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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泥河湾盆地可望找到二百万年前的人类遗迹
‘

侯 亚 梅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北京 �������

近 �� 年来
，

在泥河湾盆地陆续发现了一系列早更新世的旧石器遗址
，

由于没有发现人类化石
，

出土

的石制品成为泥河湾盆地早期人类活动的唯一证据
，

在帮助了解 当时人类技术发展水平方面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

小长梁遗址出土石制品的某些技术的
“

超前
”

与年代的古老
，

曾给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裴文

中和贾兰坡先生留下深刻印象
。

贾老还考虑人类起源的时间比目前习惯所说的二三百万年还要早得多
，

并推论在泥河湾会发现更加古老的人类活动遗迹
。

����年夏在东谷佗遗址的新一轮发掘
’�中出土了一

系列具有固定打片程序的预制石核
，

为上述推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

类型和技术两方面的初步观察还表

明
，

这套石核与东北亚
、

北美传统的细石叶石核关系十分密切
，

可能为后者之原型
。

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地层产旧石器的遗址有小长梁
、

东谷佗
、

半山
、

马圈沟和葡萄园
。

其中小长梁的

古地磁年龄接近 �
�

�����
�

�
� ，

东谷沱则为 ����
�

�
�

前后
。

从层位对比上看
，

小长梁位于东谷沱之下
，

半

山
、

葡萄园与小长梁相 当
，

马圈沟遗址在半山遗址之下 ���
。

这些遗址的出土物都只有石制品和破碎的

动物化石
，

而文化层巨厚
、

文化遗物丰富并有过持续
、

系统发掘和研究的遗址首推东谷佗
。

在 ����年东

谷沱遗址规模有限的发掘中
，

出土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石核
，

总共 �� 件
，

它们的大小和原料虽然各不相

同
，

形态上却相当一致
，

都有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较平的台面
，

以这个台面为基础
，

进一步修理台面
，

常常只

在石核的一个侧缘剥片
。

它们中最大者长 � 宽 � 厚为 �� � �� � ���
，

最小者只有 �� � �� � ��

�
。

这 �� 件标本向我们展示 了这类石核完整的操作程序和在操作环节上的不同位置
。

随着剥片的成功进

行
，

石核会逐渐变小
。

考虑到设计这些石核的思路和最终形态与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用于生产细石

叶的细石核
，

特别是楔形石核并无本质差别
，

但在原料的选择和技术的娴熟程度方面尚有明显差距
，

拟称

之为
“

东谷佗定型石核
” ，

与之相应的预制石核技术即为
“

东谷佗定型石核技术
” 。

“

东谷沱定型石核
”

及其技术在世界上已知的同期遗址中尚属首例发现
，

其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西方学

者所说的代表人类最早的
“

模式�
”

技术
，

也有力地否定了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东谷佗石器只是
“

随意打制
”

而成

的论点
。

东谷佗定型石核的发现还可能为东北亚
、

北美传统细石叶石核的
“

华北起源说
”

提供依据
。

另一方

面
，

必须指出
，

尽管这里萌出了
“

定型石核
”

的技术
，

也发现了个别形制优秀的标本
，

东谷沱遗址的文化全貌仍

应归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技术范畴
，

不宜过分强调其技术的进步性而忽略整体乃至怀疑它的早期性质
。

打制石器技术是人类历史上发明的
“

第一技术
” ，

其出现是人类有 目的地开发和利用地球资源的发

端
，

人脑潜在智能的发挥从此迈出最为重要的一步
。 “

东谷沱定型石核技术
”

是人类心智已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反映
，

在这套预制石核的技术发生之前必定经过了一个更为漫长的发展阶段
，

它的发现预示在泥河

湾盆地
、

在中国国土上可望找到二百万年前或更早的人类活动遗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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