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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半山旧石器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泥河湾盆地东端
,

埋藏在泥河湾层里
·

它与东

谷佗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以一条正断层相隔
,

分别在断层的上盘和下盘 半山遗址的位置比东

谷佗遗址低 余米
,

但根据野外观察 二者的地层层位大致相当 半山遗址发掘近 平方

米
,

获得 件石制品和一些动物化石 初步分析
,

半山的石制品和东谷佗的非常相似
,

它们

应该属于同时期的产物

年 一 月
,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 工 教授

的支持下
,

对泥河湾盆地进行了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调查
,

着重勘探了东谷沱一带泥河湾

层露头下部的地层
,

在东谷佗遗址附近的下方泥河湾层里发现一处旧石器遗址 因遗址暴

露在泥河湾层的陡壁上
,

故名为半山遗址 月份
,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所长基金资助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探性发掘 本文为该遗址的初次发掘研究

报告
。

一
、

遗址的地质地理概况

半 山遗址位于东谷佗遗址北侧岑家湾马圈沟 又名鱼儿咀
,

隶属于河北省阳原县大

田洼 乡 遗址距桑干河右岸岑家湾村
。

约 米
,

地理坐标
‘ “ ,

“ “ 图 文化层底界海拔 米
,

比东谷蛇遗址低 余米 半山和

东谷佗两遗址之 间存在一条 一 向正断层
,

断层倾向大约
。 ,

倾角
。

左

右
,

断距可达 米 卫奇
,

遗址的地层剖面简述如下 图

①收稿 日期 一 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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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统

砂质黄土
,

夹砂砾层
,

含陶片
,

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
,

厚约 米

上更新统

砂质黄土
,

夹砂砾层
,

含细石器
,

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 厚 余米

黄土
,

黄褐色 下部色较深
,

粉砂质
,

具垂直节理
,

与下伏地层界线不明显
,

厚 米

粉砂质粘土
,

灰褐色
,

顶部含大量钙质结核 厚 米

细砂
,

黄色
,

具水平层理
,

厚 米

粉砂质粘土
,

浅灰色
,

厚 米

粉砂
,

上部浅黄色
,

下部黄褐色
,

水平层理发育
,

底部为薄层黄色细砂层
,

厚 米

粉砂质粘土
,

浅灰色
,

厚 米

粉砂
,

黄褐色
,

厚 米

中更新统

粉砂
,

灰褐色
,

下部有一层黄色细砂
,

厚 米 断层上盘残留厚
,

米

粉砂
,

黄褐色
,

夹多层褚褐色粘质粉砂
,

中部含细砂层
,

厚 米 断层上盘底部为细砂

层
,

厚度为 米

下更新统

拼 上部为浅灰色粘质粉砂
,

下部灰黄色粉砂或砂砾层并含石制品和动物化石
,

在半山遗址处

厚 米
,

在东谷佗遗址位置厚 米
,

两遗址分别位于断层的上盘和下盘相应的层位

里 断距 余米 在断层下盘
,

该层直接覆盖在侏罗系砾岩层或元古界变质岩系上

粉砂
,

灰褐色
,

夹薄层棕黄色细砂和灰黄色中细砂
,

厚 米

粉砂质粘土和粘质粉砂
,

褐色
,

底部有薄层棕黄色中细砂
,

厚 米

粉砂质粘土和粉砂
,

灰色
,

中部夹薄层浅黄色中细砂
,

厚 米

粉砂和粉细砂
,

黄褐色
,

下部为厚层浅黄色细砂
,

厚 米

粘质粉砂
,

浅灰色
,

具水平层理
,

厚 米

粉砂 黄褐色
,

厚 米

, 粘质粉砂
,

灰褐色
,

底部为黄色中细砂
,

厚 米

粉砂和粉细砂
,

褐色
,

具水平层理
,

夹粘质粉砂层
,

厚 米

粉砂
,

灰色 夹砂砾
,

含动物化石
,

厚 米 年谢飞从中发现石制品

细砂 , 黄色
,

顶部为薄层黄褐色粉砂
,

厚 米

砂质粉砂
,

灰褐色
,

可见厚度约 米

侏罗系

砾岩
,

厚数米至数十米

元古界

变质岩系

二
、

田 野 工 作 简 介

半 山遗址一 发现
,

我们就和 正在泥阿湾盆地进行考察 的美 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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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等一 同对它做了实地观察和探

测
,

确认这是泥河湾盆地发现的又一处有意义的早期 旧石器时代遗址
,

其中包含丰富的石

制品和许多骨化石

遗址发掘近 平方米 发掘前首先对发掘区及其周围地表进行采集
,

只发现一件近代

瓷片 清除谷坡上披覆在泥河湾层上的黄土堆积
,

收集到二件灰色泥质厚陶片 然后在清

理好的平面上布置相邻的二个 米 米的发掘方
,

发掘网格的南北线从西往东分别为

和
,

东西线从南到北分别为
、

和 发掘层以 厘米为一单

位
,

逐层剥露清理遗物 重点对出土的石制品
、

骨化石和贝壳化石以及大于细砾 砾径

一 毫米 的石块做观察记录 每一发掘层揭露完毕
,

对发现的标本分别一一依次编

号
,

作暴露顶点和指北方向记号
,

用水准仪测分布高度
,

用钢卷尺测水平分布位置
,

用罗

盘测倾向和倾角
,

现场绘制标本分布图和照像记录 最后将标本取起来带回室内进行分

析

在发掘区共清理 个发掘层
,

厚 厘米
,

地层可 以划分为 层 图
,

从上到下

分别简述如下

黄土
,

含陶片
,

披覆在泥河湾层上
,

厚 一 米

粉砂质粘土
,

深灰色
,

含贝壳化石
,

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
,

厚 一 米
。

粉砂质砂
,

浅灰色
,

带棕色斑点
,

有较多的骨化石
,

含少量石制品和石块
,

厚

一 米

砂砾
,

浅灰色
,

含较多砾石
,

分选较差
,

最大砾石径长可达 毫米
,

可见最大厚

寥 留盯

邵犷
之沈

留婴

娇
厂厂 ,’

奋一一一一竺竺
一一毕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

④④

‘

已
望乳 罗器

图 半山遗址发掘区地层结构图

川

①黄土 ②粉砂质粘土 一 ③粉砂质砂 一 ④砂砾 一 ⑤粉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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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米 石制品和骨化石主要发现在这一层

粉砂
,

浅褐色
,

松散
,

质细均一
,

只发掘一个发掘层
,

未发现任何文化遗物

在 发掘 区 内
,

石制品 主要集 中在 发掘方里
,

大体上 呈
。

或
。

走向的一个条带状密布 图 多数标本长轴北西一南东走 向
,

倾向北东
,

倾角

大小不等 在地层里
,

石制品大部分发现在第 发掘层下部和第 发掘层上部 骨头遍

布第 一 发掘层
,

大致在第 一 和第 发掘层明显表现为两个集中分布层 贝壳发现

在文化层上部
,

主要散布在第 一 发掘层
,

只有一件出 自第 发掘层 遗物在地层中的

分布
,

在南北方向较为均匀
,

在东西方向大部分密集于 一 地段

召器 孺丁
〔‘。,

小碳忽
。,

《二当

臼
勺

,

艾

口
勺

,

田

〕

吼
、、品

细﹃际
鲡孑鼠

一。 户

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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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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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石制品
、

骨头和贝壳空间分布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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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石 制 品 分 析

本文记述的石制品共 件
,

包括精制品 件
,

粗制品 讥

件
,

石核 件
,

石片 件
,

断块 件
,

各类分别占总数的
、 、 、 、

这些标本当中 件有确切的空 间分布记录
,

另

外 件是在发掘过程中从发掘土中筛选出来的
,

还有 件除最先发现的 号标本系

脱层采集的外都是在探查遗址时从 点附近出土的
,

分布位置基本上明确

材料不算很多
,

为了便于 比较全部以图表形式作简要记述
,

重点记述了研究工作中较

为常用 的和与本研究报告关系较大的几个项 目

精制品
、

粗制品
、

石核和完整石片共计 件
,

它们的长度和宽度绝大多数在 一

毫米和 一 毫米的范围内 图 为了对 比的方便
,

同时考虑到石制品大小与一般

人的手掌和手指的相对关系 ①
,

依据标本的最大长度
,

大致将石制品划分为微型

长 ,

。。。。。。。。。。。。。。。。。。

令令令

⋯⋯
,

二

一一

二二二二二卜卜卜 ,

·· 。

二对
’’’

⋯一一 二多
, ’’’

一一
”

⋯
’’’

精制品

粗制品

记

有核

完整 石 片
协

咬 ,

图 精制品
、

粗制品
、

石核和完整石片长宽坐标图
,

旅
,

向

①双指捏者徽 三指振者小 手掌握者中 单手抓者大 双手拎者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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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
、

小型 异
,

毫米
、

中型 异
,

毫米
、

大型 异
,

毫

米
、

巨大型 异 毫米 五个等级 卫奇等
, 。

石制品的体型依据标本的长

宽指数和 宽厚指数
,

应用黄金分割律划分为四个类型 图 工
,

宽厚型 且
,

宽薄

型 班
,

窄薄型
,

窄厚型 从图示不难看出石核以宽厚型为主
,

精制品
、

粗制品和完

整石片大多数属于宽薄型

长宽指数 ‘

叮
“

引
气

“ 。。

了

七
。

⑧ 精制品

粗制 品
一 一

石 核

完 摊 石 片

场

宽厚型 区
一

宽薄型 义

访

川

川 窄薄 型 减

一

窄厚 型 火

竟哗指数 ‘丫

下马

图 精制品
、

粗制品
、

石核和完整石片长宽指数和宽厚指数坐标图

,

石片分为 工型
、

且型
、

班 型
、

型
、

型
、

型
、

左半
、

近端
、

远端和残片十个类

型
。

一 型
,

台而为 自然面 一 型
,

台面全部或大部分为人工打制面 工和 型
,

背而为 白然面 且和 型
,

背而部分为 白然而
,

部分为人工打制而 和 型
,

背面为人

工打制而 。
, 。

石制品原料分别为 隧石 石英 矽质灰岩 石英岩 玛瑙 珍

珠岩 安山岩 粉砂岩 辉长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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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精制品 件

编编 号号 原料料 原型型 磨蚀蚀 风化化 大小小 体型型 重 交交卜 布布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掘层层 地层层 北 东 海拔

石片片 轻轻 中中 中中 砂砾砾 加

石片片 轻轻 中中 中中 砂砾
、、

表 粗制品 件

编编 号号 原料料 原型型 磨蚀蚀 风化化 大小小 休型型 重 分 布布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掘层层 地层层 北 东 海拔

石片片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砂

石片片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石片片 轻轻 轻轻 小小
一

砂砾砾 的

石片片 中中 重重 中中 砂砾砾

石片片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石片片 轻轻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石片片 轻轻 中中 刁、、 砂砾砾 阅

断块块 轻轻 中中 小小 砂砾砾

断块块 轻轻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阅

石片 一一 中中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阅

石片片 轻轻 轻轻 刁、、 奄砂砾砾

石片片 中中 中中 小小 砂砾砾

石片片 中中 中中 小小 砂砾砾

石片片 轻轻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石片片 轻轻 中中 小小 砂砾砾

石片片 轻轻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石片片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砾石石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

表 石核 件

编编号号 原料料 原型型 磨蚀蚀 风化化 大小小 体型型 台面角角 重 分 布布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掘层层 地层层 北 东 海拔

断块块 轻轻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加

断块块 轻轻 轻轻 小小
,,

砂砾砾 的

砾石石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断块块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砾石石 轻轻 轻轻 中中
。。

砂砾砾

断块块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砾石石 轻轻 轻轻 大大 砂砾砾

砾石石 轻轻 中中 大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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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石片 件

编编号号 类型型 原料料 磨蚀蚀 风化化 大小小 体型型 石片角角 重 分分分 布布布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掘层层 地层层 北 东 海拔

中中 中中 小小 砂砾砾

中中 重重 中中 砂砾砾

中中 中中 ,
、、 。。

砂砾砾

中中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重重 中中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
、、 砂砾砾

轻轻 中中 ,
、、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 、、 砂砾砾

中中 重重 ,
、、

砂砾砾

中中 中中 ,
、、 砂砾砾

中中 中中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
、、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徽徽 砂砾砾
一

重重 重重 中中 砂砾砾 加

轻轻 重重 中中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
、、 砂砾砾

重重 中中 徽徽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重重 重重 ,
、、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
、、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小小
。。 名名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

轻轻 轻轻 徽徽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刁、、 。。

砂砂

近端端 轻轻 轻轻 ,
、、 砂砾砾

远端端 中 中中 ,
、、 砂砾砾

远端端 重重 中中 徽徽 砂砾砾

左边边 轻轻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左边边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残片片 轻轻 轻轻 徽徽 粘土土 加

残片片 轻轻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残片片 轻轻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残片片 轻轻 轻轻 ,
、、 砂砾砾

残片片 轻轻 重重 小小 砂砾砾

残片片 轻轻 轻轻 徽徽 砂砾砾

残片片 轻轻 轻轻 徽徽 砂砾砾
, 残片片 中中 中中 徽徽 砂砾砾

⋯⋯残片片 轻轻 中中 徽徽 砂砾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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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断块 件

编编号号 原料料 磨蚀蚀 风化化 大小小 体型型 重 分分分 布布布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掘层层 地层层 北 东 海拔

轻轻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一

轻轻 轻轻 徽徽 砂砾砾
,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阅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刁、、 砂砾砾

轻轻 中中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加
,

轻轻 中中 小小 砂砾砾

中中 中中 中中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小小
一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名

轻轻 中中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
、、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
、、 砂砾砾

轻轻 中中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轻轻 中中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小小 砂砾砾

轻轻 轻轻 中中 砂砾砾

表 ‘ 各类石制品的大小和体型数量统计

数
分

盘
’

析

一一一

类 型

精制品

粗制品

石 核

石 片

断 块

总数的百分盆

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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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一表 中不难看出
,

石制品的原料以隧石为主
,

占总数的 其次是石英

和矽质灰岩
,

分别各 占 和 石英岩和玛瑙分别各 占 和 其他岩

石
,

包括安山岩
、

辉长岩和粉砂岩 占 石料均来 自于遗址附近
,

其组合和东谷沱遗

址的石制品大体一致
。

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
,

小型和 中型标本构成 了石制品的主体
,

占总数的

大型 的只 出现在石核类型中 微型 的出现在石片和断块中 石制品的体型 以 一宽薄型为

主 其次是 一宽厚型
,

主要出现在断块和石核中 一窄厚型
,

主要出现在断块和石片

中 一窄薄型最少
,

只存在石片之中

石制品的重量除受岩石的比重影响外
,

主要和体积成正 比 半山石制品的重量和体型

似无关
,

和大小的关系因一些长而窄薄的标本存在也不完全就是大的重小的轻
,

例如大型

的 一 克
,

中型的 一 克
,

小型 的 一 克
,

微型 的 一 克

磨蚀
,

指 自然机械磨擦损耗的状况 石制品中有 件磨蚀轻微
,

甚至有的保存得相

当完好
,

这样的标本占全部石制品的 磨蚀中等的 件
,

占 磨蚀严重的

只有 件
,

占
。

磨蚀情况说明半山的石制品大多数是原地堆积或只遭受流水轻微的

搬运作用
,

而少量的标本是经过一定距离或较远的搬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磨损
。

风化
,

指的是标本露天引起的化学变化 半山的石制品
,

风化轻微的 件
,

占总数

的 中等的 件
,

占 严重的 件
,

占 风化状况表明
,

多数标本

在制成后就较快被埋藏了起来
,

在地表裸露时间较短
,

而少数标本则在埋藏之前经过一个

较长时间或相当长时间的裸露

磨蚀和风化严重的标本是否属于半山文化层形成时期的产物
,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

问题 事实上
,

文化层在形成过程中搀和古老的成份是经常有的事
,

因为古老 的遗物可以

经搬运重新堆积在较晚期的文化层里 半山遗址中发现的一部分标本
,

尤其是 和

二件石片
,

表皮严重脱水呈白色风化层
,

边缘上有碰撞的新鲜疤痕
,

说明标本在地表裸露

相当长的时间后又经搬运一定的距离才堆积在半山文化层里
。

因为这二件标本发现在文化

层接近底部的位置
,

所以把它们看作为较早时期的文化遗物也许是更恰当的

半山的石核大小和形状受石料的原型影

响而不定型 类型只有单台面和双台面的二

日
型 “ 型 刑 型 型 切 型 左 半 近瑞 丝瑞 残 片

图 不同类型石片数量的比较

种
,

不 见 东 谷 蛇 的 多 台 面 石 核 卫 奇
,

石核上的石片疤相对深而宽大
,

台面 角 在
“

一
“

之 间
,

打击点较为集

中
,

显示 出和 东谷沱 较 为相 似 的 打 片技术

卫奇
,

发现的石核看起来剥片

利用率不高
,

即使是石料质地较好的石核上

可 以观察到的石片疤数量也有限 这一现象

可能是石核发现不多的缘故
,

其特征未能真

正反映半山石核的性质
,

因为石片中 型相

对发现数量最多 图
,

说明半山石核的剥

片率还是不算很低的 半山的石片的长宽指

数和宽厚指数分别主要分布在 一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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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一 之间 石片台面多呈小而单一的平面
,

台面上带有疤痕或棱脊的很少 石片角

多数在
。

以上 在石质较好的标本上可 以观察到宽而较为平坦的打击台面和一个明显

的打击泡或半锥体
,

这些特征可 以解释为类似欧洲
“

克拉克 当技术
”

石锤打 片的结果
,

精制品 而 指的是具有明显有意修理规整的石制品 它作为工

具看待
,

可以划分为各种各样的类型 粗制品 指的是稍微加以修理的石制

品
,

这样的制品没有一定的式样造型
,

不配作为任何样式的工具类型
,

有人把它看作是不

规范修理的
,

也有人认为是使用过的
,

一 实际研究工作中
,

严格

区分精制品和粗制品是有一定困难的
,

不同的人观察的标准也不尽相同 半山的石制品
,

年我们曾带到美国与 教授一起进行了观察和分析
,

只有 和

二件石制品被列为精制品

图 精制品
,

双直刃刮削器 一 ,

凸刃刮削器

和 标本的长 宽 厚分别为 毫米和 毫

米
,

按照通常的分类
,

它们均可归于刮削器类型 图 标本由长型的厚石片左右

两侧分别向破裂面和背面错向加工而成
,

两边大致成直线而且彼此近于平行
,

可以称之为

双直刃 刮削器
,

刃缘长分别为 和 毫米
,

刃角分别为大约
。

和 “
。 ,

修理疤

大而较为宽深
,

最长的修理疤向里深人 达 毫米
,

两边的修理疤分别为 个

和 个
,

修理疤呈迭鳞状 标本可能是在石片台面上向背面修理成

一条略有转折的弧形边缘
,

可以称之为凸刃刮削器
,

刃缘长 毫米
,

刃 角
。

左右
,

修

理疤大部分小而且宽
,

明显可以观察到 个
,

彼此近平行排列 一 或阶梯状

粗制品主要 由石片加工而成
,

多数为向背面修理
,

少数为向破裂面或错向修理

四
、

骨 头 分 析

在半 山遗址发现的动物化石材料
,

除少量的瓣鳃类和鱼类的标本外
,

有哺乳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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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其中“ 件有准确的出土记录
,

另外 件有一部分是从发掘土中过筛回收的
,

还

有一部分是勘察遗址时发现的
,

它们的分布位置也基本上明确

哺乳动物化石 中
,

牙齿或牙齿碎片 件
,

骨碎片 件 可 以鉴定种类的标本

件
,

其他 件标本比较破碎难以明确种类归属 可以确定的种类如下

狼
,

有一枚不完整的下 臼齿和一块带有 ’和残破 与 的左上领部

分
,

根据齿槽和牙齿残存部分推测
,

上裂齿 ’的长略小于臼齿 ’与 的长
, ’的长

和宽分别为 和
,

这些特征表明它和 。 ’ 较为相近

象类
,

仅一块臼齿齿板碎片和一块臼齿齿根 齿板珐琅厚

马
,

可以鉴定的材料有 件
,

包括完整的和破碎的牙齿以及部分肢骨

有一枚保存较完整的左上颊齿
,

其齿冠尚存 毫米
,

属于老年个体
,

牙齿的长和

宽分别为 和
,

个体较大
,

其咬面特征和 臼 的一致

犀类
,

只有一件牙齿碎片和一块齿根
,

根据牙齿表面较为粗糙的特

征可以归于
·

鹿类
,

可鉴定的标本有 件
,

有牙齿和肢骨碎片

化石除几枚完整的牙齿外都很破碎
,

较大的标本数量很少
,

绝大多数是小型的碎骨片

表
。

表 骨头长度分布统计 数量 件
,

测量单位 毫米

长度

数量 件

百分量

发现的骨头材料中
,

磨蚀轻微
、

中等和较重 的分别 占标本总数的
、

和
,

风化轻微
、

中等和较重 的分别各占
、

和 在所有的标本中可

以观察到 件带切痕的和 件带咬痕的
,

其中有两件既带切痕又带咬痕

五
、

讨 论

半山遗址的发掘是按照 教授在非洲采用 的旧石器 田野考古工作

方法进行的
,

虽然只发掘近两平方米
,

但已获得预期了解遗址的主要考古信息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从 年代初期或稍微更早些时候由西方人开始的
,

到 年

代周 口店北京人遗址和 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研究在当时已经发展到相当高水平 但是
,

从

六
、

七十年代开始
,

当西方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
,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

古却仍然处在一个几乎封闭式的环境里 自我发展
,

使得中
、

西方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共同语

言变得越来越少 近些年来
,

随着中外科学交流的发展
,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已经开始

发生 了可喜的变化
,

诸如埋藏学的应用
、

遗址内部空间结构的探讨
、

拼合分析
、

微痕观

察
、

实验研究等都已经开始起步
,

特别是田野工作已开始向规范化发展 因为发掘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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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资料的根本
,

只有严格细致的发掘才有可能取得更多的考古信息
。

因此
,

科学的旧石

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在 中国 尚需大力提倡

半山遗址分布在泥河湾盆地东端
,

埋藏在泥河湾层 中
,

它的海拔高程 比东谷蛇遗

址低 余米
,

两处遗址以一正断层相隔
,

分别位于 断层的上盘和下盘
,

断距达 多米

根据地层判断
,

半 山遗址文化层和东谷佗遗址文化层上部 的 层大致相 当
,

地层层位属

于下更新统泥河湾组上部
,

其地质时代应为早更新 止后期

半山遗址形成在河流相堆积层 中
,

遗物呈带状分布
,

从遗物和砾石的产状判断当

讨这里的河水流向大致从东向西 不论是石制品还是动物骨头
,

大多数材料磨蚀和风化轻

微
,

有的甚至保存得相当新鲜
,

说明多数遗物是就地迅速理藏的
。

半山遗址发现石制品 件
,

其中以未加工的石 片与残片和断块占绝大多数
,

稍加

工的粗制品和不定型石核占一定数量
,

精制品为数有限 石制品以小型和宽薄型为主
,

石

质多为隧石或石髓
。

从石制品的组合特征以及显示的制作技术来看
,

半山的石工业和东谷

佗的 。
,

一 一 大体相似
,

二处的文化而貌基木一致

半 山和东谷沱遗址均发现一些磨蚀和风化 比较严重 的标木
,

指示泥河湾盆地存在

着更早时期 的古文化遗址 就东谷蛇遗址来说
,

由于遗址地处盆地边缘
,

文化层厚度大
、

构造复杂并直接覆盖在古老地层上
,

文化层上
、 一

卜形成的 付间跨度可能较大
,

与之相对应

的地层在向盆地 中心不论高程还是层次和厚度都有较大的变化 半山遗址文化层相当东谷

沱遗址文化层顶部的一部分
,

小长梁遗址可能形成在半山遗址之前
,

而与东谷佗文化层下

部相对应的 同期或更早的古人类遗迹显然应该在更下部的泥河湾层里发现
。

年谢飞

在 比半山遗址低大约 米的层位里发现了马圈沟遗址 谢飞等
, ,

已充分证实了这

一论点
。

半 山发现的石制品虽然不多
,

但大体上反 映出中国北方旧石器的一般特征
。

中国

北方的旧石器
,

石片向背而加工的制品多
,

各种各样的刮削器多
,

石制品中小型的多
,

除

了晚期的细石器外形制不规范 这些特点很早就引起 了西方人的注意
,

近年来有不少人在

研究它
。

有人认为东亚地区史前竹林遍布
,

当时这里的人们主要使用竹制品
,

而石器制作

技术处于衰落或次要地位
,

使得石制品不被精心修理
, ,

这是

人类在东亚大陆适应具有新资源基地的新环境的结果
, ,

东亚

的石制品是加工木器的工具
, ,

或者把东亚置于一个显示复

杂的木器加工技术的
“

岩溶 —竹子
”

模式里
, 。

诚然中国旧石器具有 区域的

特征
,

但 目前对它的认识仍然很有限
,

特别是对它在 寸问和空问里分布
、

交融
、

发展的复

杂性决不可能以一个简 单的假设所概括

因为中国的 旧石器形制不规范的特点
,

加之分类陷人混乱状态
,

使人 了解 中国的

旧石器实在有难以领会的感觉 例如
,

中国的旧石器虽有 旱
、

中和晚之分
,

但标志时代变

化的特征制品却是模糊不清的 旧石器的分类诚然是研究者为研究而进行的技术处理
,

与

表现制作者的意图客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分类学是一 门独特的学问 分类在形式逻辑

学上称之为划分
,

就是一个概念的全部对象按照一定标准区分为若干小群或小类的一种揭

示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 被划分的类叫做划分的母项
,

若干小类叫做划分的子项
,

子项的

分子必然是母项的分子 划分必须遵抓 以 卜原则 二 协一次划分只能有一个根据
,

同一

层次的划分不能有双层标准 划分后的各子项互不相容或排斥 各子项必须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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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项
,

但对具体一个遗址的石制品分类时有的子项常常缺失 划分不能越级
,

层次要

分明 苏天辅
, 一 诸葛殷同等

, 一 旧石器研究报告中的分类或

划分错误屡见不鲜
,

就连声誉蛮高的论著也不能摆脱分类的困境
,

例如丁村遗址的石片石

器被划分为单边形或多边形器
、

厚尖状器
、

小型尖状器
、

刮 削器 裴文 中
、

贾兰坡
,

一 ,

很显然这样的分类是有悖于正确分类原则 的

为了尽可能避免落人分类的误区
,

本篇报告对半山遗址的石制品完全从研究者的角度

进行观察和分析
,

对每一件遗物扼要地做了履历登记式的处理
,

这样似乎有利于对遗物整

体组合进行分析对比
,

也方便他人根据 自己的分类标准进行综合研究

半山遗址文化层 中出土的动物骨头除了几枚牙齿外几乎全部是小型的碎骨片
,

其

中有少量的骨片带有石器的切痕和食肉动物的牙齿咬痕 类似的发现在东谷蛇
、

小长梁
、

许家窑等遗址都可以看到
,

似乎泥河湾盆地露天遗址里发现的动物骨头都应该是破碎的

这一埋藏特征可能是很多因素制约的结果
,

既与人为的作用有关
,

也和动物尤其是食肉类

动物的作用有关
,

还有 自然的物理和化学作用等 目前
,

在泥河湾盆地还没有发现直立人

的化石
,

许家窑遗址出土的早期智人化石数量不少
,

但也是比较破碎的

半山遗址的发现
、

发掘和初步研究
,

地质学的配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

上
,

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地质学的关系向来就是十分密切的 在中国
,

旧石器由于 自身的特

点
,

以旧石器
、

古人类
、

地质和哺乳动物四条腿走路的传统工作方针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泥河湾盆地里发现的一系列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

只有坚实的地质学基础和哺乳动物学的

配合
,

才可能尽量避免出现不应该出现的误会 把同期的看成不同期的或者把不同期的看

成同期的

半山遗址的发现进一步显示了泥河湾盆地的考古意义
,

对说明人类早在大约一百

万年以前就已经出现在亚洲的东方又增添了新的科学研究的资料 泥河湾盆地从本世纪二

十年代名载科学史册以来
,

历经几代人的辛勤努力
,

研究工作纵横深化
,

成绩斐然
,

尤其

是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小长梁和东谷佗早更新世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
,

使泥河湾的

工作出现了重大突破 近年来泥河湾盆地一系列的发现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青睐
,

中外科

学家纷纷前往考察研究
,

使泥河湾的研究注人新的思维方法
,

呈现出非常喜人的局面 目

前泥河湾盆地已经形成一个国际性的科学开发热点
,

预计不久的将来它可能会成为中国乃

至东亚地区古人类学研究的圣地

笔者在半山遗址的调查和研究过程中
,

承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

教授给予支持和帮助
,

撰稿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古脊榷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和

林圣龙教授等给予有益的建议
,

陈信和侯晋封绘图
,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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