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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安义潦河发现的旧石器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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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夕<  年 = 月
,

在江西省安义发现三处旧石器地点
,

它们均发现于潦河的第二级阶地
。

根

据地貌
,

地层与石制品的特点分析
>

石器地点的地质时代
,

初步被确定为晚更新世
,

即考古学年

代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

这是江西省首次在河流相沉积物中发现的旧石器
。

它的发现为研究我

国南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

安义潦河发现的旧石器与广西右江
,
湖南澄水

,

安

徽水阳江出土的旧石器有着密切的关系
。

江西省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与研究工作
,

以前开展的比较少
。

‘

六十年代黄万波和计

宏祥在江西境内洞穴调查中曾在乐平县的一洞穴堆积中发现几件石片
。

八十年代
,

陈万

勇
、

邱中郎
、

许春华同志又在萍乡市作过洞穴调查和发掘
。  < <年 ! 月

,

安义县食品厂工

人胡贤钢带着一件具有人工痕迹的石块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请求鉴

定
,

该标本被确认为人工制品
。

根据这一线索
,

本文作者于  <  年 , 月在安义县进行了

?日石器调查
,

发现了三处旧石器地点
。

这是江西省近年来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之一
。

本

文就这三处地点的石制品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

一
、

石器地点的地理位置及地层概况

安义县位于赣中北部
,

在南昌市西北 ≅! 公里
。

潦河斜贯安义县境
,

该河属长江流域的

修河水系
,

系都阳湖水网区
。

这次发现的三个石器地点
,

是樟灵岗
、

凤凰山和上徐村
。

樟

灵岗南距县城
3

= 公里
,

地理坐标为北纬 ! < =
’

东经 = +: !’
。

上徐村西距县城 8 公里
,

地理坐标为北纬 ! < “=
’ ,

东经 = “ : =
, 。

凤凰山就在上徐村的西北面
。

石制品都出自潦河

左岸第二级阶地的红色粘土 中6图 9
。

潦河两岸发育着三级河流阶地
。

第一级阶地
,

高出河面约 Α 米左右
。

阶地地层具有

明显的二元结构
。

上部多为灰棕色亚粘土
,

局部相变为粉砂土
,

厚度 。
3

,一 !
3

= 米
。

下部为

砂砾石层
,

以石英
、

砂岩砾石为主
,

呈滚圆状
,

分选性好
,

砾径一般 。
3

8一 ! 厘米
,

最大者达

= 厘米
。

建筑物和公路大部分布在这级阶地面上
,

时代为全新世
。

第二级阶地
,

高出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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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释吴侧

3
东门东家

央义县) 斧鲤
3

风凰山

河 名决

Β 毋

上份衬
3

陈家左
3

Χ Χ
荆裘村

3
株家卑

瘫劝村

3
洪家洲

图 7 潦河地区旧石器地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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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左右
,

由上更新统冲积层组成
。

上部为粘性土
,

呈红色
,

具铁锰斑点或条痕
,

一般厚

!一 8 米
。

下部为砂砾石层
,

以石英砾石为主
,

半滚圆状
,

表面可见铁锰斑膜
,
砾径 。

3

=一 !

厘米
,

最大者达 ≅ 厘米
。

石器地点群有规律性分布在此阶地
。

石制品出自此阶地的红色

粘土中
。

第三级阶地
,

高出河面 : 米左右
。

组成物质为冲积网纹红土及砂砾石层
。

具有

下粗上细的特征
,

上部为棕色
、

淡黄色蠕虫状亚粘土
,

厚度 :一 8
‘

米
,

下部砂砾石层
。

阶地

时代为中更新世
。

三个石器地点的地层一致
。

文化遗物的大部分虽然采自地表
,

但根据

遗物的特征和分布状况判断
,

应该属于地层里的产物
。

樟灵岗地点的地层剖面 6从上至
,

下 9描述如下
。

图 !

∃ Ο # Ε # # Φ−+ Ι

樟灵岗地点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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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表土层 > 一般厚 ! 一=。 公分
,

时代为全新世
。

!
3

红色粘土层 > 具铁锰斑点或条痕
,

石制品出自此层中下部
。

有的石制品表面可见铁锰质斑膜
。

厚度
3

= 米左右
。

时代晚更新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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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 > 为基岩
,
时代为第三纪

。

三个石器地点的第四纪堆积物在厚度上虽有差异
,

但它们都出露在基本相 同的高度

上
,

而且组成物质和层次划分类似
,

可以看作同一时代
。

二
、

石 制 口
只口

从三个石器地点获得石制品 8 件
。

樟灵岗 !! 件
,

凤凰山 Α 件
,

上徐村 件
。

石核
、

石片和有人工痕迹的石块 占总数的 =!
3

=弧
,

石器 占 8Α
3

= 多
。

它们的类型和打制技术均很

接近
,

因此把它们看作同时代的产品
,

归在一起进行研究
。

3

备料

在发现的三个石器地点中
,

有些是未加工的砾石和石块
。

它们形状各异大小不一
,

岩

性为砂岩
、

脉石英和石英岩
。

我们推测这些砾石和石块是经过人工作用搬运到石器地点

的
,

但不排除自然的作用
。

以前
,

因为砾石和石块上没有人工打击的痕迹
,

不太引人注意
。

现在
,

把这也作为一个研究内容
,

用它们试验制作石器
,

与地点和遗址中的石制品进行对

比
,

我们在此称这种砾石和石块为备料 6ΤΚΙ Η∗ +Γ )
。

在樟灵岗地点就有比较多的备料
,

它们大部分是磨圆度好的椭圆与扁平的砾石
。

!3 石核

共计  件
,

占总数的 !!
3

=多
。

石核以脉石英为主
,

其次为砂岩
。

石核素材主要是砾

石
。

最重一件为 : 。克
,

最轻的一件为 Υ 克
。

一般在 一! 克之间
。

最大者

! 8 Α ς < ς ≅ < 6长 ς 宽 ς 厚
,

单位毫米
,

下 同9
。

最小者 =  ς =  ς = 。

一般石核长 Α !一
 = ,

宽 ”一 ! ,

厚 88 一
。

石核台面以砾石面 为主
,

少量的是打击台面
。

由此来看
,

石核的利用率是低的
,

依石核台面的数量分单台面石核 6= 件 9
,

双台面石核6: 件 9
,

多台面

石核 67件 9三类
。

679 单台面石核 计 = 件
,

这种石核硕大
。

台面全是砾石面
。

剥片面积小
,

其上的

石片阴痕数量也少
,

最多的 Α 片
,

最少的 7 片
。

因打片少
,

石核的形状基本上是原来砾石

的形态
,

都保留大部分的砾石面
。

此类石核分两种
,

∀
3

利用长条形的砾石在一端 剥 片

扮件 9
。

如 Ως ∗
3

。。Α 6图 : 之 9 出自地层
,

重 > <, 克
,

它是石核中最大的一件
,

台面

缘呈弧形
,

台面角为 = “ ,

其上有两个石片阴痕
,

呈三角形和半圆形
。 Μ

3

利用椭 圆的砾

石
,

在一平面沿周边打片 6! 件 9
,

如标本 Ω2 ∗
3

! 号6图版 /
,

9
,

重 ! !  ≅ 克
,

素材为扁

圆形石英砂岩砾石
。

长 8 毫米
,

宽 ! 毫米
,

厚 <≅ 毫米
。

以砾石面作台面来打片
,

在剥

片面上有两层石片阴痕
,

计 = 片
。

形状为三角形
,

最大一片长 ≅! 毫米
,

宽 =! 毫米
。

最小

一片
一

长 ! 毫米
,

宽 !: 毫米
。

石核台面角在 “
“

一<:
“

之间
,

台面缘呈曲线形
。

石核利用

率极低
,

其上留有绝大部分的砾石面
。

6! 9 双台面石核 计 : 件
。

根据在石核上剥片的部位又分两种
。

∀
3

在厚砾石的

上下两个面对打进行剥片6! 件 9
,

如 Ω2 Ξ
3

8 6图 : 之 ! 9重 Α Α 克
,

长 ≅
、

宽
、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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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
,

以砾石面为台面进行打片
。

剥片的面是在同一个面上
,

其上有三层石片阴痕
,

分布是连续的
。

石核台面角在 7。。。一 !。。 之间
。

台面缘呈弧线
。

石核上保留绝大部分

砾石面 ; 标本 Ως ∗
3

< 号也是一件在厚砾石上下两个面对打进行剥片的石核
,

所不同的

是剥片的面不在同一个面上
,

而是在不同的面上
。Μ

3

利用砾石一个平面打片
,

然后转  
。

再打
,

形成的剥片面也在一个面上
。

如 Ω2 Ξ
3

 6图版 /
,

: 9
,

重  ≅ 克
,

长 Α !
、

宽 ≅ !
、

厚 88 毫米
。

以砾石面作台面
。

在剥片面上有 : 片石片阴痕
,

台面缘呈弧形
,

台面角在  “

左右
。

6: 9 多台面石核 7 件
,

即 Ω2 Ξ
3

号6图版 / , ! 9 系三台面石核
。

重 ! = 克
,

长  
、

宽  
、

厚 <8 毫米
。

其中两个台面是砾石面的
,

另一个为打制的
,

台面角在 =
。

左

右
。

:
3

有人工瘫迹的砾石和石块

计 ! 件
。

此类标本的特点是人工打击的痕迹少
,

而且是零星的
。

如 Ως ∗
3

! ! 号

就是其中的一件
,

仅有一小片石片阴痕
。

8
。

石片

件
,

占石料品的 != 并
。

依据台面的情况分三种
。

∀
3

天然台面石片 6Α 件 9
, Μ

3

素

台面石片6! 件 9
,

Β
3

修理台面石片67件 9
。

石片中最重者 Α= 克
,

最轻者 = 克
,

一般的在

:一 = Α 克之间
。

最大的石片长 8 、

宽 =
、

厚 = 毫米
,

最小的为 ! ≅
、

: !
、

 毫米
。

一般石
,

片长 !Α 一 8 毫米
,

宽 :! 一 Α 毫米
,

厚 一 !≅ 毫米之间
。

宽大于长的石片 < 件
,

长大

于宽的 ! 件
。

石片的形状大多数不规整
。

石片角最大的 : 。 ,

最小的 , < “ ,

一般的 ≅Α
。

一
! ! 。。

从石片的腹面看
,

半锥体平的居多
,

明显的较少
,

打击泡平的多
,

凸的少
。

石片的背

面大多数都保留不同程度的砾石面
,

由此可以看出
,

石核的利用率也是低的
。

标本 Ω 2 ∗3

< 6图版 /
,

9 为一件天然台面的石片
。

重 Α 克
,

长 !Α ς 宽 8! ς 厚 ! 毫米
。

石片角

约 = 。。

半锥体和打击泡都不明显
,

石片背面全部保留砾石面 ;标本 Ως ∗
3

:号6图版

/
,

8 9 是一件出自地层的素台面石片
。

重 !Α 克
,

长 ≅ 
、

宽 Α
、

厚 !≅ 毫米
,

为宽型石片
,

石片

角约 : =
“ ,

石片台面附近
,

有多次打击而形成的阶梯状的疤痕
,

背面保留部分砾石面 ; Ως ∗3

8 6图版 /
,

= 9 为一件修理台面的石片
,

重 ! ≅ 克
,

长 8 =
、

宽 = ≅
3

厚 毫米
,

石片角 ! ! “ +

台面有 8 片石片疤
,

其中两片大的在 毫米左右
,

两片小的在 ! 毫米左右
。

腹面的半锥

体和打击泡不明显
,

背面未保留砾石面
。

=
3

石器

 件
。

占石制品的 8Α
3

=外
。

有加工石器用的工具
、

石锤
、

石砧
,

也有加工好的刮削

器
、

砍砸器
、

尖状器和石球等
。

679 石锤 件
。 Ως ∗

3

。。! , 6图版 , ≅9 系扁长的单端杂砂岩砾石石锤
,

重 !

克
,

长
、

宽 =
、

厚 :! 毫米
。

握持端保留砾石面
,

使用端的打击点清楚
。

夹角为 =
“

左

右
,

其上有崩落碎屑的痕迹
。

6! 9 石砧 7 件
。 Ως ∗

3

! 8 号
,

为砂岩的扁平砾石
。

在砾石两面的中部有坑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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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坑疤周围也有风化而形成的斑点
。

重 8 = 克
,

长 ≅ , 、

宽 邺
、

厚 ≅! 毫米
。

在砾石的一面

有一个比较大的坑疤
,

深 ! 毫米左右
。

另一面分布两个小而不规则的坑疤
,

坑疤比较浅
。

这种标本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6裴文中等
,  < = 9

,

贵州普定白岩脚洞6李炎贤等
,  < ≅ 9发

现的比较多
。

这类标本可能有的用于砸击石片
,

有的用于修整石器
。

6: 9 舌口削器 ≅ 件
。

占石制品的 巧并
。

主要用石片和石块制作
。

最重的 ! :: 克
。

最轻的 巧 克
。

一般的 ΑΑ 一 7“ 克
。

最大的一件  =
、

≅孰 8: 毫米
,

最小一件 =
、

: !
、

Κ 毫

米
。

一般的长 =< 一 Α  毫米
,

宽 :! 一 =≅ 毫米
,

厚 <一 : = 毫米
。

长厚型和长薄型各占一半
。

加工方式主要向背面加工
。

刃角最大者为 Α < “ ,

最小者为 : = “ ,

一般 : Α 。一≅ <
。 。

刃缘最长

Α < 毫米
,

最短 !仓毫米
,

一般 ! 一 Α= 毫米
。

刃缘的加工一般都比较粗糙
。

石器表面大多

数都保留不同程度的夭然面
。

所有标本都是单刃
。

根据刃缘形状分三种 > ∀
3

直刃刮削

器
, : 件

。 Ως ∗
3

: Α 6图版 Ι
,

: 9 就是一件用厚石块加工成的刮削器
。

·

重 ≅ : 克
。

长

≅=
、

宽 =:
、

厚 := 毫米
。

第二步加工为异向
。

刃口不平齐
。

刃角 , )。

一Α< 。
之间

。

刃缘的长

≅ 毫米
。

Ως ∗
3

8 6图版 ,  9 是出自地层的一件刮削器
。

用石片制作
。
重 = 克

。

它

是刮削器中最小的
。

加工精细
,

向背面加工
。

刃角 : Α 刃缘长 ! 毫米
。 Μ

3

凸刃刮削

器
, ! 件

。
Ω2 ∗

3

: < 6图版 /
,

< 9 也是出自地层
,

用厚石片加工
。

重 Α Α 克
。

长 Α  
、

3

宽

=
、

厚 !! 毫米
。

向背面加工
,

刃角在 ≅!
“

一 ≅ < 之间
。

刃缘长 Α= 毫米
。

刃 口不平齐
。

Ω 2 ∗
3

:  6图版 Ι
,

:9 也是一件用薄石片加工成的凸刃刮削器
。

重以, 克
。

长 =<
、

宽

:
、

厚 Α 毫米
。

刃口长 8 毫米
,

刃角 : =
。。

向背面加工
,

刃缘加工精细
,

刃口平齐
。

Β
3

凹
,

刃刮削器
,

件
。

Ως Ξ
·

: ≅ 6图版 /
,

9用厚的砾石制作
。

重 ! : : 克
。

长  = 、

宽 ≅ =
、

厚 8 : 毫

米
。

刃角 8 。 。

刃长 ” 毫米
。

刃口加工粗糙
。

68 9 砍砸器 8 件
。

占石制品的 外
。

全部用砾石制成
。

器型粗大
。

最重的

! ! ! = 克
,

最轻的 8 ≅ , 克
,

一般的 斗< <一  克
。

最大 !
、

=
、 < : 毫米

。

最小 !
、

 
、

≅

毫米
。

一般的长 : 8一 :< 毫米
,

宽 Α= 一 << 毫米
,

厚 88 一= 毫米
。
全部是长型标本

。
最

大的刃角 < Α “ ,

最小的刃角 ≅ Α 。 ,
一般的 Α

“

一 < 8 。。

最长刃缘 = 毫米
,

最短的 Α 毫米
。

一般 Α= 一 <Ψ 毫米
。

加工粗糙
,

刃缘不平直
。

依据刃缘分单刃和双刃两种
。 Ω2 ∗

3

! ≅6图

版
,

Α 9 为单刃砍砸器
。

重  克
。

长 : <
、

宽 < <
、

厚 =  毫米
。

刃角比较钝
,

在 < 8 “

一 < Α

之间
。

刃长 Α 毫米
。 Ως ∗

3

。。!  
一

6图版
,

79 为双刃的
,

出自地层
,

是砍砸器中最大最重

的一件
。

刃角比较锐
,

在 ≅Α
。

一 Α : 之间
。

刃缘长 = 毫米
。

加工比较粗糙
,

刃缘不平

直
。

器型的表面有许多铁锰斑点膜
。

6分 尖状器 : 件
。

占石制品的 Α3 =外
。

用砾石和石块制作
。

最重的 = 8 克
。

最

大的 ! ≅
、

 ! 、 = ! 毫米
。

最大的尖刃角为 Α = 。 。

加工多粗糙
,

刃缘不平齐
,

器型也不太规

整
。 Ω2 ∗

3

: 6图 : 之 ≅ 9是出自地层的一件尖状器
。

它是最大最重的一件
。

用长型砾

石制成
。

向顶面加工
。

刃角在 8
。

一<
。

之间
。

尖刃角 Α =
。。

保留部分砾石面
,

其上有铁

锰斑膜
。 Ω 2 ∗

3

: 6图版
,
=9 重 = Α ≅ 克

。

长 ≅
、

宽 < 、

厚 = 毫米
。

尖刃角 ≅ =
”。

在

右侧边为异向加工
,

远端部分向背面
,

近端部分向破裂面
。

在左侧边的远端由破裂面向背

面加工
。

加工刃角 =
。

一 < 。 。

保留小部分砾石面
。

Ω 2 ∗
3

: : 6图版
, 8 9是用长型砾石

加工而成
。

重 Α ! ! 克
。

长 ≅
、

宽 Α !
、

厚 ≅ 毫米
。

尖刃角 ≅ = “ 。 错向加工
。

刃角 ≅
。

一
Α 。 。

保留部分砾石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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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潦河地区的石制品

. Φ + Ι # Κ Γ Φ −ϑ Κ 0 Φ Ε ϑ Γ + Σ , −Κ + ( −Λ # Γ Κ Γ # Κ
Ζ

!
3

单台面石核 =  Ξ 7Κ Φϑ + Γ Σ # + Γ # ; !
·

双台面石核 Δ + Η 57# Ξ 7Κ ‘ϑ+ Γ

“
+ Γ。;

:
、
8

·

手斧 Μ−ϑ Κ 0 # Ε ; =
·

石球 Ε Φ + Ι # 5 Κ 77; ≅
·

尖状器 Ξ + −Ι Φ

6≅ 9 手斧 ! 件
。

占石制品 =外
。 Ως ∗

3

。。:! 6图 : 之 : ;图版 /
,

Α 9 系用石块加工

而成
,

重 =“ 克
。

长 :队宽 < 、
厚 8! 毫米

。

尖刃角 Α  Ξ 。

轮廓似三角形
。

从两个侧边一

直加工到远端
,

是异向加工而成的
。 刃角在 “

“

一 Α 。

之间
。

在近端保留小部分砾石面
。

Ως ∗
3

多8 6图 : 之 8 9 是用厚石片加工而成
。

重 < 8 克
。

长 <
、

宽 8
、

厚 !Α 毫米
。

尖刃

角 ≅ =
。 。

器型较小
,

两面加工
,

先向背面加工
,

然后再向破裂面
。

刃角在 ==
“

一 Α
。

之间
。

未保留天然面
。

手斧在我国的一些遗址中都有发现
二

如山西丁村
、

陕西乾县和广西百色

等
。

6Α 9 石球 ! 件
。

占石制品的 =务
。

全部用脉石英砾石制作
。

球形不太规 整
。

Ως ∗
3

, 6图 : 之 , ;图版
,

≅ 9 就是其中的一件
。

重 <  Α 克
。

直径约  毫米
。

使用的

素材为质地差的脉石英
。

采用交互打击法加工而成
。

综上所述
,

安义潦河的石制品有以下特点 >

679 石制品的原料主要采用砂岩
,

占全部标本的 < 关
,

其次是脉石英占 ! 务
。

6! 9 加工石器的素材 以砾石和石块为主
。

占全部石器素材的 ≅< 拓
,

石片素材占 :! 多
,

这是以砾石和石块石器为主的工业
。

6: 9 石器的组合多样化
。

其中刮削器 占石器总数的 :
3

≅沁 ;砍砸器 占 !
3

。外 ;尖状器

占 =
3

<务;手斧和石球各占
3

=外 ;石锤和石砧两种又各占 夕
3

:并
。

68 9 石器以大型的为主体
。

长度在 毫米以上或重量在 ! 克以上的分别占石器

总数的 ≅: 并或 ≅ <3 8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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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多 的石制品都保留有不同程度的砾石面
。

在石核或石块中占 务 ; 石片中

占 < 务 ; 石器中占 < 
3

, 务
。

由此可 以看出
,

在打击过程中
,

石核利用率是很低的
。

在石器

加工中
,

主要采用的素材是砾石
。

6≅ 9 石器的加工方式多样
。

向背面加工占石器总数的 :=
3

: 沁 ; 向破裂面加工和异向

加工各占 !:
3

=肠 ;交互加工占
3

< 务; 错向加工占 =3  铸
。

三
、

讨 论

安义樟灵岗
,

凤凰山和上徐村石器地点的石制品有的来自地层
,

有的来自阶地的表

面
。

因为这些地点未现发哺乳动物化石
,

我们目前只能根据地貌
、

地层和石制品本身的性

质判断石器地点的时代
。

在野外工作中
,

我们特别注意石制品的埋藏情况
,

大多数标本虽

采自阶地表面
,

但它们是制砖工人从制砖土中拣出来的
,

或是从地层中脱落下来的
。

从一

些石制品表面的铁锰斑膜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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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搬运和磨蚀的痕迹
,

应该属于地层里的产物
。

石制品发现于潦河第二阶

地的红色粘土中
,

从本地区河流阶地发育的序列看
,

第二阶地的时代为晚更新世
。

从发现

的旧石器来分析
,

它们都具有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
,

与广西右江
,

湖南澄水
、

安徽水

阳江发现的旧石器
,

无论从石器的类型
、

大小或是打制技术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

6曾祥旺
,

 < :; 房迎三
,  < < 9

。

三个石器地点石制品的出土层位
、

地层剖面和埋藏情况都相同
,

故

把它们看作同一时代
。

综上所述
,

我们初步确定石器地点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
,

即考古

年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

安义的旧石器地点分布在潦河第二级阶地
,

这说明了当时人类就生活在该河的两岸

或丘陵地
,

这种情况为寻找该地区古人类的文化遗物具有一定的意义
。

旧石器地点的发

现对研究该省的史前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

并为探讨我国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提供

了新的材料
。

今后我们还需进一步开展工作
,

以便获得更多的材料进行深人的研究
。

在野外工作中
,

曾得到安义县文化局的大力支持
,

县文化馆胡奕实参加了调查
。

本文

插图由杨明婉绘制
,

照片由张杰摄制
,

在此一并致谢
。

6 , , + 年 = 月  日收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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