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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诸遗址中石料产地的调查和石制品颜色 、质地及表面状

况的分析后认为:泥河湾盆地旧石器中晚期人类选择石料方式变化主要发生在旧石器晚期的早段和晚段

之间 ,在此之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 , 人类选择石料主要在遗址附近 , 各遗址的石料表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 ,

但遗址中的一些优质石料可能来源于 10 多公里之外的地区;而在旧石器晚期早段 , 在基本继承这一特点

的前提下 ,仅有很少量的石料输送距离达数 10km;石料被带到遗址之前一般并不进行粗选 , 多是直接进行

打片。在此之后 ,人类对石料的选择则表现出刻意的追求 ,优质石料大量被输送到数 10公里之外 , 而且石

料在输入到遗址之前一般要经过精心选择 ,与前一阶段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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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通过对泥河湾盆地诸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人类使用石料的原始产地的调查 ,复

原人类的活动范围;并通过对不同遗址石制品颜色 、质地 、表面状况的分析 ,以了解旧石器中

晚期人类选择石料方式上的变化过程。

2　不同区域的遗址对石料选择与开发的差异性分析

2.1　区域地质背景与石料分布特征

从大地构造的角度来看 ,研究区域位于华北地台的边缘 ,北临海西构造带 ,区内地史时

期形成的岩石主要有 3类 ,一类为下太古界阜平群的变质岩系 ,主要由片麻岩和大理岩组

成 ,其中含有许多脉岩 ,分布于桑干河南北两侧的山地;第二类为震旦系至奥陶系的沉积岩

类由各类灰岩 、白云岩 、页岩及石英岩等组成 ,主要分布在桑干河南部地区:第三类为火山岩

及与之有关的一些岩体 ,主要为安山岩 、凝灰岩 、粗面岩 、火山角砾岩和隐晶硅质岩等 ,主要

分布在壶流河两侧 ,分布的局域性比较明显 ,常集中分布在一个小范围。另外在许家窑北部

一带还有玉髓矿 ,系玄武岩中气孔被 SiO2 充填后形成 ,受玄武岩分布的限制 ,其分布范围也

有一定的局域性
[ 21]

。

适合于人类制作石器的岩石主要有 3类 ,第一类为脉石英 ,其分布范围广 ,但质量较差 ,

在盆地内许多地方都容易获得 。第二类为玉髓和一些火成岩 ,其分布范围比较集中 ,在分布

范围内极易获得 ,质量较好。第三类为优质的火山角砾岩和隐晶硅质岩 ,主要分布在原生层

位及其附近 ,质量最优。经调查 ,这些石料在研究区内的分布范围如图1所示。

图 1　泥河湾盆地主要石料分布图

The distribution of main raw material in Nihewan Basin

2.2　不同区域遗址中石料来源与开发的异同分析

为了便于比较不同区域的遗址在石料选择与开发利用上的差异 ,我们根据泥河湾盆地

石料分布的特点 ,将遗址分为东部 、中部和西部 3个组群 ,这样每个组群内部诸遗址的地理

位置接近而时代有别 。便于比较人类选择石料的特点与时间的对应关系。

2.2.1　泥河湾盆地东部　隐晶硅质岩是泥河湾盆地东部最有特色的石料 ,此种原料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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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产地即在油坊一带 。处于泥河湾盆地东部的遗址有 3处:板井子 、油坊和头马房。虽然均

以隐晶硅质岩为主要原料 ,搬运距离有限 ,但其开发深度仍随时代的早晚而有所差异 。

板井子遗址　根据对石制品的观察 ,板井子遗址中的隐晶硅质岩表面新鲜 ,几乎无类似

石皮的表层风化壳 ,质地细腻 ,但裂纹发育 ,有的裂纹被石英充填 ,而且几乎每一块石制品上

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裂纹存在 。另外 ,随意择取 15—18 水平层断块进行观察 ,在 190块断

块中 ,80块稍大者(最大直径 3-5cm)均有类似裂纹破裂后的节理面 。

为了判断这些原料的产地 ,我们对遗址附近现代桑干河的砾石 ,二 、三级阶地的砾石进

行观察 ,从三级阶地到现代河床 ,河流逐渐向南推移 ,在现代河漫滩中 ,在靠近南部基岩山地

附近 ,含有极少量的隐晶硅质岩和火山角砾岩 ,最大的直径 20—40cm ,而往北在靠近板井子

村附近 ,无论在河漫滩还是一 、二级阶地中都很难发现隐晶硅质岩 ,岩性主要为花岗岩和白

云质灰岩等。

据此 ,我们认为板井子人选择石料的地点不在遗址附近 ,从整个盆地石料的分布看 ,应

在油坊附近的火石沟一带 ,距遗址的直线距离约 5—6km;而且在将石料带到遗址之前 ,对石

料进行了初步加工 ,故在石制品中 ,很难见到象东谷坨文化中的带有砾石面和风化面的断

块。

油坊遗址　从总体来看 ,石料和板井子的相似 ,都是黄色为基调的隐晶硅质岩 ,石制品

的原料产地虽然就在遗址附近 ,但对石料开发深度来看仍和早期遗址有所不同 。在 17件大

石片 、断块中 ,几乎都有砾石面或中间有裂纹 ,如标本 Y575为一大小 9×7.6×8.4(cm)的石

料 ,周身有 4条裂纹 ,裂纹垂直于层理 ,这样的石料实际上已被纵横分割 ,硬锤打击后很容易

裂成碎块;而细石核的石料不仅质地细腻而且光泽鲜艳如标本 Y048半锥形石核 ,青色隐晶

硅质岩 ,质地细腻 ,油脂光泽 ,此种石料极难见到 ,说明油坊居民为了更好地剥取石叶 ,比板

井子居民更懂得通过打掉外面的风化壳 ,获取较精的石料 ,或在原生地层中直接采集优质石

料。另外 ,标本 Y021为楔形石核 ,石料为火山角砾岩 ,从其石料和技术来看 ,和虎头梁文化

中的同类标本几乎一模一样 ,故此 ,油坊居民可能存在从数 10km 外远距离输入石料。

头马坊遗址　头马房遗址的石料全部为浅黄绿色的隐晶硅质岩。同上述两个遗址一

样 ,头马房遗址的石料也都在异地粗选后 ,搬运而来 ,因此在遗址中很难见到带有砾石皮的

石料 。油坊一带距头马房的直线距离仅 2km。

2.2.2　泥河湾盆地中部地区　本地区主要包括雀儿沟 、大西梁南沟 、虎头梁文化遗址群 、

于家沟遗址和新庙庄遗址 。这一地区石料的种类比较丰富 ,但总的来看火山角砾岩应是这

一地区具有特色的石料 ,其它石料虽然在不同遗址中都有使用 ,但或因在盆地内其它区域也

有分布如脉石英或因含量较少如硅质灰岩而缺乏指示意义 。

雀儿沟遗址　主要岩性有火山岩 18件 ,占 45%;脉石英 12件 ,占 30%;石英岩 、燧石各

4件 ,分别占 10%;石英砂岩和硅质灰岩各 1件 ,分别占 2.5%。由于遗址的埋藏性质属异地

埋藏 ,因此从石制品本身的保存状况很难说明其石料的原始状态。但对遗址附近与遗址层

位相当的湖积砾石层的岩性观察后认为雀儿沟遗址的石料在砾石层中都能找到 ,但比例不

同 ,比如脉石英在砾石层中含量很低 ,而在遗址中含量较高 ,但从遗址中石料的多样性来看 ,

当时人类对石料的选择并不十分的苛刻 ,应该是就地取材。

　　新庙庄遗址　本遗址的石料种类较多 ,有安山岩 、辉绿岩 、凝灰岩 、硅质灰岩 、石英砂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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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泥河湾盆地诸遗址的石料来源图
The source of raw material in different Paleolithic stages in Nihewan Basin

A.旧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Paleolithic), 　B.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Early Upper Paleolithic),
C.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Late Upper Paleolit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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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角砾岩 、玛瑙(玉髓)和水晶 。根据本文作者对新庙庄附近基岩分布状况的调查 ,安山

岩 、辉绿岩 、凝灰岩 、火山角砾岩这些石料的基岩就在遗址附近侏罗系地层中 ,硅质灰岩和石

英砂岩在盆地中属于广域分布的一种岩石 ,遗址附近也有分布。玛瑙(玉髓)和水晶用量甚

微 ,但玛瑙(玉髓)的原始产地如也在阳原一带则其运输距离可能达数 10km 。总之 ,新庙庄

遗址的石料主要米自遗址附近 。

另外笔者对新庙庄遗址中的火山角砾岩进行了较为仔细的观察 ,与后期虎头梁文化中

的同种石料相比 ,新庙庄者有一定的风化 ,颜色不很新鲜 ,光泽暗淡。说明新庙庄人不刻意

寻找优质石料 ,而是就近选择 、直接使用 。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庙庄遗址的上文化层 ,文化性质和石料与虎头梁文化一致 ,石料主要

为火山角砾岩而且质地细腻 ,颜色新鲜光泽光亮 ,没有风化后的特征 。显然这种石料在输送

到遗址之前进行了粗选。

虎头梁文化诸遗址　如前所述 ,虎头梁是盆地内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种文化 ,所有属于这

一文化的遗址中 ,95%以上的石制品都是火山角砾岩 ,此外还有硅质泥岩 、硅质灰岩以及玉

髓等 。根据盆地内火山角砾岩的分布状况 ,火山角砾岩都来自盆地南部上侏罗统地层及其

次生分布区。估计最远的遗址距石料产地应有数 10km 。

以马鞍山遗址为例 ,这一时期古人类对石料的选取有一套严格的程序 ,首先在石料被搬

运到遗址之前 ,肯定进行了粗选 ,因为在遗址中我们找不到带有砾石皮或有明显风化特征的

材质;其次 ,在进行石核预制和石器制作之前可能还要对石料进行进一步加工 ,笔者对马鞍

山遗址第 3水平层中 480块断块进行观察 ,大都至少有一个非新鲜断裂面 ,根据拼合的结果

来看 ,原石料中可能存在一些裂纹 ,打击后易于破裂 ,故在石器制作前亦应去掉 。而制作楔

形石核的石料代表了石制品中最好的石料 ,在废弃的石核上几乎没有裂纹存在 ,应是精心选

择的结果 。这一点和在油坊遗址中对细石核的观察结果一致。

于家沟遗址　于家沟遗址中曾发现一些以锥型石核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其石料均为

优质隐晶硅质岩 ,质地细腻 ,发光泽光亮 ,这些石料毫无疑问应来自盆地东部的油坊一带 ,其

直线距离达18km。

2.2.3　泥河湾盆地西部地区　这一组遗址包括 3个:许家窑 、神泉寺和西白马营 。在这些

遗址当中脉石英都是主要石料 ,其次为玉髓 ,同中部地区一样 ,脉石英虽使用多 ,但分布广

泛 ,故玉髓应代表这一地区的特色石料 。

许家窑遗址　依原报告
[ 8]
许家窑遗址的石料如下:

表 1　许家窑遗址的石料种类及比例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raw material in Xujiayao site(%)

原料 脉石英 燧石 火山岩 石英岩 变质灰岩 硅质岩 玛瑙

数量 190 178 117 33 22 2 47

百分比 32.26 30.22 19.86 5.60 3.74 0.34 7.98

　　根据笔者的调查 ,许家窑遗址中的脉石英 、燧石 、玛瑙(在本文中 ,后两者统称玉髓)皆在

遗址附近的梨益河的河床中采集到 ,其中玉髓虽然在梨益河的河床中能够找到 ,但含量甚

少 ,而在遗址北部和东北部5—10km处灰泉堡组有玉髓的原生产地 ,故不排除玉髓中的一部

分可能从稍远处获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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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泉寺遗址　石料主要分两大类 ,一类是石英 ,包括脉石英和水晶 ,其中脉石英占 95%

以上 ,另一类属于玉髓 ,包括燧石和玛瑙 ,含量少于 5%,此外还有极少量的火山角砾岩(仅

发现 1块)和硅质灰岩;但从成器率来看 ,脉石英极低 ,大多为断块 。

关于神泉寺遗址的石料来源 ,笔者曾作过详细的调查 ,在遗址附近湖相地层顶部的砾石

层中发现呈块状的脉石英 ,根据地层对比 ,这些砾石层和文化层所在的层位相当 ,估计神泉

寺遗址中的脉石英可能来自遗址附近。而玉髓来源同许家窑遗址一样 ,可能来源于附近由

北而来的河床或原生产地 。从石料的质地来看 ,都没有明显的风化 ,尤其是玉髓 ,在所研究

区内 ,堪称优质石料 ,结构完全符合细 、密 、匀 、纯的要求 ,只是石料体积较小 。

西白马营遗址　本遗址石料的特点是种类繁多 ,依原报告
[ 13]
统计如下:

表 2　西白马营遗址石料的种类及比例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raw material in Shenquansi site(%)

岩性 火山碎屑岩 脉石英 玛瑙 硅质灰岩 燧石 角岩 石英砂岩 片岩

件数 551 228 210 196 153 94 33 21

百分比 35.6 18.6 13.6 12.7 9.9 6.1 2.1 1.4

　　根据笔者观察其中玛瑙 、燧石(本文中称玉髓)、脉石英和西部的神泉寺遗址中同类者相

似 ,火山碎屑岩和盆地中部新庙庄者属于同类 ,其它岩石含量较少应为偶尔获得 。

西白马营处于盆地中部和西部之间 ,其石料的这些特点应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 ,如

遗址中的脉石英 、玉髓(燧石 、玛瑙)和神泉寺遗址比较接近 ,而火山角砾岩则和中部新庙庄

中的同类石料一致。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西白马营人似乎并不刻意的选择某种石料 ,从石料

分布来看 ,其选择范围最大应在10km范围之内 。

从石料的质量来看 ,火山碎屑岩多少有些风化 ,脉石英颗粒较粗 ,硅质灰岩硬度较小 ,玛

瑙和燧石质地较好但太小 ,因此 ,西白马营遗址的石料质量较差 。

距神泉寺遗址不远的二和尚沟遗址其文化性质和石料与盆地中部的虎头梁文化几乎一

模一样 ,从神泉寺到盆地中部的火山角砾岩原产地达数 10km。

3　不同时期的遗址对石料选择与利用的时序性变异

如前所述 ,本文的研究目标有两个 ,一是通过对石料产地的调查了解古人类的活动范

围 ,另一个是通过石制品表面状况的观察 ,了解古人类在获取石料后 ,如何对石料进行处理 ,

是直接打片 ,还是去粗取精后再运送到遗址中使用 。对于后一个问题相对容易判断 ,虽然本

文的研究还有待于从定性研究转为定量研究 。但对于前一个问题则不容易有一个明确的判

断 ,这是因为一方面石料的原始分布一般都有一个较大的范围 ,比如玉髓 ,虽然 90%以上的

石料都分布在原生地层附近 ,但仍有一部分石料可以沿着河流分布到很远的地方 ,因此要判

断某一块石料的确切来源应当说是不现实的 。另一方面 ,不同石料在遗址中含量不同 ,其原

始产地距遗址的距离也不同 ,那么应该以哪一种石料确定的数据为人类的活动范围 ?

限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本文对人类活动范围的复原也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主要石料

的分布范围代表人类的主要活动范围 ,二是特别注意各小区中特色石料(即原产地只在本小区

者)的分布范围 ,此类石料更具有指示意义 ,但当含量特别少时 ,应慎重解释其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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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旧石器时代中期

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有许家窑 、雀儿沟和板井子。从上述分析来看 ,3个遗址虽

然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 ,使用的石料相异 ,如雀儿沟遗址的石料主要为火山岩和脉石

英 ,许家窑遗址的石料主要为脉石英 ,一部分玉髓可能来自稍远的地区;板井子遗址主要为

隐晶硅质岩 ,石料产地距遗址至少有 5km ,并且在石料被搬运到遗址之前 ,石料都进行了一

定程度的精选 ,但总体来看其所属区域的代表性石料如西部的玉髓 、中部的火山角砾岩和东

部的隐晶硅质岩都仅限于在本区内使用 ,说明人类的活动范围有限 ,对石料的开发上也主要

是随取随用 ,或在距离稍远时做简单处理。

3.2　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

这一阶段的遗址主要有西白马营 、神泉寺 、新庙庄 、大西梁南沟。从各区的主要石料来

看 ,各遗址的石料来源仍主要局限在遗址附近 ,因此表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如神泉寺遗

址中的脉石英 ,新庙庄遗址中的辉绿岩 、安山岩 、凝灰岩等在遗址附近都很容易获得;但从各

区的特色石料来看 ,其使用范围虽也主要限于各自小区域内 ,但也有极少量的石料可能被远

距离输送(也可能是偶尔获得),如神泉寺遗址中曾发现一块火山角砾岩 ,新庙庄遗址中也有

少量的玉髓 ,说明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人类的活动范围与旧石器时代中期可能有所区

别 ,虽主要限于遗址附近 ,但其最大活动范围已明显扩展到数 10km之外 。当然对石料的开

发同上个阶段一样 ,没有多少变化 。

3.3　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

这一时期人类在选择石料方式上出现了质的飞跃 ,表现有三:一是从石料的种类来看 ,

一些质量较差的石料加脉石英基本上被淘汰 ,玉髓虽然质量不错 ,但由于体积太小不易施展

程序繁缛的细石叶技术 ,在遗址中也少被采用;而火山角砾岩 、燧石在石制品中占有绝对优

势。其二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对石料认识的深入 ,优质石料被大量的远距离的运

输 ,如中部地区的特色石料火山角砾岩最东在油坊遗址 ,最西在神泉寺附近的二和尚沟遗

址 ,相距达七八十公里 ,最南在新庙庄 ,最北抵虎头梁 ,相距也有 30km;东部地区的隐晶硅质

岩已被输送到中部地区的虎头梁一带;而西部地区的玉髓在中部地区的马鞍山一带也有许

多发现。其三 ,在远距离携带石料之前 ,对石料都进行了严格选择 ,砾石的表层风化壳 、质地

较差的部分都可能被去掉 ,故遗址中的石料在细 、密 、匀 、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要求。

4　几点认识

通过对不同遗址中石器原料的时空对比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 ,人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 。这一方面表现为随着时间推移

人类最大活动范围在逐渐扩大 ,如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最大活动范围在 5—10km范围之

内 ,而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已达数 10km 。另一方面也表现为远距离活动频率的增加 ,如在

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 ,人类很少去远处活动 ,仍以在遗址附近活动为主;而到了旧石器时代

晚期晚段 ,人类远距离活动十分频繁 ,表现为遗址中远距离获得的石料占主要地位。

2)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 ,人们对同一种石料的选择也越来越精细。在旧石器时代

中期甚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人们选择石料主要在遗址附近 ,随取随用;而在旧石器时代

晚期晚段在原产地从粗料中选择细密匀纯的部分后再进行远距离输送 ,而且制作楔型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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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料还要在遗址中进一步精选。

3)从石料的多样性来看 ,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劣质石料逐渐被淘汰。以脉石英为

例 ,是泥河湾盆地尤其在盆地西部内分布最广泛的一种石料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以前的

遗址中多多少少都会出现 ,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遗址中已不被采用。

4)虽然人们对石料的处理与搬运的距离有关 ,一般来说 ,搬运距离近者多随取随用 ,并

不做特殊处理 ,搬运距离远者多去粗取精后再输送它处 ,但还有其它因素影响对石料的处

理 ,如以盆地东部组群来看 ,油坊遗址就在石料产地 ,但其中的细石核对石料选择上比板井

子 、头马房的要求都要苛刻 ,可能与石器打制技术和器物的功能要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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