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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榆树大桥屯发现的旧石器

姜 鹏
5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6

关镇词 旧石器 7大桥屯 7 晚更新世

内 容 提 要

在大桥屯地点发现 8 件石制品
、

两件骨制品和 9 种哺乳动物化石
。

石器以刮削器为主
。

打片技术都是采用锤击直接打法
。

修理工具的方式以向背面加工为主
,

反映了我国北方打击

石器的传统修理方式
。
骨制品中一件系用猛玛象门齿残片制作的刮削器

,

属首次发现
。

: : 年 月
,

榆树县刘家乡大桥屯农民在大桥沟发现一批哺乳动物化石
。

榆树县博

物馆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闻讯后
,

立即派考古人员前往现场调查
。

从发现的动物化

石和一件石制品分析
,

认为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曾经活动过的场所
。

为进一步

探索有关古人类的活动遗迹
,

伊松龄
、

张长吉
、

刘建宇
、

王福仁和姜鹏等人于 月份对该

地点进行了试掘
,

并获得了一些文化遗物和相当数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

一
、

地理位置及地层概况

大桥屯位于榆树县西南 ; 公里
,

南 距 周 家 油 坊 ! 公 里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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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林河的支流 自北 向南 流 经 大 桥

屯
,

经周家油坊等地后
,

注人松花

江
。

黄土台地标高 !  一!!  米
,

被

小河切割成为起伏 不平 的岗垄地

形
。

河流两岸发育着不 对 称 的两级

阶地
。

二级阶地高出河面  米左

右
,

一级阶地高出水面约 9 米
。

二

级阶地的沉积物主要 由 灰绿 色 淤

泥质中细砂组成
,

内含有大量的哺

乳动物化石 5图 ! 6
。

具体剖 面 如

下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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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大桥屯地层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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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绿
、

棕黄色中粒砂互层 4 &5 米

 灰绿色淤泥质中细砂
、

含化石 & %5 米

一级阶地下部为灰黑色淤泥质亚砂土
、

砂组成 6 上部为灰色
、

灰黄色亚粘土互层
,

水平

层理较发育
,

属河漫滩相
。

这套地层与周家油坊一级阶地组成物质相同
。

依周家油坊一级

阶地下部含树枝
‘

℃ 年龄测定数据 7 8 4 9 5 士  55 一 :5 :5 土  5 5 ; 来看7孙建中等
,  < 9  ;

,

一级

阶地沉积物属全新世的产物
。

大桥屯地点的文化遗物和大部分哺乳动物化石
,

出自于全

新统地层中
。

从该处动物化石与邻近地区的顾乡屯组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种属相似
,

石

化程度相仿和部分化石表面具有水磨痕迹来看
,

这里的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应是从顾乡

屯组经过搬运的次生堆积
,

因此仍把这些遗物看作是旧石器时代的文物
。

二
、

文 化 遗 物

7一; 石 制 品

在该地点共 获得石制品  8 件
,

包括石核
、

石片以及刮削器
、

尖状器和砍砸器等 7表

=;
,

其中石器在石制品中占 %8 多
。

现将石制品分别记述如下 >

 石核 : 件
,

根据台面可分为单面和多台面两类
。

7 =; 单台面石核 > & 件
,

编号  < 99 ?
一

5% 和 5∃
,

石料为石英岩和脉石英
。

石核上打

击点集中
,

放射线较清楚
。

台面未见修理痕迹
,

工作面上遗有的石片疤不多
。

7 &; 多台面石核 > % 件
,

编号  < 9 9 ≅
一
。 

、
。&

、

54
、 5  。

,

石料分别为石英岩
、

脉石英

和石英闪长斑岩等
。

多台面石核至少有 &一 4 个台面
。

用这些石核打击石片时
,

至少转动

4一% 次
,

致使核身不规则
,

成为多面体
。 % 件多台面石核中有一件台面经修理

,

台面上遗

有多块石片疤7图 4 之 = ;
,

其它 4 件均为打击台面
。

& 石片 共 4 件
,

按形态可分梯形和不规则形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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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类型及加工方式分类

类别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向背面加工 向破裂面加工 交互加工

却一
,

Σ叫
1

ΣΣΣ训ΡΡ ΣΣ川Σ

刮削器

分类

直刃

凸刃

? Τ
圆刃

⋯
!

Τ
‘

】 ⋯
‘

尖状器
长身正尖

短身正尖

砍砸器 单面刃

总计

5,6 梯形
Θ ! 件

,

编号 :: Υ 一 8
、  : ,

全系石英岩
。

其中一件为砾石石片
,

在标本

背面还保留砾石自然面
。

两件石片台 面未见修理痕迹
,

打击点较清楚
。

石片长宽之比约

! Θ  

5! 6 不规则石片
Θ

件
,

编号 :: Υ
一

 
,

为石英闪长斑岩
。

自然台面
,

打击点不太

清楚
,

但半锥体较明显
。

边缘锋利
,

不再加工亦可使用
。

Ο
1

石器 共 : 件
,

石料多为石英岩
,

仅有 Ο 件是脉石英
、

石英闪长斑岩和硅质岩
。

石

器以向背面加工为主
,

现分类概述如下 Θ

5,6 刮削器 Θ 共 9 件
,

占石器总数的 ;!
‘

9外
,

是大桥屯出土石器的主要类型
。

依据

刃部的不同形状
,

可分为直刃
、

凸刃和端刃三种类型
。

单直刃刮削器
,

件
,

编号 : : ς 一

 ;
,

是由石英岩石片制成
。

重 ; 克
、

长 Ο
1

厘米
、

宽 !
1

; 厘米
、

厚  
1

: 厘米
。

标本是 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成直刃
。

刃缘平直
,

刃口较锐利
,

在

刃口上遗有鳞片状修理疤5图 Ο 之 ! 7 图版 ,, Ν 6
。

单凸刃刮削器
, ! 件

,

编号 :: Υ
一  、  巧

,

一件为黑色硅质岩
,

另一件为石英闪长

斑岩制成
。

:: Υ 一)巧 标本
,

重 巧 克
、

长 Ο1 Ο 厘米
、

宽 Ο
1

厘米
、

厚
1

厘米
。

刃口 在左

侧
,

是由背面向破裂面加工而成
,

修理成缓弧形凸刃
,

刃缘不甚平齐
。

刃口 经过细微加工
,

遗有多块浅平的修理疤
。 : : Υ 一 ) Η 标本

,

重 “ 克
、

长 8
1

9 厘米
、

宽 Ο
1

! 厘米
、

厚 !
1

; 厘

米
。

该标本系用锤击石片制成
,

刃口在左侧
,

用交互打击而成的缓弧形凸刃
。

刃 口较钝而

厚5图 Ο 之 Ο 7 图版 ., ; 6
)

圆端刃刮削器
, ! 件

,

编号 :: Υ
一  Ο

、

 ,

为脉石英和石英岩制成
。

: : ς
一  Ο

标本
,

重 ! 克
、

长 Ο
1

 厘米
、

宽 !
1

Ο 厘米
、

厚
1

9 厘米
。

在石片远端
,

有向背面加工而成弧

形的刃口
,

刃 口较钝厚
。

该标本器身较短5图 Ο 之 Ν 7 图版 .,
9 6

。
: : ς

一
 标本

,

重 !

克
、

长 !1 。厘米
、

宽
1

8 厘米
、

厚  
1

厘米
。

在石片左侧加工成弧形刃口
。

刃 口系交互加工

而成
,

刃口较锐利
。

标本破裂面平
,

从背面观呈龟背状
。

5! 6 尖状器 Θ ! 件
,

编号 :: ς
一  ! 、  Ν

,

一件为石英岩石片
,

另一件是脉石英石片

制成
。

两件标本均为正尖尖状器
,

都是由两侧向背面加工并相交于一端而形成一尖刃
,

在

背面前端有一明显的纵脊
,

横断面呈三角形
。 : : ς 一 ! 标本

,

重 ! 8
1

9 克
,

长 9
1

! 厘米
、

宽

Ν
1

9 厘米
、

厚
1

! 厘米
,

此标本可称长身正尖尖状器5图 Ο 之 97 图版 .,

6
。 : : Υ 一  Ν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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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Ο 大桥屯地点的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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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台面石核 5Ξ
Λ , Γ/∗ ,Χ ‘Ι) Β Ψ # ) Β #

6 7 !
1

单直刃刮削器 5Μ/
Η Α ,# Μ Γ Β Χ /Α Ε Γ Μ Φ Β Χ ∗ # Β

6 Θ

Ο
1

单凸刃刮削器 5Ζ
) Η [ # ∴ Μ # Β Χ ∗ # Β

6 7 Ν
1

圆端刃刮削器 5] Η Ω Φ ) Η [ # ∴ , #Β Χ ∗ # Β

6 7 9
1

尖

状器 5∗
) / Η Γ

6 7 ;
1

砍砸器 5Φ Ε ) ∗ ∗ # Β

6 7 8
1

骨尖状器 5⊥
) Η # ∗ ) / Η Γ

6 7 9
1

象牙单

凸刃刮削器 5Ζ ) Η [ #∴ Μ# Β Χ ∗ # Β Ψ Χ Ω # ) Ι Ψ Χ Ψ Ψ Λ ‘Ε Λ Μ / [ ) Β Υ 6

本
,

重 ; 克
、

长 !
1

, 厘米
、

宽 !
1

厘米
、

厚
1

厘米
。

该标本为短身正尖尖状器
。

5Μ6 砍砸器 Θ 件
,

编号 :: Υ 一  ;
,

为石英岩制成
。

重 8! 克
,

长 91 ! 厘米
、

宽 Ν1 Ο

厘米
、

厚 Ο
1

Ο 厘米
。

该标本系单凸刃砍砸器
,

是用石核制成的
,

刃口在左侧
,

由背面向破裂

面加工而成
,

刃口上的修理疤的大小和深浅不一5图 Ο 之 ;7 图版 ,, ! 6
。

5二6 骨制品及人工打击的碎骨

在地层中发现大量的碎骨
,

其中有一部分具有人工打击和加工的痕迹
。

据统计人工

打击过的碎骨共 Ο9 件
,

其中加工成器的 ! 件
,

余者均为不规则的碎骨和骨片
。

这些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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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法
,

大部分都是从骨内壁向外壁打的
。

1

骨制品

5,6 尖状器 Θ 件
,

编号 :: ς 一。8
,

是用从动物胫骨打下来的骨片制成
,

重 Ο; 克
、

长  
1

! 厘米
、

宽 Ν
1

厘米
、

厚 。
1

; 厘米
。

在骨片远端两侧由骨内壁向外壁加工相交一端而

成的尖刃5图 Ο 之 8 7 图版 .
,

86
。

该标本中部遗有动物啃咬的痕迹
,

如不仔细观察很容

易与人工痕迹相混淆
。

5! 6 象牙单凸刃刮削器 7 件
,

编号 ,夕: : ς 一 : ,

是用猛玛象门齿齿质残片制成
,

重

 克
,

长 9 厘米
、

宽 !
1

厘米
、

厚  
1

厘米
,
是由牙外壁向内壁加工成弧形刃口

。

刃 口较

钝
,

其上遗有使用痕迹5图 Ο 之 : 7 图版 ., : 6
。

大桥屯发现的象牙刮削器
,

从未见记录
,

属

首次报道
。

!
1

人工打击的碎骨

这一地点发现被人工打击过的碎骨片共 Ο9 件
,

现择其 9 件介绍如下
。

5,6 碎骨
Θ
编号 :: ς 一。! !

,

长 :
1

8
、

宽 Ν
,

; 厘米
。

在骨体右侧有人工打的疤痕
,

致使右侧成波浪形
。

5Π6 野马脓骨残片
Θ
编号 如 ς 一 ! ! Ο

,

长 巧
1

: 、

宽 9 厘米
。

骨体表面具有人打的痕

迹
,

也遗有动物啃咬的痕迹
。

人工打的痕迹主要见于骨体的前端和两侧
,

打痕是从骨内壁

向外壁打的
。

动物咬痕主要集中在脓骨远端的关节面上
。

该标本为最后鼠狗啃咬的
,

其

骨松质已出露 5图版 . ,

Ο6
。

5Ο 6 鹿脓骨残断
Θ 编号 : : ς 一 ! ! Ν ,

长 8
1

:
、

直径 !
1

厘米
,

在骨体远端的上部被人

工打成斜茬
。

5Ν 6 骨片
Θ
编号 :: Υ 一  ! ! 9 ,

长 1  、

宽 Ο1 ! 厘米
。

在骨体前端有人工打的 斗个

疤
。

从形状和打法上看
,

这是制作骨器没有成功的一件标本
。

5, 6 骨片
Θ
编号 :: ς一 ! ! 8

,

长 Ν
1

;
、

宽 Ο
1

厘米
。

该骨片是从管状骨体打的碎

片
。

在骨片上还遗有 Ν 个人工打的小疤
。

三
、

动 物 化 石

大桥屯发现一批相当数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

化石保存较差
,

绝大部分成碎片
。

我们在

整理观察这批动物化石过程中
,

发现许多化石表面上遗有人工和动物咬啮的痕迹
。

哺乳

动物化石与文化遗物都出自于灰
、

黑色淤泥质亚砂土和淤泥质中细砂层中
。

大桥屯出土的

脊椎动物化石
,

经鉴定计有鸟类彝种
,

哺乳类 9 种
。

哺乳类化石分属于 : 目
、

 科
、

Ο

属
。

具体属种列下 Θ

棒鸡 53
# ,Β Χ ‘。‘ , ∗

·

6

东北旱獭 5Ξ
Χ Ψ ) Β Χ ) Χ Η 动 “ Β /Φ Χ ∃ ) ⎯ Λ Η Χ Α Χ ) Γ & Χ # Χ Β Χ

6

狐 50 “,户# Θ , , ,夕。, + / Η Η Χ ) Λ Μ

6

狼 5Φ
Χ ) /, ,Λ 户, Θ + / Η Η Χ # Λ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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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眼狗 5Φ Β ) Φ , , Χ  “。 Χ Ξ Χ Γ , Λ Ψ ) Γ )

6

真猛玛象 5Ξ
Χ ) Ψ , Γ入, Μ 户Β /) /Α 。 , /Λ ‘ ⊥ ,Λ Ψ # Η 4 Χ Φ Ε 6

松花江猛玛象 5Ξ
Χ。。 Λ , Ε Λ Μ , , , Θ Χ Β/ Φ Ε ) α # ‘ Ζ Ε Χ Η Α 6

普氏野马 5] 宁。, Μ 户Β Π # , Χ ,Μ天Υ/ ∗ ) ,/Χ⎯ ) Ι6

马 5石 , “ , , Μ∗
·

6

披毛犀 5Φ ) #,) Ω ) , Γ Χ Χ , Γ /夕, / Γ Χ ‘￡Θ ⊥ ,Λ Ψ # Η 4 Χ Φ Ε 6

野猪 5Μ , 9 Μ Φ Β ) ΙΧ + /Η Η Χ # Λ ,

6

河套大角鹿 5Ξ晗
Χ ,) Φ , Β ) , ) Β Ω ) , ‘Χ , “‘ ς ) Λ Η Α 6

东北马鹿 5Φ # Β , , , 二 Χ ) ΒΕ) 户, Θ , Θ Ξ /,,, # 一] Χα Χ Β Ω Μ

6

东北患子 5Φ
Χ 户Β ,  , Θ 二 Χ ) Φ 人, Β /Φ “ ‘ + /Η Η Χ # Λ Μ

6

野牛 5⊥ /Β ) Η , 二/了, , Β Ξ Χ ‘Μ Λ Ψ ) ‘) 6

普氏羚羊 5≅
Χ Π # ,,Χ 户Β Π 。‘Χ ,Μ天, ⊥ Λ Φ 五Η # Β

6

大桥屯发现 巧 种哺乳动物化石
,

都是猛妈象
、

披毛犀动物群中常见的种类
。

这个动

物组合总的面貌属于现代类型
,

但含有为数不多的绝灭种
,

如猛玛象
、

披毛犀
、

最后稼狗和

河套大角鹿等
。

该动物群中的各类动物的比例是
Θ
啮齿类 ;

1

8 多
、

食肉类 ! 多
、

奇蹄类

! 多
、

偶蹄类 Ν 多
、

长鼻 目 Ο
1

Ο多
。

从大桥屯动物群各类动物的比例来看
,

以食草类为

主
,

占各类动物总数的 : 多
。

东北地区晚更新世动物群通常以哈尔滨顾乡屯和吉林榆树动物群为代表5周信学等
,

: Ν 6
。

从大桥屯动物群的属种来看
,

都是榆树动物群中常见的喜冷性动物种类
。

两个动

物群虽不是出自一个地点
,

但种类和性质基本相同
,

可归为一个动物群
,

即榆树动物群
。

从哺乳动物化石的生态环境分析
,

当时大桥屯一带是以草原为主
,

森林稀少的疏林草

原环境
。

四
、

结 语

1

石制品的特点

石制品原料以石英岩
、

脉石英为主
,

占石制品总数 8 ;
1

, 拓
,

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石英

闪长斑岩和硅质岩 7 打片技术都是采用锤击直接打法 7 石器类型中有刮削器
、

尖状器和砍

砸器
,

其中以刮削器为主
,

占石器总数 ;!
1

9多
。

石器以石片和小型石器为主
,

第二步加工

以单面加工为主
,

占石器工具总数 ; !
1

9 沁
,

反映了我国北方打击石器修理方式的传统
。

!1 骨制品

共发现两件骨制品
,

标本上都有较清楚的打击点
、

加工和使用的痕迹
,

当属人工制品
。

其中一件象牙刮削器
,

属首次发现
。

Ο
1

动物群

在大桥屯共发现 ! 9 件哺乳动物化石
,

绝大部分破碎成残片
。

经鉴定计有 9 种
,

分

属于 : 目
、

 种
、

Ο 属
。

从哺乳动物化石种类和性质分析
,

大桥屯动物群属于更新世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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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动物群
。

从动物化石生态角度来看
,

当时大桥屯一带为疏林草原景观
。

从文化遗物和

动物化石的层位来看
,

大桥屯地点不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址
,

但这些种类
、

数量众多的

化石如此集中
,

当与经搬运再沉积有关
。

Ν
1

关于时代问题

大桥屯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都是出自于一个地点的一级阶地地层中
,

它的形成时代

当属全新世
。

从石
、

骨制品和动物化石性质
、

特点分析
,

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
,

其

主要依据如下
。

5,6 大桥屯出土的石器
,

以石片石器工具为主
,

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
,

石器以单面

加工和锤击为主
,

这些特点具有我国旧石器的共同特点
,

所以大桥屯的文化遗物
,

应属于

旧石器时代的产物
。

5! 6 大桥屯出土的动物化石的种类
、

性质分析
,

大桥屯动物群的时代
,

属于更新世晚

期
,

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5Ο 6 从骨制品分析
,

发现的骨制品现都已有一定的石化
,
但制作骨器应在石化前制

作
,

因石化后骨骼或牙齿弹性小
,

脆性大
,

不适宜制作骨制品
。

依此推断
,

大桥屯地点的骨

制品的时代
,

距今应在万年前
。

5Ν 6 从动物化石表面上的咬痕分析
,

大桥屯发现被动物咬过的标本共  Ο 件
,

其中被

最后鼠狗咬过的就有 ;: 件
,

占动物咬啮标本总数的 “ 务
,

这不难看出在更新世晚期
,

最

后钱狗在此地曾活跃一时
,

但在全新世来临时就不见它的踪迹了
。

这说明最后鼠狗咬过

的标本
,

是更新世晚期的产物
,

与全新世无关
。

大桥屯地点出土的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
,

虽出自全新世地层中
,

但从以上分析
,

应属

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可以推测
,

它们是从邻近的上更新统顾乡屯组地层中经搬运而再沉积

于此的
。

其所以出现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与其所埋藏的地层时代不相吻合的矛盾
,

原因

可能就在于此
。

张森水先生审阅了原稿
,

并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

文中插图
、

照片是谷德平
、

马洪同

志绘制
、

拍照的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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