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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类石器技术与生存模式的考古学阐释∗

高　星　裴树文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摘要　　文章在对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时空分布、埋藏情况、石器制作技术与使用功能、石制品类型-
形态特征与演化趋势、对石器原料及其他资源的利用方式、区域文化传统的划分和特点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古
人类 “综合行为模式 ”,并以此对本地区古人类演化过程和文化特点的成因进行分析和阐释；提出该区域古人类于
更新世的大部分时期内在生物进化与行为演化上具有连续性、稳定性、高频迁徙性、务实简便性、灵活机动性、因地
制宜性和与环境的和谐性；在文化发展方面表现为保持传统与进取创新相交织；从考古学角度支持中国古人类 “连
续进化,附带杂交 ”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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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诞生是新近纪以来地球历史长河中最重要

的事件,第四纪常被称为人类的世纪 [1,2]。对远古
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很多,包括从体质特点或生物
特性探究人类起源和演化过程的古人类学,立足古
人类生存的地质和环境条件的第四纪地质学与古环

境学,以建立古人类起源与演化时间框架为己任的
年代学,和从古人类物质遗存的角度研究古人类行
为、技术和文化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近来分子生
物学在人类起源研究领域异军突起,从基因和遗传
的层面推导人类起源和群体分异的时间、地域和亲
缘关系。这些学科相互交叉,相互补充,共同破译、
推演人类起源与演化的谜团和过程。人类是有文化
的生物,有区别于其他生物种类的行为特点,自诞生
之日起便开始对生存环境的适应与改造过程,留下
丰富的文化遗存,这使旧石器考古学在研究古人类
的行为与技术方面得天独厚,为该学科复原与诠释
远古人类历史奠定了材料基础。
1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及其理论阐释
作用

1.1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概念与内涵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第一篇章,起始于人
类诞生之日,终止于距今 1万年左右,占人类历史

的 99.9%以上,在地质时代上涵盖上新世晚期和整
个更新世。对这一历史阶段研究的主要学科是旧石
器时代考古学,它是以埋藏于地下的实物资料 (包
括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用具、生产与生活的残留
物、伴生的动物化石等 )为对象,研究旧石器时代人
类的起源、演化过程、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与技术能
力、适应生存特点、区域性文化在时空上发生和发展
的规律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人类与周围环境关系的
一门科学。它脱胎于地质-古生物学,广泛借助自
然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但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
支它以探究与诠释人类的远古历史为己任,从属于
人文-社会科学,因而带有强烈的交叉学科的特点。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和完善,目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已演变成一门包容性很强、分支学科活跃的综合性
研究领域,主要分支学科包括石器类型学、形态学、
功能分析、实验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 [3,4]。它与相
关学科相互交叉、相互补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复
原和阐释远古人类的演化历史及其环境动因。
1.2　旧石器考古学对古人类演化与行为的阐释作用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脱胎于地质古生物学。由于
这种衍生关系,长期以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以对古
人类文化的时空界定为宗旨,以古人类的工具制作
技术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地层学、类型学和形态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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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方法。这些初始阶段的学科特点反映当时的学
者将古人类的文化遗物等同于自然演化的生物遗

骸,认为其诞生和演变顺其自然演化规律,遵循从简
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思
维下,不同时代的人类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并由具有
代表性的典型 (或模式 )石器标本所标识。这样,旧
石器时代考古学等同于石器研究,石器研究的核心
是典型标本,类型的划分和形态分析与描述又成为
典型标本研究的主题。建立在形态和类型特征基础
上的典型标本、典型文化又反过来成为界定新发现
的考古学文化时代与发展阶段的标尺。于是,考古
学文化传统得以建立,人类演化阶段得以复原,古生
物学与历史学在此得到机械的统一。

这样的学科模式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逐渐被
打破。随着 “新考古学 ”在西方的兴起,人们意识到
人类行为与文化的演化规律不似生物演化那样简

单；在内受人类特有的思维与智能变异的支配,在外
则受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制约 [5],不会简单划
一,也不会单向直线地递进,不能由少数类似模式化
石的典型石器标本概而括之。于是旧石器时代考古
学的视野逐渐从少量器物转移到对整个遗址的综合

性研究,由单纯的器物分析上升到对人类行为阐释
的层面；关注的重点不再局限于石器的制作技术和

使用方式,而是涵盖了古人类的适应生存行为、认知
和计划能力、对环境的适应改造方式,以及古人类技
术、文化与生存模式发展的细微过程。与此相适应,
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例如石器制作与使用的
操作链分析、使用痕迹分析、残渍分析、模拟实验、拼
合研究、统计与数理分析、原料与土地资源利用方略
研究等应运而生 [6]。

对所研究材料的类型划分和形态描述是一个学

科的基础性工作,在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会
成为研究的轴心。但以复原与诠释人类的远古历史
为宗旨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不能停留在这一阶段,不
能满足于对材料的积累和表述,而必须越过材料的棵
棵大树而洞见广阔的森林,必须透过物质遗存而观察
到人类的活动。只有将考古材料的形态、类型、技术、
组合与特定的人群、特定的人类行为和特定的生存环
境相联系,观察才有意义,结论才有深度,学科才有生
命力。百余年的实践表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存虽
然支离破碎,但仍然可以组合出一幅轮廓清晰的人类
历史画卷；虽然我们拥有的是远古时代遗弃的工具和

生活的垃圾,但它们能折射出古人类思维与社会组织
的信息；虽然我们面对的是荒僻的遗址中静态的材

料,但仍可以梳理出人类发展的动态过程。在阐释古
人类的演化历史和行为模式的形成过程和机制方面,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责无旁贷。
1.3　在对古人类演化与行为进行考古学解释时应

注意的问题

　　在摆脱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只见器物不见人的旧传统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避免
走入简单、直观和材料与理论相脱离、从材料向理论
跳跃的误区。对于旧石器考古的理论探索而言,常
用的方法是归纳与类比。在归纳方面是由个体材料
和现象推导出普遍的规律,由局部推演出全局；而在
类比方面则是借鉴当代民族学资料和实验的结果而

赋予考古材料以人文的蕴意。这就要求研究者对占
有的材料和信息有清醒的认识,认真加以甄别,去除
扭曲和偏颇,不能简单、直观地加以利用。这就是新
考古学派提倡埋藏学和考古遗址形成过程研究、重
视科学取样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的原因所在。民族学的材料
和实验的结果也不能与过去的人类行为进行简单的

对应,因为现代的任何人类社群都经历过同样悠久
的演化过程,与过去的人类在生存环境方面有很大
的不同,“活的化石 ”并不存在；而任何现代的实验
也无法完全找到理想的 “原始环境与条件 ”,因而不
可能是过去的简单重复。因此我们只能从中寻求一
些规律性的东西,寻找对探究古人的行为有助的灵
感与启示。材料的限制决定我们的理论阐释只能是
宏观,而不是微观、具体的,不可将遗迹现象与人类
行为简单、主观对应,更不可将现代人类的思维模式
机械地套在古人身上,进行未经缜密的中间推理的
宏观理论飞越。
2　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存的信息和特点

中国地处亚洲的东部,地域辽阔,气候适宜,历
史悠久。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表明,
这里是远古人类起源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地下
蕴藏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信息。目前已发现、
发掘出上千个古人类 -旧石器时代遗址,时代从约
200万年延续到 1万年前,在复原人类祖先在这块
广袤的土地上体质进化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探讨人
类在东亚地区的起源、迁徙、演化过程和生存方式方
面积累了重要资料和成果。

对如此浩瀚的材料进行总结和诠释,是一篇论
文力所不及的。笔者在此提出几个关键的旧石器文
化要素,包括遗址的时空分布、原料资源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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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制作技术、工具类型特点、形态特征、区域文化
传统等,以此为轴线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遗存加以
贯通和概括。

图 1　中国主要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Ｆｉｇ.1　Ａ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ｊｏｒＰａｌ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ｓｉｔ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2.1　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时空分布

从区域分布来看 (图 1),中国境内的古人类 -
旧石器遗址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 (北京、河北、河
南、陕西、山西、宁夏、甘肃东部 )、长江中下游地区
(重庆、湖南、湖北、安徽、江苏 )和西南山地 (贵州、
广西、云南 )。近年来在东南地区的福建、浙江陆续
有些发现,使这些地区的旧石器遗址迅速增加。中
国旧石器遗址的分布状态与目前人口密集区域基本

吻合,说明这些区域一直是人类生存的优选地。当
然,遗址数量与区域考古工作程度有直接的关系；随
着工作的深入,这样的分布格局肯定会有所改变。

从地貌环境来看,中国古人类 -旧石器遗址主
要发现于山地 -平原交汇处,地貌类型包括河流阶

地、古湖畔和洞穴。洞穴多处向阳、近水处。这些地
区往往具有环境和资源的多样性,能同时满足古人
类生存的多项条件,包括水源、石器原料和动植物食
物资源。

从时代来看,几处最早的遗址,例如安徽繁昌人
字洞、重庆巫山龙骨坡和云南元谋分布在长江流域和
西南地区的亚热带地区,而向东、北、西方向似乎时代
递减,亦即古人类的生活区域随时间递进而逐渐扩大
至暖温带和寒温带；在东北和西北边陲人类只在更新

世末叶才得以进入；而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和西北

一些沙漠地区,至今未见到古人类的踪影。
2.2　堆积与埋藏特点

在众多的旧石器遗址中,大多数文化单元单一,
即只有一个层位,文化层堆积薄,说明古人类只在某
一时段占据该遗址,在一个地区连续生存的时间短。
只有在周口店、织机洞等少量洞穴遗址有多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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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活层面和较厚的文化层堆积,代表古人类在一
个遗址或区域内较长和连续的生存行为。
2.3　原料及资源利用方式

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发利用的石器原料总体

特点是：以脉石英、石英岩、砂岩、火山角砾岩等劣质
原料为主体,燧石、黑曜石等优质材料很少,且多为
小块状,多含结核和裂隙。相比非洲、欧洲和美洲以
燧石和黑曜石为主要原料的资源条件,中国古人类
在石器原料质量方面先天不足。

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人类对石器原料的开发方式
多为就地取材,随用随取,随遇而用；缺乏对优质石料
矿源的刻意寻找并进行连续和深度的开发。随着时
代的发展,古人类对石器原料的选择和利用方面出现
一些变化,例如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一些遗址开始出
现以燧石、黑曜石等优质原料占主体的现象 (例如,宁
夏水洞沟,山西峙峪、下川、薛关、柿子滩,内蒙撒拉乌
苏,贵州桐梓,马鞍山等 ),而在旧 -新石器时代之交
一些石器原料产地开始出现长期深度开采的迹象,表
明古人类对石器原料认识和开发能力增强了 [7]。
2.4　石器制作技术

石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最主要的工具,石器的
制作技术是古人类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重要体

现。石器制作技术又可分解为两个方面：剥片技术
和加工技术。中国古人类在剥制石片方面应用过多
种方法,包括锤击法、砸击法、碰砧法、摔碰法等。绝
大多数遗址以锤击法为主要剥片方法,只有周口店
直立人时期以砸击法为主要方法 [8]；对某种方法的
选择因地制宜、因材择法。在锤击剥片时主要体现
为硬锤技术,软锤技术只在晚更新世晚期方出现,比
欧洲、非洲要晚得多。在剥片时对石核体 (尤其是
台面 )多不加预制和修理,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缺
失西方同期盛行的勒瓦娄洼技术。只在晚更新世晚
期的水洞沟遗址及其后的细石器遗址才系统应用修

理或预制石核程序 [9]。
对石器的加工方式多样,包括单向加工、交互加

工、两面加工等。主流方式为单向加工,在旧石器时
代早、中期对两面技术的系统应用实例很少,即使是
少数遗址出现手斧等两面器,其两面加工也不很规
范、对称。只有在晚更新世晚期,尤其是细石器工业
中,两面技术才真正发展起来。总体来看,中国古人
类对石器的加工制作具有简单、随意、程度浅 (对原
材料的改变幅度小 )的特点。此外,在许多遗址大

量的石片未经加工即直接使用,省却了加工修理这
一程序。
2.5　石制品类型特点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类型在总体上呈现一

种由少变多、由粗到精的演变趋势。但在晚更新世
晚期以前器类相对单调,被西方学者贴上 “砍砸器
传统 ”或 “简单的石核-石片石器 ”等标签 [10]。在
大量的石核、石片之外,经过二次加工的器类主要是
刮削器、砍砸器,辅之以尖状器、石锥和石球等。在
总体上尖刃类不很发达；像手斧、薄刃斧、手镐等在
非洲和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居于主体地位的器类在

中国的大多数遗址缺失；即使在少数地点出现,其在
器类组合中比例偏低,加工也不很典型。在总体特
征上,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在很长时期内类型分
化不明显 (例如砍砸器和刮削器 ),少数器类界定困
难,标志性特征不显著 (例如雕刻器 )；同一类型内
个体变异大,规范性较差。这样的局面只在晚更新
世晚期北方的一些遗址得以改变,出现类型多样化
和规范化的发展势态。
2.6　石制品形态特征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在总体形态演化上呈

现缓慢的规范化和小型化趋势,并朝着长宽等比细
化的方向发展 [11]。但较之于西方的同时期遗存,包
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旧石器制品呈现千姿百态的局

面,同类器物形态变异大,规范化程度低,从原坯到
成型器物在形态上改变的幅度小。这与在制作程序
上缺失预制和修理环节,在原料方面开发利用的程
度不高有必然的联系。这种局面只在晚更新世晚期
部分遗址得以改变。
2.7　区域文化特点

古人类因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考古学文化会因区

域生态环境的不同和文化源流的不同而产生区域的

变异。在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区域传统界定方面,前
辈提出一些观点和假说 [12]。总体来看,中国旧石器
文化可以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与现代南北方以秦
岭-淮河为界的自然地理区划基本一致,反映更新
世以来中国气候环境的南北格局基本未变。在这两
大区域内,旧石器文化面貌明显不同,分别被称为
南、北旧石器 “主工业 ”[13]。

北方的主工业可用 “石片石器 ”或 “小石器 ”加
以概括,石器多以石片为毛坯,即先从石核上剥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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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再将石片进一步加工成器；剥片方法多以锤击法
为主,辅之以砸击法和碰砧法；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
主体,本身有多种变体,辅之以砍砸器和尖状器、石
锥、石球等；石器加工相对精制；器形相对较小,在组
合中小型石器往往占据主体地位；从早到晚石器技

术的进步与发展轨迹相对明显,至晚期末叶广泛出
现细石器技术与产品。

南方的主工业往往被称为 “砾石石器 ”,许多遗
址的石器多用砾石 (河卵石 )直接加工,省却了生产
石片这一程序；剥片除锤击法是主要方面外,锐棱砸
击法或称摔碰法在贵州、湖南、三峡等地扮演重要的
角色；石器以砍砸器为主,刮削器、尖状器不发达；在
百色盆地、洛南盆地和丹江流域存在手斧、手镐和薄
刃斧；石器加工相对粗糙；多以大型石器为主,虽然
在晚期石制品存在小型化的趋势,石片石器也有所
增加,但比之北方,从早到晚阶段性发展变化相对不
明显,直至新石器时代仍延续大型砾石石器传统,细
石器基本缺失。

当然,这样的概括对比难免空泛和偏颇,其实在
南北两大区系内都各有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变体 [13]。
2.8　发展与演化特点

在此我们借用 Ｃｌａｒｋ的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模

式学说 [14]来搭建厘定旧石器文化发展脉络的框架。
Ｃｌａｒｋ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技术界定为 5个模式
(Ｍｏｄｅ),这些模式隐含着前后递进的演化关系。
Ｍｏｄｅ1,亦即奥杜威模式,以简单的砾石和石核

石器为特色,工具加工简单,类型单调；Ｍｏｄｅ2,阿舍
利模式,以两面技术和手斧、手镐、薄刃斧等大型器类
为标志,在晚期出现软锤技术和勒瓦娄洼技术；
Ｍｏｄｅ3,旧石器时代中期模式,在欧洲称为莫斯特模
式,以大量使用勒瓦娄洼技术、软锤技术和用石片作
毛坯加工精致的刮削器、尖状器为标识；Ｍｏｄｅ4,旧石
器时代晚期技术,以石叶及其制品为特色,使用软锤
技术、压制技术和间接剥片技术,石器类型大幅度增
多,以端刮器、矛形尖状器、雕刻器等为主体,工具多
小巧精美；Ｍｏｄｅ5,中石器时代模式,以多姿多彩的细
石器技术及其制品组合为代表,以复合工具为特色,
软锤技术、压制技术和间接技术得以广泛运用。这些
技术模式在欧洲和非洲的旧石器文化体系中有较完

整的体现 [15],呈现阶梯状的替代、演进过程。
与西方旧石器时代遗存相比,中国境内的旧石

器时代文化在历史演进方面阶段性不明显,无论在
技术、类型或还是形态上,总体呈现一种发展缓慢、

继承多于创新的特点 [16]。这样的发展状态曾被打
上 “停滞 ”、“落后 ”等标识。总体来看,中国的旧石
器时代在距今 200～3万年间基本沿袭 Ｍｏｄｅ1模
式；这一模式在华北南部以南,尤其是南方地区甚至
延续到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手斧、手镐、薄
刃斧等 Ｍｏｄｅ2产品只在南方工业区百色盆地、洛南
盆地和丹江流域少数地点出现,多以地表采集为主,
除百色盆地外缺乏坚实的年代依据,而且从形态和
技术上与典型阿舍利器物有所差别,没有应用软锤
技术和勒瓦娄洼技术的迹象。Ｍｏｄｅ3技术在中国
旧石器时代中期缺失,一些学者据此认为中国不存
在与西方同等意义的 “旧石器时代中期 ”文化 [17]。
在距今 3.0～2.5万年之间的水洞沟遗址出现
Ｍｏｄｅ3和 Ｍｏｄｅ4的混合因素,表现为预制 -修理石
核技术和石叶产品。类似的遗存在黑龙江、内蒙古
和新疆有所发现,时代应与水洞沟相仿或稍晚 [18],
表明这两个模式技术在中国出现得很晚,并偏于北
疆的零散地点。Ｍｏｄｅ5技术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体
系中出现的时间晚于距今 2万年,但在华北广泛发
现,并延绵到东北、西北和西南,呈马蹄形分布 [19]。
3　中国古人类技术与生存模式诠释

3.1　前人对东亚旧石器文化独特性的假说释译

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上述别于

西方的文化特点的成因,许多中外学者试图予以解
释,提出了一些假说。笔者在此进行综汇、分析并试
图为每种观点予以适当的命名。

文化边缘论　　主要提出与倡导者为美国学者

Ｍｏｖｉｕｓ[20],其学说被冠名为莫维斯线 (ＴｈｅＭｏｖｉｕｓ
Ｌｉｎｅ)。这一学说认为在东亚和其以西的印巴次大
陆、西亚、欧洲、非洲之间有一个文化分割线,在线以
西是阿舍利手斧及其相关文化,以东则是以砍砸器
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早期古人类在自西方迁入东亚

后便与其他地区的人类发生地理隔绝,东亚地区很
少有新的人类携带更进步的技术移入,处于文化发
展的边缘地带,因而一直维系一种传统的技术与文
化,发展缓慢。这一理论因其带有 “种族歧视 ”的引
申而受到很多学者的批判,但拥护者仍不乏其
人 [10]。虽然手斧在东亚一些地区已经有所发现,因
而该理论所采用的区分两大文化区的标识不再适

用,但两大区域间的诸多差异并未消失。
竹器主角论　　该假说认为东亚地区广泛生长

着竹子,而竹子是很好的工具制作材料,只需用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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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器就可生产出竹质工具,而竹器完全可以取代
石器的功能。这种理论注意到中国 (尤其是南方 )
的许多更新世古人类遗址出土熊猫化石,因而推断
被熊猫作为食物的竹子是古人类十分容易获取的原

料资源,竹器在这些地方成为史前人类工具的主角。
而石器多是用来加工竹器,因而其技术与形态不足
以反映古人类的技术和生产水平。该假说很早就被
西方学者提出,并不断得到呼应 [21],对理解史前人
类的技术与行为有一定启示意义,尤其是对中国南
方砾石工业特点成因的阐释方面。但其致命的弱点
是竹木工具在遗址中不易保存,缺乏直接的证据。
但我们认为从石器使用痕迹和残渍分析等方面获取

间接证据还是有望对该理论提供验证。
原料决定论　　这种理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的

旧石器时代人类面临石器原料先天性不足的难题。
这些地区可供古人类选择的石器原料多为石英类、
砂岩类和质地不纯的火成岩类等劣质材料,优质石
料如燧石和黑曜石十分难觅,即使在遗址附近存在
也多是小的结核和团块状。在此种状态下,古人类
难以将石器制作技术发挥到极至,难于制成理想的
工具,所遗的产品也就不可能类别规范、造型精
美 [10,16]。勿庸置疑,原料的制约作用对中国旧石器
文化区域特点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百色盆
地和丁村遗址,当古人类占有相对优质的原料时,其
制作的石器就体现出与同期西方石器可相媲美的特

征；而在周口店地区,即使进入晚更新世之末的山顶
洞时期,能够制作精美的骨针和装饰品的现代人类
仍然和五、六十万年前的直立人一样制作和使用简
单粗陋的石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也。

技术隔代失传论　　与原料的影响相关的一种

假说认为,当古人类向东亚地区迁移时,他们遇到贫
瘠劣质的石器原材料,难以在这样的材料上施展他
们擅长的技术,制作出与原来一样的工具。而手斧
因技术与工序相对复杂固定,较之简单的石器更难
以制作,因而该种技术的流传特质更加脆弱,容易失
传。当一个群体在迁徙过程中或到达新的领地之
后,在超过一代人的时段内没能找到适合制作手斧
的材料,这种技术在这一群体中就会失传,以后即使
遇到合适的材料,他们也不会再燃昔日的技术火种。
于是东亚就少有西方同时期大量存在的手斧及其相

伴的文化遗存 [10]。
热点丛林过滤说　　此一假说立足古人类由南

向北迁徙至中国这片土地。最早到达南亚的人类拥
有阿舍利技术和文化。当他们进入东南亚时遭遇到

热带丛林环境,生计方式主要是采集可食性植物果
实根茎和狩获小型动物,他们在原来开阔环境下狩
获大型猎物的手斧等大型工具无法派上用场,而简
单、小型的砾石,即石片工具反而更加适用。这样当
古人类群体到达华北地区时,他们原先的阿舍利技
术和工具组合已被森林环境 “过滤掉 ”,石核,即石
片石器和小型工具反而大行其道了 [22]。
3.2　综合行为模式

上述假说对阐释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特

点都有一定启示意义。但这些理论都是从一个方面
来进行探索和诠释,或着眼于地理障碍,或囿于区域
生态条件,或止步于原料资源的局限,强调的都是外
在的因素,而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所忽略；而且这些
尝试都是对个别考古学现象加以解释,未能透过现
象研究更广泛的人类行为。作者在此试图透过上文
总结出的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一些表象特征推导中国

远古人类的行为特点,再从古人类演化与行为模式
的角度阐释古人类文化特点的成因和机制。

(1)古人类演化的连续性与行为模式的稳定性
中国旧石器文化在 200万年间从早到晚发展与

演变的脉络是清晰的,总体上呈现从简单到复杂,从
原始到进步的趋势。但从大多数遗址和区域来看,石
器生产技术、类型与形态等关键要素保持着基本的架
构,未出现大的文化断层和飞跃；对石料资源开发利
用的方式也一脉相承；大的自然地理单元内考古学文

化具有很大的趋同与雷同性。这些说明中国古人类
群体在行为方式上保持很大程度的惯性,形成稳定、
渐变的文化传统,从而从行为与文化的角度验证了体
质人类学所业已提出的中国古人类从直立人、早期智
人到晚期智人是连续演化的学说 [23],不支持近来从
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提出的中国本土古人类在距今

10～5万年间发生演化中断、现代中国人系20～10万
年间从非洲诞生的新的人类后裔的假说 [24]。

(2)继承性与外来因素
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并保持行为上的雷同性和

稳定性,说明东亚古人类的演化相对独立,文化自成
体系。但这样的推论并不认同更新世时期这片广袤
的土地上的人类完全与外界隔绝,文化上是一潭死
水,未发生过人类的迁徙与文化交流。相反,我们认
为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地区人类的迁徙移

动 (既有迁入,也有迁出 )是不可避免的,否则今天
的人类就不会占据地球的各个角落。就已有的考古
遗存来看,发现于百色盆地、洛南盆地和丹江流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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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斧及其相关组合与阿舍利工业显示技术与类型上

的趋同性,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中找不到渊源,用
外来人群或文化的进入与影响加以解释似乎更合

理；水洞沟的预制石核和石叶技术在其北方和西北

方可以找到源头,“外来 ”的路径更加清楚。但即使
这样,这些外来因素并未对本土固有文化产生根本
的改变,更未发生更新和替代。百色的手斧只在距
今 80～70万年的层位存在,并未如在西方一样发展
成为 Ｍｏｄｅ3体系；而洛南和丹江的手斧多采自于地
表,即使出自层位也无确切的测年,从区域演变上也
像是无源无流；水洞沟文化出现于距今 3～2万年
间,局限于北疆边陲,未能影响华夏腹地。由此可
见,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主流人群及其文化有着强大
的生命力,呈现前后承继的演化关系；当主流群体形
成后这片土地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外来 “移民 ”事
件,间或少量的外来人群带来零散而短暂的文化遗
存,但很快在主流文化的强势面前消弭于无形。这
与中国古人类化石证据上总体表现为连续性特征、
偶尔发现 “外来 ”体征相一致,因而共同支持中国古
人类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的理论 [25]。

(3)因地制宜性和与环境的和谐性
中国旧石器遗址分布特点表明古人类对居住和

生活地域的选择充分考虑到生态与资源因素,包括
近水、向阳、易于获取石器原料和动植物食物资源,
而这样的地方多在平原 -山地过渡地带；对石器原
料的获取方式为就地取材,很少刻意寻找优质材料
并进行长期、深度开采；在石器类别组合中,属于深
度资源攫取型的锋尖利刃工具 (例如手斧、薄刃斧、
尖状器等可供狩获大型动物的工具 )不发达,在北
方,主要用于切割、刮削等消费、加工作用的刮削器
一直居于主体地位,而南方的主体器型 -砍砸器也
主要用来从事加工、采集和肢解工作；除许家窑等少
数遗址外,很少出现大量、过度捕杀猎物的场面。这
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美洲和澳洲的情况有很大
差别,在这些地方,人类的过度捕杀成为许多大型哺
乳动物种类很快走向灭绝的重要因素 [26]。这些特
点折射出中国远古人类的生存方略和行为方式主体

特征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大自然给予的便利条件,
对环境资源仅作浅程度的开发利用,与生存环境保
持和谐与友好。

(4)高频迁徙性
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友好、进行浅程度资源开发

的前提和结果是经常性的迁徙移动,即当一个地区
的可供资源趋于贫瘠时即搬迁到新的领地,以寻找

利用新的资源。对这种推论提供支持的证据包括：
中国南、北区域文化圈内文化遗存的高度雷同性,导
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古人类群体频繁的迁徙移

动在不同地区留下相似的遗存,或因人群交往的频
繁而导致不同群体间文化的学习与交流并产生趋同

现象；大多遗址 (除周口店、织机洞等少数遗址外 )
仅存单一的文化层位,而且文化堆积薄,表明人类在
一个遗址和区域连续占据的时间短。这种生存方式
的寓意是多重的：它增强了古人类群体对多变波动

的气候环境的生存竞争力和适应能力,即总是迁移
到最适宜的地方求得生存,而不必把一个地方的资
源开发到极至从而导致生态灾难；人类群体不必强

迫自己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发生重大适应性改进和调

整以便开发利用难于得到的资源,这样一方面用变
更环境、获取新的资源的手段来弥补技术的不足,另
一方面也因此导致石器技术无法得到显著的进步和

发展,变革和创新的压力或动力不足。维持这种不
断迁徙的生存方式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区域内人口

少,人群之间很少发生地盘、资源之争。与此相应的
推论是：在更新世很长的时期内,中国这片土地上的
人口密度一直维系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5)务实性与灵活机动性
中国古人类行为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务实性

和简便性,体现在就地取材,不刻意寻找优质材料,
对工具只进行简单的加工,不追求规范化和美学效
果,直接使用未经加工的石片等方面。与此相应的
一个特征是机动灵活性,主要表现在因材施法,即根
据原料特点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开发利用方式。例
如北京猿人用砸击法开发脉石英 [8]。虽然这种方
法效率低而浪费大,但对周口店地区质劣而量丰的
脉石英材料,却有其合理性；而在三峡地区面对大量
圆钝、扁平、锤击着力点不易寻找的河卵石,晚更新
世人类则用摔碰法 [27]将其一分为二,从而为进一步
剥片和加工奠定基础。这充分体现了古人灵活变通
的聪明才智。如果诚如一些学者所断言,中国旧石
器时代竹器为工具的主角,则因地制宜和机动灵活
性得到进一步的诠释。

(6)进取与创新性
虽然中国旧石器文化在总体上发展缓慢,但仍

有进取与创新的一面,表现在对劣质石器原料困难
的克服、石器生产技术的日臻完善上。周口店第 1
地点和第 15地点剥片技术的特点及演变就是很好
的例证。第 1地点的文化时代为 60～30多万年前
(中间有的层位没有人类遗存 ),最重要的石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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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用砸击法从脉石英块体上剥离石片加工石

器。据统计,在该遗址上部文化层位砸击制品占石
核-石片类的 74%左右,其他为锤击产品。第 15
地点距今约 14万年,石器类型、形态和原料诸方面
与第 1地点一脉相承,显示很强的文化渊源和延续
性。但在第 15地点,砸击法不再是剥片的主要方
法,砸击制品仅占石核-石片类的 12%左右,而锤
击产品却占 88%以上 [28]。这种差别的意义必须从
两种剥片方法的特点和脉石英的特性加以分析。脉
石英材料多为小的团块状,多节理和裂隙,断裂不规
则,难以形成贝壳状断口,用锤击法很难控制并产生
理想的石片。砸击法方法简单,将石块置于石砧上
敲拍,产生大量断块碎片,从中选择可用的薄锐者作
为工具的毛坯。用砸击法开发利用脉石英对北京猿
人来说是不得已的选择,是以浪费大量原料为前提
的。但生活在第 15地点的人类面对同样的材料却
大大减少了对砸击法的依赖,转而以锤击法为主要
方法从脉石英块上剥离石片生产石器,而且所产生
的石片不乏规范、精致者。能将锤击技术娴熟地运
用到脉石英质材上,说明周口店第 15地点人类的石
器技术较之第 1地点有了很大的进步 [28],开发利用
资源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而这样的发展与进步特
性单纯从石器的类型和形态上是无法解读出来的。
4　讨论与结语

本文以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时空分

布、制作技术、类型、形态、演化趋势、区域特点和原料
资源利用方式等文化要素为基础材料,试图透过考古
学现象揭示古人类的行为模式,并反过来从古人类行
为模式的角度对本地区古人类迁徙和演化的过程、对
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对原料和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
和取向、不同人群与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现代东
亚人类的起源等诸多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提出该区
域古人类于更新世的大部分时期内在生物进化与行

为演化上具有连续性、稳定性、高频迁徙性、务实简便
性、机动灵活性、因地制宜性和与环境的和谐性,在文
化发展方面表现为保持传统与进取创新相交织,从考
古学文化的角度对中国古人类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
的理论提供支持。这样的研究希冀摆脱单纯的石器
类型、形态与技术研究模式,而以考古遗存为介质去
洞察文化现象背后的人类行为,探究特定区域人类因
适应环境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对特定文化传统的作用

与影响,由材料的描述和分析进入理论阐释的层面。
但由于考古学的材料永远不可能完备,在纵向链条上

多有缺环,在平面上也极难遇到 “庞培 ”般对历史瞬间
的凝固,加之所研究的早期发掘出土的材料在信息的
完整度和精细度方面多有欠缺,所以这样的推理和阐
释只能是粗枝大叶的,所得出的结论远远少于所连带
出的未获解答的问题。

这项研究也触及到诸如中国现代人类起源、更
新世末叶技术革命和文明的孕育、史前东西方人类
智能比较与认同等重大学术命题。中国旧石器文化
在整个更新世于华夏的腹地表现为连续、稳定的发
展与演化,从未发生过明显的类型和技术的飞跃、中
断和替代。这对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中国现代人
类本土起源的理论提供了考古学和文化上的支持。
较之分子生物学用短暂零散的基因片段做大尺度的

演化假定和体质人类学用残缺的化石材料做大跨度

的时空连线,丰富的考古学材料提供着更完整、更翔
实、更清晰的证据。

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文化在距今约 3万年前出现
重大变化,可以说发生了 “石器技术革命 ”：预制石核
技术、软锤技术、间接技术、压制技术先后出现,石器
类型丰富多彩,工具变得小巧精致,精美的骨角器被
制造出来,石珠、穿孔兽牙和鸵鸟蛋皮装饰品在多处
遗址出土,表现出崭新的风貌,文化发展的节奏加快,
为后期文明孕育了胚胎。这些创新与发展的动力至
少应部分来自于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如果我们
能够在以水洞沟为代表的预制石核技术与石叶工业

和后来在中国北方更大范围内出现的细石器工业之

间建立起祖裔联系,则这种外来的文化对本土文化产
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改变了传统的
文化格局和进化模式,加快了向文明的挺进。中国古
代一直存在北方游牧民族向南方定居农业民族的掠

夺、挤压,致使北方人类不断南移,北方文化不断更新
并向南方传播和渗透。这样的程式是否在旧石器时
代晚期即已开始ꎿ 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命题。

近年来一些学者力图在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存中

寻找能与西方同期文化相提并论的证据,以此改写中
国乃至东亚的远古史,改变中国旧石器文化 “保守 ”、
“落后 ”的形象。这里涉及到对远古文化价值的判断
和人类群体智能发展水平的认识。其实文化是一个
综合体,是人类群体对特定环境的适应与生存行为集
成,不能仅靠某些表象加以评判。单从石器文化来
说,中国古人类与西方同期人类相比在石器原料方面
居于劣势,只能开发利用相对劣质的石材来施展技
术、加工工具。虽然在表层上东方的石器不如西方的
规范、精致,也缺失一些西方驾轻就熟的技术方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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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古人也成功的生存繁衍下来,生生不息而演化成
现代人类,其中所要克服的困难更大,所要解决的难
题更多,因而更需要聪明才智去寻找应对适应方略。
而且从 “综合行为模式 ”来看,中国古人类群体与所处
的生态环境有很好的耦合关系,发展出一套非常适合
区域环境的行为模式。而这些应该是评判中国乃至
东方远古人类技术与文化价值、比较东西方史前人类
智能水平的更全面、更科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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