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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史前石器制造技术及其社会功能

李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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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山西是我国史前石器遗址发现最繁多、最密集的地区 ,是远古科技史研究的一大首选之地。文章认

真梳理了山西史前石器制造技术的演变 ,并揭示了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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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现今山西境内发现的旧石器遗址来说 ,数量与密度均

居全国之冠 ,仅 20 世纪 20 年代～70 年代就发现 272 处。其

中在山西西南部芮城发现的西侯度遗址 ,是东亚地区最早发

现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从早更新世早期的西侯度文化 ,到

中更新世早期的　河文化 (也早于北京猿人文化) ,再到晚更

新世早期的丁村文化 ,以及后来汾河流域的侯马、静乐等地

的“汾河文化”等 ,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 ,说明这些分布于山

西中南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土生土长和自行发展的独立文

化形态 ,与欧洲的石器明显有别 ,集中代表了中国旧石器时

代的文化特征。至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在山西更是随

处可见 ,已知者就数以千计之多 ,特别是新近襄汾陶寺城址

的发现 ,更是“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等古史传说的现实史

影 ,而垣曲商城的发现也说明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

一。

就技术史而言 ,山西也是中国技术工艺传统发源、形成

和定型的重要省区之一。从 180 万年前的西侯度 ,经数十万

年前、数万年前的　河、丁村、许家窑、峙峪和下川等的发展 ,

一直延续至今 ,这在全国来说是罕见的 ,因而具有特别的意

义 ,是研究科学尤其是技术发生、发展的重要材料。本文仅

择取山西史前石器制造技术 ,对此进行阐证和发挥。

一 　旧石器时代石器的制造方法

人类的文明史 ,首先就是从制造和使用工具开始的。工

具是人手和牙齿等器官的延长与增强 ,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

所特有的活动 ,它意味着人已超出了对自然的单纯适应 ,而

能动地对自然加以改造。工具的使用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

别之一。使用工具之前 ,研究如何制造工具是最重要的。早

在 180 万年前 ,西侯度人就开始了工具的制造 ,这些工具就

是石器。可以说 ,石器的使用是山西史前手工技术的发端。

(一)石器的制造与加工

对于石器工具的加工方法 ,只能根据考古挖掘出来的石

器 ,借助其纹路等来推测当时的加工方法。譬如西侯度石

器 ,通过对石器上留下的打制疤痕的研究 ,不难推断当时制

作石器是用直接打击法。就是说 ,首先选取合适的石材 ,然

后手持石头不断打击 ,直到合用舒适为止 ,这就是方法之一

的锤击法 ;方法之二就是手持石材向一块大石头碰击以产生

石片的碰击法 ;方法之三就是用石锤砸击地面上放置的石材

的砸击法。通过实地考察可以发现 ,西侯度人对他们打击下

来的有些石片还进行过二次加工。加工的方法大多是向石

片的一面朝一个方向打击 ,称为单面打击法。这种二次加

工 ,西侯度人并不在石片薄的地方 ,而是在石片的厚部。这

充分说明 ,他们在加工石器时 ,在考虑到所加工石器的主要

用处 ———如薄处作为刃部的切割作用之外 ,还考虑到石器在

使用时对手的伤害或是手感的舒服程度 ,可见当时制作石器

的技术已经比较熟练了。尽管这些石器在打制技术和类型

方面还比较古拙而原始 ,但从石器打制的全过程看 ,其石片

至少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打制方法 ,石器的第二步加工也有了

一定的形态和加工标准 ,类型不再单一 ,并有一定的分工。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 ,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 ,已经走过了

相当漫长的路程。西侯度的石器不是人类最早的产物 ,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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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度之前的上新世的地层中应有最早的人类遗骸及文化遗

存。[ 1 ]

这一时期上古人类制造石器工具 ,可统称为打制法。其

中 ,史前山西还有一种新的独特的石器制造技术 ———间接打

击法 ,这是在峙峪遗址中发现的。它是利用一根带硬尖的棒

状物对准石材的台面边缘 ,用石锤敲击棒的后端 ,而从石材

上剥取石片。用这种方法可以获得较小、较完整的石片 ,是

一种相当进步的技术。

史前山西后来又发明了磨制法。石器的磨制技术在旧

石器时代晚期就已产生 ,比如在石器的刃部或局部磨光 ,山

西阳原虎头梁就有粗磨痕迹的凹底尖状器、磨刃斧、锛等。

到新石器时代 ,这种磨制技术已基本成熟 ,不仅出现了直接

使用的工具 ,还出现了加工农作物的工具 ,如用于加工食物

的石磨盘、磨棒。从最早的打制石器到最早的磨制石器 ,其

间经历了 180 万年。在如此漫长的人类发展历程中 ,打制石

器的技术虽不断进步 ,但终究停留在打击制作方面 ,因此 ,磨

制技术的出现 ,可谓石器制造领域的一场新技术革命 ,它带

给人类一系列领域的深刻变革。石器磨制技术是在手工作

业下产生的 ,体现了手工技术的不断进化 ,标志着人类社会

发展的不同水平 ,改善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条件 ,对社会的发

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山西史前石器制造技术的连贯与发达 ,我们可以用两件

事加以典型说明。

1、三棱大尖状器。这是丁村文化的典型器物 ,多用厚大

石片或砾石打制而成。器型硕大 ,尖端犀利 ,对称性高 ,具有

厚实的底部和三棱形的器身 ,尖端有的为三棱锐尖 ,有的扁

平 ,后者又称为鹤嘴形尖状器 ,这两类尖状器首次发现于丁

村遗址 ,因此被称为丁村尖状器。若把西侯度、　河和丁村

等地发现的这类石器依次排列 ,可以发现它们除共同保持厚

大、三棱的特点外 ,其自身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由粗

到精的变化。这说明 ,不仅以山西为基础的华北旧石器文化

是一脉相承的 ,而且我们的祖先从渺远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就

对石器的形状和对称性有了很好的控制能力。

2、大型石器制造场。石器制作技术的进步与石器生产

规模的扩大 ,其结果便是专门的大型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原

始社会的大型石器制造场迄今在中国只发现了 5 处 ,而山西

就占了 3 处 ,即北部怀仁的鹅毛口、中部的古交以及南部襄

汾的大崮堆山。对这些石器制造场文化遗物的研究 ,有助于

复原原始人类制造工具的工序和技术。一般来说 ,早期人类

制造石器 ,往往是从河滩或砾石层中挑选石料。到了旧石器

时代晚期 ,人们已能较为熟练地掌握制造各类工具的技术。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工具类型的扩大 ,对原料的需要量也不

断增多 ,人类不再满足到河滩选料 ,而是去寻找更丰富的石

料来源地。当时人们已能较为熟练地从地层中开采原料 ,打

制出各种类型的工具 ,于是石器制造场便出现了。

(二)史前石器的种类及其制造技术

史前的石器有许多种类 ,不同的遗址往往就有不同种类

的石器。西侯度主要有砍斫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砍

斫器主要用于砍伐 ,大型的可以砍伐树木。刮削器可以用来

刮削木棒、割剥兽皮。三棱大尖状器是用于挖掘的工具 ,可

以挖掘可供食用的植物块根 ;距今 10 多万年前的丁村遗址

发掘出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石锯 ;峙峪遗址出土有刮削器、

小尖状器、雕刻器 ,另外还发现一件小型砍砸器、一件斧形的

小石刀、一个石簇和残存一半的小装饰品。斧形小石刀经过

精致的加工 ,小巧美观 ,外形似斧 ,可能是作为加柄的石刀来

使用的 ,其凸出部分用于加柄或镶嵌 ;下川遗址最具代表性

的器物包括典型的细石核和细石叶、圆头刮削器、石核式刮

削器、雕刻器、琢背小刀、各类尖状器锥钻、石箭头等。

在此仅列举几个最具代表性并与社会生活最相关的石

器 ,以此来探讨史前山西石器制造技术的辉煌水平。

1. 石球的制造与使用

石球的制造使狩猎水平有了提高 ,大大降低了生存的危

险性。距今 10 万年前的许家窑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用于狩

猎的大量石球 ;到了　河时代 ,狩猎水平有了提高 ,已经在制

造、使用石球来进行狩猎。

关于石球 ,在制造时主要是选择好石头后进行长时间的

磨制 ,使个个滚圆 ,因此它既不是用来产生石片制作石器的

石核 ,也不是打制石器所使用的石锤 ,而是一种狩猎用的投

掷武器。不仅如此 ,打制成的石球不会像普通石块一样作投

击使用 ,否则打制工作就成了多余的劳动 ,特别是一些晚期

的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球 ,打制得比较认真 ,个个都是滚圆

的 ,随便抛击出去 ,显然很不合算 ,因此可以推知他们曾使用

过“抛石索”。“抛石索”必须使用植物韧皮或动物皮条编制

成的网兜 ,可以想象没有高水平的纺织技术是难以编制成可

以承受“抛石”冲击力的绳子和网兜。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已

经学会了植物韧皮的分离技术和动物皮革的加工技术。这

样 ,石球很可能是用来制成一种叫“流星索”的武器 ,即在皮

条的两端系上大石球 ,狩猎时将它抛向野兽 ,流星索就会将

野兽绊倒 ,人们再上前捕获野兽 ;或者是像近代南美印第安

人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那样 ,把石球系在绳索的一端 ,做成

“飞石索”,利用旋转的离心力将其抛出 ,把猎物套绊住。

石球的使用 ,正如王玉哲先生所云 ,在旧石器时代具有

重大意义 ,“它改变了人类原先只是用棍棒追逐猎物的方法 ,

使当时的‘猎人’们不必与猎物接近 ,从远距离即可将奔跑的

动物猎获 ,这无疑使当时的人们在狩猎的数量上有了很大增

加。”[ 2 ]

2. 石簇的制造与使用

山西下川遗址中发现两种石簇 ,即圆底石簇和尖底石

簇。石簇是用非常薄的石片制成的 ,一端具有很锋利的尖 ,

另一端从左右两侧修整 ,形成短短的簇 ,可以夹嵌在细木杆

上组成箭 ,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石器 ,标志着原始人类

在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的又一进步。

石簇的制造过程 ,很显然是一个有目的的磨制过程。取

材可能是来自砍砸石头时产生的碎石片 ,然后磨制成锋利的

石尖 ,可以绑在长的木棍上 ,用于刺杀动物 ,这也许就是最原

始的“矛”。同时也可以绑在短的木棍上做成“箭”,用于射杀

动物 ,这直接导致了弓箭的发明。石簇的制造和使用 ,使狩

猎工具产生了质的变化。特别弓箭是一种射程远、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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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伤力强的狩猎武器 ,可以在远距离射杀禽兽 ,既能避免面

对面相搏的辛劳和危险 ,又能大大提高狩猎的效率。由于这

一带有革命性的狩猎技术的出现 ,狩猎业得到了大发展 ,使

我们的祖先能够在较为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繁衍 ,并创造出

灿烂的文化。我们的祖先把马、牛、羊、驴、鹿等动物作为主

要捕猎对象 ,其中尤以野马、野驴为多。在峙峪遗址发现的

动物化石中 ,野马达 120 匹 ,野驴为 88 匹 ,由此可见当时的

狩猎规模和效率。由于峙峪人和许家窑人一样 ,都是善于猎

马的氏族 ,因此他们被称为“猎马人”。

3. 石磨盘的制造与使用

距今 2. 1 万年～1. 6 万年前的山西下川遗址发掘出三件

残缺的石磨盘。一件为粗砂岩质 ,已残 ,约为原器的四分之

一。原器约为圆盘状 ,底面为自然平面 ,周围边缘打制修整。

器边厚 3. 8 厘米 ,中间由于多次旋转式研磨而下凹成圆坑

———显然是加工谷物的痕迹 ,厚 25 厘米。[ 3 ]这一发现是旧石

器时代晚期的信息 ,使我们看到由原始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

经济过渡的先兆。石磨盘的制造和使用 ,使下川人采集得到

的天然谷物加工成粮食成为可能 ,这也许是山西面食的始

端。

4. 石锛的制造与使用

下川遗址出土有七件锛形器 ,六件为砂岩质 ,一件为燧

石质 ,都以背面为自然平面的厚石片 ,从周边向劈裂面打制

成梯形 ,再在宽端修整成向一面倾斜的单面刃。其中一件的

刃缘中间留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五件砍砸器加工极其粗糙 ,

将砂岩、石英岩砾石的一个薄边向一面或两面打击成一个刃

缘 ,即行使用。一件砺石 ,在周缘经过修理的粗砂岩板块的

一面 ,有一道深而直的凹槽 ,凹槽的一端已断去 ,此器当适于

磨制骨器。[ 4 ]

从下川遗址出土的锛形器的加工方法上看 ,它是先将厚

石片加工成梯形 ,然后在宽端又加工出向一面倾斜的刃缘。

与新石器时代的石锛比较 ,只不过后者是磨制加工的。新石

器时代的石锛主要是用于开垦耕地时砍伐树木。下川遗址

出土的锛形器有没有在开垦耕地的时候用于砍伐树木的可

能性呢 ? 从下川遗址所处的自然环境来看 ,当时完全有这种

可能性。所以 ,有人认为下川遗址出土的锛形器是中国新石

器时代主要农业生产工具的先祖。[ 5 ]

二 　石器制造技术中折射出的社会功能

石器制造技术的演变 ,是生活经验与理性思维的融合与

体现。旧石器时期 ,石器的制造主要是打制技术。打制是一

种“野蛮”行为 ,存在随意性和偶然性 ,在制作中几次不成功

就有可能放弃 ,而另取他料。而到新石器时期 ,主要以细石

器和磨制技术为主。磨制技术是一种“文明”行为。首先 ,人

们会在头脑中对石料进行设计 ,然后根据需要进行磨制。这

就需要思考 ,就会使大脑功能逐渐完善 ,因此是一种原始状

态的“理性思维”[ 6 ] 。除大脑的进化之外 ,石器的制造也同时

促进了人手的进化。石器制造和火的使用 ,是人类早期进化

的两大最主要的促进因素。

石器制造技术的改进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

核心要素是生产工具 ,从打制技术到磨制技术使原本粗陋的

工具变得得心应手 ,是生产工具的一大改进。生产工具的改

进必将导致生产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必将对社会的

发展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可以设想 ,第一个进行磨制工具

的人 ,必然会吸引一批人追随他一块生产 ,这样就会形成一

个大的制石加工场 ,从而促进社会分工 ,即专门制造工具、使

用工具出外狩猎以及农业生产等的分工。譬如 ,山西大崮堆

山石器制造场的发现 ,说明当时石料的开采和石器的初步加

工已有相当的规模。从产量看 ,不仅给陶寺居民提供石器毛

坯 ,而且可能还给方圆一定范围内的村落提供石器半成品。

显然 ,石器制造业同制陶业一样 ,作为当时独立的手工行业

在社会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石器制造特别是磨制技术 ,促进了畜牧业和农业的起

源。磨制石器的刃部光滑而锋利 ,再加上捆绑在较长的木棒

上 ,加大了力矩 ,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磨制工具尤其是

石球和石簇发明以后 ,狩猎变得相对容易 ,于是开始出现了

家畜动物 ,为大规模集团化的生产生活提供了食物保障。同

时 ,将很大一部分精力转移到生活设施 (房屋、陶器) 、贮藏及

生活用具的生产和制作上来。特别是陶器的发明 ,对于改善

人类的生活质量起了革命性的突破作用。[ 7 ]

总之 ,石器制造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者、生产工具以

及生产资料这构成生产力的三要素的共同进步 ,从而催生了

人类文明黎明时期的到来。史前山西石器制造技术及其社

会功能的相关性 ,又一次力证了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有力

杠杆这一伟大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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