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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我国南方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资料作一简要总结
,

并对其中的若干问

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

我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有较悠久的历史
。 自  ∀ 年起

,

埃德加 9;电
<
心在四川

〔包括当时的西康省8和湖北省寻找石器时代遗物
,

在其所采集的标本中
,

可能有旧石器
。

 ∀ 年鲍勒斯 9=> ? 7− ≅
8 也曾在川西做过工作

。  ∀ , 年德 日进 9∃− Α7Β< ΧΔ Δ − − Β< ΧΔ Α。8 和

杨钟健在四川万县曾发现过石片
。

同年
,

裴文中在广西发现了可能是中石器时代的遗物
。

 ∀ Ε 年卞美年在云南邱北黑警龙村的一岩厦内的堆积物中发现了用火遗迹和两件石片
,

并认为其时代早于桂林的发现
。

但限于条件
,

解放前的成果寥寥无几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在我国南方开展广泛的旧石器文化的考察
,

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

的文化地点
,

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

其中以晚期者最为显著
。

虽然 目前存在一些问题
,

对我

国南方旧石器文化进行系统的总结是有困难的
,

但对这一广大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作一简要的总结是有条件的
。

继往开来
,

似有必要
,

也是有益的
。

一
、

主要的成果和研究的现状

在我国南方已发现含智人化石或旧石器文化遗物或遗迹的地点 Φ 处
,

其中河南
、

湖

南
、

江苏
、

浙江和江西省各有 个地点
,

湖北省有 个地点
,

台湾省有 Γ 个地点
,

四川省有
‘

Η 处
、

贵州省有 Ε 处
、

广西壮族自治区有 Η 处和云南省有  处 9图 8
。

属于本研究区的

安徽
、

福建和广东省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资料
。

各地点发现的材料多寡不一
,

文化内涵亦有差异
,

加以归纳
,

大体可分 Ε 类
5

6

在同

一地点内既发现人化石
、

又有石器
、

骨器和角制品者有 Γ 个地点 :
6

人化石和石器共存仅

有 个地点 : ∀
6

只发现智人化石的地点 2 处
、

斗
6

仅发现石器的地点共 ∀! 处 : Φ
6

石器和

骨
、

角器共存者仅 个地点 : Η
6

石器和装饰品一起出土者亦只有 处 : 夕
6

只发现骨器或角

78 本文所说的我国南方是指东经 7。。
“

一
“ , 北纬

”

一 ∀∀
“

的广大地区
。

西藏因地理位置特殊
, 暂不包括在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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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制品者有 ) 个地点〔表 ∗∀
。

卜 在本区已发现的智人化石
,

依初步统计
+ 有头骨 , 件

、

上颇骨 ) 件
、

下领骨 − 件
、

单个

牙齿 ∗. 枚
、

股骨 / 件
、

顶骨 ∗ 小块和其他体骨多件
。

依人类学家的研究
,

其形态特征
,

尽

骨或多或少保留着原始性
,

但基本上具有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
,

有些可能稍原始一些
,

例

女。
‘

湘0江人为形成中初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
”
1 吴

, ∗2 − 2 ∀
。

·

在 ,2 个含文化遗物的地点中
,

只有几个地点是含文化遗物丰富的或比较丰富的
,

如

省林遗址
、

铜梁地点
、

猫猫洞和穿洞遗址等
。

台湾省台东县潮音洞出土物也很丰富
,

其余

的多为零星采集
,

少则仅 ∗ 件石器
,

多则有 ∗3 或 ∗3 余件
,

个别的可超过百件
。

在我国南

方
,

已发现有用火遗迹的地点 2 处
,

有骨器及角制品的地点 . 处
,

后者多数地点只有 ∗ 件

标本
,

最丰富煮则数以百计
。

称 如上所述扮在我国南方研究工作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
。

就地区论
,

广东
、

福建和安

叙是空白区
,

浙江
、

江苏
、

河南
、

湖南等省可以说是基本空白区
,

湖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

职究工作也是曙光初露
,

本区其他各省情况稍好
,

但分布区相当不平衡 4 从研究工作重要

性来看 ∃, 材料丰
‘

富的遗址寥寥无几 4 最薄弱的环节是缺乏可靠的断代资料
,

绝大多数地点

未做或无法做年代的测试
,

亦缺相对年代的资料
,

已做过 56
‘

或铀子系法年龄测定的只有

叫
猫洞等

“
个地点

·

列
。

显然这方面工作亚待加强
,

因之
,

目前也无法排出不同地点的时间序

二
、

原始技术的概述和工业的一般性质

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
,

在制作石器的技术方面显示出多样性
。

如果将其

所处的时代和国内
、

外 旧石器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结合起来考虑
,

其特点是鲜明的
,

可以

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
+

∗
(

在打片方面曾用四种方法
+
锤击法

、

锐棱砸击法
、

砸击法和碰砧法
。

这四种方法都

是直接打法
,

至今未见使用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起来的击棒法 178 9: ;<= >< :; 9? ≅ 8< ∀ 和压

制技术 1 7Α<
Β二

Α
:= ><: ;9 ?≅ 8

心 来生产石片
,

也未发现长石片
、

石叶及与其相应的柱状
、

锥状

和楔状石核
。

以锤击法生产石片而论
,

很少或基本上不修理台面和石核体 4在打片 中常采用转向扣
Χ

法
,

从而使石核和石片的形制多不规整
。

石核多呈不规则的多边形且比较短宽
,

常常是宽

度大于长度
,

其厚度相当大
,

往往与长度相仿
。

若是单台面石核基本上不改变砾石的原

貌
,

其上石片疤也不多
,

这表明石核的利用率不高 4另外
,

石核多 自然台面
,

也在一定程度

止影响石片的生产率
。

石片缺乏相对稳定的形态
,

多长大于宽
,

但长宽比差超过一倍的标

少
,

也有一部份石片是宽大于长的
。

总的说来
,

石片长度稍大于宽度
,

其长宽指数
‘, 都很

4

冈

. 3 以上
。

渗
。

在

! 从各地点出土的石片来看
,

不同地点的远古居民所采用的打片方法各有侧重
。

锤击

法是普遍应用的方法
,

绝大多数地点的远古居民以它作为主要打片方法
,

只有猫猫洞文化

、

直, 。, Δ 宽 、 + ,

,
Ε 工、

,

冲 , 曰 久气
一 花歹 八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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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穿洞上部文化是个例外
,

它们的文化创造者以锐棱砸击法为其主要打片方法
,

并以锤击

法为其辅助的打片方法 : 用砸击法打片只见于几个地点
,

且均居很次要的地位
,

基本上见

于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中
,

碰砧法偶被用于打片
,

只见于铜梁地点和猫猫洞遗址出土的石

片中
。

由此可知
,

它总是与以大
、

巾型石器为主的文化相联系
。

6

从总体上看
,

石片工具占多数
,

是以石片土具为主的工业
,

但石核工具仍占相当比

例
,

百色盆地出土的石工具8 大多数是砾石和石核做的
。

另依有统计数字的资料
,

石核工

具占比例最高的9占石工具总数的 ΦΓ 多8是富林文化
,

最低的是猫猫洞文化
,

占 Ε
6

∀多
。

∀
。

石工具分两大类
5 第一类与制作工具有关的石工具

—
砸击石锤

、

石砧
、

锐棱砸击

石锤和锤击石锤
,

将广西等地常见的打击砾石暂归此类中 : 第二类石工具主要是指加工生

活资料的工具
—

刮削器
、

尖状器
、

砍砸器和少量的雕刻器
。

至今未发现石锥
、

石链和石

球等工具
,

显示出其第二类工具类型简单的特点
。

在绝大多数地点出土的第二类石工具中
,

刮削器是占绝对优势的类型
。

尖状器虽然

在数量上比刮削器少得多
,

但修理多较好
,

是重要的工具类型
。

砍砸器在多数地点出土的

工具中普遍占有较高的比例
,

其中占比例较低的是猫猫洞遗址
,

占第二类石工具的 !
6

多
,

在元谋地区采集品 中
,

它 占 Ε 多
,

铜梁者 占 ∀∀ Ν
,

新州采集品中它占 “多
,

呈贡县发现

的已报道的石工具 ! 件
,

原作者认为有刮削器和砍砸器各 Γ 件
。

6

这一特点与华北同期重

要地点的工具组则迥然不同
。

例如水洞沟出土的砍砸器约 占工具总数
8 的 多

,

甘肃环县

刘家岔占 26 !务
,

山西的下川文化约 占 2
6

, Ν
,

甘肃径川南峪沟和桃山嘴
、

内蒙乌审旗大沟

湾一带9萨拉乌苏8没有发现砍砸器
,

山西朔县峙峪和河南安阳小南海提到有砍砸器
,

数量

不多 9峙峪 件
,

小南海 斗件8
,

但体积很小
,

重量轻
,

失去了砍砸器的本来意义
。

雕刻器很

少
,

基本上见于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中
。

Γ
6

第二类石工具的修理多用锤击法
,

未见采用压制修理的标本
。

用锤击法修理工具

的方式是多样的
5
有向背面

、

向破裂面
、

复向和错向加工的
,

基本上不用交互打击法修理

石工具
。

但各地点的原始居民所采用的修理方式亦各有侧重
。

向背面修理虽然应用普

遍
,

但只是在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中居主要地位
,

在以大
、

中型的石器为主的文化 中则居

次要地位 : 向破裂面和复向加工则分别是猫猫洞文化类型和铜梁文化的第二类石工具的

主要加工方式 : 用错向加工方式修理成的标本不多
,

各重要地点均有发现
,

但均居很次要

的地位
。

由于使用上述的加工方式方法
,

影响其最终产品
。

我国南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的第二类石工具形制多不规整
,

显得
“

个性
” 强

,

刃缘曲折和刃口 上小石片疤深凹者 习见
,

刃口 钝锐均有
,

缺乏相对的稳定性
。

总之
,

其第二步加工给人的印象相当粗糙
。

Φ
6

这个地区石器大小相差悬殊
,

但其长宽比差基本一致
,

都是沿着等比方向变大或小

型化的
,

其长宽指数在 Ε2 左右
,

这与华北某些地点的工具变化倾向是不一样的
,

例如水洞

沟和下川地点群的石器是沿着长宽不等比细化方向发展的
,

其长宽指数在 拍 以下
。

两者

所使用的加工技术也是不同的
,

前者均用直接打法
,

后者部份地采用间接打法和压制技

术
。

78 这里用石工具一词
, 以区别这个时代出现 的磨制 的骨

、

角工具
。

8 依  Η ∀ 年的发掘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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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6

在一些地点发现了磨制的或刮制的骨器和角器
。

骨器的类型有
5 骨锥

、

骨铲
、

骨

刀
、

骨针 9Ο 8
,

还有用途不明的
、

尾部带叉的扁骨器和扁平无刃骨器 :角器仅有角铲一种
。

此外
,

还有数以百计的
、

属多种类型的打击骨器
,

其中一部份可能是磨制骨器的毛胚
。

Ε
6

这个地区发现的装饰品和艺术品很少
,

成型的艺术品至今没有找到
。

从上面对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的总述和其一般性质的略论可以看出
,

此时这一

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既有继承性的一面
,

又有特殊性和发展性的一面
。

从石器性质来看
,

比

华北同时代文化要显得原始 :从骨
、

角器上看
,

其文化上的进步
,

在这方面比华北显著
。

这

可能说明两方面的问题
,

其一是工业的重心转移
,

由着眼于改进石器技术和创造新类型而

转向发展骨
、

角器工业 :其二可能是优越的自然条件
,

生活资料不难得到
,

对改进石工具没

有那么迫切
。

存在较多的砍砸器
,

暗示砍伐树木等用途 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

三
、

关于区域性文化问题及其成因的探讨

在以往的我国旧石器文化的文献中
,

某一旧石器文化常指空间的某一 点
,

几乎没有涉

及到面9分布区 8
,

这里所说的区域性文化是指有一定分布区的某一旧石器文化类型
,

着眼

于其在空间的分布
。

其实考古
“

文化”
一词本来就包含区域分布

,

在此
,

只是根据旧石器研

究的现状
,

故用
“

区域性文化
”这一术语

。

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

在确定一区域性文化时
,

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对比原则
5

6

打片方法的种类及其主要打片方法 :
6

毛胚的种类及主要毛胚 : ∀
6

石工具的类型及其

主次 : 斗
6

石工具的大小及主要倾向 : Φ
6

石工具的修理的方式方法及其主要的方 式 方 法 :

Η
6

是否存在骨和角器
、

装饰品以及艺术品等
。

这里着重强调主要方面
,

是从定量分析人

手
,

突出重点
,

以减少或避免打击石器中的偶然因素
。

以上各点有一点以上相同者可归于

同一区域性文化 9或同一文化类型8
,

反之
,

属不同的区域性文化
。

依据上述原则
,

在我国

南方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区域性文化
。

富林文化 富林文化已知分布区在大渡河沿岸
,

典型地点在四川汉源县富林镇 9;
6

2
2

Γ
, ,

%
6

 
2

2
,

8
,

其最重要特点有
5

6

石器 9包括石核
、

石片和第二类石工具 8 非常

小
,

长度很少超过 ∀2 毫米
,

锤击石片平均长度为 Γ
6

 毫米
,

刮削器 9包括端刃刮削器 8平

均长度为 Η
6

 毫米
,

是至今所知我国南方旧石器中尺寸最小的
,

即使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

其石工具的毛胚用小石块和小石核制成者占 ΦΗ 多
,

石片工具只占 Γ 多
,

少数毛胚性质难

定
。

此外
,

其主要用锤击法生产石片
,

辅以砸击法
,

石片和石核形制多不规整
,

石工具类型

简单
,

主要是刮削器
、

次为尖状器
,

雕刻器少而且多不典型
,

砍砸器仅 件
,

没有发现骨
、

角

器和其他遗物 : 修理石工具以向背面加工为主
,

也有向破裂面
、

错向和复向加工的
,

不用交

互打击法修理石工具
,

以上各点亦是富林文化的特点
。

铜梁文化 铜梁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四川铜梁县西郊 9;
6

2Η
2

2
’ ,

%
6

 
2

ΦΗ ,8 而得

名
。

依目前所知
,

它分布于涪江和沱江河谷区
,

东起铜梁
,

西至资阳的一种区域性文化
。

铜

梁地点含旧石器地层的时代
,

依同层出土的木化石和核桃壳做 Π7
‘

年代测定
,

Θ其年龄分别

为距今 ∀ Φ , > 士 ∀ 2 年或 夕Γ , > 士 ! Φ 2 年
。

铜梁文化的特点如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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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片主要用锤击法
,

次为碰砧法
。 无论是石片或石核

,

其形制原始
,

大小相差悬殊
,

但

以大
、

中型者居多
,

且较短宽
,

石核长宽指数为
、

∀ ,

石片为 ! Γ 。

石片边缘常见个别打击

痕迹
,

缺乏完整的
、

锋利的边缘是其重要特点
。

6

铜梁文化以石片工具为主
,

占 Η∀
6

Η 峪
,

石核工具占 ∀Η 6∀ 多
。

在石片工具中有 Η6 外的

标本是用碰砧石片做的
,

这是我国南方旧石器资料中前无记录的
。

石工具类型简单
,

刮削器是其主要类型
,

次为砍砸器
,

占 ∀ ∀
6

务
,

而尖状器居末位
,

只

占 巧 多
。

在铜梁工具组合中砍砸器 占比例之大
,

在我国南方仅次于百色盆地的采集品和

时代稍早的大冶石龙头的工具组合
,

居第三位 : 就全国范围而论
,

也只低于襄汾丁村工具

组合和河南三门峡的采集品
。

在砍砸器中
,

端刃砍砸器占砍砸器的 6Ρ ∀ ,

这是国内任何地

点工具组合所没有的
。

其石工具多粗大而厚重
,

长在 Η2 毫米以上的大型者占 Φ Ε
6

多
,

而长度在 Γ2 毫米以

下的小型石工具只占 & 多
。

由此可见
,

在其工具组合中大
、

中型石工具 占压倒优势
。

在工具组合中
,

复刃工具多于单刃工具
,

前者 占 Ε
6

!多
,

后者占 !
6

多
。

此特点未能

在国内同时期文化中找到对比资料 : 若不限于时代
,

也只有观音洞出土的石工具可与其相

比
。

在铜梁文化中
,

石工具修理方法基本上用锤击法
,

偶用碰砧法 9仅有 ∀ 件标本 8
,

后者

只见于中国猿人遗址下部地层出土的砍砸器中
,

国内再无可靠的对比资料
。

复向加工是其主要修理方式
,

也是其文化的重要特征
。

此外
, 也采用向背面加工

,

向

破裂面修理和错向加工
,

基本上不用交互打击法
。

从石工具上可以看到相当粗糙的修理工作
,

刃口 上小石片疤凹凸不平
,

刃缘曲折
,

显

得与其时代很不相称
。

在修理石工具时
,

远古的铜梁居民常用陡向加工
,

刃口很钝
,

刃角

常超过 ! 2 。 ,

这也是其重要特征之一
。

猫猫洞文化 猫猫洞文化的典型遗址位于贵州 兴 义 县 猫 猫 山 东 侧 一 岩 厦 内 9;
6

2Φ
“

2
‘,

%
6

Φ
(

7’ 8
,

用同层出土的鹿牙化石做铀子系法年龄测 定
,

其年 代为 距 今

抖 Η 22 士
6

2 2 年
。

与其文化面貌基本一致
、

材料相当丰富的还有贵州普定县穿洞遗址的

上部文化层
。

由此可知
,

这种区域性文化已知分布区是黔西南
,

其特点如下
5

打片主要用锐棱砸击法
,

用此法生产的石片和打片后留下来的石核占可分类的石器

总数的 “ 多
,

而锤击石片和石核只占
6

 多
‘8

,

表明锤击法居次要地位
。

石片工具 占比例很高
,

占石工具总数的 !
6

Ε务
,

其中有 Ε 
6

Φ多 是用锐棱砸击石片做

的
,

这一点为别的旧石器文化所不具有
。

其修理石工具的方式与国内习见的主要方式不同
,

绝大多数是向破裂面加工的
,

占石

工具的总数的 ! Φ
6

多
。

石片或石工具都比较长而薄
,

长度多在 Η2 毫米以上 : 其石工具修理多较精致或相当

精致
,

类型稳定
,

其中尤以单凸刃刮削器和尖状器最为规整 : 石工具的刃口多平整而锐利
,

刃角多在 Η 2 。 左右
,

钝刃9刃角超过 ! 2 “ 8 者只 占 ∀
6

Ν
。

存在磨制的或刮制的
、

造型精美的多种骨
、

角器也是其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

78 这两个百分比都把已制成石工具的锐棱砸击石片和锤击石片分别计算在各自的百分比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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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百色盆地的石器 百色盆地的石器已记述者仅 ∀ 个地点
5 上宋村

、

治塘村和长蛇岭
,

分布于右江两岸的第二和第三级阶地上
,

绝大多数是地表采集品
。

其石器别具一格
,

十分

粗大
,

大多数石工具是用整块砾石做的砍砸器
,

其中以单面加工的尖刃砍砸器最具区域性

色彩 : 小型的石片工具很少
,

仅有几件刮削器
。

各类石工具加工均很粗糙
,

刃缘多较曲折
。

这样特点的石工具为同时代所未见
,

显示出其区域性文化的特点
。

限于材料多采自地表
,

暂不命名
。

元谋一宜良9路南8的石器 这一小区的石器主要来自三个县
,

即元谋
、

路南和呈贡县

的 巧 地点
,

大多数地点的石器采自地表
,

数量也很有限
,

只有个别地点出自地层
,

但这些

地点的石器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点
。

打片用锤击法
。

石片和石核均较大
,

且多短宽
,

宽大于长的石片 占有一定的比例 : 石

工具大小均有
,

类型简单
,

主要是刮削器
,

其次为尖状器
,

砍砸器极少
,

别无其他类型见于

记述
。

石工具以大
、

中型者居多
,

且主要是向背面加工的
,

也有一些向破裂面
、

错向和复向

加工的
。

尽管它们仍有些共同点
,

因其研究情况与百色相仿
,

故也暂不命名
。

在贵州和湖北等省发现了一些以小石器为主的地点
,

但其中包含一些大的石器
,

如大

的石片和砍砸器等
,

其 中偶然还发现过骨制品
,

如贵州桐梓马鞍山地点
。

其石器的主要方

面是接近富林文化的
,

但也存在少许差异
。

看来
,

随着将来工作的深人
,

富林文化类型尚

可再划分成若干个文化变体 91< ΧΑ− 4Σ 8
。

在我国南方存在多种区域性文化
,

究其成因
,

依笔者揣测可能与地理环境和氏族形成

有关
。

我国南方有高山
、

丘陵和平原
,

多样的地形会给古人类生产带来影响
,

在一定程度

上9在 旧石器时代可能是微弱的8反映到生产工具的成份上来
。

从塔斯马尼亚人的部落有

固定的迁移区和狩猎区
,

以及塔斯马尼亚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工具的制造由成年男子

来承担等民族学资料来分析
,

我国南方多种区域性文化的出现可能与氏族形成关系更为

密切
,

地理因素和氏族形成对区域性文化的出现起着互相促进的作用
。

地理障:碍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文化的交流
,

氏族的初步发展
,

使以自然地理为界的固定活动区日渐建立
,

久

而久之
,

势必导至区域性文化的萌发和发展
,

因之
,

氏族的形成在这方面可能是起着主导

作用
。

四
、

各地点的文化关系及工业发展的趋势

为了便于讨论各地点9或地点群 8的文化关系
,

把各地点的工具及加工的方式方法列

一简表9表 8
,

以资对比
。

从表 可以看出
,

各主要地点或区域性文化都有一定的相似成

份
。

元谋一宜良的石器与铜梁文化有较多的相似性
,

较之于其他区域性文化
,

两者在文化

上似较密切
。

如上所述
,

四川境 内的富林文化与铜梁文化
,

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
。

类似富林文化

的
,

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的若干特点 5 如打片以锤击法为主
,

兼用砸击法
,

石器很小
,

类型

简单
,

砍砸器作用很微弱
,

骨
、

角器极少以及石工具沿着等比小型化方向发展等方面
,

见于

华北一些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点的石器中
,

如内蒙的萨拉乌苏
、

山西的峙峪和甘肃

庆阳的楼房子
、

桃山嘴等
。

富林文化显示出与华北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的密切关系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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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
,

也是值得今后工作中重视的
。

在广西山洞中采到的打击砾石见于猫猫洞文化中
,

台湾省台东县潮音洞等地点出土

的石器以锐棱砸击法为主与猫猫洞的主要打片方法一致
,

似可认为
,

它们在文化上有较密

切的关系
。

贵州普定穿洞文化遗址 9;
6

2 Φ ( Γ Φ’
,

%
6

!
( 7 !’8 的发现

,

为探讨我国南方旧石器

时代晚期文化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资料
。

依  ! 年发掘的结果
,

已挖部份
,

堆积物可分

2 层
,

依文化遗物可分上
、

下两个文化带
,

其主要差别如下
5

上文化带 石器多而大
,

打片主要用锐棱砸击法
,

修理石工具主要是向破裂面加工

的
,

骨器数量多
,

类型也较复杂
,

还有少量的角制品
。

下文化带 石器少而小
,

打片主要用锤击法
,

修理石工具主要向背面加工
,

骨器少
,

类

型简单
,

无角制品
。

由以上各重要的不同点显示 出从早期到晚期石器有由小变大的趋势 : 在打片方法上
,

由以锤击法为主代之以锐棱砸击法为主
,

在修理石工具方面
,

以向破裂面加工为主要方式

取代了以向背面修理为主的加工方式 :骨器有明显增加的现象
。

穿洞文化综合体 90
。Μ Ζ 7−/ 8

的文化发展趋势与华北同期旧石器文化发展趋势是不同的
。

此时的华北旧石器文化在石

器方面
,

虽有沿着长
、

宽等比小型化或长
、

宽不等比细化方向发展之别
,

但都是变小的 : 至

于骨器
,

至今未能见到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所发展
,

只有很少的几个地点发现骨器
,

其发现寥若晨星
,

仅 或 件
。

邱中郎同志校阅了全文
,

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
,

谨此致谢
。

9  ! 年 月 日收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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