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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下川遗址小白桦圪梁地点位置示意图
　

　　山西沁水下川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

晚期文化遗址，包括水井背、棠梨树圪梁、小白桦

圪梁、富益河圪梁、牛路圪梁和黑龙池等地点。自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以来，备受国内外学术界

关注，下川遗址发现了当时被认为中国最早的细

石器文化〔１〕。但是，由于目前公布的材料把在上

述范围内采集或发掘的材料混合在一起〔２〕，故对

下川文化的内涵和年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

虽然也有学者按照不同地点采集了大量标本，但

因这些标本均出自地表〔３〕，是否能反映各地点的

真实情况，也有待进一步工作。２０１４年以来，由

北京师范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

队，对下川盆地的上述地点进行发掘，希望弄清不

同地点、不同时代的文化内涵。

小白桦圪梁地点位于下川与梁山两个自然村之间公路东侧的圪梁上，圪梁从盆地东侧山

前延伸至公路旁，靠近东山的部分地表较平，遗址保存较好，靠近公路的部分呈坡状，受自然因

素和人为因素破坏较大（图一；图版壹，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

在这里发掘了２００平方米，本次发掘中以每５厘米为一个水平层，共发掘９０平方米。其中

ＱＸ２０１５Ｔ２发掘４０平方米，ＱＸ１５Ｔ３和ＱＸ１５Ｔ６各发掘２５平方米。本文报道下川遗址小白

桦圪梁地点２０１５年发掘所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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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王向前、陈哲英：《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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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哲英：《下川遗址的新材料》，《中原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一　遗址概况

下川盆地是中条山东端的山间盆地，位于山西沁水中村乡，东西最宽处２０００、南北最长处

４５００米。盆地底部海拔１５５０米，周围群山环抱，最高处为西部舜王坪，海拔２３５８米。盆地周

围的古老地层主要有出露于盆地的西南部震旦系的石英砂岩与东南部和盆地基底部寒武系和

奥陶系的石灰岩。下川盆地周围的土状堆积主要为晚更新世堆积，下部为一套微红色到褐红

色的亚黏土堆积，其中偶尔会出土一些粗大石器，主要以盆地附近的石英砂岩制作；上部为一

套灰褐色亚黏土，层理发育，属于湖湘地层，也是“下川文化”上文化层所在的层位，在下川盆地

稍高一些的圪梁上均有出露。现以ＱＸ１５Ｔ２西壁为例介绍地层堆积（图二）。

图二　ＱＸ１５Ｔ２西壁剖面示意图
１．灰黄色土　２．灰褐色亚黏土　３．深灰褐色到黑色亚黏土　４．含砾石的棕黄色亚黏土　５．棕红

色亚黏土

　

第１层：灰黄色土。厚１０－１５厘米。土质结构松散，呈灰白色，土层根系发育，石制品以

黑色燧石为主。

第２层：灰褐色亚黏土。土质致密纯净，黏性较大，层理很薄。厚１０－１５厘米，包括２①、

２②、２③三个水平层每５厘米为一水平层。地层中含较多砂岩、石英砂岩砾石，大部分磨圆度

较差、呈次棱角状，砾径大者约３０、小者０．５－１、一般为６－７厘米。

第３层：深灰褐色到黑色亚黏土层，和第２层的区别是层理较厚，颜色较深。厚３５－４０厘

米。包括３Ａ、３Ｂ层。

第３Ａ层：深灰褐色土。厚１５－２０厘米。部分为过渡层，包括３①、３②、３③三个水平层，

此层和第２层相比，颜色更深，没有毛细根，黏性较大，层理更厚。

第３Ｂ层：土色由灰变黑。厚２０厘米。包括３④、３⑤、３⑥、３⑦四个水平层。地层中含少

量次棱角砾石，数量、大小较上层减小，最大者２０、最小者１－２、一般为４－５厘米，底部磨圆度

较好的砂岩质砾石增多。

第４层：含砾石的棕黄色亚黏土。此层应是第３层和第５层之间的过渡层，厚１０－１５厘

米。土质较为纯净，土质变软，土色变浅，黏性增大，地层中包含砾石层次棱角状，最大者约

２０、最小者１－２、一般为５－６厘米，小于１厘米的砾石磨圆度较好，部分砾石表面有黑色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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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小白桦圪梁地点各层校正后的碳十四年代

纹，疑为夹杂矿物所致，文化遗物数

量较少。

第５层：棕红色亚黏土。土色由

上至下逐渐变深，土质变硬，微裂隙较

发育，包含铁锰质薄膜，未见底。

采集的木炭样品和石制品一样

记录了三维坐标，分别在ＢＥＴＡ实

验室和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进行测

年。３③和３④层之间年代差异较

大，大约有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年。从１③

层到３③层校正后的碳十四年代主

要集中在距今２６０００年左右（距今

２７０００－２５０００年）；从３④层到５②

层，年代集中在距今３００００年（图三）。

小白桦林地点的地层可分为四大层，第一层为表土层；第二层包括第２层和３Ａ层，即２

①、２②、２③、３①、３②、３③６个水平层，年代为距今２７０００－２５０００年；第三层包括３Ｂ层和第４

层，即３④、３⑤、３⑥、３⑦、４①、４②六个水平层，年代为距今３００００年；第四层包括５①和５②

层，红色黏土层，未见底（图版壹，２）。

二　出土石制品

本次发掘共获得石制品二七七六件，其中第１层出土一一八四件，第２层出土一一六六

件，第３层出土四二六件（表一）。

（一）第１层出土石制品

共一一八四件。包括石核九件，细石核四十二件，石器八十四件，石叶五十八件，细石叶一

一三件，石片九十六件，断块与断片七八二件。

１．细石核　共四十二件。有锥形石核、半锥形石核、船形石核、楔形石核、单台面细核和

双台面细石核。

半锥形石核　八件。石核的横截面呈半圆形，底部汇交于一点或一小平面。过去认为与工作

面相对的一侧为一平面，本次把工作面相对的一面如果由片疤组合而成，且这些片疤不以石核台面

为台面也归入此类。台面由剥片面向后倾斜，台面角小于９０度。观察石核背面特征可知，制作半锥

状石核的毛坯有自然石块、断块和厚石片三类。八件标本中有三件修理台面，四件打击台面，一件

为自然台面。ＱＸ１５Ｔ２－１②Ｂ－１ｄ∶４５，黑色燧石断块。石核台面为打击台面，台面角７９．５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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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面有细石叶片疤五条，左侧可观察到部分原石片腹面特征。长１４．９１、宽１６．８３、厚８．１９毫米，重

２．４克。ＱＸ１５Ｔ２－１③Ｄ－３ａ∶１７５，黑灰色燧石。对石料的利用已近极致，石核上有六条细石叶片

疤，台面刚更新，台面角７６．８度。长１７．２８、宽１５．４６、厚７．７１毫米，重１．７７克。ＱＸ１５Ｔ３－１①Ｂ３ｂ∶

１，黑色燧石厚石片。石核为打击台面，台面角７４．５度。工作面有七条细石叶片疤。长２７．１５、宽

１６．５２、厚１３．０１毫米，重６．３９克（图四，２）。ＱＸ１５Ｔ２－１①Ｂ－２ａ∶３９，灰色燧石。石核为修理台面，

台面角８４度。台面大致呈Ｄ形，沿弧形工作面连续剥片，有八条细石叶片疤，汇聚于一小平面。长

２４．５６、宽１６．６５、厚１１．９５毫米，重５．７３克。

　　表一 出土石制品统计表

类别
地层 第１层（表土层） 第２层 第３层 合计

细石核

半锥形 ８　 ３　 １１

楔形 ５　 ６　 １１

船形 ２６　 １４　 ４０

锥形 １　 ５　 ６

单台面 １　 １

双台面 ３　 ３

普通石核 ９　 １８　 ７　 ３４

石片

石叶 ５８　 ６５　 １２３

细石叶 １１３　 ８５　 １９８

普通石片 ９６　 １００　 ４１　 ２３７

工具

圆头刮削器 ３５　 ３６　 ２　 ７３

雕刻器 ６　 ５　 １１

鸟喙状器 １　 １

边刮器 ２５　 ２９　 ７　 ６１

楔形析器 ６　 ８　 ２　 １６

尖状器 ２　 １　 ３

凹缺刮器 ５　 ５　 １０

齿状器 ２　 ２

锯齿刃器 ２　 １　 ３

砍砸器 １　 １

石锤 １　 ２　 ３

磨制工具 １　 １

断块／断片 ７８２　 ７２９　 ３６４　 １８７５

合计 １１８４　 １１６６　 ４２６　 ２７７６

　　船形石核　二十六件。外形宽扁，形似小船，两端和两侧均可为工作面。按照石核底部形

—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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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第１层出土石核
１．锥形（ＱＸ１５Ｔ２－１①Ｅ－２ｃ∶２９）　２．半锥形（ＱＸ１５Ｔ３－１①Ｂ３ｂ∶１）　３、４、６．船形（ＱＸ１５Ｔ２－１①Ｄ１ｃ∶

４１、ＱＸ１５Ｔ６－１③Ｄ２ｂ∶４３、ＱＸ１５Ｔ２－１②Ｂ－１ａ∶４９）　５．楔形（ＱＸ１５Ｔ２－１②Ｅ４ｃ∶４３）

　

态可分为平底、线底和锥底三种。船形石核的台面不见修理台面，其中五件为自然台面，另二

十一件为打击台面。

平底型　三件。石核台面平整、近似椭圆形，一件为节理台面，另一件以原石片腹面作为

台面，核身较扁，四周皆有剥片痕迹，剥下的片疤较为宽短，片疤呈近似平行状，尾端汇于石核

底部，石核底部为小平面，小平面多为自然面，也有的为打击面，但面积都小于台面。ＱＸ１５Ｔ２

－１①Ｄ１ｃ∶４１，红褐色燧石，坯材为板状燧石。台面为节理面、底部为节理面与片疤面组成的

混合面。工作面上有典型细石叶片疤五条。长１０．３４、宽３０．３８、厚１５．３７毫米，重５．８１克（图

四，３）。ＱＸ１５Ｔ２－１③Ｄ４ａ∶５３，黑色燧石，以较厚的石片为坯材。选取原石片腹面为台面，底

部为较为平整的片疤面，核身布满片疤，典型细石叶片疤十一条。较窄工作面一侧的台面处推

测有使用痕迹。长１４．０１、宽２１．４７、厚１６．６２毫米，重６．１３克。

线底型　十七件。线底型船型石核的两侧面在底部汇聚为一线，细石叶的剥片部位或为

两侧或位于两端，但其他没有细石叶剥片痕迹的面上也有向下剥落的疤痕。其与宽型楔形石

核的区别是，宽型楔形石核的楔状缘主要由楔状缘向台面修理而成，而线底型船型石核的线型

底部是从台面向下剥片自然形成。ＱＸ１５Ｔ２１①Ａ－１ｃ∶３７，黑色燧石厚石片。以石片腹面为

台面，一端工作面上有典型细石叶片疤四条，将该面视为前方，石核左侧面片疤凌乱、右侧面有

三条较宽的平行片疤，另一端为一形似三角形的平整片疤面。长１１．８５、宽２９．８６、厚１５．０３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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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重５．１８克。ＱＸ１５Ｔ２－１②Ｂ－１ａ∶４９，黑色燧石厚石片。石核一端工作面上有细石叶片

疤五条，该面左侧面上有较为宽浅的细石叶片疤３条，右边侧面上片疤复杂，另一端为一三角

形平整小片疤面。长１５．３７、宽３４．７３、厚１５．５１毫米，重８．８６克（图四，６）。ＱＸ１５Ｔ３－１②

Ａ１ｃ∶６，灰色燧石。片疤台面，一端工作面有四条细石叶片疤，两个宽侧面亦为片疤面，未见

明显细石叶剥片痕迹，另一端为平整片疤面。长８．８１、宽１７．３７、厚１０．０９毫米，重２．１９克。

ＱＸ１５Ｔ２－１③Ｂ４ａ∶１４，黑色燧石厚石片，以石片腹面为台面。两侧面各有细石叶片疤一条，

其余为相对较大的石片疤。长９．０９、宽２２．６６、厚１０．２９毫米，重２．７５克。

锥底型　五件。核身的两侧与两端均有剥片痕迹，对石料利用较为充分。各片疤尾端汇

于石核底部，其与锥状石核的区别在于台面上没有修理痕迹，虽然工作面汇聚于一点，但仍能

看出不同工作面仍相对独立。ＱＸ１５Ｔ２－１②Ａ４ｄ∶４４，黑色玛瑙厚石片。以石片腹面为台面。

核身一周皆有剥片痕迹，可观察到典型细石叶片疤六条。长７．４９、宽１６．０４、厚１２．１４毫米，重

１．７克。ＱＸ１５Ｔ６－１③Ｄ２ｂ∶４３，黑色燧石厚石片，以石片腹面为台面。核身两端共有细石叶

片疤五条，一侧有细石叶片疤两条，另一侧为较早剥片留下的较大片疤面。长１１．９７、宽２０．１、

厚９．３９毫米，重２．６３克（图四，４）。

楔形石核　五件。核身上有一处修理楔形脊，楔状缘有的经过仔细修理，有的由楔状缘向

两面修理而成，但多数选取石片，只由背面向腹面略作修理而成。有的标本只在楔形石核一端

进行剥片，另一端保留楔状缘，有的标本两端均为工作面，只保留了底部的楔状缘。ＱＸ１５Ｔ２

－１①Ｃ１ｃ∶３８，黑色燧石石片。以石片的边缘为楔状缘，楔状缘由背面向腹面略有修理痕迹。

工作面上有细石叶片疤六条。长２７．７３、宽１８．６９、厚２０．８９毫米，重８．６１克。ＱＸ１５Ｔ２－１①

Ｅ－１ａ∶３０，黑灰色燧石。台面刚经过更新，由工作面向后倾斜，石核底部和背部仍保留有楔

状缘，工作面上有细石叶片疤六条。长２６．６７、宽１７．５６、厚１６．９８毫米，重５．０１克。ＱＸ１５Ｔ２

－１②Ｅ４ｃ∶４３，宽型楔状。黄色玛瑙厚石片。楔状缘一侧为石片的腹面，没有修理痕迹，另一

侧由石片的腹面向背面修理而成。两端均为工作面，仅底部保留楔状缘。长２４．８４、宽２２．８２、

厚１７．６７毫米，重１３．４７克（图四，５）。

锥形石核　一件（ＱＸ１５Ｔ２－１①Ｅ－２ｃ∶２９）。黑色燧石。扁锥状，可能由窄型楔状石核

演变而来。台面近乎呈圆形，周边均被修理过。细石叶片疤十条。长３６．９３、宽１４．０３、厚

１７．２４毫米，重１０．１９克（图四，１）。

单台面细石核　一件（ＱＸ１５Ｔ２－１①Ｅ３ａ∶３５）。黑色燧石，核身背面下部和核身底部保

留自然石块特征，台面与核身背面上部为片疤面，台面呈长条形从工作面向石核背面倾斜。工

作面可见细石叶片疤六条。长２１．９２、宽１５．５６、厚９．４３毫米，重３．９４克。

双台面细石核　一件（ＱＸ１５Ｔ６－１①Ｄ２ａ∶１）。黑色玛瑙，毛坯为断块。其中一个工作面

可观察有细石叶片疤六条，近乎平行，其台面为打击台面，向后倾斜。另一个工作面在前一个

工作面的背部，台面与前一个台面垂直，在这个台面上有多次剥片痕迹，但均未成功。长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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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宽１８．８４、厚９．５３毫米，重５．９３克。

２．砸击石核　九件。脉石英二件，黑色燧石六件，石英岩一件。ＱＸ１５Ｔ６－１①Ｅ５ｂ∶９７，

石英岩断块，剥片面上下有两个片疤，长６４．８、宽６２．７、厚４７毫米，重２４３．２克。ＱＸ５Ｔ２－１②

Ｅ－１ａ∶５２，脉石英断块，石核大小为长４３、宽３３、厚２３．４毫米，重３９．２克。ＱＸ１５Ｔ２－１①Ａ３

ｄ∶３３，黑色燧石，长３６．１８、宽２４．１７、厚１３．１１毫米，重１３．６８克。

３．石叶细石叶　一七一件。共发现石叶五十八件，细石叶一一三件，其中完整石叶八件，

完整细石叶十八件。玛瑙的四十四件，石英砂岩一件，水晶一件，燧石一〇三，灰色燧石十一

件，紫色燧石一件，白色燧石一件。完整的二十六件，近端七十八件，远端十一件，中段的四十

九件。背脊形态正Ｙ形纵脊的三十七件，双Ｙ形纵脊的四件，多Ｙ形脊的十件，倒Ｙ形脊的

五件，单纵脊的三十七件，双纵脊的四十七件，三纵脊的十件，复杂形脊的二十一件。有四件石

叶、四件细石叶上有细密使用痕迹（表二）。

　　表二 完整石叶细石叶大小统计表 （单位：毫米、克）

数值

项目 长 宽 厚 重

细石叶 石叶 细石叶 石叶 细石叶 石叶 细石叶 石叶

最小值 １０．６７　 ２０．３　 ４．７４　 ８．２　 ０．９７　 ３．５　 ０．１６　 ０．３６

最大值 ２０．８３　 ３４．２　 ７．７３　 １９．８４　 １２．８３　 ７．２　 ２．１　 ０．５６

平均值 １５．３９　 ２７．５　 ５．２７　 １１．１　 ２．３８　 ５．１　 ０．４３　 ０．４７

标准偏差值 ２．９４　 ５．６３　 ０．８６　 ３．８　 ３．４１　 １．１５　 ０．４３　 ０．０９

　　４．石片　九十六件。黑色燧石八十一件，灰色燧石五件，玛瑙七件，脉石英一件，石英砂

岩一件，铁矿石一件。台面中自然台面二十二件，线台面十四件，打击台面五十七件，点台面三

件。Ⅱ型石片十件，Ⅲ型十二件，Ⅴ型十四件，Ⅵ型六十件。石片角最小７７度，最大１２６度，平

均１０２度。ＱＸ１５－Ｔ２１③Ｂ４ａ∶１３，两侧边有使用痕迹，没有加工痕迹。长３０．４９、宽１７．８１、

厚３．５６毫米，重１．６１克（表三）。

　　表三 石片大小统计表 （单位：毫米、克）

数值
项目 长 宽 厚 重

最小值 ５．３７　 ３．４４　 ０．６２　 ０．０２

最大值 ４２．６４　 ３３．８２　 １５．０２　 ２３．９５

平均值 １７．５２　 １５．５　 ４．４５　 １．８６

标准偏差值 ８　 ６．６４　 ２．６　 ３．１５

　　５．工具　八十四件。包括圆头刮削器三十五件、边刮器二十五件、雕刻器六件、楔形析器

六件、尖状器二件、石锤一件、凹缺刮器五件、锯齿刃器二件、齿状器二件。凹缺刮器、锯齿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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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齿状器数量少且不典型。

圆头刮削器　三十五件。耕土层中共出土圆头刮削器三十五件，加工石器的原料除了三

件脉石英、三件灰色燧石、一件玛瑙外，其余均为黑色燧石。石器平均尺寸为长２３．２、宽１３．２、

厚７．６毫米，平均重３．９６克。刃口较陡，平均为６２度。圆头刮削器的刃缘以压制法加工，修

疤层叠，多数为平形状或近平形状，少数呈鳞片状。依制作石器的毛坯可划分以石叶为毛坯者

七件，以石片为毛坯者十七件，断片和断块为毛坯者十一件（表四）。

　　表四 圆头刮削器大小统计表 （单位：毫米、克）

数值
项目 长 宽 厚 重

最小值 １４．１１　 ９．５３　 ３．９２　 １．０１

最大值 ４０．７３　 ３１．４７　 １８．７２　 １９．１７

平均值 ２３．１７　 １８．３４　 ７．６１　 ３．９６

标准偏差值 ７．２６　 ５．０５　 ２．９　 ３．５８

　　以石叶为毛坯者，均不见石叶近端，中间折断，可能是使用过程中，由于石叶较长，不慎折

断而废弃。ＱＸ１５Ｔ６－１③Ｃ５ｄ∶２５，黑色燧石。毛坯为石叶，两侧近平行，背部有两条平行纵

脊，远端刚开始加工，近端完整。长２９．６２、宽１７．１１、厚５．０２毫米，重２．２６克。除远端修出弧

形刃外，两侧亦有加工。ＱＸ１５Ｔ３－１②Ｃ４ｃ∶１１，黑色燧石。毛坯为石叶，两侧平行，背部有一

纵脊，近端折断。长２５．１１、宽１２．９１、厚５．５７毫米，重１．９１克。刃缘呈弧形，由腹面向背面用

压制法加工而成，刃角４５度。ＱＸ１５Ｔ２－１③Ａ１ｄ∶２３，黑色燧石。毛坯为石叶，背部有两条平

行纵脊，近端折断。长１４．１１、宽１４．９１、厚３．９２毫米，重１．０１克。刃角５８度，用压制法由腹

面向背面加工而成，疤痕近平行，左侧也有加工，但刃角较小（图五，３；图版叁，５）。ＱＸ１５Ｔ２－

１②Ｄ１ｂ∶７１，黑色燧石。毛坯为石叶，两侧平行，背部有数条平行纵脊，近端折断。长２０．８８、

宽１３．７２、厚６．０２毫米，重１．７２克。远端修疤呈叠层状，刃角６４度（图版叁，２）。

以石片为毛坯者，以石片远端为刃口，鲜见以石片近端为加工对象，也有的不仅加工远端，

两侧也进行了加工；以断片或断块为毛坯者，加工长度不拘一格，一般在较厚侧的边缘加工。

ＱＸ１５Ｔ６－１①Ｄ５ｄ∶１５，灰白色玛瑙。毛坯为石片，背面有两条纵脊，近端完整，不仅远端加工

为刃角为６０度的陡直刃口，左右两侧亦错向加工出两条刃缘，疤痕平行，是压制法加工而成。

长２３．４６、宽１９．１２、厚７．４２毫米，重２．４１克（图五，４；图版叁，６）。

边刮器　二十五件。玛瑙一件，黑色燧石二十四件。单刃刮削器十五件，双刃刮削器十

件。毛坯为石叶者三件，其他（石片、断块、断片）二十二件。以锤击法修理的四件，压制法修理

者二十一件。二十五件石器共有三十五个刃缘，其中交替加工者一个，单向或正向加工者三十

四个。刃口形态中，凹刃三个，凸刃十二个，直刃二十个。加工长度比例≤５０％的三个，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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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第１层出土石制工具
１、５．边刮器（ＱＸ１５Ｔ３－１①Ｂ３ｃ∶５、ＱＸ１５Ｔ２－１③Ｄ１ｃ∶５５）　２、８．雕刻器（ＱＸ１５Ｔ２－１③Ａ－１ａ∶５８、

ＱＸ１５Ｔ２－１②Ｃ４ｄ∶６２）　３、４．刮削器（ＱＸ１５Ｔ２－１③Ａ１ｄ∶２３、ＱＸ１５Ｔ６－１①Ｄ５ｄ∶１５）　６．齿状器（ＱＸ１５

Ｔ２－１②Ｅ－１ｄ∶７４）　７．楔形析器（ＱＸ１５Ｔ３－１③Ｅ４ｂ∶１３４）

　

７５％的一个，７６－１００％的三十一个。测量了三十五个刃角，其中刃角≤５０度的十四个，５１－

７５度者十八个，７５－１００度者三个。修疤长度中长的二件，中的五件，其余二十八个刃缘修疤

短。修疤均很浅，除二件修疤不连续外，其余均连续。修疤呈平行或近平行的十四个，鳞片状

的二十一个。使用痕迹不明显的二十三个，明显的十二个。加工部位主要位于左右两侧，端部

很少，而对于断块和断片为毛坯的石器，加工部位主要位于较厚的一侧（表五）。ＱＸ１５Ｔ２－１

③Ｅ－３ｃ∶２０６，单直刃刮削器。黑色燧石断块，断块上保留一平的节理面，沿节理面一侧边以

压制法单向加工出两个刃口，一侧刃长３４．９毫米，刃角６７度。修疤浅平、连续而呈鳞片状，加

工深度１００％。长３８．７４、宽１３．４８、厚８．５２毫米。ＱＸ１５Ｔ３－１②Ｂ３ｂ∶１８，双凹刃刮削器。黑

色燧石断块，断块呈梯形，最长的一边为节理面，梯形的两腰分别修成两个凹刃，长度分别为

２５和１０．１毫米，刃角分别为６７、６４度。修疤浅平而连续，加工深度较浅。两刃均有使用痕

迹。长１８．９６、宽２１．７６、厚５．９８毫米。ＱＸ１５Ｔ２－１③Ｅ３ａ∶１２，凸直双刃刮削器。黑色燧石

断块，断块由两个平行的节理面形成板状，从一个节理面向另一个节理面加工形成凸直两个刃，
—１９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等：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小白桦圪梁地点２０１５年发掘报告 　



凸刃长２８毫米，刃角６８．５度，直刃长１４．５毫米，刃角７３度。长刃修疤浅平、平行，短刃修疤呈鳞片

状。长２９、宽２２．１、厚１０毫米。ＱＸ１５Ｔ２－１③Ｄ１ｃ∶５５，单凸刃刮削器。黑色燧石石叶，石叶背面有

一纵脊。在石叶右侧正向加工出一长度为４５毫米的凸刃，疤痕浅平，短小，连续，呈鳞片状，刃角３８

度，有明显的使用痕迹。长４７．１５、宽２１．９７、厚８．２７毫米（图五，５）。ＱＸ１５Ｔ２－１②Ｄ－３ｃ∶５５，直－

凸刃刮削器。黑色燧石石叶，石叶背侧有两道平行纵脊。在石叶左右两侧单向加工出一直一凸两

个刃，凸刃位于石叶右侧，刃长３１．２毫米，刃角５７度，疤痕浅而平行，修疤连续，有使用痕迹，加工深

度为二分之一，直刃位于石叶左侧，刃长１．６毫米，刃角６１度，疤痕浅平呈鳞片状，修疤连续。加工

深度中等。长３３．１６、宽１６．５１、厚５．０９毫米（图版叁，４）。ＱＸ１５Ｔ３－１①Ｂ３ｃ∶５，单直刃刮削器。浅

灰绿色燧石石叶，石叶背面有一Ｙ形背脊。石叶左侧正向加工出一长３４毫米的直刃，占石叶长度

的５０％，修疤不连续，呈鳞片状，刃角３７度，有使用痕迹。长６７．８１、宽１７．５６、厚７．６５毫米（图五，１）。

ＱＸ１５Ｔ２－１①Ａ４ｂ∶５，双直刃刮削器。黑色燧石石叶近端，石叶背部有一纵脊。石叶左右两侧均

有加工，左侧刃口修疤连续，加工深度小于１／４，刃长２４毫米，刃角４２度，修疤浅平，呈近平形状，有

明显的使用痕迹。右侧刃口仅有几个修疤，修疤之间有明显的而使用痕迹。长３０．１５、宽１４．８９、厚

６．５１毫米（图版叁，１）。

　　表五 边刮器大小统计表 （单位：毫米、克）

数值 项目 长 宽 厚 重

最小值 １３．５５　 １０．６３　 ２．９１　 ０．６８

最大值 ６７．８１　 ２８．３９　 １２．４１　 １２．５３

平均值 ２９．２　 １７．６　 ７．１２　 ３．９２

标准偏差值 １３．７４　 ５．８　 ２．４６　 ３．２５

　　楔形析器　六件。其中两端有加工痕迹的四件，四端有砸击痕迹的一件，仅一端有加工痕

迹的一件。黑色燧石。ＱＸ１５Ｔ３－１③Ｅ４ｂ∶１３４，双端刃楔形析器。呈矩形，上端的前面与下

端的背面保留有大量的碎疤，上端右侧呈刃状，左侧还保留原石片台面特征，下端呈刃状，前后

两面上的片疤应该是砸击过程中形成。长２６．６９、宽１８．３４、厚６．０８毫米（图五，７）。

尖状器　二件。三棱。ＱＸ１５Ｔ２－１②Ｄ－１ｂ∶７６，黑色燧石石叶，石叶右侧尖端远端略有

加工，左侧远端由腹面向背面做双向加工。长３３．０４、宽９．５５、厚６．２３毫米。ＱＸ１５Ｔ６－１①

Ｂ２ｄ∶５，黑色燧石细石叶，细石叶背部有一纵脊。以压制法对两侧进行加工，加工长度１００％，

加工深度小于四分之一，在细石叶远端与背脊汇聚成一三棱尖状器。尖角１４．２度。长

２２．６１、宽５．１３、厚３．４１毫米，重９．３８克。

雕刻器　六件。其中屋脊形雕刻器一件，斜边雕刻器五件。斜边雕刻器均选用石叶为毛

坯，石叶两侧边按照刮削器修理方式修理，并在远端加工出雕刻器刃口。ＱＸ１５Ｔ２－１③Ａ－１ａ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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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斜边雕刻器。似勒瓦娄瓦石片，石片右侧使用压制法修理，疤痕浅而平行，加工深度大于

二分之一，加工长度２８．３毫米，占右侧边长度５１．８％。石片左侧在石片远端打出一雕刻器小

面。长５６．５５、宽２０．２２、厚７．８１毫米，重９．３８克（图五，２；图版叁，３）。ＱＸ１５Ｔ２－１③Ａ１ｃ∶

２８，斜边雕刻器。黑色燧石厚石叶，石叶两侧加工成刮削器，疤痕浅平，呈鳞片状，远端由右侧

向左侧一击而成一雕刻器小面。长３０．７７、宽１８．２８、厚７．４６毫米，重４．０１克。ＱＸ１５Ｔ２－１②

Ｃ４ｄ∶６２，斜边雕刻器。黑色燧石厚石叶，石叶两侧有使用痕迹，远端由右侧向左侧加工出一

刃口（图五，８；图版肆，１）。

锯齿刃器　二件。ＱＸ１５Ｔ６－１①Ｅ４ａ∶３４，黑色燧石断片，右侧加工出两个缺口，形成三

个锯齿。器刃长１３．５毫米，占边长８０％。长２２．１８、宽２７．９２、厚６．８６毫米，重３．８２克。

ＱＸ１５Ｔ３－１③Ｂ３ｄ∶７０，板状燧石断块，一侧加工出五个刃口，刃长２３．９１毫米，另一侧也加工

出五个刃口，刃长３５．９２毫米。长４１．１３、宽３３．９５、厚１３．６７毫米，重１９．７９克。

齿状器　二件。ＱＸ１５Ｔ２－１②Ｅ－１ｄ∶７４，黑色燧石石叶，石叶右侧修理出一高２．１７毫

米的齿，齿两侧修理平齐，疤痕细密。长２４．２８、宽２３．８９、厚６．５４毫米，重３．１８克（图五，６）。

ＱＸ１５Ｔ２－１①Ａ４ａ∶４４，黑色燧石断片，在一较平的边缘，修理出一突出的齿，齿高２．２９毫米。

长４４．３８、宽２３．５１、厚９．０２毫米，重６．４４克。

凹缺刮器　五件。黑色燧石，毛坯四件为石片，一件为断块。四件以石片为毛坯的凹缺刮

器，在石片的一侧边修理出一凹缺的刃口，刃口两侧有的有修理痕迹，有的有使用痕迹。

ＱＸ１５Ｔ２－１①Ｃ１ｂ∶４８，黑色燧石石片，石片左右两侧均有修理痕迹，疤痕细小，也可能是使用

痕迹。左侧远端，有一凹缺刃口，缺口长３．４５、深１．５毫米。石器长２７．８９、宽１６．８８、厚６．５３

毫米，重２．９７克。ＱＸ１５Ｔ２－１③Ｅ５ｃ∶９，黑色燧石断块，在一个棱上连续修理出九个缺口，形

成锯齿刃，刃长３０．６８毫米，占边长１００％。另一棱上修出一凹缺口，缺口是一击而成，缺口内

有使用痕迹，缺口两侧也进行了修理。缺口长１１．２３、深４．８５毫米，石器长４２．２７、宽３４．５９、

厚１４．５１毫米，重３３．８５克。

（二）第２层出土石制品

第２层共出土石制品一一六六件，原料主要为黑色燧石。包括普通石核十八件，细石核三

十二件，石叶六十五件，细石叶八十五件，石片九十六件，石器八十七件，断块和断片七二九件。

１．细石核　三十二件。包括锥形石核五件、半锥形石核三件、船形石核十四件、楔形石核

六件、双台面细石核一件，残细石核三件。

半锥形石核　三件。其中一件处于剥片的初始阶段，另二件处于剥片的中期阶段。三件

标本都选取石块为原料，由石块的一侧向另一侧打出一倾斜台面，工作面呈弧形，横截面呈Ｄ

形。ＱＸ１５Ｔ２－２②Ｃ１ｂ∶６８，半锥形石核。灰黑色玛瑙断块，打击台面，背面由两个较平整片

疤组成，左、右两侧有从台面向下打片的痕迹，但石核体尚未有剥制细石叶的片疤，应处在预制

石核阶段。长３４．１７、宽２３．２、厚１４．９毫米，重１５．９６克。ＱＸ１５Ｔ２－２②Ｂ２ｂ∶３９，半锥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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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第２层出土石制品
１、６．锥形石核（ＱＸ１５Ｔ６－２②Ａ３ａ∶３、ＱＸ１５Ｔ２－２③Ｃ１ｄ∶１１１）　２．半锥形石核（ＱＸ１５Ｔ２－２②Ｂ２ｂ∶３９）　３．楔形析

器（ＱＸ１５Ｔ２－３④Ａ３ｃ∶２４）　４、１２．雕刻器（ＱＸ１５Ｔ２－３②Ｂ－３ｂ∶４７、ＱＸ１５Ｔ６－２①Ａ４ａ∶１１）　５、８．船形石核
（ＱＸ１５Ｔ３－２②Ｄ５ａ∶８７、ＱＸ１５Ｔ２－３③Ｃ－３ｂ∶３４）　７．尖状器（ＱＸ１５Ｔ６－３①Ａ１ａ∶４）　９、１０．边刮器（ＱＸ１５Ｔ６－２

①Ｂ１ｃ∶２７、ＱＸ１５Ｔ２－３①Ｃ１ｃ∶５２）　１１．圆头刮削器（ＱＸ１５Ｔ２－３①Ａ５ｂ∶４７）

　

核。黑色燧石石块，打击台面。工作面相对的一面仍保留层面，使得石核的横截面呈Ｄ形（图

六，２）。台面为向后倾斜的修理台面。长３３．６６、宽１８．４８、厚１３．３１毫米，重１５．２５克。

ＱＸ１５Ｔ２－２②Ｂ１ｃ∶６４，半锥形石核。黑色燧石石块，台面为修理台面，背面为节理面。长

２３．６１、宽１５．２、厚７．７１毫米，重４．８８克。

船形石核　十四件。依据石核底部形态不同大致可分为平底型、线底型和锥底型三类。

平底型　六件。皆为片疤台面。除一件尚处于剥片的初始阶段外，其余四件均进行了较充

分的剥片。ＱＸ１５Ｔ２－２①Ａ－３ｄ∶９４，黑色燧石，打击台面。石核底部为一较平整的片疤面，主

要工作面在核身一端，可观察到细石叶片疤四条，以该工作面为前方，左侧没有明显剥制细石叶

的痕迹，右侧有较浅的细石叶片疤三条。长８．３６、宽１２．６３、厚２６．２２毫米，重３．１２克（图版贰，

４）。ＱＸ１５Ｔ３－２②Ｄ５ａ∶８７，黑色燧石，打击台面。底部为平整节理面，在主要工作面的一端有细

石叶片疤四条，两侧的片疤较大。长１０．７３、宽１６．５４、厚３０．６６毫米，重６．５２克（图六，５）。

线底型　三件。ＱＸ１５Ｔ３－３②Ｅ１ｂ∶１０，黑色燧石。台面为节理面。核身一端的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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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细石叶片疤七条，另一端为倒三角形断面。以工作面为前方，石核右侧为节理面，左侧上

部有一由台面向下打击而成的较大片疤，下部为节理面；石核底部呈线状，由两侧节理面相交

形成。长１２．５、宽１３．７、厚２５．７８毫米，重５．８６克。ＱＸ１５Ｔ２－２①Ａ－３ｄ∶１９，白色燧石。台

面为节理面。以核身一侧为主要剥片面，可观察到细石叶片疤八个，另一宽侧有较大的片疤。

长９．０５、宽１６．６４、厚１０．３毫米，重１．９４克。

锥底型　五件。两件尚处于剥片的初级阶段，其余两件对石材的利用较为充分，体量较

小。ＱＸ１５Ｔ３－３②Ｅ１ｂ∶１１，黑色玛瑙。片疤台面。核身一周均有剥片痕迹，可观察到细石叶

片疤五枚，片疤尾端大致汇于石核底部一点处。长１１．４３、宽１０．４、厚１５．２５毫米，重１．７５克。

ＱＸ１５Ｔ２－３③Ｃ－３ｂ∶３４，黑色燧石，打击台面。全身共有十三条细石叶片疤，较为均匀地分

布在核身两侧，各片疤尾端汇于石核底部，形成尖底。长１５．０３、宽１３．９２、厚２１．９９毫米，重

４．１５克（图六，８；图版贰，３）。

楔形石核　六件。其中，宽型楔形石核的标本有二件，均不典型，以石片为毛坯，以石片的

台面或断片的横断面为台面，由石片的腹面向背面或者背面向腹面修理出楔状缘，剥去细石

叶。窄型楔状石核四件。黑色燧石。ＱＸ１５Ｔ２－２②Ｅ－３ａ∶１０４，窄型楔形石核。工作面有连

续剥制的长细石叶片疤四条。核身有一节理面，背部及底部的楔状缘均以节理面为台面修理

而成，台面经过多次修理。长２８．５５、宽９．２２、厚９．０４毫米，重５．３８克。ＱＸ１５Ｔ２－３③Ｄ－１ｄ

∶３９，窄型楔形石核。细石叶片疤五条，与工作面相对的楔状缘由片疤面和节理面组成，台面

由工作面向后修出一倾斜面。长２８．４３、宽２０．２４、厚２０．６毫米，重１０．２２克。

锥形石核　五件。其中一件为锥形石核预制品，一件为石叶石核，两件为细石叶石核，代

表了从石核预制到剥去的完整过程。ＱＸ１５Ｔ２－２③Ｃ１ｄ∶１１１，锥形石核的预制品。从核身上

仍保留一小片节理面来开，毛坯可能是一自然石块。核身上已修理出两条相对的纵脊，台面也

修理完成，但第一个剥片未成功。长４６．５２、宽２６．９２、厚２６．０８毫米，重３６．３３克（图六，６；图

版贰，６）。ＱＸ１５Ｔ６－２②Ａ３ａ∶３，石叶石核。黑色燧石，近似圆形的片疤台面。打击点深凹，

可能使用了直接打击法，疤痕也较细石叶石核宽。长３３．２６、宽１９．５９、厚２５．１９毫米，重

１７．９４克（图六，１；图版贰，５）。ＱＸ１５Ｔ２－２①Ｄ１ｄ∶８０，细石叶石核。黑灰色燧石，圆形修理

台面。核身超过六分之五皆为工作面，可观察到用压制法修理的细石叶片疤十二个。长

２７．２５、宽１７．２５、厚１７．０８毫米，重８．４３克。ＱＸ１５Ｔ２－３①Ａ５ａ∶５４，细石叶石核。黑灰色燧

石，修理台面，近似圆形。核身有超过五分之四为工作面，上有细石叶片疤十一条。长２２．５、

宽１８．９、厚１２．６毫米，重９．０８克。

双台面石核　一件（ＱＸ１５Ｔ６－３③Ｃ１ａ∶２３）。石叶石核。黑色燧石石块，两个相对的修

理台面向同一方向倾斜，并共用同一个工作面，石核上保留有节理面的面积大于６０％。从工

作面上遗留的疤痕来看，为处于剥片初期的石叶石核。

削片　三件。ＱＸ１５Ｔ２－３④Ａ－３ｂ∶４，黑色燧石。是对原石叶石核进行更新台面工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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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保留了原石叶石核的台面部分，可观察到曾剥制石叶、细石叶疤痕八个。削片长

１８．４１、宽３５．６５、厚２２．５５毫米，重１０．０６克。

２．普通石核　十八件。包括单台面石核五件，双台面石核五件，砸击石核八件。ＱＸ１５Ｔ２－

２①Ｄ５ｄ∶６８，单台面石核，板状黑色燧石，上下均为自然面，以锤击法剥片，有三个完整片疤。台

面角分别为７２．２、７９．２、７８．９度。长２６．２９、宽３３．６７、厚５２．６９毫米，重６３．２７克。ＱＸ１５Ｔ２－２①

Ｂ－３ａ∶１０２，双台面石核。白色燧石石块。上下两个平行的台面为自然面，除台面外均为片疤

面。剥片方法为锤击法，石片角分别为６５、８３度。长３１．３８、宽３９．４、厚２６．６４毫米，重４７．２３克。

３．石叶和细石叶　一五〇件。包含石叶六十五件，细石叶八十五件。原料中玛瑙十四

件，灰色燧石十件，白色燧石一件，黑色燧石一二五件。近端六十三件，完整三十九件，远端十

八件，中段三〇件。正Ｙ形背脊二十六件，倒Ｙ形背脊六件，双Ｙ形纵脊三件，多Ｙ形背脊七

件，复杂背脊二十一件，一条纵脊三十二件，二条纵脊五十四件，三条纵脊六件，四条纵脊一件。

完整石叶二十二件细石叶十七件（表六）。

　　表六 完整石叶和细石叶大小统计表 （单位：毫米、克）

数值

项目 长 宽 厚 重

细石叶 石叶 细石叶 石叶 细石叶 石叶 细石叶 石叶

最小值 １１．４３　 １３．５２　 ４．１１　 ４．９８　 １．０２　 ２．３２　 ０．０８　 ０．１５

最大值 ２２．５６　 ５２．６７　 ７．７５　 ２１．８５　 ３．４４　 １１．６７　 ０．４　 １０．５４

平均值 １７　 ２９　 ５．６　 １２．９６　 １．８２　 ４．７　 ０．１７　 ２．３

标准偏差值 ３．５　 １０．７　 １．２　 ４．３　 ０．６６　 ２．４　 ０．０９　 ２．７

　　４．石片　一百件。原料中，玛瑙十二件，脉石英三件，砂岩六件，石英砂岩三件，铁矿石一

件，黑色燧石七十二件，灰色燧石三件。Ⅱ型石片十五件，Ⅲ型石片十二件，Ⅳ型石片一件，Ⅴ

型石片二十六件，Ⅵ型石片四十六件。自然台面二十六件，打击台面七十四件（表七）。

　　表七 石片大小统计表 （单位：毫米、克）

数值 项目 长 宽 厚 重

最小值 ５．２３　 ４．３　 ０．４２　 ０．０４

最大值 ５７．５２　 ９３．３５　 ２８．９１　 ８６．９１

平均值 ２１．４５　 １８．９４　 ５．７７　 ５．０１

标准偏差值 １０．２５　 １１．５４　 ４．０３　 １２．５２

　　５．工具　八十二件。

圆头刮削器　二十四件。除三件为石英砂岩，一件为脉石英外，其余均为黑色燧石。其中

以石叶为毛坯者五件，断块七件，断片四件，石片八件（表八）。ＱＸ１５Ｔ２－３①Ａ５ｂ∶４７，黑色燧

石，毛坯为石叶，石叶远端正向加工出一凸刃，左侧略有加工，右侧没有加工。刃角５５度，疤痕
—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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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平形状，显然是压制法加工而成。长２４．４６、宽１３．８３、厚５．３３毫米，重１．９５克（图六，１１）。

ＱＸ１５Ｔ２－３①Ｃ－１ａ∶５３，黑色燧石，毛坯为石叶，远端以压制法加工出一凸刃，右侧有使用痕

迹，端刃角４７度。长２２．８４、宽１４．４２、厚３．７５毫米，重７．４２克。石片为毛坯者主要在远端加

工，有些标本侧边也有加工，个别石器近端亦加工成刃，断块与断片加工部位多选在较厚的部

位。ＱＸ１５Ｔ６－２①Ｂ３ｄ：６３，短身圆头刮削器。石英砂岩。毛坯为石片，石片背面为自然面，除

台面外，石片其他部位均加工成刃，刃口疤痕层叠，呈鳞片状。长３１．０３、宽２８．８６、厚９．９８毫

米，重１１．５８克，刃角７８度。ＱＸ１５Ｔ２－３①Ａ－１ｃ∶３０，黑色燧石。毛坯为断片，断片背面为

自然面，石片周围几乎全部加工成刃，刃角６１度，加工痕迹近平行状，可以看出是有压制法加

工而成。长１７．１６、宽１８．７５、厚７．５４毫米，重２．６６克。

　　表八 圆头刮削器大小统计表 （单位：毫米、克）

数值 项目 长 宽 厚 重

最小 １０．７２　 １２．４６　 ３．２２　 ０．５４

最大 ３８．３９　 ４３．２８　 １６．３４　 ２４．４２

平均值 ２３．５　 ２０．３４　 ７．６７　 ５．１９

标准偏差值 ７．２１　 ７．１１　 ３．３９　 ５．５５

　　边刮器　三十六件。共五十四个刃口。三十五件为黑色燧石，一件为脉石英。毛坯为石叶的

十四件，其他（石片、断块、断片）二十二件。以锤击法加工的刃口有四个，压制法加工的五十个。交

替加工的刃口三个，正向加工二十个，反向加工的二个，单向加工的十一个。刃缘形态为凹刃的六

个，凸刃的十八个，直刃的三十个。刃缘加工长度比例≤５０％的五个，６０％的二个，８０％的二个，

１００％的四十五个。刃角≤５０度的十九个，５１－７５度的二十二个，７０度以上的四个。修疤都较浅。

加工深度中等的十三个，浅的三十二个。修疤形态近平行的十七个，鳞片状的二十八个（表九）。

ＱＸ１５Ｔ６－２①Ｂ１ｃ∶２７，双直刃刮削器。黑色燧石石叶，石叶北部有一纵脊。石叶左右两侧均有明显

使用痕迹，疤痕细密，刃角４１度。长７２．８３、宽３０．８２、厚１４．３７毫米，重２９．７３克（图六，９）。ＱＸ１５Ｔ２

－３①Ｂ－３ｂ∶３２，单直刃刮削器。黑色燧石石叶，石叶背部有一纵脊。石叶右侧正向加工出一凸

刃，刃长３９毫米，刃角３６度，疤痕浅平细小，呈鳞片状，加工深度浅，使用痕迹明显。长３９．６４、宽

１２．６５、厚４．９５毫米，重２．４２克。ＱＸ１５Ｔ２－３①Ｃ１ｃ∶５２，双直刃刮削器。黑色燧石石叶，石叶背部

有一纵脊。左右两侧疤痕细密连续，应为使用痕迹，刃长均为２９毫米，刃角均为３５度。长４１．６６、宽

１０．９２、厚５．６９毫米，重２．５３克（图六，１０）。ＱＸ１５Ｔ２－３①Ｂ－２ｂ∶４９，单直刃刮削器。灰色玛瑙石

叶，石叶背部有一纵脊。刃长１８．２毫米，刃角４０度。有几个大的片疤呈鳞片状，其余的疤痕细密，

应为使用痕迹。长３６．３７、宽１４．４４、厚５．４１毫米，重２．３２克。ＱＸ１５Ｔ２－２②Ｂ４ａ∶５１，直凹双刃刮

削器。黑色燧石断块，修理出一直一凹两个刃口，直刃１１４．４１毫米，修疤浅平呈鳞片状，刃角６６度。

凹刃用锤击发修理，疤痕层叠状，刃长２６．４８毫米。刃角７６度。长３０．６１、宽１８．７１、厚９．６４毫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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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７克。ＱＸ１５Ｔ３－２②Ｅ　５ｂ∶１０９，凹刃刮削器。黑色燧石断块上以压制法修理出一刃口，刃口１７

毫米。刃角６３度。疤痕浅平连续，有使用痕迹。长２５．１７、宽１１．９、厚７．０９毫米，重１．８３克。

　　表九 边刮器大小统计表 （单位：毫米、克）

数值 项目 长 宽 厚 重

最小 １６．１７　 ７．８９　 ２．０５　 ０．２９

最大 ７４．６９　 ５９．６１　 １４．３７　 ６０．１７

平均 ３４．５１　 ２０．４１　 ７．６６　 ８．４８

标准偏差值 １５．５６　 １１．４４　 ３．２４　 １４．０３

　　楔形析器　八件。包括五件双刃，二件单刃，一件多刃。除一件为脉石英外，其余均为黑

色燧石。毛坯中一件为断片，七件为断块。ＱＸ１５Ｔ２－２①Ｃ５ｂ∶６２，双刃楔形析器。黑色燧石

断块，石器上下两端均呈刃状，一端刃缘平直，一端刃缘弯曲。沿刃缘前后两侧有剥落的崩疤。

长２５．３９、宽２６．０７、厚１４．５１毫米，重９．７６克。ＱＸ１５Ｔ２－２③Ｄ２ｄ∶１４７，双刃楔形析器，黑色

燧石断片，石器上下两端均为刃状，一端前后两侧都有崩疤，另一端近一侧有崩疤。长２９．０６、

宽１１．６６、厚５．５６毫米，重２．０１克。ＱＸ１５Ｔ２－３④Ａ３ｃ∶２４，单刃楔形析器。黑色燧石断块。

一端成刃状，一端为自然面，刃端两侧有细小崩疤，面一端无崩疤。长２０．６９、宽２０．６８、厚

８．９５毫米，重４．０１克（图六，３）。

尖状器　一件（ＱＸ１５Ｔ６－３①Ａ１ａ∶４）。红白色玛瑙石片，在石片的左侧远端修理出一鸟

喙状尖，尖部的一侧为石片远端的自然边缘，另一侧为石片左侧，用压制法修理，石片疤痕浅

平，石片右侧边也有几个修疤，修疤长度占比分别为８０％和２０％。疤痕浅平呈平行状。长

２８．７３、宽１７．３９、厚７．６８毫米，重２．２６克（图六，７；图版贰，２）。

雕刻器　五件。其中四件原料为黑色燧石，一件为灰白色玛瑙。三件为石叶，一件为断

片，一件为石片。以石叶为毛坯者，均对石叶两侧边进行了刮削器式的修理，以断片为毛坯者，

其他部位不修整。ＱＸ１５Ｔ２－３②Ｂ－３ｂ∶４７，斜边雕刻器。黑色燧石石叶，石叶背部有一纵

脊，石叶的左右两侧均有细密加工痕迹和使用痕迹，疤痕浅平、细小呈平形状。远端由右侧向

左侧打出一雕刻器小面，雕刻器刃部垂直修理后使刃部更加锋利。长３７．０１、宽１５．３７、厚

５．８７毫米，重２．９６克（图六，４）。ＱＸ１５Ｔ６－２①Ａ４ａ∶１１，双刃斜边雕刻器。黑色燧石石叶，

石叶背部有两条纵脊，石叶两侧有修疤但不连续，疤痕浅平细小平行，在石叶近端和远端分别

从左向右、从右向左打下两个雕刻器小面。长３３．６４、宽１６．０９、厚７．５３毫米，重４．０２克（图

六，１２；图版贰，１）。ＱＸ１５Ｔ３－３②Ｅ１ｂ∶１３，斜边雕刻器。黑色燧石石叶，石叶背部有一道纵

脊，石叶两侧均作了连续修理，疤痕浅平、细小、平行。石叶远端由右向左打出一雕刻器小面。

长３６．５６、宽１４．４９、厚５．４毫米，重３．３克。

凹缺刮器　五件。黑色燧石片或断片。石片边缘修出一缺口，修理仅限于缺口内，缺口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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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均不修理。ＱＸ１５Ｔ３－２②Ｄ５ｃ∶９１，燧石石片，石片右侧近端压制法修理出一缺口，疤痕浅

平、细小呈鳞片状。缺口长６．４、深２．１毫米，石器长３１．５１、宽１１．４３、厚４．９６毫米，重１．４６

克。ＱＸ１５Ｔ２－３②Ｅ－２ｃ∶８１，石片近端断片，石片左侧用压制法修理出一缺口，疤痕浅平呈

平行状。缺口长１０．１、深１．４毫米，石器长１７．３５、宽１６．３７、厚５．６９毫米，重１．４５克。

磨制品　一件（ＱＸ１５Ｔ２－３③Ｃ１ｃ∶１０７）。由粉红色石英砂岩磨制而成一圆饼状。直径

４５－５０、厚１５－１８毫米。

（三）第３层出土石制品

共四六三件。其中石核七件，石片四十一件，石器十四件，断块和断片三六四件。

１．石核　七件。单台面石核二件，双台面石核二件，砸击石核三件。ＱＸ１５Ｔ２－３④Ｃ２ｃ∶

８０，双台面石核。板状黑色燧石，石核的上下面均为节理面，作为台面的节理面大于底面，工作

面上有两个片疤，台面角为７２、７７度，另一个台面与前一个台面垂直，是打击台面，仅有一条片

疤，台面角７１度。长２１．７９、宽４３．２８、厚２９．９２毫米，重３３．３４克（图七，４）。

图七　第３层出土石制品
１．鸟喙状器（ＱＸ１５Ｔ２－３⑥Ｄ３ｂ∶３１）　２．圆头刮削器（ＱＸ１５Ｔ２－３⑥Ｄ４ｂ∶３３）　３．边刮器（ＱＸ１５Ｔ２

－３⑥Ａ１ａ∶７６）　４．石核（ＱＸ１５Ｔ２－３④Ｃ２ｃ∶８０）　５．圆头刮削器－雕刻器（ＱＸ１５Ｔ２－３

⑤Ａ－２ｂ∶１２）

　

２．石片　四十一件。

３．工具　十四件。圆头刮削器二件，边刮器七件，楔形析器二件，鸟喙状器、锯齿刃器和砍

砸器各一件。ＱＸ１５Ｔ２－３⑥Ｄ４ｂ∶３３，圆头刮削器。黑色燧石片。石片远端及两侧均加工成

刃。最大刃角５２度，疤痕浅平。长２６．４、宽１９．０４、厚６．６１毫米，重３．７１克（图七，２；图版肆，

２）。ＱＸ１５Ｔ２－３⑤Ａ－２ｂ∶１２，圆头刮削器－雕刻器。黑色燧石厚石片。在较厚的一端及两

侧加工成弧刃，疤痕浅平，近平行，是压制法修理，刃角６７度。另一端有雕刻器打法的刃口。

长２９．５、宽１８．１５、厚１０．３１毫米，重５．８５克（图七，５；图版肆，５、６）。ＱＸ１５Ｔ２－３⑥Ｄ３ｂ∶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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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喙状器。灰白色玛瑙石片，石片的左侧远端修理出一鸟喙状尖。修疤主要在尖部，两侧边的

修理长度占比分别为４０％和８０％。疤痕细密。长３３．６４、宽１６．０９、厚７．５３毫米，重４．０２克

（图七，１；图版肆，３）。ＱＸ１５Ｔ２－３⑥Ａ１ａ∶７６，边刮器。黑色燧石长石片，石片右侧加工出一

直刃，刃长４０毫米，占边长的１００％，疤痕浅平呈鳞片状，加工深度浅。长４０．２２、宽２１．７３、厚

８．０１毫米，重８．２２克（图七，３）。ＱＸ１５Ｔ２－３④Ａ３ｃ∶２４，楔形析器。黑色燧石石片，石片远

端为一楔状刃缘，近端仍保留台面。长２０．６９、宽２０．６８、厚８．９６毫米，重４．０１克。ＱＸ１５Ｔ３－

３④Ｂ４ｂ∶３９，锯齿刃器。灰白色玛瑙片状石核，一侧边缘连续修理出三个锯齿状刃口。长

４６．０７、宽３２．４９、厚１０．４６毫米，重１４．８５克（图版肆，４）。ＱＸ１５Ｔ２－３⑥Ｃ３ａ∶６１，砍砸器。砂

岩石块，沿较长的棱修理出一刃口，刃长９４．４７毫米，刃口有近二分之一两面修理，其余部分单

面修理，刃角５６．６－６７．２度。长９７．２３、宽４５．６８、厚３７．０９毫米，重２０７．８克。

（四）文化分期

从地层和石制品的丰富程度看，第２层不仅文化遗物丰富，类型齐全，而且有明确的地层

和年代，是本次发掘的核心层位。石制品主要以黑色燧石为原料，偶尔使用玛瑙、灰色和紫色

燧石等。获取石叶和细石叶是核心剥片，根据最终形态，可分为锥形石核、半锥形石核、楔形石

核、船形石核等，这些石核既反映了石器生产者面对不同毛坯使用不同的剥片方法，也反映了

处于不同剥片阶段的石核形态。

虽然仅有两件石叶石核，但石叶及用石叶加工的工具数量不少。从剥片技术看，石叶和细

石叶技术应该没有严格界限，更可能属于剥片的不同阶段，在剥取石叶时会使用直接打击法，

而细石叶技术使用压制技术。可能受制于缺乏大型石材，石叶技术并不发达，有些石器长度甚

至不及宽度的二倍，但是从背脊和台面来看，确为石叶制品。

石器类型有边刮器、圆头刮削器、楔形析器、齿状器、雕刻器、三棱尖状器和凹缺刮器，其中

边刮器、圆头刮削器和楔形析器为大宗。雕刻器数量虽少，但器形稳定，技术特征明显，也是下

川文化的标志性器物。齿状器和凹缺刮器数量少且不典型。边刮器和圆头刮削器中有部分标

本选择厚石叶为毛坯。

第１层石制品数量最多，类型也最为丰富。从文化性质看，与第２层区别不大，但是，由于

这一层已经被农业活动扰动，其年代很难界定。也许是第２层所代表的文化延续到了更晚时

期，也许仅仅是扰动了第２层而已，这需要在保存条件更好的地点进一步工作来证实。

第３层石制品数量虽少，但文化特征明显，石制品皆属于简单的石核石片。石核中包括单

台面石核、双台面石核和砸击石核，石器类型中有圆头刮削器、边刮器、楔形析器、砍砸器。３④

层中出土的几件细石叶残片，应属于上一阶段中的文化遗物。

总的来看，２０１５年在小白桦圪梁地点发掘不仅使我们找到了华北地区小石器文化和石叶

细石叶文化的分界限，也让我们对下川遗址的文化内涵有了全新的认识，下川遗址不是单纯的

细石器遗址，它至少存在简单的石核－石片和石叶细石叶两个发展阶段。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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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年前，石器原料以黑色燧石为主，打片方法是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石器类型有圆

头刮削器、边刮器、楔形析器，偶尔还出现砍砸器。在距今２７０００－２５０００年期间，虽然制作石

器的原料仍以黑色燧石为主，但打片技术以船形石核、楔形石核、锥形石核和半锥形石核为主，

偶然出现双台面石核的石叶－细石叶技术，石器类型以边刮器、圆头刮削器和雕刻器为主要类

型，尖状器、凹缺刮器、齿状器等数量很少，也不典型，上一阶段的楔形析器依然存在。

三　比较与讨论

为了解小白桦圪梁地点石叶细石叶文化的时空坐标，我们把它置于东北亚地区这一广阔

的区域进行比较。从目前的发现来看，东北亚地区最早的石叶细石叶工业出现在阿尔泰地

区〔１〕。大约从距今六万年开始，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逐渐向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转变，石叶

细石叶技术逐渐出现。到了五万至四万年时，在卡拉－博姆（Ｋａｒａ－Ｂｏｍ）类型中，石叶技术已

占主导位置，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勒瓦娄瓦技术和细石叶技术；而在乌斯特－卡拉郭勒（Ｕｓｔ

－Ｋａｒａｋｏｌ）类型中勒瓦娄瓦技术已明显式微，生产石叶的石核类型更为丰富，出现了棱柱状石

核、锥形石核、窄脸石核、楔形石核，这些石核既能生产石叶，也能生产细石叶。凹缺器、锯齿刃

器仍然占有一定位置，但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特有的端刮器、雕刻器琢背石叶和细石叶已经成为

主要石器类型。

距今２７０００－２３０００年，以阿努伊（Ａｎｕｉ－２）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段，几乎所有石

核都有平行剥片的痕迹，即石叶细石叶技术更为成熟，石叶中柱状石核和窄脸石核占主导地

位，而在细石核中窄脸石核、楔形石核、棱柱状石核更为突出。石器类型中凹缺器、锯齿刃器仍

有一定数量，各式刮削器、端刮器占主要位置，此外还有雕刻器、齿状器、凿形器等。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南部，旧石器晚期早段文化和卡拉－博姆文化相似〔２〕。旧石器晚期中

段文化以谢连姆贾（Ｓｅｌｅｍｄｊａ）文化的乌斯特－乌勒姆（Ｕｓｔ－Ｕｌｍ）遗址为代表，年代主要在距

今２５０００－２１０００年，但下部的年代可到距今２７０００－２６０００年。石核中主要是剥取细石叶窄

体楔形石核，剥取石叶的单台面单工作面石核，双台面、宽工作面石叶石核，单台面盘状石核、

窄体多台面石核以及锥形石核，石器中包括桂叶形不对称双面器、锛状器、雕刻器、各种形态端

刮器、琢背小刀、凹缺刮器等。

蒙古境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近年来主要以色楞格河流的达尔波勒第４地点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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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ｌｂｏｒ４）和达尔波勒第１５地点（Ｔｏｌｂｏｒ１５）为代表〔１〕。其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遗址可划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距今４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年，可以视为ＩＵＰ阶段（旧石器晚期初段），最主要的特征

是石叶占有很高的比重，石叶石核为次棱柱状双台面石核，仅从一个剥片面持续剥片。第二阶段为

距今３３０００－２６０００年，为ＥＵＰ阶段（旧石器晚期早段）。其主要特征是中型的单台面单工作面石核

占有较高比重，鸡冠状石叶数量锐减或消失。总的来看，石叶和以石叶制作的工具数量比上个阶段

明显减少。以压制法剥片的细石核包括楔形石核开始出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中段从２５０００年前开

始，石片技术逐渐取代了石叶技术，同时以压制法生产细石叶技术得到了极大发展。斜轴尖状器和

大型凸刃边刮器锐减。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后阶段，压制或直接打制的细石核占据主导地位，石片

制作的尖状器出现，石叶细石叶中，细石叶的比重明显增加。

朝鲜半岛在２６０００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仍以石核石片文化为主，但许多遗址中出

现了数量不等的石叶（ｎｏｎ－ｃｒｅｓｔ－ｂｌａｄｅ），虽然这些从尺寸上似乎也可归入石叶制品，但缺少

相应的石叶石核，这些石叶制品可能是由硬锤直接打制而成，有的甚至是砸击制品〔２〕。

日本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可以追溯到距今３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年，虽然在个别地区也有石叶

技术出现，但简单石核－石片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日本的细石叶技术最早出现在北海道

地区，年代为距今２６０００年，但直到距今２００００年后，细石器技术才在日本列岛流行，南部以锥

状石核为主，北部以楔状石核为主〔３〕。

以水洞沟为代表的西北地区是中国石叶技术出现最早的地区〔４〕。从目前的资料看，在距今

４２０００－３５０００年间，第１地点某个层位、第２地点第７－５文化层、第９地点和第３地点的下文化

层出土的石制品具有鲜明的勒瓦娄哇遗风和初始阶段石叶技术风格。而距今３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年

间，在第２地点第４－１文化层和第７、８地点出土的石制品隶属中国北方传统的石核－石片文

化。此后，和小白桦圪梁相当的时期，水洞沟地区没有人类活动记录，直到距今１２０００－１１０００期

间，在第１２地点的文化层和第３－５地点的上文化层，一种成熟的细石叶技术开始繁盛。

近些年来华北和东北地区距今２６０００年的石叶细石叶遗存有不少发现：西施遗址位于河

南登封西施村，地处洧水上游，属嵩山东麓的低山丘陵地带。石制品中石叶石核或石叶石核的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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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块占绝大部分。石叶石核多呈柱状或板状，以一个固定的台面连续向下剥离石叶，石核工作

面上多可看到连续的石叶片疤。工具类型包括端刮器、边刮器、雕刻器、尖状器等，且以端刮器

为主。工具多以石片、石叶或残片为毛坯，修理方式以正向加工为主。另外还发现数件柱状细

石核及一些细石叶〔１〕。

在东北长白山一带，陈全家等发现了许多以黑曜石为原料的石叶细石叶文化遗址，如延边

和龙石人沟、和龙柳洞、吉林赉丹岱镇大坎子、延边珲春等，和小白桦圪梁地点一样，这些遗址

均出土了数量不等的锥形石核、半锥形石核、楔形石核和船形石核，石器类型中有圆头刮削器、

雕刻器、边刮器、琢背小刀、钻器等。其中船形石核和楔形石核均以厚石片为毛坯，和小白桦圪

梁地点技术工艺完全一致。不同的是，小白桦圪梁地点船形石核数量较多，长白山地区锥形和

楔形石核较多，石器中小白桦圪梁地点较多的楔形析器在长白山地区很少出现。小白桦圪梁

地点细石叶数量明显多于石叶数量，而长白山地区石叶以及用石叶制作的工具更为普遍〔２〕。

吕梁山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距今２６０００年的细石叶发现，陕西的龙王 遗址〔３〕与隔河相望

的吉县柿子滩遗址〔４〕，石制品中石叶数量较少，主要为细石叶遗存，和小白桦圪梁地点的文化

性质最为相似，细石核中楔形石核、船形石核为主要类型，石器类型也以圆头刮削器、雕刻器、

边刮器为主要类型。

泥河湾盆地的油坊遗址，是一个石叶和细石叶共存的遗址，年代为距今２９０００－２６０００

年〔５〕。

综上所述，东北亚地区的石叶和细石叶技术大约在距今６００００－４５０００年间脱胎于旧石器

时代中期的勒瓦娄哇技术，最早出现在阿尔泰地区，并于距今４２０００－３５０００年扩散至西伯利

亚南部、蒙古北部和中国的水洞沟地区。到了距今２７０００－２３０００年，在阿尔泰地区、西伯利亚

南部和蒙古北部，棱柱状石叶技术继续发展，并出现了以楔形石核为代表的细石叶技术，很快

扩散到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并通过中国东北地区扩散到华北。下川遗址小白桦圪梁地点的石

叶细石叶技术的出现就是这次扩散的结果。

　　附记：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３７２１６９）资助。

执笔者　杜水生　王　晶　王益人　单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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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壹

2. 探方 QX15-T2 东壁

1. 下川遗址小白桦圪梁地点发掘位置（上为北）

山西沁水下川旧石器时代遗址

小白桦圪梁

2015 年发掘区

第 5 层

第 4 层

第 3 层

第 2 层

第 1 层



图版贰

2. 尖状器（QX15T6-3 ① A1a ∶ 4）

3. 船形石核（QX15T2-3 ③ C-3b ∶ 34） 4. 船形石核（QX15T2-2 ① A-3d ∶ 94）

1. 雕刻器（QX15T6-2 ① A4a ∶ 11）

6. 锥形石核（QX15T2-2 ③ C1d ∶ 111）5. 锥形石核（QX15T6-2 ② A3a ∶ 3）

山西沁水下川旧石器时代遗址小白桦圪梁地点出土石器



图版叁

2. 圆头刮削器（QX15T2-1 ② D1b ∶ 71）

3. 雕刻器（QX15T2-1 ③ A-1a ∶ 58） 4. 边刮器（QX15T2-1 ② D-3c ∶ 55）

1. 边刮器（QX15T2-1 ① A4b ∶ 5）

6. 圆头刮削器（QX15T6-1 ① D5d ∶ 15）5. 圆头刮削器（QX15T2-1 ③ A1d ∶ 23）

山西沁水下川旧石器时代遗址小白桦圪梁地点出土石器



图版肆

2. 圆头刮削器（QX15T2-3 ⑥ D4b ∶ 33）

3. 鸟喙状器（QX15T2-3 ⑥ D3b ∶ 31） 4. 锯齿刃器（QX15T3-3 ④ B4b ∶ 39）

1. 雕刻器（QX15T2-1 ② C4d ∶ 62）

6. 圆头刮削器 - 雕刻器侧面（QX15T2-3 ⑤ A-2b ∶ 12）5. 圆头刮削器 - 雕刻器正面（QX15T2-3 ⑤ A-2b ∶ 12）

山西沁水下川旧石器时代遗址小白桦圪梁地点出土石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