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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9~2011 年在陕西蓝田灞河右岸新发现 8 处旷野旧石器地点, 采集石制品 770 件. 

研究表明, 蓝田地区除存在以前认识比较充分的早更新世晚期到中更新世阶段的古人类旧

石器地点之外, 在灞河流域河流阶地黄土地层中还普遍埋藏有晚更新世阶段的旧石器遗存, 

这些遗址采取硬锤直接打击法和砸击法技术剥取石片; 加工石制品的原料以来自于河流沉

积物中的石英岩、石英、石英砂岩和火山岩砾石为主; 石制品中既包含直接由砾石和大型

石片加工而成的重型工具, 如砍砸器、重型刮削器、手斧、手镐、薄刃斧和石球等, 同时也

含有一些小型石片和由小型石片修理而成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小型工具. 蓝田地区新发现

的旧石器产出层位既有灞河第三级阶地以上的中更新世黄土地层, 也有第二级阶地上的晚

更新世黄土地层, 这一发现首次从地层和年代关系上证明蓝田地区阿舍利(Acheulian)类型

旧石器工业遗址的时代最晚可延续到距今 3~7 万年间, 它不仅使这一出土早-中更新世人类

化石地区的古人类活动时间延续到晚更新世, 而且显示在年代学上东亚地区与非洲和欧亚

大陆西侧同类旧石器工业之间存在较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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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公王岭和陈家窝直立人化石及其旧石器是

20 世纪 60 年代整个东北亚地区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

学领域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 在全球人类演化与石

器工业发展研究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 该发现不

但扩大了中国境内直立人化石和旧石器地点的分布

范围 , 而且还将古人类在东亚地区活动的时间上溯

到了距今 115 万年前后[1~12]. 相较于人类化石和丰富

的哺乳动物化石材料而言 [13,14], 公王岭直立人化石

产地及其附近地点历次发掘出土或采集的石制品数

量只有 26 件, 公王岭附近 24 处不同地点的红色土层

中发掘及采集石制品仅数十件 [1~3,8~10,15~17], 陈家窝

地点仅发现 10 件石制品. 整个蓝田地区发现的中更

新世旧石器遗址共 27 处, 采集石制品 200 余件[10]. 20

世纪 80 年代报道的锡水洞遗址是唯一一处产出动物

化石和旧石器制品的洞穴类型遗址 [18], 但有的研究

者对该遗址石制品的可靠性持保留态度 [16]. 另外 , 

与上述早期旧石器遗址同时发现的还有以涝池河和

洩湖为代表的 9 处晚更新世旷野类型旧石器地点, 采

集石制品 400 余件[8,10].  

梳理蓝田地区见诸报道的旧石器材料不难发现, 

由于上述 30 余处古人类和旧石器地点材料相对分散, 

除对公王岭和陈家窝两个正式发掘地点的石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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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较为详尽之外 , 其余地点的石制品及其地层年

代学方面 , 研究者仅指出石制品来源于中更新世红

土层或者晚更新世河流相堆积中 , 公王岭和陈家窝

之外其他遗址的地层堆积均无任何准确的年代数据

支持 , 石制品研究一般只是重点描述了其中几件石

器标本 , 由此而得到的结论也多互相抵触 [3,8,10,16,17], 

时至今日 , 学术界仍难以获得对蓝田地区石器工业

技术面貌的准确认识. 2009 年 6 月至 2011 年 3 月, 我

们数次在蓝田灞河流域进行旧石器遗址调查 , 在灞

河右岸河流阶地新发现 8 处旷野旧石器地点(图 1), 

采集石制品 770 件. 本文研究了新发现的旧石器及其

埋藏黄土地层 , 并对蓝田地区晚更新世阶段的旧石

器在中国旧石器工业技术发展中的意义加以讨论.  

1  新发现旧石器地点的地貌、地层和年代 

灞河是发源于秦岭北坡的渭河右岸支流 , 流经

西安市蓝田县和灞桥区, 全长 92.6 km. 灞河两岸发

育有较好的新生代河流阶地序列 [19~21], 阶地剖面由

河床相堆积及其上覆的风成黄土组成 . 河床沉积含

有粉砂到粗砾等不同的粒径颗粒 , 上覆以数米到上

百米的黄土-古土壤堆积. 新发现的吉家湾、刁寨和

甘峪等遗址均有典型的黄土-古土壤地层, 是很好的

年代控制材料, 其中, 吉家湾剖面位于分水岭附近的

高阶地上, 在该地点暴露的古土壤条带上采集石核、

石片和断块等石制品 3件; 下翟家村剖面位于第三级

河流阶地上, 4 件石制品均采自于中更新世黄土与古

土壤地层剖面上; 刁寨和甘峪等其余 6处地点剖面位

于第二级阶地上 , 石制品采自砖厂取土暴露的晚更

新世至全新世黄土地层剖面以及制砖机周围筛选出

来的钙质结核等废弃物中.  

刁寨黄土剖面由全新世古土壤、马兰黄土和 S1

古土壤等构成(图 2). 全新世古土壤为浊红棕色(5YR 

4/3), 团粒状, 多白色网状碳酸盐胶膜, 含植物根系; 

马兰黄土为浊橙色(7.5 YR 7/3), 粉砂质, 颗粒较粗, 

多虫孔, 含蜗牛化石, 在暴露的地层剖面上采集到石

片 2 件; S1 古土壤为浅红棕色(2.5YR 5/6), 团粒状, 

多网状碳酸盐胶膜 , 有碳酸盐淋溶作用 , 质地坚硬; 

在 S1 古土壤下还可见 L2, S2, L3, S3 和 L4 等黄土-

古土壤层, 石制品主要出自 L1 黄土层. 甘峪剖面出

露良好的马兰黄土, 石制品主要出自 L2 黄土层中, 

在砖厂取土场剖面直接采集石制品 3 件, 包括石核 1

件, 石片 2 件. 上述两处地点砖厂取土部位主要是 S2

以上黄土堆积 , 砖厂工作人员清楚地告知筛选出的

石制品出自于地层堆积物的上部.  

为了验证野外考察时对遗址黄土地层划分的正

确与否, 从刁寨剖面 L1 黄土层的上部(深度 1 m)和下

部(深度 8.2 m)分别取样, 在南京大学光释光年代学

实验室进行测试. 在实验室安全光源下, 去除采样管

两端曝光部分, 用于年剂量计算. 中间未见光部分分

别经 10% HCL 和 30% H2O2 浸泡, 以除去碳酸盐和

有机质, 湿筛后经 40% HF 溶蚀 40 min 除去长石, 从

而提取出 63~90 μm 的纯净石英颗粒. 样品等效剂量 

 

 

图 1  蓝田地区新发现旧石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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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刁寨地点柱状地层剖面与 OSL 年龄 

(De)采用单片再生技术(SAR)[22]测试完成, 使用仪器

为 Risø TL/OSL-DA-20C/D 全自动释光仪. 样品的
238U, 234TH, 40K 含量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利用中

子活化法(NAA)测定, 根据相关公式和参数计算剂量

率 [23], 最终获得两个样品的年龄分别为 29.7 ka 和

>70 ka, 确认野外黄土地层辨认正确. 新发现的黄土

剖面序列可以与标准的洛川黄土序列和晚更新世黄

土堆积对比 [24,25], 可以获得较为可靠的遗址黄土地

层年龄, 从而为石制品的定年提供了依据. 

2  吉家湾等第三级以上阶地地点的石制品 

灞河高阶地吉家湾和第三级阶地下翟家村地点

采集石制品数量较少(表 1, 2). 吉家湾地点的 13 件石

制品从原料使用和器物构成方面仍能看出与第二级

阶地的 6 处地点有明显的一致性. 石制品类型包括石

核、不完整石片、工具和断块, 工具中有石球、手镐

(斧?)(图 3(a), 1)和残断的手斧(表 1, 2). 手斧由石英

砂岩砾石加工而成, 尖部残断, 器长 109.29 mm, 宽

77.78 mm, 厚 51.88 mm, 重 474 g(图 3(b), 7). 器物的

一侧刃缘两面剥片, 另一侧单面加工. 柄部和一面保

留部分自然砾石面.  

3  第二级阶地的石制品分析 

第二级阶地 6 处旧石器地点中刁寨和甘峪两个

地点采集石制品数量较多, 其他 4 处地点采集石制品

数量较少(表 1, 2). 石器以重型器物如砍砸器(图 3(a), 

5, 11, 14)、重型刮削器、手斧、手镐、薄刃斧和石球

数量居多, 而小型的刮削器和尖状器数量较少. 现对

刁寨和甘峪两个石制品数量较多的地点分析如下. 

3.1  刁寨地点的石制品 

刁 寨 地 点 采 集 的 石 制 品 包 括 石 核 ( n = 6 2 , 

54.39%)、石片(n=26, 22.81%)、修理的工具(n=22, 

19.3%)和断块(n=4, 3.51%)等 4 类; 石片中含完整石 

表 1  新发现旧石器地点石制品原料构成 a) 

遗址名称 地理坐标 石英 石英岩 
石英 

砂岩 
细砂岩 燧石 火山岩 

硅质 

灰岩 
数量 

刁寨 
(LT01) 

34°14′03″N, 
109°10′16″E 

49 
(42.98) 

48 
(42.11) 

9 
(7.90) 

  6 
(5.26) 

2 
(1.75) 

114 
(100) 

甘峪 
(LT02) 

34°14′37″N, 
109°10′14″E 

154 
(28.00) 

284 
(51.64) 

60 
(10.91) 

10 
(1.82) 

1 
(0.18) 

36 
(6.55) 

5 
(0.91) 

550 
(100) 

吉家湾 
(LT03) 

34°16′28″N, 
109°15′05″E 

3 
(23.08) 

5 
(38.46) 

3 
(23.08) 

1 
(7.69)  

1 
(7.69)  

13 
(100) 

石家沟 
(LT04) 

34°13′58″N, 
109°11′48″E 

4 
(36.36) 

5 
(45.46) 

2 
(18.18) 

    
11 

(100) 
宋家庙 
(LT05) 

34°12′12″N, 
109°15′51″E 

18 
(45.00) 

6 
(15.00) 

12 
(30.00) 

1 
(2.50) 

 3 
(7.50) 

 40 
(100) 

洩湖 
(LT06) 

34°12′43″N, 
109°14′59″E 

2 
(11.77) 

13 
(76.47)    

2 
(11.77)  

17 
(100) 

侯家铺 
(LTP07) 

34°14′22″N, 
109°09′42″E 

9 
(42.86) 

6 
(28.57) 

2 
(9.52) 

1 
(4.76) 

 
2 

(9.52) 
1 

(4.76) 
21 

(100) 
下翟家村 
(LTP08) 

34°12′50.3″N, 
109°30′2.8″E 

3 
(75.00) 

1 
(25.00) 

     
4 

(100) 

总计  
242 

(31.43) 
368 

(47.79) 
88 

(11.43) 
13 

(1.69) 
1 

(0.13) 
50 

(6.49) 
8 

(1.04) 
770 

(100) 

a) 括号内数字为所占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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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蓝田新发现旧石器地点石制品的构成 a) 

遗址 

名称 

石    制    品    类    型 

数量 
石料 石锤 石核 石片 

工     具 片屑 

断块 手斧 薄刃斧 手镐 砍砸器 石球 刮削器 尖状器 

刁寨 
(LT01) 

  62 
(54.39) 

26 
(22.81) 

  1 
(0.88) 

4 
(3.51) 

8 
(7.02) 

8 
(7.02) 

1 
(0.88) 

4 
(3.51) 

114 
(100) 

甘峪 
(LT02) 

41 
(7.46) 

6 
(1.09) 

347 
(63.09) 

50 
(9.09) 

12 
(2.18) 

3 
(0.55) 

3 
(0.55) 

16 
(2.91) 

11 
(2.00) 

22 
(4.00) 

3 
(0.55) 

36 
(6.55) 

550 
(100) 

吉家湾 
(LT03) 

  
4 

(30.77) 
1 

(7.69) 
1 

(7.69) 
 

1 
(7.69) 

 
3 

(23.08) 
  

3 
(23.08) 

13 
(100) 

石家沟 
(LT04) 

  5 
(45.46) 

3 
(27.27) 

       3 
(27.27) 

11 
(100) 

宋家庙 
(LT05) 

 1 
(2.50) 

29 
(72.50) 

4 
(10.00) 

1 
(2.50) 

 1 
(2.50) 

1 
(2.50) 

   3 
(7.50) 

40 
(100) 

洩湖 
(LT06) 

  
8 

(47.06) 
8 

(47.06)    
1 

(5.88)     
17 

(100) 
侯家铺 
(LTP07) 

  
11 

(52.38) 
    

5 
(23.81) 

2 
(9.52) 

1 
(4.76) 

 
2 

(9.52) 
21 

(100) 
下翟家

村 
(LTP08) 

  
2 

(50.00) 
2 

(50.00)         
4 

(100) 

合计 41 
(5.33) 

7 
(0.91) 

468 
(60.78) 

94 
(12.21) 

14 
(1.82) 

3 
(0.39) 

6 
(0.78) 

27 
(3.51) 

24 
(3.12) 

31 
(4.03) 

4 
(0.52) 

51 
(6.62) 

770 
(100) 

a) 括号内数字为所占百分比, % 

 

图 3  蓝田新发现的石制品 

片 15 件(57.69%), 不完整石片 11 件(42.31%); 22 件石

器工具包括砍砸器(n=4, 18.18%)、手镐(n=1, 4.55%)、

刮削器(n=8, 36.36%)、石球(n=8, 36.36%)和尖状器

(n=1, 4.55%). 加 工 石 制 品 的 原 料 有 石 英 (n=49, 

42.98%)、石英岩 (n=48, 42.11%)、石英砂岩 (n=9, 

7.90%) 、 火 成 岩 (n=6, 5.26%) 和 硅 质 灰 岩 (n=2, 

1.75%)(表 1, 2).  

刁寨地点石核的数量较多, 62 件石核中, 最大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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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尺寸在 100 mm 以上的石核有 15 件, 介于 50~100 

mm 之间的石核有 44 件, 而尺寸小于 50 mm 的石核

仅 3 件. 石核平均长度为 67.51 mm(标准偏差值 Std 

Dev=20.39), 平均宽度 76.57 mm(Std Dev=20.03), 平

均厚度 62.66 mm(Std Dev=18.64), 平均重量 516.2 

g(Std Dev=379.49). 石核中纯粹自然砾石台面者有

45 件, 至少有一个自然砾石剥片台面的修理台面石

核 15 件, 素台面石核仅 2 件(图 3(a), 6). 石核中特征

明确的砸击石核共 9 件(14.52%), 其余 53 件(85.48%)

均为锤击石核.  

15 件完整石片中尺寸大于 100 mm 者 1 件, 介于

50~100 mm 之间的中型石片 10 件, 另外 4 件石片是

长宽尺寸均小于 50 mm 的小型石片.  

工具方面, 4 件砍砸器中刃缘单面加工者 1 件, 

双面加工者 3 件; 8 件刮削器中重型刮削器占 4 件(图

3(a), 3); 石球的原料有花岗岩(n=3)、石英岩(n=3)和

石 英 砂 岩 (n=2), 球 体 较 为 浑 圆 , 重 量 介 于

714.6~1135 g 之间(图 3(a), 17); 手镐为石英岩石片向

劈裂面修理而成, 长度为 129.6 mm, 宽度 88.84 mm, 

厚度 51.21 mm, 重量 656.6 g(图 3(b), 3); 仅有的 1 件

尖状器为石英质, 尺寸较小, 长度为 27.36 mm, 宽度

16.15 mm, 厚度 7.94 mm, 重量 3.4 g(图 4).  

3.2  甘峪地点的石制品 

甘峪地点的石制品含 7 种原料, 以石英岩最多, 

其次是石英, 石英砂岩和花岗岩也占有一定比例, 细

砂岩、硅质灰岩和燧石制品很少(表 3).  

 

图 4  刁寨地点的尖状器(LTP01:114) 

石制品种类包括人类搬运到遗址但未使用的石

料 (n=41, 7.46%)、石锤 (n=6, 1.09%)、石核 (n=347, 

63.09%)、石片 (n=50, 9.09%)、修理的工具 (n=70, 

12.73%)和断块(n=36, 6.55%)等; 石片中含完整石片

31 件(62%)、不完整石片 19 件(38%); 70 件工具中含

砍砸器(n=16, 22.86%)、石球(n=11, 15.71%)、手斧

(n=12, 17.14%)、薄刃斧 (n=3, 4.29%)、手镐 (n=3, 

4.29%)、刮削器(n=22, 31.43%)和尖状器(n=3, 4.29%)

等.  

(ⅰ) 石料.  甘峪地点采集到人类搬运到遗址但

未使用的石料 41 件, 这些石料都是尺寸不大的砾石, 

其中长度或宽度大于 100 mm 以上者 4 件, 重量最大

者 1296.7 g, 最轻者只有 16 g.  

(ⅱ) 石锤.  6 件石锤分别为石英岩(n=3)、火山

岩(n=2) 和石英砂岩(n=1)砾石 , 器身周遭分布着面

积大小不等的砸击疤痕.  

(ⅲ) 石核.  石核是甘峪地点石各种制品中数量

最多的一种, 共 347 件, 占石制品总数的 63.09%. 石

核平均长度 70.48 mm(Std Dev=20.30), 平均宽度

76.20 mm(Std Dev=20.79), 平均厚度 58.76 mm(Std 

Dev=18.08), 平均重量 506.2 g(Std Dev=404.83). 最 

表 3  甘峪地点石制品分类与原料类别 

器物类别 石英 石英岩 火山岩 硅质灰岩 石英砂岩 燧石 细砂岩 合 计 

石料 8 15 5  12  1 41 
石锤  3 2  1   6 
石核 111 177 20 4 27 1 7 347 
石片 完整石片 11 17 2  1   31 

不完整石片 8 10   1   19 
工具 砍砸器 2 12   2   16 

石球 2 5 2  2   11 
手斧 1 10   1   12 

薄刃斧  2  1    3 
手 镐 1 1 1     3 

刮削器 6 14   1  1 22 

尖状器 2 1      3 
断块(片) 2 17 4  12  1 36 
总计 154 284 36 5 60 1 10 550 
百分比(%) 28.00 51.64 6.55 0.91 10.91 0.18 1.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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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者为一石英石核, 长 151.9 mm, 宽 151.22 mm, 厚

145.72 mm, 重量达 4455 g.  

从剥片台面看, 261 件石核以自然砾石面为台面

直接剥片, 占 47.84%, 这些石核中含单台面石核 166

件(47.84%), 双自然砾石台面石核 84 件(24.21%), 3

个以上的多自然砾石台面石核 11 件(3.17%); 除了上

述纯粹自然砾石台面的石核之外, 在 2 个以上剥片台

面的石核中, 70 件石核还至少拥有一个自然剥片台

面 , 而纯粹修理台面的石核 , 如素台面(n=6)和棱脊

台面(n=6)石核很少.  

43 件(12.39%)石核通体只有一个剥片疤痕, 58 件

(16.72%)石核体上有 2 个剥片疤痕 , 其余 246 件

(70.89)石核体上有 3 个以上的剥片疤痕.  

甘峪地点绝大多数石核为锤击石核 (n=343, 

98.85%), 特征明确的砸击石核有 4 件(1.15%).  

(ⅳ) 石片.  31 件, 占石制品总数的 5.64%. 7 件

石片的长度或者宽度大于 100 mm, 占完整石片总数

的 22.58%, 其中个体最大的一件浅色石英岩石片长

133.45 mm, 宽 202.76 mm, 厚 99.2 mm, 重达 3478 g; 

长度或者宽度介于 50~100 mm 之间的中型石片有 22

件, 占 70.97%; 长宽小于 50 mm 的小型石片只有 2

件(6.45%).  

29 件完整石片为自然砾石台面(93.55%), 1 件为

棱脊台面(3.23%), 另外 1 件石片的台面破损(3.23%). 

特征明确的两极石片有 2 件(6.45%), 其余 29 件石片

(93.55%)可能全部系锤击法剥片产品.  

19 件不完整石片中含 7 件半边石片和 12 件远端

断片. 从尺寸看, 4 件不完整石片的长度或者宽度在

100 mm 以上, 长度或者宽度介于 50~100 mm 之间的

不完整石片有 12 件, 另有 3 件长宽尺寸小于 50 mm

的小型不完整石片.  

(ⅴ) 工具.  16 件砍砸器中 12 件以石英砾石加

工而成, 其余 4 件分别为石英岩和硅质灰岩制品. 砍

砸器刃缘单面加工者 10 件(图 3(a), 14), 另外 6 件砍

砸器的刃缘两面加工而成(图 3(a), 5). 14 件砍砸器的

刃缘为凸刃, 其余 2 件为直刃.  

11 件石球中, 5 件以石英岩砾石为原料加工而成, 

其余 6 件分别由石英、石英砂岩和花岗岩砾石加工而

成. 从加工方式看, 除 1 件石球由较圆的自然砾石琢

打而成外(图 3(a), 15), 其余 10 件石球系由剥片后的

石核加工而成的准石球(图 3(a), 16). 

12 件手斧中以石英岩为原料加工而成者 10 件, 

其余 2 件分别是石英和石英砂岩原料加工而成. 手斧

中有 6 件标本尖刃部残断. 从现存标本的情况看, 7

件手斧的长度在 125 mm 以上, 另外 5 件标本(含尖部

残断标本)的尺寸介于 66~84 mm 之间(图 3(a), 4~6, 8, 

9). 12 件手斧重量在 131.5~1590.3 g 之间. 鉴于手斧

是阿舍利工业的标志性器物 , 这里兹举例详细描述

部分标本: 标本 LTP02:528, 大型石英岩石片加工而

成的椭圆形手斧, 长 161.6 mm, 宽 112.76 mm, 厚

73.22 mm, 重 1590.3 g(图 3(b), 6), 器身厚重. 周边全

部两面剥片修理 , 柄部遗留石片的部分自然砾石台

面; 标本 LTP02:532, 以石英岩石片加工而成, 尖部

残断. 器身呈水滴形, 长 137.43 mm, 宽 99.95 mm, 

厚 57.68 mm, 重 858.3 g(图 3(b), 8). 刃缘两面剥片, 

修理直至柄部的中间 , 另一侧柄部有少量自然砾石

面; 标本 LTP02:536, 以石英岩石片加工而成. 器身

呈水滴形, 长 155.39 mm, 宽 88.07 mm, 厚 63.48 mm, 

重 855.7 g(图 3(b), 9). 一侧刃缘两面剥片, 修理直至

柄部的中间, 另一侧部分加工, 通体不见自然砾石面; 

标本 LTP02:541, 以石英岩石片加工而成. 长 135.29 

mm, 宽 73.99 mm, 厚 49.33 mm, 重 528.6 g(图 3(b), 

5). 刃缘两面剥片 , 器身一面遗留一些自然砾石面 ; 

标本 LTP02:518, 石英岩石片加工而成. 器身呈水滴

形, 尖部残断, 残长 66.69 mm, 宽 59.8 mm, 厚 38.28 

mm, 重 180.6 g(图 3(a), 9). 残留部分依然能看见原

器物较为规整. 器物周边刃缘两面剥片, 通体不见自

然砾石面.  

3 件薄刃斧中 2 件由石英岩石片加工而成, 1 件由

硅质灰岩石片加工而成. 标本 LTP02:533, 由石英岩

石片加工而成, 远端刃部被制砖机损坏. 器身呈“U”

形, 长 131.76 mm, 宽 93.15 mm, 厚 65.06 mm, 重

958.7 g(图 3(b), 2). 两侧刃缘全部修理, 柄部遗留部

分自然砾石面; 标本 LTP02:527, 由硅质灰岩石片加

工而成. 器身呈“U”形, 长 111.12 mm, 宽 82.19 mm, 

厚 61.25 mm, 重 783.7 g(图 3(b), 10). 两侧刃缘全部

修理, 柄部和一面遗留部分自然砾石面.  

3 件手镐分别由石英、石英岩和花岗岩砾石加工

而成. 标本 LTP02:483 由石英岩砾石加工而成, 长

146.18 mm, 宽 74.44 mm, 厚 56.36 mm, 重 854.9 

g(图 3(b), 1), 该标本在手镐中尺寸最大, 器身两侧错

向剥片修理, 柄部为自然砾石面.  

22 件刮削器中, 长度 100 mm 以上的重型刮削器

有 13 件(图 3(a), 2, 4, 7; 图 3(b), 11), 其余 9 件刮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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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长度全部大于 65 mm(图 3(a), 10). 刮削器中石

英岩制品 16 件, 石英制品 4 件, 另外 2 件分别是石英

砂岩和细砂岩制品 . 刮削器向毛坯石片背面方向加

工者 8 件, 向石片劈裂面方向修理和两面加工修理者

各 6 件.  

尖状器仅 3 件(图 3(a), 12, 13), 石英原料者 2 件, 

石英岩原料者 1 件.  

(ⅵ) 断块.  断块长度多在 45~106 mm, 重量在

101~512 g 之间. 断块在遗址的存在显示早期人类在

旷野地点活动时 , 既将这里作为日常狩猎或采集活

动的场所, 同时, 也随时随地加工石制品以满足其即

时之需, 但甘峪地点完全不见小碎片屑, 可能是砖厂

取土过程中使用了推土机等大型机械 , 小的碎屑无

法被分拣出来.  

4  讨论 

既往对蓝田地区旧石器地点的研究表明 , 中更

新世及其以前地层中出土的石制品基本来自于黄土

或古土壤地层中 . 公王岭和陈家窝直立人化石地点

的石制品既有遗址附近地层剖面采集的 , 也有正式

发掘时出土的 , 发掘出土的原位埋藏标本所在的地

层垂直高度相差可达数米、甚至 10 米以上[1,3], 说明

蓝田地区的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年代跨度很大 , 石

器工业源远流长 , 本次在吉家湾高阶地地点和第三

级阶地下翟家村地点采集的石制品来自于中更新世

不同的地层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 相较于灞河第二级

阶地发现石制品较多的刁寨和甘峪等地点而言 , 吉

家湾地点和下翟家村地点调查中发现的石制品数量

较少 . 根据长期以来对秦岭山区黄土堆积类型遗址

调查的收获 [26,27], 我们认为这些新地点应属于古人

类在野外临时性的活动地点 . 尽管这些标本是野外

调查采集品 , 而非系统考古发掘出土的原位埋藏石

制品, 有关的年代学序列框架也是初步的研究结论, 

但这一发现同样清楚地揭示了蓝田地区直立人文化

发展与演化的状况 . 灞河流域第二级阶地晚更新世

黄土地层中埋藏的石制品从地层和年代关系上证明

蓝田地区的旧石器遗址年代最晚可延续到距今 3~7

万年前后 , 这是对蓝田直立人为代表的旧石器工业

年代学和文化序列认识上新的突破 , 从而将该地区

古人类活动的年限从早更新世和中更新世顺延至晚

更新世较晚的阶段.  

从加工石制品的原材料方面分析 , 尽管在高阶

地吉家湾和第三级阶地下翟家村地点采集石制品数量

较少, 但仍然能明显看出早期人类利用河漫滩的石英

岩、石英、石英砂岩和火山岩等砾石为主要原料加工

石制品, 这一点在第二级阶地地点的石制品上表现得

更为充分, 细砂岩、硅质岩和燧石只是偶尔被采用.  

石制品加工技术方面 , 蓝田地区的石制品主要

采取锤击法直接剥取石片 . 考虑到研究过程中很难

真正完全区分开几种剥片方法的产品 [28], 同时鉴于

标本中不乏砸击法剥片技术所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

极石片 , 所以砸击法也应是蓝田地区古人类惯常采

取的剥片方式,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8,16], 而确

切的碰砧法剥片产品只是在宋家庙等个别遗址有所

发现, 该剥片方式可能只是偶然被采用[28,29].  

从石制品组合关系看 , 蓝田地区属于旧石器时

代早期的石制品与晚更新世地层出土的石制品具有

明显的相似性. 除石锤、石核、石片和断块以及加工

石制品时产生的小片屑之外, 在调查所见的工具中, 

重型器物如砍砸器、重型刮削器、手斧、手镐、薄刃

斧和石球居多, 而小型的刮削器和尖状器数量较少. 

重型工具中不乏以大型石片为毛坯、刃缘两面加工而

成者. 与之前的认识相比, 本次调查中明确发现在蓝

田地区同样存在薄刃斧和数量较多的手斧、手镐和石

球等器物.  

无独有偶 , 近年来在秦岭山区南洛河流域和汉

中盆地为代表的临近地区也发现了晚更新世阶段的

旧石器遗存[26,27,30~36]. 蓝田与南洛河上游的洛南盆地

相毗邻 , 南洛河与灞河发源于蓝田县东部地区的草

链岭东西两侧 , 两地遗址之间无论从年代还是石器

工业面貌和性质方面均有明显的相似性 . 蓝田地区

位于秦岭北麓 , 与位于秦岭主脊南坡南洛河流域的

洛南盆地不同 , 秦岭北坡分布着大片燕山印支期到

喜山期的花岗岩侵入体 , 河流砾石堆积构成普遍以

花岗岩为主 , 这里不像南洛河流域河漫滩和阶地砾

石层堆积一样、含有丰富的石英和优质石英岩原料, 

古人类选材目标明确 , 两地石制品加工方式和器物

组合也很类似[26,27,30], 反映出秦岭山区旧石器工业存

在着较为明确的一致性.  

手斧、手镐和薄刃斧等重型工具历来被视作是非

洲和欧亚大陆西侧直立人阶段流行的阿舍利石器工

业(Acheulian)的标志性器物 . 现有的考古证据表明 , 

阿舍利石器工业最早出现在距今 170 余万前的非洲

大陆 [37,38], 随着直立人从非洲大陆不断向外迁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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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 该技术被带往欧亚大陆, 并一直延续使用到距

今 20 万年前后. 之后早期智人兴起, 莫斯特工业技

术出现, 阿舍利工业在旧大陆西部日渐式微, 最终湮

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 . 以往蓝田地区报道的石

器材料中虽偶尔可见手斧, 但一直存在争议[4,17,39~44], 

这次在晚更新世黄土地层中发现较多的手斧和手镐, 

并首次发现薄刃斧 , 说明蓝田地区的阿舍利工业类

型器物一直流行到了晚更新世阶段 , 显示东亚地区

旧石器工业可能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 , 中国与西方

的旧石器工业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年代上的差异 . 

在西方的旧石器工业已经完成了从阿舍利工业到莫

斯特工业的跨越 , 现代人及其所代表的石叶和细石

器工业行将兴起之时 , 东亚秦岭地区依然盛行旧石

器早期阶段阿舍利工业遗址所独有的手斧、薄刃斧和

手镐等工具为代表的石器类型, 仅就这一点而言, 蓝

田地区的新发现也对认识和了解东亚地区旧石器工

业面貌、东西方旧石器文化比较以及现代人类在东亚

起源有关的技术行为等研究课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致谢 文中的石制品线图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赵建绘制, 遗址位置图由南京大学朱芳莹绘制, 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

修改意见和建议, 作者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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