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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阳 首 次 发 现 旧 石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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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系记述洛阳市首次发现的旧石器
。

它发现于距地表约 米的砂土层中 , 并与似诺氏

古菱齿象化石共同出土
,

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
。

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原地区旧石器文化和

洛阳地区第四纪地层划分提供有意义的资料
。

洛阳第一个旧石器地点发现于洛阳市凯旋路东端市基建公司机 械施工处院 内 3图

,∀ 4
。  6  年春

,

在该地挖防空洞时
,

在洛河的第二级阶地内距地表约 米深处的棕黄色
0

砂质土层中
,

发现了象的门齿
、

臼齿及一些体骨化石和
“
碎石块

” ,

施工单位当即告之洛阳

博物馆
,

该馆派梁久淮等前往清理
0

在清理化石中
,

同时发现了一些砾石和石块
,

把化石

和部分石块收集起来
,

带回馆内
,

存于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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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年秋
,

裴文中教授和本文执笔者张森水赴洛阳考察
。

在参观洛阳博物馆的库房

时
,

从化石堆中挑选 出人工打击痕迹清楚的石器近 Ν; 件
。

依其自身的特征
、

出土的层位

和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
,

肯定了它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

这些发现给古都洛阳的历史增

添了新 的一页
,

延长了人类在中原地区劳动
、

生息的时间 5 给洛阳地区第四纪地层划分提

供有意义的资料
。

次年秋
,

张森水再次赴洛阳
,

考察了旧石器地点附近的地貌
、

沉积环境和地层
,

从而对

这个地点的性质和当时人的生活环境增加了认识
。

洛阳第一个旧石器地点发现于洛河的第二级阶地
,

高出当地河水面 ! 一; 米
。

旧石

器地点的地层
,

依已发掘的部分
,

自上至下可分为四层3图 , Λ 4
,

现摘述如下
9

第一层
9
表土

。

上部是杂色的亚粘土
,

下部为灰黄色砂质土
,

中夹有植物枯根
,

厚约

米 5

第二层
9
粉砂质土层

。

堆积物未胶结
,

较松散
,

呈灰黄色
,

质纯
,

颗粒细
,

类似次生黄

土
,

未见水平层理
,

厚约 6一 2 米 5

第三层
9
粉砂层

。

质细
,

以手指研之
,

稍有触手感
,

较致密
,

但未胶结
,

水平层理清楚
,

呈薄层状
,

每层厚约 ; 厘米
。

因灰白与杏黄粉砂层相互叠压
,

而使层理显得更加清楚
。

在薄层间
,

偶可见厚 一 毫米的薄钙片嵌人其中
,

但并不相联成层
,

厚约 米 5

第四层 9 棕黄色砂土层
。

沉积物未胶结
,

但相当致密
,

稍具粘性
,

含水分大
,

堆积物不

甚纯
,

其中含有星点状锈色土
,

不规则地分布于地层中
。

在此层堆积物中含有大量的钙质

物质
,

有些结核相当大
,

长度可超过 ; 厘米
。

此层已挖部分厚约
0

! 米
,

石器和哺乳动物

化石出自本层深 米的堆积物中
。

此层未挖到底
,

估计距当地的地下水面尚有 一Ν 米
。

从旧石器地点的地貌位置看
,

它早于洛河第一级阶地3高出河水面 Ο一! 米4
,

晚于洛

河第三级阶地 3高出河水面 Ο; 一Ν; 米 4
,

前者是全新世时期形成的
,

后者其上堆积有红色

土
,

可能是中更新世形成的
,

第二级阶地形成的时代估计是晚更新世
。

从旧石器地点的地

层看
,

第三和第四层应属湖相沉积
,

其中含有较多的钙质物质
,

表明是在气侯温暖和湿润

条件下形成的
,

代表同一个时期的堆积
,

可归于晚更新世
。

第二层看来是在比较干燥的气

候下成形的
,

代表另一个时期的沉积物
,

可能在全新世某个时期堆积起来的
。

第一层无疑

是现代的沉积物
,

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

人的作用十分显著
。

一
、

石 器 的 记述

凡石块上有人工打击痕迹的标本均归石器类
,

因之
,

这里记述的标本不包括同层发现

的砾石3很可能是经人工搬运的4
。

在这个地点采集到的石器
,

有相当一部分
,

其上有打击

痕迹
,

但过于简单
,

难以分类
,

可分类的标本共有 2 件
,

除刮削器和砍砸器各 件外
,

还有

石核  件和石片 6 件
。

由这个地点发现的材料不多
、

且在同一水平层上
,

以及原料和石核
、

石片 占绝大多数

等情况分析
,

这里大概是偶然制作石器的场所
。

大约在涸水期
,

远古居民利用已干的湖

摊
,

从附近采集原料
,

制造石器
,

带走成品 3工具4
,

遗弃原料和一些初级产品 3石核和石

片4
,

形成目前所见的情况
。

石器的原料主要是石英岩
、

另有几件石英砂岩
、

砂岩和火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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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能是安山岩4
。

这个地点发现的
、

可分类的石器可再分为三类
9
石核

、

石片和工具
,

现分述如下
9

0

石核

石核  件
,

工作面短宽
,

长度多小于宽度
。

最大的石核长 62
、

宽 Ο
、

厚 6 毫米
,

最

小的石核长 !Ο
、

宽 ”
、

厚 ΟΟ 毫米
。

石核形制不规整
。

若依台面多寡
,

可再分两型
9
单台

面和多台面石核
。

单台面石核 Ο 件
,

原都是扁圆形砾石
,

以其自然面作台面
,

以其一端为工作面
,

其上遗

有浅平的石片疤
,

但数量不多
,

仅见 或 块
。

本类石核的台面均为 自然面
,

台面角均较

大
,

分别为 2 “ 、

2 2 “

和  Π;
,

打击点集中
,

半锥体阴痕浅凹
,

放射线清晰
。

从这几件标本

厚度大
,

规整石片疤少
,

表明打下可用的石片不多
,

石核的利用率不高
。

虽然石核的厚度

显示出它们尚可继续打片
,

但因台面角大而难以再生产石片
,

由此可以说明
,

利用自然台

面对石片生产率的影响
。

多台面石核 3多面体石核4 Π 件
,

其中有双台面石

核 Ν 件
,

其余为三台面石核
。

工作面上石片疤多短宽
,

深浅均有
,

浅平者不多
。

台面角锐钝不一
,

最锐者为

Π
“ ,

最钝者为 ; ; “ ,

平均为 6 !
“ 。

其上有集中的打击

点
,

浅凹的半锥体阴痕和稀疏的放射线
。

由多数石核

厚度大
、

台面角较锐来看
,

部分石核并非是最后废弃的

石核
,

尚可继续打片
,

如 ∗) ; ; 号3图版 ,
, / 5 图 4

。

是形制较规整的多面体石核
,

曾从其上打下过可用的

石片
,

它最初用于打片的台面已被后来的打片所破坏
,

留下了浅平的石片疤
,

已作后来打片的工作面
,

而先前

的工作面却成为台面
,

是典型的采用转向打法的标本
。

在这件石核的三个面上
,

均可见到规整的石片疤
,

略呈

梯形
。

此件石核的体积较小
,

其上石片疤多
,

表明是被

高度利用的石核
,

但就其台面角锐 36 6
“

4 而言
,

尚可继

续生产石片
。

由此暗示
,

当时人打片达到了一定的水

平
。

由石核上有集中的打击点和较小 型 的 石片疤表

明
,

当时人生产石片采用了锤击法
。

0

石片

石片共 6 件
,

其中包括残片 Ο 件
、 “
半边石片

” !

件和基本完整的石片  件
。

残片是指石片上部横向残

缺
,

作为石片的人工特点
9
台面

、

半锥体等已不保留
,

图
<Χ>

0

多面体石核
)( /Κ五=Θ ? ( Η = ( ? =

但从其破裂面和背面残留的特征看
,

仍可肯定是人工石片
。

其中有一件标本的一侧尚留

有使用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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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边石片

”是指纵向裂开
、

仅存一半的石片
,

其上半锥体
、

打击点和台面均约保留一

半
。

由于失去一半
,

因此
,

石片显得长
,

长度都大于宽度
。 “
半边石片

”
保存左半者 件

,

保

存右半者 Ο 件
,

但无一能拼对的
。

这类石片原料均为石英岩
,

自然台面
,

打击点都集中
,

遗有浅色斑点或崩剥的痕迹
,

半

锥体浅凸
,

放射线清晰
,

破裂面平坦
,

石片角有钝有锐
,

钝者为 Ο “ ,

锐者为 2 !
“ 。

其背面

全部或大部保留自然面者 Ο 件
,

余均不保留砾石面
,

并见浅平的石片疤
, ∗) ; ; 号 3图版

, , Ο 4 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

它左侧缺失
,

从侧面观
,

断裂面呈楔形
。

由标本现存的右半看
,

自然台面
,

石片角为 ; Π 。 ,

半锥体大而微凸
,

放射线稀疏
,

其背面系由浅平的石片疤所组

成
。

“
半边石片

”
在我国不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偶有所见

。

依现有试验资料表明
,

它的

形成与原料性质有关
。

性脆易裂的岩石在受石锤重击时易生产
“
半边石片

” 。

洛阳旧石器

地点发现的
“
半边石片

”

可能与石英岩性脆易裂有关
,

标本上打击点集中
,

应是受重力打击

的证迹
。

完整的石片  件
,

比较粗大
,

最长者 斗毫米
,

最短者 Π6 毫米
,

平均为 2
0

6 毫米
,

但

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
,

平均厚度为 !0 毫米
。

在这些石片中有宽大于长的石片 Ν 件
,

其

余为长大于宽者
。

无论那种石片
,

长宽比差都很小
,

其长宽指数为 ”
。

石片的台面都比较大
,

形态不规则
,

自然台面者 6 件
,

打击者 件
,

石片上打击点集中

或比较集中
,

石片角最钝者为 2
。 ,

最锐者为  ; “ ,

平均为 ;2
0

“ ,

打击点清楚
,

放射线

稀疏
,

半锥体大而微凸
,

均单锥
,

破裂面平坦
。

石片的背面多不保留自然面
,

为几块浅平的

石片疤所组成
,

台面后缘常遗有集中的打击点
。

石片的形态较规整
,

呈梯形或铲形
。

在两

件标本上可见到使用痕迹
。

为进一步说明其形态特点和打片技术
,

举例如下
9

∗ )(;Ο 号3图版 , ,

4 是最小的石片
,

长大于宽
,

略呈梯形
,

自然台面
,

打击点散漫
,

石片角为 ; ; “ ,

半锥体大而微凸
,

破裂面平坦
,

尾端稍向后翻卷
。

其台面后缘看不到集中

的打击点
,

整个背面遗有浅平的石片疤
,

使其横断面呈梯形
。

∗); ;! 号3图版 , ,

Ε4 是最大的石片
,

台面打击
,

呈三角形
,

打击点集中
,

遗有月牙形

凹迹
,

半锥体狭长而微凸
,

石片角为 ; “ 。

其背面左半保留自然面
,

右半为一块浅平的石

片疤 5其左侧下部遗有细疤
,

应是使用的结果
。

在遗有使用痕迹的部分背面可见钙质薄膜

附着
,

更进一步证 明它不是后期破损的
。

这些完整的石片
,

无论从诸人工特征或其形态来看
,

都可肯定是用锤击法生产的
,

与

石核上诸人工特征是彼此吻合的
。

它们虽然多自然台面
,

但其形态比较规整
,

较薄
,

背面

石片疤浅平
,

暗示 当时人用锤击法打片达到相当的水平
。

另外
,

可以看到现有石核上规整

的石片疤数与石片数是不相等的
,

这可能意味着当时人带走了一些石片
。

一般来说
,

带走

的石片比留下的更适用
。

若如此
,

则可以推测
,

当时人有相当高的打片水平
。

如上所述
,

这个地点发现的石片
,

基本上是用锤击法生产的
,

但也有个别石片颇难肯
Ρ

定
,

如 ∗ );; Π 号3图版 , , Ν 4
,

原料可能是安山岩
,

宽大于长
,

是最厚的石片
,

厚达 Ο! 毫

米
,

呈梯形
,

台面倾斜
,

石片角为 2 “ ,

放射线清晰
。

其背面有浅平的石片疤
,

但看不到清

楚的打击点
。

这样的石片既可能是锤击法生产的
,

也不排除是用碰砧法打出来的
,

故予附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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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
0

工具

经加工修理的工具只有 件
,

现记录之
。

∗); ;Ν 号 3图版 , ,

Π5 图 Ο 4 是用石片做的单刃刮削器
。

其台面打击
,

呈三角形
,

其上

有两块石片疤
,

相交而生成一横脊
,

是唯一有台面脊的标本
。

一般来说
,

经修理台面后生

成的台面脊是纵向的
,

因之
,

这件标本上的台面横脊与修理台面无关
,

可能与采取转向打

法有关
。

这件标本的第二步加 工见于破裂面右侧下部3长 ! 毫米4
,

留下集中的打击点和

浅而短宽的小石片疤
。

虽然修理工作简单
,

但刃口 较平直而薄锐
,

刃角为 ! Ν;
,

可作割切

之用
。

与刃 口相对的边缘上
,

无修理痕迹
,

但遗有清楚的使用痕迹
,

说明这部分锋利的边

缘也曾作割切用
。

图 Ο 单刃刮削器
< Χ>

0

Ο − ΧΘ = Ε # ? ≅ Α = ?

图 Ν 砍砸器

<Χ>
·

Ν Σ Φ ( Α Α = ?

∗); ;6 号3图版 , , ! 5 图劝 是用石核做的砍砸器
,

重 ! Ν 克
,

基本上是向破裂面加工

的
,

但修理工作相当粗糙
。

其左侧有粗琢痕迹
,

遗留下几个集中的打击点和不规则的石片

疤
,

形成曲折的刃缘
,

钝厚的刃口
,

其刃角为 2 ; 。 ,

其右侧前部
,

先向破裂面打击
,

而后转向

背面修琢
,

其中
,

后部是向破裂面修整的
。

右侧刃也较曲折
,

但比左侧刃锐
,

刃角为 Π ! “ 。

两侧刃在前端相交
,

生成一个尖刃
,

勉强可称尖刃砍砸器
,

可供砍砸和挖掘之用
。

二
、

哺乳动物化石

与石器同层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 只有似诺 氏古菱齿象 印≅/ , (/ (Τ 口Θ( , # Μ
0

, 四。邵ΗΧ

Υ≅ς /Κ≅/Η
。 ,  Ν 4 一种

,

材料计有门齿 件3断成若干节4
、

臼齿 件
,

以及肢骨
、

脊推和肋

骨多件
。

化石和石器在地层中埋藏情况比较紊乱
,

只有门齿是平行地埋着
,

门齿远端朝向

西南方
。

象化石石化程度较高
,

呈浅黄和棕黄色
。

这些象的骨骼和牙齿
,

大概是属于同一

个个体
。

两枚门齿相当粗壮
,

稍有弯曲
,

其长度约为 ; ; 毫米3从门齿尖端到末端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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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4
。

这件臼齿是左上第三臼齿3左 Υ≅4
0

它后部残缺
,

大部保存
,

现存 Ο 个齿板
。

但从它

的最宽度和颊舌面的弯曲度来看
,

缺失不会太多
,

只缺几个齿板
,

估计原齿板数要少于 ;

个
。

这枚臼齿现存长度为 Π Ο 毫米
,

最宽处3在第 Π 齿板 4为  6 毫米
,

齿冠高 6 毫米
,

齿

根保存很少
,

齿冠和齿根合高 !Ο 毫米
。

这件臼齿的咬合面呈长椭圆形
,

仅第一齿板稍有磨蚀
,

但因咬合面被石灰质包裹
,
看

不清图式
。

依其切面3图版 , ,

64 观
,

第一齿板略呈椭圆形
,

第二至第五齿板有弱的中间

凸
,

其后各齿板均呈狭长条形
,

看不到清楚的中间凸
。

齿板排列的较密
,

但齿板间有间隙
,

齿脊频率从前向后有微增大的趋势
,

但没有超过 Π
,

平均为 !
0

, 。 釉质层厚度不大
,

中部薄

而两侧稍厚
,

厚度为
0

!一
0

! 毫米 5釉质层有不规则的折曲
,

其强烈程度以中部最甚
,

向颊

舌侧则明显地减弱
。

依其形态
、

可能有的齿板数
、

齿脊频率和其前部有中间凸等特点判断
,

它与现生的亚

洲象 3Ω/ #) Φ。 。≅Τ ΧΔ “
习 有明显的不同

,

后者齿板多 3Υ≅ 可达 ; 一Ν 个齿板 4
,

齿脊频率

为 6一2 。 洛阳旧石器地点发现的象的第三臼齿上述特征与诺氏古菱齿象 3)≅ /≅# (/ (Τ 口Θ( ,

, ≅ “。翻耐4 的形态特点比较相近
,

但亦稍有不同
。

诺 氏古菱齿象在磨蚀 中等或深度的齿

冠上
,

相邻的两齿脊盘的相对方向的中尖凸相接触或接近
,

我们研究的标本
,

已如上述
,

中间凸只见于前部
,

也没有那样的发育
,

因此而鉴定为似诺氏古菱齿象3)≅ /( (/ 口。Θ( Η #Μ
0

。

≅ϑ ( ≅Η 耐4
。

此外
,

洛阳发现的标本
,

在形态上也象华北中
、

晚更新世地层出土的纳玛象

3)≅/ 二(/ (Τ 口Θ( , Η≅ Δ 召Θ Χ七“;
。

但依周明镇等的看法
,

诺氏古菱齿象化石
“
在我国的分布基本

上限于华北更新世晚期
。

过去北方晚更新世地层中发现的鉴定为
‘

纳玛象
,

的化石都应归

人诺氏象
”。

3周等
,

 6 Ν ,

“ 页4 由此看来
,

由于石器与似诺氏古菱齿象共存
,

其地质时代

应为晚更新世
,

这与依地貌断代的结果是一致的
。

三
、

结 束 语

由于发现材料有限
,

很难对其文化作广泛的探讨
。

就 目前所知
,

该地点可能是偶然使

用的石器加工点
,

打片和修理工具均用锤击法
,

打片具有较高水平
,

多生产粗大的石片
。

从原始技术和类型的发展趋势看
,

把它们看作是晚更世时期的产品似无可非议
,

因之
,

与

地层
、

地貌和古生物研究的结论是不矛盾的
。

洛阳首次发现的石器虽然不多
,

仍可看出与华北若干旧石器文化的一些亲疏 关 系
。

洛阳旧石器与三门峡和其附近的零星采集品相比
,

在石片形态
、

尺寸和打片方法等方面有

若干相似点
。

但依原作者意见
,

后者的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
。

与属于旧石器时代晚

期的小南海文化相比
,

无论从主要打片方法上
、

石片大小上和工具类型上差异均甚显著
。

与新发现的河南南召小空山洞穴中的石器相比
,

可能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

据报导
,

在小空

山洞穴中发现了 ;; 多件石器
,

其
“
地质时代可能为更新世

,

相当于旧石器时代
” 。

3许
,

 2。, Ο Ο 页4与邻近地区旧石器文化相比
,

在石器尺寸上比较接近丁村文化的石器
。

依地层堆积和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
,

可以推测
,

当时的气侯是温暖而湿润的
,

对古

人类在此间劳动
、

生息是有利的
。

作者感谢王哲夫和刘增同志为本文摄制图版和绘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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