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兹 ，期 人类学学报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s ) 

V0l l4．N0．3 

Aug．，1995 

一

f t · 。 f。 ∥ 

关于全谷里的手斧 

林 圣 龙 
学 古 _ 1 00044) 

摘 要 

&I 

对垒谷 里遗址 14件手斧标本 的类型学分 析表明，它们不是真正典型的手斧．其 中 6件是 

镐，3件是石棱斧． I件是 Pmh-plane，1件可能是砍砸器，1件是似手斧石器，还有 2件的类 

型暂时难以确定 

日石器 时代 

近些年来，攀术界正在讨沧书 匪平舞问题 (黄慰文．1987：谢光茂，1991；林圣龙， 

I994；林圣龙等、 l995)，其更深层的曹义是，在更新世中期或稍晚，在中国以至旧大陆 

东方的旧石器文化中，是否存在与西l方一样的真正典型的手斧和阿舍剩文化．或者也可以 

换一种说法．即在此期间，东西方之向究竟是共享了同一个传统还是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传 

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邻韩国的全谷里遗址的发现 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因为 

据报道在这个遗址里发现了成批的手舞．不仅有地表采集的，也有从地层里发掘的 在讨 

沧中国手斧问题时 ．有的学者l也似垒谷里的发现作为东亚并不缺少手斧、东亚在旧石器时 

代早期也存在与欧洲、非洲相似的善尊文化以及否定莫维斯理沦韵证据之一 ‘黄慰文． 

1987) 本文将时全谷里的手斧标本作 类型学的分析和讨沦，这对避0步探讨中国以至 

东亚地 区的手斧 问题 可能是有 益的 

全谷里遗址是 1978年发现的。从 1978年 4月到 l980年底 ，进行了多次地表调查 ， 

在地表和剥蚀层中发现石制品 686件，其中石器 482件。从 1979年春到 19∞ 年秋，先后 

进行了3次发掘．获得右制品 1 85l件，其中石器 339件 韩国学者郑永和认为，全谷里 

发现的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早 期的阿舍利文化，推测其时代为相当于明德一里斯间冰期或 

里斯冰期的初期间冰段，距今 约 3O万年，井认为莫维斯理论应被修正 (郑永和 1981； 

冯宝胜． 1990 J 。 

从专著中对两面器部分 的沧述来看，都是根据 F．Bordes的铡量方法和特征进行手斧 

的亚类型的划分。因此，我们将在原研究者的描述以及原著 中所提供的标本平面图、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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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图和测量数值的基础上，对全谷里的两面器作一类型学的分析．分析的对象是原著中描 

述和图示的 l4件手斧标本． 

2 

根据原研究 的介绍，在地表采集的石器中，被鉴定为手斧者 37件，除了第 4地点 

以外．在第曰、、2 3、5地点，分别采集到 6件 l】件、l7件、3件．原研究肴指出，这 

37件两面器都以典型的形态反映出古老的特征，即把寻器的侧刃打制成 之 字形，厚度 

较厚．在石器的表面，仍保留有砾石面等等．它们被分为 6类：属于枪尖形的 6件，杏仁 

形的4件，原蛞蝓形的 l件，蛞蝓形的 4件．椭圆形的最多．有 2O件，米考克两面器 2 

件 f郑 永和，I981)，他挑选了 9件标本进行描述。为行文方便起见，我们把这 9件标本 

分别编 号 为 1号标 本 、2号标 本⋯ ⋯ 

2．1 1号标本：枪尖形两面器(Fleron)(图 l之 1) 

图 1，1 1号标本(speclrⅡcn No 1)(依郏永和，198I) 

2 Ficron．Cagny(Somme)．Acheul~'en moyen(After Bordes，l979) 

这件石器的 平面形状大致为条状长方形 ．从原研究者的描述和图来看，只有最低限度 

的初步打片和修整， 一面保留了一长条砾石面，从器身中部延伸到跟部，石 片疤 比较探 

凹，有的地 方形成陡坎 ．刃缘很 规整。前端为一宽而稍稍扁薄的端部．显然是使用部 

位。器身中部和后部十分厚钝．跟部为执握部位，这件标本最突出的特征是截面厚，厚度 

超过了宽度。竟，长 比率为 O．48，厚／宽比率 1．O2，厚，长比率 0．49．纵截面似楔形． 

原 研 究 者 把 这 件 标 本 定 为 Ficron， 图 l之 2是 一 件 Fieron 出 自法 国 的 

Cagny ortmae)，属阿舍利文化中期．长 x宽 x厚为 87 x 37x 25．宽￡长比率为 0 43，厚 

／宽比率 0．68．厚，长比率 0．29①． 1号标本与其相比。不仅总体形状不同，在截面厚度 

① 、宽 厚撤据 涮得 ．比率为笔者所计算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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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纵截面形状方面差别更大。因此，笔者认为，l号标本不是一件真正的手斧，而是一件 

粗大厚重的石核斧。 、 

2．2 2号标本：枪尖形两面器(FicT0n)(图 2之 2) 

圈 2 1 I2号标本 (SpecimenNo．12)；2．2号标本 (SpecimenNo．2】(依郑永和 198i) 

从描述和图来看，这件石器是用石英砾石翩作的， 使用 了交互打击法 ．一侧全部进行 

了两面加工，另一侧加工了一部分。加工都限于边缘．加工重点在前端，两侧刃在靠近尖 

端处明显缩窄 ，在前端汇合成一扁薄的尖，显然是这件器物的使用部位。跟部两面都进行 

了加工，但 比较厚钝．似为执握部位。可使用的刃主要在尖端部分。纵截面的形态尖端部 

分为 比较低 的平底平 背形 ，器身 中部 和后部 则为稍 高的平底平背形。宽／ 长 比率 为． 

0．58，厚，宽 比率为 0．54．厚／长比率 0．3l。 

原研究者把这件标本定为 Ficron．与歇洲的 Ficron (图 l之 2)相比，在总体形态， 

加工状况、纵截面形状以及刃 缘的长度和规整性方面都差别较大．笔者认为，从特征组 合 

来看，2号标 本似应归人镐的范畴． 

3 3号标本：枪尖形两面器(Lanc6ol~)(郑永和，1981，图版 9) 

从图版看．石器的主要特征是加工限于前半部，后部和跟部保留了砾石原来的形态和 

砾石面．愎面加工部分的面积只占腹 面的 I／3左右，背面加工部分的面积仅 占背面的 

I／2左右。刃缘部分的长度不足器物周长的 I／2 两面打片着重在尖端部分，打翩出一 

个扁薄的舌状尖．显然是使 用部位。背面有一中脊，占器身长的 l／2左右。纵截面除尖 

端部分外基本是平底平背形．截面比较厚．宽／长比率 0．48．厚／宽比率 0．66，厚／长 

比率 O_32．笔者认为，从特征组合来看 ．这是一件尖刃工具，应归人镐的范畴。 

原 研 究 者 把 这 件 标 本 定 为 Biface Lanc6ol6．但 与 真 正 的 Biface Lanc6ol6 (见 

Bordes，l979，图 50之 l，5；图 55之 2，3)相比，似乎相去甚远。 

2．4 4号标本：枪尖形两面器(Lane6ol6)(郑永和，】981，图版 l0) 

原著中没有这件标本的插图，只有图版。从图版来看，这件石器的毛坯可能是一块石 

片．加工 比较简单粗糙，后端很不规整，侧刃曲折。前端是一扁平的尖，是这件器物的使 

用部位。截面比较厚 。宽／长比率为 0．6l，厚／宽比率 0．65，厚／长比率 0．39。纵截面 

似楔形。笔者认为．从总体形态和使用部位来看，是一件镐一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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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5号标本：杏仁形两面器(Amygdaloide)(图 3之 1) 

图 3 l 5号标率『speclmen No．5)(旅郑永和．1 981) 

2 Biface amygdaloide Cagny(Somme)．Achculden moyen．(Aftcr Bordes 1979) 

从图看 扪制十分简单粗糙， 加工程度祖低 加工部分 的面积不到总面积的 l／2 

刃缘长度也只占器物周长的 l／2左右。打制重点在尖端，两侧刃靠近尖端 时明显缩 窄， 

前端形成一短尖，是器物的使用部位。跟部打了几下．只是为了便于执握。器身大部分都 

很浑厚。横截 面为厚菱形。宽／长比率 0．64，厚／宽比率 0．68．厚／长比率 0．44 

原研究 者把这件标本定为杏仁形手斧。图 3之 2是一件西方的杏仁形手斧．长 ×宽 × 

厚为 1O7×59 x 37，宽／长 比率 O．55，厚／宽比率 0．63，厚／长比率 0．35。两者相 比，在 

总体形状、加工程度和水平 纵截面的形状、刃缘长度等方 面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难 以 

归^同一类型 从总的特征组合来看．我们认为 5号标本是 一件石核斧 

2．6 6号标本 原蛞蝓形两面器(Proto-llmandeI(图4之 l1 

从描述和罔来看、打制 比较简单粗糙。每一面加工主要在 一侧，另一侧加工或多或 

少．都 留下局部砾石面，两面都是如此。两个面各保留了 l，4左右的砾石面 修整痕迹 

较少．从图看，至少 一个侧刃比较曲折 整体来看，器物比较挥厚．截面比较厚。宽／ 长 

比率 0．60．厚／宽 比率高达 0 72，厚／长比率 0．43；两侧刃在靠近尖端处 明显缩窄，在 

前端会台成一厚钝的短尖，显然是使用部位 ．另一端也有加工痕迹，似为便于执握 。 

原研究者把这件标本定为 Pr0to-limande。图 4之 2是 一件西方的 Limande，其长 × 

宽 ×厚为 I]2 x 69×l8；宽／ 士∈比率为 0．62，厚／宽 比率 0．26，厚／长比率 0．I6。两者除 

了在平面形状 J．有 点相似外 ．在打制技术、加 工程度和水平 ，特别是截面厚薄 方面显示 了 

很大的差别．很难视力同～类型 从总的特征分析，我们认为 6号标本是一件石核斧 

2．7 7号标本：蛞蝓形两面器(Liman~)(邦水和，l 8l，图版 l5 

这件标奉丈致成长条形 制作者对石器 两面进行了交互打击， 一面全部进行了加工 

另一面砾石面儿 乒原封留存．仅边缘处稍稍加过二『=。打制 比较粗糙，片疤探凹，常形成陡 

坎．侧刃很不规整。两侧刃大致平行．一端的两面都进行了打制．似为便于执握：另一端 

尚未加工成形 因此这是一件 还没有最后成型 的器物 ， 其类 型归属难 确定 。但是 ，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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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总体形态来看，有点像两侧边平行的非洲晚期石核斧 

图 5 1．8号标本(s clmenNo B)(依郑永和 198]) 

2 Bifaoe ovalaiJe VaiLly(Aisne)Probablement Acheul6en u坤rieur．(After Bordes，1979) 

979) 

原研究者的描述过于简单。从图版和插图来看，这件石器的主要特点是整体说来比较 

浑厚，两面大部分都进行了打片和修整，仅局部保留砾石面 两侧刃在靠近前端处各有一 

个微凹．使前端稍稍缩窄，形成 一个圆弧形的端部，可能是使用部位。器身中间部分比较 

厚。一后端两面都进行 了加工，但形成陡坎 ，似为执握部位 截面 比较厚。宽，长比率为 

0．77，厚／宽 比率 0．64．厚／长比率 0．49。 

原研究者把这件标本定为椭 圆形 两面器。图 5之 2是一件西方的椭圆形手斧．其长× 

宽 ×厚为 109×74×19，宽／ 长比率为 0．68，厚／宽比率 0．26．厚／长比率 0．17。两者相 

比．除了形状有点相似以外，其他方面相去甚远．很难视作同一类型 从总的特征组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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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们认为 8号标本可能是一件砍砸器之类的重型工具。 

2．9 9号标本：米考克两面器(Bifaee micoquien)(图 6之 1) 

图 6 1·9号标本【Specimen No·9)(侬郏永和，1981)；2-Bifacc micoquien- 

Loess a~．ciendeMantes(Seine--et---Ois~)．Acheul6en superieur． (AfterBordm，I979) 

从描述和图来看，这件石器的腹面是平的砾石面。背面由前向后逐渐高起，加工限于 

背面的大部分区域，跟帮完全设有加工。加工的重点在尖端，两侧刃缘在靠近尖端处明显 

缩窄．在前端形成一个相 当锐利的尖．截面为三角形．显然是这件器物的使用部位．截面 

厚，厚度几乎是宽度的 3／4．宽／ 长比率为 0．58，厚／宽比率 0．74，厚／长 比率 0．43． 

纵截 面为楔形 。 

原研究者把这件标奉定为米考克两面器。图 6之 2是一件西方的米考克两面器，其长 

×宽 ×厚 为 J90×90×45．宽／长比率 0．47，厚／宽比率 0．50，厚，长比率 0．24．两者相 

比，在总体形态，加工程度和水平，截面厚薄、纵截面形状等方面均相去甚远．显然不是 

同一类型 从总的特征组合考虑，笔者认为 9号标本是一件典型的镐。 

根据原研究者的介绍，在全谷里遗址 l979副 l980年的 3次发掘中，共发现 5件两面 

器，第 2次发掘得 3件，第 3次 2件．都是在褐色牯土层或赤褐色粘土层中出土的。原研 

究者认为，在这些标本中，有典型的形态，也有非典型的形态，但总的说来，都属于两面 

器的范畴．都是 代表 两面器文 化的石器 (郑 永和，l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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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0号标本 ：两面嚣 1(图 7之 1) 

图7 1．10号标本(SpecimenNo10)：2．11号标本(SpeCira~No．11)(侬郑永和，1981) 

从描述和 图来看．它是用一块 比较厚的砾石制作的．腹面和背面都进行了加工，但都 

还保留了相 当多的砾石面．腹面大部分是平的．背面隆起，从纵截面看，前半部成 坡状， 

后半郜为高背形．前端有一尖锐而歪斜的尖，截面比较厚．这个尖 与其说是人工打制的， 

不如说是半人工打制半 自然的．因为尖端的腹面是砾石面，背面一半 (右侧)是人工打制 

的，而左侧则是砾石面．背面保 留的砾石面从尖端几乎一直延伸到后端。截面特别厚．宽 

／长 比率为 O 48，厚，宽 比率高达 O．8l，厚／长比率 0．39．从特征组合情况来看，它显 

然不是一件手斧．而是一件受砾石原有形态控制的、打制粗糙的镐。 

3．2 11号标本：两面嚣 2(图 7之 2) 

从 图版和插 图来看，这件石器的主要特征是加工主要在腹面，但也保留了部分砾石 

面；背面的加工限于尖端部分．其余绝大部分为砾石面。腹面较平．背面 自尖端 向后逐渐 

高起，跟部厚钝 ．全是砾石面．是器物最厚的部位．前端为一比较锐利的扁尖．显然是器 

物的使用部位。截面比较厚．宽／长比率为 O．60，厚／宽 比率 O．60，厚／长比率 O_36． 

纵截面为楔形。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件制作粗糙的镐一类的尖刃工具。 ’ 

3．3 l2号标本：两面嚣 3(图 2之 1) 

原研究者对这件石器的描述 比较简单．且只提供了一面的平面图．从图来看，一面几 

乎全部进行了打制，另一面加工了一部分．保 留了较多的砾石面．这件标本的主要特征是 

一 面高高隆起．截面非 常之厚 宽／长 比率 0．69，厚／宽 比率高达 0．91，厚，长 比率 

O．63。从总体形态来看，笔者认为可能是 一件类似 Push-plane的工具． 

3．4 13号标本：两面嚣 4(图 8) 

从图看，这件石器的形状 比较规整．一面几乎全部进行了打树．布满了石片疤，比较 

平整．另一面加工主要在后半部周围边缘．前半部仅尖端处和侧边有几个小片疤，大约有 

l，2左右的表面保 留了砾石面。两侧边用交互打击打制．侧刃 比较曲折，呈 之 字形． 

前端有一扁平的尖，尖端似有纵 向打片的痕迹．为便于执握，跟部两面都进行了加工．截 

面比较厚．宽／长比率 0．54，厚／宽 比率 0．62，厚／长比率 0．33．纵截 面似楔形．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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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的这批石器中晟相似于手斧的一件标本，笔者认为可称之为似手斧石器。 

3．5 14号标本：两面器 5(椭圆形两面器)(郑永和，l 981，图版46之  ̈

这件石器是在 E3SlⅡ发掘坑的赤褐色粘土层中出土的 原研究香认为它是一件椭 圆 

形两面器。石器的两个边和底部呈圆形，总体形态较好地表现出椭圆形特征。石器原料是 

图 8 13号标本 (SpecimenNo．1 3)I依郑永和 ．1981) 

用含有粗石英的砂岩系统的岩石制成的．星灰色 石器的制作是从两面交错地 去掉石片， 

刃为 之 字形 长×宽×厚为 []2．7 x 77 2×45 (郑永和，l98I， 图版 46) 

原著中这件 标本的 图版小而模糊 ，且 只有一面 没有插 图．也 无纵 ．横截面 图；描 述 

又很简单。因此这件标本的类型归属难以肯定。 

总 体来看．这 4件标 本有这样一些特 征： · 

【I)素材 除 2件 (4号和 l 4号)标本原研究者未特别说腿者外 ，其余都是砾石。 

(2)打制较 简单粗糙．只有最低限度：的祝步打片和修整 ．瓤是用硬锤打制，特别是交 

互打击法f明确提到的有 5件) 石片疤大多 比较深凹．有酌还形成陡改．1大多数是边缘修 

整．真正面的修整极少．在水平和程度方面很难与典型阿舍利手斧的两面修整相提并论． 

(3)关于 两面加工的情况，真正通体两面加工的标本很少、有的主要是一面加工，有 

的是部分或局部两面加工。14件标本中、 l2件或多或少保留了砾石面 1件情况不详， 

只有 l件无砾石面．有的拆本砾石面占器物总 面积的 l／2左右．有的跟部完全 没有加 

工．原研究者多次强调，石器制作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砾石面 保留砾石面也可以充分地 

利用为两面器的一面，能够和另一侧保持平衡或者起到平衡石器面的作用，也能够充分地 

起刊石器 表面的 一个倾斜面的作用．但是，事实上砾石面的保留 否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制 

约了器粝的总体形态，截面的厚薄，纵截面和横截面的形状 以厦刃缘的长度等 笔者认 

为 砾石面的比较普遍的保留，一方面反映了打铜技术的能力和冰平的限制，另一方面也 

可能是器物本身的曲 能需要．也就是 兑制作者如果要制作的是一件重型工具 为了增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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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量，有意保 留了砾石面。 

(4)大多数标本缺乏周_边连续的可使用的锐利的刃缘 多数刃缘呈“之 字形，即曲折 

而不规则，原著 中提及的就有 9件 

(5)没有使用去薄技术 (Thinningtec；anique)。截面厚或较厚 纵截面不是较扁平的 

双凸，平凸或透镜体形，大多数是楔形、平底低背或高背形以及不规则的较厚的双凸形 

(6)器物的一端或者有一个锐利 比较锐利的尖端，或者有一厚钝的端部，有些标本 

两侧刃缘在靠近这一端时明显 或稍稍缩窄，这是器物的使用部位：另一端则是比较厚钝 的 

执握部 位。 

(7)厚／宽 比率在区分大型切割工具和重型工具时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讨论的 

这批标本 中，只有 3件标本的厚／宽 比率 比较低 (0．42 0．54、0．58)，其余 的都在 0．60 

以上，最高者达 I．02，14件标本的平均值是0 685。 

(8)各件标本形态各异，缺乏规 范化，基本上是受素材原有的形态控制的。 

表 I汇总了 l4件标本的若干资料。 

根据以上对每件标本以及总体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把这 l4件标本分为以下几类： 

(1J 2、3、9一 ll号标本：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有一锐利或 比较锐利的尖端；腹面平， 

背面由尖端向后逐渐 高起 (3号标 本除尖端部分外为平底平背形)；截面较厚，纵截面为 

楔形或似楔形，尖端部分较扁薄 ，后端和跟部厚钝 厚f宽比率较高 它们可能是镐一类 

的工具。4号标本可能也属于这一类 

(2)I，5，6号标本：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比较粗大厚重，前端有一坚韧的或宽或窄的 

端刃，从侧面观呈双凸形，属于斧刃类型，侧刃不规则，截面厚，器物可能 比较重、因此 

可能是早期石核斧一类的工具。 

(3)I 3号标本：它是这批石器中形态最相似手斧的一件标本，可称为似手斧石器 

(4)8号标本：由于前述的特征，可能是一件砍砸器。 

(5)l2号标本：这件石嚣 的形态比较特别，可能是一件 Push--plane一类的工具． 

(6)7号 14号标本 由于 前已说明的原因，类型归属难以确定， 

总起来看 笔者认为 在我们讨论的这批标本 中，除了类型难以确定的 2件标本 以 

外 没有真正典型的手斧 在笔者考察过的中国手斧标本 中，情况似乎也是如此 (林圣 

龙，1994；林圣 龙等 l995)。 

Isaac(J 977)指 出． 典型手斧有 4个主要的属性：形状为杏仁形和卵圆形 ；截面为 

透镜体形；修整疤渗透到两个面的大部分表面；周边有一连续或几乎连续的锋利的刃。这 

些特 征 的 出现 与手斧 的特 殊 的 制作 过程 有关 Schick andTotg (I 993) 把手斧 的制 作 过 

程大体上分为两个 阶段：一个是粗制成雏形 (roughingout)阶段，另一个是去 薄和最后 

成形 (thinning and final shaping)阶段，在去薄过程中，需要进行。台面修理 ( platform 

preparation J 这是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最近Schick(1994)又把手斧的制作过程分为 5 

个阶段 ： 

(1)开始挑选一块大而扁平的结核 或者从大砾石上打下一块太石片来加工想要制作 

的两面器 

(2)通过两面打片使 结核和犬 石片初步成形。这包括限定这件器物的主妻平面 (m ． 

jot plane)以及它的两个面，然后对这毛坯进行打片，或者从一个面到另一个面进行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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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l垒答量量址 ¨ 

C~ phtJm of，Om data offourte~ 

编号 发现方式 加工帆况 直，长 厚，意 厚，长 

IN0．) fsjtumtion) (wo i地 长(L) 
．
宽 ) 厚cT) ／L) 0"／B1 cr／L) 

cored~ion) 

采集 量低 曝廑的打片 I8I 87 89 0 48 1 02 0』9 

(col~eclion) 和簟整(M)” 

采橐 量低囊度的打片 2 
I 55 89 4 48 7 0 58 0 54 O．3l 

(coUection) 和簟整(M)” 

采集 ’ 鼍慨 限度的打片 ● 
3 177 85．3 56 7 0 48 0．66 0．32 

扣oUection) 和簟整(M)。’ 

采集 矗慑 限度的打片 4 10I 
2 6I_3 39．8 0 6l 0 6S 0 39 

(co]]octio11) 和簟整(M)】 

采蕈 最低 限度的打片 
5 I34 5 86．2 58 7 0．64 0 68 0．44 

(~oilccaion) 和簟整(M)’ 

采集 最低限度的打片 
6 l55 93．6 67 0．60 0 72 0』3 

lcollection 和簟整【M)’ 

采集 矗慑限度的打片 7 I 5
4 4 84．3 35 4 0 55 0．42 0．23 

(eo]l~ctio11) 和簟整(M) ， 

采集 矗慑限度的打片 
忙oⅡ0cf·on) 和簟整(M) l22 93 4 59 6 0．77 0 64 0．49 

采集 矗慑限度的打片 9 l76 
l02 75 0 58 0．74 0 43 (

collection) 和簟整tM) ) 

发掘 矗慑限度的打片 
10 l76 85 69 0 48 0 81 0．39 

(excav．tion) 和簟整tM) ) 

发掘 矗慑限度的打片 
le~cav．tJon) 和■薹lM) 178 l07 64 0 6O 0．60 0．36 

发掘 矗慑 限度的打 片 
【2 1 29 89 8l 0 69 O 91 0．以  

忙xcava~lon’ 和簟整(M) 

发捆 最低限鹰的打 片 
【3 l73 93 57 2 0 54 0 62 0．33 

忙xcawtion) 和簟整tM) 

蚩帼 矗慨曝廑的打 片 
14 1t2．7 77 2 45 0 69 0 58 0．40 

Iexcavation) 和簟整IM) 

i~(Nott)：l1 M． Mineraam biFacial primary flaking andtrimming 

2)单位Iun ：毫米 m) 

3) = 详(unckH 

后交互打片，或者先加工一个面，然后再集 中加工相对的面． 

(3)在相对的面上通过简单或更加复杂的台面修理，形成与准备加工的这个面几乎垂 

直的台面．把打 击对准这件器物的主体．把它去薄 (在这修理过程中常常产生 两面器修 

整石片 ，有时甚至具有多片疤台面) 

(4)围绕两 面器的刃缘．发展和保持双重的左右对称 (平面观和石制品整个截面的厚 

度)，在阿舍利晚期这变得更加发达和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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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标奉各项瓷料汇总 

speeimeDsfrom Chart-gok--ni，Kore~ 

砾石面 ■刃 素材 类型归属 (TyPe ascribed) 

(Pebb~Burface) (Side edge) 【Blank) 奉文作者 
郑永和 (】98I) (

p 曙cⅡl author) 

之字形(右) 砾石 两面器(手斧) ● 
有【Ycs) 石植斧 (coi~-axe) 

(之一shaped(R)) (Pcbble) Bi~ace(Hand axe) 

暗呈之 字形 砾石 两面器f手斧) 有
(Yes1 镰 【Pick) 

(S1i~hdy之_~hapcd) (Pcbble) Biface(Hand_xe) 

砾石 两面器(手斧) 有(Y
es) ／ ” 镰 【P k) 

(Pcbble) Biface(Hand Bxc) 

一 膏 形一 膏之字 形 
无‘N0) (one side S-．-sh,；ped， ， 两面器(手斧) 镰 【P k1 

and other：?_-shaped) Biface(Hand∞ce) 

之宇形 砾石 两面器(手斧) 有
(Yes1 石植斧 (Core-axc1 (之

一shaped) (Pcbble) Bil'aoe(Hand axe) 

之字形(左) 砾石 两面器(手斧) 有(Y
es) 百藿 斧 (coi％--axe) (之

一shaped(L)) (Pcbblc) Biface(Hand axe) 

之字形 砾石 两l血器(手斧) 有(Y
es1 

(之一shaped) (Pebble) Bifacc(Hand Hxc) 

略呈之字形(右) 砾石 两面器(手斧) 有(Y
es1 砍疆器 (chopping-too1) ~Sli

ghtly之-shaped(R ) fPehble) Biface(Hand Hxc) 

砾石 两面器(手斧) 有(Y
es) ／ 铺 (Pick1 (Pcbbl

e) Bifacc(Hand Hxc) 

砾石 两面嚣(手斧1 有
(Yes) ， 镰 (P k] (Pcbbl

e) Biracc fHand axe) 

砾石 阿面嚣(手斧) 有
(Yes1 靖 【Pick) (Pcbblc) 

B[face(Hand R,xc) 

砾石 阿面嚣(手斧) 盲
(Yes1 PqIb—plane 

【Pebb]e】 B Hce【Hand â 

之字形 砾石 阿倒矗(手斧) 似手斧石器 有(Y
es) 

(之一shaped1 (Pcbb] B[face(Hand axc1 (H andax~--l~e implement1 

之字形 阿面器(手斧) 
／ ／ 【之

一 shaped) B[fecc(Hand“e) 

(5】常常对器物的尖端 (tip】进行最后成形．或者通过更精细的打片和去薄把它加 

工成 一 个尖 (point) 或 弯 曲的 凸刃 或者 通 过确 定 位置 的 打击 对尖 端 进 行 截 刃 

(truncation)，产生薄刃斧的刃 口 (如果毛坯是大石片，而从大砾石上打下的石片端部没 

有薄刃斧的刃 口)． 

Schick(1994】指出，比起奥杜韦技术来．阿舍利的这套技术包含了远为复杂得多的 

程序的规则和序列 

在 Schick划分的 5个阶段 中．前 3个阶段是基本的阶段，使被制作的器物具有手斧 

(如果制作者想要制作的是一件 手斧的话)的基本特征．其 中相 当关键的是修理台面和去 

薄的技术。至于后两个阶段，则主要是 锦上添花 ．使得被制作的手斧形状更加规 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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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从平面看还是l从侧面看更加左右对称，使器物更薄从而更加符合作为大型切割工具的功 

能要求。在全谷里遗址 和中国发现的被认为是手斧 的标本中，我们看 不到这一套制作过 

程，看不到修理台面和去薄的技术。而从意识的角度来考虑——因为石器是制作者的思想 

的体现和物化——说明石器制作者的头脑 中还设有形成手斧这一类型的 概念型板 (men． 

talteglDJate)。在印度尼西亚爪 哇巴吉丹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中。奠维斯虽然鉴定了手斧的 

存在①。但他同时明确指 出。它们不是真正的两面器，它们与欧洲、近东，印度和非洲的 

典型手斧无关 (Movius，I948)。其缘由——在笔者看来——可能也在于此。 ． 

另外一个 明显而突出的事实是，无论在全谷里、 巴吉丹遗址还是在 中国的一些地点 

中，被认为是手斧的标本的数量非常之少，而且有的全部是地表采集的且 时代可能相当之 

晚 (如 巴丹吉遗址)。有的大部分来 自地面采集或者只是孤立的一件标本 (如全谷里遗址 

和中国一些地点的情 况)。而西方 的阿舍利文化代表了一个延续了长达 l5O万年左右的跨 

洲际的文化传统 它的典型器物，除了手斧以外。还有薄刃斧 大的钝背刀等 ，它们在石 

器组合 中占有一定的．常常是很高的比例 (表 2)。两者 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因此，在旧亢陆的东方，在与西方阿舍利文化传统相当或稍晚的时期内，是否存在真 

正典型的手斧和阿舍利文化，是一个还需要并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囤 9 由 Chuwoli和 Kawoli遗址发现的标本 (Specimen from Chuwoli and Kawoli Sites) 

(依 Seonbok Yi and Kyodang Lee．1993) 

附带提一下 ，最近在韩国的 Imjin河盆地发现两个旧石器遗址：Chuwoli和 Kawoli 

遗址 (Seonbok Yi andKyodong Lee，I993)。它们是 1988年 发现的， 1993年进行 了发 

①关于将近半个世圮前鉴定的巴吉丹手斧，似乎还有重新探 寸的余地 ．笔者将另行撰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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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n 

圈 10 由 Chuwoli和 Kawoli遗址发现的标本 (Specimenfi-omChuwoliandKawoliSites) 

(依 Seonbok Y’and Ky0d0l1g Lee，I 993) 

掘。石制品 发现 于红牯 上层 中。发掘 中发现 

石制品 206件．另由地表采 集了400多件石 

制品。石制品包括石核 石片和石器 石器 

中有手斧、薄刀斧、刀、砍砸器等，也有小 

石器 如钝背刀 ，刮 削器 、凹缺 器等 这 里仅 

讨论 原研 究者描 述并 图示 的 3件 手斧标本。 

一 件 长 ×宽 ×厚 为 237 x 13 5 x 77 笔 

者计算 、宽 ／长 比率 0．57，厚 ／宽 比率 

0 57，厚 ／ 长 比率 0．32 (图 9；图 版 见原著 

图版 2l之 1 J 这 件标本的两面都进行 了加 

工，一面只在中问保留了一小块砾石面，另 
一 面则保留了⋯片较大 的砾石面。这表明， 

就整件器物而言．仍然太体保 持了砾石原来 

的厚度 这件标奉最明显的特点是、两侧刃 

缘在靠近尖端处明显缩窄．在前端形成一明 

显突 出而细锐 的尖 两面都进 行 了修 整，显 

然 是使 用部位 从图版可看到 ， 面中间有 

图 I】 由 Chuwoli和 Kawoli遗址发现的标本 

(Specimen from Chuwoli and Kawoli Sites) 

f依Seonbo L(YJ and Kyodong Lee，1993) 

一 纵脊延伸于器身的大部分。从纵截面圈可 

以看出，仅尖端部分 比较扁薄，器身中部和后部都较厚。跟部仅一面进行 了加工，似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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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部位． 

另一件长 ×宽 x JV-为 1 80x 91×58，宽 ／长比率为 0．51，厚／宽比率 0．64，厚 ／长比 

率 0．32(图 lO； 版见原著 版 21之 2)。这件标本的平而和纵截面形状都很不规整，从 

图版来看更是如此．平而形状呈不规则的五边形。 有最低限度的初步打片和修整．两面 

和跟部都保留了或多或少的砾石而，基本上 持了砾石原来的厚度．石器的两侧边很不对 

称．前端为一窄长而较厚的尖，稍稍向一删带斜，J 版比插图更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后 

端厚钝，一而进彳=『了lJJu_上，似为执握部位。器身 体都比较厚．纵截而大部分都是比较厚 

的平底平背形． 

表 2 手斧、薄刃斧和刀在若干阿舍利工业石器组合中的数量和／或比例 

Number and proportlnn of hand 9x．cleaver and knife in thc stone tool assemblagu ofeome Acheulian indul~,- 

地 点 ]二 业 石制品数量 石 数量 手斧等的数盘和／疵比例 参考文献 

(LotaIi Ly) (1ndus【 ) (No or (No o riod'ls) o．and／OTpropofUon of (Referan：e) 

r Li ctcs) hand axc ate．1 

1 EF-HR。Bed Ⅱ E丑rly Achculcan B 53 8％ Le cy．I980 

OIduvai 1 4】‘) 

2 H EB，lnwcr Bcd 。 Achculcan Leakcy，I980 

OIdUVai 

Channcl fLevel 41 B I 6I％ 

Levc1 3 B 75．0％ 

LCVC1 2a B 4ILI％ 

Lcvc】2b B 50 4％ 

3 W K．upper BcdⅣ AcheuIci1 B 44 8％ Lcakey．I980 

o瞰uvB} fHandaxcs and clcavcr$I92) 

4 Pcninj LoWCT 302 74 Handax-like 12(16 2％】 ]saac．1967 

AchcuIcan C；cavcrs and clcavcr 

cI 6一I 4) flakes12(I6 2) 

Knivcs 4(5．4％1 

5 Locality SA．Gadcb ACheUlCan I849 ‘ 
* 

Clark．I987 

(I．4 ．7) 

6 Loca]ity BE,Gadeb AchcuI伽n 20．276 887 H 222(25 0％h Clark，I987 

．4 ．7】 C 88(9；9％)}37．5％ 

K．23(2 6％ 

7 HAR-A4 M iddlc Achculcan 60 60 
00％ 

Clark．I987 

Awish (0．5_o 

8 Bodo A2．M Iddl~ Achc．1cai1 22O 3I C．’I 5(50％ Clark
．I987 

Awish (0 5_o 3) H． 3【l0％ }60％ 

9 V●41 Rivc卜 Larc Achculcan I 29 l1 7 H．45 5％ 、 Howc[I and 

Homcstcad C．28 2％ }79．7％ Ctark．I964 

卜 35-H K． 6 0％ J 

10 LochBrd LaIc AchcuIcan I265 1 8S f{ 23
．4％ Howcll and 

C． 6．9％ C]ark，I964 34 5％ 

X I 6％ 

BR． 2 6％ - 

Il Xariandu毫l LaIc Achculcan 71 7 3 H．36．9％ Howe]】ted 

(0 9—0 8) C I 5．6％ Clark．1 964 7
2％ 

K 1 3 O％ 

BR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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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地 点 工 业 右制品数 {}{}教盈 手井等的披量和／戚 比例 参考文献 

(Locallty) 0ndustry) (No o r (No o rtOOIs) (No and／or proportion of (Re m  1 

a rtifactcs) hand_̂ 0 cIc) 

12 Btoken H _II L=Ic A~hculcan l64 94 H 1_I％ Howe11 and 

C 8 5％ Clark．1964 
l】 8％ 

K ． I．1％ 

BR． 1-】％ 

I3 Isimila Late Achcul~Ⅱn 4680 844 H ．29．4％ How~l】and 

(O卜 0 2) C 24 S％ Clark．1964 60％ 

K 3 4％ 

BR． 2．4％ 

14 0Iorgcsal[c Late Ackculcan 4637 986 H I9．9％ 
Howell and 

fc 1 0-0．7) C 9．6％ 
41 5％ Clark。I964 

K 5．9％ 

BR 6】％ - 

1 S Torralba Aehealqan B 46 6％ Howell，l966 

Ccrralbo excavations ，73 337 

Ba 一 1％d：K H 2 f,㈣o,o I962-63 cxcavations 697 290 
16 Ambrona Ackeulcan ’ Howel1

． 1 966 

Upper occupation nit V) 482 93 

Lo*cr occupation(S) l020 326 }础 
．  

17 Hoxnc AcheuIcⅡn 460 1 5暑 B 73 4％ 84．I，％ How l1。l966 

K．10．75％ 

Ig Upper M[ddl~Gmvc拓． Aehculcan 8589 368 ： 3”．75 ％) ， sw Howell，】966 Swanscombe(Wymer 
excavations) 

I9 Latamnc0962自nd Ack~ul~an H．3】．4％ 、 Clark．I966 

l964) C． 0 6％ } 3 6％ 

K． I．6％ J 

20 c1—_1 bun．1ayer F Uppcr ]S，9 H 3I．75％ 。 Clark．I966 

A~hculcan 

2I Hunsm，Gulbarga Early C．26 】7％ M Lira．I987 

District，garnataka Achcul~an H I6．82％ 86 07％ 

()0 35) K．13 08 

22 C'hirki—Ncvasa． Early 2407 l 510 ≥ ) Misra。1987 Akmcdnaga r District— Achculcan 
M aham shtra 

23 Minarwala Kund， Ackeulcan 62l 487 翔 MLqr=．I987 ：cntm】ladia 

24 Rock Shckcr 1II卜23 Li ra Athouk■n 】872I 560 ：． ) ，* Misn1．，1987 B̈hlmbe~ka．．Rai n 
Distrlct．M adhya 

Pradcsh 

1)单位(Unit)：百万年COnc million years) 

地点 】，II 13，】4的年代侬 Clark．1994 rrhc dates oflocalities】，Il，13，l4-re af'terClark．1994) 

2)B Elfaces；H Handaxcs；C 一Cl~avc rs；K =Knives；ER ；B roken kindixe$／ele=~vers／knives／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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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标本长 ×宽 x厚为 l 59×77X 46 宽／长 比率 0．48，厚／宽比率0．60，厚／长 

比率 0 29(图 l1：图版见原著图版 21之 3)。这件标本比较窄长，太致呈长三角形。图和 

图版都只显示 了石器的一面 。加工主要在前半部，后半部大部分为砾石面．跟部保持了砾 

石的碌貌．图版 所示的一面有一纵脊，大约占器物长的 l／2。从图版看，两侧刃缘 向前 

聚拢在前端j[台成一尖。器身太部分都比较厚，纵截面似楔形 

从上面描述的特征来看 ，笔者认为，这 3件标本似乎都是尖刃类的工具，把它们归人 

镐的范畴可能更合适一些。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遗址的年代。根据盆地中其他地点的 TL年代 测定以及对 目前 

地貌形成 过程 的分析，原研 究者 认为这两个遗址 的旧石器 堆积形成 的年 代不 早于距今 5万 

年 ． 布 晚 于 距 今 4万 年 ．也 就 是 |兑在 距 今 5万 年 到 4万 年 之 间 (Seonbok Yi and 

Kyodong Lee． 】993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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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i1＆ Schuste r 

oN THE HAND AXES FRoM  CHoN oK．NI IN KoREA 

Lin Shenglor"g 

instflut PfJ r【 er~ebrate Pateonlolo~p andPaleoaathropolo#y．A cademiaSintea Beijng 1009441 

Abstraet 

The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fourteen hand-axe specimens fotmd in Chon-gok-nJ site 

shov,~ that they arc not the really typical hand--axes．Am ong these specimens，six are picks， 

three core—ax ．one push—plane，one chopping—tool，one hand—axe—like implement。‘w。speci— 

mens are undeteJ rained · ' 

Key w0rds Hand-axe，Paleolithic，Chon-gok-nJ，Typo logical analysis 

J 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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