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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年８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和龙市博物馆组成

的石人沟联合考古队调查发现了和龙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并于同年８月末至９月初对该遗

址进行了调查，获得大量石制品。本文对调查发现的石制品进行介绍研究。

一　自然地理概况

（一）地理位置

和龙大洞遗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崇善镇大洞村的东北部，地处长白山

系南岗山脉南端，西距长白山天池约７５公里，于红旗河汇入图们江河口地带，沿图们江左岸和

红旗河右岸的狭长地带分布。遗址南距亚洞屯约５００、东距崇善镇约３５００、西 北 距 元 峰 村 约

４０００米。遗址东西长约２０００、南北宽约５００米，面积巨大，超过１００万平方米。地理坐标为北

纬４２°０５′３７．９″、东经１２８°５７′３０．２″。和龙大洞遗址西北距和龙石人沟约１６〔１〕、东北距柳洞遗

—１—

〔１〕 陈全家、王春雪、方启、赵海龙：《延边地区和龙石人沟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第２５卷第２期，２００６年。



图一　大洞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址约２８公里〔１〕，在１００公里内有和龙青头〔２〕、

西沟〔３〕、图们下白龙〔４〕以及安图沙金沟〔５〕、朝

鲜咸镜北道的潼关镇遗址〔６〕（图一）。

（二）地貌概况

吉林省东部长白山脉属新华夏系隆起地带，

东北－西南向。大洞遗址位于由玄武岩 台 地 构

成的三级阶地上，高出图们江 河 面 约５０米。遗

址四周环 山，图 们 江 在 遗 址 的 南 侧 由 西 向 东 流

过。遗址所处的玄武岩台地现已被开垦为农田，

台地西部存在小面积的沼泽，遗址北面和西面被

低山环绕，覆有红松、刺五加等丰富的植物资源。

该区域自然环境优美，资源丰富，是人类 非 常 理

想的居住和生活场所。

二　文化遗物

石制品是本次调查唯一的文化遗物，共５６８１件。本文结合大洞遗址石制品的特点，将其

分为石核、石片、细石叶、石叶、工具和断块六类。其中石片数量最多，工具次之。工具包括二

类、三类工具，以刮削器为主。石制品原料以黑曜岩为主，偶见燧石、玄武岩、角 岩、火 山 碎 屑

岩、流纹岩和角砾岩。

（一）石核

５３件。黑曜岩。根据大洞遗址石核的剥片技术特征，分为锤击石核、砸击石核和细石核。

１．锤击石核　２０件。根据台面数量，分为单台面、多台面。

（１）单台面　８件。０７ＤＤ．Ｃ１３６２，块状毛坯。长５．３、宽２．８９、厚２．３３厘米，重２８．８克。

打制台面，长２．０１、宽２．３１厘米，台面角８６度。一个剥片面，四个明显窄长剥片疤，呈羽状。

最大剥片疤长４．７、宽０．８厘米。半锥体阴痕深凹，放射线清晰。根据片疤延伸程度的三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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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石核

１．单台面锤击石核（０７ＤＤ．Ｃ１３６２）　２．砸击石核（０７ＤＤ．Ｃ３５３７）　３．Ⅲ型楔形细石核（０７ＤＤ．Ｃ１９１）　４．Ⅱ型楔

形细石核（０７ＤＤ．Ｃ８９９）　５．Ⅳ型楔形细石核（０７ＤＤ．Ｃ１１７５）　６．船底形细石核（０７ＤＤ．Ｃ１１１）　７．Ⅰ型楔形细石

核（０７ＤＤ．Ｃ１５２９）

　

级〔１〕，延伸程度为长，剥片有一定厚度，推测剥片可用作二类工具或为三类工具的毛坯（图二，

１；图版壹，１）。０７ＤＤ．Ｃ１８０６，长５．２１、宽５．３３、厚２．２４厘米，重６３．２７克（图版壹，２）。

（２）多台面　１２件。０７ＤＤ．Ｃ５２５，块状毛坯，不规则形。长３．９、宽３．６９、厚２．５３厘米，重

２８．３７克。三个打制台面，台面角７５－９８度。剥片较随意，经复向剥片产生三个剥片面。

２．砸击石核　９件。０７ＤＤ．Ｃ３５３７，长条形块状毛坯。长３．６５、宽２．２７、厚１．５９厘米，重

１０．３５克。核身一面平坦，一面微鼓。两极较锐，均有反复砸击的崩裂疤痕（图二，２；图版壹，

３）。

３．石核　２４件。有细石核、细石核断块和细石核毛坯。

（１）细石核　１３件。有船底形、楔形。

船底形　３件。０７ＤＤ．Ｃ９３５，以 石 叶 为 毛 坯。长２．２４、宽４．１２、厚１．３２厘 米，重１４．２６

克。台面宽平，从台面前缘向后纵向一次打击而成。长０．８３、宽３．３６厘米。底缘经两面修理

形成 钝 棱，修 疤 细 小，呈 鱼 鳞 状。剥 片 面 宽 阔，有 五 个 细 小 的 剥 片 疤 （图 版 壹，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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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ＤＤ．Ｃ１１１，毛坯为石片。长１．５８、宽２．９１、厚１．２５厘米，重３．３３克。以石片劈裂面为有效

台面。核体两侧面从台面向底缘方向修制，这与楔形细石核的核身由楔状缘向台面和剥片面

方向修理恰恰相反。石核底部为一小平面（图二，６；图版壹，６）。０７ＤＤ．Ｃ９４８，台面纵修，底缘

两面修理（图版壹，７）。大洞遗址发现的船底形细石核均已投入使用，进入剥片阶段。

楔形　１０件。根据打制技法特征，可分四型。

Ⅰ型：１件（０７ＤＤ．Ｃ１５２９）。核身截面呈“Ｄ”形。长２．２８、宽３．１７、厚１．４１厘 米，重９．３４

克。由台面前缘往后纵击制作台面时，削片折断。长１．４８、宽２．３厘米。底部楔状缘，由缘部

向台面和剥片面方向进行两面修理而成。核身两侧面均经压制修理，既减薄又固定形状。剥

片面位于台面最大径的一端呈棱锥面，有六条明显的条状阴痕，可见大洞遗址的古人类剥片技

术的娴熟高超（图二，７；图版壹，４）。该型细石核台面由前缘往后纵向打击形成，是一个平坦且

宽的平面。打制技法与河套技法（日本称作涌别技法〔１〕）高度相似。

Ⅱ型：６件。０７ＤＤ．Ｃ８９９，石片毛 坯。长２．２９、宽４．２６、厚１．３５厘 米，重１０．９５克。修 整

右侧面使之成为倾斜面，左侧面平坦。台面经多次单向横修形成倾斜平面，仅在台面前缘进行

简单的纵向修理得到有效台面，从台面前缘上端纵向剥片。细石叶疤的两侧不平行，呈轻微扭

曲状（图二，４；图版壹，５）。该型细石核经台面内、外侧缘对向或一侧向另一侧单向修理形成倾

斜且平坦的台面，当台面不适合剥片时，在台面前缘纵向修理获得有效台面。核体断面呈“Ｖ”

形，个别呈“Ｄ”形。打制技法与虎头梁技法〔２〕高度相似。

Ⅲ型：１件（０７ＤＤ．Ｃ１９１）。窄长，由台面前缘向后一次纵击形成倾斜的刃状台面，工作面

呈长方形，侧边平行，底部为折断面（图二，３；图版壹，９）。该型细石核台面与Ⅰ型楔形细石核

台面均为纵向打击形成，该型细石核台面向后缘倾斜，呈刃状，而Ⅰ型楔形细石核台面是一个

平坦且宽的平面。该型细石核的打制技法与日本的兰越技法相似〔３〕。

Ⅳ型：２件。０７ＤＤ．Ｃ１１７５，毛坯为 两 面 器。长４．６８、宽３．４７、厚１．２８厘 米，重２１．５１克。

剥片面上有 四 条 并 排 的 条 状 阴 痕，核 体 修 疤 浅 平，应 为 压 制 修 理（图 二，５；图 版 贰，３）。

０７ＤＤ．Ｃ１４０２，打制技法与其类似（图版贰，１）。

（２）细石核断块　３件。有细石核工作面的局部，细石叶疤在三条以上，体积很小，重量分

别是０．９７、０．８９、１．５７克。０７ＤＤ．Ｃ１０７０，局部有细石叶剥片疤（图版贰，２）。

（３）细石核毛坯　８件。６件块状毛坯，２件片状毛坯。长２．０６－６．７、宽１．８８－５．６５、厚

０．７３－２．４３厘米，重２．９－８１．３５克。

（二）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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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５７件。根据完整程度，分为完整石片、断片和碎片。石料以黑曜岩为主（９９．６％）。

１．完整石片　５８６件。依照Ｔｏｔｈ等学者研究非洲早期人类石制品工业时使用的分类方

案，完整石片可分六型〔１〕。大洞遗址未见Ⅰ型。

Ⅱ型：２８件。０７ＤＤ．Ｃ１５２３，长４．４７、宽５．３４、厚２．０２厘 米，重３０．１７克。自 然 台 面，长

２．２５、宽０．７８厘米，石片角９４度。劈裂面半锥体凸，打击点集中，放射线、同心波清晰。

Ⅲ型：４３件。０７ＤＤ．Ｃ１９０５，长４．４５、宽５．３、厚１．３４厘 米，重２３．０７克。自 然 台 面，长

５．１９、宽１．５厘米，石片角１０４度。劈裂面半锥体微凸，打击点散漫，放射线、同心波均不明显。

Ⅳ型：１４件。０７ＤＤ．Ｃ４１２２，长２．２３、宽２．３１、厚０．７３厘 米，重３．５７克。打 制 台 面，长

１．４３、宽０．６４厘米，石片角１１１度。劈裂面平坦，打击点散漫，放射线不明显，同心波可见。

Ⅴ型：５７件。０７ＤＤ．Ｃ４０５４，长２．４８、宽１．８７、厚０．７１厘米，重２．４８克。点状台面。劈裂

面凸，打击点集中，放射线清晰，同心波明显。两侧边完好。

Ⅵ型：４４４件。０７ＤＤ．Ｃ１５３６，长３．０１、宽３．３３、厚０．８６厘 米，重４．３６克。打 制 台 面。背

面鼓起，劈裂面微凸，打击点集中，半锥体凸，放射线清晰，同心波隐约可见（图三，３）。

２．断片　２５２２件。根据石片的断裂方式和保留部位的近端特征 及 边 缘 情 况，可 分 为 近

端、中间、远端、左边和右边五类〔２〕。

近端　４５８件。０７ＤＤ．Ｃ４３１７，长１．８６、宽１．３４、厚０．７６厘米，重１．３６克。点状台面。劈

裂面半锥体微凸，打击点集中，放射线清晰，同心波明显。背面有四片明显的石片疤，一条笔直

的纵脊，同向剥片（图三，５）。

中间　６０８件。０７ＤＤ．Ｃ６７０，长２．２８、宽２．２２、厚０．４２厘米，重２．０５克。劈裂面平坦，同

心波明显。背面全疤，有一条纵脊，同向剥片。边缘完好，无疤（图三，８）。

远端　４８４件。０７ＤＤ．Ｃ４３８１，长１．４４、宽１．５３、厚０．４８厘米，重１．７克。劈裂面平坦，同

心波明显。背面全疤，同向剥片（图三，２）。

左边　５２７件。０７ＤＤ．Ｃ３３９，长４．６７、宽３．０４、厚１．２３厘米，重５．１克。有疤台面。劈裂

面半锥体凸，打击点集中，放射线明显，同心波清晰。背面全疤，转向剥片（图三，１）。

右边　４４５件。０７ＤＤ．Ｃ１３１，长３．１、宽１．９５、厚０．５９厘 米，重４．６克。打 制 台 面。劈 裂

面半锥体凸，放射线清晰，同心波隐约可见。背面全疤，同向剥片。

３．碎片　４４９件。即为近端和远端均缺失，同时边缘部分缺失或完全消失，但仍可观测到

劈裂面和背面特征的小片屑。平均长２．３、宽１．４、厚０．０４厘米，重１．３９克。

（三）石叶　

１５６件。黑曜岩。根据完整程度，分为完整、近端、中间和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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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石器

１．左边断片石 片（０７ＤＤ．Ｃ３３９）　２．远 端 断 片 石 片（０７ＤＤ．Ｃ４３８１）　３．Ⅵ型 完 整 石 片（０７ＤＤ．

Ｃ１５３６）　４．完整石叶（０７ＤＤ．Ｃ３７０１）　５．近端断片石片（０７ＤＤ．Ｃ４３１７）　６．中间细石叶（０７ＤＤ．

Ｃ３５９１）　７．近端细石叶（０７ＤＤ．Ｃ３３９５）　８．中间断片石片（０７ＤＤ．Ｃ６７０）

　

１．完整　６件。０７ＤＤ．Ｃ３７０１，长５．４３、宽２．６２、厚１．１８厘米，重８．２１克。点状台面，劈

裂面微弧，打击点集中，同心波清晰可见。背面全疤。远端内卷（图三，４）。

２．近端　５９件。长１．０３－５．３５、宽１．５９－３．６４、厚０．１５－１．２１厘米，重０．１－１８．４９克。

３．中间　７３件。长０．８３－６．３、宽１．０２－３．２８、厚０．２－１．５厘 米，重０．２６－１８．６９克。

０７ＤＤ．Ｃ１３０，残（图版贰，６）。

４．远端　１８件。长１．８１－５．５、宽１．０３－３．０２、厚０．２３－１．１５厘米，重０．４６－１０．１５克。

（四）细石叶

９１件。黑曜岩。根据完整程度，分为近端、中间和远端。

１．近端　２４件。０７ＤＤ．Ｃ３３９５，长１．５２、宽０．８、厚０．２１厘米，重０．４５克。线状台面。劈

裂面微凸，同心波明显。背面全疤，两条纵脊，同向剥片。两侧边笔直平行（图三，７）。

２．中间　６２件。０７ＤＤ．Ｃ３５９１，长１．６７、宽０．７８、厚０．１９厘米，重０．４９克。劈裂面平坦，

放射线清晰。背面全疤，有一条笔直的纵脊，同向剥片。侧缘完好、平行（图三，６）。

３．远端　５件。０７ＤＤ．Ｃ２８９３，长１．０７、宽０．３４、厚０．３１厘米，重０．１２克。背面全疤，一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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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纵脊，同向剥片。

（五）断块

７８６件。是石制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断裂的石块，多按自然节理破裂，形状多不规则，个体

差异较大。部分断块上保留有人工打击痕迹，但无法将其归于某种特定的石制品类型之中。

平均长２．４、宽１．６、厚０．９厘米，重３．８克。原料除玄武岩占０．３％，其余均为黑曜岩。

（六）工具

１０３８件。本文按照陈全家的工具分类方案〔１〕，将大洞遗址的工具分为二类、三类工具，

一类工具在大洞遗址中未发现。原料以黑曜岩为主（９９．４％）。

１．二类工具　４８３件。黑曜岩。分为刮削器和尖状器两类。

图四　石工具

１．直凹刃刮削器（０７ＤＤ．Ｃ４３１６）　２．直凸刃刮削器（０７ＤＤ．Ｃ３５９９）　３、７．尖状器（０７ＤＤ．Ｃ１２３７、

０７ＤＤ．Ｃ３７０９）　４．单凹刃刮削器（０７ＤＤ．Ｃ５８）　５．单 凸 刃 刮 削 器（０７ＤＤ．Ｃ１５）　６．凹 凸 刃 刮 削

器（０７ＤＤ．Ｃ２２７５）　８．双凹刃刮削器（０７ＤＤ．Ｃ２５５９）　９．单直刃刮削器（０７ＤＤ．Ｃ９１６）　１０、１１．
双直刃刮削器（０７ＤＤ．Ｃ５７８、０７ＤＤ．Ｃ２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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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刮削器　４７１件。根据刃缘数量，分为单刃和双刃。

①单刃　３１０件。根据刃缘形态，分为直刃、凸刃和凹刃。

直刃　１９４件。０７ＤＤ．Ｃ９１６，毛 坯 为 细 石 叶 中 段。长３．２１、宽０．７、厚０．６２厘 米，重２．６

克。直接使用薄锐锋利的右缘作直刃，刃长３．１厘米，刃角２８度。刃缘两侧均分布一层细小

的疤痕，刃缘劈裂面一侧的疤痕细密连续，背面一侧的疤痕零星分布，疤痕光泽与石片主体一

致，较小，呈鱼鳞状，为使用疤（图四，９）。０７ＤＤ．Ｃ４９０７，毛坯为石叶中段（图版贰，７）。

凸刃　７９件。０７ＤＤ．Ｃ１５，毛坯为远端断片，整体近似三角形。长２．１、宽１．４２、厚０．５厘

米，重０．９４克。石片左缘锋利，无需加工，直接作刃使用。经光学显微镜观察发现，此标本应

为背面接触加工物体〔１〕，致使在刃缘背面一侧留有一层细小疤痕，呈折断式和鱼鳞状。刃长

２．０７厘米，刃角２８度（图四，５；图版贰，５）。０７ＤＤ．Ｃ１１５７，右侧经使用形成凸刃（图版贰，９）。

凹刃　３７件。０７ＤＤ．Ｃ５８，毛坯为近端断片。长２．６１、宽２．３７、厚０．６厘米，重２．２８克。

直接使用石片右缘作刃，凹刃两侧靠近刃缘处均留有细密的鱼鳞状使用疤，推测为刮或切割中

软性物体所致。刃长２厘米，刃角４３度（图四，４；图版贰，８）。

②双刃　１６１件。根据刃缘形态，分为双直刃、直凹刃、直凸刃、凹凸刃和双凹刃。

双直刃　８１件。０７ＤＤ．Ｃ５７８，毛 坯 为 石 叶 远 端。长２．７２、宽１．９８、厚０．４４厘 米，重２．８

克。石叶两侧缘平行，刃缘两侧均留有细密、连续的使用疤，呈鱼鳞状。左刃长２．３８厘米，刃

角２８度。右刃长２．２厘米，刃角３５度。两刃均较锋利，仍可继续使用（图四，１０；图版贰，４）。

０７ＤＤ．Ｃ２７９６，毛坯为石叶中段（图四，１１）。

直凹刃　１９件。０７ＤＤ．Ｃ３５２３，毛坯为石叶中段。长２．３９、宽１．３２、厚０．３４厘米，重１．８９

克。左缘 直 刃 长１．９１厘 米，刃 角３９度。右 缘 凹 刃 长２．０３厘 米，刃 角３２度（图 版 叁，２）。

０７ＤＤ．Ｃ４３１６，毛坯为中间断片（图四，１）。

直凸刃　３８件。０７ＤＤ．Ｃ３５９９，毛坯为石叶中段。长２．４３、宽１．８１、厚０．３７厘米，重１．９

克。左缘直刃和右缘凸刃两侧均留有细小的使用疤，呈鱼鳞状（图四，２）。

凹凸刃　１６件。０７ＤＤ．Ｃ２２７５，毛 坯 为 中 间 断 片。长１．７、宽１．７９、厚０．３８厘 米，重１．１

克。石片两侧缘均较锋利，左缘为凹刃，右缘用作凸刃（图四，６）。

双凹刃　７件。０７ＤＤ．Ｃ２５５９，毛 坯 为 石 叶 中 段。长２．５９、宽１．３、厚０．３４厘 米，重１．７８

克。石叶侧缘锋利。刃缘两侧均留有一层鱼鳞状细小疤痕（图四，８；图版叁，４）。

（２）尖状器　１２件。０７ＤＤ．Ｃ１２３７，毛 坯 为 远 端 断 片。长１．８８、宽２．２、厚０．７６厘 米，重

１．４８克。石片两侧缘Ａ和Ｂ相交于一点，两直边夹一角构成尖刃，尖刃保存完整，尖部留有

三片细小的使用疤。构成尖刃的两直边在靠近尖刃处也分布有细小的使用疤，呈鱼鳞状，仅一

层。尖刃３５度，仍可继续使用（图四，３；图版叁，５）。０７ＤＤ．Ｃ３７０９，毛坯远端断片（图四，７；图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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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石工具

１．单直刃刮削器（０７ＤＤ．Ｃ１０８７）　２、３．双直刃刮削器（０７ＤＤ．Ｃ８６４、０７ＤＤ．Ｃ１２２１）　４．凹凸刃刮削器（０７ＤＤ．Ｃ１１６８）

５．凹缺器（０７ＤＤ．Ｃ５３９）　６、８、９、１１．端刃刮削器（０７ＤＤ．Ｃ１０８１、０７ＤＤ．Ｃ１１０５、０７ＤＤ．Ｃ２７０７、０７ＤＤ．Ｃ１７６３）　７．单凹

刃刮削器（０７ＤＤ．Ｃ２３０４）　１０．单凸刃刮削器（０７ＤＤ．Ｃ５２７）

　

版叁，３）。

２．三类工具　５５５件。以刮削器为主，还包括凹缺器、雕刻器、尖状器、琢背刀、钻器、石镞

和残器。

（１）刮削器　３２７件。分为单刃和双刃。

①单刃　２３７件。分为直刃、凸刃、凹刃和端刃。

直刃　７９件。０７ＤＤ．Ｃ１０８７，黑曜岩。毛坯为近端断片。长３．３６、宽３．７、厚１．３８厘 米，

重５．４克。Ａ处反向修理，打掉台面。Ｂ处正向修理，钝化Ａ、Ｂ处为修理把手。石片远端上

段Ｃ处边缘经直接使用在刃缘两侧面均留有微小的鱼鳞状疤，只对远端下段Ｄ处边缘进行正

向修理，锐化边缘，使之与直接使用的Ｃ处边缘相接，形成直刃。刃长２．８４厘米，刃角３８度。

Ａ处修疤较大，两层叠压分布，既有鱼鳞状亦有阶梯 状，为 硬 锤 修 理。Ｂ处 修 疤 细 密 连 续，浅

平，应为压制修理。Ｄ处边缘修疤深凹，呈阶梯状，亦为硬锤修理（图五，１）。修刃与修理把手

有机结合充分体现了工具制造者的预制思想，且刃缘的修理只对远端比较钝厚的下段边缘进

行修整，使之与直接使用的上段边缘相连接形成直刃，可见其设计思想灵活。

凸刃　５５件。黑曜岩。０７ＤＤ．Ｃ５２７，毛坯为完整石片。长４．２９、宽３．０９、厚１．４６厘 米，

重１０．２９克。Ａ处为石片台面，圆钝、大小适中，可直接抓握用作把手。只对石片远端上段Ｂ

处边缘进行正向修理，锐化边缘，使之与远端下段Ｃ处锋利的边缘相接，形成凸刃。刃长４．２８

厘米，刃角３７度。Ｂ处刃缘修疤浅平，为压制修理（图五，１０）。０７ＤＤ．Ｃ１４９６，石叶毛坯（图版

叁，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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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刃　７１件。０７ＤＤ．Ｃ２３０４，黑曜岩。片状毛坯。长４．２５、宽１．７、厚０．６８厘米，重６．２９克。

Ａ处经有意截断，打掉石片台面，断面齐整。Ｂ处先截断石片远端，再进行正向修理，修疤多呈阶

梯状，大小不一。Ａ、Ｂ两处人为截断，既控制石片刃缘走向，又规整器形，均为修形。Ｃ处有一断

面，齐整、圆钝，抓握舒适，无需修理，直接用作把手。凹刃位于Ｃ处相对一侧，经正向修理在刃缘

背面一侧留有两层连续的鱼鳞状修疤，加工长度指数〔１〕接近１，说明石器制造者在总体上对该

有效边缘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加工。刃长３．５３厘米，刃角３７度（图五，７；图版叁，７）。

端刃　３２件，其中完整者１９件。０７ＤＤ．Ｃ１１０５，流纹岩。长７．８、宽３．６２、厚１．６厘米，重

８０．８５克。一面平坦，一面凸，通体修理，修疤浅平。端刃呈弧形，刃角５１度（图五，８；图版叁，

１）。０７ＤＤ．Ｃ２７０７，黑曜岩。石叶毛坯。长４．３２、宽２．２４、厚０．９厘米，重４．４６克。先打掉石

叶台面，再进行正向修理，便于把握，为修理把手。石叶两侧缘亦经修理而收敛，规整器形。远

端经正向修理制成端刃，刃缘宽、呈弧形。修疤大小不一，端刃近刃缘处多阶梯状折断细疤，为

锤击 修 理 （图 五，９；图 版 肆，４）。０７ＤＤ．Ｃ１５５３（图 版 肆，２）、０７ＤＤ．Ｃ０７（图 版 肆，３）、

０７ＤＤ．Ｃ１０８１两 侧 经 修 理 （图 五，６；图 版 肆，５）。０７ＤＤ．Ｃ１７６３（图 五，１１；图 版 肆，６）、

０７ＤＤ．Ｃ２２０２（图版肆，７）、０７ＤＤ．Ｃ１４１５（图版肆，８）也比较典型。

②双刃　８６件。黑曜岩。分为双直刃、直凹刃和凹凸刃。

双直刃　３９件。０７ＤＤ．Ｃ８６４，以石叶中段为毛坯，近长方形。长３．４１、宽２．２、厚０．６１厘

米，重４．６９克。石叶左缘经正向修理形成直刃，修理细腻，疤痕浅平，为压制修理。刃长３．２１

厘米，刃角４４度。石叶右缘薄锐，未经修理直接作直刃使用，在刃缘背面一侧留有一层细小连

续的鱼鳞状使用疤。刃长２．８１厘米，刃角３１度。两刃均较锋利，可以继续使用（图五，２；图版

肆，９）。０７ＤＤ．Ｃ１２２１，长２．６３、宽１．８、厚０．７８厘米，重２．４克（图五，３）。选择一条薄锐笔直

的边缘，不经修理直接使用，且使用刃与修理刃有机结合，充分反映了大洞遗址的工具制造者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

直凹刃　３２件。０７ＤＤ．Ｃ１８８３，毛 坯 为 中 间 断 片。长２．６２、宽１．８９、厚０．７厘 米，重２．３

克。有意截掉石片台面和远端，石片右缘经压制修理形成凹刃，修疤浅平、连续。左缘笔直、薄

锐，未经修理直接用作直刃。直刃 长１．０７厘 米，刃 角２９度。凹 刃 长２．６９厘 米，刃 角３１度。

两刃仍较锋利，可继续使用。

凹凸刃　１５件。０７ＤＤ．Ｃ１１６８，以中间断片为毛坯。长４．３、宽２．８、厚０．８３厘米，重３．１

克。石片台面和远端经人为截断，断面齐整。凸刃只修理边缘上部Ａ处，使之与下部锋利的

边缘相接组成凸刃。凹刃整体修理，加工长度指数接近１，该有效边缘几乎被全部加工成刃，

横向修理彻底，加工细致。两刃形成错向修理，修疤浅平，为压制修理。凸刃长３．６４厘米，刃

角２９度。凹刃长３．３４厘米，刃角３２度（图五，４；图版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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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石工具

１．镞（０７ＤＤ．Ｃ１７８３）　２．琢背刀（０７ＤＤ．Ｃ１２９４）　３．钻器（０７ＤＤ．Ｃ２４０）

４、６．尖状器（０７ＤＤ．Ｃ１６９５、０７ＤＤ．Ｃ６９２）　５．凹缺器（０７ＤＤ．Ｃ２７７１）　７．
角雕刻器（０７ＤＤ．Ｃ１３１８）　８、１０．完整修边斜刃雕刻器（０７ＤＤ．Ｃ１６３６、

０７ＤＤ．Ｃ１１６０）　９．残断修边斜刃雕刻器（０７ＤＤ．Ｃ８５４）

③复刃　４件。０７ＤＤ．Ｃ３２８，黑

曜岩。毛 坯 为 完 整 石 片。长２．１２、

宽２．３３、厚０．４６厘 米，重２．０４克。

石片左 缘 和 远 端 薄 锐 笔 直，未 经 修

理直接用作直刃。右缘经正 向 修 理

形成 凹 刃。刃 缘 均 很 锋 利，可 继 续

使用。

（２）凹 缺 器 　２５ 件。０７ＤＤ．

Ｃ５３９，黑曜岩。毛坯为近端断片。长

３．８７、宽３．２８、厚１．１１厘 米，重５．６

克。有意 截 断 石 片 台 面，断 面 平 齐，

应为修形。石 片 右 缘 经 反 向 修 理 形

成深凹 的 刃 缘，细 密 浅 平，为 压 制 修

理。刃长０．８３厘米，刃角４０度。刃

缘仍较薄锐，可继续使用（图五，５；图

版伍，２）。０７ＤＤ．Ｃ２７７１，凹刃角４８度

（图六，５）。０７ＤＤ．Ｃ１６８９，一侧修成直

刃（图版伍，７）。

（３）雕 刻 器　１４９件。黑 曜 岩。

分为修边斜刃雕刻器和角雕刻器。

①修边斜刃　８９件。包括完整

和残断两类。

完整　４１件。０７ＤＤ．Ｃ１６３６，以

石叶为毛坯。长４．４７、宽１．９２、厚０．６８厘米，重５．４６克。石叶近端修理出雕刻面，器身周边

修理，侧边为单面修理，尾部为双面修理，雕刻面的台面为横向预制修理（图六，８；图版伍，８）。

０７ＤＤ．Ｃ１１６０，石叶毛坯。长３．２４、宽１．４２、厚０．７８厘米，重２．４７克。石叶远端横向修理，雕

刻面上存在三条削片疤。毛坯两侧缘修理细腻，疤痕之间棱脊不明显，为压制修理。底缘经轻

度修理削去 石 叶 台 面（图 六，１０；图 版 伍，９）。０７ＤＤ．Ｃ８５６（图 版 伍，１）、０７ＤＤ．Ｃ９４０（图 版 伍，

３）、０７ＤＤ．Ｃ４５３７（图版伍，６）也较典型。

残断　４８件。０７ＤＤ．Ｃ８５４，石叶毛坯。长３．６２、宽２．１２、厚０．８厘米，重１．１克。标本两

侧边经正向修理，远端存在小段横向修理的雕刻面，在雕刻面上留有两条削片疤，底部折断（图

六，９）。０７ＤＤ．Ｃ４１７（图 版 伍，４）、０７ＤＤ．Ｃ１４８９（图 版 伍，５）、０７ＤＤ．Ｃ０５（图 版 陆，２）、

０７ＤＤ．Ｃ９１４（图版陆，６）也较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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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角雕刻器 　６０件。０７ＤＤ．Ｃ１３１８，石叶毛坯。长３．３２、宽２．６７、厚０．７厘米，重２．１克。

远端由上至下打出“凿”形刃口，刃角８０度。雕刻面上有两片削片疤（图六，７）。

（４）尖状器　１４件。黑 曜 岩。０７ＤＤ．Ｃ６９２，毛 坯 为 远 端 断 片。Ｃ处 经 人 为 折 断，断 面 齐

整。Ａ、Ｂ两直边经正向 修 理 相 交 于 一 点，两 直 边 夹 一 角 组 成 尖 刃，尖 部 略 残，尖 角５６度（图

六，６；图版陆，８）。０７ＤＤ．Ｃ１６９５，一侧修成直刃（图六，４；图版陆，５）。

（５）琢背刀　９件。０７ＤＤ．Ｃ１２９４，石叶毛坯。长２．４、宽１．２、厚０．３７厘米、重２．１克。人

为截断石叶台面和远端，断面齐整。石叶右缘经正向修理，修疤细密连续，呈鱼鳞状，钝 化 边

缘，适于装柄。左刃两面都留有不连续的细小疤痕，应为使用所致（图六，２）。

（６）钻器　２件。０７ＤＤ．Ｃ２４０，黑曜岩。毛坯为中间断片。截断石片近端和远端，断面齐

整，石片侧缘经过两次正向打击形成两个凹口组成一个三棱形的锐尖，尖角５６度（图六，３；图

版陆，３）。

（７）镞　２件。０７ＤＤ．Ｃ１７８３，黑曜岩。片状毛坯。长２．５８、宽１．８１、厚０．６９厘米，重２．９

克。尖部残缺，为直边三角平底形石镞雏形。经通体修理，遍布石片疤，疤痕非常浅平，大小不

一，棱脊不明显，为压制修理。背面略厚，还需进一步压制去薄修理（图六，１）。

（８）残器　２７件。保留有工具修理的局部，修疤大小、形状不一，疤痕有些连续分布，有些

呈隔离分布的 状 态，刃 缘 不 平 齐，难 以 识 别 属 于 何 种 器 形。原 料 均 为 黑 曜 岩。片 状 毛 坯 占

５４．６％，块状毛坯占４５．４％。形状均不规整。平均长４．３、宽３．１、厚５．７厘米，重２１．４克。正

向修理居多，占６１．３％；反向修理次之，占２４％；复向修理最少，占１４．７％。０７ＤＤ．Ｃ１８１８（图

版陆，１）、０７ＤＤ．Ｃ１８５３（图版陆，４）、０７ＤＤ．Ｃ１８６０（图版陆，７）均为经修理的残器。

三　石制品工业技术分析

（一）石制品数量与形态

大洞遗址调查发现的石制品共计５６８１件，有石核、石片、细石叶、石叶、断块和工具。石片

数量最多，工具次 之（图 七）。石 制 品 尺 寸 大 多 较 小（表 一）。根 据 石 制 品 最 大 直 径 的 划 分 方

案〔１〕，大洞遗址的石制品以小型为主，微型和中型少量，一件大型。

（二）原料开发与利用

石料是史前人类制造工具最重要的材料，石制品的形态、加工技术乃至整体的工业面貌，

无一不受到原料的影响〔２〕。黑曜岩亦称“火山玻璃”，是由火山喷发出来的熔浆在地表急剧冷

藏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几乎全由玻璃质构成的岩石，具有深褐、黑、红等颜色，断口为贝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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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石制品分类统计图

　

玻璃光 泽，是 一 种 高 品 质 的 石 料，

比 重 较 轻，含 水 量 一 般 小 于

２％〔１〕。这些 特 性 使 得 黑 曜 岩 获

得了古人的青睐，用以制造精美的

装饰品 和 工 具 等。黑 曜 岩 的 产 地

与世 界 火 山 带 的 分 布 密 不 可 分。

在中国东 北 地 区 有 二 十 三 处 火 山

群，诸 如 吉 林 龙 岗 火 山 群 等，主 要

分布在东部的长白山地区、北部的

小兴安岭 地 区 以 及 西 部 的 大 兴 安

岭地区〔２〕。在东北地区分布着为

数不少的 部 分 采 用 或 全 部 采 用 黑

曜岩为石料生产石制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譬如邵家店〔３〕、和龙柳洞、新屯西山〔４〕和珲

春北山遗址〔５〕等，而和龙大洞遗址亦为其中一处。

　　表一 石制品大小统计 长度单位：厘米

尺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偏差值

长 ０．４１　 １１　 １．９６　 ０．９２
宽 ０．３１　 １０　 １．６３　 ０．７９
厚 ０．０２　 ８．８９　 ０．５３　 ０．４５

　　表二 石制品原料统计

类 型

石 料
锤击石核 砸击石核 细石核 石片

细石叶、
石叶

断块 工具

第一类黑曜岩 ６６．７　 ４４．４　 ９３．８　 ７９．８　 ８７．７　 ６８．３　 ８０．１
第二类黑曜岩 ２７．８　 １１．２　 ６．２　 １６．６　 １０．８　 １２．２　 １６．６
第三类黑曜岩 ５．５　 ４４．４　 ０　 ２．５　 １．５　 １７．３　 １．９
第四类黑曜岩 ０　 ０　 ０　 ０．７　 ０　 １．９　 ０．８

燧石、玄武岩、角岩、火山碎屑岩、
流纹岩、角砾岩

０　 ０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６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大洞遗址原料种类比较单一，以黑曜岩占绝对优势（９９．４％），燧石、玄武岩、角岩、火山碎

屑岩、流纹岩和角砾岩数量极少（０．６％）。根据物理特征和杂质情况将黑曜岩从优到劣分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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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第一类为黑色纯质黑曜岩；第二类为黑色点质黑曜岩；第三类为黑色斑质黑曜岩；第四类为

其他颜色的黑曜岩。在以黑曜岩为原料的石制品中，第一类最多（７８．７％），第二类、第三类少

量，第四类黑曜岩最少。实际上，调查期间在遗址发现的黑曜岩砾石中，劣质与优质黑曜岩的

数量相差无几。可见，当时人们对原料具有很好的识别与筛选能力。统计分析各类石制品中

不同原料所占的比例（表二），可窥探古人在石料处理上的设计思想。第三类黑曜岩在砸击石

核、断块中所占比例分别为４４．４％和１７．３％，说明古人类广泛采用砸击技术开发劣质黑曜岩，

也反映出劣质原料对石制品的修理有一定的影响；工具中第三类黑曜岩比例不高，细石核中没

有第三类黑曜岩，说明人们利用优质原料加工重要产品，也从侧面反映出细石核在大洞遗址石

制品工业系统中处于高层的位置；第四类黑曜岩（红色、茶色、蓝色和红褐色混合的黑曜岩）属

于比较罕见的类型，色彩艳丽，十分醒目，但其只是在石片、断块和工具中极少量分布，并未发

现当时人们刻意选择该类石料修理精致产品的迹象。总体来讲，遗址的古人类对原料有比较

清楚的认识，利用优质原料加工重要产品，但也积极尝试劣质原料的开发利用。

有研究显示，在长白山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距天池６０至１００公里内，遗址的石料

为黑曜岩的比例最高，且大多数遗址以黑曜岩加工石制品的比例超过７０％；而距天池２００公

里以外，石料为黑曜岩的比例不足７％〔１〕。参照此研究结果，和龙大洞遗址西距长白山天池

约７５公里，其黑曜岩石料来自天池的可能性极大。大洞遗址中共有１２．４％的标本带有自然

面，说明古人类利用河滩上的砾石打制石制品，但只是小部分。在图们江河谷的三级阶地堆积

（广坪西山）中发现了黑曜岩砾石，在大洞遗址底部的砾石层中也发现各种质地的黑曜岩。遗

址存在大量石片类产品和断块，说明遗址附近应该有黑曜岩，但在对遗址周围进行调查时并未

发现裸露的黑曜岩岩体。关于大洞遗址黑曜岩的产源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即通过做微

量元素分析（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和 中 子 活 化 分 析（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

ＡＡ）来确定，以便揭示古人类当时的活动范围及路线，证明当时与邻近地区是否有文化交流。

　　表三 石核大小及重量统计 长度单位：厘米

类 型

项 目

简单石核 预制石核

锤击石核（单台面） 锤击石核（多台面） 砸击石核 细石核

最
小
值

长 ２．６１　 ２．１２　 ２．０２　 １．４８
宽 ２．２８　 １．９１　 １．４３　 １．０３
厚 ０．７１　 ０．５５　 ０．６３　 ０．２５

重量（克） ７．２８　 ４．０８　 １．９１　 ０．８９

最
大
值

长 ８．９５　 ５．４５　 ３．７１　 ６．７
宽 ６．２８　 ４．９５　 ２．６６　 ５．６５
厚 ４．３３　 ３．１５　 １．６８　 ２．４３

重量（克） ６７．３　 ４０．６　 １０．３６　 ８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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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类 型

项 目

简单石核 预制石核

锤击石核（单台面） 锤击石核（多台面） 砸击石核 细石核

平
均
值

长 ４．４５　 ３．６７　 ２．７　 ４．１
宽 ３．０６　 ３．５　 １．８９　 ２．４５
厚 １．２４　 ２．３７　 １．１２　 １．１７

重量（克） ２１．７６　 ２５．６６　 ６．１　 １３．８

（三）剥片技术

图八　石核类型示意图

１．石 核　大 洞 遗 址 石 核 数

量很少，均属小型（表三），类型丰

富（图八）。原料均为黑曜岩。石

核剥片多 非 常 充 分，绝 大 多 数 核

体的剥片 疤 为 三 至 六 片，剥 片 阴

痕大多两 侧 平 行，剥 片 疤 延 伸 程

度多为长，且剥片有一定的厚度，

可用作二类工具或三类工具的毛

坯，剥片 较 为 成 功。石 核 的 稀 少

和多为废 弃 石 核 的 特 点，说 明 当

时人们对黑曜岩原料的充分利用。

锤击石核采用硬锤剥片，大小不一，形状不甚规整，均为不规则多面体。无自然台面，均为

人工台面，除两件预制台面，其余均为打制台面，可见古人类的预制思想成熟。砸击石核数量

最少，主要作用是充分利用劣质的黑曜岩原料，或是劈开小砾石，在吉林东部的珲春北山遗址

以及和龙柳洞遗址均发现了黑曜岩砸击石核；细石核毛坯除一件不能确定外，均为石片和两面

器。台面有单向纵修、先单向横修再纵向修整出有效台面、先对向横修再纵修三种情况。完整

细石核分为船底形和楔形两类，从楔形细石核来看，大洞遗址存在河套技法（日本称“涌别技

法”）、虎头梁技法和兰越技法，并且在石人沟、柳洞遗址中也都存在河套技法和虎头梁技法的

细石核。目前，朱之勇和高星将楔形细石核从使用程序和程度上划分出四个发展阶段，即预制

阶段（Ｐｒｅｐａｒｅｄ）、剥片阶段（Ｆｌａｋｉｎｇ）、中止阶段（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和终极阶段（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１〕。在

大洞遗址发现的细石核包括预制和中止阶段，以中止阶段为主。一些细石核上的石片疤平行

规整，可能是间接法剥片的结果，但有些石核石片疤扭曲，而且台面边缘见有细碎小疤，可能与

直接法剥片有关。从石核上看，大洞遗址以锤击法和间接法剥片为主，偶尔采取砸击法利用劣

质黑曜岩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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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石片角频数分布图

２．石片、石叶和细石叶　石片分

为完整石片、断片和碎片，其中断片最

多，占石片总数７０．９％。保留台面的

石片中，台面长０．１３－５．１９、宽０．２－

１．９２厘 米。石 片 角２０－１４５度（图

九）。自 然 台 面 很 少，占８．１％，人 工

台面最多，占９１．９％（图一〇）。这一

比例与锤击石核无自然台面，均为人

工台面的结构非常接近，清楚反映出

该遗址的石制品制造者在剥片时对石

核台面进行较多的人工修理，与石核

所揭示的信息一致。完整石片包括Ⅱ

至Ⅵ型（表四），依据Ｔｏｔｈ提出Ⅰ、Ⅱ、Ⅳ

图一〇　石片台面分类统计图

和Ⅴ型的属于初级剥片石片，Ⅲ型

和Ⅵ型石片属 于 次 级 剥 片 石 片 的

标准〔１〕，大 洞 遗 址 的Ⅲ型 和Ⅵ型

石片共计４８７件，占完整石片总数

的８３．１％，说明遗址连续剥片十分

常见，次级剥片石 片 大 量 存 在，石

核利用率很高，这与遗址石核基本

为废弃状态的统计分析结果一致。

锤击石片占绝对优势，且在完整石

片中有３．６％的标本存在唇状线，说明遗址以硬锤剥片法为主，存在软锤剥片技术。根据完整石

片背面石片疤方向的统计结果，剥片方式以同向居多，占５９．２％；对向次之，占２５．４％；复向最

少，占１５．４％。同向、对向和复向剥片结合使用，提高了石核的利用率。

　　表四 完整石片分类统计

类型 Ⅰ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Ⅴ型 Ⅵ型 合计

数量 ０　 ２８　 ４３　 １４　 ５７　 ４４４　 ５８６
百分比（％） ０　 ４．８　 ７．３　 ２．４　 ９．７　 ７５．８　 １００

石叶和细石叶均以中段为主，近端、远端和完整者较少，细石叶中未见完整者。石叶中段

—６１—

　 考古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１〕 Ｔｏｔｈ　Ｎ，Ｔｈｅ　Ｏｌｄｏｗａｎ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ａ　ｃｌｏｓｅ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ｏｎｅ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２：２，

１９８５，ｐｐ．１０１－１２０．



图一一　二类工具毛坯类型统计图

　

和细石叶中段整体呈长方形，两侧边基本上平行，长度和宽度基本上呈渐变的趋势。如此规整

的形状，应是人为筛选的结果，这说明和龙大洞遗址的石制品制造者已经熟练掌握了截断石叶

和细石叶的技术，人为选择两侧较直、大小适中的中段，推测可作工具的储备毛坯。

通过观测和分析大洞遗址的石核、石片、石叶和细石叶可知，遗址明显存在三种剥片技法：

锤击剥片法（包括硬锤法和软锤法）、砸击剥片法和间接剥片法，以锤击法为主，间接剥片法大

量运用，偶尔采用砸击法，说明古人类在驾驭生产技术和开发利用资源方面已有很强的能力。

（四）修理技术

大洞遗址工具数量不多，占石制品总数的１８．３％。包括二类和三类工具，一类工具在遗址

中未发现。除少数标本的毛坯难以识别，遗址的工具毛坯以片状占绝对优势，偶见块状毛坯。

１．二类工具　４８３件。占 工 具 总 数 的４６．５％，包 括 刮 削 器（９７．６％）和 尖 状 器（２．４％）。

长０．７２－６．６５、宽０．５７－７．３４、厚０．１６－１．６５厘米，重０．１６－５１．３２克。刃角１３－５５度（表

五）。毛坯以石片为主，石叶次之，偶见细石叶毛坯和块状毛坯（图一一）。标本的边缘见有细

微的疤痕，有的疤痕连续而有的则呈隔离状态分布，有分布在刃缘两侧面的疤痕，也有分布在

刃缘单侧面的疤痕，重要的是疤痕的光泽与石片本身的光泽一致，有些标本的疤痕形态与我们

削木头产生的疤痕相似。根据刃角的五个等级〔１〕，二类工具的刃角多在２５－４５度之间，以斜

为主，平次之，中等最少。可见古人类选择石片薄锐锋利的边缘，不经加工修理就可直接使用。

大洞遗址的古人类多选择毛坯最长的侧边作刃使用，以单直刃刮削器最多，占二类工具总量的

４０．２％。有些工具刃缘的疤痕需要借助显微镜才能完全观察清楚，说明这部分工具使用次数

不多即被丢弃，这是原料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情况，从侧面反映了和龙大洞遗址的

石料来源极有可能为就近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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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五 二类工具基本项目统计 长度单位：厘米

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长 ０．７２　 ６．６５　 ２．１７

宽 ０．５７　 ７．３４　 １．８３

厚 ０．１６　 １．６５　 ０．６３

重量（克） ０．１６　 ５１．３２　 ２．２６

刃（尖）角 １３　 ５５　 ２９

图一二　三类工具毛坯类型统计图

　

２．三 类 工 具 　 占 工 具 总 数 的

５３．５％，类型丰富，包括大量的普通刮削

器和雕刻器，端 刃 刮 削 器 和 凹 缺 器 也 占

有一定的分 量，尖 状 器、琢 背 刀、钻 器 和

石镞数 量 不 多，另 有 少 量 残 器（表 六）。

毛坯多为小型，少量中型，一件大型。片

状毛坯占绝对优势，少量块状毛坯，另有

极少数标本的毛坯难以 识 别（图 一 二）。

图一三　三类工具修理情况统计图

　

普通刮削器、钻器和凹缺器主要以石片为毛坯，端刃刮削器的毛坯一般采用稍厚的石叶或石

片，雕刻器以石叶为毛坯。普遍存在修理刃和使用刃有机结合的工具。修刃、修形和修理把手

结合充分，以修刃为主（图一三）。刃缘修疤较小，利于控制刃缘形态。修形和修理把手的修疤

明显大于刃缘的修疤，利于打薄器身。加工长度指数一般，刮削器的修理普遍存在只锐化修理

一条边缘的钝厚处，使之与这条边缘的薄锐处自然连接形成一条刃缘的情况，体现出古人类制

造工具的灵活性。加工深度大多很浅，推测是由于黑曜岩的特性致使石片边缘本身就相对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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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无需加工。

　　表六 三类工具类型统计

类型 普通刮削器 端刃刮削器 雕刻器 琢背刀 凹缺器 尖状器 钻器 石镞 残器 合计

数量 ２９５　 ３２　 １４９　 ９　 ２５　 １４　 ２　 ２　 ２７　 ５５５

百分比（％） ５３．３　 ５．８　 ２６．８　 １．６　 ４．５　 ２．５　 ０．４　 ０．４　 ４．７　 １００

刮削器是大洞遗址三类工具的主体，长０．７２－８．０３、宽０．５８－７．３４、厚０．０５－４．６厘米，

重０．１６－８０．８５克。刃长０．４５－７．５４厘米，刃角１０－７６度（表七）。类型丰富，包括单刃、双

刃和复刃刮削器，且刃缘形态多样，说明该遗址的工具制造者可根据人们从事不同活动的不同

需要打制出合适的刃。刮削器的加工部位一般在坯材较长的侧边，多以直刃为主。修刃、修形

和修理把手结合充分，修理刃与使用刃有机结合的标本普遍存在。修理方式以正向为主，占

６１％；反向和复向少量，分别占１９％和１７％；偶见交互修理，占３％。修疤以一层居多，二层次

之，三层及以上少量（图一四）。修疤细密层叠，浅平或凹深，疤痕之间交脊明显或不明显，多数

修疤长大于宽，属平行状和近似平行状修疤的修刃较多，刃缘较平齐，应为压制修理或软锤修

理，有些或采用指垫法修理。遗址存在通体修理的端刃刮削器。

　　表七 三类刮削器项目统计 长度单位：厘米

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长 ０．７２　 ８．０３　 ２．４８

宽 ０．５８　 ７．３４　 ２．０１

厚 ０．０５　 ４．６　 ０．６２

重量（克） ０．１６　 ８０．８５　 ３．５４

刃长 ０．４５　 ７．５４　 ２．２４

刃（尖）角 １０　 ７６　 ３６

图一四　三类刮削器修疤层数统计图

　

雕刻器是 大 洞 遗 址 三 类 工 具 的 第

二大主体〔１〕，根据保留在标本上的细

微特征，可以勾勒出雕刻器生产的大致

过程。以石 叶 为 毛 坯，石 叶 侧 边 修 理、

近端不修理或进行去薄修理，在石叶远

端斜向打制出 雕 刻 面，打 掉 削 片，形 成

刃口。当打制或 更 新 雕 刻 面 时 会 出 现

器体横断的现象，如果底部较长则可以

重新修理台面，再次投入生产。如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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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的两部分由于太小而不能继续投入使用，就出现了残断雕刻器。通常认为雕刻器是一类专

门从事雕刻的工具，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是由一种近似于加工技术（雕刻器技

法）所生产的不同功能的产品集合体，功能包括切、割、刮、削、制造复合工具，甚至可作细石核

生产石叶。目前把和龙大洞遗址的１４９件标本归为雕刻器，一些用较大石叶制成的标本出现

了对剥的情况。关于雕刻器与细石核的界定问题，没有确定的标准，不排除大洞遗址的一些雕

刻器可作为细石核生产石叶的可能性，但修边斜刃雕刻器非常成型，在中国、日本等地普遍发

现，且剥下多片雕刻削片的标本和双雕刻面乃至多雕刻面的标本也普遍存在。具体的界定工

作除了对标本进行各项观测分析外，或许可以通过模拟实验打制出大量的黑曜岩石料的雕刻

器，用它们对不同的加工对象反复进行刻、划、刮、削、雕刻等动作，借助精密仪器观察各种情况

下雕刻刃口上的不同痕迹，再与大洞遗址乃至吉林东部地区发现的黑曜岩原料的雕刻器标本

进行全方位、立体的对比分析。如果是作为雕刻器使用必定会在雕刻刃口上留下 刻、划、刮、

削、雕刻的痕迹，如果作为细石核剥片使用，则留下的痕迹不同。此项工作需要进行系统的科

学设计，留待下一步进行。

凹缺器亦称凹缺刃器或凹缺刮器。在我国旧石器分类中，这类工具往往只指具有一个缺口

的石器。大洞遗址的三类工具中，有２５件凹缺器。原料均为黑曜岩，均为片状毛坯，均属小型工

具。凹缺器的修理均为古人类有意加工，而非标本磕碰的自然形成。刃部疤痕细密层叠、浅平薄

长，为压制修理。尖状器是旧石器时代的一类重要器形，在大洞遗址的三类工具中只有１４件，很

不发达，且个别标本有尖端缺损的情况。琢背刀、钻器和石镞数量极少，钻器比较典型。

总之，以石片和石叶为主要毛坯，在边缘采用正向硬锤修理的方式是和龙大洞遗址工具修

理技术的显著特征，人为截断从而修形、钝化边缘进而修理把手的加工方法也十分突出。总体

来看，大洞遗址的三类工具整体上器形规整，细小且精致，普遍存在有意截断和钝化边缘的加

工方法，这与吉林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叶工业的工具加工特征基本一致。

四　遗址性质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一）遗址性质分析

根据Ｂｉｎｆｏｒｄ的聚落组织论〔１〕、Ｋｕｈｎ的技术装备论〔２〕和Ａｎｄｒｅｆｓｋｙ的原料决定论〔３〕，

现对和龙大洞遗址的性质作出推测：大洞遗址的三类工具占石制品总数的９．８％，二类工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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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断块占１３．９％，石核仅占０．９％，其余均为石片类产品（６６．９％），且以断片占绝对优势。

石核、石片和断块个体多为小型和微型，不见大型，是古人类剥片与加工工具的副产品，因不再

具有实用价值而被丢弃。虽然石片和断块占绝大多数，但石片以背面多为石片疤者占绝对优

势，工具组合类型较为丰富，二类工具的数量在工具中占有相当比例，三类工具总体上多细小

精致。此外，大洞遗址除了有比较定型的工具外，还存在一些修理不规整和修理部分后中断修

理等反映低水平或修理初期的产品，在雕刻器中也存在劣质的产品。因此，从工具组合上看，

大洞遗址的工具也反映了修理工具的不同阶段以及工具制造者技术水平的不同层次。这些特

点说明大洞遗址包含的有关工具制造或使用的活动较多，非常可能是一处石制品加工场所。

张森水在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工具的功能时指出，像刮削器这种小型工具可供切、割、刮、

削，用于加工猎获物〔１〕。大洞遗址工具的主要成分是具有各种刃缘形态的轻型工具———刮削

器；尖状器、钻器和石镞这类具有尖刃的工具数量极少且不典型；而像砍砸器这类重型工具在

大洞遗址则未发现。此外，大洞遗址位于由玄武岩台地构成的开阔的三级阶地之上，靠近水

源，环绕遗址的低山上植物资源丰富，还常常出没野猪和獾等野生动物。遗址所处区域自然环

境优美，资源丰富，故也不排除和龙大洞遗址是当时古人类分割食物和消费栖息的场所。

综上所述，推测和龙大洞遗址是一处石器加工兼分割食物和消费栖息的场所。然而，由于

该遗址面积巨大，不排除存在不同功能区的可能性。

（二）与周边遗址关系的比较

近年来，在大洞遗址周围以黑曜岩为主要原料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和龙石人沟、青头、柳

洞、安图沙金沟及珲春北山遗址等。这些遗址均属于东北典型的细石叶工业类型，存在少量的

砸击技术产品，均未发现陶片。主要特征为：剥片方法有锤击法、砸击法和间接法；工具毛坯多

为片状；工具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工具修理存在压制法、指垫法及间接法；加工方式以单向为

主，正向加工数量最多；工具整体细小精致。大洞遗址的砸击石核、石叶、细石叶、端刃刮削器、

修边斜刃雕刻器在和龙柳洞、珲春北山遗址中均有发现。此外，大洞遗址存在的具有河套技法

（日本称“涌别技法”）、虎头梁技法的楔形细石核、雕刻器和琢背刀在石人沟与柳洞遗址中亦有

发现。从原料的利用方式和石制品的制作技术及类型上看，大洞遗址与石人沟、柳洞、北山遗

址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些遗址位于二级或二级以上的阶地和山坡上，文化层在黑色腐殖土之

下，研究者将其归入旧石器时代晚期，大洞遗址的埋藏情况和石制品组合进一步支持了这个结

论。东北旧石器遗址被划分为三种类型〔２〕，大洞遗址与以细石器为主的工业类型的遗址关系

更为密切，但大洞遗址中的石叶技术及雕刻器技术的地位更为突出。综上可知，大洞遗址的工

业特征在总体上与东北细石叶工业特征高度吻合，属于东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叶工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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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华北地区的长石片———细石器工业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业类型之一，虎头梁遗址

以石片和细石叶剥片技术为主，存在少量的砸击技术的产品，工具修理有较多的两面器技术，

且大洞遗址中存在虎头梁技法的细石核，可见大洞遗址与虎头梁遗址的石器工业特征存在共

因；下川遗址中的初级剥片技术具有石叶技术和细石叶技术〔１〕，工具修理存在较多的正向修

理，有少量的两面加工的工具，尤其是具备一定数量的修边斜刃雕刻器，且其打制技法与大洞

遗址的标本非常相似〔２〕，但从石制品的特征来看，大洞遗址的技术水平高于下川。在另一处

与下川遗址面貌接近的山西榆社孟家庄遗址，虽然没有明确报道石叶的发现，但与柱状细石核

共存的还有一件修边斜刃雕刻器，端刃刮削器和边刮器等也为边缘式修理，年代为距今１０２９０

±１５０年〔３〕。从石制品的制作技术上看，大洞遗址的石制品与虎头梁和下川类型的石制品都

有联系，但与下川类型的石制品更为密切。

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南部的泽尔卡利纳亚河流域的乌斯季诺夫卡遗址群中，石制品岩性

虽然主要为硅质凝灰岩，但石制品组合与大洞遗址比较类似，如船形细石核、修边斜刃雕刻器

等，该遗址群的主体年代为距今２－１．８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朝鲜半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工业特征归纳如下：原料主要为黑曜岩、石英等；石器

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叶、细石叶、碎屑和断块等；细石核以楔形细石核为主；剥片方法主要为

锤击法和砸击法，也存在一定比例的间接剥片法；工具毛坯多为片状；工具类型复杂，以刮削器

为主，主要有雕刻器、钻器等；工具修理方式以单向加工为主〔４〕。可见，和龙大洞遗址的细石

器工业特征与朝鲜半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工业有许多相似之处，进一步佐证了大洞遗

址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日本北海道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流行运用细石叶和石叶技术加工黑曜岩，楔形细石核、

端刃刮削器和修边斜刃雕刻器等都在大洞遗址有所发现，二者之间应存在一定联系。日本东

北部地区存在采用涌别技法制作的楔形细石核和荒屋型雕刻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为距今

１．５２万年的白遗址也发现有这样的产品，实际上大洞遗址的楔形细石核、修边斜刃雕刻器

与其制作技术十分相似。

综上所述，大洞遗址属于以石叶、细石叶技术为代表的工业类型，与华北、俄罗斯滨海地区

南部、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北海道地区的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存在共同因素，应属于旧石器

时代晚期。大洞遗址２０１０年文化层中碳十四测年数据为距今２．１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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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语

大洞遗址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调查发现的石制品数量丰富，共计５６８１件。分为石核、石片、石叶、细石叶、断块和

工具。石片数量最多，工具次之。

第二，石制品以小型为主，微型和中型少量，一件大型。

第三，原料以黑曜岩占绝对优势，黑曜岩种类繁多，但以优质的黑色纯质黑曜岩为主，人们

对原料已经过选择。石料的质量、富足度与可获性对旧石器的打制技术、类型发展、工具组合、

石器文化特点的形成以及人类对周围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很大的影响和制约。大洞遗址的古人

类有意采用优质的黑曜岩进行石制品生产，无论锤击修理（硬锤、软锤）还是压制修理，修理疤

痕在优质的黑曜岩上都比较薄长、清晰，压制修理就更加精致。因此，该遗址存在的细小精美

的工具不仅仅是由于制造者的工艺精湛，石料优质也是一个因素。

第四，遗址明显存在三种剥片技法：一是锤击法直接剥片，代表石制品为锤击石核、锤击石

片；二是间接剥片法，代表石制品为细石核、石叶、细石叶；三是砸击剥片法，代表石制品为砸击

石核。

第五，工具类型丰富，包括二类、三类工具。二类工具与三类工具数量相差无几，推测是因

为黑曜岩打片后会形成贝壳状断口，边缘较为锋利，不需修理，可以直接投入使用。除极少数

标本的毛坯难以识别，片状毛坯占绝对优势，偶见块状毛坯。二类工具类型简单，分为刮削器

和尖状器。三类工具类型丰富，以普通刮削器和雕刻器为主，端刃刮削器和凹缺器也占有一定

分量，琢背刀、尖状器、钻器、石镞等类型的工具数量不多。

第六，修理刃与使用刃相结合者普遍存在。工具修理以修刃为主，但与修形、修理把手结

合充分。刃缘修理以正向为主，反向和复向修理少量，偶见交互修理和通体修理。加工长度指

数一般，刮削器的修理普遍存在只锐化修理一条边缘的钝厚处，使之与这条边缘的薄锐处自然

连接形成一条刃缘的情况，体现出古人类的智慧。加工深度大多很浅，推测是由于黑曜岩的特

性致使石片边缘本身就相对薄锐，无需费力加工，反映出大洞遗址古人类加工工具的灵活性。

第七，该次调查采集的产品虽然可能包括不同时代的石制品，但所发现的石制品的主体与

东北细石叶工业特征高度吻合，属于东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叶工业类型。大洞遗址面积

巨大，石制品十分丰富，地层埋藏清楚，是了解长白山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

类活动的重要资料。

　　附记：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１６ＪＪＤ７８０００８）研究成果之一。

参加调查的人员有陈全家、赵海龙、方启、李有骞、李 霞、于 丹、刘 扬，调 查 期 间 得 到 吉 林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以及和龙市文物管理所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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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壹

吉林和龙大洞遗址石核

1. 单台面锤击石核 （07DD.C1362） 3. 砸击石核（07DD.C3537）2. 单台面锤击石核（07DD.C1806）

6. 船底形细石核（07DD.C111）5. Ⅱ型楔形细石核（07DD.C899）

8. 船底形细石核（07DD.C935） 9. Ⅲ型楔形细石核（07DD.C191）7. 船底形细石核（07DD.C948）

4. Ⅰ型楔形细石核（07DD.C1529）



图版贰

吉林和龙大洞遗址石器

3. Ⅳ型楔形细石核（07DD.C1175）

4. 双直刃刮削器（07DD.C578） 5. 单凸刃刮削器（07DD.C15）

8. 单凹刃刮削器（07DD.C58）

1. Ⅳ型楔形细石核（07DD.C1402）

6. 中间石叶（07DD.C130）

7. 单直刃刮削器（07DD.C4907）

2. 细石核断块（07DD.C1070）

9. 单凸刃刮削器（07DD.C1157）



图版叁

吉林和龙大洞遗址石器

1. 端刃刮削器（07DD.C1105）

7. 单凹刃刮削器（07DD.C2304）2. 直凹刃刮削器（07DD.C3523） 4. 双凹刃刮削器（07DD.C2559）

5. 尖状器（07DD.C1237）

6. 单凸刃刮削器（07DD.C1496）3. 尖状器（07DD.C3709）



图版肆

吉林和龙大洞遗址石器

1. 凹凸刃刮削器（07DD.C1168）

3. 端刃刮削器（07DD.C07） 6. 端刃刮削器（07DD.C1763）

4. 端刃刮削器（07DD.C2707）

5. 端刃刮削器（07DD.C1081）

7. 端刃刮削器（07DD.C2202）

8. 端刃刮削器（07DD.C1415）

2. 端刃刮削器（07DD.C1553）

9. 双直刃刮削器（07DD.C864）



图版伍

吉林和龙大洞遗址石器

1. 完整修边斜刃雕刻器（07DD.C856） 3. 完整修边斜刃雕刻器（07DD.C940）

6. 完整修边斜刃雕刻器（07DD.C4537）4. 残断修边斜刃雕刻器（07DD.C417） 5. 残断修边斜刃雕刻器（07DD.C1489）

9. 完整修边斜刃雕刻器（07DD.C1160）8. 完整修边斜刃雕刻器（07DD.C1636）

2. 凹缺器（07DD.C539）

7. 凹缺器（07DD.C1689）



图版陆

吉林和龙大洞遗址石器

1. 残器（07DD.C1818）

5. 尖状器（07DD.C1695）

4. 残器（07DD.C1853）

3. 钻器（07DD.C240）

8. 尖状器（07DD.C692）

7. 残器（07DD.C1860）

6. 残断修边斜刃雕刻器（07DD.C914）

2. 残断修边斜刃雕刻器（07DD.C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