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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改课：试论贵州乌江上游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与分期

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的一级支流，

贵州省第一大河，有南、北两源，南源三岔

河，北源六冲河，两源在贵州省黔西县化屋

脊相汇后始称乌江[1]。乌江上游指三岔河与

六冲河汇合处以上地区，流域范围主要包括

贵州西部的威宁、赫章、七星关（原毕节

县）、大方、黔西、纳雍、织金、水城、钟

山、六枝、普定、西秀、平坝、清镇等县

（区）。区内六冲河流域地貌以高原和中、

低山为主；三岔河流域为高原和相对平缓的

丘陵盆坝并存，这里也是长江水系乌江流域

和珠江水系北盘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带，地理

环境和六冲河流域略有不同。

乌江上游地区是贵州省旧石器时代遗存

发现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1964年即发现并

试掘了黔西县观音洞遗址[2]，20世纪七八十

年代陆续发现了水城县硝灰洞[3]，普定县穿

洞[4]、洞口[5]、白岩脚洞[6]、红土洞[7]，毕节

市老鸦洞[8]、海子街大洞[9]、扁扁洞[10]、何官

屯大岩洞[11]、小坝吴家大洞[12]，织金县大岩

洞[13]、小岩山[14]、猫猫洞[15]等十余处遗址。

21世纪以来，又发现了织金县圆口洞[16]，毕

节市癞子洞[17]、鸭池镇洞穴遗址群（包括

杨梅坡大岩洞、羊圈冲岩洞、茶顶坡大岩

洞、马槽洞和沈家岩洞）[18]，大方县响水穿

洞[19]，赫章县嘎发大岩洞、兴发陈家岩洞、

兴发郭家岩洞、水塘堡洞穴遗址群（包括永

康大岩洞、苗寨大岩洞、苏嘎黑岩洞和大六

沟岩洞）、松林洞穴遗址群（包括窝蹦洞

穴群、黑寨一号洞、黑寨二号洞、岩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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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洞、张家洞和何家洞）[20]，黔西县狮子口

洞[21]，六枝特区岩对门洞[22]、硝洞[23]等二十

余处遗址。这一地区迄今已公开报道旧石器

时代遗址近四十处（图一），其中黔西观音

洞，毕节扁扁洞、老鸦洞、海子街大洞，水

城硝灰洞，普定白岩脚洞、穿洞等遗址经过

发掘或试掘。

已有学者对诸遗址的地层、年代、石

器工业、动物群、环境背景等方面进行了

研究，并提出了观音洞文化[24]、穿洞文化

综合体[25]等命名，大大丰富了对

乌江上游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的

认识。一些学者在对贵州旧石器

时 代 晚 期 的 文 化 类 型 进 行 探 讨

时，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乌江上游

地区，但对具体的划分方式尚有

不同意见，如张森水认为贵州旧

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可分为主要分

布于黔西南地区的猫猫洞文化类

型、主要分布于黔西北地区的草

海文化类型和主要分布于贵阳以

北 及 以 西 地 区 的 马 鞍 山 文 化 类

型[26]；蔡回阳将其分为以毕节老

鸦洞为代表的与观音洞文化关系

密切的文化类型、以兴义猫猫洞

为代表的猫猫洞文化类型和以普

定白岩脚洞为代表的“兼顾型”

文化类型[27]，宋世坤、张涛也基

本认同该观点，但在代表性遗址

的选择和表述方面略有差异[28]；

李 炎 贤 将 其 分 为 “ 以 零 台 面 石

片 为 主 要 特 征 的 文 化 系 列 ” 和

“ 以 石 片 为 主 要 特 征 的 文 化 系

列”[29]，王幼平、张改科等也基

本认同该观点，并讨论了两大文

化类型的动态发展过程和区域变

化[30]。

上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对于深入认识乌江上游地区旧石

器时代遗存的年代序列和文化面貌具有重要

意义。然而，由于调查和发掘资料报道的简

略和零散，学界对于诸遗存年代、类型的研

究尚存在不同的认识，长时段、区域性的系

统研究还较缺乏。本文在整理、对比乌江上

游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地层堆积、动物化石

和测年结果的基础上，确定它们的相对年代

关系，进一步依据石器技术和文化面貌的变

化讨论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分期及发

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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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乌江上游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示意图
1.黔西观音洞 2.黔西狮子口洞 3.织金小岩山 4.织金猫猫洞 5.织金
大岩洞 6.大方响水穿洞 7.毕节吴家大洞 8.毕节扁扁洞 9.毕节海
子街大洞 10.毕节鸭池镇洞穴遗址群 11.毕节何官屯大岩洞 12.毕节
老鸦洞 13.毕节癞子洞 14.赫章嘎发大岩洞 15.赫章水塘堡洞穴遗址
群 16.赫章兴发陈家岩洞 17.赫章兴发郭家岩洞 18.赫章松林洞穴遗
址群 19.水城硝灰洞 20.织金圆口洞 21.六枝岩对门洞 22.六枝硝

洞 23.普定红土洞 24.普定洞口 25.普定白岩脚洞 26.普定穿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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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型遗址的地层
与年代序列

（一）黔西观音洞遗址

遗 址 于 1 9 6 4 年 发 现 并 试 掘 ， 1 9 6 5 、

1972、1973年分别发掘。遗址西洞口的旧石

器时代文化堆积可分为A组（第2层）的红

土堆积和B组（第3～8层）的黄色堆积，两

组间存在剥蚀面。A组堆积出土哺乳动物化

石较少，包括剑齿象、中国犀、豪猪、牛亚

科等四种。B组堆积出土二十三种哺乳动物

化石，包括最后鬣狗、似东方剑齿象、贵州

剑齿象、巨貘、中国犀、嵌齿象科等六种绝

灭种，主要是中、晚更新世常见的属种，同

时存在第三纪的残留种类——嵌齿象科（仅

有1件牙齿以及1个单独的齿柱）。李炎贤等

根据地层堆积、动物群的特征认为B组堆积

的时代为中更新世的早一阶段，A组堆积的

时代可能为中更新世较晚的一个阶段[31]。绝

对年代方面，不同的测年方法得出的结论不

尽一致。骨化石样品铀系测年结果显示第2

层距今5.7万年左右，第4层小于距今11.9万

年，第5层距今8～10.4万年，第8层距今11.5

万年左右[32]。钟乳石样品铀系测年结果显示

第2层不早于距今4万年，第3层不早于距今5

万年，第4层距今5（或10）～14.5万年，第

6～8层距今18～24万年[33]。光释光法对西洞

口地层堆积物的形成年代测定结果显示第2

层距今8万年左右，第4～8层距今16～17万

年[34]。

野外观察表明，该遗址B组堆积的形成

过程比较复杂，显著地存在着流水冲积的作

用，而流水可能会将不同时代的遗物混杂搬

运，因此仅有的2件嵌齿象科化石与其他动

物化石及石制品的共时性尚不确定，堆积 形

成的年代也不等同于人工遗物制作和使用的

年代。综合动物群、测年结果、地层堆积特

点等因素，目前大体可将B组堆积的形成时

代划归中更新世晚期，其中存在距今20万年

左右的人类文化遗存应是可能的。A组堆积

与B组堆积的特点显著不同，且二者之间存

在剥蚀面，它们之间应存在一定的时代间

隔。笔者初步认为A组堆积的形成时代应为

晚更新世中期，距今5～8万年。

（二）毕节扁扁洞遗址

遗址于1983年发现，1985年发掘，洞

穴深部的堆积分四层（不含表土层）。除

厚仅1～2厘米的第2层外，其余各层均含动

物化石和石制品，且堆积特点较接近，可

统称为“黄色堆积”。动物化石有十三种，

包括东方剑齿象、剑齿象、中国犀、巨貘等

四种绝灭种，动物群具有中更新世末期至晚

更新世早期的特点。第3、4层出土动物牙齿

化石的铀系年龄为距今13～17万年（样品不

封闭）[35]。综合动物群、测年数据，扁扁洞

遗址地层形成的地质时代可能为中更新世

末期。

（三）水城硝灰洞遗址

遗址于1973年发现并发掘，地层堆积

分三层（不含表土层），动物化石、人类化

石、石制品均发现于第3层。该层为黄色砂

质土和灰岩角砾层，砂质较细，胶结坚硬，

属华南更新世时期“黄色堆积”。动物化石有

五种，绝 灭种仅剑齿象一种。人类化石为1

枚左上犬齿，牙齿粗壮，形态上比北京猿人

明显进步，较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原始，应属

早期智人[36]。第3层出土牛牙化石的铀系年龄

为距今约5.2或5.7万年[37]。综合动物群、人类

化石和测年数据，硝灰洞遗址第3层的地质

时代应为晚更新世中期。

（四）毕节老鸦洞遗址

遗址于1985年试掘[38]，2013年发掘[39]。

根据2013年的发掘资料，地层分十一层（不

含表土层），其中第1层为灰黄色石灰华堆

积，第2～5层主体为灰色堆积，第6、9层为

灰烬层，第7、8、10层主体为黄色堆积，第

11层为混杂有砂砾石的淤泥层。第1～10层及

第11层上部均发现有文化遗物。出土动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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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有十五种，均为现生种，但大熊猫、貘在

当地已灭绝。第2层和第4层各发现有1枚人类

牙齿化石，分别为上颌第二乳臼齿、左下第

三臼齿，属晚期智人。动物碎骨和炭屑的碳

十四年代（校正年代）为：第1层距今约1.4

万年，第2～8层距今2.1～3.7万年。遗址地层

堆积特点、动物化石、人类化石和测年结果

较为吻合，第1层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

期，第2～8层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

（五）毕节海子街大洞遗址

遗址于1983年发现，1985年试掘。洞口

堆积分两层，上层被扰乱，下层略呈黄色，

两层均出土有动物化石和石制品，上层还见

有陶片。动物化石有十二种，绝灭种仅剑齿

象一种。一般认为该遗址下层的地质时代为

晚更新世晚期[40]。

（六）普定穿洞遗址

遗址于1979年试掘[41]，1981年和1983年

发掘[42]。1981年的发掘区在堆积保存基本完

好的洞外部分，分十层，除受后期扰动的

第1层外，其余分为上部（第2～5层）、中

部（第6、7层）、下部（第8～10层）等三

个单元。第2～4层主体为棕黄色、棕褐色堆

积，第5层为灰烬和砂质土，第6、7层为红

黄色砂质土，第8、10层为棕褐色堆积，第

9层为不含遗物的钙板层。动物化石大多出

自上部堆积，基本都是现生种，石化程度较

轻。历次工作中还于上部堆积中发现较多人

类遗骸。下部堆积中化石很少，仅有鹿类和

未能鉴定到属种的食肉目。碳十四测年数据

显示，下部堆积距今约1.6万年[43]，上部堆积

距今0.867～0.808万年[44]。动物化石、测年

结果表明下部堆积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晚

期，上部堆积的地质时代为全新世早期。

（七）普定白岩脚洞遗址

遗址于1978年发现，1979年和1982年分

别进行试掘和发掘。洞口附近堆积分八层，

其中第3～7层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层，除第4、

6层为灰烬层外，其余各层主体为棕色和褐色

堆积[45]。第3～7层发现有十种动物化石，绝

灭种仅剑齿象一种。另发现有1件人类左上

第一乳齿和1件残断的女性右锁骨化石，属

晚期智人[46]。碳十四测年结果为：第3层距今

1.174±0.02万年或1.208±0.02万年，第5层距今

1.422±0.02万年或1.463±0.02万年。据此可推

断第3～7层形成于距今1.2～1.5万年或稍早。

该遗址动物化石、人类化石和测年数据具有较

高的一致性，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期。

表一为乌江上游地区旧石器时代典型遗

址的地层堆积与编年表。

表一 乌江上游地区旧石器时代典型遗址地层堆积与编年表

地质时代 遗 址 层 位 堆积特点
哺乳动物化石

（绝灭种数/总种数）
人类化石 距今年代

晚更
新世

末期

毕节老鸦洞 第1层 灰黄色石灰华 0/5 1.4万年

普定白岩脚洞 第3～7层 褐色、棕色堆积 1/10
晚期智人

牙齿1枚、
锁骨1段

1.2～1.5万年
或稍早

晚期

普定穿洞 第8、10层 棕褐色堆积 0/2 1.6万年

毕节海子街大洞 下层 淡黄色堆积 1/12

毕节老鸦洞 第2～8层 灰色、黄色堆积 0/14
晚期智人
牙齿2枚

2.1～3.7万年

中期
水城硝灰洞 第3层 黄色堆积 1/5

早期智人
牙齿1枚

5.2或5.7万年

黔西观音洞 第2层 红土堆积 2/4 5～8万年

中更
新世

末期 毕节扁扁洞 第1～4层 黄色堆积 4/13 13～17万年

晚期 黔西观音洞 第3～8层 黄色堆积 6/23 约20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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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分期

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分期，除了人类文化

特征外，还应综合考虑人类体质、地层及地

质年代等因素[47]。综合上述因素，并结合贵

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特点，将乌江上游

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期，其中中期

和晚期又可分成两个发展阶段（表二）。

（一）早期

本区属于早期的遗存仅见于六冲河流域

的黔西观音洞遗址第3～8层，地质时代为中

更新世晚期，应存在距今约20万年的遗存。

目前所见的人工制品均为石制品，尚未发现

人类化石。

李炎贤对观音洞遗址第3～8层出土的

1444件石制品进行过系统研究，认为石制品

原料的原型主要为岩块和结核，砾石很少。

岩性以硅质灰岩为主，其次为硅质岩，燧

石、玉髓等优质原料较少。石核、石片的形

状多不规则，石核大部分不修理台面直接

剥片，剥片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可能少量使

用碰砧法。工具大部分以石片为毛坯，个

体以小型者为主。工具类型以刮削器为主，

其次为端刮器，砍砸器、尖状器较少，凹缺

刮器、石锥和雕刻器很少。单刃工具少，复

刃工具多。加工方向以正向为主，修理痕迹

常不均匀，刃缘不平齐，刃角不固定但多较

陡直[48]（图二）。胡越等认为观音洞遗址存

在勒瓦娄哇技术产品[49]，对此学界尚有不同

看法[50]。据我们观察，观音洞遗址所谓的勒

瓦娄哇技术产品，应是形态的类似，而非技

术的相同，该遗址并不存在系统的勒瓦娄哇

技术。

贵州境内与观音洞遗址第3～8层时代大

体相当的还见于黔西南地区盘县大洞遗址。

其主文化层厚近2.8米，分为上、下两部分，

距今13～30万年，出土了丰富的动物化石、

石制品和3枚人类牙齿化石，人类化石代表

的是一种从早期智人向早期现代人过渡的类

型[51]。由于地层堆积厚，年代跨度大，发掘

者在公布资料时并未对遗物的出土地层进行

仔细区分，文化遗存和人类化石的年代范围

均较宽泛，因而其与观音洞遗址文化面貌的

异同，只能进行较粗略的比较。总体而言，

1393 

表二  乌江上游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分期表

文化分期 遗 址 层 位 距今年代 地质时代

旧
石
器
时
代

晚期

后段

织金圆口洞

1.5万年或稍早至1万年 末期

晚更
新世

六枝硝洞

六枝岩对门洞

普定洞口

普定红土洞

普定白岩脚洞 第3～7层

织金猫猫洞

大方响水穿洞

织金小岩山

毕节老鸦洞 第1层

前段

普定穿洞 第8、10层

4或5～1.5万年或稍早 晚期
毕节癞子洞

毕节海子街大洞 下层

毕节老鸦洞 第2～8层

中期
后段

水城硝灰洞 第3层
8～5万年 中期

黔西观音洞 第2层

前段 毕节扁扁洞 第1～4层 17～13万年 末期 中更
新世早期 黔西观音洞 第3～8层 约20万年 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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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县大洞遗址的石制品除少数仍需进一步确

认的手斧、手镐、薄刃斧以及勒瓦娄哇技术

产品外，其余与观音洞遗址第3～8层的石器

工业面貌基本相同。

总的看来，黔西观音洞遗址第3～8层

的石器技术为相对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

文化类型属于以小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类

型。尽管石器技术相对简单，但也存在较多

进步性因素，如石核利用率较高、复刃工具

多、工具类型分化明显、工具强化加工以致

刃角陡直等，说明其是经过长期发展而来，

在这一区域还应存在尚未被发现的更古老的

遗存。

（二）中期

中期遗存在六冲河流域的毕节扁扁洞、

黔西观音洞，三岔河流域的水城硝灰洞等三

处遗址有发现。地质时代从中更新世末期延

续至晚更新世中期，绝对年代为距今17～5

万年。包括水城硝灰洞在内的贵州境内数个

同时期遗址发现有早期智人化石。各遗址发

现的人工制品均为石制品，根据石器技术和

文化面貌的阶段性变化又可分为前、后两个

发展阶段。

前段：仅发现于毕节扁扁洞遗址。石制

品计75件（含脱层者40件），原料的原型多

为砾石，结核和石块相对较少。岩性有硅质

灰岩、燧石、灰岩和泥质粉砂岩，燧石约占

27%。石核、石片形状多不规则，也存在一

些较规整的长石片，石核剥片时多不修理台

面，剥片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地层中发现有

2件零台面石片（即锐棱砸击石片），说明

可能使用了锐棱砸击法，但因数量太少尚不

能完全肯定。工具多以石片为毛坯，个体以

中、小型者为主。工具类型以刮削器为主，

砍砸器次之，尖状器很少。复刃工具略多于

单刃工具，加工方向以正向为主，刃缘不平

齐，刃角多陡直，少量工具修理精细，多数

较粗糙[52]（图三）。

贵州境内与之时代相当的遗存还发现

于黔西南地区的盘县大洞和黔北地区的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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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黔西观音洞遗址第3～8层出土石制品
1.砍砸器（P.4267） 2～4、6.刮削器（P.5306、P.5312、P.5286、P.5277） 5.尖状器（P.5356） 7.雕刻器
（P.5363） 8.凹缺刮器（P.5366） 9.端刮器（P.4327）（据李炎贤等：《观音洞——贵州黔西旧石器时代

初期文化遗址》第30～103页图改绘，文物出版社，1986年）

1

2
3

4 5

6 7 8 9
0 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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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毕节扁扁洞遗址出土石制品
1.石核（GB③P.0054） 2.两边刮削器（GB③P.0048） 
3.长石片（GBP.0009） 4.尖状器（GB①P.0042） 5.单凸
刃刮削器（GB④P.0066）（引自蔡回阳等：《贵州毕节扁

扁洞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

2

3

54

0 5厘米

岩灰洞遗址。盘县大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在

公布资料时未做细致区分，尚难仔细对比。

桐梓岩灰洞遗址旧石器时代文化层距今约18

或11万年[53]，发现有早期智人牙齿化石和12

件石制品[54]。因石制品数量很少，技术、面

貌不甚清楚，但尚可看出与毕节扁扁洞遗址

有较多共性，如石核剥片时多不修理台面，

剥片方法以锤击法为主，工具修理以单向为

主，加工多较粗糙，常见刮削器等。

后段：分别发现于黔西观音洞遗址第2

层和水城硝灰洞遗址第3层。观音洞遗址第

2层经研究的石制品共879件，原料的原型主

要为岩块和结核。岩性以硅质灰岩为主，燧

石、玉髓较少。石核、石片形状多不规则，

较规则的约占20%，石核剥片时多不修理台

面，剥片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工具大部分以

石片为毛坯，个体以小型者为主。工具组合

以刮削器为主，其次为端刮器，再次为尖状

器、砍砸器，石锥、凹缺刮器很少，复刃工

具远多于单刃工具。加工方向以正向为主，

刃缘不平齐，刃角不固定但总体显得陡直。

修理多较粗糙，部分修理精细[55]（图四）。

硝灰洞遗址出土石制品53件，数量虽不多，

但特色鲜明。原料的原型以扁平砾石为主，

岩性以玄武岩为主，有少量燧石。石核、石

片形状具有定型化的特点，剥片方法主要为

锐棱砸击法，锤击法次之。工具仅有5件，

个体多为中型，毛坯多为零台面石片，类型

图四 黔西观音洞遗址第2层出土石制品
1.砍砸器（P.4268） 2～4.刮削器（P.5350、P.5331、P.5315） 5.凹缺刮器（P.5373） 6.尖状器
（P.3937） 7.石锥（P.5371） 8.端刮器（P.5358）（据李炎贤等：《观音洞——贵州黔西旧石器时代初期文

化遗址》第104～153页图改绘，文物出版社，1986年）

1

2

3

4

65 7 8

0 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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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刮削器一种，刃角多较锐[56]（图五）。

贵州境内与上述遗存时代大体相当的

遗存还发现于黔北地区的桐梓马鞍山遗址，

该遗址的旧石器时代堆积可分上（第3～6

层）、下（第7～8层）两个文化层，上文

化层距今1.5～3.1万年，下文化层距今约5.3

万年[57]。下文化层石制品的加工技术和主要

特点与观音洞遗址第2层较接近，如部分石

核、石片形状较规则，剥片方法以锤击法为

主，工具多以石片为毛坯，类型以刮削器为

主，其次为尖刃器（尖状器），砍砸器较

少，部分工具修理精细等。

总的看来，本区旧石器时代中期前段的

石器技术，主体上继承了观音洞遗址第3～8

层的石器技术传统，仍为相对简单的石核-

石片技术；同时砾石原型所占比例增大，石

制品形状较规整，工具修理更加精细，可能

出现锐棱砸击法，体现了新的发展，总体属

于以小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类型。旧石器

时代中期后段，六冲河流域与三岔河流域的

遗存面貌有所不同。在六冲河流域，依然更

多地体现出对更早阶段技术传统的继承和发

展，同时呈现出材料利用更加充分、工具个

体小型化、形状更加规整、修理更加精细的

特点，仍属于以小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类

型。在三岔河流域，虽仍可见较早阶段的石

器技术传统，但选择固定形状的砾石原料、

以锐棱砸击法获取固定形态石片的技术思

想，则远远超出了简单剥片的水平，代表了

石片石器的新发展阶段[58]，属于以零台面石

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类型。显然，至迟从旧

石器时代中期后段开始，六冲河流域和三岔

河流域遗存的面貌已发生改变，文化类型的

地域差别逐渐显现。

（三）晚期

晚期遗存相对丰富。地质时代从晚更新

世晚期延续至晚更新世末期，绝对年代为距

今4或5万年至1万年前后。多个遗址发现有

晚期智人化石。除石制品外，骨角器出现并

逐渐流行。根据石器技术和文化面貌的阶段

性变化，大体以距今1.5万年或稍早为界分为

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前段：包括六冲河流域的毕节老鸦洞遗

址第2～8层、海子街大洞遗址下层、癞子洞

遗址、何官屯大岩洞遗址等，三岔河流域的

普定穿洞遗址第8、10层。

六冲河流域诸遗址中，石制品原料的原

型以岩块和结核为主，岩性以燧石为主（超

过50%）。石核、石片形状多不规则，但较

规则的比例大增。石核剥片时修理台面的现

象骤增，剥片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偶用砸击

法和锐棱砸击法，可能出现了软锤技术。工

具多以石片为毛坯，小型者占绝大多数，工

具组合以刮削器为主，尖状器次之，有少量

凹缺器、砍砸器、石钻等。加工方向以正向

为主，刃缘多不平齐，刃角不固定但多较陡

直，相当部分的工具修理精细。上述特点说

明本地传统的石核-石片技术在这一时期出

现了复杂化的特点。同时，骨角器在这一时

期开始出现，其中老鸦洞遗址发现有磨制骨

锥4件[59]（图六）。

三岔河流域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仅见于

普定穿洞遗址第8、10层。石制品原料的原

型以岩块为主，岩性以燧石为主。剥片以锤

击法为主，偶用砸击法。工具几乎全为小型

者，多以石片为毛坯，工具组合主要为刮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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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水城硝灰洞遗址出土刮削器
（KP.0008）

（引自曹泽田：《贵州水城硝灰洞旧石器文化
遗址》图3，《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

第1期）

0 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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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尖状器次之。加工方向以正向为主，总

体上修理较粗糙，亦不乏修理精细者。另发

现有极少量的打制和磨制骨器[60]。

贵州境内经过系统发掘、与上述遗存年

代接近的遗存还发现于黔北地区的桐梓马鞍

山遗址，该遗址上文化层出土的人工制品有

石制品和骨器，石制品原料的原型主要为岩

块，岩性绝大多数为燧石。剥片主要使用锤

击法，砸击法辅之，偶用锐棱砸击法。工具

毛坯主要为石片，个体多较小，类型以刮削

器为主，其次为砍砸器，尖状器较少。磨制

骨器较少，主要有锥、镞以及带刻纹的骨棒

等[61]。其石器技术和文化面貌与乌江上游地

区基本相同。

后段：有六冲河流域的毕节老鸦洞遗

址第1层、大方响水穿洞遗址、织金小岩山

遗址和猫猫洞遗址等，三岔河流域的普定白

岩脚洞遗址、红土洞遗址、洞口遗址，六

枝岩对门洞遗址、硝洞遗址，织金圆口洞遗

址等。

六冲河流域诸遗址中，与本地区旧石

器时代晚期前段遗存文化面貌基本相同，锐

棱砸击法和砸击法发展依旧比较缓慢，同时

燧石原料利用更加广泛，石制品形状更加规

整，工具修理更加精细，显示出石器加工技

术进一步提高。至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黔西

凤凰穿洞遗址，石器技术和文化面貌仍未发

生显著变化，总体呈现出连续发展、不断进

步的特点[62]。

三岔河流域诸遗址中，与本地区旧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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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毕节老鸦洞遗址第2～8层出土遗物
1.石锤（LYD2013-1103，第3层） 2.石核（LYD2013-1842，第5层） 3、7.刮削器（LYD2013-2334，第7层；
LYD2013-2052，第5层） 4、10、11.骨锥（LYD2013-219，第2层；LYD2013-633，第3层；LYD2013-1372，
第3层） 5.砸击石核（LYD2013-2208，第6层） 6.石锥（LYD2013-2597，第8层） 8.染料（LYD2013-

1512，第3层） 9.石片（LYD2013-617，第3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关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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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晚期前段相比，遗存面貌发生较大转变。

这一转变具有动态发展的过程，从距今约1.5

万年或稍早的普定白岩脚洞遗址到距今约0.8

万年的普定穿洞遗址第2～5层（虽已进入新石

器时代年代范围，但文化面貌仍具有浓郁的旧

石器时代风貌），表现得尤为明显。原料原

型方面，砾石所占比重大大提高并逐渐成为主

体。原料岩性方面，燧石减少并逐渐居于次要

地位。剥片方法方面，锤击法减少，锐棱砸击

法增加并逐渐成为主流。工具个体有增大的趋

势，工具毛坯中锐棱砸击石片比重增大并逐渐

成为主体，工具加工方向转变为以反向加工为

主，工具修理多精细，类型稳定（图七）。骨

角器数量增多，类型增加，有锥、铲、笄、

针、棒等，制作技术显著提高。

贵州境内经过系统发掘、年代比较确

定的同时期遗存还见于黔西南地区兴义猫猫

洞遗址、黔中地区平坝飞虎山遗址等。猫猫

洞遗址铀系法测年为距今约1.46万年[63]，碳

十四测年为距今0.88万年[64]。人工制品有石

制品和骨角器，石制品原料选择、工具组

合、加工技术等与三岔河流域同时期遗存

具有较多共性[65]。磨制骨角器发现较多，有

骨锥、骨刀、角铲等，形制规整，制作精

良[66]。飞虎山遗址下文化层碳十四测年为距

今约1.3万年，人工制品亦有石制品和骨角

器[67]，石制品原料选择、工具组合和加工技

术与六冲河流域同时期遗存比较接近。同时

也发现较多的骨角器，有骨锥、骨铲、角锥

等，制作具有定型化的特点，表现出与三岔

河流域同时期遗存处于大体相当的文化发展

水平。

总的来看，本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前段

的石器技术，主体上继承了观音洞遗址第2

层的技术传统，虽仍属相对简单的石核-石

片技术，但出现了显著的进步性特征。优质

的燧石原料大量使用，成为石制品原料的主

体，剥片方法多样及技术的革新，工具修理

精细，显示出人类的认知能力和石器加工技

术明显提高，能够从容选择更加优质的石料

制作适宜的工具。磨制骨器出现，数量虽不

多，但却反映了人类的工具制作达到了新的

水平，人类技术、认知和文化上出现了显著

的进步。这些特征都与更早阶段的遗存形成

鲜明对比。这一时期，六冲河流域和三岔河

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存的整体面貌差别不大，

图七 普定白岩脚洞遗址出土石制品
1.侧边直刃刮削器 2.侧边凸刃刮削器 3.雕刻器 4.两边刮削器 5.三边刮削器 6、9.尖状
器 7.横边凸刃刮削器 8.侧边凹刃刮削器（据李炎贤等：《贵州普定白岩脚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图2～4改绘，《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2期）

1 2

3

4

5

6

7 8 90 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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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省内大部分区域的旧石器文化处于基本

相同的发展阶段，属于以小石片为主要特征

的文化类型。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六冲河

流域与三岔河流域的旧石器文化具有截然不

同的发展过程。在六冲河流域主要是对旧石

器时代晚期前段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仍属以

小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类型。在三岔河流

域则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传统的以小石片为

主要特征的文化类型转变为了以零台面石片

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类型，体现了简单石核-

石片技术新的发展高度，与黔西南地区的石

器技术、文化面貌和发展水平大体相当。

三、结  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将对乌江上游地区旧

石器时代遗存的认识归纳如下。

一是本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以黔西

观音洞遗址第3～8层为代表，暂未发现人类

化石。石器技术属于相对简单的石核-石片

技术，但已呈现出一些进步性特点，是本地

区以小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类型的早期代

表，区内可能存在时代更早的遗存。

二是本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可分为

前、后两个发展阶段，人类体质特征属于早

期智人。前段以毕节扁扁洞遗址为代表，更

多的是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继承和发

展。后段以黔西观音洞遗址第2层、水城硝

灰洞遗址为代表。六冲河流域的遗存主要体

现出对更早阶段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三岔河

流域的遗存则更多地显示出新的特点，特定

的砾石原料骤增、锐棱砸击法广泛使用是主

要表现，其虽仍属相对简单的石核-石片技

术体系，但代表了新的发展高度，水城硝灰

洞遗址是以零台面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类

型的早期代表。

三是本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可分为

前、后两个发展阶段，人类体质特征属于晚

期智人。前段以毕节老鸦洞遗址第2～8层、

普定穿洞遗址第8、10层为代表，在继承较

早阶段文化传统的同时发生明显转变，优质

的燧石原料大量使用，石器加工技术明显提

高，磨制骨角器开始出现，代表了人类文化

发展的新阶段。六冲河流域与三岔河流域的

遗存面貌差别不大，以零台面石片为主要特

征的文化类型尚未获得较大发展。后段以毕

节老鸦洞遗址第1层、普定白岩脚洞遗址第

3～7层等为代表，六冲河流域和三岔河流域

的遗存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六冲河流域

更多地体现了与晚期前段遗存之间的密切联

系，虽可见以零台面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

类型的因素，但其影响有限。在三岔河流域

则逐渐转变成了以零台面石片为主要特征的

文化类型，改变了本地固有的文化传统。

四是乌江上游地区可分为六冲河流域和

三岔河流域两个文化区。六冲河流域文化区

始终是以小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类型，但

由早至晚表现出不断进步和复杂化的特点。

三岔河流域文化区则经历了以小石片为主要

特征的文化类型的影响逐渐减弱，以零台面

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类型逐渐壮大的过

程。这一转变至迟自旧石器时代中期后段即

已局部开始，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急剧

加速，以零台面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类型

逐渐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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