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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旧石器时代的相对年代

李 炎 贤
0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1

关镇词 华南 2 旧石器时代 2相对年代

内 容 提 要

从  3 年起
,
到现在已在南方 个省0区 1发现 34 多个旧石器时代含人类化石或文化遗

物的地点
。

本文对这些发现物的年代问题加以评介
。

作者利用华南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研

究成果
,

着重从生物一地层学的角度来分析和讨论这一问题
。

一
、

解放前的情况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中
,

华南 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发现与研究具

有特别的意义
。

解放前
,

中外一些学者在华南地区搜集旧石器时代人类存在的证据
,

经过

54 多年的努力
,

始终没有取得有说服力的结果
。

从  5 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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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研究了四川发现的标本
,

宣称在四川找到了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或骨器
。

这些发现
,

据裴文中的观察
,

实际上不是人工制作的器物或者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东
Χ

西 0裴 文 中
,

 3 , 1
。

 5 3 年裴文中记述了广西武鸣发现的石器
,

在苞桥发现的标本中有带刻纹的 磨石
、

磨棒
、

两面对穿的砾石
、

尖状器
、

刮削器等 2这些石器没有绝灭的哺乳动物化石伴出
。

但值

得注意的是有一件石核刮削器具有两次加工的痕迹
,

唯仅有一件
,

也不足以证明旧石器时

代文化的存在
。

同年德 日进
、

杨钟健在离万县城约 4 公里的长江阶地上拾到一件打制石

器
,

他们认为这件标本形状上有别于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斧
,

但并不能证明其时代早于新

石器时代
。

此外
,  5! 年卞美年和贾兰坡记述了云南邱北黑筹龙村一个岩厦中发现的两

件有人工打击的隧石石片和一些烧骨
、

木炭块 2但一起发现的动物遗骸
,

因没有典型的绝

灭种类
,

故也不能肯定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的存在
。

有意思的是柯伯特和何尤 0  3 5 1在描述盐井沟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时
,

提到一件水

鹿的标本
,

在两个角上都有擦或砍的痕迹
。

如果这件标本不存在层位问题
,

即与其他更新

世动物化石一起发现
,

而那些擦或砍的痕迹也不是后来形成的
,

似乎可以作为旧石器时代

人类存在的间接证据
。

遗憾的是在盐井沟还没有发现人类化石或石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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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近三十年的发现和断代研究情况

近 54 年来
,

华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
,

在云南
、

贵州
、

四川
、

广西
、

广

东
、

湖南
、

湖北
、

江西
、

浙江
、

安徽
、

江苏
、

台湾诸省 0区 1或多或少地发现了人类化石或旧石

器时代文化遗物
,

使我们对我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及其文化的知识比以前丰富得多
,

有些传

统的说法也随之需作修改或补充
,

同时一些新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

关于华南旧石器时代

的相对年代问题就是诸多问题之一
。

让我们回顾一下华南地区近 54 年旧石器考古的发

现和断代研究情况
,

然后再提出我们的意见
。

/

云南省

01 路南县  Ε 年周明镇等在路南县 0当时合并于宜 良县 1 的三冲
、

红土坡
、

板桥

安仁村0乱石沟1
、

白石岭
、

羊角基
、

小野马伴
、

青山口等地的南盘江第二级或第三级阶地表

面采集到一批石制品0仅一件石片发现于地层中1
。

由于大部分标本采 自地表
,

故判断其

时代不能不谨慎一些
,

裴文中等 0  Ε 1 推测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中
、

晚期
,

也可能稍晚
。

0 1 丽江木家桥  Ε 4 年发现三根人类股骨
,

Φ 5 年发现一件石片
、

三件石核 和 两

件石核碎块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剑齿象
、

云南轴鹿
、

犀
、

水牛
、

揭牛等
。

人类化石属晚期智

人类型
1 。
原作者认为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

,

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0李有恒
,  Ε

及林一朴
、

张兴永
,  Γ !1

。

05 1 元谋上那蚌  Ε 3 年发现两枚猿人牙齿
,  Γ 5 年发现三件石英岩刮削器

。

据

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看来
,

可确定其时代为早更新世
。

古地磁研究的结果表明元谋猿人

生活于距今
/

Ε5 百万一
/

ΕΗ 百万年士 4 万年或 Γ4 万年 士 4 万年0林一朴等
,  Γ ! 及

文本亨  Γ 3 1
。

0Η1 西畴仙人洞  Γ 年至  Γ 5 年发现 3 枚人牙
,

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猩猩
、

爪

哇古豺
、

大熊猫
、

最后俄狗
、

东方剑齿象
、

中国犀
、

巨摸等 5 个种类
。

陈德珍等认为人牙属

于晚期智人
,

动物群的时代为晚更新世
。

031 马关九龙口洞  Γ 年发现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块两件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猩

猩
、

大熊猫
、

东方剑齿象
、

中国犀等 ! 个种类
。

时代大致与西畴仙人洞者相当0陈德珍等
,

 Γ ! 1
。

0Ε1 呈贡龙潭山  Γ 3 年由堆积中发现石制品 53 件
,

并有烧炭
、

烧骨
,

烧石
,  Γ Γ

年
,

从另外一个地点发现人牙两枚 2伴出的动物化石有水牛
、

野猪
、

最后俄狗等 个种

类
。

从动物化石看来
,

时代可能属于晚更新世0胡绍锦
,  Γ Γ 及张兴永等

,  Γ ! 1
。

0Γ1 元谋四家村等地点 包括四家村
、

下棋柳
、

新村
、

火车站
、

老鸦塘等地点
。  夕5

年发现石核 Ε 件
、

石片 ! 件
、

石器 Η! 件
。

在四家村丛林臀作过发掘
,

挖 出石制品十多件
,

其余均 由各地点地表采集
。

石器多以石片制成
,

单面加工为主 2 类型以刮削器为主
,

砍砸

器次之
,

尖状器少
。

文本亨把这批标本
“
暂且定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或更晚气

/

贵州省

;1 吴新智等0  Γ ! 1认为股骨是收集的
, 且石化程度不等

, 难于肯定其确切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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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黔西观音洞  Ε Η 年冬发现
,  Ε Η一  Ε 3 ,  Γ

、

 Γ 5 进行了四次发掘
,

发现

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嵌齿象科
、

贵州剑齿象
、

东方剑齿象等 4 多种类
,

石制品有 5 4 4 4 多件
。

堆积物可约略分为三组
Δ 最上一组为红土层

,

含少量动物化石和相当数量的石制品 2 中间

一组为含角砾的黄色堆积
,

动物化石和石制品都很多 2 最下一组为砂砾与粘土互层
,

未见

动物化石与石制品
。

上
、

中两组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均属于大熊猫
一剑齿象动物群的成

员
,

两组间有清楚的剥蚀面
。

根据地层关系和动物群的组成情况可以把观音洞文化分为

早
、

晚两期
。

裴文中等0  Ε 31根据当时看到的哺乳动物化石
,

初步认为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中期

或晚期
。

计宏祥0  Γ Γ1则认为可划为中更新世早期
。

李炎贤
、

文本亨0  Γ ! 1则指 出
Δ “
笼

统地说起来
,

观音洞动物群的时代大致和盐井沟动物群时代相当或稍早
。

如果说详细一

点
,

观音洞 > 组0即含角砾的黄色堆积 1的时代相当于盐井沟 + 或稍早
,

观音洞 ∀ 组0即红

土层 1则可能相当于盐井沟 = ” 。

本文作者 0  ! 1 认为盐井沟 = 的时代可能包括中更新

世的晚一阶段到晚更新世
,

而观音洞 ∀ 组所代表的时间没那么长
,

可能属于中更新世的晚

一阶段
。

0 1 桐梓岩灰洞  Γ 一  Γ 年发掘
,

由堆积的第 Η 层发现两枚人牙和 件石制

品
,

还有烧骨数块及大批哺乳动物化石
。

人牙化石据吴茂霖等研究
, “
从其总的形态特征

来看
,

与现代人有着一定的差异
,

虽然其中的门齿化石保留有尼人门齿的某些特征
,

但总

的来看
,

这两枚牙齿化石与北京猿人的更接近
。”石制品用隧石

、

硅化岩
、

火成岩
、

石英岩制

成 2以单向加工为主
,

错向加工者仅一件
。

原作者认为这些石制品均可以与贵州黔西观音

洞的石器相比较
,

可能观音洞石器在时代上比岩灰洞要早
。

岩灰洞发现的动物化石 3 个

种类
,

其中哺乳动物有 Η 个种类
,

主要有大熊猫
、

古爪哇豺
、

巨摸
、

中国犀
、

东方剑齿象
、

最

后俄狗等
,

值得注意的是动物群中有硕豪猪
,

这种动物过去只发现于柳城巨猿洞
。

根据发

现的动物化石
,

吴茂霖等0  Γ 31认为
“
其组成与四川万县盐井沟动物群大致相似

。 ”
但其时

代究竟属于更新世中期还是属于更新世晚期
,

并未作结论
。

吴新智
、

张银运0  Γ ! 1则认为
“

桐梓人的时代原报告中订为更新世中或晚期
,

从堆积物性质等来看
,

更可能属于晚期
。”

张森水
、

曹泽田0  ! 4 1则进一步认为桐梓人的
“
地质时代是更新世晚期的早期

。”
至于文化

时代
,

邱中郎
、

李炎贤0  Γ !1和张森水
、

曹泽田0  ! 4 1都认为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

05 1 水城硝灰洞  Γ 5 年 月至  Γ Η 年 月发现人的左上犬齿一 枚
、

石制 品 35

件
,

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剑齿象
、

牛
、

羊
、

野猪
、

鹿等
。

原作者认为这个遗址堆积的时代

为晚更新世
,

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0曹泽田
,  Γ !1

。

0Η 1 兴义猫猫洞  Γ Η 年发现
,  Γ 3 年发掘

。

发现人化石 Γ 件
,

石制品 4 4 4 多件
,

骨
、

角器 4 件
,

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  种
,

其中有熊
、

犀
、

竹鼠
、

水鹿等
。

曹泽田0  ! 1认

为猫猫洞文化的时代应归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
,

其地质时代是临近更新世的结束时期
。

5
/

四6+Ι省

0;1 资阳黄结溪  3 年修建成渝铁路时发现一具人的头骨
,

部分面 骨及 一件骨

锥
,

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东方剑齿象
、

中国犀
、

俄狗
、

水鹿等 抖 个种类
。

黄鳝溪发现的

哺乳动物化石曾被认为属于两个时代的动物群0裴文中等
,  3 Γ

,

第 3! 页1
,

一是以东方

剑齿象
、

中国犀
、

水鹿为代表的中更新世的动物群
,

另一是以人
、

虎等为代表的晚更新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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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群
。

后来由于不断发现晚期智人与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伴出的实例

,

因而
,

资阳黄鳝

溪的动物化石不再当作两个时代的动物群来看待
,

而是把它当作晚更新世的动物群了0裴

文中
,

Φ
,

第 巧一 Ε 页1
。

近来有人认为资阳含化石的地层有可能属于全新世
;1 。

用

资阳黄鳝溪出土的鸟木测定的碳一Η 年代为距今 Γ Η ! 3 士 54 年与 Ε Γ Η 4 士 4 年
,

似乎也

支持全新世之说
。
但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
看来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0安

志敏
,

 Γ 及吴新智等  Γ ! 1
(

01 汉源富林镇  Ε 4 年发现
,  Γ 年正式发掘

,

发现石制品 3 4 4 4 多件
,

并发现木

炭
、

灰烬和烧骨等用火遗迹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鹿的前臼齿
、

可能属于小熊或柯氏熊的两

枚臼齿
、

野猪
、

水鹿
、

魔的牙齿
、

鸟类骨骼 2剑状矛蚌
、

三角帆蚌
、

假色蚌等三种斧足类 2板

栗
、

香叶树等植物化石
。

张森水认为富林文化的时代
“

或许可归于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

阶段
” 。

05 1 铜梁西廊水库  Γ Ε 年发现有 54 4 多件石制品
,

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 为 大 熊

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员

。

碳
一Η 测定的年代为距今 3 34 士 5 4 年或 3 Η 3 4 士 ! 34 年 0李

宣 民等
,

 ! 1
(

Η
/

广西 壮族自治区

01 来宾麒麟山盖头洞  3 Ε 年发现
。

洞内堆积分两层
Δ
下层为硬的红色土堆积

,

上层为黄灰色角砾岩
,

含人化石
、

薄层灰烬及石制品
。

由上下层发现的动物化石有鹿牙
、

猪牙
,

少量斧足类壳和大量腹足类壳
。

时代被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0贾兰坡等
,  3  及贾

兰坡等
,

 Ε 4 1
。

0−1 柳州市 白莲洞  3 5 年发现
,  3 Ε 年调查

,  Γ 5 年发掘
。

发现的动物化石有

称猴
、

果子狸
、

竹鼠
、

鹿
、

羊的牙齿以及大量软体动物的外壳
,

另外还有鱼的喉齿
。

文化遗物

有砾石石器数件
,

骨锥和骨针各一件0贾兰坡等
,  Ε 。1

。

051 柳州市思乡岩  3Ε 年在洞内残存的含螺狮的堆积中找到一件具双 锥 的 隧 石

石片0贾兰坡等
,

 Ε 4 1
。

0Η 1 柳江县陈家岩  3 Ε 年发现
。

洞内堆积分上下两层
,

中间为石钟乳层分开
。

下

层为疏松的黄色堆积
,

含剑齿象等化石
,

上层为胶结坚硬的灰色堆积
,

含介壳
,

出若千打制

石器0贾兰坡等
,

 Ε 4 1
(

031 崇左瀚湍区绿轻山矮洞  3Ε 年发现
。

洞内堆积分三层
。

下层为浅黄色土状堆

积 2 中夹细泥结核
,

胶结坚硬
,

中层为棕色坚硬堆积
,

上层为胶结坚硬的文化层
,

中夹灰层
、

含石制品
、

化石及赤铁矿碎块
。

发现的化石有淡水螺
、

丽蚌
、

鱼牙
、

鹿类等牙齿0贾兰坡等
,

 Ε 4 1
(

0Ε1 柳江通天岩  3 ! 年发现人类头骨
、

部分中轴骨和肢骨
。

据昊汝康研究
, “

从形

态特征上判断
,

柳江人为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大熊猫

、

中国犀
、

东方剑齿象
、

巨摸等  个种类
。

0Γ 1 荔浦水岩东洞  Ε 年冬发现人的左下第二前臼齿一枚
,

其性质与现代人者非

常接近
,

但比现代人者为大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豪猪
、

大熊猫化石种
、

野猪
、

鹿
、

水牛等
。

;1 成都地质学院第四纪科研组
,  Γ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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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新智等认为其地质时代可能属于更新世中期到更新世晚期
。

0!1 桂林穿山东岩洞  Ε 年发现
。

洞内堆积分两层
Δ
下层为红色

、

红黄色粘土 2

上层为黄灰色砂质土
,

含豪猪
、

猫属
、

鹿科
、

牛亚科及介壳等化石
,

同时还发现少量石制品

0昊新智等
,  Ε 1

。

0 1 桂林宝积山  Γ  年在宝积岩发现两枚古人类牙齿化石
、

一些打击石器
,

伴出

的动物化石有最后俄狗
、

剑齿象
、

中国犀
、

巨摸等
。

王令红等推测其时代为晚更新世
。

0 41 都安九拐山  Γ Γ 年发现
,

 Γ ! 年发掘
。

由黄色堆积中发现的动物化石有俄

狗
、

巨摸
、

中国犀
、

似高冠剑齿象等 5 个种类
,

原作者认为其时代为晚更新世后期
。

由九

楞山含化石的洞穴中发现四枚的人类牙齿化石
,

原作者认为属于晚更新世后期的化石智

人0赵仲如等
,  3 1

。

0 1 柳州都乐村  Γ Η 年由盘龙洞发现豪猪
、

熊等 ! 个种类的哺乳动物化 石 以 及

智人的股骨一段
、

乳齿一枚
。

原作者考虑到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基本上是现生的种类
,
推

断
“

堆积的时代
,

可能比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的时代要晚

”

0易光远
,

 Γ Ε1
。

0 1 百色上宋村  Γ 5 年在右江第三级阶地堆积中发现少量石制品
。

原作者推侧

其时代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0李炎贤等
,  Γ 3 1

。

05 1 新州长蛇岭和治村后岭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新州的 右 江 阶

地表面和地层中发现石制品一百多件
,

未发现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
,

其时代可能和百色上

宋发现者相近或略有早晚之别
。

3
/

广东省

01 曲江马坝狮子山  3 ! 年发现一具头盖骨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俄狗
、

大熊猫
、

剑

齿象
、

纳玛象等  个种类
。

马坝人的头骨
,

据吴汝康的研究
, “

可能是早期的古人类型
。”

由伴出的动物群判断
,

马坝人的地质时代可能是更新世中期之末或晚期之初
。

0 1 灵山葡地岩  Ε 4 年发现三小块人的顶骨
、

额骨的眶上缘及一块额骨的眉间部

分 2 另外还有一块额骨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中国犀
、

野猪
、

鹿
、

牛等
。

05 1 灵山马鞍山东胜岩  Ε 4 年发现
。

洞内堆积分三层
Δ
上层为灰白色砂质土和

钟乳石互层
、

胶结坚硬 2 中层为红褐色砂质土
,

胶结坚硬
,

含蜗牛壳及人化石 0一块颜骨的

鼓室部
、

两枚牙齿及一段股骨 12 下层为残积层
。

0Η 1 灵山石背山洪窟洞  Ε 4 年发现一块人的顶骨
、

一小块髓骨
、

半块骸骨及一枚

上臼齿
、

两枚门齿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摸等
。

上述三个洞岩性相近
,

故其时代也可能相近0顾玉瑕
,  Ε 1

。

031 封开渔劳公社河儿口 炯中岩  Γ ! 年发现一枚人的上前臼齿
,

伴出的动物化石

有巨摸
、

中国犀等  个种类0宋方义等
,  ! 1

。

Ε
/

湖南省

桂阳樟木墟岩警洞  Ε 3 年发现一件磨制骨锥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大熊猫
一
剑 齿象

动物群的成员
。

原作者认为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
,

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0张森

水
,

 Ε 3 1
(

Γ
/

湖北省

01 长阳下钟家湾龙洞  3 Ε 年发现
,

 3 Γ 年发掘
。

发现的人化石为一件残破的

+



期 李炎贤 Δ 华南旧石器时代的相对年代

上领骨0保存第一前臼齿及第一臼齿 1和一枚单独的下第二前臼齿
。

据贾兰坡研究
, “
长阳

人不仅具有现代人的性质
,

而且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原始特征
。

不过就整体来说
,

所存在的

现代人的性质比原始性质为多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东方剑齿象

、

巨摸
、

中国犀
、

银狗等 ,

个种类
,

贾兰坡认为其时代
“

似已接近更新世中期的后期
”。

0 1 随县  3 Γ 年在县城约 3 公里的山地的一条小路旁采集到一件用石片打 制成

的石器0王善才
, ϑ  Ε 1

。

051 大冶石龙头  Γ 年冬发现
,  Γ 年冬至  Γ 年春发掘

。

洞 内堆积物分为三

层
,

由中
、

下层发现动物化石和石制品
。

动物化石有中国俄狗
、

东方剑齿象
、

中国犀等 4

个种类
。

石制品经过挑选后共得 !! 件
。

石龙头发现的动物化石属于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

群
,

但具有中更新世的典型种类
—

中国徽狗
,

地质时代属于中更新世的后一阶段
。

石龙

头的石制品就其技术水平或文化发展阶段而论
,

与北京猿人者相当或稍晚
,

但仍属旧石器

时代初期0李炎贤等
,  Γ Η 1

。

0Η1 襄阳  Γ 5 年在襄阳北约 4 公里的余岗公社发现几件石制品
,

据称原 出于汉水

阶地红色粘土中
,

附近未见到磨制石器或陶片0李炎贤等
,  Γ Η 1

。

031 郧县梅铺龙骨洞  Γ 3 年发现猿人牙齿
,

同年进行发掘
,

共发现三枚猿人牙齿
、

一件人工打击痕迹清楚的石核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桑氏截狗
、

乳齿象
、

小猪等 4 多种
。

这

批材料正在研究中
,

估计其时代可能比贵州黔西观音洞者为早0许春华
,  Γ ! 1

。

0Ε 1 郧西神雾岭白龙洞  Γ Ε 年发现
,  Γ Γ 年发掘

。

发现有猿人牙齿和一批动物

化石
,

其中有剑齿虎
、

俄狗
、

东方剑齿象
、

巨摸等
。

这批材料也在研究中
,

估计其时代可能

晚于郧县梅铺龙骨洞
。

!
/

江西省

乐平涌山岩  Ε 年发现几件石片
,

其中一件人工痕迹清楚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豪

猪
、

黑鼠
、

剑齿象
、

犀
、

水牛
、

羊
、

水鹿等
。

看来属于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

。

黄万波等认为

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的时代为中更新世

,

因而推论
,

涌山岩哺乳动物化石的时代也属于

中更新世
。

现在已知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的时代比较长

,

而涌山岩未发现古老的种类
,

故这一地点堆积的时代属于晚更新世 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在外
。

 
/

浙江省

建德乌龟洞  Γ Η 年发现人的右上犬齿一枚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剑齿象
、

最后银狗

等
。

地质时代被定为晚更新世0韩德芬等
,  Γ ! 1

。

4
/

安徽省

和县陶店公社  Γ 5 年在汪家山北坡的龙潭发现动物化石
,  Γ  年考察

。  !。一!

年发掘
。

发现一具相当完整的猿人头盖骨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大河狸
、

剑齿虎
、

中国银

狗
、

剑齿象
、

中国犀
、

摸
、

肿骨鹿等
。

据黄万波判断
,

化石层的时代应属中更新世
。

/

江苏省

0;1 泅洪下草湾  3 Η 年治淮工程过程中发现人的胫骨一段
,

因捡自地表
,

难于确

定其原生层位
,

故时代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0吴汝康等
,  3 3 及吴新智等

,
 Γ !1

。

0 1 丹徒莲花洞  ! 年发现人的臼齿一枚
,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最后俄狗等
,

李文

明等认为这批化石的时代为晚更新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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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 东海大贤庄  Γ Η 年刘泽纯等在这里发现一些打制石器
。

其后有关单位从  Γ !

年起多次前往调查
,

采集到一定数量的石制品
,

唯均采自地表
,

故推测其时代有可能属于

旧石器时代晚期或稍晚0李炎贤等
,  ! 4 1

。

/

台海省

0 1 长滨八仙洞 Φ !一  Ε  年台湾大学林朝桨
、

宋文薰教授等人发现和发掘了几

个含文化遗物的洞穴
。

宋文薰推测乾元洞先陶文化层的年代可能相当古老
, “
而为属于更

新世者大致无疑
” , “
也很可能早到距今五万年前后

。 ”

0 1 台南县左镇  Γ’/ 年于台南县左镇菜寮溪发现一块人的头骨
。

据台湾 有 关专

家推测
, “

左镇人
”
的年代在距今一万年前或三万年前

。

三
、

几 点 意 见

由上面简介的 3Γ 个地点的材料
,

可以看出有几种情况
Δ

;1 年代证据比较充分
,

没有

什 么争议的 2 1 有一定的证据来确定年代
,

但对时代早晚有不同的意见 2 5 1 由于采用的

方法或手段不同
,

对年代的估计因而也不一致 2 Η 1 年代证据比较薄弱的
。

由于材料较多
,

不可能对所有地点的年代问题详细讨论
,

仅总括地提一下
。

本文作者主张要解决华南旧石器时代的相对年代问题
,

主要还是用生物
一
地层学的研

究成果
,

同时也适当利用人类学
、

考古学的研究成果
,

并建议开展绝对年代测定工作
。

华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古人类同生物地层学的关系有如下几种情况
Δ

/

与动物化石伴出

0 1 与元谋动物群伴出 元谋人及其石制品
。

早更新世
。

0 1 与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伴出 时代为中晚更新世

。

一般情况下难于细分
,

但若

其中含有
Δ

81 含第三纪残留种类或古老种类
,

可划为中更新世早一阶段
,

如贵州黔西观

音洞下文化层 2 Κ1 含中更新世典型种类
,

可划归中更新世晚一阶段
,

如大冶石龙头 2 。1

含早期智人化石
,

可划归晚更新世早一阶段
,

如马坝狮子山 2 Λ 1 含晚期智人化石或相当

于这一阶段的人类制造的文化遗物
,

可划归晚更新世晚一阶段
。

如柳江通天岩
、

桂阳樟木

墟岩馨洞等
。

051 与现代动物群伴出 时代可划归旧石器时代晚期者
,

如四川汉源富林遗址
。

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和现代哺乳动物群关系密切

,

既有传承关系又有交叉并存的情

况
,

有时也难以绝然分开
。

两广含介壳的堆积多缺乏绝灭种类
,

它所代表的时代可能一部

分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更多的情况是新石器时代
。

/

不含动物化石但有地层依据

元谋四家村丛林将
、

路南 白石岭
、

百色上宋村
、

新州等地点均有所发现
。

唯缺乏动物

化石依据
,

时代证据较为薄弱
。

5
/

脱层的标本

上述 诸地点附近及湖北襄阳
、

随县
、

东海大贤庄等地均采集到一些打制石器
,

为进

一步调查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

至于缺乏生物
一
地层学依据的人类化石

,

除根据人化石

本身的形态特征来推断年代外
,

似可求助于绝对年代测定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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