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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栾川龙泉洞遗址２０１１年发掘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栾川县文物管理所

图一　龙泉洞遗址位置示意图

　　龙 泉 洞 遗 址 位 于 栾 川 县 龙 泉 山

公园内，距 伊 河 约３公 里，地 理 坐 标

为北 纬３３°４７′２４″、东 经１１１°３６′２８″

（图一）。遗 址 由 栾 川 县 文 物 管 理 所

发现，２０１１年１月 进 行 复 查 时，初 步

确认是一 处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人 类 活

动遗址〔１〕，２０１１年２－４月，由北 京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洛阳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和 栾 川 县 文 物 管 理 所 联 合 组

队进行发 掘，在 遗 址 发 掘 过 程 中，测

定了每件 遗 物 的 三 维 坐 标 和 长 轴 倾

向、倾角，所有发掘出来的泥土，经孔

径２毫米的筛子淘洗后，获得了大量

的断块、石屑、碎骨、牙齿和啮齿类的

骨骼。虽 然 龙 泉 洞 遗 址 在 发 现 时 已

遭到严重的破坏，但还是获得了重要石制品和动物遗骨以及用火遗迹。

本文报道龙泉洞遗址２０１１年发掘获得的材料，以了解这一时期人类的行为特征及其在中

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上的意义。

一　遗址概况

龙泉洞洞口东向，距伊河高约６米。由于开山采石，洞顶坍塌，洞穴中部的８０－９０％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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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龙泉洞遗址２０１１年发掘探方分布平面图

　

被冲刷掉，只在洞穴南、西、北三面残留的洞顶

下保留部分堆 积（图 版 壹，１），分 为 Ａ－Ｄ区，

简述如下（图二）。

（一）遗址分区

Ａ区位于洞穴的西南洞口附近，发掘面积

约８平方米，是 三 个 区 中 最 大 的 一 个（图 二）。

火塘位于探方Ｔ３３１５－Ｔ３３１７、Ｔ３４１５－Ｔ３４１７

中，遗物多出 土 于 火 塘 中，火 塘 的 北 半 部 被 破

坏，南半部保留较好。在清理厚５厘米的棕红

色黏土层后，发现有烧骨和石制品。Ｂ区洞顶

破碎，没有 发 掘。Ｃ区 共８平 方 米，位 于 洞 穴

底部并和Ｄ区相接，发掘面积较小。距地表深

８０厘米处，发掘 面 积３米×４米，主 要 分 布 在

探方Ｔ３６１３、Ｔ３６１４、Ｔ３７１３、Ｔ３７１４、Ｔ３８１４中。

距地表深８０－１５０厘米处，发掘面积约３平方

米，主 要 分 布 在 探 方 Ｔ３７１５、Ｔ３８１４－Ｔ３８１６

中。距地表深１５０－２２０厘 米 处，发 掘 面 积 约１平 方 米，分 布 在 探 方 Ｔ３７１４、Ｔ３７１５、Ｔ３８１４、

Ｔ３８１５中。Ｄ区是一个凹坑，发掘面积最小，

每个水平层的发掘面积１．５米×２．５米，主要

分布在探方Ｔ３８１６、Ｔ３８１７、Ｔ３９１６、Ｔ３９１７中，

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

图三　龙泉洞遗址地层西壁剖面图

１．棕黄色粉砂黏土　２．棕红色黏土

３．淡黄色砂土夹棕红色黏土

　

（二）地层

以Ｃ区西壁剖面为例叙述如下（图三）。

第１层：棕 黄 色 粉 砂 黏 土，厚１０－６７厘

米。层理发育，土 质 结 构 疏 松。出 土 少 量 化

石和石制品。

第２层：棕 红 色 黏 土，厚２４－１２０厘 米。

部分呈灰黑色，结构紧密，含有少量角砾。出

土大量石制品和动物遗骨。

第３层：淡黄色砂土夹棕红色黏土，厚约

１１５厘米。出土少量石制品和动物遗骨。

（三）绝对年代测定

共采集到碳十四数据八个，有木 炭 六 个，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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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骨骼二个。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环境研究所和ＢＥＴＡ实验室测定，除两件标本

因含碳量较少，只能得出参考数据外，其余数据如表一。

　　表一 龙泉洞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表

编号 地层 实验室编号 原始号 材料 碳十四年代 校正后年代（９５．４％） 校正后年代（６８．２％）

１　 ２ ＢＡ１１０２３７ ＬＣＭＡ２②∶１ 木炭 ２６６２０±２１０　 ２８７６２－２９０６２　 ２８５５１－２９１９６

２　 ２ ＢＡ１１０２３８ ＬＣＭＤ２①∶１ 木炭 ２８６１０±１７０　 ３０４１５－３１０６６　 ２９９８５－３１３２１

３　 ２ ＢＡ１１１１３１ ＬＣＭＡＨ４∶Ｃ 木炭 ３６８３０±２１０　 ３９３０１－３９７１１　 ３９０６７－３９９０８

４　 ２ ＸＡ９２９９ ＬＣＭＤ２⑦∶２５ 骨头 ３０８４０±１９０　 ３２７０４－３２９００　 ３２６１７－３２９９２

５　 ２ Ｂｅｔａ３７７０６ ＬＣＭＤ２⑥∶３４ 木炭 ２７７７０±１３０　 ２９３８５－２９６５５　 ２９２６６－２９８６０

６　 ３ ＢＡ１１１１２９ ＬＣＭＣ３⑥∶１ 木炭 ３４２８０±１７０　 ３６６０６－３６９８２　 ３６４４６－３７２４１

　　注：根据ＩｎｔＣａｌ１３ｉｎ　ＯｘＣａｌ　ｖ４．２校正（Ｂｒｏｎｋ　Ｒａｍｓｅｙ　２００９；Ｒｅｉｍ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Ａ区火塘Ｂ校正后的年代为距今４００００年（样品３），火塘 Ａ年代为距今２９０００年（样品

１）。Ｃ区第３层的年代为距今３７０００年（样品６）。Ｄ区上部的年代为距今３００００年（样品２），

下部为距今３００００年和３３０００年（样品４、样品５）。洞穴堆积的主体（位于洞穴后部的Ｄ区和

Ｃ区的第２层）的年代为距今３５０００－３１０００年，而Ｃ区下部的第３层的年代可能会早。

二　遗　　迹

在Ａ区发现两个火塘。

火塘Ａ，面 积 较 小，直 径５０－６０厘 米，主 要 分 布 在 探 方 Ｔ３４１６、Ｔ３３１５、Ｔ３３１６中，探 方

Ｔ３４１５中有少部分。周围有石块围着，有的是利用凸起的基岩，有的应是其他的地方搬来的石

块。火塘内部地层分三层。

第１层：黏土层，厚５－１０厘米。棕红色土，出土烧骨、石制品，在此层中取得炭样的碳十

四测定年代为距今２９０００－２８０００年。

第２层：混合胶结层，厚１５－２０厘米。灰黑色土，由烧骨、烧石、石制品及灰组成，有的石

块烧成灰烬。

第３层：灰烬层，最厚约１厘米。黑色土，黏土和木炭夹杂在一起。

火塘Ｂ，灰 白 色 土 层，直 径８０－１００、厚２－３厘 米。主 要 分 布 在 探 方 Ｔ３３１６、Ｔ３３１７、

Ｔ３４１６、Ｔ３４１７中。此层南部由基岩包围。火塘内部可分二层。

第１层：混合胶结层，厚约１厘米。红、白、黑色斑杂，应是由风化的石块，红烧黏土、烧灰

长期积压形成的硬壳，中心部位烧成黑红色，厚２厘米；其他地方有的为黑色，有的为灰色，有

的地方有小的烧土碎块。在硬面上发现大量烧骨、烧石、兽骨等遗物，其中有一件从河滩拣的

砾石，破裂为三块，发现时三块叠拼在一起，应为烧石（图版壹，２）。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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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层：灰烬层，厚０．３－０．５厘米。黑色土，主要是木炭。部分被原地保护，没有清理到

底。灰烬层比火塘Ａ分布面积大，由地面凸起的基岩分割为几个部分，凸起的基岩形成小凹

坑，直径２０－３０厘米，内有灰烬。凸起的基岩把火塘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其间的空隙具有通

风的作用。取此层木炭测定的年代为距今４００００－３９０００年。

三　遗　　物

（一）石器

１．石制品　５１２件。其中发掘４８４件，其余为遗址采集。原料主要是脉石英，有少量的岩

浆岩及砂岩等。脉石英按质量分三个等级，来源于附近伊河河床者结构紧密，裂纹少，颜色洁

白，为一等原料。另一类脉石英采自遗址附近的岩隙中，颜色较暗，裂纹较多，按照裂纹多少分

二、三两个等级。

石制品中有锤击石核８２件，砸击石核１４件，锤击石片５８件，砸击石片２件，工具４８件，

烧石２２件，断片５８件，断块２２８件。另外，淘洗时出土的大于２厘米的碎块有１３２７件，小于２

厘米的碎块有１６８５４件，５毫米以下的碎屑因数量巨大而未统计，说明龙泉洞人确实在洞穴内

打制和修理石器。

锤击石核　８２件。石核原料中脉石英有７６件，占９２．７％。其中一类脉石英有２０件，占

２６．３％；二类脉石英有２３件，占这类石材的３０．３％；三类脉石英的石核有３３件，占这类石材

的４３．４％。岩浆岩１件，占１２％；砂岩５件，占６．１％。石核长度最小１７．６、最大９７．１、平均长

４９．１、最小宽２０、最大宽１３０．４、平均宽６４．６、最小厚１２．３、最大厚１３７．７、平均厚４７．５毫米。

在台面数量方面，单台面石核２３件，双台面３３件，多台面２件，盘状石核５件，石皮台面石核

５１件，打击台面４件，自然台面与打击台面组合石核２７件。石核的最小台面角４７度，最大台

面角１２５度，平均台面角８８度。石核上的石片疤痕最多的有十个，最少一个。片疤占石核面

积比小于等于２５％者３７件，大于２５％并小于等于５０％者３６件，大于５０％并小于等于７５％者

５件，大于７５％者４件。ＬＣＭＤ２⑦∶１７，脉石英。盘状石核，毛坯为椭圆形砾石。长８６．８、宽

５３．１、厚７１．９毫米，器身保留有九块片疤，占石核体面积的６７％，最大台面角９８度，最小台面

角７１度。剥片者沿着砾石周边进行交 互 打 击（图 四，６；图 版 贰，４）。ＬＣＭＤ２⑤∶４９，黄 色 砂

岩。多台面石核，毛坯为不规则的石块。长１１９．９、宽５７．７、厚７７．４毫米（图四，１；图版贰，７）。

石核有三个不规则的自然台面，最大台面角１０６度，最小台面角７７度，器身保留有五块片疤，

深浅不一，片疤占石核体面积比为３３％。ＬＣＭＣ３⑤∶６，脉石英。单台面石核，毛坯为砾石。

长７４．３、宽６２．３、厚６４．７毫米（图版贰，２）。石核台面为自然台面，最大台面角９４度，最小台

面角８０度，器身保留有三块片疤，深浅不一，片疤占石核体面积比为２５％。

砸击石核　１４件。岩浆岩１件，脉石英１３件。其中一类脉石英１０件，占７６．９％；二类脉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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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出土的石制品

１．锤击石核（ＬＣＭＤ２⑤∶４９）　２、３．刮削器（ＬＣＭＡ２④∶１０、ＬＣＭＡ２⑤∶采集６）　４．锥（ＬＣＭＡ２⑥∶

５９）　５．砸击石片（ＬＣＭＤ２⑧∶１４）　６．盘状石核（ＬＣＭＤ２⑦∶１７）　７．钻（ＬＣＭＣ２　▼∶２）

　

石英１件，占７％；三类脉石英２件，占１５．４％。石核最长５６．１、最短２０．１、平均长３５．７、最宽

８３、最窄３５．６、平均宽５１．６３、最厚６４．９、最薄２０．８、平均厚３２．３毫米。两端皆可见破裂痕迹。

ＬＣＭＣ３③∶１，脉石英。毛坯为石块。长６３．８、宽３９．１、厚２４．３毫米。上下端皆可见破裂痕

迹，下端由于两侧破裂致使端部较尖，腹面、背面有纵向疤痕。

锤击石片　５８件。脉石英５４件，占９３．１％。其中一类脉石英３２件，占５９．３％；二类脉

石英１２件，占２２．２％；三类脉石英１０件，占１８．５％。水晶１件，岩浆岩３件。石片最长９３．８、

最短１４．５、平均长４５．２、最宽９９．２、最窄１０、平均宽３７．７、最厚３６．７、最薄５．５、平均厚１６．１毫

米。石片主要是以小石片为主。石皮台面２０件，占３４．５％；打击台面３８件，占６５．５％。按照

台面指数小于１０毫米的为小台面、１１－２０毫米的为中台面、大于２０毫米的为大台面的标准。

遗址中可以测量台面的石片４７件，其中大台面石片１９件，占４０．４％；中 台 面 石 片１６件，占

３４％；小台面 石 片１２件，占１５．６％。台 面 的 形 态 分 点 状、线 状 和 面 状 三 种，其 中 点 状 台 面５

件，占８．６％；线状台面７件，占１２．１％；其余７９．３％均为面状台面。石片角最小５７度，最大

１２３度，平均石片角９７度。观察到使用痕迹的石片有９件，占１５．５２％。使用部位在远端或者

侧边。石片背面没有保留任何石皮面２１件，占３６．２％；背面全部为石皮面者４件，占６．９％；

少于二分之一为 石 皮 面 的 石 片１７件，占２９．３％；多 于 二 分 之 一 为 石 皮 面 的 石 片１６件，占

２７．６％。石片腹面的主要特征，石片的两侧平行或近平行２５件，长大于宽约二倍的石片有１７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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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占２９．３％。普通石片４１件，占７０．７％；疤构成的２件，占２２．２％；由两片石片疤构成单一

背脊的２件，占２２．２％；主要由节理组成单一背脊的１件，占１１．１％；由片疤和一个石皮面组

成单一背脊的４件，占４４．５％；具有两条纵向背脊的石片４件，占全部似石叶的２３．５％；其中

两条背脊呈“八”字形１件，占２５％；呈倒“八”字形３件，占７５％；石片背面多脊４件，占全部呈

石叶总数的２３．５％；其中背脊呈“Ｙ”字形２件，占５０％，倒“Ｙ”字形１件，占２５％，不规则形１

件，占２５％。虽然规律性仍不明显，但可以看出，古人类已有意识地利用纵向背脊生产长形石

片，只是在同 一 个 工 作 面 连 续 剥 去 石 片 的 能 力 有 限。ＬＣＭＤ２⑤∶２，脉 石 英。似 石 叶。长

７８．２、宽４．１、厚２９．２毫米。台面为打击台面，长２７．７、宽２５．３毫米，石片角１１０度。打击点

清楚，打击泡较凸，锥疤、放射线较清楚，同心波不清楚。背面保留有５０％石皮面，倒“Ｙ”字形

脊，三个片疤，与石片纵轴斜交。远端平滑，左右侧缘平行。

砸击石片　２件。一类和二类脉石英各１件。ＬＣＭＤ２⑧∶１４，脉石英。毛坯为砾石。长

６１．４、宽３３．３、厚１７．１毫米。上端有较明显的砸击痕迹，下端可以看到砸击时反作用力崩裂

的小疤痕（图四，５；图版贰，８）。

工具　４８件。有刮削器、尖状器、锥、钻。

刮削器　３４件。ＬＣＭＡ２④∶１０，一类脉石英。凸刃刮削器。毛坯为石片，背面保留有部

分砾石面，两侧缘均为外凸弧形，修整部位在石片右侧，从腹面向背面加工，整条侧缘均有修理

疤痕，疤痕长６．５－３８．６毫米，刃角最小角５５度，最大角９９度，平均刃角７７度。长９４．３、宽

７３．４、厚３５．８毫米（图四，２；图版贰，３）。ＬＣＭＡ２⑤∶采集６，一类脉石英。凹刃刮削器。毛

坯为断片。疤痕细密，刃长２０毫米，刃角３５度。长２５、宽１８、厚４毫米，重１．４克（图四，３；图

版贰，１）。

尖状器　２件。毛坯为石片。ＬＣＭＡ２③∶１３，一类脉石英。近菱形。两侧缘由腹面向背

面加工，疤痕连续且叠压，修理边缘长分别为２０．１和１５．１毫米，两侧刃角分别为８４和８６度，

尖刃角６５度，尾端也有修理，端刃角７６度，侧缘可见使用痕迹。长２２．８、宽２１．２、厚１０．９毫

米（图版贰，５）。ＬＣＭＣ２⑤∶１０，三类脉石英。尖部两侧由腹面向背面加工，修理边缘长分别

为１７．５和１０．３毫米，器身一侧的破裂面较厚，另一侧由腹面向背面修理，侧刃角４９度，尖刃

角４５度。长４４．５、宽２６．２、厚１４．４毫米（图版贰，１０）。

锥　２件。ＬＣＭＡ２⑥∶５９，一类脉石英。毛坯为石片，近叶形。石片远端修理为尖部，尖

部两侧错向加工，两侧修疤连续，修理边缘长分别为３１．７和１０．１毫米，两侧刃角分别为６７和

５０度，尖刃角５０度。石片近端经修理，端刃角７４度。长３４、宽２０．４、厚１１．７毫米（图四，４；图

版贰，９）。

钻　１０件（ＬＣＭＣ２　▼∶２）。一类脉石英。毛坯为石片。石片远端修理为尖部，尖部两侧

边错向加工，有一斜肩，长１９．５毫米。两侧缘修 疤 连 续，修 理 边 缘 长 分 别 为１６．７和３１．１毫

米，两侧刃角分别为６０和７１度，尖刃角４５度。石片近端经修理，端刃角７５度。长４３．３、宽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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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５、厚１３．７毫米（图四，７；图版贰，６）。

烧石　２２件。在最初的报告中有三十一件石锤和石砧，经过重新研究后，发现其中二十

二件为花岗岩和粗砂岩砾石，没有加工痕迹。有一组烧石保存在火塘中（图版叁）。火塘中有

一件花岗岩砾石被烧裂为三块（图版壹，２）。因此，确认这二十二件标本可能是在洞穴内部进

行烧烤活动的烧石。

龙泉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属于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古人类主要选取当地容易获得的

脉石英为原料，使用锤击法和砸击法进行打片。石核剥片率不高，主要为单台面、双台面和多

台面石核，盘状石核数量有限。

２．石制品在Ａ、Ｃ、Ｄ区中的分布及洞穴功能分区　在龙泉洞中发现了一处堆放垃圾的场

所，显示出龙泉洞人对洞穴内部有一定规划，不同区域石制品类型差异如表二。

　　表二 龙泉洞不同区域石制品类型分布表

分区 石核 石片 断块 断片裂片 工具 总计

Ａ　 １９　 ２０　 ７５　 ２０　 ２７　 １６１

Ｃ　 ３４　 ２６　 ９１　 ２０　 ２１　 １９２

Ｄ　 ３９　 １１　 ５３　 １０　 １８　 １３１

合计 ９２　 ５７　 ２１９　 ５０　 ６６　 ４８４

Ａ区中优质的一类脉石英较多，而Ｃ、Ｄ区中劣质的三类脉石英明显高于其他两类脉石英

（图五，１）。

Ｄ区石核和工具中的第一类工具（石锤和石砧）占有较高比例，而Ａ、Ｃ区石片、不完整石片和第

二类工具较多。Ｄ区中砸击石核、盘状石核和多台面石核比例高于Ａ、Ｃ区（图五，２、３）。

石片的大小在各区中区别不大，而大石核却明显分布在Ｄ区。Ａ、Ｃ、Ｄ区在使用功能上有

明显区别。首先，在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传统中，各式刮削器、尖状器和有使用痕迹的石片承

担日常的切割等功能。Ａ、Ｃ区因石片和第二类工具较多，可能是从事日常消费的场所，而Ｄ

区因石核和第一类工具较多更可能是堆放废弃物品的场所。其次，Ａ、Ｃ区的石核以单台面和

双台面石核为主，而Ｄ区则以砸击石核、多台面和盘状石核为主，说明Ａ、Ｃ区的石核处于剥片

的初始阶段，而Ｄ区的石核多数已经到了剥片的后期阶段。因为盘状石核和多台面石核因使

用简单锤击法已找不到可以剥片的角度而被废弃，砸击石核是当石核太小无法使用锤击法而

石料又很好时才采取的剥片方法（图五，４）。

优质脉石英较多集中在Ａ、Ｃ区，而大石核主要集中在Ｄ区，这与劣质脉石英较多有关。

因优质脉石英总是要在充分利用后才废弃，而劣质脉石英因其就在遗址附近采集，并不需要充

分剥片（图六，１）。对标本的直接观察发现，古人类对待劣质脉石英只是在最容易剥去石片的

棱角处剥去数片石片就放弃，因此，这类石核虽然属于多台面石核，但实际上石片产出率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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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龙泉洞遗址Ａ、Ｃ、Ｄ区石器分布图

１．石料分布　２．石制品分类　３．不同石核出现频率　４．不同石核与原料的关系

　

废弃时仍然体积很大，多数石核剥片疤小于四个（图六，２）。

骨骼主要分布在Ａ、Ｄ区，Ｃ区的数量较少。Ａ区的骨骼长均小于１５０毫米，而且主要集

中在１００毫米以内；大于１５０毫米的骨骼主要分布在Ｄ区。这又一次印证了洞穴存在明显的

功能分区（图六，３）。

Ａ区处于洞口，光线充足，有火塘，是主要活动场所。Ｄ区空间狭小，处于洞壁的凹坑，适

宜于作为堆放废弃物品的场所。Ｃ区虽处于洞穴底部接近洞壁，因为一部分位置较高，所以标

本较少。另一部分为较深的裂隙延伸到洞穴中部，是适合人类活动的地方，骨堆积物和Ａ区

相似。整个洞穴的功能区划可以分为活动区和垃圾区，活动区以火塘为中心，位于洞口，垃圾

区位于洞穴底部凹坑处。

（二）动物遗骨

共４６４件。有牙齿１５９枚，大于３０毫米的骨骼３０５件。骨骼主要为鹿类和水牛，有切割

痕迹的６３件，有啮齿类咬痕的共１０件。风化严重的７９件，中等程度风化的４４件。被烧过的

有１０９件，烧得很严重的３２件，有磨蚀痕迹的３件。部分动物骨骼上有啮齿类咬痕，具体情况

描述如下。

１．动物的种类和数量　由于动物的牙齿除了三块破碎的下颌骨外，均为单个牙齿，有些可

以鉴定到种属，有些只能鉴定到属或科（表三）。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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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石核、石片和骨骼分布图

１．石核　２．石片　３．骨骼

　

　　表三 龙泉洞遗址出土动物化石种属表

类别 种　　　　　属

食草类
犀牛（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ｔｉｄａｅ　ｇｅｎ　ｉｎｄｅｔ），水 牛（Ｂｕｂａｌｕｓ　ｓｐ．），赤 鹿（Ｃｅｒｖｕｓ　ｅｌａｐｈｕｓ），梅 花 鹿（Ｃｅｒｖｕｓ　ｎｉｐｐｏｎ），麂 子
（Ｍｕｎｔｉａｃｕｓ　ｓｐ．），鬣羚（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ｉｓ　Ｏｇｉｌｂｙ），貘（Ｔａｐｉｒｉｄａｅ），羊（Ｏｖｉｓ　ｓｐ．ｏｒ　Ｃａｐｒ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食肉类

犬科（狼Ｃａｎｉｓ　ｌｕｐ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貉Ｎｙｃｔｅｒｅｕｔｅｓ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以及犬科未定种），猫 科（虎Ｐａｎｔｈｅｒａ．ｔｉｇｒｉｓ、猞 猁Ｌ．
ｌｙｎｘ、豹Ａｃｉｎｏｎｙｘ　ｃｆ．ｊｕｂａｔｕｓ以及猫科未定种），狐狸（Ｖｕｌｐｅｓ　ｆｒｉｓｃｈ），鬣狗（Ｃｒｏｃｕｔａ　ｕｌｔｉｍａ），鼬科（Ｍｕｓｔｅｌｉｄａｅ
Ｓｗａｉｎｓｏｎ）

杂食类 猪（Ｓ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熊（Ｕｒｓｉｄａｅ　Ｇｒａｙ）

啮齿类
竹鼠（Ｒｈｉｚｏｍｙｉｄａｅ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ｔ　Ｇｉｄｌｅｙ），松鼠（Ｓｃｉｕｒｉｄａｅ　Ｇｒａｙ），田鼠（Ｍｉｃｒｏｔｕｓ　Ｓｃｈｒａｎｋ），豪猪（Ｈｙｓｔｒｉｘ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鼢鼠（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Ｌａｘｍａｎｎ），鼠兔（Ｏｃｈｏｔｏｎａ　Ｌｉｎｋ）以及其他未定种

食虫类 未定种

鱼类 未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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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土的动物骨骼总数有限，不能进行最小个体数分析，仅统计其可鉴定数量。其中牙

齿数量较多的有犀牛、水牛、赤鹿、梅花鹿、麂子，食草类中的鬣羚、貘和羊只有一枚牙齿。食肉

类中大型食肉类狼、貉、虎、豹等也只有一二枚牙齿，小型食肉类数量较多，但大部分是不能鉴

定种属的犬齿，根据裂齿可以确定有鼬科和狐狸。最后鬣狗有牙齿４枚。啮齿类数量多，主要

是门齿和肢骨，主要属于 田 鼠、松 鼠、鼢 鼠 和 鼠 兔，竹 鼠、豪 猪 数 量 不 多；杂 食 类 中 熊 有 牙 齿６

枚，猪有牙齿１枚。概括起来，龙泉洞的动物群可分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类，大中型食草类包括犀牛、水牛、赤鹿、梅花鹿、麂子、鬣羚、貘和羊及少量杂食性动

物猪，既有可能是人类的狩猎对象，也有可能是食肉类动物捕获的对象。其中水牛、赤鹿、梅花

鹿、麂子的数量较多，其他种类数量较少，仅发现少量的牙齿。下文中主要讨论对这四种动物

的狩猎行为。

第二类，大中型食肉类包括虎、豹、狼、貉、鬣狗等，数量很少。应不是人类狩猎对象。

第三类，小型食肉类包括鼬、狐狸、猞猁等，数量相对较多，可能是人类狩猎对象，以便获取

皮毛。

第四类，包括大型啮齿类中的竹鼠、豪猪、鼠兔等以及鱼，应与人类的消费有关，由于数量

较少，可能是人类偶尔获取的一种资源。从鱼的脊椎骨看，个体应很大。

第五类，小型啮齿类如鼢鼠、田鼠、松鼠等，数量庞大，生活在洞穴中或洞穴附近，属于自然

死亡后埋藏在洞穴中的。

２．主要动物的年龄结构　判断动物的年龄结构主要根据骨骼的愈合程度及牙齿的萌出

顺序和磨蚀程度。但是由于骨骼破碎严重，牙齿以单个牙齿为主，只能根据牙齿的磨耗程度并

参考牙齿的高度及少量较完整的骨骼来确定几种主要动物的年龄结构。

水牛的牙齿３５枚（组），其中有两组保存了上右 Ｍ１－Ｍ３，其余均为单个牙齿。包含门齿

２枚，前臼齿８枚，上臼齿１１枚（组），下臼齿８枚，乳齿６枚 。

水牛的性 成 熟 年 龄 为２．５－３．５岁，寿 命 为３０－４５岁，可 把 水 牛 分 为 三 个 年 龄 段，小 于

３．５岁者为幼年，３．５－２５岁者为成年，大于２５岁者为老年。根据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Ｊ．Ｒｅｉｔｚ和Ｅｌｉｚａ－

ｂｅｔｈ　Ｓ．Ｗｉｎｇ〔１〕对牛牙磨耗程度的研究以及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Ｓｃｈｍｉｄ〔２〕对牛牙萌出年龄的研究，

可分析３５枚（组）水牛牙齿的年龄结构。

Ｉ１的萌出年龄不到２岁，Ｉ２的萌出年龄为两岁多，Ｉ３的萌出年龄为３岁。两枚门齿中，牙齿磨

耗不明显的１枚，应为幼年个体。另一枚牙齿磨耗严重，为成年个体。Ｐ１－Ｐ３的萌出时间为２－３

岁。八枚前臼齿的磨耗程度为Ｄ－Ｋ，判断其年龄均属成年个体。臼齿的萌发年龄是 Ｍ１约半岁，

而Ｍ２约１岁，Ｍ３约２岁；其中四枚牙齿的磨耗程度小于Ｄ，其年龄应属于幼年个体。ＬＣＭＤ２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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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保存了上右Ｍ１－Ｍ３，磨耗程度为Ｄ－Ｆ，应属于青年个体，另有二枚单个牙齿的磨耗程度与其类

似。Ｌｃｍｄ２⑤∶１６，保存了Ｍ１－Ｍ３的上颌骨，磨耗程度为Ｋ，定为中年个体，另有两枚牙齿上臼齿

的磨耗程度与之相当，定为中年个体。一枚牙齿的牙冠已磨耗程度不足１厘米，应为老年个体。下

Ｍ１－Ｍ３的萌出年龄与上Ｍ１－Ｍ３一样，而单个牙齿是Ｍ１还是Ｍ２很难鉴定，其中有四枚牙齿的

牙冠约１０毫米，磨耗程度为Ｌ－Ｍ，应为老年个体，二枚磨耗程度为Ａ－Ｃ，定为幼年个体，其余二枚

为Ｅ－Ｆ，是成年中较为年轻的个体。此外还有乳齿６枚，应均属于幼年个体。水牛牙齿中３５枚

（组），有幼年牙齿１３枚，成年牙齿１７枚，老年牙齿５枚。

发现水牛的左侧肱骨６件，均保留远端和部分骨干，肱骨远端的愈合时间要早于近端，在

青年个体中近端由于没有完全愈合，不容易保存，六头水牛均属青年个体。

发现赤鹿牙齿３０枚（组），其中幼年９枚，青年１３枚，中年３枚，老年５枚。梅花鹿３５枚

（组），其中幼年８枚，青年１３枚，中年９枚，老年５枚。麂子１３枚，其中幼年５枚，青年５，老年

３枚。根据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ｐｍａｎ对赤鹿〔１〕，李青、同号文对梅花鹿〔２〕牙 齿 的 鉴 定 标 准 可 确

定这三种鹿类的年龄结构（表四）。

　　表四 龙泉洞赤鹿、梅花鹿、麂子前臼齿和臼齿模式情况统计表

磨 蚀 阶 段

牙齿

Ｐ２－Ｐ４ Ｍ１－Ｍ２ Ｍ３ ｐ２－ｐ４ ｍ１－ｍ２ ｍ３ 乳齿

赤
鹿

未磨蚀阶段 ａ１ ａ５

轻度磨蚀阶段 ｂ４ ｂ２ ａ１ ｂ２

中度磨蚀阶段 ｃ２ ｂ３ ｃ１ ｂ２

深度磨蚀阶段 ｄ１ ｄ３ ｄ１

２

梅
花
鹿

未磨蚀阶段 ｂ２ ａ２ ｂ１

轻度磨蚀阶段 ｂ２ ｂ２ ｂ２ ｂ１

中度磨蚀阶段 ｃ４ ｂ２ ｃ２ ｂ１ ｃ３

深度磨蚀阶段 ｄ４ ｄ１

６

麂
　
子

未磨蚀阶段 ｂ１ ａ１ ｂ１

轻度磨蚀阶段 ｂ１

中度磨蚀阶段 ｂ２

深度磨蚀阶段 ｄ１ ｄ１ ｄ１

４

　　注：ａ代表幼年期，ｂ代表青年期，ｃ代表中年期，ｄ代表老年期，数字代表样品数。

　　在龙泉洞遗址２０１１年发掘中，尽管可鉴定动物年龄的材料较少，但能确定龙泉洞人在狩

猎大中型动物时以青壮年和成年个体为主。根据对小型动物麂子生活习性的研究，由于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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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警觉性非常高的动物，近距离非常难以捕获，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类动物才成为人类

主要狩猎对象。或许在龙泉洞时期，捕获这类动物的青壮年个体还不那么容易。

３．骨骼的保存状况　骨骼表面特征包括切割痕、动物咬痕、骨表面风化程度、火烧程度、

破裂特征几个指标。

（１）骨骼表面风化程度和烧烤程度　根据骨骼表皮的保存程度，将骨骼的风化程度分为四

类。骨骼表皮已经完全或基本不保存为重度风化；若斑驳保存一部分为中度风化；若基本保存

但仍有少量脱落的为轻度风化；完全保存，没有脱落的为未风化。按照这个标准，未风化、轻度

风化、中度风化和重度风化所占的比例分别为１５．５％、３４．３％、１６．７％、３２％。

长骨破裂状况中，只有２６．２％的断口为螺旋状断裂，说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骨骼是在新

鲜的情况下破裂的，多数骨骼破裂时已不新鲜。

烧烤程度可分四个等级，骨骼内外壁都烧黑为严重烧过，外壁烧黑而内壁没有烧 黑 为 烧

过，外壁烧过但没有全部变黑为轻微烧过，还有一种没有被烧过。按照这个标准，未烧烤、轻度

烧烤、中度烧烤和重度烧烤的比例分别为５６．４％、５．３％、３０．２％、１０．６％。

考虑到龙泉洞的骨骼主要是在Ｄ区的垃圾坑里出土的，垃圾坑位于洞穴底部，阴暗潮湿，

遗弃的杂物也会被及时掩埋。因此骨骼遗弃后受其他影响不大，烧烤是龙泉洞遗址骨骼风化

的最重要的因素。严重风化的标本占３７．１％，中度风化的标本占４３．６％，未见被烧烤的痕迹，

可能是标本带肉烧烤。实验证明，新鲜骨骼在微波炉里烧烤半小时后，其破裂特征就和新鲜骨

骼的破裂特征不同了〔１〕。另外，肢骨中保存最好的部分是脚上的骨骼，这部分骨骼含肉较少，

不是龙泉洞人的消费对象，可能在烧烤前就被遗弃。

（２）石器切割痕与砸击痕迹　３０５件骨骼中，有切割痕迹的６５件，占２１．３％。切割痕一般

较细而浅，有时会由几条平行的切割痕组成一组。长骨的两端和中间部位都有分布。砸击痕

迹是龙泉洞人敲骨吸髓时形成的痕迹，动物化石严重破碎，典型的敲砸痕迹较少（表五）。ＬＣ－

ＭＡ２②∶１，水牛肩胛骨，有两道明显细长的切割痕。长１０２、宽４９、厚５毫米。ＬＣＭＡ２　▼〞∶２，

水牛左前掌骨近端，有石器切割痕、砍痕。长１０５、宽７２、厚１毫米。ＬＣＭＤ２⑦∶１０－２，水牛

右侧掌骨，有石器敲砸痕迹。

　　表五 具有石器切割痕迹的骨骼类型

角 肱骨 寰椎 肩胛骨 桡骨 股骨 髋骨 胫骨 肢骨 掌骨 跟骨

水牛 ８　 １　 ２　 ２　 ２　 ３　 ６　 １２　 ３　 １

赤鹿 １　 １　 １２　 ５

斑鹿 ２　 １　 ３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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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食肉动物和啮齿类咬痕　有肋骨、盆骨各１件。有啮齿类咬痕４件，占４．６％，啮齿类

的咬痕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沿长骨的一端向另一端啃咬，一种是垂直于长骨啃咬。

水牛等大型食草类的中轴骨和四肢骨上都有切割痕迹，不见食肉类咬痕，龙泉洞遗址的骨

骼应是人类狩猎活动的结果，与食肉类动物无关。那么龙泉洞中为什么会出现大型食肉类的

牙齿，或许洞穴在不同时段分别被食肉类和人类占据。ＬＣＭＤ２③∶１７，水牛掌骨左前侧，有多

处啮齿类咬痕。ＬＣＭＤ２⑥∶２１，水牛肱骨右侧，啮齿类咬痕。

４．不同部分骨骼的出现频率　表五鉴定结果，根据骨壁的厚度和弧度分为大、中、小型，

大型为水牛和犀牛、中型为赤鹿、小型为梅花鹿和麂子（表六）。

　　表六 不同部位骨骼的出现频率

部位 梅花鹿 赤鹿 水牛 部位 梅花鹿 赤鹿 水牛

鹿角 １ 掌骨 １２　 １７　 １２

头 髋骨 ３

寰椎 １ 股骨 ２

颈椎 ２　 １ 胫骨 ２　 ４　 １７

胸椎 １ 跗骨 ２

肋骨 ５ 跟骨 ２　 ３

肩胛骨 ２　 ４　 １ 距骨 １　 ９

肱骨 ２　 ６ 指骨 １　 ３

桡骨 ３ 不可鉴定肢骨 ５８　 ４６　 ５９

水牛有肋骨和椎骨。水牛和犀牛牙齿有４０个，赤鹿牙齿有３３个，包括上下的门齿、前臼

齿和臼齿。梅花鹿和麂子的牙齿有４９个。鹿类动物的中轴骨基本缺失，可能与中轴骨骨质疏

松（小型食草动物）而不易保存有关。鹿头骨残碎，仅发现一段鹿角主枝，有砍断的痕迹，鹿角

应是在野外被砍断后丢弃，剩余鹿角残存在头骨上一起带回来的。完整的骨骼主要集中在脚

上，有跗骨２件，跟骨５件，距骨９件，指骨４件，寰椎１件，颈椎１件，肩胛骨１件，胫骨１件。

（三）骨器

制作骨锥的材料为一件大型食草类（可能为水牛）的尺骨，平行的痕迹是啮齿类的咬痕。台

阶状痕迹是刮削过程中形成的，小平面是磨光痕迹（图版肆，２－６）。ＬＣＭＡ２⑤∶４６，长１８０、最宽

３５、尖部最宽４毫米，重４３．３克（图版肆，１）。根据骨锥表面痕迹，分析制作过程如下。

首先获取水牛的尺骨，尺骨细长而髓腔细小，虽然不是敲骨吸髓的理想材料，但由于骨质

坚硬有韧性，是制作骨器的理想材料。

其次砍断近端，在距近端数厘米处，由内侧向外侧砍断端部，并在断口处将内外侧劈开。

再次在距近端约８０毫米处，由内侧向外侧再砍一刀，目的是去掉内侧，留下外侧。此处是

尺骨由宽向窄收缩的地方。砍的方法不是和尺骨长轴垂直，而是斜刀，砍痕约４７毫米。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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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尺骨远端刮削加工，主要利用尺骨自然收缩变细的基础上加工，加工部位主要位于

内侧，外侧本身就很光滑、坚硬。在显微镜下观察，磨光效果明显，最尖端可能损坏。

骨锥一面保持骨表面的原始状态，并从中部开始自然收缩为锥状，另一侧有一切割痕迹，

显然是有意识把这部分从整块尺骨上切割下来的。在这个面上有明显的磨制痕迹，使骨锥越

往前面越收缩变尖。骨锥尖部有一些和骨锥轴向垂直的痕迹，可能是后期埋藏过程中形成，该

遗址中许多骨头都遭到啮齿类啃咬。

虽然龙泉洞遗址被严重破坏，所获得的动物骨骼有限，使许多定量统计研究无法展开，

但还是从中获取不少关于龙泉洞人狩猎行为的信息。龙泉洞人具有大规模狩猎能力，能够狩

猎大型食草动物水牛等，也能狩猎各种中小型鹿类。多数情况下，以成年动物为主要狩猎目

标，除此之外，大型啮齿类、鱼也偶尔会成为他们的猎物，可能有意识地获取小型食肉类如

鼬科和狐狸等，目的也许是为了获得皮毛。获取大型动物后，除了把角砍去留在原地外，可

能会把头及四肢含肉较多的部分带回驻地消费，除了获取肉食资源外，通过打碎长骨获取脂

肪也是其目的之一。从骨器的选材及加工过程来看，龙泉洞人在制作骨器时显然具有因材使

用的特点。

四　环境特征

龙泉洞人应该生活在距今４２０００－３１０００年，属于深海氧同位素第三阶段，是末次冰期中

的一个小间冰阶。气候的大背景应是温凉湿润，龙泉洞遗址附近的环境特征，我们可从伴生的

哺乳动物化石和孢粉资料两方面进一步分析。

（一）孢粉资料

在Ｄ区第２层采集孢粉样品８个，代表龙泉洞人生活的主要时期为距今３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年

的气候特征（图七）。

在遗址地层样品中鉴定出孢粉类型２２种，其中乔木花类型主要有云杉属（Ｐｉｃｅａ）、桦木属

（Ｂｅｔｕｌａ）、榆属（Ｕｌｍｕｓ）、柳属（Ｓａｌｉｘ）、柏科（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也有少量的杨属（Ｐｏｐｕｌｕｓ）；灌木

花粉出现最多的有胡颓子科（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和麻黄属（Ｅｐｈｅｄｒａ）；草本植

物花粉以毛茛科（Ｒａｎｕｃｕｌａｃｅａｅ）、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出现率最高，藜科（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蒿

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莎 草 科（Ｃｙｐｅｒｅｃｅａｅ）、菊 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豆 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ｃｅａｅ）、香 蒲 属

（Ｔｙｐｈａ）等也零星出现；此外还有一些蕨类孢子出现。

遗址孢粉组合表明，遗址花粉组合主要以毛茛科（平均含量为２０．８％）、禾本科（平均含量

为１６．９％）等 草 本 花 粉 为 主，其 含 量 平 均 为６４．３％。出 现 了 大 量 的 乔 木 花 粉，含 量 平 均 为

２６．６％，其中柳属（平均含量为７．７％）和云杉（平均含量为５．７％）为主要花粉类型。而灌木花

粉则较少，平均为３％。孢粉百分比图示显示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附近植被以稀疏森林草原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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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第２层Ｄ区孢粉图谱

　
为主。样品中花粉浓度较低，平均为１２４粒／克。此外，花粉谱以草本花粉为主，可能反映气候

冷干，遗址附近当时植被较为稀疏；从底部到上部，云杉花粉含量逐渐减少，可能与气候变暖有

关。顶部样品花粉浓度最高，可能与气候逐渐暖湿、植被变好有关。

（二）哺乳动物化石所反映的气候特征

根据前文的描述，比较龙泉洞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种类和现代栾川地区的野生动物名单。

食草类中，野生的犀牛、水牛、貘不见于现在栾川，而鹿、麂子、羚羊、青羊、獐子等均为现生野生

动物。食肉类除猫科的虎外，其余在现代的栾川均有发现。其他种类的也多为现生动物〔１〕。

而犀牛、水牛、貘、虎中的犀牛和貘可能更适宜于在干冷环境下的干草原上生活，水牛可能需要

在湿润的气候下生存，虎属于森林动物，说明遗址附近有一定规模的森林。

综合考虑深海氧同位素三个阶段的气候特征以及动物化石和孢粉的分析结果，龙泉洞人

生活的古环境和现代环境相近，在遗址周围的山上生长着森林，和现代的景观相似，而在县城

所在的盆地是疏林草原景观，四季分明，冬天一些适宜于干凉环境的犀牛、貘等食草动物会迁

徙至此，夏季南方的水牛等适合于湿润环境的动物也会在这里觅食，草原上常年会看到各种鹿

类、羊等野生动物，他们是人类赖以生活的食物资源。

五　讨　　论

龙泉洞遗址位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附近，虽然主要为中国北方动物群成员，但也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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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动物群的色彩，如竹鼠、貘等。石制品多具有中国北方石片石器的特点，骨器明显具有中

国南方地区的特点，故龙泉洞遗址可能兼具中国南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色。有鉴于此，我们

将龙泉洞遗址置于南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背景下讨论其意义。

（一）龙泉洞遗址对认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中砸击技术的意义

关于砸击技术在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地位，已故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张森水曾

经有过论述，“在中国旧石器工业中，典型的砸击产品是与以小石制品为主的北方主工业相联

系的，成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石制品之一”，“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一条文化纽带，把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的主工业从早期到晚期紧密地联系起来”。其实，“中国学者之所以对砸

击技术如此关注，更重要的原因是周口店第１地点中砸击技术特别发达，对于这个现象，有两

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周口店附近没有好的石料，因此采用砸击技术是北京人无可奈何地适应

环境的结果。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砂岩和火成岩在遗址附近就大量存在，北京人还要舍近求

远去寻找水晶等原料，说明利用砸击技术是北京人有意发展的一项特殊技术”〔１〕。但上述两

种观点都无法解释在周口店第１地点如此发达的砸击技术在随后的周口店第１５地点却很少

出现的现象。

从上文对龙泉洞遗址２０１１年的石制品分析可以看出，砸击技术和锤击技术是处理优质

原料的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由于优质原料无论在打片还是使用上均具有更好的功效，如何

充分利用它是 原 始 人 类 需 要 认 真 面 对 的 问 题，根 据 杜 水 生 对 周 口 店 附 近 脉 石 英 资 源 的 调

查〔２〕，最好的脉石英主要在距遗址５公里外的原生石英矿脉及其附近的河沟中，不仅质地

紧密，而且大块的石料较多，而遗址附近周口河一带的脉石英多为小块石料，质地 有 好 有

劣。因此，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由于北京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遗址附近，所能获得的优质

石料数量有限，因此，砸击技术从少到多并在周口店第１地点晚期达到高峰，是北京人强化

开发这种优质资源的结果。而到了周口店１５地点，由于其活动范围扩大，可获得更多的优

质资源，锤击技术就能满足需求而无需使用效率低下的砸击技术强化利用优质脉石英，因此

砸击技术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二）龙泉洞遗址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起始年代和文化分期研究

杜水生曾经建议以距今３５０００年作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起始年代〔３〕，其原

因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北方的北部出现了石叶技术，山西南部出现了细石叶技术，山顶洞遗址和

小孤山遗址中还出现了骨器和艺术品，这些都是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中未曾出现

的现象。但是，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公布，上述结论需要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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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年代学上，随着碳十四测年技术的进步，多处遗址已经突破了距今３５０００年。水洞

沟遗址第１地点最早的碳十四年代为３６２００±１４０年（未校正）〔１〕，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年代

为距今４１０００－３９０００年（未 校 正）〔２〕，山 西 下 川 遗 址 的 最 早 年 代 为３９９３０±４６０年（未 校

正）〔３〕，河南栾川龙泉洞遗址２０１４年发掘材料中最早的年代数据为３８０９０±３９０年（未校正），

这些数据校正后应为距今４５０００－４００００年；考虑到距今４００００年可能是目前碳十四年代的极

限，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起始年代至少到距今４２０００年。

但是，从龙泉洞遗址２０１１年的发掘材料看，距 今３５０００年 依 旧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时 间 节 点。

在２０１１年发掘的材料中洞穴堆积的主体为距今３５０００－３１０００年，距今３５０００年以前的材料

很少。２０１４年我们对下川遗址富益河圪梁地点的发掘结果显示，虽然这个地点的最早年代已

达３９９３０±４６０年（未校正），但是大量的火塘、铁矿石、石磨盘出现为距今３５０００年之前，水洞

沟遗址第１地点是一个以石叶和勒瓦娄哇技术为代表的遗存，也存在大于距今３５０００年的年

代数据，但由于这批材料发掘时并没有严格按照水平层进行，遗址的年代数据和文化层缺乏明

确的对应关系，因此石叶遗存大于距今３５０００年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才能确认。中原地区老

奶奶庙遗址的年代实际上达到碳十四测定年代的极限。上述研究提示我们，虽然中国北方地

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起始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４２０００年，但是否能够以距今３５０００年为界划

分出ＩＵＰ和ＥＵＰ两个阶段，是一个需要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关注的问题，限于材料，本文只是

提出问题，以引起同行关注。

（三）龙泉洞遗址所反映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认知、技术、经济以及社会组织方面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特征，标

志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发展阶段。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为石叶技术、磨制骨器、艺

术品、洞穴壁画等的出现以及远距离社会关系的形成、人口的明显增加及宗教仪式的出现等诸

多方面〔４〕。上述材料在东亚大陆尤其是东南亚和中国只有零星发现，而龙泉洞遗址至少在以

下四个方面丰富了我们的认识。

在对居住空间的管理上，龙泉洞人能够按照不同的活动内容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虽然

龙泉洞的洞穴坍塌严重，但从地面保留的痕迹，仍能看出洞穴未破坏前的基本状态。如前所

述，龙泉洞内至少存在两个功能区，即位于洞口火塘附近的生活区和位于洞穴底部的垃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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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块在火塘中加热进行烧烤活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用火的特征。龙泉洞的火塘周围

被石块或突起的岩石围绕，在凸起的基岩之间发现大量木炭，这些凸起的基岩控限制了用火的

范围。基岩之间的空隙也起到了流通空气的作用。同时发现一些从河滩拣来被加热烧烤的砾

石，这些砾石烧热之后用于加热或烧烤食物。

龙泉洞人虽然已经具备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的能力，同时大型啮齿类和鱼类也已纳入他

们的食谱，尽管可能是偶尔所为。但为什么会出现大型和小型食肉类的犬齿和裂齿，则是一个

值得注意的现象。旧石器时代晚期，大型食肉类犬齿是制作装饰品的材料，小型食肉类的毛皮

是制作衣服的理想材料。虽然现在的发现不足以获取这方面的证据，但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

引起注意。

磨制骨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重要特征，虽然在龙泉洞中仅发现一件磨制骨器，但从

取材方式和加工过程看，这件骨器具有早期正式骨器的特征。在非洲，这类骨器最早出现在旧

石器时代中期，而在欧亚大陆则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标志。

（四）龙泉洞遗址对现代人起源研究的意义

把动物遗骨作为人类制作工具的材料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早期人类选择合适的

尖状、刃状碎骨作为工具使用，一般认为这类骨器并非人类有意加工而成，被称作非正式骨器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ｂｏｎｅ　ｔｏｏｌ）或打制骨器。与此相对的是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出现的大量加

工类型多样的磨制骨器，因其选择材料、切割材料、加工过程有一定规范，因此被称为正式骨器

（ｆｏｒｍａｌ　ｂｏｎｅ　ｔｏｏｌ）或磨制骨器。近年来在非洲、欧洲和西亚旧石器时代中期或中晚期过渡的

遗址中发现了另一类骨器，外形保持敲骨吸髓过程中形成的破碎骨骼形态或某些骨骼的自然

形态，但经过一定程度的刮削、磨制，具备一定的加工程序，是人类有意识制作的，也归入正式

骨器范畴，因其制作过程主要使用刮削技术，或可称之为刮制骨器。龙泉洞遗址出土的这件骨

器即属于这种类型。

骨器最早出现在旧石器时代中 期 的 非 洲，其 中 以 南 非 的Ｂｌｏｍｂｏｓ〔１〕、Ｓｉｂｕｄｕ〔２〕洞 穴 出

土的骨器最具代表性。位于土耳其中南部靠近地中海海岸　̈ 　ｃａ　^ ｌｚｈ遗址〔３〕，是一处

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和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ＩＵＰ和ＥＵＰ）的遗址，校正后的绝对年代为

距今４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年，正式骨器在ＩＵＰ和ＥＵＰ层位均有发现。法国 Ａｒｃｙ－Ｓｕｒ－Ｃｕｒｅ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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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ｔｔｅ　ｄｕ　Ｒｅｎｎｅ遗址是一处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阶段的遗址〔１〕，遗址的第Ⅶ层为奥

瑞娜文化，属于早期现代人遗存，第Ⅷ、Ⅸ、Ⅹ层为Ｃｈａｔｅｌｐｅｒｒｏｎｉａｎ文化，属于尼安德特人遗

存，分别出土刮制骨器９件和４８件。位于澳大利亚南部的Ｔａｓｍａｎｉａ是澳大利亚出土正式骨

器最多的地区〔２〕，Ｂｏｎｅ、Ｗａｒｒｅｅｎ与Ｋｕｔｉｋｉｎａ洞穴中均出土了用于缝制衣服的骨尖状器，年

代主要为距今２９０００－１４０００年。

本文所划分的第三类骨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在选材上主要分三类，一类是骨骼

本身的形状和所要加工的器物接近，例如用尺骨、腓骨。另一类是长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

敲骨吸髓过程中形成的破碎骨骼。还有一类是选择偶蹄类的跖掌骨等骨骼用楔形析器使骨骼

破裂后选取合适的碎骨。其二，加工方法主要使用刮削的方法，其次采用砂石磨制，有的骨

器最后还要进行磨光工序，有的骨器上面还有意刻有横向沟槽。其三，在旧大陆西侧，第三

类骨器的出现与现代人的行为有密切关系，无论是非洲、西亚还是欧洲的奥瑞娜文化，骨器

都代表当地早期现代人行为的出现，但在欧洲晚期尼安德特人所创 造 的Ｃｈａｔｅｌｐｅｒｒｏｎｉａｎ

文化中，骨器的发现以及澳洲现代人骨器的发现，表明正式骨器其实可以由不同地区、不同

人群独立发明。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骨器的遗址主要有四个，分别是山顶洞遗址〔３〕、辽宁

海城小孤山遗址〔４〕、福建三明船帆洞遗址〔５〕以及洛阳栾川龙泉洞遗址，时代均属于旧石器时

代晚期。山顶洞的年 代 为 距 今２７０００年（未 校 正）〔６〕，小 孤 山 校 正 后 的 年 代 为 距 今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年〔７〕，船帆洞骨器的年代为距今３９０００年〔８〕，龙泉洞骨器为距今３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年，船

帆洞和龙泉洞的年代相对早一些。前两个遗址出土有骨器、骨针、穿孔的艺术品，骨器的形制

和制作方法和本文划分的第二类骨器相似，属于代表旧石器时代晚期具有较高制作水平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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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而船帆洞和龙泉洞遗址出土的骨器当属第三类骨器，和上文中非洲、西亚、欧洲早期现代

人、晚期尼安德特人及澳大利亚现代人制作的骨器相似。如果按照地域划分，山顶洞和小孤山

的均位于中国北方的北部，而船帆洞和龙泉洞位于中国南方和南北过渡地带。

杜水生曾认为，距今３５０００－２３０００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文化主体属于简单的石核－

石片文化，在中国北方北部出现石叶工业，山西西南部出现细石叶工业〔１〕。近１０年来，随着

考古发掘的精细化和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发展，这一认识需要进行修订。距今３００００年前，中国

南北方仍然保持简单石核－石片技术，虽然水洞沟遗址第１地点的年代已达到距今４００００年，

但这种以勒瓦娄哇技术为代表的文化可能在这里只有短暂的停留，并未对中国的主体文化产

生太多影响〔２〕。距今３００００年前，在相邻的蒙古、西伯利亚甚至韩国等东北亚地区，石叶技术

已经开始流行，并在距今２５０００年之后的中国北方，大范围地出现了石叶－细石叶文化，而中

国南方地区仍然保持简单石核－石片文化。虽然在山顶洞和小孤山遗址中，骨器伴生的石制

品依然为石核－石片文化，但这些骨器的制作可能受石叶－细石叶文化的影响而显得更加规

范，而船帆洞和龙泉洞出土的骨器年代早于距今３００００年，甚至达到距今３９０００年，推测其原

始而古朴的特征可能是由简单石核－石片技术的拥有者，即当时生存于中国南方的现代人独

立发明的。

化石证据表明，早期现代人可能在末次间冰期就已经出现在中国南方，广西崇左人字洞发

现的现代人化石〔３〕，具有明显的下颏，年代为距今约１０００００年。湖南道县发现现代人牙齿化

石４７枚〔４〕，年代至少为距今８００００年。广西柳江人的年代为距今７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年〔５〕，湖北

郧西黄龙洞的年代至少距今５００００年〔６〕。而目前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化石是

距今４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年的田园洞人〔７〕。

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现代人的出现时间明显早于中国北方北部地区。从文化上看，他们始

终以模式Ⅰ技术或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制作石器，但为距今４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年前后，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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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如正式骨器、对火 塘 的 管 理 方 式 及 用 烧 石 加 热 食 物、空 间 管 理、利 用 毒 药 进 行 大 规 模 狩

猎〔１〕、石铺地面等的出现〔２〕，标志着他们在行为上已经完全具备现代人的行为能力。他们和

中国北方北部和东北亚地区的现代人不同，具有不同的发展道路。

六　结　　语

龙泉洞遗址 是 中 国 南 北 方 过 渡 地 带 的 一 处 重 要 的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文 化 遗 址，从 距 今

４２０００年延续到距今３１０００年。龙泉洞人虽然同旧石器时代中国北方早中期人类一样，依然

使用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强化利用优质脉石英原料，先使用锤击法再使用砸击法，但是他

们在洞穴内部已能够区分出不同的功能区，对火塘的管理达到一定水平，利用烧石加工食物，

能够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偶尔也利用鱼类资源，还能制作正式骨器。龙泉洞人已具有旧石器

时代晚期人类所拥有的行为特征，显示出和中国北方北部地区人类适应行为的不同，而与中国

南方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有共同之处，为研究现代人的扩散提供了材料。

　　附记：本项研究过程中，谢菲尔德大 学Ｒｏｂｉｎ　Ｄｅｎｎｅｌｌ教 授 和 哈 佛 大 学Ｏｆｅｒ　Ｂａｒ－Ｙｏｓｅｆ教 授 提 出 了

许多宝贵意见，剑桥大学考古系已故Ａ．Ｊ．Ｌｅｇｇｅ教授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黄蕴平教授协助鉴定了

骨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齐国琴研究员和同号文研究员帮助鉴定了动物化石，中国

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电镜室为我们拍摄了骨器显 微 照 片，兰 州 大 学 黄 小 忠 教 授 分 析 了 孢 粉

资料，插图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畅红霞绘制。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金号：４１３７２１６９）的资助。

执笔者　杜水生　周　立　庞海娇　李　璇　王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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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壹

河南栾川龙泉洞遗址

1. 洞顶下部分堆积（东—西）

2. 火塘遗址的砾石（南—北）



图版贰

河南栾川龙泉洞遗址出土石器

1. 刮削器（LCMA2 ⑤∶采集 6） 3. 刮削器（LCMA2 ④∶ 10） 2. 锤击石核（LCMC3 ⑤∶ 6） 

5. 尖状器（LCMAA2 ③∶ 13）4. 盘状石核 （LCMD2 ⑦∶ 17，左侧面、正面、右侧面） 

6. 钻（LCMC2⑭∶ 2） 7. 锤击石核（LCMD2 ⑤∶ 49）

8. 砸击石片（LCMA2 ⑧∶ 14） 10. 尖状器（LCMA2 ⑤∶ 10）9. 锥（LCMA2 ⑥∶ 5）



图版叁

河南栾川龙泉洞遗址

1. 下火塘胶结层（北—南）

2. 火塘遗址中的烧石（北—南）



图版肆

河南栾川龙泉洞遗址出土骨锥及显微照片

1. 骨锥（LCMA2 ⑤∶ 46）

4. 磨光痕迹（25 倍）

2. 啮齿类咬痕（25 倍）

5. 磨光痕迹（200 倍）

3. 磨光痕迹（10 倍） 6. 磨光痕迹（480 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