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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汉源狮子 山 旧 石 器

陈 全 家
3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4

关镶词 狮子山 5 旧石器 5更新世晚期

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道了在狮子山中上部浅黄灰色的砂质土层中或地表找到的一些旧石器 和 动 物 化

石
。

对石器的研究表明
,

其自身虽有一些特点
,

但从总体上看
,

应归于富林文化类型
,
地质年代

亦大体相当
。

四川汉源狮子山旧石器文化地点与富林文化遗址隔河相望
,

分别埋于大渡河左右岸

的第二级阶地内
,

该遗址是继富林镇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之后的又一处 旧 石 器 遗

址
。

自  6年起不断有人在那里工作 37 8 9 : ; ,

 6 5 < # = ∃∋ > ,

 6 5 杨玲
,  ? 5 张森

水
,  ≅ ≅ 4

#

狮子 山旧石器地点  ≅ ! 年曾进行过调查
,

采集到了一些标本
。  Α 年 斗月进行复

查
,

参加复查的除本文作者外
,

还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森水
,

重

庆 自然博物馆的李宣民等
。

本次复查采集到石器数十件
,

犀牛化石的掌骨和斧足类化石

各一件∃4#

一
、

地 点 概 况

该遗址位于大渡河南岸的狮子山上
,

与富林镇隔河相望
,

二者相距约 Β 公里 3图 4
,

狮子山顶高出大渡河水面约 Χ 米
,

石器主要分布在山的中上部
,

绝大多数遗物采 自地表
,

只有极少数标本出自浅黄灰的砂质土层中
。

据地表采集遗物表面粘附物的性质看
,

与石

器出土地层的岩性基本一致
,

可 以认为采 自地表的遗物原埋于黄灰色砂质土层
。

与石器

同层发现的动物化石
,

包括有犀牛 3尺Δ. 。“
5 口 Ε

>,Φ 4 的第三掌骨一件
。

在南方中
、

晚更新

世化石犀牛都归为一种
Ε
中国犀 3+ Δ.。

‘。 , 口 Ε Ε ., 二 .Ε 4 3图版 0
,

, 4
,

故此标本可能属于

中国犀的掌骨 5 斧足类的剑状矛蚌 3乙
。ΓΗ 。。∃; .: 9 ∃: 8 .# ∃Ι> 4 化石

。

本次发现的犀牛第三

掌骨为富林组 3张森水
,  ≅ ≅ 4增添了新的资料

。

∃4 本文是在张森水老师指导下完成的
,
并对全文作了审阅和修改

。

照片由张杰先生拍摄
,
作者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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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石 器

本次复查所获石器
,

作过研究的标本共 朽 件 3表 4
,

原料绝大多数为隧石
,

其颜色呈

黑
、

灰和灰白色
,

个别的紫红和肉红色
,

还有少量的花岗岩
。

在石器中只有一件砸击石核

是采用砾石加工的
,

并保留了较大面积的砾石面
,

其余者不见砾石面
,

但部分标本的局部

保留有节理面
,

全部标本没有水冲磨的痕迹
,

均棱角分明
。

由此观之
,

石器在埋藏过程中

或暴露地表之后
,

均未被自然力所搬运
。

Φ

石核
滚

一

共 ? 件
,
依打片方法的不伺

,

可分为砸击和锤击石核
。

3玲 砸击右核
一

! 件
。

整体形状呈枣核形
,

划
、
相差悬殊

,

剥片方向也有所 不 同
,

由其上遗留的石片疤看
,

所产生的石片均长大于宽介 标本
一

,Φ 号为两端石核
,
在核体

的三面遗有剥片后留下的阴痕
,

仅少部分仍是节理面
。

标本 ,Φ 叨夕号 3图 ! 之 ! 5 图版

0
,

4 为单端石核
,

在石英砾石的一端有清楚的砸痕和放射线
,

其核体的工作面上遗有三

块剥片后留下的石片疤
,

长而薄
,

其远端仍保留砾石面
,

略呈弧形
,

无任何破损痕迹
。

3! 4 锤击石核 共 Β 件
,

依台面数量的多少
,

可将石核分为单台面和双台面石核两

类
。

单台面石核 件
。

标本 ,
Φ

! 号现存形态呈三角形
,

核体扁而薄
,

自然台面角为

Α Α
“ ,

工作面上有连续两次剥片的痕迹
,

在石片的远端有向两侧剥落碎屑的疤痕
,

形成的原

因可能是由于石核在剥片过程中核体变薄
,

不宜于手握打片
,

将石核置于石砧上
,

然后再

进行打片
,

使其台面相对缘受石砧反作用力而留下上述痕迹3图版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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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石器分类
、

原科
、

毛任
、

加工方式和侧1 统计 3单位 Ε 毫米4

锤锤击石片片 砸砸 小小 锤击石核核 砸砸 刮 削 器器

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
断断片片 半边

、、

整片片 石石 块块 单合面面多台面面 石石 单刃组组 端刃组组
!!!!! 石片片 !!! 片片片片片 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

∃∃∃∃∃∃∃∃∃ ΒΒΒΒΒΒΒΒΒΒΒ 直刃刃 凸 ΡΡΡ 回端刃刃平端刃刃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凹刃刃刃刃刃刃刃

缝缝石石石石石石 ∃ ∃∃∃ ∃∃∃ 666 ∃∃∃∃∃ 66666 ∃∃∃

花花岗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石石英英英英英英 ∃∃∃∃∃∃∃ !!! ∃∃∃∃∃

毛毛胚胚 锤击石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 ∃∃∃∃∃∃∃∃∃

断断断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

小小小石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 !!! !!!

∃∃∃∃∃∃∃∃∃∃∃∃∃∃∃∃∃∃∃∃∃∃∃∃∃∃∃∃∃∃∃∃∃∃∃∃∃∃∃∃∃∃∃∃∃∃∃∃∃∃∃∃∃∃∃∃∃∃∃∃∃∃∃∃∃∃∃∃∃ ∃∃∃∃∃∃∃锤锤击修理理 Κ 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单单单向

⋯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
一一一Κ题题题

6 !!! ! Χ
。

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

ΣΣΣΣΣ转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多多多向Τ——————————
∃∃∃∃∃∃∃∃∃

复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6 Χ
。

ΧΧΧΧΧΧΧΧΧ

Α
。

ΧΧΧ ! ΑΑΑΑΑΑΑΑΑΑΑΑΑΑΑΑΑ

∃∃∃∃∃∃∃∃∃∃∃∃∃∃∃∃∃∃∃∃∃∃∃∃∃∃∃∃∃∃∃∃∃∃∃∃∃!!! Α
。

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

长长度度 ! ΒΒΒΒΒΒΒΒΒΒΒ 6 ≅≅≅ Β !
Φ

ΧΧΧ Β ΒΒΒΒΒ ! ≅
。

ΧΧΧ Β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6 !
。

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 6 66666666666宽宽度度  
。

ΧΧΧ ! ! 石石石 6
、

,, ! ,
。

,, ! ≅
Φ

ΧΧΧΧΧ ! !!!

                                                                             ∃
。

,,,,,,,,,,厚厚度度 ΧΧΧ      Β
。

ΧΧΧ  
。

ΧΧΧΧΧ Χ
。

ΧΧΧ !
。

ΧΧΧΧΧΧΧ ! ΒΒΒ ΒΒΒ

重重且且且且且且且 ΑΑ ≅  弓亏
。

Χ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角角度度度 Α ≅ 1
。

,
###

ΒΒΒ 薪 ∃!!!!!!!!!!! ≅今
###

≅ Α ‘峪
###

∃∃∃∃∃∃∃∃∃∃∃∃∃∃∃∃∃∃∃∃∃∃∃∃∃∃∃∃∃∃∃∃∃∃∃∃∃∃∃∃∃ ∃∃∃∃∃∃∃∃∃∃∃∃∃∃∃∃∃∃∃∃∃分分类小计计 666 ∃∃∃∃∃∃∃∃∃∃∃∃∃∃∃∃∃∃∃∃∃∃∃∃∃∃∃∃∃∃∃∃∃∃∃∃∃∃∃∃∃∃∃∃∃∃∃∃∃∃∃∃∃ 6666666666666666666 !!!!! 666 ∃∃∃ ∃∃∃

声
,
月了Ν

图 ! 石核 3Η
# ; ∋ >

4

双楔形石核 3Υ
# Ι ς∃∋ = ∋ 8 9 ∋ 一 >Δ : Π ∋ 8 Η # ; ∋

4 !
Φ

砸击石核 3< .Π # ∃: ; ∋ # ; ∋

4
6

·

漏斗形石核 3Ω
Ι Γ Γ ∋ ∃ >Δ : Π ∋8 ∋ # ; ∋

4

双台面石核 共 “件
,

形辉不一
,

不等
,

也有稍比较规则的石核
。

标本 ,
·

”‘”号 3图 !

之 6 5 图版 0
,

! 4 如图示
,

呈漏斗状
,

台面打制
,

工作面上有四个略呈梯形的疤
,

长稍大于



陈全家 Ε 四川汉源狮子山旧石器

宽
,

打击点集中
,

半锥体阴痕较凹 5 另一台面的工作面只有一次剥片痕迹
,

石片疤比较宽

大
,

台面打击
,

台面角为 ≅ Χ
,

与前者所述的台面呈 Α。。 角
。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标本后一

工作面比前一工作面3图上 & 部分除外
,

氧化颜色与前者相 同4的氧化面颜色深
,

呈棕红

色
,

而前者则呈黄红色
,

表明是一件两度打击的标本。 标本 Π
Φ

# Γ 号 3图 ! 之 5 图版
,

∃4

是一件双楔状石核
,

石核体的修理是沿主台面两侧垂直打击
,

使核体变扁
,

其上有清楚的

打击点和短宽的小疤
,

为使前端工作面变窄还有与上述修理呈 钾
。

角的加工痕迹
,

石核的

下缘 3如图中所示 4两面亦作了加工使呈锐刃状
,

尽管作了多处修理
,

终因石质不佳
,

使其

形态较常见之楔状石核逊色
。

从 & 工作面观之
,

其形态呈长楔形
,

为  
。 ,

工作面上最完整的一个石片疤
,

长 6 Χ
、

宽 Χ 毫米
,

打击点较
陋散漫

为节理面
,

台面角
,

半锥体阴痕凹
,

两

边近似平行
。

< 土作面见于上述工作面的左侧后端
,

系 以左侧面为台面
,

打击角渡与前者

呈  “ 5 工作面呈三角形
,

颇似另一个楔状工作面
,

但较前者短
,

长为
一

袒毫米
,
其上有两块

石片疤
,

其一呈三角形
,

另一类似石叶疤 5 台面是修理而成的
,

即由台面的两侧边向中间修

理
,

使两侧修疤的远端相交而形成一突起的棱脊
,

台面角为 ≅ Α “ 。

台面后缘是 & 工作面的

左侧
, < 台面的左侧边与 & 台面的左侧边相交的夹角为 ≅ Α “ ,

工作面的远端亦有一条向后

延伸并由两侧边向内加工而成的棱脊
,

即 & 工作面的右侧边
, & 、< 工作面的转角约  ” 。

从石核整体观之
,

石核各部位间的布局如此对称并使两楔状体合为一体的石核3双楔状石

核 4
,

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是罕见的
,

类似石核已见报道的见于西藏曲雅土东南地点

的细石器中3张森水
,  Α 4

,

后者年代定为新石器时代
。

孟 石片

共  件
,

依打片方法的不同
,

可将石片分为砸击石片和锤击石片两类
。

3∃4 砸击石片 Β 件
。

石片都比较小
,

平均长 Α
Φ

,
、

宽 !
Φ 、

厚 ΒΦ ,
,

长厚指数为 “
,

宽厚指数为 6 Α
。

只有一件为点状台面
,

余者为刃状台面
。

砸击石片形状不太规则
,
其中

包括一端和两端石片各两件
,

后者可 以清楚的看到台面相对的一端受反作用力而破损的

疤
。

标本 ,
Φ

? 号的左侧有很多连续的小疤
,

边锋变钝
,

可能是经过使用所致
。

3! 4 锤击石片 共 巧 件
,

根据石片完整程度
,

可分为断片
、

半边石片和完整石片
。

断片 ! 件
,

形状不规则
,

体扁薄
,

宽厚指数为!?
,

断面呈梯形
。

标本 ,
Φ

! , 号3图 6

之 6 5 图版 0
, 、

≅ 4为近端残断
,

依其形态
,

它原可能是形制规整的长石片
,

它的左右侧
,

均有

小疤
,

背面观
,

左侧见于两面
,

右侧见于背面
,

此现象可能是使用的结果
。

半边石片 ∃件
。

即标本 ,
Φ

” 号
,

现存者为左半边
,

形状近似三角形
。

合面为自

然节理
,

石片角为 Α ≅ “ ,

后缘有两个大的打击点
。

由破裂面观之
,

打击点集中
,

半锥体完整

而凸
,

有一大的锥疤
,

背面有 6 个石片疤
,

正中相交成纵脊
,

其截面呈三角形
。

完整石片 ! 件
,

形态多不规则
,

石片的横截面多数为三角形
,

少数为梯形
,

个别是

不规则的 5均为长型石片
,

但都比较小
,

平均长 !Χ
Φ

,
、

宽 !
Φ 、

厚  
Φ

毫米
,

长宽指数为 ≅Α
,

宽厚指数为 Β Χ5 多数台面为打制
,

其中包括有台面脊者一件
,

自然台面次之
,

·

台面指数在

以下者约占 ?≅ 多
,

其余台面在 ! 以下者和 ! 以上者各占 ?
Φ

Χ多
,

小台面 占了主体
,

大
、

中型者居次要地位
,

同时也说明当时人们在打片技术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

石片角最

大者为
,

最小者为 ΑΧ
“ ,

平均角度为
Φ

Χ
“ 。

打击点多不集中
,

半锥体微凸
,

而少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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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卫一6
Φ

石片
’

3Ω∃ : Λ 。45 Β
、

,

科削器 37 Γ 8

石片和刮削器 3Ω∃: Λ ∋ : Γ 8 / Η ; : Π ∋ ;

4
>

乳
。

削名香 −‘ # Γ Ξ ∋ 二一 Η # Γ Η : Ξ ∋ > Η 1

直刃刮削器 3> ‘; : .9 Δ 1 , .8 ∋

凸凹刃刮削器 3Ψ #Γ
, ∋

卜
。 。 : Π ∋ ;

4 5

> Η ; : , ∋ ;

Φ

回端刃

反之
,

石片的背面观
,

多数遗满石片疤
,

但数量不等
,

多者数块
,

少者仅一块
,

而个别局部存

有节理面
。

标本 Π
Φ

 号3图 6 之! 5 图版 0
Ε

6 4 台面 呈三角形
,

其上有一条脊
,

打击点恰

好在脊的前端上
,

而且很集中
,

半锥体凸
,

有疤痕
,

破裂面稍有起伏
,

可见同心波
,

背面遗有

浅平的石片疤
,

台面后缘左侧可见打击点
,

边缘锋利无使用痕迹
。

标本 ,
Φ

≅ 号3图 6 之

基5 图版 2
,

4 为打制台面
,

略呈三角形
,

上有三次连续削片的痕迹
,

打击点比较集中
,

半

锥体较 凸
,

有大的锥疤
,

背面遗满多块浅平的石片疤
。

标本 ,
Φ

? 号
,

远端残损
,

保留有

台面
,

打击点和半锥体等
,

其台面为线状
,

后缘有数个小打击点
,

前缘打击点散漫
,

半锥体

微凸
,

波纹清楚 5背面遗有三块较大疤
,

均浅平
,

棱脊微凸
。

6Φ 小石块

共 ! 件
,

此类标本既无法归人石片
、

石核类
,

也难 以看作是工具
。

它们形状不规则
,

无清楚的打击点
,

大小相差悬殊
,

最大者为 Β!
一

Ζ !? Ζ [0 毫米 5最小者为 Β Ζ Γ Ζ ? 毫

米
,

块体通体有疤者占二分之一
,

既有疤又保留节理面者占二分之一
。

标本 ,
Φ

6 ? 和

Π
Φ

6Α 号的一侧边有连续两次打击的痕迹
,

但终因加工过于简单无法归人工具类
。

本类

标本估计是在打片过程中
Ε

,

因石质不佳
,

在承受打击力时
,

从石核上崩下来的碎块
。

ΒΦ 工具

共 Α 件
,

未找到第一类工具
,

只发现第二类工具
,

仅有刮削器一种
,

其中可以再分为单

刃组和端刃组
。

3∃4 单刃组 ? 件
。

依刃 口形态
,

分为直刃和凸凹刃两种
。

直刃刮削器 6件
,

形状不规则
,

块状毛坯多于片状毛坯
,

后者为锤击石片
。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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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6 ,
Φ

,
、

宽 !Χ
Φ

,
、

厚 毫米
,

均采用锤击法修理
,

修理方式分别属于正向
、

反向和复向加

工
,

加工距离为中等3型 4
,

修理为普通型
,

修疤小
,

刃 口平均长度为 Α
Φ

Χ 毫米
,

均为左刃
、

刃缘平齐
,

刃角最大者为 ? “ 5最小者为 Β 6 。 ,

平均为 ”
Φ

Χ
。

标本 Π
Φ

≅ 号3图 6 之 ≅5 图

版 0
,

Β 4
,

以锤击石片为毛坯
,

线状台面
,

器身长 Β
、

宽 ! Α
、

厚  毫米
,

将左侧边大部修理成

较平直的刃口
,

采用锤击法正向加工
,

刃口长 ! 毫米
,

刃角为 Β 6 。 。

凸凹刃刮削器 6 件
,

均以石片为毛坯
,

除一件为锤击石片外
,

余者为残片
。

有两件

宽大于长
,

平均长 !≅
Φ

Χ
、

宽 ! ≅
Φ

,
、

厚
Φ

, 毫米
。

修理方式正向多于反向加工
,

左刃多于右

刃
,

刃角最大者为  。 ,

最小者为 Χ Α 。 。 刃缘虽然曲折但规整
。

标本 ,
Φ

号 3图 6 之

? 5 图版 0
,

Α 4
,

台面上布满石片疤
,

后缘有多个打击点
,

使背面遗有几块浅平的石片疤
,

刃

口的修理方式为反向
,

将左侧边和上端修理成刃
,

大约在修理过程中崩裂
,

刃口现存有左

下和右上的小部分
,

中间遗有窄的裂面
。

依现存者
,

其一为直刃
,

修痕为普通型
,

修疤小
,

其二为凹刃
,

修疤呈阶梯状
,

修理疤中等
。

据刃口的破损情况和两刃延伸的趋向看
,

它原

可能是深波形凸刃刮削器
。

标本 ,
Φ

! 号3图 6 之 Β 5图版 0
,  4 为反向加工

,

刃口 一段为

凹刃
,

而另一段为凸刃
,

二者长度为 Α 毫米
,

加工距离中等
,

修理疤呈鱼鳞状
,

刃角为

Α ≅

3! 4 端刃组 ! 件
,

依刃口的形态
,

可以分为圆端刃和平端刃
。

圆端刃刮削器 件
。

标本 Π
Φ

6 号 3图 6 之 究 图版 0
,

!4 以锤击的厚石片为毛

坯
,

器身长 Β
、

宽 6 6
、

厚 !Β 毫米
,

长宽指数为 Α6
。

刃 口在台面相对一端呈弧形
,

长 6! 毫

米
,

刃角为 Α ! 。 ,

采用正向加工
,

加工距离近
,

修理疤较大
,

远缘浅平
,

而近缘细碎
。

平端刃刮削器 件
,

采用断片加工而成
。

宽厚指数为  ,

刃口 平直
,

长 ! 毫米
。

复

向加工
,

修理疤小
,

为普通型
,

加工距离中等
。

三
、

结 语

Φ

石器的一般性质

因该地点由于工作时间有限
,

也未进行发掘
,

并且所获石器较少等
,

很难窥其全貌
。

通

过对已有的石器观察
,

使我们对其一般性质有了初步的认识
,

现归纳如下 Ε 石器原料以隧

石为最多
,

打片以锤击法为主
,

偶尔使用砸击法
,

石片和石核形制多不规整 5 石器都比较

小 5工具毛坯以片状为主
,

占 6 ∴ Β
,

余者为块状 5工具在石器中所 占比例较小
,

不到 ∃ ∴ Χ5 已

知者仅刮削器一类
,

其中单刃最多
,

左刃多于右刃
,

占 , ∴ ? 5 工具修理比较粗糙
,

刃口所占

毛坯边长的比例较小
,

均为锤击修理
,

修理方式以正向为主等
。

!
Φ

与富林文化关系

上述主要特征与隔河相望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富林文化特征基本相同
。

但也存在一

些差别
,

如富林文化的块状毛坯稍多于片状 以及尖状器和雕刻器等不见于狮子山已知的

石器中
,

这些差别是工作不够所显示出来的呢 ] 还是真正的文化差别
,

目前尚难肯定
,

有

待今后进一步工作
。

双楔形石核是富林文化所没有的
,

在我国南方旧石器文化中也未见

报道过
,

是这个地点有细石器技术传统的重要证据
。

依复查所得的结果
,

我们初步印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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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Φ

关于地点的时代

关于狮子山地点年代
,

根据狮子 山和富林文化面貌基本相同
,

堆积物的岩性也大体相

当
,

并且均发现有剑状矛蚌和新出土的已经绝灭的中国犀3第三掌骨 4化石等表明其时代

最晚不会越出更新世
。

依以上的对比
,

我们倾向于认为狮子山地点含石器和化石的地层

的地质时代大体上与富林文化相当
,

因此
,

暂将狮子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年代定为旧石器时

代晚期
。

3   年 6 月 ? 日收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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