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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窖 提 耍 

f 

半山旧石器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泥河}弩盆地东端，埋藏在泥河}弩层里．它与东 

谷坨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以一条正断层相两．分别在断层的上盘和下盘．半山遗址的位置比东 

谷坨遗址低 70余米．但根据野外观察．=者的地层层位大致相当．半山遗址发掘近 2平方 

米，获得 95件石制品和一些动物化石．初步分析，半山的石{lI品和东谷坨的非常相似，它们 

应该属于同时规的产物． 

1990年 3—7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 J．Desmond Clark教授 

的支持下，对泥河湾盆地进行了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调查，着重勘探了东谷坨一带泥河湾 

层露头下部的地层．在东谷坨遗址附近的下方泥河湾层里发现一处旧石器遗址．因遗址暴 

露在泥河湾层的陡壁上，故名为半山遗址．9月份，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所长基金资助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探性发掘．本文为该遗址的初次发掘研究 

报告． 

一

、 遗址的地质地理概况 

半山遗址位于东谷坨遗址北侧岑家湾马圈沟 (又名鱼儿咀)，隶属于河北省阳原县大 

田洼乡．遗址距桑于河右岸岑家湾村 SW25。约 900米，地理坐标 加。13 32 N． 

114。39 47 E (图 1)．文化层底界海拔 857．76米，比东谷坨遗址低 70余米．半山和 

东谷坨两遗址之 间存在一条 NE--SW 向正断层．断层倾 向大约 NW40。，倾角 70。左 

右，断距可达75米 (卫奇，1991)．遗址的地层剖面筒述如下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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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I 半山遗址地理位置圈 

Geo~ p]dcal position ofthe~ nshan site 

1一半山 Banshan；2．小长粱 Xiaochangliang；3．东答坨 Donggutuo；4
．岑索湾 Cenjawan；5．马粱 

Mzlizng；6．上砂嘴 Shangshazui；7成 井 Baning；8．西沟 Xigou；9．油房 Youfang；10．黑土坡HcituDo 

马集 
Ma änz 

图 2 半 山遗址地质剖面圈 Geologic sectiofi of the Bansha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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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境 

25．砂质黄土。夹砂砾层。古陶片。与下伏地层不整台接触。厚约 lO米． 

上更新统 

24．砂质黄土。夹砂砾层。古细石器．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厚 2O余米． 

23．黄土，黄褐色．下部色较探，粉砂质。具垂直节理．与下伏地层界线不明显，厚9．9米． 

22．粉砂质粘土。灰褐色。顶部古大量钙质结棱．厚 2．4米． 

21．细砂，黄色。具水平层理。厚 1．0米． 

20．粉砂质粘土。拽灰色。厚0．7米． ． 

19．粉砂，上部浅黄色，下部黄褐色，水平层理发育，底部为薄层黄色细砂层。厚2．6米． 

18．粉砂质粘土。浅灰色．厚 I．5米． 

17．粉砂。黄褐色。厚 2．6米． 

中更新统 

l6．粉砂．灰褐色，下黼 一层黄色细砂．厚7．5米．断层上盘残目厚1‘9米． 

15．粉砂，黄褐色．央多层赭褐色牯质粉砂．中部含细砂层，厚l5．4米．断层上盘底部为细砂 

层．厚度为 I9．7米． 

下更新统 

l4．上部为浅灰色牯质粉砂，下 石镧品和动物化石。在半山遗址处 

厚 4．2米-在东备坨遗址位置厚 5．I米，两遗址分别位于断层的上盘和下盘相应的层位 

里·晰距70泉米．在断层下盘．该层直接覆盖在侏罗幕砾岩层或元古界变质岩幕上． 

13．粉砂．灰褐色。夹薄层棕黄色细砂和灰黄色中细砂，厚 5．2米． 

12．粉砂质粘土和牯质粉砂．褐色．底部有薄层棕黄色中细砂，厚 1．7米． 

I1．粉砂质粘土和粉砂，灰色，中部夹薄层浅黄色中细砂，厚 l-4米． 

10．粉砂和粉细砂，黄褐色．下部为厚层浅黄色细砂，厚 5．I米． 

9．牯质粉砂。浅灰色。具水平层理。厚 I．2米． 

8．粉砂．黄褐色，厚 2．9米． 

7．牯质粉砂，灰褐色。底部为黄色中细砂。厚 I．6米． 

6．粉砂和粉细砂，褐色．具水平层理。央粘质粉砂层。厚 3．0米． 

5．粉砂·灰色。夹砂砾．古动物化石，厚I．4米．1992年谢飞从中发现石制品． 

4．细砂，黄色。顶部为薄层黄褐色粉砂。厚 4．6米． 

3．砂质粉砂，灰褐色，可见厚度约 4米． 

徕罗系 

2．砾岩，厚敦米至数十米． 

元古界 

I．变质岩系． 

二、田野 工 作 简 介 

半山遗址一发现，我们就和正在泥'河湾盆地进行考察的美国科学家 J．Dcs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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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Nicholas Toth，Kathy Schick和 Catherin Badgley等一同对它做了实地观察和探 

测，确认这是泥河湾盆地发现的又一处有意义的早期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包含丰富的石 

制品和许多骨化石． 

遗址发掘近 2平方米．发摒前首先对发掘区及其周围地表进行采集，只发现一件近代 

瓷片：清除谷坡上披覆在泥河湾层上的黄土堆积，收集到二件灰色泥质厚陶片．然后在清 

理好的平面上布置相邻的二个 1米 X 1米的发掘方，发掘网格的南北线从西往东分别为 

EIO0和 El01，东西线从南到北分别为 N100 N101和 N102．发摒层以 1O厘米为一单 

位，逐层剥露清理遗物．重点对出土的石制品、骨化石和贝壳化石以及大于细砾 (砾径 2 
-- 20毫米)的石块做观察记录．每一发掘层揭露完毕，对发现的标本分别一一依次编 

号，作暴露顶点和指北方向记号，用水准仪测分布高度，用钢卷尺测水平分布位置，用罗 

盘测倾向和倾角，现场绘制标本分布图和照像记录．最后将标本取起来带回室内进行分 

析． 

在发掘区共清理 11个发掘层，厚 110厘米，地层可以划分为 5层 (图 3)，从上到下 

分别简述如下： 

1．黄土，含陶片，披覆在泥河湾层上，厚2--3米． 

2．粉砂质粘土，深灰色，含贝壳化石，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厚0．6--1．O米． 

3．粉砂质砂，浅灰色，带棕色斑点，有较多的骨化石，含少量石制品和石块，厚0．2 
-- 0．3米 ． 

4．砂砾，浅灰色，古较多砾石，分盏较差，最大砾石径长可达l3O毫米，可见最大厚 

圈 3 半山遗址发掘区地层结构圈 

Str~tig tpht~stract~~oftheexcavt~on-rctatBan~taa site 

回黄土 Lo口 曲粉砂质帖土 $ilt-c~y；@粉砂质砂 SBt'--sand；④砂砾 Sand-grivel；@粉砂 s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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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0．4米．石制品和骨化石主要发现在这一层． 

5．粉砂，浅褐色，松散，质细均一．只发掘一个发掘层，未发现任何文化遗物． 

在发掘 区内．石制品主要集中在 NIO0／EIO0发掘方里，大体上呈 NE60。或 

SW60。走向的一个条带状密布 (图4)．多数标本长轴北西一南东走向，倾向北东，倾角 

大小不等．在地层里，石稍品大部分发现在第 9发掘层下部和第 10发掘层上部 ．骨头遍 

布第 4_-10发掘层．大致在第 4．一5和第 9发掘层明显表现为两个集中分布层．贝壳发现 

在文化层上部，主要散布在第4—6发掘层，只有一件出自第 2发掘层．遗物在地层中的 

分布，在南北方向较为均匀，在东西方向大部分密集于 N100．30一Nl01．10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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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 制 品分 析 

本文记述的石制品共 95件，包括精制品 (Retouched)2件，粗制品 (Modified)18 

件，石核 (Core)8件，石片 (Flake)42件．断块 (Chunk)25件．各类分别占总数的 

2．1％、19．0％、8．4％、44．2％、26．3％．这些标本当中 56件有确切的空间分布记录，另 

外 l5件是在发掘过程中从发掘土中筛选出来的，还有 24件除最先发现的 S160号标本系 

脱层采集的外都是在探查遗址时从 N100E100点附近出土的，分布位置基本上明确． 

材料不算很多．为了便于比较全部以图表形式作简要记述。重点记述了研究工作中较 

为常用的和与本研究报告关系较大的几个项目． 

精制品、粗黼品、石核和完整石片共计 56件，它们的长度和宽度绝大多数在 2O一50 

毫米和 50—100毫米的范围内 (图 5)．为了对比的方便，同时考虑蓟石制品大小与一般 

人的手掌和手指的相对关系0，依据标本的最大长度．大致将石制品划分为微型 (<20 

LenRth 

图 5 精．I品、租崩晶、石棱和完整石片长宽坐标圈 

Distribution of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the retouched。 

modified，oores and full flakes from Banshan site 

0双指捏者截；三指撮者小；手掌揖者中；单手抓者尢；双手拎者巨大． 

● 捕制 品 

Retouched 

o 粗 制品 

M odffk~i 

0 悔 

C0re 

● 完 整 石 
Full flake 

『mm -Bread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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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小型 (≥20，<50毫米)、中型 (≥50，<100毫米)、大型 (~ loo，<200毫 

米)、巨大型 C>~2oo毫米)五个等级 (卫奇等，l984：229)。石制品的体型依据标本的长 

宽指数和宽厚指数，应用黄金分割律划分为四个类型 (图 6)： I，宽厚型；n，宽薄 

型；Ⅲ，窄薄型；Ⅳ，窄厚型。从图示不难看出石核以宽厚型为主，精制品、粗制品和完 

整石片大多数属于宽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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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精制品、粗制品、石棱和完整石片长宽指数和宽厚指数坐标图 

Distribufinn ofthe breadth／lengthindex andthickness／b~adth index ofthe retouched
， 

modified，COreS and full flakes from Banshan site 

石片分为 I型、Ⅱ型、Ⅲ型、Ⅳ型、V型、Ⅵ型 左半、近端 远端和残片十个类 

型．I一Ⅲ型，台面为自然面；Ⅳ一Ⅵ型，台面全部或大部分为人工打制面； I和Ⅳ型， 

背面为自然面；Ⅱ和V型，背面部分为自然面，部分为人工打制面；Ⅲ和Ⅵ型，背面为人 

工打制面 (Bunn eta1． l980：132)。 

石制品原料分别为：l 燧石；2 石英；3 矽质灰岩；4 石英岩；5 玛瑙；6 珍 

珠岩；7 安山岩；8 粉砂岩；9 辉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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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精q景 (2件) 

"m41-1 分 布 璃 号 最料 埽【垂 ■蚀 风化 大小 体型 

i l发量层l地层 l北(m)I东(咀]l海拔㈦ 

S125 1 石片 轻 中 中 I1『 43．5 l 11 l砂砾 llot．87 J1oo．16l 857．7M 
31" 1 石片 轻 中 中 Ⅱ 48．4 l 1o 1砂 1 100 l 1∞ 1 

裹 2 粗髑晶 (is件1 

分 布 编 号 原料 原壅 ■蚀 风化 大小 体型 重量如) 

发搦层 地层 北佃 ) 东(咀] 海拔恤 

S 04 1 石片 轻 轻 小 Ⅱ 24．7 7 砂 100．2O 1oo．96 S58．15O 

S 17 1 石片 轻 轻 小 Ⅱ 7．S 9 砂砾 1oo．60 Ioo．41 858m 7 

S 20 1 石 片 轻 轻 小 Ⅱ l3．5 l1 砂砾 l∞ ．72 I舶．20 S57．970 

S 39 8 石片 中 重 中 Ⅱ 113 8 10 砂砾 1o0．40 Ioo．31 857．893 

S 45 t 石 片 轻 轻 小 Ⅱ 3．O 10 砂 砾 1oo．I5 100．47 B57 B56 

S 47 I 石片 轻 轻 中 Ⅱ 48．8 10 砂蒜 IO0．35 1 54 857．853 

S 59 I 石片 轻 中 小 Ⅱ 22．4 10 枷蒜 100 58 loo．52 857．883 

S 67 1 惭安 轻 中 小 Ⅱ 22．8 1O 砂砾 100 1 1oo工1 85'7．935 

S ” 1 新头 轻 轻 中 Ⅱ 44．S 10 砂砾 1O1．43 Ioo．5S 857．S55 

S 94 4 石片 中 轻 中 Ⅱ 71．9 1O 砂砾 1oo．47 Ioo．95 857．900 

SIO8 1 石片 轻 轻 小 Ⅱ 3．3 10 砂砾 1O1．95 100．94 857．B55 

SIO9 4 石片 中 中 小 I1『 4．5 10 砂砾 lO1．％ 1O乱68 857．855 

SI1O 3 石片 中 中 小 I 3I．O 10 砂蒜 1OI_66 1O1．。o 857．850 

SI28 I 石片 轻 轻 中 Ⅱ 63．8 10 砂蒜 1oo loo 

$131 I 石片 轻 中 小 Ⅱ 24．6 IO 砂蔫 1oo 1oo 

S135 2 石片 轻 轻 中 Ⅱ ． 36．1 10 砂砾 1oo too 

S136 2 石片 轻 轻 小 Ⅱ 3．6 lO 砂砾 Ioo Ioo 

S137 | 砾石 轻 轻 小 Ⅱ 9．2 lO 砂砾 Ioo 1oo 

裹 3 石棱 (B件) 

分 布 编号 原料 髓  磨蚀 风化 大小 体型 台面角 重量(|】 

显搦层 地层 北(m) 东扭O 毒拨(m】 

S 48 2 断块 轻 轻 中 1 sO’ 196．2 10 砂砾 1O仉32 1oo63 857．S75 

S 6s 2 断块 轻 轻 小 I 90。 39．2 10 砂蒜 1O仉8I Ioo．2I 857．943 

S 73 l 砾石 轻 轻 小 Ⅱ 75 12．9 10 砂砾 1oo．67 1oo．04 857．853 

S 83 l 断头 轻 轻 小 I 67 21．9 lO 砂蒜 100．47 Ioo．5o 857．B如 

S 96 3 爵石 轻 轻 中 I 85 2柏．O 10 砂砾 100．46 1oo．95 857．892 

S107 2 断块 轻 轻 小 Ⅱ 70’ 14．4 10 砂蒜 101．11 1oo．75 857．895 

S126 I 爵石 轻 轻 丈 Ⅱ 曩5’ 141l-0 IO 砂蒜 1oo 1oo 

SI60 I 蒜石 轻 中 丈 I 80。 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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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4 石片 (42件1 

分 布 毒膏号 类型 原料 瘩蚀 风化 大小 体型 石片角 重量( 

发掘层 地层 北血 ) 东(m】 {每拔fm) 

S帅 I 3 中 中 小 Ⅱ l】5。 20．3 10 砂砾 10o．26 Ioo．40 857．858 

S 3o Ⅱ 1 中 重 中 Ⅱ l】O。 44．7 9 砂砾 l0o．74 Ioo．92 857．932 

$129 Ⅱ 4 中 中 小 Ⅱ 10o。 21．6 10 砂砾 10o lO0 

SI41 Ⅱ 3 中 轻 中 Ⅱ 28．0 10 砂砾 l0o Ioo 

S1 55 Ⅱ 3 重 中 小 Ⅱ 100 26．6 10 砂砾 10o lO0 

S1 56 Ⅱ 3 轻 轻 小 Ⅱ 95’ I1．3 10 砂砾 101 1oo 

S157 Ⅱ 1 轻 中 小 Iv l10。 6．5 l0 砂砾 101 1oo 

S 24 Ⅲ 5 轻 轻 小 Ⅱ 3．5 9 砂砾 l 0】．32 10o．6l B57．935 

S154 Iv 1 中 重 小 Ⅱ l13’ 27 0 l0 砂砾 l0o 1oo 

S1∞ V 1 中 中 小 Ⅱ 105’ 19．B 10 砂砾 10o 1oo 

S151 V 1 中 中 小 Ⅱ ]05。 14 2 10 砂砾 l0o lO0 

S1 V 1 轻 轻 小 Ⅱ 105’ 8 2 10 砂砾 l0o 1O0 

S 06 Ⅵ l 轻 轻 小 Ⅱ 2 B 8 砂砾 l0o．93 lO0 69 B58脚  

S 27 Ⅵ ．1 轻 轻 小 Ⅱ 34 9 砂砾 l01．93 l0o．60 858．034 

S 31 Ⅶ l 轻 轻 簟 Ⅱ 14 9 砂砾 lO1．38 10o．02 857．972 

S 38 Ⅵ 5 重 重 中 Ⅱ l1 5。 l2 8 10 砂砾 ]00．35 lO0 4 857．898 

S 41 Ⅵ 9 轻 重 中 Ⅱ 10o。 22．2 10 砂砾 10o．46 lO0．39 857．910 

S 61 Ⅵ 1 轻 轻 小 Ⅱ 90。 6．9 10 砂砾 10o．64 10o瑚  B57．936 

S 70 Ⅵ 1 重 中 量 】1f 105。 I．I 10 砂砾 100．03 ，oo．49 857．，D。 

S S0 Ⅵ 1 轻 轻 小 I I】O。 10_4 10 砂砾 IO0 39 100．34 85"／．895 

S 89 Ⅵ 1 重 重 小 Ⅱ IlO。 12．8 10 砂砾 101_伽 IO0．34 857．8"12 

SIO1 Ⅵ 2 轻 轻 小 Ⅱ 9．7 IO 砂砾 IO0．60 10o．79 857．880 

S130 Ⅵ 1 轻 轻 小 Ⅱ IlO。 25．I 10 砂砾 IO0 IO0 

Sl45 Ⅵ I 轻 轻 小 Ⅱ Il5。 2．8 10 砂砾 10o 10o 

S146 Ⅵ 1 轻 轻 小 Ⅱ 95。 S．2 10 砂砾 10o 10o 

S14／ Ⅵ 2 轻 轻 小 Ⅱ 8．6 10 砂砾 10o 10o 

Sl48 Ⅵ 1 轻 轻 簟 Ⅱ lJ 10 砂砾 10o IO0 

Sl49 Ⅵ l 轻 轻 小 Ⅱ 110 3．9 B 砂 10I IO0 

S144 近端 1 轻 轻 小 Ⅱ 10o’ 21．6 10 砂砾 10o IO0 

Sl52 远端 1 中 中 小 Ⅱ 10．2 l0 砂砾 10o 10o 

S159 近螬 6 重 中 簟 Ⅱ 1．9 l0 砂砾 IO0 IO0 

S 左边 2 轻 轻 中 Ⅱ B1．2 l0 砂砾 10o朋  IO0．，0 857．B85 

S142 左边 1 轻 轻 小 Ⅱ 3．5 l0 砂砾 10o 10o 

B 09 残片 1 轻 轻 簟 Ⅲ l_2 5 牯土 10o瑚  IO0．66 85B．33／ 

S I9 残片 7 轻 轻 中 Ⅲ 32．4 9 砂砾 10o．71 10o』9 85B．0o3 

S133 残片 1 轻 轻 中 - Ⅲ 30．2 l0 砂砾 IO0 IO0 

Sl43 残片 1 轻 轻 小 Ⅲ 5．3 l0 砂砾 10o 10o 

S158 残片 3 轻 重 小 Ⅱ 7．3 10 砂砾 101 IO0 

Sl 61 残片 l 轻 轻 簟 Ⅱ 0．3 9 砂砾 10o IO0 

$162 硅片 5 轻 轻 ·簟 Iv 0 7 l0 砂砾 10o loo 

S163 确片 3 中 中 簟 Ⅱ l_3 9 砂砾 10o 10o 

S164 殪片 4 轻 中 簟 Ⅱ 1．8 8 砂砾 101 1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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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s 断块 (25件) 

分 布 缠号 原料 嵩蚀 风化 太小 体童 重量 ) 

发掘层 地层 北恤 ) 东(咀] 海拔fm) 

S 16 4 轻 轻 中 I 270．0 9 砂砾 l0o．45 100 41 857．935 

S 25 2 轻 轻 t Ⅱ 0．9 9 砂砾 l01．10 l00．10 857．937 

S l 轻 轻 小 I 55．2 l0 砂砾 10o 42 100 47 857．860 

S 56 l 轻 轻 中 Ⅳ 58．3 l0 砂砾 10o．49 l00．45 $57．882 

S 60 2 轻 轻 小 I 62．5 l0 砂砾 l0o．67 loO．64 $57．920 

S 64 l 轻 、 轻 小 Ⅱ ll_2 l0 砂砾 l0o．8l l0o．55 857．874 

S 65 l 轻 中 小 I 19．3 l0 砂砾 1oo．61 Io0．12 857．915 

S 72 1 轻 轻 小 I 7．0 l0 砂砾 1oo．58 l00．23 857．928 

S 74 2 轻 轻 中 Ⅳ 44．3 l0 砂砾 l0o．8l 1oO．1S 857．878 

S 75 l 轻 中 小 Ⅳ 3．S l0 砂砾 l0o．87 Io0．19 857．882 

S 7| 1 中 中 中 Ⅱ 10．7 l0 砂爵 1oo．H Io0．33 857．毫47 

S 35 1 轻 轻 小 Ⅱ 3．7 l0 砂爵 1oo．55 l00．69 857．88o 

S 90 1 轻 轻 小 Ⅱ lI_7 l0 砂爵 1o0．53 1oO．57 857．$57 

S 9l l 轻 中 小 I 14．7 l0 砂爵 l0o．05 1oO．51 曩57．858 

S 92 2 轻 轻 小 I l9 10 砂蒜 I∞ ．I6 1∞ ．54 g57．B5O 

S 99 2 轻 轻 小 I 8．5 l0 砂爵 l00．57 l0o．31 857．88o 

S1o0 2 羟 轻 小 I 14．5 10 砂爵 l0o．68 10o．9l 857．898 

Sll2 1 羟 中 小 Ⅱ 9m l0 砂爵 l0o． 1o0．oO 857．865 

Slll l 羟 羟 中 Ⅳ ‘7工 l0 砂爵 l∞．71 100．96 857．870 

S122 1 轻 轻 小 1 l0．3 Io 砂蔫 l01．Io 1oo 9 057．925 

S1 l 羟 轻 中 I 97．4 l0 砂礤 10o ，0o 

S1鲫 1 羟 中 小 Ⅱ 23 4 l0 砂砾 1o0 l0o 

S140 1 羟 轻 小 I 23 0 lO 砂砾 l0o l0o 

Sl6j 1 轻 轻 小 Ⅱ 4．3 lO 砂砾 Io0 l00 

S166 1 轻 轻 中 Ⅱ 8E0 10 砂砾 t0o l0o 

表 ‘ 

置  ＼妒 太 小 体 基 

t 小 中 太 I Ⅱ Ⅲ Ⅳ 

精制品 2 1 l 

粗1lj晶 12 6 1 l6 l 

石 棱 4 2 2 5 3 

石 片 9 26 7 1 34 4 3 

断 块 l l7 7 l2 9 4 

盛敦的百分量 10．5％ 62．1％ 25．3％ 2．1％ 20％ 66．，％ 4．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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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卜表 5中不难看出，石翩品的原料以燧石为主．占总数的 63．2％；其次是石英 

和矽质灰岩．分别各占 14．7％和 8．4％；石英岩和玛瑙分别各占4．2％和 3．2％；其他岩 

石，包括安山岩、辉长岩和粉砂岩占5．3％．石料均来自于遗址附近．其组台和东谷坨遗 

址的石镧品大体一致． 

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小型和中型标本构成了石制品的主体．占总数的 87．4％； 

大型的只出现在石棱类型中；微型的出现在石片和断块中．石制品的体型以Ⅱ一宽薄型为 

主；其次是 I一宽厚型．主要出现在断块和石棱中；Ⅳ一窄厚型．主要出现在断块和石片 

中；Ⅲ一窄薄型最少．只存在石片之中． 

石衬品的重量除受岩石的比重影响外，主要和体积成正比．半山石制品的重量和体型 

似无关．和大小的关系因一些长而窄薄的标本存在也不完全就是大的重小的轻，例如大型 

的 752—1 411克．中型的 12．8—270克．小型的 1．4—62．5克．微型的0．3--1．9克． 

磨蚀，指自然机械磨擦损耗的状况．石制品中有 76件磨蚀轻微，甚至有的保存得相 

当完好．这样的标本占全部石制品的 80．0％；磨蚀中等的 14件．占14．7％；磨蚀严重的 

只有 5件，占5．3％．磨蚀情况说明半山的石制品大多数是原地堆积或只遭受流水轻微的 

搬运作用，而少量的标本是经过一定距离或较远的搬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磨损． 

风化，指的是标本露天引起的化学变化．半山的石制品．风化轻微的 63件，占总数 

的 66．3％；中等的 25件，占26．3％；严重的 7件．占 7．4％．风化状况表明，多数标本 

在制成后就较快被埋藏了起来，在地表裸露时间较短，而少数标本则在埋藏之前经过一个 

较长时间或相当长时问的裸露． 

磨蚀和风化严重的标本是否属于半山文化层形成时期的产物．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 

同题．事实上．文化层在形成过程中搀和古老的成份是经常有的事．因为古老的遗物可以 

经搬运重新堆积在较晚期的文化层里．半山遗址中发现的一部分标本，尤其是 $38和 $89 

二件石片，表皮严重脱水呈白色风化层。边缘上有碰撞的新鲜疤痕，说明标本在地表裸露 

相当长的时闻后又经搬运一定的距离才堆积在半山文化层里．因为这二件标本发现在文化 

层接近底部的位置，所以把它们看作为较早时期的文化遗物也许是更恰当的． 

厂] 

图7 不同类型石片数量的比较 

Quantity of0ifferenttyDsoftheflakes 

ffom Btn0han暑it亡 

半山的石核大小和形状受石料的原型影 

响而不定型．类型只有单台面和双台面的二 

种 ．不 见东谷 坨 的多 台面石 棱 (卫 奇 ． 

1985：292)．石棱上 的石片疤相对深 而宽大 ． 

台面角在 7O。一90 之问，打击点较为集 

中．显示出和东谷坨较为相似的打片技术 

(卫奇，1985：291)．发现的石拨看起来剥片 

利用率不高，即使是若料质地较好的石核上 

可以观察到的石片疤数量也有限．这一现象 

可能是石菝发现不多的缘故，其特征未能真 

正反映半山石核的性质，因为石片中Ⅵ型相 

对发现数量最多 (图 7)．说明半山石核的剥 

片率还是不算很低的．半山的石片的长宽指 

数和宽厚指数分别主要分布在 70～125之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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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5—70之间．石片台面多呈小而单一的平面，台面上带有疤痕或棱脊的很少．石片角 

多数在 100。以上．在石质较好的标本上可以观察到宽而较为平坦的打击台面和一个明显 

的打击泡或半锥体．这些特征可以解释为类似欧洲。克拉克当技术’石锤打片的结果 

(Clark et aL，1974：86)． 

精制品 (Retouched Or trimmed)指的是具有明显有意修理规整的石制品．它作为工 

具看待，可以赳分为各种各样的类型．粗 品 (Modit'~d)指的是稍微加以修理的石制 

品，这样的制品没有一定的式样造型，不配作为任何样式的工具类型，有人把它看作是不 

规范修理的，也有人认为是使用过的 (Clark etaL．1974：84-85)．实际研究工作中，严格 

区分精翩品和粗翩品是有一定困难的，不同的人观察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半山的石1}5品， 

1991年我们曾带到美国与 J．Desmond Clark教授一起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只有 S125和 

S127二件石制品被列为精制品． 

囤s 精剃品 (Retouched) 

S125。双直刃刮翻器 (Double--straight scraper)；S127,凸刃刮削嚣 (Convex scraper) 
●  

’ 

S125和 S127标本的长 x宽 ×厚分别为 56．0×32．3×20．4毫米和 53．0×42．8×24．5毫 

米，按照通常的分类，它们均可归于刮削器类型 (图 8)．S125标本由长型的厚石片左右 

两侧分别向破裂面和背面错向加工而成，两边大致成直线而且彼此近于平行，可以称之为 

双直刃刮削器。刃缘长分别为 38．0和 55．6毫米，刃角分别为大约 75。和 65。，修理疤 

大而较为宽深，最长的修理疤向里深入 (invasive)达 l7毫米，两边的修理疤分别为 6个 

和 I1个，修理疤呈迭辞状 (scalarlform)．S127标本可能是在石片台面上向背面修理成 
一 条略有转折的弧形边缘，可以称之为凸刃刮削器，刃缘长 57毫米，刃角 85。左右，修 

理疤大部分小而且宽，明显可以观察到 l6个。彼此近平行排列 (sub-paralle1)或阶梯状 

(sty)．粗制品主要由石片加工而成，多数为向背面修理，少数为向破裂面或错向修理． 

四、骨 头 分 析 

在半山遗址发现的动物化石材料，除少量的瓣鳃类和鱼类的标本外，有哺乳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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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件，其中66件有准确的出土记录，另外 64件有一部分是从发掘土中过筛回收的，还 

有一部分是勘察遗址时发现的，它们的分布位置也基本上明确． 

哺乳动物化石中，牙齿或牙齿碎片 32件，骨碎片 98件；可以鉴定种类的标本 37 

件，其他93件标本比较破碎难以明确种类归属．可以确定的种类如下： 

狼 (Can sp．)，有一枚不完整的下臼齿和一块带有 M。和残破 P 与 P．的左上领部 

分。根据齿槽和牙齿残存部分推浏，上裂齿 P．的长喀小于臼齿 M 与 M 的长．M 的长 

和宽分别为 13．4和 16．0mm，这些特征表明它和 Canla chihltensis patmidens较为褶近． 

象类 (Elcphantids)，仅一块臼齿齿板碎片和一块臼齿齿根．齿板珐琅厚 4．4ram． 

马 (皿『̈w sp．)，可以鉴定的材科有 21件．包括完整的和破碎的牙齿以及部分肢骨． 

有一枚保存较完整的左上颊齿 (B4o)，其齿冠尚存 28毫米，属于老年个体．牙齿的长和 

宽分别为 29．7和 32．9mm．个体较大，其咬面特征和 风『“ sanmeniensis的一致． 

犀类 (Rhinocerotids)，只有一件牙齿碎片和一块齿根，根据牙齿表面较为粗糙的特 

征可以归于 Coelodontaant~ultatis． 

鹿类 (Cervids)，可鉴定的标本有 9件．有牙齿和肢骨碎片． 

化石除几枚完整的牙齿外都很破碎，较大的标本数量很少，绝大多数是小型的碎骨片 

(表 7)． 、 

寰7 ■头长鼢 布统计 (戥量 130件I测量单位：毫米) 

> 2o >．0 >帅 >80 长度 from) ‘2O >100 
《40 ‘6o ‘ S0 《 100 

数量 ({ 46 58 19 3 3 l 

百分量 (％) 35．4 44．6 14．6 2．3 2．3 O．S 

发现的骨头材料中，磨蚀轻微、中等和较重的分别占标本总数的 73．1％、20．8％和 

6．1％，风化轻徽、中等和较重的分别备占 58．5％、20．0％和 21．5％．在所有的标本中可 

以观察到 8件带切痕的和 3件带咬痕的，其中有两件既带切痕又带咬痕． 

五、讨 论 

1，半山遗址的发掘是按照 J．Dcsmond Clark教授在非洲采用的旧石器田野考古工作 

方法进行的，虽然只发掘近两平方米，但已获得预期了解遗址的主要考古信息．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从 20年代初期或稍微更早些时候由西方人开始的，到 30年 

代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山顶洞人龇 的发掘研究在当时已经发展到相当高承平．但是，从 

六 七十年代开始，当西方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 

古却仍然处在一个几乎封闭式的环境里自我发展，使得中、西方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共同语 

言变得越来越少．近些年来，随着中外科学交流的发展，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已经开始 

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诸如埋藏学的应用、遗址内部空间结构的探讨、拼合分折、徽痕观 

察、实验研究等都已经开始起步，特别是田野工作已开始向规范化发展．因为发掘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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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资料的根本，只有严格细致的发掘才有可能取得更多的考古信息．因此，科学的旧石 

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在中国尚需大力提倡． 

2．半山遗址分布在泥河湾盆地东端，埋藏在泥河湾层中，它的海拔高程比东谷坨遗 

址低 70余米，两处遗址以一正断层相隔，分别位于断层的上盘和下盘，断距达 7O多米． 

根据地层判断，半 山遗址文化层和东谷坨遗址文化层上部的 A 层大致相当，地层层位属 

于下更新统泥河 湾组上部，其地质时代应为早更新世后期． 

3．半山遗址形成在河流相堆积层中，遗物呈带状分布，从遗物和砾石的产状判断当 

时这里的河水流向大致从东向西．不论是石制品还是动物骨头，大多数材料磨蚀和风化轻 

微，有的甚至保存得相当新鲜，说明多数遗物是就地迅速埋藏的． 

4．半山遗址发现石制品 95件，其中以未加工的石片与残片和断块占绝大多数，稍加 

工的粗制品和不定型石核占一定数量，精制品为数有限．石制品以小型和宽薄型为主，石 

质多为燧石或石髓．从石制品的组合特征以及显示的制作技术来看，半山的石工业和东谷 

坨的 (Schick el aL 1991：21-23)大体相似，二处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 

5．半山和东谷坨遗址均发现一些磨蚀和风化比较严重的标本，指示泥河湾盆地存在 

着更早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就东谷坨遗址来说，由于遗址地处盆地边缘，文化层厚度大、 

构造复杂井直接覆盖在古老地层上，文化层上、下形成的时问跨度可能较大，与之相对应 

的地层在向盆地中心不论高程还是层次和厚度都有较大的变化．半山遗址文化层相当东谷 

坨遗址文化层顶部的一部分，小长粱遗址可能形成在半山遗址之前，而与东谷坨文化层下 

部相对应的同期或更早的古人类遗迹显然应该在更下部的泥河湾层里发现．1992年谢飞 

在比半山遗址低大约 20米的层位里发现了马圈沟遗址 (谢飞等，1993)，已充分证实了这 
一

论点． 

6 半山发现的石制品虽然不多，但大体上反映出中国北方旧石器的一般特征．中国 

北方的旧石器，石片向背面加工的制品多，各种各样的刮削器多，石制品中小型的多，除 

了晚期的细石器外形制不规范．这些特点很早就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近年来有不少人在 

研究它．有人认为东亚地区史前竹林遍布，当时这里的人们主要使用竹制品，而石器制作 

技术处于衰落或次要地位，使得石制品不被精心修理 (Schick and Toth，1993：278)，这是 

人类 在东亚太陆适应具有新资源基 地的新环境的结果 【Kathy and Dong，1993：24)，东亚 

的石制品是加工木器的工具 (Clark and Schick，1988：446)，或者把东亚置于一个显示复 

杂的木器加工技术的。岩溶——竹子 模式里 (Pope，1982：3)．诚然中国旧石器具有区域的 

特征，但目前对它的认识仍然很有限，特别是对它在时间和空间里分布 交融、发展的复 

杂性决不可能以一个简单的假设所概括． 

7．因为中国的旧石器形制不规范的特点，加之分类陷人混乱状态，使人了解中国的 

旧石器实在有难以领会的感觉．例如，中国的旧石器虽有早、中和晚之分，但标志时代变 

化的特征制品却是模糊不清的．旧石器的分类诚然是研究者为研究而进行的技术处理，与 

表现制作者的意图客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分类学是一门独特的学问．分类在形式逻辑 

学上称之为划分，就是一个概念的全部对象按照一定标 准区分为若干小群或小类的一种揭 

示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被划分的类叫做划分的母项，若干小类叫做划分的子项，子项 的 

分子必然是母项的分子．划分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每一次划分只能有一个根据，同一 

层次的划分不能有双层标 准；(2)划分后的各子项互不相容或排斥；(3)各子项必须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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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项，但对具体一个遗址的石制品分类时有的子项常常缺失；(4)划分不能越级，层次要 

分明 (苏天辅，1981：41-43；诸葛殷同等，1982：44—66)．旧石器研究报告中的分类或 

划分错误屡觅不鲜，就连声誉蛮高的论著也不能摆脱分类的困境，例如丁村遗址的石片石 

器被划分为单边形或多边形器、厚尖状器、小型尖状器、刮削器 (裴文中、贾兰坡， 

1958：103-106)，很显然这样的分类是有悖于正确分类原则的。 

为了尽可能避免落人分类的误区，本篇报告对半山遗址的石制品完全从研究者的角度 

进行观察和分析，对每一件遗物扼要地做 了履历登记式的处理，这样似乎有利于对遗物整 

体组合进行分析对比，也方便他人根据自己的分类标准进行综合研究． 

8．半山遗址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头除了几枚牙齿外几乎全部是小型的碎骨片，其 

中有少量的骨片带有石器的切痕和食肉动物的牙齿咬痕．类似的发现在东谷坨、小长粱、 

许家窑等遗址都可以看到，似乎泥河湾盆地露天遗址里发现的动物骨头都应该是破碎的． 

这一埋藏特征可能是很多因素制约的结果，既与人为的作用有关，也和动物尤其是食肉类 

动物的作用有关，还有 自然的物理和化学作用等．目前，在泥河湾盆地还没有发现直立人 

的化石，许家窑遗址出土的早期智人化石数量不少，但也是比较破碎的． 

9．半山遗址的发现、发掘和初步研究，地质学的配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 

上，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地质学的关系向来就是十分密切的．在中国，旧石器由于自身的特 

点，以旧石器、古人类、地质和哺乳动物四条腿走路的传统工作方针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泥河湾盆地里发现的一系列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只有坚实的地质学基础和哺乳动物学的 

配合，才可能尽量避免出现不应该出现的误会：把同期的看成不同期的或者把不同期的看 

成同期的． 

10．半山遗址的发现进一步显示了泥河湾盆地的考古意义，对说明人类早在大约一百 

万年以前就已经出现在亚洲的东方又增添了新的科学研究的资料．泥河湾盆地从本世纪二 

十年代名载科学史册以来，历经几代人的辛勤努力，研究工作纵横深化，成绩斐然，尤其 

是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小长粱和东谷坨早更新世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使泥河湾的 

工作出现了重大突破．近年来泥河湾盆地一系列的发现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青睬．中外科 

学家纷纷前往考察研究，使泥河湾的研究注入新的思维方法，呈现出非常喜人的局面．目 

前泥河湾盆地已经形成一个国际性的科学开发热点，预计不久的将来它可能会成为中国乃 

至东亚地区古人类学研究的圣地。 

笔者在半山遗址的调查和研究过程中，承美国加刺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 J．Dcsmond 

Clark教授给予支持和帮助，撰稿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和 

林圣龙教授等给予有益的建议，陈瞎和侯晋封绘图，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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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 lAN PALEom Ⅲ C 同 E FROM  T眦 L0W ER PU口 DCl E 

IN THE Nm EW AN BASIN IN NoRTHERN CHINA 

W ei 0i 

stf~te ofVertebra|e PaleontologyandPaleoanthropology．Academia Sinlca BciJ]ng 100044．China1 

Key workS, Paleolithic site；Lower Pleistocene；Banshan；Nihewan Basin 

Abstr_ct 

Banshan paleolithic site discovered in the Nihewan Formation jn a Lower P1ciStoce nc con 

text in l990 is located northwest of the Donggutuo sitc in the N ihewan Basin in northern China． 

Thc site is situated OVe~70 rueters below the Donggutuo site and located in the hanging wall of a 

uoFmal fault nalned tl1e Brown Fault where the vertical displacement js about 75 mc~rs The eultural 

assemblage includes 95 Stone artifacts and some fossil bone fragments with cut marks．The 

artifacts arc exca vated from a 2 square meter trench and arc found in silty and sandy gravel 70 

crn thick．The field surVey suggests that the cultural Horizon at the Banshan site would be 

stratigraphically equivalent to th e layer A of the Donggutuo horizon formed within the 

M atuyama Reverscd Chron below the Jaramillo Subehron．So the Banshan site m ay extend 

back to the late Early Pleistocene as well，that is about 1 million years ago．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