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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河湾盆地东谷佗遗址再发掘
�

侯亚梅 卫 奇 冯兴无 林圣龙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北京 �������

摘要 ����年东谷沱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

特别是其中的
“

东谷蛇定型石核
”

进一步肯定了该

遗址石器工业的进步性
，

对全面认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

主题词 东谷沱定型石核 旧石器 泥河湾

继 ����年发现小长梁遗址 �，�之后
，
����年

东谷沱遗址 的发现和试掘���进一步肯定 了泥河

湾层存在早更新世人类活动的事实
。

�� 年代末
，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
�

�
�

����
、

印第安

纳大学 的 � �
�

��址�� 和 �� ����来华实地考察
，

决定与中方合作发掘这一遗址
。

���� 一 ����年
，

以卫奇为田野工作负责人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美方组成 中美联合泥河

湾考古队
，

对东谷沱 �个探方中出土材料最多的

�号探方 即 ��进行 了新一轮的发掘
，

发掘面积

共 ���
�

。

����年发掘结束时
，

整个发掘方分为

进 度 不 同 的 �个 部 分
，

即 ���� ��
，
������和

�������图 ��
，
����表 示 一 个 水 平 发 掘 层

，

取

��� 为一层
。

����年 由卫奇组队对东谷佗进行新的发掘

�图版 �照片 ��
，

同时对这次新发现的葡萄园
、

霍

家地
、

麻地沟地点试掘
。

限于篇幅
，

本文只对东谷

佗本年度的发掘予以简要报道
。

���� ����

������� ��� ��� �����

������� ���

蘸蘸

���� ����

��� ����

图� 东谷蛇遗址��发掘平面示意图

�户���
，
������和���已�分别表示不同的水平

发掘层
，

其中������为����年的发掘范围

��
�

� ������ ��� ��������������
� ��

�入〕�������� ��

� 发掘方法与过程

揭开 ���� 年工作结束时 ������ 面上的掩盖物
，

沿用 ���� 年和 ���� 年中美合作的发

掘方法
，

并视具体情况而有所调整
。

工作程序简述如下
�

��� 布方 为保证同一地点工作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

与 ���� 年和 ���� 年的方号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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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保持一致
，

采用坐标式布方
，

在布方原点 �����
，

�����沿南北和东西垂直方 向按 �� �

的方格划方
，

每方西南角的坐标作为该方的方号
，

将两面都写有方号的标签拴在各方西南

角的铁钉上
。

���设立基准点 以原基准点测定新的基准点
，

得出海拔高度
。

在每次架好水平

仪之后
，

首先核定该基准点
，

记录其水平读数
，

再通过同一水平仪测读和换算出每个出土

遗物的水平高度和绝对高度
，

使所有的出土遗物能够有一个准确的相对高程
。

��� 发掘 由于采用水平层揭露的方法进行发掘
，

发掘前需要测读尚未开始的发

掘面是否在一个水平面上
，

在发掘当中随时检测
，

使发掘面尽可能保持水平
。

��� 遗物的揭露与记录 发掘工具使用平头锥和手铲
，

有时在平头锥上画一刻度
，

以便于把握进度
。

发现遗物时
，

只对其上部进行清理
，

其下部与沉积物 自然接触的部分不

动
。

待一个水平发掘层揭露完毕
，

进行遗物的编号
，

用小的铁钉将写有号码的纸签插人距

遗物最近的土里来完成
。

编号之后进行每一个遗物的三维坐标测量和绘图工作
，

同时完

成照相记录
。

然后观察
、

测量出土遗物的产状
。

在确认所有的数据都已经被记录在野外登

记本上之后
，

才取出遗物
。

取出时测量每一件出土遗物的最大长
、

最大宽和最大厚
，

并鉴

定是石制品还是骨头等
，

一一记录在册
。

最后
，

将每个遗物和它的纸签号码一起单独装人

一个塑料袋里封好
。

有时
，

用 比较软的纸 �比如卫生纸�
，

在上面写上方号和遗物的编号

�常常在上面不同的地方写两遍�
，

包起该遗物
，

与其它经过同样处理的遗物放到一个塑料

袋里
。

在拿起标本时
，

如能当场鉴定它的某项特征
，

则应及时写在野外登记本上
，

待室 内

研究时
，

再做进一步的认定
。

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

清洗和为标本写号的工作也应尽量在野

外营地完成
。

以上程序已被证明非常实用
。

��� 绘制剖面图和掩埋发掘面
。

� 地层剖面

����年出露的剖面 ���的北和西北部�
，

与 ���� 年和 ����年出露的剖面接续起来后
，

文化层之上出现了 �个 自然层
。

文化层共分为 �
，
�

，
�

，

�
，
� �个大层 �至 ������时未见到

�层�
。

考虑到埋藏环境与文化遗物的关系
，

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层与层之间沉积相的细微

变化
，

将 � 和 �两层又分为次一级的小层
，

这样
，

整个剖面从上到下依次为
�

�
�

黄土 �
�

��一 �
�

���

—侵蚀不整合—�
�

霍家地层
，

黄褐色粉砂
，

在许家坡和霍家地发现石制品
。

由上顶向下约 �
�

���

处为��
���������底界 �

�

��� �
�

���

�
�

灰色粉砂质粘土
，

含鱼类化石 �
�

�� 一�
�

���

�
�

东谷沱 �层 �
�

��� �
�

���

��
一�

�

浅灰色砂质粉砂
，

含小砾石和粗砂
，

呈透镜体状分布在

东谷沱 � 层顶部
，

以棕色薄层砂砾与下伏地层分割 �
�

���

��
一�

�

灰黄色粉细砂
，

薄层
，

底部含大量石英砂砾和骨化石碎片 �����

��
一�

�

灰黄色粉细砂
，

与下伏地层呈卷曲接触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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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粘质粉细砂
，

顶部以浅灰色粘质粉砂与上覆地层接触
�
中部

为灰黄色粉细砂 �底部表现为细砾
，

间有巨砾

��一�
�

灰黄色细砂
，

具棕色斑块
，

含大量细砾和一些碎骨化石
，

底部为棕色粗砂和细砾
。

含石制品

��一�
�

灰黄色粉细砂和浅灰色粉砂
，

具棕色条纹
。

含石制品

��一�
�

灰黄色粉细砂和浅灰色粉砂
，

夹巨砾
。

含石制品和碎骨化石

�
�

东谷沱 �层

��一�
�

浅灰色和桔黄色粘质砂

��一�
�

桔黄色砂质粉砂
，

具细层理
，

层理之间以 �一 �
� 厚的棕色砂层相隔

��一�
�

浅桔黄色粉砂质粘土
，

具细层理
，

层理之间夹棕色细砂
。

与下伏地层呈侵蚀不整合接触

��一�
�

浅桔黄色粉砂质粘土
，

与上
、

下地层呈侵蚀不整合接触

��
�

深桔黄色粉细砂夹粉色粉砂质粘土
，

具棕色斑块和条纹
，

与上
、

下

地层呈侵蚀不整合接触
。

含石制品和碎骨化石

�
�

东谷佗 ��层

�
�

浅灰色砂质粉砂
，

含巨砾
、

石制品和碎骨化石

�
�

黄褐色砾石层
，

夹砂和粉砂
。

含石制品

�
�

灰色砂质粉砂
。

含石制品

�
�

基岩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土遗物

本年度的出土遗物来 自发掘范围所在的 � 层的下部和 �层内
。

与 ���� 年和 ���� 年

的情况类似
，
�层的遗物明显地多于 � 层

。

共出土石制品 ��� 件
，

碎骨化石 ��� 件
。

��� 石制品

石制品的原料基本为隧石
，

其色泽多样
，

质地有高
、

中
、

低三品之分
。

高品隧石色泽常

常比较单一
，

均匀度很好
，

手感一般也 比较光滑
，

个别被打成薄片时具透光性
。

高品隧石

在一件标本上可以看到 �� �种甚至更多的色泽块
，

不同的色泽块之间有时以节理面为

界
，

有时则交融
、

掺揉在一起
，

均匀度比高品差一个档次
，

摸上去质地不够细滑
，

有些隧石

发育节理
。

低品隧石色泽不纯
，

节理十分发育
，

均匀度最差
，

手感粗糙
。

另外有硅质灰岩和

石英岩
，

还见到蛋白石和水晶
。

这批制品可以分为石核
、

石片
、

尖状器
、

锯齿刃器
、

雕刻器
、

端刮器
、

边刮器和凹缺器等
。

��� 石核 共 ���件
，

除了过去报道过的单台面
、

双台面和多台面石核之外
，

还有一

类特点非常显著
，

使人很 自然地联想到旧石器晚期的楔状石核
，

卫奇���也曾注意到这一现

象
。

鉴于它们与晚期制品无论在外观的精致方面还是技术的成熟程度上都存在着明显的

差距
，

更考虑东谷沱遗址的年代之早
，

故将它们暂时定名为
“

东谷佗定型石核
”
���

。

这类石

核有共同的形态和制作工艺
，

属于一种定型化的预制石核
，

共有 �� 件 �表 ��
。

它们具备顶

面�即台面�和由顶面向下会合的另外两个前后相对的面 �可能用于剥片的面�
，

这三个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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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瑰罗爬尹概
图� 东谷佗定型石核的外形特征

��
�

� 以��
����� �� ��� �沁��������于

������ ����

同构成这类石核的楔状面貌 �图 ��
’�

。

其顶

面一般较平
，

有 自然的和人工打制出来的两

种
，

后者常常在截出的台面上事先或在打片

过程 中进行或多或少的修整
。

这个顶面是

石核的第一要素
，

它的合适与否关系到下一

步的剥片工作能否顺利地进行以及能否使石核得到充分的利用
。

两个相对的面在打制者

的意图上看来有所不同
。

在形态上一个面呈圆凸状
，

常常被用作主要的或唯一的工作面
，

我们可称之为这类石核的前面
，

它与石核台面相交的部分是台面的前缘 �另一个面常常较

平
，

有时就是一个 自然面
，

有时略作人工改造
，

为石核的后面
，

与台面相接的部分就是台面

的后缘
。

这两个面使石核的台面在截面上呈现两头尖的梭形
，

或是沿长轴方向上劈开的半

表� ����年出土的东谷佗定型石核

����� � 公
〕�������� ��������������

���� ���� ����������

编号 质地 长 � 宽 � 厚��� 重量��

����玉���

����三����

����三����

����犷「���

���������

����〕����

灰色硅质灰岩

红色隧石

灰褐色泛白隧石

褐色泛灰垅石

灰色泛白缝石

褐色堵石

浅灰褐色石英岩

黑
、

褐色混杂的催石

红色隧石

部分玛瑙质的隧石

��������

��������

��������

��������

��������

��������

��������

��������

��� ��只 ��

��� ��� ��

���

���

气︸‘�月片八��，勺了，护了白﹃�气︸︸、月片气乙，一

���� 玉�����

����了����

����犷�����

����玉����

五绷状咧霉臀臀墨
圃口勺
��型 �型

娜默朔 �

��型

� ��

图� 石片类型模式图

� 保留石皮部分 �
�

去掉石皮部分

��
�

� ������ ������� �����

图�

�����

����年出土石片类型与隧石原料之比较

����颐
��� �������� ���� �������������

�

伍�� ���� ���盯�����

����
� � �

�

��� ������曲��� ��

���
����面

� ������� �������� 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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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梭形
，

当然这个梭形不一定规则
。

面向石核的前面
，

确定石核的上
、

下和左
、

右
。

它的前

后面在两侧的汇合构成了这类楔状石核的左侧和右侧
。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

有 �件标本
，

多数在前面右侧位置
，

个别在前左侧或后右侧有横向的打片疤
，

形成一个比较锐利的意欲

贯通上下的棱峙
。

�� 件标本中最小一件的左侧可以看到由上到下的细长的石片疤
。

���石片 在 ���件石片里
，

完整的锤击石片有 � 件 ��件砸击石片
、

�� 件断片和

�� 件碎片未计算在 内�
。

��� 以隧石为原料
，

其中高品
、

中品
、

低品隧石各占 ��
，

��� 和

���
。

石片中 �型 ��
，
� 型 ���

，

� 型 ��
，

� 型 ��
，
� 型 ���

，
��型 ���

，
� 型石片占有

绝对优势
，

其次是 �型和 ��型 �图 ��
，

可见人工打制的台面已 占多数
。

就在三种不同档次

的隧石品质中比较看
，

高品
、

中品和低品隧石 中 卜��型石片的 比例分别是
�
�����������

，

������ 厂����和 �������� �����图 ��
，

据此可知剥取更多有锋利边缘的石片是 当时东谷佗工

匠们的工作重点和意向
。

��� 尖状器 在本次出土的 �� 件尖状器 中
，

最大者其长 � 宽 � 厚为 �� � �� �

���
，

最小者 �� � 巧 � �����
。

大多数可以说只具备了尖状器的雏形
，

有个别可能更适

合归入石锥一类
。

它们全部以石片为毛坯
，

其共同特点是保留石片的近端
，

即台面端
，

而

在石片的侧边和远端予以修整成刃
。

大多数呈不对称状态
，

只有 �� 号是对称的
。

在原料

的选择和技术的发挥上则以 ���号更为突出
，

虽然它的尖刃并不对称
。

它的原料是灰色泛

白的半透明质的蛋 白石
，

毛坯是修理台面的石片
。

两个侧边进行了全部修整而在远端构

成一尖刃
。

在右侧边向背面加工
，

左侧边向腹面加工
，

构成错向加工
。

两侧修疤呈多层重

叠
。

�图 ��
，

图版 �照片 �和图版 ��照片 ��
。

���锯齿刃器 共 �� 件
。

�件以隧石为原料
，

另外 �件各为硅质灰岩
、

石灰岩和石

英
。

锯齿刃器通常是 以石片加工成有锯齿状的工作刃
，

在石器发展技术上属于出现较早

的一类工具
。

早期锯齿刃器的刃 口各个小齿的突起与凹缺参差不齐
，

是一种较原始的状

态
，

不像它的
“

后代
”

那样被修理得规范
。

从 ���� 年和 ���� 年的发掘情况看
，

东谷佗遗

址的锯齿刃器是一类较具特征的器类
，
���� 年的小规模发掘中仍然出土了几件

。

其中的

��� 号是值得注意的一件 �图���
。

它以灰色均匀度并不好的隧石石片为毛坯
，

石片的台面

有修理痕迹
，

选择石片的远端成刃
。

有趣的是
，

远端的左半边采取 向背面加工
，

而右半边

俞︽︾
则向腹面加工

。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是
，

在石片的右侧边也略事加工
，

使之

比较平整
。

由于右侧边本来就是一陡

坎
，

稍事修整即可成为锯齿刃 的背部
。

从旧石器研究上说
，

有一个较厚的经过

修整的背
，

和一个常常也是加工过的但

是相对较薄的工作刃
，

两者之间存在一

种互相配合的关系
，

所以这件锯齿刃器

还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琢背石刀
。

��� 雕刻器 �图 ��
，

图版 �� 照片

�� 雕刻器 以往在东谷沱遗址就 已

出现
，

只是这一次出土的比例很高
，

总共

图�

��
�

�

����年东谷佗遗址出土的部分石器

���尖状器 ���锯齿刃器 ���雕刻器

���� ������ ����� ���� ���� ����������

��〕�������

�� 件 �不包括有雕刻器打法的另外 �� 件�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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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两至三下成刃 的 �件
，

一下成刃 的 �件
。

前一种情况分为通过一侧打两下或是在两侧

分别打一下成刃
。

以片状毛坯为多
，

个别为块状毛坯
，

以石片为毛坯的有�件
。

晚期的雕刻器由于多以石叶为毛坯
，

其端刃与侧刃面的边几乎完全垂直
，

刃面的两个

侧边也往往互相平行
，

刃 面在一个标准的平面上
。

这个面与石片的前 �腹�后 �背�面常常

相互垂直
。

东谷佗遗址的雕刻器常不具备以上一些特点
。

它们的毛坯是不规整的石片
，

侧

刃面本身或凹或凸
，

与石片的腹面或背面相互倾斜
，

刃面的侧边也互不平行
。

以往我们在

认定这类器型时注重的是它的端刃 口
，

认为正是这个刃 口成就了雕刻器的功用
，

而近年来

日本和法国的微痕研究结果表明
，

其刃面的侧边才是重要的使用部位
，

类似于刮削器
，

运

动方向与侧边垂直 ” 。

这一发现确实丰富了有关雕刻器功能的认识
。

����年在东谷沱遗址出土的雕刻器标本中
，

无论是通过两次打击成刃或是仅靠一次

打击成刃
，

从作为该雕刻器毛坯的石片的腹面或是背面看
，

均是锐角
，

而且小于 ��
。 。

���������的长 � 宽 � 厚为 ��� �� � ���
，

先在远端打出一个刃 面
，

再以此为台

面向石片的右边打片
，

疤 口长至 ��
�

�

�
，

接着在同一边又打一下
，

在 �
�

���处发生阻断
。

��������在石片右侧边经过修理
，

然后在近端打出一个鸟嚎状刃 口的雕刻器
。

另外
，

有 �� 件标本具雕刻器打法
，

由于材料的品质欠佳而显得很不规整
。

��� 端刮器 �� 件
，

它们的形态变异较大
，

最大者长 � 宽 � 厚为 ����� �� �

������
，

最小者 ����� ��
�

�� �����
。

一件原料为石英
，

其它为隧石
。

多是选择片状毛坯

的较厚处
，

例如在近端或远端进行 比较陡直的修理
。

除一般形态外
，

端刃 的形态有鼻状
、

拇指盖状及扇形 �刃弧多不对称
，

一般只有半弧状
，

修疤向背面加工多于向腹面加工 �修疤

形状不规则
，

也极少互为平行
。

���������是其中最大的一件
，

在远端修理成刃
，

刃宽与刃厚为 ����� ��
�

����刀
�

���心����的长 � 宽 � 厚是 ��
�

�� ����只 ���
�

，

毛坯是得 自一块小卵石的石片
。

在右侧边作腹向加工
，

在远端作背向加工成刃
。

��������以石英为原料
，

其长 � 宽 � 厚为 ��
�

�� ��
�

�� ���
�

，

毛坯是砸击石片
，

在长轴方向较宽的一端有 �个修疤
，

最长的 �
�

�
�

，

成一缓弧形刃 口
。

����汀��� 是所有端刮器中端刃最小的一个
，

刃宽与刃厚为 �
�

�� �
�

�

�
，

其上至少有

�个修疤
，

陡直打制
。

������’���是唯一一件刃 口和器身都对称的端刮器
，

其长 � 宽 � 厚为 ��
�

�� ��
�

��

��
�

���
。

毛坯为石片
，

其背岭是工具的长轴
，

从左和右两个边向背面修理
，

最后在远端汇合

成一弧形对称的端刃 口
，

刃宽 ��
�

�

�
，

刃厚 �
�

�
�

，

最长修疤 �
�

�
�

，

整体形制漂亮而规范
。

��������� 号标本比较对称
，

刃宽与刃厚为 �� � 巧�
，

最大修疤 ��
�

�
�

，

背向加工
。

��� 边刮器 由于本文将锯齿刃器分出
，

使边刮器在此次出土遗物中只有 �件
，

包

括单直刃 �件
，

单凹刃 �件
，

单凸刃 �件
。

它们均以石片为毛坯
，

多数在侧边修理
，

个别在

远端修理成刃
，

以背向修理为主
，

平均刃角 ��
。 。

��� 凹缺器 ��件
，

最大者长 � 宽 只 厚为 ��� ��� ��

���
，

最小者 ��� ���

�
�

���
，

全部由片状毛坯制成
，

打一次成刃 的 �件
，

另外 �件通过几次剥片形成凹 口
，

凹 口

�� 佐川正敏和黄慰文先生面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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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宽度长是深度长的 ���一 ���倍
。

�件具锐利刃 口
，
�件呈断 口状的刃 口

，

断面最大宽

�
�

���
。

��������兼做单直刃边刮器
。

��� 碎骨化石

��� 件
，

十分破碎
，

最长 �
�

������
，

最宽 ��
�����，

最厚 ���
，

其中后两个数据取 自一件标

本
，

是大动物的一块躁骨
。

不少肢骨上可以观察到某些痕迹
，

包括条痕型
、

片疤型和坑点

型
。

虽然痕迹的成因有待于埋藏学的观察
，

考虑它们与众多的石制品共生
，

而且痕迹清

楚
，

所以人为成因是很可能的
，

不过本文暂且不作过多的论述
。

� 讨论

东谷佗遗址面积大
，

文化层厚
，

遗物丰富
，

在较长时期内进行连续的阶段性发掘很有

必要
。

然而受条件制约
，

东谷沱遗址的发掘只是断续地进行
，

从 ��� �年发现至今只发掘了

�次
，
����年的发掘距上一次发掘已整整 �年

。

尽管如此
，

也还不时有令人惊喜的发现
，

说

明泥河湾盆地确实是我国旧石器考古的一块宝地
，

它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

作者

以为
，

目前更多的恐怕不是急于解决问题而是发现和提出问题
。

泥河湾盆地作为我国华北 旧石器早期遗址的聚集地
，

它的规模和内涵有望与东非的

奥杜威峡谷媲美
。

东谷沱遗址的 自身条件和较好的工作基础
，

使它备受中外学术界的关

注
。

遗址年代的久远和石制品技术进步看似矛盾的现象令不少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
，

也

引发出一些看法�‘一 ’� ’�。

依本文之见
，

东谷佗遗址的旧石器工业中虽然出现了某些传统观

念上认为只有在晚期才可能产生的技术
，

然而
，

在承认进步性的同时
，

不应忽视这些技术

仍带有较大的原始面貌
，

例如
， “

东谷沱定型石核
”

在形态上具有楔形石核的雏形
，

表现出

了一种发展势态
，

但技术上并不熟练
，

面对诸如原料质量不佳等一些难题
，

远古工匠们似

乎显得束手无策
。

不过东谷佗遗址的早期人类确实是生活的强者
，

他们尽可能地使用着

身边并不理想的原料
，

不断开发新的产品
，

像一些 已经相 当精致的雕刻器
、

端刮器
、

锯齿刃

器和尖状器等
，

也可能是他们中个别能工巧匠的作品
。

事实证明
，

东谷沱之后的人在视野

更加开阔以后
，

能够发挥他们的能力
，

游刃有余地生产出更多精致的作品
，

就如我们在同

一盆地旧石器时代末期的虎头梁遗址所看到的
。

以一批定型石核为代表的预制石核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东谷佗遗址的古人类 已经大大

跨越了只知道通过简单打片获取石片或石核工具的最早阶段
，

即所谓模式 �的技术阶段
。

“

东谷沱定型石核
”

在世界上同期的人类遗址还是首次报道
，

这批石核能够肯定东谷沱阶

段的产品并非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是
“

随意打制
”
��， ��而成的

。

东谷佗遗址的主人与泥河湾

盆地在其前后生存过的其他人群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话题
。

随着研究工作

的深人和更多材料的发现
，

我们相信东谷佗遗址的文化面貌会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我们

面前
，

这将极大地促进对东亚早期人类智力发展水平的探讨和研究
，

以及在中国境内寻找

更加古老的人类遗迹
。

����� � �
�

��� ������������ �� ���
����面

� ���】���� �������� 饰 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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