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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年冬在百色盆地进行的发掘中
,

从砖红壤化阶地出土了 件石制品
。

这是百色地

区自 年发现旧石器以来首次获得数量较大和层位记录完备的材料
。

有关构造
、

地貌和古

环境等方面的分析表明 百色地区含旧石器的砖红壤化阶地的堆积时代不会晚于北京人时代

早期
。

广泛散布于广西百色盆地内右江沿岸高阶地表面的打制石器
,

由于含有较多的手斧

而被看作是一种同西方早期旧石器相似的石器工业 黄慰文
, 。

然而
,

令人遗憾的

是
,

自 年以来历次采集的数千件标本
,

除了少数有地层 记 录 李炎贤
、

尤玉柱
,

广西文物工作队
,  ! 以外

,

其余几乎均采自地面或缺少完备的地层记录
。

因

此
,

对这个工业的时代也就难以恰当地判断
。

年春本文作者等到百色考察后
,

曾提出过石器可能产自覆盖在砖红壤化阶地之

上的第三阶地 的推测
,

又指出后者在时代上大概同华南洞内含盐井沟大熊猫
一

剑 齿 象 动

物群的
“
黄 色堆积

” ,

或华北含周 口店第 地点 北京人遗址 肿骨鹿动物群的堆积相当 黄

慰文等
, 。

但是
,

当时我们没有机会通过发掘来检验上述推测
。

 年冬
,

我们再次到百色盆地考察
,

主要目的是通过发掘获得更多的石器层位的

确实证据并为解决石器工业的时代问题打下基础
。

本文就是这次发掘
‘,的初步研究

,

着重

讨论其时代
。

发掘于 月进行
, 田东县博物馆陈其复馆长也参加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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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地质
、

地理概况

百色盆地位于中国大陆南陈属两广丘陵区
” 。一

·

, 。乓
。 ‘

一
’ ,

西

侧连接云贵高原
,

南面邻近中南半岛 又称印度支那半岛
。

盆地皇北西一南东走向
,

长约

多公里 自百色市附近至思林附近
,

宽约 巧 公里
,

面积约 。平方公里
。

西江最大支

流郁江两个主源之一的右江
,

由云南人境后顺长轴穿越盆地并在南宁附近与左江汇成郁

江 从汇合点至横县的河段又称昌江 图
。

本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夏季长而炎

热
,

干湿季节明显
。

盆地西部和北部为中
、

下三叠系砂页岩构成的低山丘陵
,

东部和南部

为上古生 界石灰岩峰林
、

洼地和谷地
。

盆地 内沉积了下第三系湖相含煤砂岩
、

砂质泥岩和

泥岩
,

厚达 米以上
。

在此基础之上
,

第四纪以来发育了一系列河流堆积和地貌
。

己。 ,

图 百色地段位置
“ 、  ,

右江沿岸一般可见三级阶地
。

它们的阶地面在地盆中心一般分别高出河面 一巧

米
、

一 米和 一 米
。

此外
,

在一些地方
,

如新洲煤矿附近的公蛇岭顶部
,

在 一

米阶地之上覆盖有一个厚约 米的结构松散砾石层
。

它代表时代较晚的阶地
。

因此
,

在

我们建立的右江阶地序列中
,

侈它定为
,

而将压在它下面的
·

一 米阶地定为
,

性质为埋藏阶地 黄慰文等
, 。

在这个阶地序列中
,

占有关键地位
。

它不仅是

整个序列中厚度最大 砾石层厚可达 米
,

其上的粉砂
、

砂质粘土和粘土层可达 米
、

面积最广的阶地
,

而且具有典型的河流堆积的二元结构
。

砾石的分选性和磨圆度很好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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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的砾石层 出现交错层理
,

其上的粉砂层呈水平层理或斜层理
。

这些 特征表明盆地

在构造上曾长期处于稳定和相对沉降状态
。

此期间
,

水量充沛的右江在盆地内左右摆动
,

将河谷拓宽至最大限度并形成了巨厚的沉积层
。

大概由于近代破坏植被而引起的严重侵

蚀
,

结构松散的 在多数地方已不复存在
,

而裸露的 的上部堆积也变成细沟密布的 岗

垄
。

它们连绵于右江两岸
,

构成盆地内面积最广的阶地面 标高一般为 一 米
。

又是盆地内最具特色的标准 的砖红壤化阶地
。

铁锰淋滤发达
、

固结程度高的砾石层以及

其上具有蠕虫状斑纹的原生砖红壤 又称网纹红土
,

在结构
、

形态和砖红壤化程度等方

面
,

都与德 日进 闭 等所说的两广新生代盆地内的
“砖红壤化大冲积

扇
”

 。 , ,

和李连捷
一 卜 描述的南宁附近郁江的红土阶

地
,

 ! 基本一致
。

二
、

发 掘 与 层 位

发掘地点位于右江右岸田东县坛河镇林逢 乡坡算村背后一个当地叫做
“
高岭坡

”

的砖

红壤化阶地上 图
。

这一带砖红壤裸露 、地面出露的石制品十分丰富
。

我们在这里布

厂下门河 卫至互团阶地 巨豆习断‘ 民 创下第三系岩系
〔 口一 一 一

噩鸡
上古生界石灰岩

 一 毛 一

巨互口日了‘吕

图

, ‘

田东县坡算村附近的右江阶地
‘ 、

·

, 。

置了三个面积均 为 平方米 其中探方 后来扩至 平方米 的探方
。

从层位

上说
,

它们都位于砖红壤中
,

而且均未挖到底砾层
。

现以探方 为例
,

自上而下对地层描

述如下

灰褐色砂质粘土
,

含现代植物根茎和腐植质
,

是风化残积
、

坡积构成的表土
,

厚

一 厘米

浅褐色粘土
,

厚 一 厘米
,

含零星砾石
。

砾径多在 一 厘米之间
,

个别达

到
,

一 厘米
。

砾石磨圆度
、

球度一般很差
。

岩性多为砂岩
、

火成岩
、

变质泥岩
、

石英

和石 英岩等
深褐色粘土

,

略带砖红色和白色
,

和
,

阶伏斑纹以及富含颗粒状铁锰

结核和零星砾石
,

结构紧密
,

出露厚度 厘米
。

石制品自地面以下约 厘米开始 出现
,

但多半集中在 一 厘米处
。

另有 件的

部位更深一些
。

从 向上到
,

无论色泽还是成分等方面的变化都是逐步过渡的
。

从

沉积类型上说
,

它们都是河漫滩相沉积
,

与它下面的砾石层属于同一个沉积轮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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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我们在观察新洲煤矿附近的长蛇岭剖面时
,

不恰当地将两者看作是不连 续 的 沉 积

层
。

现应于纠正
。

三个探方中两个出土了石制品 探方 件
,

探方 , 件
。
这些石制品在平面分

布上也有相对集中的现象
,

垂直分布则包括 了 的下部和 的顶部
。

石制品原料的岩

性初步看来多半是石英
、

石英岩和变质泥岩
,

还有一些隧石和砂岩
。

这批制品包括一件卵

石制品和 件石片
,

其余 为碎屑
。

这次小规模的发掘纠正了我们曾经将 看作石器层位的推测
。

根据此次发掘的结

果和我们对百色盆地内主要产石器地点的实地观察
,

现在可以说 百色石器的主 体 部

分— 自 年以来历次从砖红壤化阶地表面采集到的数千件标本
,

产自相同的层位
,

即砖红壤层
。

此外
,

有少量标本产自比较年青的阶地
。

例如
,

年春我们就从长蛇岭

附近的 砾石层中发现 了几件带有磨蚀痕迹的石制品
。

后面这类制品有可能代表盆地

内时代比较晚的工业
,

也有可能是从砖红壤化阶地中冲刷出来又重新堆积的
。

因为它们

数量有限
,

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形
,

都不影响我们对百色石器主体部分的层位的认识
。

三
、

关于时代的讨论

石器层位的确定使我们有了讨论时代问题的基础
。

虽然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可供判断

百色石器时代的动物化石
,

但是
,

由于砖红壤化阶地是亚洲南部一种分布广泛而又富有特

色的堆积
,

从而使我们有可能根据新构造运动
、

地貌
、

古环境等标志
,

以及邻近地区同类堆

积的年代测定成果
,

通过地区之间的对比来对百色含石器地层的时代作 出合理判断
。

构造和地貌

百色和两广地区的砖红壤化阶地具有鲜明的构造和地貌上的特征
。

它直接覆盖在第

三纪湖相地层之上
,

代表盆地在湖泊变干并经历长期侵蚀之后重新接纳的一组最重要的

堆积
。

它厚度大
‘

,

面积广
,

具有典型的河流堆积二元结构
,

其上又覆盖了新的阶地堆积
,

反

映了这组地层是在构造上处于持续稳定并相对沉降的状态下形成的
。

它的前缘常形成壁

立的陡坎
,

反映在其形成以后的地质时期里 曾经历了强烈的上升运动
。

上述特征在亚洲

南部其他地方
,

如秦岭南麓的汉水谷地 沈玉昌
, ,

长江上游 沈玉昌
, 、

伊洛瓦

底河谷
,

可 能还有印度河谷
,

都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到
。

处于沉降区的长

江中下游
,

砖红壤化阶地一般构成第二阶地 杨怀仁
,  ,

但其他特征依然可见
。

“利用新构造运动周期性有节奏的波动在相当范围的区域内有一致性的这一特点
,

可

把它当作研究第四纪沉积物发育过程及地层划分对比的标志和基础之一来 看 待
”

丁国

瑜
, 。

德 日进等早年  ! 正是根据同样原理
,

将两广的砖红壤化阶地和长江上

游高阶地砾石层及红壤
、

长江下游庐山
“泥砾

” 、

华北泥河湾期湖相地层归人同一个地文期

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除珠江水系的右江以外
,

长江流域以至南亚一些大河流域的砖红壤化

阶地
,

都先后发现了时代很古老的石制品
。

例如
,

伊洛瓦底江的
“
安雅特 期文化

” 、

循南

河上游汪河的石制品以及近年在长江中下游湖北
、

湖南
、

安徽等地发现的石制品
。

此外
,

可以和砖红壤化阶地对比的印度河上游索安河的高阶地上也含有
“
前索安

”

粗大石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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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环境

全球气候变迁大致同步的特点已为越来越多的研 究成果所证实
。

它使不同地区古环

境研究成果用于对比第四纪沉积物发育过程和层序成为可能
。

以秦岭为界的中国北方和

南方同处亚洲大陆东部
, 尽管在更新世沉积物特征上表现出明显的地区特色

,

但又为全球

性气候波动所控制
。

土壤学家认为
,

砖红壤带与湿润热带和亚热带森林气候区相一致 马

溶之
, 。

在东亚
,

第三纪红色风化壳自南向北一直分布到中国东北和内蒙古
。

进人

第四纪以后
,

砖红壤的分布范围收缩到秦岭以南
,

即今天的南亚
。

到了现代
,

即便秦岭以

南地区
, “
红壤化作用已经是相当微弱

,

甚至仅可能在湿热 的复季进行
”

马溶之
, , 。

以上事实说明
,

在亚洲
,

砖红壤化作用虽然 自第三纪以来未 曾中断
,

但规模和强度在不同

地质时期有很大差别
,

而且呈现出逐步缩小和减弱的总趋势
。

如此
,

只要把握好这个变化

规律
,

在野外便有可能将标准的砖红壤 又称 “网纹红土
”

或 “
具蠕虫状斑纹的原生砖红

壤
” 、

准砖红壤和次生的砖红壤分开
,

并将它们作为划分亚洲南部第四纪地层的标志之

德 日进等 , 高度重视砖红壤化阶地在古环境研究上的意义
。

他们称它为“华南

晚新生代期间值得重视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
” ,

认 为这样强烈的砖红壤化是以后时代的

堆积所看不到的
。

他们推断这个
“
晚上新世的砖红壤化时期  !

‘ 口

‘ ‘ ’ ‘ ‘“ ‘ 户。
’ ”

始于
“上新世之末

”

而止于
“更新世沉积系列

, ,

之

前
。

按照现时通用的地质年表
,

即始于早更新世之末而止于中更新世之前
,

也就是始子

泥河湾期之末而止于周 口店期 北京人时代 之前
。

东亚古环境的研究
,

尤其是最近 多年的成果支持德 日进等上述看法
。

本文将列举

一些事实于后

陕西洛川黄土
一
古土壤剖面记录该地区 。年的地质事件中

,

发现了两次明

显的升温事件
。

一次是发生在距今 名 。 年的
“
适宜气候事件”另一次是发生在距今

年的
“最佳气候事件 ,’刘东生等

, 。

从时间上说
,

后一事件同本文讨论的砖

红壤化时期关系较大
。

这次事件的洛川剖面上表现为
,

古土壤层
。

,

它由三层古土壤复

合而成
,

在黄土地区具有普遍性
。

例如
,

蓝田陈家窝直立人下颇骨化石层位 古地磁测定

为距今 年)上面的
“

红三条
” 。

从时间上说
,

它大致根当于深海沉积氧同位素第 巧

阶段 (距今 6100。。一 , 6 0 0 0 0 年)由三个靠得很近的波峰为代表的全球性升温期 (Im br ie

et al
· ,

1 9 8 4
)

。

2
) 周 口店第 1地点堆积抱粉分析也得出同样结果: 从下部第11层向上至第 7 层 (距

今约 600000一 400。。0 年)气候温暖而且比较潮湿
。

其中又以第 8一9 层堆积时的气候最

为适宜
。
这时期周口店附近出现了一些亚热带植物

。

到了上部地层的堆积时期 (大约从

距今 300000年以后 )
,

气候变得温凉而且干旱
,

植被与今 日的接近(孔昭哀等
,

19
8 , )

。

3
) 更新世期间东亚发生过多次与全球性降温有关的哺乳动物南迁 事 件

。
徐 钦 琦

(1986) 提出过至少有四次
,

分别发生在距今 1400000 年前后
、

9 0 0 0 0 0 年前后
、

2 5 0 0 0 0 一

240000 年和 18000一 10000 年
。

如果加上宋方义和张镇洪 (1988) 发现的距今 170000 年

左右或 130000 年左右那次则一共五次
。

这些事件中后三次相隔时间不长
,

表明自距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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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00 年左右起
,

东亚的降温事件 日趋频繁
,

整个环境已大不如前了
。

4
) 周明镇(1963 )根据四川盐井沟动物群中许多动物个体明显增大的普遍现象

,

用贝

格曼定律 (Ber gm
a
nn

‘
s

L
‘w

) 推论出中更新世时
,

至少在某一段时期 内
,

亚洲南部发生过

普遍的降温现象
。

当时该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或至少冬季的平均温度比现在的要低
。

5) 距今 300000 年的中更新世晚期
,
长江中下游开始堆积黄褐土类型的下蜀土

,

表明

该地适于发育砖红壤的热带亚热带常绿季雨林景观此时已被温带森林景观取代 (马溶之
,

1 9 5
8; 杨达源

,

19 86 )o 反映寒冷气候的安徽和县动物群也正是这时出现在长江边上 (徐

钦琦
、

尤玉柱
,

1 9 8 4
)

。

从上面列举的事实看
,

距今 400000 年左右是研究东亚环境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重要

时刻
。

在这以前的更新世期间
,

亚洲南部存在过几次大规模发育砖红壤的机会
,

其中与本

文讨论的
“
砖红壤化时期

”

关系较大的是北京人时代早期的那次
。

自距今 400000 年以后
,

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已不复存在了
。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判断

,

还可以举出发育一定厚度

的砖红壤需要较长时间的道理改 有人计算过广西石灰岩地区形成 1 厘米厚的红壤需要

13 000一 3200 0 年 (韦启播等
,

1 9 8 3
)

。

在百色盆地
,

形成于全新世或晚更新世晚期的 T I

看不出砖红壤化迹象
。

形成于晚更新世初期或更早一些的 T Z 只发生了轻度的砖 红壤

化 。 时代大约相当于周口店期的 T 3 也未发生砖红壤化
。

因此
、, 造成百色盆地以至亚洲

南部盆地内第四纪沉积物强烈砖红壤化的时期
,

不可能出现在距今 400000 年以后
。

3

.

年代测定

已知有两个地点的年代测定结果对于判断百色砖红壤化阶地的时代具有重要 意 义
。

一是泰国北部帽南河上游汪河 M a
e M 。卜 盆地 Ba

n M ae T ha 地点含石制品的砖红壤化

砾石层
。

对覆盖砾石层之上的
“
南邦玄武岩

”

(
L

a
m p

a n
g

ba sa h
)

K
一
A
r 测定

,

其上部为

0. 6 士 0. 2 m y
BP

,

下部为 0. 8 土
、

习日 m y B P
。

古地磁测定发现这个层记录了从松山反极性

期向布容正极性期的转变
。

两种方法的测定证实砖红壤化砾石层的堆积时代早 于 0
.
73

m yB p (p
ope e
“l

· , 一

1 9 8 6
;

S

a s a

d

a o
t

a

l

· ,

1 9 8 7
)

。

另一个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

究所对长江下游庐山地区六个自然剖面和钻孔岩芯所作的古地磁测定
,

证实被作为大姑

冰期的冰债或冰水沉积物的网纹红土下部的
“泥砾

”

层
,

基本上都处于松山反极性期的贾

拉米洛事件附近
,

_

时间应在啼
.
9一
_
1
.
l m yB P ,

而“泥砾
”

之上
、

被作为庐山
一

大姑间冰期或

中更新世堆积物的网纹红土
,

最早出现于贾拉米洛事件后期
,

即 0.9一o
.
g ni yBP 左右

,

其

顶部堆积延伸至布容正极性期
,

但估计不会晚于 0
.
4 m yBP (邢历生

,
1 9 8 9

)

。

总之
, 上述构造

、

地貌
、

古环境和年代测定等方面的分析表明
:
亚洲南部晚新生代那

次强烈的砖红壤化事件比较大的可能发生在北京人时代的早期
,

即距今 600000一4。。0 0 。

年期间
,

含百色石器的砖红壤化阶地的堆积时代应发生在这个事件之前
。

一

换句话说
,

百色

石器的时代至少相当于北京人时代早期
,

而更有可能比北京人时代早并与蓝田人时代相

当
。

这个估计和最初研究者把百色石器归人旧石器时代晚期(李炎贤
、

尤玉柱
,

19 75 ) 出

人很大
,

也比我们(1988)原先的估计要早
。

当然
,

最后确定百色石器的时代还需要更多的

证据
,

对百色盆地的工作
, 包括地层

、

埋藏学
、

年代学和考古学等还必须继续深人去做
。

本文插图系李荣山先生清绘
,

特致谢意
。

一

(i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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