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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九件手斧标本的再研究
和关于莫维斯理论之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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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中国发现的九件手斧标本进行了再研究
,

结果表明有几件标本还是应维持原研究者

的意见
,

如平梁 号
、

三门峡 号和梁山 号标本应归人销的范畴
,

丁村

号标本是三棱铺 沙女沟标本 原丁村 号标本 为似手斧石器
,

丁村 号

标本为多边砍砸器 关于乾县 号和百色 号标本
,

笔者倾向于认为可能是石核

斧 涝池河标本的类型归属暂且存疑 在此基础上
,

评论了莫维斯的理论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众多石器类型中的一种
,

但是它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作为一种石器

类型本身的范围 早在五十年前
,

莫维斯教授 就主要根据手斧的存在与

否来划分 旧大陆旧石器时代早期东
、

西方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区
,

,

充分说明了手斧在世界旧石器文化研究中的特殊意义 在中国旧石器文化

中是否存在真正的手斧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文是对中国发现的被认为是手

斧的九件标本的再研究
,

并对莫维斯的理论作一评论

一
、

手斧的鉴别特征

近年来有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述 中国手斧和评论莫维斯的理论的论文 黄慰文
,

, , 一 ,

黄慰

文
, 一 ,

黄慰文
, ,

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看法
,

总的观点是
“

越来越多 的考古发现表明 中国不缺少手斧
,

东亚
、

南亚其他地区也不缺少手斧
,

手斧

在这里某些旧石器时代初期工业中扮演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 这类工业的工具组合和欧

非手斧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 上述发现逐步填平东西方文化上的
‘

鸿沟
’ ,

表明两大地区的

文化交流早在旧石器初期可能已经存在
’ “

总之
,

把旧石器初期世界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

的文化圈的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
”

黄慰文
,

为了确定中国旧石器文化中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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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手斧
,

笔者觉得有必要对中国发现的被认为是手斧的标本重新作一番详细的考察

手斧在中国发现较晚 将近 年前
,

贾兰坡教授曾撰文
,

认为在北京猿人遗址
、

周
口店第 地点

、

丁村遗址和水洞沟遗址中都存在手斧 贾兰坡
, ,

但学术界尚未取

得共识 后来裴文 中等 发表了沙女沟发现的似
“

手斧
”

石器 即原丁村 号

标本 自此以后
,

发现的被认为是手斧的标本数量也不多
,

没有对手斧的技术一类型的

特点作过深人的研究
,

很少有人详细地讨论它的鉴别特征 人们常常是根据器物相似于手

斧的平面形状和有两面或部分两面修整来鉴定手斧的 为此我们觉得首先需要讨论一下手

斧的制作以及它的定义和鉴别特征

实验表明
,

制作手斧和薄刃 斧 比起制作奥杜韦文化的石器来要复杂和型式化

得多 从开始到完成
,

技术指向一个明确的末端产品
,

要求更高的技能和更大的

力量 生产 手 斧主要有 两种方法 一种
,

特别用于加工熔岩或石英岩
,

是用从 巨砾

上打下的大石片作为毛坯 另一种
,

正常地用于有较小的缝石或火石结核的地

方
,

是选用大的盘状砾石 作为原料 在非洲
、

西南亚
、

伊比利亚 和

印度的阿舍利工业中
,

从熔岩
、

石英岩
、

黑暇岩或隧石巨砾上打下大石片毛坯是特别普遍

的 生产大石片的能力是阿舍利工业的标志之一
,

在非洲开始于大约距今 万年前 下

一步是把大石片粗制 成手斧的雏形
,

用硬锤从大石片的两面交替地剥去

石片
,

特别注意去掉大石片上凸出的部分 —厚的台面和鼓起的打击泡
,

对尖端的打片是

使它 比跟部窄一点和锐利一点
,

跟部甚至可能保留原来所用石片或砾石的大部分形状 在

阿舍利的较早时期
,

打片通常停留在这个阶段
,

而在阿舍利的较晚时期 在非洲开始于距

今 万年前后
,

有些手斧工业开始显示出更加精致 这涉及手斧制作过程中的去薄和

最后成型 的阶段 在去 薄过程 中需要 进行
“

台面修理
”

“ ’ ,

指 的是在刃缘上轻轻敲琢
,

打掉小碎屑
,

使刃缘变陡
,

这样能对准刃缘进行修整
,

打下小而薄的石片
,

从而使器物更加对

称
,

相对宽而言非常之薄
,

使刃缘变直
,

还特别注意使尖端变得薄
、

直和锋利
“

台面修

理
”

是技术上的一个突破 在去薄时
,

可 以使用硬锤
,

或者更可取的是使用 软锤 如果是

对缝石或火石进行打片
,

比较理想的是选用一块扁平的盘状或板状砾石 打制也包括粗制

成雏形以及去薄和最后成型两个阶段
,

同样使用
。

台面修理
,

技术 现在生活在新几内亚西
部的一个 村的 一 人仍然制作装有把手的磨光石镑 他们取得大石片和把

大石片粗制成粗糙的长身卵圆形两面器的过程似乎惊人地相似于阿舍利技术 在精细加工

时通过轻轻敲琢和磨擦 先对刃缘进行修理
,

把手斧放在
“

以具有切割刃 为特征的大型工具
”

中
,

后者的定义

是 一面或两面修整
,

最大长很少小于 厘米或大于 厘米 平均长 宽 厚接近

宽 长 厚 宽 厚 长 手斧的特征是 围绕工具整个四周
,

或者在

更为罕见的情况下 围绕跟部以外的周边有一切割刃 制作的重点
,

如果可以分辨出来的

话
,

似乎是在尖端和两个刃缘 通常两侧对称 纵截面和横截面 即沿着纵轴和横轴 或

多或少成双凸形 尖端的类型包括从非常尖锐的到似舌形 在大小
、

工艺水平和质量以及

平面图形方面有大的变异
。

根据平面图的变异分类
,

主要按照刃缘的曲度
、

长 宽比率以

及相对 于工具长的最大宽的位置分类 她把手斧分成 种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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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把手斧放在
“

大的切割工具
’

之 中
,

后者的长度通

常超过 毫米并具有规整和锋利的刃 手斧的特征是 它们是两面修整的
,

更为罕见的

是一面加工的 典型特征是有一扁平的双凸或平凸的截面
,

以及除了有时跟部和跟部附近

例外
,

围绕整个周边有一切割刃

在东非 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手斧
,

对手斧有 比较详细的定义

和界说 他根据处理 材料的经验认为
,

可以把手斧分成两个亚类 典型手斧

和亚典型手斧 他认为 在撰写两面器时使用 了相似的划分

对典型的阿舍利手斧
,

的定义是 一种显示某

种程度延长 宽 长 的两面工具 在其大部分长度上有一稍稍扁平

的双凸或透镜体形的截面
,

最大厚 宽比率 有一匀称的
、

通常是圆的轮廓
, ’

有或没有尖端 围绕器物的四周有一连续的刃
,

主要部分是锐

利的
“ ,

而且相对于工具轴是双斜型 亚典型手斧

的定义是 一种其一般形态相似于手斧但某些或全部属性与典型手斧不同的工具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把手斧的鉴别特征归纳成以下几点 图

, ‘ 一

厂办 一 、

一‘

乞
万井

、

可
产 , 飞

、、

犷从
札

刃
卜二 一

、、

之
少

曰 曰翔 亩亩奋石石

图 非洲的手斧
一

,

由奥杜韦峡谷第 层发现的三件早阿舍利的粗糙手斧
,

年代为距今约 万年前
、

由赞比亚的 发现的晚阿舍利的精致的石英岩手斧
,

年代可能在距今 万年和

万年之间 依
,

一 ,

·

、 , ,

, , ,

手斧是一种大型切割工具
,

一般说来长在 毫米以上

通常两侧对称
,

围绕器物的周边有连续的刃 有时跟部例外 刃缘规整锋利
,

属

于切割刃
一

,

刃角按 关于切割刃 的定义为
。 ,

而

认为主要部分刃缘应
“

刃缘形态为双斜型

截面比较薄
,

纵截面和横截面通常成稍稍扁平的双凸或透镜体形
,

或者是比较薄的

平凸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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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典型或比较精致的手斧
,

先粗制成雏形
,

然后进行去薄和最后成型
,

器物两面

广泛修整
。

测量特征 按 为大型切割工具设定的界限
,

宽 长 比率为
,

厚 宽 比率
,

厚 长 比率 依 为典型的阿舍利手斧设定的

界限
,

宽 长比率
,

厚 宽比率

二
、

对中国手斧标本的再研究

下面我们对文献中论到并图示的九件手斧标本逐一加以讨论
,

对有些标本作补充的描

述
、

绘图和测量

平梁 号标本 图

这件标本发现于东距公王岭约 公里的平梁
,

是从相当于公王岭含蓝田猿人化石和旧

石器的一套古土壤剖面之下紧接着的另一套古土壤剖面的粘土层中发现的 这件标本器身

较长
,

前端尖
,

后端厚钝
,

断面略呈三角形
,

是利用一块石英岩砾石
,

由两面剥落若干石

片
,

粗制成坯形
,

再在两侧边缘进一步加工而成
,

进一步加工的痕迹在两侧均有几同方向

处及一相反方向处
,

着力点多呈现为小白点或形成小凹坑
,

后端及一面的后部保留有砾石

面 戴尔俭
,

我们在原报告插图的基础上增加了纵截面图并进行了测量 长 宽 厚为

单位毫米
,

下 同 由此计算得宽 长 比率为
,

厚 宽比率
,

厚 长 比率

刃缘形态介于平斜型 和双斜型之间 重 克

图 平梁 号标本 依戴尔俭
,

“ 本文增加了标本的纵截面图

戴尔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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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俭把这件标本定为大尖状器 ①
,

并认为它和山西鹰河和丁村发现的三棱大尖状器

非常相象
,

和蓝田涝池河沟中更新统地层中的大尖状器在原料
、

器形和制作程序上也很接

近
,

只是后者加工限于一面
,

可能是因砾石形状而异 戴尔俭
,

最近有学者把它

归人手斧
,

并认为更可能是用一块大石片制成的 黄慰文
,

笔者认为这件标本可

能是镐 因此这里需要讨论一下镐的特征及其与手斧的区别

指出
,

镐是一些重的
、

尖的
,

有时端部是圆的工具
,

一

面有最低限度的初步打片或修整 汀
,

甚至在远端 它们总是显示一高背
、

平凸或三角形的截面
,

腹面通常不打片 如果腹面打

片
,

就是一件三棱镐 止 一 镐可 以是一头尖或两头尖的

同义词 —
,

把镐放在

图乃
·

又了

阅 〔 几丫
一

几 ,

一 八

重 型 工 具 似 之

中
,

后者是一类都只有最低限度修

整以及形状缺乏标准化的工具 它

们是大型工具
,

最大尺寸通常超过

毫米
,

但偶而可 以小到 毫

米 它们是用致密的岩块 厚石

片
、

结核或石块 制作的 具体到

镐
,

这是一类粗大的工具
,

有最低

限度的全面修整
,

但修整的重点在

于尖而不是刃 各件标本趋向于互

不相 同
。 宽 长 比率在切割

工具的变异范围之 内 约 或
,

但厚 宽 比率超 过
,

厚 长 比率超过 她把镐分

为十个亚类型 图 其 中第一

默腮︶烹今渔
赢柳︺簿︸

爪
港溥︸△

︽麒︾公一八纵鄂口月川习
。蘸彬︿日习八慰娜

,

八︸日曰划八姗一甲月川侧

图 一 一 一 以及 个亚类型是
“

三棱的 一

一 对镐的亚类型的划分 横截面是三角形的尖状器
,

背面的

依 川 。 ,

和 一
,

一 中脊从尖端向跟部延伸于工具的大
一 , 礴 。 一 , 一 部分长度 脊可 以不发生 在跟部

,

。 跟部稍稍修整或未经修整 基部趋

咐
,

一
,

一 向于平和不加修整
,

但是尖部可 以

在所有三个面上都加工
”

第二种亚

类型是
“

两面的 两面修整
,

横截面趋向于透镜体形
,

特别是在尖部
,

跟部可

①国内文献中所用的
“

大尖状器
’

相当于国际上通用的
‘

镐
’ , ‘

三棱大尖状器
’

相当于
‘

三棱镐
’

为了与国际通用的名称相沟通和接轨
,

本文将用
‘

镐
’

和 三棱镐
’

代替
‘

大尖状

器
’

和
‘

三棱大尖状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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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粗笨的且很少修整 平面观趋向于是长卵圆形或长三角形
”

其他亚类型从略

综上所述
,

镐与手斧的区别表现在

镐是重型工具
,

而手斧则是大型切割工具

镐只有最低限度的初步打片或修整
,

而手斧一般说来加工较精细

镐的形状缺乏标准化
,

各件标本趋向于互不相同
,

手斧的形状比较规范化

镐的制作重点在尖而不在刃
,

有一突出而明显的尖 手斧的制作重点在尖和两个

刃
,

围绕器物四周有连续的刃 有时跟部或跟部附近例外
,

刃缘规整锋利
,

属切割刃

两者的截面有较大的不同 镐有一高背
、

平凸或三角形的截面
,

截面比较厚
,

厚

宽 比率超过
,

厚 长 比率超过 仅 手斧的截面 比较薄
,

纵截面和横截面通常成

双凸或透镜体形
,

或者截面是 比较薄的平凸形
,

依 为大型切割工具

设定的界限
,

宽 长 比率为
,

厚 宽比率
,

厚 长比率
,

依

为典型的阿舍利手斧设定的界限
,

宽 长比率
,

厚 宽比率

现在再来考察平梁 号标本 它原是一块砾石
,

由两面剥落若干石片
,

粗制成

坯形
,

再进一步加工而成 底面经初步打片
,

中间形成一斜脊
,

从尖端附近延伸到跟部
,

右侧有四处修整痕迹
,

左侧打过二下 背面中间也有一稍斜而不高的中脊贯通器身
,

右侧

有两处修整痕迹
,

左侧只在下部打了一下 总的看来
,

加工比较简单
,

背面和跟部有较大

部分区域保留了砾石面 加工重点在尖端
,

也是这件器物的使用部位 刃缘长度约 占器物

周长的 再从整体形态来看
,

跟部厚钝
,

成 字形
,

全部是砾石面
,

是这件器物最

厚的部位
,

向前厚度渐减
,

前端形成一个略扁的尖 纵截面的形态呈楔形
,

横截面略成三

角形 截面 比较厚
,

厚 宽 比率为 因此
,

从总的特征组合来看
,

应维持原研究者

的意见
,

把它归人镐的范畴

三门峡 号标本 图

图 三门峡 号标本 依黄慰文
, ,

本文增加了纵截面

黄慰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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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标本原为一厚大石片 绿色火成岩
,

重 克
,

台面和大部分背面尚保留着原

来的砾石面 在它的两侧
,

由劈裂面向背面打下一系列小石片
,

形成一个坚厚锋利的尖

端 劈裂面的右侧
,

也有修理的痕迹
,

同尖端相对的把手部分特别钝厚
,

并进行了适当的

处理 石器上加工的疤痕均较深凹
,

打击点集中
,

可能是用石锤打击成的 原研究者最初

把它定为大尖状器
,

认为它在打制方法上基本上同鹰河
、

丁村的三棱大尖状器相近 黄慰

文
, ,

但后来将其归人手斧 黄慰文
,

笔者补绘了标本的纵截面并进行了测量 长 宽 厚为 宽 长比率

为
,

厚 宽 比率
,

厚 长 比率 刃缘形态一侧为平斜型
,

另一侧因腹面进

行过修整
,

其形态介于平斜型和双斜型之间

总起来看
,

这件标本是一件既大又重的重型工具 器身后端高高突起
,

这就使得跟部

虽进行过适当的处理
,

仍然特别钝厚
,

是这件器物最厚的部位
,

向前厚度渐减
,

器身中部

保留了原来砾石面上的一个椭圆形凹陷
,

靠近尖端部分比较薄
,

前端有一突出而锋利的

尖 因此
,

纵截面为楔形
,

横截面大致成不规则的亚三角形 腹面总的来说比较平
,

在一

侧和跟部附近有边缘修整
,

背面两侧也进行了边缘修整 刃缘占器物

周长的 左右 这件标本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截面相当厚
,

厚 宽 比率 因此
,

从总的特征组合来看
,

还是应维持原研究者最初的看法
,

把它归人镐的范畴比较合适

丁村 号标本 图

这件标本采 自丁村 地点
,

原料是角页岩
,

是用长石核打击成的
,

重 克
,

在三

个边缘上都有交互打击而成的粗大的石片疤 这种石片疤一般都很大而深凹
,

是用石锤直

接打击出来的 断面成三梭形
,

尖端细锐 裴文中等
,

我们补绘了标本的纵截面并进行

图 丁村 号标本

依裴文中等
,

本文增加了纵截面

裴文中等
,

了测量 长 宽 厚 为

宽 长 比率为
,

厚 宽 比

率
,

厚 长 比率

原研究者把这件标本归人厚尖状

器 中 的 三 棱 大 尖 器 裴 文 中等
,

最近有的学者提出
, “

在原来

归人
‘

三棱尖状器
’

的标本中
,

属于两

面修整 的那部分
,

如 号标

本
,

与欧非的
‘

三棱手斧
’

是一样的
,

为了便于对比
,

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归

人手斧的分类之 中
”

黄慰文
,

我们认为
,

把丁村 号标

本归人手斧的范畴是十分勉强而且很

不合适的
,

因 为它 的特征是非 常典

型 的 底部平
,

背部有一 中脊
,

纵

贯器身
,

器物通体呈三棱形 跟部

最厚
,

向前 厚 度 渐减
,

器 身 前端

部分明显缩窄
,

成一细锐的尖
,

因此纵截面为楔形
,

横截面呈三角形 因底面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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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平的
,

所以刃缘的形态是平斜形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
,

截面很厚
,

厚和宽几乎相等
,

厚 宽 比率高达 这些都是三棱铸区别于手斧的典型特征 事实上
,

在丁村石制品

中
,

除了 号标本以外
,

还有 件属于同样类型的标本
,

图 号 和图

号 是其中的两件 号标本器身三棱形
,

与 号标本基本上一样
,

只是稍小一点 号标本是同类器物中最大的一件
,

它的特点是在两侧由腹面向背

面加工时没有在中间会合
,

因此留下了一个平台
,

使截面成平底高背形
,

但尖端部分是三

棱形
,

三个面都进行了加工

图 丁村 号标本 依裴文中等
,

本文增加了纵截面和横截面
·

裴文中

等
, 卜

图 丁村 号标本 依裴文中等
,

本文增加了纵截面和横截面

一 袭文中

等
, ·

乾县 号标本 图 之

这件标本是在黄土表层上拾到的
,

原料为青灰色石英岩砾石
,

长 宽为
,

重
、

克 一端 圆钝
,

一端扁尖
,

轮廓近似舌形 圆钝的一端残留着未经打制的砾石

面
、

扁尖的一端
,

尖端折断 从曲折的刃缘和器身两面深而粗大的石片疤观察
,

这件器物

是用石锤交互打击而成的 邱中郎
,

我们补测了它的厚度 因尖端 已折断
,

无法求得准确的宽 长和厚 长比率
,

厚

宽比率是 刃缘的形态是双斜型和平斜型之间的中间类型

原研究者把这件标本定为手斧 邱中郎
,

最近有学者赞成原来的鉴定 黄慰

文
, 。

笔者认为这件标本可能是一件石核斧 因此这里有必要讨论一

下石核斧的特征
。

在 一 的分类体系中
,

石核斧属于重型工具
,

后者的特征

是 长度可 以大于或小于 】 毫米 工具的形状没有通过修整而达到规范化 。

。 使用部位似乎是为 猛烈有

力的使用而 设计的
,

器物上常常具有这样使用的痕迹 具体到石核斧的特征是 早期种类

通常是用石块
、

中砾或厚石片制作的粗承工具
,

具有聚拢或平行的刃缘 是用硬锤技术两

而
、

更罕见是一 而修枯的
,

侧而观侧刃是不规则的 跟部最经常是完全不加工的
,

这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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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为工具提供了附加的重量 通常截面厚
,

工具的主要功能部分是在与跟部相对的远端

并且总是显示了更为细致的修理 过去这些工具已被称为镐或长的两面工具
,

虽然平面观

不同
,

常常是相当大的不同
,

它们都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有一钝的但坚韧的使用端
,

对原

来石块或中砾表面的最少的改变 用硬锤初步打片 以及它们的重量 晚期形式显然更对

称
,

更细致地修整
,

有时两个面的大部分或全部进行了修整
,

相对于其宽度来说不那么

厚
,

较小且重量较轻 把石核斧分成 个亚类 图

因此
,

石核斧特别是早期石核斧的主要特征是

它是一种重型工具

用硬锤技术打制
,

通常

两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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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端

再看乾 县
·

号标本

它是一件用砾石制成的工具
,

比

较厚重
,

器物最厚的部分位于靠

近跟部处
,

向前厚度渐减 从保

存部分推测前端可能是一个扁

尖 整体来看
,

器物的前半部分

比较扁薄
,

而后半部分 比较厚

钝 底面 大部分 约 占

为一 凹 凸不平的粗糙 的面
,

左

侧边缘有几处打击痕迹
,

右侧

也有一
、

二处打过
,

但没有成

功 背面左侧仅加工 了前半部
,

有二
、

三处加工痕迹
,

右侧似乎

她。歼靶一三份母一价嗡缸︸一渺一

图 一 对石核斧亚类型 的划分

滩
,

,

,

只有一处加工痕迹
,

其余为初步打片面 背面中央有一稍斜而不高的中脊
,

但没有延伸到

跟部
,

后端为一片砾石面 刃缘按现在保存情况计算
,

约占器物周长的 左右
,

如果

把缺失的尖端考虑进去
,

估算可达 “一 纵截面的形态既不是典型 的双凸形
,

也不

是平 凸或高背形
,

而是近似楔形
,

横截面呈不规则的 四边形 截面厚
,

厚 宽 比率达

整体看来
,

打制 比较简单粗糙
,

使用部位显然是在前端 因此从总的特征组合来

看
,

它可能是一件石核斧

百色 号标本 图 之

根据原研究者的意见
一

,

这件标本属于
“

似手斧尖状器
”

最近有的学者将其归人手斧

黄慰文
,

这类标本全部是交互打击制成
,

尖端有一圆凸的刃 号标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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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百色县六坟山四级阶地
,

由远端两侧向两个面加工
,

器体粗大
,

长 宽 厚为
,

重 克 曾祥旺
,

根据上面的数值
,

得到宽 长 比率为
,

厚 宽比率
,

厚 长比率 由

于没有见到原标本
,

我们无法作进一步的观察和描述
,

无法绘制纵
、

横截面图

这件标本的特征比较典型 原料是一块大砾石
,

标本重达 克
,

是丁村 号

标本重量的将近五倍
,

平梁 号标本的将近四倍半
,

乾县 号标本的三倍半还

多
,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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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刃缘曲折 截面厚
,

厚度达到宽度的 件 使用部分显然是在圆钝

的前端 从这些特征组合的情况来看
,

我们认为应是一件石核斧

‘ 梁山 号标本 图 之

根据原研究者的报告
,

号标本发现于梁山主体
,

是由扁长的黑色石英岩砾石

制成
,

长
,

中腰宽和厚为
,

重 克 器身的手握部分为椭圆的砾石面
,

尖端

犀利
,

两侧出刃 它的制作方法是
,

在砾石的一端
,

由两面加工而成的一件极似
“

手斧
’

的

器物 由于岩石层理的影响
,

修整尖部时打成的石片疤有的呈阶梯状 阎嘉棋
,

这件标本的宽 长 比率为
,

厚 宽比率
,

厚 长 比率 因没有见到原

标本
,

无法作详细 的观察和描述 原研究者把它定为尖状器 阎嘉棋
, ,

有学者把

它归人手斧 黄慰文
,

这件标本的原料是一块砾石
,

加工只限于前半部
,

后半部和跟部完全没有加工
,

保留

了原来的砾石面
,

所以刃缘只 占周边的 左右 前端通过两面加工形成一锋利的尖

端
,

是这件器物 的使用部位 打制比较粗糙
,

刃缘不很规则 它与

的镐的亚类型 中的
“

跟部未修整的
”

镐
“ ”

比较相似 见图 之
,

后

者的特征是
“

有一个一面或两面修整的
、

常常加工 良好的尖
,

伴有一大而重的未经修整的

跟部 如果是用大砾石制作的
,

跟部保留石皮
,

而在一面加工的标本中
,

腹面保留石皮
’

图 沙女沟似手斧石器 原丁村 号标本

依裴文 中等
,

一 油
,

幼 。 ,

颐

诵 运 裴文中等
,

因此梁山 号标本应归人
“

跟部未修整的
’

镐
, 沙女沟标本 原丁村

号标本 图

这件标本是由丁村东约 公

里的沙女沟的地面上捡得的 岩

性 为 角 页 岩
,

呈 长 圆形
,

重

克 一 端 较 尖
,

一 端 较

圆 器身一面平 , 一面凸出
,

两

面均有剥落石片的疤痕 刃缘很

钝
,

并具有许多剥落碎屑 的痕

迹
,

可能说明它曾经使用 器身

的边棱和 表 面
,

有磨蚀 的痕迹

裴文中等
,

标本的长 宽 厚为

宽 长 比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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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宽比率
,

厚 长比率 刃缘形态为双斜型

原研究者认为
,

从外形上看它很象在西欧各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手斧一类的石

器
,

因此将其定名为
“

似
‘

手斧
’

石器
”

裴文中等
,

最近有的学者在讨论中国的手

斧时也举了这件标本作为例子 黄慰文
,

这件标本
,

无论从形态特征还是从测量特征来看
,

都是 比较相似于手斧的 但是
,

这

件标本有其 自已的特点 比较平的一面
,

右侧打击过三块较大的石片和一块较小的右片
,

而左侧缘打击的两块石片相对较小
,

于是在器身靠近左侧缘的地方留下一片石皮 高起的

一面
,

右侧修整掉的石片较大
、

较长
,

左侧的较小
、

较短
,

两者的石片疤没有在中间叠

合
,

因此在器身中间留下一条窄长的石皮
,

从尖端一直延伸到跟部
,

也使得左侧明显高于

右侧 然而
,

这件标本的最大缺陷是
,

它是从与丁村有一定距离的沙女沟的地表捡到的

而在沙女沟东 公里的塔儿山支脉大尚堆山南坡
,

已发现了大岗堆山史前石器制造场
,

研

究者将其时代
“

暂定为史前时期
’ , “

通过目前对石制品堆积层上部
,

裸露于表层一部分石器

的初步研究
,

估计上层文化的时代不会早子旧石器时代晚期
,

大约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

末
,

也可能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

王 向前等
,

鉴 于 上述情况
,

鉴于 丁村

号标本是一件既没有准确的出土层位
、

又没有可靠的年代的标本
,

再加上丁村石

制品中没有发现过同类器物
,

因此我们认为很难把它作为丁村文化的石制品来看待 为了

避免与丁村石制品再继续混淆下去
,

我们建议将它称为
“

沙女沟似手斧石器
’ ,

但可说明即

原丁村 号标本
,

丁村 号标本 图

图 丁村 号标本 依裴文中等
,

一 裴文中等
,

这件标本是由过去 已挖掘出来的砂砾堆中捡拾来的 原研究者把它归人多边砍砸器
,

认为这类石器的主要特征是打击石块或厚石片的几个边缘
,

使它们成为可以用多边砍砸的

工具 打击出来的刃一般超过全部边缘的
,

也有全部边缘都打击成刃 的 刃是用交

互打击法打成的
,

并由石片疤的深凹
,

可 以证明是用硬锤打击而成的 这一类型的石器
,

虽有圆
、

椭圆或略成尖型的轮廓
,

但根据它的打击方法和使用均可归于同一类型 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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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标本
,

它呈椭圆形
,

除一端为碎裂的平面外
,

其余边缘均有打制痕迹
,

刃缘 占

全部边缘的
,

刃缘有很多剥落碎屑的痕迹
,

说明这件石器曾经多次使用 裴文 中

等
,

我们根据插图进行了测量
,

长 宽 厚为 宽 长 比率为
,

厚 宽

比率
,

厚 长比率

最近有的学者把 号标本归人手斧 黄慰文
,

这里涉及砍砸器和手斧的

区别问题

许多学者都提 出过砍砸器的鉴别特征
,

一 一
,

一

, , , ,

张森水
, ,

归纳起

来
,

主要有以下几点

形状不规则
,

缺乏规范化

通常是用致密的岩块 —石块
、

结核或砾石 —制作的
,

偶而也有用厚石片的

属于重型工具
,

有砍砸刃
,

轮廓呈不规则的正弦曲线
,

刃 角较大
,

根据

一 对砍砸刃 的定义通常大于
。

通常用交互打击法打制
,

有比较深凹的石片疤 有的有少量的第二步加工

刃缘曲折
,

刃 口较钝
,

常有猛烈使用的痕迹

截面比较厚

现在再来看丁村 号标本 因笔者没有见到原标本
,

无法进行仔细的观察和描

述 为此笔者找了另外两件也被原研究者归人多边砍砸器的标本 号和 号

标本
,

见裴文中等
,

图版 和粗以及 和 作为参照的例子 虽然因为没有看到

原标本
,

笔者还难 以作 出肯定的判断
,

但是下列几点还是值得注意的 和

号标本的毛坯是厚石块 分别厚 和 毫米
,

号标本比它们更厚 毫

米
,

其毛坯可能也是一块厚石块 根据原研究者对这类器物的描述
,

以及从侧视图

图 来看
,

号标本是用交互打击法打制的
,

刃缘比较曲折
,

原研究者也指出刃

缘有很多剥落碎屑的痕迹 根据笔者对 和 号标本的观察
,

情况也是如此

就其大小而言
,

截面相当之厚
,

刃角较大
,

不像是一件手斧之类的切割工具 在

和 号标本上分别有约 和 的边缘没有修整成刃
,

号标本有

一端为碎裂的平面 从图 中可以看出
,

这部分都比较厚实
,

似乎是手握的部位 与此

相关
,

号标本的纵截面不是手斧那样的双凸形
,

而是一端较薄一端厚的楔形

由于截面比较厚
,

厚 宽比率相当高 基于上述考虑
,

笔者倾向于 同意原研

究者的意见把它归人多边砍砸器

, 涝池河标本 图 之

这件标本是 年陕西文管会同志在涝池河拾得的 制作方法是从两侧边缘向两面

加工
,

尖端突出
,

但器身保留的原砾石面较少
,

轮廓呈杏仁状 原研究者把它定为手斧
,

并认为由于在晚更新世地层中至今没有发现这种石器
,

而这种石器在类型上又与公王岭的

一件可以相 比
,

因此这件标本出自红色土中 盖培
、

尤玉柱
,

最近有的学者也把

这件标本归人手斧 黄慰文
,

由于原研究者未作详细的描述
,

没有提供标本的纵
、

横截面图
,

而笔者又没有见到原

标本
,

无法详细了解它的形态特征和测量特征
,

因此我们只好暂且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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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汇总了上述九件标本的各项资料

表 九件标本各项资料汇总

二
,忱

产产地和标本号号 发现方式式 层位位 共生生 年代代 长长 宽宽 厚厚 宽 厚 厚 重 类 型 归 属属

制制制制制品品 侧定定定定定 长长 宽宽 长长 克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研究者者 黄慰文文 本文文

作者者

平平梁
,

采集集 有有 无无 无无
,

大尖状器器 手斧斧 摘摘

三三门峡 采集集 有有 有有 无无 大尖状器器 手斧斧 摘摘

丁丁村 发掘掘 有有 有有 无无 三梭尖尖 手斧斧 三梭镐镐

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器器器器

乾乾县 地表采集集 无无 无无 无无
·

手斧斧 手斧斧 石核斧斧

百百色 无无 似手斧斧 手斧斧 石核斧斧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状器器器器

梁梁山 地表采集集 无无 有有 无无 尖状器器 手斧斧 摘摘

沙沙女沟似手斧石器器 地表采集集 无无 有有 无无 似
,

手斧
,,

手斧斧 似
,

手斧
,,

原 村
,

石器器器 石器器
丁丁村 由已挖出的砂砂 无无 无无 多边砍砍 手斧斧 多边砍砍

砾砾砾堆中捡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砸器器器 砸器器

涝涝池河 无标本号 地表采集集 无无 无无 无无 手斧斧 手斧斧

图 乾县 号标本 依邱中郎
,

邱中郎
,

梁山 号标本 依阎嘉棋
,

吕

,

阎嘉棋
,

一

涝池河标本 依盖培
、

尤玉柱
,

盖培
、

尤玉柱
,

百 色 号标本 依 曾祥旺
,

曾祥旺
,

关于这九件标本的出土情况
,

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通过正式发掘
,

有具体的

出土地点和准确的出土层位
,

且有

其 他 石 制 品 共 生 的
,

如 丁 村

号标本

丁村 号标本是在

丁村附近 由农民已挖出的砂砾堆中

捡来的
,

具体的出土地点和层位以

及是否有石制品共生
,

都不清楚

通过采集得到
,

有具体的

出土地点和准确的出土层位
,

其中

有的有石制品共生如三门峡

号标本
,

有的没有其他石制品共生

如平梁 号标本

百色
“

采集的石制品标本
,

绝大多数都是在三级阶地和第四级

阶地的地表捡拾的 其中可能夹杂

有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 但有一部

分是 直接从地层 中发掘 出来 的
”

曾祥旺
,

具体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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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

是发掘出来的还是地表捡拾的
,

原研究者未作具体说明 梁山的石制品是在调查中

采集到的
, “

它们或出现在山顶或山坡的基岩面上
,

或聚集于冲沟和坳谷中
,

与滚石
、

砾石

等混在一起
’

阎嘉棋
,

沙女沟似手斧石器 原丁村 号标本
、

乾县 号和涝池河标本都是

在地表捡到的
,

前两者有具体的发现地点
,

后者的发现地点不详
,

它们都没有准确的出土

层位和可靠的年代 乾县 号和涝池河标本没有其他石制品共生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这样两点认识

通过再研究
,

笔者认为
,

有几件标本还是应维持原研究者的意见
,

如平梁

号
、

三门峡 号和梁山 号标本应归人镐的范畴
,

丁村 号标本是三棱

镐
,

沙女沟标本 原丁村 号标本 为似手斧石器
,

丁村 号标本为多边砍砸

器 关于乾县 号和百色 号标本
,

笔者倾向于认为可能是石核斧 涝池河标

本的类型归属暂且存疑

把类型鉴定和出土情况结合在一起考虑
,

我们可以说
,

在所讨论的标本中
,

还没有

发现通过正式发掘得到
、

有具体的出土地点
、

准确的出土层位和可靠的年代并有其他石制

品共生的手斧标本 因此
,

这可能暗示
,

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
,

像典型的阿舍利手斧那样
的石器

,

即使不是完全缺乏
,

也是十分稀少的

三
、

对莫维斯的理论的评论

谈到手斧
,

常常会联系到莫维斯的理论
,

因为正是莫维斯教授
,

以手斧的存在与否作

为主要依据
,

第一次把旧大陆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划分为两大文化传统和文化区
,

把中国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也纳人他的砍砸器文化传统
,

对此国内外一些学者多有异议 莫维斯

教授提出他的理论已有半个世纪
,

因此
,

趁此机会
,

联系到我们前面讨论的中国手斧问

题
,

对莫维斯的理论作一客观的评论似乎是必要而又适宜的

一 年美国东南亚考察团
,

莫维斯是其中的一员
,

在上缅甸 的伊洛瓦底江流

域发现了安雅特文化 年春
,

作为考察团工作的继续
,

他们又去印

度尼西亚的爪哇
,

对孔尼华于 年发现的巴吉丹文化 五
·

的考古材料进行

野外考察和室内研究 在此之前
,

在巴基斯坦已发现了索安文化
,

在中国有北京

猿人文化 当时认为这几个文化之间没有什么亲缘关系 通过安雅特文化的发现
,

莫维斯

认为这四个文化有着密切相关的亲缘关系
,

一起代表了一个与西方阿舍利文化平行发展的

独立的文化传统
,

即东南亚
、

巴基斯坦和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砍砸器文化复合物
,

它具

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在石器组合中砍砸器和手裤等石核工具的比例特别高
,

与未经预

先修理的石片和石核共生 文化材料显示 了惊人的一致性 显示出极少的年代上

变化 因此
,

莫维斯认为
,

在旧大陆旧石器时代早期
,

已经存在着两个互不相同的独立的

文化传统
,

它们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
“

一个
,

砍砸器工具传统
,

它的分布基本上是
‘

东方

的
’

另一个手斧传统
,

基本上是
‘

西方的
’ ’ , ,

又说
“

这两个多多

少少同时代的石核工具传统 ⋯⋯能够被定义如下 西方的 —典型特征是双刃
、

两面

修整 的切割工具或手斧 东方的 —典型特征是单刃 的切割工具或砍砸器
’

同

上
, 一 他所说的东方文化传统就包括缅甸的安雅特文化

、

印度尼西亚爪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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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吉丹文化
、

巴基斯坦的索安文化以及中国的周 口店文化 即北京猿人文化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

虽然莫维斯把东方文化传统称之为砍砸器文化传统
,

他完全认识

到石片石器在其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例如他说
“

石片工具特别成为周 口店第 地点的典型

特征
,

事实上石片工具在数量上远多于石核工具
, ”

他把周 口店第 和第 地点工业称之

为
“

基本上是一个砍砸器一粗刮削器文化
’ , “

与砍砸器共生的 ⋯⋯是一个用石英制作的小石

片工业
,

代表了一个特殊的相
’ , ,

他也指出
,

在巴吉丹文化中只

有非常小的 比例是真正的石核工具
,

那么
,

莫维斯把东西方划分成两大文化传统和文化区的主要根据是什么呢 他既熟悉

西方旧石器文化
,

又亲 自研究了东方文化中的安雅特文化和巴吉丹文化
,

因此当他站在整

个旧大陆的高度来观察东西方的旧石器早期文化时
,

他发现了一个十分简单而又极为重要

的事实 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手斧相当发达且占有重要的地位
,

而在东

方
,

同时期文化的重要特征是缺少手斧或手斧十分稀少 他说
“

这样强调是不会太过分

的 正是某些典型工具类型的缺乏
,

同样也正是别的典型工具类型的存在
,

鉴别了东南

亚
、

北印度和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砍砸器文化复合物 旧大陆其他地区的特点是具有

真 正 的 手 斧 卜 一 ‘ ’

和 用 勒 瓦 娄 技 术 制 作 的 石 片 工 具 一
, ,

还说
‘

既然在 旧石器时代早期
,

除了远东以外
,

像砍砸器和手

镑这种样子的原始工具已零散地发现在旧大陆的几个地区 因此
,

正是发达的手斧类工具

的缺乏 而不是典型 的砍砸器和手镇 的存在
,

使得安雅特早期文化具有重要 的意义 ”

, ,

现在回到中国的问题 前面我们刚刚进行了对中国手斧的再研究
,

结果表明
,

在我们

亲自考察过的标本中
,

只有一件相似于西方的手斧
,

而且还是一件从地表捡拾的
、

没有准

确的出土层位和可靠的年代的标本 这也许能证明
,

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
,

手斧即使不是

完全缺乏
,

也是极为稀少的 另外
,

迄今为止
,

在中国旧石器早期文化中还没有发现使用

勒瓦娄技术的确凿证据 因此
,

至少就中国的材料而言
,

莫维斯的理论仍然是适用的

在此
,

值得提到的是
,

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界
,

已故的裴文中教授对于东西方旧石器

早期文化之间的关系
,

有比较精辟的见解 作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莫基人
,

他亲 自发现

和研究了北京猿人文化
,

同时他对西方旧石器文化也有比较充分的了解
,

因此他的看法对

于我们也许是有启发性的 早在 年
,

他就指出
“

史前文化本身很难用于 中国和欧洲

的对 比
,

这两个地区的石器制造技术区别很大
’ ,

年他在讨论
“

中国旧

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总说
’

时指出 到 目前为止
,

我们看不出任何的迹象
,

可以说明中国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和欧洲同时期的文化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但与亚洲
,

特别是印度
、

巴基

斯坦
、

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爪哇已知道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

在制作方法和形态上
,

都有一定

的相近的地方 我们不能不认为中国猿人的文化与欧洲的阿布维利为同时代的
、

而属于两

个遥远的地区的
、

不同性质的文化 他还指出 东南亚各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
,

从石

器制作技术上看
,

都是用砾石打制的敲砸器或粗石片制作的石器 裴文中
,

十年

之后当他回顾几十年来中国旧石器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时又指出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
,

人

类独立地
、

连续地
、

辉煌地发展了他的文化 至于说到考古年代学
,

我们相信
,

中国猿人

工业可以与阿布维利文化 即现已不再使用的术语舍利或前舍利文化 对比
,

然而
,

这样

一种对比主要是依据第四纪哺乳动物的进化阶段和相应的地质时代
,

但是忽略了石制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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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与动态

《医学人类学 》出版了

一部联接医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学术专著 —
《医学人类学 》一书已 由辽宁大学出版

社出版发行
,

这部长达 万字的著作是 由辽宁锦州医学院席焕久教授编写的 医学人类

学是近年来在国外兴起的医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
,

它的出版发行
,

不仅对开辟人类学的

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而且对适应当前医学模式转变
,

更新健康观念
,

实现世界

卫生组织 的战略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

任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