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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色的手斧

林 圣 龙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何 乃 汉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南宁

摘 要

对 件百色手斧的类型学分析表明
,

它们并不是真正的手斧
,

其中 件似应归人砍砸器
,

件可能是似镐石器
,

其余 件似应定为石核斧

关键词 手斧
,

旧石器时代
,

百色

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
,

到 目前为止在中国发现的被认为是手斧的标本共 件
,

分

布于 个地点 其中发现于广西百色者达 件
,

占总数的 对于百色的手斧
,

学

术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 黄慰文
,

林圣龙
,

因此
,

对百色手斧作一类型学

的分析和讨论
,

对于探讨中国手斧问题可能是有一定意义的

最早提出百色石器中存在手斧的是黄慰文 他认为曾祥旺在百色县六坟山四级阶地上

采集的定名为
“

似手斧尖状器
”

的 号标木 图 之 是手斧 黄慰文
,

这

件标本是由远端两侧 向两个而加工
,

器休粗大
,

长 宽 厚为  单位毫

米
,

下同
,

重 克 曾祥旺
,

 

笔者前已撰文对这件标本进行过讨论 林圣龙
,

这件标本的特征 比较典型

原料是一块大砾石
,

标本重达 克
,

是一件极其粗大的重型工具 前半部两面加工
,

但大约 的后部和跟部完全不加工 打制粗糙 截面厚
,

厚度达到宽度的 厚

宽比率 使用部位在圆钝的前端 因此笔者认为
,

从特征组合的情况来看
,

它应是

一件石核斧

收稿 日期 一 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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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何乃汉
、

邱中郎发表 《百色旧石器的研究》 文中记述的石制品
,

绝大部分是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会同百色地区文化部门 年在百色县文物普查中采集的
,

有几

件是  ! 年复查时采集的 两次共得石制品 件
,

采自 个地点
,

其中主要采 自上

宋
、

杨屋
、

大同
、

平迈
、

江凤
、

百谷
、

大法
、

大梅和小梅 个地点 它们都分布于右江两

岸高阶地的红土层地表和剥蚀沟中
,

以三级阶地的较多
,

四级阶地的次之 在石制品中
,

有石器 件
,

分成尖状器
、

两面器和砍砸器三大类 原研究者对两面器的定义是
‘

两面

器是经两面加工成的
,

它的素材不限于石核或砾石
,

也可以是石片 本文中的两面器是根

据其外形给以名称的
,

有尖状的和肾状的两型 二 何乃汉等
,

两面器共 件
,

其

中尖状两面器 件
,

肾状两面器 件 原研究者对 件标本进行了描述
,

附有 件标本

的插图 笔者对这批标本进行了观察和补充描述
,

现将结果记述于下

大同 , 号标本 图 之

这件石器是这批石器中长度最小
、

厚度最大的一件
,

采自那毕乡何屋村东南之南坡山

高 米的阶地面上
,

‘

用粉砂岩厚砾石制作 一端粗厚
,

一端扁尖 在粗厚的一端
,

保留
着砾石面 在扁尖的一端

,

尖端刃部圆树 尖面角在
。

左右 从整体看
,

这件标本有

四条纵脊
,

左右两条由两侧边加工而成
,

侧刃角在
。

一
。

间 上下两条由上下面上

左右侧面的片疤相 连而成
,

它们在离尖刃不远处逐渐消失 长 宽 厚为

啊乃汉等
,

图 大同 号 和大同 号 标本 依何乃汉
、

邱中郎
,

‘

这件石器的素材是砾石 由砾石的两侧进行初步打片
,

粗制成形
,

修整主要在每一面

左侧刃缘的中间部分
,

片疤呈台阶状 每一而上都有一条纵脊从前端延伸到后端 跟部成

宽的 字形
,

全部是砾石面 前端为一扁平的舌状尖
,

有纵向打片的痕迹
,

去掉了尖端

附近 的纵脊或较厚的部分
,

使尖端变薄
,

片 疤较短
,

末端形成陡坎 刃缘 占周长的

使用部位显然在尖端 截而非常之厚 宽 长比率为
, ·

厚 宽比率
,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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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比率
。

纵截而为楔形
。

重 克

关于这件标本以及下面将描述的标本的类型归属问题
,

我们将在全部标本描述完以后

再一起讨论

大同 号标本 图版 之 一

这件石器采自和大同 号标本同一阶地面上
,

用石英岩砾石石片制作
,

石片上保留着

原砾石面的台面 其尖端位于石片长轴一端
,

由两侧刃会合成的
,

尖刃角和尖面角分别为

研
。

和
。 ,

侧刃角在
。

一
。

间 在石器的平坦面上
,

片疤多小而深凹 在凸出面

上
,

片疤多大而浅平 长 宽 厚为 何乃汉等
,

石器的一面为原石片的破裂面
,

相对较平
,

左侧全部进行了修整
,

右侧前半部进行了

修整
,

修整疤深凹
,

致使靠近尖端的部分显得隆起并形成一丫形的脊
,

但延伸不远 背面

修整主要在右侧
,

形成一交互打击成的刃
,

刃缘曲折 背面中间有一纵脊 两侧刃缘在距

尖端约 处明显缩窄
,

在前端会合成一扁平的舌状尖
,

尖端两面都有比较细致的修整

痕迹
,

纵向或斜向打片
,

去掉纵脊和隆起的部分
,

使尖端稍稍变薄 尖端显然是使用部

位 跟部为原石片的台面
,

保留着砾石面 刃缘占周长的
,

截面比较厚 宽 长比

率
,

厚 宽比率
,

厚 长比率 纵截面为楔形 重 克

 杨屋 号标本 图版 之 一

这件石器采 自杨屋村东狮子山高 米的阶地面上
,

用条形砂岩砾石制作
,

一端保留

条形砾石的天然面
,

另一端加工成扁尖
,

尖刃角和尖面角分别为
。

和 长 宽

厚为 何乃汉等
,

 

这件标本的后半部基本上保留了长条形厚砾石的原貌
,

加工主要在前半部 通过在两

侧的初步打片粗制成形
,

然后在有的边缘处稍稍修整 两侧刃缘在前端会合成一扁平的舌

状尖 尖端两面有进一步修整的痕迹
,

纵向和斜向打制 一面上有一块比较大的长方形片

疤
,

去掉了中间凸起的部分
,

片疤末端形成陡坎 另一面修整只 限于非常靠近尖端的部

分
,

片疤很短
,

形成层迭的陡坎 跟部似方形
,

全为砾石面 刃缘占周长的 使用

部位在尖端 截面厚 宽 长比率
,

厚 宽比率
,

厚 长 比率 纵截面楔

形 重达 克

大同 号标本 图版 之 一

这件标本的形状很不规整
,

前半部向上翘起 素材可能是一块砾石石块 打制主要在

前半部
,

由两侧向两面加工
,

在前端修制出一个宽而扁平的舌状尖
,

上面 比较平整
,

下面

比较凸起 上面进行了若千修整
,

使之稍稍变薄 下面进行了较多修整
,

纵向打片
,

片疤

或长或短
,

末端形成或高或低的陡坎
,

结果是去掉了这部分的纵脊和 凸起的部分
,

使尖端

变薄 尖端边缘呈弧形
,

相当规整对称 石器后半部的形状极不规则 底面由右下角打掉

一块大的石片
,

留下一个微凹的而 顶而高高隆起且凹凸不平
,

大部分是砾石面
,

与前半

部之间有一不规则的高的陡坎 刃缘 占周长的 使用部位在尖端 截面厚 宽 长

比率
,

厚 宽比率
,

厚 长 比率 整体说来粗大厚重
,

比较宽
,

形态极不

规则 重 克

 大同 号标本

素材为砾石 底面较平
,

前部 部分主要是一打片而
,

与后端的砾石面之间有一

道陡坎
,

左侧大部分和右侧靠近尖端部分进行了修整
,

石片疤较深凹
,

形成许多道陡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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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面由尖端向后逐渐隆起
,

中间保留了一条砾石面
,

两侧大部分进行了边缘修整 一侧刃

还比较平整
,

另一侧是由交互打击形成的比较曲折的刃 两侧刃向前聚拢成一舌状尖 尖

端一面较平
,

有纵向修整的痕迹
,

另一面成缓坡状 跟部呈宽的 字形
,

保留了砾石原

有的形态和砾石面 刃缘占周边的 使用部位在尖端 截面厚 宽 长比率
,

厚 宽比率
,

厚 长比率 纵截面似楔形 重 克

‘ 百谷 号标本 图版 之 一

素材是一块厚砾石 形状不很规整
,

后部较平
,

前端向上成歪的翘起 底面后端大部

分是平坦的砾石面
,

左侧全部进行了修整
,

石片疤深凹
,

形成一道道陡坎
,

右侧主要是初

步打片面
,

两侧很不对称
,

尖端有纵向修整的痕迹 另一面 顶面 高高隆起
,

从尖端到

跟部有二纵脊贯通器身
,

中间最高
,

左侧进行了陡峭修整
,

片疤短宽深凹
,

成台阶状
,

形

成一陡峭的
、

与底面成
“

的侧面
,

右侧大部分边缘进行了修整
,

在前部靠近边缘处形

成一道深的陡坎 两侧刃缘都相当曲折钝厚 刃缘占周长 的 前端为一歪斜而扁平

的尖端 跟部呈弧形
,

全部为砾石面 使用部位在尖端 截面厚 宽 长 比率
,

厚

宽比率
,

厚 长比率 纵截而为不很规则的楔形
,

横截面大体为三棱形 重

1 372 克
。

2. 7 百谷 , 号标本

这件石器的形状近似等边三角形
,

短而宽
.
素材可能是一块大石片

.
底面比较平

,

原

来是一石片面
,

两侧进行了修整
,

片疤比较浅平
,

个别地方较深凹
,

靠近跟部处有一道棱

横贯后端
.
另一面 比较隆起

,

中间有一向后逐渐高起的纵脊
,

两侧都进行了修整
,

左侧片

疤较浅平
,

右侧稍短宽而深凹
.
两侧刃缘在尖端附近明显缩窄

,

左侧刃 比较规整
,

右侧的

比较曲折
,

向前聚拢成一扁平的舌状尖
,

尖端两面都有纵向和斜向打片的痕迹
,

目的是大
了修掉隆起和纵脊的部分

,

形成一个近似三角形的尖端区
,

一面较平
,

另一面成缓坡状
.

跟部没有加工
.
刃缘占周长的 60 %

.
使用部位在尖端

.
纵截面似楔形

,

横截面大体为三

角形
.
长 x 宽 x 厚为 146 x 141 x 61

.
宽 / 长比率为 0. 97

,

厚 / 宽比率 0. 43
,

厚 / 长比率

0
.
42

。

重 985 克
.

2. 8 百谷 13 号标本(图版111 之 4一6)

素材可能是一块大石块
.
跟部是岩石节理而

,

好像是被斜向截去一块似的
.
一面稍

凸
,

两侧都进行了打片和修整
,

左侧片疤 比较深凹
,

右侧则比较浅平
,

中间部分稍稍隆

起
.
另一面稍平

,

中间微凹
,

左侧经初步打片后修整较少
,

右侧修整较浅平
,

中间有一 丫

形的低脊
.
两侧刃缘一侧较平整

,

另一侧较曲折
,

向前聚拢在前端成一扁平的舌状尖
,

比

较对称规整
,

一面较平
,

一面稍稍隆起
,

两面均有纵向打片痕迹
.
现在尖端处有一块缺损

可能是后来造成的
.
跟部节理而边缘有若干打击痕迹

.
使用部位在尖端

.
刃缘占周长的

71 %
.
长 x 宽 x 厚为 200 x 15 0 x 68

.
宽 / 长比率 0. 75

,

厚 / 宽比率 0.4 5
,

厚 / 长比率

0. 34
.
纵截面楔形

.
重 1 267 克

.

2. , 江凤 14 号标本

这件标本是这批石器中最大
、

最重的
,

素材是一块扁平的大砾石
.
加工主要在器物的

前半部
.
在较平的一面

,

两侧进行了初步打片
,

留下了大而浅平的片疤
,

但修整痕迹很

少
,

左侧后半部保留了一大块砾石面
.
另一面稍稍凸起

,

前半部两侧进行初步打片
,

然后

在边缘处稍稍修整
,

中问有一纵脊; 后半部几乎全为砾石面所覆盖
.
左侧刃缘曲折

,

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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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规整
,

在前端聚拢成一比较尖的尖端
,

一面较平
,

另一面稍稍隆起
.
跟部比较宽

,

保留了砾石原来的形态和砾石面
.
刃缘占周长 的 59 %

.
使用部位在尖端

.
长 x 宽 x 厚为

22 0 x 134 x 73
.
宽 / 长 比率 0

.
61

,

厚 / 宽 比率 0
.
54

,

厚 / 长 比率 0
.
33
.
纵截面为楔形

.

重达 1 870 克
.

2. 10 杨屋 7 号标本(图版 111 之 1一3)

素材可能是一块砾石大石块
.
制作重点在器物的前半部

,

后半部的形状很不规则
.
底

面稍平
,

两侧进行了打片和修整
,

比较粗糙
,

片疤较短
,

常形成陡坎
,

器身中部稍稍隆

起
,

留下一条原来石块的面
,

后端未作加工
,

左侧好像被斜向截去一块似的
,

跟部似 V

字形
.
另一面凸起

,

两侧大部分进行了打片和修整
,

片疤比较深凹
,

器身中间比较隆起
,

有一弯曲的脊纵贯器身
,

两侧刃缘比较曲折
,

在距尖端约 5 厘米处在两侧各重击一下
,

使

两侧刃缘稍稍缩窄
,

在前端会合成一扁平的舌状尖
,

后端左侧为一大片节理面
,

右侧为一

块砾石面
.
尖端一面有纵向打掉一块较大石片的痕迹

,

去掉了稍稍隆起的部分
,

使之较

平
,

旁边还有若干较小的纵向修整的痕迹; 另一面稍稍凸起
,

上面有一 丫形的脊
.
跟部边

缘有打击痕迹
,

似是为了打钝便于执握
.
刃缘占周长 的 “%

.
使用部位在尖端

.
长 x 宽

x 厚为 195 x 13o x 6s
.
宽 / 长 比率 0

.
67

,

厚 / 宽比率 0
.
52

,

厚 / 长比率 0
.
35
.
重 1 454

克
.

2
.
11 杨屋 53 号标本(图版 11 之 7一9 )

素材是一块一面较平一面凸起的砾石
.
器物后端完全没有加工

.
底面较平

,

两侧进行

了初步打片和修整
,

但两侧的片疤没有在中间会合
,

中间保留了一条砾石面
,

片疤比较浅

平
,

但常形成陡坎
,

后端为砾石面
.
另一而 比较隆起

,

两侧进行了打片和修整
,

左侧刃

陡
,

片疤深凹
,

形成层叠的陡坎
,

右侧成坡状
,

片疤 比较浅平
,

器身中部隆起
,

靠近左侧

有一纵脊
,

向后分开成人字形
.
两侧刃缘一侧比较曲折

,

另一侧比较平整
,

在中间部位稍

稍缩窄
,

在前端会合成一 比较宽的扁平的舌状尖
,

尖端两面都有纵向或斜向加工的痕迹
,

一面较平
,

另一面成坡状
,

端部刃缘上有一小凹缺
.
跟部大致为弧形

,

全为砾石面
.
刃缘

占周长的 57 %
.
使用部位在尖端

.
长 x 宽 x 厚为 16 2 x 12 8 x “

.
宽 / 长比率 0. 79

,

厚 /

宽比率 0. 52
,

厚 / 长比率 0.4 1
.
纵截面似楔形

.
重 1 291 克

.

2
.
12 小梅 40 号标本(图版 I 之 7一9 )

素材是一块宽而扁平的砾石
.
一而较平

,

两侧大部分边缘进行了加工
,

片疤短
,

有的

形成陡坎
,

两侧片疤之间保留了一条砾石而
,

这一面的大约 3 / 4 的表面都是砾石面
.
另

一面左侧全部和右侧约 1 / 2 的边缘进行了加工
,

中间形成一微弱的脊
,

后部为砾石面
.

两侧刃缘比较曲折
,

左侧刃缘在接近尖端时明显缩窄
,

使之与右侧刃缘的相应部分比较对

称
,

前端为一扁平的舌状尖
,

两面均有纵向和 / 或斜向加工的痕迹
.
尖端部分比较规整

、

对称
.
跟部为圆弧形的砾石面

.
刃缘占周长的 33 %

.
使用部位在尖端

.
长 x 宽 x 厚为 171

x l3 2 x 6o
.
宽 / 长比率 0. ”

,

厚 / 宽比率 0. 45
,

厚 / 长比率 0. 35
.
重 1 358 克

.

2
.
13 大同 56 号标本(图 l 之 2)

在百色的这批石器中
,

大同 56 号和百谷 石3 号标本的形态比较特殊
,

原研究者把它们

归人肾状两面器
.

大同 56 号标本采 自距那毕乡何屋村东南高 60 米的阶地面上
,

用石英岩砾石制作而

成
.
其侧刃

,

一个平直
,

另一个弧形
.
平直者弦长为 14 5 毫米

,

侧刃角在 70
。

一75
。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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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弧形者弦长为 16 5 毫米

,

弧高为 40 毫米
,

侧刃角在 75
。

一90
。

间
.
这件标本还有二

个都呈弧形的端刃
,

其中一个较大
,

其弦长为 92 毫米
,

刃高为 15 毫米
,

端刃角在 40
。

一45
。

间
.
在较大端刃 附近

,

残留着一小片砾石面‘长 x 宽 x 厚为 18 7 x 105 x 70 (何乃

汉等
,

1 9 8 7
)

.

这件石器的一面保留了一小块砾石面
,

从这块砾石面比较平的情况来看
,

原来砾石的

这一面就比较平
,

故而石器的这一面也比较平
.
另一面靠近后端处也保留了一小条砾石

面
.
相当陡

,

现在石器的这一面也比较凸起
,

器身中央有一条中脊
,

从前端一直延伸到后

端附近
.
‘侧用交互打击修整出一个直刃

,

修整疤较短而深
,

有的地方形成陡坎
,

刃缘曲

折
,

适于砍砸
.
相对一侧也进行了修整

,

但 比较粗糙
,

刃缘呈弧形
,

相当厚
,

刃角 75
。

一90
。 ,

很可能是执握部位
.
两端一面或两面进行了纵向加工

,

但片疤较短
,

多处形成陡

坎
,

似乎是为了使器形更规整些
.
截面比较厚

.
宽 / 长比率为 0

.
56

,

厚 / 宽比率 0. 67,

厚/ 长比率 0. 37
.
重 1 364 克

.

2
.
14 百谷 63 号标本(图版W 之 7一10 )

这件标本近似长方形
.
一面的整个周边进行了打片和修整

,

整个面上布满疤痕
,

有的

深凹
,

有的形成陡坎
,

器身中部比较凸起
,

因此整个面凹凸不平
.
另一面整体隆起

,

四周

加工较少
,

面上还局部保留砾石而
.
石器的两侧

,

一侧大体为一直刃
,

刃缘非常曲折
,

另

一侧主要为一陡的砾石而
,

非常之厚
,

边缘处稍稍加工
,

似为便于执握
.
两端进行了纵向

加工
,

片疤短
,

有的形成陡坎
.
截而厚

.
长 x 宽 x 厚为 190 x 103 x 67

.
宽 / 长比率

0. 54 ,

厚/ 宽比率 0
.
65

,

厚 / 长 比率 0
.
35
.
重 1 41 5 克

.
这件标本的形态和打制方式与大

同 56号标本比较相似
.

根据以上的观察和描述
,

我们将对这 14 件标本进行类型的分析和讨论
.

如前所述
,

原研究者把上述 14 件标木都定为两面器
,

笔者觉得似有重新考虑的必

要
.

关于大同 56 号和百谷 63 号标本
,

都是在一侧修制出一个曲折的刃
,

另一侧虽有少量

加工
,

但相当之厚
,

似乎是执握部位
,

因此可能是修理把手的砍砸器
.

关于百谷 1号标本
,

一面较平
,

一而高高凸起
,

一侧进行了陡峭修整
,

形成陡峭的侧

面
,

截面厚
,

横截而大体为三棱形
,

因此可能是一件似镐石器
.

其余 11 件标本
,

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征:

(l) 一般都有一个尖端和一个粗厚的跟部
.
加工主要在器物的前半部

,

后端或者完全

不加工
,

或者加工很少
,

基本上保留了索材的原貌 (砾石面
、

节理面或石片台面等)
.
这

是它们的最基本的特征
,

许多其它特征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

(2) 加工重点在尖端
.
尽管器物后半部都不很规整

,

但约 5一7 厘米长的尖端部分形

状比较对称
、

规整
.
由两侧进行加工在接近尖端时有的稍稍缩窄

.
尖端大多数是扁平的舌

状尖
,

仅少数标本稍尖 (如大同 49 号
、

江凤 14 号标本)
.
舌状尖妇一面

、

大多是两面都

有纵向或斜向打片的痕迹
,

少数片疤宽而长
,

大多数比较短小
,

片疤末端常形成陡坎
.
大

多数尖端一面较平
,

另一面成坡状
,

有的中问有一纵脊或
’

( 形脊
.

(3 ) 器物周边没有连续的刃
,

刃缘长度占周长的 3毖% 一72 %
,

平均为 57 %
.

(4 ) 使用部分在尖端
,

跟部是不能使用的钝厚的面
,

应是执握的部位
.

(5) 两面打制
,

但一般说来仅限于两个而的大约 1 / 2 的表面
.
打制比较简单粗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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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初步打片
,

修整较少
,

且多是边缘修整
.
大多数片疤比较深凹

,

有的还形成陡坎
.

侧刃大都 比较曲折
.
缺乏阿舍利手斧制作过程中的去薄技术 (thin ni ng tcc hnique)

.

(6) 纵截面或多或少为楔形
,

横截面大多不很规则
,

缺乏典型 的透镜体形
.

(7) 器物都比较厚而粗重
,

重量在 970 一 1 870 克之间
.
大家熟知的标本如蓝田平梁

P
.
3468 号的重量为 928 克

,

三门峡 P
.
2768 号为 1 262 克

,

乾县 P
.
5786 号为 1 145 克

,

丁

村 P. 06 84 号为 833 克
,

沙女沟似手斧石器 (原丁村 P
.
18 44 号) 为 1 113 克 (林圣龙

,

19 9
4)

.

在百色的这 11 件标本中
,

仅 2 件在 1 000 克以下
,

有 6 件在 1 200 一 1 400 克之

间
,

有 3 件在 1 500 克以上
,

最重者达 1 870 克
.
平均每件重 1 3”.5 克

.

(8) 各件石器的形态各异
,

有的很不规整
,

基本上是由素材的形状控制的
,

没有通过

打制达到标准化
.

从这些特征组合来看
,

这 11 件标本很难归人手斧之列
.
因为典型的手斧

,

除了它的

平面形状 (杏仁形或卵圆形) 之外
,

主要特征是截面为透镜体形; 修整疤渗透到两个面的

大部分表面; 整个周边或几乎整个周边有锐利的刃 (Isa ac
,

1 9 7
7)

.

比较一下
,

百色的 n

件标本没有一件具有这些特征
.
另外

,

在工具的分类上
,

手斧属于大型切割工具
,

而百色

的标本显然是一类重型工具
.

在重型工具中
,

有一类称之为镐
.
百色的标本是否是镐一类的工具? 镐的主要特征

是: 它是重型工具; 只有最低限度的打片或修整
,

形状缺乏标准化; 制作重点在尖而不在

刃
,

有一突出而 明显的尖; 截面为高背
、

平凸或三角形
,

截面比较厚
.
在百色发现的石器

中
,

也有典型的镐
,

我们不妨作一 比较
.

一件是百谷 70 号标本 (图版IV 之 1一3)
,

采 自百谷村东北高 10 0 米的阶地面上
,

用泥

质岩长条形砾石制作
,

长 x 宽 x 厚为 177 x 106 x 88; 尖端在砾石长轴一端
,

由两侧边加

工而成
,

左侧刃较长
,

约和左侧边等长
,

右侧刃较短
,

约占右侧边长的二分之一
,

侧刃角

分别为 50
。

一70
。

和 90
0 .

尖刃角和尖面角分别为 75
。

和 55
0 .
其底面

、

跟部和部分顶

面都保留着砾石面
.
原研究者将其归人三角形单尖的尖状砍砸器 (何乃汉等

,

1 9 8
7)

.

这件石器的素材是一块非常厚的砾石
.
底面是十分平整的砾石面

,

完全没有加工
。

背

面高高隆起
,

左侧刃全部进行了陡峭修整
,

右侧边后半部为原来陡峭的砾石面
,

前半部进

行了陡峭修整
.
两侧刃缘在趋近尖端处明显缩窄

,

会合成一短而结实的尖
.
尖端处有纵向

修整的痕迹
,

片疤短
,

形成陡坎
.
尖很短

,

向后陡然升起成一高的陡坎
,

然后是一平的高

背
.
跟部似梯形

,

全是砾石面
.
横截面似梯形

.
使用部位显然是 在尖端

.
宽 / 长比率

0. 60
,

厚/ 宽比率 0
.
83,

厚 / 长 比率 0. 50
.
重达 1 955 克

.

另一件是大梅 97 号标本 (图 2; 图版 111 之 7一9)
.
标本采 自四塘乡大梅村附近高 40

米的阶地面上
,

用石英岩砾石制作
,

长 x 宽 x 厚为 203 x 95 x ”
.
尖端为圆尖

,

尖刃角约

97
。 ,

是由砾石长轴两侧边向一端加工成的
,

侧刃微凸
,

侧刃角在 “
。

一 80
。

间
,

其底

面和钝端都保 留着砾石面
.
原研究者把它定为条形单尖 的尖状砍砸器 (何乃 汉等

,

1 9 8 7
)

.

这件石器的素材是一块长而厚的砾石
.
底而中间稍平

,

两端有点翘起
,

几乎全是砾石

面
,

仅尖端有纵向打片的片疤
,

侧边有三个小的片疤
.
另一面两侧进行了陡峭修整

,

片疤

深凹
、

层迭
,

有许多道深的陡坎
.
两侧刃缘在前端会合成尖

,

由于底面一侧翘起
,

因此使

得尖歪斜而钝厚
,

不很规整
.
后端和跟部是砾石而

.
纵截面大致成楔形

,

横截面似高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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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截面厚

.
宽 / 长比率为 0. 47

,

厚 / 宽比率 0
.
81

,

厚 / 长比率 0. 38
.
重 1 647 克

.
笔者

认为以上两件是一端有尖的镐
.

还有一件是大梅 99 号标本 (图版IV 之 4一 6)
,

采 自和大梅 76 号标本一个阶地面上
,

用火成岩砾石制作
,

状似梭子
,

长 x 宽 x 厚为 208 x 90 x 85
.
和单尖砍砸器不同之处

,

主

要在于它以另一个尖刃代替单尖的钝端
.
其尖刃角一个为 70

。 ,

另一个为 10 0
。 ,

两个尖

刃都作了削薄处理
,

都留下几个条形片疤
.
在器身上

,

在左右侧面相交处残留着一小片斜

度约 50
。

的砾石面
.
其底面未作修理

,

保留着砾石面
.
原研究者把它定为双尖的尖状砍

砸器 (何乃汉等
,

1 9
87 )

.

这件石器的素材是一块厚的大砾石
.
底面基本平整

,

仅两端稍稍翘起
,

全部是砾石

面
。

另一面高高隆起
,

两侧全部进行了陡峭修整
,

在器身中间形成一凸起的纵脊
,

从前端

一直延伸到后端
.
在两端各形成一个钝厚的尖

.
两个尖端均有纵向打片的痕迹

.
横截面呈

三棱形‘ 宽 / 长比率 0. 43
,

厚 / 宽比率 0. 94
,

厚 / 长比率 0. 41
.
重 1 667 克

.
这是一件两

端有尖的三棱镐
,

与这三件典型 的镐相比
,

我们讨论的 11 件标本在总体形态
、

打制方法
、

截面厚度
、

尖的类型等方面均有很大的不同
,

不能被归人镐中
.

在重型工具中还有一类叫石核斧
.
早期石核斧的主要特征

是: 用硬锤技术打制
,

通常两而加工; 形状缺乏规范化; 侧刃

不规则; 跟部最经常是完全不加工的; 截面厚; 主要使用部位

在坚韧的前端
.
(C la

rk and K leindienst
,

1 9 7 4
) 笔者认为

,

百

色 11 件标本的主要特征与早期石核斧的这些特征 比较吻合
,

因而可以考虑归人石核斧一类
.

在 非 洲 南 部 继 阿 舍 利 文 化 之 后 出 现 了 桑 果 文 化

(s angoan)
.
它的典型器物是镐和石核斧

,

可能与居住于森林

环境
、

从事木器加工有关 (C一a rk
,

一9 7 0 )
.
在这一点上 (即存

在镐和石核斧这两种重型工具 )
,

百色工业与桑果文化有相似

之处
。

表 1汇集了上述 14 件标本的各项资料
.

图 2 大梅(D am ei) 97 号

标本 (依何乃汉等
,

1 9 8 7)

1 9 91 年谢光茂先生发表 《百色手斧研究》 一文
.
文中报道了百色盆地发现的 23 件手

斧标本
,

其 中有曾样旺先生 (1983) 报告中归到尖状器一类 中的 P
.
81 70

、

P8

0
72 和

P. 20 01 号标本; 有广西文物工作队 (1983) 报告中归到砍砸器一类的 P
.
795 ll 和 P. 79513

号标本; 还有 16 件是广西博物馆采集的
,

与何乃汉等 (1987) 报道的 14 件手斧属于同一

批材料; 另外 2 件是谢光茂先生在坛河和公蛇岭两地点的砖红壤阶地 (T 4) 上采到 的
.

文中对 8 件标本作了简单描述并附有插图
.

关于曾祥旺先生报道的标本
,

一件是 P
.
8170 号标本 (图 3 之 2)

,

采自百色县南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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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百色 14 件标本的

C om Pllati on of.o口e d at. o f

标标本号号 发现方式式 加工状况况 长长 宽宽 厚厚 宽/ 长长 厚 / 宽宽

(((N
0.ofs醉eim e

n))) (Situation))) (W o
rkinggg (L))) (B))) mmm (B / L))) 汀 / B)))

eeeeeeeondition)))))))))))))

大大同p
atong)9 号号 地表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的 14666 10111 8888 0. 6999 0

.
8777

(((((Surfa eeeollec tion))) 打片和修整 (M )))))))))))))

大大同归ato
ng) 14 号号 地表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的 18444 11333 7 lll 0

.
‘III 0

.
6 333

(((((S
u rfa e e co llec tio n ))) 打片和修整 (M )))))))))))))

杨杨屋代an gw u) 18 号号 地表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的 18 111 9666 7666 0
.
5333 0

.
7999

(((((Su rfa eo eo ll已t通o n ))) 打片和修整 (M )))))))))))))

大大同p
atong)一3 号号 地表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的 18444 11,, 8 777 0

.
6333 0

.
7 666

(((((S
u r fa ee e o llcc tio n

))) 打片和修整 (M )))))))))))))

大大同(D
ato ng抖9 号号 地表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的 18444 11666 7000 0

.
6333 0

.
6000

(((((S urfa ee eollec tio n))) 打片和修整 (M )))))))))))))

百百谷(B aig
u
)l 号号 地表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的 18000 11000 7999 0

.
6 111 0

.
7 222

(((((Su rfa ee eollec tio n))) 打片和修整 (M )))))))))))))

百百谷(B aigu)9 号号 地表采集集
‘

最低限度的的 14666 14 111 6lll 0
.
9777 0

.
4 333

(((((Su rfa ee eo】lec tio n ))) 打片和修整 (M )))))))))))))

百百谷(a aig
u
)13号号 地表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的 20000 15000 6888 0

.
7555 0

.
4 555

(((((Su rfa eo eo llec tio n))) 打片和修整 (M )))))))))))))

灯灯 尼fr
一

一
, -

一
、 ,

只只 地表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的 22000 13444 7333 0
.
6111 0

.
5444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片和修整 (M )))))))))))))
移移J 闷 尹

,
. 、‘.

…
0.
…

肠 , .
, 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

杨杨屋伴an gw
u)7号号 地表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的 19555 13000 6888 0

.
6777 0

.
5222

(((((S urfa eo eo llcc tio n))) 打片和修整 (M )))))))))))))

杨杨屋代an 酬
u)53号号 地表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的 16222 12888 6666 0

.
7999 0

.
5222

(((((S urfa ee eollcc tion ))) 打片和修整 (M )))))))))))))

小小梅伏iaom
ei科。号号 地表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的 17111 13222 6000 0

.
7777 0

.
4 555

(((((S urfa ee eollec tion ))) 打片和修整 (M )))))))))))))

大大同p
atong)56号号 地表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的 18777 10 555 7000 0

.
5666 0

.
6 777

(((((S urfa ee eo llec tion ))) 打片和修整 (M )))))))))))))

百百谷(B aig
u)6 3 号号 地表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的 19000 10333 6777 0

.
5444 0

.
6 555

(((((Su rfa ee eo llcc tio n))) 打片和修整 (M )))))))))))))

注(N o te): 一长
、

宽
、

厚 (L
、

B

、

T

) 依何乃汉
、

邱中郎
,

一9 8 7
.

2
.
单位(u

nit):长
、

宽
、

厚 (L
、

B

、

钓和刃缘长(E d罗 一en g th )为范米(m m );重盆尸
eight)为克(g )

.

3
.
M = M inim u m b ifa eialP rim ary fl ak ing an d trim m ing

.

4
.
P 二 E d g e le n g th 15 P e r ee n t o f w h o le e i代u m fe re n ee o f th e to o l

.

四级阶地地表
,

器体呈三角形
,

除尖部左侧刃是单面打击的外
,

其余的边缘都用交互打击

法制成
.
长 x 宽 x 厚为 230 x 180 x 95

,

重 4 500 克
,

尖刃角 62
0 .
原研究者将其定为

“

宽

身大尖状器
’

( 曾祥旺
,

1 9
83 )

.

另一件是 P
.
8072 号标本 (图 3 之 5)

,

发 掘于 田阳县公篓煤矿矿区的三级阶地堆积

中
,

原料是浅黄色砾石片
,

两个修理而对称
,

刃缘平齐
,

石片疤浅平
,

是这类标本中做得

最精美的工具之一 长 x 厚为 225 x 75
,

重 2 600 克
.
原研究者将其定为

‘

似手斧尖状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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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项资料汇总

fo ort ee 二衅d .
e“

厚厚 / 长长 刃缘长长 刃缘占周长长 皿ttt 类型归属 仃ype aSC ti bC d))) 何乃汉
、

邱中郎(198乃乃

口口/ L))) (Ed g
eee 的百分比比 《W ei沙t)))))))))))))))))))))))))))))))

llllle ng止))) 侧侧侧侧 本文作者口r晰
ntauthor)))

000.6000 肠吕吕 67 %%% , 7 000 尖状两面器器 石核斧斧

口口口口口口。泣n te d b ifa ce ))) (C
o 民卜. x。)))

000
.
3 999 3 6吕吕 7 2 %%% 13 3 222 尖状两面器器 石核斧斧

口口口口口口oin te d b血沈))) (C o“卜, x e
)))

000 .4 222 18 444 3 9 %%% 16 9 222 尖状两面器器 石核斧斧

口口口口口口oi
nte d b血cc ))) (C ore-.xe)))

000.4777 24555 47%%% 156000 尖状两面器器 石核斧斧

伊伊伊伊伊伊oi
n化d b ifa 份))) (C o r。

- a x e
)))

000
.
3 888 2 7 888 5 8 %%% 1 3 7 999 尖状两面器器 石核斧斧

任任任任任任ointed bifa cc ))) (C o re
es. xe)))

000. 4444 28999 60 %%% 137222 尖状两面器
‘‘

似稿石器器

伊伊伊伊伊伊o inted bifa ce ))) 伊iek一k
eim Plem ent)))

000
.4222 27333 60%%% 98555 尖状两面器器 石核斧斧

(((((((((((P o intod bifa 沈))) (C or。~ . x e )))

000
一

3 444 3 8 888 7 1
%%%

1 2 6 777 尖状两面器器 石核斧斧

(((((((((((Pointed bifa “))) (C oroes恤x e )))

000
.
3 333 3 5 555 5 9 %%% 1 8 7 000 尖状两面器器 石核斧斧

伊伊伊伊伊伊o i
nted bifa 沈))) (C or。~ 协x e )))

000
.
3 555 3 5 333 6 5 %%% 1 4 5 444 尖状两面器器 石核斧斧

伊伊伊伊伊伊
o inted b ifa ce ))) (C ore~. xe)))

000
.
4 111 26 555 57 %%% 12 9111 尖状两面器器 石核斧斧

伊伊伊伊伊伊o i
nted b ifa ce ))) (C or。~ . x e )))

000
.
3 555 1 2 888 3 3 %%% 1 3 5 888 尖状两而器器 石核斧斧

伊伊伊伊伊伊
o inted b ifa 份))) (C or。~ . x e )))

000
.
3 777 3 2 000 6 1 %%% 1 3 6 444 肾状两面器器 砍砸器器

(((((((((((K id
ney一sh a P e d b ifa e e))) (C h o p p i

n g to o l)))

000
.
3 555 3 5 000 6 4 %%% 14 1 555 肾状两面器器 砍砸器器

(((((((((((K id ney一ha醉d b ifa ee))) (C h opp i
ng to ol)))

僧祥旺
,

1 9 8 3
)

.

还有一件是 P
.
ZO01 号标本 (图 3 之 6)

,

采 自田阳县三雷村三级阶地
,

被原研究者定

为
‘

厚刃尖状器
’ .

这类石器都用交互打击法制成
,

尖部较厚
,

横截面为菱形
,

两侧刃平

直
,

上下两个修理面中部都有伸向尖端的粗脊
.
标木长 239 毫米

,

重 2 650 克 (曾祥旺
,

1 9 8 3
)

.

从描述和插图来看
,

这三件标本打制都比较简单粗糙
,

或多或少保留了砾石面
,

使用

部位在尖端
,

特别是都比较重
,

它们的重量都超过了我们前面描述的 14 件标本的重量
,

尤其是 P. 81 70 号标本 (4 500 克) 几乎是 14 件标本中最重标本 (江风 14 号标本
,

1 8
70

克) 的 2. 5 倍
.
因此

,

笔者认为它们可能都是石核斧一类的重型工具
.

关于广西文物工作队报道的标木
,

一件是新州 P
.
795l l 号标本 (图 3 之 4)

,

这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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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近似三角形
,

从砾石的尖端两侧向内交互打击
,

正
、

背面各有一棱
,

横截面呈菱形
.
正

面两侧疤痕宽大而浅
,

背面的疤痕浅小而密
,

尖端扁平
.
原研究者将其定为 11 式尖刃砍砸

器 (广西文物工作队
,

19 83 )

.

另一件是新州 P
.
79513 号标本 (图 3 之 1)

,

被原研究者定为 I式尖刃砍砸器
.
这类

石器的特征是断面呈三棱形
,

器身圆厚
,

棱脊居中
,

两侧打击成刃缘
.
P. 79513 号标本

,

在砾石的前端两侧刃缘分别向正
、

背两面交互打击
,

疤痕宽大
,

刃缘较扁薄
,

无细致修整

加工痕迹 (广西文物工作队
,

1 9
83 )

.

从描述和插图来看
,

这两件石器都只有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
,

保留了较多的砾石

面
.
P
.
795 ll 号标本粗大厚重

,

由两侧边缘加工在前端成一扁平的尖
,

后端几乎没有加

工
,

因此可能是一件石核斧
.
P. 79513 号标本加工主要在一侧边缘

,

形成一比较直的刃
,

很可能就是原研究者所定的砍砸器
.

图 3

1
.
新州(X inzhou) P

.
795一3 号标本;2

.
百色县(B ais。 e o u n t y ) P

.
8 1 7 0 号标本;

3
.
百色县(B aise eounty)P

.
8203 号标本;4

,

新州(X inzhou)P
.
795ll 号标本;

5
.
田阳县(T ianyan g) P

.
8072 号标本;6

.
田阳县(T ianyang)P

.
200 1号标本

.

、

4 依广西文物工作队
,

1 9 8 3 : 2

、

3

、

5

、

6 依曾祥旺
,

1 9 8 3

.

比例尺:l
、

4 同:2
、

3

、

5

、

6 同

谢光茂先生本人报道的 18 件标本与何乃汉等 (1987) 报道的基本上属于同一批材

料
.
为节省篇幅

,

我们不再逐件讨论
,

只是综合地提出笔者的一点看法二

在谢文描述和图示 的 8 件标木中
,

有一件比较特殊
,

这就是杨屋村 015 号标本 (图 4

之 5)
.
它是用砂岩大石片制成的

,

器身扁薄
,

背而加工简单且主要集中在一侧和尖刃

部
,

而大部分保 留砾石而
.
侧刃角 约 “

。 ,

尖而角 62
0 .
谢光茂先生把它归人 肾形手

斧
.
(谢光茂

,

19 91 ) 笔者认为
,

它与何
、

邱文中的大同 56 号和百谷 63 号标本 比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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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

可能也是一件砍砸器
.

从谢文的描述和插图来看
,

其余 7件标本 (图 4 之 l一4
、

6 一8) 的特征与我们前面讨

论的 n 件标本的共同特征是完全一致的: 器物粗大厚重; 打制比较简单粗糙
,

后端大多

不加工; 周边缺乏连续的刃 ; 使用部位在尖端 ; 从所附两件标本的截面图 (图 4 之 3
、

8) 来看
,

截面比较厚
,

纵截而似楔形; 各件标本形态各异
,

缺乏规范化
,

等等
.
因此

,

笔者认为这 7 件标本也不是真正的手斧
,

而应是重型工具中的石核斧
.

日树刀/
.
月\

,

6C m

,

岭�次

/‘
声

6Cm .

图 4

一坛河(T anh e)30 号标木;2
.
大同(D atong)00 8 号标本;3

.
小梅村(X iaom ei)03 号标本;

4
.
那召(N azhao)0 1号标木;5

.
杨屋村(Y angw u) 015 号标本;6

.
百谷(B aigu)008 号标本;

7
.
六坟(L iufe n) 02 号标木;5

.
百谷(B aigu) o一0 号标本

.
依谢光茂

,

一99 1

表 2 是谢光茂先生对 18 件标本的长
、

宽
、

厚的测量以及笔者计算的宽 / 长
、

厚 /

宽
、

厚/ 长的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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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8 件标本的测l 和比率

M easu re. e.ta 二d ratlos ofel获加te. sPec lm
e
.

标标本号伽0
.of. oc im en))) 长(L))) 宽(B))) 厚《钓钓 宽/ 长(B / L))) 厚/ 宽口/ B))) 厚 /长汀/ L)))

坛坛何汀.汕e) 30 号号 14888 1oooo 8888 0
.
6888 0

.
8888 0

.
5999

公公蛇岭(o ousheli
n:)6 号号 15222 9 666 7222 0

.
‘333 0

.
7 555 0

.
4 777

东东笋p ongs
un)03 号号 19000 13444 5888 0

.
7 111 0

.
4 333 0

.
3111

东东增p
ong鹉ng) 05 号号 13000 10 111 7 555 0

.
7888 0

.
7444 0

.
5888

那那召困“ha o)0 1号号 15000 13000 6555 0
.
8777 0

.
5000 0

.
4333

六六坟田
u介n) 02 号号 23000 18000 7222 0

.
7888 0

.
4000 0

.
3111

百百谷(Baigu)010 号号 16555 10222 6999 0
.
6222 0

.
6888 0. 4222

百百谷(Baig
u)008 号号 19999 11555 9000 0

.
5888 0

.
7888 0

.
4555

大大同旧atong)008号号 19111 14 222 6333 0
.
7444 0. 4444 0

.
3333

大大梅旧.m 司 08 1号号 13555 11111 6555 0
.
8222 0

.
5999 0. 铭铭

百百谷份aigu)71号号 16222 12222 7666 0
.
7555 0

.
6222 0

.
4777

百百谷(B aig
u
) 00 2 号号 19333 12555 8222 0

.
6555 0

.
6666 0. 4222

小小梅村以iaom ei)03号号 19111 10 888 6444 0
.
5777 0

.
5999 0. 3444

杨杨屋村代angw u)04 号号 16555 10 666 7888 0. 6444 0
.
7444 0. 4777

大大同(D
atong)011号号 13000 10 222 5777 0

.
7888 0

.
5666 0. 4444

杨杨屋村伴angw u)0一5 号号 17555 11555 5555 0
.
6666 0

.
4888 0

.
3111

百百谷(aaig
u
)003 号号 19777 13777 7777 0

.
7000 0

.
5666 0

.
3999

大大欣D
atong)046号号 16555 9 555 8000 0

.
5888 0

.
8444 0

.
4888

注扭
ot目: 长

、

宽
、

厚(L
、

B

、

T
)依谢光茂

,

一9 9一;单位田
nit):毫米(m m )

如前所述
,

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
,

在百色盆地发现的石器中
,

有 38 件标本被不同

学者认为是手斧
.
笔者前此已对一件标本进行过讨论 (林圣龙

,

1 9 9
4)

.

本文中笔者对 14

件标本进行了观察和补充描述
,

对 13 件原研究者作了描述和图示的标本进行了分析和讨

论
.
根据笔者的意见

,

在这 28 件标木中
,

有4 件似应归人砍砸器
,

1 件可能是似镐石器
,

其余 23件似应定为石核斧
.

笔者认为
,

在中国手斧的研究中
,

一个问题是缺乏关于手斧的严格的鉴别特征或标

准
.
有的学者 (谢光茂

,

1 9 9
1) 引用印度学者巴塔恰耶 (B hat tac h

ary a
,

1 9 7
9) 关于手斧

的定义: (1) 它是两而加工的
,

所以在欧洲手斧又被称为
“

两面器
’

( bi fa

c

c); ( 2) 其平面

呈桃形
、

叶形或矛头形
,

甚至 三角形
,

但一般而言
,

均有一较宽而高的柄端 (but t

cn d)
,

以及与柄端相对的刃端 (w or ki
ng 。n

d)
;

(3 ) 早期的手斧均为石核石器
,

但到后期

亦有厚石片加工而成的
.
应该说

,

当我们一般性地谈论手斧时
,

这样说也是可以的
.
但

是
,

当我们对石器进行分类并要具体鉴定手斧时
,

仅仅根据这个定义显然很不够了
.
事实

.

上
,

在石器类型学 中
,

关于手斧已有更准确
、

更严格的定义 和鉴别特征 (K lci
ndi cn st,

1962 : C l ark el al
· ,

1 9 7 4 : I

s a a e
,

1 9 7 7
)

.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鉴定手斧时应该首先要注意的
.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

在旧石器时代的或早或晚的时期
,

除了手斧以外
,

还有许

多种大型石器
,

如薄刃斧
、

钝背刀
、

镐
、

石核斧
、

砍砸器和叶形器等
.
它们中有的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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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手斧相似的形状
,

有的也是两面加工的
.
因此

,

我们在鉴定手斧时
,

还应注意与别种石

器类型区分开来
,

避免作出不正确的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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