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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道的旧石器材料来自新余市郊 袁河第二级阶地红色粘土层 根据地貌
、

地层与石

制品的特征
,

初步推定石器地点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
,

即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年 月在江西省安义县的河流沉积物中首次发现本省旧石器
,

为了寻找扩大调

查成果
,

同年年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余

市博物馆联合组成野外考察队到宜春地区工作
,

结果在新余市郊的龚家山和打鼓岭发现两

处旧石器地点 本文是对这两处地点的文化遗物的初步研究

一
、

地理位置及地层概况

新余市位于江西省西部中段
,

宜春专区境内 袁河为赣江一级支流 它发源于武功山

脉北麓
,

自西向东经萍乡
、

宜春
、

分宜
、

新余
、

清江等
,

在樟树附近流人赣江 龚家山旧

石器地点在新余市水西镇
,

距市区约 公里
,

地理坐标为北纬
产 ,

东经
。

打鼓岭旧石器地点在新余市罗坊乡
,

距市区约 公里
,

地理坐标为北纬
。

‘ ,

东经
产

石制品均出自袁河左岸第二级阶地的红色粘土中 袁河两岸发育

着二级河流阶地 第一级阶地高出河面约 米左右 阶地地层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 上部

组成物质为亚砂土和亚粘土
,

下部为砾石层 时代为全新世 第二级阶地高出河面 米

左右
,

为河湖相沉积物 时代为晚更新世 两处石器地点的第四纪堆积物在厚度上虽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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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但它们都出露在基本相同的高度
,

而且组成的物质和层次划分均类似
,

故可看作同一

时代 下面从龚家山旧石器地点地层为例简述如下

耕土层 一般厚 一 厘米 在此层下部出有磨制的石斧和石锌 时代为全新世

红色粘土层 带铁锰结核 石制品出自此层中下部 有的石制品表面带有铁锰斑

膜 本层厚 一 厘米
,

时代为晚更新世

杂色红土层 黄白色交织的红色粘土 未见底

二
、

石 制 品

从两个石器地点获得的石制品 件 龚家山 件
,

其中 件出自地层 打鼓岭

件
,

其中 件出 自地层 石制品包括有 件石核
,

件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块
,

件

石片和 件石器 石核
、

石片和有人工痕迹的石块 占总数 的
,

石器仅占总数的

石核 素材主要是不同形状的砾石 石核最重 克
,

最轻的 克 石核上或多

或少保留砾石面
,

在 以上的占多数
,

可见石核的利用率很低 依台面的数量分单台

面
、

双台面和多台面石核三类

 单台面石核 此类石核 件
,

形状多半保存原来砾石的形态 根据打片的情况

又分为两种 型 利用长条形的砾石在一端打片
,

计 件
,

如 号标本 图版 之

原料为石英砂岩
,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米 在长砾石的一端进行打片
,

其上有 个石片阴痕
,

其中 个长
、

宽 毫米
,

另一个长
、

宽 毫米 台面角
“

号标本 图版 之 原料是石英岩砾石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

米 石核上有多个石片阴痕
,

最大的长
、

宽 毫米 台面角 号标本 图版

之 原料系石英砂岩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米 在石核上有 个石片

阴痕
,

其中一个长
、

宽 毫米
,

另一个长
、

宽 毫米 台面角
“

型 利用

椭圆的砾石或石块
,

在一平面打片 号标本 图版 之 原料为脉石英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米 台面角 有 个长三角形石 片阴痕
,

一个长
、

宽 毫

米
,

另一个长
、

宽 毫米 号标本 图版 工之 是本类石核中最小的一件
,

原料

也是脉石英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米
,

其上有一个明显的石片阴痕长
、

宽

毫米 台面角 号标本 图版 之 原料为石英岩砾石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米
,

其上有 个石片阴痕
,

疤痕连续
,

分二层
,

上层有 个
,

下层有

个 最大石片阴痕长 毫米
,

最小 的长 毫米
,

台面角

 双台面石核 件
,

即 号标本 图版 之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

米 采用交互打击法进行打片 其上有 个石片阴痕
,

最大的一个长 毫米
,

石核台面

角
。

一

多台面石核 件
,

即 号标本 图版 之 原料是脉石英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米
,

系以砾石的三个平面进行打片 因脉石英质地不太好
,

打下的石

片都比较小
。

石核上 的石片阴痕
,

一般长在 毫米左右
,

宽在 毫米左右 台面角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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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工痕迹的石块 件
,

其上人工打击的痕迹少而零星

石片 件 全部是天然台面 最大的一件长 “
、

宽 “
、

厚 毫米
,

重 克

最小的一件长
、

宽
、

厚 毫米
,

重 克 一般石片的长度在 毫米左右
,

重量在

克左右 石片角一般
。

左右 全部石片保留有程度不同的砾石面 号标本 图版

之 之 是出 自地层的一件天然台面石片 长
、

宽
、

厚 毫米
,

重 克 半锥

体不 明显
,

打击泡微凸
,

石片角
“

号标本 图版 之 为一件宽型石片
。

长
、

宽
、

厚 毫米
,

重 克 石片背面有一长
、

宽 毫米的石片疤 打击点明

显
,

半锥体和打击泡微凸 石片角 号标本 图版 工之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米 石片角
“

号标本 图版 之 出自地层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米 石片角
。

号标本 图版 之 也是出自地层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米 石片角

石器 件
,

占石制品总数的
。

加工石器的主要素材为石片
,

其次是石块或砾

石 最大的是一件出 自龚家山地层的球形石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米

最小的一件为凸刃刮削器
。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米 石器分为砍砸器
、

刮削器

和球形石三类
。

 砍砸器 件
。

号标本 图版 且之 是一件用脉石英石块加工成的小砍砸

器
。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米 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

形成较凸的刃
。

刃缘长
、

宽 毫米 刃角约
“

刮削器 件 依据刃缘的形状分为三种
,

型 直刃刮削器
,

件
,

号标本

图版 之 其中之一
,

原料为脉石英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米 素材为石

片
,

向背面加工 刃缘长
、

宽 毫米
,

刃缘匀称
,

刃角为 “
。

型 凹刃刮削器
,

件
。

如 号标本 图版 之 出 自地层的凹刃刮削器 系用脉石英石片 向背面加工而

成 重 克
,

长
、

宽
、

厚 毫米 刃缘呈锯齿状 刃缘长
、

宽 毫米 刃 角
“ 。

C 型 : 凸刃刮削器
,

3 件
,

其中之一是 13 号标本 (图版11 之 2) 系用较厚石片向背

面加工而成
。

重 8 克
,

长 31
、

宽 26
、

厚 13 毫米
.
刃缘较匀称

,

刃缘长 30
、

宽 7 毫米
。

刃角 62
0 . 14 号和 15 号标本也是凸刃刮削器 (图版 n 之 3; 4)

。

(
3

) 球形石 l件
,

即 17 号标本 (图版 11 之 6) 出自地层
。

重 1228 克
,

长 110
、

宽

10 0
、

厚 85 毫米
.
系用脉石英砾石为素材来加工

.
轮廓呈球形

,

加工痕迹较少
.
球体上的

疤碎小
,

可排除有意打制石片的石核
,

估计是加工石球的半成品
,

球体保留有较多的砾石

面
。

三
、

讨 论

因发现的材料有限
,

根据现有的标本分析
,

新余袁河的石制品有以下特点: 石制品的

原料主要为脉石英和石英岩 ; 加工石器的素材以石片为主
,

其次是石块和砾石; 石器类型

有砍砸器
、

刮削器和球形石; 加工石器的方式是向背面加工
,

修整简单粗糙; 从石核
、

石

片和石器上砾石面的保留程度来看
,

石核的利用率是很低的
。

由两个地点的石制品分析
,

龚家山发现的标本少
,

器型较大
.
打鼓岭发现的标本较多

,

器型较小
。

这可能与当时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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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有关
,

但这两地点的石器加工工艺相同
.

新余龚家山和打鼓岭石器地点的石制品有的出自地层
,

有的采 自阶地的表面
.
因这二

处地点未发现哺乳动物化石
,

目前只能根据地貌
、

地层和石制品的特点来推定石器地点的

时代
.
在野外工作时

,

我们特别注意石制品的埋藏情况
,

大部分标本虽采自阶地表面
,

但

它们是制砖工人在采土制砖过程中从土中拣出来的或从地层中脱落下来的
.
从一些标本表

面的铁锰斑膜来分析
,

估计已埋藏了相当长的时间
.
标本都保留原来的面貌

,

它们棱角分

明
,

未有搬运和磨蚀的痕迹
.
石制品发现于袁河第二级阶地的红色粘土中

,

从本地区河流

阶地发育的序列看
,

第二级阶地的时代为晚更新世
.
从发现的石制品来看

,

它们都具有我

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
.
袁河的石制品与广西右江 (曾祥旺

,

1 9 8
3)

、

湖南澄水 (澄县

博物馆
,

1 9 9
2)

、

安徽永阳江 (房迎山
,

1 9 8
8) 和江西安义潦河 (李超荣等

,

1 9 91
; 李超

荣
,

1
99 1) 发现的石制品有着密切关系

.
另外在龚家山石器地点上文化层出土有新石器时

代的磨制石器
,

下文化层出土有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
.
这对我们确定石器地点的时代又

提供了一个依据
.
综上所述

,

我们初步推定石器地点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
,

考古学年

代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

江西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与研究刚刚启步
,

今后还需进一步开展工作
,

以便获得更

多的材料进行研究
.

本课题得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基金的资助
.
在野外工作中

,

得到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宜春地区文化局和新余博物馆的大力支持
.
本文照片由张杰

摄制
.
作者对上述单位和个人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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