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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封开县罗沙岩洞穴遗址

第一期发掘简报

张镇洪 张 锋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

广州

陈青松
封开县博物馆

,

广东 “

关键词 旧石器 罗沙岩 更新世晚期

内 容 提 要

封开罗 沙岩第一期发掘
,

出土了一些打制石器 它们有明确的地层
,

并有绝对年代侧定数

据
,

有助于解决广东是否有旧石器文化的争论

一
、

前
七一 ‘

口

广东是否存在旧石器
,

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间题 因为过去广东发现

的打制石器
,

不是缺乏地层关系
,

就是地层 的年代不清 封开黄岩洞遗址虽然出土了一千

多件打制砾石石器
,

地层关系也大体搞清楚了
,

但缺乏绝对年代测定
,

所以文化性质未能

定论 宋方义等
,

其它地点的打制石器情况更为复杂
,

同样难以定论 年夏

天
,

对罗沙岩进行第一期发掘
,

出土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
、

打制石器和四顺人牙化石 这

些遗物的层位均有绝对年代测定数据
,

现将发掘结果简要报道如下

二
、

地 貌 和 地 层

罗沙岩位于地处西江中游的封开县的渔涝镇河儿 口庙边村后 山
,

距黄岩洞遗址约 公

里
,

炯中岩遗址约 公里 图

遗址在后山的山脚下
,

洞 口朝西北
,

中轴线方向
。 ,

高出当地地面 米左右 洞

前有一条宽 米的小河流过
,

是渔涝河的小支流
,

平时河水深约 一 厘米
,

雨季则可达

米余 小河流经西南一 东北走向
,

长 余公里
,

宽 一 公里的小盆地 盆地北部边缘

出露花岗岩
,

南部边缘则出露石灰岩 这一带石灰岩溶洞发育
,

有文化堆积的洞穴多处
,

收稿 日期  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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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罗 沙岩遗址位置图

  

如白石岩
、

罗髻岩
、

高岩
、

乞丐岩
、

桐中岩等 宋方义等
,

这一带不仅有旧石器

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遗址
,

而且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十分密集

罗 沙岩遗址是河儿 口 团结中学师生于 年代后期在课外活动中发现的 最先发现了

一枚完整 的剑齿象 臼齿化石
,

后经我们多次调查
,

认为很可能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

址 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封开县博物馆联合向国家文物局 申请发掘
,

批准后进行

第一期发掘 发掘分两个阶段进行
,

月份试掘
,

月份正式发掘
,

年 月完成全

部整理工作 该岩洞分东西两大洞厅
,

每个洞厅有一主通道
,

在通道两侧都有 一 条长

短不一的支洞 在通道的末端均有落水洞连接 这次发掘仅在西洞厅及其支洞 内进行 图

在洞厅中心部分和主通道中心部分
,

堆积物保存都很薄
,

多次受 近代人类或 自然力的

破坏和扰乱
,

无发掘价值
,

只有靠近洞 口 附近及支洞里的堆积物较厚
,

层次清楚
,

大体保

持堆积原状 因此
,

我们决定先发掘西洞厅及其两侧的支洞
,

而重点在后者 结果收获颇

大
,

出土了一批有价值的遗物 此洞的地层堆积从上到下可分为五层 图

第一层 质纯而细的粘土 厚约 一 厘米
,

无文化遗物

第二层 姜状钙质胶结层 间隙中填充着少量亚粘土
,

从中出土石制品和少量动物化

石
,

还有一颗人牙化石
,

但石化程度较低 该层厚约 一 厘米

第三层 土黄色亚粘土 内含少量角砾和磨圆度较好的砾石
,

从中发现少量动物化石

和石英细砂岩砾石石器 该层厚 一 厘米

第四层 褐黄色粘土
,

夹杂有一些灰岩角砾和钙质小结核
,

富含动物化石
,

并出土了

三颗人牙化石
,

石化程度较高
,

而且 比上层发现 的人牙显得粗壮
,

齿冠面结构也比较复

杂
。

该层厚度为 一 厘米
,

凹陷处可达 厘米

第五层 灰白色间有黄色夹层的粘土
,

质纯
,

不含任何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
,

厚度一

般为 一 厘米
,

支洞末端可达 米多
,

底部已 见基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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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罗 沙岩西洞平面图

 

图 罗沙岩遗址西
‘

厅
‘

地层剖而图 纵
、

横

护   

表层粘土 钙质胶结层 土黄色亚粘土层 褐黄色粘土层 含黄色夹层灰白色粘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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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石制品
、

人牙和动物化石

石制品

石制品出 自两个层位 第二层 件
,

原料为安 山岩 第三层 件
,

原料为石英细砂

岩
。

安山岩制品的人工打击片疤上
,

常常有被大型啮齿类 豪猪或竹 鼠 再
“

加工
”

咬啃的

痕迹
,

容易与一般的石制品混淆
。

这类标本在过去的文献里很少提到
,

很值得今后注意

第二层石制品包括石片和刮削器 图 所示的一件是用锤击法双面加工而成 依同层

位动物牙齿的铀系法年代为距今 士 万年

图 刮削器  图 砾石石器

第三层 件石制品中加工得较好的两件如图 所示 均以砾石为原料
,

锤击法单面加

工 保留大部分砾石面 刃 口相 当钝
,

接近
。 ,

可归人砍砸器
,

与黄岩洞出土的砾石

石器在类型和技术上相同 同层位出土的动物化石的绝对年代为距今 士 万年

人牙

第二层出土 的 颗人的牙齿 野外号
,

可能是右 或
,

因为齿冠只有近中

面一个接触面 此 牙远 中近 中径为 毫米
,

颊舌径为 毫米 齿冠高舌侧 毫

米
,

颊侧为 毫米 齿根不粗壮
,

前后分两叉
,

后根明显向后弯曲
,

牙根近中枝长

毫米
,

远中枝长 毫米
,

在舌侧两个牙根连接部有一小牙根
,

仅 毫米长 齿冠面

结构简单
,

各尖磨损程度不大 颊沟
、

近 中钩
、

远中沟和舌沟都明显存在
,

中央点隙凹

陷 该牙石化程度低
,

出土层位靠上
,

时代 比下面层位出土的年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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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层出土的 颗人牙
,

均发现于 北支洞的西小支洞 中

月 日发现的是 颗 右下 臼齿 野外号
,

可能是 或
。

牙根被 啮齿类咬剩很小一段
,

但齿冠完好 近 中远 中径为

毫米
,

颊舌径为 毫米 齿冠高舌侧为 毫米
,

颊侧为

毫米 齿冠咬合面结构简单
,

近中沟和远中沟特别发育
,

而颊

沟和舌沟则很短
,

原
、

次
、

前
、

后 四尖均相当发育

月 日出土 的人牙化石
,

有 颗右上第三 臼齿 野

外号 和 颗左下第一门齿 野外号 它们的石

化程度较高
,

比较粗壮 右 的近中远中径为 毫米
,

颊舌径

为 毫米 齿冠高舌侧为 毫米
,

颊侧为 毫米
,

可见其磨

损程度颇为严重 齿冠面结构较为复杂
,

除前
、

后
、

原
、

次各尖

以及颊沟
、

远中沟
、

近中沟
、

舌沟
、

中央点隙清晰可见外
,

咬合

面上 还有些短 小 的沟 纹 各尖发育 良好
,

次尖 也不退化
,

在原

尖颊侧前方似有一小附尖 齿冠基部明显膨大 由于磨损程度颇严

卿渺
勘而缨

一一一一一

图  , 号右下第

或 臼齿

, ,

学自脚川一一一一一
。

赫
凸

黔矽
·

图 颗人牙化石 右 困 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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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使个别地方已露出齿质
.

牙根分

两叉
,

近中根较远中根弱些
,

两者均

稍向后弯曲
,

前者 ”.4 毫米长
,

后

者长为 13
.
6 毫米

.
齿冠以下部分的

齿根残缺
.

门齿 (I t) 齿冠 8毫米长
,

近 中

远 中径为 6. 4 毫米
,

颊舌径为 6. 3 毫

米
,

齿冠磨损颇严重
,

已呈一线状
,

中间 出露齿质
.

齿冠的舌 面隆突明

显
,

近中缘蜻和远中缘蜻都较发育
,

近 中窝和远中窝也存在
.

牙根长 15
.
4

毫米 (图 7)
.

罗沙岩出土 的人牙化石与其它同期

文化遗址出土的人牙化石对比如下:

表 l 与广东几个遗址出土的人牙化石对比 (单位: 毫米)

丫丫翰翰
马 坝 狮 子 岩岩 封 开 桐 中 岩岩 封 开 罗 沙 岩岩

PPPPP A 104 M 333 M 333 L W
3 M 333 L E 一

( M 厂M ,
)))

冠冠长 (L ))) 11
.
666 11

.
444 11

.
444 11

.
111

冠冠宽 《W ))) 10
.
777 10

.
555 10

.
888 1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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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与其他地点出土的人牙化石对比 (单位:毫米)

地地 点点 马坝钾子岩岩 封开罗 沙岩岩 北京人人 许家窑人人 克拉平那人人 现代中国人人

号号码码 s
乓乓

s
冷冷

LW III M 222 M I或 M
ZZZ M 222

M
222

MMMMM
‘‘

M

‘‘

右 M Z
或 M

33333333333

资资料料 宋方义
、

张镇洪洪 本文作者者 W eid enICIChhh 吴茂霖霖 转引自自 王惠芸芸

来来源源 (1988))))) (1937))) (1980))) 吴茂霖霖 (1965)))

长长长 8
‘

999 8

.

777 9

.

888 1 0

.

999 1 2

.

000 1 0

.

4 666 9

.

666

(((
L)))))))))

(
1 0

.

2
一 12

.
2 ))))) (9

.
8一1 1

.
8 ))) ( 8

.
3一 1 1

.
7 )))

宽宽宽 10
.
666 11

.
000 11

.
888 12

.
777 13

.
777 13

.
111 11

.
444

(((W ))))))))) (11
.
2一1 3

.
4 ))))) (12

.
9 一1 3

.
2 ))) (9

.
3一1 3

.
8 )))

对比罗沙岩遗址出土的人牙化石与其他遗址出土 的人牙化石
,

可以 明显地看出
,

年代

相同的其个体大小和纹
、

蜻
、

尖结构上差异都很少
.

与早期遗址出土的人牙化石比较
,

则

明显地表现出个体小些
,

牙冠上 的结构也显得简单些
.

与现代人相 比则基本接近
.

(宋方

义
、

张镇洪等
,

1 9 8 8

、

1 9 9 2
)

.

罗沙岩遗址出土的人牙化石
,

根据其同层位出土的动物化石牙齿用铀系法测定的年代

为距今 7
.
9士 1

.
5 万年 (第四层) 和 2. 24 士0

.
16 万年前 (第二层)

.

联系附近的炯中岩遗址出土的人牙化石 (14
.
8 土 1

.
8 万年前) 和黄岩洞遗址出土的头

骨化石 (1
.
193 士 0. 2 万年前) (邱立诚等

,

1 9
86 ) 来考虑

,

可以得出如下 的结论: 在封开

渔涝地区
,

从距今 14
.
8士 1

.
8 万年到距今 1

.
19 3 士0. 2 万年这一段时期内都存在人类活动

,

并在相距不远的几个地点里 留下了遗物
.

3
.
动物化石

罗沙岩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鉴定结果如下
:

食虫 目 In seetivo ra

微尾晌 A nourosorex s口ua m i详s

小康的 C ro。

idu

r a e f.
; u e s u

la

? 长尾豹 ch
ods ig oa sP

.

翼手目 C h iro p tera

大马蹄蝠 H IP Po
s
ide

ros cf. a
rm ig er

中马蹄蝠 H .c f
.
Ia rva tus

高鼻菊蝠 丑h in o cer o , ; e x

毕氏菊蝠 R.
cf. 详ars o川

大耳菊蝠 R
.
m aero ris

鼠耳蝠 万夕o ris sp
.

蝙蝠 (不定种) 。ir口川er。 i
n

d e t
.

灵长目 P rim a tes

安氏称猴 M
aeaea an

de rs soni

称猴 M
aeaea sp

.

T 氏鼻猴 天h in o
砂人ee u s r认g ia n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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啮齿 目 R o d en tia

黑腹绒鼠 Eo
theno , 声 er. m ela nog aster

库氏小 鼠 M
u: 。o o

k ii

卞氏小 鼠 M
.
m useulu s var.bic ni

大林姬鼠 A Po de m us cf. Pe uin su la 。

爱氏巨 鼠 Le
口
脚才湘脚ys

e
dw ar ds i

鼠科 (未定种) 汀
ur
ida

。 i
n

d e t
.

扫尾豪猪 通t六eru , u : s p
.

华南豪猪 场
‘tr l.x : u b e r行ta ta

竹鼠 R h1’z o m ys sp
.

食肉目 C arn iv ora

古爪哇豺 Cuon
.
本va nic us an tiq uus

狐 厂u l谬: sp
.

大熊猫洞穴亚种 A Ilu ro Po da m ela no le uc
a .
fo ve a

lis

西藏黑熊 U rs us thib etanus

猪灌 A rezon”
。o

lla

r 台

沙灌 A roton拜
rosrratu: M at.

助科 M
ustelida

e indet
.

大灵猫 犷ive rra z ib e rh a 。x 详eta ra

最后斑俄狗 C roeuta ult如
a

虎 尸a n th e ra lig
ris

长鼻目 P ro b o sc id ea

东方剑齿象 s regodo
n 口r ie n ra zis

纳玛象 P ala eoto xodo
n na脚ad ie us

奇蹄 目 p erisso d a etyla

中国犀 R hin oeero::t’n e n s is

犀 R hin ocero:sP
.

华南巨摸 万
egataPi ru: augustus

偶蹄目 A rtio d aetyla

南方猪 Su: austral台

野猪 Sus sp 二

鹿 万
unria 。u : s p

.

水鹿 C ervus (R
.
)。n ie o

to
r

羊 O vl.s sp
.

水 牛 B uba lus sp
.

野牛 B is o n sp .

从上列清单可 以看出
,

许多种属在以往报道 的华南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中属第一次

发现
.

它们包括小康晌
、

毕氏菊蝠
、

库氏小鼠
、

卞氏小 鼠
、

爱氏巨鼠等 11 种
。

其 中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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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属是北方类型
,

是喜冷或适应干冷的生态环境的
,

如卞氏小 鼠曾在北京猿人遗址中发现

(Y
oung ,

1 9 3 4
)

。

这次发现的化石象类以牙齿为代表
,

种类为剑齿象和纳玛象
.

剑齿象出土于下部的地

层
,

纳玛象化石多见于上部地层
.

不过
,

两种象的层位分布是否代表时代上的差异 目前还

不能定论
.

因为 目前所发现 的完整牙齿数量还未达到数学统计的地步 ; 况且有些化石 的鉴

定
,

由于标本结构特征变异较大
,

是否属于同一种属尚待进一步研究
。

类似的问题在犀类化石和一些食肉类化石 也同样存在
.

犀类化石可能不只中国犀一

种
.

这个间题早在马坝人动物群研究中已提出
,

后在曲江罗坑桂龙岩动物群 的研究中和黄

岩洞动物群的研究中再次被提出来 (宋方义
、

张镇洪
、

1 9 8 8 ; 张镇洪等
,

19 8 8
)

.

所以
,

我们认为关于华南地区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在不同地质时期的组合和划分还可 以进一步

研究
.

我们还认为
,

导致这个动物群在不同时期的分化
,

其主要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变化
.

限于篇幅和材料间题
,

准备另文专题讨论
.

四
、

小 结

封开罗 沙岩洞穴遗址第一期发掘结果
,

为解决一些重大课题提供了线索或者重要材

料
,

可把它归结 为以下几点:

1
.
罗沙岩遗址是广东地区第一个有明确层位和绝对年代数据 的旧石器文化地点

.
它的

发现证实了广东地区存在旧石器文化
,

填补了广东距今 2 万年到 10 万年这段时期史前文

化的空 白
,

进而充实 了以 下进化序列 : 炯 中岩遗址 (距今 14
.
8 士 1

.
8 万年)

、

马坝人遗址

(距今 12
.
9 士 1

.
5 万年)

、

罗沙岩遗址 (距今 7. 9 士 1
.
5 万年至 2. 24 士 0

.
16 万年)

、

黄岩洞遗

址上层文化 (距今 1
.
93 士 0. 2 万年)

.

2
.
罗沙岩动物群一批新种属的发现为系统研究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的演变及其与古

生态的关系增添 了新材料
.

中山大学和封开县博物馆 的韦贵耀
、

乔晓勤
、

李秀国
、

岑亚仲
、

邓增魁
、

诸位先生和

研究生王明亮
、

丁家奎
、

吴凌云参加罗沙岩发掘的部分工作
.

北京大学考古系年代测定实

验室陈铁梅
、

原思训等用动物牙齿
,

运用铀系法测定年代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郑绍华和吴新智先生审查化石鉴定工作
,

封开县各级领导和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

馆商志禅先生始终对发掘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

我们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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