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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大板桥史前洞穴遗址试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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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质矿产局地质博物馆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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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了新发现的昆明大板桥史前洞穴遗址
,

出土的文化遗存较丰富
,

包括晚期智人牙

齿
、

动
、

植物化石
、

用火遗迹和数以百计的石制品及少量的骨制品 其时代主要为早全新世
,

文化层下部可能到晚更新世晚期 石制品均甚细小
,

且以砸击法为主要打片方法
,

系我国南方

首次发现 这样的组合
,

也是具有我国北方旧石器文化特色的史前文化在云南的首次发现 因

此
,

它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史前人类洞穴遗址

笔者在昆明东郊进行第四纪地质和古人类调查
,

于 年 月在大板桥镇发现了一

处史前人类洞穴遗址
。

经试掘
,

初步查明是一个遗存丰富
、

文化性质比较特殊的遗址
。

一
、

遗址的地质地貌和地层

大板桥史前人类洞穴遗址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鸡街子山南坡的大板桥邮电支局

院内
,

地理坐标东经
“

’ ’
,

北纬
,

,
。

海拔 米
,

高出附近宝象河水面

约 米 图

大板桥在昆明市区东 公里处
,

是一个小型丘陵盆地 盆地呈掌状向北东一南西向

延伸
,

长约 公里
,

最宽处约 公里 盆地近缘由晚古生代的碳酸盐岩形成海拔 一

米的低山丘陵
,

岩溶地貌发育 盆地远缘是海拔 一 米的中山地貌
。

盆地内

主要河流是由东向西流的宝象河与由北向南流的北边河
,

它们在遗址南侧相汇后
,

向南东

流经昆明盆地注人滇池
。

鸡街子山是盆地中稍靠西侧的一个平缓孤山
,

南北长 米
,

东

西宽 米
,

高出周围冲积平原 米 遗址洞穴发育于鸡街子山南坡的中石炭统威宁组

灰岩之中 洞穴被堆积物填满
,

洞顶垮塌
,

已改变原貌

试掘面积约 平方米
,

堆积物由上而下可分为 层
,

简述如下 图

坡积扰乱层
。

桔红色亚粘土
,

含有灰岩块
、

角砾和几件灰陶陶片 厚 一 米

桔红色亚粘土层
。

含较大的石灰岩和石灰华岩块
。

厚 一 米
。

收稿日期 刁 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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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石灰华褐红色亚粘土层
。

石灰华质地疏松
,

层纹状或团块状 产状倾向南西
,

倾

角
“

含有炭屑
、

碎骨和少量石制品及零星螺蜘壳
,

与下伏的第 层为渐变关

系
,

无明显界线 厚 一 米

褐色亚粘土层
,

含有人牙化石和较多的石制品
、

烧骨
、

碎骨
、

炭屑
、

灰烬和果实化

石
。

厚 一 米

深褐色或桔红色亚粘土 含少量骨化石
,

未见文化遗物 有的地方未见底
,

有的地

方仅厚 一 米
,

其下为洞底石灰岩或石灰华
。

巨巨二」铁路路

三刁 公路路

匡匡乏」湖水库库

压压〕遗址址

图 大板桥遗址位置图

医困浮土

筐三习非文化层亚 。 匡〕人工石位 ,

卿
桔红色亚“ 臣目石灰 ” 〔互 器磐爵

”

查翻 含钙华亚 。 匡夔」石灰岩岩块 压曰 。方向

区至 。亚 。 仁亘 〕石灰华

图 大板桥遗址堆积物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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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动物化石

腹足类

类黑螺型螺蜘 材 。该山

长螺蜘 。了口 加娜 。

鱼类

鸟类

山鹤鸽 动

环颈堆

翠鸟

啮齿类

绒鼠 ￡ 声

里鼠

复齿飞鼠 相似种 刀 入脚

竹鼠 天 声

无颈鬃豪猪 归 ‘ 乃

食肉类

赤狐 八 详 , 详

小爪水獭 伽 拜 。

豹猫

豹

偶蹄类

猪

小鹿 行

鹿

午亚科

三
、

人类化石

晚期智人 口 左上第二前臼齿 枚
,

图版
, ,

呈浅黄

色
,

稍具色斑
,

石化明显
,

形态保存完整
,

齿冠磨耗 度

测量 牙冠高度
,

颊面
、

舌面 毫米 牙根长 毫米 牙冠长
、

宽

毫米
。

牙冠颊面颈部较阔
,

舌面比颊面稍小
,

远中面牙冠根部 比近中面突出
,

上有一个小

的半圆形接触面
。

抬而椭圆形
,

四个角较圆钝
。

近抬缘及远抬缘 自唇侧向舌侧收缩甚微

颊尖和舌尖均被磨耗
,

露出齿质相连而呈一个浅凹 舌尖微偏向近中
,

近猎缘中部稍靠颊

侧部位有一小的破缺 齿根单根
,

较长
,

为扁平的直锥状
,

颊面和唇面平直
。

近中面和远

中面上各有一条贯穿上下的沟
,

近中面上的沟较宽阔
。

根尖微微偏向远中
。

观察表明
,

这枚牙齿化石的形态和尺寸与现代人的基本一致
,

应属于晚期智人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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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击石核 件
,

除 件宽型的 图版
,

图
,

外
,

其余均为长型的 长 一
、

宽 一
、

厚 一 毫米 本类石核
,

常常是剥片面的背面保留有 自然面
,

个别的因

砸击而上部留有破损痕迹 其两端多可见清楚的砸痕
,

有见于两端一面的
,

有见于一端一

面另端两面的
,

也有呈放射状的 剥片面上的石片疤细长而小
,

但也有少数是比较短的
。

号 图版
,

图
,

是一件长型石核
,

长大于宽约两倍
。

两端尖
,

中间

大
,

横切面近似菱形 相邻两面分别为一砾石面和节理面
,

与此相对的二个面为剥片面
,

遗有浅平和平远的石片疤
,

两端具有鳞片状砸痕 又如 号 图版
,

图
,

背面由砾石面和节理面交成凸棱
,

与其相对面为剥片面
,

曾砸下过两块细长的石片 两端

呈斜刃状
,

有明显的砸痕

砸击石片

砸击石片共 件
,

可分为一端石片和两端石片

一端石片 件
,

体形细小
,

长度 一加 毫米的 件
,

一 毫米的 件
。

多

数为长形 的
,

长为宽的 倍 的 件
,

倍的 件
,

长稍大于宽的 件
。

宽厚指数为

一端石片上端有呈刃状
,

也有呈钝锐型的 下端多为钝的小面 有些是折断面或破

裂呈锐刃状的 一端石片形态有近似长方形
、

圭形和梭形 一端两面都有砸痕的 件
,

仅

背面有砸痕的 件
。

背面无 自然面和少许保留自然面的居多
,

分别为 件和 件
,

全部

或大部保留自然面的少数
。

号 图版
,

图
,

上端呈刃状
,

砸痕靠近左侧
,

两面可见细鳞片状和

台阶状碎疤
,

下端断残 破裂面 比较平坦
,

但背面不平
,

背面上部有几块石片疤 其右侧

下部还有一处 向左侧砸击的痕迹
,

使这部分的边缘变得曲折 号 图版
,

图
,

是长略大于宽的一端石片
,

砸击点在顶尖上
,

稍偏右
,

两面可见砸痕
,

下端崩落

碎屑后呈斜坡状
,

不见砸痕
。

破裂面较平 背面凸起
,

其上有由两端相对剥片的片疤
,

比

较长薄
。

两端石片 件
,

长度在 毫米左右的 件
,

一 毫米的 件
,

一 毫米

的 件 除一件宽形的之外
,

其余均为长形的
。

长约为宽的 倍和稍大于宽的各半 石片

宽厚指数为 两端石片的两端两面
,

均有砸痕的和一端两面另端一面有砸痕的各

件
,

其余为两端砸痕错向或两端都见于一面的 两端石片破裂面多平整
,

背面全为石片疤

的 件
,

带少量 自然面的 件
,

石片疤和 自然面各半的 件 形态有近似长方形
、

梯

形
、

梭形和不规则的
。

号 图版
,

图
,

是一件白色玛瑙的两端石片
,

近似梭形 上端呈弧

刃状
,

下端稍宽
,

向右斜
,

呈角尖状 两端两面具砸痕
。

破裂面较平
,

两侧各有一条平远

的似石叶疤
,

宽仅 或 毫米 背面 中部凸起
,

遗有多条细长的石片疤
,

最窄不到 毫

米
,

最宽为 毫米

砸击石锤

砸击石锤仅一件 号 图版
, ,

原为一件磨圆度较好而稍扁的卵形砂岩砾

石
,

重 克 多面可见散漫的坑疤 两个宽面中部均有盆形坑疤
,

一面的长约
、

宽
、

深 一 毫米
,

中部较两端为集中
。

另一面的稍大而浅 此外
,

两侧棱和两端也可

见很散浅的坑疤
,

侧棱上的呈条形
,

可能是用于将石片再砸成更薄的石片而留下来的 这

样的痕迹与周 口店北京人遗址出土的砸击石锤的痕迹是很相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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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有向下收缩的迹象
。

在尖部残留的磨光面上
,

可见细的磨痕
,

磨痕方向与骨锥长轴

交角为 根据上述特征来看
,

制造这件骨锥的磨制技术
,

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表 石制品统计表 魂 汕

氛
类 别别 锤击石核核 砸击击 锤击石片片 砸击石片片 第一类类 刮 削 器器 片 上上

盈 工具具具具

,,

执执
单台面面 多台面面 石核核 半边边 完整整 一端端 两端端 砸击击 单直刃刃 单凸刃刃 复刃刃 端刃刃 之李于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锤锤锤锤锤锤锤

石石石 英英

水水水 晶晶晶晶

碧碧碧 玉玉

缝缝缝 石石石

宜宜宜 硅质岩岩岩

侧侧侧 玄武岩岩岩岩岩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目目口口 石英岩岩

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

谣谣谣石英钠长斑岩岩岩岩岩

玛玛玛 瑙瑙瑙瑙瑙瑙

萦萦萦水晶晶

砂砂砂 岩岩

硅硅硅化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

二二 二二

块状毛胚胚胚胚胚胚胚胚胚胚胚胚胚
任任二二 锤击石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月月 二二

砸击石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

向向背面加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向向破裂面加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砸砸击加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分分类小计计

长长 度 单单 一

宽宽 度 位位 一 一一一一一一

厚厚 度 一

石石片角角角角角 一一

台台面角角 一 一

刃刃 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 一 一 一
、

长长宽指数数数数数 」」

宽宽厚指数数数数数

甲
产一

卜色林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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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小结和讨论

一 遗址的时代

遗址中出土的石制品显示了旧石器文化特征
,

同层位的 种动物化石全为现生的种

类
,

结合地层
、

地貌推断
,

其地质时代可能为晚更新世晚期至早全新世
。

年龄测定结果
,

第 层下部和底部炭屑分别为 士 和 士

①第 层上部炭屑为 士 ② 因此
,

文化层主要时代应为早全新世
,

底

部可能为晚更新世晚期 与推断的地质时代基本符合
。

二 遗址试掘区性质

根据 目前试掘所得石制品分析
,

其中次品和碎片
、

碎屑 比例较高
,

石器仅占
,

在第 层底可见大量石英碎屑
、

砸击石核和石片
,

个别锤击石核和石片密集于起伏不大的

层面上 以上特征表明
,

发掘区可能是石器制造场

三 文化的一般性质

大板桥遗址文化的一般性质
,

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石制品以石英 占 和水晶 占 为主要原料
,

煊石
、

碧玉和硅质岩也

占一定比例

石制品基本上是小型的
,

小于 毫米的占
,

一 毫米的占
,

大于 毫

米的仅占

砸击石片 占石片 多于锤击石片 占石片
,

依现有材料
,

打片以砸

击法为主
,

锤击法也是重要的方法 个别锤击石核和石片上可见预先修理的痕迹

石器主要是用石片加工的
,

仅有刮削器一类
,

修理粗糙
,

形制不规整
,

可能与发掘

区性质有关
,

也可能与时代有关
。

修理石器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 用锤击法修理的
,

则以向背面修理为主
,

少数系向

破裂面和复向修理而成
。

存在着磨制骨器
,

且磨制技术达到较高的水平

四 文化命名

“

大板桥人
’

以砸击法为主要打片方法
,

石制品基本上是小型的
,

又具有磨制骨器
,

这

一鲜明特点
,

有别于云南和东南亚已知的史前文化
,

与我国南方其它史前文化也有显著不

①由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 ,
, 实验室侧定

②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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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

与它具有相似特征的
,

仅见于我国北方周 口店北京人遗址和河南安阳小南海遗址
,

但

时代都比大板桥的要早
,

因此
,

从区域和文化性质等方面考虑
,

有必要给它一个新的文化

名称
,

故命名为大板桥人文化
。

五 文化对比和有关问题的探讨

文化对比和文化关系

大板桥人文化从其小石片
、

小石核和小石器的特点来看
,

同邻近省区的富林文化有所

相似之处
,

但富林文化以锤击法为主要打片方法
,

且块状毛坯比例较高
,

占 张森

水
, ,

而前者主要是片状毛坯 贵州普定穿洞下文化层与大板桥人文化也有些相似

之处
,

但它也是以锤击法为主要打片方法 张森水
,

桐梓马鞍山遗址上部文化中

较多地运用了砸击技术
,

小石制品占多数
,

具有磨制骨锥 张森水
, ,

显示出两者

间文化关系比较接近
,

但马鞍山文化块状毛坯和大型工具砍砸器占相当比例
,

在这方面二

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富林文化和马鞍山文化被认为是我国南方具有北方色彩的文化
,

而大板桥人文化的北

方色彩则更浓
。

从它最鲜明的特点 见前文 来看
,

与中国猿人文化 裴文 中
、

张森水
,

和小南海文化 安志敏
,

张森水
,

更为接近 在与云南毗邻的东南亚

诸国至今未发现有砸击制品的报道
,

由此看来
,

大板桥人文化可能与我国北方旧石器文化

关系密切
,

但也不能排除区域性文化间的偶然巧合 这个间题的解决
,

有待将来发现更多

的材料和深人研究
。

关于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旧石器文化的问题

大板桥人遗址中
、

上部文化层的时代
,

已属于新石器时代范畴
,

但其文化性质
,

仍保

留旧石器的风貌 由于各地文化发展水平不一
,

类似情况在我国南方已有先例 如果将这

类文化称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或
“

中石器时代
“

文化
,

显然很不合适
。

在国外
,

如象北欧
,

把

类似这样的文化叫做
·

类旧石器文化
,

这类文化与旧石器时代文化

仅是所属时代不同
,

在制作技术上并没有什么差异 因此有人提出
,

将旧石器时代文化与

旧石器文化分开
,

后者不限于旧石器时代 张森水
, 。

笔者认为
,

这种意见是可取

的 因为文化是时代的产物
,

具有较强的时代性
,

但它可以超越时代的范畴而存在

故大板桥人文化仍归为旧石器文化
,

其时代已如前所述
。

由此可说明
,

在我国南方一

些地区
,

旧石器文化延续时间较长
,

可延到新石器时代

我国南方早全新世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史前文化

在我国南方
,

与大板桥人文化同期的
,

除鲤角嘴
、

颤皮岩
、

白莲洞等遗址的新石器文

化和元谋细石器文化 周国兴
,

外
,

已发现的主要还有两种旧石器文化类型
,

一是

岭南类型 有人将它归为中石器时代文化
,

何乃汉等
, 、 ,

用锤击法打片
,

主

要是中一大型的石片石器和单向打击的砾石砍砸器
,

偶尔有刃部磨光的切割器
、

穿孔石器

和磨刃石斧 另一是猫猫洞类型 曹泽 田
,

兜 张森水
, ,

用锐棱砸击法打片
,

用锐棱砸击

石片向破裂面修理精细的刮削器
、

尖状器和砍砸器
。

在云南保山塘子沟遗址 张兴永等
,

发现过 多年的塘子沟旧石器文化
,

是以锤击法为主兼用锐棱砸击法打片的中一大型砍砸器
、

尖状器石工具组合
,

类型与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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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相似
,

但以 比例较多的单平面砾石手锤和骨
、

角
、

牙器为其特色 继大板桥人遗址之

后
,

在蒙自马鹿洞 张兴永
,

等地也发现了时代与大板桥文化相似的旧石器文化
,

类型可能与猫猫洞类型接近 这些史前文化都与大板桥人文化类型迥然不同 这说明在我

国南方
,

早全新世存在着多种的史前文化类型

发现意义

大板桥人文化以砸击法为主要打片方法
,

在我国南方系首次发现 对于小石器为主的

文化和典型的砸击制品以及具有我国北方旧石器文化色彩的史前文化
,

在云南均属首次发

现 用砸击法修理石器刃 口的技术
,

过去仅发现于北京人遗址和四川铜梁
、

贵州桐梓马鞍

山等少数遗址 张森水
, 、 、

元谋人的石器中有一件刮削器
,

也可能是用砸击

法修理的 张森水
, ,

大板桥人用砸击法修理刃 口技术的发现
,

扩大了这一技术的

时空分布范围 用硅化木制造石器
,

在国内也属于首次发现

大板桥人遗址及其文化的发现
,

丰富了史前文化的内容
,

为早全新世人类文化增添了

新类型
,

对研究我国南北方史前文化间的关系
、

砸击技术的演变
、

兴衰都有着重要意义

六 古生态环境

由于篇幅所限
,

动物化石和抱粉分析的详细内容将另文发表
,

在此仅作一简要记述二

根据试掘区地层剖面初步分析
,

第 层底部石器制造场代表
‘

大板桥人
”

使用这个洞穴

的最早活动面 此层堆积过程中
,

除洞顶有部分石钟乳断块崩落外
,

自然堆积主要是土状

堆积
,

表明洞内比较干燥 抱粉分析 ①以松属为主
,

并有一定数量的菊科花粉存在
,

显示

气候温暖而稍干 第 层属于土状堆积与碳酸盐化学沉积同时进行的产物
,

显示了环境变

得潮湿 从中发现的零星螺蜘壳化石系滇池中的特有属种
,

它们的存在可能与人类活动有

关 此层抱粉分析
,

则有以大量风尾燕为主的戴类抱子存在
,

反映出当时气候是湿热的
。

少量眼子菜屯 篷萍草
、

小环藻等水生花粉存在
,

表明洞穴附近有河湖或沼泽
,

这由喜水动

物翠鸟
、

水獭化石的发现可资佐证 抱粉分析与动物化石群生态环境分析结果基本相符

合
,

遗址附近当时属于低山丘陵和平原的亚热带气候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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