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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河曲县河会村附近发现一个旧石器地点
,
从中发现石制品

:
十多件

,

其地质时代为

中更新世晚期
。

砧

 夕 年  月
,

我们在山西西北部的黄河岸边发现一个 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地点
。

它位

于河曲县巡镇公社河会村北面的寨梁山上
,

地理座标是北纬 ! 
“

∀
’

!;
” ,

东经
“

<
‘

=
‘’ ,

处在拔河高 ∀= 米左右7海拔高程约  = 米8的黄河阶地上
。

山西西北部西以蜿蜒多曲的黄河与睐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为界
,

它属于黄土高原的

一部分
,

这里黄土地貌发育
,

沟壑纵横
,

地形文离破碎
,

交通不甚便利
。

晋西北不仅广泛分布着黄土
、

红色土
,

而且几乎到处都有富含脊推动物化石的保德红

土
,

在沟谷里还通常出露奥陶系灰岩
、

石炭系和二迭系的含煤砂页岩
、

三迭系砂岩 等
。

在晋西北的黄河沿岸
,

一般认为发育四级基座阶地
。

高阶地形成在保德红土期
。

而

最低的第一级阶地发育在黄土时期
,

它高出河面约 > 一 = 米
,

广泛分布在黄河沿岸
。

第

二级阶地高出河面约 >= 一 ∀= 米
,

这次发现的 旧石器地点就在这一级阶地的堆积物里
。

石制品出自阶地的砾石层里
。

这个地点的地层剖面简述如下 7从上而下 8 7图 8?
4

黄土
。

至数米厚
,

披覆在红色土之上
。

4

红色土
。

浅红色
,

含钙质结核
,

厚约 > 米
。

!
4

砾石层
。

层理不甚发育
,
砾石分选性差

,

磨圆度高
,

成分以石英岩
、

灰岩和砂岩为主
。

砾

径一般在 一= 厘米范围内
,

最大的可达 刊 厘米
。

含有马 7≅ Α,, ΒΒ2 , Χ
4

8 和哺乳类其他种类的

零星破碎的牙齿与肢骨化石
,

还有大量完整的丽蚌 7+− 。钾)Β 心。

8 化石
。

石制品就是发现在这

一层的露头上
。

厚约 , 米
。

一
不整合接触

一<4 二迭纪的砂
、

页岩层
。

紫红色的页岩和灰色砂岩相互重迭
。

出露的垂直高度约 ” 米
。

这个地点已发现的石制品共 = 多件
,

主要是石核和石片
,

有简单的加工痕迹的标本

只 件
,

概述如下
?

8 参加这次野外工作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荣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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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石器地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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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核 > 件
,

大小不等
,

最大的长
、

宽
、

厚分别为 =
、 、

 78 毫米
,

最小的长
、

宽
、

厚

分别为 !>
、

>
、

! = 毫米
。

虽然数量不多
,

但单
、

双
、

多台面类型的都有
。

标本 ∗
,

> > ϑ ! 是

石制品中最大的 件
,

原料为硬度大
、

韧性强的棕褐色石英岩砾石
,

由于互为台面向下剥

片
,

形状呈多面体
。

台面边缘上多有碎屑疤痕
,

疤痕短宽
、

浅平
,

尽管有的呈连续排列
,

但

看起来仍不象是使用的结果
,

很 可能是制作者为了更有效地向下打片而着意修理成的痕

迹
。

石核上的许多小石片疤痕显示出打片时 由于角度不妥
,

或用力不当
,

或岩石的节理缘

故等
,

石片 多为中途折断
,

这种现象为测量石核台面角造成了困难
。

石核上长而大的石片

疤很多
,

一般较浅平
,

有的石片疤尾端相互重迭
,

有的石片疤的打击点落在打制 7片疤8 台

面的梭脊上
。

石核外表面尚保存着小块砾石的磨面
,

故得知它的原材是砾石 7图 ! 一

8
。

标

本 ∗
4

> , ϑ斗 制自黄色扁平石英岩砾石
,

是 件单台面石核
,

正面观呈三角形
,

底边是岩石

节理面
。

沿着相连的两侧边缘 由平的一面连续向下打击 石片
,

片疤短宽深凹
,

形状不规

则
,

打击点清楚
,

台面角 ; , 。

一 ϑ ∀= 7图 !ΚΚ 8
。 ∗

4

> > ϑ , 标本是 件双台面石核
,

原料是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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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灰蓝色的石英岩砾石
,

两面平
,

略呈方形
,

个体较小
。

打击石片主要在一个台面的一个

边缘上进行
,

打击点可辨
,

片疤较小
,

打击角度也小
,

李;=
。

一扔
。 之间 。

边缘稍曲折
,

但颇

锋利
,

似可作器物的刃 口 ,

不过使用痕迹欠清楚7图 !书 8
。 一

石片 > 件
,

大一小石片长
、

宽
、

厚分别为 == 一 ;斗
、

ϑ= 一>
、

!= 一 ; 毫米
,

均保留台

面7砾石原始面和石片疤台面两者都有 8
,

打击点清晰
,

打击饱突出者
、

扁平者皆有
,

石片角

多在 = > 。

一 = “

的范围内
,

最小者  > “ ,

石片背面完全或大块砾石面的标本有 件
。

其

中有 件是较好的
,

略作描述
,

以示代表
?

标本 ∗
4

, > ϑ ; 是一件灰白色的石英岩石片
,

台面较大
,

但器身较薄
,

长稍大于宽
,

背

面也是石片疤
,

较长的直边边缘上
,

似有单向刮削的使用痕迹7图 ! 一 < 8
。

黄褐色硬质石英岩长石片
,

编号为 ∗
4

> > ϑ ϑ
,

较厚
,

破裂面较平
,

背面偏左有一纵贯

石片长轴的棱脊
,

石片的一侧厚于另一侧
,

它的横断面呈不等边三角形
。

石片台面小
,

打

制
,

一侧为打片时
,

于岩石节理面崩溃
。

石片的两侧长边缘都很薄锐
,

曲折的侧边缘尤其

锋利
,

但是都没有观察到使用的痕迹
。

石片的远端稍宽而厚
,

且呈弧形
,

为原砾石的 自然

面
,

说明这件石片是从砾石石核上打制出来的 7图 ! 一 > 8
。

此外
,

还有 件标本
,

原料是矽质灰岩扁平小砾石
,

加工痕迹在砾石一角的边缘上
,

先

击去一块稍为大而平的石片
,

再在这石片疤边缘作部分细微的修理
,

疤痕重迭
,

表明经反

复打制
,

刃缘稍凹
,

刃角反而变大
,

即刃口比修理前的石片疤边缘要钝
,

约为 ϑ=
“

左右
。

器

身表面除加工的部分边缘外都保留砾石的原来 磨蚀面
,

其中有一面胶结着带粗砂的钙质

外皮
,

暗示它来 自砾石层的堆积物之中
。

’

如上所述
,

这个地点的石制品
,

原料是五台系的硬质石英岩 砾石和矽质灰岩砾石
,

尤

以前者为多
,

而这样的石料在砾石层里都有
,

形状
、

个体大小都很相近
,

说明砾石层在形成

过程中为当时人类打制工具提供了原料
。

从石核
、

石片的观察
,

看出加工技术 7主要采用



图 ! 河曲县河会地点发现的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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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片 Υ2− ς /、

石锤直接打击法8原始
,

磨而或简单的片疤平面

特别是对石核的利用率很低
,

。

剥离的石片
,

厚的多
,

例如石核的体积大
,

台面多为原砾石

长大于宽的石片
,

同样缺乏稳定的形式
,

石片背面往往又是砾石的自然面
,

纵使是

Ω
、

Ω

Ω Ξ ‘
4

、 , 、

一
。 Ψ

八
,

曰 Ζ , = 丁么刹22Ψ 勺胃似俐

性 质在陕西的蓝 田文化
、

山西的医河文化
、

垣曲及豫西三门峡附近诸地点的同类石制品中

也有其例
,

并且后者均出自红色土堆积物的下部或其下的砂砾层里
。

从河会发现的石制品
,

均来自高出河水平面约 ∀ = 米的黄河第二级阶地的红色土底砾

层中或坡而上
,

虽然有确切层位的不多
,

而大多数是已经脱层的
,

所得材料尚有不足之处
,

但是因为这些脱层的石制品都分布在底砾层的坡面上
,

在底砾层上覆的红色土和黄土里

经过认真地搜索
,

始终未发现任何石制品
,

所以我们判断它们应该也是底砾层中的产物
。

在阶地底砾层 中还发现马 7≅ Α洲
? Π∗

4

8 和哺乳类其他种类的化石
,

可惜因材料破碎而失去

了一定的科学意义
。

同时发现的丽蚌 7+
− , 妙,Β “2−8 化石大都保存得十分完整

,

蚌壳多两

两咬合在一起
。

早在二十年代末期
,

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德 日进 7% /.2 Φ− Ι[ [/ ∃ Φ−

Ι[.
Γ ,

 !的 和杨钟健在山西西部陕西北部调查时曾注意到黄河这一阶地中的丽蚌
,

他们把它

看作为 + − , Χ。娜2− 洲“Α , ,[ ΦΓ/ Ι ,

把含丽蚌的砾石层视作
“

红色土最末期之砾层
” 。

由

此而论
,

河会石制品的时代理所当然容许置于中更新世末期
,

即旧石器时代初期之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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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会一带
,

德 日进和杨钟健曾在他们的考察期间也发现过两个旧石器地点
,

一个在

河曲县旧县公社火山村沿黄河岸边的黄土底砾岩层之下部
,

另一个在巡镇南约 、公里的

黄土下部
。

我们这次考察币
,

在人山衬和巡镇之闻的石梯子村南厕黄河左岸的黄土底砾层

中也同样找到了带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块
。

以上几个地点的人工制品均属于晚更新世早期

的古人类文化遗存
。

这次河会地点的发现
,

4

不仅增加了一个新的旧石器地点
,

而且它的时

代又都比上述几个地点的要早些
,

是中更新性晚期的古文化遗物
。

这对研究这个地区的

古人类物质文化的时
、

空分布和发展
,

无疑都有着一定的意义
。

7 , ∀ 了年 2 月 <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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