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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的地域性石器工业之中也有石叶技术。最典型的实例是山西峙峪的,

其特征是: 1)制作技术简单; 2)生产小型 中型石叶; 3)石料的材料较好; 4)在技术体系当中的作用较低。

根据这些特征的有无, 可以将中国北部的石叶技术划分为许家窑以前的阶段、许家窑阶段( 10 3 5 万年

前)、峙峪 小南海阶段( 3 5 1 7 万年前)这样 3 个阶段。本文主张这 3 个阶段分别相当于欧亚大陆西部

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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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叶的定义为其长度至少等于其宽度的两倍以上,两边和背面纵脊平行的石片。石叶

技术的定义为以打击同一石核台面而连续地剥落 2件以上石叶的剥片技术。当然,这仅是

石叶技术的一般性定义。因为这个定义不能排除偶然性,所以在本文之中,除了这个定义之

外,又加上另一个条件,就是与特定的优质石料有密切的关系。

在欧亚大陆各地把石叶技术看作为旧石器文化晚期的标示之一。很多中国和外国的研

究者都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北方地区,除了水洞沟石器工业和细石器文化以外,

基本上没有石叶技术,这种学说已成为定论。因此, 中国北方没有石叶技术这种看法,给中

国北方旧石器时代的分期带来很多困难。笔者一直认为除水洞沟石器工业和细石器文化以

外,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地域性石器工业中能看见石叶技术
[ 1]
。本论文将详细阐述这个看法,

并探讨有关问题。

1 峙峪遗址的石叶技术

中国北方的地域性石器工业中是否存在石叶技术尚不明确,与此相关的资料极为有限。

其中内容最详细的是山西峙峪遗址
[ 2]
的石叶技术。

峙峪石器工业被认为是 小石器工业!
[ 3]
、 以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 4]
、或者 G.

Clark的技术模式 ∀的石器工业
[5]
。但是, #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在石

器中存在一定数量的石叶。此报告记述  打击点有的不清楚, 台面非常小, 打击泡小而圆

凸。其中的一些小石片断面呈梯形或三角形,在细石器文化中是普遍存在的,在小南海洞穴

遗址中也发现过。看来,这种小石片是间接方法打制成的。间接打制的方法是利用一根带



硬尖的棒状物对准台面边缘,以石锤敲击棒的钝端,以剥落菲薄的小长石片。在峙峪遗址,

这种方法多用于石髓,有时也用于致密火成岩! [ 2: 48]
。关于这些标本,张森水认为  有相当一

部分是规则的, 呈梯形、三角形或近似长石片。凡这类石片都比较薄, 背面石片疤亦浅平或

平远!
[6: 214]

, 黄慰文也认为  打片采用锤击和砸击技术, 产品以长石片为主, 部分达到石叶标

准(长度等于或大于宽度两倍的石片称石叶) ! [ 7: 153]
。同时, 在#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

掘报告∃图四 4、5、8(图 1: 1 3) ,插图贰 11、15(图 1: 4、5) , #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的卷头

彩色照片
[ 8]
, #中国古人类大发现∃的照片 122、123

[ 9: 123 124]
等图片和照片中也能找到一些石

叶和以石叶作为素材的石制品(石叶制品)。

根据这些资料, 石叶有两种:一种是宽度 1 1 5cm的小型石叶;另一种是比那个大的中

型石叶。两侧缘不收敛,呈长方形的石叶也较多。因为在已经发表的资料中找不到剥离石

叶的石核,所以剥片技术的细节不清楚,不过,在图片和照片中的石叶上不能看到修理台面

和修理头端,也不能看到确实的羽冠状石叶。因此笔者认为峙峪的石叶技术是修整石核技

术不发达的产品,同时,从石叶制品的存在来判断,石叶被编入制造石制品的技术体系当中。

但是石叶制品也只是少数刮削器和尖状器,因此石叶在制造石制品技术体系中的作用比较

有限。并且,根据#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的记述, 笔者认为这种石叶技术与石

髓、致密火成岩等的特定石料结合的可能性大。

图 1 峙峪遗址出土的石叶和石核

Blades and microlithic cores from Shiyu site

2 其他遗址的石叶技术

跟峙峪石器工业的技术同样, 修整石核技术不发达的石叶技术散见于中国北方的旧石

器遗址。根据笔者管见, 最早的实例是山西许家窑(河北侯家窑)遗址的资料。许家窑第一

次调查的报告#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图中有 1件有素台面的中型石叶(长度

4 4cm、宽度 2 0cm,图 2: 3) ,和 2件连续剥离小型石叶的 原始棱柱状石核!(图 2: 1, 2)
[10]
。

最近, 李超荣也用照片资料介绍了许家窑出土的 10件小型石刃和 1件剥离石叶的 原始锥
状石核! [ 11]

。根据这些资料,许家窑石器工业以火石(燧石)等优质石料为石核,由带素台面

的长方体石核或者圆锥状石核生产小型石叶。剥片时,看不出修理台面等修整石核技术,沿

着台面缘边使打击点移动,连续剥离石叶,被剥离的石叶限于数件。并且找不到石叶制品。

从这些情况来看,可以认为石叶没有被编入制造石制品的技术体系当中。

年代晚于接着许家窑的是河北板井子遗址 ( 7 4 10 8万年前)
[ 12 13]

。在板井子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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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57件石片之中,被认定为石叶的有 12件( 0 77%)。因为这个比例极小, 所以这些石叶

属于偶然地被剥离的可能性较大。不过,如果这些石叶是有意识地被生产的话,在 275件石

核台面中,修理台面只有 6件( 2 1%) ,包含石叶的石片之中只有 8件修理台面的, 从这样的

情况来看,生产这些石叶的技术被认为属于修整石核技术不发达。

从文化年代来看,位于这两个石器工业和峙峪石器工业之间的山西西沟( 5万年前)
[14]
、

陕西禹门口
[15]
和河北新庙庄

[ 16]
也有石叶及跟石叶有关的资料。西沟有一件长度 13 6cm、

宽度 4 4cm 的大型石叶(原图版 ∀, 6)及两件长度1 5 3 0cm、宽度 0 6 1 5cm的小型石叶

(原图版&, 4、5)。这三件标本的两侧缘都不收敛,呈长方形。西沟遗址位于角页岩地带, 不

过,以燧石、石英、粉砂岩、白云岩等作为主要石料。西沟的这种石料选择和近邻的丁村遗址

群以角页岩为主的情况正相反,可以认为西沟有偏重优质石料的现象。

在禹门口石器中能看见打击其椭圆形天然台面的一短缘剥离石叶的燧石质 楔形石核!
(原插图版壹, 2)。

新庙庄的状况与西沟、禹门口石器工业有差异,以长度 7 8cm、宽度 3cm左右的大型制

品为中心的石叶比较多。而且这些石叶的若干部分被加工为修柄石叶(日文称为基部加工

石器)和刮削器(图 2: 4, 5)。这些石叶都没有修理台面。

关于与峙峪石器工业同时或者比较晚的石器工业,在山西塔水河石器工业
[ 17 19]

、山西

贾鱼沟石器工业
[ 20]
、河南小南海石器工业

[ 21]
之中也能找到和石叶技术有关的标本。塔水河

发现了长度3 5cm、宽度 1 3cm的小型石叶、长度 5 6cm、宽度 2cm左右的中型石叶、剥离石

叶的半锥状石核和船形单台面石核(图 2: 6 11)。这些石叶和石核都是素台面、或者自然

台面的,没有发现修理台面等修整石核技术。中型石叶为雕刻器、刮削器的材料,不过,大部

分石制品是把石叶以外的石片作为材料的。而且也能看得出偏重于选择黑色燧石的石料。

从全体情况来看,可以说塔水河的石叶技术与峙峪的技术相似。

贾鱼沟有一件剥离石叶的粗砂岩质石核(图 2: 12)。根据报告,这件石核 呈扁平状。

其一面较平坦, 另一面为剥落石片面。台面为片疤,且向较平坦的面倾斜! [20: 54]
。

大约 2万年前的小南海石器工业中发现利用砸击法生产的许多石叶,同时也发现了剥

离石叶的锥状石核和长方体石核(图 2: 13 18)。后者看不出修整石核的痕迹。这些石叶

都是长度 2 5cm、宽度 1cm 左右的小型石叶,除了少数加工为刮削器以外, 没有第二步加工。

这些石器的主要石料是燧石。

3 讨论

3 1 中国北部的石叶技术

以上述资料为基础, 关于中国北部的地域性石叶技术可以指出如下的特征:

1)简便的技术:主要利用长方体石核、圆锥状石核。剥离羽冠状石叶、修理台面等的修

整石核技术不发达。

2)小型 中型石叶的生产: 生产的石叶以宽度 1cm 左右的小型石叶和宽度 2cm左右的

中型石叶为中心。同时, 这些石叶之中,带有比较大的素台面,而两侧缘不收敛,呈长方形的

较多。

3)与特定石料结合:石叶技术与石髓、致密火成岩(峙峪石器工业)、燧石(其他石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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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北方出土的与石叶技术有关的标本(M icrolithics unearthed in North China)

1 3.许家窑(Xujiayao) ; 4、5.新庙庄( Xinmiaozhuang) ; 6 11.塔水河(Tashuihe) ;

12.贾鱼沟( Jiayugou) ; 13 18.小南海(Xiaonan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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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优质石料有紧密的关系。有时还从其他较远的地方把石料运过来使用。

4)在制造石制品的技术体系中的作用较低:生产的石叶数量比较少,加工为石制品的也

少。石叶制品仅被加工为刮削器等少数器类。

这些特征之中, 特征 1)、2)是在中国北部剥片技术中早已普遍存在的。尤其,如李炎贤

指出,在山西丁村遗址群那种技术的存在已很明显
[ 4]
。然而, 能找到如特征 3)的现象是许

家窑以后的,而关于特征 4) , 石叶被编入于石制品制造工序是峙峪以后的。关于特征 3) , 可

以把杜水生的研究做为参考。他分析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的石器石料。根据他的研究

成果,在许家窑、雀儿沟、板井子等 旧石器中期!遗址中优质石料的一部分被搬运过 10数公

里的距离, 而且在 旧石器晚期!遗址中, 搬运石料的距离扩大为数十公里,可以看见脉石英

等不适合于制造石器的石料被淘汰的现象
[ 22]
。这种现象是和在这里提示的特征 3)非常一

致的。

根据以上的讨论,可以将中国北部的石叶技术划分为下面的 3个阶段。

1)许家窑以前的阶段: 10万年以前。连续剥离长石片、石叶的技术虽然存在, 但还没出

现跟优质石料的结合,也没有编入制造石制品的技术体系当中。

2)以许家窑为代表的阶段: 许家窑、板井子、西沟、禹门口、楼房子和新庙庄等。10万

3 5万年前。石叶技术跟优质石料的联系出现了。但是, 石叶技术几乎没有被编入于制造

石制品的技术体系中。暂称为许家窑阶段。

3)峙峪以后的阶段:峙峪、塔水河、贾鱼沟、小南海等。3 5 万年 1 7万年前。每个石

器工业的石叶出土量增加,但是在石器工业之中只能看出小 大型的几种石叶。同时,石叶

成为以刮削器为中心的石叶制品的材料。暂称为峙峪 小南海阶段。新庙庄也许位于许家

窑阶段和峙峪 小南海阶段的过渡期。

3. 2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分期和各期的情况

综上所述, 中国北方的地域性石叶技术有几个阶段,在各个阶段之间,除了石叶技术以

外,在技术和其他方面上还能看见一些差异。因为许家窑阶段的石器工业之中出现了 1)以

利用多面体石核的剥片技术作为中心, 2)石球以外的大型石器衰退, 3)石器的小型化, 4)周

边调整尖状器、舟形石器(三棱小尖状器)等新器类出现而使石器组合多器类化等新的特征,

所以能把许家窑阶段以后的石器工业和丁村遗址群、北京周口店第 15地点等其以前的石器

工业分开。并且,以装饰品,定型的骨角器,墓葬等的有无为标准,从许家窑阶段以后的石器

工业也能分出峙峪 小南海阶段的石器工业。从这些情况来看, 石叶技术的阶段性变迁不

仅是一个剥片技术的变迁,而是与石器工业的全体技术体系或者旧石器文化全体的变迁一

起发生的。并且,在各个阶段之中,根据年代、以刮削器为中心的石片制品的发达和大型石

器的减少等石器工业的特征, 许家窑阶段近乎于西亚、欧洲、西伯利亚等地域的旧石器时代

中期(文化) ,同时,根据年代、被编入于石制品制造技术体系当中的石叶技术和出现明确的

装饰品、骨角器、墓葬等特征, 峙峪 小南海阶段也类似于上述地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

化)。因此,可以把许家窑和峙峪 小南海两个阶段看作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而且

许家窑阶段以前可能相当于在欧洲等地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在许家窑阶段的遗址中,许家窑发现了早期智人(许家窑人) ,晚期智人也在西沟(西沟

人: 5 0万年前)、萨 乌苏(河套人: 9 7万年前)出土了
[23 24]

。此外, 在陕西省志丹县出土

了相当于许家窑阶段的年代的晚期智人 (金鼎人: 4 5万年前)
[ 25]
。如果根据这些事例,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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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为在这个阶段晚期智人确实生存。许家窑人以后的早期智人的状况不明, 因此不能明

确地估计,不过可以认为晚期智人继承早期智人形成的文化。但是还有别的看法成立,如果

重视许家窑阶段和其以前的阶段之间存在的技术变动,除了许家窑以外的与这个阶段石器

工业伴随的化石人类都是晚期智人,也可以认为这阶段的石器工业是晚期智人的文化,估计

这阶段最初期的许家窑石器工业是其以前存在的中国早期智人模仿新出现的晚期智人的石

器工业而制造的。许家窑之后,早期智人也许很快地消失了。

不管如何, 关于旧石器中期和晚期的情况, 中国北部不同于欧洲等地域。在欧洲等地

域,一般认为旧石器中期的莫斯特文化和晚期的奥瑞纳文化之间有断绝,还认为从前者向后

者的转换也就是说石叶技术已被列入于制造石制品的工序当中而出现石叶工业的现象, 与

晚期智人的出现是有联系的。可是,在中国北部,如上述, 晚期智人已经生息于石叶技术被

编入于制造石制品的技术体系当中以前的许家窑阶段。同时,可以认为许家窑阶段的石器

工业和峙峪 小南海阶段的石器工业之间有着强烈的类似性,而两者之间没有断绝。并且,

除了水洞沟以外,在中国北部不存在象欧洲旧石器晚期文化的那种高度依存于石叶技术的

 石叶工业!。根据这样情况, 可以认为许家窑阶段的石器工业逐渐改变其技术的部分构造,

变迁为峙峪 小南海阶段的石器工业。

总之,关于中国北部的旧石器中期和晚期的分期及各期的主体人类, 应该构筑独自模

型。这模型当然不同于旧石器中期 尼人(早期智人)、旧石器晚期 晚期智人这样比

较单纯且两者之间有断绝的欧洲模型。

3. 3 跟水洞沟石器工业和其石叶技术的关系

在峙峪 小南海阶段,其诸石器工业跟水洞沟石器工业
[ 26 28]

并存。水洞沟石器工业的

石叶技术有1)利用石核修理技术显著的盘状石核, 2)产生比较大型的石叶, 3)以刮削器、尖

状器为中心的石叶制品比较多,在石制品制造技术体系当中的作用正好与上述的具有地域

性特征的石叶技术具有相反的特征。同时,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的中国西北部和中国

境外的蒙古、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发现了和水洞沟有关的一些石器工业。根据这些情况,

很难认为水洞沟石器工业和其石叶技术是从中国传统的旧石器文化中派生出来的。关于水

洞沟石器工业, 一直提倡  西来说!。在 90年代张森水也表明了这种看法
[3]
。笔者也赞成

这些见解,认为这些石器工业和石叶技术是从西伯利亚、外蒙古、阿尔泰等地区流入到中国

西北部而流行的。

但是,应该注意在水洞沟工业之中有类似于峙峪 小南海阶段石器工业的小型石器(图

3: 1 5)。这暗示着两者不是没有关系的,而是有一些技术交流。而且在塔水河发现了其一

侧缘上留下调整石核的一连打击疤的一种羽冠状石叶(图 3: 6) , 这标本类似于所谓 水洞沟

技法!特有的羽冠状石叶 [28]
(图 3: 7) ,也许表明在两者之间存在过技术交流。

3. 4 关于峙峪 小南海阶段的一些问题

在中国北方,晚期智人显示其身姿属于许家窑阶段。不过, 用石叶制造石制品、骨角器

和装饰品的制造、使用、墓葬和在墓葬内撒赤铁矿粉的习俗的出现等晚期智人特有的行为到

了峙峪 小南海阶段才出现。如上述从前把这样现象的出现和晚期智人的出现结合起来进

行解释。然而我认为在中国北部, 这样的解释难以成立。遗憾得很, 对晚期智人的出现时期

和他们开始其特有行为的时期之间产生了这种时间差的原因, 现在我没有明确的看法。虽

然这样,这种人类行为在许家窑阶段中慢慢出现而逐渐深化,到了峙峪 小南海阶段开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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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水洞沟技法模式图(左上, 稻田 1994)及水洞沟与塔水河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Shuidonggou Technique Pattern and Stone Artifacts from Shuidonggou Site and Tashuihe Site

1 5、7.水洞沟( Shuidonggou) ; 6.塔水河(Tashuihe)

行的可能性大。因为在这段时期, 晚期智人特有的行为广泛地出现, 所以能指出各个地域共

有一些原因。我想将大规模环境变化和伴随这环境变化的人类活动的变化做为背景。并

且,综上所述,这段时期与水洞沟有关的石器工业从西方流入到中国北方, 和峙峪 小南海

阶段石器工业之间可能有技术和文化的交流。这个交流也许促进晚期智人特有行为的深

化。同时,关于中国北部的地域性石叶技术在技术体系内发挥的作用较低,应该解释为包括

石料分布情况的环境和反映那些环境的人类的经济形态的关联。

最后,在日本列岛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初起能看出带有与中国北部的石叶技术同样特征

的技术。因此研究东亚地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起源和扩散的时候,这种石叶技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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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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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lade Technique of China

KATO Shinji

( Asuka Historical Museum ,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 or Cultural Properties of Nara, A suka mura, Japan)

Abstract: In the Upper Paleolithic period, the blade technique existed in the domestic industries of

North China, with a typical example being that of Shiyu, in Shanxi provi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technique are: 1) technological simplicity; 2) production of small to medium sized blades; 3) the

connection with high quality stone material; 4) the low function in the technical system for production

of stone implements. According to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lade technique of North China was

divided into a Pre Xujiayao stage, Xujiayao stage( 100 35ka) , and a Shiyu Xiaonanhai stage ( 35

17ka) . These three stages correspond with the three stages ( Early, Middle, Late or Lower, Middle,

Upper) of the Paleolithic of West Eurasia.

Key words: Blade technique; North China; Shiyu; Xiaonanhai; Xujiayao; Division of paleolit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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