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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劈技术、沟裂技术和雕刻器① 

．盐圣垄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c} 
笔者(Lin Shenglong，l991)曾指出，与欧洲相 比，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 中生产骨角器 

毛坯的楔劈技术(Wedge technique)和沟裂技术(Groove and splinter technique)Z~今尚无记 

录，同时雕刻器也很少。本文综合了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材料，就此问题作一综述。 

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为了分解鹿角、骨头和象牙，以得到射作骨角工具的 

毛坯，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技术：楔劈技术和沟裂技术(Sonneville--Bordes，1963)。 

所谓楔劈技术就是用一块一面是斜面的鹿角作为楔子来纵向破开一个鹿角或别的东 

西。在法国 Abri Pataud遗址的 Level 3(Pexigordian VI)中，就有使用这种技术的证据 ： 

先用雕刻器在鹿角主枝中部的某一个地方切割或刻划出一条长40到5O毫米的沟，用来插 

人楔子，鹿角就沿着沟的轴被破开。有一件 antler pofisher似乎就是这样被劈开的。在这 

里也发现一件鹿角主枝破片，可能是作为楔子用的(图 2之 3)。在 Level 5中，有几件非 

常清楚的楔子标本(Bficker and David，1984)。 

所谓沟裂技术就是在鹿角的主枝上切割或刻划出两道平行的、截面成 v字形的沟， 
一 直到穿透鹿 角的坚硬的外壁，然后取出两沟之间的中间部分，这样就得到纵长的鹿角 

片，成为制作各种器物的毛坯。曾经发掘英国著名的中石器时代的 starCart遗址的 clark 

and Thompson(1953)专门介绍了这种技术。 

作为第一步，鹿角通常需要预先进行修理，打掉靠近基部 的分枝和角环。史前人类也 

利用自然脱落的和由头骨上破裂下来的鹿角。对鹿角上人工切割的沟的研究、用新鲜鹿角 

做的实验以及与爱斯基摩人的实践的比较表明，在沟裂技术中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用燧石做 

的雕刻器。很有意义的是，在 Star Cart遗址发现的石器组合中，数量最多的是雕刻器。 

通过对投有完成加工的标本的考察表明，史前工匠是循着鹿角上的 自然沟纹来刻沟的。他 

首先在主枝上刻划出沟的轮廓，然后逐渐加探，最后用杠杆把角片撬出来。Thompson做 

了实验，如果把鹿角放在水里浸泡 4天就可以使它变软，可以大大减轻刻沟的劳动。在 

Satr Carr遗址，大约三分之二的鹿角是从剐被杀死的动物的头骨上破下来的，可以直接 

用来加工。 

①收稿 日期：1992-'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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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沟裂技米 Groove and spilint~technique 

1 StarCart发现的赤鹿角：至少已用沟袭技术取下两块角片：而另一块角片已用沟划定，但没有完成 

2赤庸(左)和驯鹿(右)角，显示以沟裂技术通常取下角片的部分的位置． 

3 由法国 BassePyreIle 的 |sturitz发理的驷鹿角片，显示了沟裂技术的癌进。 

A Mousterian level(SaUe de sain卜Ma n×笔者按：文中已说明可能来 自Aurignaclan leve1) 

B．Aux'ignaclanlevel(~lle deSaint-Marti丑 ． 

C Aurignaclan level(Grande Sane)． ． 

4 I~1Valencia的 Parpallo的 MagdalenlanIVlevel发现的赤鹿的 自拣脱落的角的基部．显示了沟裂技术的痕迹． 

(依 Clark and Thompson．195 

虽然在有的鹿角上只取下了一块角片，但是，一般说来，从一个鹿角的主枝上可以得 

到三或四块角片，有的更多达五、六块。在 Star Cart遗址，总共发现了 83件鹿角，由它 

们的主枝上取得了大约 220块角片，另外由眉枝上又得到另外几十块角片 由主枝得到的 

角片的长度可 以超过 22英寸(将近 56厘米)，70％的标本超过 15英寸。在 Star Cart遗址 

中，用角片作毛坏制成的标枪头(Spearheads)可以长达 i4．5英寸，六分之一的标本超过 

12英寸。一般说来，由主枝上切割下来的一块角片可以加工成两件带倒钩的尖状器 

(Barbed point)，所以每一件鹿角平均可以生产出五或六件尖状器。 

在德国的 Meiendorf遗址和 Stellmoor遗址(Hamburgian leve1)发现了大量驯鹿角标 

本，从它们的主枝上取下了许多纵长的角片。这里先用燧石雕刻器刻出沟，然后用一种称 

之为 Zinken的石器往深里切割，最后用鹿角或骨头的楔子把角片撬出来 在 Meiendorf 

遗址发现的燧石石器 中，雕刻器 占了 l8．3％，而 Zinken占了 21．2％，两者加在一起占了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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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 4O％。 

在 Clark and Thompson的文章中，列举了 4l处发现沟裂技术证据的地点，其中英 

国 I处，丹麦 3处，德国 6处，瑞士 I处，前捷克斯洛伐克 I处，法国 2O处，西班牙 9 

处。每个地点都记录了鹿的种类(赤鹿或驯鹿)以及有沟裂技术痕迹的标本的数 目，其中数 

量最多的地点是 Star Carr，多达 83件。 

从时间上来说，沟裂技术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奥瑞纳时期(图 1之 3)。在马格德林文 

化(Magdalenian)的较晚时期，这种技术流行于从西班牙北部到中欧的广大地区，而且在 

紧挨这一地区的北面，流行於从勃兰登堡的哈弗尔湖到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和东普鲁 

士的 Tunnel-valley的 Hamburgian的驯鹿狩猎者中。在苏联南部和西伯利亚，沟裂技术 

被用于猛玛象牙。 

蛆潮 

图 2 Abri Pataud的 Level 3(1—5)和 Ste~mgor的 Hamburgian level(6)中发现的有沟裂技术痕迹 的材料 

Groove and splinter tezhnique found in Abri Patud Level 1— 5)and Stellmoor Hamburgian level(6) 

1．驯鹿角的一部分．上面有斜的刻痕，这是在 以沟裂技术切割以前作 的。注意：上面有尚来刻完的 

沟． 

2．切割 鹿角，用沟裂技术割成环形。 

3． 鹿角做成 的楔子，近端和一侧自然破去。 

以沟裂技术切割的驯l鹿角的一部分。注意上面尚未刻完的沟． 

5 驯鹿角做的小棍的一部分，截面似矩形；遭到过强烈的切刻．三个面上有大致平行的线条。 

6．驯鹿角 的主枝 ，从其 上 已取 下三块 角片：Ahrensburg附近的 Stelhnoor遗址 的 Hamburgian 

level。 

(1—5依 Brieker and David， 1984；6依 Clark and Thomopson，1953) 

、  
在 冰期 后 的开 始 阶段 ，法 国南部 和 比利牛斯 地 区 的 Azilians以及 北 海地 区的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林圣龙：楔劈技术、沟裂技术和雕刻器 一l85· 

Proto-Maglemosians为了生产鱼叉和其他类型的带倒钩的尖状器，继续使用这种技术於 

赤鹿角。在欧洲中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阶段，这种技术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在继续使用 

这种技术的地方，主要被用於骨头而不是鹿角 在阿尔卑斯山和西波罗的海地区的新石器 

时代 中期，这种技术还在使用，虽然其重要性已进一步下降。在现代，这种技术还存在于 

北美从阿拉斯加到哈得逊湾的爱斯基摩人中，共生的有燧石雕刻器，更晚则有铁制的雕刻 

器。 

在近年来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同样发现了具有沟裂技术痕迹的材料。例如 

前面提到过的 Abri Pataud遗址，在 Level 3(Perigordian vi)中出土了 l 5件用沟裂技术加 

过工的鹿角(图 2之 1—5)，共生的有许多骨、角、象牙器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层位 中 

图3 AbriPataudLevel 3的雕刻器 

(依 Brieker and David，1984； 

Burins found i11 Abri Pataud Level 3 

比例尺：l一3同，4一l2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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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类型达 16种之多的雕刻器 411件，占全部石器组合(1309件)的 31．39％(图 

3)(Brieker and David，l984)。 

与欧洲的情况相对照，在中国史前时期的骨角工业中，迄今似乎尚未发现有使用楔劈 

技术和沟裂技术的材料。 

例如，在贵州兴义县的猫猫滴遗址，出 土骨器 6件，角器 8件。制作骨器的原料多采 

用较厚的动物骨骼的碎片，制作角器的原料则是从鹿角上剁砍下来的。有一件角铲(标本 

0003号)， 标本下端有剁切的痕迹，断El显得不平齐，这是用石器剁斫的必然结果 。另 
一 件两面加工的角铲(标本 0004号)， 其下端的大部有剁痕，系斜向剁斫的结果，角中心 

部有不整齐的一道凸棱。此痕迹暗示，这件标本的大部经砍斫后并末剁断，而后用力将它 

掰断 (曹泽田，1982b) 

还有如贵州普定县穿洞遗址，发现大量骨器和一些角器 。骨器(不包括大量的打击骨 

器)至少有 600件。遗址分早、晚两期。95％以上的骨器 出自晚期，其生产过程 大体经过 

选材、劈裂 、打琢粗坯、刮削成型，最后磨制定型 。晚期也出土一些角器(角铲)， 其加 

工程序是截鹿角的一段，而后在其一端单面刮削，使成一斜刃，刃角约 45。，是有效的 

挖掘工具 (张森水，1983) 

再看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西安半坡遗址，曾获得数千件骨角工具。取得毛坯的方 

法是 将骨材或角料劈成或锯成制作器物所要求的骨条或骨片 。例如，制作 比较粗糙的 

锥刺工具，如不规则形的锥子，是把残断的骨条或骨片用砸击法使之破裂，选择其中有尖 

端的磨光成锥尖 ； 大型的工具，如铲 凿和刀，多用兽的长骨劈成两半，或利用肩胛 

骨，先加以刮削修治，使之成为所需要的形状，再加以磨光 ； 比较规则一些 的长方形铲 

或平头凿，是将长骨或管状骨的半面砸击或用刀切削去，然后加以磨制 。至於角制品， 

在处理角材时，多用锯切法，其他工序皆同骨器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西安 

半坡博物馆，1963)。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有两种制作骨器的方法：一种是利用兽骨和鹿角的自然形 

态，一般只需经过少许或简单的加工，就能够直接作为骨器使用；另一种是利用大、中型 

兽类的坚硬、厚实的管状骨来加工成各种骨器，即先将管状骨破成条，再经过细致 的琢磨 

或钻孔，最后成器 。 

单就角器的制作来说．十分简单， 将枝角从主枝上砍割下来就可以说是一件现成的锥 

形器；若将尖端再磨成刃状，就是一件凿形器；若是将中部琢磨成孔或倒钩，就成为梭形 

器。粗大而结实的四不像鹿角，后枝长而直，横切面圆形，很适于用手把握，只要将后枝 

和前枝的分叉部分保留下来，略加修整，装上石斧或石磅，就成为一件非常适用的砍削复 

合工具 (魏丰等，199o)。 

还有如江苏邳县刘林遗址，出土骨角器 129件，大多数是完整的。另外也发现了骨 

角、牙料。 骨、角料是在一些鹿角上或兽的腿骨上有砍锯痕多处，它们是作为工具的原料 

用的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1962)。 r 

由此可见，在史前时期，中国和欧洲在制取骨角器的坯料的方法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 

别：在欧洲使用的是楔劈技术和沟裂技术，而在 中国使用的是砸、砍、劈、剁 、锯等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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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欧洲从 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 ，在骨角工业中使用了楔劈技术和沟裂技 

术。而在楔劈技术和沟裂技术中使用的主要石器工具是雕刻器。在欧洲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 

石器组合中，雕刻器相当发达，种类多，数量丰富，在石器组合中占的比例很高或较高． 

常常成为主要的石器类型之一。难怪人们常常把欧洲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称之为 石叶和 

雕刻器文化 (Clark and Thompson，I953)。 

在 Sonneville-Bordes and Perrot(1953)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类型表中，有 18种雕 

刻器，还有三种包含雕刻器的复合类型(图4)。 

图 4 欧洲雕刻器的种类 Kinds of budns found in European Upper Palaeolithic 

1．Budn sur troneaturc retouchSe concave．Plateau Gabro1．P~dgordien sup~rieur． 2．Bufin dit,dres multi． 

pie*．Laugede--Ba~e．Magdar~nien． 3．Budns 8ur troncaturc retouch6e droke．Masnaigre 4 Budns 

bee-de'-perroquet．1e Souey，Magdal{mien sup~rieur． 5．Budn multiple mixte．Roc Sainr--Cirp． 

Magdal~nienⅢ 6 Budn multiple sur troncature retoucHe．Beauregard，couche in~rieure，Magda| ien 

ancieⅡ．7．Butin。nuclfiiforme． Masnaigre， P~rigordien supSrieur．8 Burins dres d句et ． 

Laugede-Bassc，Magdal~nien．9．Burins di~dres d*angle．Masnaigre，P~dgordien sup~deur． 10．Bu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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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dres droits． M asnaigre， p engordien sup r 1 I．Burills busqu s． Cro-M agnoll， Aurignaciell 

typiquc． 12．Burin plan． Le Placard． Solutr een． 13．Burin SLIr troncature retouch~e collvcxe． 

Cro-M agnoll， Aurignacicll typique． 14 Burill transversal sur encoche． M asnaigre
， 

P engordlen．15．Bunn transversal SLIr troncature lat~rale．Bcallregard，touche ill~ricure，Magda~niell 

aneien． 16．Burills dangle gut cassure．Labattut，P~igordien sup~rieur． 17 Bufill de Noailles． 

M asllaigre 18．Budn SUI"trollcature ret∞ ch oblique．Labattut，P rigordien sup @rleur． 

(依 Sonncville-Bord et Perrot，1956) 

表 i中列举数例，以示雕刻器在欧洲某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石器组台中的数量和所占比例。 

表 1 欧洲若干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组台中的雕刻嚣的数■和比例 · 

雕到 器指 数 
地 点 文 化 石器数量 雕刻器数量” 参考文献 

或比倒 

Roe de Gavaudum， 

Gavadum rigordien sup{ eur 680 324 47．66 FerneT et dL．1973 

(Lot-et-Garonne)~ 

Saint--George*-des-Agouts 
P~rigordien sup eneur 542 320 59 Moisan 1981 

(Charente-M aritime1 

Lausse1．Grand et Petit abris Aurignaeien moyen 4795 959 如 
Lalanne ct a1．，1946 

Laus~1．Grand cI Petit abds Aurignacien supefieur 1062l 3399 32 

Solutrf*a sup&ieur I 1I10 49 4．4 
Fourneau--du-Diable s。lu。

tr~en sup自“rⅡ 785 II l 4 
terrasse supefieure 

Solutr D su口 eTlJ~UrnI l0l0 67 6．6 jOnnen1 Bordes 

Madeleine Magdal~nien Jv 37加 J 7 5嘎2 I954 

La Madeleine Magdal~nien V 3010 l827 60．7 

La Madeleine Magdal~nienⅥ 4986 2259 45 3 

Abri du Soucy Magdal~nienⅥ l 584 1209 76 Lovaff,I974 

Maisieres(Belgique) P rigordien 937 401 41．09 Otie．1976 

Trou de Chaleux(Belgique) Masdal[nien 292I 638 21．84 SonneviUe-Bordes，1961 

Altamira(Espagn~) Solutr《en 522 l09 20．8 Straus，1978 

Moosbuh~SuissO Magda|喜njen final 463 394 2蛀95 Sonne~lle—毋ord岱 J963 

Petersfels(Germany) Upper Magdal{nien 3207 767 23 93 

A rka(Hungary) East G ravettian c1200 c 245 20 39 Bhattaeharya， 

Dolni Vestonic~ 1979 

Gravetlian J906 535 28 o5 

(Czechoslovakia) 

1)雕刻器数量是根据石器数量和雕刻器指数或比倒计算出来的． 2l周}劐器指数=雕刻器总数 ×100／石器总数 

n凡未注 晴国名者，均系法国的地点。 

从表 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工业中，雕刻器的数量 

是相 当之多的，其在石器组合中所占的比例有时是相当高的。 

与此成强烈对照的是，在中国同时期的石器工业中，雕刻器很不发达，类型比较少 

(主要有笛咀形或屋脊形雕刻器、角雕刻器和平刃雕刻器等)，数量很少(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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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水洞沟发现的雕刻器 

Burins found in Shuidonggou(Cho~i-Tong-Keou) 

(依 Boule，Breuil,Licem etTeilhard，1928) 

囝 6 下川 (I—10)和萨拉乌苏 (II—I5)发现的雕刻器 

Burins fotmd in Xiachuan and SalRWUSU 

(依王建等，I978；Boule，Breuil，Liccnt et Teilhard，1928) 

仓◇ 
图 7 中国南方各地点发现的雕刻器 

Burlnsf0undinlocalities ofSouthChina 

表 2根据不完全统计列出了发现雕刻器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和雕刻器的数量。 

由表 2可知，除了数量不详的地点以外，北方和南方 19个地点加在一起总共发现雕 

刻器 114件，其中出土 1O件以上(含 1O件)的地点仅 3处，5件以下(含 5件)的地点有 I2 

处， 自8个地点只发 现 1件。 

就雕刻器在石器组合中所 占的比例而言，在石器总数超过 lO0件的地点中，只有虎头 

梁 的 比例稍 高，也 仅有 10％左右。以下 依次 为富林 5．88％：大 同小站 2,9I％；下 川 

I．79％；蒲县薛关 I．76％；普定白岩脚洞 0．98％；环县刘家岔 0．82％；山东 日照地区 

0．75％；兴义猫猫洞 0．2O％。 

还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如此方的小南海(安志敏，1965)、韩城禹门 

口(刘士莪、张洲，1984；刘士莪，I987)。南方的昔定穿洞(张森水。I983)、威宁草海(吴 

茂霖等 I983)、马鞍山(张森林，1988)樟脑洞(黄万波等，I987)、资阳人 B地点(李宣民， 

张森水，I984)、铜梁张二塘(李宣民、张森水，1981)、柳州 白莲洞(柳 州白莲洞洞穴科学 

博物馆等，I987)，则完全没有发现雕刻器。 

所以，总起来看，在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工业中，雕刻器数量很少，其在石器 

一㈨ 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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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也很低，从未成为石器组合中的主要成分。与欧洲相比，这不能不说是 
一 个明显的特点，可能与骨角器和艺术品工业不很发达有关。 

图 8 其它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发现的雕刻器 Bur~va found in other Late PmlaeolRhic locmlifies 

1、2、1I、曲菠西 沟：3、4、15、16峙峪；5、6阳原油房；7、水稠 沟0980年发掘)：8 l2一l4、l8、l9、昂 

昂溪大兴 屯 9、环县刘家 岔；10、 日照；l7、大 同小站；20，迁安瓜村 ；2l、凌蔼西八间房；22、24、虎头桨； 

23、庆阳巨家塬；25 蒲县薛关．(比饲尺：3、4同 I 5、16；5同6；8、l3、I4、19同 l2) 

(依刘锅【．1986,贾兰坡普， 1972；谢飞、成胜泉， 1989；宁夏博物馆等． 1987；黄慰文等，1984；甘肃省博物 

馆，1982,尤玉柱等．1989；李超荣等，1986；张森水 ．1989；辽宁省博物馆， 1973；盏培、卫奇，1977；谢驶义、 

张鲁章， 1977；王向前等，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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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发现雕刻嚣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 

地 点 石器数量 雕封器数量 参考文献 

Locality Numbet oftools Number ofburins Reference 

水洞沟 数量不详 数量不详 Boule et a1．，1928；宁夏博物馆等．1987 

萨拉乌苏 数量不详 数量不详 ’ Boule et a1．，1928；黄慰文、卫奇，198l 

峙峪 数量不详 数量不详 贾兰坡等，1972 

数量不详．报告 
海城小孤山 数量不详 张镇洪等．1985 

图版中示一件 

环县刘家岔 487 4 甘肃省博物馆 ，l982 

庚阳巨家塬 B 畦蠹}_采状器一件 谢驶义、张鲁章，1977 

下川 949 l1 王建等．1978 

蒲县薛关 227 d 王 向前等．1983 

阳原油房 45 3 谢飞、成胜泉．1989 

曲抚西掏 94 8 刘源，1986 

343(其中24 
大同小站 lO 李超荣等，l986 

件出自地层， 

凌蔼西八间房 数量不详 钝背畦封器 l件 辽宁博物馆，1973 

昂昂溪大兴屯 l9 9 黄慰文等． 1984 

虚头桀 364 37 盏培．卫奇，1977 

精次大发 14 2 高星等．1991 

山东菖南 山乡 

数量不详 员晓枫等， 1989 
九顶莲花山 

山东 日照地 区 

132 l 尤玉柱等，1989 
(7千地点1 

富林 ll9 7 张森水．1977 

兴义箍箍洞 493 l 曹泽田．1982a 

普定白岩脚洞 508 5 李炎贤、蔡回阳，1986 

马鞍山南洞 32(稠井回收采集1 黄酒事等．1992 

资阳鲤鱼桥 12 1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1983 

迁安爪村 5 1f?) 张森水．1989 

1)步日耶cBoule et a1．，1928)在文中图示 了20案件雕封嚣；在 1980年炭 掘中．雕封器 馓 量很少 (宁夏博物馆等， 

1987)；有的学者认为． 步 13耶说的雕捌器是不典型的’f邱中郎、李炎贤，l 978)． 

2)步 日耶说t萨拉乌苏的雕刻器比水润沟的要少 ．在文中图示了 5件；黄琳文、卫 l981)指出：雕封器的 数量 

很少，类型亦根单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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