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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小孤山的骨制品和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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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镇词 鱼叉 8 骨针 8穿孔牙齿 8 旧石器时代晚期

内 容 提 要

小孤山的骨制品包括鱼叉
、

标枪头和骨针
,

它们在工艺上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
、

尤其是

马格德林文化的制品十分相似
。

小孤山的骨针和山顶洞的骨针相似
,

但工艺水平稍高
。

小孤

山的装饰品包括穿孔牙齿和蚌壳
,

它们与山顶洞的同类制品基本一致
,
但穿孔技术稍高

。

小

孤山含上述制品的堆积物的时代为晚更新世
,

年代测定的初步结果为距今 斗。
,
。11 一 9 。

,
1。。年

左右
。

在 34 5 年对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的发掘中
,

除了获得大量石制品
、

动物化石和一些

人类化石外
,

还发现了一批骨制品和装饰品
。 3 4 5 年发表报告时因篇幅所限而未能作羊

细介绍 6张镇洪等
, 34 5 , 7

。

考虑到它们在中国旧石器考古上是难得的发现
,

有必要在比

予以专门报道
。

一
、

材 料 与 对 比

6一7 鱼 叉

发现一件
,

标本出土号 5 : 3 , ∗ − , ; 3 ! 6图  8 图版 − , 3 17
(

出自洞后部的 ; 3 ! 方格
,

桩

第 3 水平层 6∗ −7 层面以 下 3
2

巧 < 处
,

层位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的第 层上部6该洞韭

积物分层情况见 34 5 年发表的报告 7
。

鱼又周围发现粗角羚羊 6尸∋= >?0∋ ≅∃   ∋ ∀Α2 7
、

鼠耳

蝠 6Β夕
。
血 。)

2

7
、

沙狐 6.
“−Α。, = , , ∋= 7 等化石

。

鱼叉看来是用偶蹄类的
“

炮骨
”

制成
9 7 ,

因为它的
“

背面 ”
留有一道

“

炮骨
”

表面的纵构 8

 7 现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教
。

9 7 在 3 4 年报告中认为是用鹿角制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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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面
”

则露出骨松质结构
。

器身布满横向的切削痕迹以及纵向的刮削条纹
。

器身表面原

来呈土黄色
,

但许多地方因矿物污染而密布灰褐色斑点
。

鱼叉从结构上可分头部
、

主干和尾部三部分
。

头部的

尖端和尾部末端的一部分残缺
。

头部成扁锥体 8 主干为棱

柱体
,

断面呈不等边五角形
。

它一侧有一个倒钩
,

另一侧有

两个
。

这些倒钩位于主千靠近头部处
。

在主干中部的一

侧
,

有一个呈缓坡状突起的结构
,

其作用可能和青铜制作的

戈上面的
“

阑
”

6同
“

栏
”

7相似
,

是为了限制鱼叉刺人的深度

而设的
。 “

阑
”

的中央有一个小切 口 ,

已被磨得很光滑
,

似

乎是长时间系绳所致
。

鱼叉尾部削薄成纵剖面呈楔状的叶

片
,

作为插人鱼叉杆的设施
。

鱼叉残长 3 51
2

3
Χ

8 头部宽 31
2

! < < 厚 4
Χ

8 主干

最宽处6位于
“

阑
”

部 7宽 3!
2

9 < <
,

厚 33
2

,

Χ
8 尾部最宽处

宽 35
2

9

Χ
,

厚 31
2

Χ
,

其末端厚约 3
2

Δ< < 8 两侧倒钩展

幅 9Ε
·

9

−Φ<
(

过去
,

在国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还没有发现过鱼叉
。

但

是
,

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格德林文化中
,

鱼叉成为最

具特色的一种工具
。

步 日耶 6;Γ ∃/ + 
,

Η
2

7 将鱼叉分成两

个类型
: 一类是单排倒钩鱼叉

,

出现于马格德林文化的早

期并流行于中期 8另一类是双排倒钩鱼又
,

出现并流行于马

格德林 文化的晚期 6Δ∀ Ι(
Γ Φ ,

3 4 9 , 7 小孤山的鱼叉属双排

倒钩鱼叉
。

图 3 小孤山的鱼又

& > ∃ > ∋ Γ Α( ( Γ 
ϑ Γ( Φ  Κ ≅∋ ( 0 / ∀> ∋ Φ

6二7 标 枪 头

发现一件
‘, ,

标本出土号 5 : 9 9 , ∗ Λ ,

Μ3 9 6图 之 ! 8 图

版 −, 4 7
,

层位上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的第 层
。

这是一件尾部残缺的标枪头
,

用动物肢骨制成
,

淡土黄

色
。

器身大体上成扁锥体
,

一面稍凸
,

另一面较平
。

凸的一

面满布纵向的刮削条纹 8 较平一面露出骨松质结构
。

整个

器身都经过研磨
。

标枪头残长 Ν!
2

Χ
8 下部宽 3Ν

2

9 < <
,

厚 Ν
2

! < <
。

在国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还未报道过标枪头的材料
。

奥瑞纳文化的中期 6(
∀ Ι( Γ Φ ,

34 9 7
。

6三 7 骨 针

标本 ≅ : 出土号 5 : 3
,

∗ , Μ Ν 6图 9 之  8 图版 −
,

3 7
。

Ο 在 34 年报告中当作
“

骨锥飞

在欧洲
,

这类骨制武器出现 在

发现于洞中部第 水平层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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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以下 9 = < 处
,

层位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的第 9 层上部
。

这件骨针针身光洁
,

呈
“

象牙白
”

色
,

有油脂光泽
,

针柄上有矿物污染造成 的灰褐色斑

点
。

初步观察表明
,

它可能是用象的门齿作原料而制成的
。

针身稍弯
,

断面大体成圆形
。

出土时针身被折断成三截
,

但可以粘接复原
。

针身长 ΝΝ
2

Ε

Χ
8 柄部最宽处6在针眼上方7

宽 Ε
2

Χ
。

针眼是先将针柄磨薄后由两面对钻而成的
。

眼孔圆
,

孔壁内径 3
2

!

Χ
,

外径

一面为
2

Χ
,

另一面为
2

9
Χ

。

针身的一面上有三道互不连接的纵向裂纹
。

标本 9 : 出土号 5 : 39
, ∗  , Π Ν 6图 9 之 9 8 图版 −, 9 7

。

出自洞中部第 3 水平层 6∗ 7

层面以下约  <
,

层位上相 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的第 层下部
。

这件骨针针身光洁
,

外表因矿物污染而呈灰褐色
。

据初步观察
,

它是采用动物骨骼作

原料而制成的
。

针身大体平直
,

断面大体成圆形
,

针尖微损
。

针身长 !
2

5
Χ

8 针柄最宽

处 6在针眼外侧7 宽 Ε
2

1

Χ
。

针眼是将针柄磨薄后由两面对钻而成
。

眼孔圆
,

孔壁内径

9
2

3 < <
,

外径一面为
2

Ε
Χ

,

另一面为
2

1

Χ
。

标本 : 出土号 5 : Ε 9 , ∗ Λ , ΠΛ 6图 9 之 8 图版 −,
, 7

。

出自洞 口处第 9 水平层 6∗ Λ7

层面
,

层位上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的第 层上部
。

这件骨针针身光洁
,

呈
“

象牙白
”

色
,

油脂光泽
,

大概也是用象的门齿 为原料而制成的
。

针身长 !
2

4

Χ
,

针柄最宽处
2

Ε
Χ

。

针眼未钻穿
,

仅在一面留下一个漏斗状浅穴
,

其外圈

的直径为 1
2

Ν
Χ

。

在国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中
,

山顶洞遗址 出过一件残缺的骨针
。

它正好在针眼处断

掉了
。

针身稍 弯
,

残长 59 < <
,

这个数字大于小孤山的三根骨针
。

针眼上方直径
2

3
Χ

,

娜做摊姗附娜娜脚储摊隔脚她姗几,

1 3 心<
‘Θ一

曰 Χ Ρ

图 9 小孤山的骨针
& > ∃ Ι ( Φ ∃ Φ ∃∃ Σ  ∃ ∀ ϑΓ ( < Κ +∋ ( 0 / ∀> ∋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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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身最厚处直径
2

< <
。

这两个数字比小孤山骨针相应部位的数字略小
,

说明山顶洞骨

针比较纤细
。

根据对针眼残存部分的观察
,

原研究者认为山顶洞骨针的针眼并非钻制而

是采用一种尖锐工具从两面剔挖而成的 6ΑΣ
,

3 4 4 7
。

小孤山的骨针的针眼用对钻方法

做成
,

技术上比较进步
。

在欧洲
,

骨针最早见于奥瑞纳文化晚期
,

但一般比较粗大而针眼的孔壁参差不齐
。

至

梭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
,

骨针流行
,

制作技术比较进步
,

针眼是钻制而成的
。

相比之

下
,

小孤 山的骨针和梭鲁特文化
、

马格德林文化的接近
。

6四 7 穿 孔 牙 齿

标本 3: 出土号 5 : 3 , ∗ , Ο 0 6图 之  8 图版 − , Ε 7
。

发现于洞中部第 水平层6∗ 7

层面以下 9 =
<

,

层位上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的第 9 层
。

这件标本由一件貉 6% ?= Τ 。8
∃/ Τ∃ , ∀Α

2

7 的上犬齿制成
,

齿根磨薄后从两面挖孔
,

结果每

一面都形成一个椭圆形
、

轮廓不甚规则的浅坑
。

后来
,

又在浅坑里钻孔
,

但未能钻穿
。

标本 9 : 出土号 5 : 3 , ∗ , Ο , 6图 之 9 8图版 −, , 7
。

发现于洞中部第 水平层6∗ 7

层面以下 9 。<
,

层位上相 当于洞内堆积层序的第 9 层
。

它是由一件小野猫 6Π∃  +∀ => +阴∀+∀ 7 的上犬齿制成
,

齿根中部以上的齿冠缺失 一 半
。

齿根磨薄后由两面对钻穿孔
,

孔小而圆
,

因破损出现一小缺 口 ,

孔内径为 3
2

Ν
Χ

,

外径一

面为
2

Ε < <
,

另一面为 Ε
2

1 < <
。

标本
: 出土号 5 : 34

,

∗ Λ , Υ , 6图 之 Ε8 图版 − , Ν 7
。

发现于洞中部第 9 水平层6∗ Λ 7

层面以下 Ε = <
,

层位上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的第 层下部
。

这是一件用鹿 6==
: 。/Ρ’ : 叨

“Σ 。二+,

7 的上犬齿制成的装饰品
。

穿孔时先将齿根磨薄
,

然

后由两面对钻
,

孔小而圆
,

孔 内径 3
2

5 < < ,

外径一面为 Ε
2

1 < <
,

另一面为
2

< <
。

标本 Ε : 出土号 5 : 3 ! , ∗ Λ , Π! 6图 之 8 图版 − ,

57
。

发现于洞中部第 9 水平层6∗ Λ7

层面以下 9 1 。<
,

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的第 层下部
。

它用食肉类犬齿的齿根制成
,

做工精细
。

制作时先由牙齿截取齿根
,

再经精心磨制成

近端粗6断面成椭圆形7
、

远端渐薄的一个笛嘴状物体
,

而后又在器身中部穿孔
。

孔的轮廓

成椭圆形
,

孔壁内缘参差不齐
,

看来是 由两面对钻和剔挖互用而成
。

孔 内径长轴方向为
2

1 < <
,

横向为 9
2

1 < < 8 外径长轴方向为 Ε
2

! < < 6一面 7和 Ε
2

< < 6另一面7
,

横向均为
2

。

ΓΦ    (

穿孔牙齿是山顶洞装饰品的主要组成部分
,

共出土完整或大体完整的标本 3 3! 个
,

残

破的 4 个
,

共 3 9 个
。

它们主要用小型食肉类犬齿制成
,

其次是鹿的犬齿
。

小孤 山的穿孔
2

牙齿在原料上大体也是这样
。

在穿孔技术上
,

原研究者认为山顶洞的标本没有一个是钻

孔的
,

而都是从齿根两面剔挖而成的
。

小孤山的标本则同时存在剔挖
、

挖钻结合和单纯钻

制三种情况
,

同时
,

在使用这三种方法穿孔之前
,

都先将齿根磨薄
。

以上说明小孤山的装

饰品在穿孔技术上比山顶洞的似乎更胜一筹
。

山顶洞的穿孔牙齿 中
,

有 9 个仍残留赤铁矿粉末着色的痕迹
。

这种现象在小孤山的

穿孔牙齿中没有见到
。

在欧洲
,

类似山顶洞
、

小孤山的穿孔牙齿
,

从奥瑞纳文化到马格德林文化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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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五 7 穿 孔 蚌 壳

发现一件
,

标本出土号 5 : 9Ε
, ∗ ,

Υ ! 6图 之 8图版 − 之 ! 7
。

发现于洞中部第 水

平层 6∗ 7层面以下 95
。<

,

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的第 层
。

 
·

多
2

图 小孤∗−Ρ 的穿孔牙齿 6+
, 9 , 8 , ∀7

、

穿孔蚌壳6 7和标枪头6! 7
3

一

> ∃ 户∃ Γ ϑ( Γ ∋ ‘“Σ , ∃ ∃ Τ > 6+ , 9 , Ε ,

7
, ) ∃ , ϑ( Γ ∋ Τ( Σ

∀ > 。 ς 3 6 7
∋ Φ Σ Ω

∋ Ξ ∃  +Φ ) ( +Φ Τ
6! 7 ϑ: ( Φ  Ψ +

∋ ( 0 / ∀> ∋ Φ

这件装饰品用蚌壳制成
,

形状像一枚硬币
,

只保存一半
。

估计其直径约 9 Χ
,

厚约

92 1
Χ

。

它一面微凸
,

呈“
象牙白

”

色 8 另一面微凹
,

有红色侵染
。

两面磨光
,

边缘尤为光

亮
。

凸面边缘满布一圈放射状刻沟
,

沟内残留有红色染料
,

大概是赤铁矿粉末
。

标本的中

心由两面对钻穿孔
,

孔壁光滑
,

似乎是长期穿绳磨擦所造成
。

孔壁内径 9
2

9 < <
,

外径
一

Ε2 。

Χ 6两面测数接近7
。

孔壁残留有红色染料
。

山顶洞的装饰品中
,

除穿孔牙齿外
,

还有一些穿孔砾石和石珠
。

它们在原料上和小孤

山的穿孔蚌壳不同
,

但在制作时也使用了磨光和钻孔技术
,

而且广泛地利用赤铁矿粉末眷

色
。

在宁夏的水洞沟遗址
, 34 ! 年发掘时发现一件用鸵鸟蛋壳制成的装饰品

,

它的轮旅

大体上成圆形
,

边缘略加磨制
,

中心有一个钻孔 6邱中郎
、

李炎贤
, 34 Ν 5 7

。

二
、

结 语

3
2

层位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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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4 5 年的发掘中
,

我们依照岩性变化和沉积特征
,

将总厚度为 ! < 多的洞内堆积

自下而上分为五层
。

最上一层即第 , 层时代定为全新世
。

该层以下即最底部的第 3 层向

上至第 Ε 层含晚更新世的动物化石
,

时代
“

总的看来可归于晚更新世
”
6张镇洪等

, 3 4 5 7
。

小孤山的骨制品和装饰品
,

出自第 3 至第 水平层
。

按照洞内堆积物的层序
,

它们

多数属第 层
,

少数则达到第 9 层
。

因此
,

这批骨制品和装饰品的时代不会超出晚更新

世
。

我们曾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和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实验室对采自

∗ , Ζ Ε一Ζ , 的灰烬样品进行热释光测定
,

结果为距今 Ε 1
,

1 11 士
,

11 年 。。
这个数字可以

代表第 层下部或较低层位的骨制品
、

装饰品的年代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实验室从 34 5 年起对小孤山遗址进行系统采样和
‘

℃ 测定
。

目前
,

这项工作仍在

进行
。

从已获得的结果看
,

第 层的年代数据和热释光测定 的数据基本吻合
。

92 工艺特点和水平

小孤山的鱼叉和标枪头取材于动物骨骼
,

采用切
、

锯
、

刮削和磨制等技术制成
。

它们

在国内的旧石 器时代遗址中还未见过
,

但在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则十分流行
。

小

孤山的鱼叉属双排倒钩型
,

流行于马格德林文化晚期
,

比马格德林文化中期流行的单排倒

钩型鱼叉先进
。

小孤山的骨针
,

有取材于动物骨骼的
,

也有可能取材于象类门齿的
。

无论采用那种原

料
,

都作了通体磨光和对钻穿孔的精细加工
。

它们比山顶洞骨针在工艺上更胜一筹
,

后者

的针眼据认为是剔挖而不是钻制的
。

小孤山的穿孔牙齿和山顶洞的一样
,

主要取材于食肉类犬齿
,

其次是鹿类犬齿等
。

不

过在穿孔方法上在使用剔挖技术的同时
,

也采用对钻技术
,

不像山顶洞的那样仅限于剔

挖
。

小孤 山的穿孔牙齿未见山顶洞同类标本上使用赤铁矿粉末着色的迹痕
,

不过
,

这种

着色的做法存在于穿孔蚌壳上
,

说明两个文化流行着同样的习惯
。

2

发现的意义

小孤山骨制品和装饰品是小孤山文化的重要成分
,

是研究当时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的重要证据
。

在 3 4 一 34 Ε 年对山顶洞遗址的发掘中
,

发现了骨针
、

磨光鹿角
、

穿孔牙齿
、

石珠
、

穿

孔砾石等骨角制品和装饰品
,

给中国旧石器文化增添异彩
。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
,

在中国土

地上再次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骨针和穿孔牙齿
,

并且第一次发现骨制鱼叉和标枪头等
。

所

以
,

小孤 山的骨制品和装饰品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旧石器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
。

小孤 山的鱼叉和骨针
,

在类型和工艺上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

尤其是马格德林

文化的同类制品十分相似
、

从而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有意义的材料
。

特别令人

感兴趣的是
,

小孤山骨制品工艺先进
,

但出现的年代却比较早
。

根据法国一些旧石器时

代晚期文化的 Ζ “ 测定结果
,

骨制品流行的马格德林文化的年代一般处于距今 91
,

1 11 一

3 1
,

1 1 1 年的范围以内 6Ζ
(  ∃∀ ∋ Φ Σ Η +0 0 ∀

,

34 ! 4 7
。

小孤山的骨制品年代可早到距今 Ε 1
,

1 1 1

年
,

最高层位的标本一般不会晚于距今 91
,

11 1 年
。

这个年代也比山顶洞文化的年代早
。

 7 据李虎侯同志 34 5 年 9 月 9 5 日致贾兰坡先生信
。

作者借此机会向参加测定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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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版由王哲夫先生摄制
,

插图由沈文龙先生清绘
。

6一4 年 4 月 Γ Ε 日收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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