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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记述并分析了 20世纪 90年代后期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出土于第 7水平层的 16件石制品,包括若干
各具特色的工具类型,如原型手镐、原型薄刃斧、大型尖刃器、直刃砍砸器、凸刃砍砸器、长刃石刀、短刃石刀、刮削
器、凿刃器等,反映出石器制作者明确的工作目标和为了达到目标所经历的一个又一个中间过程；说明了当时的人
类对工具制作的具体需求和适当利用自然环境的事实。研究证据还体现了大约 200万年前华南早期人类工具类
型的多样性与特殊性,标志着中国早期人类在当时阶段所达到的技术发展水平。龙骨坡遗址很可能是东亚早期人
类文化的一个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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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的龙骨坡遗址

发现于 1984年,迄今已经过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
(1985～1988年 )、90年代后期 (1997～1998年 )和
本世纪初期 (2003年至今 )3个阶段的持续发掘。
在第 1阶段的工作中获取脊椎动物化石 120种,其
中哺乳动物化石 116种,人类化石 2件 (有争议,曾
被命名为 “巫山人-Ｈｏｍｏｅｒｅｃｔｕｓｗ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巨
猿牙齿化石 14个,石制品 2件。由于注意了文化方
面的线索,在第 2阶段的工作中又获得了 20余件石
制品。前两个阶段的发掘重点主要集中于哺乳动物
化石和人类化石的发现,发掘方法以 2ｍ×2ｍ一个
探方 (Ａ1,Ａ2,Ａ3…；Ｂ1,Ｂ2,Ｂ3… )和 1ｍ一个水平
层 (Ｌ1～Ｌ20)记录出土遗物,其中第 5～8水平层都
曾发现过石制品 [1]。首次发掘由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巫山县文
物管理所联合承担,黄万波、方其仁任领队；第 2次
发掘工作由黄万波、徐自强等主持；第 3次发掘为
中法联合发掘,由侯亚梅、黄万波和 ＥｒｉｃＢｏëｄａ共同
主持。本文研究的是出自第 2阶段发掘中第 7水平
层的 11件石制品,它们是前两次发掘中最后一批尚

未研究和公诸于世的石制品,其他的已在 20世纪
90年代的出版物中先后发表 [2～5]。古地磁测定表
明第 7和第 8水平层的年代处于 Ｏｌｄｕｖａｉ(奥尔都
维 )正极性亚时,年龄有 1.96～1.78百万年 [4,6,7]。
2　石制品

通过对标本的原料、毛坯、大小、制作方法、器型
等各方面的观察,将第 7水平层 11件标本的特点详
述如下。

标本 1.Ｌ7,Ｄ9
采集时间 1998-10-04
长宽厚 161ｍｍ,86ｍｍ,56ｍｍ,重 1037ｇ。长宽

比 53,宽厚比 65。
原料为灰黑色变质灰岩,毛坯为一长型的砾石,

制作者沿长轴方向将该砾石垂直立于地面或石砧

上,用石锤砸击砾石的上端。砾石最终被劈裂为两
半,其间经过了连续的砸击行为：在主要的一面可以
观察到一次较大的破裂所产生的阴疤,同一面的下
方露出的一小块节理面也反映出在砸击过程中,从
下面传过来的力量沿着自然岩层的纹理去掉了层状

的岩石。相反一面的下部也能看到由于多次直接或
者间接的砸击而保留的一层层疤痕和向旁侧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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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剥片,使这一端形成了在两个侧面看来都构
成三角形的形态,角度 89°。正面观是一个很短的
凿形刃口,该刃缘长度为 8ｍｍ。此外,正面的左边
和右边分别有两层连续的属于修理范畴的剥片,右
边的最大剥片疤长 48ｍｍ,第 1层有两个较大的片
疤,第 1层在一个位置有 3个连续的片疤,在另一个
位置有 1个片疤；左边的最大剥片疤长 30ｍｍ,第 1
层有两个稍大的片疤,第 2层有 5个连续的片疤。
这些修疤行为是为了使这个面变得比较平坦,目的
是服务于下部已经具备的三角形功能形态,便于使
用时手的把握。

短评：选用长型卵石为毛坯,使用砸击法开料；
使用锤击法修理执握部位,产生了单面两层修理的
片疤,偶用交互修理,形成一凿形刃口,角度为 89°,
刃缘长 8ｍｍ。同时还可作为手镐使用；在大小和重
量上属于大型的重型工具。

标本 2.Ｌ7,Ｃ9
采集时间 1998-10-04
长宽厚 163ｍｍ,105ｍｍ,66ｍｍ,重 1193ｇ。长宽

比 64,宽厚比 62。
原料为灰黑色变质灰岩,毛坯为一面平坦,另一

面略微鼓凸并经过人工改造的石块。其平坦的一面
显示出节理的特点,但在左中部有几个片疤痕和在
这几个片疤痕之后在旁侧产生的另外一个较大也较

长的片疤痕。向右翻转所看到的纵剖面一侧有很多
打片的工作：是以平坦的节理面为台面向另一个面

的方向打片,其目的是为了减少这部分的体积,使这
个边与左边的距离相隔不致于太大,考虑的还是一
个方便手的执握的问题；基本上从上到下都进行了

同一个方向的打片,看上去也是为了有效地去除一
部分体积。反过来的另一面则完全是自然面,向上
延展逐渐趋向薄锐,与另一面相合构成 61°的锐角,
制作者更是在这里局部必要的地方进行了细微的交

互修理,这处平直的刃缘长度为 38ｍｍ。本件标本
下端厚重的尖形可发挥类似于手镐的实用功能。

短评：对自然原料加以改造,制成粗坯,分别对
把手部位和功能使用部位进行单面修理,形成角度
为 61°,刃缘长度为 38ｍｍ的短刃石刀,同时可能兼
有手镐的功能；在大小和重量上属于大型的重型工

具。
标本 3.Ｌ7,Ｇ9(图 1-1ａ,1ｂ)
采集时间 1998-10-04
长宽厚 150ｍｍ,116ｍｍ,87ｍｍ,重 1715ｇ。长宽

比 77,宽厚比 75。

原料为黑色变质灰岩,毛坯的选择很有目的性,
两个面都比较平坦,并且向上形成锐角,已经初步具
备了工具所需要的形态,不过需要稍事加工,使之趋
向于意想中的完美。主要一面上端的边缘布满两层
打片工作,第 1层的片疤长 39ｍｍ,由于原料的均质
性不好,所以打片后留有明显的片疤茬口。刃缘角
度总体维持在 65°左右,刃缘长度 80ｍｍ,显得十分
平直,为直刃砍砸器。在刃缘的两端部位有斜向、横
向或是纵向的打片,目的是为了突出这个刃缘而作
的补充工作,使得这个主要的工具刃缘在整体上与
工具形态更加匹配,不排除也有美观上的需要。

短评：选择了形态适宜的自然石块,只在较薄的
一处边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两面加工,形成刃角为
65°,刃缘长为 80ｍｍ的直型刃口,为直刃砍砸器；在
大小和重量上属于大型的重型工具。

标本 4.Ｌ7,Ｃ8(图 1-2ａ,2ｂ)
采集时间 1998-10-23
长宽厚 133ｍｍ,98ｍｍ,86ｍｍ,重 1290ｇ。长宽

比 73,宽厚比 87。
原料为黑色矽化灰岩,其底部非常宽厚,但是因

为与厚端相对的一侧有一个自然趋薄的边缘而被制

作者选中作为毛坯。制作者在所需的功能部位进行
了多次的打片,它与互相连接的平坦一侧的边缘构
成了一个直角。沿着这个平坦的面有至少 3层局部
的打片工作,第1层有2个片疤,最大疤长46ｍｍ；第
2层有 4个片疤,最大疤长 28ｍｍ；第 3层还有 4个
片疤,最大疤长 16ｍｍ。其实,这几层剥片修理造就
了位于这一侧的一个凸型刃缘,角度 61°,刃缘弧长
70ｍｍ。就在同侧连续但略加转折的边缘,向另一个
面进行了反方向的总共 3层剥片,每层各有两个片
疤,最长的片疤长度达 36ｍｍ；第 2层片疤最大长为
19ｍｍ,第 3层片疤长为 5.8ｍｍ,形成的刃缘角度是
87°,刃缘短而直,长 36ｍｍ。如果将这个偏向直刃
的刃缘与先前凸型的刃缘相连接考虑的话,这个连
续的 刃 缘 就 是 一 个 缓 凸 型 的 刃 缘,刃 缘 弧 长
110ｍｍ。事实上,在一侧横截面和一侧纵剖面的中
部所看到的较大片疤都是为了便于使用时手的执握

而对工具形状所作的总体改造。应该说,为了这件
工具的成型,制作者花费了不少心思。

短评：首先选择接近目标形态、有潜力加工出刃
缘部位的自然石块,在最薄的部位先向一侧加工出
一个凸型刃缘,角度 61°,刃缘弧长 70ｍｍ,为凸刃砍
砸器；接着,向同一侧边缘的延续位置反方向修理出
一个短而直的刃缘,刃角 87°,刃长 36ｍｍ,为直刃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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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龙骨坡遗址第 7水平层石制品的主要类型
1.端刃砍砸器　2.凸刃砍砸器　3.和 4.长刃石刀　5.短刃石刀　6.凿刃器　7.刮削器　8.和 9.原型手镐

Ｆｉｇ.1　Ｓｏｍｅｍａｉｎｔｏｏｌｔｙｐ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ｅｖｅｌ7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ｇｕｐｏＳｉｔｅ

砸器；在大小和重量上属于大型的重型工具。
标本 5.Ｌ7,Ｄ9
采集时间 1998-10-01
长宽厚 105ｍｍ,69ｍｍ,49ｍｍ,重 476ｇ。长宽比

65,宽厚比 71。
原料为硅质灰岩,毛坯具有略微鼓凸的一个横

剖面和一个较平的纵剖面,其上保留了部分自然面,
与这两个面相对的另外两个面则为人工作用形成：

在横向的人工剖面的中下部有明显的一个大片疤,

横穿器身,宽度有 67ｍｍ；纵剖面有一个纵向穿过器
身的片疤,在旁侧为去掉多余的部分,有 3次连续的
剥片。在相对的自然面的上端观察到一个很长的剥
片,而翻过来在另一个面进行了一个小的剥片,转过
来又在先前的面再次剥片,如此使用的是交互式的
剥片方法,产生了刃角为 74°,刃缘长 26ｍｍ的一个
刃口,而在该刃缘两端的打片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
突出刃缘的这部分实用性功能而作的,其结果是产
生了一个直刃砍砸器。而在下部处于自然面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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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样使用交互式法在两面各自产生了 6个和 5
个剥片疤,形成了刃角为 73°,刃缘长度为 57ｍｍ的
刃口,风格粗犷,属于凸刃砍砸器类型；另外,在人工
面的右下角观察到的一个打片疤颇具用意,这个打
片疤的背面还有 4个 2层的剥片,这样,在这个局部
产生了一个凿型的刃口,刃角 63°,刃缘长 17ｍｍ,为
凿刃器。

短评：由初步成型的粗坯开始,使用交互式和两
面修理的方法在不同的部位分别加工出 3个功能不
同的刃缘,它们是直刃 (刃角 74°,刃缘长 26ｍｍ)、凸
刃 (刃角 73°,刃缘长 57ｍｍ)砍砸器和凿刃器 (刃角
63°,刃缘长 17ｍｍ),为多功能形态的工具；在大小
和重量上属于中型的中重型工具。

标本 6.Ｌ7,Ｆ8(图 1-3)
采集时间 1997-11-08
长宽厚 110ｍｍ,102ｍｍ,38ｍｍ,重 468ｇ。长宽

比 93,宽厚比 37。
原料为黑色矽化灰岩,毛坯为长宽几乎呈等比、

两个截面均呈狭长三角形经人工改造过的石块。一
个横截面原为自然面,底部被人为地从一侧截断,两
侧边都有加工,使用的都是交互方法；顶部有 2～3
层的修理,先是通过较大的片疤形成雏型,然后用细
微的交互法进行最后的加工,并最终在该处形成了
一个短的凿型刃缘：刃角 70°,刃缘长 23ｍｍ。而在
右边有较大规模的交互修理,修理疤多短而宽,最大
的一个修疤长 18ｍｍ,宽 29ｍｍ,形成了一个刃角为
73°、刃缘长108ｍｍ,横向呈波纹状,纵向呈 Ｓ状的刃
口。在人工修整过的横截面上,分布有不少打击片
疤痕,主要在下部,因为此处偏厚,出于方便使用时
执握的需要,进行了去薄的工作。

短评：标本特点是器身较薄,这点在选用毛坯时
已有抉择。分别使用交互法制成了短的凿型刃口
(刃角 70°,刃缘长 23ｍｍ)和长的波纹状刃口 (刃角
73°、刃缘长 108ｍｍ),形成凿刃器和长刃石刀。在
大小和重量上属于中型的中重型工具。

标本 7.Ｌ7,Ｃ8(图 1-4)
采集时间 1999-10-23
长宽厚 119ｍｍ,71ｍｍ,25ｍｍ,重 315ｇ。长宽比

59,宽厚比 35。
原料为灰色泥质灰岩,其毛坯是一块相当扁平

的长方形自然石块,两个面都具有明显的岩层节理
面,一侧偏厚,一侧偏薄,选择在薄侧边进行交互修
理,形成刃角 74°,刃缘长 77ｍｍ,横看较直,侧看曲
折的刃口。而在下部转角处向两个面都打下的片

疤,特别是在相反的另一面明显地着力打了一个较
大的片疤,意味着制作者刻意要制造一个短的凿形
刃口,其刃角为 69°,长度 14ｍｍ。

短评：利用符合目标型材的自然石块,在薄侧边
使用交互法形成了长刃石刀,刃角 74°,刃缘长
77ｍｍ；在侧边转角处用两面修理的方法制成了凿刃
器,刃角 69°,长度 14ｍｍ。在大小和重量上属于中
型的轻型工具。

标本 8.Ｌ7,Ｃ8(图 1-5)
采集时间 1999-10-23
长宽厚 89ｍｍ,89ｍｍ,31ｍｍ,重 229ｇ。长宽比

100,宽厚比 24。
原料为灰色泥质灰岩,毛坯是一件石片,石片的

背面完全是自然面,破裂面的打击点、泡疤和放射线
都很清楚。只是在左侧边下半部观察到若干交互式
修疤,在破裂面的边缘,修疤较大,有两个片疤的长
宽分别为 17ｍｍ和 35ｍｍ以及 21ｍｍ和 24ｍｍ；刃角
46°,刃缘长 27ｍｍ。

短评：以石片为毛坯,在一侧边使用交互式法修
出刃角为 46°,刃缘长 27ｍｍ的短刃石刀；在大小和
重量属于小型的轻型工具。

标本 9.Ｌ7,Ｇ9(图 1-6)
采集时间 1998-01-17
长宽厚 96ｍｍ,93ｍｍ,37ｍｍ,重 376ｇ。长宽比

96,宽厚比 39。
原料为灰色矽化灰岩,毛坯为不规则扁平石块,

主要的一面有比较多的打片,下部和中右部各有 2
层打片,主要是为了达到去薄的作用；该面顶端部也
有 2层 2个片疤的剥片,片疤长度分别为 35ｍｍ和
25ｍｍ；同一处边缘的另一面有微小的 3～4个剥片,
形成刃角63°,刃缘22ｍｍ的凿口。相反一面的左中
部有一个长 60ｍｍ,宽 62ｍｍ的较大剥片疤,其效果
是为了使这个部位变得平坦起来。总之,这是一个
通过两面加工产生的凿刃器。

短评：以人工改造的石块为毛坯,经过整体形态
的修缮,集中在功能部位使用两面加工手法产生了
一个刃角为63°,刃缘长22ｍｍ的凿口,为凿刃器；在
大小和重量上属于小型的轻型工具。

标本 10.Ｌ7,Ｄ9(图 1-7)
采集时间 1998-10-04
长宽厚41ｍｍ,37ｍｍ,18ｍｍ,重21ｇ。长宽比90。
原料为灰黑色矽化灰岩,毛坯是一件经由砸击

产生的小型破裂卵石的阴疤面的一半,故为石核。
因一侧边明显较薄,适合加工出需要的刃缘,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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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进行了单面的修理,产生了两段功能不同的刃
缘,一段平直,一段微凹,其刃角和刃缘长度分别为
60°,15ｍｍ和 80°,25ｍｍ。背部顶端可观察到由起初
的砸击而顺带产生源自一个打击点的若干片疤。

短评：以小型砸击石核为毛坯在一侧边缘的两

个部分使用单面修理,生产出一个刃角和刃缘长度
为 60°,15ｍｍ的直刃刮削器和另一个刃角和刃缘长
度为 80°,25ｍｍ的凹刃刮削器；在大小和重量上属
于小型的轻型工具。

标本 11.Ｌ7,Ｄ9
采集时间 1998-09
长宽厚101ｍｍ,45ｍｍ,28ｍｍ,重156ｇ。长宽比45。

表 1　龙骨坡遗址第 7水平层石制品数据一览
Ｔａｂｅｌ1　Ｄａｔａｏｆｓｔｏｎｅ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ｅｖｅｌ7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ｇｕｐｏＳｉｔｅ

文中

序号
原料 毛坯 类型

制作技术

　加工方法∗
长 ×宽 ×厚

/ｍｍ
刃角

/°
刃缘长

/ｍｍ
长宽比

/%
宽厚比

/%
重量

/ｇ

1 变质灰岩 长型砾石
原型手镐

凿刃器

砸击

单面
161×86×56 89 8 53 65 1037

2 变质灰岩 人工石块
短刃石刀

原型手镐
单面 163×105×66 61 38 64 62 1193

3 变质灰岩 自然石块 直刃砍砸器 两面 150×116×87 65 80 77 75 1715

4 矽化灰岩 自然石块
直刃砍砸器

凸刃砍砸器

组合式

交互
133×98×86 61

87
70
36 73 87 1290

5 硅质灰岩 人工石块

直刃砍砸器

凸刃砍砸器

凿刃器

交互

两面
105×69×49

74
73
63

26
57
17

65 71 476

6 矽化灰岩 人工石块
长刃石刀

凿刃器
交互 110×102×38 70

73
23
108 93 37 468

7 泥质灰岩 自然石块
长刃石刀

凿刃器
交互两面 119×71×25 74

69
77
14 59 35 315

8 泥质灰岩 石片 短刃石刀 交互 89×89×31 46 27 100 34 229
9 矽化灰岩 人工石块 凿刃器 两面 96×93×37 63 22 96 39 376

10 矽化灰岩 石核
直刃刮削器

凹刃刮削器
单面 41×37×18 60

80
15
25 90 48 21

11 矽化灰岩 结核 长刃石刀 砸击交互 101×45×28 60 38 45 62 156
12 变质灰岩 长型砾石 原型手镐 砸击两面 186×106×98 84 - 57 53 2591
13 变质灰岩 长型砾石 原型手镐 砸击 218×115×99 71 26 53 45 2554

14 变质灰岩 大石片
原型薄刃斧

短刃石刀
两面交互 200×160×47 69

69
33
125 80 24 1812

15 变质灰岩 石片 短刃石刀 砸击交互 85×75×23 50 38 88 27 126
16 变质灰岩 石片 长刃石刀 交互 91×49×22 46 84 54 24 100
　　∗制作技术未标明者兼用锤击法

原料为矽化灰岩,毛坯为较小的长型卵石,通过
砸击剖裂开来,在左下部比较薄的部位有 4～5个交
互修理疤,形成刃角为60°,刃缘长度38ｍｍ的刃口。
将手握住相对的另一侧较平的卵石面,把握起来十

分舒适,拥有可以最佳发挥刃缘功能的感受。
短评：以小的长型卵石为毛坯,用砸击法剖开之

后,选择一处薄边用交互法制作出刃角为 60°,刃缘
长度 38ｍｍ的长刃石刀,人工与自然体位的结合恰
到好处。
3　结语

至此,结合以前研究并发表过的同为出土于第
7水平层的另外 5件标本的特点 [4] (表 1),龙骨坡
遗址的第 7水平层 16件石制品的特征如下。

(1)原料以灰岩为主,以变质灰岩、矽化灰岩和
泥质灰岩为特点,反映出当时所处的环境中原料的
来源比较有限,取自自然的卵石或是石块。

(2)制作者具有很强的选择工具毛坯的意识,
一般以接近目标形态的自然石块和经过适度人工改

造的人工石块或石片相结合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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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类型相当多样,有原型手镐 (图 1-8ａ,8ｂ
和图 1-9ａ,9ｂ)、原型薄刃斧、直刃砍砸器、凸刃砍
砸器、长刃石刀、短刃石刀和刮削器、凿刃器等各具
特色的器型 (图 2),反映出当时人们生产与生活需
要的不同,在刃角与刃缘长度方面也有体现：刃角多
在 40°～80°之间,尤以稍多于 70°的较为常见；刃缘
长度的分异较大一些,处于 20～40ｍｍ上下的或是
70～80ｍｍ以至于更长的较多 (图 3)。

图 2　龙骨坡遗址第 7水平层石制品类型一览
Ｆｉｇ.2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ｆｓｔｏｎｅ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ａｔＬｅｖｅｌ7

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ｎｇｇｕｐｏＳｉｔｅ

图3　龙骨坡遗址第7水平层石制品工具的刃角与刃缘的比较
Ｆｉｇ.3　Ｄａｔａｏｆ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ｏｏｌｔｙｐｅｓ

ａｔＬｅｖｅｌ7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ｎｇｇｕｐｏＳｉｔｅ

(4)大型工具、中型和小型工具兼而有之,重型
工具与轻型工具并举。大型工具一般在 130～200ｍｍ
之间,中型工具一般在 100～130ｍｍ之间,小型工具
一般在 100ｍｍ以下 (图 4ａ)；重型工具较多,常在
1000～2500ｇ之间,中重型工具在 400～1000ｇ之间,
轻型工具多在300ｇ以下或100ｇ以内 (图4ｂ)。

(5)加工技术常施以砸击法开片,多以锤击法
交互修理为主,以单面或两面修理为辅。

(6)既有单一功能的工具,更有不少一体多能
的工具：单一功能者为 57%,在 1件器身上兼具两
项功能的占 31%,有 3项功能的占 12%。

(7)修理把手的现象相当普遍,占 56%,体现出

图 4　龙骨坡遗址第 7水平层石制品的
大小 (ａ)和重量 (ｂ)示意图

Ｆｉｇ.4　Ｓｉｚｅ(ａ)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ｂ)ｏｆｓｔｏｎｅ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Ｌｅｖｅｌ7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ｇｕｐｏＳｉｔｅ

制作者对工具在认知感受方面的要求以及对人体工

程学方面的思考。
应该说,龙骨坡遗址前两个阶段的发掘与更为

规范的考古学发掘方法相比存在着客观上的差距,
获取出土遗物的手段还不够完善,也失去了获得更
多考古学材料,特别是石制品材料的某些机会,这一
点从最近一个阶段 (2003至今 )重新开始的发掘中
获得了证明：因为采用了更为得当的细致工作方法,
从很小的发掘范围中获取的各种信息 (有关研究还
在进展当中 )便已大大超出以往从更多的土方量中
还未能获得的信息。即便如此,从前一阶段所获得
的有限信息当中,还是能够了解到久远时代以前的
古人类在龙骨坡遗址生存的一些文化信息和现象,
它们是我国远古文明财富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世
界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形
势下龙骨坡遗址工作的进展将有利地推进我国古人

类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并继续为东亚早期人类的研究

提供新的更为深入的线索。

致谢　本文石制品原料由陈万勇和汪筱林共同

鉴定,笔者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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