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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和分析了贵州普定白岩脚洞发现的砾石石器 砍砸器 和石片石器的类型
。

刮削

器数量多
,

类型复杂
,

加工精致 尖状器数量较少
,

加工也不很精致 端刮器和修背石刀不太发

达 雕刻器和凹缺刮器并不发达 砍砸器仍占相当比例
。

本文是贵州省普定县白岩脚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研究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
。

关于

这一遗址的总的情况
,

前已作了报道 李炎贤
、

蔡回阳
,  ,

本文是前一论文的继续
。

在

这篇论文中
,

我们打算对白岩脚洞发现的石器进行类型分析
。

关于石器加工技术已有专

文论述 李炎贤
、

蔡回阳
, ,

这里仅补充少数类型的加工技术
。

有三点需要说明
。

首先
,

我们分析的是石器类型的类群
,

而不是个别标本的描述
。

因此
,

标本的主要类

型特征得以归类叙述
,

而一些次要的个别特征则在这里省略了
。

其次
,

我们主张把加工方向当作加工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

但考虑到传统的习惯
,

在

分析类型时也包含了这一方面的特征
。

再次
,

在本刊发表的前一篇论文中已附有插图和照片
,

可资参考
,

此处不重复
。

一
、

砍砸器的类型

砍砸器是旧石器时代常见的一类石器
,

时空分布非常广
。

各国学者对砍砸器的分类

不尽相 同
,

我国学者中也存在着不一致的意见
,

因此要进一步探讨中国砍砸器的发展变化

和类型
一
技术传统

,

目前不易做到
,

甚至要详细对比都有一定困难
。

所以
,

裴文中和贾兰坡

说“
这一类石器 原文指单边砍砸器

,

其实
,

多边砍砸器也如此 是一种石器时代常

见的工具
,

例如
,

我国广西山洞里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大量存在
,

不能作为鉴定时代和文化

性质的根据 ,’ 这一说法是有一定理由的
。

根据我们的初步观察结果
,

可以对白岩脚洞的

砍砸器简要地概括一下
,

以供进一步对比和讨论
。

白岩脚洞发现的砍砸器 件 个刃口
,

素材多为砾石 件
,

石块次之 件
,

石核最少
,

仅 件
。

砍砸器轮廓呈长条形的 件
,

三角形的 件
,

方形的 件
,

半圆形的

件
,

形状不规则的 件
。

横断面呈三角形的 件
,

四边形的 件
,

扁圆形的 件
,

其它

形状的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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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刃和双刃的砍砸器多在素材的一端或两端加工 约占 多
,

而在素材一侧边加工

的较少 约 占 外
。

如果把砾石或石块较厚的边缘分为上中下三部分
,

则可 看出
,

白岩

脚洞的砍砸器以下部加工的为多 约占 多
,

中部横脊加工的次之 约占 多
,

上部加

工的占 沁
,

一部分在下部而另一部分在 中部加工的占 多
。

双刃和多刃的标本在同一

平面加工的占 “沁
,

不在同一平面加工的占
。

在素材的石皮上加工的占 沁
,

在石

片疤上加工的 占 多
,

一部分在石皮上而另一部分在石片疤上加工的 占 多
。

加工边缘

较厚的稍多于较薄的
。

砍砸器的刃缘凸的最多 刃
,

凹凸状的次之 刃
,

直的又次之 刃
,

凹的最

少 刃
、

刃缘不平齐的多 刃
,

平齐的和锯齿状的较少 各为 刃
。

两刃或数刃相

连的
,

多钝角相交
。

砍砸器主要为正向加工成的  个刃缘有 个为正向加工 反向加工的刃缘有

个
,

转向加工的 斗个
,

交互加工的 个
。

复向加工的 个
,

其它加工方向的刃缘 个
。

双

刃和多刃的标本中同向加工的 件
,

占 并
,

异向加工的 件
,

占 外 其中错向

加工一件
。

交互加工或两面加工多见于标本的一边
,

刃缘多较短 两刃都是交互加工的仅

件
,

三边交互加工的标本仅一件
。

它们的形制和修整痕迹都与手斧不同
,

但可与
。

一 对比。 白岩脚洞发现的两刃相交成尖的砍砸器
,

有些近似广西百色发现的尖状

砍砸器 李炎贤等
,

曾祥旺
, ,

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前者较小
,

短而厚
,

刃缘较

短
,

夹角较大 后者较大
,

较长
,

相对较薄
,

刃缘较长
,

夹角较小
。

砍砸器的长度在 一 。毫米间
,

集 中于 一
,

一
,

一 毫米三组 宽度在

一 毫米间
,

集中于 一
,

一
,

一 毫米三组 厚度在 一 毫米间
,

集中于

一 和 一 毫米二组
。

白岩脚洞的砍砸器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类

单端砍砸器— 件
。

加工在素材的一端
。

单边砍砸器— 件
。

加工在素材的一 侧边
。

两端砍砸器— 件
。

两边砍砸器— 件
。

依加工情形
,

尚可再分为 式

式
—

两刃不相连
,

加工在同一平面的
,

件
。

式
—

两刃不相连
,

加工不在同一平面的
,

仅一件
。

式
—

两刃相连
,

基本在同一平面加工的
,

件
。

两刃相连成直角
、

钝角或锐角
。

式
—

两刃相连
,

加工不在同一平面的
,

仅一件
。

多边砍砸器—
件

。

在本文中
,

经过加工成刃的砾石或石块
、

石核均归于砍砸器
,

而经过加工的较大的石

片则划归刮削器一类
。

这是和 以往流行 的习惯做法不同的
。

主张称向一

面加工的砾石或石片为
,

交互加工的砾石为
一 。

这种划分方法在一

个时期颇为流行
。

但在实际工作中
,

有好多问题是很难简单地处理的
。

例如 一边加工

的砾石石器未必那么一致地向一面加工 或交互加工
,

我们也常见到转向加工的标本 两边

或多边加工的砾石石器
,

各个刃缘的加工方向有相 同的
,

也有不同的或相反的
。

 良

己也承认
,

和粗大的刮削器难于区分
,

他把这两个术语看作同义词
,

在他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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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和刮削器的区别仅仅是大小不 同而已
。

因此
,

我们认为 提出的

和
一

的区别
,

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
,

这也是至今还在沿用这两

个术语的一个原因 但这两个术语不能概括一切加工的具有刃缘的砾石工具或石核工具
,

只能有限制地使用
。

在本文中我们采 用砍砸器一词
,

包括 和
一

 以

及无法用这两个英语词来概括的砾石石器或石核石器
、

石块石器
。

白岩脚洞发现的砍砸器总的说来
,

大部分标本和国内其他地点发现的砍砸器相似
,

两

刃砍砸器中有些标本近似广西百色发现的尖状砍砸器
,

但也有一定区别
。
我们还没有见

到可以归为手斧的标本
。

更多的比较还有待对加工技术的深人分析
。

二
、

’

刮削器的类型

了
, 、

刮削器是数量最多的一类石器
,

占石器总数的 ” 并
。

素材以各种石片为多
,

约

占总数的 多 断片和台面缺失的标本次之
,

约占 务 石叶和细石叶最少
,

占

多
。
依加工情形

,

分别叙述如下

单边直刃刮削器 件
。

用断片加工成的 件
,

用保留台面的石片加工成的 件
,

台面缺失或破碎的 件
。

素材可归为细石叶的一件
,

可归为石叶的一件
,

零台面石片

件
,

两极石片一件
。

标本长 一
,

宽 一
,

厚 一 毫米
。

最小的标本长
,

宽
,

厚

毫米 最大的标本长
,

宽
,

厚 毫米
。

在素材远端加工的 件
,

近端加工的 件
,

一侧边加工的 件
,

加工部位不易确定的 件
。

远端加工的标本远端较宽
,

刃缘只占远

端的一部分
,

且常偏于一侧
。

正向加工的标本 件
,

反向加工的 件
,

复向加工的 件
,

横向加工的 件
,

交互加工的一件
。

零台面石片多向破裂面加工
。

刃缘不平的多
,

刃缘凹

凸呈锯齿状的少
,

刃缘很平的也不多
。

单边凸刃刮削器 件
。

是单刃刮削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
。

素材以零台面石片和台

面缺失的石片为多
。

标本长 一
,

宽 一
,

厚 一 毫米
。

最小的标本长
,

宽
,

厚

毫米
。

最大的标本长
,

宽
,

厚 毫米
。

在石片的侧边加工的标本最多
,

其次为在

远端加工的
。

近端加工的较少
。

约有六分之一的标本加工部分由侧边延伸到远端
,

十分

之一的标本加工部分由侧边延伸到近端
。

半数以上的标本在石片较薄的边 缘 加 工
,

约

多的标本加工部分显得较厚
,

但加工部分真正比其他边缘厚的标本只有几件
。

加工方

向有六种 反向加工的标本占 多 以上
,

正向加工的标本仅 多
,

复向加工
、

交互加工
、

转向加工和两面加工的标本都只有几件
。

刃缘不平齐的多
,

锯齿状的次之
,

平齐的少
。

单边凹刃刮削器 件
。

素材为保留台面的石片 件
。

标本长 一
,

宽 一
,

厚

一 毫米
。

最小的标本长
,

宽
,

厚 毫米
。

最大的标本长
,

宽
,

厚 毫米
。

厚

的标本有 , 件
。

仅一件标本在素材的前右角加工成斜刃
,

其余则在素材的一侧边加工
。

反

向加工的标本 件
,

正向加工 的 件
,

转向加工
、

交互加工和复向加工的各一件
。

刃缘不

平齐的 件
,

呈锯齿状的 件
。

单边凹凸刃刮削器 件
。

其中保留台面的 件 零台面石片 件
。

标本长 一
,

宽 一
,

厚 一 毫米
。

最小的标本长
,

宽
,

厚 毫米
。

最大的标本长
,

宽

“
,

厚 毫米
。

有 件标本呈细石叶状
。

厚的标本有 件
。

在素材侧边加工的 占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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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在素材的一端加工的较少
。

大多数标本加工部分较薄
,

少数标本加工部分较厚
。

反向

加工的标本 占一半以上
,

正向加工和转向加工的标本各 件
,

交互加工的 件
,

复向加工

的仅一件
。

刃缘呈锯齿状的 占多数
,

不平齐的 次之
,

较为平齐的很少
。

横刃刮削器 件
。

素材为零台面石片的 件
,

为有疤台面石片的一件
,

台面缺失的

一件
。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用宽大于长的石片加工而成
,

加工部位为石片的远端
,

刃缘的

长度接近或大于石片的横径
。

厚的标本只有 件
。

加工方向有 种 反向加工的 件
,

转向加工和两面加工的各一件
。

刃缘不平齐的 件
,

较为平齐的 件
。

刃形较直的 件
,

凸的 件
,

凹凸状的 件
。

两刃刮削器 共 ” 件
。

素材 以各类有台面石片为多
,

占总数的 务
,

余下 务 为

台面缺失的石片
、

断片和碎片
。

零台面较多
,

天然台面次之
,

素台面又次之
。 标本长 一

,

宽 一
,

厚 一 毫米
。

最小的标本长
,

宽
,

厚 毫米
。

最大的标本长 钓
,

宽
,

厚 毫米
。

标本中数量最多的为 一 毫米间的
,

其次为 一 毫米间的
,

再次为

一 毫米和 一 毫米间的
。

中等大小的标本占了一半
。

长型标本略多于 宽 型 标

本
。

石叶状的标本只有儿件
。

约有四分之一的标本是厚的
。

大部分标本形状不规则
,

形

状比较规则的只有百分之十
。

两刃刮削器主要在侧边加工
,

但约有三分之一的刃缘位于远端或近端
。

如果从刃缘

组合情况看
,

一侧边和远端加工的居多 “ 件
,

其次为两侧边加工的 件
,

再次为一侧

边和近端加工的 巧 件
,

远端和近端加工的很少 件
。

半数以上的标本在较薄的边缘

加工 较厚的刃口有 多个
,

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
。

整边加工的 占大多数
,

半边加工的约

占六分之一
。

加工方向有 种
,

反向加工最多
,

其次为正向加工
,

交互加工
、

转向加工和两

面加工又次之
,

横向加工和对向加工只有几例
。

异向加工的标本 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

其

中错向加工的有 件
,

同向加工的标本 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其中以反向加工的为多
,

正

向加工的次之 两面加工
、

交互加工
、

转向加工和复向加工都较少
。

两刃刮削器的刃形以凸的为多
,

约占总数的 并 直的次之
,

约 占 并 凹凸的又次

之
,

约 占 多 凹的最少
,

约占 多
。

刃形组合有 种 刃形相同的 种
,

计双凸刃刮削

器 件
,

双直刃刮削器 件
,

凹凸刃刮削器 件 刃形不同的 种
,

计直
一凸刃刮削器

件
,

凸
一

凹凸刃刮削器 件
,

直
一

凹凸刃刮削器 件
,

直
一

凹刃刮削器 件
,

凹
一

凹凸刃刮

削器 件
,

凹
一

凸刃刮削器 件
。

简言之
,

两刃形状相同的 占 多
,

两刃形状不同的 占

关
。

两刃的关系可大致分为两刃不相连的和两刃相连的两组
。

前者 件
,

以左右两侧

边加工的为主
,

一侧边和远端加工的次之
。

两刃相连的 件
,

大 部分是一侧边和远端加

工的
,

也有两侧边加工趋近相连的
,

但较少
。

两刃相连形成的角度多为钝角
,

少数为锐

角
,

极少数为直角
。

两刃相连成锐角的标本的连接处多圆钝或斜平
,

也有呈尖突状的
,

多

因一边凹人所致
。

有少数标本两刃不在同一平面
。

两刃刮削器刃缘不平齐的居多
,

占

多 锯齿状的占  较平齐的 占 多
。

多刃刮削器 件
。

其中台面缺失的标本 占 沁
,

保留台面的标本 占 沁 天然

台面 件
,

零台面 件
,

素台面 10 件
,

刃状台面 7 件
,

有疤台面 6 件
,

点状台面 斗件
,

有

脊台面 3 件)
。

标本长 8一63
,

宽 8一85
,

厚 2一31 毫米
。

最小的标本长 8
,

宽 9
,

厚 2 毫米 ;

最大的标本长 57
,

宽 85
,

厚 13 毫米
。

数量最多的为 20 一30 毫米间大小的标本 (约占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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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1 呱)
,

其次为 30 一40
、
4 0 一50 及 60 一70 毫米间的标本

,

这三组数量接近
。

小于 20 毫

米和大于 70 毫米的都不多
。

中型标本较多
,

宽型标本次之
,

长型标本较少
。

厚的标本仅

19 件
。

外形不规则的标本占 81 关
,

较为规则的 占 19 %
。

多刃刮削器主要在素材的两侧边及远端加工
,

在近端加工的较少
,

加工方向有 8 种
:

反向加工为数最多(约占 37 多)
,

正向加工次之(约 占 30 多)
,

交互加工又次之(约占17 关)
,

两面加工
、

转向加工和复向加工较少(分别占 , 关
,

5 多
,

3 关)
,

对向加工和横向加工很少
。

同向加工的标本不到三分之一
。

刃形以凸的为多(约 占总数的 45 多)
,

凹凸状的次之 (约

占 24 关)
,

直的又次之 (约占 22多)
,

凹的最少 (约占 8多)
。

刃缘不平齐的最多 (约 占

6, 外)
,

锯齿状的次之 (约占 23 关)
,

平齐的较少(约 占 12 多)
。

三
、

尖状器的类型

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献中
,

尖状器的分类是比较复杂的 (Bor d。
,

1 9 6 1
)

。

本文采

用我国学者惯用的较宽的标准来分类
。

归于尖状器的标本共 20 件
,

占石器总数的 4
.
26务

。

素材以台面缺失的石片为多 (7

件)
,

天然台面石片次之 (3 件)
,

素台面石片
、

线状台面石片和零台面石片各 2 件
,

有疤台

面石片
、

点状台面石片
、

刃状台面石片和台面破碎的石片各一件
。

标本长 10 一56
,

宽 10 一

55 ,

厚 4一 17 毫米
。

最小的标本长 10
,

宽 10 ,

厚 斗毫米
。

最大的标本长 56
,

宽 ”
,

厚 13 毫

米
。

大部分标本轮廓不规则
。

整边加工的 刃缘 48 刃
,

半边或部分边缘加工的刃缘 8 刃;共 56 刃
。

在标本的左侧或

右侧边加工的 32 刃
,

在标本的远端加工的 16 刃
,

在标本的近端加工的 8 刃 ;加工处较厚

的 6 刃(3 件 )
,

有一定厚度的 巧 刃(9 件)
,

其余刃缘较薄
。

刃缘的加工方向基本上有 5 种
: 反向加工 24 刃

,

正向加工 22 刃
,

交互加工 7 刃
,

夏

向加工 2 刃
,

转向加工一刃
。

尖的两侧同向加工的标本 11 件 (正向 5 件
,

反向 6 件 )
,

异向

加工的标本 9 件
,

其中一件尖端两侧错向加工
。

刃角直的 5 刃
,

陡的 12 刃
,

中等的 13 刃
,

直一陡的 10 刃
,

直一中等的 2 刃
,

陡
一

中等内

13 刃
,

直
一

陡
一中等的一刃

‘

、

加工距离以近的为多(35 刃)
,

中等的次之 (11 刃)
,

远的 4 刃
,

近
一

中等的 3 刃
,

远
一

巾

等的 2 刃
,

近
一
远的一刃

。

修整痕迹的 结构有 7 种形式
:
普通型最 多(40 刃 )

,

叠层状次之 (7 刃)
,

阶梯状又次

之(3 刃) ;组合的结构较少
,

普通
一

阶梯状 2 刃
,

平行 一
叠层状一刃

,

叠层 一
阶梯状一刃

,

阶

梯
一
鱼鳞状 2 刃

。

修疤的大小和长宽比例
:
修疤大小较为均一的 17 刃

,

小型疤居多 (12 刃 )
,

中型疤 3

刃
,

微型疤 2 刃 ;修疤大小不均一的 39 刃
,

其中以中
一小结合的为多 (16 刃)

,

小
一

微结合的

次之(8 刃 )中
一

微结合的 4 刃
,

大一小结合的一刃
,

中一小一微结合的 5 刃
,

大
一中 一小结合的

斗刃
,

很大
一

大
一

中一小结合的一刃
。

短疤 16 刃
,

中等疤 6 刃
,

短
一

中等疤结合的 22 刃
,

短-

l) 关于 刃角
、

加工距离
、

修整痕迹的结构
、

修疤的大小和 长宽比例的划分等级和标准
, 请参阅李炎贤等 1986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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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
一

长疤结合的 6 刃
,

短
一

长疤结合的一刃 ;具有细石叶状长疤的 3 刃
。

尖状器的刃形以直的和凸的为多
,

均为 16 刃 ;凹凸状的次之
,

13 刃 ;凹的较少
,

11 刃
。

刃缘不平的居多
,

35 刃;呈锯齿状的次之
,

16 刃 ;较为平齐的较少
,

仅 5 刃
。

尖端在石片长轴上的 3件
。

在石片长轴附近的 3件
,

位于石片一角的 9 件
,

位于石片

的侧腰的 4 件
,

位置不明的一件
。

尖的偏角
,

即工具长轴与石片长轴的夹角
,

在 25
“

以下

的 6 件
,

25 一60
。

的 6 件
,

60 一90
“

的 斗 件
,

大于 90
“

的 2 件
。

尖的两侧夹角由 45
“

到大

于 90
。

的均有
,

4 5 一60
。

的 5 件
,

6 1一90
0
的 14 件

,

大于 90
“

的一件
。

根据上述分析
,

白岩脚洞发现的尖状器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类
:

1
.
正尖尖状器—

5件。

尖端位于石片长轴或其附近
,

尖的偏角在 25
“

以下
。 、件

标本的尖端在远端
,

一件在近端
。

2

.

错向尖状器—
仅一件

。

与正尖尖状器大体相同
,

但尖端两侧的加工方向相错
。

3

.

角尖尖状器—
9件 。

尖端位于石片的一角
,

尖的偏角在 25 一6。
。 ,

若尖在近端沟

一角
,

则加 90
“ ,

有两件标本即属这种情况
。

4

.

侧尖尖状器—
4件 。

尖端在石片一侧边的中腰
,

角的偏角为 60一 90
“。

5

.

双尖尖状器—
仅一件

。

四
、

讨 论 和 小 结

类型的分析是类型学研究的 基本问题之一
。

本文分析的三类石器
,

包括了白岩脚洞

发现的绝大部分石器
,

由于各类石器数量和性质不完全相同
,

所以分析的方法也有所区

别 : 有些内容读者很容易理解
,

故采取简略叙述的方式 ;有些内容读者不太熟悉
,

故分析

较细 ;其余几类石器因数量少
,

故分析时从略
。

刮削器因为发现数量较多
,

长期以来一直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
。

唯

关于刮削器的分类
,

各国学者亦有不同的准则
。

Bo

r
de

s
(
1 9 6 1

) 的分类中 刮 削 器有 21

种
。

他的分类标准是多方面的
,

主要有
: 加工部位(侧边

、

横刃 )
、

刃缘形状(直
、

凸
、

凹)
、

刃

的数量(单刃
、

双刃)
、

加工方向(正向
、

反向
、

交互
、

错向)
、

刃缘的连接关系 (相交的位置
:

正
、

侧 ;相交的角度)
、

和刃缘相对的一边加工与否等等
。

贾兰坡等 (19 76)研究许家窑的石器时
,

分刮削器为 7 种类型
: 直刃刮削器

、

凹刃刮削

器
、

两侧刃刮削器
、

凸刃刮削器
、

龟背状刮削器
、

复刃刮削器 (或多边刮削器 )
、

短身圆头刮

削器
。

裴文中等(19 85)则把中国猿人的刮削器分为
: 单边直刃刮削器

、

单边凸刃刮削器
、

单

边凹刃刮削器
、

两刃刮削器
、

复刃刮削器
、

盘状刮削器
、

圆端刃刮削器
、

平端刃刮削器等 8

类
。

这些分法
,

有较为详细的
,

也有较为简略的
,

都有一定的理由
。

我们不赞成过分强简

加工方向在分类上的意义
,

主张把加工方向作为石器的一项技术因素来叙述
,

有必要时
,

可作为划分亚类的一项标准
。

本文中单刃刮削器分为 7 种 ; 两刃刮削器依刃形的组合形

式
,

最少可分为 9 种
,

有必要时
,

还可依两刃相连与否和相交的情形再细分 ;多刃刮削器亦

可分为三刃刮削器
、

盘状刮削器
、

多边刮削器等组
,

每组下亦可细分为若干种
。

因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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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研究
,

各个类型都不可能划分得很细
,

也不可能每种类型都详加比较讨论
。

关于尖状器
,

我们只讲两点
。

一是白岩脚洞发现的尖状器两侧夹角偏大的较多
,

缺乏

很尖锐的
。

二是我们划分的双尖尖状器
,

从另一角度看来
,

颇似船形石核
。

但它的修整痕

迹不像
。

总的说来
,

白岩脚洞的石器从类型学的观点看来有如下特点
:

1
.
在石器组合中

,

石片石器 占 90
.
83 %

,

而砾石石器只 占9
.
16 多

。

2

.

砾石石器中没有手斧的类型
,

也未见到石球;石片石器中没有斧状器 (Cl ea ve r)
、

大

三棱尖状器
。

3

.

刮削器数量多
,

种类繁杂
,

加工精致 ;尖状器数量较少
,

加工也不很精致;端刮器和

修背石刀都不太发达
。

虽然有些标本具有雕刻器打法的痕迹
,

但雕刻器并不发达 ; 同样
,

凹缺刮器和尖突都不发达
。

砍砸器仍占相 当的比例
,

是值得注意的
。

4

.

整个说来
,

白岩脚洞的石器都不太大
,

砍砸器的长或宽以 , 一7 厘米左右的为最多
,

舌U肖任器和尖状器大多数的长或宽在 2一6 厘米间
。

和 白岩脚洞石器比较接近的是贵州兴义猫猫洞的石器 (曹泽田
,

1 9 8 2
)

。

这两个地点

的石器有共同的地方
,

如 :有一定数量的砾石石器
,

刮削器数量多
,

加工精致; 端刮器和雕

刻器不太发达 ;石片石器反向加工的多
,

等等
。

不同之处为
:
猫猫洞的尖状器数量多于砍

砸器且类型多样
,

而白岩脚洞的尖状器数量少于砍砸器
,

类型亦较少
。

白岩脚洞的刮削器

单刃
、

两刃和多刃的数量相差不太显著
,

都在三分之一左右 ;猫猫洞的刮削器单刃的最多
,

在半数 以上
,

多刃的次之
,

将近三分之一
,

而两刃的只 占 12
.
75 务

。

白岩脚洞和猫猫洞的石

器既有共同性又有一定差别
,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

还需进一步深人比较
。

普定穿洞发现的文化遗物
,

依地层关系约可分为上下两部分 (张森水
,

1 9 8 3
)

。

下文

化带的石器少而小
,

打片主要用锤击法
,

修整石器主要为正向加工
,

骨器少
,

类型简单
,

无

角制品
。

上文化带的石器多而大
,

石器主要以正向加工修整
,

骨器数量多
,

类型也较复杂
,

还有少量的角制品
。

以石器类型论
,

白岩脚洞的石器和穿洞的石器有共同之处
:
刮削器

是主要类型
,

尖状器次要
,

砍砸器次要(上文化带 ;下文化带则无)
,

雕刻器并不发达
。

这两

个遗址相距只有数公里
,

自然
,

关系要密切一些
。

但穿洞的材料迄今尚未发表
,

详情不得

而知
,

要多做对比是不可能的
。

(
2 9 5 6 年 2 月 ‘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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