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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了吉林桦甸寿 山仙人洞遗址试掘所发现的 件石制品及伴生动物化石 种

依动物化石和石器特征分析
,

将其地质时代暂定为晚更新世后段
,

考古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

期 年 一 月间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在吉林地区进行旧石器野外考古调查时
,

在桦甸市

榆木桥子镇发现了寿山仙人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

并进行了试掘
,

在距洞 口 米处开了一个横向

米深沟
,

出土了较丰富的文化遗物 件石制品
,

少量的骨制品
,

以及大量的哺乳动物

化石和一些鸟类化石

一
、

地貌概况
、

洞穴堆积与动物化石

地貌概况

仙人洞 当地也叫神仙洞 位于桦甸市西北约 公里的寿山上
,

西南距榆木桥子镇约

公里 山的东北角为北安屯
,

地理坐标为
产

图

寿山属于哈达岭山脉
,

南北走 向
,

海拔 米
,

山体岩层主要 由二迭系下统范家屯组

厚层灰岩构成 周 围群山环抱
,

山峦起伏 东麓为南北走向的寿山河
,

发源于太平岭的西

侧
,

流经金砂河
、

辉发河后汇人松花江

仙人洞位于 寿山的东坡上部
,

海拔高度 为 米
,

距 地面 高 米 洞 口 南偏东
。 ,

高 米
、

宽 米 将洞 内有人类活动堆积的部分分成前后两室 前室长约

米
,

宽敞明亮 后室长约 米
,

略低于前室
,

阴暗潮湿
,

二室呈 甫道形
,

其面积约

平方米
。

从后室向内分成两个支洞
,

均有各异的洞室
、

竖井等 洞全长约 米
,

洞外有

米长的平台
,

其下为悬崖
,

由其南侧可攀登人洞

收稿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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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堆积

洞 内堆积除极少部分遭到扰乱外
,

其余均保存完好
,

所获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均出于

地层中
,

其堆积由上而下可分为三层 图

愉木桥镇

呜九自

自爪人

黑色砂质土 黄灰色亚砂土

田 仙人 洞遗址 戈输 皿
圈 灰揭色亚砂土

医习

回 石器 与动物化石

图 仙人洞遗址地理位置 图 仙人洞遗址堆积剖面图

黑色砂质土
,

土质较硬呈层状 内含近现代陶片
,

未见石器和化石 厚 一 厘

米

黄灰色亚砂土
,

土质硬
,

夹灰岩角砾
,

有的灰岩棱角不分明
,

最大岩块为

厘米 从此层 出土大量的动物化石和石器 石制 品较集 中地分布在试掘探坑的东

侧 厚 一 厘米

灰褐色亚砂土
,

土质粘
,

夹灰岩角砾层 厚 一 厘米
,

含大量动物化石和少量

的石制品

动物化石

由石化程度和包含的种属看
,

第
、

两层发现的动物化石没有明显的差别
,

故合并

在一起研究 从大量动物化石观察
,

除少数肢骨保存完整外
,

绝大部分为破碎骨片 石化

程度较浅
,

其中大多数化石表面呈灰色或浅灰色
,

少数表面呈灰黄色
,

极个别的表面风化

严重
,

呈灰白色
,

并有小的剥片疤 这说明后者在埋藏之前
,

曾较长时间被暴露在空气

中 试掘找到的动物化石
,

经初步鉴定
,

计有鸟类 种 哺乳类 种
,

可分属为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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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图版 其名录如下

鸭 猫属 汤

难 八 必 西伯利亚勋 材 ￡ 动

助鼠 对卯 脚 犬科

棕背奸 毯 娜

兔恤脚 牛科

斑俄狗
·

上述动物化石种属均见于我 国东北地区 已有记录的更新世动物名录中 周明镇
,

辽

宁省博物馆
, ,

其中的斑俄狗在全新世的东北已无此属
,

鸭
、

难

化石在辽宁已有报道
,

但在吉林还是首次发现

二
、

文 化 遗 物

石制品

在遗址的试掘中共获石制品 件
,

包括石核
、

石片
、

石锤
、

刮削器和砍砸器等 见

表 石制品原料主要是角岩
,

其次是石英和流纹斑岩等 这些岩石在今寿山河的河漫

滩中均可见到
,

估计是就近取材
。

少数石制品表面局部保留有砾石面
。

石制品表面棱角分

明
,

未见被水冲磨的痕迹
,

但绝大多数标本的表面有不同程度的化学风化 现分类记述如

下

表 石制品分类及测 统计

认认认
锤击石核核 砸砸 锤击石片片 刁、、 锤锤 刮削器器 砍砍 合合

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 石石 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 砸砸 计计单单单单 多多 石石 断片片 整整 块块 石石 单单 两两 复复 器器器

台台台台 台台 核核核核核核核核 片片片 锤锤 刃刃 刃刃 刃刃刃刃面面面面 面面面 不不 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
规规规规规规规 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

则则则则则则则则则则则则则则则则
原原原 角 岩岩岩

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

石石石 英英
流流流纹斑岩岩岩岩岩

石石石英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毛毛毛 锤击石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

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坯
断断断 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

小小小石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
锤锤锤 单单 正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击击击 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修修修修 反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多多多多 交互互互互互互互互互互互互互
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复复复复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长长 度度
一

宽宽 度度

厚厚 度度
重重

角角 度度
合合 计计

注 测盘项目皆为平均值 单位 长宽厚为毫米 重盆为克 克 角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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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核 件 依打片方法的不同可分为砸击和锤击石核

砸击石核 件 标本 图版 之一 长
、

宽
、

厚 毫米
,

以石

英为原料 略呈三棱形
,

背面上部保留 自然面 两端均遗有片疤
,

砸痕微弱 其一端顶部

砸痕清楚
,

并有两块大的片疤 相对一端三面遗有剥片痕迹

锤击石核 件 依台面数量多少
,

可 以分为单台面和多台面石核两类

单台面石英石核 件 标本 图 之 图版 之 长
、

宽
、

厚 毫米 核体近似正方形 台面角为
“ ,

从工作面的近端观之
,

遗有较多层状的碎

疤
,

其左侧凹凸不平
,

右半部曾打下过一块长方形小石片
,

长约 毫米

多台面角岩石核 件 其特点各异
,

以标本 图 之 图版 之

为例
,

长
、

宽
、

厚 毫米 核体扁
,

略呈梯形
,

如图示
,

顶面为第一台面
,

系 自然

台面
,

工作面的大部遗有多个打击点和阶状碎屑疤
,

仅在右侧可能打下过可用 的石片
,

遗

有浅平的疤 第二台面以先前片疤 背而亦为一块浅平的片疤 为台面
,

打片方向与前者

呈直角
,

左上部碎屑疤部分地破坏了原先的碎阶疤
,

左下部可见浅平的片疤
,

依石核上 目

前痕迹分析
,

它使用了转向两面剥片打法
,

曾打下过可用石片
,

其最后痕迹表明
,

因石质

结构等原因未能再打下可用的石片而被废弃

石片 件 均为锤击石片 据石片的完整程度可分为断片
、

半边石片和完整石

片

断片 件 形状不规整
,

均为石片的远端
,

可辨劈裂面和背面
,

由背面片疤特征可

推知原为锤击石片 厚度 一 毫米
,

平均厚度为 毫米

半边石 片 件 分为左
、

右半边 石 片两 种
,

左边多 于右边 平均长度
、

厚 毫米 从保存 的 台 面观之
,

有 点状
、

天然和 素 台面等
,

石 片角平均 为

劈裂面上诸人工特点清楚
,

背 而除 件不同程度保 留砾石面外
,

其余可见多块片

疤
,

完整石片 件
。

形状不甚规整
,

近似三角形 的占
,

呈半圆和扇形的 占

石片长 一
、

宽 一
、

厚 一 毫米
,

平均长
、

宽
、

厚 毫米
,

长宽指数为
,

宽厚指数为 长
、

宽型石片各 占 , 长宽相等或相近者 占 横断面呈三角

形者占
,

矩形者占
,

梯形者占
,

台面 以素台面为主
,

占
,

线状台面

占
,

天然
、

点状
、

有疤和有脊台而各 占
,

台面都 比较小
,

平均长
、

宽

毫米
,

台面指数为
,

石片角平均为
。 。

有两件标本曾被有意地将打击点和半锥体修

理掉 其余的均具有锤击打片的常见 的特点 台面背缘有疤者或同向打片的 ①占
,

具转向打片 ②疤者 占
,

余者方向不清 标木 图 之 图版 之

长
、

宽
、

厚 毫米
,

为宽型石片
。

有疤 台面
,

角度为
“ 。

劈裂面上诸人工特点

清楚
,

背面有纵脊
,

断面呈三角形
,

在脊的右侧有一同向片疤 标本 图版

之 长 ”
、

宽
、

厚 毫米
。

为宽型石片
,

形状呈铲形
。

线状台面
。

劈裂面上具有锤

击石片特征
,

在破裂面远端稍上处有一弧形 凹 背缘有多个同向阶状小疤

,
、石块 件 均以石英为原料 此类标本既无法归人石片和石核类中

,

也难看作

①台面背缘的剥片方向与该石片的打片方向相同者为同向

②石片背面的剥片疤方向与该石片的剥离方向呈
。

角者
,

称之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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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具
。

它们形状不规则
,

无清楚的打击点 通体为断裂面
,

其中保留砾石面者约占二分

之一 标本大小不等
,

最大者 毫米 最小者 毫米 本类标本枯计

是在打片过程中
,

因石质不佳
,

在承受打击力时
,

从石核上崩下来的碎块

图 仙人洞遗址发现的石器

圆端刃 砍砸器
、 ,

石 片
、

两 刃 刮 削器 佛
、

石核 复刃刮削器 石锤

工具 件 按用途的不同可分为两类
,

一类工具仅有锤击石锤一种
,

而另类工具

则包括刮削器和砍砸器 现按上述分类叙述如下

锤击石锤 件 标本 图 之 图版 之 长
、

宽
、

厚

毫米 整体呈长方形 其背面两侧或遗有 自然面或可见崩疤
,

上端为破损面
,

前缘有三个

集中的打击点
,

系毛坯背面向破损面连续受力的结果
,

夹角均接近或略超过直角
,

显然不

是修理痕迹
,

而是垂直打击所致
,

故归此类中 与石锤破损面相对一端
,

遗有几块石片

疤
,

打击方向与锤击方向成
。 ,

说明这件标本还曾兼是锤击石核
,

其打制台面的夹角

为 依其特点
,

该标本应归单端锤击石锤
,

但也曾作锤击石核用
,

二者的使用先后

难以确定

刮削器 件 依刃 口多寡可分为单刃
、

两刃和复刃三型

单刃刮削器 件 据刃 口的形状分成直刃和 凸刃两式 单直刃刮削器
,

件
,

标本

图版 之 长
、

宽
、

厚 毫米 由石英块加工而成 采用锤击正向

修理成刃
,

加工距离中等
,

修疤结构为普通型 修疤大 ①刃 口平齐
,

在器身的右侧
,

刃角

①正向
、

加工距离
、

修痕结构
、

修疤大小等均依李炎贤等 李炎贤
、

蔡回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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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凸刃刮削器
,

件
, ,

长
、

宽
、

厚 毫米 用石英片加工而成
,

左侧被修理成刃
,

呈缓凸弧形 采用锤击正向加工
,

加工距离远
,

修痕为普通型
,

修疤中

等大小
,

刃角

两刃刮削器 件 形状均呈三角形
,

背面均有一条纵背 以断片为毛坯
,

刃 口均在

毛坯的两侧边 标本 图 之 图版 之 长
、

宽
、

厚 毫米

流纹斑岩为原料 两刃均采用锤击修理 左侧为直刃
,

反向加工
,

加工距离远
,

修痕呈鳞

片状
,

修疤大
、

中
、

小均有
,

刃角为 右侧刃 呈凹 凸型
,

转 向加工
,

距离中等
,

修

疤为普通型
,

修疤大
,

刃 角为 标本 图 之 长
、

宽
、

厚

毫米 角岩为原料 左侧直刃
,

复向加工
,

加工距离中等
,

修疤为普通型
,

修疤中等
,

刃

角
。 。

右刃缓凸弧形
,

复 向加工
,

修疤普通型
,

修疤 中
,

刃角 为 右刃缓凸 弧

形
,

复向加工
,

修疤普通型
,

修疤 中等
,

刃角为

复刃 刮 削器 件 标本 图

‘ ‘

图 仙人洞遗址发现的骨器

尖刃器

刮削器

之 图版 之 长
、

宽
、

厚 毫米 角

岩为原料 整体形状呈扇形
,

利用断片加工而成
,

均为锤击修理 左右刃为正向加工
,

刃 口微凹
,

加

工距离远
,

修疤为鳞片状
,

修疤大
,

左
、

右刃角为
。 、

中刃 较平直
,

反 向加工
,

修疤鳞片

状
,

修疤中等而浅平
,

加工距离远
,

刃角

砍砸器 件 均为端刃 砍砸器
,

以角岩为原

料 器体厚重
,

平均长
、

宽
、

厚 毫

米
,

平均重量 为 克 标本
,

长
、

宽
、

厚 毫米 片状毛坯 刃 口位于毛

坯的一端的右侧
,

刃长 毫米
,

反 向加工
,

修疤

为普通型
,

修疤 中等
,

加工距离近
,

刃 角
“

标本 图 之 图版 之 长
、

宽
、

厚 毫米 整体形状呈圭形
,

系块

状毛坯 端刃是复 向加工而成
,

修疤大而呈叠层

状
,

加工距离近
,

刃 角
“

器身两侧边均有粗

糙的打击痕迹
,

从而使边缘变得曲折
,

但两侧的打

击方向相反
。

骨制品

在发现的大量碎骨 中
,

有一部分具有人工打击

和 加工痕迹 据初步统计被人工打击过的碎骨有

十几件
,

其 中加工成器者至少有 件
,

均 为打

制 按用途的不同
,

可分为刮削器和尖刃器两类

刮削器 件 标本 图 之 图版 之 长
、

宽
、

厚

毫米 是以动物脓骨上打下的骨片加工而成 刃 口在上端右侧短斜边上
,

由骨裂面向外壁

连续修理形成刃 口
,

尖端两侧亦有零星的小疤
,

可能是使用的结果
,

标本左侧曾打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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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型骨片
,

破坏了原裂面

尖刃器 件 标本 一 图 之 图版 之 长
、

宽
、

厚 毫

米 为扁薄的长尖尖刃器
,

以动物长骨骨片为毛坯
,

尖锋的两侧有向外壁修理的小疤
。

夕古 宁菩
一

、 尹
,

肠」 刁

石器的一般特征

因该次试掘面积小
,

所获石制品数量有限
,

很难窥其文化的全貌 通过对已有石制品

的观察
,

使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初步的认识

原料以灰或深灰色角岩为主
,

其次是石英和流纹斑岩
,

还有极少量石英岩 石材

出 自遗址附近的寿山河砾石层中
。

从石核和石片的人工痕迹分析
,

打片技术当以锤击法为主
,

偶尔使用砸击法

工具以 片状毛坯为主
,

占全部毛坯 的
,

其 中断片 占 块状毛坯 占

工具修理仅用 自由式锤击法
,

修理方式以反 向和复向加工为主
,

各 占 其余

为正向和交互加工
,

各 占
。

工具组合 中
,

一类 工具仅 有 锤击石 锤
,

二类 工具 以刮 削器 为最多
,

占总数的

其次是砍砸器
,

占总数的
。

工具 以 大 中型 为 主
,

长度在 一 毫米和 长度在 毫米 以 上 者各 占总数的
,

后者有 超过 毫米 而小型者仅 占总数的

工具加工粗糙
,

几乎不见重叠的修疤
,

刃 口 不平齐
,

刃缘曲折

工具的成器率仅占石制品总数的
,

而初级产品率占总数的
。

由石制品 比

较集中地靠遗址东侧分析
,

可以推知那个区域应是石制品的生产场所
。

骨制品节略

已发现的碎骨中有十多件可见人工打击痕迹
,

其中有 件可称打击骨器
,

它们均以 动

物长骨骨片为毛坯
,

其加工方式既有向骨内壁也有向骨外壁连续打击的
,

已知的类型可分

为刮削器和尖刃器两类
。

遗址的年代

据洞 内地层 中出土的斑欲狗 化石
,

石制品具有清楚的旧石器时代制品

的风貌
,

其他方面材料 尚难提供详细的断代依据
。

依据以上资料
,

可 以推测
,

遗址的年代

尚未越出更新世
,

因此暂时将其地质时代定为晚更新世后期
,

考古学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

期
。

目前的考虑是否正确
,

有待进一步工作来检验
。

参加试掘工作的除本文作者外
,

还有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学生毛保中 桦甸市文物管理

所的王心放
、

旬阵福祥 榆木桥子镇文化馆的鹿鸿鸣
。

张森水老师指导了材料整理汲审阅报

告 在试掘过程中
,

桦甸市文化局
,

榆木桥子镇乡政府给予了大力帮助
。

照片由李言同志

拍摄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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