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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的 薄 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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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北京 , 8 8 8 9 9 :

关键词 薄刃斧
,

旧石器时代
,

中国

内 容 提 要

根据前人的研究和笔者最近的观察
,

中国旧石器工业中同样存在着薄刃斧 7∗4
“; < “=

: 并

具有自己的特点
,

它们可能是中国旧石器工业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薄刃斧是西方阿舍利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
,

并继续存在于有些较
·

晚的石器工业 中
。

在

中国旧石器工业中
,

是否存在这种石器 > 在近年来 出版的一些著作 中
,

或者完全没有提到

这种石器 7?
5 ; ≅ Α Β %∀ 1 ≅ ,  Χ Δ Ε张森水

,  Δ Φ :
,

或者只提到个另Γ%地点 7周 口店第 Δ 地

点:有这种石器 7吴汝康等
,  Χ  :

。

但是
,

根据前人的研究和笔者最近的观察
,

中国旧石器

工业中同样存在着薄刃斧
,

并具有自己的特点
,

它们可能是中国旧石器工业本身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
。

关于薄刃斧
,

许多学者 7Η %1 2≅ Α 21 ≅ ∀ Γ ,  Ι ! Ε ϑ ∃ = Α 1 ∀ ,  Ι Χ ,  Φ Ε ∗%; = Κ 1 Γ ; %
·

,

 Φ 9 Ε %∀ ; ; Λ ,  Φ Φ Ε 1 ∃ %1 ∀ 。 , 。!
& ,

 Ι  Ε ϑ Μ ; ΓΓ ; 1Μ ; = Ν; ,  Φ  :已有论述
。

归纳起来
,

它

有如下主要特征
Ο

%
一般说来

,

大致成 5 字形 Ε

!
&

有一个跟部 7ϑ
5 Γ Γ:

,

两个侧缘 732Α
1 1 Α 6 1 ∀

: 和一个横向的刃口 7ϑ 2Γ: Ε

&

跟部和侧缘常进行过加工
,

而刃口通常是未经修整的自然刃 Ε

9
&

跟部的形状可以是圆的
、

方的或尖的
。

侧缘平行
、

聚拢或向外张开
。

刃口可以是直

的或斜的
。

石器的截面一般是双凸形
、

梯形或平行 四边形
。

在中国
,

至少在下列地点中存在着薄刃斧
Ο

%: 在文献中
, ∗ 4。 Ο < 1 =

曾有多种不同的中文译名 Ο 劈裂器或薄刃砍砸器7Η& /& 奥克莱
,  Ι Δ :

,

手磷7吴汝康等
,

 Φ Χ
、

 Χ 8 :
, 薄 刃斧7黄慰文等

,  Χ Φ :
, 端刃砍砸器或劈裂器7安志敏

,   8 :
,

磷形器7冯宝胜
,   8 :

。

本文暂

以薄刃斧名之
。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

水洞沟

步日耶 7−
&

ϑ=
1 52 %: 在研究本世纪 !8 年代发现的水洞沟材料时

,

描述过两件薄刃

斧 7− ;Λ Μ 1 = 1 ;
5:

。

这是中国旧石器文化中最早发现的薄刃斧
。

一件原来是一块薄的似矩

形石核
,

经第二步加工后用作薄刃斧
,

具有莫斯特文化的风格 Ε 另一件是用一块厚石片制

成的
,

两侧缘和刃 口进行了修整 7ϑ
∃ 5 %1 1 Ο ; %

&

,  ! Χ , Π %
&

∋ ∋ %% ,

Θ26
&

Χ
,

Π %
&

∋ ∋ %%%
,

Θ  
&

! :
。

!
&

周 口 店第 Δ 地点

这里发现了三件薄刃斧
。

它们是作为
“

特殊类型
”

的石器被描述的
。

原研究者把它们

称之为
“
− ; ≅ Α

一 1%1 ; < 1 = ” Ο

“

类型 7%: 7手磅: 这可能是发现于第 Δ 地点工具 中最突出的类型
。

目前代 表

这一类型的有三件形制规整的标本
,

其中两件是用绿色砂岩做的
,

另一件是用质地较细的

火成岩做的
” 。

“

每件标本原是大而薄的石片
,

其上大部分保留自然面
。

这些工具靠近半锥体的部位

曾作过精细的修理
,

被两面修整后象是把手
。

工具的使用部分在被修理过的半锥体相对

的锐缘上
”

7Π
1 2 ,   Ε裴文中

,

  8 :
。

现将三件标本分别描述于下
Ο

7%: . Π  8 9 Ι 7Π
1 2

,   , Θ26
&

 ; Ε本文图
, 9 :

Ο
长

、

宽
、

厚是 Δ
&

Δ Ρ Φ Ρ 9
&

Χ 7厘

米
,

下同:
。

原是从砾石上打下来的质地较细的火成岩大石片
。

修理痕迹见于厚的一侧边

上
。

跟部和两侧缘进行了一面或两面的修整
,

原来的台面 已被修掉
,

目的是为了便于执

握
。

与跟部相对的是一弧形的刃口 ,

是由破裂面和背面交切而成的 自然刃
,

非常锋利
。

整

个刃口上有不少微小的缺 口 ,

当是使用痕迹
。

刃 口的方向与长轴的方向一致
,

是一件侧刃

薄刃斧 732Α 1一 1 %1 ; < 1 =
:
。

7! : . /  8 !  7/
1 2

,   ,

Θ26
&

 Λ Ε本文图 % ,

:
Ο
长

、

宽
、

厚是 !
&

Χ Ρ ! ∋
&

Χ 。 原

是一块从绿色砂岩砾石上打下来的大而薄的侧击石片 7∀记1一 ∀ Γ =5Λ Κ Θ% ; Κ 1
:

,

其一面仍保

留砾石面
。

在厚的一侧从两面进行了修整
,

使其成为便于执握的把手
。

台面已被修去
。

跟

部宽而直
。

与跟部相对的一侧是由破裂面和砾石面交切的刃 口 ,

很锋利
,

但没有任何的第

二步加工的 7由打击产生的:痕迹
。

刃口上有许多微小的缺 口 。

刃 口与长轴的方向一致
,

是一件典型的侧刃薄刃斧
。

7 : . /  8 ! Χ 7/
1 2

,

  , Θ26
&

 Σ Ε 本文图
, ! :

Ο
长

、

宽
、

厚是 !
&

Φ Ρ Δ Η 9
&

。

原是一块从石英岩砾石上打下来的大而厚的石片
。

整体形状为椭圆形
,

台面仍保留
。

在

石片的厚的一侧有细致的加工痕迹
,

构成石器的跟部
。

与跟部相对的一侧是一由破裂面

与砾石面交切而成的自然刃
,

刃 口锋利
,

上有使用痕迹
。

刃 口与长轴方向一致
,

也是一件

狈」刃薄刃斧
。

在文献中
,

这些标本曾被称之为
“

石片制成的砍伐器
”

7贾兰坡
,  Δ Φ :

, “

把握部分经过

修理的大石片
”

7吴汝康等
,  Φ Δ : 或

“

修理把手大石片
”

7张森水
,  Χ Φ :

。 ϑ ∃ = Α 1 ∀
7  Ι Χ : 把

. /  8 !  标本称之为
“

似薄刃斧工具 7∗ %1 ; < 1 = 一 %2Κ 1 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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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的薄刃斧 7∗ %1 ; < 1 = ∀ 2≅ Λ Μ 2≅ ;

:
·

( ∃
·

! 9 ,

本溪庙后 04) 第 Φ 层7Τ 2 ; ∃ Μ ∃ 5 ∀Μ ; ≅ 0 ; Ν1 = Φ
,

ϑ 1 ≅ Ρ 2 Λ ∃ 5 ∃ Γ Ν , 0 2; ∃ ≅ 2≅ 6 Π = ∃ < 2≅ Λ 1

:
&

!
·

. Π  ∃ Υ ∀ ,

周口 店第 , 地点 7ς Μ ∃ 5 Κ
‘:5 Α 2; ≅ 0 ∃ 1 ; %2ΓΝ % ,

,

ϑ 1 2Ω2 ≅ 6 :
· ·

. Π  8 !  ,

周 口店

第 一∀ 地点 7ς Μ ∃ 5 Κ ∃ 5 Α 2; ≅ 0 ∃ 1 ; %2Γ Ν % ,
,

ϑ 1 222≅ 6 :
·

9
&

. Π  8 9 Ι ,
周 Ξ 店第 Δ 地点 7! 、∃ 5 Κ ∃ 5 ·

Α 2; ≅ 0 “
·
Λ ; %2ΓΝ Δ

,
ϑ 1 2Ω2≅ 6 :

&

7!
、 、

9
·

依 Π 1 2
,

  Ο
·

依辽宁省博物馆
、

本溪市博物馆
, 一 Δ Ι ,

原图无比例尺:

&

丁村

在丁村研究报告 7裴文中等
,  Δ Χ : 中

,

没有提到有薄刃斧
。

最近 ∗%
; =Κ 。 , 。

&

7  Χ Χ :

认为
,

丁村石制品中有 一9 件薄刃斧
7。

本所员晓峰同志在与笔者交谈时
,

也认为丁村有

的标本如 /
&

8  可能属于薄刃斧
。

笔者最近观察了丁村的有关标本
,

认为以下几件似

应归之于薄刃斧
。

7: /
&

8  7裴文中等
,  Δ Χ

,

图版 Ρ < 及 ∋ < % Ο

ΨϑΕ 本文图 ! ,

:
Ο 采 自丁村  8 地

点
。

长
、

宽
、

厚为 Χ
&

Δ Ρ %∃
·

Φ Ρ 9
&

! 。 原来是一块 由碰砧法产生的侧击石片
,

台面未经修

理
。

石片台面位于一侧缘的下部
,

部分台面已被修掉
7。

石器长轴的两侧全都由破裂面向

背面进行了修整
,

两侧缘大致平行
。

跟部成 # 字形
,

其上也有若干修整痕迹
。

与跟部相对

的一端没有任何修整的痕迹
,

而是一个由石片破裂面和背面交切而成的斜的刃 口 。

在石

器的背面上
,

与长轴平行有一条长的纵脊
,

从跟部一直延伸到靠近刃 口处
,

跟部处最高
,

向

刃 口方向缓缓降低
,

到靠近刃 口处趋于消失
。

因此缘故
,

跟部较厚
,

而刃 口非常薄
,

形成一

个锋利的切割刃
。

由破裂面观察
,

刃 口上有一排剥落碎屑的疤痕
,

当是使用痕迹
。

截面成

亚三角形
。

这件标本比较典型
。

7! : /
&

 Χ Ο 是由丁村附近已掘的砂砾堆中捡拾的
。

这件标本 7!8 Ρ 8
&

Χ Ρ 9
&

匀

原来是一块大石片
。

台面已被修掉
。

从破裂面和背脊的情况来看
,

原来可能是一件侧击

石片
。

石器长轴的两侧都进行了修整
,
&

两侧缘大致平行
,

向刃 口方向稍稍聚拢
。

石器的一

端进行了修整
,

成为石器的跟部
,

大致成 5 字形
。

与跟部相对的一端是一斜的刃 口 ,

未经

修整
,

是由破裂面和背面交切成的自然
Ε

刃
。

刃 口两面都盖有石锈
,

使用痕迹不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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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

 Χ 7裴文中等
,  Δ Χ

,

图版 ∋ # 及 Ρ < % Ο , Ε本文图 ! ,

%:
Ο 是由丁村附近 已

掘的砂砾堆中捡拾的
。

从破裂面和背脊的情况来看
,

它原先是一块由碰砧法产生的侧击

石片
。

台面已被修掉
。

现在的大小是 Δ
&

 Ρ 8
&

Ρ 9
&

Δ 。

跟部是平整的节理面
。

左侧缘

全部进行了修理
,

右侧缘也有较大部分作了加工
。

两侧缘大致平行
,

但向前有稍稍聚拢的

趋势
。

背面大部分盖有石片疤
。

与跟部相对的一端
,

一半是斜的刃 口 ,

另一半则是横的断

口
。

与锋利的侧缘相比
,

刃 口似乎比较圆钝
,

也许表明它是使用的部位
。

79 : Π
&

 Χ! 7裴文中等
,  Δ Δ ,

图版 ∋ < %% 及 ∋ < %%% Ο , Ε本文图 ! , ! :
Ο
是由丁村附近

已掘的砂砾堆中捡拾的
。

长
、

宽
、

厚为 巧
&

Δ 火 8
&

Δ Ρ 9
&

Φ 。 它可能原是一件用碰砧法生产

的端击石片 7Ζ
≅ Α

一 ∀ Γ= 5Λ Κ Θ% ; Κ 1
:
。

台面这一端就是石器的跟部
,

其上有几下轻微的修整

痕迹
。

跟部形状不规整
。

两侧缘上都有局部修整痕迹
,

其中一侧缘大部作了修整
,

使之趋

于成一直线
,

另一侧缘仅在原来凸出处修了几下
,

使之趋直
。

因此两侧缘大致平行
,

但向

远端稍稍聚拢
。

与根部相对的一端是一 自然刃
,

没有修整痕迹
。

背面靠近中央处有一斜

的纵脊
,

并且还向刃口外突出一小块
,

而在破裂面上靠近刃 口处也有一横向的坎
,

因此使

得刃 口很不规范
,

可能是一件不很成功的作品
。

7, : Π
&

8 9 7裴文中等
,  Δ Δ

,

图版 Ρ < %ς 及 Ρ < %%% Ο ϑ Ε本文图 ! , 9 :Ο 采自  Χ 地点
。

未找到原标本
。

由图版看
,

从标本的整体轮廓
、

两侧缘和跟部的修整以及有斜的刃口 等情

况判断
,

可能也是一件薄刃斧
。

在原研究报告 7裴文中等
,  , Χ : 中

,

上述五件标本均被分类为
“

多边形器
” 。

在文献

图 ! 中国的薄刃斧 7∗ % 1 ; # 1 = ∀ 2≅ ∗ Μ 2≅ ;

:
&

/
&

 ∀
,

!
&

/ 一  Χ !
, &

/
&

8  
,

9
&

Π
&

%∃ 9 Ρ
,

均出自丁村
。

一 /
&

 Χ
&

!
&

/
&

 Χ !
, &

/
&

∃ Ρ  
,
斗

&

/
&

8 9 一
, ;%% 王= ∃ [ ∴ 2≅ 6 1 5 ≅ ,

7依裴文中等
,  Δ Δ:

3 Μ ; ≅ Ρ 2 / = ∃ < 2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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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有的标本被称之为砍砸器 7吴汝康等
,

 Φ Χ :
、

多刃砍砸器 7张森水
,  Χ Φ :

。

9
&

三门峡水沟

这里似乎也有几件可归之于薄刃斧的标本
。

7 : Π
&

! Φ Ι Ι 7黄慰文
,  Ι 9 ,

图 Φ ,

图版
,

Ε本文图
, ! :

Ο 在
Ε

原报告中
,

这件标本被

分类为 单面打击的砍砸器
。

长
、

宽
、

厚是
&

Ρ Φ
&

Φ Ρ Δ
&

。

它原来是一块并不很大但相

对较厚的石片
,

一面是石片的破裂面
,

背面是光滑的砾石面
。

石片的台面端是石器的跟

部
,

基本上未作修整
,

仅在一侧角上打了一下
。

修整主要限于两侧缘
。

石片本身很厚
,

一

侧缘经修整的刃缘几近  8
。 ,

另一侧也相当陡
。

两侧缘大致平行
。

与跟部相对的一端是

由破裂面与砾石面交切而成的自然刃
,

构成横向刃 口
。

刃口 稍稍成弧形
,

有点斜
。

刃口上

有几处微小的缺 口
,

表明是使用后留下的痕迹
。

石器截面大体成梯形
。

7! : Π
&

! Φ Ι  7黄慰文
,

 Ι 9
,

图 Χ ,

图版 Ρ%% Ο本文图
, 9 :

Ο
这件标本 7 Φ

&

Φ 火 !
&

% Ρ

石
&

: 原先是一块厚大的石片
,

像是碰砧法产生的侧击石片
。

跟部进行了修整
,

从破裂面

看像 < 字形
,

从背面看像 5 字形
。

石器两侧缘灼一侧是原来的台面端
,

修整成直的侧缘 Ε

相对的一侧有从两面进行修整的痕迹
,

刃角较陡
。

两侧缘大致平行
,

与跟部相对的一端由

图
&

/
&

! Φ Δ !
,

!
&

/
&

! Φ Ι Ι

中国的薄刃斧 7∗ %1; < 1 = ∀

&

/
&

! Φ Δ ! ,

!
&

/
&

! Φ Ι Ι
,

9
&

/
&

! Φ Ι  
,

&

! Φ Ι

3 卜一]

三门峡水沟
。

2 ≅ 1 Μ 2 ≅ ;

:
·

Π
·

Ι ! Ι
,

汉中梁山
。

∃ 5 ,

3 ; ≅ [ 1 ≅ Ρ 2; ,

− 1 ≅ ; ≅

0 2; ≅ 6 ∀Μ ; ≅ ,

7
、
!

、

− ; ≅ ∀ Μ 5 2 . 2< 1 = < ; %%1 Ν ,
3Μ ; ; ≅ Ρ 2 / =

/ = ∃ < 2 ≅ Λ 1
·

Β # 2 ≅ ∗ 1
⊥

&

/
&

Ι ! Ι
,

乳
&

 

9 依黄慰文
,  Ι 9 Ε 依黄慰文等

,  Χ 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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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向破裂面打掉一块宽石片
,

从而生成一横向刃口
,

刃口稍斜
,

中部稍凹
。

刃口中部有

几个微小的缺口 ,

可能是使用留下的痕迹
。

截面成梯形
。

7 : /
&

! Φ Δ ! 7黄慰文
,  Ι9

,

图 Ε 本文图
,

:
Ο 原报告中把它归为

“

在分类上尚未

确定的
”

标本
,

是这样描述的
Ο “

它原来是一件大石片
,

一侧用石锤由劈裂面向背面作 了一

系列的修理
。

由于剥下的石片太小
,

这件标本不可能是进一步生产石片的石核
。

把它看

作是修理把手的砍砸器
,

或者是没有完成的尖状器似乎还比较合适 ,’7 黄慰文
,  Ι 9 :

。

从

整体结构和特征来看
,

这件标本很象周 口 店第 Δ 地点的薄刃斧
。

Δ
&

本溪庙后 山第 Φ 层

标本 ( ∃
&

Υ 9 7辽宁省博物馆
、

本溪市博物馆
,  Χ Ι ,

图一三
,

Ι ,

图版五
,

%Ε 本文图
,

:
Ο 根据原报告的描述

, “

原料为石英砂岩
,

是一件修理把手的砍研器
。

长
、

宽
、

厚为

!
·

Δ ∋
&

Φ ∋
&

 厘米
,

重 Χ 8 克
。

这件标本原先是一件用碰砧法生产的大石片
,

它两

侧的部分边缘上有从两面修理痕迹
,

和台面相对的弧形边缘上有 因使用而剥落碎屑的痕

迹
。 ”

7辽宁省博物馆
、

本溪市博物馆
,  Χ Ι : 原研究者认为

,

这件标本和周 口店第 Δ 地点

的一件标本7本文图
,

斗:不仅打法相同
,

甚至连形状和尺寸也十分接近
。

从跟部和两侧

缘的修整以及刃口上有使用痕迹等特征来看
,

似乎也应分类为薄刃斧
。

‘
&

汉中梁 山

标本 /
&

Ι ! Ι 7黄慰文等
,  Χ Φ ,

图 Δ Ε本文图
,

:
Ο
据报道

,

在汉中梁山也发现了薄

刃斧
。

原报告描述和图示了一件标本即 /
&

Ι ! Ι 。

这是一件
“

用大石片制成的工具
,

有一

个由石片缘构成的薄而宽的刃
,

修整限于手握部分
”

7黄慰文等
,  Χ Φ :

。

从上面的记述中
,

我们可以看到
,

过去有些学者已经在几个地点 7水洞沟
,

周口店第

Δ 地点
,

汉中梁山:中发现了薄刃斧
。

有的学者指出丁村存在薄刃斧
,

虽然没有具体指明

是哪几件标本
。

笔者最近的观察表明
,

三门峡水沟和庙后 山第 Φ 层也存在薄刃斧
。

笔者

对周 口 店第 Δ 地点
、

丁村和三门峡水沟的薄刃斧标本重新进行了描述
。

在上面被归于薄

刃斧的标本中
,

有些过去被分类为砍砸器或多边形器
。

因此这里涉及薄刃斧和砍砸器的

区别问题
,

有必要在此作一讨论
。

首先
,

薄刃斧和砍砸器在石器分类中属于不同的工具类别
。

在非洲日石器的研究中
,

一般把石器分为三大类
Ο 大型切割工具 0 ; = 6 1 1 5 ΓΓ2≅ 6 Γ ∃ ∃ %∀

: 重型工具 7−
1 ; < Ν一 Α 5 ΓΝ

Γ ∃ ∃ %∀
: 和轻型工具 70 26 Μ Γ一 Α 5 ΓΝ Γ∃ ∃ %∀

: 7Η %1 2≅ Α 21 ≅ ∀ Γ ,  Ι ! Ε ∗%; = Κ 1 Γ ; %
&

,  Φ 9 : 大型

切割工具的特征是长度超过 88 毫米并具有规整和锋利的刃
。

薄刃斧就属于大型切割工

具
。

而重型工具的特征是
,

长度可以大于或小于 88 毫米
,

工具的形状没有通过修整而达

到规范化
,

使用部分似乎是为了猛烈地使用而设计的
,

它们常常具有这样使用的痕迹
。

砍

砸器就属于重型工具这一类
。

7∗%; = Κ 1 Γ ; %
&

,  Φ 9 :

其次
,

从使用刃来看
,

薄刃斧和砍砸器也是很不一样的
。

薄刃斧的使用刃是切割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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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Γ Γ2 ≅6
1 Α 6 1

:
。

切割刃是一种长而薄
,

并且比较锋利的刃
,

侧面观是直的
,

它可以是或

者可以不是修整的
,

由两个面交切形成的角通常不大于 9 Δ “。

砍砸器的使用刃是砍砸刃

7∗ Μ∃ // 2≅ 6 1 Α 6 1
:
。

砍砸刃的侧面观是一不规则的或成正弦曲线的刃
,

它可以是单面打

片
,

虽然更经常是由两面打片所形成
,

并且常常显示由于强烈使用而产生的损伤或破裂
,

由两个面交切形成的角通常大于 9 Δ 。 。 71 %; = Κ 。Γ ; ς
&

,  Φ 9 :

具体到砍砸器的砍砸刃来说
,

一般都是经过修整的
。

两面砍砸器的砍砸刃是由交互

打片形成的
,

刃缘明显曲折
,

且有猛烈使用的痕迹 7ϑ Μ; ΓΓ ;Λ Μ ; =Ν;
,  Φ  :

。

而薄刃斧的切

割刃通常是未修整的 74∀
; ;。 ,  Φ Φ :

,

从我们上面记述的标本来看
,

刃口上只有微小的缺

口 或碎疤
。

最后
,

从修整的部位来看同样显示 了两者的很大的不同
。

砍砸器的加工部位在使甩

刃
。

而薄刃斧的加工部位主要在跟部和侧缘
,

特别是跟部是 < 字或 ] 字形的薄刃斧
,

跟部

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修理 7ϑ Μ; Γ Γ; 1Μ ; ,
·

Ν ; ,  Φ  :
,

丁村的 Π
&

8  
、

Π
&

 Χ
、

Π
&

%∃ 9 以及

三门峡水沟的 /
&

! Φ Ι  的情况就是如此
。

因此
,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特征来分析
,

我们上面记述的标本应分类为薄刃斧或似薄刃

斧工具而不应归之于砍砸器
。

由此看来
,

在中国旧石器工业中同样存在着薄刃斧
,

它是一种可以从其他石器类型

7特别是砍砸器 :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石器类型
。

从出现的时间来看
,

上述薄刃斧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 7三门峡水沟
、

汉 中梁山:
、

中期7丁村
、

周 口 店第 Δ 地点和庙后山第 Φ 层:和晚期7水洞沟 :
。

从地区分布来看
,

绝大

部分都发现于中国的北方
,

个别发
、

现于靠近北方的地区 7汉中梁山:
。

目前发现的薄刃斧的数量很少
,

在石器组合中不占重要的地位
。

根据制作情况
,

上面记述的薄刃斧似可分为三类
Ο

一类包括三门峡水沟的 Π
&

! Φ Ι Ι
、

4〕
&

! Φ Ι  ,

丁村的 Π
&

∃ %  
、

Π
&

 ∀ %
、

/一  Χ !
、

/
&

 ∀ 和

/
&

8 9 。

这一类的共同特征是都有一个多多少少经过修整的跟部
,

跟部成 ] 字形
、

< 字形

或方形
。

两侧缘或多或少经过修整
,

大致平行
。

与跟部相对的一端是一个由破裂面和背

面交切而成的自然刃
,

其中 /
&

! Φ Ι  的特殊之处在于在远端又由背面向破裂面打掉一块宽

石片
,

其留下的疤痕面与背面交切生成刃口 。

大部分刃 口上都留下了使用痕迹
,

证明了它

们正是薄刃斧的功能部位
。

另一类包括三门峡水沟的 Π
&

! Φ Δ二Ο ,

周 口 店第 Δ 地点的 . Π ,:8 9 Ι
、

. /  8 !  和 . /

 8 ! Χ ,

庙后山第 Φ 层的 ( ∃
&

! 9 以及汉中梁山的 /
&

Ι ! Ι 。

它们的毛胚都是由砾石上打

下来的大的或较大的石片
,

一面的全部或部分保留了砾石面
。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在石器

的一侧进行了一面或两面的修整
,

用作工具的把手
,

其他部位完全不作修整或只进行很少

的加工
,

也就是说加工的部位主要在跟部
,

有的捎带扩大到侧缘
。

与跟部相对的一侧是刃

口 ,

未经修整
,

刃口很锋利
,

几乎都有清楚的使用痕迹
。

它们的刃口都与长轴的方向一致
,

因此都是侧刃薄刃斧
。

水洞沟的两件标本器形较小
。

原研究者未对标本作详细的描 述
,

文中没有插图
,

而图

版又不很清楚
。

总体来看
,

这两件标本的风格与上述两类不 同
,

似可单归一类
。

从现有材料来看
,

中国似乎没有西方那种真正属于典型 两面器的薄刃斧 7见 ∗% ; = 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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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 8 ,

Θ26
&

! ! 之 Φ Ε ϑ ∃ = Α∀ ∀ ,  Φ  
,

Π %
&

Φ 9 之 ! :
。

在上面记述的材料中
,

一部分是以石片为

毛胚
、

跟部和侧缘进行单面加工 7只有水沟的 /
&

! Φ Ι  的一侧边缘是两面加工的: 的薄刃

斧
,

另一部分则是比较简单的侧刃薄刃斧
,

也就是 ϑ ∃= Α∀ ∀
7  Ι Χ : 所说的

“

似薄刃斧工

具
” 。

至于水洞沟的标本
,

时代较晚
,

器形较小
,

有的是用石核改制成的
,

与典型的薄刃斧

已有一定的距离
,

可能属于残存的例子
。

由此看来
,

中国旧石器文化中确实存在着薄刃

斧
,

并具有自己的特点
,

可能是中国旧石器工业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黄慰文先生曾对文稿提出宝贵的意见
,

谨此致谢
。

本课题7课题号  ! 8 9 8 ! : 得到中国科学 院特别支持费的资助
,

特此致谢
。

7   ! 年 月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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