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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

林 圣 龙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

,

北 京

摘 要

对中西方 旧石器 文化 中技术模式 的比较表 明
,

两者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

充分显示 了中国旧

石器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以及中西方整个旧石器文化属于 不同的传统
。

关键词 技术模式
,

旧石器文化
,

中西方的比较

石器制作技术对于 旧 石器和 旧 石器文化研究 的重要性是不言 自明的
。

提出五

种技术模式来划分世界各地的 旧石器文化
。

本文将对中西方 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作一

比较
,

以探讨两者间的异同
。

的五种技术模式

欧洲是旧石器考古学工作最早开展起来 的地方
,

很早就建立了旧石器 时代文化发展 的

序列和分期
,

并成为世界许多地方进行文化分期的标尺
。

但是
,

随着世界 旧石器考古学的

发展和研究 的深人
,

人们发现 旧 石器文化在世界范围 内分布广泛
,

由于地域和 时代的不

同
,

由于环境的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性
,

各地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存在着相 当大的差异
,

因

而欧洲的一套旧 石器文化分期法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地 区
。

正是为了避免以欧洲为中心的旧石器文化分期法
,

也为 了把旧石器时代技术
、

’

经济和

社会的变化分开来进行研究
,

年 盯 提 出了划 分 旧石器文化 的 种技术模式
, , , , 。

在 国 内以往 发表 的文献 中
,

似

乎还从未提到过这种分类体系
,

现扼要介绍如下

模式 工技术

或称之为奥杜韦技术
。

典型特征是有 与初级产品共生的简陋

的石核制品 例如砍砸器
、

多面体石器
、

盘状器
,

并 常有随意修整的石片 刮 削器和石

锥
。

使用硬锤打击
、

砸击技术和碰砧技术
。

在 欧洲这个阶段有 时被称为
“

前舍利文化
”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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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欧洲
, 早模式 技术

。

出 自意大利
遗址的简单的石核和修整石片

,

断代为末次磁性反向期之

欧洲
,

晚模式 技术
,

与该

前
,

或者至少 万年前
。

地区的阿舍利遗址 同时代

上 石灰岩砍砸器 中和下 具有齿状修整的隧石制品

。

出 自法国南 部 汀

凹一 凸 刮削器
,

尖状器
,

凹 缺器

的小 的简单的石核和修整制品

齿状器
。

两面砍硕器
,

两刃

依
,

迸敏加拱酬薰

粼涂粼搽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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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非 洲
,

早模式 技术
。

出 自奥杜韦峡谷第 层的两 面工具
,

年代测定 为大约 巧 万年前 上 手

斧 下 薄刃斧
。

这样的大型两面工具是非洲许多早阿舍利工业的典型 非洲
,

晚模式 技术
。

新世 晚期 的 遗址 的阿舍利手斧

期石器常常显示了高度的对称和制作的技巧
。

上 和薄刃 斧 下 年代测定为大约 万年前
。

出 自赞比亚中更

这样 的阿舍利晚

依
,

剔肇馨曝总撬
颧叠缪 遨馨
图

欧洲
,

欧洲
,

早模式 技术 出 自西班牙 遗址的阿舍利两面工具
,

年代测定为大约 万年前

晚模式 技术 出 自中更新世晚期 大约 万年前 英国 遗址 的制作精细的阿舍利尖状手

依
,

斧

北非变体 的带挺石器的存在表明
,

用绳索或胶粘物装把在这一阶段已被使用 图
, 。

模式 技术

也称之为 旧石器 时代晚期技术
。

在欧洲大部分地 区
,

在北非和近东 常 常称之 为
“ ” 一

在非洲撒哈拉 以南地 区
,

这种技术罕见
,

但发现于 中期石器时代和晚期石器时代的石器组合物中
。

典型特征是石叶工业
,

共生的石

器有端刮器
、

雕刻器和石锥等
。

可能存在两面加工的尖状器和一批骨
、

角器
。

典型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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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非 洲
,

模式 技 术
。

中 期 石 器 时 代 的石 制 品 工 业 阿 尔 及 利 亚 二 带挺 尖状 器

业 扎伊尔 盘状器 端和边刮器 传 两面加工的 一 业 赞 巴布维 钝背

石片
,

在使用 刃 上具有凹 的边缘修整 毯 石锥 两面加工的尖状器
。

工业 南非 一面加工 的尖状

器 两刃边刮器 从经过修理的石核上打下的三角形石片 勒瓦娄哇型石片 盘状石核

、

依
,

粼删黝黝

息德霭︸瓜旧圈砂,、角嘴嚼、
、八日州︸

瓜黝甲︸

硬锤
、

软锤和 间接打击技术 以 及压片法
。

这时期有了投矛器
,

而若干小 的抛射尖状

器的存在也表示 可能 已使用 弓箭 图
,

。

模式 技术

这是中石器时代典型的模式技术
,

但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已 出现了这一技

术的若干成分
。

在非洲撒哈拉 以南地 区
,

这一技术阶段发现于晚期石器时代的细石

器技术之中
。

典型特征是细石器
,

特别是

像 三 角 形 器
、

梯 形 器

和新 月形器 这

样的几何形细石器
,

用它们来组成复合工

具
。

这种技术常 与弓箭使用共生
。

在某些

地区
,

例如欧洲 的温带地区
,

使用打制的

石 斧
,

有 时 附 着 于 鹿 角 套
,

后者又被装在 一个木把上
。

使

用硬锤
、

软锤和间接打击技术
,

使用
“

沟

断技术
”

方法生产制作

几何形细石器的毛坯
,

还使用压片法 图

愿

图 欧洲
,

模式 技术
。

典型的法国

莫斯特工业的石器 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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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模式 技术
。

北非和东非晚期石器时代的

石制品
。

出 自 遗址 埃塞俄 比亚 修整石

叶 月 形器
。

业 肯尼 亚 雕 刻

器 端 刮 器
。

二 业 摩 洛哥

饱 两端剥片的细石叶石核 钝背细石叶 短身

端刮器
。

工 业 突尼斯 端刮器 钝

背石叶 雕刻器 细石器
。

依
,

图 欧洲模式 技术
。

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

的若干代表性石器 奥瑞纳石叶 ,

格 拉 维 特 尖 状 器
,

格 拉 维 特 端 刮 器 毋
,

梭 鲁 特 尖 状 器

一
,

马格德林雕刻器
。

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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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石器时代和后 旧 石器时代技术 由被分割的石 叶生产几何形细石器 间 细石叶石核 装

有石制倒钩的鹿角做的矛 有倒钩的鹿角尖状器 鹿角做的鹤咀锄 盯 上面具有雕刻

的半圆形骨棒
“ ”

或石钻 带挺尖状器 铭 带艇尖状器 文

化 有两排倒钩的鹿角尖状器 玛
。

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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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含模式 技术成分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晚期石器时代的石制品
。

业 扎伊尔和 安哥拉 两面加工的带艇尖状器 伪 钝背石叶 ‘
。

工业 南

非 端刮器 晚期阶段 钝背石叶 新月形器 小的凸刃刮削器
、

伪 边和端刮器 少 新月形

器 直的钝背细石器 石锥 双重新月形器 鸵鸟蛋皮做的珠子 滩
,

, 。

的分类体系是概括世界 旧石器文化的技术发展的总趋势制定 出来的
,

划分成

几种主要的技术模式
,

因而避免 了以欧洲为中心 的分期法
,

也便于地区间的比较
。

另外
,

这个体系突出了技术的发展
,

具有简明
、

清晰的优点
。

现在这种分类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

的应用
。

应该指出的是
,

在 不同的地 区
,

这些技术模式并不是 以完全相 同的速度发展 的
。

例

如
,

石叶技术 模式 技术 在西南亚就 比西欧出现得早
。

另外
,

每一个地区不一定都经

历了每一种技术模式
,

例如非洲大部分地区缺乏模式 技术
。

西方 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

非洲最早 的 石制品发现于埃塞俄 比亚 的
、

扎伊尔东部的

以及 。 河河谷的
,

年代为距今 一 万年
。

稍晚一点的发

现有 和 。。 的地点
,

年代 为距今 万年到 万年 与 和

最早石制品可能同时的来 自 妞 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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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上述石制 品通常被 归人奥杜韦工业
,

或称之为奥杜韦

传统
,

属于模式 技术
。

大约从 万年前开始
,

第一次出现了一些新的石器类型 大的手斧和薄刃 斧
。

这是

阿舍利传统 的标志
,

属于模式 技术
。

在东非
,

阿舍利传统替代

奥杜韦传统发生在大约 一 万年前
。

在非洲
,

阿舍利传统持续到 万年到 万 年

前 整个 非 洲从南到 北 发现 了无数 的阿舍利遗址
,

重要 的有东非 的
,

和 埃 塞 俄 比 亚
, , ,

和

肯尼 亚
, , ,

奥和 而 坦桑尼亚 在

南非和中非有
,

和 南非
,

赞

比亚 北非有 币
,

阿尔及利亚
,

摩洛哥
,

突尼

斯 以及 和 埃及 等
。

但是
,

阿舍利工业 出现以后并未完全取代

奥杜韦工业
。

在许多地区两者共存 了长达几 十万年的时间
。

也就是说
,

模式 技术出现 以

后
,

模式 技术并未立即消失
,

而是继续存在了一段相 当长 的时间
。

到 旧 石 器 时代 中期
,

非 洲 旧 石 器 文 化 出 现 了 地 区 性 分 化
。

北 非 有

和 工业
,

属于模式 技术
。

在撒哈拉 以南地 区则是 中期石器 时代文

化 也属于模式 技术
,

例如 盯 和 工业 的石制品包括盘状和勒瓦娄石

核
,

具有修理台 面的
,

以及石片一 石叶
、

尖状器和刮削器等
。 、

和 组合物也含有手斧和镐这样的大的两面工具
,

也许与居住于森

林
、

从事木器加工的适应有关
。

在北非
,

继 工 业之 后
,

出现 了使用模式 技 术 的 旧 石器 时代晚期工业
。

在
,

工业可以 与欧洲 一 万年前 的石 叶工 业相 比较
。

类似的组合物也

发现于肯尼亚
、

埃塞俄 比亚和索马里
。

在撒哈拉以南地 区
,

没有真正使用模式 技术的工

业
,

紧接着模式 班技术出现的是模式 技术 的工业
。

在非洲南部
,

晚期石器时代工业的典

型特征是细石器技术 模式 技术 以及更着重于捕鱼和狩猎大的平原有蹄类动物
。

晚期

石器 时代 的开始可 以早到 万年前
,

并继续到全新世
,

有些地 区甚 至进人 了历史 时期
。

, , , 。

总起来看
,

非洲旧石器文化存在着从模式 工 技术的连续发展
,

模式 技术主

要存在于北非
,

而撒哈拉以南地区则较早出现了模式 技术
。

再看欧洲
。

欧洲发现了一些年代 比较早的 旧 石器地点
,

如法 国的 和

前捷克斯洛伐克的 和 刁 意大利中部的 德国的

加
。

它们 的年代在距今 或 万 年左右
。

发现 的石 制 品 比较简单粗糙
,

包括 石

核
、

石片
、

砍砸器和经过简单修整的石片石器
,

有的地点还有人工破碎的动物骨头
,

但是

都缺乏手斧和其它两面工具
,

属于模式 工技术
。

在距今 万年到大约 万年前存在着 阿舍利工业传统
,

属于模式 技术
。

典型器物

是手 斧和 其 它两 面器
。

重要地点 有 英 国 的
、

和 法 国 的
、

和 西 班 牙 的 和 意 大 利 的

灭
,

可能还包括罗马附近的
。

有些较晚的阿舍利工 业常常使用勒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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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修理石核技术
。

与非洲一样
,

在欧洲模式 技术出现以后
,

模式 工技术并没有马上退 出

历史舞台
,

有些具有模 式 工技术 的 中更新世工业与 阿 舍利工 业大 体上 是同时代的
,

例如
, 。

在西欧模式 工技术 与模式 技术发生重叠
。

然而
,

在东欧
,

大都

缺乏 阿 舍 利 技 术
,

存 在 的 基 本 上 是 模 式 技 术
,

如 匈 牙 利 的 眺 和 德 国 的
。

欧洲阿舍利 工业结束的时间随地而异
。

在法国北部
,

没有手 斧的莫斯特工业在大约距

今 万年前完全替 代了阿舍利工业
,

而在法国西南部
,

阿舍利工业延续到距今 万年前

或更晚
。

总之
,

在大 约距今 万年前
,

欧洲 出现 了旧 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上业
,

即模

式 技 术
。

典 型 者 如 法 国 的 莫 斯 特 工 业
,

它 包 括 了 儿 种 变 体

刮 削器数 量 多
,

钝背 刀 和手 斧 稀 少或缺乏
。

又 分 为 型 和

型
。

具有 中等数量 的刮 削器
,

勒瓦 娄打法 的 比例可 变
,

刮削器
、

横刃刮 削器
、

钝背刀 和手斧的比例低或缺乏
,

在这一变体中尖状器是最常见的
。

齿状 器和 凹缺器在石器组合 中占有高的 比例
,

勒瓦 娄指数

可 变
,

其 它 类 型 刮削 器
、

刮 削 器
、

钝 背 刀
、

手 斧 稀 少 或 缺 乏
。

可 变的勒 瓦娄指数
,

刮 削器的 比例低到 中等
,

刮削器稀少或缺乏
,

存在 旧 石器 时代晚期 的石器类型 雕刻 器
、

端刮器
,

齿状器数量

多
,

最典型 的 器物是钝背刀 和 或手 斧
。

又 可分 为两 个 亚类 型 具有三 角形手

斧 具有少量制作较差的手 斧
,

但是有许多钝背刀
。

在年代上
,

总是晚于
。

中 欧 和 东 欧 旧 石 器 时 代 中 期 组 合 物 包 括
、

和
,

以 及具有两 面 叶形尖状器 的
“ ”

工业或含有手 斧的 工

业
。

欧 洲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是 以 石 叶 和 雕 刻 器 为 基 础 的 工 业
。

在 法 国 西 南部 有
、

记
、

和 等工业
,

属于模式 技术
。

日石器

晚期工业在大约距今 年前替代了旧石器中期的石片和修理石核工业
,

而在距今 一
万 年 前 本 身 又 为 细 石 器 技 术 所 替 代

。 , ,

,

这样
,

欧洲 旧石器文化中包括了从模式 工到模式 技术
。

再说西南亚
,

七 是西南亚的一个重要的旧石器地点
,

是非洲 以外最草有人类

活动的地点之一
。

这里的早期石制品有石核
、

石片
、

一面或两面打制的砍砸器
,

与奥杜韦

第 层的奥杜韦文化的石制品相似
,

属于模式 技术
。

晚期出现了粗糙的手斧
,

属于早期

阿舍利文化即模式 技术
。

在约旦河谷的 娜尹 地点
,

发现了阿舍利早期
、

中

期和晚期工业
。

叙利亚的 是另一个重要 的阿舍利中期地点
。

其他重要的阿舍利

地 点 有 以 色 列 的
,

界
、 , ‘

黎 色 嫩 的

约旦的
’ 。

旧石器时代 中期工业在石制品类型上可 以与欧洲同时期 的组合物相 比较
,

包括各种莫

斯特类型 的石制 品
,

有 时是 用勒瓦娄技术生产的
,

常被称之 为
,

属于模式 技术
。

重要 的遗址有 以 色列 的
、 、

盯 和 叙利亚沙

漠的
、

厂 皿 伊拉克 的 和 卜 伊 朗的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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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石器时代晚期工 业恩的说来相 似于欧洲和北非 的石 叶工业
,

属于模式 技术
。

在
,

有
“ ”

工业
,

跟着 是
“

后 旧 石 器 时代
”

的 工 业
】

约 一

在 地 区
,

有 业
,

接着是
。 ,

,

中国 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作
,

中国已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
。

北方有泥河

湾的东谷沱
、

小长梁
、

岑家湾
,

蓝 田公王岭和陈家窝子
,

周 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

匿河地点

群
,

庙后山和金 牛山遗址下文化层等
。

南方有元谋上那邦
,

黔西观音洞
,

大冶石龙头和桐

梓岩灰洞等
。

近些年来在汉水上游地 区
、

长江中游地区
、

江南丘陵地区和岭南百色盆地发

现了许多新的旧石器地点
,

其中有些属于 旧石器时代早期
。

许多学者对中国 旧石器 时代早期 文化进行 了综合研究
,

张森

水
,

李炎贤
,

王 幼平
, , 。

中国旧 石器时

代早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 使用锤击法
、

砸击法和碰砧法
,

极少修理 石核 有些

工业以石片石器为主
,

虽然在有的地点或有 的地点的有些层位 中
,

砍砸器在石器组合中占

的比例较大 有些工业则以砾石石器为主 常见的石器类型有刮削器
、

尖状器
、

砍砸

器等
,

一些地点也有石锥
、

雕刻器
、

镐或石球
,

有少数地点出现了数量很少的薄刃 斧
,

但

都缺乏真正 的手斧
。

有些 石器组合 以刮削器 为主
,

有 的则 以 大型 石器为主 总的说

来
,

石器形态的规范化程度较差
。

莫维斯曾把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当时包括周 口 店

第 地点和第 地点 纳人他的砍砸器文化传统
, 。

认为

砍砸器文化传统这个名字 已经过时
,

最好称之为
“ ” 。

裴文 中曾把北

京猿人文化和 丁村文化称之为
“

砍砸器一 刮 削器工业
” , 。

最近有 的学者把中国旧

石器 时代早期 文 化称之 为
“

简单的 石核 和石 片工 具
” “ ”

工 业

琳
, 。

总起来看
,

中国 旧 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属于模式 技术
。

中国旧石器文化在其发展过程 中有没有经过模式 技术 的阶段 这是一个仍然需要探

讨的问题
。

在若干地点和蓝 田平梁
、

三 门峡
、

丁村
、

乾县
、

涝池河
、

梁 山和百色等地
,

曾

发现过一些标本
,

有的学者把它们定为手斧
,

并认为在 中国 旧石器时代早期
,

存在一些含
手斧的

、

工具组合与欧
、

非手 斧文化相似的石器工业
,

表明旧石器早期存在东西方文化交

流的可能性 黄慰文
, 。

但是
,

也有学者认为
,

这些工 业可能并不真正属于阿舍利

文化
, 。

还有学者指 出
,

东亚发现 的手斧和其它两面器 比西南亚
、

欧洲和非洲许多 阿舍利遗址中发现的稀少得 多
,

它们与阿舍利制品的形态是否真正相似还

不清楚 另外
,

至少有些东亚遗址的年代可能为第四纪晚期或者甚至是第 四纪的非常晚的

时期
,

这时西方的阿舍利工 业已经结束
,

总之
,

继续研究可能显示
,

印度北部 的
“

莫维斯

线
” “ ”

在第 四纪中期确实有广泛的文化意义
, 。

最近笔者对上述地

点的若干手斧标本重新进行 了考察
,

结果表明它们可能并不是真正 的手斧
,

更可能是镐
、

石核斧或砍砸器之类的重型工具 林圣龙
, 。

因此笔者认为
,

在 中国旧 石器时代早

期文化中
,

并不存在过模式 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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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提出
,

在 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
,

在 中

国出现了一些
“
两面器遗址

” ,

含有大型两面器
,

显示 了模式 技术
,

并指 出这个

两面器现象似乎指示 了一种有趣 的技术相
,

在东亚旧 石器时代之 内具有潜在的机能含义

这是一种新的看法
,

值得进一步讨论
。

首先应该指 出
,

血 不是一个很好的科学术语
,

因为它缺乏严格的界定
。

在论述 时
,

只是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

两个面上进行通体的或不怎么广泛 的修整 还说它们向 型两面修整的刮削器和两

面叶形器都具有这种 两面修整
,

有 时不容易 区分
。

事实上
,

例如在

的石制品分类系 统 中
,

有许多种大型石器都是 两面或部分两面加工的
。

在 定义 时说 严格地说在一块石 头 的两个不 同的面上 进行打片的石制

品
,

例如两 面 砍 砸 器
、

手斧或 抛射尖状器
,

都是两面器 其次
,

把 模 式 技 术 定 义 为
“

手 斧 工 业
” “ ” ,

则称之 为
“

阿舍利技术
” “ ” ,

这两种称法基本上是

一致的
。

现 在 飞 把模式 技术称之为
“

血
。

应该

说
,

用 血 群 来替换 汀 或 不是一种很

合适的做法
,

因 为前者缺乏严格的限定
。

两面器技术可以包括很不相同的程度和范围
,

包

含不同层次的技术水平
,

其结果是可以生产出不同种类的石器类型
。

就拿笔者和何乃汉最

近重新研究的百色的一些标本来说
,

它们确实是两面加工的
,

因此有的学者把它们定为两

面器 手斧 邱中郎
、

何乃汉
, ,

但是重新进行的观察和描述表明
,

它们基本上只

加工了器物的前半部
,

后半部和跟部是完全或基本上不加工 的
,

它们都只有最低限度的初
步打片和修整

,

缺乏台面修理和两面去薄技术
,

因此截面厚
,

厚 宽比率高或比较高
,

周

边缺乏连续的锐刃
,

形态不规范
,

因此它们不是真正 的两面器或手斧 林圣龙
、

何乃汉
,

,

很难与 阿舍利技术相提并论 事实上
,

许多被认为是 中国手斧标本的情况也是如

此
。

因此
,

笔者认为
,

正 不如手斧工业或阿舍利技术能更准确表示模式

技术的特征
,

容易引起误解和混乱
。

再从文 中例举的具体标本来看
,

也显示了这一点
,

、

文

中图
, , ,

有一部分是表示 中国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

模式的
,

其 中作 为模式 技术 即 血 加 的典型代表 的是沙女沟似手斧石器

原 丁 村 号标本
。

笔 者最 近对 这件标 本 重新 进行 了 观察和 描述 林圣龙
,

。

事实上
,

这件标本只进行 了最低 限度的打片
,

比较平的一面
,

右侧打掉过三块

较大的石片和一隽较小的石片
,

而左侧打掉 的两块石片相对较小
,

于是在器身靠近左侧缘

的地方留下一片石皮 高起的一面
,

右侧打掉的石片较大
、

较长
,

左侧的较小
、

较短
,

两

侧的石片疤没有在中间汇合
,

因此在器身中间留下一条窄长的石皮
,

从尖端一直延伸到跟

部
,

也使得左侧明显高于右侧
。

这就难怪原研究者为什么不把它定为手斧而只是称它为似

手斧石器 裴文 中等
, 。

但是
,

即使如此
,

这件标本无论从形态特征还是从测量特

征来说
,

都是 比较相似于手斧的
,

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相似于手斧的一件标

本
。

可能正是 因 为这个缘故
,

把这件标本的图放在表中作为中国

模式 技术 的典型代表
。

但是
,

问题是这件标本是从距丁村 公里的沙女沟的地表捡到

的
,

而后来的发现表明
,

在沙女沟东 公里 的塔儿山支脉大 尚堆山南坡
,

已发现了大固堆

山史前石器制造场
,

时代可能相 当之晚 王 向前等
, 。

因此这是一件既没有准确的

出土层位
,

又没有可靠年代的标本
,

再加上 无论是过去 裴文中等
,

还是新近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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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等
,

报道的丁村石制 品中
,

都没有发现过同类器物
,

使我们很难把它作为丁村工

业的石制品来看待
。

因此
,

用这样一件标本作为中国模式 技术的典型代表显然是十分勉

强也是很不适宜的
。

文 中作为中国模式 技术 的代表还 图示了另外三件 标本
,

一

件是丁村 号标本
,

一件是平梁 号标本
,

还有一件是三 门峡 号标本

原文图 之
、 、 。

笔者最近对这三件标本也重新进行了观察和描述
,

增加 了标本的

纵截面图
,

计算 了宽 长
、

厚 宽
、

厚 长 比率
。

分析的结果表明
,

它们也都不是真正 的

手斧
,

而应是镐一类的重型工具 林圣龙
, 。

因此
,

仅仅根据 四件这样 的标本要

肯定中国 旧石器工业中存在模式 技术显然还为时过早
。

后来
,

又撰文专

「讨论东亚 旧石器时代早期工 业和
“

莫维斯线
”

的问题
,

在 图 中也用 了中国的这 四

件标本和韩 国全谷里遗址 的两件标本作为亚洲模式 技术的代表
。

她在图的说明中也指

出
, “

这样的工具趋 向于 比较厚
,

甚至是三棱形
,

而且不是欧洲和西亚同时代的阿舍利工 业

的典型 虽 然 非 洲早 更新世 时期 的阿舍利早期工具有 时有相似 的形态
” ,

,
。

在文中她也讨论了亚洲 的模式 技术 问题
,

指 出 尽管它们的两面 加工 的性

质
,

这些技术与 欧亚西部和非洲的阿舍利传统之 间有着非常重大的区别 没有西方典型 的

两面去薄技术
,

由此而产生的工具趋向于厚得多
,

有时甚至是三棱形的
。

它们在许多方面

使人想起中非 的 工 业
。

它们也没有 阿舍利技术 中的那一套技术过程或程序
。

因

此
,

尽管它们的 两面 加工 的或模式 技术 的性质
,

这些东方的两面器技术真的不

应该被认为是整个阿舍利传统 的一部分
。

它们似乎代表 了出现在东亚旧石器时代早期的 比

较晚的时候的某种真实的技术发展
,

可能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发明
。

她还指 么
,

重要的是认

识到 这个两面器技术在东亚似乎是局部的
,

也许是暂时的
、

比较零星的
,

这与阿舍利 的

地区和时间的强烈的连续性成强烈的对照
。

在此意义上
,

阿舍利两面器技术和东亚的这个

现象之 间存在着 巨大 的差别 东亚的 这个技术
,

如果能证明
,

至少部分地证明
,

代表

一个年代上的有 限的发展
,

也许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
、

这一时期的特定的功能上 的需要 和

新近发展的文化规则 的结合而 出现的
。

所 以
,

她 明确地指 出 阿舍利大型两面器技术
“

在

东方仍然是明显地缺乏的
” , , 。

总起来看
,

无论是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工业
,

还是丁村工业
,

都具有这样几个非常突

出的特征 没有真正的手斧 在制作大工具的过程 中缺乏修理台 面和两面去薄技

术 缺乏软锤技术或者说很不发达 缺乏非 洲 出现于大约 万年前 和欧洲

吠约 万年前 模式 技术 中的勒瓦娄技术 缺乏阿舍利技术中的那套精心设计的

技术程序
。

因此笔者认为
,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似乎没有经历过模式 技术的阶段
。

除了上面说的丁村遗址以外
,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重要地点有大荔人地点
、

周 口 店

第 地点
、

许家窑
、

长武窑头沟
、

喀左鸽子洞和水肺硝灰洞等
。

经过一些学者的综合研

究
,

邱 中郎
,

张森水
一

, 、 、 ,

中国 旧石器

中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 打制石器主要使用锤击法和砸击法 修理石核技术很不

发达
,

特别是缺乏勒瓦娄技术 软锤技术缺乏或很不发达 石器组合大都以刮 削

器为主
,

还有尖状器
、

雕刻器
、

石球
、

砍砸器
、

薄刃斧
、

镐等
,

但没有西方同时期工业 中

较普遍存在的勒瓦娄尖状器和莫斯特刮削器
,

与莫斯特尖状器相象的也仅有一或二例
。

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相 比
,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无论在技术还是在石器类型方

面的变化似乎都不是很大
。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
“

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石器类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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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技术
,

如果和 旧 石器时代早期 的相 比较
,

基本上还是早期的一些类型 和一套加工技

术
。

即使类型稍 有变化
,

技术稍有进步
,

如在周 口 店第 巧 地点
、

山西丁村各地点和许家

窑地点看到的
,

但是变化和进步都是缓慢的
”

邱中郎
, 。

有的学者也指出
,

中国北

方旧石器时代中期工业
“

继承有余
,

发展甚微
,

石制品显得古朴
,

前期的工 业或组合的特

点基本上被此时人类所继承
”

张森水
, 。

正 因为如此
,

中国旧石器 时代早期和中期

文化之 间的分界线不很清楚
,

目前 的划分并不是根据 旧石器文化本身的特征变化作 出来

的
,

而是根据地质时代或年代 的早晚来安排的
。

所以
,

总起来看
,

或者说就其基本特征而

言
,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似乎还是属于模式 工技术
。

关于 中 国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工 业
,

一 些 学 者 进 行 了总 结 和 讨论
,

黄慰文
,

李炎贤
,

张森水
, 。

与早期和 中期相 比
,

晚期工业 出

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局面
,

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工业
。

一种是 石 叶工 业
,

有 的学 者称 之 为
“

以 石 叶 为 主要 特 征 的文 化 系 列
”

李 炎 贤
,

,

以 宁夏 灵武水洞沟遗址 的发现为代表
。

在这一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中
,

有预制定型

的石核
,

呈长方形
、

半锥形 和柱形等 有典型的石叶
,

最长者可达 余毫米
,

有形制较

规整的三角形石片
。

石片石器 的类型有刮削器
、

端刮器
、

尖状器和凹缺器等
。

石叶是这一

工业具有特色的标本
,

石叶石器的类型有刮 削器
、

端刮器
、

雕刻器和尖状器
。

有穿孔的鸵

鸟蛋皮
。

在水洞 沟附近 的一个地点还 发现有磨制 的骨锥
。 ,

贾 兰坡等
,

邱 中郎
、

李炎贤
,

李 炎贤
,

新 的发掘还发现 了人工磨石 宁夏博物

馆
, 。

关于水洞 沟石 叶工 业的起源
,

学术界还有不 同的看法
。

有的学者认为
“

水洞

沟文化的发现
,

使我们认识到
,

在我国北方存在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为基础
,

又加人

了新的成分
,

构成了新的文化传统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其后文化发展发生影响
。

这些新

的文化 因素
,

从现在对相邻地区工作来看
,

不象是从 旧石器时代中期某文化衍生出来的
,

很可能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

张森水
, 。

但是
,

有的学者则认为
, “

水洞沟的石叶及其

制品很可能是在吸收 中国 旧石器 时代早 中期文化 的技术类型传统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

其根据是在丁村 地点发现过一件 石叶制 品
,

河北 阳原板井子也发现有 件石 叶
,

旧石器时代早期 一些遗址也发现有石叶 李炎贤
, 。

不管水洞沟工业的来源究竟如何
,

有一点是肯定的
,

即在中国 旧石器 时代晚期文化 中

第一次出现了以 石叶为突出特征的工业
,

但是很不发达
,

迄今为止只有水洞沟一个地点作

为代表
。

从技术模式来看
,

属于模式 技术
。

但是
,

若与西方属于模式 技术的石叶工 业

相 比
,

它有 自己 的特点 在水洞沟发现的石制品 中
,

石片及用石片加工成 的石器 占了约
,

而石叶及用石叶加工成的石器仅占约 李炎贤
, 。

另一种是含有模式 技术成分 的工 业
,

有的学者称之为
“

以细石叶为主要特征 的文化

系列
” ,

可以柴寺
、

下川
、

薛关
、

虎头梁等地点的石器工业 为代表
,

主要特征是有锥状和

楔状细石核和细石叶
,

共生的石器则往往是用石片或石叶加工成的
,

很少是用细石叶加工

成的
。

这些遗址的共同点是 细石核
、

细石叶与石片
、

石叶共存
,

且有相 当数量的石

器是以石片或石叶为素材的 细石核具有区域性特色
,

楔状石核在各个遗址都有一定

数量
,

而 以 虎头梁发现 的 比例 为高 石器组合 中端刮器的数量 引人注 目 李炎贤
,

。

关于细 石器技术的起源
,

有的学者认为
,

石叶工 业是细石器工业的祖型
,

并把它

们放在一起
,

称为
“

长石片一 细石器工 业
”

张森水
, ,

并且早就指 出 无论从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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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类型上或加工技术上看
,

细石器传统与长石片传统关系密切
,

可能存在渊源关系
,

而与小

石器传统关系相 当疏远
,

在技术上和类型上 则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

因此
“

细石器传统的起

源与水洞沟文化有关
”

张森水
, 。

但有的学者认为细石叶不仅仅是 石叶的细化
,

石

叶和细石叶的剥片技术明显不 同
,

石叶和细石叶在石核修理技术上也很不 同
,

石叶和细石

叶间不存在传承关系
,

而认为作为细石器传统的代表的楔状细石核 已 出现于晚更新世早期

的一些工业中 例如许家窑
、

萨拉乌苏
、

峙峪 ,
。

与上述两类工业大体平行存在 的是一般所说的石片工业
,

有 的学者称之 为
“

以 石片为

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

李炎贤
, 。

重要地点在北方有萨拉乌苏
、

朔县峙峪
、

环县刘

家岔
、

韩城禹门 口
、

安阳小南海
、

周 口 店山顶洞
、

海城小孤 山
、

哈尔滨阎家岗
、

凌源西八

间房等 在南方则有资阳人 地 点
、

富林
、

呈贡龙潭山
、

铜梁 张二塘
、

兴义猫猫洞
、

桐

梓马鞍山
、

威宁草海
、

房县樟脑洞等
。

李炎 贤概括 了这一文化系列的主要 特征 使用

硬锤打击和砸击技术
,

没有石叶技术
,

没有 间接打法 石制品中以石片和石片石器 为

主
,

没有石叶工艺和细石叶工艺制品
。

虽然在大量石片中可 以找到一些按形状和 长宽比例

可归到石叶和细石叶中的标本
,

但缺乏相应 的石叶石核和细石核
,

而且它们同前两个文化

系列 中发现者有一定的区别 李 炎贤
, 。

或许还可增加 的另一个特征是
,

与前两个

文化系列或与西方同时期文化相 比
,

石器类型 比较简单
,

刮 削器常常仍是石器组合中的主

要类型
,

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石器类型
。

近些年来
,

在华南 的汉水上游地 区
、

长江中游地

区
、

江南丘陵地 区和岭南百色盆地也发现了一些 旧石器晚期地点
,

根据王幼平 的

研究
,

这时华南 的北部发展为石片石器工业
,

而南部则为非典型的砾石石器工业
。

从上述

这一文化系列的特征分析来看
,

它们虽然所处的是晚更新世 晚期的旧石器 时代晚期
,

但从

技术模式来看还是属于模式 工技术
,

而且由于地点多
、

分布广
,

显然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主

体
。

模式 技术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
、

延续到这么晚且仍是这一 时期 文化 的主要技术模

式
,

确实是令人感到非常惊奇的
,

也充分显示了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特殊性
。

因此
,

与

早期和 中期文化 的划分情况相类似
, “

中国 旧 石器 时代 中期 和晚期 的界线并 不是很 明确

的
” , “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划分
,

目前 主要 是建立在沉积岩 石学
、

古生物学和古

人类学的基础上
”

黄慰文
, ,

换句话说
,

不是建立在 旧石器文化本身变化的基础上

的
,

也就是说
,

就文化主体而言
,

中期和晚期之 间在技术
、

类型和石器组合方面没有发生

重大的
、

足以弓 起文化特征或性质更迭的变化
。

比 较 和 讨 论

现在我们对 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作一 比较和讨论
。

从 旧大陆几个地区 非洲
、

东亚和东南亚
、

西南亚以及欧洲 的旧石器文化来看
,

最

早 出现 的都是模式 工技术
。

但是
,

由此往后
,

中西方 旧石器文化发展经历 了不 同的道路
,

出现 了技术传统 的两分现象
。

在西方
,

继模式 技术出现的是模式 技术
,

虽然在同时期仍然有一些只是使用模式

工技术的工业
。

模式 技术在石器类型上的体现是出现 了手 斧
、

薄刃斧这样的大型切割工

具
,

而在技术上反映出来的是发 明了打制大石片的技术 首先在非洲
,

逐步发明了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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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面和两面去薄技术
,

发明了软锤技术
,

发 明了勒瓦娄技术
。

有的学者认 为
,

早在非洲和

早更新世时期
,

可能 已知道修理石核技术
,

在有些阿舍利早期的组合物中得到发展
,

但是

仅仅在 进步 的 阿舍利 工 业 中得到 明显 的扩大
, 。

指出
,

在欧洲勒瓦娄技术是在阿舍利中期出现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勒瓦娄

技术的出现与手斧有着密切的关系
。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
,

莫维斯就注意到 阿舍利手斧文化

与勒瓦娄技术的密切关系
。

他说
“

这样强调是不会太过分的 正是某些典型工具类型的缺

乏
,

同样也正是别的典型工具类型的存在
,

鉴别了东南亚
、

北印度和中国 的旧石器时代早

期的砍砸器文化复合物
。

旧大陆其他地区的特点是具有真正 的手斧和用勒瓦娄技术制作 的

石片工具
。 ” , ,

后来他又指 出
,

在整个远东
,

就东南亚和北 中国而

论
,

勒瓦娄技术几乎完全缺乏 勒瓦娄技术通常是与阿舍利手斧文化发现在一起的
,

而且
“

两者已 知的分布很接近一致
” , , 。

近来一些学者也特别注意到阿舍

利 和 勒 瓦 娄技 术 的这 种 相 同 的 分 布
,

, 。

有 的学 者还指 出 了手斧 制作和 勒瓦 娄技术之 间可能存在的技术上 的联

系 史前石器制 作者在修理龟背状石核 的两面时
,

对剥取勒瓦娄石 片的这一 面和另一 面

下面 常常倾注 了几乎 同样大的心血
,

这是令人难以理解 的
, “

在勒瓦娄石片由修理石核

上打下来之前
,

一定事实上相似于一件制作粗陋 的手 斧 虽然完全不像阿舍利手斧
,

因

此勒 瓦 娄技术 可 以 被 认 为 是 手 斧技 术 一 的分 枝
。 ”

, ,

在 的著作 中
,

图 之 就有一

件用 阿舍利手斧作为勒瓦娄石核的例子
。

所 以
,

毫不奇怪
,

在西方紧接着模式 技术之后

出现了模式 技术
,

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广泛 或 比较广泛地使用修理石核技术
,

包括勒瓦娄

技术和盘状石核技术
,

前者正是在模式 技术的基础上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
,

后者只是勒

瓦娄技术的变体
,

目的是节约原料
,

生产更多的
、

虽然是较小 的石 片
。

至于模式 技术
,

它的主要特征是石叶技术和石 叶工业
,

也是植根于模式 技术和模式 技术的母体的
,

因

为在勒瓦娄技术 中就包含 了生产石 叶的技术
。 ,

说
“

旧石器时代晚

期由智人发展的大多数石器是莫斯特人
、

甚至阿舍利人发明的
。

石叶 也就是说
,

通过一

种特别的打制技术制作的石叶
,

而不是打片 中的偶然结果
、

至少追溯到阿舍利末期
,

而且

在某些莫斯特文化的组合物 中
,

石叶占了初级产品 的
。 ”

因此
,

在西方大

部分地区
,

到 旧 石器时代晚期
,

出现模式 技术也就是完全顺乎 自然的事情
。

当然
,

与模

式
、

技术相 比
,

在模式 技术 中又发明了用间接法打制 石叶
,

这就更高一筹了
。

在中国
,

当西方旧石器文化在不同地区
、

不同时间发生 由模式 技术 向模式 技术 的

转变时
,

模式 工技术还 在继续
,

似乎没有 出现模式 技术
。

但是
,

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是
,

在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早期
,

在有 的地点如丁村遗址
,

出现了
“

大型石核工具技

术
” , ,

关于 其含意 目前还不完全清楚
,

还有待更 多的新发

现和进一步的工作
。

紧接着在 旧石器时代 中期也没有出现模式 技术
,

因为在这时期的中

国旧石器文化中修理石核技术特别是勒瓦娄技术没有发展起来
。

至于模式 技术只发现于

一个地点即水洞 沟遗址
。

关于水洞沟工业
,

我于晒便再多说几句
。

水洞沟工业在中国旧石

器文化中是一个特殊的现象
。

如前所述
,

关于它的来源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
。

笔者倾向

于张森水 的观点
,

即它是与外界文化交流的结果
。

作为补充的证据
,

我们可以提

到 水 洞 沟 工 业 中 的 两 种 石 器
,

一 种 是 ‘
,

另 一 种 是



期 林圣龙 中西方 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 比较

, ,

图 之 石 图 之 一
,

图版 之
、 。

这两

种石器是非洲和欧洲旧石器时代 中期和 晚期石器组合中的成分 图
,

在 中国其他地点

中似乎从未发现过
,

唯独出现在水洞沟工业中
,

似乎不是偶然的
。

图

白

卜
,

“ ”

,

’

,

加
,

详
, ’ ,

,

叹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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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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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 ,

,

卜

于
,

, ,

卜
,

合
,

亡

’ ,

忱
, ’

趋
,

白 于
,

所以
,

从整体来看
,

模式 工技术在 中国 旧石器文化中始终 占着主导的地位
,

从旧石器

时代早期开始出现
,

经 中期
,

一直延续到晚期
。

这是中国旧 石器文化主体在技术模式方 面

的最主要最突出 的特征
,

也是制约和决定 中国旧石器文化主体的基本性质和特征的主要 因

素
。

当然
,

从早期到晚期
,

模式 工技术本身也还是有变化
、

有发展的
,

因此我们或可把 旧

石器时代早期者称之为早期模式 工技术
,

而把中
、

晚期者称之为晚期模式 工技术
。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或它的较晚阶段
,

在 中国或西方的旧 石器文化或某些 旧石器工业 中

出现了模式 技术或模式 技术成分
,

即细石器技术
。

但是 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

同
,

两者同样显示 了重大的差异
。

在西方
,

除了以细石核生产细石叶
,

并加工成各种细石

器外
,

还 以 技术生产用 以制作细石器的毛坯
,

并制成几何形 细石器 三角形

器
、

梯 形 器 和 新 月 形 器 等
。

与 此 成 鲜 明 对 照 的 是
,

中 国 旧 石 器 晚 期 文 化 中 没 有

技术
,

没有几何形细石器
,

而是 以各种细石核打制细石叶
,

但是石器往往是

用石片或石叶加工成的
,

很少是用细石叶加工的
,

细石叶似乎主要是用来充作复合工具 中

的刀片
。

这再次显示 了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刻差异
。

表 简要地图示 了中国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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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中西方 旧石器文化 中的技术模式 的比较表明
,

两者间存在着 明显的文化传统 的

差别
。

中国最早 的旧石器文化可能是外来的
,

但是很快就成为 自成体系
、

连续而独立地发

展的一支
,

虽然在较晚的时候可能 与外界有局部 的文化交流
,

但是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

中
,

似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化替代或文化移殖的现象
。

表 中国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

加】

时时间 百万年前 地质时代代 模式 技术术 模式 技术术 模式川技术术 模式 技术 模式 技术术

印 ‘

详犯 一一 奴 ‘ ,

。

——全 新 世世 一一 奋水洞沟沟 虎头梁梁

乞魂山顶洞 〔 呷
‘‘ 如 已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陈引 小南海 中呷呷 下川川。

晚 舅舅 吕是“峪 咖
’ 翻 一

一一 更 釜釜 ⋯⋯⋯⋯⋯
一一 新 舀舀舀
一一 世 诺诺诺 匕点点点点点

。 一一 曰曰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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