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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新近发现的贵州省桐梓县马鞍山南涡遗址的试瓶结果作简要报道 ，其 石制品的一 

般面貌与马鞍 山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基本一致。 

马鞍山南洞旧石器文化遗址 位于贵州桐梓县城西南约 1 5公里 处，马鞍山的南麓， 

鞍山区区公所的西侧。为一岩厦洞穴。地理坐标为东经 1 06。49 3 ，北纬 28。07 18“。洞 

里窄外宽，洞口呈喇叭状，正南向 (图 1)。 

此洞是由桐梓县气象局的黄光荣同志于 1989年 1月发现的。 1990年冬，笔者等为 

弄清其文化内涵，在洞内靠近东壁处，进行了试掘”，(试掘面积为 5× 1平方米)，获得了 

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和63件石制品。据当地居民反映，此洞在五十年代修建”l黔铁路时， 

曾炸过堆物仓库，故而洞中堆积大部分已被挖掘到洞外耕土中。为此，我们对洞外的废弃 

堆积进行了清理，从 中筛选出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139件石制品和 4枚人牙化石。现将 

试掘结果报告如下。 

一

、 地层堆积和化石概况 

1．地层堆积 

现存洞内堆积物据试掘结果，自上而下可分为三层： 

1)灰褐色亚砂土，含石灰岩角砾。石制品及动物化石主要出自此层。 残存厚度为 

l0—70厘 米 ； 

在南 嗣北约 o-5公里处，是马鞍山旧石器文化遗址所在。 

料 参加试箍工作的除了本文作者外 ，还有稠梓县文化局的陈平同志 ，张森水先生指导了现场试 掘，材料整理和报 

告写作。在试掘过程中，遵义地区文化局、桐梓县人民政府艮县文化局冶予了大力 帮助，在此一井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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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马鞍山南洞遗址地理位置 

Locati0n 0f S0u地 Cave of Ma’an shaⅡ 

I囹 2 圃 3 0石制 Ⅱ动 化 

图 2 马鞍山南洞遗址地层剖面 

2)灰黄色亚砂土，含石灰岩角砾。出土石制品及动物化石。残存堆积物仅零星地分 

布于洞的两壁。残存最厚处可达 200多厘米 ； 

3)杏黄色亚砂粘土，含太块的石灰岩角砾。仅下掘 50厘米(现未见底)。没有发现 

石制品和化石(圈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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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物化 石 

试掘和回收得到的化石从石化程度和包含种属看，没有明显的差别，故台在一处研 

究。由于人为和其他 自然因素，所发现的数以万件计的哺乳动物化石，绝大部分为碎骨化 

石，其次是单个牙齿，仅有几件附连几枚牙齿的残下颔骨或不完整的头骨化石。石化程度 

中等，表面呈棕黄色，少数标本石化程度较深，呈灰黄色。经初步鉴定，计有 1 5个种属： 

熊 (Ursus sp．) 

虎 (Fvlir sp．) 

獾 (Arctonyx sp．) 

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 

黑 鼠 (Ruttus sp．) 

豪猪 (．Hyrtrix cf．subcrirtata) 

竹鼠 (Rhyzomyr sp．) 

中国犀牛 (Rhinoceros sinensir) 

巨貘 (Megatapirus augustus) 

鹿 (Cervus sp．) 

麂 (Muntiacur sp．) 

麝 (Moschur sp．) 

水牛 (Bubalus sp．) 

猪 (Sur sp．) 

猕猴 (Macaca sp．) 

其中黑鼠化石仅出自地层中。通过观察，一、二层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是基本一致 

的。 

以上的哺乳动物名录的属种属于更新世我国南方的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的常 见 成 

员。其中的中国犀和巨貘为绝灭种。 

二、人 牙 化 石 

在回收嗣外 的耕土的遗存时，获得了 4枚人牙化石，其石化程度与所得的哺乳类化石 

相似，具中等石化程度 ，与附近发现的现代人牙有明显的不同。这些标本经北京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院 曾祥龙副教授鉴定 ，其分类结果及测量数据如表 1。 

从牙齿形态和测量数值看，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属于晚期智人(Late H口m口faplens) 

三、文 化 遗 存 

试掘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用火遗迹与石制品。 在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的炭屑和部 分 烧 

骨。石制品来自于地层和洞外耕土中。为了探讨其相互关系，现将石制品分地层中出土 

的与采集到的分别加以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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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马鞍山南洞发现的人牙化石斟■数据 (单位：毫米) 

Data of b ●·iI bum n̂ teeth from the te 

牙 冠 牙 根 年龄估计 

名称 数 量 冠长 棍长 备 注 
近远中径 唇舌径 近适中径 唇舌径 (岁) 

左上II 1I．62 11．B4 B．14 6．74 5．B4 6．I‘ O左右 保存较完好 

右上 乳 2—3 
形磊冠太部分形庙’牙根 M1 

右上M3 6．I6 B．24 9．5 B 11．22 7．2O 1O．30 25—26 损牙根完全形成但嘲面无艟 

右上M1 7．2O 13．1O 9．B0 l1．76 7．68 I1．，2 ‘O左右 嚼面部分缺损 

1．地层中发现的石御品 

地层中发现的石制品共计 63件，除了一件断片和一件石砧出自第二层外，余皆来自 

于第一层。可分为石核、石片、石砧、石器和部分具有打击痕迹的石块或断块。石制品原 

表 2 马鞍山南洞石翻品统计(洞内地层出土) 

Stone ^rt|~aets from  the tre~eh of the sLte 

数量 ＼ 类型 石 拔 石 片 石 器 

＼ ＼ 锤击 锤 击 断 石 刮 削 器 总 
砸 砸 

苴 多 整 生 残 块 砧 垫 单 莹 多 

g称 ＼＼＼ 台 台 边 直 凸 凹 计 、、 面 面 击 击 刃 刃 刃 刃 片 片 片 

燧 石 4 1O 4 I9 9 ， 2 6O 
原 砂岩 1 
料 

火成岩 I 

砾 石 
毛 小石块 6 
坯 

锤击石片 3 ， 

锤 向背面 6 8 
击 向破裂面 2 
加 
工 复向 1 ， 

分 类小计 l lO 2 4 4 9 ， 6 

长度 37．5 ，B．5 59 21．9 ，6．5 82．B 27．3 27．8 1l5 3 46 44．5 31 

宽度 3O．3 43 42 22．4 3I．5 27．5 15 20 b0 25．6 35．7 24．5 ，1 

厚度 22 27．5 2 B 7．2 9．5 10．B 5 9．6 4 13．7 16．7 16 8 

石片角 1 ‘ B6 一 

古面角 65 一 59．7 52．7 75 6 —— 
●  

刃角 

注：测量项目皆为平均值 ，单位长宽厚为毫米(mm)；角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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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主要是燧石，也有少量的火成岩、砂岩 (见表 2)。 

石核 7件。可分为锤击石核和砸击石核两类。 

1)锤击石核：6件。 其 中单台面石核 4件，多台面石核 2件。两类石核均不同程度 

地保留着自然面。石核体呈梯形、方形、长方形或不规则形。未见有修理痕迹。 

单台面石核：471=。大小各异。长 2l一71毫米，宽 2 6—40毫米，厚 11—40毫米。宽 

体石核与窄体石核各占两件，均为自然台面。标本 GZP006，形状较规则 ，略呈长方形，台 

面为节理面 ，工作面上遗有两块片疤。 

多台面石核：2件。均为自然台面。标本 GZP005为三台面石核(长宽厚为 38×3 6× 

×26毫米)，一个工作面 ，其上可见清晰的片疤。台面角在 60—89。之间。 

2)砸击石核：1件，即标本 GZP001。 素材为燧石结核。砸击沿其长轴方向进行。 

近端见有两块较长的片疤。在其一侧边还见有锤击疤。 结核表面有磨蚀痕迹。长 59毫 

米，宽 42毫米，厚 22毫米(图 3，4)。 

石片 可分为锤击石片和砸击石片两类。 

1)锤击石片：16件。 包括残片 4件，半边石片 2件，整片 1 0件。残片的台面部分 

已不保留，破裂面上部的诸人工特征已不清楚，仅能从背面片疤的特征据以判断。半边石 

片倪保留整片的一半左右，作为锤击石片的诸特征仍清晰可辨。整片除个别的远端略有 

残断外，皆保留完整。 

整片标本，平均长宽厚为 22．9×22．4 X 7．2毫米。 多数石片的背面可见有一个或多 

个片疤，片疤有的较浅平。少数石片保留了少许自然面。石片形状多不规则，仅有 1件呈 

梯形，3件里方形。台面皆为 自然台面。石片角最小者为 97。，最大者为 135。。多为宽型 

石片，7件，长型石片仅 3件。 

在一部分石片上，在其一侧常见有细小的疤，或许是田使用造成的。 

2)砸击石片：4件。皆长大于宽。 平均长宽厚为 27．25× 1 5×5毫米。砸击痕迹 

见于石片的一端。除标本 GZP053外，破裂面和背面都比较平。 标本 GZP053，背面中 

部有一纵脊贯穿整块石片。标本长 42毫米，宽 1 8毫米 ，厚 6毫米。 

石砧 仅发现 1件石砧，即标本 GZP064。出自于第二层中。原为一长条形砂岩砾石。一 

端残断。在中部有砸击而造成的数个较为集中的小坑疤。石砧长1 15毫米，宽 60毫米，厚 

45毫米 ，重 52 0克。 

石器 在地层中仅发现舌哨B器一类工具。共 l5件，可分为单直刃、单凹刃、单凸刃和多刃 

几个类型。 

1)单直刃刮削器，9件。 其中有 5件为块状毛坯加工成的。 左右边刃修整的皆有 

之。修理较为粗糙 ，以向背面加工为主，兼有向破裂面和复向加工。刃角在 34—79。之 

间，多在 6O。以上。 

2)单凸刃刮削器，3件。均有一缓弧形的凸刃。 其中 2件为向背面加工，1件为复 

向加工。刃口皆较锐，平均刃角为 52．7。。标本 GZP064，在凸出的刃缘中部修理得较薄， 

向背面加下，背面有数块短宽的修理疤，刃缘不平齐(图 3，1)。 

3)单凹刃刮削器，2件。毛坯均为石块，复向加工，刃缘修理不平齐。 

4)多刃刮削器，1件。即标本 GZP073。至少有 3条刃，刃口组合为二凸一直，三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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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马鞍山南嗣遗址发现的石制品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site 

1．单凸刃刮削器 Scrape r with 4 CO[1Vex edge(GZP064)~2，多刃刮削器 Sc raper with 

edges(GZP073)；3．雕刻器 Burin(GZP1 B·)；4。砸击石核 Bipola r GO re(GzP00l 

基本相连。修理较细致，复向加工，但以向背面打击为主，刃缘修整不平弃。毛坯为一锤 

击石片，台面后缘有修理疤。标本长 31毫米，宽 3l毫米 ，厚 8毫米(图 3，2)。 

卫洞外回收采集的石制品 

对现堆积在洞外原属洞内的堆积进行清理 ，从中筛选出石制品 139件。包括石核、石 

片、石锤、石器以及有人工打击痕迹的断块 (见表 3)。 

石核 包括锤击石核和砸击石核两类。 

锤击石核 11件，其中多台面石核 占9件，2件为单台面石核。两类石核都不同程度 

地保留了一定的自然面。石核体较小且多不规则，基本上不作修理。台面角平均为65。。 

砸击石核 4件，最长者为 43毫米，最短者为 l 9毫米。均属窄体石核。石核体较扁， 

宽厚指数为 62。。 一端可见砸痕者和两端可见砸痕者各 2件。破裂面有两块以上的条状 

片疤。石核形态呈长方形或枣核状。 

石片 可分为锤击石片(包括残片、半边石片和整片)与砸击石片。 

锤击石片，51件 ，其中整片 1 8件，平均长宽厚为 25×23×6．6毫米，以长型石片为 

多，有 l1件 ，宽型石片 7件。台面性质多样，以自然台面为主，H件。另外有 3件为打击 

台面，1件为有脊台面。石片角在 96。-- 137。，其中 17件超过 l00。，平均为 儿4。。 石片 

背面多不见自然面，常见有一块以上的片疤。石片形态多不规则，少数为三角形、梯形或 

长方形。 

@ ●●，，I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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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击石片，4件。均为一端石片。 形制多不规则。 长大于宽者或宽大于长者各有 2 

件。 

石锤 l件。为单端石锤。一端可见集中的打击点，另一端有数块片疤，似在用做石锤以 

前曾作为石核生产过石片。 

石器 可分为刮削器、端刮器、尖刃器、雕刻器、斧形器和石斧几类。 

刮削器 包括单直刃刮削器，3件；单凸刃刮削器，5件；单凹刃刮削器，9件 ，双刃刮 

图 4 单直刃刮削器 

Scraper with 4 st raight edge(GZF1 69 

26毫米，宽 26毫米，厚 6毫米。 

削器，6件。 以小型者居多 毛坯可分为 

石块、石片及石核几类，以块状毛坯为主。 

除标本 GZPl 10为砸击修理外，余皆为锤 

击修理，并以向背面加工为主，复向加工次 

之，仅一件是向破裂面加工。总的说来，修 

理较粗糙，也有修理较好的，标本GZPl 69， 

这是一件单直刃刮削器，刃缴 有 多 层 修 

理疤，修理疤短宽且较浅平，刃缘较为平 

齐，刃口较钝，刃角为 8 5。(图 4)。 标本 

GZPl10 系一件砸击修理的双刃刮 削 器， 

两刃相对，都经过砸击，并非砸击修理一刃 

时而形成另一刃。 毛坯为石块。 标本长 

端刮器 3件。 其毛坯的远端皆被修理成刃。可分为圆端刃和平端刃两类。圆端刃 

刮削器 1件，毛坯为锤击石片，刃口修整不平齐，系复向加工。平端刃刮削器 2件 ，其一以 

锤击石片为毛坯，复向加工 ；另一以石块为毛坯，向背面加工成刃。 

尖刃器 2件。皆为块状毛坯，修理系向背面加工和复向加工。 其尖刃都在毛坯一 

端的一侧，属于角尖尖刃器。 

雕刻器 1件，即标本 GZP1 84。为一屋脊形雕刻器。块状毛坯，在其一端曾先由顶 

向右侧斜向打击，而后左侧相反方向打击，形成一凿型刃口。刃口有进一步修理痕迹。毛 

坯其余部分不见修理疤。标本长 52毫米，宽 3O毫米，厚 1 7毫米(图 3，3)。 

斧形器 l件 标本编号 GZP193。原料为石灰岩。毛坯为一锤击石片，背面留有砾 

石面，其左右两侧边均为经陡向加工而形成的很钝的边，似为作把握之用。远端边上有零 

星几个残疤。其外形颇似一把斧，故而称之为斧型器。标本长 70毫米，宽 5l毫米，厚 2o 

毫米 ，重 l06克。 

石斧 2件。 系磨光石斧。原料为砂岩，砾石为坯。通体皆遗有打制修理的片疤 ，其 

两端片疤浅平，一端可有磨制痕迹。两慨曾经琢击和锤击打制 ，但未经磨制，较钝。标本 

GZP202，一侧边残断，器身一面自刃口以下破裂，另一面遗有一弧形磨光小面。长 11 0毫 

米，宽 65毫米，厚 24毫米。标本 GZP20l，一端两面都磨光成刃，男一端只作过打制加 

工 ，但尚未进行磨制。长 l59毫米，宽 79毫米，厚 49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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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小 结 

1．马鞍山南洞出土石伽品的一般面貌 

通过以上对洞内地层中出土的和洞外回收的石制品的叙述，无论从其原料，产片方 

法，还是其石器的毛坯，加工方法及主要的器物类型，可以看出，洞外采集品和洞内地层出 

土的石制品是基本一致的。 

综合试掘马鞍山南洞出土的石制品，初步可见其一般面貌： 

I)打片以锤击法为主，偶尔采用砸击法。砸击产品仅占石制品总数的 4．9％。 

2)石核、石片形制多不规则，台面与石核体很少进行修理。 

3)有一部分使用石片。 

4)工具组台中，第一类工具有右锤和石砧，第二类工具有刮削器、端刮器、尖刃器、雕 

刻器以及斧型器。以刮削器占绝大多数(至于磨光石斧将另行讨论)。 

5)工具的毛坯，块状者占 56％，略多于片状的。 

6)工具以小型者为主，多在 50毫米以下，占 89％。 

7)单刃工具居多，占分类工具的 76％。刃口多在 70。以上。 

8)修理工 具主要用锤击法，仅有一件是用砸击修理的。锤击加工方式多样，以向背 

面加工为主，复向加工次之，向破裂面加工者很少。有一定数量石器为陡向加工。修理多 

不规整。 

2．遗址的时代 

由洞内地层中出土的中国犀 (R．sinensis)和巨貘 (M．augussus)的存在，可以得 

知，遗址的年代上限尚未越出更新世，其下限至少可到更新世晚期。这一结论，也得到石 

制品研究结果的支持，因此，暂时定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后期或考古时代为旧石器时代 

晚期。 由获得的石制品与邻近的马鞍山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材料比较 ，无论是原料、 

打片方法、加工方式方法以及工具组台等方面都很接近。 尤其是其中存在的一些 陡 向 

加工的修理不规整的石器与出自马鞍山旧石器文化遗址下层者很相象，(张森水，1 987； 

~988)。也近似于观音洞文化中的类似石器(李炎贤、文本亨，1 986)。 

至于回收得到的两件磨光石斧 ，从其加工特点来看，或许尚处在打磨制作之中，当然 

也不能否定就是成器产品。因为是采集于洞外的次生堆积中，我们不能肯定它们与洞内 

的动物化石和石制品是同一时代的遗物。也许可以这么说，它们的存在，或许暗示着遗址 

所在区域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着古代人类的活动。 

(1 991年 9月 10日收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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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th cave of M a’anshan site is situated at the foot 0f the hm  0f Ma。anshan 0n the 

south of Tongzi towll，Gulzhou Province．tr was dh'covered in 1989．In the next winter，4 

thors inve*tigated the site,and e珊 va【ed a trench (1×5 rn1)in the cave．From the trench， 

about 63剐日ne artifacts and a large number of animal bones were found。while we collected the 

remains．w ch include about 139 Stone artifacts and lots of aalmal bones and fn~il human 

teezh，that scattered in the accumulation near entrance of the carve．The remains collected，in 

fact。are of／ginally from the cave deposits．The mamra~Iian fossil species include Ursus， Ai— 

luropoda mda．noleuea，RMnoceros sine'nsis，Megatapirus aug~ygu$,Cervus and so forth． The 

s~one artifacts could be sorted as cores，flakes。scrapers，end--scrapers，points，burin and etc．Its 

age would belong to late pleistocene supported by paleontological and cultural rema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tifacts is milar to d~ose from M a’anshan Ite in oorth side of the hill 

0f M a’anshan．Human fossil teeth，which include lefc I ，righi M’，right M‘and right dM ， 

are similar／to those of late Hotno sapwm in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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