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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谷里的手斧

林 圣 龙
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北京 仪

摘 要

对全谷里 遗址 件手斧标本的 类型学分析表明
,

它们不是真正典型 的手斧
,

其中 件是

搞
,

件是石核斧
,

件是 卜  ,

件可能是砍砸器
,

件是似手斧石器 还有 件的类

型暂时难以确定
,

关健词 手斧
,

旧石器时代
,

全谷里
,

类型学分析

近些年来
,

学术界正在讨论中国手斧问题 黄慰文
,

谢光茂
,

林圣龙
,

林圣龙等
, ,

其更探层 的含义是
,

在更新世 中期或稍 晚
,

在 中国以至 旧大陆

东方的旧石器文化中
,

是否存在与西方一样的真正典型的手 斧和阿舍利文化
,

或者也可 以

换一种说法
,

即在此期间
,

东西方之间究竟是共享了同一个传统还是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传

统
。

在这种情况下
,

中国近邻韩国的全谷里遗址的发现 自然 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
,

因为

据报道在这个遗址里发现了成批的手斧
,

不仅有地表采集的
,

也有从地层里发掘的 在讨

论中国手斧问题 时
,

有的学者也以全谷里的发现作为东亚并不缺少手斧
、

东亚在 旧石器 时

代早期也存在与欧洲
、

非洲相似的手斧文化以及否定莫维斯理 论的论据之一 黄慰文
,

。

本文将 对全
‘

谷里的手斧标本作一类型学的分析和讨 沦
,

这对进一步探讨中国以至

东亚地 区的手斧问题可能是有益的
。

全谷里遗 址是 年 发现的
。

从 年 月到 年底
,

进行 了多次地表调查
,

在地表和剥蚀层中发现石制品 件
,

其中石器 件
。

从 年春到 年秋
,

先后

进行了 次发掘 获得石制品 件
,

其中石器 件 韩国学者郑永和认为
,

全谷里

发现的石器属于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阿舍利文化
,

推测其时代 为相当于明德一 里斯间冰期或

里斯冰期的初期 间冰段
,

距今 约 万年
,

并认为莫维斯理论应被修正 郑永和
,

 

冯宝胜
, 。

从专著 中对两面器部分的论述来看
,

都是根据 的测量方法和特征进行手斧

的亚类型的划分
。

因此
,

我们将在原研究者的描述以 及原著 中所提供的标本平面图
、

纵截

收稿日期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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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图和测量数值的基础上
,

对全谷里的两面器作一类型学的分析 分析的对象是原著中描

述和图示的 件手斧标本

根据原研究者的介绍
,

在地表 采集的石器中
,

被鉴定为手斧者 件
,

除 了第 地 点

以外
,

在第
、 、 、

地点
,

分别采集到 件
、

件
、

件
、

件 原研究者指出
,

这

件两面器都 以典型的形态反映出古老 的特征
,

即把石器的侧刃 打制成
“

之
”

字形
,

厚度

较厚
,

在石器的表面
,

仍保 留有砾石面等等
。

它们被分为 类 属于枪尖形的 件
,

杏仁

形的 件
,

原蛤喻形的 件
,

蛤翰形 的 件
,

椭 圆形的最多
,

有 件
,

米考克两面器

件 郑永和
, 。

他挑选了 件标本进行描述
。

为行文方便起见
,

我们把这 件标本

分别编号为 号标本
、

号标本……
。

号标本 枪尖形两面器 图 之

图
,

号标本 依郑永和
,

,
·

,
·

、,

从

这件石器的
一

平面形状大致为条状长方形
。

从原研究者的描述和 图来看
,

只有最低限度

的初步打片和修 整
,

一面保留了一长条砾石面
,

从器身中部延伸 到跟部
,

石 片疤 比较 深

凹
,

有的地 方形成陡坎
,

刃缘 很不规整
。

前端为一宽而稍稍扁薄 的端部
,

显然是使用部

位
。

器身中部和后部十分厚钝
,

跟部为执握部位
。

这件标本最突出的特征是截面厚
,

厚度

超过了宽度
。

宽 长 比率为  !
,

厚 宽比率
,

厚 长比率  
。

纵截面似楔形

原 研 究 者 把 这 件 标 本 定 为
。

图 之 是 一 件 ’
·

出 自法 国 的

 
,

属阿舍利文化 中期 长 ‘ 宽 厚 为
,

翻 长 比率为
,

厚

宽比率
,

厚 长比率 号标本与其相比
,

不仅总体形状不 同
,

在截 面厚度

勺 长
、

宽
、

厚根 据图测得
,

卜匕率为笔者所计算
一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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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纵截面形状方面差别更大
。

因此
,

笔者认为
,

号标本不是一件真正 的手斧
,

而是一 件

粗大厚重的石核斧
。

号标本 枪尖形两面器 图 之

一
介皿

图 号标本  ! 号标本  ! 依郑永和
,

一 一

从描述和图来看
,

这件石器是用石英砾石制作的
,

使用 了交互打击法
,

一侧全部进行

了两面加工
,

另一侧加工了一部分 加工都限于边缘
。

加工重点在前端
,

两侧刃在靠近尖

端处明显缩窄
,

在前端汇合成一扁薄的尖
,

显然是这件器物的使用部位 跟部两面都进行

了加工
,

但比较厚钝
,

似为执握部位 可使用的刃主要在尖端部分
。

纵截面的形态尖端部

分 为 比较低 的平底 平背 形
,

器 身 中部 和后部 则为稍 高 的平底平背 形
。

宽 长 比率为
,

厚 宽 比率为
,

厚 长比率 一

原研 究者把这件标本定 为 与欧洲的 图 之 相比
,

在总体形态
、

加工状况
、

纵截面形状以 及刃 缘的长度和规整性方面都差别较大
。

笔者认 为
,

从特征组合

来看
,

号标本似应 归入镐 的范畴
。

号标本 枪尖形两面器 ‘ 一‘ 郑永和
,

一
,

图版

从图版看
,

石器的主要特征是加工限于前半部
,

后部和跟部保 留了砾石原来的形态和

砾石面
。

腹面加工部分的面积只 占腹面的 左右
,

背面加工部分 的面积仅占背面的

左右
。

刃 缘部分的长度不足器物周长的
。

两面打片着重在尖端部分
,

打 制出一

个扁薄的舌状尖 显然是使用部位
。

背面有一中脊
,

占器身长的 左右
。

纵截 面除尖

端部分外基本是 平底平背形
。

截 面比较厚
。

宽 长 比率  !
,

厚 宽 比率
,

厚 长

比率
。

笔者认为
,

从特征组合来看
,

这是一件尖刃 工具
,

应归入镐的范畴
。

原 研 究 者 把 这 件 标 本 定 为  乙 色
。

但 与 真 正 的 乙 见
, ,

图 之
、

图 之
、

相比
,

似乎相去甚远
。

号标本
二
枪尖形两面器 ‘ ‘ 郑永和

, ,

图版

原著中没有这件标本的插 图
,

只有图版
。

从图版来看
,

这件石器的毛坯可能是一块石

片
,

加工比较简单粗糙
,

后端很不规整
,

侧刃 曲折
。

前端是一扁平的尖
,

是这件器物的使

用部位
‘

截 面 比较厚 宽 长比率 为
,

厚 宽 比率
,

厚 长比率
。

纵截面

似楔形
。

笔者认 为
,

从总体形态和使用部位来看
,

是一件镐 一类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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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标本 杏仁形两面器  灼 (图 3 之 l)

图 3 1
.
5 号标本(S P

吧c i
me

n N o
.
5 ) (依郑永和

,

1 9 8 1 )

2

.

B
, fa e e a

m y g d a l o i de

.
C a g n y ( S

o n u n e
)

.
A e h e ul 配n

mo
yen
.
(A ft
erB o记es

,

1 9 7
9)

从 图看
,

打制十 分简单粗糙
,

加工程度很低
.
加工部分的面积不到总面积的 11 2.

刃缘 长度也 只 占器物周 长的 1/ 2 左右
。

打制重点在 尖端
,

两侧刃靠近尖端时明显缩窄
,

前端形成一短尖
,

是器物的使用部位
.
跟部打了几下

,

只是为了便于执握
.
器身大部分都

很浑厚
。

横截 面为厚菱形
。

宽/ 长 比率 0
.
64

,

厚/ 宽比率 0. 68
,

厚/ 长比率 0.科
.

原研究 者把这件标本定为杏仁形手斧
。

图 3 之 2 是一件西方的杏仁形手斧
.
长 x 宽 x

厚为 10 7 x 59 义 3 7, 宽 / 长比率 0
.
55

,

厚/ 宽比率 0. 63
,

厚/ 长比率 0
.
35
.
两者相 比

,

在

总体形状
、

加工程度和水平
、

纵截面的形状
、

刃缘长度等方面都存在 比较大的差别
,

难以

归人同一类型 从总的特征组合来看
,

我们认为 5 号标本是一件石核斧
.

2
.
6 6 号标本

一

原蜻输形两面器(p
rot于lim a

nde) (图 4 之 1)

从描述和图来着
,

打制比较 简单粗糙
。

每一 面加工主要在 一侧
,

另一侧加工或多或

少
,

都 留下局部砾石 面
,

两面都是如此
。

两个面各保留了 1/ 4 左右的砾石面
.
修整痕迹

较少
。

从图看
,

至少一个侧刃 比较曲折
。

整体来看
,

器物比较浑厚
.
截面 比较厚

。

宽/ 长

比率 0
.
60

,

厚 / 宽 比率高达 0
.
72

,

厚 / 长 比率 0.4 3
.
两侧刃在靠近尖端处明显缩 窄

,

在

前端会合成一厚钝的短尖
,

显然是使用部位
。

另一端也有加工痕迹
,

似为便于执握
。

原研究者 把这件标本定为 P rot o-- l而
ande

。

图 4 之 2 是一件西方的 Li ma
n
de

,

其长
x

宽 x 厚为 112 又 6 9 丫 1 8 ; 宽/ 长 比率为 0. 6 2
,

厚 / 宽比率 0. 26
,

厚/ 长比率 0
.
16
.
两者 除

了在平面形状上有点相似外
,

在打制技术
、

加工程度和水平
,

特别是截面厚薄方面显示 了

很大的差别
,

很难视为同一类型
。

从总的特征分析
,

我们认为 6 号标本是一件石核斧
.

2
。

7
7 号标本: 蜻输形两面器(L im a

n de) (郑 水和
,

一9 8 1
,

图版 15)

这件徐本 大致 成长条形
。

制作者对石器两面进行了交互打击
,

一 面全部进行 了加 工
,

另一面砾石面 儿 乎原封 留存
,

仅边缘处稍稍加过工
。

打制 比较粗糙
,

片疤深凹
,

常形成 陡

坎
,

侧刃 很不规整
。

两侧刃 大致平行
。

一端 的两面都进行了打制
,

似为便于执握 ; 另一端

尚未加工成形
。

因此这是一件还没有最后成 型的器物
,

其类 型归属难以确定
。

但是
,

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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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总体形态来看
,

有点像两侧边平行的非洲晚期石核斧
。

图 4 1
.
6 号标本(S pe

ci
me
n N o

.
6)(依郑永和

,

1 9 8 1
)

2

.

L I

Ina

n
d

e

.

0 1弱el( S
ein e-- M

a ritim e )
,

ca

r r
i 白re R u q uier

.
A che ul6e n suP 6rieu r

.
(A ft

e r B o rd 。
,

1 9 7 9
)

2. 8 8 号标本
:
椭圆形两面器(o va 肠ire ) (图 5 之 l)

图 5 1
.
8 号标本(s俄eim en N o

·

8
)

(
依郑永和

,

1 9 8 1
)

2

.

B i fa ee

o v a
l

a
j

,℃
.
V a ill y (A i

s n e
)
.
P r o b a b le m e n t A e h e u l6 e n 、u P 6 r ie u r

.

( A ft e r B o rd es
,

1 9 7 9
)

原研究者的描述过于简单
。

从图版和插 图来看
,

这件石器的主要特点是整体说来比较

浑厚
,

两面大部分都进行了打片和修整
,

仅局部保留砾石面
。

两侧刃在靠近前端处各有一

个微凹
.
使前端稍稍缩窄

,

形成一个圆弧形 的端部
,

可能是使用部位
。

器身中间部分比较

厚
。

后端两面都进行了加工
,

但形成 陡坎
,

似为执握部位
。

截 面 比较厚
。

宽/ 长比率为

0. 77
,

厚/ 宽比率 0
.
64

,

厚/ 长比率 0
.
490

原研究者把这件标本定为椭圆形两面器
。

图 5 之 2是一件西方的椭圆形手斧
,

其长
x

宽 x 厚为 10 9 x 74 x lg
,

宽 / 长 比率为 0
.
68

,

厚/ 宽 比率 0. 26
,

厚/ 长 比率 0
.
17

。

两者相

比
,

除了形状有点相似以外
,

其他方面相去甚远
,

很难视作 同一类型
。

从总的特征组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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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我们认为 8 号标本可能是一件砍砸器之类 的重型工具
。

2

.

9 9 号标本
:
米考克两面器(B ifa ce m i

eoqu ien) (图 6 之 l)

图 6 1
.
9 号标本(S pe eime

n N o
.
9)(依郑永和

,

1 9 8 1
)

; 2

.

B i fa ce 而co q
~

.

Loes, a n e i e n d e
M

a n t es ( S
e i n于e卜o ise )

.
A eh eu l‘en su P e ri eu r

.
(A ft er B o rd es

,

1 9 7 9
)

从描述和图来看
.
这件石器的腹面是平 的砾石面

。

背面 由前向后逐渐 高起
,

加工限于

背面的大部分 区域
,

跟部完全没有加工
。

加工的重点在尖端
,

两侧刃缘在靠近尖端处明显

缩窄
.
在前端形成一个相 当锐利的尖

,

截面为三角形
,

显然是这件器物的使用部位
.
截面

厚
,

厚度几乎是宽 度的 3/ 4
。

宽/ 长 比率为 0
.
58

,

厚 / 宽比率 0. 74
,

厚/ 长比率 0.4 3.

纵截面为楔形
。

原研究者把这件标本定为米考克两面器
。

图 6 之 2 是一件西方的米考克两面器
,

其长
x 宽 x 厚为 190

x
90

义
45

,

宽/ 长比率 0.4 7
,

厚/ 宽比率 0. 50
,

厚/ 长 比率 0.2 4
.
两者相

比
,

在总体形态
、

加工程度和水平
、

截面厚薄
、

纵截面形状等方面均相去甚远
,

显然不是

同一类型
。

从总 的特征组合考虑
,

笔者认为 9 号标本是一件典型的镐
。

根据原研究者的介绍
,

在全谷里遗址 197 9 到 1980 年的 3 次发掘中
,

共发现 5 件两面

器
,

第 2 次发掘得 3 件
,

第 3 次 2 件
,

都是在褐色粘土层或赤褐色粘土层中出土的
。

原研

究者认为
,

在这些标本中
,

有典型的形态
,

也有非典型的形态
,

但总的说来
,

都属于两面

器的范畴
,

都是代表两面器文化的石器 (郑永和
,

1 9 8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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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0 号标本: 两面器 1 (图 7之 l)

图 7 1
.
10 号标本 (S pe

cim en N o
.
10): 2

.
11号标本 (S pe

eim en N o
.
ll)(依郑永和

,

1 9 8 1
)

从描述和图来看
,

它是用一块比较厚的砾石制作的
.
腹 面和背面都进行 了加工

,

但都

还保留了相 当多的砾石面
.
腹面大部分是平的

,

背面隆起
,

从纵截面看
,

前半部成坡状
,

后半部 为高背形
。

前端有一尖锐而歪 斜的尖
,

截面比较厚
。

这个尖与其说是人 工打制的
,

不如说是半人工打制半 自然的
,

因为尖端的腹面是砾石面
,

背面一半 (右侧 ) 是人工打制

的
,

而左侧则是砾石面
。

背面保留的砾石面从尖端几乎一直延伸到后端
。

截面特别厚
。

宽

/ 长比率为 0. 48
,

厚/ 宽比率高达 0. 81
,

厚 / 长 比率 0
.
39

。

从特征 组合情况来看
,

它显

然不是一件手斧
,

而是一件受砾石原有形态控制的
、

打制粗糙的镐
。

3. 2 n 号标本: 两面器 2 (图 7 之 2)

从 图版和插图来看
,

这件石器的主要特征是加工主要在腹面
,

但也保留了部分砾石

面 ; 背面的加工限于尖端部分
,

其余绝大部分为砾石面
。

腹面较平
,

背面 自尖端 向后逐渐

高起
,

跟部厚钝
,

全是砾石面
,

是器物最厚的部位
.
前端为一比较锐利的扁尖

,

显然是器

物 的使用部位
。

截面比较厚
.
宽 / 长 比率为 0.6 0

,

厚 / 宽 比率 0
.
60

,

厚/ 长 比率 0
.
36.

纵截面为楔形
。

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件制作粗糙的镐一类的尖刃 工具
。

3. 3
12 号标本

: 两面器 3 (图 2 之 l)

原研究者对这件石器的描述 比较简单
,

且只提供了一面 的平面图
。

从 图来看
,

一面几

乎全部进行了打制
,

另一面加工 了一部分
,

保留了较多的砾石面
。

这件标本的主要特征是

一面高高隆起
,

截面非常之厚
。

宽 / 长 比率 0
.
69

,

厚/ 宽 比率高 达 0
.
91

,

厚/ 长 比率

0
.
63

。

从总体形态来看
,

笔者认为可能是一件类似 P us 卜 plan e 的工具
.

3. 4 13 号标本
: 两面器 4 (图 8)

从图看
,

这件石器的形状 比较规整
。

一面几乎全部进行 了打制
,

布满 了石片疤
,

比较

平整
.
另一面加工主要在后半部周围边缘

,

前半部仅尖端处和侧边有几个小片疤
,

大约有

1/ 2 左 右的表面保留了砾石面
。

两侧边用交互 打击打制
,

侧刃 比较 曲折
,

呈
“

之
”

字形
.

前端有一扁平的尖
,

尖端似有纵 向打片的痕迹
。

为便于执握
,

跟部两面都进行了加工
.
截

面比较厚
。

宽/ 长比率 0
.
54

,

厚 / 宽 比率 0. 62
,

厚/ 长 比率 0
.
33

。

纵截 面似楔形
。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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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的这批石器 中最相似于手斧的一件标本
,

笔者认为可称之为似手斧石器
。

3. 5 14 号标本
: 两面器 城椭圆形两面器) (郑永和

,

1 9 81

,

图版 46 之 l)

这件石器是在 E 3S 1 11 发掘坑的赤褐色粘土层中出土的
。

原研究者认为它是一件椭 圆

形两面器
。

石器的两个边和底部呈圆形
,

总体形态较好地表 现出椭圆形特征
。

石器原料是

图 8 13 号标本 (S pe
ei
me
n N o

.
13)(依郑永和

,

1 9 8 1
)

用含有粗石英的砂岩 系统 的岩石制成 的
,

呈灰色
。

石器的制作是从两面交错地去掉石片
,

刃 为
“

之
”

字形
。

长 丫 宽 x 厚为 112. 7 x 7 7. 2 又 4 丘 (郑永和
,

1 9 81

,

图版 46)
.

原著 中这件 标本 的图版小而模糊
,

且只有一面; 没有插图
,

也无纵
、

横截面图; 描述

又很简单
。

因此这件标本的类型归属难以肯定
.

总体来看
,

这 14 件标本有这样一些特征
:

吸l) 素材
: 除 2 件 (4 号和 14 号 ) 标本原研究者未特别说明者外

,

其余都是砾石
。

( 2) 打制较 简单粗糙
,

只有最低限度的初步打片和修整
,

都是用硬锤打制
,

特别是 交

互打击法(明确提到的有 5 件)
。

石 片疤大多 比较深凹
,

有的还形成 陡坎
.
大多数是边缘修

整
,

真正面的修整极少
,

在水 平和程度方面很难与典型阿舍利手斧的两面修整相提并论
。

( 3) 关于两 面加工的情况
,

真正通体两面加工的标本很少
,

有的主要是一面加工
,

有

的是部分或局 部两面加 工
。

14 件标 本中
,

12 件或多或少保 留了砾石面
,

1 件情况不详
,

只 有 1 件 无砾石面
.
有 的标本砾 石面 占器 物总面积的 1/ 2 左右

,

有 的跟部完全 没有加

工
。

原研究者多次强调
,

石器制作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砾石面
,

保 留砾石面也可以充分地

利用为两面器的一面
,

能够和另一侧保持平衡或者起到平衡石器面的作用
,

也能够充分地

起到石器表面的 一个倾斜面的作用
。

但是
,

事实上砾石面的保留与否很大程度上影 响或制

约了器物的总体形态
、

截面的厚薄
、

纵截 面和横截面的形状 以及刃 缘的长度等
。

笔者认

为
,

砾石面的比较普遍的保 留
,

一方面反映了打制技术的能力和水平的限制
,

另一方面也

可能是器物本身的功 能需要
,

也就是 说制作者如果要制作的是一件重型工具
,

为了增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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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t
,

有意保留了砾石面
。

(4 ) 大多数标本缺乏周边连续的可使用的锐利的刃 缘
。

多数刃缘呈
“

之
”

字形
,

即曲折

而不规则
,

原著 中提及的就有 9 件
。

(5 ) 没有使用去薄技术 (T h in ni n g tech ‘q ue )
。

截 面厚或较厚
。

纵截面不是较扁平的

双凸
、

平凸或透镜体形
,

大多数是楔形
、

平底低背或高背形 以及不规则的较厚的双凸形
。

( 6) 器物的一端或者有一个锐利
、

比较锐利的尖端
,

或者有一厚钝的端部
,

有些标本

两侧刃 缘在靠近这一端时明显或稍稍缩窄
,

这是器物的使用部位 ; 另一端则是 比较厚钝的

执握部位
.

(7 ) 厚/ 宽 比率在区分大型切割工具和重型工具时有 比较重要的意义
。

在我们讨论的

这批标本中
,

只有 3件标本 的厚/ 宽 比率 比较低 (0 .4 2
、

0

.

5 4

、

0

.

58 )

,

其余的都在 0
.
60

以上
,

最高者达 1
.
0 2

,

14 件标本的平均值是 0. 685
。

( 8) 各件标本形态各异
,

缺乏规范化
,

基本上是受素材 原有的形态控制的
。

表 l汇总了 14 件标本的若干资料
。

根据以上 对每件标本以及总体的分析
,

笔者认为可以把这 14 件标本分为以下几类
:

(1) 2
、

3

、

9 一 日 号标 本
: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有一锐利或 比较锐利 的尖端 ; 腹面平

,

背面 由 尖端向后逐渐高起 (3 号标本 除尖端部分外为平底平背形 ); 截 面较厚
,

纵截面为

楔形或似楔形
,

尖端部分较扁薄
,

后端和跟部厚钝 ; 厚/ 宽 比率较高
。

它们可能是镐一类

的工具
。

4 号标本可能也属 于这一类
。

( 2)
1

、

5

、

6 号标本
: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比较粗大厚重

,

前端有一坚韧的或宽或窄的

端刃
,

从侧面观 呈双 凸形
,

属于斧刃 类型
,

侧刃不规则
,

截面厚
,

器物可能 比较重
,

因此

可能是早期石核 斧一 类的工具
。

( 3) 13 号标本 :
.
它是这批石器中形态 最相似手斧的一件标本

,

可称 为似手斧石器
。

(4 )
8 号标本 : 由于前述的特征

,

可能是一件砍砸器
。

(5 ) 12 号标本 : 这件石器的形态 比较特别
,

可能是一件 P us 卜pla ne 一类的工具
.

(6 ) 7 号 14 号标本
二 由于 前已 说明的原因

,

类型归属难以确定
。

总起来看 笔者认为
,

在我们讨论的这批标本中
,

除了类 型难 以确定的 2 件标本以

外
,

没有真正典 型的 手斧
。

在笔 者考察过的中国手斧标本 中
,

情况似乎也是如此 (林圣

龙
,

1 9 9 4 ; 林圣 龙等
,

1 9 9 5 )

。

Is
a

a c

(
1 9 7

7) 指 出
,

典型手斧有 4 个 主要的属性 : 形状为杏仁形和卵 圆形 ; 截面为

透镜体形 ; 修整疤渗透到两个 面的大部分表面 ; 周边有一连续或几乎连续的锋利的刃
。

这

些特征的出现与手斧的特殊的制作 过程有关
。

S

ch
i
ck

a n
d T

ot
h

(
1 9 9

3) 把手斧的制作 过

程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
: 一个是粗制成雏形 (ro ug h in g o ut ) 阶段

,

另一个是去薄和最后

成形 (th in ni ng an d fi n alsh ap ing ) 阶段
,

在去薄过程 中
,

需要进行
“

台面修理
”

(

“

p l
a t

ro

rm

Pl’ePa ra tio n
”

)

,

这是技术上的一个突破
。

最近 s ch ick ( 19 94) 又把手斧 的制作过程分为 5

个阶段:

(l) 开始挑 选一块大而扁平 的结核
,

或者从大砾石上打下一块大石片来加工想要制作

的两面器
。

( 2) 通过两面打片使结核和大石片初步成形
。

这包括限定这件器物的主要平面 (
ma

-

扣f Pl
a
ne ) 以 及 它的两个面

,

然后对这毛坯进行打片
,

或者从一个面到另一个面进行 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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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谷里遗址 14

C om Pnation of so m e da ta
offo urt ee n

编编号号 发现方式式 加工状况况 长(L )2))) 宽田))) 厚(T ))) 宽/ 长长 厚/ 宽宽 厚/ 长长

(((N o ))) (s itu atio n))) (W o rk主飞飞飞飞飞 (B / L ))) 汀/ B ))) 汀/ L )))
eeeeeeeom d ition )))))))))))))))

lllll 采集集 最低限度 的打片片 18 111 8777 8999 0 4 888 1
.
0222 0 4 999

ttttteo llection ))) 和修整 (M )
l)))))))))))))))

22222 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打片片 15555 89
.
444 48

.
777 0

.
5888 0

.
5444 0

.
3111

(((((c o lieetion ))) 和修整(M )
l)))))))))))))))

33333 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打片片 17777 85
.
333 56

.
777 0

.
4 888 0

.
6666 0 3 222

(((((c oll eetio n))) 和修整(M )
, )))))))))))))))

44444 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打片片 10 1
.
222 6 1

.
333 39

.
888 0

.
6 111 0

.
6 555 0

.
3999

沙沙沙oll eetio n))) 和修整(M )
l)))))))))))))))

55555 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打片片 134
.
555 86

.
222 58777 0

.
6444 0

.
6 888 0. 4444

(((((co lleetio n))) 和修 整(M ), )))))))))))))))

66666 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打片片 15555 93 666 6777 0
.
6000 0

.
7222 0

.
4333

吸吸吸eo ll e etio n ))) } 和修整〔M )l)))))))))))))))

77777 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打片片 154
,

444 8 4

.

333 3 5

.

444 0

.

5 555 0

.

4 222 0

.

2 333

(((((c

o

ll

e c
t

l o l l

))) 和修整 tM )
, )))))))))))))))

88888 采集集 最低限度的打片片 12222 93
.
444 59 666 0

.
7 777 0

.
6444 0

.
4999

(((((co lleeti()11))) 和修整(M )
’)))))))))))))))

99999 采集集 最低限度 的打 片片 17666 10222 7555 0
.
5888 0

.
7444 0

,

4 333

(((((

e o

ll

e e
t

i

o l l

))) 和修整(M ), )))))))))))))))

111 000 发掘掘 [ 最低限度 的打 片片 17666 8555 6999 0
.
4 888

.
0
.
8 111 0

.
3999

(((((exeavarion))) 和修整吸M )‘)))))))))))))))

111 lll 发掘掘 一 最低限度的打 片片 17888 宝0 777 6 444 0
.
6000 0

.
6 000 0

.
3 666

(((((e
x c a v a tlo 一飞)))

,

和修整‘M 尸尸尸尸尸 }}}}}}}
生生222 , 发掘

{{{

一一
一一 8999 8lll 0

.
6999 0

.
9111 0

.
6333

一一一气
e x c a v a ‘, o ,, 少 }}}

一 最低限度的打 片片 ‘2 9 1111111111111

lllllll 和修整(M )
l))) 一一一一一一一

111333 发掘 ……一 最低限度的打片片 17333 9333 57
.
222 0

.
5444 0

.
6222 0

.
3333

吸吸吸exca va tlon))) 和修整(M )
‘,,,,, {{{{{{{

lll 444 发掘掘 最低限度的打片片 112 777 77
.
222 4 555 0

.
6999 0

.
5 888 0

.
4000

(((((e xeava ti‘) n ))) 和修整 (M )
, )))))))))))))))

注(N o te): 1) M
.
= M in um um b江a c ia l p rim a ry fl a k in g a n d t rim m in g

2 ) 单 位吸U n Lt) : 毫米(in m )

3 ) 二 不详 (U n elea r)

后交互打片
,

或者先加工一个 面
,

然后再集 中加工相对的面
。

( 3) 在相对 的面上通过简单或更加复杂的台面修理
,

形成与准备加工的这个面几乎垂

直的台面
,

把打 击对准这件器物的主体
.
把它去薄 (在这修理过程 中常常产生

“

两面器修

整石片
” ,

有时甚至具有多 片疤台面 )
。

( 4) 围绕两面器的刃 缘
,

发展和保持双重的左右对称 (平面观和石制品整个截面的厚

度)
,

在阿舍利晚期这变得更加发达和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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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标本各项资料汇总

即伙加. sfr om C ho个90卜 ni
,

K
o

rea

““
面

}}}

侧刃刃 素材材 类型归属 (T y沐
aseribe d )))

‘‘Pe b bk
’u r

fa Ce ,

}}}

( 5 id e e dg e ))) (B la nk ))))))))))))))))))))))))))))))))))))))))))))))))) 郑郑郑郑郑永和 (r98 1))) 本文作者者

(((((((((((PrCS ent au th or)))

有有(Y
es))) 之字形 (右))) 砾石石 两面器(手斧))) 石 核斧 (C

o
re--
axe
)))

〔〔〔之, s h a
讲d (R

.
)〕〕 (Pe b b l

e
))) B而

ee (H and axe)))))

有有(Y
es
))) 略呈之字形形 砾石石 两面器(手斧))) 镐 尸ic k)))

(((((Sl ig hil y 之
- shape d))) (氏b bl

e))) B ifa ce (H and axe)))))

有有(Y
es))) / 3))) 砾石石 两面器 (手斧))) 镐 沪ic k)))

(((((((Pc bbl
e))) B ifa ce (H and axe)))))

无无(N
o ))) 一侧

’

S 形一侧之字形形 /// 两面器(手斧))) 镐 少ic k)))

(((((O ne 51血 于
sha详 d

,,,

B
ifa ce ( H

a n
d

a x e

)))))

aaaaa n
d

o t h
e r 之, s h a 沐d )))))))))

有有(Ye
s))) 之字形形 砾石石 两面器(手斧))) 石核斧 (C

o re- axe)))

(((((之
- shaPC d))) (氏bbl

e))) B血ce (H
and axe)))))

有有(Ye
s))) 之字形阵))) 砾石石 两面器(手斧))) 石核斧 (C

。

re--
ax e)))

〔〔〔之‘s h a pe d ( L
.

)〕〕 (Pe bbl
e))) B ifa ee (H an d axe)))))

有有(Yc
s))) 之字形形 砾石石 两面器(手斧))) ???

(((((之-
sha pe d ))) (Pe bbl

e
))) B ifa ee (H

and axe)))))

有有(Y es))) 略呈之字形(右))) 砾石石 两面器(手斧))) 砍砸器 (C h
oPP in犷 t

ool)))

(((((Slightly 之~ sba PC d (R
.
)〕〕 (氏bbl

e))) B ifa
ce (H and axe)))))

有有(Y
es
))) lll 砾石石 两面器(手斧))) 镐 (p i

ck)))

(((((((Pc bb l
e))) B ifa

ee (H an d axe)))))

有有(Yc
s))) /// 砾石石 两面器(手斧))) 镐 (p ick)))

(((((((Pe bb l
c))) B血cc (H

and axe)))))

有有(Y es))) /// 砾石石 两 面器(手斧))) 镐 少ic k)))

(((((((Pe bb l
e
))) B ifa cc (H

and axe)))))

有有(Y e ,
))) /// 砾石石 两面器(手斧))) Pu

s
卜 Pl

aneee

(((((((Pe bbl
e
))) Bifa ce (H and axe)))))

有有(Y es))) 之字形形 砾石石 两面器(手斧))) 似手斧石器器

(((((之~ sh ape d ))) (Pc bb l
e))) B血ce (H 殊

n d a x e
))) (H

a n d a x e- lik
e im P le m

e n t )))

///// 之字形形 /// 两面器(手斧))) ???

(((((之- sha沐d ))))) B业沈 (H
and axe)))))

(5 ) 常 常对器物的尖端 (t ip ) 进行最后成形
,

或者通过更精细 的打片和去薄把它加

工 成 一 个 尖 (p oi ni ) 或 弯 曲的 凸 刃
,

或 者 通 过确 定 位 置 的 打 击 对尖 端 进 行 截 刃

(tl’u nc at io n)
,

产生薄刃 斧的刃 口 (如果毛坯是大石片
,

而从大砾石上打下的石片端部没

有薄刃斧的刃 口 )
。

S

c

h ic k
(

1 9
9

4) 指出
,

比起奥杜韦技术来
,

阿舍利的这套技术包含了远为复杂得多 的

程序的规则和序 列
。

在 Sch ic k 划分的 5个 阶段中
,

前 3 个 阶段是基本的阶段
,

使被制作 的器物具有手斧

(如果制作者想要制作 的是一件手斧的话 ) 的基本特征
,

其 中相 当关键的是修理台面和 去

薄的技术
。

至于后两个阶段
,

则主要是
“

锦上添花
” ,

使得被 制作的手斧形状更加规整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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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平面看还是从侧面看更加左右对称
,

使器物更薄从而更加符合作为大型切割工具的功

能要求
.
在全谷里遗址 和 中国发现的被认 为是手斧的标本中

,

我们看不到这一套制作过

程
,

看不 到修理台面和去薄的技术
。

而从意识的角度来考虑—
因为石器是制作者的思想

的体现和物化—说明石器制作者的头脑 中还没有形成手斧这一类型的
“

概念型板
”

(

me

n
-

tal
te m p

lat

。
)

。

在印度尼西亚爪哇 巴吉丹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中
,

莫维斯虽然 鉴定 了手斧 的

存在 ¹
,

但他同时 明确指 出
,

它们不是真正的两面器
.
它们 与欧洲

、

近东
、

印度和非洲 的

典型手斧无关 (M o vi us
,

1 9 4 8)

.

其缘由—
在笔者看来—

可能也在于此
。

另外一个 明显而突 出的事实是
,

无论在全谷里
、

巴 吉丹遗址还是在 中国的一些地点

中
,

被认为是手斧的标本的数量非常之少
,

而且有的全部是地表采集的且 时代可能相当之

晚 (如 巴丹吉遗址)
,

有 的大部分来自地面采集或者只是孤立的一件标本 (如全谷里遗址

和中国一些地点 的情况 )
.
而西方 的阿舍利文化代表了一个延续了长达 150 万年左右的跨

洲际的文化传统
,

它的典型器物
,

除了手斧 以外
,

还有薄刃斧
、

大的钝背刀等
,

它们在石

器组合中 占有一定的
、

常常是很高的 比例 (表 2)
.
两者相比

,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

因此
,

在 旧大陆的东方
,

在与西方阿舍利文化传统相当或稍晚的时期 内
,

是否存在真

正典型的手斧和阿舍利文化
,

是一个还需要并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图 9 由 C l
, u w o

l i 和 K aw o li遗址 发现的标本 (Spe
cim en fr om C huw olia nd K aw olisites )

(依 Seonbok Y i and K yod ang L ee
,

1 9 9 3
)

附带提一下
,

最近在韩 国的 Im jin 河盆地 发现两个 旧石器遗址
: c h u w oli 和 K aw ol i

遗址 (s eo n b o k Y i a nd K yo d o n g L ee
,

1 9 9 3 )

。

创门是 198 8 年 发现的
,

1 9 9 3 年进行 了发

¹ 关于将近半个世纪前鉴定 的巴吉丹手斧
,

似乎还有重新探 讨的余地
,

笔者将另行撰文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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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由伪
u
wo li和 Ka w

oli遗址发现的标本 (S 讲eime
n
fro m e h

uw oliand K awo liSi
tes )

(依 Sco nbok Y { and K yodong L ee
,

1 9 9 3
)

掘
.
石制品发现于红粘土层中

.
发掘中发现

石制品 20 6件
,

另 由地表采集了 400 多件石

制品
.
石制品包括石核

、

石片和石器
。

石器

中有手斧
、

薄刃斧
、

刀
、

砍砸器等
,

也有小

石器如钝背刀
、

刮削器
、

凹缺器等
。

这里仅

讨论原研究者描述并图示的 3 件手斧标本
.

一件 长
x
宽
x 厚 为 23 7 x 135 x 77

.
笔

者 计算
.
宽 / 长 比率 0

.
57

,

厚 / 宽 比率

0. 57
,

厚/ 长 比率 0
.
32 (图 9; 图版 见原著

图版 21 之 l)
、

这件标本的两面都进行 了加

工
,

一面只在 中间保留了一小 块砾石面
,

另

一面则保留了一片较大 的砾 石面
。

这表 明
,

就整件器物而 言
,

仍然大体保持了砾石原来

的厚度
。

这件标本最明显的特点是
,

两侧刃

缘在靠近尖端处明显缩窄
,

在前端形成一明

显突出而细锐的尖
,

两面都进行了修整
,

显

然是使用部位 从图版可看到
,

一面中间有

一纵脊延伸于器身的大部分
。

从纵截 面图可

SCm
曰三巴竺三石巴些‘曰

图 11 由 C huw oli和 K a w o li遗址发现的标本

(S pe d m en fi
·

o

m
C h

u
w

o

l i

a n

d K

a

w

o

l i S i
t

es

)

(
依 Seonbo k Y i

and K yodong L ee
,

1 9 9 3
)

以看 出
,

仅尖端部分 比较扁薄
,

器身中部和后部都较厚
。

跟部仅一面进行 了加工
,

似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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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部位
.

另一件长
x
宽
x
厚为 180 x 91 x 58

,

宽 / 长比率为 0. 引
,

厚 / 宽比率 0. 64
,

厚 / 长比

率0. 32 (图 10; 图版见原著图版 21 之 2)
.
这件标木的平而和纵截而形状都很不规整

,

从

图版来看更是如此
。

平而形状呈不规则的五边形
.
只有最低限度的初步打片和修整

.
两面

和跟部都保留了或多或少的砾石而
,

基木上维持了砾石原来的厚度
.
石器的两侧边很不对

称
,

前端为一窄长而较厚的尖
,

稍稍向一侧歪斜
,

图版比插图更清楚地显示 了这一点
.
后

端厚钝
,

一而进行 了加工
,

似为执握部位
。

器身禁休都比较厚
.
纵截而大部分都是比较厚

的平底平背形
.

表 2 手斧
、

薄刃斧和刀在若干阿舍利工业石器组合中的数最和 / 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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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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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标本长
X
宽
x
厚为 159 x 77 x 46

。

宽/ 长比率 0.4 8
,

厚/ 宽比率 0
.
60

,

厚/ 长

比率 0
.
2 9 (图 11 ; 图版 见原著图版 21 之 3)

。

这件标本 比较窄长
,

大致呈长三角形
.
图和

图版都只显示了石器 的一面
。

加工主要在前半部
,

后半部大部分为砾石面
,

跟部保持 了砾

石的原貌
。

图版所示的一 面有一纵脊
,

大约占器物长的 1/ 2
。

从图版看
,

两侧刃缘向前

聚拢在前端汇合成一尖
。

器身大部分都 比较厚
,

纵截面似楔形
。

从上面描述的特征来看
,

笔者认为
,

这 3 件标本似乎都是尖刃类的工具
,

把它们归入

镐的范畴可能更合适一些
。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遗址的年代
.
根据盆地中其他地点的 T L 年代测定以及对目前

地貌形成过程 的分析
,

原研究者认为这两个遗址的旧石器堆积形成的年代不早于距今 5 万

年
,

不 晚 于距 今 4 万 年
,

也 就 是 说在 距 今 5 万 年到 4 万 年 之 间 (S co n b
o k Y i an d

K y od o n g L ee
·

1
9 9 3 )

。

参 考 文 献

郑水和
.
198 1 全谷里遗 迹

.
见金元龙等著

.
韩国旧 石器文化 研究

.
49 一%

.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

冯宝胜
.
1990

.
朝鲜 旧石 器文化研究

.
北京 : 文津出版社

.

林圣龙
.
1994

.
对九件 手斧标本的再研究和关于莫维斯理论之拙 见

.
人类学学报

.
13 (3) : 189 一208

.

林圣龙
.
何乃汉

.
1995

.
关于百 色的手斧

.
人类学学报

.
14 (2) : 118 一131

.

黄慰文
.
19 87

.
中国的手斧

.
人类学学报

,

6
(

l
)

:

61 一68
.

谢光茂
.
1 , 91

.
百 色手斧研究

.
见: 封开县博物馆等编

.
纪念黄岩润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

.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 116

一 124
、

C l

a r

k J D 1 9 6
6

.

A
e

h

e u

l i
a

n o e c u

p

a
t

i

o n s ; 比s , n t 吮 M id山e Ea
st 碗nd ^ 介ica : a study in eul tura l va

r运b n ity
.
^ m

A n th r o P o l
,

6 8
(

2 )

、

P

a
rt

Z

:

2 0 卜 229
.

C la rk J D
.
1987

.
’

r

r a n s

i
t

i

o 仍 :H om o erectus and thC A eheulian;t阮 E thin P 认n s i
tCS
o f G a由b

and th七 M idd le A w as b
.
J

H u m E v o l
,

1 6 ( 7 / 8 )

:
8 0 于 826

.

C la rk J D
.
1994

.
’

r h

e
A

e

he
ul i

a n

i

n

d

u s
t

r

ia l

e o

m P l

e x

i

n
A

fr i

c a a n

d

e

l

s

e-

w

he
花
.
In : C o rru cc in i R S

,

C IO
e

h
o n

R L
e

ds

.

I
n t e

g
r a t i ve P

a t h
s 一0 t h e l

》a s t
.

N
e w J

e 爪e y : P re n t胜ce H
a
ll

,

4 5 1
一 4 6 9

.

H o we l l F C I 9 6 6
.

o b s e r v a t io n s o n t阮 E arlier p hases o f the eu ro沐a n L ow er paleolithi c
.
^ m ^ nthro 脚l

,

6 8
(
2

)

,

p
a rt Z

:

8 8

~

2 0 1

H
o

毗11F C
.
C lark J D , 9 6 4 A c

h
e u

l ia
n

h
u n t e 卜 ga th e re rs o f su卜 Sa ha ran A fr 一c a

.
In 二 H

o

we
l l F C

,

B
o

ur
li

e 茂 F
·

e

d

s

.

A
fr

一c a n E c o 」0 9 夕a n d H u m a n E v o lu t一o n
.
L o n d

()n
M

e th u e n & C o
.
L
一
m
lt e d

,

4
5 卜 533

Isaac G L I
.
19 67

.
’

r h

e s
t

r a
t

,
g

r a
P h y

o
f t h

e P e n
i
n

j G ro
u

犷 E
ar]y M iddle Pl eisaoeene

’

T

a n z a n

i

a

.

I

n :

B

‘
h
o
P W W

,

C l
a r

k J D
e

d
s

.

B
a c

k
g

r o u n
d

t
o

E
v o

l
u

t
i

o n
i

n
A

f
r

ic
a

P

res

s
,

2 2 于257
_

F o rm
at一o n s ,

we

s
t

o
f L

a
k

e
N

a
t

r o n
,

C h i
c a g o :

’

r h

e

U

n

i
ve

r s

it y

o

f C h i
ca

g

o

比
akey M

.
1980 E arly m a n

,
e n v

i ro
n

m
e n

t
a n

d
t

o o
ls

.

I
n

ha

伟
一

K
6

n
i g K 石ni 邵so n ed

.
C u rrent A rgu

me
nt on

Ea
rly M a n

o x fo rd :P erga m o n pre凡s
,

1
1

4--

1
3 3

M 认r找 V N

.
1 9 凡7

.
M
ld d le P le is to c e n e a da

P 橄a tio n s in ln d ia ln : S o f fc r o e d T h e Pl e is to e e n e o ld w
o rl d : R e g io n a l P e r

-

导详ctives N e w 丫()r k
.
!
,

]
e n u

m P
r e 朋

,

9 少 119



期 林圣龙二 关于全谷里的手斧
·

2 0 5

.

M
o v

i us H L J
R
.

1 9 4 8

.

T h
e

L
o
w

e r

Pa
l
a e o

l i t h i
e o

f S
o
ut h

e
rn

a n
d E as

t e r n A
s
ia

.

T
r a n s

A m
Ph

i l
o s

S
o e

,

N S 3 8
(4 )

:

3 2 卜4 20
.

Se o nbo k Y i
,

K y
o

d
o u

g
o e e

.

1 9 9 3

.

C h
u w o

li
a n

d K
a

w
o

li 入l
eolithiesites ,

l m 如 R ivc r Basin
,

K
o

rc
a

.

A P pe

n
d 认: Y o n g to n

P a】加1ith沁 Site
,

C h
u n

g
ju

,

K
o r e a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A-r

e
h

a e o
l

o
g y

,

S
e o u

l N
a t io

n a
l U

n
i ve rs i ty

·

S

ch

i

e

k K D

.

1 9 9 4

.

T h

e

M

o v

i
us

L i

ne

re
co

n s

i d

e r e

d

:

讲rs 沐
etive s o n th e E a rl ie r 入l

eolithieof血
ste m A sia

.In:C orrucc i苗

R S
,

C i
o

cb

o n
R L

e
d

s
.

I
n

te g ra
t i

v e
P

a t h
s t o t h

e
P as

r

.

N
e w J

e 招e y : P re n tic e H all
,

5 6 卜 596
-

阮hi
ck K D ,

T
o t h N

.

1 9 9 3

.

M

a
k i

n
g s 讹nt s to nes s沐

ak :H
um
an E volu tio n and the D awn

o f Te
c
hn
olo gy

·

N

e

w Y

0 r

k

:

S i
m

o n 几S eh u ste r
.

O N T H E H A N D 卜 A X E S F R O M C H O N 心O K一1 IN K O R E A

L1n 5henglong

(才朋l‘t“r e o f r
e r‘e b r a te P a le o o to , o 口夕a n d P a份o a o rhr o P o lo夕夕

,

A
c a

d
e , : i a

s ‘n ie a
,

B
e

J

”夕 10 00 4 4

A b st 比Ct

T b e tyPp lo乡ca 】anal y sis o f fo
u rte en ha nd-- ax

e sp ec i
me
拙 fo u nd in C h o个gok-- ni

site

sho昭 廿坦t th ey a re
.

no t th e re a lly ty P ica
l h an 击ax es

.
AJllong the:e spe e云n e ns

,
s 认 a re

th re o co re
‘

ax
的

,
。
ne P us h

一

Pl

a

ne

,

I O e
ns

a
re

u n
d

e t er m in ed

.

o n e e
h

o

PPi
ng

一

t
o o

l

,
o n e

h
a n

d

一
a x e

一

l i k
e

i m P l
e

m
e
nt

,
t

wo

Pic

k s
,

弓
pe
c l
-

心y wp
rds H an企axe

,

P
a

l
e o

l i t h ic

,

C h
o n 一o k

一

ni

,

Ty
po

l
o

g i ca l
a

na
l ys 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