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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扼要介绍近年来日本旧石器早、中期考古的新发现, 以及在年代学、文化分期、技术

与类型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的新进展。作者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日本旧石器中期向晚期的过渡, 以

及日本列岛旧石器早、中期文化与东北亚大陆同期文化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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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发现 6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

1994年秋,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镰田俊昭和藤村新一等在宫城县上高森( Kami-

takamo ri) 遗址 (图 1) 距今 50多万年的火山喷发物层 ( T m-1) 以下约 1米的地层里, 发

现了两面加工的刨形器等石制品 (图 2、3) (镰田俊昭, 1995)。这是迄今为止在日本发现

的最早的旧石器, 其年代可能在距今 50至 60万年之间, 相当于北京周口店第 1地点最底

部文化层, 因而也可以说它们是直立人的制品。

日本旧石器早、中期文化研究走过一段不寻常的路。1949年, 相泽忠洋在关东地区群

马县岩宿 ( Iw ajuku) 遗址更新世火山灰层里发现石器。经明治大学等发掘研究, 确认石器

层位的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至此, 日本列岛存在旧石器时代人类才成为学术界公认的

事实。此后, 全国范围的调查又发现了不少旧石器遗址。它们都属于距今 3万至以来的以

石叶和细石叶技术等为特征的旧石器晚期文化。

60年代, 对推动日本早、中期旧石器研究有过重大贡献的芹泽长介先生提出了要进一

步解决日本是否存在比距今 3万年更早的旧石器的问题。他在九州地区大分县早水台

( So¨zudai)和关东地区枥木县星野 ( Hoshino) 等遗址进行发掘。根据文化层所属阶地、火山

喷发物的年代以及与周口店等国外早、中期文化对比, 认为早水台、星野出土的石器的年

代比旧石器晚期要早 (芹泽长介, 1965)。当时, 中国前辈学者裴文中先生也提出东亚大陆

旧石器早、中期文化可能传播到日本列岛的看法 (裴文中, 1978)。但是, 在 60和 70年代,

大部分考古学家并不接受芹泽的观点, 怀疑他发现的标本不是人工制品而是自然砾石。70



年代后期, 芹泽了解到俄、英、美等国学者开展石器使用痕迹的微痕研究。于是, 他带领

研究生们在日本也开展此项工作, 以此来回答否定论者们的挑战。70年代后期以来, 宫城

县教育委员会、石器文化谈话会和东北大学等在宫城县北部进行为期约25年的地质和考古

工作, 在山田上之台 ( Yamadauenodai)、座散乱木 ( Zazaragi)、马场坛 ( Babadan) A、中

峰 ( Nakam ine) C 和高森 ( Takamori) 等遗址陆续发现了距今 3—50万年以前的文化层

(图 1)。出土的石器有重型和轻型的两种。后一种石器以玛瑙、玉髓和碧玉等细粒硅质原料

制作, 人工痕迹非常清楚。因此, 学术界都承认日本列岛有距今 50万年以前的人类活动。

图 1　日本列岛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的分布

Distr ibution of the Ear ly and M iddle Paleolithic sit es in t he Japanese a rchipelag o

2　火山喷发物编年学在旧石器年代研究上的重要作用

地质学者把日本列岛称为火山列岛。现在从北海道地区至九州地区都有活火山和休眠

火山, 而更新世火山活动和爆发比现在更加激烈。因此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土壤呈酸性, 除

了石灰岩地带以外, 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的保存不好, 已发现的人类化石也只有几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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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旧石器考古学的角度来看, 火山喷发物对确定旧石器遗址的年代等起着非常关键的作

用: ( 1) 如果同一火山的同一期喷发物覆盖在不同地方的旧石器或炉灶等遗迹地层之上, 通

过对比研究, 就可以说明这些旧石器或遗迹的年代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九州地区的阿苏

山是世界著名的活火山, 从更新世晚期以来有过几次大规模爆发, 所喷发的火山灰除了九

州以外, 有时被风吹到离九州 1500至 2000公里远的日本东北地区或北海道地区。地质学

上把这样的同一火山、同一时期大范围降落的火山喷发物称为广域火山喷发物。日本的旧

石器考古学者用它作地理上大范围的旧石器遗址年代对比。( 2) 如果象日本列岛东部和九

州地区那样, 在同一遗址的剖面上发现不同时期的不同火山的喷发物, 而它们中间夹有好

几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 这样, 旧石器考古学者可以据此理出从早到晚的石器工业技术和

石器类型演变的序列并建立旧石器编年表。( 3) 火山喷发物较厚, 如果它在石器或遗迹上降

落之后, 没有受到流水等的大规模影响, 石器容易地保持原位置, 遗迹的保存也较好。从

埋藏学的角度来看, 这种情况对旧石器人类活动的复原提供非常好的条件。

每座火山的岩性成分和喷发温度等都不同, 地质学者鉴定火山喷发物的来源时, 除了

它颜色和土质等表面上的特点以外, 还分析所含的重矿物等成分比例和火山玻璃的屈折率。

对火山喷发物采用的年代测定方法有碳-14、热释光 ( T L)、电子自旋共振 ( ESR)、裂变径

迹 ( FT ) 和古地磁 ( PM ) 等方法。

下面以宫城县北部为例, 介绍火山地质学者、年代学者和旧石器考古学者综合研究所

获得的成果。在座散乱木遗址的尾花泽·肘折浮石层 ( 1万年前降落) 和鸣子·柳泽喷发物

( 4至 5. 1万年前) 之间发现旧石器。马场坛 A 遗址的上部文化层位于尾花泽·肘折浮石层

和岩出山浮石层 ( 10至 24万年前) 之间, 下部文化层位于岩出山浮石层和下山里喷发物

( 17至 29万年前) 之间。还有高森和上高森遗址里的几个上部文化层位于下山里喷发物和

缩泽火碎屑流 ( 25至 35万年前) 之间, 中部文化层位于缩泽火碎屑流和高森第一喷发物

(大约 50万年前降落) 之间, 最底的文化层位于比高森第一喷发物还要早的仓之泽喷发物

之下, 就是目前日本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层。因此地质学者以尾花泽·肘折浮石层、鸣子·

柳泽喷发物层、岩出山浮石层和下山里喷发物层等关键地层把座散乱木、马场坛 A、高森

和上高森的 4个遗址剖面联结成深 27米、年代幅度大约为 60万年的标准地层示意图 (图

2) (早田勉, 1993)。

在这 4个遗址和其它遗址剖面上有时还发现女合良丹泽 ( Air a Tanzaw a) 浮石 (大约 2. 3

万年前在九州喷发)、大山仓吉 ( Daisen Kurayoshi) (大约 4. 6万年前在日本中国地区喷

发)、阿苏 ( Aso) 4 (大约 7万年前在九州地区喷发)、御岳 ( Ontake) 第 1 (大约 8万年

前在中部地区喷发)、三瓶木次 ( Sanbe Kitsug i: 8至 9万年前在日本中国地区喷发) 和洞

爷 ( Toya: 9至 10万年前在北海道地区喷发) 等广域火山灰。日本旧石器考古学者用广域

火山灰可以对比不同地区的遗址剖面, 同时可以进行研究不同地区遗址之间的年代对比和

旧石器文化面貌对比。最近在韩国全谷里遗址的剖面上部也找到了女合良丹泽浮石 (李鲜馥,

1995)。辽宁省和北朝鲜之间的长白山在公元 10世纪喷发的火山灰也在日本北海道和东北

地区发现过 (町田洋, 1992)。如果将来在日本列岛发现从中国吹过来的更新世火山喷发物,

在中国也发现日本列岛的某些火山喷发物, 我们便可以作非常理想的国际性旧石器对比。

·3·　1 期 佐川正敏: 日本旧石器早、中期文化研究新进展及其与邻近地区旧石器对比 　　 　



图 2　宫城县大约 60 万年前以来降落的火山喷发物和主要文化层示意图

Idealized str atig raphic column of marker-tephras and main cultur al lay ers fo r

the last 600　000 year s in t he no rt hern par t o f M iyagi pr 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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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分期

芹泽长介 1964年在九州地区的早水台遗址进行发掘工作, 发现了用脉石英等粗粒石料

打制的重型石器。因为这种石料和石器类型跟以石叶技术和琢背小刀等为代表的距今 3万

年前以后的旧石器面貌不一样, 而且遗址所在的阶地形成年代又相当于晚更新世早至中期,

所以他以距今 3万年为界限将日本旧石器划为早晚两个阶段 (芹泽长介, 1982)。当时, 对

早期的石器面貌知识有限, 因此他认为日本的早期是一种临时性分期。

冈村道雄详细地研究在宫城县北部发现的旧石器标本后, 发现大约13万年前后的旧石

器文化在石料、技术和类型上存在明显区别, 因此把早期分为老新两个阶段 (冈村道雄,

1992)。

最近, 有些考古学者已开始采用早、中、晚三期体系, 早期是原早期的老阶段, 中期

是原早期的新阶段, 晚期还是原来的 (镰田俊昭, 1991; 安斋正人, 1994)。笔者基本上同

意早、中、晚期的三分体系。

4　日本列岛旧石器早期石器的技术及类型

4. 1　早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同时使用轻型石器和重型石器

在宫城县中峰 C 遗址第Ⅶ层等发现几个石器集中地点, 在同一集中地点有轻型石器和

重型石器 (图4)。这种情况表明日本列岛的早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同时使用两类石器的事实。

4. 2　石器的原料

轻型石器和重型石器使用的原料有区别, 前者用玉髓、碧玉、玛瑙和页岩等脆性较大

的细粒硅质原料, 后者多半是用石英安山岩、硅化凝灰岩、流纹岩等硅含量低的原料 (图

3)。玉髓、碧玉和玛瑙的砾石现在也可以在附近河边上采到, 它们直径不到 10厘米, 因此

不能用来制作重型石器。另外, 原料的脆性差别跟石器的功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因此可以

推测轻型石器和重型石器之间可能有功能上的区别。

还有一种解释, 就是文化传统说法 (镰田俊昭, 1994; 尾原洋, 1994)。因为在宫城县

西边的山形县袖原 ( Sodehar a) 3遗址离页岩的产地很近, 页岩块较大, 所以理论上既可以

制作重型石器, 也可以制作轻型石器, 但实际上从早期旧石器文化层出土的重型石器用页

岩制作, 小型石器却是用玉髓、碧玉来制作的。此种情况也见于宫城县几个早期的遗址。因

此镰田提出了一种假说: 虽然地方不同, 但是早期石器时代的人类也许有选用玉髓和碧玉

等发亮和透明的石料来制作轻型石器的共同思想或者习惯。

4. 3　石片打制和工具修理技术

为了获得制作轻型石器时用的石片, 最普遍采用的打片技术是直接打法。当时人类经

常变换台面, 找到适当的台面角后, 就打击石片。因此, 从同一台面上连续地打片的情况

很少。还有两极打法, 除了产生两极石片以外,有时, 在把原料分成几块石核或者修理石器

边缘的形状时也采用它。当时人类常用两极打法的另外原因可能跟石料本身尺寸极小有关

系。如下所述的刨形石器 (日语称为篦状石器) 和两面加工小型尖状器都表明他们已掌握

了水平较高的两面加工技术。这是在东亚和世界考古上值得注意的石器加工技术。它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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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宫城县旧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的石器石料组合

Assem bledge of lit hic raw mater ials from the Ear ly to M iddle Paleolithic

period in M iyagi pr efecture

在说明日本早期人类已可能开始用软锤技术, 尤其是两面加工小型尖状器的加工技术特别

类似于压制法。重型石器主要用大石片来制作, 也有用砾石。

4. 4　石器类型 (图 4)

轻型石器有小刀、两面加工小型尖状器、圆头刮削器、凹刃刮削器、石锥、雕刻器、楔

形石器、刨形石器和各种不定型刮削器 (柳泽和明等, 1986; 山田晃弘, 1993)。小刀有两

种: 一种是在石器底部和一侧边缘上进行二步加工的琢背小刀, 在它的另一侧当作刃部的

边缘上没有任何加工。另一种小刀是用截断法修理底部或边缘的, 没有加工的部分是刃部,

它形状呈梯形。有时在小刀的刃部上能看出来微小的使用痕迹。两面加工小型尖状器主要

是用宽大于长的石片制作的, 它平面形状呈三角形和叶形。其中在马场坛A 遗址第 20层出

土的小型尖状器有非常精致的两面加工。圆头刮削器的数量少, 但是有的形状和刃部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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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宫城县前期旧石器时代的主要石器

Main lithic too ls o f the Early Paleolithic period in M iyagi pr 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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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圆头刮削器接近。刨形石器是最近新发现的石器。有的经过两面

加工, 作成梯形或者等边三角形, 有较规整的平面, 它的下边是刃部, 有较细的二步加工。

还有少数加工不多的, 具有薄刃斧类似的风格。

重型石器有手镐和砍砸器。手镐有尖头, 其它部位的加工并不精细。砍砸器主要加工

在刃部, 但是发现的数量不多。

4. 5　旧石器早期的石器特点

虽然日本列岛早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同时使用重型和轻型石器, 但是轻型石器所占的

比例相当大。在高森遗址和马场坛A 遗址第 20层发现几个石器集中点, 每个直径 3至4米

左右, 大部分都没有重型石器。但是在中峰 C遗址第Ⅶ层的石器是以重型石器为主。这些

实际情况表明当时人类在各石器集中点作内容不同的工作。

轻型石器的不少类型在中期、晚期还继续存在, 说明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例

如, 用二步加工修理边缘的小刀可能是晚期琢背小刀的祖先, 用截断法修理边缘等的小刀

可能是梯形石器 (日语称为台形样石器) 的祖先。石锥的形状从早到晚、包括日本绳纹时

代基本上是一样的。早期旧石器在类型上的多样性, 说明工具的切割、刮削和钻等功能是

很早就有。

上高森遗址发现两面加工的小型尖状器和刨形石器共生的意义很大, 表明在东亚东端

的直立人也已掌握了比较进步的技术。今后需要研究前者加工技术里是否存在压制法, 刨

形石器规整形状和带着把柄使用是否有关系的问题。

另外, 目前在日本列岛没有发现过石球,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5　日本列岛旧石器中期文化的技术及类型

5. 1　原料

日本列岛的旧石器从大约 13万年前开始有很大变化, 标志中期的开始。在轻型石器的

原料上, 页岩、硅质页岩和硅化凝灰岩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早期主要使用的玉髓、碧玉

和玛瑙的比例渐渐地减少, 到距今大约 7万年以后则基本上不再使用 (图 3)。因为页岩和

凝灰岩砾石比玉髓、碧玉和玛瑙的尺寸大, 所以中期的小型石器也稍微大于早期。重型石

器的原料仍然以粗大石英安山岩为主, 还有少量硅化凝灰岩和流纹岩。

5. 2　石片打制技术

在石片打制技术上也有很大变化。在石制品里有不少盘状石核, 在它的一面或者两面

上, 从它的周围向石核中心进行剥离石片, 这种技术可以暂时称为向心打片技术。被打下

来的石片多为宽大于长的三角形或梯形, 从它的腹面来看, 它的中心轴和打击方向往往不

一致, 因此俗称它为斜轴石片。采用向心打片技术后, 从一个石核得到的石片数量比早期

较为增加, 石片形状也较为稳定,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 可以说是一种进步。还有, 固

定台面后, 在石核的同一工作面上可以打制几件石片。当台面角不适合后, 再变换工作面

和台面继续打制石片。中期旧石器变换台面和工作面的概率比早期稍微减少。此外, 还部

分使用两极技术。

5. 3　石器类型

轻型石器有小刀、两面加工小型尖状器、斜轴尖状器、凹刃刮削器、石锥、两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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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条石器、刨形石器、雕刻器、楔形石器和大量的不定型刮削器 (图 5a)。中期的小刀跟早

期一样, 可以分为两种。两面加工小型尖状器多用小型斜轴石片制作。斜轴尖状器是中期

最普遍的石器, 是在斜轴石片的边缘上进行二步加工的石器。它的面貌相似于欧洲中期旧

石器的莫斯特尖状器。有的石锥也用斜轴石片制作。两面加工长条石器是很难解释的一种

石器, 虽然数量少, 但是发现的遗址多。它的特点是长大于宽, 有粗糙的两面加工, 有尖

头部分, 在一个端部的左边或者右边上有象雕刻面类似的较大石片疤, 也许是某种雕刻器。

刨形石器也从早期以来继续存在, 加工比较精致, 保持梯形的固定形状也许说明带着把柄

使用的。

重型石器有石斧-锛, 砍砸器、手斧和手镐 (图 5b)。石斧和石锛是中期以后新出现的

石器类型, 目前在马场坛 A 遗址第 19层 ( 10至 1万年前) 出土的是日本列岛最早的实例。

刃部加工非常明确, 有单面打制的 (锛) , 也有两面打制的 (斧)。它的两侧边缘呈 “八”字

形, 也许是带着把柄使用的。砍砸器的刃部有单面打制的和两面打制的, 但是发现的数量

不多。还有手斧和手镐, 主要在尖头部进行加工, 在手斧两侧边上有一定的加工, 但是在

底部上没有作多少修理, 它的宽度也大, 表明它们的功能部位和石斧-锛不一样。目前薄刃

斧和石球都还未发现。

日本东北地区南部的新发现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日本列岛的中期旧石器的面貌, 它传承

不少早期的类型, 可以说明它是在早期旧石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柳田俊雄, 1995)。从

石片打制技术和新出现的石器来看, 中期有一定的进步。虽然在日本列岛没有发现过勒瓦

娄哇技术体系, 但与勒瓦娄哇龟背形石核类似的盘状石核和向心打片法在日本列岛的出现

是一种孤立现象还是文化交流的反映, 是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技术和斜轴尖状器目前在

日本东北, 关东和九州地区已有发现, 将来在日本其它地区被发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虽

然石斧和石锛的在日本列岛普遍使用是距今3万年以后, 但是它们发现意义主要有两点:一

个是带着把柄使用工具的发展很早, 还有一个是人类砍伐树木和加工能力的提高, 对于以

后人类的定居生活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 石斧、石锛的出现与手斧的衰落的关系是今后

应研究的重要课题。

6　日本列岛旧石器中期向晚期的过渡问题

距今大约 3万年日本列岛旧石器晚期开始, 而石叶技术的发展, 和用它制作的小刀等

各种各样的石器是晚期的最大特点。但是在距今 3. 5万年至 3万年之间虽然从石核上连续

地打制石叶, 但是石核上的修理不足, 因此石叶的长、厚度不太稳定, 为了与典型石叶区

别, 有时称它为长石片。

对于晚期开始长石片在数量超过中期以来的宽石片的原因有些学者认为主要是小刀尺

寸的加大和多样化 (佐藤宏之, 1992; 户田正胜, 1992)。如前述, 在日本列岛从早期至晚

期之初都有两个系统的小刀 (图 7-2)。前者形状经过中期末至晚期初越来越长, 这样小刀

的加大化促进对长石片的需求量, 因为用长石片制作大的琢背小刀当然方便, 效率也高。有

些学者推测琢背小刀的加大跟功能上的多样化有关系, 这种琢背小刀有小刀的切割作用和

矛 (尖状器) 的穿刺作用, 有的琢背小刀可能是带着较长的把柄使用的。这种假说很有意

思, 包括使用痕迹的研究, 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

·9·　1 期 佐川正敏: 日本旧石器早、中期文化研究新进展及其与邻近地区旧石器对比 　　 　



图 5a　东北地区南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轻型石器

L ight -duty to ols o f the M iddle Paleo lithic perio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T ohoku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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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b　东北地区南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重型石器、盘状石核及其石片

Heavy-duty t ools, disco idal co res and t heir flakes of the M iddle Paleolithic

per iod in the southern par t of t he T ohoku distr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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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东亚北部和北亚的主要中期遗址及其石器

Main M iddle Paleolithic sites and their too ls in the nor thern par t of East A sia and Nor th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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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东亚北部和北亚中期至晚期的过渡阶段之石器

L ithic t oo ls of t he fr om transit ion period of middle-lat e Paleolithic in t he

nor thern part of East A sia and No rt h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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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石片打制技术发展成石叶技术的看法是很有可能的。从表面上来看, 晚期的石器工

业技术及其类型在中期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 看不到任何文化上的大间断。那么日本列岛

的旧石器文化是从早期至晚期一直孤立地发展的吗? 下面讨论日本列岛的旧石器文化和东

北亚大陆的初步对比。

7　日本列岛旧石器早、中期文化和东北亚大陆同期文化对比

7. 1　东亚的直立人只能在冰期东渡到日本列岛来

现在的日本列岛四周都有海, 但是旧石器早、中期的人类还未掌握航海技术, 因此直

立人等只能经过在冰期出露的大陆架等陆桥从大陆迁徙到日本列岛的。入口只有两个, 一

个是九州, 还有一个是北海道。北海道和库页岛之间有宗谷海峡, 现在最浅的海深是 40至

50米, 它在冰期从海出露成陆桥。另外在气候寒冷的条件下, 海水表面结冰, 变成大规模

的冰桥, 因此这条途径有人类来往的条件。但是在北纬 40度以北的吉林、黑龙江、内蒙古、

蒙古、西伯利亚等北亚地区都没有发现过学术界公认的早期的遗址, 因此可以提出如下所

述的假说: 因为旧石器早期的人类体质不适应于亚寒带气候, 他们的文化也不会克服气候

和生态上的恶劣条件, 所以在北纬 40度以北基本上没有任何人类。从上述前提来看, 在旧

石器时代早期从远东地区经过库页岛和宗谷陆桥到北海道地区的人类和文化传播途径还不

能成立。因此早期的人类都应该经过在黄海、东海出露的大陆架和朝鲜海峡出露成的陆桥,

先到九州地区北部然后逐渐向东扩大生活范围, 最后到了北纬 40度的东北地区南部 (上高

森等遗址) , 其位置和当时亚洲大陆人类分布的北界是一致的。虽然在九州地区福冈县已经

发现了旧石器中期遗址, 但是在日本西部还未找到旧石器早期遗址。这可能与日本西部旧

石器考古工作不够有关, 我们认为将来肯定会有所发现的。

目前有日本列岛发现的上高森和高森等 50至 60万年前的遗址, 表明人类至少在明德

冰期以前就经过朝鲜陆桥到日本列岛来。今后在日本发现接近于 100万年前的旧石器地点

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中国公王岭蓝田猿人、泥河湾盆地的小长梁和东谷坨等地点的地层和

古地磁年代表明直立人达到到东亚北部的年代已超过 100万年前 (安芷生等, 1990; 卫奇,

1991; 卫奇, 1995)。

但是有些学者怀疑小长梁等年代是否有那么早。他们以为, 东非最早直立人的年代为

距今 180万年, 而部分直立人离开非洲到达中东地区的最早年代为距今 140万年 (在以色

列发现的乌贝地亚U beidya遗址) , 那么, 在东亚、欧洲超过 100万年的人类遗址是难以接

受的。但是, 亚洲的新发现要求人们重新考虑在东亚和中东地区发现更早的直立人的可能

性。

7. 2　轻型石器和重型石器的共存问题

日本的中峰C 和马场坛 A 等的旧石器早、中期遗址表明轻型石器和重型石器是被同一

人群制作和使用的。它们的原料差别、大小和类型的不同表示轻型石器和重型石器之间肯

定有功能上的区别。高森遗址 (早期) 的石器大多数为轻型石器, 马场坛 A 第 19层 (中

期) 和中峰 C遗址第Ⅶ层 (早期) 的石器是以重型为主。这样的组合比例上的不同可能告

诉我们当时人类在一年中的各个地点活动的内容不同。

在中国旧石器早期的组合也可以看到上所述3种情况,第一种是象小长梁和东谷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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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为轻型石器, 第二种是象湖北曲远河口和广西百色那样, 大多数是重型石器, 第三种

是象周口店第一地点那样, 以轻型石器为主, 还有一定数量的重型石器。笔者认为人类同

时有轻型和重型石器, 因此对第一、二种情况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由于原料的限制和生态

环境不同, 同一人群在不同季节和在不同地区留下了大小不同的石器。

7. 3　两面加工技术在日本和东亚大陆旧石器早期遗址里发现的意义

虽然目前在中国对手斧有不同看法 (黄慰文, 1987; 黄慰文, 1993; 林圣龙, 1994; 林

圣龙等, 1995) , 但是大家基本上承认手镐 (大三棱尖状器) 和薄刃斧 (斧状器) 的存在

(林圣龙, 1993; 王建等, 1994)。包括石球的存在, 东亚事实上已有了和非洲、欧洲对比

的共同基础。

在日本, 旧石器早、中期遗址发现的刨形石器和两面加工小型尖状器都表明当时在日

本列岛生活的直立人已掌握了水平相当高的两面加工技术。虽然在日本未发现象欧洲阿舍

利文化的典型手斧, 但是可以说已有打制较精致手斧的潜在能力。这种两面加工技术是在

日本列岛孤立地出现和发展的吗? 笔者推测直立人从东亚大陆到日本列岛之时, 带着这种

技术来。因此在韩国全谷里、陕西梁山和广西百色等东亚大陆有手斧并不会令人奇怪。手

斧的薄或厚, 加工精致或不精致, 可能和它原料的硬度、脆性等性质有一定关系。

手斧是在日本旧石器中期以后逐渐地衰落的, 到了旧石器晚期就已消失了。笔者认为

在旧石器中期新出现的石斧、锛代替手斧的功能的可能性大。在中国旧石器中期以后, 手

斧衰落并消失了。目前在中国还未发现旧石器中期的石斧、锛, 需要研究手斧衰落和消失

的原因。

7. 4　东亚北部存在旧石器中期及从中期末至晚期初的过渡阶段的共性

在日本旧石器中期的代表性石片打制技术是从盘状石核剥离石片的向心打片技术。在

华北地区丁村、周口店第 15地点和甘肃楼房子等地点也有同一技术, 还有用它的石片制作

的斜轴尖状器 (图 6下段)。山西峙峪和塔水河等中期末至晚期初的地点也有同一技术和斜

轴尖状器、石片 (图 7-4、5)。因此笔者认为这种石器工业是东亚北部旧石器中期的共性。

目前这种石器工业在华北地区最早出现是丁村 54: 100等地点。根据古地磁等方法, 丁

村的这种石器工业的年代大约是 12万年前 (刘椿等, 1995)。在丁村还有手斧、手镐、薄

刃斧和石球等早期旧石器时代出现的重型石器,但是在周口店第 15地点和楼房子等其它中

期旧石器遗址都很少发现如上所述的重型石器, 因此丁村 54: 100等地点的年代也许应稍

微早于 12万年前 (黄慰文等, 1996)。

根据宫城县马场坛 A 第 20层和福岛县竹之森下文化层的年代, 这种石器工业在日本

列岛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是 13万年前 (图5a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差不多同时期的东亚

北部开始使用这种石器工业技术。这种现象可能反映文化上的传播结果。假如这种技术经

过朝鲜陆桥传播到日本九州地区, 其年代应该是里士冰期最后寒冷阶段的距今 15万年前,

在距今 13 万年前开始的里士-玉木间冰期朝鲜陆桥不复存在了。因此笔者关注山西丁村

54: 100等地点确实年代, 还有在九州地区等日本西部今后发现距今 15万年前的用向心打

片技术的盘状石核和斜轴尖状器的可能性。同时关注从中国东北地区和远东地区经过库页

岛和宗谷陆桥传播到北海道地区的北方途径。但是在中国吉林、黑龙江和日本北海道都还

未发现旧石中期遗址, 在俄国远东地区也没发现过用向心打片技术的盘状石核和斜轴尖状

器。因此上述空白地区将来有新发现之后, 才能有条件讨论北方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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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期至晚期之过渡阶段的峙峪和塔水河还出土了不少长石片及其石核 (图 7-4、5) ,

可以说它们是原型石叶技术。因此长石片和从盘状石核剥离大量宽大石片 (斜轴石片) 共

同存在的意义很大。这样过渡阶段的年代是距今年 3万至 3. 5年左右, 和日本列岛中、晚

期界线基本上一致。

7. 5　莫斯特文化到达北亚西南部的事实及其对东亚北部的影响

目前在包括日本列岛的东亚都没有发现过任何莫斯特文化的勒瓦娄哇技术。但是在靠

近于东亚北部的俄国阿尔泰山脉北麓至蒙古中部, 俄国等学者陆续发现过有莫斯特文化石

器的遗址 (图 6上)。例如从阿尔泰山脉奥克拉德尼科夫洞穴、德尼苏哇洞穴和蒙古奥尔宏

1 遗址出土了勒瓦娄哇尖状石片石核 ( Leval lois co re for the pr oduct ion of Levallois

po ints) 和尖状石片、勒瓦娄哇龟背状石核及其石片以及莫斯特尖状器等典型石器。根据碳

14法测定的年代, 莫斯特文化到达北亚西南部的时间是大约距今 7至 8万年 (木村英明,

1992; 白石典之, 1995)。木村等对莫斯特文化向东扩布有如下解释: 随着玉木冰期的开始,

生态环境逐渐地变成草原, 引起了喜欢草原的马、羊等动物的扩布, 同时推动了追捕这些

动物的人类东迁。因为在宁夏水洞沟遗址发现过剥离石叶的石核可以看到勒瓦娄哇石核的

一定风格 (图 7-3; 稻田孝司, 1994) , 所以继续注意莫斯特文化的东界和南界问题, 中国

西北地区的旧石器考古工作, 特别是新疆阿尔泰山脉南麓很有希望发现莫斯特文化的因素

(图 6中段)。同时需要注意把莫斯特文化带来的主人问题, 他们是早期智人还是晚期智人,

他们和东亚北部的人类之间是否有混血等问题都是在世界人类学上非常值得重视的。

在阿尔泰山脉北坡的卡拉本遗址发现了勒瓦娄哇尖状器及其石核, 还有石叶石核和用

石叶制作小刀、雕刻器和圆头刮削器等一套石器, 它的年代是距今3. 5万年左右 (图 7-1)。

在它的石叶石核上保留勒瓦娄哇石核的一定风格, 表现在北亚西南部的中期旧石器至晚期

旧石器之间的过渡情况, 同时可以说明这种石叶技术是在勒瓦娄哇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来的

(木村英明, 1992; 稻田孝司, 1994)。水洞沟的石叶技术和它也有一定的关系 (图 7-3) , 但

是在水洞沟还有另一种石叶技术,是以把石核上的修理棱脊剥落以后的部位作为工作面,而

继续剥离石叶的。这种石叶技术是在东亚北部较普遍使用, 在峙峪和塔水河也已出现了。在

峙峪和塔水河的石叶技术里看不到勒瓦娄哇技术的任何因素。因此两种石叶技术可能反映

北亚和东亚的地方差别。希望经过今后大量新发现和其研究解决如上所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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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PROGRESS IN STUDIES ON THE EARLY AND MIDDLE

PALEOLITHIC PERIOD OF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AND THEIR POSSIBLE RELATONS WITH THE

NORTHERN AND EASTERN ASIA

Sagawa Masatoshi

(N ara N ational Cultural Prop er ties Resear ch Institute, Nara, Japan)

Abstract

1. Earliest Evidence of Human Occupation i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The earl iest evidence of human occupat ion i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 o dates back to

600 kya ( 600, 000 year s ago) , as evidenced at the Kam itakamor i site in M iyagi prefecture

of the Tohoku dist rict , no rtheastern Japan ( Fig. 1. 2) . Such r ecent progr ess in the Pale-

olithic studies are realized by cooperat ion betw een archaeologists and geolog ists.

2. Tephrochronology and the Paleolithic Chronology

In Japan, both the r elat ive and abso lute dates of Paleolithic sites ar e beyond doubt ow-

ing to tephro chronolo gy ( Fig . 2) . The absolute dates of the volcanic ash may be obtained

by thermoluminescence, elect ron spinning resonance, fission t rack, and paleo-magnet ic dat-

ing methods. Mor eover , the result of invest igat ions into tephras at dif ferent sites can be

t ied tog ether if the tephras were results o f the same erupt ion of a volcano. Key tephras in-

clude the Aira T anzaw a pum ice ( 23 kya) , Aso-4 ( 70kya ) , Ontake-1 ( 80kya) , Sanbe Kitsu-

gi ( 80-90 kya) and Toya ( 90-100 kya) . According ly, it is possible to build a spat ially broad

fr amewo rk o f chronolog y into which Paleo lithic sites of different regions may be placed.

Such a f irm chronolo gical basis is ex tr aodinarily unusual.

3. Division of the Paleol ithic Period in Japan

Until five y ears ago, the Paleo lithic period in Japan w er e divided into tw o stages,

namely Ear ly ( unt il 30 kya) and Late ( 30 to 12 kya) . But the Japanese archaeolog ists have

recent ly accumulated enough data to separate the Middle Paleo lithic stage ( 130 to 30kya )

fr om the convent ional Early stag e.

4. Early Paleol ithic Period ( until 130 kya) i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Lithic art ifacts of the Kam itakamori site w ere discovered in a st ratum lower than the

st ratum of 500kya ( T m-1) . It is impor tant that the Kamitakamori assemblage consisted of

small flake tools made from chalcedony and jasper , as w ell as saml l adzes w ith a bifacial

flaking and cleaver-like tools made from shale ( Fig. 3, 4) . At the Kamitakamo ri site, smal l

adzes and cleaver -like too ls w ere addit ional ly discovered in tephras dated betw een 300 and

500 kya. Some archaeolo gists suspect that the presence o f such to ols as small adz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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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ver-like ones w er e a result of influence o f heavy-duty tools fr om the Acheulian culture.

Another notewo rthy aspect of the Kamitakamori assemblage is the st rong preference for

chalcedony and jasper in raw materials of other small too ls, despite shale also being suit-

able. This select ion of raw mater ials w as not simply a mat ter of funct ion, but also reflects

the inf luence of other cultural factors.

The T akamo ri site w hich is near the Kamitakamori site was dated back to possibly

470 kya by paleomagnet ic dat ing . T he lithic assemblage at the Takamori site mainly con-

sisted o f light-duty too ls including proto-knife-shaped tools, small bifaces, dr ill s, and scrap-

er s, most of w hich w ere made of chalcedony, jasper and agate ( Fig . 3, 4) . Small adzes

w er e absent in the T akamo ri assemblage. T his suggests a funct ional different iation of too l

types r ather than a chronolo gical dif ference. T he assemblage might have included heavy-

duty to ols because of the similarity in assemblages to the Nakam ine-C ( st ratum Ⅶ) and

Babadan-A ( st ratum 20) sites w here chopping-tools and picks w er e discovered ( F ig . 4) .

5. Middle Paleol ithic Period ( 130-30 kya) i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M iddle Paleolithic sites have mainly been invest igated in M iyagi, Fukushima, Yamaga-

ta and Gumma prefectures of the Tohoku and Kanto distr icts w here Pleisto cene tephras are

accumulated in good st rat igraphic contex ts. Such sites include T akenomori ( dated to 130-

110kya) , Babadan, Yamadauenodai and Zazar ag i ( F ig . 5a. 5b) . Some tool types continued

to be present since the Early Paleolithic period, such as proto-knife-shaped too ls, small bi-

faces, small adzes w hich suggests a cont inuous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 ical tr aditions

fr om the Early Paleo lithic period. At the same t ime, some important changes tookplace.

First , the dom inant raw material f rom which too ls w ere made became shale in lieu of chal-

cedony , jasper and agate. New l ithic techno logy and new types of too ls appeared, including

slanted po ints, flaked fr om disco idal co res, and axes ( or adzes) . Current archaeolog ical evi-

dence show s that these aspects of the M iddle Paleolithic assemblage were common at least

in eastern Japan. New lithic technology of the slanted flakes f laked from discoidal cores

w er e generally present in Japan fr om Iw ate in the no rtheast to Fukuoka in Kyushu ( south-

w est ) , w ith the except ion of Hokkaido w here no M iddle Paleo lithic sites have been discov-

er ed.

6. Middle-Late Paleolithic Transition i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Tr ansit ion f rom the M iddle Paleol ithic to Late Paleolithic Japan to ok place betw een

35-30 kya. T he Late Paleolithic period i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is characterized by an in-

crease in the size and quantit ies o f elongate flakes as w 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lade

technique and knife-shaped to ols. Some Japanese ar chaeo logists maintain that the t ransi-

tion f rom the M iddle Paleo lithic to Late Paleolithic Japan w as a matter of internal develop-

ment . This hypothesis is backed by a cont inuous development of techno log ical tr aditions

fr om the Early to Late Paleolithic stages that are evident in tw o classes of lithic art ifacts

( Fig . 7, 2) . The f ir st class is o f too ls. Knife-shaped to ols and f lake-trapeze-shaped tools

developed from pro to-knife-shaped to ols in the Early Paleolithic period. T he second class is

·19·　1 期 佐川正敏: 日本旧石器早、中期文化研究新进展及其与邻近地区旧石器对比 　　 　



of elongate f lakes, w hich were flaked from a discoidal core, characterist ic o f the M iddle Pa-

leo lithic period ( Fig . 5b) . Knife-shaped tools pr obably used as spear s promo ted an increase

in the length o f knife-shape to ols. Accordingly , elongate flakes eventually gave a birth to

blade tools.

7. Possible Relations with the Nothern and Eastern Asian Continent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dle Paleolithic Period

7. 1　First peopling of the Japanese A rchipelago

How people arrived i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 o w as const rained by people's adapta-

tion to the environment at the time of migr at ion. No people generally reside in regions

north of 40 degrees lat itude during glaciat ion. It w as impossible to migr ate to the ar chipela-

go from the north via Hokkaido , and the r emaining possibility would be f rom the Asian

cont inent via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Kyushu. If the data of the Kamitakamo ri and

Takamor i sites ar e indeed 500-600 kya, the possible g lacial episode which allow ed for mi-

grat ion to the archipelag o w ould be the G nz o r M indel g laciation.

7. 2　Functional Different iat ion o f to ols

L ithic assemblages of the Early and Middle Paleolithic period i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 o suggest a funct ional different iat ion between light-duty to ols and heavy-duty

tools. Acordingly, in some cases such as the T akamori site people used only light-duty

tools, in other cases such as the Nakam ine-C ( st ratum Ⅶ) and Babadan-A ( str atum 20)

sites people used both kinds of tools.

7. 3　Importance o f Bifacial F laking in the Early Paleolithic Period in East Asia

A discovery of small adzes made from shale at the Kam itakamot i site suggests that a

bifacial flaking technique possessed by people in Early Paleo lithic Japan already reached a

level of considerable sophist icat ion. In o ther w ords, the Early Paleolithic people had some

po tent ial to make typical handaxes. If this bifacial f laking at this lev el w as int roduced by

people w ho mig rated fr om the A sian cont inent to the Japanese ar chipelago befo re 600 kya,

it is possible to discover typical handaxes in China and its surroundings in the futur e, too .

That a technical level of fabricat ing some handaxes in China is not necessarily high, im-

plies that the techno logy w as constr ained by the quality of lithic raw materials. The pr es-

ence of bifacial f laking in the Early Paleolithic period in East Asia is relevant to r esearch

into human disper sal to East Asia.

7. 4　Lithic Indust ry Commonly Dist ribu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East Asia during the

M iddle Paleolithic and M iddle-Late Paleolithic Transit ion

Lithic indust ry consist ing o f disco idal co res, slanted f lakes f laking from discoidal cores

and slanted points, drills and other tools made from slanted f lakes w as w idely distr ibuted

in the North China such as Loc. 54∶100 in Dingcun sites, Loc. 15 in Zhoukoudian sites

and Loufang zi site, besides the Japanese archipelag o ( F ig. 6) . T his phenomenon suggests

po ssible diffusion betw een the No rth China and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 T he earliest evi-

dence o f this indust ry in Japan is the Lower St ratum T akenomo ri dated to 130-110k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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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ig . 5b) , corresponding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Riss-W rm inter-g laciat ion. But it w as

impossible to migrate from the Asian cont inent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v ia the Korean

Strait to the ar chipelago at the t ime of g lobal w arming . Accordingly , w e must propo se an

alternat ive hypo thesis that an int roduct ion of new industr y into the ar chipelago is dated

back to the last stage of the Riss g laciat ion, 150 kya.

This industr y including discoidal cores had cont inued to the M iddle-Late Paleolithic

t ransition 40-30 kya, as evidenced by discoveries at the T ashuihe and Shiyu sites ( Fig .

7) . P roduction of elongate f lakes o r pro to-blades started from this tr ansit ion. Although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hypothesis in Japan is accepted by some archaeolog ists, it does not

explain many phenomena, such as the preference of elongate f lakes in the M iddle-Late Pa-

leo lithic t ransition in Japan, the pr ocess o f the perfect ion o f the blade technique, and the

appear ance o f m icroblade technique common to Nor thern Eur asia. For these r easons, a

compar at ive appro ach to Paleolithic material cultures betw een No rth and East Asia and

Japan in st ill essent ial.

7. 5　Diffusion of the M ouster ian Cultur e to the Southw ester n Part o f the N orth Asia

Although it has become clear that the M ousterian assemblages char acter ized by the

Leval lois technique w er e dist ributed to eastern Mongolia beyond the Altai mountains, the

Leval lois technique did not dif fuse to the south and east of the Gobi desert ( Fig . 7) . M ore-

over, the date of the M ousterian assemblages in the Altai mountains and eastern Mongolia

is 80 to 70 kya, w hich is later than the date ( 150-130 kya ) of the appearance of slanted

po ints in China and Japan similar to a M ousterian point . In o ther w ords, the Early-M iddle

Paleolithic t ransit ion in China and Japan took place earlier than the diffusion of the Mous-

terian culture to eastern-centr al Asia, and Middle Paleol ithic East Asia w as no t under the

direct inf luence o f the M ousterian cultur e.

The presence of the M ousterian assemblages in easter n M onglia suggests migrat ion of

people from Central Asia. Who w ere these people carry ing the Mousterian assemblages,

modern H omo sap iens or archaic H omo sap ients? Did they m ix blo od w ith people liv ing in

the no rth part of East Asia? T hese are very important problems of physical anthropo logy

and Paleo lithic archaeo log y.

Key words　　T ephrochr ono logy , Heavy-duty tools, L ight-duty to ols,

Japanese archipelago , Early and M iddle Paleolithic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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