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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客 提 要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存在多种工业或组台，其中小石器工业具区域特点，发展滞缓，起主 

导作用；与邻近地区的文化交流明显地发生在距今三万年左右，改变了该地区工业格局，影响 

其后地区工业的发展，并使中国南北方旧石器时代工业更具多样性。 

一

、 引 言 

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已有 70年历史，在中外学者几代人的努力下，积累了 

鞍丰富的资料，使对若干问题的探讨有了可能．本文所指的空间，大体是指秦岭 以北、大 

青山以南、贺兰山以求和七老图山以西 (E．105。一11 7。，N．3 4。--41o)的广大地区(以下 

简称中国北方)；所指的时间是始于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含石器层位的时代，终止于旧石 

器时代结束 ，即从约距今一百万年开始到一万年止。 

在拟将讨论的问题中，没有包括被认为地质时代属于早更新世的材料。它们或因本 

身性质存疑，或因断代证据不足。依 目前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物的发现 ，笔者 

相信，在中国北纬 45。以南地区将会找到早更新世人类活动的遗存。 

在中国北方较重要的 旧石器文化地点”至少有 73处(匿河、大荔、丁村和虎头粱等地 

点群均依一处计算)，其中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 18处，中期 26处，晚期 27，时代待定的 

2处。在这些地点中，出土物的内涵不甚相同，其中人化石与石制品等共出者 1 4处，只 

有人化石的 1处，人化石与哺乳动物化石共存者也有 1处 ，石制品与哺乳动物化石共存者 

29处 ，仅发现石制品的 28处。 

若以一地点出土石制品 1 00件以上者为重要地点，则属于早期者 3处，中期 8处，晚 

期 H 处。陕西蓝田公王岭地点出石制品不多，但因时代较早，困此，也被看作与以上地点 

具有同等地位的地点。从不同时代不同地点找 到的石制品具有文化上的多样性，并且起 

1)地点是指发现文化遗物或^化 石的最小空间单元，包括通常所说的遗址或采粜点。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期 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与文化交流 323 

着 不同的作用，述要如下： 

二、工 业 与 组 合 ) 

我 国旧石器工业有多种式样，早为学者所指出，近年来有了更深人的认识，中国北方 

旧 石器工业也不例外 ，兹将有代表性的工业或组合按时间序列述要于届。 

1．旧石器时代早期 

(1)北京猿人工业 这里不是单指北京猿人石制品组合的特点，而是作为具有以下 

特 点的石制品组合或组 的代表。除将提到的四道沟组合外 ，本文研究区内同期的、不同 

地 点如公王岭特点、甘肃泾川大岭上和匾河 60：54地点等出土的石制品均属之，其特点如 

敬 ： 

存在大量的、长度少于40毫米的小石制品。打片用三种方法：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 

祛 ，前者是重要的方法。锤击石核多宽体，长宽指数超过 100o石核在打片前或打片过程 

中均极少修整，以上两种情况既影响石片的长度，也对石片形态产生不良影响，故使所产 

生 的石片长宽差距不大，长宽指数在 80左右，形态多不定型，偶合定型石片，恐非有意生 

产。使用石片比较多。 

石器毛坯以石片为主，受初级产品的影响，包含相当数量的断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石器的形态。常见的石器分三大类：刮削器、尖刃器、砍砸器，每类均可再分若 干亚型，一 

些地点也曾找到过石锥、雕刻器或石球。在刮削器类中单刃多于两刃和复刃。刃口多较 

锐 ，刃角以 60—70。者为常见。修理工作简单、粗糙 ，修理疤多单屡，仅见于毛坯近缘，刃 

缘往往呈多缺 口状或波纹状o 

(2)四道沟组合 它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大窑村四道沟中段第 4层以下出土 

的石制品为代表。其特点是：大多数石制品是粗大的，长度在 60毫米以上的超过 60％。石 

核不修整 ，用硬锤交互打击生产石片，故绝大多数是多面体石核。在组合中石核和石片数 

量少，后者形制不规整，石器比率高达 91．8％。石器类型简单，刮削器最多，占 79．5％，砍 

砸器次之，占 18．9％，尖刃器极少，仅占 l 6％。修理石器主要用交互打击法，占石器的 

74．5％，为国内所没有的。 

五 旧石器时代中期 

中国北方 旧石器时代中期 ，在工业发展上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依现有资料，它 

继承有余，甓展甚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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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是绝对的驻足不前 ，继续向着变小方向发展，与此相应，砍砸器在数量上渐趋减 

少 ，不同工业或组合还有其他变化。 

1)工业 (Indu st ry)是指时代和性质相近的多十组台的集台体；组台 (A ssembl~ge)的含义是同一对间阶段 

的多层文化遗址出土遗物的总体。 

2)组 (Component)指一十层位出土的石制品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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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石制品工业”它的 巳知的发现区大体上与早期者相当 (E．107o29 一115~55 ， 

N·35。38 -- 39。40 )o这一工业由较多的有代表性组合所组成 ，如周口店第 15地点、许家 

窑人、大荔人和丁村人组合等。这些组合除有上述共同的变化外，还有重要的差异，这就 

是砸击产品在数量上的减少，显示出砸击技术的中衰。 

这一工业特点，已如上述，基本上保留早期的诸特点，大荔人等组合由已发表的资料 

足以证明，毋须赘述，这里需要着重论述一下丁村人组合为什么归入这个工业中。 

这里所指的丁村人组合不包括丁村地点群的全部石制品，仅指含丁村人 化 石 地 点 

(54：100地点)1954年各层出土的石制品的特点，系笔者分地点研究的新成果。 至于其 

余丁村各地点石制品的归属问题，待分地点研究 后另行讨论。 

丁村人组合的特点：打片基本上用锤击法，宽体石核占大多数 ，石核也不予制，所产 

生的石片形态多不规则，宽型石片较多(这是有别于其他组合的特点 之一)，长宽指数为 

100，与同时代石片相比要大一些(可能是另一特点)，长 40毫米以下的石片占 51．9 ，长 

6O毫米以上者占 23．0 。石器 32件 ，主要用石片做成，小型的和中型的各有 1 2件 ，其余 

的为大型，其所占的比例大于同时代的组合。石器类型有刮削器、尖 刃器、雕刻器、石锥和 

砍砸器(仅一件)，未见三棱大尖刃器(尖刃砍砸器)。修理石器用硬锤加工 ，且以向背面加 

工为主 ，刃口多较锐 ，刃角在 70。以下者占74．2 。丁村人组合上述特点基本上具有小石 

制品工业的一般性质，它略大一些以及宽型石片较多，可能与原料有关 ，用粉砂岩和角页 

岩为主要原料(刘源 ，19ss)不象石英那样能生产大量的小右片和较多的长型石片。 

(2)以中型石制品为主体的组 其代表地点同四道沟组合 ，其特点亦如其祖型，稍 

不同者，中型石制品增加 ，由早期的占 34．2％增至 占 44 3％；另外砍砸器数量减少，由早期 

的占11．8％ 而变为 6．4 。附带说明一下 ，据报道在四道沟地点还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晚期 

的石制品，至今尚无详细报道 ，据介绍，其一般性质与其前类似，故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 

不再叙述。 

3．旧石置时代晚期 

这个时代的中国北方工业更具多样性，大体可分为两个工业，就中还可再分若干个亚 

工业类型。 

(1)以直接打击”的小石器为主的工业(下简称小石器工业) 这一工业总的说来，继 

承了先期工业，保留了其主要成分 ，但也看到一些发展，石制品进一步小型化 ，砸击产品量 

稍有回升，雕刻器、石锥等小工具有所增加，石球和砍砸器濒于绝迹 ，个别的出现了组合内 

涵多样性，除石制品外还生产出大量的装饰品，骨器及其他反映意识发展的艺术品等。 

这一工业所包含遗物式样纷繁，存在几个组合，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直承单一类、 

远承简单类和组合内涵多样类。 

直承单一类：这是最多的一类，地点遍布本文研究区内，其内涵简单，只有石制品，无 

其他遗物共存(少量的骨制品倒外)，其石制品显得相 当古朴，好象是全面继承了小石制晶 

1)小 石制品工业与早期的 北京藏／kT_~ 没有车质的区别 ，但这里未用早期 工业的名蒋，而另起一名蒋，仅表示 

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 

2)定名理由如前；中型指长度 ‘l一6D毫米。 

3)着重区别细石器工皿的间接打击和压制技术，并不 意昧着此前工业不是直接打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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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其有代表性组台如甘肃环县楼房子、内蒙古乌审旗的。萨拉乌苏”、山西朔县的峙峪 

和河北迁安爪村等组合。 

远承简单类：本类以河南安阳小南海组合为代表，它的内涵简单 ，基本上只有石制 

品，特点如前一类，所不同的是它以砸击法为主要打片方法，存在大量的砸击石片和石核 ， 

这些遗物可与北京猿人晚期文化者相比较 ，颇有越时代继承之感。 

组合内涵多样类：它的代表组合是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出土的文化遗物。从这里发现 

的石制品非常少，人工痕迹清楚的仅25件，每 34 4m 仅出土一件 ，而且十分古朴，但与此 

相反，在制作骨器、使用钻孔和磨光技术方面，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从遗址中发现了一投 

骨针、一件磨制的鹿角以及用石、骨和蚌壳等僦的装饰品 l4I件。 

(2)长石片——细石器工业 长石片是指由预制好的石核上打下长度超过宽度一倍 

以上的、中上部两侧几近平行的、宽度超过 l0毫米的石片，并用它制成以手握式为主的备 

式工具；细石器亚工业是指从预 制定型(锥状、楔状、柱状和半锥状等)的细石核上用压觚 

技术有序地生产石叶，并选用这些初级产品主要用压制技术制成备类工具 ，既有复合式 

的，也有简单手握的。 

在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工业，尤其是其中的细石器工业情况相当复杂。一 

般说来长石片工业是细石器工业的祖型。若从工业分类考虑，这一工业可分为长石片组 

合、单一曲型细石器工业亚型和多成分混台细石器工业亚型 ，其各自内涵和特点略述于 

后： 

第一类长石片组合，以宁夏灵武县水洞沟旧石器文化层的石制品为代表。在这一组 

合中，有相 当数量的长石片、少量的石叶，以及生产这些石制品的石核都是预制定型的，有 

长方形、半锥形、三角形和柱形；在石器中有一部分是用长石片做的，较重要的有长身端乱 

器、雕刻器和少部分尖刃器和刮削器。 

第二类单一典型细石器工业亚型，内涵简单，只有石制品 ，其中包括备式的纽石核(楔 

状、柱状、锥状和半锥状等)、大量的石叶、用石叶等制的尖刃器、端刮器、雕刻器、琢背小石 

刀和镞(?)等 ，与其相伴出的有锤击石核、石片及用石片做的短尖石锥、短身端刮器、刮 

器、尖 刃器等。这一亚型已发现的地点相当多，如山西沁水下 川地点群 ，山西榆杜县岗蜡， 

以及河北阳原县油房地点、滦县东灰山村和迁安爪村“上文化层”等；山东和江苏交界的马 

陵山地区亦有多处发现，因断代资料贫乏 ，是否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类多成分的混合细石器工业亚型，情况相当复杂，在每个地点的石制品中包台有 

典型的细石器工业制品，也有大量的非细石器工业的石 制品，个别的还 包括骨、角等制品 ， 

大体可分三类： 

甲类 其组成包括细石器、加工精致的刮削器和尖刃器，它们都是用指垫法加工成 

的 ，和用比较古朴的石片和石核加工成的石器：刮削器、尖刃器、石锥和砍砸器等。它婚 

已知分布区在黄河沿岸一个较大区域 (E．1 06。40 一 IIl。25 ，N．36。27 --40。03 )o 

乙类 其内涵除大量细石器工业制品外，还有加工精致新月型刮削器、两面加工的双 

尖尖刃器、尾端有凹槽的和单肩的尖刃器 ，同出土还有装饰品 ，其代表地点是河北阳原虎 

头粱地点群。 

丙类 典型的细石器与丁村工业在一起，其代表地点是山西襄汾柴寺丁家沟，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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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发现了锥状石核、楔状石核、石叶以及其他细小石器 ；还有砍砸器、三棱大尖刃器、石 

球 和刮削器等。它们发现于汾河 底部沙砾层中。 

三、主工业的区域特点 

如上所述，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存在多种工业或组合，有一种工业起主导作用，影响 

着工业发展，把它叫做主工业，它就是由一套直接打击的、以小石 制品为主的跨时代的多 

个组合构成。其余的分布区有限，作用甚微。细石器工业又当别论，见后文。主工业见于 

本文研究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它的定型期可能在北京猿人文化晚期 ，似有 自身 

白发展趋势，并具有区域的特点。所谓区域特点是与欧堋、西亚和印度半岛的旧石器时代 

主工业相比较而言的，后者以下简称西方主工业。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是向着长宽等比小型化方向发展的。石制品的长度和宽 

：度不断变小，但其长宽指数相对稳定(表 1)。西方主工业则不然，它是沿着长度不等比小 

型化方向发展，其长宽指数变化大，石器和石片尤其如此，石核则显得曲折。 

主工业的石核是以不预制的宽体者为主，在打片前无法获悉素材隐患，不仅影响石片 

长度和形态，会产生较多的断片和残块，用它们制成的石器，必然影响质量，显得较短而不 

定型。西方主工业情况大不一样，从中、晚阿舍利文化始 ，愈来愈重视石核的预制，多数石 

核是长型的，相对来说，所产生的石片不断引长，形态越趋规整，用它为毛坯制成的石器也 

不 断地使形态变的更精美，长宽指数也渐变小。 

从修理技术方面看，主工业基本上是用硬锤直接加工，致使石器刃缴不整，西方主工 

业 从阿舍利文化后期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 广泛使用软锤加工，对生产精致的石器起 

良好的作用。此外，还有某些时代性的工艺差别 ，如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主工业极少用交 

互 打击，中期未用莫斯特技术，晚期则不用压制技术等。与此有一定关系的是石器类型上 

也有差别，在 旧石器时代早期主工业中手斧为罕见工具，中期没有类似莫斯特刮削器和手 

斧 ，与其斯特尖刃器相象的也仅有一或二例，晚期的则未见矛头类和投射类的有尖石器， 
-也不存在细石器工业的某些产品。 

四、主工业发展缓慢原因的探讨 

中国北方主工业除了以上提到的不断小型化外，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变化 ，如砸击技 

术 的应用，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砍砸器渐趋减少，及至基本消失 ，与此相应小工 

具有不断增加趋势等。虽有这些变化 ，总感到是量的弱变 ，加工技术的改进比之于类型更 

不 明显，即使是后者，进步亦不显著，例如峙峪人组合，以往被认为是相当进步的，若将它 

与北京猿人晚期文化(或更早些)的石制品相比，无论从类型上或加工技术均可找到对 比 

豹 资料，更不用说小南海组合，被认为“遥承周口店文化 (安志敏，196~)。 为什么主工业 

拘 发展处于滞缓状态?笔者嵌目前魏国旧石器考古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了以下 

几点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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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森水 ：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 

1．继承性影响创造性 

前已提及，主工业的定型可能在北京猿人时代晚期，也是从那个时候起 ，在本文研究 

区内，食肉动物种属明显地减少，古人类处于以草原为主的环境中，已经定型的主工业大 

体上能适应在这样环境下从事生产和基本上能满足日常的需要。 

从我国人类化石发展的连续性考虑，难以排除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是北 

京猿人的后裔，他们会接受先辈经验，生产出类似的石制品，加之对环境的适应性，代代相 

传 ，就可能出现善于继承、疏于创造的情况。如果不是这样，那末某些方面发生变化 ，则在 

石制品的生产上会有所反映，例如大荔人组合石制品原料质优的占比例较高，燧石在组合 

中占 45．8西，在工具中占 82．5瞄，又如小南海组合燧石制品占 90两 以上，但在石制品生 

产方面无论质或生产率都看不 出明显的提高。从这个侧面或许也能反映，使用传统的工 

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创造才能。 

2．原料质劣影响技术的发挥 

主工业产品质量提高不显，与原料质的不佳有一定的关系。尽管以上提到有个别几 

个地点优质石料占比例较大，在那里传统因素可能起更大的作用，但就绝大多数地点而 

言，石制品的原料，质粗、多节理以及受搬运影响者占有相当高的比例。石制品原料是多 

种多样的，经初步鉴定约有 5O种。这些石料基本上是就地取材，因受当地岩石资源的制 

约，虽有一定的选择性，仍不得不利用相当数量质劣的原料，例如北京猿人组合，脉石英和 

砂岩石制品占 90两 以上，周口店第 1 5地点组合石制品原料情况与第 1地点者相仿，许家 

窑人组合中亦有大量的脉石英和石英砂岩制品，丁村地点群则大量用角页岩和粉砂岩为 

原料，分别占56．1两和 32．7两，质优之燧石仅占7．6两(刘源，1 988；笔者依提供的各类 

百分比，先求出原件数，再算出所占百分比)。在主工业中，常常可以看到个别石器形制精 

美，都是用质地优良的原料做的，这也说明其与原料的关系。 

3．缺乏文化交流 ，有碍工业发展 

在讨论主工业特点中已经提到，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西方主工业某些技术如 

预制石棱技术、修理石器的莫斯特技术以及使用软锤等基本上不见于主工业 ；在类型方 

面，缺乏龟盖形和长方形石核、三角形和长三角形石片也极少；手斧、莫斯特尖刃器和刮削 

器也是罕见工具。这表明与西方主工业似不存在交流，还有人认为“华北旧石器时代早期 

豹文化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Aigner，1978)。有关文化交流问题，另行探讨。 

五、文化交流与意义 

生工业在旧石器时代早、中与 西方生工业似没有发生过交流前已提到，但是否可认为 

在本文研究区内，在旧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曾与邻近地区有过交流 ，是需要探讨的一 

个问题。 

在中国北方，大量的装饰品和一些磨制的骨、角制品与主工业一起出现，可以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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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l 若干I要 旧石置遗址石彻品组合的 

北 京 ＼、 地点与层位 

蓝 田 { 公王岭 1O 8—9 
型 ＼ 熬 ＼ 长 宽 厚 指数 长 宽 厚 指数 长 宽 厚 指数 | ＼ 

砸击石棱 67．6 45．4 33．4 64 

锤击石援 69．5 70．6 70．1 l13 73．2 B4．9 71．5 ll6 

砸击石片 51．1 25．7 11．O 60 55．9 23．8 12．1 60 

锤击石片 ‘5．5 59．5 l3．O 06 61．6 40．9 l9．5 79 

刮削器 56．9 55．5 87 5B．1 56．1 17．2 75 51．B 42．1 10．5 fl 

尖刃器 51．7 30．B 16．5 74 51．6 55．0 l2．7 B2 

石锥 

雕划器 7．0 30．5 16．5 55 

砍砸器 12B．5 B6．2 55．B 67 l1 5．0 95．9 46．5 83 

匿 河 大 荔 地 区 

6055 6055 B7006 8OO09 

长 宽 厚 指数 长 宽 厚 指数 长 宽 厚 指数 长 宽 厚 指数 

50．0 1 B．6 12．B 60 2B．5 17．B l5．5 6， 

03．5 90．0 60．0 l00 52．5 65．2 45．2 l22 27．6 37．O 26．B L34 52．5 45．2 32．0 122 

33．0 50．0 15．0 9l 5B．0 20．2 10．3 3 57．0 21．1 11．1 57 

72．6 60．6 24．5 94 54．0 39．6 15．5 07 53．B 27．5 11．3 83 52．0 31．0 12．2 9； 

57．5 54．0 20．2 94 33．0 22．7 12．0 60 52．5 35．4 l2．5 7； 

35．b 27．0 l3．O 79 20．4 21．1 10-6 7● 26．5 20．6 l1．6 7B 

22．9 19．0 9．0 B3 27．3 20．2 l2．3 '／4 

2‘．5 16．7 0．1 60 ，0 0 27．0 9．5 90 

1i 5．7 97．5 42．5 05 

说明：I．指数指长宽指数，长宽指数=藿xl0。；2-△包括L_3的标本；3-北京箍̂备类石器先分类合并再求各大 
别求出各类平均值和指数 ； ·富林刮削器娄中包括骧自成一类的端刮器在内；6-匿阿备类石制品嵌标本刃器 

而尖来自 6056， 三棱太尖状器 归人酞砸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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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工业分布区内，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出现了新的工业，长石片——细石器工业 ，以 

及在相当广的地区，使用莫斯特技术制造出一批形制精美的尖刃器和刮削器t以及矛头形 

的和有肩的或带凹槽的石器。对其来源作如下的初步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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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 张森水 ：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 

测量和长宽指数(单位：毫米) 

骧 人 遗 址 

Q儿 6 ●一5 I一； 

长 宽 厚 指数 长 宽 厚 指数 长 宽 厚 指数 长 宽 厚 

35．3 2r．8 19．8 62 ；5．O 21．6 17．0 62 37．O 24．8 17．9 67 36．8 2 ．9 1B．1 

61．O 7；．9 60．1 12l 55．5 62．2 50．7 110 5O．9 59．4 帕 ．9 I17 73．7 89．B 8O．5 

35．1 22．I 10．6 63 3；．6 2I．4 10．7 62 31．8 19．● 10．1 61 29．8 19．O 9．8 

5I．6 41．6 14．5 B0 38．6 ；2．9 I1．2 85 36．9 30．7 11．1 8； ；7．B 30．8 13．5 

42．B ；3．4 14．5 78 33．7 2 5．1 l；．2 75 33．9 24．7 12．7 73 34．9 2 ．6 1 3．B 

39．1 27．1 13．7 69 29．B 2；．1 ±0．8 77 ；1．2 23．5 11．9 71 3I．9 21．2 I1．6 

29．9 2●．7 IO．I B3 34．8 2O．5 9．9 

35．0 2●．O 11．5 69 32．8 22．O I2．7 67 32．2 22．1 12．3 69 ；1．1 23．0 10．9 

lO8．9 92．1 56．1 81 122．2 8 5．8 57．4 85 IO‘．9 84．I ‘6．3 80 10；．4 76．5 43．6 

襄盼 安 阳 捉源 辊梓 
丁村54：1OO 小南商 富林镇 马鞍山 3—6层 

长 宽 厚 指数 长 宽 厚 指数 长 宽 厚 指数 长 宽 厚 指 

2 ．6 lO．3 1O．4 ●0 34．5 24．1 I3．4 7O 

50．5 6；．O 4B．O 1 25 40．3 26．3 22．8 65 17．3 25．6 l7．8 147 ●I．3 46．9 29．I I1‘ 

26．2 9．9 4．8 3B 19．O I2．6 5．5 67 28．7 22．8 6．6 79 

4B．O ●8．0 15．1 1O0 38．‘ 3O．5 8．5 79 14．， 13．0 3．6 88 32．1 35．3 11．5 l10 

^7．7 41．1 17．1 86 37．5 2●．1 l1．1 64 26．8 19．3 9．6 72 42．7 3O．8 13．7 72 

35．‘ 25．6 lO．B 72 31．6 2O． 7．8 65 40．O 33．5 13．O 83 

2O．O l9．0 1O．O 95 

5O． 2‘．5 l5．5 ●9 

lI2．O 6I．O 41．0 ¨ 5O．0 ●O．0 20．O 80 1．OO．6 75．0 36．4 75 

姜 的平均值和指数；●．安阳小 南蔼的石制品嵌编号分类(石器饭安意敏，石棱与石片嵌笔者)标本的测量值(饭安志敏) 

分实弱 ，豫锤击石片和石棱外，其案各粪虽记录于 6054地点栏内，实刖代表匾}可地点群，如砸击石片出自 6O55地点， 

关于水洞沟组合，在石制品中有用莫斯特技术加工的器物和类似奥瑞纳期的长石片 

以及用长石片做的石器，早为人所指出(Boule et a1．，19z8)，笔者还注意到更老古的“四 

边形石核”(rlaHn~ a，195 9)，依这些石制品的性质，笔者曾提出，它 “很可能是文化交 

流的结果”(张森水，l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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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细石器亚工业，目前主要发现于山西和河北两省，已如上述，山东和苏北发现含 

细石器亚工业产品的地点不少，肯定它是旧石器时代遗物为时尚早。在本文研究区以外尚 

有黑龙江省昂昂溪的大兴屯，辽宁凌源西八间房石制品或许与 此工业有关。其起源众说 

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不拟在此讨论，但注意到以下的事实，目前发现于中国北方的被认为 

是旧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工业产品，无论从技术上或类型上都是相当成熟的，但年代差距甚 

大，下川上文化层(富含细石器工业)“C 年代为 16400--23900年 ，丁家沟为 26400±800 

年(蚌壳)或大于 4万年(炭粒)，薛关为 13550±150年，虎头粱为 11000±21 0年，大兴屯 

为 11800±150年。结合邻近或更远地区细石器工业生产和发展的时间，后三个数据比较 

合理，前两地点的年代偏老，尤其是丁家沟地点用炭作样品竟大于距今 4万年，不得不使 

人想到测试样品存在问题。由于水流的搬运，有可能将古老的炭屑带人其中。由目前年代 

铡试和已发现的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工业的成熟程度，它可以看作是交流产 

物的可能性之一。因为在它的北邻广泛分布着细石器工业，也有时代相当早的，例如苏 

联西伯利亚东部阿尔丹(AanaR)遗址的“C年龄应大于距今 18000年 如果排除那些因 

样品或技术原因造成年龄偏老的实例，把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工业暂定为距今 

L5000年后，那么上述推论不无合理之处。 当然也不排除它从水漏沟组合中演变成细石 

器亚工业 。若如此，则中间应有缺环。水洞沟旧石器文化层的年代，依 “C 分别为 17250± 

210B．P．(动物骨骼)，2623 0±800B．P．(钙质结核)，铀系年代为 38000+200或 34000± 

200 B．p．。铀系年代从西方主工业发展情况及与其关系看，是偏早的。 

河套地区那套精致的石器无疑是使用莫斯特技术做的，是发生文化交流的重要证据， 

类似石器发现于苏联的斯迭罗什尼耶遗址 (CTapoeeaLe)(中opM080B，1 958) 和蒙古人民 

共和国境内，前者时代定为莫斯特末期，后者被看作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 (j],exe~- 

日K0 H印．1 985)，可能早于河套地区发现的这套精致石器的时代，至今仅有的 “C年代 

数据为距今 1 3550±150年。 

在虎头粱遗址群中曾发现有意思的带凹槽和有肩的石器，前者是钝尖尖刃器，一面遗 

满修理疤，刃缴匀称，前端的尖刃呈小圆头形，由尖端向两侧徐徐展宽，至末端稍内敛， 

而后将根部制成稍内凹的浅槽结构，它与美洲的克罗维斯 (Clovis) 投射尖刃器中的一 

类颇相象，后者是锐尖尖刃器，其一例中下部因重击而变窄，若单肩状，原研究把它与 

美洲桑地亚(Sandia)尖刃器进行了对比(盖培、卫奇，1 977)o 克罗维斯工业的出现一般 

认为在距今 12000—11 000年前 (Coles and Higgs，1969)o虎头粱发现这两类石器可能 

是与美洲发生文化交流的证迹，至少在今后研究中国和美洲旧石器文化关系中，应当注意 

双向交流的问题。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主工业也发现于中国南方，在四川、贵州、湖北等省均有 

发现，其年代可靠者均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如富林文化，马鞍山上文化层，“C年代为 

151 00±1500年。 中国北方主工业也见于其东西两侧地 区，向东可包括吉林揄树周家油 

房的组合，向西，青海小柴迭木湖的石制品应属之，其时代，原研究认为 将距今 30000a左 

右作为石器地点的年代也许是比较恰当的 (黄慰文等，1 987)，甚至可能抵达藏北高原， 

I)在阿尔丹遗址出土的最古老形态相近的石柱发现于 Bepxne—Tp0Hn柏R 遗址的_l白层中，谈遗扯上疆埔屡 “C 

年代为 IB3OO±lBO年 (hE一9O5)，同层出土 还有猛拇象、羊、犀牛、野牛、马和麝牛让石 (MOq~OB，l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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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代表性的石制品发现于各厅地点，其时代“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可能晚到新石器H 

代 (钱方等，1 988)o 

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中国北方主工业还没有资料证明已越过秦岭和贺兰山以西地： 

区，但向东已进入辽宁境内。有代表性的是金牛山组合。与邻近地区的旧石器组合相 比，虽 

有不少学者指出过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组合有相似之处，如“我国石壮里的石器和周口店的r 

石器相同之处很多 (金元龙等，1 981)，日本所谓前期旧石器文化也有与周口店或丁村文 

化的石制品对比。中国北方主工业与邻近地区的旧石器工业确实能从类型或技术上找至崾 

一 些非主要的对比材料，巴基斯坦的梭安文化亦大体如此，但不包括梭安 B相和晚克拉克． 

当期(依 Paterson and Drummond，1962)的长方形石棱和似长石片。从现有资料看，与 

其把它们看作存在文化交流，还更有可能是因某种偶然因素，如原料或素材相近，或因处： 

于相当的发展时代等，造成文化上的趋同现象，实际上并不存在亲缴关系。 

这里值得一提是在欧洲地中海沿岸也发现时代属于中更新(依有年代铡试数据 ，最早 

的超过 7O万年，最晚的为距今 17 9000年)的小石器工业，在斯沃博特 (Svoboda)综述的 

13个地点中，只有 Arago地点有手斧，“为数不多的手斧集中于 E层 。这些地点石制品 

组合的主要特点与周口店者酷似，故斯沃博达认为，“进一步研究的急迫任务是与直立人 

(Homo croesus) 文化遗存和中国的小石器工业进行对比”(Svoboda，1 987)。同文还提 

到在晚更新世早期也存在小石器工业。地中海沿岸的小石器工业在时间上其早期虽与中 

国北方者相当，但有相当强的区域性，也有时间上的局限性；不象本文所研究的以小石帝 

品为主的工业时间上绵延不断，空间上不断扩大，一直是该区的主工业；再则，薅地相距甚 

远，尽管工业上存在相似性，还难以确认存在过文化交流。究竟如何客观地理解这样的文 

化现象，还有待深入研究。 

通过以上粗浅的分析，中国北方主工业，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看不到清楚的文化交 

流，文化交流明显地发生可能是在距今 30000年后，使得中国北方和南方文化更具多样 

性 ；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生产率，部分地克服了原料质劣的影响，制出了形制精美的石 

器；细石器工业 出现后，逐步改变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以至更晚时期的北方的工业 

格局，在旧石器时代结束后的几千年时 间里，成为北纬 35。以北地区的主体工业。文化交 

流加快了传统工业的解体，增进了旧石器文化发展速度，促进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由小石器为主的工业和细石器工业发展看，达到它的成熟期后，有一个相对停滞或发 

展缓慢阶段，通过文化交流，有利于突破传统，创造出新的工业或文化。这一切说明原始 

文化交流在史前文化发展中具有何等重要意义。 

(1 990年 4月 1 4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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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INDUSTRIAL GRADUAL ADVANOE AND CULTU- 

RAL EXCHANGE 0F PALEOLITHIC IN N0RTH CHINA 

Zhang Sensbu l 

lnstisme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unthro~ology Ac~emla Siniea,Beiii~g 100044) 

Key words Regional industrlal gradual advance；Paleolithic industry；Cultural exchange； 

North China 

Summary 

Since 1920，abundant paleolithic evidences have been found in North Chinn．There are se． 

veral industrial patterns or assemblag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paleolithic．Taking Qingllng Range 

as rou gh boundary．the paleolithic jndustries found in North Chinn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with 

those from South China．In each region there is one industry playing leading role and exerting 

influence to the regional paleofithic industry development．The industry consisting of many small 

artifacts was the main one from early to late paleolilfic in North China，and the big and crude 

stone tools spreaded in a wide region and lasted for a long time in South China．Other asse~L'l- 

blages are only local one which distributed in limlted areas and are little signiflcant to the evo． 

1otion of paleolithic culture in China． 

The pa leolithic main industry in North China is quite dlfferent from those found in Eu． 

rE·pe．south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Asia．1n North China the stone artifacts of main industry be．， 

come smaller with irregular change of the lengt]：I／breadth index while the stone artifacts deve~ 

lop along becom ing small-sized with irregular change of the length．／breadtht index in Ettro— 

pe．In addition，the artifacts of different stages exlstt some disparities in the type and tzehhi一、 

qu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 est． 

In North China，people of middle paleofithlc produced stone artifacts with techniques simi— 

lar to those prevailing in early pa leolithic so that the cultural advance is very slow at that time
． 

In late paleoHthic，some preh~torlcal people still used the traditional techniques for prod ucing 

artifacts and the industry is still relatively primitive．After about 30，000 years B+P．，other people 

ha d clearly adopted some new techniques from the neighboring areas or invented new tecim iqu— 

es on the basis of the old traditlon，the former js shown by the Utilization of M ousterian recita l— 

que with which stone tools are well trimmed and ha ve regular shape，and pressure technique for； 

flaking blade and micro-blade，they even assimilated the method of making projectile point~d： 

tools，While the latter js shown in producing bone tools and decorative objects A11 of these fE— 

suited is a great advance in the paleolithic indu stry in adna．At the same time the traditional 

paleoHthic industry in N orth Chinn spreaded to South adna and made the late paleofithle 

much more diversified in that region． 

The pa leolithic industry found in North China did not change step by step as those found 

in Europe and appeared as a relatively stable in middle pa leolithic．How should thtis really be 

dealt with?Two cauls，at least，are suggested to he responsible for this phenomenon，amaely
, 

the cultural succession affecting the cukural creation and the scarcity of cultural exchange with 

the neighboring areas in early and middle paleolithic．Besides，the quality of raw material is also。 

a factor responsible for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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