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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Q}8＼ 

本文记述了漳卅l莲花池山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 1994年新发现 的 l2件石制品，重新研究了 

1990年 从该地点 出土的 27件石制品，对石制品的特点作了可能的综台，对其文化 关系和时代 

等 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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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漳州莲花池 山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是福建省首次发现的、已见报道的最古的人类活动 

的遗存。1989年底，漳州市文化局 曾五岳先生在该市北郊阶地上采到一批石制品，经初 

步研究，向学术界公布了这一重大发现。由于这些石制品的形制和加工颇具特色，引起学 

术 界 的重视 

为了进一步探讨漳州市北郊发现 的学术价值，于 1990年初，由尤玉柱、曾五 岳和蔡 

保全等组成考察组，对漳州市北郊发现的石制品地点进行复查，并扩大了调查区和研究 内 

容，对附近地区的第四纪地层、地貌和史前遗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在这次野外工作中， 

在莲花池山第二阶地有铁锰斑膜和稀疏网纹红土的侵蚀面上的黄色砂质粘土角砾层中发现 

了石制品 依其地貌位置和上下的地层关系，初步判断含石制品的地层属 旧石器时代，将 

该地点称为莲花池山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野外编号为FZP001地点。另外．在其附近的 

竹林 山，又发现了一处含石制品的地点，野外编号为 FZP002地点。因两地点相隔甚近， 

层位相当，故被看作是同时代的文化地点 (图 1) 

为获得更多的科学资料，由福建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 

漳州市文化局组成发掘队 ．于 l990年 5—6月对 FZP001地点进行首次发掘．共挖了3 

收 藕 口期 ：I995-10-1O 

本谭题系国家自然科学基盒资助项 目，批准号 4917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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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莲花池 山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地理位置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the paleolithic site at LianhtLachishan hil1 

个面积不等的发掘方 (8×5m ．1 5×10m ，5×5m )。此次发掘和以前的采集，据报道， 

共得石制 品 23件，经研究，其结果载于 《漳州史前文化》(尤玉柱等，1991)一书中。这 

是福建境内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一经发表．引起学术界，特别是闽白考古学界的 

关注，从此揭开 了福建省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 

为便于与重新研究的对照，兹将 1991年发表的有关旧石器的研究成果，择耍摘录于 

后。 

在 《漳州史前文化》第三章 中 FZP001地点记述 23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 

削器和袱砸器，但不包括若干水晶的顶靖有砸痕的标本。对以上石翻品的研究，得到了一 

些有意义的认识． 石片多不规则．短而宽，具有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少，加工简单．器物类 

型单调．加工部位主要在尖靖和两侧，以从腹面向背面单向修理为主 等；对该地点含文 

化遗物地层的时代提出了较明确的意见： 产石制品的地层应属晚更新世中期，⋯⋯暂定为 

距今 40 000"-80000年前，而这一时期正是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过渡阶段’(尤玉柱 

等 ，~991)。 

笔者作为 闽台史前人类及其环境的综合研究 课题组的成员，受命研究这一地区的史 

前文化 (不包括新石器时代文化)．于 1994年 l1—12月赴福建漳州地区考察．除观察， 

分类、测量数以千计的小石制品外 (这部分另行撰文)，还实地考察了漳州北郊 东山和 

华安等地出小石制品地点，并于 l1月末，与曾五岳先生一起，考察了莲花池山旧石器地 

点新出露的剖面．采到了一些石翩品，有了一点新认识。现将此次考察的收获以及对 

FZPoo1和 FZP002地点 1 99O年发现的石器的再研究所得的一孔之见作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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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意到以往这个地点石制品研究在分类方面的一些问题。在记述标本以前似有必 

要谈一下石制品分类原则及分级分类的一些初步的设想。 

石制品的分类应以其上的最后人工痕迹作为分类依据。这是针对以往一些研究把非最 

后人工痕迹 (起始或中间痕迹)作为分类依据而引起分类 中的一些混乱而提出的。具体地 

说，一块石块上有片疤、打击点和半锥体阴痕等，这些痕迹上无再加工者 (台面缘修整和 

修理台面例外)，应归石核类；一个薄片的破裂面上有打击点，半锥体和平坦的裂面，尽 

管其背面有反映石核的多个人工特征，但从该片破裂次序，破裂面上的诸人工痕迹是最后 

的人工痕迹，故在分类肘，只能归石片类，而不能因先前反映石核的人工特征而归于石核 

类；同理。当毛坯 (不管是片状的或块状的)一经加工．其上加工疤是最后人工痕迹，不 

管标本能见到或多或少反映石片或石核的人工特征，只能将它分人石器类中，毛坯先前诸 

人工特征即失去分类上的意义。 - 

石器的分类。笔者曾提出依生产对象和 目的的不同。分成两大类：其一是生产石制 品 

的石器，另一类是以取得和加工生活资料为主要 目的的石器 (张森水，1987)．通过其后 

的实践，对第二类石器次级分类加以梳理，提出五级分类的想法，试用于本文中．对此， 

似有必要略作说明。 

五级分类是：第一级依刃型分类 。分为宽刃类、尖刃类和无刃类 。第二级以使用分工 

命名：宽刃类包括刮削器、砍砸器、手锛、刀形器和石锯 等；尖刃类计有尖刃器、石锥、 

雕刻器、镟，矛头、手斧，原手斧、手镐、原手镐等；无刃类仅含石球和准石球两个次级 

分类，无以下 3个次一级分类。第三级依刃口在毛坯上的位置分类 ．可分为边刃、端刃、 

边端复合刃。第四级依每件标本上刃口的数量。分为单刃 (尖刃类无单刃)，两刃和多 

刃。最后一级依刃 口形态分为直刃、凸刃、凹刃和复型刃。五级分类 比较适用于宽刃类石 

器，对于尖刃类则不能完全适用。需要加人其他要素。宜采用多要素分类法，因与本文关 

系不大，从略。 

2 新 材 料 的 记 述 

新采到石制品的地点在原发掘地 

附近，在凤梧村东约 100m处，应属 

原 FzP0ol地点的一部分。故不另编 

野外地点号。 

新发现的地点的地层剖面。东西 

长度不详 。南北宽约 lOre，已出露 

的厚度 6—7m．其地层可分 为 3层 

(图 2)，记述如下： 

第 1层：棕红色砂质粘土，从顶 

往下．沉积物由疏松渐变致密，含细 

砂量较大，但有渐减趋势，偶夹次磨 

圆的砾石，厚约 2，5--3．Om。 

图 2 莲花池山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的地层剖面 

Sectionofthedeposits ofthe paleolithic 

site at Lianhuachishan hi1I 

I 棕红色砂质帖士；2，罱砾砂土；3 紫虹色牯土 

4 旧石器；5．现代沉軎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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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层：砂砾夹红色粘土，堆积在下层不平的侵蚀面上。沉积物主要由砂、砾石和红 

色粘土组成 ，砾石的分选和定向排列规律性不强，中含石制品，沉积物粒度粗，微破结， 

由北向南有渐增厚的现象，一般厚度为 25--30cm，最厚可达 50cm。 

第 3层：含铁锰膜和有稀疏网纹的红土，粘土质，粒度细，结构致密，层面凹凸不 

平 可见厚度 4---5m。 

以上地层堆积与 《漳州史前文化》中所描述的莲花池山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的地层剖 

面完全吻合，故此次采到的石制品应与1990年发现者属同时同一文化的遗物。 

此次从第 2层中采到的石制品12件，还有不少砾石或断块上可见单个的或不连贯的 ’ 

几处打击痕迹，因考虑其埋藏环境，未包括在石制品中。新采到的石制品，经观察、分 

类 、测量统计，列表于 1的前列。如上述，新发现石制品视为出自FzP001地点，故标本 

号依 1991年发表资料接续后编 。依 《漳州史前文化》，该地点最大标本量为 23件，故新 

发现的标本序号从 24号开始，即 FZP001-024，在记述时 ，只简写序号，如 024号。如 

表 1示，此次找到的石制品分属断块、石核、石片和宽刃类的刮削器，现予以分类记述。 

寰 1 莲花池山1日石鼍时代文化地点出土的石髑晶分娄、 ■与统计 

CI~gficalion,metsunmaentsnodgatimicsofthe 啪 eartlftm  

from theimleoliatle siteatLianhtmclti~hankillin1994and1990 

1994年发现 199o年 发 现 

锤击 单媸刃 双边刃 锤击 睡击 单埔刃 单凸刃 双边刃 螭边刃 畦封 单媸刃 复刃 
分项 百分目 

断块 石接 断块 统计 
石片 刮肓0嚣 刮削器 石片 石片 刮削器 刮削嚣 刮削器 舌|削器 器0) 砍毫嚣 砍毫器 

水 晶 3 l l 2 3 2 2 l l 3 r 1 1— 22 56．4 

石 英 2 3 6 3 l 1 1 17 43 6 

断 块 l 1 2 l5 4 

晶 体 1 1 2 l5 4 

石 片 l 2 l 4 30．8 

残 片 2 1 l 1 5 38 4 

向 背 面 l 2 3 231 

向破裂面 l 7．7 

错 向 1 l 2 l5 4 

复 向 1 1 l 3 1 7 53．8 

长 度 42 0 48．0 32 7 B5 0 50 5 56．9 52 6 40-3 31．0 56．0 51．0 24．7 35 0 l34 0 l65．0 

宽 度 33．2 31．0 42．0 47 0 39．5 42．8 47．4 26 3 21．0 30．0 21．0 23．3 28．0 l00．0 l15．0 

厚 度 23．4 37．0 l8．0 42．0 18 0 21．9 l 7．5 15．3 l5．0 15．0 l1．0 B．7 l9．0 58．0 62 0 

}角或白面角 B3 0 109．7 l06．3 

边 刃 角 71．B 54 0 60 52 3 53．0 

刃或尖刃角 71．O 72．0 56．0 73．0 

分类小计 5 l 3 I 2 9 5 3 1 1 l 3 1 2 I ≯ lO0 

1)分母为石嚣总数，分子为石制品总敷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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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断块 

断块 5件，均未编号。它们的共同点是其上可见打击痕迹，遗有几个碎屑疤，但块体 

绝大部分保留自然面。其平均长、宽、厚分别为 42．Omm，33．2rnm，23．4mm，长宽指数 

为 79，宽厚指数为 70。从其上人工痕迹看，它们很可能是欲生产石片而未达目的的标 

本 。 

2)石核 

石核 1件 (图版 I，1；图3，1)，标本 25号，素材为水晶晶体，先将晶体的一端截 

掉一部分，而后从两个方向打出一个平面，其上遗有多块小片疤。以这个打击面作台面． 

垂直打击剥片，在两个晶面上 遗有 3块似石叶疤，最大者为 15×5mm。 

L一—．J  m 

国 3 

1 单白面石榱 (Core with sing|e striking platform．O2牡 2．石片 lake．OSO)~ 

3 双边刃舌lf削器 (Scraperwithtwo edg嚣 onboth sides．o26)；4．单螭直刃刮削器 (Straight scml~rOil o丑cend， 

027J 5 双边刃刮哪器 (Semperwitht咖 edges onbothI 瞄．024J (均为同一比例 ) 

3) 石片 

石片 3件 (028--030号)，宽型者 2件，长型者 1件，大小变异不大，均属小型石 

片①。原料均为石英，台面有 自然的、打击的和打击多疤的各 1件 (图版 I，2、3 5)， 

石片角最大者为 127。，最小的 94。，打击点清楚，均可见崩裂痕，半锥体不显，其背 

面，保留全部 自然面、多疤浅平和多疤高脊各 1件。在它们之中 030号标本 (图3，2) 

值得进一步描述．它是最小的 1件石片，长略大于宽，其台面上有 3块疤，右佣的 1块， 

呈长方形，系从右佣缘向台面打击，颇象平面雕刻器的打法。石片上打击点清楚，半锥体 

小而较凸，放射状线痕稀疏，石片角 108。。其背面为双高脊多疤型。 

从石片台面，破裂面诸人工特征以及背面片疤形态、打击点特征和打片方向等方面分 

析，可以肯定它们是用锤击法生产的，石片背面诸人工特征与石核上者互为印证，也给以 

上推论以支持。 

①石片分级见 《丁村54：loo地点石制品研究》，大型肴长宽厚相加超过140mm．中型肴l1O一 

140mm，小型者小于 1lOmm． 

囝 

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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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石器 

由于这个地点至今未发现可靠的第一类石器，故这里所称的石器实指第二类石器，以 

下亦同此。石器 3件，均属宽刃类的刮 削器，用残片制成者 2件．块状毛坯者 1件。其加 

工比较粗糙，器形不规整，刃口相当钝，刃缘曲折，再次级分类见后述 

(1)单端直刃刮削器：1件，标本 027号 (图版 I．4：图 3，4)，毛坯为水晶断块， 

右侧两面经多次打击，使晶面遭到破坏，其余各晶面呈次磨圆状，失去原有的光洁。其刃 

口见于较窄的一端，系由较平的面向凸面加工。刃口较直，比较钝，刃角 71。，刃宽 

18mm，刃口上可见双层修疤，最长的达 24ram。 

(2)两边刃刮削器：2件，均用残片做成，标本编号是 024和 026号，后者加工粗糙 

为凹凸刃型 (图版 I，7，图版Ⅲ．6；图 3，3)；024号为两边直刃型 (图版 I，6，图 

3，5)，均系向破裂面加工而成。左侧整个长边均见修理 痕迹，修疤宽，呈扇形，刃缘因 

较重的打击而变得曲折．刃口钝，刃角为 82 ：右侧刃上可见双层修疤。近缘短宽。远 

缘窄长，刃口锐，刃角为 62 ，刃缘亦较匀称。此外，其上端亦遗有多块片疤。且两面 

可 见。 

从上述 3件石器上可以看到两点 ：其一，修理石器用锤击法，采用硬锤：buT。加工方 

式多样；另一是加工简单粗糙。恐非代表时代的制品。 

3 旧材料 的再研究 

如上述，FZP001地点 1990年发现的石制品 23件．依原分类包括石核 3件，石片 14 

件， 砍斫器 1件，刮削器 5件，见于 图版或插图的标本为 11件 (石核 001、、002和 010 

号；石片 叭3、017号：刮削器 015、O11、007、003和 014号， 砍斫器 叭8号)，这些正 

型标本，在重新研究时。两件 (001和 叭7号)存于福建省博物馆和 4件或 5件 (003、 

007、013和 015号以及一面写有 010号。另一面写着009号)存于漳州博物馆，另外的4 

或 5件 (002、O1】、014和 018号以及难定的多号码标本)则未见到。笔者从存于上述两 

博物馆的 FZP001地点出土的石标本中整理出 27件标本，进行重新分类 。1990年出土的 

石制 品最大编 号为 018号 。但其中 005和 006号则未见 到。从现有 的各种资料来看， 

FZP001地点至少曾出土石制品 33件，现在研究的标本约占实际出土标本的82％，不失 

研究的有效性和代表性。对这些标本．重新进行观察、分类、测量和统计，其结果见表 1 

的后列。竹林池 山旧石器文化地点发现的 4件石制品，此次仅见到 3件，也进行了观寨， 

所得认识．作为附录，记于文末。未纳入统计中。以下扼要地分类介绍研究的一些结果。 

1)断块 一 

断块 9件。原料为水晶的 3件，其余皆为石英。它们都是长宽比差小、宽厚比差大的 

块体，其形态呈不规则的多面体，一个面或几个面上可见碎屑疤，打击点或显或不显。它 

们原可能是打片不成功的石核或石核崩块。 

21石片 

石片 8件，依其上的人工痕迹，系用两种方法生产的，即锤击法和砸击法： 

(1)锤击石片：5件，长型者 2，宽型者 3，其个体变异较大，最大者的长宽厚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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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20ram、57ram、 18mm，最小的为 28inlll、29mm、 1lmm． 石片的长宽指数为 9O． 

宽厚指数为 39。由此可见，它们的长宽比差不大，但较薄。可能被鉴定为使用石片的有 2 

件，细疤均见于一侧的背面，其一里浅凹弧．弦长22ram，另一呈凸弧，弦长 19,ram。 

石片 的台面，打击 的和 自然 的各 2件，打击一自然者 1件，台面都比较小，台面指 

数①最小的为0．8，最大的为 5．3，故均属小台面，台面形态比较规则．里似凸镜体状或似 

菱形。石片角最大的为 124。，最小的为 84。。打击点比较清楚，半锥体小而微凸，放射 

状线痕稀疏．有疤痕者仅 1例．破裂面平坦或微凹．石片背面，大部保留 自然面或约保 留 
一 半的各 2件，无 自然面者 1件。台面后缘可见细疤者 1件。由背面石片疤看，除 1件 

外．均可见到转向打片痕迹．其中3件逆时针转动，另 1件有多向打击痕迹，转向规律不 

清楚。背面片疤较大，呈三角形或梯形，但有一例外，为细碎多疤型． 

石片的形态受较规则的背脊控制，多比较规则，里三角形、梯形或长方形．以下举两 

例对其性质作进一步说明： 

标本 ol 7号，是形态较规则 的长而薄的 石片、长 102ram，宽 56ram@，厚 17ram， 

长宽指数为 55，长宽比差接近一倍。它的台面最小，为 自然一打击台面．打击点较散漫， 

半锥体大而较凸，放射状线痕稀疏，破裂面呈波纹状起伏。背面约保留一半 自然面，上部 

遗有几块片疤，可见从不同方向打击痕迹。由其背面观，右侧中部有连续细疤，使这部分 

边缘变的不平，其长度达 37ram，可能是使用的结果 (图版Ⅲ，．1)． 

标本 004号：略里长方形，打击台面，呈菱形，小而倾斜，石片角为 124。．打击点 

集中，半锥体小而凸，放射状线痕稀疏，破裂面平坦。其背面右半为自然面，左半有4块 

片疤，可窥视到逆时针转向打击 (图版Ⅲ，2；图4，1)．另外还有 3件宽型石片，标本 

l3号可作为其代表 (图版 Ⅱ，5)，其背面可见与破裂面同向打击痕迹． 

(2)砸击石片：3件，它们都是长型石片，但无一长宽比差超过一倍的，长宽指数为 

65，宽厚指数为 58。若与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的同类石片相比，个体相对较大，也比较 

厚，后者宽厚指数为 54—46(第一地点第 1 1层仅 3件标本略去不计)(裴文中、张森 

水，1985)。砸击石 片或多或少保留石英 与围岩的接触面或水晶的晶面．它们的破裂面均 

较平，背面遣有数块片疤，显得凹凸不平．从两端遗留的痕迹看，一端有砸痕者2件，标 

本 16号 (图版 Ⅱ，1)是其中之一，另 1件两端可见砸痕 (图版Ⅱ，2： 图4，2)，即标 

本004T。号，其上端两面可见砸痕．下端仅见于破裂面．砸击石片系这个地点首次被记录 

的标本。 

3)石器 

这次重新研究 的石器 1O件，有些是过去发表过现重新鉴定再分类 的，有些是首次记 

录的。另外，对原发表的两件标本 (o02和 018号)虽未见到标本，但其插图绘制的清楚 

或比较清楚，也进行了讨论，但未纳入统计中。 

新的研究，记录了一些前未报道的石器，增加了若干石器三级以下的次级类型，对石 

器的毛坯 类型和加工方式有进一步的了解，概括出若干共性，为探讨其文化关系提供了 

①台 面指数计算 ：(台面长度 ×宽度 )+ (石片长度 ×宽度) ×lo0．白面指数小于lO者称小台 面 

II一2O者为中等台 面，大于 20的属大台面． 

@系实铡结果， 与原报道的长度和宽度稍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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鳓 
图 4 

1 石片 【Flake，004)；2．砸击石片 《Bipolar flake，004T1)；3 单蜡直刃甜削器 (Straight scrapor OII one end 

0IS)；4 双边刃甜刖嚣 (Scraper with two edges OII both_sides，032)；5 蜡边双刃刮 器 (Scra~r with edges 

01lOI1~endand 011~side，O34] (1．2、4为同一比例，3．5为同一比铹) 

一 点新资料 重新研究的全部石器 (包括依图讨 论的两件标本)， 

外，其余均属宽刃类的刮削器和砍砸器，它们更细的分类见下述． 

(1)单端直刃刮削器：l件，标本 015号 (图版Ⅲ，5；图 4． 

成．其背面大部保留晶面．刃口在台面相对一端．系复向加工而成 

双层修疤，远缘长而浅平，近缘者短宽，刃口较钝，刃角为 74。。 

除两件可能属尖刃类 

3)．系用水晶石片制 

刃口宽而较直，可见 

(2)单边凸刃刮削器：l件，标本 031号① (图 5，4)，其上部系两面加工，中下部 

向破裂面加工，但其背面也可见不甚连贯的修理痕迹，修疤短宽，刃缘相当曲折，刃口上 

部钝，中下部较锐，刃角为 椰 。。 

(3)双边凹刃刮削器：l件，标本 032号 (图版Ⅱ，3；图4，4)，毛坯为石英残片。 

依右图，左侧中上部两面有加工痕迹，背面的局部有后期破损 (图 4，4右图虚线标出 

者)，中下部的加工痕迹在破裂面上．，修疤浅宽．刃缘呈波纹形，刃口微内凹，刃 口较 

锐，刃角为 54。；右侧刃亦 为浅凹刃．修疤见于右侧边的下半部，打击点集中，刃缘呈 

波纹形，修疤长而浅凹，刃 口较锐，刃角为 56。， 

(4)端边双刃刮削器：3件，标本 003，033和 034号，都是小型的石器，其长度分 

别为 24、29、20mm，宽度为 2l、27、24mm，厚度为 7、I1、8ram。它们的共同点都是 
一 边加一端被加工成刃，且都是复向加工成的。从其上人工痕迹分析，很可能都是在使用 

①标本031—035号原无号，系新编 的标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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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雕捌器 (?Graver，01 2】；2 端边双刃刮舸器 (Scraperwithodges OhOhe end and on,side．003)； 

3．单喈凸刃敢砸器 (Convex chopper Oi"1oneend，035)；4 单边凸刃刮削器 fCOh~'X scraperOh one side，×I．031) 

(1．3、4为同一比倒，2为 ×2】 

石片基础上再加工成器的，以下举例柞进一步说 明其特点。 

标本 003号 (图版 Ⅱ，4： 图 5，2)，将右倒边 (背面观．右 图)加工成 凹凸复 型 

刃，上部两面有加工痕迹，刃缘内凹，中间一段是向背面修理的，单层修疤，短宽型．下 

部一段加工方向与中部相反，但两者相 连成凸刃，刃 口较锐，刃角为 44。；其前端被加 

工成刃，系向背面加工，刃口平直，刃角为 64。，其近缘，两面均可见细疤，可能被使 

用过 。 

标本 034号 (图版Ⅱ，6；图 4，5)，毛坯是石英石片，是最小 的一件石器，其左侧 

基本上是向背面加工的，修理成比较匀称的凸刃，与端刃相连部可见微弱的转折，端刃的 

最凸出的部分是两面加工成 的．与右侧上部呈缓弧形相连．制成一个凸度较大的刃口。端 

刃刃 口比侧刃略锐，刃 口分别为 54。和 65。，但右上部接近垂直加工，故这部分刃口很 

钝，刃角为 84。。033号可归此类中，其上修理痕迹远比使用痕迹少得多 (图版Ⅲ，3)． 

(5)雕刻器(?)：1件，标本 012号 (图 5，1)．毛坯为断块，呈多面体，左 右和底 

面为打击面，上，下两面为自然面，左侧面有对向打击痕迹 ．遗有大小不等的小疤；右 侧 

面有多块片疤 ，系由左上 向下打击 ，使左右 侧相交处形成弧形锐脊，状若雕刻器的凿形 

刃，但因相邻侧未见类似痕迹，故分类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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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端凸刃砍砸器：2件，标本 03．5号和未编号者，毛坯一为断块，另一 为水晶晶 

体。加工都很简单，将毛坯前端略加打击，使成可用刃El。它们均为凸刃，刃缘很不匀 

称，如 03．5号，端刃大部平直，中间有尖突，右上角亦曾作过修理，使相连成不规则的凸 

刃，刃 El较钝，刃角为 66。 (图版Ⅲ，4；图 5，3) 

(7)边端复刃砍砸器：1件，标本 001号 (图 6，1)。毛坯为半边石片 (缺右半)，是 

这个地点发现的最大的石片石器，长 165mm，宽 115mm，厚 62ram 从侧裂面在打击点 

附近这一点看，大概破损部分略小于现存部分，原石片宽度可能达到 200mm左右。生产 

这样大的石片，石核的长度或宽度至少要大于 200ram，如此大的水晶块在这个地点是没 

有的，因此，很难排除它是异地加工被当时人带到这里的。 

围 6 

墒边复刃砍砸器 (Complex choppi tool，001)；2．双边刃耿砸器 (ch0pping tool with edges 0n both sides， 

OO2)；3 手铸 (?)(?Pick。018) (1．2为同一比啻I．3为×I／2) 

它是一件端、侧加工成刃的砍砸器，其上有 3个刃 口．端刃有别于常见者，不在石片 

远端加工，而是将台面修理成刃，其上有 3块梯形修疤，它破坏了台面的平整和台面前缘 

的完整，使变成多曲状，这说明它是石片打下来后再加工的痕迹，而不是修理台面的痕 

迹；端刃较平直，刃口锐，刃角为 39。，左侧刃是复向加工的，刃 口微凹，刃角为 

．58。；右侧刃系向背面加工的，刃El直，刃角为 62。，刃缘匀称，修疤单层。 

(8)讨论 的石器：2件，标本编号为 o02号和 0018号 如上述，它们都是在 《漳州 

史前文化》 (尤玉柱等 ，1991)发表过的，但再研究时未见到 的标奉 ，因有较清楚的插 

图．故对其分类加以重新厘定。 

标本 002号 (图 6，2)，原定为石核，依所绘 的插 图看，从其上既可看到石片破裂面 

上诸人工特征，也可看到其背面反映石核的一些特征．更值得注意的是，腹背两面不同侧 

边上均可见到修疤，代表这件标本上 的最后人工痕迹，故其两面修理石器前留下的人工痕 

迹均失去分类意义，故既不能归于石片，也不能纳人石核类。这件标本下端见不到台面， 

台面缘呈波纹状．表明石器的毛坯是线状台面的锤击石片．它的左佣系向背面加工，单层 

修疤，刃 El较直，刃缘呈波纹形，右侧是 向破裂面加工的．刃 El微 凸．它应是一件错向加 

工成的双边直凸刃砍砸器。 ． 

标本 0】8号 (图 6，3)，原研究者对这件标本记述颇详 ， 由一扁平的石英砾石经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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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两个扁平的面，属脉石英的节理面。加工的刃1：3在右侧，先打两片，使成凹状刃 

口，再在 凹痕上敲掉 3个小片 ，形成一件单边砍斫器 (尤玉柱等．1991)。依图，其左侧 

也曾打过 ，而且有偏左的侧棱，侧棱上至少有一个打击痕迹，两侧相交于顶端，生成一个 

钝尖刃。若图无误，与其将其归于单边 凹刃砍砸器，毋宁将它定为手镐或原手镐，可能更 

合适一些。若拙见符实，则为该地点增加一个新类型。 

4 结 论 与 讨 论 

福建漳州市北郊莲花池 山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已研究的石制品 40多件，本文研究 

的、作了分类统计的标本 39件，并讨论了两件未见的标本，从而使我们对该地点的石制 

品有进一步的认识，有可能对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 

4．1石制品的一般性质 

就 目前有限的材料而言，大体可以看到石制品的一些特点，如下： 

(1)石制 品大、中、小型均有，以小型的居多，在石核和石片中，大型的 l件，中型 

的 3件，小型的 8件；第二类石器 l5件 (包括 2件讨论标本，下同)，大型的 6件，小型 

的9件；若依石制品统算，大、中、小型者分别占 25．9％，l1．1％和63．0％。这表明，在 

这个石制品组 (Component)中以小型石制品为主，大、中型石制品占比例较低． 

(2)打片主要用锤击法，偶尔用砸击法。用锤击法 生产韵有石核 l件，石片 8件，若 

将做石器毛坯中的锤击石片和可能是锤击石片的断片计算在内．则锤击产品约占本次研究 

标本的半数，而砸击产品现有仅 3件。石核和石片上的打击点多集中，且常见崩裂痕迹， 

可推测是用硬锤打片。 

(3)锤击石片形态多较规则，呈三角形、梯形、似长方形和铲形，台面有疤者和可能 

是使用石片者各 2件：石核台面上遗有多疤。 

(4)断块 l4件，是原料消耗大和次品率高的证迹，这与原料多节理和质差有关。 

(5)石器主要用石片制成，计 9件，其中残片用量超过整片，这一点颇值注意，块状 

毛坯者 4件。若将讨 论标本加入，则石片石器 占 66．7％，块状者占 33．3％。依此，初步 

可以认为，它属 以石片石器为主的工业。 

(6)石器基本属宽刃类，只有 2件标本可能属尖刃类。宽刃类石器以刮削器为主，砍 

砸器居次 ：第三级分类差距不大，边刃 5件，端刃和边端 刃各 4件：第四级分类单刃 5 

件，双刃 7件，复刃 l件 ，似乎是双刃在石 器中显得重要 ：五级分类，统计 了 22个刃 

1：3，凸刃 l1例，直刃 9例 ，凹刃仅 2例，凸刃应是其主要刃形。 

(7)石器的加工无一定的程序，修理工作粗糙的石器 比修理精致的石器要多，故其形 

态多不规整， 个性 强 ，存在一些过渡类型的标本。 

(8)加工用硬锤打击，致使刃缘不平齐。修理石器的方式多样，复向加工出现率高， 

8件，向背面和错 向各 3件 (包括 002号)，向破裂面者仅 l件包括讨论标本。刃 1：3钝锐 

均有，最锐者，刃角为 39。，最钝者，刃角为 82。，测量 了 2O个刃1：3，刃角在 柏 。以 

下或 80 以上者各 l例，4l一50 者 3例，5l一60。的 5例，61—70。者 6例，7l。以 

上者 4例。测量结果表明，刃角在 61。以上者占半数，刃 1：3显得偏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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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2地点性质 

该地点已发掘面积约为 220m ，已采到的石制品 加 多件 (包括 1990年发现的 缺号 

的标本)。若依面积计算．大约每 5m 出 1件石制品；若依含石制品地层厚 度 (1990年者 

厚 5—20cm)。1994年者厚 25--30cm)，以估计厚度 20cm 计算。大概 lm 堆积 出 1件石 

制品。另外，大多数石制品没有 明显的水流冲磨的痕迹．故可以认为石制品是原地埋藏 

的，即便被搬运过，也是短距离的。从地层中石制品含量甚稀和基本原地埋藏这两方面分 

析，似可推澳I，该地点应是一处古人类临时性的活动场所，采其中的石料，生产一些石制 

品。表 l所列 的石制品组分也反映了这样的性质，只有个别石器可能是异地带此使用的。 

4．3文化关系 

依漳州莲花池山出土的有限的材料，讨 论与福建省内或周边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关系 

是相 当困难的。时至今日。福建境内，除莲花池山和竹林山者外，还未见报道可靠的旧石 

器时代文化遗物，与其相邻的各省这方面的研究亦相当薄弱。在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料不多 

的情况下．远距离地讨论文化关系有很大的局限，以下所作的泛泛的定性比较，完全是探 

索性 的 。 

福建省北界浙江省，那里至今仍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区，西和西北与江西毗邻，已 

报道了 8个地点，采到了 lo0多件石制品，提供了一点可供对 比的资料。 

江西省发现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始于 1962年，在乐平县涌山洞穴堆积中，与大熊猫一 

剑齿象动物群 的化石一起发现了“几件石片 (黄万渡 计宏祥，1963)．此后 20多年这方 

面工作中断。直至 1989年及其后几年，李超荣等在江西安义和新余等地发现了 7个地 

点。采到了 lo0多件石制品、经研究的为89件，兹列一表。以备考。对这些石制品的时 

代，原研究者认为，这些地点的石制品均出自 二级阶地上部红色粘土层中，其地质时代 

定为晚更新世，考古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李超荣等， 1991)或晚期 (李超荣等， 

1994)。 

囊 2 江西安义和新糸发现的石制品的分类 

Clnssltiottionofthe stOll~mttffsetsfram 7 ％ inAa Xia-yu counties,a-t~a Pl咖  

双白面 多白面 断块 石片 石锤 石砧 看|喇器 缺雹器 尖状器 手斧 石球 

石棱 石棱 

安 l 5 3 l 2 l0 1 1 6 4 3 2 2 

新 案 l 13 l l 9 l6 7 l 1” 

1)原研究者认为，其上加工痕迹较少．估计是加工石球冉勺半成品．故称球形器． 

来 自江西省两个地区的石制品本身有很大差别，与莲花池山的石制品对 比，既有相 同 

点，又有差别，差别程度也不甚相 同。安义 5个地点出土的石制品均甚粗大，长度超过 

100ram 者占 57．1％ (依樟灵岗，凤凰山和上徐村 3个地点的石制品统计，下同)。茅店等 

两地点石制品仅作过简单报道 ，无详细统计分类 )，重量在 200g以上者占 75％．如表 2 

示 。既 有第一类 石器 ，又有 第二类 石器 ，后 者 中大 多 数是 用砾 石和石 块做 的 ， 占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期 张森水：漳州莲花池山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的新材料及再研究 

81．3％，石片石器只占 l8．7％①，重型石器占有相当高的比例，约占 62．5％，轻型石器只 

有宽刃类的刮削器，仅 占 37 5％，它与莲花池 山者虽均有较多的刮削器，但后者无重型 

石器中的手斧、手镐 (原分类的大尖状器)和石球，加之毛坯上的差别，可以认为莲花池 

山者与安义诸地点的石制 品在文化关系上是极疏远的．肯定不属于一个文化传统。 

与新余两个地点石制 品对 比，因研究标本基本上来 自打鼓岭地点．该地点石制品．其 

平均尺寸比较小．第二类石器的毛坯以石片为主，类型简单，刮削器占绝对多数，重型石 

器仅有 l件砍砸器和 l件球形 器，无手斧和手镐。若从石制 品大小、第二类石器毛坯和类 

型关系方面考虑，新余打鼓岭石制品与安义各地点者差距比较大．而与福建漳州莲花池山 

者在文化上可能有较密切的关系 

福建省南接广东省。严格地说，广东境 内至今仍未发现确切无疑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 

物．但有一些零星报道．如 1984年在清理 1958年当地农民将含马坝人头盖骨和哺乳动物 

化石的堆积挖 出放在洞外的 虚土 中找到两件打击 石器 (编号 KP．800l和 002)．同时从 

中筛 选出一些哺乳动物化石。KP8001号被定为 砾 石打击的砍砸器 ，另 l件则束 定性， 

作了 打制工作只限于砾石一侧的小部分边缘 的描述，依图看，颇象锐棱 砸击石核；原研 

究者认为 它们是马坝人时代文化的代表 (宋方义 邱立诚 黄志高，l988) 此外，黄 

志高 1983年曾在观察狮子岩洞穴时， 在狮头 7号洞中采得一件石锤 (宋方义，邱 立诚 ． 

黄志高．I988)。上述 3件标本，在中国南方，具有时空广布 的特 点，起 自工具产生的时 

代．终至于全新世较晚时期，故其本身无断代意义 退一步说，即它们可能是马坝人时代 

的制品 与莲花池山者也难以进行对 比，因为它们均是粗大 的砾石石器 除此以外，曾祥 

旺先生曾在羊城晚报上刊出消息，他在广州市南岗镇和增城市新塘镇等地的建筑工地采到 
一 些粗大的砾石石器，这一消息可靠性如何，无法评议，有待详细报告。张镇洪等曾报道 

广东封开罗沙岩从地层中找到石器．出 自第 2— 3层． 依同层位动物牙齿的铀系法年代为 

距今 2．24±0 16万年 (张镇 洪、张锋、陈青松，1994)，该地点的 石嗣品 ，依笔者所 

看到的标本，或为 自然碎石，或为软岩石被啮齿类动物啃咬的结果，有关后者．原研究 者 

辩释说：它们“是先人工打的．后被大型啮齿类 (豪猪或竹鼠)再 ‘加工 ’咬啃的痕迹 (张 

镇洪、张锋、陈青松，1994)。众所 周知，质软的泥岩是不能用做制石器的原料的，故原 

研究者的看法毋须评释。依上述， 目前还无法从广东省找到 与莲花池 山石翻品对 比的资 

料 。 

福建省的东面是台湾省，可谓一水之隔的近邻。台湾省至今也无可靠的旧石器时代文 

化遗物发现。但宋文薰先生曾宣布在海拔约 100m 的乾元嗣 内先陶文化层 中找到极少量的 

炭屑， C测年结 果是可能大于距今 l5 000年前 ．并作以下的论述； 但不知要超出多少， 

据当时参与碳十四测验的专家们私下告诉我们．如果木炭量足够，其年代应该超过 3万 

年．因此推测长滨文化可能早到--_-万年以前是投有问题 (宋文薰，1991)。对于上述年 

代推 论 。台 湾 学者 持 有 不 同 认 识： 乾 元 洞 一 件 不足 量 的木 炭标 本 做 出的 年代 为 

15 000B．P，其与潮音洞年代有一段差距我们似乎不宜过分强调这个数据，除非找到其他 

证据 (黄士强．1991)。在探讨 长滨 文化 早、晚时，把洞的海拔高程看作一个断代依 

据。海拔高者时代早、低者为晚。笔者曾对此作过讨论．提出洞穴高程与洞的形成有关， 

①刮IiIl器中。有 一件毛坯不详，故按 16件坑计，因此 ，与原研究者论文 中记录的百分比有所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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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洞内堆积无有机联系，山顶洞与猿人洞关系即是最好例子，详见拙作 河南省旧石器 

时代考古 (张森水，1996)。不赘述。 

关于长滨文化，依宋文薰先生所发表的简报以及现有研究成果，笔者以为乾元、海雷 

和潮音 3个洞穴的出土文化遗物，前两个洞的石制品可能较接近．后一洞的材料则与前两 

者有明显的不 同，且时代也可能有前后 ，故归于同一文化内值得慎酌。故笔者在讨论文化 

关系时，将它们分开来讨论。 

依宋文薰先生 (1969)的简报的图版，乾元洞的石制品与广西山洞中发现的打击砾石 

相似，海雷洞除此外，还有锐棱砸击石片。它们与莲花池 山的石器品无论从类型上或加工 

技术都泾渭分明．几乎无可比之处。与潮音洞后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相比，有 明显的不 

同，但也有可比之处。在潮音洞器物组合 (Assemblage)里包括打击砾石，锐棱砸击石 

核、石片，还有相当数量的小型石制品以及 l12件磨制骨器，其中小石制 品主要是用锤击 

法生产的，第二类石器包含有宽刃类的刮削器和尖刃类的尖刃器，这些是 与莲花池山者有 

可对比之处，小型石制品占一定比例和刮削器多这两点尤为相近，因此，似可揣测．莲花 

池山地点的旧石器文化对潮音洞的后旧石器文化可能曾产生过影响。诚然。也难排除上述 

相似点是文化趋同现象。台湾台东县小马洞和屏东县鹅銮鼻第二地点的石制品 (黄士强 ， 

1991；李光周。1984)与潮音洞者相仿．时代亦相近．故不另细加对比。 

在中国南方，暂不包括西南地区，在安徽，湖北、湖南 ．广西和陕西南部，发现了数 

以百计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已采集数千件石制品，其有 以下共同点：石制品多粗大， 

常常长度超过 100mm，第二类石器多用砾石或石核制成．砍砸器是其主要类型，兼有手 

斧，手镐等重型石器，石球也是常见类型。唯广西百色地区未见．轻型石器，刮削器，尖 

刃器极少，石锥，雕刻器基本不见．它们和上述的安义地区的器物组合构成了中国南方 旧 

石器时代的主工业，可能贯穿旧石器时代始终。已如上述，莲花池山的石制品不属于中国 

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故与那些地区旧石器主体文化关系也是疏远的。 

在中国南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安徽、湖南、湖北以及河南 的南部，已找到十余处 

以小石制品为主的器物组合．它们打片主要用锤击法，偶用砸击法，石制品多数是小型 

的，长度小于 40mm，第二类石器主要是用石片做的，其中刮削器是主要类型．上述特点 

也见于莲花池山石制品组中。显示出两者有较密切的文化关系，但似稍有不同。莲花池 山 

者砍砸器较多，而尖刃类的轻型石器，如尖刃器则未见。 

依以上对比．似可认为莲花池山石制品组不属于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传统，与 

江西新余打鼓蛉地点的石制品组有较多的相似点，与湖南．湖北，安徽以及河南南部旧石 

器时代晚期以小石制品为主的组或组合文化关系比较密切．似也存在一点差异，能否把莲 

花池山者归于它们之中．属同一工业传统，或这一传统中的一个文化变体，甚至是一个新 

的区域文化类型，由于研究的标本量太少，目前难以得出比较肯定的结论，有待今后工作 

来解决。 、 

4．4时代问曩 

莲花池山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先后几次工作，均未从含石制品的地层中找到共生的 

哺乳动物化石，给比较准确地判断年代带来困难．尤玉柱等 (1991)曾对其年代作如下的 

判断： 我们按照大多数人意见，把漳州北郊 台地上的红土定为更新世晚期。但在莲花池山 

剖面上，可以明显地看到第3层砾石条带和第2层红土间存在沉积间断，这个间断面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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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代表了当时的古地面。第 4层上部还有一层水流作用形成的红黄色砂质土，其间也 

有剥蚀面分隔，这样 我们拟将上述的三个层位的地质年代分别定为：第 2层晚更新世 早 

期 ，第 3、4层 为晚更新世 中期，⋯⋯因此， 旧石 器 时代 石制 品的年代 可暂定为距今 

4o o0O一80000年间，而这正是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过渡阶段 (尤玉柱等，1991)。 

1994年采石器地点的地层剖面与 1991年发表的剖面基本相同．笔者注意到本文的第 

3层堆积在湖南、安徽的诸多 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中见到，江西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也 

有类似地层：如樟灵岗地点的第 2层， 红色粘土层：具铁锰质斑点或条痕 ，石制品出自此 

层中、下部 ⋯⋯我们初步确定石器地点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即考古年代为旧石器时 

代中晚期”(李超荣等，1991)，其余地点 石制品的出土层位、地层剖面和埋藏情况都相 

同，故把它看作同一时代 (李超荣等，1991)，湖南、安徽等地也把此层的时代归于晚更 

新世，对类似本文记述的第 2层的时代，各位学者意见基本一致。从地层对比看，莲花池 

山地点石器是埋藏在上述含铁锰膜有稀网纹的红色粘土剥蚀面之上的粘土砾石层中，因 

此，在时代上要晚江西等省 T，含石制品的地层，即便把第三层定为晚更新世早期，第二 

层要晚于它 在莲花池山石制品组中，含有较多的小石制品，且以石片做的刮削器为主要 

类型，具类似特征，如上述，在安徽、湖北和湖南等省所见者均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 

遗物。从这两方对比分析，似乎把莲花池山舍石制品的地层时代归于晚更新世后期，或旧 

石器时代晚期更 为合适，原估计距今 8O o0O一40000年间可能偏早些。 

在 1994年野外工作和室 内研究 中，笔者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研究经费的支持， 

课题组组长董兴仁教授、课题组成员尤玉柱和张振标教授、福建省博物馆陈存洗教授、范 

雪春先生、福州市博物馆游天星先生、漳州市博物馆郑炳炎先生、林兆熊先生和杨丽华女 

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以及漳州市文化局，特别是文化局的曾五岳先生，与笔者一起．在 

漳州地 区做野外工作，出力最多。 图版摄影者是崔贵海先生，图 1、2是陈{i女士清绘． 

本研究能获得初步结果得力于他 (她)们，对以上学术机构和个人笔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附 录 

据 《漳州史前文化》一书，在竹林山曾采到 4件石器，此次见到的有明确编号的标本 

3件，另 l件去 向不明．001号长 47ram，宽 32mm，厚 19ram．原是 一个不完整的晶 

体，现保存部分晶面，上端尖，下端圆弧状，在其一面，由顶端垂直打击，遗有 1块类石 

叶疤 (25x 9mm)，另一面有大的疤．打击方向不清楚，这一面的右侧面，也有两块扇形 

疤，打击点集中。因其上未见打下可用的石片，故归断块类 ；002号也是一个水晶残块， 

两个侧面可见同向打击痕迹，遗有小片疤或碎屑疤，可归石核类；003号 ，是一件石片， 

诸人工痕迹清楚，自然台面，背面全部为砾石片，破裂面是的很新鲜，无磨蚀痕迹，恐非 

旧石器时代遗物 ，极可能是工程中混入的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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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oF ZHANGZHOU CoUNTy 

Zhang Sen s卜Ui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togj,"，Academia Sinica，Beijing 100044) 

Abstraet 

nle stone artifacts studied irt this paper were classified by tlSing the f'mal art ial scars of 

them as the uniqne indieator．Twe1ve stone artifacts found in 1994 from the paleOⅡtide site at 

Lianhua~hishall hill of ZM ngzhou county are described and 27 ple0es of the stone artifacts 

thered in 1990 afe restudied．Then the age of this site and its Imleolithic culruml relation with 

those found in the regions around Fujian Province are also discussed． 

Onthe basis ofthe classifiCation．measurementsand statisticanalysisof the stone artira如 。 

son1@characters are as fol1oW8： 

1．n loughmost ofthe artifacts are smallin sizeandmakeup 66．7％ ofthetotal artira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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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ieces of middle and large size are included in the assemblage． 

2．The flakes are comrr~nly produced by direct percussion and occasionally by bipolar 

technique．Mostoftheflakes are regularin shape ． 

3 Thetools aremainlymade offlakes which occupy 69．2％ ofthetotaltoots．n main 

type ofthetoots is scraper ofthe broad edge category，inadditiontothis，there are afewpieces 

of the choppers and chop~ng too1． pointed tools are very rare．only two specimens tlle type 

ofwhich are uncertain，they are(?)one graver and 0)one pick． 

4．Thetools,are crudelytrimmedbyhardhammer andthe complexmodeismainpmeessof 

the retouched tools SO all the tools are irregular in shape．The edge margim are zigzag．Most 

edges ofthetoots aremore obtuse andmorethanllalfofthe specimem with angIe exceeding 

60。． 

According to the available knowled ge of the paleolithic arche ology of the regions around 

Fujian Proviace．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site at Lianhnachishan hill may be later than those 

from all sites ofJiangxi Province and tentatively dated t0 be uppe r paleolithic age． 

In theⅡght of paleolithic cultural patterns，the assemblage does not belong to the 

paleolithic main industry of South China．It has close relation with those from the Daguling 

pa leolithic site of Xin yu courtty，Jiangxi Province and even more intimate to the industry in 

which amajority of sma l1 stone artifactsappearedas tllemaincharacter．Astheamountofthe 

stone artilkcts found in the Lianhuachishan paleolithic site is not large enough，it is difficult to 

decide whether the assemblage could be regarded as a cultural variety of the industry whichjs 

chamaerized by majority of small stone artifacts found in upper paleolithic ofSouth China or 

representinganew pa tternoftheupperpaleolithicinSouth China． 

Key words Paleolith，Lianguachishan，Zhangzhou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