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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作者主张以素材．技术和类型的区分为主要依据．将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归纳为 

四个大致平行发展的系列．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明显地具有继承和发展的特点．中国旧石 

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形成可能弼地质地理条件 技术类型的继承和发展不平衡 

性有关．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研究是从 20年代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和内蒙萨拉鸟苏河的 

发现开始的．解放前发现的可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点，除上述两地外．尚有北京周 

口店山顶洞遗址．另外．在甘肃庆阳、宁夏灵武横山堡、山西西北部和陕西北部也发现一 

些零星的石制品，也有人把它们归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解放后．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发展迅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点发现较多．据不完全 

统计，约有 300多处．其中十多处并且被赋予文化名称．新发现的地点中较为重要的有： 

华北地区的河南安阳小南海 山西朔县峙峪、山西沁水下J}f、河北阳原虎头梁；东北地区 

的辽宁海城仙人洞；南方地区的四川汉源富林、铜粱张二塘、贵州兴义猫猫洞、普定白岩 

脚洞、湖北房县樟脑洞等． 一 - 

发现材料的增加不断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增进了我们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 

内涵的了解，也不断给我们提出思考的问题．这些发现物是属于单一的技术类型系列还是 

属于几个不同的技术类型系列?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从 1983年起．我国学者断断续续 

地进行了探讨(张森水，1983、1987 1988、1990；黄慰文，1989；Gai，1991)．对深人认 

识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有益的．但不无遗憾的是：有的讨论只限 

于一个地区或一个省，而未涉及全国；有的讨论虽涉及全国．但却把南方置于非常特殊的 

地位，面不是和北方的发现同等看待，甚至所用术语都不同，使人难于理解它们是否处于 

同一等级的分析单位．至于同一等级分析单位而所用术语不同，使问题复杂化．则徒增读 

者负担，于事无补． 

要划分旧石器代文化，首先要礴定划分的标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标准．本文作者 

认为：划分旧石器时代文化应以主要的文化遗物的特点 发展和演变为标准．不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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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文化遗物不尽相同，完全照搬其他地区适用的标准来划分本地区的文化有时会碰到 

不可克服的困难．例如，西欧旧石 时代晚期骨、角器和艺术品发现较多，曾被用来对旧 

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作进一步的划分；中国发现含骨、角器的地点少，骨、角器虽有一定数 

量，用来划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还为时过早。至于艺术品更是凤毛麟角，怎能根椐它是 

否存在来作划分?我们希望在每一个地点能够发掘到丰富的各种人工制品，在进行对比和 

对文化作粗的或细的划分时都能有充分的理由．但工作的结果往往不那么理想，考古发掘 

获得 的资料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残缺不全的．因此，从实际出发选择经常发现的、大量的、 

可对比的资料进行分析 归纳，从而确定各个地区、各个地点的发现物的异同及其相互间 

的关系，就成为多数学者在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时的着眼点．根据中国现有的发现情 

况，本文作者认为：素材、技术和类型是划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比较重要的因索．标本 

的大小和类型组合只能作为次一级分类的依据．素材包括打片和制器两方面所利用的材 

料． 素材的大小、形状和特点影响到打片方法和修整方法，也关系到加工出来的产品的形 

状和类型．技术也包括两方面：打片靳惨整．类型是素材与技术结合的体现．根据这一想 

法，本文作者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从主要的文化遗物的特点考察，可以归纳 

为四个主要的大致平行发展 的系列． 

在近十年的出版物中出现了不少关于概括各地发现的文化遗物的名词术语，除了传统 

使用的文化和工业外，尚有：文化类型、文化变体、文化组台、文化综合体以及文化传 

统、工业亚型等等．这些名称有些是同义词，只是各人使用的习惯不同而己；有些则存在 
一 定的区别，但各人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为避免误解，在这里不重复使用这些术语，除非 

在引文中不得不照抄原文． 

1．以石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这 文化系列以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的发现为代表．这一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包括石片 

及用石片加工成的石器(约占8O％)和石叶及用石叶加工成的石器(约占20％)两部分．石片 

可见到修理台面的痕迹，有形制较规则的三角形石片，另外还有一些两极石片．有修理台 

面的石核．石片石器的类型有刮削器、端刮器、尖状器和凹缺刮器等，有的标本可同莫斯 

特的标本相比较．石叶是这一遗址具有特色的标本．石叶制品也是引人注目的器物，主要 

类型有：刮削器、端刮器和尖状器．由承洞沟遗址还发现有穿孔的鸵鸟蛋皮．在水澜沟附 

近的一个地点还发现有磨制的骨锥(Boule elaL。1928；贾兰坡等 ，1964；邱 中郎等， 

1978)． 

过去认为zk洞沟的工业 好像处在很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 

的半路上，或者是这两个文化的混合 (Brcuil，1928)．根据 1963年发掘的结果可以进一 

步把它的时代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碳十四测年结果也支持我们的推论．至于水澜沟石 

制品的内涵，我们同意 Breuil分析的主要部分，对他的一部分分析和结论持保留态度(Li 

Yanxian，1991)。 

水洞沟工业的另一重要成分一一石叶及其制品的起源问题尚不清楚。但我们注意到： 

在丁村 54：97地点发现有一件石叶制品(P．0538号标本：裴文中等，l958，图版 X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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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XXVIII：A)，河北阳原板井子也发现有 l2件石叶(李炎贤等，l991)，旧石器时代早期 
一

些遗址也发现有石叶，这表明水洞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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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细石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在 70年代以前，我国北方发现分布很广的以细石核和细石叶的存在为特色的文化遗 

存，有些学者据此称之为细石器文化(裴文中，1947)，其时代通常被归于新石器时代，或 

中石器时代。或旧石器时代晚期f裴文中，1947，1955、1965)．后一种说法的主要论据为 

萨拉鸟苏河的材料，原作者并未多加论证，后人附和者亦甚少。因此人们的印象还是保持 

细石器是中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认识。从 70年代起．下川(1970、197l，l976—1978)， 

虎头梁(1972、1973-．1974)，薛关(1979、1980)，柴寺(1977、1985)等遗址的先后发现与 

发掘，研究以及测年工作的成果逐渐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看法。 

这四个主要遗址的碳十四年代已给出：柴寺为距今 26 450±590年或大于 40000 

年：下川下文化层为距今 36 200± 5 0o年。上文化层约为距今 16400—23 900年：薛关为 

距今 13 550±150年；虎头梁为距今 10 690±210年或 l1 000±500年(吴汝康等，1989； 

王向前等，198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1978、1980；黎兴国等，t987；黄 

慰文-1989；Gai，1991)。虽然上引四个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不尽相同。还有商讨余 

地。似乎可以这样推测：大约距今二万多年前．在中国北方已出现了以细石核和细石叶为 

标志的细石叶工业。它在距今 2一l万年期间得到很大发展，其分布区域主要在黄河流域 

及其以北0．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细石叶工业仍保持其兴盛的趋势，且分布区域向南扩展 ， 

达到长江以南。 

这一文化系列的主要特征是出产锥状细石核或楔状细石核和细石叶，伴出的石器则往 

往是用石片或石叶加工成的，很少用细石叶加工成的．可以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含细 

石叶工业成分的几个遗址的文化内涵不尽相同，但有下列共同点：l，细石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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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以虎头粱出产的比例为高：3、石器组合中 

端刮器的数量引人注目。这四个主要的遗址除了共同点外还各有特色：襄汾柴寺丁家沟遗 

址发现有锥状石核、楔状石核、细石叶、石核式刮削器、端刃拇指盖刮削器、修背石刀 

等；另外，同时还发现有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等石器f向前等，1986)。这一石制 

品组合的特点是典型的细石叶技术与类型同丁村文化类型的结合，后者可能是残留成分。 

故这一遗址的文化遗存似可称为含丁村文化传统的细石叶文化。下川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 

化可分为上、下两层。上文化层属于细石叶文化系列，据王建等(1978)的报道，细石核以 

锥形者为大多数。楔形者较少，另外还有一件两极石核；石器小型者多。主要类型有石核 

式刮削器．端刮器、修背石刀，雕刻器和尖状器等。也有一些较大的石器，其中还有砺石 

和研磨盘。由下川上文化层发现的石制品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l、细小的石制品为数众 

多；2、有典型的细石核：3、石核中锥状细石核居多(约占一半 )，楔状细石核约占 l1％， 

柱状者约 8％：4、石器中的修背石刀、雕刻器、端刮器大致可以同国外发现 的同时期 的 

①人类学学报I 9ssg；g4$1~：在四 『攀枝花圊龙}穹发现有细石器和骨角器．伴出有象、犀、巨羊等 

2O多种化石。唯报告尚未发表，年代亦未则定。录以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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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对比，具有特色的为石核式刮削器；5、。石簇 为两面加工，与虎头梁发现者相似； 

6、在工具组合中端刮器占 41％，居首位．其次为石核式石器(22％)'再次为边刮器 

(16％)．虎头梁遗址发现的石核有 279件，被分为盘状 两极 楔状(236件)和柱状；石 

器有 364件，包括砍砸器、尖状器 端刮器(221件)、雕刻器和边刮器；石叶有 300来 

件，石片 40 000多件，另外还有穿孔的装饰品 l3件(盖培等，1977)．在本文怍者看来， 

虎头粱石制品的特点有三：l 楔状细石拨发达，其数量在石核中占84％，而柱状石核仅 

6％．无锥状石拨(原报告未提及)；2、在石器类型中端刮器占有显著地位(6O％)；3、在石 

器中引人注意的是近端一佣加工成凹入状的单肩式尖状器和半月形刮削器，大致可以同国 

外一些同时期的标本对比．山西蒲县薛关遗址发现石核 240 件，石片 4 310件(包括石叶 

l1O件)，石器 225件．石拨 中除 149件形状不规则者外，楔状者 l9件，半锥状者 lO 

件，似锥状者 5件，漏斗状者 4件，而呈船底形者最多，计 53件．石器中端刮器最多 

(143件，占 63％)，刮削器次之(46件)、尖状器又次之(29件)．雕刻器、修背石刀和似石 

斧都为数不多(分别为4 2、1件X王向前等．1983)．在本文作者看来，薛关石制品有下 

列几点是比较突出的：l、在细石核中船底形石拨占一半以上，而楔状石核和锥状(包括似 

锥状和半锥状)石拨的数量都较少；2 石器类型中端刮器居首位(63％)'其次为边刮器 

(2O％)、尖状器(12％)，有雕刻器和修背石刀．但都不多；3、边刮器中有加工成半月形 

者，与虎头梁发现者相似，尖状器中也有外形近似虎头粱发现者，唯薛关发现者均单面加 

工(正向加工)'而虎头梁的半月形边刮器为两面加工，尖状器单面加工和两面加工的都 

有． 

根据上面的介绍和分析，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l、这四个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均 

可归纳到以细石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它们有共同的特征．但又各具特色；2、柴寺 

的石制品似乎是衔接丁村文化和下川文化的中间环节，而薛关的石制品则是衔接下川文化 

和虎头梁文化的中间环节，虽然它还有自身的特点． 

1 以零台面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这一文化系列以含有零台面石片为主要特征，石器的修整以反向加工为主，石器类型 

以用零台面石片作素材反向加工而成的刮削器为主．此外，在这一文化系列中还有相当数 

量的普通石片 少数两极石片．石器类型除刮削器外，兼有端刮器、尖状器和砍砸器．雕 

刻器和凹缺刮器并不发达．这一文化系列是由贵州兴义猫猫洞的发现和研究认识到的．当 

时被命名为猫猫洞文化(曹泽田，l982)．后来在贵州普定白岩脚洞、穿洞、兴义张El洞。 

安龙观音洞、兴仁和六枝等地均有所发现(李炎贤等，l986；蔡圊阳，l989：蔡圊阳等， 

1986)．根据新的发现，有的学者把它们归纳为猫猫洞文化类型(张森水，1988)．这一文 

化系列有一些测年数据：白岩脚洞第 3层为距今 l1 740±200年(半衰期为 5 570年)或 

12 080±200年(半衰期为 5 730年)．第 5层为 14 220±200年(半衰期为 5 570年)或 

14 630±200年(半衰期为 5 730年)．推测上部堆积(第 3—7层)约形成于距今 l2 000一 

l5000年或 l6 000年前左右．猫猫洞为距今 l4600±l 200年(铀系法)或距今 8 820±l30 

年(碳十四法)．穿洞上文化带为距今 8080±100年(第 3层)和 8 670±100年(第 4层)．若 

根据现有的测年数据．归于这一文化系列的三个有代表性的地点的时代顺序似乎是：白岩 

脚洞较早．猫猫洞较晚，穿洞上文化带大致和猫猫洞时代相当或稍晚．结合其他地点的资 

料，似乎可以推测：这一文化系列大致发展于距今 16 000多年前到距今 10 000年前，它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l8· 人 类 学 学 报 l2卷 

可能形成于较早的时期．彖其它系列一样，这一文化系列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依然延续存 

在 ． 

4．以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 

这一文化系列发现最多，分布最广．其主要特征为：以各种石片为主，工具主要以石 

片加工而戚，没有石叶工艺和细石叶工艺制品．也没有零台面石片及其加工产品。虽然在 

大量石片中可以找到一些标本按形状和长宽比例可归到石叶或细石叶中，但缺乏相应的石 

核和细石核，而且它们同前两个文化系列中发现者有一定区别．这一文化系列因为分布的 

地域广，各地的地质地理条件不尽相同，因而常出现一些差异，有的学者据此而命名了一 

些新的文化，他们依据的差异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标本的大小，二是砾石石器含量的多 

少．在本文作者看来．这两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把它们当作划分文化系列的 

依据则理由不太充分，至多可作为次一级划分考虑． 

在这一文化系列中，有一些地点具有测年数据，现罗列几个较为重要者如下：辽宁海 

城小孤山第 3层下部为距今 40 000±3 500年(热释光法)、资阳人 B地点第 6层为距今 

37 400-+3 000到 39 300±2 500年，内蒙萨拉乌苏河大沟湾地点为距今 35 340±l 900年 

(碳十四法；若依铀系法则为距今 370o0—50 000年)、云南呈贡龙潭山第 2地点为距今 

30 500-+800年)、山西朔县峙峪地点为距今 28 954±l 500年、四川铜粱张二塘为距今 

21 550--+3l0年或 25 450±850年 贵州桐梓马鞍山地点为距今 15 100±l 500年 湖北房 

县樟脑洞地点为距今 13490±150年、河南安阳小南海地点为距今 l1 000±500至 24100 

±500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下窨为距今 18340-4"410年或大干 32 500年(热释光法)(以上 

数据均转引自《中国远古人类》)．尽管这一文化系列的地点发现不少．石制品也发现不 

少，甚至还发现一定数量的骨，角器．但要对这一庞大的文化系列作进一步的划分，无论 

在断代问题和技术类型问题上都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进一步讨论下列几个问题． 

I．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系列间的关系 

从 1983年起在中国学者中开始的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划分的讨论，注意到了各 

地发现物的异同，但在归纳时缺乏全面的标准，划分的等级和所用名词术浯不大一致，因 

而出现同一地点的材料在不同学者的论文中归属于不同的系列的情况：对各个文化系列问 

的关系注意不够，或把次要的因素当作主要的因素来看待，也是导致这一现彖发生的原因 

之一 ． 

本文作者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各文化系列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有一定联系 

的．石片文化系列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主体，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文 

化的继承和发展，它在石叶文化系列和细石叶文化系列中仍有重要的作用；而零台面石片 

文化系列可能是石片文化传统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它可能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水减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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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洞的发现①，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李炎贤，1984)。石叶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遗址和 

许家窑遗址都有所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遗址、黔西观音洞遗址、阳原小长粱 

遗址也有少数标本可归到石叶一类，虽然还未发现相应的石核，但可以推测：中国旧石器 

时代晚期的石叶文化系列是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技术类型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在这一文化 

系列 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两极石片，也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据．联系到石片文化系列中的小南 

海工业里不少两极石片存在的事实。从另一方面又补克了这两个文化系射间的关系． 

细石叶文化系列弓1人注目的是细石核 细石叶和加工精致的石器．但还有相当数量的 

石片、石叶以及用石片和石叶加工成的石器却常常教人忽视了．细石叶技术 的起 源问题是 

值得探索的．在中国旧石器对代早期的一些地点己发现有一些石棱具有类似细石叶的剥片 

痕迹(李炎贤等，1986；卫奇，1985)，这可能暗示细石叶起源于较早的时期．但当时石核 

上的这类痕迹是偶而产生的面不是系统产生的 到目前为止起源问题还不清楚，有待进一 

步工作和深入探讨。近年我国学者对石叶文化系列同细石叶文化系列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对认识问题不无好处 。张森 水099o)主张， 一般说裘长石片工业是细石器工业 的祖型 。 

并把它们归并在一起。称为 长石片一细石器工业 。盖培 同意张森咪的说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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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叶和细石叶在石核修理技 

术上也很不同，石叶和细石时间不存在承传关系。他提出另一种假说，认为细石核的祖先 

可以在华jE一些文化组合中观察到(GaLl991)，本文作者看来，根据长宽比例，石叶和细 

石叶有一定相似之处，怛又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把它们看作是祖裔关系而 

有人又持另一种看法的原因所在．率文作者主张。从中国-lB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情况看 

来，石叶文化系列和细石叶文化系列是平行发展的而不是先后继承发展的。从测年数据看 

来．水洞沟遗址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 16 760~210年(动物化石】或125 450±800年晴§核)。 

而铀系法对同层l出土的动物化石测出的年代为距今 38000__．2 000年和 34 000±2 000 

年，对照一下四个归于细石叶文化系列的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数据曲L距今 10 690±210年 

到距今 26 450~590年或大于 4万年)，可以说双方的年代数据都在一喻相当太的变异范 

围内，很难说哪一个最可信．最接近真实，因而也无法确定这两个文化系列哪一个早，所 

以要确定 哪一个为祖型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看，石叶和细石叶都有悠久的历史．它们 

平行发展并非由1日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而是在较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不过直到旧石器 

时代晚期才分别发展成为文化系列。 

2．技术类型的继承和发展问题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多样的，从技术类弛的角度看来，包含着继承和发展两方 

面． ： ．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明显地继承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在技术类型方面的 

成就和特点．居主导地位的石片文化系列和大量普通百片柏普遍存在早己为太多数学者注 

意到．由此而进一步提出来的石片文化传统之说也为一些学者所推崇，这些事实，众所周 

知，无庸细赘。兹补充如下几点： ． 

①水城硝灰洞原测定年代为距令57o∞土l= 年(铀系法)。孵 冠军近年报道，水城硝灰洞堆积的年 

代比以前的说法为早．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如果这样，则零自面石片就可能有更为古远的 

历史．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220· 人 类 学 学 报 l2卷 

(1)砸击技术 这是北京人石制品中具有特色的技术之一．从前有学者认为这一技术 

在北京人之后衰落了，现在看来这榉的说法应作修改．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片文化 

系列中常常可见到两极石片．如峙峪、萨拉乌苏河大沟湾、汉源、小南海、海城小孤山、 

齐齐哈尔昂昂溪．青海小柴达木湖．房县樟脑洞遗址等．零台面石片文化系列的白岩脚 

洞、石叶文化系列的水洞沟、细石叶文化系列的下川、虎头粱遗址都发现有两极石片，可 

见砸击技术在中国虽然开始得相当早，在小长粱(尤玉柱．1983)、东谷坨(卫奇，198s)和 

巫山大庙(李炎贤，1991)已有这种技术的实物证据；到了北京人时期这种技术使用极为广 

泛，而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有一些地点仍然使用(如许家窑)，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 

技术并未绝迹．个别地点还大量地采用．而发现两极石片的地点比以前不仅多而且分布 

广． 

(2)观音洞(贵州黔西)的石器侈整技术具有一定特色(李炎贤，1983；李炎贤等， 

19s6)．在四川、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中有一些标本呈现出相当 

强烈的观音洞技术传统的特点(李宣民等．1981；吴茂霖等．1983；李炎贤，19s8)．以至 

贾兰坡和黄慰文提出观音洞H嗣梁传统一说Oia“aL，1985)． 

(3)具有莫斯特技术特点的石器过去在中国发现较少．现在已知除水洞沟外，云南呈 

贡龙潭山第二地点(邱中部等，198S)和路南(裴文中等，1961)也发现有这类标本，说明在 

中国旧石器时代魄期南方和北方都还有一些地区继续使用这种技术．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晚 

期莫斯特技术的起源问题，过去有过外来说，根据近年来的发现与研究，我们认为这种加 

工技术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和板井子发现的标本中已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了f李炎 

贤等，1991；李炎贤，1992；Li，1991)． 

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类型因索有二： 

(1)零台面石片 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也有人认为是早期)的水城硝灰洞已发现有这种石 

片(曹泽田，19"／8)．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石片在西南地区得到充分发展，并形成一种 

文化系列．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领域，这一技术类型因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 

和重视． 

(2)石叶 尽管这一类型的标本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乃至偶而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中可以找到．但作为一种固定的系统的技术类型成份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完善和发展起来 

的．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的技术应是细石叶技术．它似乎是在厘今 2万年前左右发展 

起来的一种打片技术．但已相当成熟，可能这种技术的起蔼I比现在已知的年代还要早．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起来的石制品类型主要有：锥状细石核 (下川、薛关、柴 

寺)、楔状细石核 (下Jf『、薛关、虎头梁．柴寺)、细石叶(广见于细石叶文化系列各地点 

)、半月形刮削器(虎头梁、薛关)、以零台面石片为素材反向加工的刮削器 (白岩脚洞、 

猫猫洞)、短身端刮器 (下川)、长身端刮器 (水}胃沟、下川)．石核式石器rF川)、惨背 

石刀 (下川．薛关)．带肩尖状器 (虎头粱)．凹底尖状器(虎头粱)．边缘惨整的雕刻器 

(-ffJ J1)等． 

由上所述可见，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工业继承性是明显的，而这时期的发展和 

创新表现在技术和类型上也是很突出的．新的技术类型因素主要同石叶文化系列和细石叶 

文化系列相联系．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新发展的技术类型成份，我们认为是本地区旧石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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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化发展的结果．从世界范围看来．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大多敷地区发现的文化遗物都具 

有继承性和发展性，同时也具有共同性和地区性共存的特点．因此．在不同国家．甚至相 

隔很远的地区都可能找到相同的或近似的石制品或其他文化遗物．对此种现象张森水 

0990)认 为， 可以理解为处于相当发展阶段的古人类可以创造出类似的器物．因此，不一 

定看作是交流的产物。(P．327---328)．这是有理由的．但是我们并不排斥地区交流的可能 

性．不过要论证这一命题还要依赖更多的发现和研究，把一系列时间和空间的缺环连接起 

来，才能说出个头绪来；现有的发现和研究还是比较孤立的、零星的资料的解说．可以用 

它们来说明一种趋同现象，也可以把它们作为地区交流的例证．两种解释似乎同样有一定 

理由．但又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 

3．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形成的原因同题 

通过上面简略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多样的．复杂的． 

国内学者大多承认这一客观事实，但对其成因则有不同的解释．本文作者认为有两种因素 

可能在形成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过程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一是地 

质地理条件．二是技术类型的继承和发展不平衡． 

前一因素可以举四个例子来说明．贵州西部和西南部不乏扁平的砾石，为零台面石片 

的生产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四川汉源富林遗址附近出产的燧石多小(大小如拳者居多)且节 

理发育，不易打下较大的适用的石片来，所以这里发现的石制品多为小的．内蒙古萨拉乌 

苏河大沟湾遗址附近缺乏较大的石料．所以这里出产的石制品也是以小的为多数．四川铜 

粱张二塘遗址附近的砾石多为粗大的石英岩砾石，这种原料既极又硬，不易打下细小的适 

用的石片．所以这一遗址发现的石片多粗大，加工亦受原料影响，而这一遗址发现的砾石 

石器较多，都同这一因素有关．不同的地质地理条件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生存条件．影响 

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原料对石制品的技术和类型的选择．表现 

和发展起着颇为重要的作用．而原料只不过是地质地理条件之一． 

技术类型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形成也有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般说来．继承多了．发展就少；反之，发展多了，继承就少．我们 

把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归纳为四个文化系列．主要是依据素材、技术和类型的差别而 

得出的．石叶技术和细石叶技术的分布区同时也是石片技术的分布区．在不同地区有不同 

技术平行发展，可能说明当时已有技术类型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在同-d,的地区或同一遗 

址，可能有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不同阶段的产物．而这些则有时被孤立起来，当作 

不同技术同时并用的结果． 

同一现象．在不同作者看来，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要很好地说清楚这个时期石制品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成因。并不是很简单容易的事情，还要多做工作．本文里提到的两个 

因素，只不过是根据现有材料和研究成果提出来的一种看法．将来更多的发觋和进一步的 

深人研究也许证明实际的原因比现在的推论要复杂得多．或者是相反，情况比现在的推论 

要简单得多，只是我们把问题看得过于复杂了．不管怎样，本文作者都表示欢迎． 

本课题(课题号920402)得到中国科学院特别支持费的资助．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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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author pays attention to th at the blank，technology and type of the stone 

artifacts play a lending role in determining and grouping the industrial patterns in China． 

Based oil this idea，the Upper Palaeolithie industries of China Can be grouped into four 

principal series of more or less parallel development，i．e．bl柚 e series，microbla'de series， 

flake witll nul1,phfform series andflake proper．one． 

In view of technology and typoJogy，the stone industries of Upper Palaeolithie of 

China comprise both inhentance and development simultaneously． 

The emergence of the polymorphism and complexity of the Upper Palaeo!ithic indus- 

tries 0f China may relate to the gcologico-geographical condition and the unbalance of in． 

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 lec hnology and ty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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