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里  ! 年  月

人 类 学 学 报

人∀ # ∃ ∃ % # & ∋ ( ) ( ∗阅心+( ∃ ,+% +∀ 人

− (∗
.

+,

% (
·

∃ / 0
。 ,

 !

猫猫洞的骨器和角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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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记述的
、

磨制的骨器和角器是本省兴义县猫猫洞旧石器文化遗址首次发掘的重 要

成果
。

由于这里发现的骨器和角器在数量上超过以前全国发现的
、

旧石器时代晚期同类工具

的总和
,

从而为我国旧石器时代骨器和角器的研究提供了较丰富的新资料
。

新的骨器和角器

的发现和研究
,

增加了对当时人制造这类工具工艺的了解和丰富了我国旧石器文化的内涵
。

贵州省兴义县猫猫洞遗址首次发掘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出土了十余件骨器和角器
,

它

与大量的旧石器
、

人类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等同层出土
。

限于篇幅
,

拟将各项重要成果分

别加以研究
,

撰文发表
。

本文拟对其中的骨器和角器作初步的研究
,

着重探讨其类型
、

用

途和加工工艺习。

在研究猫猫洞骨
、

角器以前
,

先谈一下这所遗址里发现的打击骨器
。

在文化层中发现

大量的碎骨
,

其中有一少部分骨片具有明显的加工痕迹
,

表明存在一定数量的打击骨器
,

与磨制的骨
、

角器同时并存
,

被当时人应用于生产
。

在猫猫洞文化层中出土骨器 4 件
,

角器  件
,

共 5 件
。

截至 6 年止
,

在一个遗址

中出土如此多的骨
、

角器尚属第一次
,

它比以往全国发现的同类工具的总数还要多
。

通过

对它的研究
,

可以丰富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骨
、

角器文化和增进对骨
、

角器类型
、

用途和

加工技术的了解
。

制作骨器的原料多采用较厚的动物骨骼的碎片
,

因已破碎
,

又作了细致的加工
,

其原

属的动物的种属及解剖部位
,

则已不能辨识 3 角器是用鹿角做的
,

有主干
、

角尖
,

也可能有

眉支
。

这些标本石化程度中等
,

表面呈黄褐色和灰黄色
。

不管是骨器或是角器多有钙质

物质粘附
,

表明是加工成后粘附上去的
。

在角器的刃口上可见腐蚀的痕迹
,

破坏了磨制或

刮制面的完整
。

一
、

骨 器

在骨器中只有 ! 件是完整的
,

其余均为下部断残的标本
,

难以窥其全貌
,

现分类记述

∗2 作者感谢王哲夫先生为本文摄制图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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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飞8

于后
7

.

骨锥

骨锥 , 件
,

形态各异
,

分述如下
7

+型 锐尖骨锥 件1图版 +
, 9 2基本完整

,

系用三棱形骨片制成
,

长 : 飞宽 !
、

厚  毫

米
。

这件标本形制不甚规整
,

中上部可见刮削后的磨制痕迹
,

形成一件具芒状尖刃的骨

锥
。

从其上遗留的人工痕迹
,

可窥探其加工的程序
。

首先将骨片打成三棱形
,

进而修琢其

左右侧
,

系由骨内壁向骨外壁打击
,

并把前端打击成瘦弱的锥尖刃
,

制成了骨锥的雏形
。

在此基础上
,

再将尖端到中部的一段1长 9; 毫米 2
,

作进一步刮削加工
,

使器身中部向上渐

渐变细
。

最后对刃部作磨制修理
。

其一面磨制稍粗
,

仍基本保留原先的刮削的痕迹
,

而前

面的两斜面磨制光洁
,

制成磨角状的三棱形较光滑的尖刃
.

在尖端近处
,

直径约 毫米
。

在这件标本上 尚可见磨制痕迹
,

线状擦痕都是向尖端方向倾斜的
。

这种锐尖骨锥是骨锥

中最常见的类型
,

宜于作锥割物体之用
。

< 型 扁尖骨锥 件 1图版 +
,

! 2
。

它下部断残
,

现存标本的尾端残留似挺的凸柄和双

肩
,

左侧呈波纹形
,

中部微凹
,

右侧较直
,

通体略 呈圭形
,

中部横断面近似双凸镜状
,

但两面

由中轴向两侧延伸
,

相交后不呈锐缘
,

而是稍有弧度
,

因之
,

侧边显得圆钝
。

锥尖部分从正

面看呈半椭形弧
,

从侧面看是薄锐的
,

故名扁尖骨锥
。

这件标本现存长度为 5 毫米
,

宽

; 毫米
,

厚 4 毫米
。

它加工细致
,

磨制的十分光洁
,

已看不到其他加工程序
。

这件骨锥有一点值得注意
,

由尖端向下 9; 毫米处有一块三角形骨片疤
,

破坏了左侧

边徐徐外展的凸出部
,

但由其伸延的趋势看有点象鱼叉倒刺的凹 口 ,

因之
,

它也有可能是

一件残的鱼叉
。

< ∗型 钝尖骨锥1图版 +,

∗2 系由 件骨片制成
,

上部完好保存
,

下部残缺
。

现存长 54

毫米
,

宽 毫米
,

厚约 4 毫米
。

这件标本加工精致
,

通体略呈小刀形
,

但无论是尖刃部和侧

边都不是锐缘
,

均有一定弧度
,

显得钝厚
。

其正面1右图 2磨制比另一面精工
,

显得光滑
,

左侧为上稍窄而向下徐徐展宽1最宽为

6
.

: 毫米2
,

锥尖部呈半圆形
,

弧形相当匀称
,

且相当厚
,

厚约 !
.

 毫米
,

其厚度比相邻两侧

要大
,

呈中间厚两侧薄的状况
。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

其左侧在距顶端 9: 毫米处
,

有宽约

9
.

: 毫米的凹缺
,

系斜向刮削而成
,

使标本呈单肩状
。

由右侧尚保留的磨制面看
,

呈波纹形
,

先向内凹
,

而后呈缓弧形外凸
,

继而又微内凹
,

在
“

柄部
”

的中部有向外展趋势
,

但被后来的

打击所破坏
。

这件标本的器面曾被火燎过
,

器面呈黑色或黄褐色
,

中部色深
,

两端色稍浅
。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标本
。

它的特点是前端钝厚
,

侧边圆钝
,

不具作割切用的刃口
,

归于骨锥仅形似
,

而实较勉强
。

从形态上看
,

它也可能是一件小型的艺术品
,

只因残破
,

有

碍准确地判断
。

会不会是象美拉尼西亚人所使用的狩取细毛小兽或有美丽羽毛的钝头箭

呢 = 目前也无法确定
,

其一
,

后者箭头有时作小球形
,

在形态上稍有差异 3 其二
,

猫猫洞至

今未发现任何投射工具
。

因此
,

它的用途的实证
,

有待今后的工作
。

+− 型 斜尖骨锥 ! 件
,

其一是用大型兽骨片作成
,

也是骨锥中最大的一件
,

长  9
、

宽

!9
、

厚 6 毫米1图版 +
,

2
。

它右侧和左侧下部残缺
。

由标本上所看到的痕迹
,

大体可推测其

制作程序
。

先将管状骨打碎
,

取其适用的一片
,

在其一端进行刮削加工
,

修理出一个约 5 : “

的斜刃
,

顶端生成一个尖刃
,

而后再进行磨制加工
。

除尖刃部遗有磨痕外
,

锥身的一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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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粗磨的痕迹
,

并使倾斜的尖刃和锥身相交处形成一钝角
。

类似标本还有一件
,

长 6  
、

宽 !;
、

厚  一 9 毫米
,

其刃部倾斜度比前者稍缓
。

!
.

骨刀

骨刀 件 1图版 工
,

5 2 系用厚骨片制成
,

大部保存
,

下端残缺
,

现长 65
、

宽 !!
、

最厚

毫米
,

其一面稍平
,

另一面较凸
。

总的来看
,

这件标本下端厚
,

由下向上渐变薄
,

下部横

断面略呈双凸镜体
,

顶端接近单凸镜体
,

系呈弧形的锐刃
,

在中轴线偏右部位与右侧弧形

边相交
,

生成一尖凸
,

由尖凸处向左与左侧边联成深波形刃缘
,

其形类似今日之尖刀
,

在其

反面有加以磨薄的痕迹
,

仿如开刀刃
,

从而使刃 口变得更加薄锐
,

刃口面宽约 9 毫米
。

两

面向右延伸相交而呈有一定弧度的小面
。

这件标本无疑是有效的割切的工具
。

二
、

角 器

角器类型简单
,

只有角铲一种
,

但其加工方式稍有不同
,

可再分为两型
7 +型是单面

加工成的有 4 件
,

是主要类型 3 < 型只有两件是两面加工成的
,

居次要地位
。

这些标本在

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中均属首次发现
,

极为珍贵
,

故加以详细的介绍
,

为有关研究提

供对比资料
。

+型 它的形态特征是刃口 在一面
,

系刮削而成
,

是一个大约呈 5:
“

的倾斜面
,

但这个

斜面的长短是不一致的
,

为更具体地说明其形态特征
,

描述如下标本
7

标本 ; ; ; 号 1图版 +
,

4 2 系用一段鹿角干制成
.

石化程度中等
,

外表呈黄褐色
、

灰黄

色
。

长度 :4 毫米
,

直径 ! 一 ! 毫米
.

将鹿角较细的一端刮削成斜刃
,

有刮痕的部位长

达 65 毫米
,

由前向后刮削的痕迹变狭窄而呈长三角形
。

在刃 口相对的一面磨光面很有

限
,

长达 !; 毫米
,

只见于鹿角的凸出部和刃缘上
。

由其相邻两侧也有类似的范围不大的

磨光面
,

估计不是加工痕迹
,

而是使用痕迹
,

类似的磨光痕迹在刃口上也看的很清楚
。

由

此可以推测
,

当时人用角铲挖掘植物块根
,

与泥土摩擦而产生磨光面
。

它的刃口 夹角为

9 , 。 ,

表明其刃 口锐利
,

宜作挖掘之用
。

在标本磨光面上
,

有些斑剥的痕迹
,

系在地层中遭

腐蚀的结果
。

标本 ; ; ; ! 号1图版 +
,

>2 系用鹿角的一段做成
,

长 9 毫米
,

直径 !6 一 9 6 毫米
。

其制法

是
7
先从鹿角上剁下一段

,

然后将不整齐的断面磨平
,

尽管如此
,

剁的痕迹仍局部保留在

周边上
,

留下参差不齐的剁切面
。

在标本的一面
,

由断口 向标本远端打击
,

留下一个长三

角形角片疤
,

长达 : 毫米
。

此件加工方式略似前者
,

但磨光面要短一些
,

长约 9; 毫米
,

刃

角也比前者稍钝一些
。

这件标本有人工加工的部位明显的被腐蚀
,

遗有明显的斑剥的痕

迹
,

磨光面保 留不多
,

但仍能看到使用痕迹
。

标本 。; ; 9 号1图版 +
,

62 系用鹿角尖制成
,

器身稍弯曲
,

长 5 毫米
,

直径 ! 一 !9 毫

米
。

角尖部被削成一斜面
,

长达 ” 毫米
,

宽度为 9一 9 毫米不等
,

呈长三角形
,

其上刮削痕

迹相当清楚
,

最宽者宽约 ! 毫米
,

并有交错和重迭的现象
,

因之
,

使部分刃面稍微有些不平

整
。

尖端稍残
,

留下了犬牙交错的断 口
,

可能是使用时造成的损伤
。

标本下端有剁切的痕

迹
,

断 口显得不平齐
,

这是用石器剁研的必然结果
。

在断口 向上约 5 毫米范围内也可见局

部的刮削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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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单边加工的角铲还有 ; ; ; 4
、 ; ; ; 6 和 ; ; ;  号标本

,

其形态和上述标本大同小异
,

记述从略
。

< 型 两面加工的角铲
,

标本 ; ; ;斗号 1图版 +,

力 是其中之一
,

也是用一般鹿角做成

的
,

长  4 毫米
。

其下端的大部都有剁痕
,

系斜向剁研的结果
,

角中心部有不整齐的一道凸

棱
。

此痕迹暗示
,

这件标本的大部经砍折后并未剁断
,

而后用力将它瓣断
。

类似做法见于

河南新蔡发现的属于晚更新世的鹿角上
。

其相对的一端是刃 口
,

系两面刮削而成
,

但两面

刮削的部位和倾斜度均不十分对称
,

但刃口相当锐
,

前端刃缘稍有弧度
,

微向左翘起
。

其

间可见小缺 口 ,

应是使用的结果
。

这件标本局部有火燎的痕迹
,

器面呈黑色
,

以右侧尤为

明显 3 由于腐蚀严重
,

磨制面已变得模糊不清
,

但同属这一类的 。; ; : 号标本刃部和右侧均

可见到磨制痕迹
,

表明本类角铲曾经割剁
、

刮削和磨制等工序
。

此件标本下部业已断残
,

现长 4 毫米
,

刃口形态与加工方式均与 ; ; ;斗号标本雷同
。

三
、

结 束 语

猫猫洞出土的骨器和角器是猫猫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数量之多
、

类型之新
、

加

工技术之相对稳定和造型之精美
,

不仅 反映出当时人制作工具达到了新的水平
,

显示出文

化上明显的进步
,

而且丰富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骨器和角器文化
,

增加了对这个时代

加工骨器和角器的原始技术的了解
。

由这些骨器和角器的特点
,

加之石器和其他方面的材料
,

不难看到当时人在技术上达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比已知的华南
、

乃至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都显得进步
,

因之
,

似可认为其时代较晚
,

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最后阶段
,

相应地其地质时代已接近更

新世的结束时期
。

骨锥是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类型
,

但从形态上看
,

猫猫洞骨锥
,

就国内资料言
,

可以说都

是新的种类
。

且不说钝尖和斜尖骨锥
,

即使是锐尖骨锥虽与辽宁营 口金牛山上文化层和

宁夏灵武县水洞沟出土者有些相象
,

均可归锐尖骨锥类内
,

但后者或短而扁锐
,

或短粗
,

不

象猫猫洞锐尖骨锥那样
,

尖刃秀长而锐
,

断面略呈三棱形 3 扁尖骨锥形态稍象资阳骨锥
,

但

后者锥尖短窄
,

并系刮削而成
,

猫猫洞者如前述锥尖长
、

宽而扁锐
,

系磨制精工之骨器
,

可

见两者是迥然不同的
。

将鹿角加工成器物在我国旧石器文化研究的文献中早有记述
,

最早见于山顶洞人遗

址
,

一件赤鹿的角不仅有割剁的痕迹
,

而且有磨制和可能是刻划的痕迹
,

至于将鹿角剁去

一部分
、

用途不明者在河南新蔡和甘肃环县刘家岔旧石器时代遗址里发现过
,

但至今未见

制成工具的记录
,

因之
,

猫猫洞出土的角铲系首次在国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角制工

具
,

从而为我国旧石器时代骨
、

角器增加了新类型
。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

将鹿角制成各种器物比较常见
,

最普通的是将驯鹿角制成所谓指

挥棒 1随?叨2
,

但也有制成角铲的
,

例如在苏联乌克兰西部德聂斯特尔河流域的莫罗多沃

1≅(∗ (Α (Β Χ2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第七层中就曾发现过
,

在类型上与猫猫洞的单面加工的

角铲基本一致
。

猫猫洞文化的创造者在制造骨器和角器方面有相对稳定的加工方式方法和较高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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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
。

依制作骨器论
,

大体经过打琢成型
、

刮削加工和磨制定型等工序
。

如果对其工序加

以复原
,

其过程大体如下
7
先选适用的骨片

,

加以修琢
,

使具骨锥或骨刀的雏形
,

而后用石

器加以刮削
,

制成接近工具实际的形状
,

而后在砂岩上磨制
,

使其刃 口更锐
,

形制更规整
,

最后完成了一件工具的制作
。

在骨刀上可见专门
“
开刃

”
的工序

,

显示出其精湛的技术
。

在我国以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骨制工具主要类型是骨锥
,

还有一件骨针
,

其加工方式

也与猫猫洞者相仇
,

在标本上完好保存打琢
、

刮削和磨制的标本是金牛山上文化层出土的

骨锥
,

除资阳骨锥是刮削成者外
,

其余骨锥和骨针都可清楚看到磨制的痕迹
。

骨器加工方

式的相似性
,

一方面表明处于相近发展阶段的原始居民
,

可能创造 出相仿的工具的加工方

式方法和相似的类型 3 另一方面
,

这些相似性也可能反映我国旧石器文化某些方面的共同

性和文化的相互关 系
。

角铲的制作也有一定方式方法
7 经截角

、

刮刃和磨利等工序
,

制成类型相当稳定的角

铲
,

再加之对角铲后跟参差不齐的断面作磨光处理
,

都显示出其制作角器有较高的水平
。

1  年 ; 月 ! ; 日收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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