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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中原腹地首次发现石叶工业--河南登封西施遗址旧石器时代考古重大突破

作者：   发布时间： 2011-02-25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点击率：[497]

    2010年5至7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发掘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西施旧石器遗

址。经过为期近两个月的工作，揭露遗址面积近50平方米，出土各类石制品8500余件，发现距今25000年的史前人

类生产石叶的加工场。该遗址地层清楚、文化遗物典型丰富，史前人类生产石叶各环节的遗存均有发现，完整保留

了旧石器时代居民在此处理燧石原料、预制石核、剥片、直至废弃等打制石叶的生产线或称操作链，是我国及东亚

大陆腹地首次发现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工业遗存。 

    遗址地貌、地层与埋藏情况 

    西施旧石器遗址所处位置属于低山丘陵地带，区域地势整体上呈北高南低。海拔高度约270米，黄土堆积发

育。遗址北边出露的基岩为石英砂岩，南边则属于石灰岩，部分石灰岩基岩中夹杂有燧石团块，是西施遗址生产石

叶的原料产地。遗址位于两座低山之间的平缓谷地上。属于淮河水系的洧水河发源于遗址西北方的石板道，由西北

向东南流经遗址的南侧，上游部分目前已经干涸，但河道仍清晰可辨。西施旧石器遗址就坐落在洧水河该河段左岸

的二级阶地之上。 

    西施旧石器遗址包含上下两个文化层。其中，②b层为上文化层，该层仅出土1件燧石的石片，应是人类在此处

经过时偶然丢弃的结果。②c层为下文化层，该层在距地表250~280厘米的深度范围内集中出土了8000余件石制品，

是人类在较短时间内打制加工石器的结果，构成西施旧石器遗址的主要文化层。 

    石制品出土产状和风化磨蚀程度的统计分析说明，下文化层出土石制品的长轴分布非常平均，倾向分布则比较

分散；可拼合的几组石制品在水平深度上的差异普遍较小；除零星的几件石制品外，绝大部分石制品都没有风化磨

蚀的迹象。因此，西施旧石器遗址的下文化层属典型的原地埋藏类型，当是该遗址的使用者在此进行生产石叶的活

动的原地保存，所留下的遗物包括石屑碎片等均未受到流水等自然因素的明显作用。 

    主要发现 

    1.典型的石叶加工场 

    除上文化层出土1件燧石石片外，西施遗址出土的各类石制品，均发现自下文化层。这些石制品主要分布在发

掘区的东北部，集中在南北长约6米、东西宽近4米的范围内。大部分标本在剖面分布也很集中，分布在上下20厘米

左右的范围内。石制品种类包括石锤、石核、石片、石叶、细石叶、工具，以及人工搬运的燧石原料等。数量更多

的是石器生产的副产品，即断、裂片、断块、残片与碎屑等。这些石制品及其分布状况，清楚地展示出该遗址石器

加工的技术特点，完整地保留了石叶生产的操作链。 

    石制品大者有长度近100毫米的燧石石块，小者为仅有数毫米的剥片碎屑。石制品大小混杂、且以生产石器的

副产品占主导地位的情况说明，西施遗址的主要功能区应该是生产石叶的场所。部分石制品，包括石核与石片等可

以拼合，以及石制品主要堆积的厚度有限等特点则说明该遗址的占用时间很有限。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利用附近

富集的燧石原料，集中生产石叶与石叶石核。并将适用的石叶以及石叶石核带离遗址去其他地点使用。 

    2.石叶及相关制品 

    西施遗址出土石制品种类虽然庞杂，但主要是石叶或生产石叶的相关产品的特点尤为明显。石器原料的岩性以

燧石为主，只有极少的几件石英、石英砂岩和玛瑙制品等。 

    该遗址出土的各类石片总数有近千件之多，而其中的典型石叶所占比例高达2成以上。这些保留在遗址的石叶

虽然典型，但多系形态不甚规整，或带有厚背脊、曲度较大者，不宜再进一步用作工具毛坯或复合工具，因而被留

在原地。如果考虑被带出遗址的适用石叶的庞大数量，该遗址石叶所占比例显然更高。 

    西施石叶工业的另一直接证据是高比例的石叶石核或石叶石核断块的发现。在遗址出土的数量众多的石核类标

本中，石叶石核或石叶石核的断块两者占绝大部分。普通石核则很少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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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料质地较好的石核已被非常充分地利用，

多数已处于剥片的最后阶段，无法继续生产石叶。 

    在该遗址发现的石片之中，还有数量较多的生产或再生台面石片。这类石片是为产生或再生新的石叶石核台面

而打下的石片，也是典型石叶工业中具有标志性的石制品类型。 

    更具有指标性的石制品是带背脊的鸡冠状或羽状石叶的大量发现。在西施遗址，这类石叶首先通过打片在石核

 



的一个侧边上修出一条比较直的脊，然后在与这条脊垂直相交的平面打制修整出台面，进而沿修脊的方向，向下剥

离出第一片石叶。这类石叶的背面留有修脊的片疤，断面往往呈三角形，弧度通常较大，从侧面上看形似鸡冠或羽

状。 

    该遗址出土的成品工具数量很少，类型包括端刮器、边刮器、雕刻器、尖状器等，并以端刮器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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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工具在整个石器组合中所占比例之低，也进一步证明该

遗址的主要功能是石叶的加工场所。 

    3.细石器遗存 

    除了大量的石叶石核与石叶，该遗址还出土了数件细石核和一些细石叶。细石核呈柱状，表面留有连续剥取细

石叶的多个片疤。细石叶也很典型，只是与石叶保存状况相同，多是带厚背脊或曲度较大，不宜继续加工用作复合

工具者。 

    4.年代测定结果 

    采自西施遗址下文化层的3个14C年代数据均分布在距今22000年左右。经过校正后该遗址石叶加工场的实际年

龄应为距今25000年前后。同层的光释光测年数据也与此相近。这一测年结果说明，在距今25000年前后，在中国的

中原腹地，也是东亚大陆的核心地区，亦有典型的石叶工业存在。西施遗址正是系统应用石叶技术的史前人类的文

化遗存。 

    相关认识 

    石叶工业是西亚、北非至欧洲等旧大陆大部分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因素，以至于成为这

些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名词。石叶技术的广泛应用也是现代人行为出现的重要标志。然而在目前已公布的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之中，典型的石叶工业仅见于地处西北地区的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一处。近些年来虽然陆

续有石叶发现的报道，但均是与其他石器技术共存，且不占主导地位，在地理分布上也多处于西北、华北至东北等

边疆地区。因而石叶技术往往被视为外来因素，与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流无关。地处中国及东亚大陆腹心地带

的西施遗址的典型石叶工业的新发现，无疑是中国以及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一项非常重要的突破。这一发现将

改写已有的对中国及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的传统认识，为这一地区现代人类行为的出现等史前考古的

重大课题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 

    首先，西施新发现的石叶工业清楚显示，中国及东亚大陆的主体部分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与现代人类行

为特点，与同期的旧大陆大部分地区并无明显区别，也已熟练掌握了被西方史前学者称之为石器技术模式4的石叶

技术。这一技术模式在中国腹地的存在和应用，亦不是孤立和偶然的事件。联系中原及邻近地区同一时期已有的旧

石器考古发现来考虑，西施的新发现为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存在着典型石叶工业提供了确切的证据，进一步修改

与完善了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的编年序列。 

    西施新发现的另一项重要的学术意义是其与石叶工业共存的细石器因素，这些新发现的细石器的年代早，技术

特征典型，为探讨我国及东北亚细石器技术的起源与发展等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 

    总体而言，西施遗址新发现的石叶工业，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清楚的年代学与古环境材料与证据，为了解古

人类在最后冰期最盛期来临之际，如何适应中原地区，特别是开发遗址附近丰富的燧石资源，系统生产石叶的行为

与活动特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信息，进一步扩展了我们对于中国腹地及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发展历史的

认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1年2月25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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