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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川》

内容概要

下川文化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遗存，因发现于山西沁水县下川镇而
得名。该遗存发现于1970年，后于1972和1973年进行调查。下川文化遗存密布在海拔900-2500米的山顶
和山腰之间，纵横约30平方公里，分布在六个地区（下川区、东川区、索泉岭区、历山区、固隆区、
山址岩区），其中以下川区文化遗存最丰富。1976-1979年，分别在下川、历川、山址岩三个地区进行
了四次发掘。在下川区的富益河圪梁、小白桦圪梁、棠梨树圪梁和牛路圪梁等四个地点进行发掘。下
川文化的发现，为我国细石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它不仅是衡量我国境内其他类似文化的
时代、性质和分期的标准，同时，它的文化类型品也见于北亚、东北亚和北美各石器时代遗址，在国
际同类文化的研究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Page 2



《下川》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下川文化遗存的范围及调查发掘经过
二、下川盆地的地理环境和地质结构
三、下川盆地的自然景观
第二章  下川遗址古文化遗存地层堆积及文化内涵
一、富益河圪梁遗址地层堆积及文化内涵
二、小白桦圪梁遗址地层堆积及文化内涵
三、棠梨树圪梁遗址地层堆积及文化内涵
四、牛路圪梁遗址地层堆积及文化内涵
第三章  下川遗址下层及中层文化遗物
第一节  下层文化遗物
一、石核
二、石片
三、石器
第二节  中层文化遗物
一、石核
二、石器
第四章  下川遗址上层文化遗存
第一节  下川遗址上层大石器
一、石核
二、石片
三、石器
第二节  下川遗址上层细石器
一、石核
二、刮削器
三、尖状器
四、雕刻器
五、切割器
六、带背刀
七、锯
八、劈凿器
九、两极石片器
第五章  舜王坪大腰遗址文化遗存
一、地理环境与遗址概况
二、地层堆积
三、文化遗物
第六章    山迪岩洞穴文化遗存
一、1号洞穴基本概况
二、地层堆积
三、文化遗物
四、讨论
第七章  下川文化遗存制石工艺技术的考察
第一节  砾石工业
一、石核器的制造技术
二、石片石器的制作技术
第二节  燧石工业
一、石核工业

Page 3



《下川》

二、石片工业
第八章  结语
一、下川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二、下川文化石器的性质和特点
三、下川文化的发展序列及渊源
四、对下川文化的几点认识
附录
附录一  下川遗址14C年代数据表
附录二  下川动物标本鉴定
附录三  下川文化有关研究文章  (未发表)
附录三-1  下川石磨盘和磨石表面残余物的报告
附录三-2  下川小石器微痕的初步分析
附录三-3  下川上牛路、下牛路和富益河圪梁剖面孢粉分析报告
附录四  下川文化有关研究文章  (已发表)
附录四-1  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
附录四-2  试论下川文化与小南海文化之间的关系
附录四-3  山西阳城、大同地区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
附录四-4  下川细石核形制研究
附录四-5  下川楔形析器研究
附录四-6  下川遗址的新材料
附录四-7  下川雕刻器研究
附录四-8  下川遗址的古气候环境
附录四-9  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与粟作农业的起源
附录四-10  关于下川文化的几个问题
后记
下川报告编写过程补记

Page 4



《下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