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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近50年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主要成果作了简要的记述。依若干早更新世人类化石

和旧石器文化地点发现的先后, 论述了人类在中国境内的历史悠久性, 随着不断的新发现而加

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文中对中国旧石器工业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探讨, 提出北、南方主工业二

元结构与多种区域性工业类型并存的看法, 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旧石器工业类型的多样性。此外,

还讨论了如诸工业类型彼此关系和历史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同时对今后工作也提出了一点拙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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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 因有周口店的工作, 打下了较良好的研究基

础。本世纪30年代, 以中国猿人遗址为代表的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研究, 无论是研究

思想、发掘方法和野外记录的规范和缜密度, 在当时都是立于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先

进行列, 所取得的成果十分丰硕。解放前的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因多种因素, 除周口店遗址群

外, 全国各地所知者寥寥无几。因此, 在东亚这块广袤土地上, 人类劳动生息于此始于何时?

其文化发展趋势怎样?这些问题在本世纪前半基本上是不清楚的。

新中国建立后, 中国考古学家在已有的基础上, 继往开来, 艰苦努力, 察沟探洞, 索

史求真, 探源揭密, 历时半个世纪,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大大地加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

古学在世界史前史研究中的地位, 也使中国在这个学术领域中成为令世人瞩目的和不可缺

少的地区。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 科学工作者足迹遍大江南北, 大河上下, 高原海岛, 目前除个别

省和直辖市外, 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或多或少都有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的发现, 依粗略

的估计, 有1 000多处。从这些旧石器文化地点中, 发现了丰富的用火遗迹, 数以十万计的石



制品, 数以千计的磨制的、刮制的骨、角器和数量上不会少于磨、刮骨、角器的打击骨制

品, 以及一些装饰品和有刻纹的器具。同时也找到文化创造者不同阶段的人化石, 仅直立人

化石地点新增加了12处。这些文化遗物的发现, 为探讨人类起源、工具起源、工业类型的多

样性、工业发展的趋势、文化序列的更细的建立, 以及历史发展不平衡发生时间的研究, 提

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通过对已发现的材料的研究, 已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在1000篇 (本) 以

上。

从目前已找到的旧石器文化地点, 可以说现行中国疆域内东西南北近极点处都已找到

了旧石器文化遗物, 大体分布于79°21′—127°21′E. , 18°17′—52°25′N. 的广阔地域内。中国

境内的旧石器文化, 从早期到晚期, 向西, 向北扩散明显, 向东情况不明, 因为东部沿海

地区工作做的较少。从时间上看,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分布区已相当广阔, 其最东的地点是辽

宁本溪的庙后山, 最西点是云南元谋上那蚌, 最南点是广西田东牛坪坡 (曾祥旺, 1995) ,

最北点是庙后山, 其地理座标大致为101°58′—124°07′E. , 23°39—41°15′N. 旧石器时代中

期, 可能是由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 向北、向西传播不明显, 但从秦岭以北地区看, 大

约向西扩大了2°, 即从泾川的大岭上向西至镇原姜家湾。至旧石器时代晚期, 特别是最后冰

期的后期 (距今118—115万年前) , 虽气候严寒, 环境恶劣, 但由于人类装备的改善, 适应

能力的增强, 很快扩散到中国的各个角落, 向北到达北纬52°以北地区 (干志耿等, 1989) ,

向东、向南进入海岛 (宋文薰, 1969; 郝思德等, 1994) , 向西深入到世界屋脊西藏。自1996

年 在定日苏热 (海拔4 500m ) 发现旧石器时起, 此后续有发现, 如各厅地点 (钱方等,

1988) , 海拔4 663m , 已知海拔最高地点是申扎县绥拉绍西侧, 海拔5 200m , 充分显示出人

类适应高寒地区生活的能力。

在1 000多个旧石器文化地点中, 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最多, 其次是早期, 再次是中期。

出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地点数量倒置现象, 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中期地点工作做的不多;

其二中期时间无统一认识, 有些可能被归于早期。还有数十个地点的工业组合, 在技术和类

型上与旧石器时代者无甚区别, 但其时代已非旧石器时代, 在大陆可晚到距今6 000年前

(俞锦标等, 1990) , 在海岛 (台湾) 可延至距今约5 000年 (4 970±250年) 前。

50年来,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不断向广、深方向发展, 修正了一些旧看法, 提出了一些

新看法和新理论, 例如对本世纪40年代提出的代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套文化”, 经过研

究, 取消了这一文化名称, 原所代表的典型遗址之一——水洞沟, 也因1963年的新发现, 确

有实据地改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对中国猿人石器的原始还是进步性质的问题提出了新看

法; 还提出在华北旧石器时代至少存在两种并存的文化传统的看法; 因1954年发现丁村文

化和1964年末至1965年初发现观音洞的石制品, 指出在中国境内存在不同文化类型的看法,

进入本世纪80年代对中国境内文化类型多样性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90年代初提出中国南

北方各存在一个旧石器主工业, 并存若干区域性工业的看法 (张森水, 1990)。在研究思想

方面, 逐步地由以器物为中心转向以遗址为研究中心。取得了《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

古营地遗址》 (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 1990) 等一些成果。若干遗址采用多学科综合

研究, 得到了良好的结果 (吴汝康等, 1985, 黄慰文等, 1997)。对一些多层的、量大的石

制品组合开展定量分析, 理出其发展趋势, 使一些不同认识趋向接近 (裴文中等, 1985)。

对石制品分类、加工技术及如何与西方旧石器类型学接轨等问题都做了有益的探索 (林圣

龙, 1993, 1996; 黄慰文,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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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考古的基础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石制品的试验研究, 有针对性地开展起来,

其中的石钻的试验研究, 对装饰品、骨针等穿孔技术的探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把试验研

究与考古标本结合起来、把宏观观察和微磨痕分析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值得提倡的

(顾玉才, 1995, 1996; 黄蕴平, 1993) ; 对试验的和考古的石制品的微磨痕分析也做了一

点工作 (侯亚梅, 1992a、b; 黄蕴平, 1994) , 为今后这方面研究, 打下了初步基础。打片

的试验研究对同一种方法或不同方法所产生的一组标本大小和形态特征的复杂性增进了认

识 (李莉, 1992)。旧石器时代打击骨器的研究, 在步日耶1938年《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的

骨、角工业》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进步 (吕遵谔等, 1990; 张俊山, 1991; 周信学等,

1990) , 做了相当数量的打击骨骼的试验, 大体上可以把敲骨取髓所产生的疤与修理骨器所

产生的修疤组区别开来。依试验的结果, 可较准确地识别出从旧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碎骨

中是否存在骨制品或打击骨器。已见记述的有打击骨制品遗址达数十处之多。已有的成果表

明, 在旧石器时代存在打击骨器, 但数量不多, 未见超过占碎骨总量的3%。此外, 在辨别

真假石制品、骨制品、装饰品和用火遗迹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采到和记录了一些可以

以假乱真的标本。

对建立旧石器文化序列有重要意义的年代学研究, 取得了不少成果。年代学研究, 用于

解决中国旧石器考古遗址的年代, 紧随世界步伐, 已用古地磁、铀系、裂变径迹、热释光、

电子自旋共振和14C 等方法, 测了几十个地点的年龄 (吴汝康等, 1989) , 把它与生物地层

学结合起来, 使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通过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和

植物化石的研究, 特别是孢粉分析, 对认识古人类的生活环境和旧石器时代经济提供了一

批不可多得的资料。此外, 对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经济形态、生产活动、与境内外文化交流和

中、西方旧石器文化比较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

周口店的研究, 在解放后, 也有较大的发展。从1949年开始至90年代初, 断断续续地进行

约十年的发掘工作, 主要发掘地点是中国猿人遗址, 第4地点也曾作过发掘。从中国猿人遗址发

现了一些新的猿人化石、许多石制品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特别是1959年在第10层中既发

现肿骨鹿化石, 也发现扁骨鹿化石, 为周口店第一地点下部地层在时代上与第13地点相当提供

了有力的证据。此外在龙骨山附近开展调查, 发现和清理了第19—23地点, 其中第22地点发现

有石制品, 从而把周口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扩大到周口河以东地区。

完成了中国猿人石器的研究。这项工作从1958年开始, 本世纪60年代开始的关于中国猿

人石器性质的讨论, 促进了研究方法的改进, 从分类研究转向分层分类研究并加入了量化

分析。其结果如上述, 使得原来有些不同的认识趋向接近。“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于1985年

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这本书里, 把中国猿人石器的特点归纳为15点, 显示出其统一性, 但通过分层研究

又可看到其发展的阶段性, 将其分为早、中、晚3期, 并列出各期的特点, 进而探讨了它在

中国旧石器文化中的地位。至此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猿人遗址出土物分门别类的研究, 大体可

以将本世纪60年代初关于中国猿人文化是进步的还是原始的讨论告一段落。

为了解中国猿人及其后人类的生活环境, 1959年, 在裴文中和刘东生教授领导下, 在

周口店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第四纪地质调查, 参加者有十余人, 历时月余, 考察范围达数十

平方公里, 为研究周口店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提供了较丰富的资料。更大规模的工作是

1977—1979年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 组织了16个科研单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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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店遗址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中国猿人化石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和

总结, 结合世界上猿人化石研究的现有成果, 提出了存在的问题, 对人类狩猎行为进行了

探讨。特别重要的是对中国猿人时期的生活环境、当时的古气候变迁以及“猿人洞”形成和

堆积过程的研究, 对“猿人洞”发育阶段作了探讨, 形象地绘出了“猿人洞”演化图; 曾

用6种方法测定中国猿人遗址的年代, 测出了一批年龄数据。中国猿人遗址大体上经历了从

距今60万年至20万年的岁月。“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一书共收集论文17篇, 于1985年由

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项工作加深了对周口店地区古人类自然历史背景的认识, 更加了解古人

类何以能长期在此生存的条件。

以上所提到的工作与成果, 仅是新中国建立后至今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成就的豹之一斑。

笔者无力深入地进行做50年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全面总结, 只想从中找出在中国旧石器

考古学中有意义的问题, 撷众师友之劳绩, 表述己之孔见, 以此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50岁

华诞,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前身) 成立70周年和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

骨发现70周年以及它的发现者和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奠基人裴文中教授诞辰95周年。

二

旧石器考古学以复原早期人类历史为己任,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旧石器考古学家们

努力地探索在中国土地上人类历史究竟有多久的问题。有关这个问题是随着中国旧石器考

古学的发展, 不断地加深认识。从1964年起, 先后发现了一批属于更新世早期的文化地点,

出土了一批石制品, 这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重要成果之一, 也为史学服务和再造史前史做

出了有益的贡献, 为认识上述问题提供可靠的证据。

解放前, 由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以丰富的实物史料证明, 早在距今四五

十万年前, 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 并根据文化遗物的研究, 提出中国境内应有更早

人类存在的看法: “由上述各种石器证之, 可知当时中国猿人之石器, 实相当进步, 已超过最

原始和最简单之程序。换言之, 中国猿人之文化, 实非原始之文化, 将来或可发见, 较中国猿

人时代更早之人类” (裴文中, 1948)。这段预言, 到解放后, 才不断地被证实。

本世纪60年代初, 在陕西蓝田地区开展大规模的野外调查工作, 最先于1963年7月在陈

家窝地点发现一具相当完好的蓝田猿人下颌骨, 在其附近相当层位中找到几件石制品。继之

于1964年10月在公王岭地点出土了蓝田猿人头盖骨①。在1965年和1966年对公王岭地点进

行大规模发掘, 在人化石层上面的红色土层中找到少量的石制品, 从附近与其相当的地层

里也采到一些石制品。它们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和砍砸器等。依人头盖骨化石研究, 有

若干特征比中国猿人原始, 依哺乳动物化石研究, 其动物群性质早于中国猿人动物群; 经

古地磁测年, 陈家窝地点年龄为距今65万或53万年, 公王岭地点为距今75—80万年, 亦有

人主张为距今98万年, 甚至更早, 可达距今110—115万年前 (安芷生等, 1990)。尽管对公

王岭地点古地磁所测的“绝对年龄”有不同看法,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因蓝田猿人及其附

近发现石制品, 古人类在中国境内生存的时间, 已不是距今四五十万年前, 提前了几十万

年, 不晚于距今75—80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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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猿人牙的发现 (1965) 与研究 (1973) 以及1974年大规模发掘中发现了几件石制

品和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哺乳动物群的性质说明其生存时代为早更新世。古地磁测年结果与

依哺乳动物群断代的认识基本相符。元谋猿人化石埋藏的层位在距今117±011百万年, 即吉

尔萨事件 (1161—1179百万年) 范围内。依此研究成果, 把人类在中国大地上生息的历史大

大地向前推移, 至少提前了60万年左右, 甚至可能到100万年。

自1978年秋, 尤玉柱等在河北阳原发现早更新世小长梁旧石器地点以来的20多年里, 许

多科学家在那里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 地质工作和年代学研究。无论是不同地点石制品或年

代学研究的结果尚无一致认识。依有一古地磁研究结果, 推测小长梁地点时代很早: “小渡

口①剖面底部仍对应于松山负极性带, 而小长梁遗址靠近剖面的底部, 在基岩之上814m 处,

遗址之上7m 为泥河湾层中部的标志层, 由此推测小长梁遗址的层位大致相当于O lduvai 正

极性亚时的底部, 其年龄应在距今1187—1167M a 之间 (袁宝印等, 1996)。若能用其他手段

验证这一推论无误, 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不仅把华夏大地上人类生存史再提前数万年, 而

且对文化起源及早期人类文化传播速度的研究都十分重要, 因为小长梁地点位于北纬40°以

北 (114°39′E. , 40°13′N. )。

中国境内古人类历史的延长又有了新进展。1998年初夏, 主要是同年的10—11月, 在安

徽省繁昌县孙村镇的癞痢山南坡的人字洞里在褐红色亚粘土夹灰岩角砾层内发现了数十件

石制品和几件加工痕迹清楚的打击骨器。石制品的原料有铁矿石、燧石、石英砂岩、片麻岩、

硅质灰岩和硅质泥岩等6种。石制品的种类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和几件有雕刻器打法的标

本。石器的加工粗糙, 用硬锤修理, 多数是向凸面 (块状毛坯) 和向背面 (片状毛坯) 加工

成的。在打击骨器中, 其中以一件犀牛下颌骨和一件骨片加工最为清楚。前者其左侧加工略

简单, 仅遗有几块大疤, 右侧加工细致, 其上有3层疤, 两侧于下颌骨后部相交略呈铲刃状

的尖刃; 后者原为小骨片 (64×19mm ) , 它的两端的两面及侧边的局部, 均可见双层的或

单层的修疤, 使被加工部位变成较锐利的刃口 (韩立刚等, 1998)。

与上述人工制品同时出土的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包括亻莫鼠、低冠竹鼠、小种大熊

猫、桑氏鬣狗、似剑齿虎和爪兽等数十种, 依初步研究, 其哺乳动物群的性质与重庆市巫

山县大庙龙骨坡者较相近, 其中绝灭种可能略多于后者, 似可认为在时代上与后者相当, 很

可能要稍早一些, 后者古地磁测年结果为距今2101—2104百万年 (黄万波等, 1991) , 由此

可知, 人字洞的人工制品产生于距今200万年前。这是至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文化遗

物, 从而把人类在中国生活的历史至少再向前延伸了30多万年。这批材料的发现, 对石、骨

器的起源以及人类对不同材料的应用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繁昌发现石制品和骨制品具如此的古老性, 对其人工痕迹是否难以判断呢?依旧石器考

古已有的成果, 人工制品的基本要素是可认识的, 依此不难判断所发现的标本是人工制品,

或自然力破碎的, 简述于后。

什么是石制品的最基本的人工要素, 就个体标本言, 可归纳为向、位和形3点; 对群体

来说应具有3个多样性。

个体标本, 若是初级产品——石核或石片, 看其打击方向是单向的还是多向的, 即是

否有转向打法, 从石核上看有无一个打击台面, 石片上是否有打击台面, 若有, 则基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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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肯定是人工的, 非人工力量是难以准确地转90°角再打的, 就可与因自由落体和挤压造成

的非人工石核与石片区分开来; 形指石器刃口有一定形状, 以适于工作的需要; 位指加工

有一定的部位, 是人劳动本质的反映, 加工以达到预期使用的目的, 尽力避免作无效的劳

动, 这与一些由自然力造成的“遍体鳞伤”的石标本迥然不同。

判别一群石标本是否是人工制品应从3个多样性去衡量。其一是原料的多样性, 生产石

制品要求石料有一定的硬度, 以适应使用, 从一地获得单一适用的石料, 往往难以做到, 故

需要采相近硬度的他种石料来补充, 这就形成了在一群石制品中原料种类的多样性, 从中

国旧石器考古资料来看, 一个较大的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组合均有石料多样性的特点, 如中

国猿人石制品组合中原料多达44种, 其中有少量的灰岩, 虽不是好石料, 偶被使用亦不难

理解, 若是洞中发现的基本是这种原料, 则要慎重处之。如上述, 人字洞石制品所用的石料

已达6种。其二, 是品种的多样性, 这是打击石制品生产过程所决定的。只要生产, 就会有石

核、石片和石器, 除采集者外, 中、外较大的石制品组合都具此特点。其三是石制品类型或

形态的多样性, 如石核有单台面、双台面和多台面等, 石片则有各种形状, 石器有多种类

型或同一类石器有不同的刃口形态, 即使在旧石器早期的早段, 如中国河北阳原小长梁地

点的石制品和东非的 K. B. S. 工业均有此特点, 人字洞石器类型目前主要是刮削器一类,

有单刃和双刃之别, 刃口形态有直、凸、凹之不同, 石核和石片亦具多样性。由于人字洞出

土的石制品具有人工制品最基本的要素, 故它们是人类生产的是无疑的。

三

旧石器工业类型的研究是建国以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们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认识

这块土地上存在工业类型多样性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成果之一。划分工业类型, 首

先要确定划分的原则, 本文采用多元划分法, 即有以下3种情况者均可自成一工业类型。

其一, 凡具有共同特点的, 有相当广阔分布区的, 基本上贯穿旧石器时代始终的; 其二, 特

点相同的, 时空分布有一定局限的; 其三, 在一组合中具有两个工业类型的主要特点的。把

具有第一种情况的叫主工业类型, 以其主要分布区命名; 第二和第三类者称之为区域工业

类型, 以最早发现地点或能全面反映该工业类型的地点命名。

311　主工业类型

从解放后大量工作结果看, 中国北方与南方各存在一个主工业类型, 现将它们的工业

特点、目前所知的分布区、发展趋势等作扼要地介绍。

31111　中国北方主工业类型 (简称北方主工业)

北方主工业研究史较长, 但真正认识它的存在和其价值是近20年的事。由其材料多, 对

其特点和相关问题了解较深。依石制品, 其工业有如下特点: 大多数石制品是小型的, 多数

长度在40mm 左右, 超过60mm 的占比例不大, 依中国猿人石器, 前者占73% , 后者占9% ;

北方主工业石制品的原料可能多达50种左右, 但主要原料是石英、燧石、硅化灰岩、石英

岩、砂岩和水晶等; 打片曾用3种方法: 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 除中国猿人很特殊地以

砸击法为主要打片方法外, 其余无例外地以锤击法为主, 辅以砸击法, 碰砧法仅是偶被使

用的方法; 无论是打片或修理石器基本上用硬锤打击; 用锤击法生产石片的石核, 既不予

制石核体, 也基本上不修理台面, 故石片和石核缺乏相对稳定的形态, 因有以上原因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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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锤打片, 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石核的出片率, 为补救此欠缺, 常采用转向打法, 其结果是

单台面石核少于多台面石核; 使用石片比较多; 石器①的毛坯主要是石片, 其中断片占较高

比例, 故它是以石片石器为主的工业; 石器类型多样, 绝大多数是轻型工具, 其类型包括

刮削器、尖刃器、石锥、雕刻器; 砍砸器和石球等重型石器数量不多, 其中刮削器是主要

类型, 尖刃器是重要类型, 其余各类在各自组合中占有量不大 (据报道石球在许家窑组合

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 没有手斧和镐等重型石器; 修理石器基本上用锤击法, 且以向背面

加工为主, 兼有向破裂面、错向、复向加工和交互打击; 由于用硬锤修理石器, 修疤多为

宽深型, 常见于近缘, 致使刃缘不平齐, 器形不甚规整; 单刃石器多于多刃石器, 刃口锐

者多, 常见刃角为50°—70°; 由于石器“个性”较强, 不同类型或不同刃形存在一定数量的

过渡类型, 使得石器类型或刃形的界线显得不十分清楚。

北方主工业的分布区十分广阔, 是随时间推移不断地拓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 西至

贺兰山、屈吴山和六盘山的东麓, 东起辽宁千山山脉的西麓, 南界秦岭北坡, 北抵大青山

南坡。已知地点的分布, 最东为辽宁营口金牛山, 最西是甘肃镇原姜家湾, 最南是陕西蓝田

公王岭, 最北是辽宁喀左的鸽子洞, 其地理坐标大致为107°29′—122°10′E. , 34°10′—

41°15′N. 。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方向东扩展到张广才岭的西麓, 最远点可能是黑龙江哈

尔滨市的阎家岗 (126°18′E. , 45°36′N. ) , 向西由姜家湾至黑土梁 (107°06′E. , 35°36′N. ) ,

还可能更西进到青海小柴达木湖地点 (95°31′E. , 37°28′N. ) , 原研究者依附近地点14C 测定

的年龄, 推测该地点的时代: “看来, 将距今30 000a 左右作为石器地点的年代是比较恰当

的”(黄慰文等, 1987)。此时北方主工业不限于中国北方地区, 广泛发现于南方各省, 在云

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湖北、安徽和福建等省 (自治区) 有类似上述特点的组合

发现, 向西进入了西藏, 如各厅地点 (89°22′E. , 31°35′N. ) 和苏热地点 (87°21′E. , 28°45′N. )

其分布区拓宽了很多, 大体在87°21′—126°18′E. , 24°55′—45°36′N. 的广大地区内。至此时,

它可看作全国性的主工业类型。

北方主工业发展是比较缓慢的, 其发展速度有加快趋势, 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 使

用磨制和钻孔技术, 制造出骨针 (包括象牙针)、锥等骨器和装饰品, 此时的发展水平几乎

与世界旧石器时代同期者同步, 但石制品的生产略逊一筹。就石制品而言, 仍可见其发展的

脉络。总的发展趋势是向着长宽等比方向发展。对石制品的原料趋向选优汰劣, 燧石等优质

石料有所增加, 砂岩等质较软者不断地减少。从打片技术上看, 使用锤击法的比率从早到晚

明显增加, 技术日臻娴熟, 形态规则的石片量有所增加; 砸击法的应用走了一个马鞍形的

发展, 即早期从少到较多, 中期骤减, 晚期略有回升。用碰砧法打片从早期到中期渐趋衰落,

至晚期基本不用。石器类型的变化是: 刮削器作为主要类型的地位不断地加强, 尖刃器的作

用渐显重要, 砍砸器趋向衰落, 至晚期基本消失。石器的修理, 由粗糙向较精细转变, 石器

的精品量有不断地增加的趋势等。

31112　中国南方主工业类型 (简称南方主工业)

南方主工业的研究史较短, 真正认识它的意义是在本世纪80年代后期, 但其发现比较

早。1971年冬至次年春, 在湖北大冶石龙头地点出土了数十件石制品, 其器体粗大, 多用块

状毛坯, 且以砍砸器为主要类型等, 笔者深感它与中国猿人石器的不同, 但对它的存在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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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说明什么认识不深, 在写《中国旧石器文化》时, 冠以“长江边上粗化文化”之名。此后

在陕西南部和广西百色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这类石制品, 特别是1987年后在湖南的澧水和沅

水流域以及安徽水洋江流域发现数以百计的这类旧石器地点 (袁家荣, 1992; 房迎三,

1988) , 从不同阶地的地层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 从中可看到与北方主工业迥然相异的特

点, 这才认识到, 在中国南方也存在与北方主工业平行的主工业, 在中国旧石器工业发展

中存在主工业二元结构 (张森水, 1990)。

南方主工业的特点有: 石制品以大型的为主, 长度多在100mm 以上, 长度少于40mm 的

很少, 打片主要用锤击法, 也用碰砧法, 无可靠的用砸击法打片的证据; 石器毛坯以块状

(砾石、石核和断块) 为主, 因用砾石为石器的毛坯在组合中占比例高, 故有砾石工业之称;

石器中重型石器远多于轻型的, 类型包括砍砸器、手镐、手斧、手锛、石球等, 以砍砸器

为主要类型, 其余为常见类型, 唯石球未在百色地区被记录, 此外, 还有少量的轻型石器,

如刮削器和尖刃器, 石锥和雕刻器几乎缺失; 修理石器用锤击法, 也用硬锤加工, 且以向

背面 (包括块状毛坯的凸面) 为主, 交互打击的较多, 还有向破裂面、错向和复向修理的,

但数量不多, 修理工作多粗糙, 修疤以深宽型为主, 刃缘曲折; 使用石片较多等。

南方主工业已知分布区比北方的要狭窄, 其最东点是安徽宣州市的向阳地点 (118°53′

E. , 30°31′N. ) (房迎三, 1997) , 最西边的地点是资阳人B 地点 (104°38′E. , 30°06′N. ) ,

最 南者为广西田东县的牛坪坡 (107°44′E. , 23°39′N. ) , 最北的是陕西洋县金水地点

(106°47′E. , 33°22′N. ) (汤英俊等, 1987) , 其地理坐标大致为104°38′—118°53′E. , 23°39′—

33°22′N. 这是目前已知的分布区, 向西扩展到青衣江和岷江流域, 向东到达沿海地区, 向

南越出国境①和向北越过秦岭 (吕遵谔, 1999) (在洛南盆地多处发现类似的组合) ②都是可

能的。可以预测南方主工业的分布区比已知的要广一些。但从目前在四川西部、西藏、云南

和贵州的工作来看, 南方主工业未能深入到高原地区, 即中国地形的第一、二级阶区, 可

能只限于第三级阶区。南方主工业可否再分若干小区, 虽有人提出 (袁家荣, 1996) , 尚待

资料的增加, 但南北 (目前界线不明) 的石制品似有些差别, 若以湖南为北区南界, 广西

百色为南区, 至少可见南区无石球, 北区常见; 南区的手斧加工远比北区的好, 限于目前

空间缺环较大, 衡阳以南柳州以北地区工作做的不多, 故能否再分, 留待今后解决。南方主

工业绝大多数地点缺乏可靠的断代资料, 目前断代主要依河流阶地的地貌对比, 年代学研

究成果不多, 向阳地点测年的结果可能超过70万年, 最晚的地点, 有测年结果的是资阳人

B 地点, 14C 年龄为距今316—319万年。

关于南方主工业的发展趋势问题, 由于工作起步晚, 虽发现地点可能超过400处, 但做

过发掘的不多, 各点采集的石制品, 超过100件的地点很少, 故稍详细的文化序列尚难建立,

因此其发展脉络尚不清楚。若将最早的和最晚的组合加以对比, 从中窥探到一点发展线索:

石片石器有所增加, 早期或可能是早期石片石器没有超过40% 的, 如龙岗寺占38147% (依

1983年发表的资料) , 牛坪坡的占416% , 望城岗的10102% , 而晚期的资阳人B 地点者则占

5515% , 重庆市丰都县烟墩堡地点, 据报道, 石片石器也超过半数。此外, 虽无石制品测量、

统计的大量数据, 但有迹象表明, 也可能是沿着长宽等比方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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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1997年冬, 笔者应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之邀, 考察过洛南盆地的几个地点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藏的标本。

1995年8月在长沙召开“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 在会上看过泰国朋友放的一组幻灯
片, 其石制品特点与华南者酷似, 因此, 才有以上说法。



312　区域性文化类型

在南、北主工业分布区内或外, 在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存在着若干区域性工业类型。由

于一些区域如西藏阿里地区和云南保山地区从遗物中可看到一些区域特点, 前者以粗大的

长石片和割切器为特色, 后者以大量的骨、角器为代表, 但因工作深度和年代等问题, 暂

不单列为区域性工业类型, 可看作区域工业类型的有以下几个:

31211　庙后山工业类型

这个文化类型, 目前只有一个地点——辽宁本溪庙后山, 1978年发现, 1982年进行多

学科综合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从遗址地层中出土了70多件标本和一些骨制品, 其石制品

的特点有: 大多数标本是粗大的, 长度超过60mm 的石片约占60% , 石器约占3ö4; 石器的

毛坯以宽型大石片居多; 其类型基本上是宽刃类的刮削器和砍砸器, 尖刃类仅有1件尖刃器。

修理石器用硬锤直接打击, 且以复向加工为主要方式。

庙后山地点出土石制品的层位的时代分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 大多数出于前者, 约

10% 属于后者, 依铀系测年, 其早期年龄跨度为距今2417±813
419万年—1412±113

111万年; 其晚

期年龄为距今24570±570年 (14C 年龄) 或17 700±1 600年 (铀系年龄)。第7层中下部铀系测

年结果是, 其下部为距今916±018万年, 中部为415±013万年, 核实了出自第7层的7件标

本的距第7层层面的深度, 无一来自中、下部的, 故只能认为庙后山的第7层堆积时间跨旧

石器时代中、晚期, 不知何故中期无人类遗存。早、晚两期石制品都比较粗大, 故可视为工

业上一脉相承, 属于同一工业类型。

31212　丁村文化B 组工业类型

1954年对丁村遗址群开展大规模调查发掘, 采到了两千多件石制品。通过研究, 当时就

认识到, 不同地点石制品有些差别: “襄汾丁村发现的石片, 一般说来都较大较厚, 也有较

小较薄的石片, 特别是在54÷100和54÷102地点较多” (裴文中, 1955) , 笔者在80年代对那

些石制品进行再观察、测量及分类, 从尺寸和类型上, 可以分为两组, A 组的各种特点是

接近北方主工业的, B 组则不甚相同, 自有一些特点: 石制品主要是大、中型的, 尤其是石

器, 大型的 (依54÷90地点的) 占石器的8313% ; 打片用锤击法, 有些石片具有碰砧法打片

的特点; 石器类型宽刃类占绝对优势, 砍砸器和刮削器在数量上差别不大, 尖刃类包括尖

刃器和手镐 (三棱大尖状器) , 还有石球和手锛等。

在本世纪80年代前丁村文化统归旧石器时代中期。从1976年起在丁村地区开展多年的

野外工作, 其中有与B 组相近的组合出自“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王建等, 1994) 的

堆积中。这说明B 组的时代可上溯至旧石器时代早期。B 组石制品从尺寸上看与庙后山的较

相象, 修理方式和北方主工业无明显差别, 但镐类石器是在国内最早被记录的, 也是迄今

所知时代最早的, 可看作这个工业类型有代表性的器物。

31213　水洞沟工业类型

水洞沟地点是1923年发现的, 并做过发掘, 此后亦有人做过工作, 只有到了1963年对

该地点进行从顶向下的系统发掘, 才得知它是多层的史前文化地点, 只有第8层的石制品属

旧石器时代晚期, 代表水洞沟文化, 也是这个工业类型的典型组合, 那次发掘的主要成果

已作过简要的报道。

水洞沟工业类型的特点比较复杂, 既包含北方主工业的主要特点, 也包括一些非北方

主工业技术生产的石制品。属于北方主工业的特点如存在大量的小型石制品, 用硬锤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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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修理石核, 这类石片和石核形状不甚规则, 多台面石核多, 同时还偶用砸击法打片; 大

多数石器是用较短 (长宽指数在80左右) 的石片做的; 石器类型有刮削器、尖刃器, 分别

为主要和重要类型, 兼有几件石锥和砍砸器; 修理石器用硬锤加工, 以向背面加工为主, 修

疤多深宽型, 刃缘显得较曲折等。非北方旧石器主工业技术生产的石制品特点如次: 存在约

占石片20% ①的长石片以及数量相当多的石核体和台面经过修理的石核, 其形态可分长方

形的、半锥形的、梯形的和柱形的等, 有些石核利用率极高, 厚度只剩10mm 左右; 若干石

器是用长石片做的, 包括部分端刃刮削器、雕刻器和尖刃器, 它们的修理相当细致, 器形

规则, 刃缘匀称, 修疤以浅长疤或浅宽疤居多, 个别石器可能是用指垫法修理的, 可见层

叠的阶疤。依已有的打击石器试验, 生产长石片和用长石片做的以上石器很可能是用软锤生

产的。在以往研究中, 对前者重视不够, 对后者展示的比较充分, 实际上水洞沟文化是由两

个工业类型的主要特点组成的新工业类型。

目前可归于这个工业类型有发现于新疆吐鲁番市交河故城附近的西沟地点的石制品组

合。该地点的石制品目前仅有地表采集, 有不少长石片, 但尚未发现砸击制品②。此外, 在甘

肃西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下霍勒扎德盖的灰黄—灰白色细砂层中也发现过长石片, 或许可

归于其中。

31214　清水河工业类型

这个工业类型最早在1958年发现于内蒙清水河县和准格尔旗黄河沿岸, 此后在河套地

区的东西两侧续有发现, 北部地区因未做工作, 情况不明。这个工业类型已发现的地点主要

分布在宁夏 (张森水, 1999)、内蒙和山西, 有几十处, 但无一出自地层中, 都是地表采集

的, 它以大中型的加工精致的单边凸刃刮削器和尖刃器为代表, 伴有数量不等的细石器工

业制品, 两者在时代上是同时的或不同时的, 目前不清楚。若与水洞沟文化层者对比, 有些

可能是同时的, 但其中那些非常成熟的细石器工业制品, 不见于水洞沟文化层, 而常见于

新石器文化遗址中, 故有一些可能是不同时的。

这一工业类型的特点有: 石片的台面很小, 多可见修理痕迹, 石核亦是, 石核和石片

形状多规则, 呈三角形或梯形, 有少量的长石片, 由此可见其打片技术相当高, 可能以软

锤打片为主; 石器的毛坯基本上是石片, 且经过严格的选择, 选长而薄的。石器类型有各式

刮削器、尖刃器、砍砸器、石锥和不典型的雕刻器等,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单边凸刃刮削

器和尖刃类石器, 后者有一般意义上的尖刃器, 还有手斧、半手斧和矛头形器等, 石器的

形态多规则, 刃口锐利; 大部分石器是用指垫法 (莫斯特技术) 修理成的, 器面的大部和

全部遗有浅平的修疤, 主要疤型有浅长疤、浅宽疤、叶疤和阶疤, 多数器面相当平整, 横

断面呈单或双凸镜体状, 有些尖刃器尾端有明显打薄的痕迹, 可能是为安把所做的特殊加

工。

如上述, 由于所发现的石制品缺乏地层依据和其他断代资料, 目前仅依其类型和加工技

术, 暂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若依与此工业类型关系较密切的地点的14C 年代学研究成果, 如

山西蒲县薛关地点为距今13 550±150年, 河北阳原虎头梁为距今11 000±2 100年 (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91) , 宁夏青铜峡鸽子山地点为距今10 020±60—11 660±70年等,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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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该地点于1995年夏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德利斯等发现, 同年冬笔者曾考察过该地点。这批材料至今尚未研究

发表, 以上看法是调查中所得印象。

统计数字依1963年发掘资料, 未发表。



述3地点其主体是细石器工业制品, 但其中有类似的加工精致的刮削器和尖刃器, 这部分石器,

无论从加工技术上或形态上都与本类型者相近, 故从这一角度看它们在工业上有密切的关系。

由此看来, 清水河工业类型的时代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偏后阶段。

31215　下川工业类型

下川工业类型属细石器工业传统。新中国建立前, 中国境内发现的细石器工业制品基本上

归于新石器时代, 裴文中 (1948) 曾主要把黑龙江省满洲里市附近扎 诺尔发现的细石器定

为“扎 期”, 属中石器时代, 但因缺乏地层依据, 所定的时代存疑。直至1972年10月, 在山

西沁县下川“找到了含细石器的原生的地层” (王建等, 1978) , 从而揭开了我国旧石器时代

细石器工业研究新的一页。此后, 在山西和河北等省发现多个地点, 如山西蒲县薛关、榆次大

发 (高星等, 1991)、河北阳原虎头梁、油坊 (谢飞等, 1989) 和昌黎的ι 泗涧 (王思霖,

1997) 等。

这个工业类型特点鲜明, 存在相当数量的各式细石核和石叶, 与其共组的、有用它们做

毛坯的加工精致的细小石器。已见记录的细石核类型有楔状 (有宽体和窄体之别)、船底形、锥

状、柱状、半锥形和漏斗形等; 石叶长而薄, 多数长宽指数在30以下。石器的毛胚既有少量用

石叶、长石片和细石核做的, 多数是用短而宽的石片做的; 石器类型包括刮削器、尖刃器、长、

短身端刮器、石锥和雕刻器, 其中的短身端刮器在石器中数量多, 加工细致, 具有很重要的

地位。此外, 个别地点记述过镞 (?) 和砍砸器。其修理总水平高于北方主工业者, 刃缘匀称,

修疤多为浅长或浅宽疤, 两面加工的和修疤比高的标本也多于和高于后者。

下川工业类型无明显区域分布特征, 穿插于北方主业的分布区内, 已知的地理坐标大致

为111°59′—119°10′E. , 35°23′—40°19′N. 。这个文化类型的时代, 依下川文化 (上文化层) 的
14C 年龄为距今16 400—23 900年。从这个地点出土的细石器工业制品的技术和类型看, 是相

当成熟的, 故超过距今2万年似显偏老。蒲县薛关和河北阳原虎头梁地点的14C 年龄已见上述,

不赘。总的看来, 细石器工业存在于华北大地上很可能在距今一万多年前, 一直延续到很晚时

期。

细石器工业类型在华北似非孤立存在, 而是与北方主工业有所交往, 在山西榆次大发地

点、河北阳原虎头梁地点和昌黎ι 泗涧地点发现过少量的砸击产品, 包括砸击石核13件, 两

端石片5件。这些北方主工业所特有的产品在细石器工业产品组合中存在, 可视为有所交往的

证迹。

31216　孟家泉工业类型

这是一个混合的工业类型, 典型地点发现于河北玉田孟家泉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

1991) , 各组合的主体是具有北方主工业特点的制品, 但也包括一些细石器工业制品, 前者包

括形状不规则的石核和用它生产的小石片, 一定数量的砸击石片与石核, 石器以刮削器为主要

类型, 短身端刮器占有较高的比例, 兼有尖刃器、石锥和雕刻器等。这部份石器 (不包括短身

端刮器) 主要是用硬锤修理的, 以向背面加工为主, 多单层修疤, 以深宽型居多。这个工业类

型还包括少量的细石核 (楔形、锥形和柱形)、石叶、长石片, 以及用它们加工成的长身端刮

器、单面的或两面加工的尖刃器和琢背刀等。

这个工业类型已在河北、山西和黑龙江等省找到了一些地点, 除命名的地点外, 较重要

的如山西大同山自造 (李超荣等, 1992) 和右玉张家山 (石金鸣等, 1992) , 河北滦县东灰山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 1989) 以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大兴屯 (黄慰文等, 1984) 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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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类型的时代, 依地层和古生物, 暂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大兴屯地点的14C 年龄为距今11

800±150年。

31217　观音洞工业类型

观音洞工业类型, 从1974年底至1975年初在贵州黔西县发现观音洞地点以来, 在贵州

西部做了大量的工作, 对其特点了解比较清楚, 如下: 石制品以中、小型的为主, 大型的

不多, “大部分石核不加修理, 即行打片, 少数石核在石片台面上有修理痕迹”(李炎贤等,

1986)。为提高石片生产率, 常用转向打法, 其结果是多台面石核 (包括双台面石核) 多于

单台面石核, 用硬锤打片, 石片形态规则的不多; 石器多用石片制成, 类型有刮削器、尖

刃器以及少量的砍砸器、石锥和雕刻器; 在宽刃类石器中多刃石器多于单刃的; 石器用硬

锤加工而成, 多采用陡向修理, 故多数石器刃口很钝, 刃角在75°以上, 其修疤常层叠, 深

宽型者习见。

观音洞工业类型目前只发现于贵州西部, 多数地点在黔西北, 东起桐梓马鞍山 (下文

化层) , 西至威宁草海的王家院 (吴茂霖等, 1983) , 南界盘县大洞, 北达桐梓的马鞍山, 已

知分布于104°13′—106°49′E. , 25°38′—28°07′N. 的区域内。其技术曾更向北传播, 其主要

特点, 如多刃多于单刃、常用陡向加工和钝刃石器数量多等见于重庆市的铜梁文化中 (见

后)。

这个工业类型的时代可能始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某个阶段, 终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为进一

步说明其起始时间问题, 对已有的年代学研究作简略地说明。就工业类型典型地点——观音

洞而言, 原研究者意见明确: “观音洞文化根据地层、古生物以及文化遗物本身的证据, 可

以确定其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初期, 而且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期, B 组发现者代表早期, A

组发现者代表晚期 (李炎贤等, 1978) , 最后研究报告 (1986) 亦保留此看法。后来铀系年

龄测定与原相对年代论定差距较大, A 组为距今517±013万年, B 组为1119±110万年

(L 14) , 814±015万年、716±014万年和1014±016万年 (L 15) , 1115±017
016万年 (L 18)。这

项测试结果均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范围内。后来用铀系法再对该地点做年龄测定, 用两种样品

(碳酸岩和骨化石) , 同是第6层, 碳酸岩者年龄为距今1811±117
114万年, 骨化石者为713±013

万年 (沈冠军等, 1992) , 相差竟达十万年以上。由此看来对观音洞以及与此相关的地点的

绝对年龄尚需进一步研究, 故这个文化类型的肇始时间目前无法肯定。观音洞工业类型有测

年结果的最晚的是马鞍山下文化层, 铀系年龄为距今511万年或317万年 (前者样品稍不封

闭, 后者封闭)。它可能还不是最晚的, 王家院地点可能更晚些, 因为旧石器文化层上直接

压着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31218　猫猫洞工业类型

猫猫洞工业类型 (曹泽田, 1982) 的特点是: 打片用锐棱砸击法、锤击法, 还可能用

过碰砧法和砸击法, 但以前者为主要打片方法, 打片前既不预制石核体, 也不修理台面, 造

成石核的产片率低和原料消耗大的结果, 尤其用锐棱砸击法打片, 每件石核上常常只有一

或两个片疤; 石器的毛坯主要是石片, 且多用锐棱砸击石片; 石器类型简单, 主要类型是

刮削器和尖刃器, 还有相当数量的砍砸器和个别不典型的雕刻器, 修理石器用锤击法, 大

多数是向破裂面加工的, 修理石器水平较高, 石器形态规则, 刃缘匀称, 以单边凸刃刮削

器和尖刃器最优, 后者自有明显特点, 尖刃多较钝, 若芒状者很少; 石制品以大、中型居

多, 小型的为数很少; 除个别地点外, 或多或少发现过磨制的、刮制的骨、角器, 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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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高, 加工有序, 类型稳定, 形态精美, 刃口锋利, 类型有: 锥、铲、针、棍、笄和

刀等。

猫猫洞工业类型已知的分布区, 西起水城的硝灰洞, 东至普定的穿洞 (上文化层) , 南

界安龙观音洞①, 北达普定的红土洞, 即大体发现于104°50′—105°02′E. , 25°03′—26°17′N.

的狭长地带。但此工业类型的主要特点的石制品组合在台湾省有多处发现, 如台东县“长滨

文化”的潮音洞, 其14C 年龄为5 340±260年—4 970±250年 (宋文薰, 1969) 和台东县小马

洞及屏东县鹅銮鼻第二地点等 (黄士强, 1991; 李光周, 1984)。猫猫洞工业类型的技术影

响怎样东迁进入台湾岛, 由于中间地带没有类似组合发现, 暂时存疑。

猫猫洞工业类型在贵州境内出现和发展的时间比较晚, 晚于观音洞工业类型的大多数

组合。依已有的测年资料, 硝灰洞最老, 铀系年龄为距今517±110
018万年。若以硝灰洞组合作为

本工业类型最早的代表, 其主要特点之一以锐棱砸击法为其打片的主要方法已经形成, 其

余特点似乎未萌发。距今5—2万年缺这个工业类型的资料。在距今115万年左右, 如普定白岩

脚洞的第3层14C 年龄为距今12 800±200年, 第5层为距今14 600±200年, 兴义张口洞第14层

为14 550±450年 (曹泽用, 1995) , 本工业类型典型地点猫猫洞用不同方法测试的年龄结果

差别较大, 铀系年龄为距今14 600±1 200年 (原思训等, 1986) , 14C 年龄为距今88 200±300

年 (张森水, 1995) , 这个时期可视为本工业类型的定型期, 其主要特点均可见到。进入地

质时代的全新世, 这个工业类型仍继续发展, 可称发展期, 以发展磨、刮制的骨、角器和

石器精品量增加为标志, 其代表性组合如张口洞的第6层, 14C 年龄为距今9 965±100年, 普

定穿洞上文化层, 14C 年龄为距今9 610±100—8 080±100年, 普定双山红土洞14C 年龄为距

今6 000±175年, 台湾的潮音洞还要晚些。从后者看, 及至距今5 000年左右该工业类型尚未

见明显衰落的迹象。

31219　铜梁工业类型

此工业类型于1976年发现于重庆市铜梁县西郊的张二塘 (E. 106°02′, N. 29°55′) , 至

今仍只有这一个组合, 系由南方主工业和观音洞工业类型的一些特点组合而成 (张森水,

1994)。其特点有: 石核和石片形制古朴, 大多数是自然台面, 石片缺乏规则的几何形; 石

片几乎没有完整的边缘, 可见不连贯的打击痕迹, 石器也几乎没有纯单面加工的, 单面加

工的另一面或另一个或数个边偶可见打击痕迹, 因此, 石片边缘有缺口和石器单面加工不

净构成其特有之点; 石器类型简单, 只有刮削器、尖刃器和砍砸器, 后者占石器的总数的

1ö3, 其中主要用大石片做的端刃砍砸器约占砍砸器的1ö3, 是前所未见的 (这是南方主工

业在三峡和四川盆地内石器中的重要特点) , 石器中复刃 (占7118% ) 多于单刃 (占2812% ) ;

石器以复向加工居多, 常采用陡向加工, 刃口钝, 刃角多在75°以上, 修疤以深宽型为主; 石

制品多数是大型的, 砾石石器占有较高的比例, 块状毛坯占石器总数的3614%。

铜梁工业类型虽只有一个地点, 或许可把郪口地点几件标本归于其中, 但其代表组合

的特征表明它是多来源的。其时代, 依哺乳动物化石定为更新世晚期, 用文化层顶部的乌木

做14C 年龄测定, 其年龄为距今21 500±310年, 另用文化层中的核桃壳做14C 年龄测定, 为

距今25 450±850年, 由此可把它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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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这部分拟讨论与工业类型有关的一些问题。如上所述, 目前至少可看到各有特点的11个

工业类型, 形成了中国南、北方主工业二元结构与多种区域性工业类型并存的格局 (表1)。

从空间上看, 除两个工业类型只有一个代表地点外, 其余的都有或大或小的分布区; 从时

间上看, 可能贯穿旧石器时代始终的除两主工业外, 还有观音洞工业类型 (或许始于旧石

器时代早期的后期) , 属于早、中期的一处 (丁村文化B 组) , 归早期和晚期的一处 (庙后

山工业类型) , 晚期的5处 (水洞沟、清水河、下川、孟家泉和铜梁工业类型) , 猫猫洞工业

类型从旧石器中期的后期至距今5 000年左右。从不同时代工业类型的量看, 依序是晚、早、

中, 其中晚期最丰富多采。以下就诸工业类型关系、分布区特征及其意义、文化交流和历史

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作点浅识, 最后对未来工作谈点想法。

411　诸工业类型的关系

我国诸多的工业类型虽各具有特色, 如果把细石器工业及与其相关的长石片工业制品

暂且排除在外, 它们之间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 用硬锤打片和修理石器, 至少有9个工业类

型是如此。与此相关的有石核不预制, 基本上不修理台面, 故使石核与石片缺乏相对稳定的

形态, 石器形态不甚规整, 刃缘曲折, 常呈波纹形, 修疤单层者多, 且以深宽型为主, 以

及石制品向着长宽等比方向发展等。这些共同特点大体贯穿旧石器时代始终。若以此为考虑

的出发点, 则它与非洲、欧洲和西亚的主体旧石器工业有着明显的不同, 后者其重要特点

之一是总趋势向着长宽不等比小型化方向发展, 应属不同的工业传统, 可以把这些共同点

看作是中国旧石器工业大区域连续发展的证据。这与中国大地上古人类演化以区域进化为

主, 与周围地区基因交流为辅的模式互为印证。区域连续演化的人所使用的制造石器的一些

技术代代相传, 一直被应用, 形成主要技术上和类型上的共同性。

在诸多的工业类型中, 依特点有些可以找到其源, 如水洞沟工业类型和铜梁工业类型

等。另依各工业类型特点的对比, 观音洞工业类型从以小型石制品为主和刮削器是主要类型

以及用硬锤打片和修理石器等来考虑, 它与北方主工业更接近一些。庙后山的大石片及用大

石片做的砍砸器为主要类型等诸点则显得与丁村文化B 组有更多的相似点。猫猫洞工业类

型与诸工业类型的亲疏问题, 目前难以说准, 若以大、中型石器居多和砍砸器数量较多等

方面看与南方主工业的关系稍显得密切。

412　各工业类型分布区特征

各工业类型, 除庙后山和铜梁工业类型外, 虽有一定的分布区, 但各工业类型间是穿

插分布着的, 北方的区域性工业类型几乎都在北方主工业分布区内, 至旧石器时代晚期, 北

方主工业广泛分布于南方, 南方的观音洞工业类型与猫猫洞工业类型, 前者主要分布于黔

西北, 后者偏于黔西南, 彼此有一定交错区, 还插有北方主工业若干组合。这些表明各工业

类型没有形成依江湖或山脉为界排它性地、相对稳定的氏族活动区, 而不象塔斯马尼亚人

那样, “有固定的迁移区和狩猎区, 常以江河、湖泊或山岭为界, 不得逾越” (坎诺 [吴觉

先译 ], 1936) , 日本学者也曾报道过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末段, 某些石叶工业有明显的分布

区, 并依此推测它是氏族活动有一定的区域的证迹 (佐滕宏之, 1996)。

一般说来,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氏族组织已经有相当的发展, 氏族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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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严格的形式, 例如前苏联曾多处发现过旧石器时代晚期氏族公用的大房子以及从一些

艺术品上反映氏族的存在。在我国虽尚未找到这些直接的证据, 但应相信在原始社会早期社

会发展差距不会很大, 故可推测,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华夏大地上氏族组织应是存在的, 不

同的工业类型可能与不同氏族或几个氏族有关, 其所以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活动区, 可能

与我国幅员辽阔, 尚不需要有严格的活动区, 可以共存于同一区域。

413　工业交流

由一些工业类型, 如铜梁和孟家泉等工业类型的特点就可看到不同工业类型的融合产

生新类型, 应是工业交流的结果。南、北主工业存在一定交流, 由于在河南南部发现一些旧

石器时代晚期组合, 既有南方主工业又有北方主工业的一些特点, 故推测交流的路线可能

是走“南阳通道”(张森水, 1988)。近年来不少学者讨论东西方文化交流问题, 已有多篇论

文问世。

从目前考古资料看, 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 虽有一些可作为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对比

的资料, 如蓝田曾发现1件手斧, 周口店第一地点有3件具有修理台面特点的石核和1件具有

似指垫法修理的端刃砍砸器, 丁村有1件盘状石核和几件手锛等, 终因数量太少, 难以做肯

定的论证。旧石器时代晚期, 东西方工业交流应是活跃的, 装备改善也为此提供可能, 这个

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清水河工业类型广布于河套地区, 有些技术传播至更广的地区, 使笔者

暇想, 曾有一群拥有一些莫斯特和奥瑞纳技术的人群在那里生活过。

414　历史发展不平衡现象

在研究铜梁地点出土的石制品时, 因其有诸多原始性, 促使“我们提出应注意我国旧

石器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的问题 (李宣民等, 1981)。对讨论这个问题有意义的材料是1969

年发表的“长滨文化”, 其中的潮音洞出土的石制品和骨制品, 无论从类型或技术上看与旧

石器时代晚期者相似, 但时间仅在距今5000年左右, 在此后的30多年里, 类似组合在中国

南方多处发现, 如猫猫洞 (依14C 年龄)、穿洞上文化层、普定红土洞、兴义张口洞 (第6层

以上)、安龙观音洞、云南昆明大板桥 (杨正纯, 1993)、保山塘子沟 (张兴永, 1992) 和

峨边老龙洞 (上文化层) (白子麒, 1998) 等, 时代都晚于距今10 000年; 广东、广西也可

能有类似组合。年代在11 000—10 000年间的有四川炉霍的哑吧沟和河北阳原的虎头梁。这

些全新世早、中期组合的存在说明历史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出现可能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

一些地区续存到很晚时期, 大约在距今5 000年左右或更晚。

历史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出现和延存下去可能主要与环境有关。在全新世的早、中期, 在

中国地形划分的第三级阶区已有农业, 但在第一、二级阶区和第三阶区的一些地方, 不利

于农业生产或采集经济特别富足, 因此, 在这些地方仍经营着非生产性的自然的狩猎—采

集经济,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组套被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 并应用于生产。

由历史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存在, 若从中国今日疆域来考虑, 应不存在统一的从旧石器

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期和过渡的经济模式。旧石器时代向其后的过渡, 因我国地域辽

阔, 地形复杂, 不同地区气候差别大, 其经济模式应是多种多样的, 因此旧石器时代向更

高阶段过渡的形式也应是多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中石器时

代是不存在的, 至于在个别地区是否存在这样阶段, 还要看今后的发现, 是否有有别于旧

石器时代晚期工具特点和时间表的支持。总之, 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应是下个世纪中国

旧石器考古学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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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结束语

20世纪, 特别是后50年,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 为下个世纪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固

的基础, 但我们工作中仍存在不足, 首先是工作的不平衡, 东、西部旧石器考古工作相当

薄弱, 影响全面了解旧石器文化面貌, 工业区划和文化交流等问题的讨论; 其次, 任务重、

专业人员少; 再者迫切需要建立起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的、较细密的文化序列表和如何规范

旧石器考古学术语以及与国际接轨等。如果这些方面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很好的成果, 那

末,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在下个世纪为人类和文化起源研究, 为再造世界史前史能作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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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 PORTANT AD VANCEM ENTS OF THE

PAL EOL ITH IC ARCHEOLOGY IN CH INA SINCE 1949

Zha ng S e ns hui

( Institu te of V ertebra te P aleon tology and P aleoan th rop ology , A cad em ia S in ica , B eij ing 100044)

Abstract

T he paleo lith ic archeo logy in Ch ina had la id so lid foundat ion by the researches at

Zhoukoudian region in 1930s. Since 1949 over 1000 paleo lith ic sites have been found and

studied in th is coun try. T he specim en s yielded include hum an fo ssils of d ifferen t stages,

over 100, 000 p ieces of the stone art ifacts, abou t 1000 bone and an t ler too ls m ade by

po lish ing o r scrap ing, som e deco ra ted o rnam en ts, a few bone too ls w ith carved design s as

w ell as p len ty of f ire u sing rem ain s. Impo rtan t resu lts have also been ob ta ined in rela ted

sciences such as experim en ta l archeo logy, taphonom y, ch rono logy, paleoclim ate studies etc.

M o re than one thou sand papers and book s on the paleo lith ic research in Ch ina have been

pub lished in la t ter half of th is cen tu ry.

In the p reviou s 50 years, one of the impo rtan t advancem en ts of the paleo lith ic

archeo logy in Ch ina is the expan se in space and t im e dist ribu t ion. Befo re 1949 in addit ion

to Zhoukoudian region on ly abou t 10 sites w h ich are belonged to m iddle and upper

paleo lith ic w ere found in N ingx ia, Inner M ongo lia, Shaanx i, Shanx i and Yunnan P rovinces

and A u tonomou s R egion s. N ow over 1000 sites belonging to the differen t stages of the

paleo lith ic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Ch ina. Among them the sites belonging to the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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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of the low er paleo lith ic (Early P leistocene) have been found and dist ribu ted over

ra ther w ide region (101°58′- 114°39′E. , 25°14′- 40°13′N. ) in Ch ina, the earliest one w as

found in 1998 at R enzidong Cave near X incun tow n in Fanchang coun ty, A nhu i P rovince.

Som e stone art ifacts, bone too ls and m any m amm alian fo ssils w ere found in situ. In

comparison w ith w ell know n early P leistocene faunas and paleom agnet ic dat ing of rela ted

sites, the R enzidong Cave site cou ld be dated to earlier than 2M a. T h is d iscovery indica tes

that hum ank ind in Ch ina cou ld be traced 013 m illion years earlier than the Yuanmou

hom in id w ho is dated as of 117M a and had been though t as rep resen t ing the earliest

inhab itan t of Ch ina fo r long t im e since h is d iscovering in 1965. T he dist ribu t ion area of la te

stage of low er paleo lith ic (M iddle P leistocene) is sligh t ly en larged than that of earlier

stage (105°55′—124°07′E. , 23°39′—41°15′N. ). T he region w ith m iddle paleo lith ic cu ltu ra l

relics has no obviou s change, bu t m ay ex tend w estw ard fo r 2 degrees longitude in N o rth

Ch ina. T he cu ltu re of the la te paleo lith ic sp readed fu rther w estw ard and no rthw ard and

have been p ropagated in to T ibet and the mo st no rthern part of Ch ina (79°26′_ 127°21′E. ,

18°17′_ 52°25′N. ).

T he analysis of the stone art ifacts show s that the paleo lith ic indu stria l basic fram e in

Ch ina con sists of tw o m ain indu stries d ist ribu ted in N o rth and Sou th Ch ina respect ively

together w ith severa l local indu stries. T he m ain indu stry designates the assem b lages w ith

common characters ex isted th roughou t the paleo lith ic age and dist ribu ted over w ide area,

w h ile the local indu stry con ta in s the assem b lages w ith common characters bu t the

dist ribu t ion are ra ther lim ited in space and t im e. Fo llow ing is a b rief descrip t ion of the

m ain and local indu stries.

M ain indu stry of N o rth Ch ina: Som e genera l characters cou ld be show n as fo llow s:

M o st of the stone art ifacts are sm all in size and less than 40mm in length. T he flakes are

p roduced by hard hamm er percu ssion. T he too ls are mo st ly m ade of the flakes and can be

subdivided in to scraper, po in ted too l, aw l, graver, chopper and bo las. Among them the

scraper is the m ain type and the po in ted too l is impo rtan t one. T he chopper is mo re

common in early paleo lith ic stage and p layed decreasing ro le up to m iddle and upper

paleo lith ic. A ll too ls are t rimm ed by hard hamm er percu ssion and m ain ly retouched on the

do rsa l su rface, therefo re, they are no t regu lar in shape and the w o rk ing edges are zigzag.

T he m ain indu stry of N o rth Ch ina dist ribu ted over a ra ther vast area ( 107°29′_

122°10′E. , 34°10′_ 41°15′N. ) in the early and m iddle paleo lith ic. U p to la te paleo lith ic it

ex tended to fu rther w est and sou th in Ch ina. T he art ifacts of the indu stry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a large area including T ibet, Yunnan, Sichuan, Gu izhou, Guangx i, H unan,

H ubei, A nhu i and Fu jian P rovinces (87°21′_ 126°18′E. , 24°55′_ 45°36′N. ).

M ain indu stry in Sou th Ch ina: T he genera l characters are as fo llow s:M o st of the stone

art ifacts are large, over 100mm in length. T he too ls m ain ly con sist of chopper, p ick, b iface,

cleaver and stone bo las. A few scrapers and po in ted too ls are a lso con ta ined in the

assem b lages. A ll too ls are crudely retouched by hard hamm er percu ssion. Con sequen t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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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ls are ra ther irregu lar in shape, the w o rk ing edges are zigzag and the trimm ing scars are

deep and b road in mo st cases.

T he m ain indu stry in Sou th Ch ina dist ribu ted over a narrow er region (104°38′_ 118°

53′E. , 23°39′_ 33°22′N. ) than that of N o rth Ch ina know n at p resen t. A ctual d ist ribu t ion

cou ld be sligh t ly w ider bu t w ou ld no t ex tend in to the w est P la teau of Ch ina, becau se no

archeo logica l sites found in the w estern part of Sichuan, Gu izhou, Yunnan and T ibet have

beer yielded any assem b lage w ith characters sim ilar to that of m ain indu stry in Sou th

Ch ina.

T here are n ine local indu stries a t p resen t. M iaohou shan indu stry w as found at Benx i

coun ty, L iaon ing P rovince. M o st of the stone art ifacts are large in size. T he too ls are

mo st ly m ade of large and b road flakes and retouched w ith comp lex mode. Guanyindong

indu stry w as m ain ly found in the no rth2w estern part of Gu izhou P rovince. T he m ain

characters of th is indu stry are as fo llow s: m ajo rity of the too ls are t rimm ed by steep

ch ipp ing, so the w o rk ing edges are u sually ob tu se and the angle of edge ou tst rip 75°. T he

too ls w ith m u lt i2edges are mo re than tho se w ith a single edge in the assem b lages. A

deta iled descrip t ion of o ther local indu stries are p resen ted in the Ch inese tex t.

In sp ite of the diversity of characters among the variou s local indu stries som e common

characters in type and techn ique cou ld be seen in almo st a ll pa leo lith ic indu stries of Ch ina

excep t b lade and m icro2b lade indu stries. T he common characters include that the ra t io of

length to w idth of the stone art ifacts tends to be equal, f lakes and too ls are p roduced by

hard hamm er percu ssion, the co res are no t p repared in advance so mo st of f lakes ch ipped

from the co re are irregu lar in shape, the too ls are a lso no t regu lar in shape and the w o rk ing

edges are u sually zigzag. T hese are obviou sly differen t from tho se of the paleo lith ic

indu stry in W est A sia and Eu rope. Bu t the cu ltu ra l exchange w ith the neighbo ring areas

cou ld be show n in paleo lith ic rem ain s of Ch ina specia lly in Shu idonggou indu stry and

Q ingshu ihe indu stry.

T he great ach ievem en t in the paleo lith ic aracheo logy of Ch ina of 20th cen tu ry

especia lly in the la t ter half of it has la id so lid foundan ta t ion w h ich m ay keep up a

con t inuou s developm en t fo r 21st cen tu ry. N evertheless the disequ ilib rium of paleo lith ic

archeo logica l study in Ch ina is obviou s. T he research w o rk is very w eak especia lly in the

eastern and w estern parts of Ch ina. T he qualif ied archeo logists and techn ician s are

in suff icien t. If w e cou ld overcom e the w eakness in a sho rt t im e, paleo lith ic archeo logy in

Ch ina cou ld be mo re and mo re great ly developed in near fu tu re.

Key words 　 Paleo lith ic archeo logy, M ain indu stry, L ocal indu stry, D iversity,

D isequ ilib rium of the h isto ric develop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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