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時期的中國
時 代 舊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

時 間 距今 170 萬年前 距今 8 千年前

文化代表
初期：北京人；晚期：山頂

洞人

仰韶-彩陶文化；龍山-黑陶文

化

體 質

初期：介現代人和人形猿之

間 

晚期：進化成真人，具現代

人體質

具現代人體質

生 

活

食 採集、漁獵 畜牧、農耕

衣 發現骨針，已有縫紉能力 以絲、麻縫製衣服

住 天然山洞 半地穴式

工 具 打製石器，較粗糙 磨製石器，較精細

與自然的關

係
人士自然的寄生者 人是食物的培育者與生產者

重要發明 用火 農業

陶 器 無 有

文 字 無 陶文，中國文字的先驅

宗教信仰
晚期：從埋葬的習慣及殉葬

品看來已有信仰未來的觀念

卜骨、特殊葬儀、祖先崇拜，

宗教信仰有相當程度的發展。

文化發展 極緩慢 因分工合作，較快速

文化

遺址

　
幾乎遍及南北各地，包含台

灣的遠古石片文化

早期
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

隕縣人、隕西人

晚期 山頂洞人及廣西等地

中原地區〈黃河流域最普遍〉

及其他地區〈長江下游、太湖

沿岸、漢水流域、塞北、東北、

華北、甘肅、青海、東南沿岸、

台灣〉除仰韶、龍山文化之外，

另有河姆渡、繩紋陶、屈家嶺、

紅山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