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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饲 打制石器；砖红壤化阶地；早更新世 

内 容 提 要 

1988年冬在百色盆地进行的发掘 中，从砖红壤化酚地 出土了 69井石 制品。 这是百色地 

区自 l973年发现旧石器以来首次获得数量较大和层位记录完备的材料。有关构造、地貌和古 

环境等方面的分析表明： 百色地区台 日石器的砖红壤化阶地的堆积时代不会晚于北京人时代 

早期。 

广泛散布于广西百色盆地内右江沿岸高阶地表面的打制石器 ，由于含有较多的手斧 

而被看作是一种同西方早期旧石器相似的石器工业(黄慰文，1987)。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 ，自 1973年以来历次采集的数千件标本，除了少数有地 层 记 录 (李炎贤、尤玉柱， 

l 975；广西文物工作队，l 983)以外，其采几乎均采自地面或缺少完备的地层记录。因 

此，对这个工业的时代也就难以恰当地判断。， 

l9 86年春本文作者等到百色考察后，曾提 出过石器可能产自覆盖在砖红壤化阶地之 

上 的第三阶地的推测，又指出后者在时代上大概同华南洞内含盐井沟大熊猫一剑 齿 象 动 

物群的“黄色堆积”，或华北台周口店第 l地点(北京人遗址)肿骨鹿动物群的堆积相当(黄 

慰文等，l 988)。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机会通过发掘来检验上述推测。 

1988年冬，我们再次到百色盆地考察，主要目的是通过发掘获得更多的石器层位的 

确实证据并为解决石器工业的时代问题打下基础。本文就是这次发掘 的初步研 究，着重 

讨论其时代。 

1)炭掘子 I1月进行，田东县博物馆陈其复馆长也参加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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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地质、地理概况 

9 卷 

百色盆地位于 ．国犬陆薛}隅，羼两广丘陵区(23。30'--60~N，106。如 107。30 E)，西 

侧连接云贵高原，南面邻近中南半岛(又称印度支那半岛)。盆地呈北西一南东走向，长约 

90多公里 (自百色市附近至思林附近)，宽约 15公里，面积约 800平方公里。西江最大支 

流郁江两个主源之一的右江，由云南入境后顺长轴穿越盆地并在南宁附近与左江汇成郁 

江(从汇合点至横县的河段又称邕江 (图 1)。本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季长而炎 

热 ，干湿季节明显。盆地西部和北部为中、下三叠系砂页岩构成的低山丘陵，东部和南部 

为上古生界石灰岩峰林、洼地和谷地。盆地内沉积了下第三系湖相含煤砂岩、砂质泥岩和 

泥岩，厚达 3000米以上。在此基础之上，第四纪以来发育了一系列河流堆积和地貌。 

囤 1 百色地理位置 (G~og：aphi~al location of B aise) 

右江沿岸一般可 见三级阶地。 它们的阶地面在地盆中心一般分别高出河面 l0一lj 

米、24—34米和 50—70米。此外，在一些地方，如新洲煤矿附近的公蛇岭顶部 ，在 50—70 

米阶地之上覆盖有一个摩约 2米的结构松散砾石层。它代表时代较晚的阶地。因此，在 

我们建立的右江阶地序列中，将它定为 T3，而将压在它下面的、50—70米阶地定为 T4， 

性质为埋藏阶地(黄慰文等，1988)。在这个阶地序列中，T4占有关键地位。 它不仅是 

整个序列中厚度最大(砾石层厚可达 13米，其上的粉砂、砂质粘土和粘土层可达 l0米)、 

面积最广的阶地，而且具有典型的河流堆积的二元结构。砾石的分选性和磨圆度很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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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的砾石层出现交错层理，其上的粉砂层呈水平层理或斜层理。这些特征表明盆地 

在构造上曾长期处于稳定和相对沉降状态。此期间，水量充沛的右江在盆地内左右摆动 ， 

将河谷拓宽至最大限度并形成了巨厚的沉积层。大概 由于近代破坏植被而引起的严重侵 

蚀，结构松散的 T3在多数地方已不复存在，而裸露的 T4的上部堆积也变成细沟密布的 岗 

垄。它们连绵于右江两岸，构成盆地内面积最广的阶地面(标高一般为 HO一2O0米)。 T4 

又是盆地内最具特色的标准的砖红壤化阶地。铁锰淋滤发达、固结程度高的砾石层以及 

其上具有蠕虫状斑纹的原生砖红壤 (7-称网纹红土 )，在结构、形态和砖红壤化程度等方 

面，都与德 日进 (Teilhard de Chardin)等所说的两广新生代盆地内的“砖红壤化大冲积 

扇 (Teilhard f a1．，1935)和李连捷 (Li Lien-chieh)描述的南宁附近郁江的红土阶 

地 (Li，l936)基本一致。 

二、发 掘 与 层 位 

发掘地点位于右江右岸田东县坛河镇林逢 乡坡算村背后一个当地叫做“高岭坡”的砖 

红壤化阶地上 (图 2)。这一带砖红壤裸露，地面出露的石制品十分丰富。我们在这里布 

善  蜃 ” 

图 2 田求县坡算村附近的右江阶地 

(The section showing the t￡fraccs of You]izng R·ncar Bosuan village) 

置了三个面积均为 2．5×4平方米(其中探方 A后来扩至 4×4平方米)的探方。 从层位 

上说 ，它们部位于砖红壤中，而且均未挖到底砾层。现以探方A为例，自上而下对地层描 

述如下： 

1．灰褐色砂质粘土，台现代植物根茎和腐植质，是风化残积、坡积构成的表土 ，厚 

lO一 25厘米 ； 

2A．浅褐色粘土，厚 60—8O厘米，台零星砾石。砾径多在 1．7—2．5厘米之间，个别达 

到 l1．5m14．0厘米。砾石磨圆度、球度一般很差。岩性多为砂岩、火成岩、变质泥岩、石英 

和石英岩等； 

2B．深揭色粘土，略带砖红色和白色 FezOs和 Alz0s网状斑纹以及富含颗粒状铁锰 

结模和零星砾石，结构紧密，出露厚度 30厘米。 

石制品自地面以下约 5O厘米开始出现 ，但多半集中在 6．omS0厘米处。另有 2件的 

部位更深一些。 从 2B向上到 2A，无论色泽还是成分等方面的变化都是逐步过渡的。从 

沉积类型上说 ，它们都是河漫滩相沉积，与它下面的砾石层属亍同一个沉积轮回。1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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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我们在观察新洲煤矿附近的长蛇岭剖面时，不恰当地将两者看怍是不连 续 的 沉 积 

层。现应于纠正。 

三个探方中两个出土了石制品：探方A_甜 件，探方 B 5件。这些石制品在平面分 

布上也有相对集中的现象，垂直分布则包括了 2A的下部和 2B的顶部。石铷品原料的岩 

性初步看来多半是石英、石英岩和变质泥岩，还有一些燧石和砂岩。这批制品包括一件卵 

石制品和 l 8件石片，其余为碎屑。 

这次小规模的发掘纠正了我们曾经将 T3看作石器层盥的推测。根据此次发掘的结 

果和我们对百色盆地内主要产石器地点的实地观察t现在可以说： 百色石器的主 体 部 

分——自 1 9 73年以来历次从砖红壤化阶地表面采集到的数千件标本 ，产自相同的层位 ， 

即砖红壤层。此外，有少量标本产自比较年青的阶地。例如，1986年春我们就从长蛇岭 

驸近的 T2砾石层中发现 了几件带有磨蚀痕迹的石制品。后面这类制品有可能代表盆地 

内时代比较晚的工业，也有可能是从砖红壤化阶地中冲刷出来又重新堆积的。因为它们 

数量有限 ，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形，都不影响我们对百色石器主体部分的层位的认!旯。 

三 、关于时代的讨论 

石器层位的确定使我们有了讨论时代问题的基础 。虽然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可供判断 

百色石器时代的动物化石，但是，由于砖红壤化阶地是亚洲南部一种分布广泛而又富有特 

色的堆积，从而使我们有可能根据新构造运动、地貌、古环境等标志，以及邻近地区同类堆 

积的年代测定成果，通过地区之间的对比来对百色含石器地层的时代作 出合理判断。 

1．构造和地貌 

百色和两广地区的砖红壤化阶地具有鲜明的构造和地貌上的特征。它直接覆盖在第 

三纪湖相地层之上 ，代表盆地在湖泊变干并经历长期侵蚀之后重新接纳的一组最重要的 

堆积。它厚度大，面积广，具有典型的河流堆积二元结构 ，其上又覆盖了新的阶地堆积，反 

映了这组地层是在构造上处于持续稳定井相对沉降的状态下形成的。它的前缴常形成壁 

立的陡坎，反映在其形成以后的地质时期里蒈经历了强烈的上升运动。上述特征在亚洲 

南部其他地方，如秦岭南麓的汉水谷地(沈玉昌，I 956)，长江上游(沈玉昌，1 965)、伊洛瓦 

底河谷，可能还有印度河谷 (Movlus，I948)都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到。 处于沉降区的长 

江中下游，砖红壤化阶地一般构成第二阶地(杨怀仁，1 987)，但其他特征依然可见。 

“利用新构造运动周期性有节奏的波动在相当范 围的区域内有一致性的这一特点 ，可 

把它当作研究第四纪沉积物发育过程及地层划分对比的标志和基础之一来 看 待”(丁国 

瑜 ，1 9 62)。德 日进等早年 (1 935)正是根据阿样原理，将两广的砖红壤化阶地和长江上 

游高阶地砾石层及红壤、长江下游庐山“泥砾”、华北泥河湾期湖相地层归人同一个地文期 

的。值得注意的是，除珠江水系自铂 江以外，长江I旒域以至南亚一些大河流域的砖红壤化 

阶地，都先后发现了时代很古老的石制品。例如，伊洛瓦底江的“安雅特 1期文化”、湄南 

河上游汪河的石制品以及近年在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安徽等地发现的石制 品。此外， 

可以积砖红壤化阶地对比的印度河上游索安河的高阶地上也含有“前索安 粗大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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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环 境 

全球气候变迁大致同步的特点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它使不同地区吉环 

境研究成果用于对比第四纪沉蒂{物发育过程和层序成为可能。以秦岭为界的中国北方和 

南方同处亚洲大陆东部 ，尽管在更新世沉积物特征上表现出明显的地区特色，但又为全球 

性气候波动所控制。土壤学家认为，砖红壤偌与湿润热带和亚热带森林气候区相一致(马 

溶之，1 958)。在东亚，第三纪红色风化壳自南向北一直分布到中国东北和内蒙古。进人 

第四纪以后，砖红壤的分布范围收缩到秦岭以南，即今天的南亚。到了现代，即便秦岭以 

南地区，“红壤化作用已经是相当撒弱 ，甚至仅可能在湿热的夏季进行”(马溶之，1958)。 

以上事实说明，在亚i}Ij，砖红壤化作用虽然自第三纪以来未曾中断，但规模和强度在不同 

地质时期有很大差别，而且呈现 出逐步缩小和减弱的总趋势。如此，只要把握好这个变化 

规律，在野外便有可能将标准的砖红壤(叉称 “网纹红土”或 “具蠕虫状斑纹的原生砖红 

壤 )、准砖红壤和次生的砖红壤分开，并将它们作为划分亚洲南部第四纪地层的标志之 
一

0 

德日进等 (1 935)高度重视砖红壤化阶地在古环境研究上的意义。他们称它为“华南 

晚新生代期间值得重视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认为这样强烈的砖红壤化是以后时代的 

堆积所看不到的。他们推断这个 “晚上新世的砖红壤化时期 (the L~,te Pllocene‘Period 

。f B#i。 ’0r‘la~eri；ic period’)”始于“上新世之末”而止于 “更新世沉积系列”之 

前。按照现时通用的地质年表，即始于早更新世之末而止于中更新世之前，也就是始于 

泥河湾期之末而止于周口店期(北京人时代)之前。 

东亚古环境的研究，尤其是最近 20多年的成果支持德 日进等上述看法。本文将列举 
一

些事实于后： 

1)陕西洛川黄土一古土壤剖面记录该地区 2400000年的地 质事件中，发现了两次明 

显的升温事件。一次是发生在距今 1 800000年的“适宜气候事件”，男一次是发生在距今 

500000年的“最佳气候事件 (刘东生等，1 98s) 从时间上说 ，后一事件同本文讨论的砖 

红壤化时期关系较大。 这次事件的洛川剖面上表现为兜古土壤层。它由三层古土壤复 

合而成，在黄土地区具有普遍性。例如，蓝田陈家窝直立人下颌骨化石层位(古地磁测定 

为距今 650000年 )上面的“红三条”。从时间上说 ，它大致相当千深潦沉积氧同位素第 l5 

阶段 (距今 610000--560000 年)由三个靠得很近的波峰为代表的全球性升温期 (Imbrie 

F a1．，1 984)o 

2)周口店第 1地点堆积孢粉分析也得出同样结果：从下部第1l层向上至第7层(距 

今约 600OO0—400000年)气候温暖而且比较潮湿。其中又以第 8—9层堆积时的气侯最 

为适宜。这时期周口店附近出现了一些亚热带植物。到了上部地层的堆积时期 (大约从 

距今 300000年以后)，气候变得温凉而且千旱，植被与今目的接近(孔昭宸等，1 985) 

3)更新世期间东亚发生过多次与全球性降温有关的哺乳动物南迁 事 件。 徐 钦 琦 

(1986)提出过至少有四次，分 Ⅱ发生在距今 1 400000年前后、900000年前后、280000-- 

240000年和 18O00一j0000年。 如果加上宋方义和张镇洪 (1 988)发现的距今 1 70000年 

左右或 t30000年左右那次则一共五次。 这些事件中后三次相隔时间不长，表明自距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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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年左右起，东亚的降温事件日趋频繁，整个环境已大不如前了。 

{)周明镇(1 963)根据四 盐井淘动物群中许多动物个体明显增大的普遍现象，用贝 

格曼定律 (Bergmann s Law)推论出中更新世时，至少在某一段时期内，亚洲南部发生过 

普遍的降温现象。当时该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或至少冬季的平均温度比现在的要低。 

5)距今 300000年的中更新世晚期，长江中下游开始堆积黄褐土类型的下蜀土，表明 

该地适于发育砖红壤的热带亚热带常绿季雨林景观此时已被温带森林景观取代(马溶之， 

1 958；杨达源，1986)。反映寒冷气候的安徽和县动物群也正是这时出现在长江边上(徐 

钦琦、尤玉柱，1 984)。 

从上面列举的事实看，距今 400000年左右是研究东亚环境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重要 

时刻。在这以前的更新世期间，亚洲南部存在过几次大规模发育砖红壤的机会，其中与本 

文讨论的“砖红壤化时期 关系较大的是北京人时代早期的那次。自距今 400000年以后， 

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已不复存在了。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判断，还可以举出发育一定厚度 

的砖红壤需要较长时间的道理。 有人计算过广西石灰岩地区形成 1厘米厚的红壤需要 

13000--32000年 (韦启瑶等，1983)。在百色盆地，形成于全新世或晚更新世晚期的 T1 

看不出砖红壤化迹象。 形成于晚更新世初期或更早一些的 T2只发生了轻度的砖红壤 

化。时代大约相当于周 口店期的 T3也未发生砖红壤化。因此，造成百色盆地以至亚洲 

南部盆地 内第四纪沉积物强烈砖红壤化的时期，不可能出现在距今 400000年以后。 

年代测定 

已知有两个地点的年代测定结果对于判断百色砖红壤化阶地的时代具有重要 意 义。 
一 是泰国北部湄南河上游汪河 Mae Moh盆地 B组 Mae Tha地点台石制品的砖红壤化 

砾石层。对覆盖砾石层之上的 “南邦玄武岩”(Lampang basalt)K—Ar铡定 ，其上部为 

0．6± 0；2 myBP，下部为 O．8± 0．3 myBP。古地磁测定发现这个层记录了从松 山反极性 

期向布容正极性期的转变。 两种方法的测定证实砖红壤化砾石层的堆积时代早 于 O．73 

myBP(Pope ff a1．，1986；Sasada“ aI．，1987)。 另一个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 

究所对长江下游庐山地区六个自然剖面和钻孔岩芯所作的古地磁冽定，证实被作为大姑 

冰期的冰碛或冰水沉积物的网纹红土下部的“泥砾”层，基本上都处于松山反极性期的贾 

拉米洛事件甜近，时间应在 O．9--1．1 nayBP，而“泥砾”之上、被作 为庐山一大姑间冰期或 

中更新世堆积物的网纹红土，最早出现于贾拉米洛事件后期 ，即 O，8一O．9 myBP左右，其 

顶部堆积延伸至布容正极性期，但估计不会晚于 0．4 myBP(邢历生，1 989)。 

总之，上述构造、地貌、 古环境和年代测定等方面的分析表明：亚堋南部晚新生代那 

次强烈的砖红壤化事件比较大的可能发生在北京人时代的早期，即距今 600000--400000 

年期间，含百色石器的砖红壤化阶地的堆积时代应发生在这个事件之前。换句话说，百色 

石器的时代至少楣当于北京人时代早期，而更有可能比北京人时代旱并与蓝田人时代相 

当。这个估计和最初研究者把百色石器归人1日石器时代晚期(李炎贤、尤玉柱 I 975)出 

人襁大，也比我们(19ss)原先的估计要早。当然，最后确定百色石器的时代还需要更多的 

证 据，对百色盆地的工作，包括地层、埋藏学、年代学和考古学等还必须继续深入去做。 

本文插图系李荣山先生清绘，特致谢意。 (19B9年 12月ls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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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et 

69 pieces of stone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Youjiang River in the Baise basin，Guangxi 

the primary laterite in the lateritized terrace of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in winter 1988 are 

the first Clear evidence of stratification of the paleolithic site in South Asia which have drawn 

much attention for containing relatively large number of handax~s since the first OnC was disco— 

vered in 1973． Although these artifacts are USt a small number compared to thousands of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the surface，we believe the stratum of the main part of Baise artifacts 

belongs tD the laterite owing to the facts that the spe cimens collect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erod— 

ed laterite and they are quite similar in technology and typology, ’ 

In the terrace zequence of the Youjiang River，normal laterite can only be sot~n over the 

basal gravel of the fourth terrace and is a component of the terrace． Lateritized terrace is 

widely found in the valleys of several big rivers in South Asia，such as the Yangtze R．，the 

Pearl R．(the Youjiang River is i tributary)，the Chao Phraya R．in Thailand，the lrrawaddy 

R．in Burma and also possibly the Indus R．in Pakistan Prom the lateritized terrace along 

these rivers，artifacts of early paleoIithic have been unearthed，such EIS “Early Anyathian l’’ 

along the Irrawaddy R．，“Large crude flakes of Pre—Soan,’along the Soan R．(a tributary of 

the Indus R．)，Ban Mae Tha artifacts along the Wang R．(a tributary of the Chao Phraya R．) 

and the discoveries in the valleys of the Yangtze R．and the Pearl R． 

While making investigations of the Cenozoic geology in Guangxi and Guangd,ong in the 

south most of China mainland，|n the 1930s Tehdard de Chardin，C．C．young and others，paid 

special a~ention to laterire． They thoug ht that there existed a period in South China in the 

Late Cenozoic in which the weather was extremely．wet and warm and the river deposits cover— 

ing the Tertiary lake beds had been strongly laterjzed in some basins． They call this period’’ 

the most conspicuous event noticeable |n the Cenozoic of South China”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f neotectonism，morphology and va rJous facts of the change of the weather environment 

of the pleistocene，the authors think that the period of strong!aterization in South Asia may 

belong to the early Peking Man period rthe Middle Pleistocene)dating back to abOUt 60"0 O00— 

400 000 years ago．And the depositional age of the]aterized terrace，i．e．，Baise artifacts，Early 
Anyathian l，Pre—Soan” large crude flakes” and Ban Mae Tha etc．，may be equivalent to Lan— 

tian man period(1ate Early Pleistocene)，dating back to about 1 000 000 tO 730 000 years ago． 

The res山 of Paleomagnetiq dat!ng and K—Ar dating of the laterized gravel of Ban Mae Tha 
and Paleb 矗gI de d the ]at~ritized terrace of lower Yangtze R．have s[r6ngly testified 
to the abore j口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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