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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利用动物骨骼
,

测得拉乙亥遗址的
’书
年代为距今 土 年

,

接近中原地区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的时代
。

但是
,

在出土的文化遗物中
,

未发现陶器和磨光石器等新石器时代的典型标

志
,

而且遗址埋藏于较高阶地的堆积物中
,

发现的大量打制石器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

品非常相似
。
这个遗址的发现为研究西北地区的文化发展史提出了新的问题

。

年夏
,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派出由王 国道
、

刘国宁
、

陈得成组成的工作组
,

在青海

共和盆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

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拉乙亥公社发现了一个中石

器时代遗址群 图
,

其中包括六个地点 地点编号
、

  
、

 
、

 ! 、 、

 。

同年秋
,

对 地点进行了发掘
,

揭露面积 平方米
,

出土各种文化遗物 件
。

勺勺勺
少少户

乙

伙伙

贵贵南南

红于

图 青海共和拉乙亥遗址位置图
」

一
、

地理位置及地层概况

拉乙亥遗址处于共和 盆地的中部
,

位于西宁市西南
,

距市区约 公里
。

遗址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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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拔高程是 米
。

黄河自西南向东北蜿蜒穿过盆地
,

有三条较大的河流 恰 卜恰河
、

沙沟河
、

茫拉河 在此区流注黄河
。

遗址埋藏在茫拉河与沙沟河之间的黄河河谷阶地中
。

在拉乙亥附近
,

黄河阶地可以见到三级
。

第一级阶地为堆积阶地
,

高出河面约 米
,

下部为砂砾层
,

上部为砂土层
。

第二级阶地为基座阶地 图
,

宽约 。。米
,

高出黄河水

面约 米
,

冲沟发育
。

基岩为红黄色砂质粘土层
,

为不透水层
,

山泉 自这层的顶部喷出
。

其

上为厚约 米的砂砾层
,

夹有细砂透镜体 在此砂砾层之上堆积厚约 余米的黄土状砂

质土层
,

具水平层理
,

拉乙亥遗址的文化遗物就发现在黄土状砂质土层内
。

第三级阶地为

基座阶地
,

基岩为砂与砂质粘土互层的堆积物 阶地下部为砂砾层
,

上部为黄土状砂质土

层
。

这级阶地侵蚀甚剧
,

保留不多
。

广‘切一

口口口两两日日口口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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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青海共和盆地拉乙亥文化遗址剖面示意图

在 地点
,

埋藏文化遗物的地层的剖面自上而下分为

深灰褐色砂质土层
,

厚约 米
,

富含灰烬
,

人工破碎石块较多
,

有的被火烧过
。

浅灰黄色粉砂与砂质粘土互层
,

水平层理清楚
,

每层厚仅 , 一 厘米
,

总厚约

米
,

夹有钙质结核及青灰色泥砾
,

含大量文化遗物
。

浅棕黄色砂质土层
,

厚约 米
,

含大量钙质结核
,

夹很薄的细砂透镜体
,

此层底部

有 米厚的红黄色粘土层
。

在上述的第二层中
,

与文化遗物一起还发现一些动物骨骼
,

有些标本保 留着砸击或火

烧的痕迹
。

能鉴定出种属的标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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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标本中有一件较宽大的肋骨
,

可能属于马或牛 另外还有破碎的鸟蛋壳
。

二
、

文化遗物的埋藏状况

文化遗物的埋藏状况可以 地点为例加以说明
。

在这个地点中
,

文化遗物的埋藏情况主要有两种
,

一种情况是埋藏于灰烬层内
,

另一

种情况是埋藏在炉灶坑内
。

灰烬层一般厚 一 厘米
,

除了石核和石器外
,

其中还含有破

碎石块
、

石屑及动物骨骼
。

动物骨骼上有时可见被破碎痕迹
,

有时骨骼上有火烧的痕迹
。

炉灶坑较小
,

一般只有 米
,

在发掘区共发现 个这样的炉灶坑
。

两

个炉灶坑之间有时互相迭压
,

上下间隔仅 厘米
。

炉灶坑的底部略呈锅底状
,

中央凹人

也有些炉灶坑底部呈方形
,

深只有 厘米左右
。

这些炉灶坑具有簧火的性质
,

具有短期使

用的各种特征
,

可以判断是临时营设的
。

但是
,

也有些炉灶坑使用时间较长
,

其底部的红

烧土较厚
,

上部有较厚的灰烬和木炭
。

在文化层中发现的一些石器和骨器不仅是精心制作的
,

而且是长期使用过的
,

这类工

具 如圆头刮削器
、

研磨器和骨锥
、

骨针等生活用具 进一步说明拉乙亥遗址可能是一处居

址
。

在文化层中发现的另外一些遗物 如大量的石片
、

石屑
、

石锤和抵石等 则说明在这处

居址内也还制造过各种工具 把工具制造过程中的各种产物加以整理
,

对了解当时的工艺

思想大有帮助
。

三
、

文 化 遗 物

在拉乙亥遗址出土的 件文化遗物中
,

有石制品 件
,

骨制品 件
,

装饰品

件
。

石制品的原料大部分为不同颜色的石英岩
,

其次是玛瑙
、

隧石和安山岩
。

石料来自附

近的砾石层中
。

石锤 共 件
,

分为两类 一类为砾石石锤
,

使用端钝厚
,

有崩落石屑的星状斑痕
,

握持端保留砾石面
。

另一类石锤呈椭圆形
,

原为石核
,

周围的棱角均因锤击而变钝 其上

有密集的阶梯状崩落碎屑的疤痕
。

石核 共 件
,

其中一类为大石核
,

另一类为小石核和细石核
。

大石核 原料均为石英岩
,

根据台面可分为以下三类

自然台面石核
,

共 件
,

原材料为扁平砾石
,

台面为原来的砾石面
,

无修整痕迹
。

沿

砾石的大部分边缘剥取石片
,

石片阴痕较浅
,

长短不一
。

人工台面石核
,

共 件
,

形状呈龟背状和扁平状
。

以石片劈裂面作为台面
,

沿台面

边缘有时可见细碎的再次修整疤痕
。

剥离石片的阴痕较为浅平
。

这种石核的原材料也是

砾石
,

砾石面有时占石核体周长的三分之一 以上
,

部分石核的棱角有变钝现象
,

可能用作

石锤所致
。

多台面石核 图
,

共 件
,

形状呈三角形或为多面体
,

原材料为砾石
,

其上至少有

一 个台面
。

第一个台面多为砾石面
,

有时稍加修整
。

在剥片过程中
,

又转换台面
,

选择

节理面或石片疤痕面为台面再次剥取石片
。

在一部分石核上石片阴痕宽大于长
,

也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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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石核上遗留着长大于宽的石片阴痕
。 石片阴痕较浅平

。

细石核 共 件
。

从工艺进程方面加以考虑
,

只有以下两种工艺模式

细石核的形态差异尽管很大
,

实际上

‘巡 哪

一靡粼

瞥
一

渺
‘,

一
一一 一一 叫  

图 斗 楔状石核  和石条
一

上



盖 培等 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似河套技术 石核体呈楔状
,

两面修整
。

从石核预制品上剥离的石条呈三角形
,

两

面有加工疤痕
,

另一面为石条剥离面 图
,

图版
, 。

台面从不同方向进行过修整

图
,

图版
, ,

它很可能是在
“河套技术

”
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整台面的产物

。

在河

北阳原虎头梁遗址中发现过这种类型的石核
。

拉乙亥技术 如果按形态来分类
,

这类石核 图 劝 应分别归人半楔状石核
、

舌状石

核 图
,

图版
, 、

柱状石核 图版
, 、

半锥状石核 图版
, 、

扁锥状石核等等之

内
。

但是
,

把拉乙亥遗址中发现的这些石核放到剥取细石叶的过程中去观察
,

形态各 自不

同的细石核很可能是处在不同的工作阶段上的代表 图
,

其中许多石核并没有独立的

类型上的意义
。

石片 石片数量很多
,

共 件
,

可分为长型石片
、

宽型石片
、

砾石石片
、

石条和石叶

五种
。

长型石片和宽型石片不甚规整
,

适于加工成石器的石片很少见
。

有些石片的边缘

有 一 个小疤痕
,

可能为使用痕迹
。

有些石片的台面保留砾石面 带双锥体的石片很少
。

砾石石片 共 件 图版
,

的原料主要为石英砂岩
,

打击点清楚
,

同心波宽阔
,

半锥

体大
,

边缘有时很钝
,

可见细小的使用痕迹
。

石条
一

共 件
,

图
, ,

图版
,

, , ‘,

‘ 一 一
日

图 拉乙亥遗址的细石核
 卜  ! 全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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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核预制品
,
一面被打成凸面

,

另一面平
,
为原石片的破裂面

,

不加修整
,

或稍加修整 ;
12 另外一个类型的石核预制品

,

从不同方向在预制品的一端打击
,

制出带石片疤的台面 ;
H 将 I

:
打掉一个三角形石条

,

制出台面
,

台面呈 “
D,

,

字形;

11 1 沿石核一侧边缘剥取石叶 (图 匀 ;

Iv 沿石核两侧边缘剥取石叶
,

石核体转变为舌状(图 5) ;
v 在石核的凸面继续由两侧缘剥取石叶

,
石叶阴痕靠拢

,
石核体转变为半锥状 (图版 I, 5

)
;

VI 继续向石核体平面剥取石叶
,
台面由 “

D,
,

字形转变为
‘

,0,
,

形
,

石核体转变为扁锥状 ;

vl l
,

继续多次沿台面周围剥取石叶
,
石核由扁锥状转变为圆锥状;

Vl l
Z
在剥片过程中

,

修整石核体的底端
,

石核体转变为柱状(图版 I
,

3
)

1 2
,

1 7
)

,

呈长条形
,

横剖面呈三角形
,

背面有一条隆起的纵脊
,

其上可见向一侧面或两侧

面打击的疤痕
。

石叶共发现 306 件
,

横剖面呈三角形或梯形 (图版 I
,

13 一16)
,

长宽比例

约为 1:6 。 一部分石叶的两侧边缘可见细小疤痕
,

可能是使用痕迹
。

有些石叶的尾端被

折断
,

可能是用手直接册断的
。

石器

砍砸器 共 4 件
,

原材料为石英岩砾石
。

其中两件石器保留砾石面或岩石节理面
,

刃

缘仅向一面修整
。

另外两件石器在握持部分保留砾石面
,

器身大部分经过加工
,

刃缘向两

面修整
。

带箱斧形器(图版 I
,

1 9
) 仅 1件

,

已残
,

用扁圆砾石制成
,

顶部圆钝
,

顶部和器身之

间可见一条用石锤琢修的沟槽
,

可能用于绑木柄
。

器身两面不见磨光痕迹
。

这件标本可

能不是网坠
,

一般网坠没有这么大
,

网坠的沟槽通常位于中腰部
,

上下两部分基本相等
。

所

以
,

拉乙亥的这件标本暂时可以归人石斧之类
。

据青海省文物局报道
,

在青海省柴达木盆

地地表曾采集到类似的标本
,

被看作是石斧
。

此外
,

在北美的中石器时代文化中也发现有

类似的带槽斧形器(G
rooved ax)

。

弧刃刮削器 共 3件
,

用石英岩砾石石片制成
,

破裂面平
,

背面保留砾石面
。

刃缘薄
,

与刃缘相对的一边钝厚
。

刃缘呈弧形
,

向背面修整
。

龟背状石器 仅 1 件
,

用灰绿色石英岩制成
,

两面布满石片疤
,

一面的石片疤平远;另

一面石片疤呈阶梯状
,

中间高高隆起
,

呈龟背状
。

周围边缘锋利
。

这件标本有可能是细石

核的预制品
。

长身回头刮削器 (图版 I ,
7

) 共 5 件
,

均用长石片制成
,

破裂面平
,

背面隆起
,

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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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一端向背面修整
,

修出一个弧形的刃缘
,

加工细致
。

这类器物在旧石器晚期的下川
、

虎

头梁遗址中被大量发现
。

短身回头刮削器 (图版 I ,
6

) 共 12 件
,

用短石片制成
,

呈指甲状
。

破裂面平
,

背面

隆起
,

沿石片远端向背面仔细修整
,

修出弧形刃缘
。

有时在两侧边缘上也可见到细小的修

整疤痕
。

凹刃刮削器(图版 I
,

8
,

9
) 共 5 件

,

原材料为石片或石块
,

在一侧边连续打击
,

修整

出凹刃
。

器身有时经过加工
,

有时未加工
。

单边直刃刮削器 共 8 件
,

利用长方形小石片或不规则石片制成
,

沿一侧边缘或一端

加工
,

打出直的刃缘
。

雕刻器 (图版 I
,

1
5) 共两件

,

均不太典型
。

原材料为石片
,

用雕刻器打法在石片一

端向左右打击
,

形成中间刃
。

琢背石刀 (图版 I
,

1 0
,

1
1) 原料为石英岩

,

原材料为石片
,

沿石片一侧边缘垂直打

制
,

制成刀背
。

但是
,

打制方向均来自石片背面
,

所以这种打制疤痕也可能是修理原石核

台面的结果
。

研磨器 共 3 件
,

用石英岩砾石制成
,

一件完整
,

两件残
。

完整的一件(图版 I
,

22 ) 底

面平
,

工作面中间深凹
,

似独木舟状
。

凹人部位可见点状琢痕和长轴方向的摩擦痕 ;另外

两件残品可见同心圆方向的摩擦痕
。

这种器物可能用于加工植物的根
、

茎
、

果实之类
,

也

可能用于砸坚果
、

调制食品等
。

在青海省已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未曾发现这一类型的

研磨器
。

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器一般呈马鞍形
,

与拉乙亥遗址中的不同
。

研磨器和研磨棒

通常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标志
,

但是
,

实际上在中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已经含有这

类器物
。

例如
,

耶路撒冷附近的纳突芬文化 (N
atufi an ) 中就发现有石臼 (M

o
rta r) 和石

杆 (Pe stl e) ; 在伊朗北部的被公认为中石器时代的贝鲁多文化中也发现石钵和磨石
,

因

此
,

仅根据研磨工具而把遗址的时代定为新石器时代是不够妥当的
。

研磨棒(图版 I
,

22 ) 共 8 件
,

长椭圆形
,

用砾石制成
,

可见一个或两个磨面
,

磨面上

可见点状琢痕
,

背面有时遗留较深的星状疤痕
,

可能是敲砸坚硬物体所致
。

磨石 共 3 件
,

为破碎后的残块
,

其上可见圆周运动的摩擦痕迹
。

其中一件边缘厚
,

中间薄
,

两面凹人
,

可能是使用的结果
,

有烟熏痕迹
。

另外两件仅一面有摩擦痕
,

可见火烧

过的裂纹
。

因此
,

这些残块的原件可能用于研磨
,

而且可能与烧烤食物有关
。

礁石 (图版 I
,

2
1) 共 2 件

,

系扁平的粗砂岩岩块
。

两面可见沟状磨痕
。

其中一件

的磨痕窄
,

可能用于磨制骨针 ;另一件的磨痕较宽
,

可能用于磨制骨锥

染色板 仅 1 件
,

原料为灰绿色石灰岩
,

系扁平砾石
,

其上残留着摩擦红色染料而遗

留的红色斑痕
。

这种器物可能用于把红色染料磨成粉末
。

骨器

骨锥 共两件
,

用小动物的长骨制成
,

一件完整
,

一件已残
。

完整的一件标本的后端

保留关节面
,

锥尖经过仔细磨制
。

·

骨针 共 5 件
,

将动物的长骨分割后磨制而成
,

其中两件的针眼已残
。

每件标本的长

短粗细各有不同
。

针眼加工精细
,

是从两面磨薄后再从两面穿孔的
。

装饰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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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珠 仅 1 件
,

用乳白色玉石磨制而成
。

赫石 仅 1 件
,

一端有摩擦后遗留的平面
。

四
、

智 人 牙 齿

在遗址中
,

发现一枚智人的上乳犬齿
,

出土于炉灶遗迹附近 (探方 12)
。

齿根残
,

现存

齿冠高 5
.
4 毫米

,

牙齿近中远中径 5
.
9 毫米

,

唇舌径 6 毫米
。

由于牙齿磨损严重
,

可以推断当时食物比较粗糙
。

这枚牙齿可能是 自然脱落的
,

年龄

当在 10一 13 岁
。

五
、

讨 论 和 小 结

拉乙亥遗址是青海省境内首次在地层中发现的全新世早期的文化遗址
,

其文化 内涵

在青海省是前所未知的
。

因此
,

这个遗址的发现对于探讨我国西北地区石器时代文化的

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

这里首先需要讨论的是遗址的时代问题
。

遗址所在的地层
,

属于黄河的第二级阶地
。

在华北地区
,

河流的第二级阶地通常被划归上更新统
,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埋藏于这级阶

地中
。

但是
,

在黄河的上游地区
,

由于地壳上升幅度较大
,

河流切割剧烈
,

高阶地的地层可

以形成于更新 世以后
。

从哺乳动物材料来看
,

出土的骨骼尚未石化
,

而且未发现更新世

种属
,

因此
,

阶地的时代应为全新世
。

为了进一步确定拉乙亥遗址的文化时代及文化属性
,

需要总结一下这个遗址的文化

遗物的特点
,

然后同其它不同时期的文化遗物进行必要的对比
。

拉乙亥遗址的石制品的原料主要为石英岩
,

多采用砾石及砾石石片作为原材料
。

砾

石石核的形态不稳定
,

有的呈扁平状
,

有的呈龟背状
,

有的为多面体
。

石器类型单调
,

主要

有砍砸器
、

直刃刮削器
、

凹刃刮削器
、

带槽斧形器
、

研磨器
、

磨石
、

染色板等
。

石器加工粗

糙
,

石核和石器多带砾石面
,

有的刃缘仅见 3一4 个修整疤痕
。

器形一般依原材料的形状

而异 , 器形规则的石器较少见
。

刃缘通常为单刃
,

大部分向背面修整
。

有些器物有垂直琢

修痕迹
。

细石核加工精细
。

在全部材料中
,

未见尖状器和箭链
。

拉乙亥遗址的骨器工业发达
,

原材料经过仔细选择
,

磨制精细
。

尤其是骨针
,

器身细

长
,

尖端锐利
,

针眼两面钻孔
,

其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

较山顶洞人的骨针大为进步
,

但与新

石器时代的骨针相比
,

却有些粗大
,

显得原始
。

由以上所述可见
,

拉乙亥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全部是打制的
,

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磨

光石器和陶片
,

也没有发现灰坑
、

窑穴和房屋居住面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见到的遗迹
。

因此
,

没有理由把拉乙亥遗址归人 目前青海省 已发现的任何一个新石器文化类型之内
。

相反地
,

拉乙亥遗址的文化遗物与华北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物有很多共同之处
。

拉

乙亥遗址中的细石核
、

圆头刮削器
、

细石叶和多台面石核与山西峙峪遗址的同类器物相

近 ; 小南海文化中的圆头刮削器
、

带使用痕迹的石片及部分石制品带有砾石面等特点
,

也

见于拉乙亥遗址中;拉乙亥遗址中发现的半锥状石核
、

柱状石核
、

长身圆头刮削器
、

短身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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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刮削器
、

琢背石刀和加工很精细的凹刃刮削器与山西下川文化中的同类器物很相似或

相同 ; 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中的龟背状石核
、

长型圆头刮削器
、

短型 圆头刮削器以及细石

核的似河套技术也发现于拉乙亥遗址中
。

由以上的对比中可见
,

拉乙亥遗址的文化遗物具有浓厚的旧石器晚期文化的特征
。

这

些特征标志着它们之间具有文化发展上的渊源关系和文化传统的继承性
,

也说明这个遗

址在时代上比较接近旧石器晚期文化
。

但是
,

也应该指出
,

在文化发展水平上拉乙亥文化

高于旧石器晚期文化
,

而进人了中石器时代
。

所谓中石器时代
,

指的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转变时期
。

这个时期在世界

各地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各不相同
,

就世界范围总的来说
,

中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到七千年

左右
。

在苏联哈萨克斯坦
,

中石器文化的 Cl
,
年代有的为距今 7095 士 1 , 0; 各地区中石器

时代文化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
,

例如法国北部的塔登努阿文化与瑞典的马格列莫斯文化

有很大差别
。

从文化的接续关系来说
,

中石器文化是从旧石器时代文化中产生 出来的
,

所以文化遗物中含有大量的打制石器
,

带有旧石器文化的浓厚色彩
,

因而
,

中石器时代也

常常被叫做后旧石器时代 (EPi
一

Pa l eo lit hi
c)

。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

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是广

泛使用陶器
、

实行农耕和畜牧的时代
,

其文化遗物方面的标志是遗物中有大量陶片和磨光

石器
、

研磨器和家畜骨骼
,

那么这些文化标志的萌芽在理论上应该认为是出现于中石器时

代的
。

因此
,

在拉乙亥遗址中
,

既含有大量打制石器和复合工具成份 (细石叶和带槽斧形

器之类)
,

同时也含有较多的研磨器之类的器物
,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象
,

这种现象可能正

是中石器时代文化的表现
。

在这个问题上
,

过分强调石器组合中的大量的打制石器
,

从而

把遗址的时代定为旧石器时代
,

显然是片面的观点; 相反地
,

仅仅考虑到在新石器时代遗

址中发现过研磨工具
,

便把含有研磨工具的所有遗址一律归人新石器时代
,

也是不妥当

的
。

例如
,

在 日本北海道
,

1 3
,

0
00 年的 白龙 Lo

o. 3Q 遗址中发现有研磨器
,

在我国下川遗

址中也发现这类器物
,

这些遗址的时代显然不属新石器时代
。

所以
,

根据 目前在拉乙亥遗

址中发现的打制石器
、

动物骨骼和地层材料
,

:

参考世界上 目前对中石器时代的研究成果
,

比较合理的意见是把拉乙亥遗址的时代看作是中石器时代
,

或者说处于中石器时代的文

化发展水平上
。

需要提及的是中央亚细亚的 中石器时代文化
。

帕米尔东部的奥什赫纳 (os h
一

kh on a)

遗址的文化遗物引起考古学界的普遍注意
。

据印度的顾普塔 (5
.
P
.
G uP ta

,
1 9 7 8 年)研

究
,

该遗址中有炉灶遗迹
,

动物骨骼属于全新世种属
,

其中包括鸟类
、

兔
、

旱獭
、

山羊
、

高山

绵羊等
,

文化遗物中既含有大量打制石器
,

也含有细石器
。

在这个遗址中未发现磨光石器

和陶片
,

遗址的时代被定为中石器时代
。

这个类型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在亚洲高原地区很

有特色
,

它与里海沿岸以及印度半岛的中石器时代文化有显著的区别
。

为了进一步确定拉乙亥遗址的文化性质及其意义
,

尚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

步解决
。

首先
,

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分层采集抱粉标本
,

以便确定遗址主人是否开始从事

农耕;积累更多的兽骨材料
,

借以鉴定是否开始驯养家畜
。

其次
,

需要采集更多的 C “ 年

代测定标本
,

以便复查最近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Cl
‘

实验室利用动物骨骼测得的拉

乙亥遗址的年代数字(距今 674, 士 85 年)
,

目前取得的这个孤立的数字看来有些偏低
。

假

如这个数字是可靠的
,

那么在我国新石器考古学上便出现了一个新的课题
,

即在距今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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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的一段时期可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
,

其中一种文化(如裴李岗遗址
,

Cl

‘

年代

为 78 85士斗80 年)中含有发达的制陶技术和磨光石器技术
,

另一种文化(如拉乙亥遗址)中

则不含这两种技术
,

处于中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水平
。

为了证实这一假定也还需要做很多

工作
,

首先是扩大发掘面积
,

彻底清查拉乙亥遗址 中是否含有陶片和磨光石斧
,

其次是从

不同层位采集 Cl
咯

年代测定标本
,

核定这次测定结果
。

通过今后的发掘工作
,

积累更多的

标本
,

与国内外中石器时代文化进行详细对比研究
,

注意实测文化遗物在遗址中的分布状

况
,

据以复原当时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情况
。

无论如何
,

根据已经取得的地层
、

动物骨

骼
、

文化遗物
、

智人牙齿和 已知的 C
“
年代来看

,

拉乙亥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工作
,

将为研究

我国西北地区的文化发展史提供更多的事实材料
。

‘

(

1 9 8 2 年 l 月 巧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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