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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通过中国十个重要细石器遗址中细石核的观察
,

对中国细石核的类型和工艺技术作一初

步的区分和综合的比较少以探讨中国细石器传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特点 。
同时与发现于

东北亚
、

西北美的细石核进行对比 ,

从它们之间的异同来看这一地区在文化上的传承关系
。

中国细石器略说

中国细石器传统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末期
,

是采用一套特殊工艺生产石制品
,

以适应制

作复合工具的石器传统
。

年
,

有人在内蒙于地表发现了细石器
。

二十和三十年代
,

纳尔逊 和德 日进 根据在蒙古沙巴拉克
,

我国新疆吐鲁番七

角井子
、

哈尔滨顾 乡屯以及美国阿拉斯加发现的细石核
,

分别提出了亚洲和美洲在史前存

在文化联系的假设
。

此后
,

这类细石核被发现广泛分布于东亚
、

东北亚和西北美的广大地

区
。

我国的细石器遗存十分丰富
,

但多为地表采集
,

较难确定年代早晚
,

给文化对比带来

困难
。

但是
,

细石器性质稳定
、

形态特殊
,

在类型
、

工艺对比上有一定意义
。

安志敏认为细

石器是一种用特殊工艺生产的细石核
、

细石叶和用细石叶加工的工具
。

细石器一词应以

此为限 安志敏
, 。

作者同意这一观点
。

细石器工艺的特点是从细石核上生产细石叶
,

一般采用间接法或冲压技术加工
。

细

石叶小而细长
,

两缘几近平行
,

长占宽两倍以上
,

用途之一是镶嵌到木骨质的柄上作为刀

刃和箭头使用
。

其优点是能充分利用好石料并易更换刀刃
。

但其用途并未全部解决
。

大

多数细石叶小而窄
,

镶嵌后的用途还有待于探讨
。

细石核是为了便于生产细石叶而被加

工成各种形状的
,

它反映了细石叶的部分生产过程
。

因此 , 对细石器工艺的研究
,

从而注

重细石核的分析对比是有意义的
。

细石核中最常见的类型为楔形和锥形石核
,

其他还有

柱形
、

船形
、

漏斗形等等 图
。

本文选用十个细石器遗址的细石核进行对比
,

以探讨细石核的类型和工艺技术的特

点
。

其中下川的细石核类型多
、

时代早
,

是对比的主要依据
,

其他地点是 虎头梁
、

灵井
、

这篇论文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硕士学位研究生论文 ,
在导师贾兰坡教授指导下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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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苑
、

海拉尔
、

银板
、

扎责诺尔
、

聂拉木
、

西樵山和元谋
。

这些地点的石器分别由王建等
、

安

志敏等
、

黄慰文等
、

周国兴
、

戴尔俭和曾骇研 究。
其中银根和扎责诺尔的材料分别由袁复

礼和裴文中先生所采
,

一部分存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经本人观察后

在文中比较

二
、

中国部分细石器遗址细石核

之观察

图 楔形石核示意图
了一

初 一 ,

台面

工作面
、

侧面 。 楔状缘 。 罗 丁

前面 工作面

后面
名 有效台面 ,

·

「、

下 细石核分为楔形 锥形
、

半锥形
、

柱形
、

船形

和漏斗型六类
。

细石核 目前多采用形态分类
,

虽然

石核形态不稳定
,

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规律
。

楔形石核

是细石核中的一个大类
。 最主要的特征是对剥

片无直接关系的楔状缘进行修理 。 形态又有宽窄两

型
。

楔形石核的宽窄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对的
,

因为

石核剥 片会由宽变窄
,

但在一个遗址中
,

这种宽窄是

依其荒坯而定
。

窄型石核核身前后窄
,

工作面也比

宽型长得多
,

尽管石核在剥片中会变化
,

但工作面是

稳定的 。 如下川宽型石核工作面长 一 厘米左

右
,

而窄型石核工作面长 一 厘米左右
,

这明显是

两种用于生产不同长度细石叶的细石核
。

即使宽型

石核用竭变窄
,

仍与窄型石核有明显区别
。

二 ⋯二 〕三 奴过山

交习甲贬尹贾习

俞暴
·

赢
,

卜 卜 卜 扩 护

欲环沙于

习卿甲
图 宽型楔形石核示意图

咖 一 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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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型楔形石核 核身两面加工
,

由楔状缘向台面和工作面方向压片
,

疤痕浅长
,

有的标本一面为破裂面或节理面
,

仅在缘部作少许修理
。

台面有两种 一种以破裂面或

节理面为台面
,

仅于工作面一端作纵向修理
,

以调整有效台面 图 另一种先横向打制

或压制
,

形成略斜的平面
,

然后纵向修制有效台面 图
,

图版
。

枷呀鞠
习

钾叨龟
图

多

窄型楔形石核示意图
几 , 一 ,

窄型楔形石核 下川这类石核核身前后窄
,

工作面长
,

生产的细石叶比宽型石核

的长一倍左右
。

台面先从工作面一端 前面 向后打出一个斜面
,

然后修理有效台面 图
,

图版
。

其他九个遗址楔形石核与下川者相比有如下之异同

宽型石核中
,

虎头梁
、

灵井
、

沙苑
、

海拉尔
、

扎责诺尔
,

西樵山均见有以破裂面或节理面

为台面的
,

工艺与下川同类者一致
。

台面工艺不见于下川的有

台面纵击而成
。

在核身修毕后 或用两面器
,

于上端纵击
,

打去一至数块雪橇形石

片
,

出现一纵贯核身的平面
,

见于虎头梁
。

这类工艺 日本称
“

涌别技法 ”。

这类台面与打制

台面的区别是中部往往隆起
,

但有的也不易区别 图
,

图版
。

台面多方向修理
。

台面平
,

沿边缘向中部修理
,

常常下凹 。
这类工艺见于海拉尔

,

扎

责诺尔和西樵山
。

与银根
、

侮拉尔
、

扎责诺尔窄型石核台面工艺一样
,

也与一些锥形
、

柱形

石核的台面工艺相同 图
,

图版
。

窄型石核与下川同类石核台面工艺相同的见于虎头梁
、

灵井
、

银根和西樵山
。

台面均

作纵击修制 图
。

其他遗址窄型石核台面工艺未见于下川的是“
多方向修理法 ”。

台面从各个角度打制

后
,

再修理有效台面
,

见于海拉尔
、

银根和扎赛诺尔
,

并与锥
、

柱形台面工艺相仿 图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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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虎头梁一类石核窄长
,

台面很小
,

后面和下端均有楔状缘
,

荒坯为两面器
。

台面很可

能是边用边修
。

先于两面器上端打出一小平面
,

然后向下生产细石叶
,

台面用完后再打
。

这种工艺 日本称“ 忍路子技法 ”。

石核荒坯形宽
,

用竭变窄
,

在此暂列入窄型石核之中 图
,

图版
。

楔形石核的加工
,

特别台面工艺是细石核中最繁杂的
。

下川楔形石核台面工艺较单

调
,

至虎头梁变为多样
,

至银根
、

扎番诺尔又趋单调
,

并与锥
、

柱形石核相同
。

前期
,

楔形石

核工艺由简单趋复杂 后期
,

技术上熟练但类型变得单调
。

锥形石核

是下川遗址中数量较多的一大类
,

呈圆锥形
,

全部或大部遗有长条疤痕
。

其中按台面

不同分为两种 台面修理 图
,

图版 台面不修理 破裂面或节理面 图
。

修

理台面是在剥制细石叶过程中进行的
,

目的在于调整最佳台面角
,

或防止中间体滑动
。

合

面失效后有时打去整个台面再生新台面
。

在其他九个遗址中
,

锥形石核在银根
、

扎责诺尔占

优势
,

海拉尔很不发达
,

而虎头梁则不见 。 灵井锥形石

核可能为原始风貌
。

后期
,

锥形石核个体变大而多样

化
,

细石叶疤匀称 图版
。

元谋者核身粗短
,

可能
「

为地方类型
。

、 卜

贬二夕 州拜醉脚

娜督娜吁
图 锥形石核示意图

诫
,

图 半锥形石核示意图

嫩
一 ,

半锥形石核

是一类独具风格的类型
,

核体扁
,

工作面为一弧形宽面
,

后面为打制的平面或节理面
,

一侧或两侧横击以控制宽度
,

最后于上端击出一向后倾斜的台面
,

台面角小于
“ 。

有的

台面修理有效台面
,

有的一用到底不再修理 图
,

图版
。

半锥形石核也见于灵井
、

银根
、

扎番诺尔
、

聂拉木和西樵山
。

台面工艺除扎资诺尔有

类似下川者外
,

于扎责诺尔和西樵山见有用破裂面和节理面为倾斜台面者
,

于银根和聂拉

木见有沿边缘修理者 图
,

图版 劝
。

早期个体较小
,

晚期变高
、

变宽
。

柱形石核

下川这类标本较小且为数不多
,

上下端均为台面
,

轮番剥制细石叶
。

从条痕同心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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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柱形石核示意图

认

察
,

石核上条痕一半由一端台面剥制
,

另一半条痕义换了另一端台面
。

其他遗址的柱形石核也有限
,

见于沙苑
,

银根和西樵山 图版
, 。

柱形石核台面

不稳定
,

易变成锥形石核
。

早期类型个体小 , 后期较大
,

当与技术娴熟有关 。

丫丫火‘

图 船形石核示意图

船形石核

这类石核在下川有一定数量
,

台面宽
,

核身厚
,

似船形
。

台面为破裂面或节理面
,

不修

理
。

核身从台面向下修制
,

与楔形石核核身由楔状缘向台面
、

工作面方向修制相反
。

有的

底端不为刃状缘而为一小平面 图版 。

这类石核也见于虎头梁
,

但个体小
。

后期遗址

不多见
,

似为一种早期类型
。

漏斗形石核

下川标本形制粗糙
,

台面圆形或椭圆形
,

台径长

于核身高
,

均以节理面为台面
,

不予修理
。

漏斗状
,

细石叶疤不规整
,

数量少
,

不属重要类型
。

这类石核其他遗址仅见于沙苑和扎赛诺尔
。

扎

责诺尔一件石核以风化面为台面
,

不修理
,

细石叶疤

规整 图版
。

除以上六类石核以外
,

西樵山还有一类不规则

形石核
,

石料不作任何修理便进行剥片
。

中国十个细石器遗址的细石核
,

虽不能包括和

图 漏斗形石核示意图
、

代表中国全部的细石核类型
,

但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能大致体现中国细石叶生产工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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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中国细石核以楔形
、

锥形石核为最普遍
。

从形制和工艺发展上来看
,

从早到晚锥形石

核比较稳定
,

个体变大而且多样化
,

核身长而匀称
,

石叶疤趋规整
。

楔形石核中窄型较宽

型稳定
,

从早到晚除变大变精致外
,

其他特征变化不大 宽型石核工艺多样
,

台面各异
,

具

有时间和地区性的个性特点
,

而根据楔形石核的基本特征又可把它们归于一类
。

总的来

看
,

六大类细石核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都显示了相当大的一致性
,

反映了中国细石器传统

的一致性
。

三
、

从东北亚
、

西北美细石核与中国细石核

之异同看它们之间的文化关系

以细石核为代表的细石器遗址广泛分布于东北亚和西北美
,

这些细石核均可与中国

的材料进行对比
,

以探索这一地区的文化关系
。

对比材料来 自 蒙古沙巴拉克 依
, ,

东北亚 依
,

。 、 。 。

一 朝鲜石壮里 依麻生优等
,

日本九州福井洞穴 依

旅
,

和北海道 依鹤丸俊明
,

夕,

并参考了 的报告 西北美

依
, 夕 , ,

污
, , 。

分为三个区域进

行比较
。

蒙古和东西伯利亚

这一地区发现的细石核在类型和工艺上都与中国细石核相同
。

沙巴拉克有窄型楔形

石核
、

锥形
、

半锥形和柱形石核
。

楔形石核核身粗圆
,

台面工艺与锥
、

柱形石核一样作不定

向修理
,

与银根者一致
。

认为蒙古细石核以锥
、

柱形石核最为发达
,

与我

国内蒙
、

东北的细石器传统关系密切
,

这一看法从实际材料对比来看是正确的
。

东西伯利亚细石器遗址很多
,

分布在滨海区
、

贝加尔湖区和阿尔丹河流域等地带
。

滨海区以鸟斯的诺夫卡 和奥西波夫卡 遗址为代表
。

前者见

有两件船形石核
,

后者发现一件楔形石核
。

贝加尔湖区较早的以玛卡洛伏 遗址为代表
,

楔形石核多
。

新石器时代晚

期和铜器时代早期的以希洛克河 流域的材料为代表
,

有窄形楔形石核
、

柱形

和锥形石核
,

形制和工艺与银根和海拉尔者相近
。

阿尔丹河流域楔形石核出现较早
,

均归人久克台 文化中
,

分布范围北起

北冰洋
,

南抵黑龙江中游
,

西起勒拿河
,

东迄鄂霍次克海和勘察加半岛
。

发现于伊克汗

和格罗马杜哈 遗址的两件楔形石核酷似海拉尔的宽型楔形石核
。

久克台文化估计在
,

一
,

被苏姆纳金 文化取代
,

楔形石核消

失
,

锥形
、

柱形石核出现
,

形制规整
,

为晚期特征
。

一件产于格罗马杜哈的漏斗形石核
,

属

久克台文化
,

形制酷似扎资诺尔一件标本
。

朝鲜和日本

朝鲜半岛是连接大陆和 日本的一条重要通道
。

石壮里楔形石核数量不多
,

但类型多
,

工艺精致
,

与下川
、

虎头梁者有一定共性
,

并与 日本的类型也比较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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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选用南部九州福井洞穴和北部北海道的细石核作对比
,

因为可能存在南北两条

通道
。

习妙砂
图 日本白拢型 和店乡型 石核示意图

。即 钾

福井第四层锥形石核很粗糙
,

第三层出现窄型楔形石核
,

第二层出现宽型石核
。

窄型

石核与大陆类型相同
,

宽型石核台面有横击和纵击两种打法
。

横修工艺 日本称 “ 西海技

法
,

在下川和虎头梁均有所见
。

福井第四层年代为 七 士 ,

第三层上部出现

陶片
。

北海道细石核类型较多
,

锥形石核比楔形石核出现早
,

形制规整
,

与福井者明显不同
。

楔形石核中有一类“ 兰越型 ”石核
,

窄型
,

台面纵击修理
,

工艺与下川者相似
。

但器型
、

技巧

有所发展
。

一类叫“ 白拢型 ”石核
,

用 “ 涌别技法 ” 打制台面
,

然后用摩擦法修理有效台面

图
。

一类叫“ 扎滑型 ”石核
,

形制
、

工艺与“ 白拢型 ”一样
,

唯不用摩擦法修理有效台

面
。

一类叫 “

峙下型 ” 石核
,

用横击修理台面
,

工艺与下川
、

虎头梁者以及福井的“ 西海技

法 ”并无不同 图
。

一类是
“

店乡型 ”石核
,

用长石片制成 图
。

还有一类是 “ 幌加

型 ”石核
,

即船形石核
,

用“
幌加技法 ”制作

,

与下川船形石核工艺完全一样 图
。

日本南北部的细石核有一定区别
,

锥形石核的形制和工艺区别明显
。

北海道楔形石

核的类型和工艺要比南部来得多样
,

许多技术为南部所不见
。 日本细石核大部分可以在

中国找到同类者
,

但也有自己的特点
。

由于好石料多
,

石核体变大
,

还出现了用摩擦法修

理有效台面的技术
,

以及
“

店乡型 ”这类形制特殊的细石核
。

北美西北部

主要是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西北部
,

以楔形石核为主要类型
。

发现于阿拉斯加的诺 阿

达克河 流域
,

阿拉斯加大学校园遗址 和巴特查坦那

的楔形石核基本形制相同
。

较精致者以两面尖状器为荒坯
,

其他则用小石块制作
,

较粗糙
。

从工艺上看
,

方法较单调
,

台面无特定方法加工
,

一般作不定向修制
。

锥形石核

不多
,

诺阿达克河流域只发现一件
,

希利湖遗址 也有几件
。

未见有亚洲

晚期那种修长而规整的锥形石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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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冰山遗址 的楔形石核全部采用两面尖状

器作荒坯
,

一件宽型石核的台面边修制边剥制细石叶
,

与虎头梁一类石核 图 和 日

本北海道
“

忍路子型 ”石核工艺相同
。

冰山遗址有一件柱形石核很不典型
。

两件漏斗形石

核
,

一件产自冰山遗址
,

已断裂 一件产自巴特查坦那
,

形制和台面特征 风化面 均与扎责

诺尔的同类石核相似 图版 。 一件半锥形石核产自巴特查坦那
,

形制与银根同类者

很相似 图版
。

关于亚洲和北美史前存在文化联系的问题
,

早在 和 年就为纳尔逊和德 日

进提出
,

由于当时受材料所限
,

地理分布空 白很大
,

因此除了假设以外
,

没有能作进一步分

析
。

本文对于中国细石核工艺的初步探讨以及与东北亚和西北美细石核之比较
,

从三个

方面对纳尔逊和德 日进的假设作进一步论证
。

类型方面

亚洲和北美细石核的主要类型是楔形石核和锥形石核
。

中国华北地区一些早期遗址

的石核形制带有一定的原始性
,

而后期遗址的石核形制比较进步
,

类型上有一定特化的趋
势

。

蒙古
、

东西伯利亚细石核类型工艺与我国内蒙
、

东北的细石核较为接近
,

而朝鲜
、

日本
细石核类型

、

工艺与华北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细石核较为接近
。

北美细石核与东西伯利

亚和 日本的细石核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
。

船形和漏斗形石核发现虽然有限
,

但从分布地点上看
,

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

船形石核

的分布地点是下川
、

虎头梁
、

东西伯利亚的乌斯的诺夫卡
、

朝鲜石壮里
、

日本北海道 漏斗
形石核的分布地点是沙苑

、

下川
、

扎番诺尔
、

东西伯利亚格罗马杜哈
、

阿拉斯加巴特查坦

那
、

加拿大冰山遗址
。

如果把这两类石核的分布地点连成线
,

那么显示出来的是向北和向

东的两条路线
,

这两条路线与上述楔形石核的不同分布路线是吻合的
。

中国华北早期的细石器遗址中就出现了楔形和锥形两大类石核
,

但一直存在相互共

存
、

又相对独立的情况
。

下川
、

灵井
、

银根
、

扎番诺尔遗址中锥形石核占优势
,

而虎头梁
、

海

拉尔几乎全是楔形石核
。

这两类石核共存及相对独立的情况
,

在东北亚
、

西北美地区更为

明显
。

东西伯利亚的楔形石核比锥形
、

柱形石核出现早
,

不共存 日本锥形石核比楔形石

核出现早
。

北美楔形石核多
,

锥形石核少
,

特别是未见有亚洲后期长而规整的种类
。

反映

了不同类型和工艺技术在传播中存在时间和地区上的差异
。

工艺技术方面

中国下川
、

灵井的细石核已显示出一种初步成熟的面貌
,

加工虽粗
,

但已有章法
。

虎

头梁
、

海拉尔细石核工艺进步
,

技术娴熟
,

形制规整
,

方法多样 如合面修制 , 达到了很高

的水平
。

银根
、

扎责诺尔细石核类型稳定
、

技术熟练
,

但在方法上 如台面修制 又趋于单

调
。

蒙古
、

东西伯利亚由于受中国内蒙
、

东北细石器传统的影响
,

在类型和工艺上也比较

单调
。

而朝鲜
、

日本可能一开始就直接受中国华北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细石器传统的影响
,

细石核 特别是楔形石核 在其出现时就显示了工艺多样
、

类型丰富的特点
,

面貌与蒙古
、

东西伯利亚有一定区别
,

而且产生了一些新的工艺
,

如采用磨擦法修理有效台面等
。

时代
、

年代方面

华北地区以下川年代测定为最早
,

距今
, 士 一

,
·

出 年
。

虎头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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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测定为
, 。 一 。。年

。

灵井无地层证据
,

但从形制上看比较原始
。

沙苑
、

海拉尔据

报道无新石器时代陶片和磨光石器共生
,

被列为旧石器时代之末
。

沙巴拉克据 纳 尔 逊
,

估计为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
,

大约在
,

年左右或稍晚
。

东西伯

利亚滨海区的乌斯的诺夫卡
、

奥西波夫卡以及阿尔丹河流域的久克台文化均无年代侧定
一

数据
,

一些人为估计不可靠
。

福井洞穴第四层年代为
, 士 年

, ,

而下部第七层年代却为 。, 土 年 安志敏
, ,

测定显然有问题
。

北海道细石器

年代据 报道
, “

幌加型” 石核最早出现的年代是
,

年 白沈 地点
,

,’涌别技法 ”的最早年代为
,

年怕拢 地点
。

北美细石器遗址的年代都较晚
,

不

列颠哥伦比亚获得的最早年代数据 为 ” 年
。

从细石核的分布上可以发现其工艺和类型有两种情况 向东北亚
、

西北美方向显示

一种特化趋势
,

略呈衰退迹象 向朝鲜
、

日本显示一种发展趋势
。

这两种分布上的特点和

趋势
,

都与华北细石器传统的分布和发展情况密切有关
,

尽管在细石器传播的时间
、

路线

以及起源等问题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深人研究
,

但是东亚
、

东北亚和西北美这一广大地区细

石器传统的相似性可以说明
,

东北亚
、

西北美
一

与华北地区在细石器传统上有着密切的渊源

关系
。

年 月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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