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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的蚌制品
,

系出自山西省新绛县三家店
。

其地层为粗细砂粒
,

地貌部位为汾 河

第三阶地
。

与蚌制品同一层位出土的哺乳 动 物 化 石 有 8 9 /9‘) /) :
);

) 。 , 9 ∋ , 9 ; ,< “‘
, 石夕“ ,“ < =

·

介> 。, 9 ?庆 , ‘
,

≅3 , ≅8
1 ,

≅‘二)

,
4 9 < ΑΒ ) ‘ ≅8

1 ,
Χ ) Δ ) /3 ≅ ≅8

1

等犷 它的发现
,

为研究汾河中下游地区旧

石器时代文化的性质
,

提供了新的材料
。

 !Ε 年 Φ 月 日
,

山西省新绛县沙厂工人皇甫丁
、

王青龙等在三家店沙厂的褐黄色

砂层中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
。

消息传开后
,

引起了该县博物馆的重视
,

副馆长蔺永茂

及时赶赴现场了解情况
,

并收集了部分哺乳动物化石
。  ! 年元月中旬

,

本文著者黄万

波
、

计宏祥应新绛县博物馆的邀请
,

前往协助工作
。

是年 月  日上午
,

我们在化石 产

地踏勘时
,

从皇甫丁
、

王青龙近期在同一层位采集的化石材料中见到一件蚌制品
,

带回北

京后
,

经贾兰坡教授的观察
,

确认此件标本有人工作用的痕迹
,

故作报道
。

1

产地与层位
一

蚌制品出自山西省新绛县横桥乡三家店南
,

位于汾河左岸第三阶地 5图 6
。

地 层为

灰白色
、

黄色砂粒交互层和褐黄色砂粒凸镜体
。

文中涉及的蚌制品及其伴存的哺乳动物

化石
,

从表面粘附着的褐黄色砂粒判断
,

它们均出自褐黄色砂粒凸镜体中
,

与皇甫丁
、

王青

龙所述的情况完全吻合
。

地层剖面在沙厂的出露厚度大约 Γ 米
。

砂层以上为具水平层

理 的砂质粘土
,

顶部为黄土 5图 Φ 6
。

由黄土至汾河水面的高度超过 Γ 米
。

Φ1 与蚌娜品伴存的喃乳动物化石

新绛县博物馆收集的材料
,

以及我们在现场工作时获得的标本
,

初步鉴定有下列各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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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
,

夹埋藏土条带 7 Φ
1

砂质粘土
,

具水平层理 7 #
1

灰白色
、

褐黄色交
互砂层 7 Ε

1

蚌制品 7
1

哺乳动物化石

以上几种哺乳动物化石在丁村文化遗址皆有记载
。

周明镇
、

黄万波等5  ∀ 6在
“

晋西

南几个晚新生代地层剖面 的观察
”

一文中
,

对丁村组的地质时代表示
Τ
丁村组剖面 中上部

和下部成连续沉积 7 在黄土与砂砾层之间
,

没有间断性的接触关系 7 黄土中的一条埋藏土

层较为稳定
,

颜色鲜艳
,

淀积层不发育 7 动物几乎都是在萨拉乌苏组中发现过的
。

因此周

明镇等把丁村组定为晚更新世早期
。

但根据最近铀系法测定骨化石的年龄 5陈铁梅等
,

 !斗6
,

丁村 ΓΓ 地点为距今 ∀ 一 Φ 万年
。

如果这个测定可靠
,

那么丁村 ΓΓ 地点可放人

中更新 世晚期
。

三家店含蚌制品的地层及动物化石
,

与周明镇等描述的情形基本一致
。

这就是说
,

含

蚌制品的地质时代不会晚于丁村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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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蚌制品属褶纹冠蚌 5< Β,Β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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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的右壳5刘月英等
,  ϑ  6

。

观察时
,

表

面仍可见到少许黄色砂粒
,

或者黄褐色斑痕
。

蚌体宽大5长 巧 毫米 7 宽 ϑ 毫米6
,

壳体低

平
,

表面较光
,

但有均匀的细纹
。

蚌体背
、

腹部边沿有 打击痕迹
,

靠外套肌痕附近的打击现象尤 为清晰 5图 # 6
,

在蚌本

前闭壳肌痕处有一平直的断面
,

呈浅褐色
,

长 Ε! 毫米 7 宽 Ε
1

Ε 毫米
。

此外在蚌体的后缘迅

有一面
,

棱形
,

长 #! 毫米 7 宽  1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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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制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有多处发现
,

但是在旧石器时代遗址里
,

类似三家店

的蚌制品不多见
。

它的发现
,

不仅为研究汾河中
、

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性质增添了新

的材料
,

而且为了解蚌制品的历史提供了线索
。

蚌类的壳体
,

当其未石化之前
,

其硬度是比较强的
,

完全可以当作生活用具或生产工

具的原料
。

今天
,

人们还在用蚌壳作销售食盐的小铲
,

或者蛤划油盒等
。

新绛县北的丁村

文化遗址
,

曾发现过大量的软体动物化石
,

其中也包含褶纹冠蚌5Ι Β,, Α9痴 迁
1

∗/ Α’< 9Ξ 。
6 等蚌

壳
,

可惜未有过蚌制品的报道
。

本文记述的这件蚌制品
,

希望能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
,

并

期待今后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

文中的插图
、

照片分别由沈文龙和王哲夫同志绘制与摄影
,

笔者在此致谢
。

5  ! 年 Ε 月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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