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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的 手 斧

黄 慰 文
2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3

关健词 手斧 4 中国

内 容 提 要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 5 中国不缺少手斧
,

东亚
、

南亚其他地区也不缺少手斧 4手斧在

这里某些旧石器初期工业中扮演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 4 这类工业的工具组合和欧非手斧文

化有许多相似之处
。
上述发现逐步填平东西方文化上的

“
鸿沟” ,

表明两大地区的文化交流早

在旧石器初期可能已经存在
。

手斧常见于欧非旧石器初期遗址
,

被看作这里旧石器初期文化一种最有特色的工具
。

东亚
、

南亚过去少见手斧
,

即使有也未获认可
。

于是
,

人们心目中渐渐形成这里
“

缺少”
手斧

或至少是
“

罕见
”

的印象
。 6 6 年

,

莫维士在这种印象的基础上建立了
“两种文化

”

的理

论
,

认为旧石器初期世界存在两个技术传统不同的文化圈
5
一是

“

砍研器文化圈
”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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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东亚
、

南亚和印巴次大陆北部 4一是
“

手斧文 化

圈
”

278
; 9: ;< 7 8< ≅ Χ

一

<Β
;

=1 Α 讨;Β 3
,

包括全非洲
、

欧洲的南
、

中
、

西部以及中东和印度半岛

2Δ 1Ε ?ΦΓ
,

6 6 、 6  3
。

这种理论影响深远
。

虽然一些研究者先后指出中国和东亚
、

南

亚其他地方发现手斧的事实
,

但时至今 日
,

不少人仍旧从“
两种文化

”的概念出发看待东

亚
、

南亚旧石器文化以及东西文化关系的
。

因此
,

系统介绍中国的材料
,

并结合邻近地区

的情况作一些讨论
,

看来还是必要的
。

一
、

分布情况 2图 3

属于中更新世的地点集中在三个地区
5

2一 3 汾 渭 地 堑

。

蓝田

03 涝池河手斧 2图 ∀ 3
。

由大石片制成
,

地面采集
,

原报告推测它出自中更新世地层

2盖培
、

尤玉柱
, 一 ! Η 3

。

∀ 3 平梁手斧 2图 Ι 3
1

地点在公王岭蓝田人遗址西 ∀ 公里
,

标本出自比距今约 ϑϑ 万年的蓝田人化石层位

稍低的红色土中
,

是中国迄今 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手斧
。

原报告说它由石英岩砾石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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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

图 Ι 平梁手斧 2∗ , 5 , 9 0?< 1 9 Ν ?Ο“ = 巴

图 6 三门峡手斧 2− 1 ≅ Α ; ≅ Β
?< ; ? Π Ν ?0< = ;

2戴尔俭
,

Η Η 3
,

但看来更可能是大石片
。

∀
/

三门峡市手斧 2图 63
。

出自三门峡市黄河右岸中更新世泥灰和砂质粘土中
,

由火成岩大石片制成
,

一侧单面

修整
,

另一侧交互修整
,

根部经陡直加工 2黄慰文
,

Η斗3
。

Ι
/

乾县手斧 2图 −3

采自黄土堆积附近地面
,

用石英岩砾石制成
,

原报告推测它是 旧石器2邱中郎
,

 6 3
。

6
/

丁村手斧

丁村文化是一个含手斧的石器工业
,

中国境内第一件手斧 2>
/

  
,

图 Η 3即出于此

2贾兰坡
,

Θ Η 3
。

在原来归人
“

三梭尖状器
”

的标本中
,

属于两面修整的那部分
,

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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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Θ 乾县手斧 2幼
< ≅ Β ?< ≅ Ν ?Ο< = ;

图 Η 丁村手斧 2Ρ ?≅ 9 = Φ ≅ Ν ?Ο
< ; ;

3

ϑ Η  6 号标本 2图 ! ,

左 3
,

与欧非的
“

三棱手斧
”是一样的

。

为了便于对比
,

笔者认为可以考

虑归人手斧的分类之中
。

另外
,

丁村的砍砸器有些应归人手斧
,

如标本 >
/

 66 2图 !
,

右 3
。

这个意见是步 日耶 2∋
/

Σ:
;

山3 提出的 2据 ∗; ?
,

Η Θ3
,

笔者有同感
。

关于丁村遗址的时代
,

正式报告订为晚更新世早期 2裴文中等
,

Θ  3
。

但初步报告曾

归人中更新世晚期2贾兰坡
,

, Θ 3
,

近年一些报告也有同样看法
,

而且从铀系法的测定结

果—
距今 ∀ ϑ

,

ϑ ϑ ϑ一 Η ϑ
,

ϑ ϑ ϑ 年得到支持 2陈铁梅等
, Θ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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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村手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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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 3 汉 水 谷 地

汉水位于秦岭和大巴山之间
,

是长江的最大支流
。

在沿岸高出河面 6ϑ 一Ηϑ 米的第三

阶地堆积中
,

广泛分布一个以砍折器
、

石球
、

大尖状器
、

薄刃砍研器2。0;< Ε ; : 3手斧 2图  
,

左3

和刮削器组成的工业
。

其中
,

陕西省汉中市以西 ϑ 公里的梁山的材料发现较早
,

时代为

中更新世2阎嘉祺
,

’

Θ ϑ
、

Θ 3
。

/ ∃ Α
‘Τ Τ Υ ‘/ Υ 司

图  梁山2左 3和百色2右 3手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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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 3 百 色 盆 地

百色盆地位于广西境内
,

珠江水系的右江自西北而东南贯穿其间
。 ! Ι 年以来陆继

在这里高出河面 Ηϑ 米上下的第三阶地发现大量旧石器
,

其时代可归人中更新世
。

引人注

目的是
,

石器中有不少被称为
“

尖状器
”

的手斧 2图  
,

右3
,

数量上仅少于砍祈器和单面修

整的大尖状器
。

它们尺寸大
,

有的长 Ι  
/

Ι 厘米
、

宽
/

Ι 厘米
、

厚 厘米
、

重 !, Θ ϑϑ 克
。

原

料为砂岩砾石 2曾祥旺
,

 Ι3
。

属于晚更新世的地点很分散
,

有内蒙古的大窑
、

清水河县和准葛尔旗
、

辽宁的海城 4 属

于全新世的有山西的鹅毛 口
、

广西的东兴
‘3

等
。

二
、

对 比 和 讨 论

2一 3 本文列举的事实表明
5 在中更新世期间

,

中国有三个产手斧的地点相对集中的

地区
,

即黄河中游的
“

汾渭地堑
” 、

长江中游的汉水谷地和珠江水系的百色盆地
。

最早的手

斧地点时代为中更新世之初
,

最晚的到全新世早期
。

东亚
、

南亚其他地区也有含手斧的文化
。

例如
,

朝鲜半岛的全谷里文化2= 81≅ 9 1ς ≅? <≅ 3

被认为是一个时代和石器类型都可以和西方 阿舍利文化对 比 的 手斧文 化 2金元龙 等
,

 3
。

爪哇的巴芝丹文化2∗< 7Ω? 7< ≅ 认≅ 3原型手斧和手斧分别占石制品的  
/

ϑΗ 并和 Η
/

Ι∀ 多

2Δ 1 、 ?ΦΓ
,

6  3
。

印巴次大陆西北部的索安文化 2− 1 < ≅ = Φ0 7Φ: ; 3 也不缺少手斧 2Σ
1 : ?Γ ς 1 Υ

Ε

Γς Π
,

!  3
。

在马来半岛
,

原型手斧
、

手斧和砍研器
、

刮削器共同组成中更新世早期的淡

边文 化 2%< Α > 1 ≅? <

≅3
。

此外
,

苏联中亚和蒙古高原阿尔泰地区也发现了阿舍利传统的手

斧 2Σ
1 : ?Γ ς 1 Ε Γς Π

Ξ

!  4 ) ς0< Χ ≅ ?ς 1 Ε ,

!  3
。

2二 3 在中国
,

材料比较充分的丁村
、

梁山和百色等石器工业都以砍研器
、

石球
、

单面

大尖状器
、

手斧和薄刃砍研器等大型工具为主
,

刮削器2不包括有使用痕迹的石片3
、

尖状

器等小型工具只 占次要地位
。

前述几个东亚
、

南亚含手斧的工业也有类似情形
。

这种工

具组合和欧非
、

尤其是东非的手斧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
。

相反
,

和本区的以刮削器
、

尖状

器等小型石片石器为主要成份的工业
,

如周 口店北京人文化
、

贵州观音洞文化
,

却差异较

大
。

2三 3 中国以及东亚
、

南亚其他地区存在一批含手斧的
、

工具组合与欧非手斧文化相

似的石器工业的事实
,

表明旧石器初期存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

认为 中国在更新

世时期无论文化上还是人类进化上都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 2#? 9 ≅; : ,

Ξ
/

Θ
/

!  3
,

或者主

张东亚
、

南亚的手斧和欧非手斧没有渊源关系而更可能是文化上的趋同2Σ1
:

Χ; Γ ,

Ψ
/

!  3

等观点值得重新考虑
。

有意思的是
,

笔者的想法和人类学家研究中国人类化石后得出
“

我

们并不排除与邻接地区交流遗传物质的可能性
”

2吴新智
、

张银运
,

!  3 的结论基本上

吻合
。

,3 原属广东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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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3 总之
,

把旧石器初期世界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圈的观点不符合 客 观 事

实
。

近年
,

莫维士本人也承认他在几十年前提出的图式已不足以概括东亚
、

南亚的复杂情

况 2Δ
1 Ε ?ΦΓ

,

!  3
。

那末
,

是否可 以用一个包罗万象的单线进化的格局
5 ≅

Φ≅ ?Ε ; :Γ < 0 5 ≅ Χ

Φ
≅?0 ?≅ ;< : ;Ε 10 Φ7 ?1 ≅< :Π Ο: < Α ;Ζ 1: ς 取代

“

两种文化
”的图式呢 [ 笔者认为这种取代仍旧是一

种简单化的做法
。

同样不符合实际
。

看来
,

用一个不同传统交叉
、

镶嵌的格局
5

Ο:< Α ;Ζ 1: ς

Ζ 8?= 8 Χ ?ΟΟ ; : ;≅7 , : < Χ ?7? 1 ≅ Γ ?≅ 7; : 0< ; ; < ≅ Χ Γ ; : ?≅ 解释旧石器初期世界
,

也许是现时一个可行

的方案
。

这个格局既承认各地区文化上相对独立的发展和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差别
,

又不

排斥客观存在的各地区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
。

当然
,

要使这个格局具体化还必须做许多

工作
,

而加强各国
、

各地区同行之间的交流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贾兰坡
、

李炎贤
、

张银运诸先生和《人 类学学报》编委们提出许多

宝贵意见
,

李荣山先生绘制精美插图
,

笔者在此谨致谢意
。

2  Η 年 ∴ 月 ∀ Θ 日收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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