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莫维斯线
”

的涵义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杜 水 生

近些年来
.

随着早期人类 非洲起源

说 的流行及现代人类
“

单中心起源
”

和
“

多中心起源
”

理论在学术界引起的厂

泛争论
,

人们希望从更为厂阔的背景和

精确的细节上 了解人类 自身的 由来
。

中

国 旧石器考古界对
“

莫 维 斯 线
”

的讨

论
,

正是 对这一 学术思潮 的积极响应
,

同时中外学者厂泛的学术交流活动也促

进 了这一问题的探讨
。

本 文拟通过
“

莫

维斯线
”

提 出以来
,

中外不同学者 对这

一 问题研究 的历史考察
,

以期获得 些许

启示
,

同时借此机会就教于方家
。

.00必

墓国霭

本世纪 2 0至 4 0年代
,

随着世界范围

内考古学遗存的大量揭示
,

单纯依靠古

生物学 分期 断代 的思想越来越不能解释

日益复杂 的考古学现 象
。

于是从 民族学

和文化人类学 中引入 的
`

考古学文化
”

概念 ( 理论 ) 逐渐取而代之
,

用以解释

一定时空范 围 内具有共 同特征的文化遗

物
。

据此
,

可 以对世界不同地区 的考古

学遗存进行 分期 分区研究
。

1 9 31 年
,

门京在 世界石器时代历

史 一书 中提出
,

全球 的旧石器时代早

期可分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两大区
,

前

者包括 中国
、

东南亚及东欧
,

后者包括

西欧
、

非洲和 印度
。

凡希克等人又提出

第三种类型 没有石片和 石核 的砍砸

器 和 卵 石 工具组合
,

它包括索安文化

( S o a n la n )
、

安雅特 文化 ( A n v a t日-

la n ) 周 口 店文化及东 南 亚 诸 文 化

} 杨建华 1 9 9 5 )
。

1 9 9 4年 美国 学者莫维斯 (M O 一

vI 日 s ) 在研究 了中国 的周 口 店
.

缅甸的

安雅特 ( A n y at hi a n )
,

爪 哇 的巴芝 丹

( p a t z { t a n 一a n )
,

北 印 度 的索安文 化
} S o a n 一a n )及马 来西亚的 T a m P日 n 旧 n

之 后认为
“

正是由于缺 少某种标 型器

物
.

同时又具 有其 它一些类型 使中国

北 印度及 东南亚 旧石器早期工具组合和

旧 大陆其 它地 区相 区别
。

前者 为砍确器

工具组合
,

后者 的特征 为手斧和 勒瓦娄

哇技术制作 的石 片
。 ”

虽然当时他 对这

一现 象还不 能十 分肯定
,

但仍然指出
“

为什么这一地 区 的文化不同于其 它地

区文化 的发展过程
,

是因 为这一地 区 的

古 人 类 和 其 它地区分属 不同支系
”

“

虽然器物类 型上 细微差另」与各地 不 同

石料 有一定 的内在 关系
,

但把 缅甸 和中

国完全缺 乏手 斧的原 因 全部 归咎于石料

是不能解释 的
”

( M o vl u s 门9 4 4 )
。

其后
,

莫维斯又连续 阐发并肯定 了这一

观点 ( M o v 一u s 1 9 4 8 1 9 4 9 )
。

这样按

照手斧 ( 包括 勒瓦娄哇技术 ) 的有无就

把世界早期旧 石器 文化依北 印度
、

中亚

一线
,

划分为两个类型
。

其东缺 乏手斧

等标型器 物叫
“

砍砸器
”

文化 圈
,

其西

叫
“

手斧
”

文化圈
,

这条线贝lJ称
“

莫维

斯线
” ,

并且从 文化 源 流 上 认识到
:

“

在世界早期可能广泛分布着砍砸器文

化
,

其后在
`

莫维 斯线
’

以西逐渐发展

为手斧文化
,

其 东贝lJ一直保 留着这种传

统
”

( M o v 一u s 1 9 9 4 )
。

一 直到 1 9 6 9年
,

他仍然坚持这种

观点
,

并且进 一 步 明 确
: “

也许东南

亚
、

北印度和 中国作为一个整体
,

旧石

器文化最显著 的特点是缺 少同一时期 的

标型器物 ( 手斧
、

勒瓦娄哇石 片 )
。

同

时他 们具有一 些其 它类型
。 ”

根据这一

地区 人类化石材料进一步推断
, “

在 旧

石器早期东亚和远 东是人 类文化 的边缘

地区
,

这一地 区在 早期人 类进化上

并没有发挥过 重要的
、

积极 的作用
,

虽

然非常原 始的人 类化石在这里持续 了很

长时间
,

而在 同一时期的其 它地 区早 已

绝灭
”

( M o v { u s
,

1 9 6 9 )
。

很明显
,

他认 为东亚地区砍砸器 文

化圈的 形 成 是 由于远离人 类的进化 中

心
,

缺 乏人种和 文化交流
。

其后
,

这种

思想长期指导西方学术界
。

6 0年代以后
,

随着新考古学在欧美

的兴 起
,

考古学家从遗 物功能及技术特

征 的研 究来 了 解 人 类 如 何 适应环境
.

利用环境
,

从 聚落生存战 略出发考察

人地关系
,

包括人 口 的研 究
.

白然环

境的研究
.

人 们利 用 白 然策 略 等等

(杨 建华
.

1 9 9 5 )
。

对 于 旧 石 器 早

期文化的认识
.

也在 这一学术背景下

略有改变
。

19 7 3年 8月加拿大蒙特利 尔举 行

的国 际人 类学学术讨论会上
,

B or d e s

教授认 为
: “

东亚 的旧石器和西万 的

非常不 同
,

我所认 为的西 万包括印度

一 部 分
,

可能 还 有 北 亚 如 丁e s 加 k

丁a s h
,

甚至 中国 的水洞沟
” , “

东亚

的砍砸 器 传 统 延 续 很 晚
,

巴芝丹

( P a t {一t a n l a n ) 的似阿舍利工业
.

可

能只是 表 面 现 象
,

是 一 种 文 化趋

同
,

而 非 与 西 方同源
”

} 巳or d e .s

1 9 7 8 )
。

但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
,

应是缺乏合适的隧 石原 料和 利用

植物资源如竹子等
,

并 且强调
“

应

当牢记这种不 同是由于 不同的环境使

然
.

而 非 源 于 不 同 的 人 类 本身
’

( 日0 r d e s ,

1 9 7 8 )

莫维斯教授在 这次会上也再 次认

定 了两个 文化 圈理论
.

他指 出
’̀

至

少到 目前 为止
,

我认 为任何试 图把东

亚和南亚 的石制品组合 ( 和西 方的材

料 ) 置于 同一共同体中都远远缺 乏足

够的证据
”

( M 。训 u s , 〕 9 7 8 )
。

但

他认 为造 成这一 现 象 的原 因 仍 需 探

索
,

并且 否定 了 以前归咎于这一地 区

古人 类迟钝和原 始的看法
.

认 为可 能

和该地 区 气候 和生态环境有关
. “

所

有石制品中的重型工具可 能与 对付茂

密 的 森 林 环 境有关
”

( M O vl U S ,

1 9 7 8 )

S }e v e k } n g u 为气候对人类的心

理作 用有影晌
,

缺 少变化 的气候环境

不能有效刺激人类的行 为
,

导致文化

总体 上迟滞 } S旧 v e 陌 n g
,

1 9 6 6 {

R d丫n o ld ( 1 9 9 3 ) 也认为东南亚特

殊 的生态系统 会对人 类食物结构及行

为产生影响并 进而影响石器工业 的性



质 ( S 一e v e k旧 g
, e t a l

,

1 9 6 4 )
。

然而 丫} 和 lC ar k研究 了东亚地区

一些 旧石器地点如 中国 的丁村
、

朝鲜

的全谷里后认 为
!

莫维斯关于东南亚

属砍砸器文化圈 的概念应该抛弃
,

在

东亚地区
,

旧石器 早 期 文化是复杂

的
,

其 中有 的遗存也包含一定数量的

手斧
。

大量的石片和 小工具可能是东

亚 旧 石 器 的主要特征之一 ( jY a n d

C la r k 1 9 8 3 )
。

自从莫 维 斯 提 出两个文化圈 以

来
,

虽然就造成 这种 现象原 因 的解释

各有不同
,

但在是否 存在莫维斯 线这

个 问题上
,

西方学者甚至 包括其 它地

区的学者都有较 为一致 的看法
,

iY 和

C la k[ 是 首先 提 出反 对意见 的学者
,

那 么面 对 日益 增 加 的考古 学新材料
,

究竟如何评价莫维斯 的二分理论 昵 ,

为 了对新发现的材料作出全面 的

解释
,

石克和董祝安提出用 lC a kr 的

模式 }和模 式日来代替世界 旧石器早 期

文化特征
,

用匕laf c e 即双面器概括西

方的手斧和东亚具有两面修理特征 的

石器
。

这样东亚地 区 旧 石器早期文化

特征被概括 为以 M o d el 为主 要特征
,

但 在后期也出现 了 M o d e 日
。

尽管如

此
,

他们 同时又 指出
,

这种东亚地区

的 ib f a c e 仍不同于西 方的阿舍利工业

( S e h 一e k e t a l
,

1 9 9 3 )
。

由于 S e h旧 k等所定义 的 b 一f a e e 即

双面器 的这一概念的外延过大 因而内

涵过于 简单
,

虽然作者仍说明 了东西

方的双 面器无论从时间还是特征上都

不同
,

但仍然使人感到混乱
,

因 此在

丫T h e M o v 一u s }* n e r e a o n 一S 一d e r e d
-

一文中前一作 者 又作 了进 一 步研 究

( S e h 一e k门 9 9 4 )
。

石克首先对两种模 式的技术流程

作 了进 一步分 析后指出
:

M o d el 技

术即石核砍砸器传统是一种最简单 的

石器加 工技术
,

只 需硬锤打击石核就

可得到石片和砍砸器
,

人们在加 工时

没 有 预 先 设 计 ( s t r a t e g y )
。

而

M o d e 日石器技术则包括 了 5个连续 的

工艺流程
, a

.

选料
:

选用扁平砾石或

巨 大石片 ( 通常 为双 阳面石 片 )
。

需

要注意 的是剥取这种 石片本 身就 有一

定的技巧性
,

远非多数初学者所 能胜

任
:

匕
.

修整轮廓
.

c
.

去薄
,

在石器 的

一面精心修理一 台面
.

通过该 台面剥

片使主体中间部位变 薄
:

d 围绕 刃缘

继续修 整使其更加对称 e 修理尖部

或打 掉尖端使其成 为 cl e a v er ( 斧状

器 )
。

她 并且指 出
,

M o d el 技术也

许可 以是 多起源
,

但 M o d e } } 技术传

播则只 能意味着 人群的迁徙与扩散
。

其次
,

她又通过 对各地 区文化源

流 的考察 发现
,

非洲的 M o d el 技术最

早 出现于 2 4 0万年前
。

在 1 5 0 一 1 7 0

万年前
,

手斧工业开始 出现并一直延

续 到 2 0 一 3 0 万年前
。

两种技术在相

当长 时间内连续共存
,

有时甚至用两

种技术成份 占比例 的多少
,

来确定属

于哪 一种技术模式
。

在 早更新世和 中

更新世早期欧 洲和西 亚主要是 M o d el

技术
,

而 不是 阿舍利技术 ( 以色列 的

U b e {d 一丫a 除外 )
。

5 0 一 6 0万年前即

中更新世 以后
,

手 斧文化扩散 到地中

海东岸地 区
,

此时M o d e l和 M o d e l l

技术 继 续 共 存
,

与此同时东欧与中

北亚地区依 然 缺 少 手斧
。

中国和 东

亚
,

从最早 的蓝 田
、

泥河湾 ( 按
!

可

能指 东谷蛇 等 ) 到中期的 马梁
、

岑 家

湾
、

匿 河
、

庙后 山
、

石龙头
、

观音 洞

都属 M o d el 技 术传统
。

而一 些双面

器 ( 匕if a c e ) 如丁村遗址中的一些石

制 品缺 乏去薄 技 术
,

甚至 是三棱状

的
,

使人联 想到非洲 S a n g o a n文化
,

它是 继阿舍利 文化之后以石片石器 为

主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

其在与阿舍 利

文化 分布大致相 同的区域内表现出与

之相 异的技术程序
,

所以东亚地区有

些石制品也具 有双面器技术的一些特

征
,

但不能认为它们 属 于 阿 舍利工

业
。

况且
,

阿舍利文化是一种在广阔

区域内连 续分布
,

在 一个较长时期内

持续发展的一种进步文化
;
而东亚地

区 的这些地点中的双面器 ( ib f a c e )

似乎代表着该地区在 旧石器早期较 晚

一阶段的技术进步
。

可能是一种因特

殊功能 需 要 而 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

内
,

一种新的文化规则下发展起来的

技术
。

所 以东亚地区这种双面技术 的暂

时性
、

偶然性
、

区域性和阿舍利文化

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空间上的连续性

以及技术上的系统性成鲜明对 比
。

所

以如果 以M o d el 概括东亚地区 早期文

化特征
,

以 M o d el }概 括 手 斧 文化

圈
,

那么
,

莫维斯线就会清晰地展现

在我们面前
。

一些学者认 为造 成
“

莫维斯线
. ’

的几种原 因为 ( 1 ) 石料
;

( 2 ) 存在

人群迁徙或技术交流障碍
,

( 3 ) 不

同环境形成不同的经济生活
,

需求不

同的工具类型
;

( 4 ) 人类迁徙过 程

中出现文化断层
。

石克对上述原因作

了综合分析后认为
:

虽然莫维斯理论

清晰地区 分 了 旧石器早期东西文化差

异
,

但造成这一现象 的原 因依然扑朔

迷离
。

近些年来
,

受早 期人类 起源于非

洲和现代人类起源于 非洲南部或西亚

学说 的影 响
,

一些学者对于莫维斯 二

分理论的解释又有不 同看法

B a r 一 v o s e f ( 1 9 9 4 ) 认为中欧
、

东南欧
、

东亚
、

中围
,

几乎完全缺 乏

阿舍利双面器
,

在多数情况下不 能解

释为缺乏合适的石料
,

例如
, “

在 爪

哇大量的硅质凝灰岩结核能够作为优

质石料
” 。 ’ `

由于制造 工 具是 一 种

后天学得的行为
,

因 此非手斧的石核

砍砸器工具组合像中国 旧 石器 时代早

期文化
、

欧洲的克拉克 当文化 在总体

特征上都和奥杜威文化 ( O dl o w a 门 )

相似
。

这些文化都是由不同的人群或

不同的直立人
、

早期智人制造的
。

这

也就是说
,

一旦一个人群掌握 了一定

的打击技术
,

确定 了一定的工具形态

将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变
,

而不

考虑环境是否变化
,

只要这种工具及

其刃缘能满足其 日常需要如割 肉
、

刮

木
、

钻孔
、

制造 等
。 ”

正如其 它现代 自然科学都根 源于

西方
,

中国 旧石器 时代考古学也是在

本世纪初由欧洲传入 的
,

因此在 它诞

生之初中国学者 就格外 关注它和 西方

旧石器 文化的关系
。

1 9 31 年德 日进和 裴文中 在研究

了周 口 店猿 人遗址后就 指出
: “

周 口

店中国 猿人文化是 中国 境 内真正的
、

最古老的一种文化
,

它是这个典 型地

点以 外 未 见 报 道 的一种 旧 石器文

化
”

( B la e k e t a l
,

1 9 3 3 ) 其后裴

文中又连续指出
: “

欧 洲 史前人类

主要工具的形态特点及 其 分 期尚不

见于中国
”

( 尸eI
,

1 9 3 7 )
, `

史前

文化本 身 难 以将中国的和欧洲的对

比
,

因为这两个 地区的石 器 制造技

术 有 很 大不同
”

( P e 一,

1 9 3 9 )
。

1 9 5 5年在 〔中国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一书中指出
! “

到 目前 为止
,

我们看

不出任何迹象可以说 明
,

中国 旧石器

时代文化和 欧洲同时期 的文化有什么

相 同的地方
,

但 与亚洲特别是印度
、

巴 基 斯坦
、

缅 甸和 印度尼西亚爪哇

已知 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在制作方法和

形态上都有一定 的相似地方
,

我们不

能不认 为中国猿人 的文化与欧洲的阿

布维利 ( A匕匕e vl 日旧 n ) 为 同 时代而

属于两 个遥远地 区 的 不 同
`

}生质的文

化
”

( 裴文 中
,

1 9 5 5 )
。

贾兰坡 ( 1 9 5 6 ) 认 为 中 国 的周

口 店 第 一 地点
、

十五地点
,

丁村遗

址
,

水洞沟遗址都存在手 斧
。

张森水 ( 1 9 7 6 ) 指 出 丁 村文化

与西方 的阿舍利文化是两 种性质 完全

不 同的文化
。

进 入 8 0年代以后
,

随着国际间学

术交流 日 趋 增 多
,

中 西 文 化 对 比

研 究 再 次 成 为 一 个 学术热点
!

黄

慰 文论证 了中国有手斧的存在 ( 黄慰

文
,

1 9 8 6 )
,

随后又进一步指出
:

经

过厘定
,

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分类系统

不仅适合于莫维斯线以西
,

而且适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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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莫维斯线以东 ( 黄 慰文
,

飞9 9 3 )
。

林圣龙通过对东南亚地区手斧和

斧状器 的分析认为
,

中国的手斧普遍

缺少去薄技术
、

软锤技术
,

斧状器的

加工方式也与西 方不同
,

因此这些石

器可能是该地区石器工业在长期发展

过程中的产物
,

并不代表西 方文化 因

素
。

经研究
,

他认 为这些手斧或为石

核斧或为手镐
,

个别似手斧时代过晚

( 林圣龙
,

1 9 9 5
,

1 9 9 6 )
。

张森水在 总结 了中国北方旧 石器

主工业和西方旧 石器工业相 比显得发

展缓慢 后认为
: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 因

是继承性影响创造性
,

原料质劣影 响

技术发挥
,

缺乏文化交流有碍工业发

展 ( 张森水
,

1 9 9 0 )
。

其后
,

对于
“

莫维斯
”

线的历史

功绩
,

他 又作了如下评述
! “

对莫维

斯旧 大陆旧 石器时代前期 ( 早中期 )

文化区划理论
,

尽管国内外考古学家

持有一些不 同看法
,

但从 历史角度看

无疑是有划 时代意义 的
,

他的两个群

体说从更大 空间阐明 旧石器时代发展

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
。

若从 目前 旧石器

时代前期成果看
,

无 疑是简单化 了
。

因为无论东方和西万
,

旧 石器 文化均

有多样性
,

其前期主体文化和非主体

文化交叉地分布着
,

在西 方典型的手

斧文化 区
,

也存在 以小石器 为主 的文

化 区
:
在东 方

,

砍 砸 器 文 化 区
,

旧

石 器 文 化 更具多样性
,

呈现不同文

化 镶嵌分布的 多元结构
”

( 张森 水
,

1 9 9 6 )
。

王幼平 通过对中国 旧石器文化从

早到晚 的纵向考察
,

认为中国大陆从

旧 石器 早期到晚期沿着不同于 西方的

文化轨迹发展
,

除了在晚些时候 北方

地区出现 M o d e V 和水 洞沟一个地点

属 M o d e }V外
,

其余都 属 M o d el 文

化
,

而西 方与 此同时经历 了 M O d e } -

M o d e V 的 全过程
。

并且认 为由于喜

马拉 雅 山 的崛起
,

东亚季风圈 的形

成
,

在地球同一纬度带只有东亚地区

气 候 环 境稳定
,

食物资源丰富
,

是

M o d e (文化能一直延续下来 的主要原

因 ( 王幼平
,

1 9 9 7 )
。

此外
,

有 些学者 虽然未专门讨论

这一 问题
,

但在其论著中也涉及到这

一方面的内容
,

例如 王建 等对双阳面

石 片 的 识 别和 斧状器的认定 ( 王建

等
,

1 9 9 4 )
。

技术
。

( 2 ) 为什么在
“

莫 维 斯 线
”

以西广大地区内连续出现数十万年的

M o d e 日技 术不存在于东亚地区 , 如

果说前一命题所引起的仅仅 是石器技

术工艺本身的探索和寻找新证据 的欲

望
,

而后一个命题则向人们提供 了十

分广 阔的思维空间
,

激发人们对人类

进化过程和全 方位探索的兴趣
,

并进

而 产生形 形色色的假说和理论
。

因此对
“

莫维斯线
”

的深入研究

至少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收获
。

其一
,

通过 对这一简单现 象的深

入研究
,

揭示人 类进化过程中的重大

难题
,

提出全新 的人 类进化理论
。

这

种现象在科学史 上屡见不鲜
。

其二
,

由于人 类演化背景 的复杂

性
,

因此在客观上对于莫维斯现象的

探索 必然涉及到 众多学科
,

使 之成为

联 系多学科学者进行 旧 石器 时代考古

研究的纽带和桥梁
。

当大规模精细研

究工作开展起来之后
,

人们对各种各

样的 假 设 都 不满意
,

但令人欣慰的

是
,

这场为揭示人 类演化规律而开展

的全 方位深入讨论所产生的副产品却

是 出人 意料的丰厚
。

如前所述
,

学者

在从环 境
、

心理
、

食物结构等方面探

索次命题 ( 2 ) 时
,

也为 我 们描述了

一个更为生动的古人类生活 画面
。

此外
,

由于 这一学术课题的世界

性
,

对于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

吸收国

外先进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

改变中国

旧 石器 考古研究较为落后的状态
,

有

极大的促进作用
。

的砍砸器工业
,

而
“

莫维斯线
”

以西

则被概括 为手斧文化圈
。

后因东北亚

地区大量石 片石器 的发现和一些双面

加 工工具 的发现
,

砍砸器工业显然不

能代表 东亚 旧石器早期文化最本质 的

特征
,

S e h 一e k把 C la r k的 M o d e 理论

引入
,

使我们能从 更高层次上把握文

化的共性
。

3 不 断 吸 收最新的相关科学知

识
,

用最新 的学术思想指导本学科的

研究
。

如果说
“

莫维斯线
”

最初提出

的学术背景
,

是 受本世纪初考古 学研

究方法由古生物学的
“

分期断代思想

向文化人类 学 和 民 族学的考古学文

化
”

思想转变过程中提 出
,

那么对莫

维 斯 线 形 成原 因 的解释由人种落后

( M o v l u s 1 9 4 8 1 9 4 9
,

1 9 6 9 )
,

至I
{

从环境
、

生态
、

心理
、

食物结构
、

人

类行为等多方面的解释
,

则与 这一阶

段 蓬勃兴起的新考古学有关
。
因此

,

敏感捕捉考古学思潮变化
,

将 会促使

中国 旧石器考古学打破目前比较封闭

的状态
。

4
.

从研究古人类物质生活深入 到

精神世界
。

如前所述
,

从 对手斧这一

标型器物工艺流程的研究
,

使人们 认

识 到 即 使 在几十万年前人们在制造

工具时
,

意 识 中 已 有一个模板
,

并

按 此模板设计一个完 整 的 制 作程序

( s t r a t e r g y )
。

这一认 识 为 研究人

类思维的起 源与进化开辟 了新的研究

领域
。

.0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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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维斯 的理论提出已 5 0年了
,

为

什么 能在世界范 围内引起如此持久而

广泛 的争论
,

从研究历史 的回顾我们

看到
,

这一命题实际包含两 个次一级

的命题
:

( 1 )东亚地区不存在 M o d e 日

技术中的典型器物
、

手斧及勒瓦娄哇

虽然对莫维斯线存在与否 的争论

还在继续
,

但研究的范围
、

方法及思

维观念都在一步步深化
,

主要表现在

如下几个方面
:

1
.

由静态类型学到动态类型学
。

最明显的例子 是关于 手斧的定 义
,

虽

然从莫维斯线的提出之初
,

莫维斯就

对 尸et jlt a nl a n 的 一 些似手斧制品予

以否认
,

认 为它和真 正 的 手 斧不 同

( M o v 、 u s ,

1 9 4 4 )
。

但随着中国的

丁村遗址和朝鲜的全谷里遗址中一些

双面修理工具的发现
,

一些学者仍然

认 定 这些 遗 址 属 于 手 斧 文 化 传

统 ( Y } e t C }a r k
,

1 9 8 3 ;
黄 慰 文

,

1 9 8 6 )
,

而 这 促进 了对制作 手斧工

艺流程 的研究
,

结果表明
:

东亚发现

的ib f a c e普遍缺 少去 薄技术
,

因 此不

同于西方的手斧
。

2
、

文化类型划分上由标型器物到

器物组 合的转变
。

受材料的限制
,

当

莫维斯提出两个文化圈理论 时
,

东亚

地区材料仍十分有限
,

包括 周口 店如

此重 要 的 遗址也只有 C 层的材料发

表
,

因此东亚地区被概括为缺少手斧

中国是东亚的主要地区
,

其 旧石

器研究不仅在东 亚
,

而且在世界上的

位置也举足轻重
。

对于莫 维 斯 线 的

研究也理当如此
,

遗憾的是大多数学

者 对这一理 论 的 探 讨仍停留在命题

( 1} 上
,

而 对于命题 ( 2 ) 的研究还

很少涉及
。

为此
,

笔者 认为
:

1 加强区域性的综合研究
,

不仅

研究文化和技术的源流
,

还要考虑产

生 这种文化 的
“

相
” ,

在进行文化 对

比时不仅 对文化 因素进行对比
,

还 要

对其存在
“

相
”

进行对 比
。

吸收最新

的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
,

进行多学科

综合研究的同时还要 大胆提出不 同理

论和假设
。

2
.

目前 为止 中国境内唯一可与西

方传 统 可 以 对比的遗址 仅水洞沟一

处
,

这点应该 是 多 数 中外学者的共

识
。
因 此探讨水洞沟文化的源流

,

将

会为揭开
“

莫维斯线
”

的神秘面纱提

供有力证据
。

本文是在导师 吕遵愕教授指导下

完成
,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 王幼平老师

的多次鼓励和帮助
,

作者在此谨表谢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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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目主持 / 赵曙光

<文物世界 》 是一本注重学术性
、

知识性
、

可读性
、

艺术性完美结合 的
,

雅俗共赏
、

图文并茂的双月刊杂志
。

本刊 坚持大文物意识
,

全方位视角
,

面向社会 更多层次的读者传

播人类文明
,

弘扬传统文化
,

开展学术研究
,

普 及文物知识
。

本刊设有人类遗产
、

学术论坛
、

大视野
、

新发现
、

精品赏析
、

博物馆长廊
、

名人 星 座

等栏 目
。

分别介绍中外重要 的人 类遗产
、

重大考古新发现
、

著名博物馆
,

文物界名 人
,

各

类文物珍 品
,

文物重大事件及文物工作态势
,

发表 中外考古发掘
、

古建保护
、

博物馆学
、

民间传统 艺术研究的学术论文
、

发掘简报
、

学术会议综述
、

名家专题访谈及中外著名文物

景点游览观 光的散文游记
。

文稿要求 内容真实
,

逻辑填密
,

文笔流畅
,

可读性强 (论 文不

超过 8 0 0 0 字 其它文章不超过 5 0 0 0字 )
。

欢迎 多附图片 (要求曝光准确
,

色彩逼真
,

最好为反

转片 ) 恭候您惠赐大作
,

. 来稿请寄
:

山西省太原市文庙巷 2 2号文物世界杂志社 . 邮编
:

0 3 0 0 01

. 电话 ( 传真 ) 0 3 5 1一 4 0 3 7 3 4 5

稿征启事
.0西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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