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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尖状器的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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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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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评论了中国和西方在尖状器的定义方面的差异

尖状器%∗ +, +− (
,

作为一种重要的石器类型
,

在旧石器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最近笔者正在对中
、

西方旧石器时代的尖状器作一比较的研究
。

在工作进行过程中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
,

中国旧石器研究中使用的尖状器定义与西方通用的定义之

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

因此感到有必要先就这一问题作一简短的讨论
。

关于中国旧石器中的尖状器的定义
,

有的学者曾作过比较详细的阐述 .
“

什么叫

尖状器
,

依裴文中教授生动而通俗的定义叫做
‘

两边夹一角
’ ,

其意思是毛胚相邻的

两个边缘经修理并使其相交
,

生成一个尖刃
,

这样的标本才能叫尖状器
,

而不能把

一侧边修理过
,

前端有一个自然尖者叫做尖状器
。

目前
,

在尖状器分类上发生错误

就是把后 者 当作前者
,

而后者只能叫单刃 刮削器
,

而 不能叫尖状器
”

%张森水
,

/0 1(
。

稍后
,

同一学者再次论述了这一问题
,

并建议将尖状器更名为尖刃器 . “尖刃器

以往称尖状器
,

其所以更名
,

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 ∀( 狭义的旧石器分类%指乙类工具(

第一级标准统一以功能为分类依据 ) ( 放弃 以形分类
,

可免一些误解 .将单边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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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石片的远端尖归于尖状器%4 。5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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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帝 / 0 年 以

一

褥份热蔽份一 的应用
,

有着很大的影响
。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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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考资⋯西方
‘日石器文化中的尖状器时

,

我们就会发

钟
, ·

两边夹9

角
”

的
:

足义井不兄全适用
。 :

: : : : : : :

;
:

在西方的旧石器中
,

有
“

两边夹一角
”

的尖状器
,

如莫斯特尖状器
·

<但是并不是
所有

“

两边夹一角
”

的小型器物都是尖状器
。

图 ‘一“示非洲
、 :

欧洲
、

平南亚和印度
发现的石器

,

它们都是严格的
“

两边夹一角
”

的
,

而且常常生成
价

尖
:

。

;
:

麒牛
面说

的定义
,

或者假定它们发现于 中国 ’日石器遗址中
, :

:

它们很可能将被州类内尖状器月

塌曼
’

“西“ ‘日石器 的研“ 中
’

“‘门”没““算作尖状器而“归入

甲
削“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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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斜边刮器所占的比例更高达 = %4 ! 5 6 7 8
,

/ 2 ∋ (
。 ‘



&
#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图 聚刃边刮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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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 8−7 ,+ %德国(
,

≅ ,> ! Α Β ,7 + %旧石器时代初期(
。

#

4 Χ ∀Δ 7%德国(
, 7 ! Χ > Ε 7 Φ %旧石器时代中期(

。

3
#

Γ Χ Η Β +
%以色列 (

,

Ι Χ ϑ 7 5 Κ Χ ,

Λ Μ Μ 7 5 Ν > Ε 7 Β ∀7 Χ +
%≅ ,> ! Α Β ,7 +

(
#

∋
#

Γ Χ Η Β + %以色列(
,

Ι Χ ϑ 7 5 Κ Η
,

Λ Μ Μ7 5 Ν 7 Ε 7 Β ∀7 Χ + %≅ ,7 ! Α Β ,7 + (
·

2
#

Ο Χ 8 −,∀∀! %西班牙(
, 7 ! Β 7 Ε 7 4 7 −Χ %旧石器时代中期(

。

Π
#

∗ 5! 8 Μ 77 − Θ Χ
5Ρ

,

∗Ε Χ 87 Σ%肯尼亚(
,

≅ ,6 6 ∀7 Τ −! + 7 Ν Υ 7
#

1
#

Ο ! Ρ Η扩ς 57 + Χ ∀%法国(
, 7 ! Β 7 Ε 7 Ω

,

≅ ! Β 8−心5, 7 + −ϑ Μ 7 Θ 7 5 5Χ 8 8,7
#

少

0
#

∗ 5 ! 8 Μ 7 >− Θ Χ

5Ρ
,

∗Ε Χ 87 3%肯尼亚(
,

≅ ,6 6 ∀7 Τ −! + 7 Ν Υ 7
#

/
#

Τ ,Ε Χ Ξ Χ ∀
,

Τ ,6 Ε , Ψ ,8 −5,7 −
,

≅ Χ 6 Ε ϑΧ ∗5 Χ 6 7 8Ε %印度(
,

Ι Χ −7 Ν 7 Ε 7 Β ∀,Χ +
#

&
·

Ζ ,Υ Ε Ι ! 6 Υ 7%英国(
,

%旧石器时代早期(
。

#

≅ ! + −Υ Β ,∀一Χ ,+ %! ,8 7(%法国(
,

莫斯特或阿舍利晚期
。

作为尖状器端部太厚
。

%
, ,

2
,

&依 4 ! 5 67 8 ,

/ 0∋ ) 3
,

∋依 ς Χ 5 5! 6 Χ + 6 4 Χ −7 ,

/ 31 ) Π
,

0依 Ο ∀Χ5?
,

/ 00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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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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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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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Χ Η Β +
%以色列(

,

Ι Χ ϑ7 5 Κ Χ ,

Λ Μ Μ 7 5 Ν 7 Ε 7Β ∀7 Χ +
#

2
#

Γ Χ Η Β + %以色列(
,

Ι Χ ϑ7 5 Κ 6
,

Β Μ Μ 7 5 Ν 7 Ε 7 Β 一7 Χ + %≅ ,7 ! Α Β ,Χ + (
#

%∀
, ,

3
,

∋
,

2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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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

1
,

3 依 4 ! 56 7 8 ,

/ 0 ∋ .
,

3
,

/
,

&
, ,

依 4 ! 56 7 8 ,

/ 1 / ) Π 依 Ο ∀Χ 5?
,

/ 0 )

依 ≅ ,8 5Χ ,

/ 0 1 ) ∋
,

2 依 ς Χ 5 5 ! 6 Χ + 6 4 Χ −7 ,

/ 3 1 (

% ∋
,

巧 中的箭头 个示打击泡的位置(

图 聚刃边刮器
#

Ι 7 ∗∀Χ 7 Χ 5 6 %Ο Ε Χ 57 + −7 (
。

,

3
,

∋
#

≅ ! Β 8 −色5,7 + 6 7 −5Χ 6 ,−,! + Χ > Ε 7 Β ∀Π 7 + + 7 6 Β ∗7 7 Ε 6 7 ∀入 Π %Ψ ! 56 ! Υ + 7 (
。

%依4 ! 56 7 8 ,

/ 2 ∋ (

在西方旧石器中
,

有些尖状器就不是
“

两边夹一角
”

的
。

图 ∋ 中的 一 2
、

1一 0
、

& 示非洲
、

欧洲和西南亚等地发现的主要存在于旧

石器 时代早
、

中期的勒瓦娄尖状器 %Ι 7Δ Χ∀ ∀!, 8 Μ !, +− (和修整 的勒瓦娄尖状器 %[ 7
9

−! Β > Ε 7 6 Ι 7 Δ Χ ∀∀! ,8 Μ ! ,+ −(
。

按照
“

两边夹一角
”

的定义
,

它们不能算作是尖状器
,

因

为它们或者两边未经修整 %勒瓦娄尖状器 (
,

或者只有一侧边进行了修整
,

或者修整

的地方很少%有些修整的勒瓦娄尖状器(
。

但是我们惊奇地发现
,

尽管它们的产地相

距遥远
,

而它们的结构和形态特征却是如此之相似
。

它们显然是以一种相同或相似

的技术制作出来的
。

勒瓦娄尖状器
“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勒瓦娄石片
,

三角形
,

或多或少长而规整
。

它们是从一种特别的石核上得到的
,

石核周围经过修理 ) 而且
,

或者从未来台面的

一端%图 2 之 Π( ) 或者从相对的一缘%图 2 之 2(
,

通过打掉两块石片将石核的上面也

进行了修理
。

在第一种情况下
,

石核的平面形状通常是三角形
,

而第二种情况通常

是四边形
,

以一特别的角度打击台面
,

使得破裂面切过分离两个被修理的石片疤的

背脊 ) 因而剥下一块三角形石片
”

%4 !5 6 78
,

/ 2&(
。

在另一篇文章中
,

同一作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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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勒瓦娄尖状器和修整的勒瓦娄尖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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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整的勒瓦娄尖状器
,

! 5 ! −−7 6 入Η ! Β 一Τ ,]%_! 56 Χ + ,7 (
, 7 ! Β 7Ε 7 7

#

≅ ! Β 8 −色5,7 +
#

Π一0
#

勒瓦娄尖状器
,

4 ! ? 7 5 Γ Χ > Ε −,−%Φ85 Χ 7 ∀(
,

Ι 7 Δ 7一
#

/一 &
#

两件拼合的勒瓦娄尖状器
,

来 自同一个相对台面的尖状器石核
。

4 ! ? 7 5 Γ Χ 7 Ε −,−%Φ85 Χ 7 ∀(
#

#

长身勒瓦娄尖状器
,

ς 5 ! −−7 6 7 ∃ Π 5 ! + %Ν
5 6 Π 7Ε 7 (%Θ 5Χ + 7 7 (

#

Ψ 乞Μ 5Π 8 _
#

Ο ! Ρ Η ,7 5 ,

≅
! Β 8− Π5,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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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典型的勒瓦娄尖状器
,

Ο 5 7]], 7 ∀6 [ ! Χ 6
,

Ν 7− ! + %4
5 ,−,8 Ε (

#

Ι ! Ξ 7 5 ∗ Χ ∀Χ 7 ! ∀,−Ε ,7
#

3
#

勒瓦娄尖状器
,

≅ ! 8 87 ∀4 Χ ϑ Ο Χ Δ 7%8! Β −Ε 7 5+ Ν ]5 ,7 Χ (
#

≅ ! 8 87 ∀ 4 Χ ϑ ∀+ 6 Β 8−5 ϑ
,

≅ ,6 6 ∀7 8 −! + 7 Ν Υ 7
#

2
#

勒瓦娄尖状器
,

Ζ ! Β Μ Μ 7 Δ ,∀∀7%Θ 5Χ + 7 7(
#

≅ ! Β 8−德5,7 + −ϑΜ ,Α Β 7
#

Π
#

带柄的勒瓦娄尖状器
,

4 7 + ,一Ν Η Η 7 8%Ν ∀Υ 7 5,7(
#

Ν −Π 5,7 +
#

1
#

勒瓦娄尖状器
,

⎯ ! + 7%Κ −Ε ,! Μ ,Χ (
#

≅ ,6 6 ∀7 Τ −! + 7 Ν Υ 7
#

/
#

带柄修整的勒瓦娄尖状器
,

Κ ΦΨ ∴! Β ]%Ν ∀Υ 7 5,7 (
,

Ν −德5,7 +
#

&
#

勒瓦娄尖状器
,

Ο Χ Υ + ϑ%8 ! Ρ Ρ 7 (%Θ
5 Χ + > 7 (

,

Η Χ 8 7 6 Β ∀! 7 8 8 Χ + 7 ,7 +
#

Ν 7 Ε 7 Β ∀亡7 + 8 Β Μ Π 5 ,7 Β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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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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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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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 1 依 Ο ∀Χ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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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勒瓦娄石核以及 Φ 式和 Ζ 式勒瓦娄尖状器
#

打制 Φ式%Χ (和 Ζ 式%Η( 勒瓦娄尖状器的技术示意图
#

勒瓦娄尖状器
,

α ,887一[ Β Α Β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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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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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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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制尖状器的勒瓦娄石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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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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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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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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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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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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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勒瓦娄尖状器是 由特殊的石核上打下来的
,

石核是三角形或长方担石核‘图
2

之 ∀(
。

它是 以这样一种方式打击的
,

使得石片剥离面切过石片的背脊; 因而 以一

次打击就产生一或多或少完美的三角形尖状器
。

一般说来
,

第一块剥下的石片带有

石核背脊的一部分
,

其截面为三角形
,

可称为 Φ 式勒瓦娄尖状器%图 2 之 (
。

第二

块石片或 Ζ 式勒瓦娄尖状器的截面为梯形%图 2 之 3( %4 !5 6 78
,

/2 3(
。

4 !5 67 8% /0 &( 曾撰文专门讨论勒瓦娄技术和它的变体
,

其中介绍了几种生产勒

瓦娄尖状器的方法
。

β

4Ε Χ− −Χ >Ε Χ5 ϑΧ %∀/ 1/( 也指出
,

为了生产勒瓦娄尖状器
,

先在石核上打掉两块长

的石片
,

石片疤聚合形成一脊
,

然后 以此脊作为 中线%Ο 7+ −5Χ ∀ Χ Μ 7χ (打制勒瓦娄尖

状器
,

因此它的打击轴与石片轴相吻合
。 一

图 Π 示由 ∃ Β Η ,Χ + 石核生产勒瓦娄尖状器的一系列阶段%Ο∀ Χ 5?
,

/0 一0(
。

参
一

豁督
一

交雍弃
9

:

彝
:

曝
Η 才 卜

叠
: 一

彝办
一

念
图 Π 由 ⎯ ! + Π 遗址的 ∃ ΒΗ ,Χ +

石核生产勒瓦娄尖状器的一系列阶段
“

·

对高背的
、

亚三角形勒瓦娄石核进行辐射状的修理 ) 在腹面进行陡峭的
、

近乎垂真的打片
)

Η
#

从 石核 近端打掉 两块 石片 δ 石 叶
,

每 一块在 背面显 示 了辐 射状修理 疤 的遗迹和假钝 背

%Μ 87 Β 6 ! Η Χ 7? ,+ Υ () >
#

从石核远端打掉两块石片 ⊥ 石叶
,

每一块显示了假钝背 )

6
#

剥下 ∀ 式勒瓦娄尖状器 ) 7
#

剥下 Ζ 式勒瓦娄尖状器
。

%依 7 ∀日
5?

,

/ 2 0(

因此勒瓦娄尖状器是以 一种特定的技术生产具有特定结构和形态的器物的产

物
。

它是按照事先预定的构思
,

通过对石核的精心修理
,

经过一系列州骤由勒瓦娄
石核上打下来的

,

打下来后通常就具有规整或 比较规整的形状
、

锋利的刃缘和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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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尖端
,

因此一般不再需要进行修整
,

或者至多只是在形制还不太规整的部位进行

少量的加工%这就是修整的勒瓦娄尖状器 (
。

所以
,

这种技术代表了尖状器制作技术

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

暗示了相 当高水平的预先计划和概念化
,

是智力
、

远见和专门

技术高度发达的证据%Ο ΕΧ5 6
,

∀= /(
。

勒瓦娄技术不仅以工具最终形式的概念为先

决条件
,

而且 也预 想到 所要求的各个连 续 的阶段 和将会碰到 的 困难 %4 !5 6 78
,

/ Π 0(
。

在非洲
、

欧洲
、

西南亚的一些旧石器工业中
,

勒瓦娄尖状器和修整的勒瓦娄尖

状器有较广泛的分布
,

有的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

在 以色列 的 Γ Χ Η Β + Ο Χ Δ 7 中
,

属于 Ι 7 Δ Χ ∀∀! ,8 !一≅ ! Β 8−7 5,Χ + 的 4 7 6 ∀一 0 中
,

按 4 !5 6 78 的类型表
,

全部被分类的器物为 2 件%其中包括典型和非典型的勒瓦娄

石片 Π ∋ 件(
,

勒瓦娄尖状器 件 ) 4 76 ∀Υ 中
,

总共 1∋ 件%其中典型的和非典型的

勒瓦娄石片 Π 3 件(
,

勒瓦娄尖状器 / 件 ) 4 76 3/ 中
,

总共 ∋ 件%其中典型的和非

典型的勒瓦娄石片 2/ 件(
,

勒瓦娄尖状器 Π 件
,

修整的勒瓦娄尖状器 / 件
。

从上

述统计可以看到
,

这里的勒瓦娄尖状器 %/ 件 (远多于修整的勒瓦娄尖状器%/ 件 (
,

大致是 & . ∀%_7 ∀,+ 7 ?
,

/ 1 2(
。

在约旦的莫斯特遗址 入,+ Ψ ,]∀ Χ%Ξ Ζ Τ Τ,−7 Π3 ∋(中
,

按 4 ! 5 6 7 8 的类型表器物总

数为 13 件
,

其中勒瓦娄尖状器 2Π 件
,

占总数的 3 #∋ = ) 修整的勒瓦娄尖状器

件
,

占 &
#

Π =
。

如果去掉典型和非典型的勒瓦娄石片
,

它们的比例就更高%Ι, + 6 ∀ϑ

Χ + 6 Ο ∀Χ 5 ?
,

/ 0 1 (
。

除了勒瓦娄尖状器和修整的勒瓦娄尖状器之外
,

Κ Ρ ,5
7Ε 尖状器%图 Π 之 一/(

也不是
“

两边夹一角
”

的
。

它是跟部被打掉的勒瓦娄尖状器
,

基部通过两面修整而变

薄%4 !5 6 78
,

/ 1 /(
,

但是聚合成尖端的两侧缘是不加修整的
。

还有发现于 Ν −7 5, Χ + 中的带柄的勒瓦娄尖状器和修整的带柄勒瓦娄尖状器 %图 ∋

之 Π
、

/ (
。

前者修整限于柄部
,

两侧缘是不进行加工的 ) 后者除了柄部修整外
,

有的两侧缘仅有很少的加工%4 ! 5 6 7 Τ
,

/ 1 / (
。

四

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 中
,

有一类石器相 当发达
,

这就是钝背尖状器

%4 Χ 7 ? 7 6 Μ ! ,+ −(
。

有些钝背尖状器也不是严格的
“

两边夹一角
”

的
。

如 Ο Ε Χ −7∀Μ 7 5 5 ! +

尖状器
,

ς 5
ΧΔ >− −。尖状器%图 1 之 Π一 (

。

这些器物
,

一边是人工修整的钝背 ) 另

一边有的是未经修整的 自然刃
,

有的有局部或连续的修整
。

还有像带肩或带柄的

Ζ Χ Ρ Η Β 5 Υ ,Χ + 尖状器和 Ν Ε 5 7 + 8Η Β 5 Υ ,Χ + 尖状器%图 1 之 &一 ∋
,

2
、

(
,

尖端部分

的一侧是人工修整的钝背
,

而另一侧则是 自然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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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Χ Ε 57 + 8 ΗΒ 5Υ ,7 + + 7 ,

 7 88 7Ρ
,

∗Χ ϑ899 4 Χ 8
#

≅ Π8! ∀,−Ε ,Α Β 7 + ! 5 6,Α Β 7
#

一 ∋
#

∗! ,+ −7 Χ Ε 57 + 8 Η Β 5Υ ,7 + + 7
#

2
#

∗ ! ,+ −7 Ε Χ Ρ Η Β 5 Υ ,7 + + 7 ,

Τ −7 ∀∀Ρ ! ! 5 ,

Ν ∀∀7 Ρ Χ + Υ 7
#

Ζ Χ Ρ Η Β 5Υ ,7 +
#

Π一 0
#

∗ ! ,+ −7 6 7 ∀Χ ς 5Χ Δ 7 −−7
#

/一
#

∗ ! ,+ −7 6 7 Ο Ε Χ −7 ∀∗7 5 5! +
#

#

∗ ! ,+ −7 Ε Χ Ρ Η Β 5Υ ,7 + + 7 ,

Κ 7 ∀6 7 ,

∗Χ ϑ犷4 Χ 8
#

Ζ Χ Ρ Η Β 5Υ ,7 +
#

% ∀一 /依 ∃ 7 Β Δ ,∀∀7 ,

/ 2 ) &
, ,

2
,

依 Ζ 7 ,+ ⊥ 7∀,+ 6 7 4 5Χ + 7 ! Β 5−
,

/ Π ) 一一 ∋
,

Π一 一依
4 5 Π ⊥ ,∀∀! + ,

/ 0 3(% 比例同 2(

从上面的讨论中
,

我们可以看到
,

尖状器是一类种类繁多的器物
。

Ζ 7 ,+⊥ 7∀, +

6 7 4 5 Χ + > ! Β 5−% / Π (对尖状器是这样定义的 .

“

Κ + Μ 5,+ 7 ,Μ 7
,

∀7 8 ∗ ! ,+ −7 8 8! + − 6 7 8−,+ Π 7 8 白 Χ 5Ρ 7 5 ∀,7
χ −5ΠΡ ,−7 6 乞5Ρ

7 8 6 Ρ Χ ,+

%∀Χ + 7 7
,

己Μ ,7 Β (! Β Ρ ]88,∀7 8! Χ Δ 7 ∀,+ 7
,

]∀心7 Ε 7 (
#

∀Χ 7 ! Ε Π57 + 7 7 6 7 ∀,7
χ Μ ! 8Π −ϑΜ ! ∀! Υ ,Α Β 7 7 χ ,Υ 7 6 7 5 Χ + Υ 7 5 ,7 , 6 7 8 ! Η ∴7 −8 6 ! + − ∀乞8 Χ Υ 7

7 8− 6 ,]昆5 7 + − ! Β ,+ 6 Π −7 5Ρ ,+ Π
,

−7 ∀8 Α Β 7 ∀7 8 7 ! Β −7 Χ Β χ 白 6 ! 8
,

∀7 8 ∀,Ρ Χ 7 7 8 + ! −Χ Ρ Ρ 7 + −
”

Ζ 7 ,+ ⊥ 7 ∀,+ 6 7 4 5Χ + 7 ! Β 5 − 把尖状器分为四大类 . ∀(基本上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

中期 的 类 型
,

包括 ∗ ! ,+ −7 ∀7 Δ Χ ∀∀! ,8 + ! + 5 7 −! Β 7 Ε Π 7
,

∗ ! ,+ −7 ∀7 Δ Χ ∀∀! ,8 5 7 −! Β 7 Ε Π 7
,

Μ ! ,+ −7 6 7 8! ϑ ! + 8
,

Μ ! ,+ −7 Ρ ! Β 8−Π5 ,7 + + 7
,

Μ ! ,+ −7 6 乞Ρ ,57 Ε 等 & 种 ) (基本上属于

旧石器时代晚期和 中石器时代的类型%无附加部分(
,

包括 ∗!, +− 7 6 7 Ο Ε Χ− 7∀ ∗7
5 5 ! +

,

ς 5 Χ Δ 7−−7%ε Χ Η 5 ΠΔ ,Χ −,! + 6 7 《∗ ! ,+ −7 6 7 ∀Χ Υ 5 Χ Δ 7 −−7》 (
,

≅ ,7 5 ! Υ 5 Χ Δ 7 −−7
,

∗ ! ,+ −7 6 7 8

Δ Χ 7 Ε ! + 8 等 种 ) 3(带 肩尖状器 %Ν 7 5 Χ + (
,

包括 ∗ ! ,+ −7 6 7 Ξ ,一∀7 + 6 ! 5]
,

∗ ! ,+ −7

Ε Χ Ρ Η Β 5 Υ ,7 + + 7 等 ∋ 种 . ∋ (带柄 尖状器 %Ν Μ Π6 ! + 7 Β ∀7 (
,

包括 Μ ! ,+ −7 Χ −Π5,7 + + 7
,

∗! ,+ −7 Χ Ε 5 7 + 8Η Β 5 Υ ,7 + + 7 等 / 种
。

45 能,∀, !+ % / 0 3( 在专门论述
“

尖状器
”

的条 目中
,

考证了
“

尖状器
”

这个名词在旧

石器研究中的起源
,

介绍了一些学者对它下的定义
,

最后他指出.

“
Κ + 7

]]7 − ∀7 Ρ ! − ∗ ! ,+ −7 8 7 5− 6 6 7 8,Υ + 7 5 6 7 8 ! Η∴7 −8 6 7 Ρ ! 5 ∗Ε ! ∀! Υ ,7 −5心2 Δ Χ 5,色7
#

一(∗ ! ,+ −7 7 ! + 8 −,−Β Π7 Μ Χ 5 ∀Χ 5 7 + 7 ! + −57 6 乞+ Η ! 56 −5 Χ + 7Ε Χ + − 7 − 6 乞+ Η ! 56 Χ Η Χ −−Β

%∗ ! ,+ −7 6 5 7 −! Β 7 Ε 7 Β + ,∀Χ −色5Χ ∀7
,

∗ ! ,+ −7 6 −5 Χ + 7 Ε Χ + − Χ Η Χ −−Β (
#

Ι 7 Η ! 56 Χ Η Χ −−Β Μ 7Β − 合−57

5 7 7 −,∀,Υ + 7 %Μ ! ,+ −7 6 7 ∀Χ ς 5 Χ Δ 7−−7
,

∗ ! ,+ −7 6 7 8  Χ 7 Ε ! + 8(! Β > ! Β 5Η 7%∗! ,+ −7 ,+ 7 Β 5 Δ Π 7
,

∗ ! ,+ −7 6 7 Ο Ε Χ −7∀∗7 5 5 ! + (
#

( ∗ ! ,+ −7 7 ! + 8−,−Β 己7 ∗Χ 5 ∀Χ 5 7 + 7 ! + −5 7 6 7 6 7 Β χ Η ! 56 8 −5 Χ + 7Ε Χ + −8
#

Ι Χ 5 7 + 7 ! + −5 7

6 7 8 Η ! 5 6 8 ∗7 Β − ∗5 ! Δ 7 + ,5 6 Β 6乙Η ,−Χ Υ 7 %∗! ,+ −7 Ι 7 Δ Χ ∀∀! ,8(! Β 6 7 ∀Χ 57 −! Β 7 Ε 7 Β + ,]Χ 7 ,Χ ∀7

%∗ ! ,+ −7 Ρ ! Β 8−Π 5,7 + + 7 (! Β Η ,]Χ 7 ,Χ ∀7%∗! ,+ −7 8! ∀Β −5Π 7+ + 7 (
#



期 林圣龙 . 关于尖状器的定义—中
、

西方的比较

3(∗ ! ,+ −7 > ! + 8−,−Β Π7 Μ Χ 5 ∀Χ 57 + 7 ! + −57 6 7 Μ ∀Β 8 6 7 6 7 Β χ Χ 5会−7 8%Μ ! ,+ −7 律7 φ Β ,+ 8 ! + (
#

∋ ( α Β −,∀8 −7

5Ρ ,+ Π 8 ∗ Χ 5 6 7 8 −5Χ + 7 Ε Χ + −8 7−5 ! ,−8%∗ ! ,+ −7 6 Υ 5 Χ Δ 7 5(
”

#

4 57 ⊥ ,∀∀! + 所说的第一类就是钝背尖状器
,

例如 ς 5Χ Δ 7−−7 尖状器
、 一

 Χ 7 Ε ! + 8 尖

状器 %直背(
,

Ο Ε Χ− 7∀ Μ 75 5 ! + 尖状器%弯背(等 ) 第二类包括了勒瓦娄尖状器
、

莫斯特

尖状器和梭鲁特尖状器等 ) 第三类和第四类则是一些不常见的尖状器
。 ,

从上面的讨论中
,

我们也可以看到
,

中国和西方在尖状器的概念方面存在着较

大的差异
。

在西方
,

不仅有
·

两边夹一角
·

的尖状器
,

也有不是或不完医是
·

两边夹

一角
”

的尖状器 ) 并不是所有
“

两边夹一角
”

的器物都是尖状器
,

仅仅符合某些特定

标准的才被归人尖状器
。

这里涉及 旧石器的类型学问题
。

在欧洲
,

旧石器类型学的研究已有比较长的历

史
。

早在四 十余年前
,

4 !5 6 78 % / 2&( 就提出了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石器类
型表

。

随后
,

在 / Π 年发表了论述 旧石器时代早期和 中期的石器类型学的专著

%4 ! 5 6 7 8
,

/ 1 / (
。

在 旧 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类型 学方面
,

Τ ! + + 7 Δ ,∀∀799 4 ! 5 6 7 8 7 −

∗75 5!− 在 / 23 年提出了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类型表
,

接着发表一系列论文

% / 2 ∋
、

/ 22
、

/ 2 Π Χ
、

/ 2 Π Η (专门论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各种石器类姻
。

4 5 7⊥ ,∀∀! +

% /0 3( % = 0 年第一版(的关于打制石器的名称或命名的大部头著作
,

全文长达 ∋ &&

多页
,

其中一半 以上 的篇幅是定义和界说各种石器类型 的
,

仅尖状器就有 && 余

种
。

还有 Ζ 7,+ ⊥ 7 ∀,+ 6 7 4 5 Χ + > ! Β 5 −% / Π (的石器类型学的专著
。

欧洲的右器分类系统

并不完全适合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 区的石器材料
,

因此非洲考古学家制定了一

些针 对非洲 石 器时代 或其 中某 一文化或文 化阶段 的 石器分类系统
,

例如

≅
#

Ψ
#

Ι 7 Χ ? 7 ϑ% /Π 1(%奥杜威和发达的奥杜威工业 (
,

≅
#

[
#

⎯ ∀7 ,+ 6 ,7 + 8 −%匡/ Π (%东非阿

舍利文化 (
,

_
#

Ψ
#

Ο ∀Χ 5? % / Π 3(%Τ Χ + Υ ! Χ +
,

Ι Β Μ 7 Ρ Η Χ + Χ + 6 Γ 8Ε ,−! ∀,Χ + χ+ 过Β 8 −5,7 8(以及

_
·

Ψ
·

Ο ∀Χ 5? Χ + 6 ≅
#

[
#

⎯ ∀7 ,+ 6 ,7+ 8−% / 1∋ (%非洲石器时代文化 (等的专著和论文
。

由于在

石器类型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

使得这些地 区的石器类型的划分比较规范化
,

也

便于进行统计学的分析和地区间的比较
,

在石器分类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

中国旧石器的研究虽然已有七十年左右的历史
,

但石器类型学的研究还是一个

相当薄弱的环节
。

直到 目前为止
,

我们还没有一部或一篇全面而系统地专门给各种

石器类型进行准确地定义或界说的著作或论文
,

甚至也还没有这方面的翻译的著作
或文章

,

也还没有制定出一个中国旧石器时代或各个阶段的石器类型表
。

因而
,

在

实际工作中对某些器物的分类有时缺乏严格的限定和规范化
,

或者与世界大多数地
区通用的分类有较大的距离

。

过去曾把一些薄刃斧%Ο ∀7 Χ Δ 7 58( 分类为本砸器
,

就是

一个例子%林圣龙
,

/ / (
。 β

就尖状器的定义问题而言
,

似乎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

我个人认为
,

目前国内通

用的
“

两边夹一角
”

的定义
,

一方面似乎过于简单了一点
,

似乎还应加丰另外一些必
要的限定

,

例如还应考虑尖端的位置和角度的大小
,

器体的厚薄
,

石片打击轴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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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轴的关系等等
,

否则就会把一些并不真正是尖状器的器物如聚刃边刮器和歪斜边

刮器包括到尖状器中来了 ) 另一方面
,

如果过于拘泥于
“

两边夹一角
” ,

又会把一些

无论从制作技术
、

形态特征和实际用途来看可能是尖状器的器物
,

如欧洲
、

非洲
、

西南亚等地广泛存在的勒瓦娄尖状器
,

主要存在于旧时期时代晚期的某些钝背尖状

器和带柄的钝背尖状器等排除在尖状器之外
,

而这显然是不大合适的
。

因此
,

我认

为
,

我们应该参照世界上通用的尖状器定义
,

结合我国发现的尖状器材料
,

制定 出

一个比较准确
、

比较规范
、

比较科学的尖状器的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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