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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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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中西方 旧石器 文化中技术模式 的比较表明 两者 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石器文化发展 的特殊 陆以及中西方整个 旧石器文化届亍不同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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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制作技术对于旧石器和旧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 自明的。G．Clark提出五 

种技术模式来划分世界各地的 旧石器文化 本文将对中西方 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作一 

比较，以探讨两者 问的异 同 

1 G，Clark的五种技术模式 

欧洲是旧石器考古学工作最早开展起来的地方，很早就建立了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 

序列和分期，并成为世界许多地方进行文化分期的标尺。但是，随着世界旧石器考古学的 

发展和研究的深^，人们发现旧石器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由于地域和时代的不 

同，由于环境的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地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 

而欧洲的一套旧石器文化分期法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地区。 

正是为了避免 欧洲为中心的旧石器文化分期法，也为了把旧石器时代技术、 经济和 

社会的变化分开来进行研究， 1961年 G Clark提 出了划分 旧石器文化 的 

(G．Clark，l969；Brooks．1988a；Toth and Schick，1988a)。在 国 内以往发 表 

乎还从未提到过这种分类体系，现扼要介绍如下： 

模式 I技术 (Mode I technology) 
‘

或称之为奥杜韦技术 (Okiowarx technology)。典型特征是有与初级产 

的石核制品 (例如砍砸器、多由体石器、盘状器)．并 常有随意修整的石片 

锥)。使用硬锤 打击 、砸击技术和碰砧技术 在欧洲这个阶段有时被称为 

(图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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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一 
图 1 非洲，模式 I技术 这些石制品代表了简单的石枝制品 (礁砸器等)和石 ．这是最早的石器工业 

● 

(奥杜韦工 业)的典型而且也是非洲和欧洲与阿鲁利遗 址同时代的较晚遗址的碍征。 图r下的石制品出自奥杜韦峡谷， 

被鉴定的类型是 (a)单面收砸器，(b’陌面砍砸器 【c)重型刮削器，(d) 轻型刮削器，(e)两面盘状器，(r)石 

锥，(g)多面体石器 (依 Sc~ck， 1994) 

—=：高一  

图 2 (1】欧洲，早模式 1技术，出自意太利 Isernia遗址的葡单的石柱和修整石片，断代为束状磁性反向期之 

前，或者至少 80万年前 上 石灰岩砍砸器，中和下：具有齿状修整的燧石制品 (2)欧洲，晚模式 I技木．与该 

地区的阿台利遗址 同时代 出 自法 国南部 Aragofrautave1)~小的简单 的石棱和修整制品：(a)两面砍砸 器，(b1两刃 

一 凸)尉 削嚣．(c)Tayac尖状器，(d)C|netonian凹缺器，忙】齿就器 (依 $ehiek，1994)‘ 

模式Ⅱ技术(ModeⅡtechnology) 

也称之为阿舍利技术(Acheulean technology)。典型特征是有大的两面器，特别是手 

斧和薄刃斧，一组比较简单的石桉制品以及经过修整的石片 使用硬锤打击技术、碰砧技 

术，而在稍晚的阿舍利工业中使用了软锤打击技术。在欧洲，这种技术以前被称为 舍利 

文化 ．．而较粗糙的两面器有时被归人 阿布维利文化 (图3，4) ’ ， 

模式Ⅲ技术(Mode I]I technology) ； 

即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MiddlePaleolithictechnology)，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称作 

中期石器时代 (Middle Stone Age)l~在欧洲称为莫斯特文化。一般说来，其典型特征是 

有一系列精致的边刮器和单面加工尖状器，在石器制作中使用石核修理技术-，特别是勒瓦 

娄方法。典型地使用硬锤和软锤打击技术，确定的抛射尖状器和 Aterian (莫斯特文化的 

__ { === =葛 ==_ ． ．． 引r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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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非 洲． 模 式Ⅲ 技 术 中期石器时代的 制品 Aterian工业f阿尔厦利亚) (a-b)带铤失状器． 

Lupemban工业(扎伊 尔)：(c)盘状器 (d，端 和边刮器，把)两面加 [的 lanceotate．Bambata工业(赞 巴布维)：∞钝背 

石片．在使 用刃上具有 凹的边缘修整； )五锥，fb)两面加工的失状器。Pietcrsburg工业(南非)：(i)一面加工 的尖状 

器 0两刃边刮器：(k)从经过修理的石核 上打下的三角形石片， )勒瓦娄哇型石片，fm)盘状石桉． 

、(依 Brooks．I985 bl 

硬锤、软锤和间接打击技术以及压片法 

这时期有了投矛器，而若干小的抛射尖状 

器的存在也表示可能已使用 弓箭 (图 7， 

8)。 

模式V技术(Mode V technology) 

这是中石器时代典型的模式技术，但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已出现了这一技 

术的若干成分。在非洲撒哈拉 南地区， 

这一技术阶段发现于晚期石器时代的细石 

器技术之中。典型特征足细石器 特别是 

像 三 角 形 器 (triangles)， 梯 形 器 

(trapezoids)和新月形器 (crescents)这 

样的几何形细石器，用它们来组成复合工 

具。这种技术常 与弓箭使用共生。在某些 

地区，例如欧洲的温带地区，使用打制的 

石 斧 ， 有 时 附 着 于 鹿 角 套 (antler 

sleeves)，后者又被装在一个木把上 使 

用硬锤、软锤和 间接打击技术，使用 沟 

断技术 (Groove and snap)方法生产制作 

几何形细石器的毛坯，还使用压片法 (图 

图 6 欧洲，模式Ⅲ技术 典型的法国 

莫斯特工业的石器 (依 Brooks．1988e； 

；； ，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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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模式 Ⅳ技术。北非和东非晚期石器时代的 

石树 品。出自 Go~dm 遗址(埃塞俄比亚)：【a)修整石 

叶 (b)月形器 。Eburran工业 (肯 尼亚) (c)雕 刻 

器 fd)端刮嚣 。 Ibeix~-Maurusian工业 (摩洛哥)： 

)两端剥片的细石 升石桉 (h)钝背细石叶，0)短身 

端刮器。Capsian工业 (突尼 斯)：∽ 端 刮器 ，(n 钝 

背石叶：0)雕刻器，(k)细石器 Brooks，1988d) 

＼  

b 

2cm 

图 8 欧洲模式 Ⅳ技术 。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 

的若干代表 陛石器： )奥瑞纳石叶 (Caminad~shelter, 

Dordogne)； (b) 格 拉 维 特 尖 状 器 (Corbiae， 

Dordogne)； ) 格拉 维特 端 刮 器 olni¨st。n ， 

Czechoslovakia)； cd) 按 鲁 特 尖 状器 01Jh'~SU du 

Diable．Dordogne)；(e)马格德林雕刻器 (Do~ognc)。 

(依 Gowk'O．，】992) 

d 

)Cm 

图 9 中石器 时代和后旧石器时代技术：(a】由被分割的石叶生产儿何形细石器，(b)细石叶石棱；fc]装 

有石制倒钩的鹿角做 的矛；(d)有倒钩的鹿角尖状器 (Star Carr)；ce)鹿角做的鸹咀锄(Star Cart)：( 上面具有雕刻 

的半圆形骨棒(Ahrensburgian)；(g) Zinken 或石钻，(h)带铤尖状器 (Ahrensbu gian)；(i)带挺夹状器 (LyⅡgby暮 

化)； )有两排倒筒的鹿角尖状器 (Ahrensburgian)。 C傲 Brooks
， 19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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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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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含模式V技术成分的撒哈拉 南非洲晚期石器时代的石制品。 

Tshitoliaa工业 (扎伊尔和安哥拉 )：(a)两面加工的带铤尖状器，(b)钝背石叶 (c)tranchctt SmRhfield工业(南 

非)：(d)端刮器 (晚期阶段)；忙)钝背石叶．(n 新月形器，fg)小的凸刃刮削器， )边种端舌叮器 O-m)新月形 

器； )直的钝背细石器；扣)石锥；(p)双重新月形器，(。)鸵鸟 蛋皮傲的珠子 (依 Brooks 1988d) 

9，10)。 

G．Clark的分类体系是概括世界旧石器文化的技术发展的总趋势制定出来的，划分成 

几种主要的技术 模式，因而避免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分期法，也便于地区间的比较 另外， 

这个体系突出了技术的发展，具有简明、清晰的优点 现在这种分类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 

的应用 。 

应该指出的是，在不同的地区，这些技术模式并不是以完全相 同的速度发展的 例 

如，石叶技术 (模式Ⅳ技术)在西南亚就比西欧出现得早 另外，每一个地区不一定都经 

历了每一种技术模式，例如非洲大部分地区缺乏模式Ⅳ技术 。 

2 西方 旧石器文化 中的技术模式 

非洲最早的石制品发现于埃塞俄 比亚的 Kada Gona(Hadar)、扎伊尔东部的 Senga 

以及 T．Cmo河河谷的 Shungura Formation，年代为距今 240—23O万年 稍晚一点的发 

现有 Olduvai和 Koobi Fora的地点 ，年代为距今 200万年到 160万年 与 Olduvai和 

Koobi Fora最 早石制品可能同时的来 自 West Turkana(Kalochoro and Natoo Members 

∞ 
岔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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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Nachukui Formation)、 Chemoigut(Chesowanya)、 Melka Kuntur6(Ethiopia)、 

Mwimbi rChiwondo Beds．Malawi)、 Swartkrans(Member 1)和 Sterkfontein (Member 

51。上述石制品通常被归人奥杜韦I,Jk(Oldowan Industrial Complex)，或称之为奥杜韦 

传统(Oldowan tradition)．属于模式 I技术。 

大约从 150万年前开始，第一次出现了一些新的石器类型：大的手斧和薄刃斧。这是 

阿舍利传统 (Acheulean tradition)的标志，属 于模式 Ⅱ技术。在东非，阿舍利传统替代 

奥杜韦传统发生在大约 l50一l4O万年前 在非洲．阿舍利传统持续到 20万年到 10万年 

前。整个非洲 南到 北发现 了无数 的阿舍利 遗址 ，重 要的有东非 的 Melka Kon'to111"~, 

Gadeb和 the Middle Awash (埃 塞 俄 比 亚 )， Kariandusi， Kilombe， Kapthurin 和 

Olorgesailie(肯尼亚)，Peninj，Olduvai Gorge，Chesowanja和 lsimila 【坦桑尼亚) 崔 

南非和中非有 VictoriaWest，CaveofHearths和 Saladanha (南非)．KalamboFalls(赞 

比亚)；北非有 Tighenif(eX-一Ternifine，阿尔及利亚)，Rabat(摩洛哥)，SidiZin (突尼 

斯)以及 Arkin和 Kharga Oasis(埃及1等。但是，阿舍利工业出现以后并束完垒取代 

奥杜韦工业 在许多地区两者共存了长达几十万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模式Ⅱ技术出现 以 

后，模式 I技术并来立即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 

到 旧石器 时 ft中期 ，非 洲 旧石器 文 化出 现 了地 区性分 化 。北 非有 Levall~iso- 

Mousterian和 Aterian工业，属于模式Ⅲ技术。在撤哈拉以南地区则是中期石器时代变 

化，也属于模式 Ⅲ技术，例如 Pietersburg和 Orangian工业的石制品包括 状和勒瓦娄石 

核，具有修理台面的 Convergent flake，以及石片一石叶、尖状器和刮削器等。Saiagoati： 

Lupemban 和 Fauresmith组合物也含有手斧和镐这样的大的两面工具，也许与居住于森 

林、从事木器加工的适应有关 

在北非，继 Aterian工 业之后．出现了使用模式Ⅳ技术的旧石器时代 晚期工业。在 

Haua Fteah，Dabban工业可以与欧洲 4—2万年前 的石叶工业相比较。类似韵组合物也 

发现于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没有真正使用模式Ⅳ技术盼王 

业。紧接着模式 Ⅲ技术出现的是模式V技术的工业。在非洲南部，晚期石器时代工业的典 

型特征是细石器技术 (模式v技术)以及更着重于捕鱼和狩猎大的平原有蹄类动物。髋期 

石器时代的开始可以早到 3万年前，并继续到全新世，有些地 区甚至进人了历史时期。 

(Toth and Schick．1988b；Fleagle and Grine，1988；Schick．1994)。 

总起来看。非洲旧石器文化存在着从模式 I一Ⅱ一Ⅲ技术的连续发展，模式I、f技术 生 

要存在于北非，而撒哈拉以南地区则较早出现了模式V技术。 

再看欧洲。欧洲发现了一些年代 比较早的旧石器地点，如法国的 gallon戚tCave和 

Soleihac；前捷克斯洛伐克的 Strausko Sk0la和 P zletice；意大利中部的Isem虹；德啻的 

K~rlich。它们 的年代 在距今 90或 7O万年左右 。发现的石制品比较简单粗糙，包括石 

核、石片、砍砸器和经过简单修整的石片石器 有的地点还有人工破碎的动物骨头，但是 

都缺乏手斧和其它两面工具，属于模式 I技术。 

在距今 60万年到大约20万年前存在着阿舍利工业传统，属于模式Ⅱ技术。典型鞋物 

是手斧和其它两面器 。重要地点有英国的 Hoxne、Swanscombe 和 Boxgrove；法国的 

Abbeville、st．Acheul和 Terra Amata；西班牙 的 Torralba和 Ambrona：意大利 酌 

Torre，可能还包括罗马附近的 Fontana Ranuceio 有些较晚的阿舍利工业常常使用勒 瓦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娄修理石核技术 。与非洲一样 ，在欧洲模 Ⅱ技术出现以后，模式 I技术并没有马上退出 

历史舞台，有些 具有模式 I技术的中更新 世 L业 阿舍利工业大体 已是同时代的，例如 

Clactonian，Tayacian。在西欧模式 I技术 与模式Ⅱ技术发生重叠。然而，在东欧，大都 

缺 乏阿舍利技 术 ，存 在的基 奉上 足模式 I技术 ，如 匈牙利的 VerteszOll0s和德 国的 

Bilzingsleben。 t ． 

欧洲阿舍利工业结束的时间随地而异 在法国北部，没有手斧的奠斯特工业在大约距 

今 l9万年前完全替代了阿舍利工业，而在法国西南部，阿台利工业延续到距今 ll3万年前 

或更晚。总之．在大约距令 l 5万年前，欧洲出现 r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工业，即模 

式 Ⅲ 技术 。典 型 者 如 法 国 的 莫 斯 特 上 业 ， 它 包括 了几 种 变 体 ： (1)CharentJan 

Mousterian：刮 削器数 量多，钝背 干”手斧稀少瑚缺乏。又分 为 Q~ina型和 Ferrassio 

型。 (2)Typical Mousterian：具有 中等 数量的刮削器，勒 瓦娄打法的比例可变，Qulna 

刮削器，横刃刮削器、钝背 ，J和手斧的比例低或缺乏，在这一变体中尖状器是最常见的． 

(3)Denticulate Mousterian：齿状器和凹缺器在石器组合中占有高 的比例，勒瓦娄指数 

可变，其它类型 (刮削器，Quina刮削器，钝背刀、手斧)稀少或缺乏 (4)The 

MousterianofAcheulianTradition：可变的勒 瓦娄指数．刮削器的比例低到 中等，Quina 

刮削器稀少或缺 乏，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类型 (雕刻器 端刮器)，齿拣器数量 

多，最典型的器物是钝背刀和 或手斧。又可分为两个亚类型：TypeA具有三角形乎 

斧；Type B具有少量制作较差的手斧，但是有许多钝背刀 在年代上，Type B总是晚于 

Type A。 中欧 和 东 欧 旧石 器 时 代 中期 组 合 物 包括 Typical Denticulate和 Qulna 

Mousterian，以及具有两面叶形尖状器的”Altmuhlian”工业或含有手斧的 Miooquiam工 

业。 

欧 洲 旧石 器时 代 晚 期 是 以 石 叶和 雕 刻 器 为基 础 的工 业 。在 法 国 西 南．部 有 

Aurignacian Perigordian Solutrean和 Magdalenian等工 业， 属于模式 Ⅳ技求 。旧石 器 

晚期工业在大约距今 35 000年前替代了旧石器中期的石片和修理石核工业，而在距今．2一 

l万 年前 本 身 又 为 细石 器 技 术所 替 代 。 (Delson and Brooks，l988；Brooks，1988b； 

Schick，1994) - 

这样，欧洲 旧石器文化中包括了从模式 I到模式V技术。 

再说西南亚，1Jbeidiya是西南亚的一个重要的 旧石器地点，是非洲以外最早有人类 

活动的地点之一 。这里的早期石制品有石核、石片 一面或两面打制的砍砸器，与奥杜韦 

第Ⅱ层的奥杜韦文化的石制品相似，属于模式 I技术。晚期出现了粗糙的手斧．属于早期 

阿舍利文化即模 式Ⅱ技术。在约旦河谷的 Jisr Banat Yaqub地点，发现了阿舍利早期 中 

期和晚期工业 。叙利亚的 Latamne是另一个重要的阿舍利中期地点 其他重要的．阿舍莉 

地 点 有 以色 列 的 TabOn，Zuttiyeh Benct Y0aquov， Ma ayan Barukh； 黎 色 嫩 的 

Jabrud；约旦的 Lion S Spring。 

旧石器时代 中期工业在石制品类型上可以与欧洲同时期的组合物相比较，包括各种莫 

斯特类型的石制 品，有时是用勒瓦娄技术生产的，常被称之为 Levalloiso-Mousterian． 

属于模式Ⅲ技术 重要的遗址有以色列的 TabOn，Skhol、Kabara和 Qafzeh；叙利亚秒 

漠的 El Kowm Jerf'Ajla；伊 拉克 的 Shanidar Cave和 a卜Tar O．A：IVeS；伊 朗的 Kunj和 

W arwasi caves。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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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总的说来相似于欧洲和北非的石时‘工业，属于模式Ⅳ技术。在 
Levant，有 Aurignacian”工 业．跟着是“后 1日石器时代 ”的 Kabaran_[业 (约 l9 0o0— 

14000BP1；在 Zagros地区，有 Baradostian工业，接着是 Zarzian。(Toth and Schlc~ 

1988b； Kram er and Delson，I 988】 

3 中国旧石器 文化 中的技术模式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作．中国已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北方有泥河 

湾的东谷坨、小 长梁、岑家湾，蓝田公王岭和陈家窝子，周 Vl店北京猿人遗址，匿河地点 

群，庙后山和金 牛山遗址下文化层等 南方有元谋_卜那邦，黔西观音洞，大冶石龙头和桐 

梓岩灰洞等。近些年来在汉水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江南丘陵地区和岭南百色盆地发 

现了许多新的旧石器地点，其 中有些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 - 

许多学者对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进行 了综合研 究 (Zhang Senshui，1985；张森 

水，1989；李炎 贤．1989；王幼平、1994；Schick and DongZhuan，1993)。中国旧石器时 

代早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1)使用锤击法 、砸击法和碰砧法，极少修理石核；(2)有些 

工业以石片石器为主，虽然在有的地点或有 的地点的有些层位中，砍砸器在石器组合中占 

的比例较大；有些工业则以砾石石器为主；(3)常见的石器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磺氍 

器等，一些地点也有石锥、雕刻器、镐或石球，有少数地点出现了数量很少的薄刃斧，但 

都缺乏真正的手斧。有些石器组合以刮削器为主，有的则以大型石器为主；(4)总的说 

来，石器形态的规范化程度较差。奠维斯 曾把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当时包括周口店 

第 l地点和第 l5地点)纳入他的砍砸器文化传统 (Movius，l948)。J．D Clark(1994)认为 

砍砸器文化传统这个名字已经过时，最好称之为“Core／FlakeComplex 裴文 中曾把北 

京猿人文化和 丁村文化称之为“砍砸器一刮削器工业 (Pei，l965)。最近有的学者把中国旧 

石器 时代早期 文化称之 为 简单的石核 和石片工具 (“Simple core and flake tooU)工 业 

(schjck and Dong Zhuan，1993) 总起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属于模式 I技术。 

中国旧石器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没有经过模式 Ⅱ技术的阶段?这是一个仍然需要掘 

讨的问题。在若干地点和蓝田平梁、三门峡、丁村、乾县、涝池河、梁山和百色等地，曾 

发现过一些标本，有的学者把它们定为手斧，并认为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一些台 

手斧的、工具组合与欧、非手斧文化相似的石器工业，表明旧石器早期存在东西方交化焚 

流的可能性 (黄慰文，1987)。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工业可能并不真正属于阿台种 

文化 (schick andToth，1993)。还有学者指出，东亚发现的手斧和其它两面器 比西南蜮  

欧洲和非洲许多阿舍利遗址中发现的稀少得多．它们与阿舍利制品的形态是否真正相似避 

不清楚；另外，至少有些东亚遗址的年代可能为第四纪晚期或者甚至是第四纪的非常晚的 

时期，这时西方的阿舍利工业已经结束，总之，继续研究可能显示，印度北部的 莫维新 

线 ( Movius line )在第四纪中期确实有广泛的文化意义 (Klein，1989)。最近笔者对上述地 

点的若干手斧标 本重新进行 了考察，结果表明它们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手斧，更可能是镐、 

石核斧或砍砸器之类的重型工具 (林圣龙，1994) 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早 

期文化中，并不存在过模式Ⅱ技术 

} l 
。～  _-'____0·_·_●-__●■_-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10 · 人 娄 学 学 报 l5卷 

最近 Schick andDongZhuan (1993)提出，在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在 中 

国出现了一些“两面器遗址”，含有大型两面器，显示了模式 Ⅱ(biface)技术，并指 出这个 

两面器现象似乎指示 了一种有趣的技术相，在东亚旧石器时代之内具有潜在的机能含义． 

这是一种新的看 法，值得进一步讨论。首先应该指 出，Biface不是一个很好 的科 学术语， 

因为它缺乏严格 的界定=Bordes(1979)在论述 Biface时，只是说它们的共 同特点是在 

两个面上进行通体的或不怎么广泛的修整；还说它们同 Quina型两面修整的刮削器和两 

面叶形器都具有 这种两面修 整，有时不容易 区分。事实上，例如在 Kleindienst(1962) 

的石制品分类系统中。有许多种大型石器都是两面或部分两面加工的 Toth andSehick 

(1988c)在定义 Bifa∞ 时说 ：严格地说在一块石 头的两个不同的面上进行 打片的石 制 

品，例如两面 砍砸器 (bifacial choppers)、手斧或抛射失状器，都是两面器。其次， 

G Clark (1969)把 模式 Ⅱ技术 定义 为 “手 斧 工业 ( Hand axe industry )，Toth and 

Schick (1988a)则称之为“阿舍利技术 (“Acheulean technology )，这两种称法基本上是 

一 致的。现在 Schick andDongZhuan把模式 Ⅱ技术称之 为 Bifacetechnology 。应该 

说，用 Biface technology来替换 Hand Axe industry或 Acheulean technology不是一种很 

合适的做法，因为前者缺乏严格的限定。两面器技术可以包括很不相同的程度和范围，包 

含不同层次的技术水平。其结果是可以生产出不同种类的石器类型。就拿笔者和何乃汉最 

近重新研究的百 色的一些标本来说，它们确实是两面加工的，因此有的学者把它们定为两 

面器 (手斧)(邱中郎、何乃汉，l987)．但是重新进行的观察和描述表明，它们基率上 其 

加工了器物的前半部，后半部和跟部是完全或基本上不加工的，它们都只有最低限度的韧 

步打片和修整，缺乏台面修理和两面去薄技术，因此截面厚，厚／宽比率高或比较高，周 

边缺乏连续的锐刃，形态不规范，因此它们不是真正的两面器或手斧 (林圣龙 何乃汉。 

l995)，很难与阿舍利技术相提并论。事实上，许多被认为是中国手斧标本的情况也是如 

此。因此，笔者认为。Biface technology不如手斧工业或阿舍利技术能更准确表示模式Ⅱ 

技术的特征，容易引起误解和混乱 再从文中例举的具体标本来看，也显示 了这一点，文 

中图 1(Sehick and Dong Zhuan。l993，P．23)，有一部分是表示中国旧石器文化中韵技术 

模式的，其中作为模式Ⅱ技术即 Bifacetechnology的典型代表的是沙女沟似手斧石器 

(原 丁村 P．1889号标本 )。笔 者最近 对这件标 本重新 进行 了观察和 描述 (林 圣龙 ， 

1994b)。事实上 ，这件标本只进行 了最低 限度的打片，比较平的一面，右侧打掉过三块 

较太的石片和一块较小的石片，而左侧打掉的两块石片相对较小，于是在器身靠近左橱缘 

的地方留下一片石皮；高超的一面，右侧打掉的石片较大、较长，左侧的较小、较短，两 

铡的石片疤没有在中间汇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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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难怪原研究者为什么不把它定为手斧而只是称它为似 

手斧石器 (裴文 中等，1958)。但是，即使如此 ，这件标本无论从形态特征还是从测量特 

征来说，都是比较相似于手斧的，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相似于手斧的一件标 

本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Schick andDongZhuan把这件标本的图放在表中作为中国 

模式Ⅱ技术的典型代表 但是，问题是这件标本是从距丁村 5公里的沙女沟的地表捡到 

的，而后来的发现表明，在沙女沟东 2公里的塔儿山支脉大崮堆山南坡，已发现了大崮堆 

山史前石器制造 场，时代可能相 当之晚 (王向前等，l987) 因此这是一件既没有准确的 

出土层位，又没有可靠年代的标本，再加上无论是过去 (裴文中等，1958)还是新近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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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等，1994)报道的r村石制品中，都没有发现过同类器物 ，使我们很难把它作为丁村工 

业的石制品来看待。因此．用这样一件标本作为中国模茈 Ⅱ技术的典型代表显然是十分勉 

强也是很不适宜的。文中作为中国模式Ⅱ技术的代表还图示了另外三件 Biface标本，一 

件是丁村 P．0684号标本，一件是平梁 P 3468号标本，还有一件是三门峡 P．2768号标本 

(原文图 6之 a、c、d)。笔者撮近对这三件标本也重新进行了观察和描述 ，增加了标本的 

纵截面图，计算 了宽／长 厚，宽 厚／长 比率。分析的结果表明，它们也都不是真正的 

手斧，而应是镐 一类的重型工具 (林圣龙，1994b)．因此，仅仅根据四件这样 的标本要 

肯定中国旧石器工业中存在模式Ⅱ技术显然还为时过早 后来，Schick(1994)又撰文专 

门讨论东亚旧石器时代 早期工业和 ”莫维斯线 的问题 ．在图 2 l1中也用 了中国的这四 

件标本和韩国全谷里遗址的两件标本作为亚洲模式Ⅱ技术的代表。她在图的说明中也指 

出，“这样的工具 趋向于比较厚，甚至是三棱形，而且不是欧洲和西亚同时代的阿舍利工业 

的典型 (虽然 非洲早更新世时期 的阿舍利 早期工具有时有 相似的形 态) (schick，1994， 

P．583)。在文中她也讨论 了亚洲的模式Ⅱ技术问题，指出：尽管它们的两面 (加工)的性 

质，这些技术与欧亚西部和非洲的阿舍利传统之间有着非常重大的区别：没有西方典型韵 

两面去薄技术，由此而产生的工具趋向于厚得多，有时甚至是三棱形的。它们在许多方面 

使人想起中非的 Sangoan工业。它们也没有阿舍利技术 中的那一套技术过程或程序。因 

此，尽管它们的 两面 (加工)的或模式Ⅱ (技术)的性质，这些东方的两 面器技术真的不 

应该被认为是整个阿舍利传统的一部分。它们似乎代表了出现在东亚旧石器时代早期的l比 

较晚的时候的某 种真实的技术发展，可能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发明。她还指出，重要的是认 

识到：这个两面器技术在东亚似乎是局部的，也许是暂时的、比较零星的，遮与阿舍刺舶 

地 区和时间的强烈的连续性成强烈的对照。在此意义上，阿舍利两面器技术和东亚的选个 

现象之 间存在着 巨大的差别。(东亚的)这个技术，如果能证明，至少部分地证 明，代表 
一 个年代上的有限的发展，也许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这一时期的特定的功能上的需要翔 

新近发展的文化规则的结合而出现的。所以，她明确地指出：阿舍利大型两面器技术憷  

东方仍然是明显地缺乏的 (Schick，I994．P．584)= 

总起来看，无论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工业，还是丁村工业，都具有这样几个菲常央 

出的特征：(1)没有真正的手 斧；(2)在制作大工具的过程中缺乏修理白面和两面去薄技 

术；(3)缺乏软锤技术或者说很不发达；(4)缺乏非洲 (出现于大约30万年前)和欧荸fl 

(大约 20万年前)模式Ⅱ技术中的勒瓦娄技术；(5)缺乏阿舍利技术中的那套精心设计韵 

技术程序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旧石器文化 的发展似乎没有经历过模式 Ⅱ技术的阶段。。。 

除了上面说 的丁村遗址以外，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重要地点有大荔人地点l周口l唐 

第 15地点、许家窑 长武窑头沟、喀左鸽子洞和水域硝灰洞等。经过一些学者的综合研 

究 (Qiu Zhonglong，1985；邱中郎，1989；张森水，1977、1985、1990)，中国旧右器 

中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1)打制石器主要使用锤击法和砸击法；(2)修理石核技术梗率 

发达，特别是缺乏勒瓦娄技术 (3)软锤技术缺乏或很不发达i(4)石器组奢大都以鹋酣 

器为主，还有尖状器、雕刻器、石球、砍砸器、薄刃斧、镐等，但投有西方同时期工业肇 

较普遍存在的勒 瓦娄尖状器和莫斯特刮削器，与莫斯特尖状器相象的也仅有一或互侧 姆 

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相 比，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无论在技术还是在看器类型方 

面的变化似乎都不是很大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石器类室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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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技术，如果和旧石器时代早期 的相比较，基本上还是早期的一些类型和一套加工技 

术。即使类型稍有变化，技术稍有进步，如在周 口店第 l5地点、山西丁村各地点和许家 

窑地点看到的，但是变化和进步都是缓慢的 t邱中郎，1989)。有的学者也指出，中国北 

方 旧石器时代中期工业 “继承有余，发展甚微，石制品显得古朴，前期 的工业或组合的特 

点基本上被此时人类所继承’(张森水，1990)。正因为如此，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 

文化之 间的分界 线不很清楚，目前的划分并不是根据旧石器文化本身的特征变化作出来 

的，而是根据地 质时代或年代的早晚来安排的。所以，总起来看，或者说就其基本特征而 

言，中国旧石器 时代中期文化似乎还是属于模式 I技术。 

关于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一些学者进行了总结和讨论 (Jia andHuan~， 

1985；黄慰文，1989；李炎贤，l993；张森水 ，1983)。与早期和中期相 比，晚期工业出 

现了多元化发展 的局面，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工业。 

一 种是石 叶工业，有的学者称之为 ”以石叶为 主要特征 的文化 系列 (李 炎贤， 

1993)，以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的发现为代表。在这一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中，有预制定 型 

的石核，呈长方形、半锥形和柱形等；有典型的石叶，最长者可达 200余毫米，有形制较 

规整的三角形石片。石片石器的类型有刮削器、端刮器、尖状器和凹缺器等。石叶是这一 

工业具有特色的标本，石叶石器的类型有刮削器、端刮器、雕刻器和尖状器。有穿孔的鸵 

鸟蛋皮。在水洞 淘附近的一个地点还发现有磨制的骨锥。(Boule el o1．，1928；贾兰坡等， 

1964；邱中郎、李炎贤，1978；李炎贤，1993)新 的发掘还发现 了人工磨石 (宁夏博物 

馆，1987)。关于水洞沟石叶工业的起源，学术界还有不 同的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 水洞 

沟文化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我国北方存在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为基础，又加入 

了新的成分，构 成了新的文化传统井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其后文化发展发生影响。这些耨 

的文化 因素，从现在对相邻地区工作来看，不象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期某文化衍生出来的， 

很可能是文化交 流的结果 (张森水，1987)。但是，有的学者则认为，“水洞淘的石叶及其 

制品很 可能是在吸收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 的技术类型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其根据是在丁村 54：97地 点发现过一件石叶制品，河北 阳原板井子也发现 有 12件石叶， 

旧石器时代早期一些遗址也发现有百叶 (李炎贤，l993) 

不管水洞沟 工业的来源究竟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 

第一次出现了以石叶为突出特征的工业，但是很不发达，迄今为止只有水洞沟一个地点作 

为代表 从技术模式来看，属于模式Ⅳ技术。但是，若与西方属于模式Ⅳ技术的石叶工业 

相比．它有 自己的特点：在水洞沟发现的石制品中，石片及用石片加工成的石器占了约 

80％，而石叶及用石叶加工成的石器仅占约 20％ (李炎贤，l993) 

另一种是台有模式 V技术成分的工业，有的学者称之为 以细石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 

系列 ，可以柴寺、下J_『、薛关、虎头梁等地点的石器工业为代表，主要特征是 有锥状和 

楔状细石核和细石叶，共生的石器则往往是用石片或石叶加工成的，很少是用细石叶加工 

成的 这些遗址的共同点是：(1)细石棱 细石叶与石片、石叶共存，且有相当数量的石 

器是以石片或石叶为素材的；(2)细石核具有区域性特色，楔状石核在各个遗址都有一定 

数量 ．而以虎头梁发现的比例 为高；(3)石器组合中端刮器的数量引人注 目 (李炎贤， 

1993) 关于细石器技术的起源，有的学者认为，石叶工业是细石器工业的祖型，并把它 

们放在一起，称为 长石片一细石器工业 (张森水，l990)，并且早就指出：无论从石器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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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上或加工技 术上看，细石 器传 统 与K石 片传巯 关系密 切，可能存 在渊源关系 ，而 与小 

石器传统关系相 当疏远，在技l水上和类型 [_llJ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因此 细石器传统的起 

源 与水洞淘文化有关 ’(张森水．1977) 但有的学者认 为细石叶不仅仅是石叶的细化，石 

叶和细石叶的剥 片技术明显不同，石叶和细石叶在石桉修理技术上也很不同，石叶和细石 

叶闻不存在传承 关系，而认为作为细石器传统的代表的楔状细石核已出现于晚更新世早期 

的一些工业中 (例如许家窑、萨拉乌苏、峙峪)【Gai{l991) 

与上述两类工业大体平行存在的是一般所说的石片工业，有的学者称之为 以石片为 

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李炎贤，l993)。重要地点在北方有萨拉乌苏、朔县峙峪、环县刘 

家岔、韩城禹门 口、安阳小南海、周r1店山顶洞、海城小孤山、哈尔滨阎家岗，凌源西八 

问房等：在南方 则有资阳人 B地点、富林、呈贡龙潭山、铜梁张二塘、兴义猫猫洞、桐 

梓马鞍山、威宁草海、房县樟脑洞等 李炎贤概括了这一文化系列的主要特征： (1)使用 

硬锤打击和砸击技术，没有石叶技术．没有问接打法：{2J石制品中以石片和石片石器为 

主，没有石叶工 艺和细石叶工艺制品。虽然在大量石片中可以找到一些按形状和长宽比倒 

可归到石叶和细 石叶中的标本，但敞乏相应的石叶石核和细石核．而且它们同前两个文袍 

系列中发现者有一定的区别 (李炎贤，1993) 或许还可增加的另一个特征是，与前两个 

文化系列或与西方同时期文化相比．石器类型 比较简单，刮削器常常仍是石器组合中的主 

要类型，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石器类型 近 年来，在华南的汉水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 

区、江南丘陵地 区和岭南百色盆地也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晚期地点，根据王幼平 (1994)的 

研究，这时华南 的北部发展为石片石器工业，而南部则为非典型的砾石石器工业。-从上述 

这一文化系列的特征分析来看．它们虽然所处的是晚更新世晚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但从 

技术模式来看还是属于模式 I技术，析且由于地点多、分布广，显然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主 

体。模式 I技术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延续到这么晚且仍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技术模 

式，确实是令人感到非常惊奇的，也充分显示了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因此 与 

早期和中期文化的划分情况相类似，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 和晚期的界线 并不是 很明确 

的 ，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划分， 日前主要 是建立在沉积岩 石学、古生物学和古 

人类学的基础上 【黄慰文，l989)，换句话说，不是建立在旧石器文化本身变化的基础上 

的，也就是说，就文化主体而言，中期和晚期之间在技术、类型和石器组合方面没有发生 

重大的、足 以引起文化特征或性质更迭的变化 

4 比 较 和 讨 论 

现在我们对 中西方旧石器文化 中的技术模式作一比较和讨论 n 

从旧大陆几个地区 (非洲、东亚和东南亚、西南亚以及欧洲)的旧石器文化来看，矗 
早出现的都是模式 I技术 但是，由此往后，中西方 旧石器文化发展经历了不同的 

出现了技术传统的两分现象 (dichotomy) 。 ’一 

在西方，继模式I技术出现的是模 Ⅱ技术，虽然在同时期仍然有一些只是使硝模式 

I技术的工业。模式 Ⅱ技术在石器娄型 的体现足出现了手斧 薄刃斧这样的大型切割工 

具，而在技术上反映出来的是发明了打制大石片的技术 (首先在非洲)，逐步发明了修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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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面和两面去薄 技术，发明了软锤技术，发明了勒瓦卷技术 有的学者认为，早在非洲和 

早更新世时期， 可能已知道修理石核技术，在有些阿舍利早期的组合物中得到发展，但是 

仅仅在进步的阿舍利 (evolved Acheulian)工业中得到明显 的扩大 (Svoboda，1987)。 

Bordes(1961) 指出，在欧洲勒瓦娄技术是在阿舍利中期出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勒瓦娄 

技术的出现与手 斧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半个世纪之前，莫 维斯就注意到阿舍利手斧文化 

与勒瓦娄技术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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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勒瓦娄技术制作 的 

石片工具 (Movius，1994，P．103)后来他又指出，在整个远东，就东南亚和北中国丽 

论，勒瓦娄技术 几乎完全缺乏；勒瓦娄技术通常是 与阿舍利手斧文化发现在一起的，而且 

两者已知的分布很接近一致 (Movius，1969，P 71)。近来一些学者也特别注意到阿舍 

利和勒 瓦娄技 术 的这 种相 同的分布 (parallel distribution) (Schick and T0th， l993； 

scl1ick，l994)。有 的学者还指出了手 斧制作和勒瓦娄技术之间可能存在 的技术上的联 

系：史前石器制作者在修理龟背状石核 的两面时，对剥取勒瓦娄石片的这一面和另一面 

(下面)常常倾注了几乎 同样大的心血，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在勒瓦娄石片由修理石棱 

上打下来之前，一定事实上相似于一件制作粗陋的手斧 (虽然完全不像阿舍利手斧)，因 

此勒瓦娄技术可以被认为是手斧技术 (hand-axe technology)的分枝 (o shoot)． 

(Watson and Sieveking，1968，p．55)在 Bordes的著作中 (1979， 图 lo0之 5)就有一 

件用阿舍刺手斧 作为勒瓦娄石核的例子。所以，毫不奇怪．在西方紧接着模式Ⅱ技术之后 

出现了模式Ⅲ技 术，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广泛或比较广泛地使用修理石核技术，包括勒瓦娄 

技术和盘状石核 技术，前者正是在模式Ⅱ技术的基础上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后者只是勒 

瓦娄技术的变体 ，目的是节约原料，生产更多的、虽然是较小的石片。至于模式Ⅳ技术 

它的主要特征是石叶技术和石叶工业，也是植根于模式Ⅱ技术和模式Ⅲ技术的母体的，因 

为在勒瓦娄技术 中就包含了生产石叶的技术 Bordes(1961，p 810)说： 旧石器时代晚 

期由智人发展的 大多数石器是莫斯特人 甚至阿舍利人发明的 石叶 (也就是说，通过一 

种特别的打制技术制作的石叶，而不是打片中的偶然结果)至少追溯到阿舍利末期，而且 

在某些莫斯特文化的组合物中，石叶占了初级产品 (d~bitage)的40％ 因此，在西方大 

部分地区，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模式Ⅳ技术也就是完全顺乎 自然的事情 当然，与模 

式Ⅱ、Ⅲ技术相 比，在模式Ⅳ技术中又发明了用间接法打制石叶，这就更高一筹了 

在中国，当西方旧石器文化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发生 由模式 I技术向模式Ⅱ技术的 

转变时，模式 I技术还在继续，似乎没有 出现模式 Ⅱ技术。但是，一 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是，在 中更新世 晚期和晚更新世早期，在有的地点如丁村遗址，出现了“大型石核工具技 

术 (schick andDongZhuan，1993)，关于其含意 目前还不完全清楚，还有待更多的新发 

现和进一步的工作。紧接着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也没有出现模式Ⅲ技术，因为在这时期的中 

国旧石器文化 中修理石核技术特别足勒瓦娄技术没有发展起来。至于模式Ⅳ技术只发现于 

一 个地点即水洞 沟遗址。关于水洞沟工业，我们顺便再多说几句。水洞沟工业在中国旧石 

器文化中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如前所述，关于它的来源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倾向 

于张森水 (1987)的观点，即它是与外界文化交流的结果．作为补充的证据，我们可以提 

到 水 洞 沟 工 业 中 的 两 种 石 器 、 一 种是 Grattoirs incurv~s aurignaciens，另 一 种 是 

， ；  | _ _ ． 1 ， ． ，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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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蛐chets(B0u1e at，1928，图 36之 1，图 40之 4—6、 图版XXⅧ之 13、27)。这两 

种石器是非洲和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石器组合 中的成分 (图 12)，在中国其他地点 

中似乎从未发现过，唯独出现在水洞淘工业巾，似乎不是偶然的。 i 

图 ll Strangled or strangulated stone tools 

I G rattoirs incurv~ aurignadens Shuidonggo 

hoei--tong-keou) cAfter Boule et 』，1928) 2 End 

scraper on strangled blade fRasal to Early 

Aurigmcian)(After Brooks．I9981) 3 Middle Stone 

Age artifacts from How Jeson‘s Poort Occurrences in 

southern Africa．Notched and strangulated scraper 

Montagn Cave．Layer 2．(After J D．Clark I 982) 4 

Strangulated scraper． Howieson S Poorl lndustry 

Klasies River Mouth．South Africa (After Wyme~ 

I9821 

④ 
． ! ． 

图 12 Trancbet 

卜3 M Lcr tranchet Shuidonggou {Choei-ton窖_ 

keou1(After Baule et al l 92g) 4 Unifaced trnneheL 

Lupembo-Tshitolian industry，from Mbalamb~， 
Dtmdo，north-east Angola． 5 Bifagially worked 

tranchet． Lupem bo-Ishitolian industry， from 

M balam bala ．Dtmdo，north-east Angola． ．5 An 

J D Clark l970) 6 Tranchet． Combe-GrenaI． 

cottche N Moust6rien type Quina． 7．Trancbet．瞄  

llAz6． touche 4 MOtISt4rien de tradltioh 

acheu1eenne 8 1ra】】cbet Pech de 1，Aze．eouebe  3． 

Moust4rien de traditIon acheul6e／11l~ f6_8 A肋 r 

Borde s，l979) ’ 

所 ，从整体来看，模式 I技术在 中国旧石器文化中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从旧石器 

时代早期开始出现，经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 这是中国旧石器文化主体在技术模式方 甭 

的最主要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制约和决定中国旧石器文化主体的基本性质和特征的主要 囱 

素。当然，从早期到晚期，模式 I技术本身也还是有变化、有发展的，因此我们或可把旧 

石器时代早期者称之为早期模式 I技术，而把中、晚期者称之为晚期模式 I技术。 。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或它的较晚阶段，在中国或西方的1日石器文化或某些 旧石器工业中 

出现了模式V技术或模式V技术成分，即细石器技术 但是 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 

同，两者同样显示了重大的差异。在西方，除了 细石核生产细石叶，并加工成各种细右 

器外，还以 Microburirl技术生产用以制作细石器的毛坯 ，并制成几何形细石器：三角形 

器 、梯 形 器 和 新 月 形器 等 与此 成鲜 明对 照 的是 ， 中 国 旧石 器 晚期 文 化 中没 有 

Microburin技术，没有几何形细石器，而是以各种细石核打制细石叶，但是石器往往是 

用石片或石叶加工成的，很少是用细石叶加工的，细石叶似乎主要是用来充作复合工其中 

的刀片。这再次显示了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刻差异 

表 1简要地 图示了中国旧石器文化 中的技术模式。 

苜 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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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西 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表明，两者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传统的 

差别。中国最早 的旧石器文化可能足外来的．但是很快就成 为自成体系、连续而独立地发 

展的一支，虽然在较晚的时候可能 与外界有局部的文化交流 ，但是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 

中，似乎没有发 生过大规模的文化替代或文化移殖的现象。 

表 1 中国旧石器文化 中的技术模 式 

M ode technology in Chinese Paleolithic 

时问 (百万年前) 地质时代 模式I技术 模式I【技术 模式II【技术 模式】v技术 模式v拄术 

Goolo~ical ModeIf M0deII【 ModeIV ModeV 

(~illion years ago) eD0 Mode T t~]mo]ogy IecllTl0】O针 techno Log-~ technology hnol0 

全 新 世 

H0 cene 
0．O1 

喜 山顶嗣(U叩叮Ca增) 1虎头(Hato架uli叫g) 
晚 目 { 小南海(Xiaona~ai) ÷水橱沟 !下川 峙峪(Shi：~)l l ：(Shuidcnggou) ：(Xiachmm) 

0．05一 更 幅

一 许寡窑 (XujiaYao) 

周口店第1 5地点 

(Zhoukoudian Local时 15) 

丁村(Dl c ) 

观音洞 

(G．皿 mdo姐 

周口店第1地 
(Zlmukouthan Locali I 

东答坨 

(D0n u㈣  

小长粱 

新 苫 

畔 Jaochanglia A 

J 世 善 
一  

O．1· 

；{ 
新 

O．S- 世i 
0．7 

1．0 l 
新 

世言 
1．5 

2．O 

上 8 

新 菪 
世 

2．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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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PARISON OF TECHNOLOGICAL M ODE OF 

PALE0LITHIC CULTURE BETW EEN CHINA AND THE W E 汀’ 

n S henglong 

fInstitute of Ve rtebrate Paleontotog v and尸口k 。f Academia Sinica，Be J 100044) 

Abstract 

Comparison of technologica1 mode of paleolithic culture shows that there are very 

significie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 est．In Chinese Paleolithic M ode I technology 

persisted and continued to develop throughout from early to／ate Paleolithic Remarkably，there‘ 

are no true ha n~ axes，no platform preparation and bithdal thinning technique，no s0f卜hatn- 

n r technique essentially．no Levallois technique in Chiue se Paleolithic so there are no M ode 

Ⅱ and Mode Ⅲ technology．Mode Iv technology  appeared only in one site,that is the 

Shuidonggou site，probably that is the result of cultural intermurse Component of Mode V 

techn ology existed in some stone assemblages of late Paleolithic，but there are no microburin 

techn ique ．tlo geometric microlith，and microblades have boen used mainly as出e blade of oom- 

posite tools．11lere are also profound difierence in microlithic technolelgY be tween China and 

the W 鹤t．This situation shows clearly that the Paleolithic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West repre． 

seats dilierent traditions，and also shows the peculiarity and continuity of Chinese Paleolithic．It 

SO~ITIS to rne that there not happened the cultural replacement on a large scale throughout whole 

Chinese Paleolithic．Thus the evidence ofChinese Paleolithic supports the evdutionary continui- 

tyhypo thesis ofChinesefossiliTlan． 

Table l shows the M ode technologY in Chinese Paleolithic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mode．Paleolithic cultures．Compa rsion between China ansl 

theW 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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