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头打制的箭头
□本报记者 高玉璞

我的名字叫石镞（zú），《说
文解字》中是这样描述的：“镞，
利也，从金族声。”

古籍中有《楛矢石砮》的
典故。楛（hù）是一种荆类植
物，茎可以制作箭杆，“砮”
（nǔ）便是我，简单地说，就是
石头打制的箭头。

追溯我的出生年代，得从
旧石器时代晚期说起。那时
气候虽有温湿、干冷的变化，
但在距今 4 万年至 1.5 万年
前，大气候是干冷的，导致原
始人类捕获猎物特别困难。
为了生存，人类创造了投矛
器、脱柄鱼镖等狩猎工具。但
这些投掷式的工具面对奔跑
如风的野兽却没有优势。于
是，人类又利用木棒等工具狩
猎。投矛面对距离稍远些的
猎物，总是让人“望物兴叹”，
使用木棒的弊端是攻击范围
小，用石头砸，精准度又常被
大打折扣。

聪 明 的 人 类 发 明 了 弓
箭。弓箭相比投掷武器不仅
射程远，而且命中率高，特别
是对付鹿、野羊、野牛这种善
于奔跑的猎物，简直可以用

“一物降一物”来形容。为了
让弓箭发挥更大的作用，人类
便在箭头上下功夫。

到新石器时代，人类制作
石器的工艺水平又上一层楼，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石质箭头，
我们石镞家族日显庞大。

我们箭镞作为箭的前端尖
峰,是弓箭中最具杀伤力的部
分。弓箭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臂杆、弹弓和箭镞。臂杆为长
条状，一端抵在弹弓上，另一端
固定我们箭镞。弹弓的弹力将
我们射出，迅速击中目标，让猎
物或敌人受到重创。

我们在历史的舞台上活
跃了很久，从北方旧石器时
代晚期、新石器时代、青铜器
时期，直至秦、汉，形状也从
最简单的扁平三角形、较简
单的圆锥形，发展成为锋利
的三刃棱，使我们具有更大
的杀伤力。

当青铜器、铁器发达后，
我们才淡出人们视线。虽然
我们这些由石头打制而成的
古老狩猎工具穿透力和杀伤
力不及青铜制品，却承载着
人类文明向前迈出的重要一
步。我们石镞见证了人类在
征服自然过程中的智慧与勇
气，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
深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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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

交流互鉴的桥梁

在距今 15000 年前后的中石器
时代，地球从最冷向逐渐变暖变化，
海平面降低达百米左右。在气候逐
渐变暖的情况下，呼伦贝尔草原的地
理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星罗棋布
的湖泊、湿地在草原上形成。

扎赉诺尔盆地东距海拉尔区 168
公里，西距满洲里市 29 公里，南濒呼
伦湖，北有海拉尔河，东、西、北三面
被呼伦贝尔高原环抱，埋藏着丰富的
褐煤资源。扎赉诺尔煤田生成于 1.3
亿年前，煤系厚 5000 米，煤田面积达
1.035 平方公里，有标准的中生代化
石层，在近百年的开发中多次发现古
生物和古人类化石，引起世人关注。

自 1927 年开始，在扎赉诺尔的
地下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
址。1933 年，这里发现第一个人头
骨，后被考古学家命名为“扎赉诺尔
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
家、地质学家裴文中先生三次到扎赉
诺尔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获得古人类
头骨化石及其遗物，于 1948 年编撰
了《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著作。著
作中第一次提到“扎赉诺尔人”“扎赉
诺尔文化”的学说。裴文中先生所
处的时代科技没有现在发达，无法准
确测定“扎赉诺尔人”的年代，只能从
出土层位认定“扎赉诺尔人”的年龄
大约在 1 万年以前，这一论断得到世
界考古界的普遍认同。

“扎赉诺尔人”以渔猎为生，考
古 人 员 在 出 土 人 骨 化 石 的 地 层 中
采 集 到 了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至 中 石
器 时 代 的 刮 削 器 、石 叶 、石 片 、石
核 ，也 有 石 箭 头 ，说 明“ 扎 赉 诺 尔
人”在石器的制造和加工方面有了
较大进步，已具有较高的劳动技巧
和活动能力。他们改善了打击、琢
削、压削和修理石器的方法，制出更
加 多 样 、精 细 、美 观 、锋 利 的 石 器 。
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已懂得制造复合
式工具和复合式武器，比如在木棒
上装上石矛头制成矛，为石斧装上
木柄，他们还把精制的石片嵌入骨
柄 中 ，制 成 带 骨 柄 的 刀 或 锯 ，用 来
剥 削 兽 皮 或 树 皮 。 他 们 还 懂 得 用
骨针和骨锥把兽皮缝制成衣服，遮
挡身体。

“扎赉诺尔人”走过万年历程，
留下了承载历史的遗址遗物，向世
人讲述着曾经的故事。

（赵艳芳 供稿）

□长福

新石器时代，作为石器时代的
辉煌终章，在考古学的长河中占据
着举足 轻 重 的 地 位 。 新 石 器 时 代
大 约 从 1 万年前开始，大致在距今
5000 至 2000 多年间结束。这一时期
是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迈向文明曙
光的关键。

在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
化别具一格，细石器工艺达到登峰造极
的境界。从呼伦贝尔新石器时代中晚
期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来看，无论是数
量还是种类，都透露出鲜明的贫富差距
与等级分化，这标志着阶级社会的雏形
正在形成。

尽管早期的呼伦贝尔与中原地
区之间文化交流缺乏直接的文字记
载，但透过邻近文化与中原的政治、
文化交融，我们能感受到两地间深
厚的文化认同与交流。这种交流如
同一条隐形的纽带，将呼伦贝尔与
中原紧密相连。例如在《鲁语·孔丘
论楛矢》中，就记载了一段孔子说楛
矢的佳话。

春秋时期，孔子在陈国，一只被
楛矢射中的隼鸟不期而至，落在了陈
侯的庭院。陈侯及下人从未见过这
种箭，十分好奇，便派人向孔子请教。
孔子以其渊博的知识，解读出这支箭
乃肃慎国所制，并讲述了周武王伐纣
后，肃慎国进贡楛矢石砮的往事。武
王为了彰显其德政，特在箭上刻铭文
并赏赐给诸侯。陈侯听了孔子的话，
找到楛矢，上面果然刻着“肃慎氏之贡
矢”，这便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屡有提及
的《楛矢石砮》。楛矢石砮不仅是东北
及北方部族向中原王朝进献的宝贝，
更是两地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新石器时代，呼伦贝尔地区与
嫩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的新石器文
化相互交融，彼此影响。其中，制作
工艺精湛的石镞作为贵重礼品，在不
同文化间穿梭往来，成为交流互鉴的
媒介与桥梁。这些石镞，不仅见证了
呼伦贝尔新石器时代的辉煌，在促进
地区文化发展中也发挥了不可磨灭
的作用。

（作者系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
副研究员）

【观点】

万年“扎赉诺尔人”

【史话】

石镞即石质箭头，是原始弓箭的重要组成
部分，绑在箭杆上，与弓一起使用。在呼伦贝
尔博物院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的“星熠北方—
史前时期的呼伦贝尔”展厅，便有这样一组精
美的石镞。

原始人类无论狩猎还是游牧,都离不开锋
利的工具或武器,因此促进了细石器的发展。
细石器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指用间接打击
法制成的小型细石核、细石叶和用这些细石核、
细石叶进一步加工的石器，直接反映出人类思
维与技能的提高。细石器中，石镞是最高级的
工具和武器。

多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发掘，呼伦
贝尔地区共发现新石器遗址240余处，大多分布
在河流及湖泊附近，以哈克遗址、辉河水坝遗址、
东乌珠尔墓群遗址等为代表，年代距今8000至
4000年。各遗址中均出土有石镞，材质有白云
岩、燧石、玉髓、玛瑙等，其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
在国内首屈一指。

1985年7月，在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发
现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出土细石器、骨器
270余件，其中148件均为三角凹底形石镞。考
古专家根据器身形态，将这些石镞分为四种形
式：弧边三角凹底形、直边三角凹底形、纤细直边
三角凹底形、亚腰三角凹底形。石镞长在3.2厘
米至6.7厘米间，通体压剥，器身两侧的下半部略

内收，成亚腰状双尾翼，外张似燕尾,镞尖部脊棱
明显，断面较厚。这种三角形双翼石镞便于缠捆
在箭杆上，用来射杀体格较大的动物。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佟柱臣先生 1987年在
呼伦贝尔盟文物站见到这批石镞后，在他编撰
的《中国新石器研究》中赞叹：“制作石镞的工
艺水平，无论大型、中型、小型的哪一型，大小
都近似；无论大型、中型、小型的哪种形式都非
常相似，如同一范制成；无论大型、中型、小型
的哪一种型都是压剥，工艺方法也一致，这种
大小相似、形式一样、工艺一致，类似范制实为
手制，表明了工艺的娴熟稳定程度，登上了细
石器的顶峰。”

石镞在细石器中工艺最复杂、技术水平含量
最高。呼伦贝尔地区各遗址先后出土的石镞有
柳叶形、桃形、三角形和四棱形四大类。三角形
凹底石镞是在桃形石镞基础上发展出的更高的
加工技术，在众多出土这种石镞的遗址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哈克遗址，因此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
化也被称为“哈克文化”，时间为距今6000年至
5000年间的呼伦贝尔地区考古学文化。陈巴尔
虎旗东乌珠尔苏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属
于哈克文化范畴。

哈克文化诸遗址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市境
内。呼伦贝尔地处我国最北部，是内蒙古自治区
的一个地级市。在幅员辽阔的呼伦贝尔大地上，

中部是巍峨的大兴安岭，岭西是一望无际的呼
伦贝尔大草原，岭东是绵延起伏的嫩江流域丘
陵沃野。大兴安岭发育出3000多条大小河流，
还有 500多处湖泊沼泽，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
源。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是远古人类狩猎
捕鱼的天堂，当渔猎经济高度发展后，呼伦贝尔
草原成为转向游牧经济的理想王国，所以这里
留下了史前渔猎、游牧经济的遗迹。呼伦贝尔
地区发现以“细石器”为特点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数百处，是当时的原始人从事渔猎、游牧经济的
实物佐证。

仔细观察石镞表面，发现它是先在石核上打
石叶，经过修整，制成一定形状的石镞坯料。尤
其在最后的工艺上，至少可以看出三道工序：压
剥石镞的坯料两边时，先从一侧向中间连续压
剥，压剥痕迹多是连续的平行条痕，叶缘呈锯齿
状；另一侧向中间压剥，压剥痕迹也是连续的平
行条痕，叶缘也呈锯齿状。由于压剥边缘加工力
量重，而且还是两侧压剥，所以石镞两侧边较薄，
中间则形成较厚的凸棱。最后一道工序是压剥
石镞的底部，覆盖原来的压剥痕迹，使石镞更加
规整、锋利。

时光的流转散不去历史的记忆，石镞作为
远古狩猎工具或兵器的一部分，虽然早已淡出
人们的视线，但它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留下了
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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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石镞

长3.2厘米至6.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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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石镞时，先在石核上打
石叶，再经过修整，制成一定形
状的石镞坯料。

仔细观察石镞，可
以看出后期的三道制
作工序：压剥石镞的坯
料两边，先从一侧向中
间连续压剥，然后另一
侧也向中间压剥，使石
镞两个侧边较薄，中间
形成略厚的凸棱。最
后压剥石镞的底部，覆
盖原来的压剥痕迹，使
石镞更加规整、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