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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
分类主编王根富

石器，是指以岩石为材料制作的工具。它是人类最初的主要生产工具，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 

期内，石器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石器的发展经历了从打制到磨制的过程，制造一 

件石器一般要经过以下的步骤或方法：（D采集选择石料；（2）打制石片；（3）修整石片或石核； 

（4）到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磨光、切割和钻孔术。在考古学上，把主要使用石器的时期称为“石器时 

代”，这一时代大约开始于二三百万年前，结束于四五千年前。可划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 

代、新石器时代三个历史阶段，每个时代的石器都具有不同的特征。

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出现，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人类过着采集和狩猎的原始生 

活。从二三百万年前开始至一万年前为止，中国境内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地点和人类化石，如云南 

元谋，北京周口店，山西展河、丁村、西侯度、峙峪，辽宁庙后山等。这一时代的石器制作技术原 

始，保留有清晰的人工打制痕迹，器形较简单，主要有刮削器、砍斫器、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石 

球、石锥、石核石器、雕刻石器等。

中石器时代，目前学术界对其是否存在尚有争议，一般认为局部存在。工具以打制石器为 

主，且用间接打击法制作的典型细石器尤为盛行，石器形制较小，器形只有细石核、细石叶及其 

石工工具，细石器主要镶嵌干木或骨柄上，制作成复合工具使用。人类依然过着采集、渔猎的经 

济生活。这一时代约开始于一万年前，延续时间较长，在先进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以后，某些边远 

地区还保留有中石器时代的原始状态。我国境内发现的有内蒙古海拉尔、山西怀仁鹅毛口等。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出现了农业、畜牧业及制陶和纺织，人类生活已从依 

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阶段。这一时代约开始于距今八九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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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于距今四千年前后。石器的基本特征是磨制工艺普遍使用，器形规整并日趋定型化，穿孔技 

术发达，流行石铲、石刀、石镶等农业生产工具，有些新石器的形制还给予以后金属器中的同R 

器物以重要影响，如斧、铐、镐、镶等。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新石器的类型复杂且富于变化, 

这为研究各地区生产的特点和生产力水平的差别提供了实物依据。我国北方内蒙古赤峰红山后 

出土的红山文化大型叶型石相，制作精致，反映了当时边远地区的石器制作水平。黄河流域较早 

的新石器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出土的石磨盘、石铲、石镰等，说明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一定的 

水平。仰韶文化时期的石器种类增多，器形改进，磨制更加细致，主要器形有穿孔石斧、石刀等, 

斧体厚实。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的石器，器形更加合理规整，通体磨光，刃部 

十分锋利，说明当时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长江流域新石器早期的河姆渡文化石器种类 

少，只有斧、镑、凿，器形亦小，从伴出的木质样卯构件看，这些工具多用于砍伐和木作加工，未见 

农具。到后来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堪泽文化、良渚文化，石器的发展是一个日趋成熟的过程, 

器形十分规整，极扁平、有棱有角、通体磨光、多采用钻孔技术。良渚文化的石器发展特别显著, 

出现了三角形石犁、耘田器和斜柄石刀，说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出土的 

十三孔石刀为全国新石器中所仅有。在我国的南方地区，石器的种类较少，制作粗糙，盛行有段 

铐、有肩铲和有肩斧，同时出现了一些器形特殊的石器，如穿孔器、广西隆安大龙潭出土的大石 

铲等，这些反映了当时南方地区石器和生产发展的一般情况。

总之，石器是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重要资料，通过研究可以了解当时的文化面貌、经济形 

态、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变化 。



石 器• 3・

端刃刮削器（旧石器时代）

1973年在云南元谋 

猿人化石层中岀土。石料 

为米黄色石英岩。长5. 7 

厘米，宽5.5厘米。主要 

用于切割、刮削。由小石 

块打制而成，一面保留有 

光平的岩面，采用复向加 

工技术，以背面作为主要

岩打制。据古地磁断代测定 

为距今180万年。长29厘 

米，宽13. 6厘米，厚18.3厘 

米，重8.3公斤。器形粗大， 

端部圆尖，背面沿长轴隆起 

一脊，横断面呈三角形，劈裂 

面凹凸不平。原为巨大的石 

片，后被作为石核来打击石 

片，主要以劈裂面作为台面， 

沿一侧边缘向背面连续打击 

而留下五个大小不同的石片

的加工面进行打片，然后在较宽的前端由较平的一面 

向凸面细致修理出缓弧形凸刃，,疤痕短小，刃角70。一

75。。

元谋猿人是迄今所知我国境内最古的猿人，同层 

出土的石器是时代最早的砸击石器，对研究我国古人 

类文化有着重大意义。现藏云南省博物馆。

单面砍斫器（旧石器时代）

1961年在山西芮城县西侯度村岀土。灰黄色细石 

英砂岩打制。长20. 7厘米，宽16. 4厘米，厚4. 5厘米， 

重L79公斤。是已发现的最大的一件砍斫器,起到砍 

劈、锤砸的作用，用于制造工具和获取生活资料。器形 

体积硕大，呈不规则多边形，一面为平坦的砾石面，一 

面为劈裂面。长而厚的边 

缘为手柄，沿砾石面向劈 

裂面打击修理而成；另外 

四个边缘为砍斫刃口，两 

深凹刃口由劈裂面向砾 

石面打制，深凹者由砾石 

面向劈裂面打制，微凸者 

交错打制，每一个刃口长 

约0. 8—1.1厘米，由2—7个石片疤组成，并有重叠加

工的痕迹，刃口夹角约在80。左右。

西侯度遗址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一处最古老的石器 

地点，据古地磁断代测定为距今180万年。石器主要用 

石片加工，代表着中国旧石器时代石片文化传统的早 

期特征，同时出土的烧骨和带有切割、刮削痕迹的鹿 

角，把人类用火和制造骨器的时间向前推进了数十万 

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现藏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石核（旧石器时代）

1961年发现于山西芮城县西侯度村。灰黄色石央 

疤；台面角为46。-92。，从背面棱脊的左右方向也打 

击岀两个宽而深的大石疤，将先前四个石片疤的尾端 

破坏。

石核是打片后的剩余物，是判断石器性质的重要 

部分，还可以补充石片的不足。像西侯度遗址中用巨 

大石片作为石核来打片还属罕见，它的出现增加了中 

国旧石器时代石片文化传统新的内容。现藏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石球（旧石器时代）

I960年发现于山西芮城县杳河村第6054旧石器 

地点。黑色石英岩打制。直径8. 5—9. 5厘米，重1. 035 

公斤，呈球状。表面修理为纵横打制，或是两头对击， 

或是与对击过的石片疤又交叉打击，使其成为球状，打 

击痕迹明显，但石片疤碎小零乱。被利用的打击台面 

与石片疤之间的角度很 

大，均在110°-130°之 

间，打下的石片碎小而不 

适用，说明它不是生产石 

片的石核，而是有意打制 

的石球。用于投掷狩猎。

杳河是我国目前所 

知最早存在石球的遗址， 

其后的丁村遗址中也有 

发现，而且两者较为一 

致。査河与丁村两遗址的石器有着密切的关系，共同

组成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两大传统之------“匿河 

-丁村系（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在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盘状砍砸器（旧石器时代）

1936年在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第8-9层出 

土。用板状砂岩砾石制成。据古地磁断代测定距今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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