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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考古学概论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

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以研究古代历史。 

第一节考古学的基本涵义 

一．考古学的定义 

考古学是用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一门科学。考古学研

究的中国古代历史包括史前时代和王朝时代。 

考古学是用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一门科学。考古学研

究的中国古代历史包括史前时代和王朝时代。 

二，考古学研究的对象 

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资料包括遗迹和遗物两大部分。遗迹

和遗物又统称为文化遗存。遗迹通常分为房屋、村落、道路、运河、

墓葬等人工建筑和设施。遗物按其用途可分为生产工具、武器、生活

用具、艺术品和礼器等。按其质料可分为石器、玉器、铜器、铁器、

金银器、陶器、瓷器、骨器、角器、牙器、贝器、竹器、木器、漆器

和丝棉织物等。 

三、考古学研究的作用 

对于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文字未出现的史前时代的研究，完全依

靠考古资料。对于文字出现后的王朝时代，考古资料既可补充文献资

料的不足，又可纠正文献资料中的错误。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历史，

文献资料少有记载，更需依赖考古资料。第二节考古学文化 

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涵义 

考古学文化是指代表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具有一群特

征性明显的文化遗存。 

二．考古学文化的命名 

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地的地名（乡镇名、村名）作为考古

学文化的名称，是考古学文化命名中最常见的做法。 



三．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内容，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面貌

及特征；文化的渊源和发展演化；文化时代和分期；相邻文化之间的

关系；文化内涵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等。 

第三节考古时代的划分 

考古学根据生产工具的变革将人类古代社会分为石器时代、青铜

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中国

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 

和铁器时代，基本上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原始社会

（史前时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相并行的。 

一．石器时代 

（一）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大约从 300 万年前开始，结束于距今约 1、2 万年至 1

万年。旧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和渔猎为生，只能以天然的产物作为食

物，生产经济尚未出现。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劳动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

也使用木器、骨器、角器和蚌器。 

（二）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是以农业、家畜饲养业和磨制石器的产生作为标志的。

此外，稍晚时期，陶器也开始出现。人类生活的居住地逐渐以洞穴转

为人工营造的地穴或半地穴式，乃至平地起建的房屋。 

二、青铜时代 

青铜是铜和锡或铅的合金。但因为铜料珍贵，所以青铜出现后，

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青铜主要用来制造兵器、礼器和上层社会人

物的生活用品。中国的青铜时代始于夏代。 

三、铁器时代 

铁器时代系指青铜时代以后，生产工具和武器主要以铁为原料的

时代。中国的人工冶炼铁技术始于西周晚期，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

地出土铜柄铁剑、铜内铁援戈和铜铁叶矛，是迄今所知最早人工冶铸

的铁器。战国时期以后，铁器在生产、生活领域广泛使用，至汉代，

铁器基本取代青铜器。 



第四节考古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一、考古调查 

野外调查是发掘的准备工作。调查分普查和重点调查两种。普查

是了解某一地区所有的文化遗存，重点调查则是根据确定的学术课题

有选择地进行调查。调查之前要查阅有关古代文献和发表的考古书刊

资料，以决定调查的范围。调查中要注意自然的断崖等，观察分析，

听取当地群众的反映，河流沿岸，尤其两河交汇处附近，宜于人类生

活之地是调查的关键之地。调查中要携带必要得用具，做好文字记录、

绘图和照相等工作，并要采集陶器、石器、铜钱、建筑构件等标本。 

二、考古发掘 

当前进行的考古发掘多是配合基建工程，凡在基本建设范围之内

的文化遗存尽可能都要发掘，此外还有为解决学术问题而进行的发掘。

发掘前需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发掘执照，筹集资金，组织专业人员，雇

用民工，准备发掘用具、仪器、文具，以及安排食宿等。 

田野发掘之前，必须先进行钻探，了解地下文化遗存的情况，以

便确定发掘地点。遗 

址发掘采用探方法，自上而下按地层堆积情况逐层下挖，遇有灰

坑、房址等，要根据开口层位以及打破关系，先发掘年代最晚的，再

发掘年代最早的。小型墓葬的发掘一般也按探方法，大型墓葬可先钻

探出边框，确定地层与邻近的遗迹的关系后，按墓葬范围发掘。发掘

要随时做记录，绘探方内遗迹图，重要遗迹现象要照相，出土物要编

号，记录作标。大型墓葬发掘要注意地表有无封土、祭祀性建筑等。

每日发掘的情况须做日记。 

三、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的编写 

考古发掘所获资料应填写探方登记表，灰坑、房址、墓葬、小件

器物登记表等。 

对于文化年代的判断，可依据：1、文字资料；2、地层堆积和遗

迹之间的打破关系，可推断相对的早晚关系；3、型式学研究，推断器

物早晚演变关系；4、自然科学方法断代，如动物化石、花粉孢子、放

射性碳素、热释光、古地磁断代。 



报告的编写，包括发掘简报和正式发掘报告。 

第五节考古学的分支 

一、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 

二、田野考古学 

三、几种特殊门类的考古学分支：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

钱币学、古文字学、航空考古学、水下考古学等。 

第六节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与第四纪地质学的关系 

旧石器时代正处于地质学的第四纪更新世，全新世则延续至今。 

二、与动物考古学的关系 

动物化石可确定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确定当时的气候，以及

狩猎对象；渔猎及畜牧业在生产经济中的比重；骨料如非本地动物骨

骼，则可推断与邻近地区的往来关系等。 

三、与植物考古学的关系 

可判定采集植物的种类，以及农业的起源，农作物种类。 

四、与体质人类学的关系 

根据人骨鉴定性别、年龄等推断族属、丧葬礼俗、婚姻制度、社

会组织、人类疾病等。 

五、与民族学的关系 

民族学是以现代民族的现实生活为研究对象，考古学则是以古代

人类的文化遗存为研究对象。现代民族保留的某些旧习俗可对考古发

掘的古代现象的解释提供参考。考古发掘也可对现代民族的起源发展

提供资料。 

第七节文化年代的确定 

一、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 

利用地层学的顺序推断相对年代的早晚，根据文字资料，如碑碣、

墓志简牍等确定绝对年代。 

二、利用自然科学手段测定绝对年代 

（一）放射性碳素断代放射性碳素断代是利用死亡物体中碳十四

不断衰变的原理进行断代的技术。 



（二）古地磁断代包括考古地磁断代和地层沉积磁性断代，适用

于陶瓷窑和遗址地层。 

（三）热释断代，利用绝缘结晶固体的热释光断代，适用于陶瓷

器等火烧粘土样品。（四）树木年轮断代是利用树木年轮的生长规律

来进行断代的技术。 

（五）铀系断代利用铀、钍等放射性样品中的不平衡性的断代技

术。 

第八节自然环境对古文化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史前时期人类生活的影响最为明显，尤其是旧石器时

代，不论采集，还是渔猎均取决于生态环境。新石器时代，北方沙漠

草原地区，细石器比较发达。细石器多嵌于骨、木柄上，为复合工具，

用于渔猎较多。南方则磨制石器和制陶业发达，因为农业为主，食物

以粮食为主所致。 

人类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导致生态失衡，也会影响

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原地区陶寺文化盛极一时，但因过度砍伐林

木，植被破坏，水源枯竭，致使陶寺文化之后，当地长时间荒芜。闻

明的新疆尼雅遗址，汉代极盛。以后因人类生产活动频繁生态严重破

坏，逐渐为沙漠所侵蚀。 

第二章中国考古学简史 

第一节中国古代的金石学 

春秋、战国至隋唐五代，是中国金石学的萌芽期。金石学是以古

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就已收

录出土青铜器的铭文。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古代城址、陵墓、寺庙、

碑碣等多有记述。北宋至元明为金石学的形成期。吕大临的?考古图?，

成书于北宋元祐七年（1092 年）是现存最早的古器物图录。约三十年

后成书的?宣和博古图?对后世金石学影响很大。对古器物的命名、图

形、比例、款识、大小、容量、重量、出土地点和收藏地都有记述。

清代金石学的特点是精于鉴别，详于考订，研究范围较广，并有一些

集成性和综合性的著述。搜集的铜器铭文、碑刻、钱币及玺印等铭刻

资料十分丰富，考释文字的水平也比较高。清代末年至民国初年，金



石学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兼收

明器和各种杂器。罗振玉和王国维是当时集大成的金石学家。马衡所

著的?中国金石学概要?则对金石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第二节近代考古学的传入和中国考古学的萌芽 

一．19 世纪欧洲近代考古学的主要成就“三期论”的确立和“类

型学”的开端 1819 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克里斯琴?朱尔金森?汤姆

森根据馆藏遗物武器和工具提出著名的“三期说”，即将丹麦的古史

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汤姆森于 1836 年?北欧古物导

论?、沃尔索于 1843 年?丹麦原始时代古物?，将三期说用于野外古迹

发掘所见地层关系分期的依据，奠定了近代考古学的基础。汤姆森和

沃尔索在他们的著作中强调了准确描述和区分古物的重要性，必须按

照器物的形制进行分类，并探讨器物学与装饰风格在古代器物断代上

的重要性。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考古发掘工作开始科学化。在田

野发掘中采集全部遗物并注意地层关系，要求充分做好包括绘图、照

相和文字记录在内的各种记录，迅速整理资料和发表报告。二．近代

考古学传入中国和中国考古学的萌芽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清王朝行将崩溃，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

略和瓜分中国。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派遣考察队潜入中国边疆地区，

以考古研究为名，掠夺中国珍贵文物。他们以非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

和发掘，致使许多古代遗迹和遗物遭到破坏，造成中国文化遗产的极

大损失。 

1921 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以彩陶和磨制石器共

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并与奥地利人师丹斯基、中国人袁复礼进

行发掘，提出“仰韶文化”命名。同年又发掘辽宁锦西沙锅屯遗址。

1923 —1924 年又去甘肃、青海调查发掘。1926 年从美国学习人类学

回国的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是首次由中

国学者主持田野考古工作。1922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考古学

研究室，马衡被聘为主任。1927 年中国学者徐旭生与瑞典探险家斯文

赫定为首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 

第三节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 



1929 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裴文中主持北京周口店发掘，

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同时发现大批石制品和用火痕迹。1927

年，李济将其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的资料撰写成《西阴村史前遗

存》。1931 年，梁思永等在河南安阳后冈发掘，确定仰韶文化、龙山

文化（尧、舜、禹）、商代文化自下而上叠压的三叠层堆积。1937 年，

刘耀作《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

分期问题的错误》，最早指出仰韶村遗址包括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

存，安特生所说的“仰韶文化”在内容上有所混淆。1936 年在浙江省

余杭县良渚镇发现“良渚文化”遗存。1928 —1937 年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在河南安阳殷墟进行 15 次发掘，先后在小屯村

附近发现 50 余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两万两千多片甲骨，又在洹河北

岸侯家庄商王陵区发掘多座商代大墓，以及上千座埋人的祭祀坑。以

后，历史语言研究所还发掘了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

镇和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地。 

第四节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文化部设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

研究所，各省、自治区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1952 ——1955 年文物

局考古所北大举办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北大历史系创办考古专

业。至今已有许多大学建立考古系或考古专业。1979 年中国考古学会

成立。各省自治区成立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又建

立与考古学有关的学术团体。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为主对各个时代文

化遗存进行有目的科学发掘，地方配合基本建设。 

旧石器时代考古，成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恢

复周口店遗址发掘，发表研究文章。 

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西安半坡等遗址。1983 —1985 年发掘辽

宁建平与凌源交界处的红山文化女神庙。出版《庙底沟与三里桥》等。 

夏商周考古，探索夏文化，发现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

城，丰镐、琉璃河西周遗址，东周列国都城等。发表《辉县发掘报

告》、《殷墟妇好墓》、《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等。 

秦汉至元明考古，发掘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汉长安城、马王堆、



隋大兴唐长安城、元大都、明定陵等。发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唐长安大明宫》等，以及《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 年)、《新中

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1984 年)，现又出版《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西周卷》。 

考古刊物《考古学报》、《考古》、《文物》、《考古学集刊》、

《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等。最近又出版十五卷本《中国出土

玉器全集》。 

第三章旧石器时代 

地球的历史大约为45 亿年，而人类只有300 万年左右的历史。旧

石器时代人类以打制石器作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过着以采集和渔猎为

主的原始生活。 

第一节人类的产生 

一. 人类产生前生物的演变 

地球历史分为五个代，即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

生代。太古代早期，无水、无空气，因而无生命；太古代中期开始出

现菌藻类。古生代早期，海生无脊椎动物出现，如三叶虫、筆石；古

生代末期，剧烈的地壳运动，使许多地区的海洋隆起为陆地，海生藻

类登陆成为光蕨类，低等的无脊椎动物演变成鱼类，以后又出现两栖

类。古生代末期的石炭纪是陆生植物大发展的时代，形成广厚煤层的

重要时期。中生代爬行动物广布于水、陆地和空中，总称为恐龙。爬

行动物一部分向鸟演化，一部分向哺乳动物演化。蕨类植物衰退，裸

子植物繁育。 

新生代是地史上最近的一个时代，从距今 7000 万年开始，直至现

代。裸子植物为被子植物取代；爬行动物大量绝灭，代之而兴盛的是

哺乳动物。新生代的第四纪分更新 

世和全新世。更新世始于距今 300 万年前后，距今一万年结束，

是人类开始出现的旧石器时代。全新世是地史上的现代，开始进入新

石器时代。 

二、进化论的产生和古猿演变为人类的证据 

关于人类的起源，从古代起世界各民族中曾有各种神话和传说：



如人类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或是怪鸟下蛋孵化出来；中国则有女娲

用泥土造人之说，这实际是母系氏族社会，尊崇女性的反映。基督教

《圣经》中说，上帝以泥土造男人亚当，又从他身上抽出一根肋骨造

女人夏娃。1859 年英国达尔文《物种起源》提出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

论。古猿演化为人有胚胎学的证据。现代人有返祖现象。东非发现的

更新世早期石器，证明南方古猿是最早能制造石器的人类祖先。 

三、古猿演化为人类的过程 

劳动（有意识的）、语言（固定的表达方式）和抽象思维活动等

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发展，使得以天然工具劳动的古猿在漫长的过渡

阶段中逐渐学会制造工具，从而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过渡，使古猿

最后变成社会性的人类。 

四、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 

人和猿的界限，是否能制造和使用工具，是否有社会意识语言及

自觉能动性。任何动物都不依赖使用工具维持生存，而人则必须依赖

使用工具才能生存下来，进而发展到能够制造工具。真正意义上的劳

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腊玛古猿可能是过渡阶段的早期代表，南方

古猿中的一种则是过渡阶段的晚期代表。从猿到人的过渡，开始于距

今 1400 万年，结束于距今 300 万年。 

第二节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概况 

一、旧石器时代的生态环境 

中国华北地区的更新世分为四期：泥河湾期（早更新世）、公主

岭期、周口店期（中更新世）、马兰黄土期（晚更新世）。周口店期

的标准地点是北京猿人遗址，属洞穴堆积。周口店动物群，泥河湾期

残留种属，如剑齿虎、居氏大河狸、三门马等；中更新世种属，如纳

玛象、披毛犀、肿骨大角鹿、中国缟鬣狗、洞熊和杨氏虎等；最早出

现的现代哺乳动物，如狼、啮齿动物。上述动物反映的气候和地理环

境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属于温带，不过其间曾多次发生过冷暖、干

湿的波动，并向大陆性气候发展。 

二、化石的分类、形成和埋葬 

化石是埋葬在地层中的古代生物的遗骸、遗物和遗迹。遗骸，动



遗迹，动物和人类的足迹等化石。形成化石的首要条件是埋葬于地下，

免受外界的风化和破坏。埋葬后要发生石化作用，带有矿物质的地下

水通过骨骸的孔隙，会将矿物质填充在骨骸里，所以化石比较沉重，

还有的植物内的某些成分被其它矿物质所取代，也会形成木化石。此

外，蒸馏作用也 

是生物积淀成化石的重要原因。因为地壳的变动，许多化石出现

在沉积岩中，也有的出现在植物残骸形成的煤层中。还有的化石，如

北京猿人化石埋葬在洞穴遗址的地层中。 

三、旧石器的制作、类型和特征 

石料的来源一般采用河滩等地的砾石，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多

属燧石、火石，也有石英石，砂岩、角页岩等。用以生产石片的石料

称为石核，以石核制作的石器称为石片石器。打制石片的方法有直接

打击法和间接打击法。直接打击法有锤击法、碰钻法、摔击法、砸击

法。间接打击法是通过木棒或骨棒作中介物打击石核，产生石片。第

二步加工是以石锤或骨木棒对石核或石片加以修整，使石器适合使用。

旧石器时代早期无论是打制石片，还是加工石器均以直接打击法和石

锤加工，晚期则常见以骨木棒第二次加工。细石器很小，皆以压制法

加工而成。自然力破碎的石块，一般无打击点、半锥体、裂缝和台面。 

四、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的年代与分布 

中国迄今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地点 200 余处，最早的

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距今 180 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遍布全国。

中国西南地区出土丰富的腊玛古猿化石，表明中国西南地区可能是人

类的起源地区之一。 

第三节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一、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概述 

旧石器时代早期大约相当于古人类发展阶段中的直立人或称（猿

人）阶段，直立人又可分为早期直立人（早期猿人）和晚期直立人

（晚期猿人）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直立人延续年代为距今 300 万年至

200 万年或 150 万年，晚期直立人生存年代距今 200 万年或 150 万年



20 万年或 15 万年。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早期人类化石多属晚期直立

人阶段。直立人身材比南方古猿高大。南方古猿身高 1．40 米，体重

40 公斤左右，直立人身高 1、60 米，体重 60 公斤左右。直立人脑容

量较南方古猿大，后部牙齿减小，骨盆口变大，以便生出脑部较大的

婴儿。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由简单到复杂，类型由少到多，从一器

多用渐趋用途固定。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懂得用火御寒和熟食。 

二、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 

(一) 元谋猿人文化遗存，1965 年 5 月在云南元谋县发现，从动物

化石的性质来看，其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年代距今 170 万年。猿人

化石为两颗上内侧门齿，属一成年人个体。1973 年发现三件石器，均

为刮削器。 

(二) 西侯度文化遗存，1961 —1962 年在山西芮城西侯度发现，

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距今180 万年。石器32 件，刮削器、砍砸器、

三棱、大尖状器、鹿角器。 

(三) 蓝田猿人文化遗存，指 1964 年在陕西蓝田公主岭和 1963 年

蓝田陈家窝发现的文化遗存。公主岭猿人头骨化石较完整，属 30 多岁

女性个体。陈家窝下颌骨化石属 

老年女性。蓝田文化遗存出土和采集石器 200 余件，有尖状器、

刮削器、砍砸器和石球等。此外公主岭人头骨化石出土地层中有黑色

灰烬。 

(四) 北京猿人遗址位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是一个很大的洞穴

堆积。1927 年在第一地点发掘，迄今发现 40 多个个体的北京猿人化

石，10 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堆积物厚达

40 米以上，自上而下可分 13 层，主要由洞内崩坍的石灰岩块和流水

带入的粘土粉砂构成。第 1、2、3 层为上层堆积，系洞穴顶部的坍塌

物，第 4—10 层为中部堆积，猿人化石、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大多出

自这一组地层。第 11—13 层为下部堆积，化石和石器等很少。上、中、

下三部分堆积从出土动物化石分析，年代有所不同，早期为距今 70 万

年至 40 万年，中期距今 40 万年至 30 万年，晚期距今 30 万年至 20

万年。 



头骨比现代人矮，但较猿类高；前额比现代人低平，而比猿类斜度大；

头骨上窄下宽，现代人头骨上下接近，猿类上窄下宽尤甚；头骨壁较

现代人厚，而猿类更厚；枕骨圆枕不如猿类明显，但仍较现代人发达；

眉骨不如猿类突出，但仍较现代人明显；吻部不如猿类外凸，但仍较

现代人显著。北京猿人的上、下肢骨则与现代人接近。根据劳动创造

人的理论，中国学者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首先是手足分化，两

腿直立行走姿势的确立，使手从支撑中解放出来，从事生产劳动。人

的脑髓是在直立行走确立之后，在长期生产劳动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而在上部堆积中发现的 5 号头盖骨较中层发现的头进步。 

北京猿人的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尖状器、石锤和石

锥等。北京猿人制作石器的技术是不断进步的。在原料的选择上，由

下层至上层，质软的绿色砂石逐渐减少，优质的石料逐渐增加，至顶

部燧石石器大量出现。在打片技术上，碰砧法逐渐被淘汰，砸击法越

来越多的被采用，锤击法被广泛应用而又有所改进，到上层还出现修

理台面的技术。修理技术也逐渐提高，小型精致的石器多出现在上层，

下层发现较少。尖状器和雕刻器自第 6 层开始出现，向上层逐渐增加。

圆头刮削器和石锥第 4 层才出现。大型粗糙的砍砸器主要在下层，上

层少见。遗址中还发现许多鹿骨化石，有一部分是人工劈裂的。洞穴

中发现分散的灰烬，说明北京猿人不但会用火，而且能控制火。 

第四节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一、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概述 

大约距今 20 万年至 15 万年，人类已由晚期猿人发展至早期智人

阶段。旧石器时代早期进入到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社会形态由血

缘婚发展至氏族外婚制的早期阶段。早期智人由晚期直立猿人演化而

来，其体制结构有所进步，与现代人多有接近，但仍 

保留某些原始性。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时出现的石器工艺修理台

面的技术在中期已广泛运用，石器的类型增多，功能进一步分化。这

一阶段已经出现有意的埋葬。 

二、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 



1978 年在陕西省大荔县发现的。大荔人化石

为一近30 岁的男性头骨。出土500 多件石制品，以石片石器为主，刮

削器居多，有直刃、凹刃、凸刃几种，其次是尖状器，还有雕刻器和

石锥。 

（二）许家窑人化石始于1973 年发现，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

人化石近 20 件，为顶骨等，属 10 多个个体。出土石制品 1、4 万余

件。石器以刮削器居多，还有尖状器、雕刻器、石砧、砍砸器等，石

球很多，说明狩猎发达。 

（三）丁村人化石1953 年于山西襄汾县发现，以后又多次进行大

规模的发掘。以丁村为中心的汾河两岸发现旧石器地点 11 处。发现的

人化石有幼儿顶骨和少年的牙齿。石器分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两种。

石片石器有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核石器有砍砸器、手斧、石

球等。三棱大尖状器是丁村文化中最富特色的器物。丁村遗址出土 28

种哺乳动物化石，大部分为生活在森林中的种类，还有许多鱼类化石，

说明当时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汾河水量很大。丁村附近旧石器中期地

点密集，这时人类已排除近亲婚配，而实行族外婚，体质大有进步，

男女分工比较稳定。 

（四）长阳人化石是1956 年在湖北长阳县下钟家湾的一个洞穴中

发现的，为下颌骨和牙齿。 

（五）马坝人化石是1958 年在广东省曲江县马坝乡发现的，为一

中年男性的头骨。（六）桐梓人化石1972 年发现于贵州桐梓县岩灰洞。

人类化石为老年个体的牙齿，石器有刮削器和尖状器。 

第五节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概述 

大约距今 5—4 万年，早期智人进化到晚期智人，旧石器时代中期

发展至晚期，人类社会则由母系制的开始阶段进入到确立阶段。中国

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的特征。旧石器时代晚期石

器制作技术有很大进步，以间接打击法制作的石叶，可加工成多种类

型的复合工具，如石矛、石刀、镞、雕刻器等。华北地区还出现细石

器工艺，多加工成镞。骨角器制作技术也有很大发展，采用锯、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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