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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怀宁考古记——基于“三普”调查的发现与研究》主要由参与怀宁县“三普”工作的普查队员编写
，是一本以三普调查材料为基础，并综合了以往材料的学术性著作。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二章系统介绍了怀宁县的文物工作史以及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第三章按照“
三普”调查分类方法，逐一重点介绍了“三普”工作取得的成果；第四章，主要以孙家城遗址为核心
的大沙河流域先秦遗址的区域系统调查材料为主，进行专题研究，并对大沙河流域古代文化演进的社
会背景进行了重要的分析；第五章，主要介绍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前社会发展的关系，为政府部门研究
经济发展和合理利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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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文化面貌上看，发现的石制品存在二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类型，一种以砍砸器为主的
卵石工具类型；另一种以刮削器为主的石片工具类型。
以石片工具为主的文化类型，共有2处，全部位于大沙河流域。
石器含在灰白色粉砂质黏土中，时代可能是晚更新世到全新世早期。
共发现石制品3000多件，由石片、石核、刮削器组成。
石核的石材均是清一色小砾石，石质为白色石英岩、玉髓、水晶。
石核普遍较小，长宽厚在6厘米左右，石核分为楔状石核、柱状石核、船底状石核、不规则石核。
从石核上残留的石片疤观察剥片方法，主要是锤击法和砸击法二种，在剥片前很多都进行过修理。
石片普遍较小，最小的长19毫米、宽17毫米、厚5毫米；最大的石片长51毫米、宽26毫米、厚8毫米。
石片刮削器以刃口多少、形状分为圆刃刮削器、单边刮削器、多刃刮削器；石核刮削器分别有圆刃刮
削器、凹刃刮削器、直刃刮削器、双刃刮削器、凸刃刮削器。
刮削器刃口多数用锤击法修理，少数标本采用压制法。
上述石器组合特征，应属细石器文化。
以砍砸器为主的文化类型，共有3处，全部位于皖河流域。
此类型位于细石器文化层下部，石器含在网纹红土中，时代属中更新世。
采集石制品分别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组成。
石核占石制品的12％，所用石材均是河床砾石，石质为石英岩，单台面石核居多，双台面石核次之，
多台面石核最少。
从石核上的石片疤痕分析，均用锤击法剥片，多数石核是以自然台面打片，少数石核上有修理台面。
石片占石制品的68％，多数石片是自然台面，少数疤台面和线台面。
石片一般中等大小，长4～8厘米，宽3～5厘米，厚2～4厘米之间，大石片很少。
多数石片未经第二步加工，只有少数加工成工具。
刮削器占石制品的6％，全用石片制作。
根据刃L]形状分为直刃刮削器、凹刃刮削器、弧刃刮削器。
刮削刃口第二部修理均用锤击法，形成的刃口多成波状起伏。
砍砸器占石制品的12％，分别有锛形砍砸器、单刃砍砸器、双刃尖状砍砸器，凸刃砍砸器等。
其中锛形砍砸器是一种较特殊的砍砸器类型，它的制作是用长条形砾石第一步从两面进行剥片，打制
成宽扁楔形，然后第二步在两面的一侧进行修整，使刃口宽薄而锋利，手握部位保存着砾石面，圆敦
厚重。
特点是石片多，砍砸器、刮削器都较丰富，尤其是锛形砍砸器较特别，它与巢湖、水阳江旧石器同属
砾石工业类型，但是器物组合有较大的差别，可以说怀宁的旧石器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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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怀宁考古记:基于"三普"调查的发现与研究》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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