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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毕节扁扁洞的 旧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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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春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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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锐词 毕节扁扁洞 7 旧石器 7晚更新世早期或稍早

内 容 提 要

贵州毕节扁扁洞里发现的 8 余件石制品中
,
石器类型不多

,

加工较复杂但不够精致
。

与

石制品伴出的 余种哺乳动物化石属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员
。

含化石和文化遗物

的地层为黄色堆积
。

地质时代可能属晚更新世早一阶段或稍早
,
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

或稍早
。

 9 : 年 ! 月
,

我们在毕节县境调查
,

于海子街乡附近的扁扁洞中发现一些石化程度

较深的哺乳动物化石
。  9 ; 年 , 月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贵州省博

物馆派员复查了这个地点
,

并于洞中拣得几件人工痕迹清楚的石制品
。  9 , 年 一 !

月
,

这两个单位组成联合发掘队在这个地点进行了发掘
< ,

获得相当数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和 8 余件石制品
。

现将初步结果加 以报道
。

一
、

地质地貌概况和洞穴堆积与动物化石

扁扁洞位于贵州西部的毕节县城北东约 : 公里的海子街乡周家桥村东侧
。

与 旧石

器时代晚期的大洞遗址仅
“
一墙

”

之隔
。

地理 座标为东径 5 “ ! :
’ ,

北纬 !=
“

!!
’。

该区属黔西山字型构造体系的西翼
。

小区域出露地层多为三叠系下统的永宁镇组或

飞仙关组
,

以灰岩夹 白云质灰岩为主 7上覆大面积的第四系黄土堆积
,

但较薄
。

地貌为东

西向山间丘陵槽谷
,

海拔多在 ; 9 一 , ! 米之间
。

扁扁洞座落于一个东西长约 5 米
,

南北宽约 ! 5 米的封闭型槽状洼地东侧
,

其间有一小溪 由西向东流经扁扁洞坡脚再转南

注人地下河
,

由山后流出汇人向南流的二道河
。

扁扁洞沿层面发育在三叠系下统的中厚

层灰岩中
,

其岩层产状大致为倾向 9 9 “ ,

倾角
“ 。

洞口 向北西
,

高出溪水面约 巧 米
。

洞

外坡度陡
,

洞口有一水渠横过
。

洞体长约 !8 米
,

由北西向南东伸至 ;
%

5 米处折向北东 7

洞宽
%

!一 !
%

; 米 7洞高 !一 ;
%

! 米
。

洞内堆积均向南倾
,

交汇于转折处
。

靠外的大部分堆

与扁扁洞同期复查的地点有 = 个 7 发掘的遗址还有老鸦洞和海子街大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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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均受不同程度的 自然破坏和人为扰乱
,

且未见化石和文化遗物
。

在深部保存有一部分

较为完整的堆积
,

所有文化遗物和化石均出于此处
。

堆积由上至下分四层 4图 6
>

4∃6 褐黄色砂质土
、

灰岩角砾层
。

顶部胶

结坚硬
。

厚 !5 一 ;5 厘米
。

含石制品和化石
,

化石

种类有腹足类 4?
≅ Α ΒΧ # . # Δ ≅

6
、

剑齿象 4Α, ,  甘。。

Α.
·

6
、

中国犀 4− ΕΦ, # Γ ) Χ # Α “ , ) Η > Φ> # Ι ) Η
6
、

鹿

4ϑ
) Χ , 二 7 Α.

·

6
、

水鹿4−
Κ Α ≅ ΑΛ

·

6
、

羊亚科4Μ
Ν ΦΗ ≅ )

ΦΗ Δ ) Β6
、

牛亚科 4Ο
# Ν ΦΗ ≅ ) ΦΗ Δ ) Β6

。

4Π6 灰黑色砂质土
。

松散
。

呈线条状分布

但不十分明显
。

厚 一 ! 厘米
。

未见化石和石

制品
。

4: 6 褐黄色砂质土
、

灰岩角砾层
。

顶部胶

结坚硬
。

厚  5 一 厘米
。

含化石和石制品
,

化石有啮齿 目 4−
# Δ ) Η ΒΦ≅

6
、

虎4.
≅ , ,人) Χ ≅ , ΦΘ Χ ΦΑ

/
·

6
,

中国黑熊 4Ρ
Χ Α, 5 ΒΕ Φ3 # Β≅ Η Κ Α ) Κ Ν Φ) Χ

6
、

东

方剑齿象 40
Β# Θ # Δ # # # Χ Φ) Η Β ≅ ∃Φ> # Ι ) Η

6
、

中国

犀
、

鹿4裴文中
、

韩德芬
,  5 = 6

。

4; 6 黄色砂质亚粘土层
,

夹灰岩角砾
。

有

的角砾经水溶蚀
,

棱角不分明
。

顶部有间断薄

层钙板
。

厚 85 厘米未见底
。

中上部含化石和

石制品
,

化石有龟鳖类 4ϑ Ε) ∃#Η Φ≅ 6
、

啮齿目
、

中

图 扁扁洞堆积剖面 4Α
) Γ Β Φ# Η # Σ > Ε )

Δ ). # ΑΦΒ Α # Σ ΟΦ≅ Η Δ Φ≅ Η Γ ≅ Ν 。

6
%

砂质土夹角砾 4Α
≅ Η Δ Τ 5 Ι Φ‘Ε 3 Χ ) Γ Γ Φ≅

!
%

砂质土 4Α
≅ Η Δ , 5

6 7

:
%

亚粘土夹角砾 4Γ ∃≅ , ) Τ 5 Ι ΦΒΕ 3 Χ ) Γ Γ Φ≅

;
%

石器和动物化石 4Α
, # Η ) ΦΥ . ∃“Υ ) Η ‘“ ≅ Η Δ

Σ。 。5 5

6

国黑熊
、

东方剑齿象
、

中国犀
、

巨摸 4ς
) Θ ≅ Β≅ 户ΦΧ Κ Α ≅ “Θ “Α Β# Α ς

%

) Β ?
%

6
、

鹿
、

牛亚科和揭

牛 4Ο Φ3 # 7 Α .
%

6 4ϑ # ∃3 ) Χ Β ) Β ≅ ∃
%

,  5 : 7 周明镇等
,  = ; 6

。

上述各层所含角砾几为 白云质灰岩
,

砾径在 5 多厘米至几毫米不氰 一般在 , 一 !

厘米之间
。

角砾可能由洞顶岩石在不同时间内风化脱落所致
。

第一
、

三层含角砾成分多
,

甚可称之为角砾层
。

其两层之间有一线状松散的灰黑色砂质土
,

似呈层状
,

但不很明显 7

也未见化石和文化遗物
。

岩性结构上除一层含角砾较三层略多外
,

似无差异 7第三层中的

动物种类与第一层的无明显差别
。

由此估计
,

两层之间的时代差异不会太大
。

就整个堆

积而言
,

由下至上岩性结构大致有含角砾趋多
,

色泽有略为偏褐的变化
。

但都不十分明

显
。

而相较之下
,

后者变化又不及前者
。

因此我们将含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地层统称为
“

黄

色堆积
” 。

从扁扁洞堆积物里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都可看作是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员
,

它

们之中既无第三纪的残存种
,

又无中更新世的典型种
,

再结合地层的情况推测
,

扁扁洞石

制品和化石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早一阶段或稍早 4裴文中
,  8 5 6

。

根据北京大学考古系年代测定
,

扁扁洞地点的 :一 ; 层齿化石的铀系法年龄 距 今为

: 一 = 万年 4样品都不封闭6
。

如果这个年代接近扁扁洞中化石和石器形成时的实际年

代的话
,

洞内石制品和化石的地质时代当为中更新世末或晚更新世初
,

和上述时代分析的

结论基本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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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石 制 品

从扁扁洞里发现的石制品共 =5 件
。

其中出自层位的 :5 件
,

脱离层位的 ; 件
。

除

件断块外
,

我们对 “ 件标本进行了观察
、

测量和描述
。

石制品的石料有硅质灰岩  

件
,

健石和灰岩各 = 件
,

泥质粉砂岩 Η 件 7而原材料为砾石的 :9 件
,

结核的 台件
,

石块的

= 件
,

不能明辨的 件
。

依出土情况分两部分记述
。

4一 6 出自层位的石制品

目前
,

在扁扁洞堆积物的第一
、

三
、

四层中获得的石制品共 :5 件
。

观察记录和参与统

计的标本仅 !; 件
。

分为有坑疤的砾石
、

石核
、

石片和石器等几类
。

有坑疤的砾石 件
。

保存完整
。

外形近于卵圆形
。

体长 “
,

宽 8;
,

厚 59 毫米
。

坑

疤位于砾石上
、

下面中央区和近端面 中上区
< 的隆凸处

。

坑疤形状不规则 7 大小分别为

: ! & ! 9 , Ω Α , : 8 & ! ! 毫米 7 多由深浅不一
、

稀密不一的点状构成
。

石核 8 件
。

素材都为砾石
。

标本长宽在 毫米以上的 ! 件
,

= 一 毫米的 :

件
,

小于 8 毫米的 件 7 其大者 ! 8 Ω ! Ω = 9 ,

小者 5 : Ω ; : Ω ; ; 毫米 7 形态各异
。

依台面多寡分为 : 类 > 即单台面石核
、

双台面石核
、

多台面石核4各 ! 件 6
。

前者片疤均存

近端面
。

后二者片疤多存于远端面
、

底面和左
、

右侧面
,

存于上面和近端面的较少 7且多以

。

圣三竺
」

图 ! 贵州毕节扁扁洞的石核

4? Ο : .
·

, ;6ϑ
# Χ ) Σ Χ # Υ

ΟΦ≅ Η 3 Φ≅ Η ϑ ≅ Ν ) ,

Ο ΦΦΦ)

底面和远端面为台面
,

分别由底向上和 由远向近打片
,

而以上

面和左侧面为台面的较少
。

各面上片疤的数量以 片和 : 至

5 片的居多
, ! 片的次之

。

台面性质以素台面居多
,

天然台面

次之
,

有脊台面仅 例
。

台面角在 9
“

以下的和 9 一”
“

的

几相等
, “

以上的较少
。

其最小台面角为 , 9 “ ,

最大台面

角 ! “ 。
? Ο , Λ

%

5 ; 标本是在核体的同一边缘分别向不同

方向打片 4图 Π6
。

石片 件
。

素材为砾石的 8 件
,

石块的 件
,

不明辨

的 : 件
。

标本长宽小于 ! 毫米的 ∃ 件
,

: 一: 毫米的 ; 件
,

5 一 8 毫米的 ! 件
,

= 一 9 毫米的 ! 件
,

大于 毫米的

件 7 其大者长宽厚为 5 & = ! Ω ; : ,

小者 Ω 8 Ω :
%

5 毫

米
。

其中长型石片 ! 件
,

中型和宽型石片各 ; 件 7 厚石片约占

Ξ : 。

外形多不规则 7横截面呈不等边三角形的略多
。

石片

件6和台面破碎 4 件6
。

台面保留和不保留的各 ; 件
,

台面处于起点的 ! 件
。

依台面

性质分为天然台面
、

素台面
、

零台面 4各 ! 件 6
、

台面缺失 4:

石片腹面半锥体 4除台面缺失者外 6平的 ; 件
,

微凸的 : 件 7打击

< 对砾石或石块制品的定位
,

我们是以实物体长为长 7较平大的一面作底面或下面
,
即相当于腹面 7较宽大或厚的

一端作近端 7以此为基准来确定其它部位
。

各平面上部位的划分则是在定位的基础上
,
纵

、

横大致三等分
。



期 蔡回阳等 > 贵州毕节扁扁洞的旧石器

泡平的 8 件
,

微凸的 ; 件
。

有一件夭然台面石片的腹面具平行的双锥泡
。

可测标本的石

片角 4蔡回阳
,  9  6分别为 ; 。

、

5
“ 、

: ! 。
、

; “ 。

石片背面全

部保留石皮的 ; 件
,

部分保留石皮的 ! 件
,

不保留石皮的 ; 件 7背

面一片疤与二个以上片疤的各半 7 背疤受力部位与石片台面相同

的 ; 件
,

不同的 ! 件
。

石叶 ∃件
。

长 ”
,

宽 :
,

厚 毫米
。

台面端由腹向背折曲

断失
。

依长度大于宽度的两倍而归人石叶4李炎贤等
,  98 ≅

6
。

翻

刮削器 , 件
。

素材均为石片
。

外形呈不规则四边形的 :

件
,

三角形和半圆形的各 件
。

标本呈长型和宽型的各 件
,

中型

的 : 件
。

厚的标本有 : 件
。

依加工边缘的数量分为单边刮削器4:

件6和两边刮削器 4! 件 6
。

? Ο’Λ
%

Μ8 8 标本为横边单凸刃刮削器 4图 : 6
。

素材为天然台

面石片 7 长 ; 
,

宽 9
,

厚 !9 毫米
。

在石片远端施以正向加工 7 加

工距离近 7刃角直 4李炎贤等
,  98 3 67 修疤连续

,

大小不一且多呈

短一中型结合 7刃缘不平齐
。

刃的对应边为标本最厚钝的一边
。

? Ο; Λ
%

。。8 为侧边单凹刃刮削器
。

素材为天 然台面石片 7 长

9 =
,

宽 8;
,

厚 ; 毫米
。

在石片左侧边缘远区施以正向加工 4即小

半刃6 7加工距离近 7刃角直一陡结合 7刃缘不平齐
。

刃缘相对边为

标本最厚钝处
。

‘Ψ Ψ Ψ Ψ Ψ 一Ψ 喇 Ζ Γ 们Η

图 : 贵州毕节扁扁洞的

单凸刃刮 削 器 4? Ο
7

Λ
·

8 8 6 ΑΦ Η Θ ∃) Γ # Η Ν , Ω

Α Γ Χ ≅ Λ ) Χ Σ Χ # Υ Ο Φ≅ Η 3Φ≅ Η

ϑ ≅ Ν ) ,

Ο ΦΦΦ)

? Ο: Λ
%

# # , 。为侧边单凸刃刮削器
。

素材为台面缺失的石片 7长 : = ,

宽 ; 8 ,

厚 : 毫米
。

图 ; 贵州毕节扁扁洞的两边刮削器 4? Ο : Λ
%

# #“ 6
[ # Κ 3∃) 一 ) Δ Θ ) Δ Α )Χ ≅ . ) Χ Σ Χ # Υ Ο Φ≅ Η 3 Φ≅ Η ϑ ≅ Ν ) ,

ΟΦΦΦ)

在石片左侧边施以反向加工
,

但

有的修疤不连续 7加工距离近 7 刃

角直一陡一中结合 7 刃缘不平齐
。

) Ο , Λ
%

# #斗9 为两 边 刮 削 器

4图 ; 6
。

素材为点状台面石片 7 长

8 ; ,

宽 5 ! ,

厚 ! 毫米
。

在石片远

边和左侧边进行异向加工
。

左边

刃为交互加工
,
加工距离近

,

刃角

陡一中结合
,

刃形凹凸
,

刃缘呈锯

齿状 7远边刃为正向加工
,

加工距

离近一中结合
,

’

刃角直一陡一中

结合
,

刃形凹
,

刃缘不平齐
。

其两

刃相连成钝角
,

连接处平缓
。

而

未修整成刃的右侧边为石片最厚

钝的一边
,

在该边近区和远区分

别有对向和正向的零星打修痕迹
,

可能为剔去锋利部分便于把握而做
。

? Ο田
%

; : 为两边刮削器
。

素材为台面缺失的石片 7 长 ;5
,

宽 ;;
,

厚 !5 毫米
。

在石

片近端和右侧边均行正向加工
。

其刃形均凹
,

刃缘都不平齐 7且两刃相连成锐角
,

连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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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凸而两边凹下
。

近端刃加工距离近
,

修疤不连续
,

刃角直 7 右边刃加工距离近一中
,

刃角

图 5 贵州毕节扁扁洞的尖状器 4? Ο
,

Λ% 呼! 6
Λ # ΦΗ Β Β Χ # Υ ΟΦ≅ Η 3 Φ≅ Η ϑ ≅ Ν ) ,

Ο Φ∴Φ)

陡一中结合
,

刃缘 中部有一深

5 宽 ; 毫米的小凹缺
,

系一击

而成
,

尚不具备 凹缺刮器的含

义4李炎贤等
, ΩΘ Α8 6

。

尖状器 ? Ο >Λ
%

; ! 标本

出自第一层
,

是该地点唯一的

尖状器代表 4图 , 6
。

素材为天

然台面石片 7 外形呈不规则多

边形 7长 8 5
,

宽 5 ; ,

厚  毫米
。

在石片左
、

右侧边的远半边缘

加工
。

加工处均为石片边缘薄

锐处
。

左侧边刃缘为正向加工
,

刃角陡一中
,

刃形略凸 7 右侧边刃缘为转向加工
,

刃角中等
,

刃形凹凸
。

两刃修疤都连续
,

加工距离近
。

左侧刃修疤大小为中一小一微结合
,

右侧刃为小一微结合
。

修疤长宽比均

为短一中型结合
。

刃缘都呈细锯齿状
。

左
、

右刃相交于远端成尖
。

尖位偏右
,

尖的偏角为

! “ ,

可归属正尖型4李炎贤等
,  9 8 Γ

6
。

尖的两侧为异向加工
,

恰好在接近尖端的部分构

成错向
。

尖刃角 4侧量依何乃汉
、

邱中郎
,  9 = 6=  

“ 。

4二6 脱离层位的石制品

脱层的石制品共 ; 件
。

包括复查采集的 8 件和发掘时清理回收的 :; 件
。

简述如

下 >

有坑疤的砾石 5 件
。

砾石上仅一处坑疤的 ; 件
,

多处坑疤的 件
。

坑疤多由点状

构成 7 疤痕浅的较多
,

没有凹坑状的
。

坑疤的形状多不规则
,

‘

大小多集中于 ! 一 : 毫米
。

石核 = 件
。

素材多为砾石
。

标本长宽多集中于 ; 一= 毫米且多长宽接近
。

分为

单台面石核 ! 件
,

双台面石核 ∃ 件
,

多台面石核 ; 件
。

片疤各面都有
,
相较之下存于底面

的略多
。

各面上的片疤数量以 片的稍多
, ! 片和 :一5 片的次之

,

但彼此悬殊不大
。

台

面性质以素台面 居多
,

天然台面次之
,

有疤台面有 ! 例
。

台面角 以 9
。

一   “ 的最多
,

9 。

以下的次之
, 。

以上的仅 例 7最小台面角 8 !
,

最大台面角 ; 。 。

石片 ! 俘
。

外形呈梯形的 : 件
,

其它形态的  件
。

标本长宽在 != 一 巧 : 毫米之

间
。

其中长型石片 ! 件
,

中型石片 = 件
,

宽型石片 : 件 7 厚的标本占一半
。

石片按台面性

质分为天然台面 ; 件
,

素台面 ! 件
,

有疤台面 : 件
,

点状台面
、

台面破碎和台面缺失的各

件
。

腹面半锥体平的 8 件
,

微凸的 5 件 7 打击泡平的 =
厂

件
,

微凸的 5 件
。

有两件标本具有

双锥体
,

且与石片半锥体平行
。

石片角分别为 9 9 “

和 : “ 的各 ! 件
, 8 “ 、 = “ 、 5 “ 、

8 “ 和 ! 8 “ 各 件
。

石片背面石皮全部保留的 ! 件
,

部分保留的 8 件
,

无保留的 ; 件
。

而背疤数量为 :一5 片的 8 件
, ! 片的 : 件

,

片的 ∃ 件 7背疤受力部位与石片台面相同的

; 件
,

不同的 8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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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叶 ! 件
。 ? Ο

%

Λ
%

 标本长 ! ! ,

宽 :;
,

厚巧
%

5毫米4图 86
。

石质为 白云质灰岩
。

台面为节理面
。

腹面半锥体微凸
,

打击泡平
。

背面有一与标本等

长的细叶状疤痕
,

左右侧为砾石面
。

标本两侧边平行
,

横截面略呈

梯形
。

砍砸器 , 件
。

素材为砾石的 : 件
,

石块的 ! 件
。

外形呈四

边形的 : 件
,

多边形和三角形各 件
。

标本长宽接近的 ; 件
,

长大

于宽的 ∃ 件 7大者 9 Ω : Ω 5 = ,

小者 8 = Ω 8 5 Ω : 8 毫米
。

类

型可分为单端砍砸器
、

单边砍砸器和两边砍砸器
。

后者 : 件
,

加工

部位都在远端和右侧边 7刃形组合各异
。

其两刃相连
,

加工不在同

一平面的 ∃件 7 两刃不相连
,

加工在同一和不同一平面的各 件
。

总起来看
,

在 9 个刃缘中复向加工的 5 刃
,

正向加工 ! 刃
,

反向加

工 ∃ 刃
。

修疤不连续的有 : 刃
。

加工距离近的 , 刃
,

中等和组合

型的 : 刃
。

刃角直的 : 刃
,

直一陡和直一陡一 中结合的各 ! 刃
,

陡

一中结合的 ∃ 刃
。

刃缘不平齐的 8 刃
,

锯齿状的 ! 刃
。

双刃标本

中同向加工 ! 件 4同为复向6
、

异向加工 ∃ 件 4复向与正向6 7 刃角
、

加工距离都不均一
,

刃缘形态大致相同
。

刮削器  件
。

素材为天然台面石片的 : 件
,

素台面石片

件
,

台面缺失的石片 5 件
。

外形多不规则
,

呈梯形和近方形的有 :

件
。

标本长宽在 : 一 ; 毫米的 ! 件
,

5 一” 毫米的 = 件 7 大者

=  Ω 8  Ω ! 5 ,

小者 : , Ω ; ! Ω :
%

5 毫米 7 其中呈长型的 ! 件
,

: ϑ Υ
卜% % % % % % % % % 曰

图 8 贵州毕节扁扁洞

的石叶 4? Ο .
·

 6
Ο ∃≅ Δ ) Σ Χ # Υ Ο Φ≅ Η 3Φ≅ Η

ϑ ≅ Ν ) ,

Ο ΦΦΦ
)

中型的 = 件 7 厚的标本有 件
。

可分为单边4: 件 6
、

两边4, 件 6和多边 4 件 6刮削器
。

前

者的加工部位在素材远边的 ! 件 4刃形凹凸6
,

近边的 件 4凹刃6 7 加工方向分别为反向
、

交互和复向 7加工距离近 7 刃缘都不平齐 7刃角直
、

直一中和直一陡一中结合各异
。

两边刮

削器的加工部位在素材一端一侧边的 ; 件
,

两侧边的 件
。

刃形组合各异
。

两刃相连的

: 件
,

不连的 ! 件
。

加工方向有 ; 种
,

依次为正向
、

复向
、

反向和转向 7其中同向加工 ∃ 件
,

异向加工 ; 件 4未见错向加工6
。

刃角多不均一 7加工距离近的多 7刃缘不平齐
。

后者在素

材四边加工
,

加工方向三正一反
,

刃角直和直一陡
,

刃形两凸一直一凹凸
,

加工距离近
,

刃

缘都不平齐
。

在两边刮削器中
,
? Ο

%

Λ
%

! 5 标本的远
、

左刃相连的角具有雕刻器打法 > 先由远向近

两次打击
,

于左侧面上产生两片平行的细叶状疤
,

长宽分别为 ! Ω ; ,
巧 Ω , 毫米

。

后由

左向右打击
,

于远端面上产生一长
%

5 宽 ; 毫米的扇状小疤
。

其先后两次不同向打击产

生的夹角在 8 “

左右
。

从左侧面看
,

似呈凿状刃口 7 而夹角如此之大
,

恐怕就难于行使雕

刻之功能
。

故不作单独类型
,

但不能不说明有这种打制方法
。

在上述两部分石制品中
,

脱离层位的标本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

但我们认为有理由把它

与层位中出土的石制品同视
>
一是都出自洞穴深处 7 二是标本上粘附的胶结物与层位中

出土的标本上粘附的胶结物相 同 7 三是在清理扰乱的堆积中
,

除发现几块照明用遗的橡胶

皮外
,

几无它物掺和 7四是石制品除个别类型外4如砍砸器6
,

标本形态和加工技术是基本

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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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小 结

综合扁扁洞地层
、

古生物资料和石制品的情况分析
,

该地点堆积物的地质时代可能属

晚更新世早一阶段或稍早
,

文化时代为 旧石器时代中期或稍早
。

通过扁扁洞石制品的观察分析
,

我们初步得到几点认识 >

%

打片多不加修理台面
。

大多数石片和石核特征与石锤直接打击产生的特征相似
。

石核以两个以上台面的居多 7 石片背面多具片疤
。

石核和石片形状多不规则
。

!
%

石器素材多为石片
。

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
,

砍砸器次之
,

还有尖状器
。

复刃石器

略多于单刃石器
。

器形大小几乎都在 ; 厘米以上
,

形状多不规则
。

:
%

石器的加工方向以正向为主
,

复向和反向次之
,

交互和转向较少 7 还具有雕刻器打

法
。

复刃石器异向加工多于同向
。

大多数刃缘的加工是在块或片的薄边进行 7 而整边修

整的约占 ! Ξ : 7修疤不连续的 占 Ξ 5 强
。

加工距离近的多
。

修疤大小均一的很少 7 长宽

比多呈短宽型和短一中型结合
。

刃角多陡直
。

刃缘不平齐
。

由上述几点认识看来
,

扁扁洞的石制品似乎与贵州黔西观音洞的有较多的联系
。

观

音洞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 4李炎贤等
,  98 6

,

在扁扁洞发现的石制品中也有程度不同的

反映
。

如石核的利用率较高
,

加工的多样性
,

加工角度和加工方向的不定型
,

刃角陡的多
,

刃缘不平齐的多等 7但在石器的成品率和复刃石器多
,

类型的多样性
,

以及修整痕迹的结

构多叠层状等方面却不如观音洞的石制品表现得那么强烈
。

而与桐梓岩灰洞 4吴茂霖等
,

 = 56发现的石制品相比
,

扁扁洞的也显得有些类似
。

如加工粗糙
,

用锤击法打片和石器

加工以单向为主
。

由于扁扁洞的材料不多
,

更细的比较留待今后进一步的工作
。

另外
,

在我们统计扁扁洞石制品的各项特征中
,

有的相关项 目彼此不够吻合
。

如台面

角与石片角
,

石核与石片的台面性质等
。

但我们相信是客观的
。

由于材料不多
,

具体原因

有待讨论
。

在发掘工作中
,

我们受到毕节县文管所和海子街区公所的大力支持 7周杰
、

朱大连
、

张

同义等同志的协助
。

在研究过程中
,

得到邱中郎和李炎贤二位先生的帮助
。

本文石制品

插图由候晋封先生绘制
,

在此一并致谢
。

4   年 ; 月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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