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类 学 学 报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Vo1．17，No．2 

M ay，1998 

郧县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品 

李炎贤 计宏祥 

(中N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荽研究所 ，北京 100044) 

李天元 。冯小波 李文森 
— — —  

— 一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 43007” 

＆7粤f j一 

本文记述了湖北省郧县曲远河口郧县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品。这一石工业显示出如下特点： 

打片以锤击法为主，存在砸击的石锤，表明可能使用砸击法}未见系统修理台面的石片，但存 

在有疤台面和多疤台面的石核·砾石石器居多数。在采集的标本中有零台面石片；有两面加工 

的带尖的砾石石器，其中一件使人联想到加工未完的手斧 。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显示出南北混 

合的过菠地区的特色 ，第三纪残留种和早更新世代表种类的存在表明其时代属早更新世晚期， 

大致和公王岭蓝田人时代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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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遗址发现和发掘情况 

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郧县，约当东经110。35⋯5、北纬32。 

49 5 ，隶属于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东北距青曲镇约lO公里 ，沿汉水顺流而下约4O公里可 

至郧县城关。曲远河自北向南流，在学堂梁子附近汇入汉水 当地居民将小河入江一带称 

为曲远河口。由于遗址所处梁子之上原有一个弥陀寺小学，因此这个梁子叉称为学堂梁子。 

汉水两岸的砂砾层中含有不少动物化石，村民在淘金时偶有发现。1 989年 5月，郧县 

博物馆的文物干部王正华和郧西县文化馆干部屈胜民，根据已掌握的化石线索，到曲远河 

口一带进行文物普查工作，5月 18日在学堂粱子中部一处结核碎块较多的地方，距地表下 

4O厘米处，发现一具基本完整的远古人类颅骨化石。1 990年、1 991年和 1 995年，由湖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联合郧阳地区博物馆、郧县博物馆 对郧县曲远河口旧石器时代 

遗址先后进行了 4次发掘，其中 1 990年两次，第一次的发掘时间为 1 990年 5月30日至 6 

月 20日，第二次由 1 990年 l0月 20日至 l1月 12日；1 991年的发掘时间由 l1月 10日至 

12月 14日，1995年的发掘时间由l2月 9日至 l2月 28日。共发掘 5米X 5米的探方 23 

个，发掘面积 575平方米 (图1)。在 4次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在 1 990 

年第一次正式发掘快结束时，于 6月 15日在地层中叉发掘出土了一具更为完整的远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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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颅骨化石 (李天元等，199O一1 991，1991，1994，1 995)。这些发现和研究，受到国内外 

同行的重视 ，已有不少学者参与有关问题的研究或讨论 (阎桂林，1 993，1997 3黄培华等， 

1995；黄慰文，1 991；张银运，1995；陈铁梅等，1 996；李天元等，1996；Li Tianyuan 

a1． 1 992)。 

1 990年第一次发掘的探方有 T645、T745、T845和T945等4个；第二次发掘的探方有 

T344、T345、T444、T445、T544、T545、T644、T646、T744和T746等 10个。1991年 

发掘的探方有T343、T443、T543、T643和 T743等 5个。1995年发掘的探方有 T1227、 

T1228、T1327和T1328等 4个 (图2)。 

图 1 酆县人遗址发掘区示意图 

Sketch map showing the excavation area of the Yunxian Man site 

豳 

图 2 郧县人遗址发掘区探方分布图 

Distribution 0f the exploration squares 0f the Yunxian Man site 

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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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遗址附近的阶地地貌与地质剖面 

曲远河 口学堂梁子是著名的郧县人化石及伴出的哺乳动物、石制品的产地。该地点位 

于汉水左岸，由汉水侵蚀形成的基座阶地组成。汉水河谷本身是由震旦纪郧西群的变质岩 

系构成的峡谷地貌。黄培华等 (1995)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指出，丹江水库未建以前，阶 

地距水面的高度分别为 5一lO米 (河漫滩)、1O一15米、35—4O米、6o一7o米和 9o一1】0 

米。曲远河口附近第四级阶地海拔高程为200米．附近水面高程为 l50米，阶地面相对高 

程约 5O米，第三级阶地高度为 25米，第二级阶地高度为 l5米，第一级阶地为高河漫滩． 

高出水面 5—8米 作者从野外观察认为．黄培华等的阶地地貌划分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第一级阶地是高河漫滩，高出水面 5—8米．在野外仅看到黄褐色粉砂层，是丹江水库 

水面涨落处。 

第二级阶地高出水面 l5米，上覆黄褐色砂层 ，钙质胶结。下面是灰色砂砾层，钙质胶 

结，砾石主要由灰岩、石英岩及砂岩等组成．砾石分选差，砾径大小不一．大者 30cm，小 

者 1 2cm，一般为 1Ocm左右。 

第三级阶地高出河面25米，其上覆黄色砂质粘土．厚 9—11米．其下是灰褐色砂砾层． 

钙质胶结，性松散，砾石分选差，主要由灰岩、石英岩等组成，砾径大小不一，大者 20cm． 

小者 2—3cm，一般为 5cm，磨圆度好，厚 3—6米。 

第四级阶地是含郧县人及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的遗址所在之处 其地质剖面 

从上到下为： 

4．褐色含铁锰质成分的粘土 (通常称为红土)，垂直节理发育．黑色铁锰质成分从上到 

下有逐渐减少的倾向。出石制品。最大厚度 6米左右 

不整合 

3．灰黄色粘土，含钙质结核薄层，出产人类化石、哺乳动物化石及石制品。厚2米左右 

2．灰白色细砂层，非常松散，出哺乳动物化石及石制品 最大厚度 5米左右。 

1．砂砾层。自上而下约可再分为如下数层： 

褐色砂砾层，钙质胶结，砾石主要由灰岩、石英岩等组成．分选差，砾径大小不一。厚 

1．5米。 

褐色砂层，钙质胶结。厚 1．4米。 

褐色砂砾层，砾石分选较好，砾径较小，超过 1Ocm者不多。厚 0．8米。 

灰褐色砂层，钙质胶结，较为坚硬。厚0．40米。 

褐色砂砾层，钙质胶结，较为松散，砾石主要由灰岩、石英岩等组成，磨圆度较好，砾 

石分选差．砾径大小不一，大者 25cm，小者为 1—2cm．一般为 lOcm左右。厚 1．7米。 

不整台 

震旦纪变质岩系 (SWW90。)，主要为石灰质片岩，表面风化剧烈。 

同曲远河71学堂粱子郧县人遗址相类似的地点，在郧县境内还有梅铺龙骨洞洞穴沉积 

(许春华，1978)，同样也有直立人及哺乳动物化石发现。哺乳动物化石中有桑氏鬣狗、小 

猪及嵌齿象等，其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 (韩德芬等，1989)。由于梅铺龙骨洞的动物化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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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  圄  ： 田 ⋯ 

国 ⋯ 囹  田 ⋯ 

囹 ⋯ 圈  田 ⋯ 

图 3 郧县人遗址附近阶地剖面示意图 

Sketch map showing the section of the terraces near the Yunxian M an site 

初步鉴定，进一步同郧县动物群对比，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涉及到梅铺龙骨洞洞穴沉积 

剖面，还是非常有意义。梅铺的剖面，据许春华 (1978)的划分：上部为胶结坚硬的盖板 

层，中部为黄色砂质土，含人类及动物化石，下部为坚硬的黄色堆积 ，含小块灰岩角砾。郧 

县人遗址第四级阶地剖面的堆积为：上部为含铁锰质红土，中部为灰黄色粘土，含钙质结 

核层，有人类、动物化石及石制品，下部为细砂、砂砾层。 

两个剖面上部，洞穴中的盖板与阶地上覆盖的含铁锰质红土，都是湿热气候的产物。中 

部的黄色 (灰黄色)堆积中含人类及动物化石等，又几乎相同。下部的沉积几乎同流水沉 

积有关。因而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地点的剖面看成互相可对比的同时代产物。 

根据阎桂林 (1 993)对郧县人化石地点的磁性地层学的研究，认为其年代约为距今 

0+83—0．87百万年 ，郧县人生活在一个由冷转暖的古气候环境中。整个层位是在贾拉米洛 

(Jaramillo)极性亚带，郧县人与动物化石在其上部。根据作者测定的剖面，其第二层的灰 

白色细砂及第三层的灰黄色粘土正处在贾拉米洛极性亚带上、下部。从其测定年代同作者 

认为其属早更新世上部是没有矛盾。后面将要讨论到公王岭动物群可以同郧县动物群相对 

比，而公王岭动物群的磁性年龄测定，因研究者不同而出现不同数据 ：距今 75—80万年 

(马醒华等，1978)，距今98或 100万年 (程国良等，1978)，距今 115万年 (安芷生等， 

1990) 我们根据动物群性质，认为公王岭蓝田人的年代，大致以距今100万年较为合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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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对比郧县人年代．大致为距今 1O0万年左右。 

华南地区的红土年代问题，也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一个课题 郧县人遗址上的含铁锰质 

红土，其顶部为布容正向极性世和松山反向极性世的界限，而红土下伏的是含郧县人的动 

物群，因而可以认为郧县人遗址一带的含铁锰质红土的年代，很可能是中更新世和早更新 

世界限上下的产物。 

3 郧县哺乳动物群 

由郧县曲远河口学堂粱子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颇多，唯胶结坚硬，不易修理，目前仍 

有相当数量的标本尚待进一步修理，故未能确切鉴定到种。已修理出来的标本，经初步鉴 

定，大致可提供如下名单： 

蓝田金丝猴 Rhinopithecus tantiancnsis Gu et Jablonski 

无颈鬃豪猪 Hystrix subcristata Swinhoe 

虎 尸anthera rigris L． 

豹 尸anthera pardus L． 

裴氏猫 Fetis peii Teilhard 

爪哇豺 Cuon javanicus Desmarest 

似狗獾 Meles cf．[eUCU~"US Hodgson 

西藏黑熊 Ursus thibetanus Cuvier 

桑氏鬣狗 Hyaena licenti Pei 

大熊猫武陵山亚种 

似剑齿虎未定种 

东方剑齿象 

三门马 

中国貘 

中国犀 

李氏野猪 

小猪 

秀丽黑鹿 

云南水鹿 

麂未定种 

Ailuropoda melanoleuca wutingshanensis W ang et Lin 

Homotherium sp．(*) 

Stegodon orientalis Owen 

Tapir'us sinensis 0wen 

RhinOC~FOS sine sis 0wen 

Sus lyddekeri Zdansky 

Sitsxiaozhu}fan．Xu et Yi 

Cervus(Rum)elega~s Teilhard et Piveteau 

Cervus yunnanens~ Lin，Pan et Lu 

M untiacus sp． 

大角鹿未定种 Megaloceros sp． 

短角丽牛 Leptobos brevicornis Hu et Qi 

水牛未定种 Bubalus sp． 

(*)注：似剑齿虎化石是在郧县人遗址对岸 (汉水右岸)的相同层位中发现，可视为 

同一动物群的成员。 

郧县动物群最主要的特色是动物群具有南、北动物群的色彩，其中具有华北地区动物 

群中的典型种类：三门马、李氏野猪、短角丽牛及大角鹿等；属于华南的大熊猫一剑齿象动 

物群中的种类有：大熊猫、中国貘、中国犀、小猪及麂等。整个动物群显示以森林动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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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也有少数属草地生活 (如三门马)及多水地区生活者 (如大角鹿、水牛) 可以推测， 

郧县人及郧县动物群生活的时期，在学堂粱子附近有较为茂密的森林，在森林边缘有草地 

及河流。郧县人遗址的堆积物也同样说明了这种情况。 

动物群中有少数第三纪残留种 (似剑齿虎)及第四纪早期的典型种——云南水鹿、秀 

丽黑鹿及桑氏鬣狗等，显示这个动物群在时代上较早的特点。此外，郧县动物群有南、北 

混合的特点，这在长江中游的湖北、秦岭南坡，在过去也不多见。 

前面已提及郧县动物群在时代上显示较早的特点，有许多种类是更新世早期的典型代 

表，如秀丽黑鹿是华北泥河湾动物群中典型代表 (Teilhard et Piveteau，1930．)，云南水鹿 

仅在云南元谋动物群 (第三段)及广西柳城巨猿动物群中出现过 (林一璞等，1 978；韩德 

芬，1987)；裴氏猫曾发现于周口店第 18地点 (Tel|hard，1940，1945)，而桑氏鬣狗更是 

早更新世的典型代表 (Pei，1934；裴文中，1987)。至于大熊猫武陵山亚种却是华南地区早 

更新世晚期一典型代表 (王令红等．1982)。因而我们可以认为郧县动物群是早更新世晚期 

动物群。 

郧县动物群中有典型的公王岭动物群成员：蓝田金丝猴、短角丽牛。这二种动物仅在 

这二地点发现 (胡长康等，1978 2顾玉珉等，1989}计宏祥，1980)。此外，大角鹿也是较 

为相似，但是由于郧县的大角鹿保存不好，还未作详细的对比研究。郧县动物群能鉴定到 

属种的共23个，其中鉴定到种的动物 19种中，有 11种同公王岭动物群相同，其比例几乎 

接近 60 。因此，我们认为，郧县动物群可以同公王岭动物群相对比，两者同为南、北混合 

的过渡动物群 (周明镇，1965)，同样有性质类同时直立人发现，而不同的是分布在秦岭南、 

北两侧 

由郧县动物群中的一些化石标本可以看出，老年 幼年个体占有一定的比倒 根据初步 

观察，中国貘的13个上、下领骨中，有 11个老年个体；李氏野猪的 12个上、下颧骨中，有 

9个属老年个体 水鹿角有 6个，其中3个属老年和幼年个体。老、幼年个体比例占多数，这 

种现象可能与人类活动有关，也就是说，同郧县人狩猎活动有关。 

顺便讨论一下秦岭上升问题。 

关于秦岭上升阿题，作者之一 (计宏祥，1980)在述及蓝田公王岭动物群性质时，曾提 

及横亘于渭水与汉水之间的秦岭，海拔2 000米以上，是我国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 

也是我国地理上南、北重要界线。公王岭动物群生活的时代，由于秦岭海拔高度大致是1 000 

米左右，在其两侧动物是可以互相迁移，因而公王岭动物群带有强烈的南方或东洋界动物 

群色彩。而我们现在述及的郧县动物群地处秦岭南坡 ，又具有强烈的北方动物群色彩，再 

一 次显示在当时的秦岭两侧的动物，可以互相迁移。而在这二动物群之后，秦岭再度剧烈 

上升，秦岭才成为中国地理上南、北方的重要分界线 

同秦岭上升密切相关的是中国南北两大动物区系之间的过渡地带，在秦岭上升之前 ，这 
一 地区已发现的有四川巫山巨猿动物群 (黄万波等，1991)，也有南、北过渡动物群存在， 

郧县动物群与公王岭动物群也是过渡地带动物群。早更新世晚期之后，随着秦岭进一步上 

升，这一过渡地带才逐步消失。反观长江下游的江淮地区，由于没有高山阻挡，从早更新 

世到现在，一直是南北动物群的过渡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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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遗址发现的石制品 

本文涉及的石制品共 291件，其中发掘出土的 207件，扰土层中发现的 14件．地表采 

集的70件。这次研究的重点是发掘出土的标本。发现石制品的层位有 3个：原记录为第二 

层、第三层和第四层。由于不同学科在记述地层顺序时的习惯不同，容易产生误会：考古 

学家通常记述地层是从上到下由小到大地排列，而地质学家则正相反 曲远河口遗址原来 

记录的第二层即我们现在划分的第四层 ，原来记录的第三层现在亦称为第三层，原来记录 

的第四层即我们现在划分的第二层，原来记录的第五层及其下各层相当于现在划分的第一 

层。为了避免误解，我们现在将发现石制品的层位分别称为上文化层 (即原记录的第二层 

和现在划分的第四层)、中文化层 (即原记录和现在划分的第三层)和下文化层 (即原记录 

的第四层和现在划分的第二层)。 

发掘出土的石制品共 207件，出自上文化层的 6l件，占出土总数的 29．47 ，出自中 

文化层的 1 37件，占出土总数的 66．18 ，出自下文化层的 9件，占出土石制品总数的 

4．35 。 

发掘的 23个探方．除 T646和T746两个探方外，都发现有或多或少的石制品。发现昂 

多的为 T1 327(90件)，其次为T1 328(32件)。发现石制品 lo件以上的还有 T945(20 

件)和T544(12件)，其余各探方发现的石制品约在10件以下，计发现石制品8件的1个 

探方 (T433)，发现 6件的 2个探方 (T845、T1228)，发现 5件的 2个探方 (T343、 

T543)，发现 3件的 5个探方 (T444、T643、T645、T743和 T745)，发现2件的 1个探方 

(T344)，发现 l件的 6个探方 (T345、T44 5、T545、T644、T744、T1227)。以上 21个 

探方中T1327就发现有 90件，占发掘出土石制品总数的43．48 ，T1328发现 32件，占发 

掘出土石制品总数的 1 5．46 ，T945发现 20件，占发掘出土石制品总数的 9．66 ，T544 

发现 l2件，占发掘出土石制品总数的 5．80 ，这 4个探方发现的石制品共 154件，占发现 

所得标本总数的 74．40 。 

由地层中发现的石制品所用原料有 4种，以石英为最多，占发掘出土石制品总数的 

7o．o5 ．其次为砂岩，占发掘出土石制品总数的 1 7．87 ，再次为灰岩，占发掘出土石制 

品总数的 10．15 ，火成岩少，仅占发掘出土石制品总数的 1．93 。 

曲远河口学堂梁子石制品使用的石英为砾石，磨圆度较好，有较扁平的 (如 EP14)，也 

有较为粗大的，最大的一件可达 183×150x 87毫米 (EP109)，最小的一件厚仅 25毫米 

(EP14)。石英石核最大的石片疤可达 27×89毫米，较多的碎片是以石英为原料的。 

这里发现的砂岩制品质地约可分为 3类：约有一半的标本风化比较严重，加工痕迹多 

受质地的影响；约有十分之一的标本加工痕迹清楚，轮廓界限分明．它们都是用质地比较 

均匀、细致的砂岩作原料的；约有三分之一的标本质地中等。 

砂岩石制品多为石核，其次为砍砸器，石片较少，仅 8件，刮削器两件。石核最大的 

可达 218x1 71×111毫米 (EP1 79)，最小的为 63×60X1 5毫米，经过进一步加工为刮削器 

(EP9020)。完整石片最大的可达 1 98x 125×57毫米 (EP184)，最小的仅 29×31×5毫米 

(EP24)。 

制作成石制品的灰岩半数以上质地较差，层理发育，常沿层理作不规则状剥落，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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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较严重，不到三分之一的标本质地中等。 

207件石制品中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碎片 (碎块)和有打击痕迹的 

石块 (砾石)等7类。石核41件，计有单台面石核25件，双台面石核9件，多台面石核 

7件。石片 45件，计有天然台面石片35件，素台面石片 7件，有疤台面石片、线状台面石 

片和台面缺失的石片各 1件。砍砸器 7件，计有单刃砍砸器 4件，双刃砍砸器 2件，多刃 

砍砸器 1件。刮削器2件，均为单刃刮削器。石锤2件，一面使用的和两面使用的各 1件。 

碎片 (碎块)103件 有打击痕迹的石块 (砾石)7件。 

4．1 石核 

石核 41件 ，上文化层发现 11件，中文化层发现27件，下文化层发现 3件。依加工情 

况可分为如下 3组： 

1)单台面石核 25件，出自上文化层的 6件，出自中文化层的l8件，出自下文化层 j 

l件 

依据其台面性质，可以将这 25件标本分为3种：天然台面、多疤台面 (EP105，图 6及 

图版I之1)和台面一部分为天然台面，另一部分为人工台面的组台的有疤台面。天然台面 

最多，有23件，多疤台面仅1件，部分天然加上部分人工台面的有疤台面的标本也仅有 1 

件 (EP1，图5)。天然台面石核中有 1件标本表面具砸击的坑疤 (EP181，图4)。 

如果依台面的具体位置我们可将这些标本分为5种：台面在近端、台面在左侧面、台 

面在远端、台面在顶面和台面在底面 (在本文中石核的定位办法与石核石器的定位办法相 

同)。 

台面在近端的标本计有 6件。这 6件标本可依其打片部位及打片方向分为4种情况：一 

种是在顶缘、底缘两边打片，有 2件标本；一种是在右侧边、顶缘两边打片，有 1件标本； 

图 4 单台面石核 (EP181)， 

出土于上文化层 

Single platform core(EP181)，uneoff-一 

thed from the upper cultural layer 

图 5 单台面石核 (EPI)，出土于下文化层 

Single platform core(EP1)，unearthed 

from the lower cultural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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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 

图 6 多疤台面石棱 (EP]05)，出土于中文化层 

Multi~aceted plat{erm core(EP105)，unearthed 

from the middle cultural layer 

一

种是在左侧边、底缘两边打 

片，有 1件标本；一种是在底缘 
一

边打片，有2件标本。这 6件 

标本的打片方向都是由近向远 

打片 

台面在左侧 面的标本 1 

件，在顶缘一边打片，打片方向 

是由左向右打。 

台面在远端的标本 1件 ， 

在其底缘一边打片，打片方向 

是由远向近打。 

台面在顶面的标本 4件。 

依其打片部位又分为 2种：一 

种是在远端一边打片，有 3件 

标本；一种是在近端一边打片， 

有一件标本。这 4件标本的打 

片方向都是反向。 

台面在底面的标本，计有 

l3件。依其打片部位又分为 6 

种情况：一是在近端 一边打 

片，有 5件标本；二是在远端一边打片，有 3件标本；三是在右侧边一边打片，仅一件标 

本；四是在近端和右侧边两边打片，一件标本；五是在左侧边和远端两边打片，有两件标本； 

六是在左侧边和右侧边两边打片，一件标本。这 13件标本的打片方向都是正向。 

2)双台面石核 9件。上文化层发现 2件，中文化层发现 6件，下文化层发现 1件。 

这 9件标本共有 l8个台面．其中天然台面 l6个，人工台面 2个。 

依据每件标本的两个台面的相对位置，我们可将这些标本分为两类 ：一类是两个台面 

相交的，另一类是两个台面相连的。 

两个台面相交的标本两件，都是在近端相交，其中一件是两个台面在中腰相交，都为 
一

边打片，一个台面正向打片，另一个台面反向打片。 

两个台面相连的标本计有 7件。根据两个台面相连的情况，我们可以将这 7件标本分 

成 6种情况：一种是左台面、顶台面相连；一种是顶台面、远台面相连；一种是顶台面、右 

台面相连；一种是底台面、左台面相连 ；一种是底台面、远台面相连；一种是底台面、右台 

面相连。 

左台面、顶台面两个台面相连的标本一件，左台面在近端一边由左向右打片，顶台面 

在近端一边反向打片。 

顶台面、远台面相连的标本一件，顶台面在左侧边一边反向打片，远台面在底缘一边 

由远向近打片。 

顶台面、左台面相连的标本一件，顶台面在左侧边一边反向打片，右台面在底缘一边 

由右向左打片。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期 李炎贤等：郧县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品 ·103· 

底台面、．左台面相连的标本 1件， 

面在顶缘一边由左向右打片。 

底台面、远台面相连的标本 1件， 

边由远向近打片。 

底台面在近端、右侧边、远端 3边正向打片，左台 

底台面在左侧边一边正向打片，远台面在左侧边一 

底台面、左台面相连的标本两件，一件是底台面在近端一边正向打片，左台面也在近端一 

边由右向左打片。另一件底台面在远端一边正向打片，右台面在底远一边由右向左打片。 

3)多台面石核 7件。上文化层和中文化层各发现 3件，下文化层发现 1件。所用原料 

均为石英。这 7件标本共有 23个台面，其中 2O个为天然台面，3个为人工台面。 

依据标本的台面位置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这 7件标本分为 7种情况：具近台面、左台 

面和远台面 3个台面的标本 l件；具左台面、右台面和顶台面 3个台面的标本 l件；具左 

台面、远台面和顶台面 3个台面的标本 1件}具近台面、左台面和右台面 3个台面的标本 

l件；具近台面、左台面和底台面 3个台面的标本 l件；具右台面、顶台面和底台面3个台 

面的标本 1件；具近台面、左台面、远台面、顶台面和底台面 5个台面的标本 1件。 

具近台面、左台面和远台面 3个台面的标本，3个台面相连。近台面在右侧边一边由近 

向远打片，左台面在底缘一边由左向右打片，远台面在中一底一边由远向近打片。剥片面在 

底面、右侧面，近台面打片产生右剥片面，左台面打片产生底剥片面，两个剥片面垂直相 

连，远台面打片的石片疤打破底、右两个剥片面。 ． 

具左台面、右台面和顶台面 3个台面的标本，3个台面相连。左台面在底缘一边由左向 

右打片，右台面在底缘一边由右向左打片，顶台面在近缘一边反向打片 剥片面在近端和底 

面。近剥片面由顶台面打片所产生，庸剥片面由左台面和右台面打片所产生，两个剥片面垂 

直相连。 

具左台面、远台面和顶台面 3个台面的标本，3个台面相连。左台面在底缘一边由左向 

右打片，远台面在底缘一边由远向近打片，顶台面在近缘、右边两边反向打片。剥片面在近 

端、右侧面和底面。顶台面打片产生近端、右侧面两个剥片面；左台面、远台面两个台面打 

片产生底台面。3个剥片面都垂直相连。 

具近台面、左台面和右台面 3个台面的标本，3个台面相连。近台面在底缘一边由近向 

远打片，左台面在底缘一边由左向右打片，右台面也在底缘一边由右向左打片。剥片面在底 

面，由这 3个台面打片形成 

具近台面、右台面和底台面 3个台面的标本，3个台面相连。近台面在底缘一边由近向 

远打片，右台面在远端一边由右向左打片，底台面在远端、右侧面两边正向打片。剥片面 

在远端、右侧面和底面 3面。右台面打片产生远剥片面，右剥片面由底台面两边打片所产 

生，近台面打片产生底剥片面。3个剥片面垂直相连。 

具右台面、顶台面和底台面 3个台面的标本，3个台面相连。右台面在远缘一边由右向 

左打片，顶台面在近缘一边反向打片，底台面在近缘一边正向打片。剥片面在近端和远端。 

顶台面和底台面打片产生近剥片面，右台面打片产生远剥片面，两个剥片面相连。 

具近台面、左台面、远台面、顶台面和底台面 5个台面的标本，5个台面相连。近台面 

在底缘一边由近向远打片，左台面在底缘一边由左向右打片 远台面在底缘由远向近打片， 

顶台面在左侧边和右侧边两边反向打片，底台面在右侧边一边正向打片 剥片面有4个，右 

剥片面由顶台面打片所产生，右剥片面有两个，分别由底台面、顶台面打片所产生，底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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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由近台面、左台面两个台面打片所产生。左、右剥片面不相连，底剥片面与左、右剥 

片面相连。 

4．2 石片 

45件．出自上文化层的1 6件，出自中文化层的27件，出自下文化层的2件。依台面 

情况可分为下列 5组： 

1)天然台面石片 35件，上文化层发现 12件，中文化层发现 22件，下文化层发现 1件 

35件标本所用原料有砂岩、石英、灰岩、火成岩4种，以石英为最多，计有 23件，灰 

岩次之，6件，砂岩再次之，有4件，火成岩最少，只有2件。 

这 35件标本中，其台面的具体情况又各有不同，可分为 3种：一种完全是天然石皮的 

台面，有 31件 (图 7之 1和 2；图版II之 2)，其中一件 (EP22)为唇形台面 (图7之 3)； 
一 种是台面上一部分为石皮，一部分为小疤的，有3件：一种是以岩石节理面作台面的，仅 

有 1件。 

根据标本的保存情况，我们将这35件标本分为完整石片、裂片、断片和部分破损石片 

4种 。 

完整石片有 9件，其中2件为厚石片。 

裂片有3件，分为失左存右、失右存左两种。前者1件，后者2件。 

断片有19件，分为6种。左边断的1件．右边断的2件，远端断的n件，其中有3件 

厚石片；左边、远端都断的有 3件；左边、右边断的 1件；左边、远端、右边三边都断的 

1件。部分破损的标本有3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原来破损的，计有两件，分别为左边破 

损和远右破损；另一种是后来新破损的，只有一件，右边新破。 

除这 4种外，还有一种是远端断、左边破损的标本，只有一件，为一厚石片。 

这些标本的半锥体大多不显或微显，比较 凸起的很少．有两件标本的半锥体双生 

(EP30．EP134；图 7之 2)。放射线也大多不显或微显。打击泡大多不明显，波纹只有少数 

标本上清晰可辨。 

这些标本的左边一般比较锐利．较薄。远端也比较锐，有两件标本在远端成尖状。右 

边有锐有钝，以锐者为多。 

这些标本中背面完全为石皮的标本2件，完全为石片疤的标本 28件，部分为石皮、部 

分为石片疤的标本4件，为节理面的标本一件。这些标本中有9件标本背有中脊，中脊或 

偏左、或偏右、或居中，中脊形状有两件为 “人”字脊。 

这35件标本中．有4件标本在边缘有零星修整痕迹，方向大部分为反向，小部分为正 

向。 

这些标本中，有 6件标本可与别的标本进行拼合：EP31与EP32(石核)可拼合；EP122 

可与 EP123(石片)、EP116(石核)拼合；EP123可与 EP122(石片)、EP116(石核)拼 

合 EP151可与 EP186拼合；EP186可与EP151拼合；EP184可与EP187拼合。 

2)素台面石片 7件。出白上文化层的3件，中文化层的4件。 

这 7件标本所用的原料有两种：石英和砂岩，其中石英 5件，砂岩 2件。根据标本的保 

存情况，这 7件标本又可分为完整石片、断片和残石片3种。完整石片有 3件 。3件断裂石 

片中右边断的标本有一件，左边、右边两边断的标本 1件；左边、远端、右边都断的 1件 

残破的标本1件，其破损部位在远端．为一件厚石片。这7件标本的半锥体都不显或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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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线不显或微显，打击泡不显， 

波纹微显或不显。这些标本的左 

边大部分都锐利。远端有石皮的 
一

件，成尖的一件，卷边的一件 

(EP185)，残破的一件，锐利的一 

件，陡直的一件，断裂的一件。右 

边断裂的 3件，锐利的3件，斜直 

的一件。这 7件标本的背面都有 

疤，有两件背面较平，一件标本有 

中脊，中脊偏右。这 7件标本中只 

有一件在左侧边、右侧边有零星 

反向修整痕迹。这些标本中只有 
一 件 (EP187)可与 EP184拼合。 

3)有疤台面石片 

仅一件，发现于下文化层，原 

料为灰岩，远端新破损。左边锐、 

远端锐、右边锐 。背面近端为石 

皮，其余为片疤。半锥体较凸，放 

射 线、波纹较 明显。石片角为 

133。，台面角为 52。(图7之 4)。 

4)线状台面石片 

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发现 

的线状台面石片仅一件，出 自 

T1327中文化层 台面虽保留石 

皮，且呈线状，但很小，长仅 1毫 

米，宽 5毫米。原料为石英。左边、 

右边断裂，远端局部断裂。背面有 

3疤。半锥体微凸，放射线微显。 

5)台面缺失的石片 

囤  5 

3 0 5~m 

囝  
图 7 石片和刮削器 (Flakes and scraper) 

1．天然台面右片 (EP21)，出土于中文化层i 2，天然台面 

石片 (EP134)，出土于中文化层l 3．唇形台面石片 (EP22)， 

出土于中文化层；4．有疤台面石片 (EP4)，出土于下文化层l 

5．刮削器 (EP88)，出土于中文化层 

1．Flake with cortex platforill(EP21)，unearthed from the 

一 件，发现于 T1327上文化 ddk cultural l ， 

层。原料为砂岩。左边为石皮，远 ， h im 。 p ‘ 。 )， h he 

曼 喜 篓苎： 。。．H h i 。i m i dd le山cu l tua 1]~ y e r；。 ， 
半锥体不显，放射线不显。此标本 fr： h： i l l ral l 
可与 EP187拼合 4

． F1ake w．th scam d Dlatf0rm (EP4)，u arth已d fr0m 

4、3 砍砸器 the lomr cultural la r， 

共 7件：下文化层 2件，中 5．ScraDer(EP88)，unⅢthed fr0m th middle cultural laye 

文化层 3件，上文化层 2件 可分 

为单刃砍砸器、双刃砍砸器和多刃砍砸器 3组 

1)单刃砍砸器 4件，分别出自下文化层(EP8和 EPg)和中文化层(EP99和 EPI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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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单逝砍砸器 (EPllS)， 

出土于中文化层 

Side chopper(Ep1 1 5)，unearthed from 

the middle cultural layer 

这 4件标本的原料分为两种：砂岩和灰岩，其中 

砂岩标本 3件，灰岩标本仅一件。根据刃缘所处的具 

体部位可将这 四件标本分为在近端修整成 刃缘 

(EP8、EP9和 EP99)和 在右 侧边 修 整成 刃缘 

(EPll5)两种。刃缘在底面的3件，在右侧边的 1件。 

EP115(图8)素材为双台面石核，两个台面都 

为天然台面。台面 1在左侧面顶缘，一边从左向右打 

片。台面 2在底面右边，远端两边正向打片。石片疤 

层次分别为一层和两层，可见 5块石片疤。石片疤形 

状不规则，大疤长可达 104毫米，宽可达 81毫米，小 

疤长达 51毫米，宽达 6o毫米。两个台面打片使用率 

分别为 41 、55 。这件标本的素材虽是件双台面 

石核．有3个边缘打片．但只利用了其右边中一远一 

边作为其修整部位，都为正向修整。修整痕迹结构为 

浅阶梯状，修整距离为中等。该标本的刃缘在底缘． 

刃缘平视为直刃，侧视略呈弯曲状，刃缘不平齐。刃 

缘相对边缘为石皮。修整长度与所在台面周长之比 

为 16 ，修整长度与所在边缘长度之比为56 。其 

台面角为50。、90。，刃角为 72。、79。。 

EP 9(图 9)为两面修整，以反向为主，正向次 

之。修整的部位在底缘，修整痕迹结构为普通型一浅阶梯状。修整距离为近。刃缘在底缘+ 

为直、直、凹组成的折刃，侧视略为弯曲。刃缘不平齐，刃缘相对边缘为石皮。修整长度 

与台面周长之比为 21 ，修整长度与所在边缘的长度之比为 100 。二者的台面角从 49。 

图 9 单端砍砸器 (EP9)，出土于下文化层 

End chopping tool(EP9)，unearthed from the lower cultural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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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到 76。，刃角从 6O。、76。、78。、8l。到 86。。这件标本修整部位就在原打片的部位，所以有 

的刃角还大于台面角。 

2)双刃砍砸器 从地层中发掘出土的标本两件，一件出自上文化层 (EP153)，一件出 

自中文化层 (EP71) 这两件标本的原料均为砂岩，素材也相同，均为单台面石核。这两件 

标本根据其修整成刃缘的部位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近端、远端修整 (EP153)，另一种是 

在左边、远端修整 (EP71)。 

EP153(图1O之左)的素材为单台面石核，台面性质为天然台面，台面在底面。该标 

本在近端、远端两边正向打片，相对两边打片。石片疤的结构层次一边为二层，一边为三 

层，可见六疤 台面打片使用率为3O ．修整部位与打片部位一样，也在近端右段、远端， 

修整方向均为正向，修整距离都为中等，修整痕迹结构两边均为普通型一浅阶梯状。两个刃 

缘一在近端底缘，一在远端中腰，平概刃缘都为直刃，侧视也为直刃，两个刃缘都不平齐， 

两个刃缘相对。修整长度与台面周长之比为 26 ，与所在边缘长度之比一为 43 ，一为 

74 。台面角为 59。、64 、73。，刃角为 58。、65。、68。、75。、9O。。 

0 

图 l0 双刃砍砸器 (Double—edged choppers) 

左 ：两端吹砸器 (EP1 53)，出土于上文化层；右 ：端边吹砸器 (EP71)，出土于中文化层 

Left：double end chopper(EP153)，unearthed from the upper cultural layer； 

Right}end—side chopper(EPT1)t unearthed from the middle cultural layer 

EP71在左边、远端修整成刃缘，素材为单台面石核，台面性质为天然台面，台面在底 

面，在左边、远端两边正向打片。石片疤的层次均为 3层，可见 5疤。台面打片使用率为 

46 。该标本的修整部位与打片部位一致，也在左边、远端，修整方向均为正向，修整距 

离都为远。修整痕迹结构一为普通型一浅阶梯状，一为阶梯状。两个刃均在底缘，左刃由直、 

凹组成一个凸刃，远刃为凸刃，两个刃相连成钝角，两刃相对边缘均为石皮。修整长度与 

台面周长之比为 46 ，打片部位均被修整。台面角难以测量，刃角为4O。、49。、53。(图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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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右)。 

3)多刃砍砸器 1件，出自上文化层，编号为EP1 94．原料为砂岩，素材为单台面石 

核，台面性质为天然台面。台面在底面，在左边、远端、右边三边正向打片。可见石片疤 

9块，石片疤层次有两个一层，一个二层，可以测量的石片疤有两个，一个长 62毫米，宽 

63毫米，另一个长 63毫米，宽 110毫米 台面打片使用率为 52 。该标本的修整部位与 

打片部位一致，修整方向左边为正向，左远为反向，远左角反向，远端和右边正向，修整 

距离三边分别为近、中等、远，修整痕迹结构分别为浅短宽型一浅阶梯状、浅阶梯状、普通 

型一浅短宽型。三个刃缘中左刃从中腰延伸到底缘，一直到远端，与远刃相连成钝角，远 

刃与右刃也相连成钝角，右刃从底缘上升到中腰。平视左刃为凹、直组成凸刃，远刃为直 

刃，右刃为直刃。侧视右刃、远刃略弯曲，右刃为直刃。三刃均不平齐，三刃相连。左刃 

与右刃相对，远刃相对边缘为石皮。修整长度与台面周长之比为 45 ，修整长度与所在边 

缘长度之比左边为 61％，远端为 100 (整边被修整)、右边为 49 。标本的台面角在 50。一 

55。之间的有一个，在 60。一69。之间的有三个，在 7o。一79。之间的有一个。刃角在 5o。一59。 

之间的有两个，在 60 69。之间的有两个，在 70。--79。之间的有三个，在 80。--90。之间的有 
一

个 (图 11及图版 II之 4)。 

图11 多刃砍砸器 (EP194)， 

出土于上文化层 

M uhiple-edged chopper(EP]94)，unearthed 

from the upper cultural layer 

4．4 刮削器 

从地层中发掘出土的刮削 

器两件，均为单刃刮削器。这两 

件 标 本 的 原 料 一 为 石 英 

(EP88)，一为灰岩 (EP206)；前 

者出自中文化层，后者出 自上 

文化层。这两件标本的素材都为 

天然台面石片，EP88为失右存 

左的裂片，EP206为一件残石 

片，右近新破，中远陡断。依据 

标本刃缘修整的具体部位，这两 

件标本都属于远端修整成刃缘 

的标本。 

EP88(圈 7之 5及圈版 II 

之 3)左边薄锐，远端凸起，右边 

断、陡。背面为石皮。半锥体不 

显，放射线微显。石片角88。，台 

面角难以测量。这件标本的左边 

和远端都有修整痕迹，但在左边 

只有零星反向修整，在远端则是 

连续反向打了四下。修整的小疤 

短、深、凹，疤与疤之间的距离也比较短，所以使远端形成一条锯齿状的刃缘。修整的距 

离都为近。修整痕迹结构为普通型。刃缘依靠石片的背缘，平视为凸刃，侧视略弯曲。刃 

缘相对边缘为石皮。远端全部被修整。刃角为 47。、59o、6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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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6左边不规则断，远端为石皮，右边新破，陡断。背面为节理面，腹面半锥体凸 

起，打击泡粗大，放射线微显，石片角为 133。，台面角为 51。。这件标本在远右、左近两边 

修整，左近为正向，只是简单打了一下，而远右则是连续反向修整，右边的为一大疤，其 

余的为短小的浅疤，修整的距离都为近，修整痕迹结构为普通型。刃缘在腹缘，平视为直 

刃，侧视也是直刃，刃缘不平齐。刃缘相对边缘为石皮，刃缘修整长度与所在边缘长度之 

比为 51 。刃角为 39。、40。、69。、72。。 

4．5 石锤 

从中文化层发掘出土两件石锤 ，原料均为砂岩，其素材均为砾石。一件平面形状为椭圆 

形，断面也为椭圆形，另一件平面为不规则椭圆形，断面也为不规则椭圆形。依据其使用 

情况，我们将石锤标本分为一面使用的石锤和两面使用的石锤两种。 

1)一面使用的石锤，仅一件标本，编号 为 

EPll3(图 12)，素材为不规则椭圆形砾石，中部 

横断。底面中部偏近有一块坑疤，前后长 34毫米， 

左右宽 43毫米，为块状坑疤；底面远中有一点沟 

状坑疤，前后长 14毫米，左右宽 14毫米。 

2)两面使用的石锤一件，编号为EP129，素 

材为扁平砾石。顶面中左前后有两块坑疤，一为近 

圆形，长 15毫米 ，宽 15毫米，一为长条形，长 2O 

毫米，宽 6毫米，均由点状坑疤组成。顶面中近有 
一

长条状坑疤，斜向分布，也为点状坑疤，长 22毫 

米，宽 7毫米。顶面中右有长条纵向坑疤，成园不 

明，长 28毫米，宽 8毫米，深 5毫米。底面右中 
一 远有一块坑疤，呈倒置三角形，长 29毫米 22毫 

米，深 5毫米。 

4．6 碎片 (碎块) 

郧县曲远河口学堂粱子发现的碎片 (碎块)共 

有 103件，都从地层中发掘出土。其中1件出自下 

文化层，71件出自中文化层，31件出自上文化层。 

上文化层出土的 31件标本中，原料有两种， 

石英的标本有 30件，灰岩的标本只有一件。这些 

标本中有 12件带有石皮。这些标本中有一件标本 

可与别的标本进行拼合。标本中最长的达 66毫 

米，最短的只有 15毫米f最宽的达 59毫米，最窄 

的只有 10毫米；最厚达 42毫米，最薄仅 4毫米。 

O 

圈 12 石锤 (EP113)，出土于中文化层 

Hammer stone (EPl13l，unearthed 

from the middle cultural layer 

中文化层出土的标本 71件 ，原料有 3种，石英、灰岩和砂岩。石英的标本最多，有 64 

件，灰岩的标本次之，有 4件，砂岩的标本最少，只有 3件。这些标本中带有石皮的共有 

51件，其余 20件没有带石皮。有 9件标本可与别的标本进行拼合。标本中最长的达 83毫 

米，最短的只有 11毫米；最宽的达 65毫米，最窄的只有 7毫米；最厚的达 54毫米，最薄 

的仅 3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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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化层出土的标本只有一件。原料为石英，带有石皮，长25毫米，宽19毫米，厚 

8毫米。 

4．7 有打击痕迹的石块 (砾石) 

7件标本，出自中文化层的6件．出自下文化层的 1件。原料有 3种 ：灰岩、石英和砂 

岩，灰岩的标本有 3件，石英的标本 2件，砂岩的标本也有 2件。这 7件标本中打击部位 

有 10个，在近端的有 3个，在远端的 5个，在左边、右边的各一个 这些标本中打击方向 

有 1o个，正向有 4个 ，反向有 3个，由近向远打击 2个，由右向左打击 1个。标本中最长 

的达 214毫米，最短的 41毫米；最宽的达 126毫米，最窄的为 35毫米；最厚的达 64毫米 ， 

最薄的为 2o毫米。 

图 13 拼台的标本 (EP31和 EP32)，出土于中文化层 

Conjoined specimens(EP3I and EP32)，unearthed{rum the middle cultural layer 

图 14 拼台的标本 (EP203和 EP206)，出土于上文化层 

Conjoined specimens(EP203 and EPZ06)，unearthed from the upper cultural layer 

4．8 标本的拼台 

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发掘出土的207件石制品中有 22件标本 (约占标本总数的 

1o．63 )可以拼合，联成 9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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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可拼合的标本是 EP31和 EP32，原料都为灰岩。都发现于T1327中文化层，野 

外编号分别为3号和 6号。EP32的坐标为 210X 350—75厘米，EP31的坐标为45×290— 

85厘米，EP31为一件石片，EP32为一件石核。这两件标本的水平距离为 165厘米，垂直 

距离为 10厘米 (图 13)。 

第二组可拼合的标本是 EP38和 EP43，都为碎片，原料均为石英，都带有石皮，都发 

现于 T1327中文化层，野外编号为 13之 7号和 l3之 14号。这两件标本的坐标缺失。 

第三组可拼合的标本是 EP45和EP46，都为碎片，其原料均为石英，都带有石皮，都发 

现于 T1327中文化层，野外编号分别为 13之 16号和 13之 32号。这两件标本的坐标缺失。 

第四组可拼合的标本是 EP56和 EP59，都为碎片，原料都为石英，都带有石皮，都发 

现于T1327中文化层，野外编号分别是 13之 29号和 13之 32号。这两件标本的坐标缺失。 

第五组可拼合的标本是 EP184和EP187，这两件标本都是石片，一件为素台面石片，另 
一

件台面缺失。这二者均为砂岩，都发现于T1327上文化层，野外编号分别为 9509号和北 

G：2号。这两件标本的坐标缺失。 

第六组可拼合的标本是 EP1 51和 EP186，这两件标本原料都为石英，都是石片，台面 

都是天然台面。这两件标本均出白T1327的上文化层，野外编号分别为 9511号和北G：1 

号。这两件标本的坐标均缺失。 

第七组可拼合的标本是 EP203和 EP206，原料都为灰岩，都发现于 T1228上文化层， 

野外编号分别是 01之 2号和 ol之 1号。EP203是一件碎片，EP206是一件单直刃刮削器， 

这两件标本共用一个坐标，估计是出土时相距不远 (图 14)。 

第八组可拼合的标本是 EPl16、EP122、EP123，这 3件标本的原料都为石英，都发现 

于T544中文化层，野外编号分别是 3号、图 l：6号、图 1：7号。EPl16是一件石核，EP122、 

EP123都是碎片。它们的拼合顺序是：EPll 6拼合 EP123，再拼合EP122。这 3件标本中 

EP116的坐标缺失，EP1 22的野外坐标为 390X385—60厘米，EP123的野外坐标为 385X 

375—60厘米，二者处于同一水平状态，水平距离为 5—10厘米 (图 15)。 

固  

． 

图 l 5 拼合的标本 (EP1]6、EP112和EP123)，出土于中文化层 

Conjoined specimens(EP116，EP]12 and EP]23)，unearthed from the middle cultural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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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组可以拼台的标本是 EPll8、EPI 21、EP1 24、EP1 25和EP1 26等 5件标本，原 

料均为石英，都发现于 T544的中文化层，这 5件标本的野外编号分别为G：07号、图 1： 

5号、图 1：8：1号、图 1：8：2号、图 1：8：3号。这 5件标本中，EPll8的野外坐标缺 

失，EP121的坐标为 375X375 60厘米，EPI24、EPI25、EPI26共用一个野外坐标：375 

×395—60厘米，这两个坐标处于同一水平状态，水平距离为 20厘米 (图 16) 

0 5~m 

图 16 拼合的标本 (EPII8、EP121、EPI24、EP125和EP126)，出土于中文化层 

Conj。ined specimens(EPll8，EPI21，EP124，EP125 and EP126)， 

unearthed from themiddle cultural layer 

4．9 扰土层发现及地表采集的标本 

在进行正式发掘之前，学堂梁子一带曾经为当地农民开垦，辟为耕地。故在早几年的 

报告中划分出的第二层是经过扰乱重新堆积的，所以现在称最早的第二层为扰土层。只有 

1 995年发掘的第二层是原生的未经扰乱的堆积。 

扰土层及地表采集的石制品共 84件，其中扰土层发现的l4件 (1 990年发现 ¨件， 

1 991年发现 3件)；地表采集的 7O件 (1 990年采集 27件，1 991年采集 34件，1 995年采 

集 9件)，其中有在发掘区地表采集的，也有在发掘区附近 (有的距离较近，有的距离较 

远)地表采集的，详细分布情况待 后另文赍绍。扰土层及地表采集发现的标本原料以灰岩 

为多，占石制品总数的4o．48 ，砂岩次之，占石制品总数的29．76 ，石英又次之，占石 

制品总数的 27．38％，火成岩、石英质砂岩最少，均仅占1．19 。 

这些标本的类型有：单台面石核 21件，双台面石核 12件，多台面石核 3件，天然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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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片7件，素台面石片3件，有疤台面石片 1件，台面缺失的石片 1件，单刃砍砸器8件， 

双刃砍砸器 3件，多刃砍砸器 2件，单刃刮削器 6件，多刃刮削器 3件，两面器 3件，一面 

使用的石锤1件，有打击痕迹的石块(砾石)10件 这些标本的技术和类型基本上和地层中 

发掘出来的相同，唯甩零台面石片制作的多刃刮削器 (EP911 5；图17及图版II之 1)和两 

面加工的带尖的砾石石器 (两面器)尚未在地层中发现 3件两面器都是两面加工的，其中 

两件 (EP9126和EP9140)仅在标本的前半部加工，两侧边在远端聚合 EP9126的两边较 

为系统的交互加工，远端较薄 (图18)。EP9135较大 (213×105×55ram)，其一面 (底 

面)为整面加工，顶面则仅在前半部加工 (图 19及图版 I之 2) 

0 5cm 

囝 17 多刃刮削器 (EPS115)．1991年采集 

Multiple—edged scraper(I~P9115)，collected oll the ground surface in 1591 

O 

圈 l8 两面器 (EF9126)，1951年采集 

Bil[ace (EP9126)．collected o[1 the ground surf e i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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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两面器 (EP135)，1991年采集 

B[face(EP91 35)，collected on the ground surface in 1991 

由于好多哺乳动物化石尚未修理出来，在讨论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局限；而石制品发 

现的数量亦有限，要充分讨论似乎时机还不成熟。目前只能提一提我们对一些问题的初步 

看法，供读者参考。这些问题是：1)遗址的性质；2)文化时代和分期；3)文化性质和对比。 

5．1 遗址的性质 

从遗址的堆积物看来，曲远河口学堂梁子的第四级阶地的第一层 (砂砾层)是属于河床 

相，至今尚未发现动物化石和石制品。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这一层形成的时候 

在这附近人类活动留下的证据。第二层 (即下文化层)，主要堆积物为灰白色细砂层，属河 

漫滩相。在这一层发现有少量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说明当时人类已在附近河边活动， 

制造石器，也可能在这里进行狩猎活动。第三层 (含钙质结核的灰黄色砂质黏土层)即中文 

化层，含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是主要的出石制品的层位 郧县人的两具颅骨化石也发现于 

这一层。这是郧县人主要活动的层位 大量石英碎片 (碎块)和相当多可拼合的标本的存在 

证明，郧县人就在这里制造石器，遗留下的石制品没有受到太大的流水冲刷搬运作用，属 

于原地埋藏。大量比较完整的哺乳动物化石也出于这一层，它们和石制品伴出，也不是偶然 

的，很可能同郧县人的狩猎活动有一定关系 前已述及，动物化石中老年和幼年个体占相 

当比例，也可作为左证。第四层 (红土层)即上文化层，仍然发现有石制品，但尚未见到哺 

乳动物化石。这说明，这个时期在这一带仍然有人类活动；可拼合的标本的存在说明这里 

仍然是石器制造场 总起来说 ，曲远河口学堂梁子是郧县人生息之地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相 

当长一段时期，经历了环境的变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第三层形成期间，这里既是郧县人 

的石器制造场，也是他们狩猎的场所 ，甚至还是他们的最后归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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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文化时代和分期问题 

前面说过，郧县曲远河口学堂粱子发现的哺乳动物群，具有古老的种类，又有南北混 

合的特点，在性质上很接近蓝田公王岭发现者，它们的时代大致相当，都可划归早更新世 

晚期。 

根据阎桂林 (1993)对学堂梁子第四级阶地剖面的古地磁研究，自上而下 (按照李天元 

等的划分，可分为 14层)的第一层 (表土)和第二层 (即红土层)顶部为布容正向极性世； 

第二层顶部为布容正向极性世和松山反向极性世的分界线，相当于距今73万年。第二层上 

部以下为松山反向极性世。第二层上部至第四层 (细砂粉砂层)中部为松山反向极性世上 

部。第四层中部至第六层底部为 Jaramillo正向极性事件。剖面的底部的第 1O一1 2层为 

Olduvai事件 (阎桂林，1993，I 997)，相当于距今 1 67 18O万年。看来学堂粱子郧县人遗 

址的堆积大部分都是在松山反向极性世，即早于距今 73万年。学堂粱子发现的石制品虽然 

分别出自下、中、上 3个文化层，但都可看作是同一阶段的产物，都是郧县人制造和使用的 

文化遗物。将来测年技术提高了，或许能够提供更详细和精确的测年数值，可对这3层做 

更好的划分，而同时进一步的发掘也可能发现更多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到那时也许 

能够对这里的石制品做进一步的分期。至于扰土层和脱层的标本的时代 ，可能相当于红土 

层中发现者，也可能稍晚。无论如何，下、中、上 3个文化层发现的石制品的时代可以划归 

早更新世晚期，其文化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大致相当于蓝田公王岭 (贾兰坡等， 

1968；戴尔俭，1984；戴尔俭等，1 973)发现者，而早于周口店北京人地点、湖北大冶石龙 

头和贵州黔西观音洞 (裴文中等，1985；李炎贤等，1974；李炎贤，1981、1 983、1988、1989； 

李炎贤等，1 986)发现者。 

5．3 文化性质和对比问题 

由曲远河 口学堂粱子发现的石制品，不管是地层中哪一个层位出土，也不管是地层中 

发掘出来的还是地表采集的，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性质：所用原料基本相同；使用锤击法 

打片，可能也用砸击法；未见修理台面的石片，但有有疤台面或多疤台面的石核 (后者仅见 

于中文化层)i砾石石器多而石片石器少；类型以砍砸器为主，刮削器次之；在采集的标本 

中还有3件两面器，其中一件使人联想到加工未完的手斧}还有一件刮削器是用零台面石 

片加工而成的。 

同陕西蓝田公王岭发现的石制品对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共同之处 甩锤击法打 

片，未见尖状器、雕刻器{采集品中都有两面器 (平梁发现)。二者间也有不同之处：蓝田 

公王岭未见砸击石锤，未见多疤台面石核，未见零台面石片，在石器类型中只有刮削器， 

未见砍砸器。 

同周口店北京人地点发现的石制品对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共同点：都有锤击法石 

片、砸击石锤、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不同点为：北京人有大量的两极石片，而学堂梁子迄 

今尚未发现这种标本；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的比例二地不同，周口店石片石器多，类型也 

多，而曲远河口学堂粱子则尚未发现雕刻器、尖状器和凹缺刮器等类型。比较起来二地的石 

制品异多同少。 

同湖北大冶石龙头发现的石制品对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共同之处：锤击法打片为 

主，有有坑疤的砾石，砾石石器多于石片石器，类型简单，仅砍砸器和刮削器两类，前者多 

于后者。不同之处为：石龙头未见零台面石片，未见多疤台面石核，亦未发现两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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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贵州黔西观音洞发现的石制品对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共同之处：打片以锤击法 

为主，有有疤台面石片。不同之处为：观音洞未见砸击石锤，无零台面石片，但有修理台面 

的石核和石片，观音洞的石核石器少而石片石器多，且类型繁多，除刮削器外尚有尖状器、 

端刮器、雕刻器和凹缺刮器 ，但未见两面器。两个地点的石制品差别大于共同点。 

近一二十年来，西北起自陕西汉中盆地，南到广西百色盆地．东到安徽省南部，在这 
一

大片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甚至广东在内，不断有发现打制石器的报道和研究报告 

发表 (李炎贤等，1975；阎家祺，1980，1981；李炎贤，1982；广西文物工作队，1983；阎家 

祺等，1983；李天元，1983；曾祥旺，1 983；邱 中郎，1 984；陕西省考古所汉水考古队， 

1 985；黄慰文，1 987；黄慰文等．1987i汤英俊等，1987；何乃汉等．1 987；房迎三 ．1987； 

宋方义等，1 988；李天元，1990；方笃生，1 990；安志敏，1990；李炎贤，i991；李超荣等， 

1991；谢光茂，1991；方笃生等，1993；房迎三，1993；林圣龙，1 994；林盛龙等，1 995；袁 

家荣，1996；黄学诗等，1 996；王幼平，1995；张森水，l996；李炎贤．1997；房迎三 ， 

1997)。由这些报道或报告可 看出，南方广大地区的旷野堆积中广泛分布着以大的或较 

大的石制品为主的打制石器，这些材料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深入探讨。因为分布 

地区广，各地自然环境不尽相同，而工作的时间和深入程度因所处条件不同而不同，故所 

发现的石制品自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些地点的发现中，大多数是以砾石石器为主，其 

主要类型为各种各样的砍砸器，也有一些地点伴出有两面器，有些地点还发现有零台面石 

片和用零台面石片加工成的石器；当然，在各个地点多少总有一些刮削器伴出。有些学者 

从一些地点发现的砾石石器中识别出大尖状器、手斧或石球等类型。南方广大地区发现的 

石制品大多缺乏断代的直接证据，不无遗憾。因此，它们同曲远河口学堂梁子发现的石制 

品的对比，不能放在一定的年代范畴上来讨论，所以也就无法确定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 

只能仅仅就石制品的技术类型或其组合情况进行探讨。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的石制品同 

南方广大地区发现的石制品有较多的共同点；锤击法打片为主，砾石石器多而石片石器 

少．有一定数量的两面器，缺乏尖状器、典型的端刮器等石片石器。二者间也有不同之处； 

曲远河口学堂梁子发现有多疤台面石核，这是修理台面的一种，在南方广大地区时代较早 

的石制品中似乎尚未见到有关修理台面的标本 比较起来，二者间共同点大于差别。 

从现有的材料判断，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发现的石制品比较接近南方广大地区发现 

的石制品，似乎可以把它们归于同一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迄今为止，只有郧县曲远河 

口学堂梁子这一地点的材料具有较为充分的年代证据．其他地点的年代证据缺如或还存在 
一 定问题。仅在时代较晚的遗址中，有几个是有动物化石伴出的，如广西桂林宝积岩 (王令 

红、彭书琳等，1982)、四川铜梁西廓水库 (李宣民等，1981)，前者系洞穴堆积，可惜发现 

的标本很有限，后者系旷野堆积，砾石石器占相当高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说郧县曲远 

河 口学堂梁子的石制品是我国砾石文化传统的最早代表，似乎有一定理由；但由于学堂梁 

子的发掘工作还没有结束，现有的标本数量还不是很多，理由又好象不很充分。不过，有几 

点是可以肯定的：在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发现的多疤台面石核是到 目前为止中国最早的 
一

件；零台面石片过去多发现于贵州和南方一些省分，其时代较晚，这一地点的发现有可 

能把这一具有特色的打片技术的历史提前到旧石器时代早期，遗憾 的是我们这一标本 

(EP91]5)是脱层的，对其时代归属可能还会有一些学者提出疑问，这也是很 自然的。 

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材料和知识看来，多疤台面石核似乎可以看作是修理台面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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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这是属于石片文化的技术传统范畴的技术措施；零台面石片的分布从现在看来，并非 

完全局限于南方地区，在好多地点，零台面石片是石片文化的重要成分，但在一些地点同 

砾石文化也有一定联系；砸击技术使用比较普遍的是北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片工 

业；而砾石石器占优势则是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看来，郧县曲远河 

口学堂梁子发现的石制品比较接近南方广大地区发现的时代较早的石制品，但亦具备一些 

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点，就是说，它同时兼有南方和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 

特点。从哺乳动物群的研究可知其具有南北混合的过渡地区的性质，文化遗物的这一特点 

也许是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反映。当然，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继续 

对郧县人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发现更多的化石和更多的石制品，搜集更多的信息，是很有 

必要的。 

本课题得到中国科学院特别支持费 (课题号 950401)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 

本文插图由陈安宁同志绘制，照片由余乐同志摄制。特此致谢。 

附记：适逢母校——北京大学百岁华诞，谨作此文志贺，并谢教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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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0NE ARTIFACTS FROM  THE YUNXIAN M AN SITE 

Li Yanxian Ji Hongxiang 

(Institute o，Vertebrate Paleontology n Paleoanthropotogy ，Academia Sinica．Beijing 100044) 

Li Tianyuan Feng Xiaobo Li Wensen 

(Institute of Cu~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Hubei Province，Wuha 430077)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deals with 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Yunxian Man site at 

Quyuanhekou，in Yunxian county，Hubei province．The stone industrY is characterized 

by：1)free—hand hammering method predominates in flaking．2)the presence of pitted 

pebble or cobble indicates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the bipolar technique}3)nO systematic 

preparation can be observed on the talons of flakes，but there are a feW cores with faceted 

platform or multifaceted platforml 4)the pebble or cobble tools predominate in the tool 

combination；5)choppers and chopping—tools are main types．There are bifacially worked 

pointed cobble tools in the collected specimens，one of them is reminiscent of partial hand 

--

ax．In addition a scraper made orl a flake with a null striking platform (talon nu1)was 

found in the collected specimens．The associated mammalian fossils show a mixed trait of 

both north and south faunas of the transitionaI region in China．The presence of Tertiarv 

survival and typicaI Early Pleistocene forms demonstrates the age of Yunxian M an may he 

referred tO the late Early Pleistocene，by and large corresponding to that of Lantian Man 

at Gongwangling，Lantian in Shaanxi province． 

Key words Yunxian Man，Pebble tools，Late Early Pleist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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