

发现在赵王 村遗址
,

质地为乳白色石英岩
,

原型

¹ 鹤丸俊明在 研究 日本北海道的细 石器文化时
,

将有关石核不 同部位的面分别列为: a
,

剥离细石叶

作业面; b
,

右侧面
,

即以观察者定位的作业面之左侧面; c
,

打击面
,

即台面; d
,

左侧面
,

即右

侧面之相对 面 ; e
,

背缘 (面)
,

即相对作业面之后缘; f
,

底缘 (面 )
,

即相对应台面之 面 (鹤丸

俊明
.
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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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砾石
,

长
、

宽
、

厚分别为 25 .0
、

1 7. 7

、

24
3 毫米

,

打制台面
,

主作业面上剥 离过石叶
,

台面角小于 70
。 ,

打击点小而集 中
,

片疤较 为宽探
.
片疤的形态显示 出相对应石叶具打

击点明显和半锥体突出的特征
,

反映剥片采用了石锤直接打击技术 (刘景芝
,

1 9 91 )o

船 底形石核
,

本文记述的标本共 7 件
,

全部由隧石制成
,

其中 3 件 (P. 61 5卜 61 54)

来 自赵王村遗址
,

4 件 (P. 61 93
,

M J
z.

3 于32 ) 来 自孟家庄遗址 (图 3 之 3
、

4; 图版 n
,

4

、

5)

.

原型为石片
· ,

向背面修整或半修整进行石核预制
, ·

以破裂面作 台面
,

从一端剥离

细石 叶
.
台面上不 见修理 痕迹

,

作业面 上布满平行 的细微 石 叶片 疤
.
台面角 45

。

一

60
。 ,

平均 为 52. 3
0 .

重量 L 6一3. 0 克
,

平均为 2. 2 克
.
长

、

宽
、

厚
,

最大 的分别 为

10 .6
、

1 4

.

6

、

2 2. 8 毫米
,

最小的分别为 8. 8
、

1 3. 7

、

16 .4 毫米
,

这一类标本在 我国下川细石

器遗址中发现很多
,

被称之为石核式石器
,

占石制品全部数量的 12
.
1% (王建等

,

19 7
8)

,

其中较小的标本和本文记述的非常相象
.
类似的标本在欧洲 旧石器晚期的奥瑞纳文化和马

格德林文化中称之为船底形刮削器(G
rattoir ca r阮‘)(S

o n n ev ill e-- B o记es 。t a l
. ,

1 9 5 4
)

,

只

不过尺寸相对较大一些
。

我们根据赵王村和孟家庄遗址发现 的石核和石片综合考虑
,

该类

标本的主要功能应该是被用于剥离细石叶
,

因此将它们作为石核看待似乎较为妥 当
.

其他石核 8 件
,

或大或小
,

均有不同程度 的预制
,

有的甚至还进行过剥片尝试 ,, 在
“

作业面
”

上留下 了剥片不成功的片疤
。

从其形态和剥片情况分析
,

有的石核可以被列为预

制细石核不成功的石核或石核雏形
。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标本 P
.
6148 和 P

.
6 194.

P. 6 148 标本 (图版 n
,

7)

,

长
、

宽和厚分别 为 23 .6
、

4 2. 0 和 71
.
8 毫米

,

这是本文记

述的最大的一件石制品
,

发现在赵王村遗址
,

采集于地表
,

棱角遭受较为严重的磨蚀
.
标

本原型为石 片
,

沿破裂面周边 向背面有规律地加工预制
,

使得石片 台面一端小而尾端大
,

并且横断面呈等腰梯形或等腰三角形
。

在大 的一端有打片的痕迹
,

可能试 图剥离过 细石

叶
,

但因岩性 的缘故
,

剥 片未能如愿以偿
。

这件标本在形态上貌似端刮器或小三棱尖状

器
,

但从石片疤相对大而又宽又深的特征来判断还是看作为石核较为稳妥
,

而且打片应是

为了石核的预制
,

真正的用途 可能是剥离细石叶
。

因此
,

我们把这件标本暂时划归于预制

完毕而剥片不成功的石核
。

P. 6 1
94 标 本

,

发现在孟家庄遗址
,

属双 台面石核
,

形状大致呈正六面体
,

长
、

宽和

厚分别为 9. 2
、

1 0. 0 和 10
.
3 毫米

,

这是本文记述的最小的石核
.
原型为断块

,

石料为黑色

隧石
,

标本保存得相 当新鲜
。

台面为人工打制面或岩石的节理面
,

两台面相互平行
,

石核

体四面均有剥 离石片的阴痕
,

至少可 以观察到 6 个
,

最大的长度不过 9毫米
,

石片角大约

80
。 。

这样小的标本
.
从形态特征来看

, ’

如果作为精制品或粗制品一类的器物考虑显然是

难以理解的; 我们暂时把它划 归于石核
,

但从如此小的石核上剥离的微型石片又如何派 以

用场
,

也是我们现代人不好思议的事情
。

类似的标本曾经在属于更新世早期 的东谷佗 旧石

器遗址 里发现过 (卫奇
,

1 9 8 5)

,

在晚更新世的萨拉乌苏旧 石器遗址 里也 发现过 (B oule

等
,

1 9 2 8)

,

它们被看作为石核石器
,

置于刮削器类型之中
.

石片
,

.

发现 129 件
,

其 中 95 件发现在赵王村遗址
,

34 件发现在孟家庄遗址
.
有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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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 的石片约 占全部石片总数的 9
.
3%
.
根据 N ic hul as T ot h 的分类方 法 ¹ 分析

,

第VI 型

石片 占多数
,

几乎 占完整石片的一半 (表 1)
.
最大的石片长和宽分别为 41

.
8 和 49. 3 毫

米
,

大部分石片长和宽都在 30 毫米以下 (图 4)
.

细石 叶 11 件
,

其中完整的标本 9 件
,

石叶的中间部分和远端部分各 l件
.
在完整标

本 中有 2 件第 一剥片
,

其中有 1件类似下川遗址中鸡冠状石叶(c res te d bl
a de )的标本 (王建

等
,

19 91 )

,

有 l 件石叶的远端 部分在尾端可以观察到使用痕迹
.
石叶的长和宽

,

最大的

分别为 13
.
8 和 8

.
0 毫米

,

一般为大约 10 和 5毫米
,

形态均不十分规整
.

在 赵王村遗址 发现 l件三棱状石片
,

呈黑色
,

隧 石质
,

长
、

宽和厚分别为 40. 5
、

9. 4

和 8. 8 毫米
,

台面角 10 9
” ,

背 面可见剥片疤 7个
,

尾端呈锐棱状
,

徽徽向背面翅起
.

这是一件 预制细 石核过程 中为制造台面打制的第 l件石片
.
有人称它为石条 (盖培等

,

19 83 )

,

也有人称其为断面三角形剥片 (稻 田孝 司
,

19 8 8) 或舟形剥片即第一次剥片 (鹤

丸俊 明
,

19 79
:2 十 25 )

,

它是应 用
“

涌别技法
”

预制细石核所产生的结果
,

如果生产过程不

间断
,

紧接着就会产生滑雪板状石片 (sk 卜sp al l)
.

表 1 石片类型
、

岩性
、

产地及使用情况数t 统计表

类类 型型 计 数数 原 料 岩 性性 产 地地 使用痕迹迹

遂遂遂遂 石石 石英岩岩 玛瑙瑙 砂岩岩 赵王王 孟家庄庄 有有 无无

[[[III 】222 llll lllllll l 000 222 lll l lll

IIIIIII 】444 l222 lll 11111 888 666 222 l222

VVVVV 1444 l000 33333 lll 999 55555 l444

VVVIII 6 000 5 lll 333 333 333 4 444 l666 666 5444

裂裂 片左半部部 444 333 lllllll 333 lllll 444

裂裂 片右半部部 444 222 2222222 222 22222 444

断断 片近端端 222 lll lllllll 22222 111 lll

断断片远 端端 777 666 lllllll 77777 lll 666

细细 石 叶叶 tlll llllllllll 999 222 lll l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梭状石片片 iii lllllllll lllllll lll

总总 数数 12999 10 888 1333 444 444 9555 3444 l222 11777

石器
,

31 件
,

其 中不同类型 的刮削器 占绝大多数
,

此外还有数量有限的尖状器
、

石

镶和雕刻器
。

原料只有 4 件为石英岩
,

其他均为隧石
。

石器几乎全为小型和微型
,

大多数

标本的长和宽分别集 中在 10 一30 和 10 一20 毫米的范围内
,

只有一件中型标本
,

最大长度

略大于 50 毫米
。

形态 以宽薄型为主
,

窄薄型 占有一定的数量
,

宽厚型和窄厚型数量很少

(图 5)
。

大部分标本属于精制品 (reto u ehed )
。

¹
N ic h

ol as
T

ot
h 的石 片分类 二

I 型
,

自然台面
,

自然背面 ; n 型
,

自然 台面
,

部分自然背 面和部分人

工背面
,

m 型
,

自然 台面
,

人工背面: IV 型
,

人工 台面
,

自然背面; V 型
,

人工台面
,

部分自然

背面和部分 人工 背面; VI 型
,

人工 台面
,

人工背面 ; VU 型
,

不能归属上述六种类型的完整的石

片; 裂片
,

纵向崩裂开的石 片
,

以石 片背面观
,

左边的称左部分
,

右边的称右部分; 断片
,

横向

断裂 开的石 片
,

带台 面的称近端部分
,

带尾端的称远端部分
,

既不带台面也不带尾端的称中间部

分; 残片
,

不能归属于上述各类的石片称之为残片 (T ot h
,

1 9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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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石片的长宽坐标图佐)与长宽指数和宽厚指数坐标图(右)(陈唁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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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削器
,

包括单直刃刮削器
、

双直刃刮削器
、

凸刃刮削器
、

凹刃刮削器和端刮器
.
原

型均为石片
,

刃缘加工精细
,

加工方式除个别标本为交互打击修理外
,

其余皆都为向背面

单向打击修理
,

刃角多数大于 45
。 ,

从修整的形态特征判断
,

大多 数标本加工 采用的是

石锤锤击方法
.

单直刃刮 削器 5 件
,

编号为 P. 61 70
、

P 61 7 2

、

P

.

6 1 9 于6201
,

前 2 件来 自赵王村遗址
,

后 3

件来 自孟家庄遗址
,

刃缘长分8lJ 约为 一8
、

2 一
、 ’

5 8

、

3 0 和 12 毫米
。

P

.

6 1 9 9
( 图 6 之 l)是石器

中唯一相对较 大的 l件标本
,

岩性 为石英岩
,

长
、

宽
、

厚分别为 58
.
1、

32
.6

、

10

.

7 毫米
.

P
.
620 贾标本刃 缘两端缺失

,

可能是在加工或使用过程中断裂所致
。

P

.

6
20

0 标本(图 6 之 2;

图版 n
.
8) 系石片左侧边有破裂面 向背面修整成一规整的斜面

,

相对一边未修整但似有使

用痕迹
,

类似的材料在下川细石器遗址 中曾经发现过
,

被称之为琢背小刀 或琢背石片
.

双直刃刮削器 3 件
,

编号为 P
.
6 17 6

、

P

.

6 1 85

、

P. 61 9 5

,

前面的两件来 自赵王村 遗址
,

后面的 l 件来 自孟家庄遗址
.
均为小 石片两侧边仔细修理而成

.
P. 6176 标本背面被 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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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锥状
,

一侧刃 缘呈锯齿状并在背面 留有宽深而相对较大的修整疤
,

另一侧刃缘较为平滑

而且在背面上的疤微小
、

粗糙
、

密集
,

前者应为石锤加工所致
,

后者可能是使用 留下的痕

迹
.
P
.
6 185 标本 的加工面轮廓 和横截面均呈等腰梯形

,

两侧缘布满了修整疤
,

其 中一侧

的修整疤 浅而窄长并相 互平行
,

这可能是采用压制技术修理的结果
,

P.
6

19
5 标本系小石

片在两侧缘修理 而成
,

刃缘规整
,

修整疤彼此平行而且又窄又长
,

无疑这也应该是应用压

制修理技术所致

凸 刃 刮 削器 6 件
,

编号 为 P 6 165
、

P

.

6 1 6 8

、

P

.

6 1 6 9

、

P

.

6 1 7 3

、

P

.

6 1 7 8

、

P

.

6 1 7 9

,

除

P. 6165 标本来 自孟 家庄遗址外
,

其余都来 自赵王村遗址
.
标本呈小型和微型

,

均 由石片

在侧缘或尾端仔细修理加工成一条弧形刃 缘
。

有的标本反映 出其原型是石片的一部分
,

也

可能是在加工或使用过程中断裂所致
。

凹刃 刮削器 3 件
,

编号为 P
.
6 17 5

、

P.
6

17
7

、

P. 61 %

,

前 2 件来 自赵王村遗址
,

后 l 件

来自孟家庄遗址
,

均 由石片一 侧修理成一个小凹
。

P.
6

1
9 6 标本刃部加工精 细

,

似有使用

痕迹
。

P

.

6 1 7
5 和 P

.
6 17 7 标本的刃部加工 较简单

,

应归于粗制品(m
o d ifi ed )一类的器物

.

端刮器 9 件
,

编号为 P
.
6166

、

P

.

6 1 7 4

、

P

.

6 1 8

0--

6 1 8 4

、

P

.

6 1 9 7

、

P

.

6 1 9 8

,

除 P
.
6197 和

P. 6 19 8 2 件标 本来 自孟家庄遗址外
,

其余都来 自赵王村遗址
。

均 由石片在尾端 向背面方

向修整成一个刃 缘 (图 6 之 4
、

6; 图版 n
,

l 于 12 )
,

有 的在 两侧边也有细致 的加工
.
刃

角大小不一
。

由于标本都比较小
,

所以刃缘也不长
。

从刃 缘的修整疤来看
,

加工主要采用

硬锤打击技术
,

部分应用了压制技术
。

多数标本的刃缘上存在使用留下的微小的疤痕
.

雕刻器
,

1 件
,

编号 P. 61 91
,

发现在孟 家庄遗 址
。

标本小型 (图 6 之 3; 图板 n
,

9)

,

长
、

宽
、

厚分别为 23 .2
、

10

.

5

、

3

.

2 毫米
.
形态属于窄薄型

,

长宽和宽厚指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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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石器 Im Pl i二
nts 候晋封绘

,

d ra w
n

b y H
o u

J in fe
n

g
)

l

、

2

.

直 刃 刮 削 器 (st扭igbt ed梦 sera伴
r)少
.
6 199 ,

p

.

6 2 0 0)
: 3

.

胜 刻 器 (E
u rin )(p

.
619 , ) : 4一 6

.
端 刮 器 (E nd

sera件 伟
)(P

.
6 174

、

P

.

6 1 8 3

、

p

.

6 1 8
4)

;
7一8

.
石嵌(A

rro w比
ads)(p

.
618卜6188)

4 5. 3 和 30. 5
。

原料为隧石
.
原型为石片

,

尚保留明显的石 片特征
。

系石片沿 两侧边从破

裂面向背面仔细修整
,

使尾部汇聚成尖
,

然后在尾部尖端 向石片的右侧边方向打击修整
,

从侧边剥片 留下 11
.
2 毫米长的片疤

,

使之成为一个刃尖
.
在左侧缘靠近原型 台面一端

,

也有过简单的修整
,

使相对刃尖的一端形成肩状或柄状
.
类 似的标本在下川发现过

,

被称

之为斜边雕刻器 (王建等
,

1 9 7 8 )

。

尖状器
,

l 件
,

编号为 P. 6 里67
,

发现在赵王村遗址
.
缝 石质

,

标本小型
,

长
、

宽
、

厚

分别 为 21
.
4

、

1 9. 4

、

8. 6 毫 米
.
形态属于宽薄类型

,

长宽和宽厚指数分别为 90. 7 和 44
.
3.

原型为石 片
,

在右侧 边和尾 端向背面粗略加工 修整
,

使两边缘形成一个大 约
·

60

“

的 夹

角
.
该标本加工 不甚精细

,

应属粗制品
。

石链
,

3 件
.
编 号为 P

.
6 18 卜 6188

,

均发现在赵王村遗址
。

都为隧石质
,

颜色分别大

致呈浅红色
、

灰 白色和黑色
。

标本小型 (图
「

6 之 7一9; 图版 n
,

13 一巧)
,

长
、 ·

宽
、

厚分

别为 35
.
5

、

1 5

.

9

、

7

.

3

,

3 0

.

6

、

1 3

.

6

、

7

.

5

,

3 2

.

6

、

1 6

.

0

、

5

.

7 毫米
.
形态属于窄薄型

,

它们 的

长宽和宽厚指数 分别 为 44
.
8 和 4 5

.
9

,

4 4

.

4 和 5 5
.
1

,

4 9

.

1 和 35
.
6

。

P

.

6
1

8 6 标本如同缩小 的

手斧
,

沿边缘两面精细加工
,

一端小 而薄表现为尖部
,

两面通体布满修整疤
,

从其疤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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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特征判断
,

修 整主要采用的是压制技术
,

辅以硬锤打击技术
.
P
.
6 187 标本和 P. 61 86 标

本修整方式大体相同
,

只是在形态上有些差异
,

除了尖部略微向一侧歪以外
,

最明显的特

征是在靠近底部 的两侧边分别锤击修整成凹腰形
,

彼此相互 对应
,

很显然这是为 了利于捆

绑而有意加工的结果
。

P

.

6 1 8 8 标本是 1件石片沿周边 向背面加工的器物
,

石片 台面一端

被修整成尖
,

形状不甚规整
,

但在靠近底部的两侧沿均有类似 P
.
6187标本的修整 凹腰

.

装饰品 2 件
,

均发现在赵王村遗址
.

蚌饰 1件
,

编 号 P. 6202
,

标本用蚌壳制作而成 (图版 n
,

16 )

,

蚌壳厚 2.4 毫米
.
标

本长和宽分 别为 48
.
3 和 9. 5 毫米

,

轮廓大致呈短吻鸟头形
,

一头大一头小
,

边缘磨制
,

在大头部位一侧和缓地 向外突出
,

并在附近钻磨一直径为 1
.
9 毫米的小孔

,

钻孔系从两面

钻磨而成
,

但以从蚌壳外侧面 向内侧面钻磨为主
.
大头部形 似鸟头

,

突出的部位和钻孔好

像分别表示鸟的吻和眼睛
,

另一侧边缘有明显的 6个刻痕
,

似乎象征鸟背羽毛
.

骨珠 1件
,

编 号 P. 6 20 3
.
标本用动物的骨骼从一面钻磨而成 (图版 n

,

1 7)

,

外径和

内径分别为 8
.
1 和 3

.
8 毫米

,

厚 2
.
1 毫米

.
相似的材料在虎头梁 旧石器遗址中曾经 发现不

少 (盖培等
,

1 9 7 4 )

。

3 结 语

1.榆社赵王村和孟 家庄遗址位于当地河流第二级阶地上更新统 以细砾为主的层位 里
,

其文化时代属于 旧石器时代 晚期之末
, ’4

c 测试年代为距今大约 10 00 0一 12 00 0 年
.

2
.
榆社赵王村和孟家庄遗址 的石制品小型

,

器物加工精细
,

特别是存在相 当数量的细

石核和细石叶
,

无疑该石器组合属于细石器工业
。

细石器(M icl
,

ol
i

t

h) 现在在考古学上 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含义
,

它指的是一种主要 以间

接打制或压制方法所产生 的细石核
、

细石叶及其加工制品及其所限的小型而精细的石制

品
。

安志敏(19 78) 解释过 :
“

细 石器是一种采用特殊的工艺技术而产生的小型细石核
、

细石

叶和细石 叶加工 所成的石器
,

它们是作为装备骨
、

木等复合工具的石刃而专门制作的
” .

贾

兰坡(19 78) 也认为
, “

细石器是随着复合工具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 , “

石器多很小
,

主要是用

细小的石叶加工成的
,

目的又多是为 了镶嵌
,

即把细石器镶嵌在骨
、

角或木柄上作为生产

工具或武器
” 。

在 实际研究工 作中
,

人们常常把与细石器有关的一些石制品也看作为细石

器
‘

但是
,

王建等 (19 78) 明确指 出 :
“

必须在 同一个遗址 中存在典型细石器的条下
,

才可把

一些非细石器传统制法的小型 石器
,

归于细石器范畴之中
,

否则
,

必将导致不恰当的结

沦
” 。

有人曾经报道过在河北省 阳原县东谷佗更新世早期旧 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发现似细

石器痕迹的现象 (卫奇
,

1 9 8 5)

,

但这决非意味着就是大家所共识的细石器的出现
.

3
.
榆社发现的石制品

,

不论是赵王村遗址的还是孟家庄遗址的
,

岩性主要属于隧石和

石英岩
。

然而
,

在榆社盆地却未见含隧石和石英岩的原始地层出露
,

推测制作石制品的原

料可能来 自于 当地第三系的砂砾层中
。

4. 榆社发现的细石器文化组合中
,

石制品中石片数量占大半
,

石片中以V 和VI 型石 片
‘

为多数
,

绝大部分石 片属于宽薄类型
,

其 中有相 当一部分标本的宽度是长度的一倍 以上
,

带使用痕迹的石片数量不很多
。

推测大部分石片很可能是预制细石核过程 中的副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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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榆社细石器文化组合中的石链带有较为进步的性质
,

可能显示出弓箭的使用
.
弓箭

出现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

6.榆社发现的细石器文化组合中
,

大部分石制品类型在下川文化以 及属于新石器时代

的细石器遗址 (陈哲英等
,

19 8 4) 中出现过
,

并且彼此具有共 同的打片和加工石器 的技

术
.
因此

,

榆社的细石器文化组合看来是下川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
,

表现出显著 的

继承性; 又与时代较晚的细石器遗存有着密切关系
,

显示出 明显的发展
。

我们暂时把它看

作下川文化的后期阶段产物
。

7. 榆社细石器遗存丰富
,

不仅数量大
, 一

而且地层层位明确
,

除了本文记述的以外
,

还

有来 自其他地 点的报道 (贾文亮等
,

19 8 9 ; 陈哲英等
,

1 9 9 1 )

。

榆社盆地地处山西高原 的

南北过渡地带
,

具有适宜远古人类南北迁徙活动的良好地理环境
。

如果通过进一步的发掘

研究
,

不仅可以获得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或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更多更好

的考古资料
,

而且也会加深对榆社盆地在细石器发展过程 中所处位置重要性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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