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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西部和中部旧石器考古的

新发现及其展望

谢 骏 义
甘肃省博物馆

, 兰州

关镶词 霍勒扎德盖 王家 旧石器

内 容 提 要

近年在甘肃西部马鬃山区的霍勒扎德盖发现了石叶
,

在甘肃中部的东乡族自治县发现了

王家遗址等旧石器地点
。
这对推进中国西部旧石器考古

,

探索我国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

的过渡 , 开辟了前景
。

一
、

甘肃西部霍勒扎德盖石器地点

霍勒扎德盖系蒙语黑色宽阔谷地的意思
。

地点位于甘肃省西北端
,

接近蒙古人民共

和国
,

隶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区明水乡
,

南距明水乡政府约 公里
,

西距新疆维

吾尔 自治区仅 公里
,

是马鬃山北麓通向新疆
、

内蒙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交通要道
。

年 月下旬
,

笔者随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考察马鬃山岩画时。 ,

在下霍勒扎德盖 约东

经
“ ‘,

北纬
“ ’

地表以下 米的灰黄一灰 白色中细砂层中发现了打制石器
。

正如

亚棍也叨篮拼协过皿夏

国
叮哪
欺

、

仗二二二 一
。 户 ⋯叩米

‘

凑鑫参

睡到 匡经 三舀习
具交绪层砂 砂拣透粼 枯土后锐体

肃北霍勒扎德盖石器地点剖面图

口哪黔口耀

参加野外工作的有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岳邦湖
、

董玉祥
、

魏文斌
,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李万忠

、

贾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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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所示
,

这里是内蒙古高原西端的低岗宽谷地带
,

海拔约 , 米
,

地形切割不深
,

季节

性的霍勒扎德盖河 自南而北穿过
,

形成宽约数百米的河谷低地
。

局部地段可见有墨绿色

的基性岩类出露
,

因长期的风蚀作用
,

表皮成黑色的
“

沙漠岩漆
” ,

其上偶尔可见到 古代人

类雕刻的岩画
。

该地点的剖面 自上而下为 图

第四系

斗 灰白色砂砾冲积层 为近代河床一河漫滩堆积

—
录叮蚀面

—褐黄色含砾砂层 以中粗砂为主
,
夹有粉砂

,

稍胶结
。

局部夹灰黄色含砾粗砂透镜体

一 米

灰黄一灰白色中细砂层 疏松
、

未胶结
,

具斜层理及涡流状层理
。
局部夹粗砂含砾透

镜体及褐红色粉砂质粘土夹层
。

本层顶部含石器 一 , 米

——
录蚀面

—第三系
·

褐红一紫红色粉砂质粘土 米未见底

在石器地点以北 公里处及本区以南的上霍勒扎德盖有前中生代基性岩类出露
,

其

局部地段见有古代岩画
。

下霍勒扎德盖发现的石制材料 目前仅有三件
,

即两件石片和一件石叶
。

图

版
,

为石片中的一件
,

由白色火石打制而成
,

长
、

宽
、

厚为
、 、

厘米
,

半锥体

突出
,

台面经过修理
,

远端的一个侧边有明显使用痕迹
,

石片背面有剥落小石 片后留下的

疤痕
,

是用锤击法直接打制而成的
。

另一件石片 图版
,

由黑色硅质岩类

血
,

图 霍勒扎德盖的石叶

打制而成
,

器身很薄
,

长
、

宽
、

厚为
、 、

厘

米
,

重仅 克
,

台面经过细致的修理
,

也是用锤击

法直接产生的
。

标本  图版
,

图 是

一件很有特色的石叶
,

由白色火石制成
,

略呈长方

形
,

长
、

宽
、

厚为
、 、

厘米
,

重 克
,

形

态规整
,

断面呈梯形
,

从形态特征看
,

与宁夏灵武水

洞沟遗址发现的某些长石片有类似的地方
。

这件器

物发现时已折断为两段
,

其中的一段正镶嵌在地层

之中
, 另一段已脱离原层而掉在其下不足 米的剖

面表 层
,

从而指示了这批石制品的原生层位
。

关于下霍勒扎德盖石器地点的时代
,

就已发现

的石制品看
,

两件用石锤直接打制的石片
,

形态比较

规整
,

台面都经过细致的修理
,

此外还有石叶存在
,

时代不会太早
。

为慎重起见
,

我们还在附近的地层

中和地面上作了调查
,

也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

根据以上对石制品性质的分析
,

结合地层的堆积状

态
,

初步判断霍勒扎德盖石器地点的时代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末期
。

上述推论
,

是否合宜
,

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来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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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甘肃中部东乡王家遗址

年 月
,

笔者等在甘肃中部临夏盆地调查脊椎动物化石和考察新生代地质时发

现
。

遗址在东乡族自治县锁南镇南 公里的下王家村南
。

东乡族自治县在桃河
、

大夏河注人黄河的交汇地带
,

紧临黄河上游的刘家峡水库
,

地

处青藏高原西北缘 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区
。

这里的地形以第三纪红色沉积组成的梁如沟壑

为主
,

上覆数米至十数米的第四纪灰黄色粉砂质粘土 即马兰黄土
,

海拔多在 米以

上
。

区内沟壑纵横
,

切割较深
,

相对高度一般在 一 米之间
。

在主要冲沟的底部
,

多

可见到侵蚀残余的阶地堆积
。

在下王家村南 米处古文化遗址 东经  ’ ” ,

北纬
“ ’ ’‘

附近
,

所见剖面 自上而下为 图

图 东乡王家遗址附近剖面图

淡灰黄色粉砂质粘土 疏松
,
具大孔隙

、

肉眼不见层理
,

性质与华北常见的马兰黄土基本一

致
。

在上王家村与下王家村之间
,

该层中部夹有似黑庐土型古土壤
。 , 米

本层近底部含蒙古黄鼠 户。 户人 “   。

淡灰色粉砂质粘土 较疏松
、

具小孔隙
、

无层理
、

具垂直节理
。

本层上部夹厚约 米的深灰

色古土壤
。 , 米

本层底部含石器
、

烧骨
、

烧土及炭屑等
,
为古人类活动之遗址面

。

由该遗址面上采取的土

样经兰州大学地理系 “ 实验室测定
,

距今为 土 年
。

灰褐
、

灰绿
、

锈黄色层状粉砂质粘土 近水平层理
、

质地较疏松
、

含小蜗牛化石
,

米未见底
。

该遗址未经试掘
,

其范围和文化面貌尚不很清楚
。

在 已获得的石制材料中
,

剔除打片

不成功的碎片
,

共得 件
。

计有石片 件和石器 件
。

五件石片都是用锤击法生产的
,

长

宽大致相等
,

器身小而薄
。

其中两件由白色石英岩制成
,

另外三件则 由角页岩 制成
。

图版
,

约 即为后者之一
,

长
、

宽
、

厚为
、 、

厘米
,

宽略大于长 另

一件 图版
,

是石片中最为规整很薄的标本
,

长
、

宽
、

厚为
、 、

。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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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重仅 克
,

台面上有经过仔细修理而 留下的层层疤痕
,

石片远端保留有曾经使用过

的痕迹
。

图版
,

的 是角页岩石片中较大的一件
,

长
、

宽
、

厚为
、 、

厘米
,

半锥体明显
,

台面为平直的岩石解理面
,

破裂面上保存有大面积的石锈
。

由东乡王家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都是加工相当精致的刮削器
。

标本 图

版
,

图
,

是较大的一件
,

长
、

宽
、

厚为
、 、

厘米
。

这件标本是从遗址面上

采取 分析土样时获得的
。

它由角页岩 大石片制成
,

标本的一个侧边是十分平直 的

岩石解理面
,

其余的侧边
、

端边都由破裂面向背面被加工成一条连续的圆弧状的刃 口
,

刃

缘规整
,

弧长 厘米
。

由于石片的远端宽大而近端窄小
,

使整个器形成 为歪向一端的

半圆形
。

这件标本从形状
、

大小和加工方法看
,

与王向前等 记述的山西蒲县薛关的

半月形刮削器  ! ∀#∃%&
∋ (。r

aP
e r
) 相当接近

,

只是我们的标本形状是歪向一端的半圆

图 4 东乡王家遗址的石器

Tools of w angiia site at D onxiang C ounty

形
。

王家遗址发现的另一件石器是编号 G
.
P
.
0 193 (图版 I,

8; 图 4
,

2
) 的小姆指盖状刮削

器
。

它由近五边形的白色石英岩制成
,

长
、

宽
、

厚 l
,

8 5

、

1

.

7 7

、

。
.
59 厘米

,

重 2 克
。

采自第 2 层

淡灰色粉砂质粘土下部接近遗址面的剖面中
。

这件标本除两个相邻的边为岩石的原始面

外
,

其余的三个边都由石片的一个面向另一面加工成圆弧状的凸形刃 口
。

刃缘规整
,

加工

十分精细
,

与峙峪和刘家岔发现的短身圆头刮削器 (姆指盖状刮削器)比较相象
,

只是东乡

王家的这件标本加工更为精细
,

器形更为规正
。

综合分析东乡王家遗址石制品的加工特征
、

地层堆积和已获得的 Cl
弓

测年数据
,

我们

认为这个遗址的时代属旧石器时代末期
,

距今约 15000 年
。

三
、

甘肃中部庄浪县的新发现

庄浪县在六盘山(陇山)以西渭河支流葫芦河的上游
,

属黄土高原 梁赤沟壑区
。

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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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由于地
、

县考古工作者的努力
,

先后发现了双堡子和长尾沟地点
。

(一) 庄 浪 双 堡 子

分为 I 号和 n 号地点两处
。

双堡子 I 号地点在庄浪县南湖镇南 5 公里的双堡子沟内
,

正当秦(安)隆(德) 公路 97

公里附近的双堡子桥旁
。

这个地点是平凉地区博物馆刘玉林于 1982 年 3 月发现的
。

同年

n 月
,

笔者在刘玉林引导下作了现场观察
。

经追索
,

又在双堡子桥以下 0
.
5公里的搭连崖

下发现 了双堡子 H 号地点
。

1 9 8 6 年 8 月和 19 88年 10 月
,

笔者与庄浪县文化馆的丁广学

又先后两次考察了上述两个地点
,

除采集到一批石制品外
,

并搜集到出自文化层的最晚鼠

狗 (c
, 口‘。 , 。 “l: i m

。
) 等化石

,

确认含石器的地层时代为晚更新世
。

双堡子 I 号和 11 号两个地点均位于双堡子沟的高阶地上
,

含石器的地层为阶 地 中

部的杂色粘土
。

由该层中采取的粘土样品经兰州大学地理系 Cl
‘

实验室测定
,

为 距 今

25250土 2 9 0 年
。

证明这两个地点的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由上述两个地点采获的石制品有十多件
。

石器

窜吻
她中刮削器最多

,

以其中的一件高背盘状刮削器 (图

5) 加工最好
。

这件标本由白色石英岩制成
,

长
、

宽
、

高为 30
.
9 、

21

.

。
、

16

.

2 毫米
,

腹 面平坦
,

背面隆凸
,

周

边由腹面向背面通体加工成陡刃
,

刃 口角5。
“

一80
。 。

类似的高背盘状刮削器在甘肃东部的刘家岔也曾发

现过
,

只是双堡子的这件标本背部更高
,

刃角更大

些
。

在双堡子 I 号与 H 号地点之间
,

河沟里常可见

到脱了层的石制品
,

人工痕迹清楚
。

看来
,

在旧石器

时代晚期
,

人类在双堡子的活动已很频繁
。

图 5 庄浪双堡子的高背盘状刮削器

、一/ 过
二 可民 下砚 月己 了勺 scraper of shuanbuzi site at

Zhuanglang C ounty

在县南朱店乡庄浪河西岸
,

北距庄浪县城(水洛城)约 12 公里
。

1 9 8 5 年
,

庄浪县文化

馆丁广学在文物普查时注意了来自这一带的石制材料
。

1 9 8 6 年 6 月
,

笔者与丁广学一起

作了调查
,

确认这些石制品主要来自长尾沟口红土壑陷的小原上附近
。

1 9 8 8 年 10 月
,

笔

者等与丁广学再次来这里观察
,

发现长尾沟地点实际上包括了该沟 口的左右两侧
,

右侧叫

面山根 (长尾沟 I 号地点)
、

左侧叫小原上 (长尾沟 n 号地点)
。

以小原上剖面保存最完

整
,

出露最好
,

并于该剖面下方发现脱了层的人类头骨化石
,

使它在学术上的意义更为显

著
。

朱店长尾沟 口小原上属庄浪河的高阶地堆积
,

其剖面大致可与南湖双堡子对比
,

只是

含石器的层位主要是下层杂色砂土砾石层
。

经兰州大学地理系 Cl
呼

实验室对该层粘土样

品的测定
,

为距今 27100士 6 00 年
,

较双堡子偏老
,

但仍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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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沟两个地点发现的石制材料约 20 余件
,

其中以白色石英岩制成的凹刃刮 削 器

(图 6) 加工最好
。

这件标本由石块制成
,

被加工的刃口 主要集中在石块较薄的一个侧边
,

刃缘由一段凹刃和另一段相衔接的直刃组成
,

所 以又可称为直凹刃刮削器
。

类似的标本

在甘肃东部的刘家岔遗址中也见到过
。

图 6 庄浪长尾沟的凹 刃刮削器

C oneave seraPer of C 五a n g w e ig o u s ite a t Z h u a n g l a n C o u n ty

总之
,

就庄浪县境内发现的双堡子和长尾沟两处石制品的基本情况来看
,

有许多相近

之处: 石制品的原料基本上以白色石英岩为主
,

多用较厚的石片或石块加工而成
,

其加工

的方法和形状与甘肃东部的刘家岔的石器接近
,

说明这两个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

其文

化上曾有过交流
。

有关双堡子和长尾沟两处地点的详细材料
,

笔者等将另文发表
,

这里不再赘述
。

四
、

结 语

甘肃省位于蒙新高原
、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区
,

是人类文化南来北往
、

西去东

迁的交通孔道
。

肃北霍勒扎德石器地点的发现
,

填补了河西走廊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空 白
,

为开展我国西部内陆干旱地区的旧石器考古事业
,

展示了广阔前景
。

甘肃中部的黄河干流及其支流桃河
、

渭河
、

大夏河流域
,

是我国西北地区各类新石器

时代文化融溶交汇的地方
。

陆续发现 8000一3000 年前后的大地湾文化
、

仰韶文化
、

马家

窑文化
、

齐家文化
、

辛店文化
、

沙井文化和四坝文化等
。

东乡王家遗址和庄浪双堡子
、

长尾

沟旧石器地点的发现
,

把这一地区人类活动的时间向前推进到了旧石器时代
。

进一步发掘

东乡王家遗址等
,

研究其与上述诸多新石器文化的联系
,

将有助于解决我国考古学上旧石

器时代 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重大学术问题
。

(
一9 9 0 年 5 月 3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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