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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
,

在本世纪 年代建立的东亚
、

东南亚旧石器分类体系有严重缺陷

经过厘定
,

目前在欧洲和非洲通用的砍研器
,

手斧
、

薄刃斧
、

手镐
、

球状器和刮削器等分类概

念
,

也适用于东亚
、

东南亚旧石器初期的重型工具工业

众所周知
,

东亚和东南亚在研究人类起源与进化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

这里是最先发现

直立人化石的地方
,

其它阶段的人类化石亦十分丰富
,

许多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理论都

是根据这个地区的工作而提出的
。

东亚
、

东南亚的旧石器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也有许多重要

发现 例如 年代至 年代发现的中国水洞沟
、

萨拉乌苏
、

周 口店
、

缅甸安雅特
、

爪哇巴 芝丹 等工业
,

以及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
、

中南半

岛
、

朝鲜半岛
、

蒙古高原
、

西伯利亚平原和 日本列岛的一系列重要发现
,

为复原本地区早

期人类的历史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然而
,

回顾历史
,

人们不无遗憾地发现 有关本地区旧

石器文化许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并未弄清 这里的旧石器研究不但和本地区相对比较发

达的古人类学不相称
,

同欧洲
、

非洲的旧石器研究相比亦尚处于欠发达状态
。

长期以来
,

东亚和东南亚旧石器的研究者们把精力较多地投人有关文化发展模式的讨

论上伊
。 ,

  !
。

近年
,

有些学者又把开展人类行为方式的研究
,

看作发展本地区

旧石器考古的关键
, ,

平心而论
,

上述讨论和研究方向

今

收稿 日期  一 一

本文采 用 的
‘

重 型 工具
”  一 习和

“

轻型 工 具
”

一 的 概念来 自

, 但划分两者的尺寸 标本的中间径 从 毫米提高到 毫米
,

即等于和大于

毫米者归人重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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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旧石器考古的基本目标
,

可以说无可厚非 然而
,

如果从东亚
、

东南亚旧石器研究的

历史与现状权衡
,

则眼下有更加紧迫的事情要做
,

那就是类型学方面的工作 周 口店第一

地点 北京人遗址 的石制品
,

是东亚
、

东南亚地区最先发现的旧石器初期工业
。

它以脉

石英为主要原料
,

在技术上和类型上同欧洲以火石为原料的同期工业差别很大
。

当时
,

像

等东非旧石器初期工业尚未发现
,

人们在世界其它地方很难找到可以与周 口店

对比的旧石器文化 不过
,

即便如此
,

早期研究者们在描述周 口店工业时
,

依然采用当时

流行的 欧洲类型 学概念
, ,

一 。 , 。

一 年
,

美国东南亚早期人类考察团在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谷地发现安雅特工业

此前
,

荷兰人类学家 等 年在东爪哇南部 河谷发现

巴芝丹工业 这两批材料经美国考古学家 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
,

认为

与西方的显著不同
,

为此他提出了一套不同于欧洲
、

非洲和西亚旧石器的分类体系
,

并在

此基础上建立 影响深远的
“

两种文化
”

或
“

两个文化圈
”

理论
, ,

今天回过头来看
,

如果 的分类体系合理
,

那么
,

它的建立应当推动东亚
、

东

南亚 旧石器考古向新的高度发展
。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

在缅甸和爪哇的工作虽然

开创了东南亚旧石器研究的新时代
,

但他所建立的分类体系事实上不象预期的那样有利于

人们正确认识东亚
、

东南亚旧石器文化 已故法国著名旧石器类型学和实验学考古学家

 ! 说过
“

正如地层学仍旧是旧石器年代学的基础一样
,

类型学亦必定仍旧

是研究任何一个旧石器工业的基础
。

类型学是使聚集在史前堆积里的各色各样工具能够定

义
、

认识和分类的科学 这是一门困难而又必不可少的学问
” , 。

为使东亚
、

东南亚旧石器考古今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

我们今天还必须腾 出精力来清理类型学方面

存在的问题 当然
,

造成今日东亚
、

东南亚旧石器类型学不尽如人意的局面并非

一人的责任
,

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众所周知
,

中国考古学家和西方同行之间的正常交流

在 年代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基本上陷人停顿状态 正是这个时期
,

像  !
 ,

一 和 等西方学者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协调了

至今仍在非洲
、

欧洲流行的旧石器分类体系
,

 而在旧大陆东半部旧石器

研究中占有关键位置的中国学者却不幸地被排除在这个进程之外 因此
,

当 年代初中

国的大门重新打开的时候
,

来访的西方学者只能随身带来不合时宜的 的分类体

系
,

而面对的又是使他们迷惑不解 的
、

中国同行在封闭半封闭环境里发展起来的那套术

语
。

也许
,

我们在这里可以用
“

先天不足
”

和
“

后天失调
”

来概括目前东亚
、

东南亚旧石器类

型学的处境

把安雅特工业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安雅特相当于旧石器初期和中期
,

晚期安

雅特相 当于 旧石器晚期
。

巴芝丹工业原先被看作一种直立人文化
。

近年
,

一些研究者认为

它的时代不象原先预料的那么早
,

可能是一种晚期智人文化
。

安雅特制品按原料分为木化

石和硅质凝灰岩两个系列 在 件早期安雅特工具中
,

木化石和凝灰岩
,

大体上各占一

半
。

巴芝丹标本 件
,

绝大部分为硅质凝灰岩制成
。

另外有一些硅质灰岩和少数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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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木化石制品
,

从与打制石器有关的各项物理性能
,

如密度
、

硬度
、

弹性和韧度来看
,

上述

各种原料与火石并无多大差别
。

但是
,

木化石在树木石化之后仍保持生长时的纹理
,

使它

在受外力打击时容易顺长轴劈开 因此
,

除少数硅化程度特别深的毛坯可以从各个方向打

片以外
,

一般只能从一个方向
、

即与年轮轴大致成直角的方向打片
。

木化石这种特性
,

使

打出来的工具几乎全都具有陡峭的裤状
“

端刃
”

对此一清二楚 然而
,

令人费解

的是
,

当他对安雅特工具进行分类和对工业的性质进行评价时
,

事实上没有把原料的这种

特殊性摆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

在整理安雅特的标本时
,

起初建立了两个新的分类

和 重 新 界 定 两 个 原 有 分 类
,

后 来
,

又增 加 一 个 新 的分 类
,

 
。

三个新分类为
“ 】 一

” , “ 一
,

和
“ 一 一 ’

重新界定的两个分类为
“ ”

和
“ ” 。

在他的分类体系里
, “

一  ’是

从
“

ch

o
p

Pe
rs

”

里分出来专指两面打击 (通常是交互打击) 和具有一个曲折刃 口的卵石工

具
,

中文可译作
“

两面砍研器
” 。

而
“

ch oP

p
er

s
”

在这里限于单面打击
、

刃缘呈圆形
、

半卵形

或近于平直的卵石工具
、

中文可译作
“

单面砍祈器
’ . “

H
an

d 一ad ze s
”

是 M ov ius 的得意之

作
,

指一种 轮廓呈方形或长方形的单面打击 的粗大石核工具
,

中文可译作
“

手铸
’ 。

M ov
iu

s 解释手挤是特殊的单面砍祈器
,

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有一个单斜面的陡峭的锌状刃

口
.
这个刃 口往往与工具长轴大致呈直角相交

. “
Pr ot

。
寸an d一ax

o s”在中文里可按字义译

作
“

原型手斧
” 。

M ov
i
us 说它是

“

轮廓呈尖状或椭圆形
、

断面平凸的粗大手裤
,

单面打

击
,

通常以石片为毛坯
’ , “

从类型学观点看
,

原型手斧显示 出从手锌到真正的手斧之间的

过渡
” .

至于
“ s e r a

p
e r s

” ,

即中文的
“

刮削器
” ,

M
o v

i
u s 说它与

“
e
h

o
p p

e r s ’ 之间并无严格

的
、

稳定的界限
,

两者仅有尺寸上的差别
, “

c

ho

p p
er

s
”

就是
“

粗大的刮削器
’ .

美国考古学家 L
.
G
.
F re em an 说过

: “
一个好的分类体系应该建立在各个分类相互独

立
、

不相 重 叠 和 包容性强 (能最大限度地覆盖采集 品的变异 ) 等 三个原则之 上
”

伊re em an
,

1 9 7 7)

。

如果用上述标准衡量
,

则 M ov iu s 的分类体系的缺陷十分明显
.
第一

,

各分类相互重 叠
,

独立性差
.
他 自己也承认

“

在 serapers一ehoppe
rs 卜

h
a n

d 一a d z es
一

卜

p
r o t o 一h a

n
d 一a x e s 中的重叠程度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相当大的

”

( M

o v
i
u s

,

1 9 4 8 )
; 第二

,

包

容性差
,

突出表现在
扮
h
a n

d
一a d zc

s”和
“

ch

o
p

Pe
rs

’

这二个主要分类上
.
在早期安雅特木化石

系列 中占压倒优势的 h
an d一a d zc s ,

在凝灰岩系列中几乎完全缺失
,

只有 28 件难以界定的
“

h a n
d 一a d z e s o r 。h o p p e r s

”

; 相反
,

在凝灰岩系列中占第一位的
“
e h

o
p p

e r s ”
,

又几乎不见

于木化石系列
,

而只有 5 件
“ s

id
e h

a n
d 一a d z e s o r e h o p p e rs

”

( M

o v
i
u s

,

1 9 4 8 )

.

以上事实清楚

地表明
:
M
ovi us的分类体系即使在安雅特工业内部亦受原料制约

,

但他却无条件地把它

推广到爪哇以至整个东亚和东南亚
,

结果使 自己陷人尴尬的局面
。

例如
,

在总数 241 9 件

巴芝丹工具中
, “

h
an da

d ze

s
”

这样重要的分类只有 87 件
,

占工具总数 3
.
5%
.
既然

“

手锌
”

有

如此明显的局限性
,

而 M ov ius 也承认它只是一种特殊的砍研器
,

那么
,

建立这个分类的

必要性就值得考虑了
。

关于三个新的分类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

首先是
“

ch

o
p

Pi

n
g 一t。。is

” 。

M

o

vi
us 建立

它的原意是要把两面打击的和单面打击的砍祈器分开
,

前者冠以新名
“

ch

o p
Pi

n
g 一to ol s

” ,

后者则沿用 旧名
‘
c
h
o

p p
er

s
, .

对于 设立这个新分类 的得失
,

李炎贤有如下 的评价 :

“

M
ov

iu
s 是有功绩的

,

他注意到 了加工方向在石器分类中的重要性
,

在旧石器时代考古

学中增添了新的类型
.
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发展水平

,

他对加工方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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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形式认识不足
,

而为后学者留下了难题……例如
,

转向加工显然不同于两面加工或交互

加工
,

这两样加工的砾石石器叫 ehoppers 显然不合适
,

叫 choppi
n
g- t
ools 也不太妥当

,

为了避免重复这个难题
,

我们主张在汉语名称上统称这类砾石石器为砍砸器
,

至于加工方

向及其组合的区别可按技术特征来处理或作为次一级分类的依据
”

(李炎贤
,

1 9 9 1
)

。

其次

是
“

h
an

d 一a dz
e s , 。

应该承认
,

这类石核工具具有一定的特色
。

然而
,

如前述
,

这些特色

与木化石 分不开
.
离开 这种特殊材料

, “

h
an

d 一ad zc s” 基本上 就不存 在 了
.
再 次是

“

Pr ot

。一
ha nd

一ax es
, .

建立这个新的分类也许可 以说是 M ovi us 分类体系最大的失误
.
按

照他的定义和 图示 (图 l)
,

这类工具应该归人当时已经设立的 pic k (中文可译作
“

手

镐
’

) 分类 中去
.
然 而

,

M ov
i

us 认为它们是
“

手锌 与真正 的两面手斧之 间 的过渡
’

伽
ovius, 1 9 4 8 )

,

所以提出要建立
“

p
r o t o 一h a

n
d 一a x es

”

分类
.
遗憾的是

,

M

o v
i

u s 的建议缺

乏模拟打制石器实验方面的证据
,

所以并未被考古学界普遍采纳
.
相反

,

研究者们根据

ol duva i的
“

B
e
d n

”

上部提供的有价值的证据
,

认为过渡发生在两面打制的尖状的砍研器

和真正 的手斧之 间(B or des
,

1 9 6 8; L
e

ak ey

,

M

. ,

1 9 7 1)

.

做过很好的模拟打制手斧实验 的

Bor d es把这个过程描述为:
“

首先
,

围绕卵石 的周围进行除粗大一端以外的修整
,

此阶段

的制品称为原型手斧; 然后
,

修整扩展到整个卵石的上下两面 ; 最后
,

修整工作以粗大一

端也完全修掉为止
。

不过
,

后面的特征并非固定不变
,

有些进人莫斯特期的手斧就是保留

柄部(b
utt)不作修整的

’

( B
o

rd

e s
,

1 9 6 5 ) ( 图 2)
.
我们认为 a

o
记
e:
等对 p

roto一h a n d 一a x e s 的

界定是合理的
。

首先
,

两面打制是手斧最基本的技术特征
,

不管是
“

原型的
”

还是
“

真正的
”

都应具备; 其次
, “

原型的
”

和
“

真正的
”

只不过是手斧的次一级特征
。

它们代表技术的进化

过程或程度不同的修整—粗制的或完备的
.

在评价 M ovi u
s的分类体系时

,

还涉及如何对待类型学根本原则的问题
.
这里所说的

类型学根本原则
,

首先是指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工具类型? 是根据形状和技术特性还是根据

功能? 由于旧石器时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十分遥远而且各个方面都差别很大的时代
,

要弄

清各种工具的功能是一件极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
。

虽然近一二十年来对石制品的微

痕分析(m icr 。一w ea
r
an al ys is) 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

,

但离问题的解决还要走相当长 的路
。

今天人们对多数工具功能的认识仍不能超出推测或假设
.
所以

,

根据形状和技术来决定工

具的分类是旧石器考古学界普遍赞同的原则
,

包括 M ov iu
s
在内的多数研究者都这样强调

过(M
ovius

,

1 9 4 3 ; e
r a

b t
r e e

,

1 9 7 9 )

.

问题是上述原则往往被一些研究者以种种借口 而搁置一

边
,

结果造成了有章不循的局面
。

前面谈到 M o
vius将

“

p i
e
k

”

称为
“

p
r o

t
o 一h a n d 一a x e s

”

是

一个例子
,

但更突出的例子是他对待手斧的态度
.
手斧是 M ov iu

s
用来划分东西两个文化

圈的主要依据
,

他认为手斧在东亚
、

东南亚
“

完全缺乏
”

或
“

罕见
” 。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

巴

芝丹中有 15 3 件手斧
,

占工具总数的 6
.
32 %

‘

M
ov

iu
s 以

“

沿长轴方向打片
”

为理由将它们

完全排除在
“

真正的手斧
”

之外
。

可是
,

巴芝丹事实上存在十分标准的
、

打法同西方打法无

异的标本(B a
rtstra,

1 9 7 8 )

。

所以
,

M

o v
i

u s 对巴芝丹材料处理不当 (井川史子
,

1 9 8 2
)

。

其

实
,

安雅特工业也有手斧
.
1990 年春天本文作者访问美国哈佛大学时

,

在 Pc ab
o
dy M

u-

se um 收藏的安雅特标本里看到几件手斧
。

其中一件两面打击的椭圆形手斧是以木化石为

原料的
,

标本登记号为:
“

N y

.

º / T 3
一s
ur fa

c 。/ 38
一“一

60 / 9 “0
” .

尽管这件标本是地面

采集的
,

而能够归人手斧的标本数量的确很少
,

但是安雅特工业存在手斧毕竟是一个事

实
。

可惜
,

这些情况在 M
ovi us 的报告里没有得到反映

。

因此
,

我们认为
,

谈到类型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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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厘定
,

本文作者认为下述分类适用于东亚
、

东南亚旧石器初期的重型工具:

l)C hopper:

中译砍祈器或砍砸器
,

是一类用粗砾或大石块简单打制的重型工具
.
位于一侧 (一

端) 感两侧 (两端) 的刃部由两面或一面剥落的片疤构成
,

不作精细修整
,

刃 口多呈锯齿

状
,

与刃 口相对一端 (一侧) 的边缘保留石皮
.
用大石块打制的砍祈器

,

与刃 口相对的边

缘常作修钝处理以便于把握
.
M ov iu s分类体系中的

“

手锌
”

应纳人此类
.

2) H and axe

中译手斧
,

是一类用结核
、

粗砾或大石片两面打制的重型工具
.
轮廓通常呈梨形或椭

圆形
,

一端略尖略薄
,

相对一端略宽略厚
.
器身布满片疤

,

或只保留小部分石皮
。

手斧有

一定的打制程序
,

故被称为人类最早的标准化工具
。

然而
,

它也有一个演化过程
,

无论工

艺水平还是形状的规范化方面亦因时因地而存在很大的变异
。

总的来说
,

早期类型手斧由

于用硬锤打击而具有身厚
、

疤深
、

刃脊曲折
、

轮廓不匀称和保留石皮较多等特点
。

它们也

称为非标准手斧或原型手斧
.
晚期类型手斧由于改进技术

,

尤其是一些地区普遍采用软锤

打击而使器身变薄
、

片疤平远
、

刃脊平齐
、

轮廓匀称和不保留或保留很少石皮
.
它们也称

为标准手斧或阿修尔手斧
.
本文作者曾系统介绍过中国手斧 (黄慰文

,

1
98 7)

。

3 ) C l

e a v e r

中译薄刃斧
,

也有人译作
“

斧状器
” 、 “

劈裂器
” 、 “

手裤
” 、 “

修理把手大石片
”

等
.
这是一

类用大石片打制的重型工具
,

修整王作限于柄部和侧边
,

刃口由石片原有的两个面交汇的

边缘构成
.
标准薄刃斧的轮廓呈

“

U

”

字形
,

上方为平直的刃 口并与工具长轴垂直相交
,

修

整部位一般为两面打击
,

但亦有单面打击
.
林圣龙最近对中国薄刃斧作了系统介绍 (林圣

龙
,

1 9 9 2 )

.

4)
P i

e
k

中译手镐
。

以往的中文报告称此类工具为
“

大尖状器
” 、 “

厚尖状器
’ 、 “

三棱大尖状器
’

等
.
这是一类与手斧关系密切的重型工具

,

用粗砾或大石片制成
。

器身窄长
,

横断面呈三

角形或四边形; 尖端厚实粗大
,

刃 口呈尖锥状或圆弧状; 腹面略平
,

背面因两侧陡直修整

而隆起
.
M ovi us分类体系中的

“

原型手斧
”

应厘定为此类
.

5) SPheroid

中译球状器
,

依形状可 以分为正球体和准球体两组
。

前者包括一些外表光滑的石球
,

但一般为外表保留疤脊或仅去掉部分疤脊的标本; 后者器身不对称和带较多棱角
。

6) S

c r a
p

e r

中译刮削器
,

是一类很普通的石片工具
,

一个或几个边缘经过修整
。

它又分为重型和

轻型两组
。

中间径(m 。
an di a m ct er )等于和超对 100 毫米 (m m ) 的归人重型组

,

为本文讨

论范围
。

中文文献里的
“

刮削器
’

是一个内容庞杂的分类
。

在轻型工具中
,

它至少应分为端

刮器
、

边刮器
、

凹缺器和锯齿刃器等几个平行的分类
。

不过在重型工具里
,

由于加工简单

和形状不稳定
,

这些分类往往难以界定
。

因此
,

本文在讨论重型工具时
,

暂时保留
“

刮削

器
,

这个涵义广泛的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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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分类的定义与西方通用的分类体系(B o
rdes

,

1 9 7 9 ;
w

h i t
e

h
o u s e

,

1 9 5 3 ; T
a t t

e r s a
l l
。t

al.

,

1 9 8 8 ) 基本一致
.

东亚
、

东南亚各地的旧石器初期重型工具工业也存在一些地方性差别
.
例如

,

东亚南

部和东南亚的工业主要用粗砾为毛坯
,

可 以称为卵石工具工业; 北部则主要用大石片为毛

坯
,

不宜称为卵石工具工业
,

球状器在中国北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及朝鲜半岛的工业中时有

发现
,

但不见于南方的百色和缅甸的安雅特
.
在百色

,

球状器的位置似乎被石锤所取代

了
.
另外

,

薄刃斧在东亚北部存在
,

但南部还不清楚
.
尽管如此

,

前面提出的六个分类所

组成的分类体系
,

对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旧石器初期重型工具仍具有普遍的应用意义
.
换句

话说
,

西方通用的分类体系也适用于东方
.
M ov ius 建立新体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值得重

新考虑
.

本文为美国全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 1989 年交流计划列项的报告之一
,

并得

到中国科学院特别支持费资助 (课题号 920402)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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