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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
,

对 旧石器晚期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的热点问题
,

主要原因有二
,

一是受国际学术界对现代人起源研究的影响
,

关于现代中国人起

源过程成为考古学家致力追求的学术目标
;
二是受农业起源研究的推动

,

新旧石器过渡阶段成

为史前考古学研究中新的知识增长点
。

本文的目的是运用区系类型方法
,

重新梳理中国北方地

区的旧石器晚期文化
,

以期了解这一阶段文化发展过程及其发生变化的驱动因素
。

一 研究简史

1 9 2 3 年德 日进和桑志华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和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的工作应是 中国北

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最早的发现和研究
,

最初认为其时代属于 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

向晚期奥瑞那文化过渡阶段〔`〕 ,

后进一步确认两处遗址 的文化性质并不相同
,

时代应归旧石器

时代晚期
。

相比之下
,

1 9 3 4 年发掘的山顶洞遗址一直被视作旧石器晚期文化的代表之一 2j[
。

1 9 4 9 年以后
,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许多省区都有发现
,

而大量的发现和研究则 主要集

中在七八十年代
,

重要遗址有河南安 阳小南海遗址 3j[
,

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川
、

沁水下川遗址川
、

蒲县薛关遗址 6[]
、

吉县柿子滩 遗址 7[]
、

襄汾柴寺遗址 (即丁村 7 7 0 1 地点 ) 83[
、

陵川塔水河 遗

址川
、

河顺当城遗址 l[ 。〕、

阳高神泉寺遗址等〔” 〕 ,

河北 阳原虎头梁遗址 [ ’ 2〕、

籍箕滩遗址 〔̀ 3〕、

西 白

马营遗址 〔“ 〕、

新庙庄遗址〔` 5口
、

油坊遗址 〔’ 6 〕等
,

陕西韩城禹门 口 [] 7 〕 ,

甘肃东部以刘家岔巨’ 8 〕、

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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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91 〕为代表的地点群
,

辽 宁凌源西八间房 20[ 口
、

海城小孤山21[ 〕 ,

黑龙江 呼玛十八站 22[ 〕以及 山

东sz[ 〕和苏北咖〕的一些发现等 (图一 )
。

代表北方旧石器晚期文化发现与研究的一个高峰
。

39
。.
38

声 、毕

2

尹
尹

必弩

.l4 阿

阿呀
..lsl 尸 属,了

山1.

6
.岁

丝丝) C

图一

求 旅

中国北方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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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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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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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窑洞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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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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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榆树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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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峪 28
.

窑子头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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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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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白马营 31
.

新庙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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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藉滩 33
.

油坊 34
.

山顶洞 35
.

王府井东方广场 36
.

四方洞 37
.

孟家泉 38
.

灰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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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村 40
.

亭泅涧 41
.

西八间房 42
.

小孤山 43
.

灵井 44
.

大岗 45
.

宅科 46
.

莲花山

4 7
.

凤凰岭 48
.

黑龙潭
、

望海楼
、

大贤庄
、

爪墩 49
.

桃花涧

从 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初期
,

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冀东地区
,

发现有青海小柴达木湖遗

址 仁2 5 〕 ,

河北玉 田孟家泉 [ 2 6」
、

承德四方 洞仁, 7 〕
、

昌黎亭洒涧〔 , 8〕、

迁安爪村等 [ 2 9口
,

河南舞阳大 岗 [ 3 0」

等
。

面对大量的考古发现
,

研究者开始总结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特点
。

黄慰文将旧

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划分为小石器工业
、

石叶工业和细石器工业三种类型 3[ ’ 1
。

张森水划分为两

个工业类型即以直接打击的小石器为主的工业和长石片一细石器工业 ) 口
。

李炎贤根据制作工

具的素材
、

技术
、

工具类型划分为石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
,

以水洞沟为代表
;细石叶为特征的文

化
,

以下川
、

薛关
、

虎头梁为代表
,

应 出现在距今 2一 1 万年间
,

并延续到新石器时代
; 以石片为

主要特征的文化
,

在整个北方地区普遍存在
,

大约从距今 4 万年延续到 1 万年娜〕。

90 年代后期以来
,

随着现代人起源和人类行为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

以及新的发

掘技术的采用和研究视野的扩大
,

北方地区 旧石器晚期文化的研究进人 了新的阶段
。

一些重要

遗址被重新发掘研究
,

主要有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
、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
、

河北阳原马鞍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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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群
、

河南郑州织机洞遗址
。

另外在东北地区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咖〕。

研究者或对中国旧石器文

化的分期问题提出新看法j 〕 ,

或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划分为东部早期的穴居者
、

东部晚期

狩猎者和西部专业狩猎者三个类型饰〕 ,

或通过追踪水洞沟人的足迹探讨异域文化对中国北方

旧石器晚期文化的影响及其在现代中国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

在这一阶段无论研究思想还是

研究手段都越来越和国际接轨
。

二 地层
、

年代与文化分期

中国 旧石器晚期文化的起始年代 目前仍没有统 一的看法
,

至少有距今 5 万年 v3[ 」、

4 万

年 s8[ 」、

4一 3
.

5 万年咖〕 、

3 万年即〕几种说法
。

虽然如此
,

除了有人建议把萨拉乌苏遗址归为 旧石

器时代中期外阳」
,

其它旧石器晚期遗址的归属似乎没有引起异议
。

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内部的分期
,

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

通常的表述为
“

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
” 、 “

旧石器时代晚期

之末
”

等
,

至于二者之间的分界线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

为此
,

本文根据已经发表的各遗址的

年代数据结合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成果
,

首先讨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分期问题
。

(一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晚期遗址 的年代

在北方地区
,

泥河湾盆地的第四纪地质研究虽仍存在许多待解的问题
,

但到 目前为止
,

仍

是研究最为详细且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现比较集中的地 区
,

因此首先确定这一地 区旧石器

时代晚期文化的年代序列可以为确定其它地区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提供一个参考标准
。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晚期遗址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
。

一类为石片石器文化
,

包括峙峪遗址
、

新庙庄遗址
、

神泉寺遗址和西 白马营遗址
; 另一类为细石器文化

,

包括虎头梁遗址
、

籍籍滩遗

址
、

西水地地点群
、

新庙庄上层文化
、

油坊遗址等
。

从地貌位置来判断
,

这两类遗存的年代存在

差异
,

前者主要位于桑干河及其支流的二级阶地的底砾层中 ( 图二 )
,

后者则存在于同一级阶地

的上部 (图三 )
。

这一层位关系在新庙庄遗址中表现得最为清楚 (图四 )
。

遗址所在地貌为桑干

河一条支流的二级阶地
。

二级阶地的上部为马兰黄土
,

下部为一套河流相的砾石层
,

再下为一

套湖相地层
,

砾石层和湖相地层之间为侵蚀接触关系
。

在同一剖面上存在两个文化层
,

其中上

文化层为细石器文化
,

位于马兰黄土的底部
,

下文化层位于砾石层中
,

属于石片石器文化
。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测年数据仍十分有限
,

但结合第四纪研究的一些成果
,

仍

能提供一些初步的判断
。

研究表明
,

距今 3 万年前
,

泥河湾古湖开始肢解为若干小湖并逐渐咸化
,

因此
,

在虎头梁一带湖相地层顶部有丰富的钙质沉积
,

钙质物的碳十四年龄为距今 3 1 9 2。士 1 3 0 0

年
,

大同许堡东大沟湖相地层顶部水菱镁矿的年代为距今 2 5 8 5 0士 30 0 年
,

大田洼的官厅村北
,

湖

相地层顶部与上覆黄土地层之间钙质层的年龄为距今 2 7 7 0 0士 5 00 年
。

表明在距今 3 万年前
,

在

泥河湾盆地
,

统一贯通的桑干河并未形成
,

那么桑干河最早阶地的年龄也就不会超过 3 万年
,

这

意味着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年代的下限为距今 3 万年左右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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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虎头梁遗址地层剖面图

在已有的年代数据中
,

峙峪遗址的碳十四年龄为距今 2 8 1 3 0士 1 3 7 0 年
、

2 8 9 4 5士 1 3 7 0 年和

3 3 1 5 5士 6 4 5 年
,

一般认为是距今 2
.

8 万年 , 3」 ,

西白马营遗址铀系测年定为距今 1 8 0 0 0士 1 0 0。
、

1 5 0 0 0士 1 0 0 0 年 [“ 〕 ,

虎头梁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为距今 1 3 0 0 0一 1 1 0 0 0 年 [` 5 ]
。

考虑到铀系法

测年的适用范围
,

西 白马营遗址的年代数据可能存在较大的误差
,

上述峙峪遗址和虎头梁遗址

的年代数据基本上可以代表泥河湾盆地石片石器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的年代
。

据此我们将泥河

湾盆地旧石器晚期文化划分为两个文化期
。

早期阶段一般位于二级阶地底砾层
,

时代大约为距

今 3一 2
.

6 万年之间
,

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a6[ 〕3 的晚期
,

可 以峙峪遗址 为代表
,

称峙峪文化

一 1 3 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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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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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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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晚期一般位于二级阶地的上部
,

绝对年代在距今 1
.

3一 1 万年之间
,

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2 的晚期
,

可以虎头梁遗址为代表
,

称虎头梁文

化期
。

(二 )洞穴遗址的年代问题

在北方旧石器 晚期遗址中
,

有一

部分为洞穴堆积
,

其中多数遗址都有

测年
,

如能结合动物群所反 映的气候

和时代特征进行综合判断
,

可 以丰富

我们在泥河湾盆地确定的年代标尺
。

山顶洞遗址 目前共有 17 个测年

数据
,

其中最早根据常规碳十四为距

今 10 4 7 0 士 3 6 0 年 (标本来 自 L 4 )和

18 3 4 0士 4 1 0 年
,

U 系法为距今 1 9 0 0 0

士 1 0 0 。 年 (标本无 层位 )
,

后 根据加

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定认为山顶洞 文

口口 .......................

图例
皿皿

马兰黄土
匹噩}

砾石层
匡墓妻

粉砂:

图四 新庙庄遗址地层示意图

化层堆积的年龄为距今 2
.

7 万年左右
,

而下窖堆积的年代为距今 3
.

4 万年团〕 。

根据动物群资

料
,

山顶洞遗址存在 的果子狸 (尸 u g u m a z。 vr “ t。 )和猎豹 ( A ` 、 口

即 x cf
.

j ub
o t us ) 都是现今生活

在南方的动物
,

说明山顶洞时期的气候应比较温暖湿润
,

而距今 1
.

8 万年前后正是末次冰期的

极盛期
,

3
.

4一 2
.

7 万年期间相当于全球气候变化曲线上的阶段 3
,

是一个相对暖湿的时期
,

因

此
,

山顶洞遗址的年代应 当为距今 3
.

4 一 2
.

7 万年帅」。

小孤山遗址的第三层为角砾
、

砾石夹黄褐色粘土质粉砂层
。

此层在洞 口 附近厚达 2 米以

上
,

出土了一些骨角制品
、

石制品和动物化石
。

热释光年代测定为距今 4。。 。。士 3 5 0 0 年 , 9〕。

这

一年代数据明显早于峙峪文化期
。

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年代数据明显偏大
,

应在距今 3一 2 万年

之间s0[ 」
。

如果是这样的话
,

那应和峙峪文化期相当
。

塔水河遗址的年代为距今 2
.

6 万年
。

发现的动物化石有赤鹿 ( ce 二
u 、 ` IP h。 )

、

葛氏斑鹿

( C e vr u s g r a夕 i )
、

岩羊 ( p s e u j o i s cf
.

n
卿

a u r )
、

绵羊 (O v i s s p
.

) [5 `〕
。

河南安 阳小南海遗址下部碳十四测年为距今 2 4 10 0士 5 00 年
。

发现 的动物化石有披毛犀

( C o e zo j o n t a a n t i g u i t a t i: )
、

最后 馥狗 ( e or
c u z a u zt im a )

、

洞 熊 ( U
r s u s s P e l a e u s

)
、

野驴 ( E g u u s

h e m i o n u s )
、

普 氏羚羊 ( G a z e zz a P r z e w a zs ky i )等 [ 5 2〕。

山西和顺 当成背窑湾的绝对年代为距今 3 14 9 5士 1 5 7 。 年
、

2 8 7 3。士 1 1 75 年
。

伴生的动物化

石 有最 后 馥狗
、

普 氏野 马 ( E q u u 、 P rz e w al
s
勿 i )

、

披毛 犀
、

骆驼
、

河套 大角鹿 ( eM
g al oc

e
or

、

一 1 3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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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d o s ia n u : )
、

赤 鹿
、

东 北 抱 ( ac P r e o z u: m a n c人 u r ic u s )
、

普 氏 羚 羊
、

鹅 喉 羚 ( G a z e l la cf
·

s u bg u t t u r o s a )
、

岩羊 ( p s e u j
o i: cf

.

n
即

a u : )仁
5 3口

。

上述三个洞穴遗址的绝对年代都在距今 3
.

5一 2
.

6万年之间
,

动物群的性质也基本相同
,

多数种属为现生种
,

少数为绝灭种
,

和绝对年代的测定结果比较吻合
。

但还有几个洞穴遗址缺乏绝对年代测定
。

陕西韩城禹门 口
,

由于出土的化石比较破碎
,

能够鉴定到种属的动物很少
,

刘士获等认为

其时代略早于峙峪遗址咖〕 。

河北承德 四方洞
,

动物化石有 中华 黔 鼠协乃
夕口 s p a za x fo

n t a n i e r i )
、

鹿类 ( e e r o u : s p
.

)
、

牛

( B o s s p
·

)
、

犀牛 ( R h i n co
e or s s p

.

)
、

野兔 ( L eP
u : s p

.

)等
。

由于出土的动物化石 比较破碎
,

可以鉴

定到种属者很少
,

能鉴定到种属的又不见时代标志鲜明的种类
,

同禹门口遗址一样
,

仅根据动

物化石很难确定其时代
。

从地质地貌情况来看
,

该洞口开 口很低
,

堆积情况和附近二级阶地相

对应
,

因此其时代不应早于晚更新世
,

可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晰习
。

对于这两个遗址的年代
,

承德四方洞 由于可以和附近二级阶地的堆积进行对 比
,

估计其年

代应和其它洞穴年代一样在距今 3
.

5一 2
.

6 万年之间
。

禹门口的年代也应在这一年代范围内
。

总之
,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的年代应该在距今 3
.

0一 2
.

6 万年之间
,

个别遗

址 即使早到 3
,

5 万年前后
,

也和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峙峪文化期年代基本相当
。

(三 ) 冀东和北京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上世纪 80 年代后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

和冀东秦皇岛
、

唐山一带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调查
,

发现一批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

孟家泉遗址位于河北省玉 田县城东约 3 公里的石庄村村北 2 00 米
,

遗址西依荣辉河
,

处于

京秦公路和京沱公路之间
。

根据地层对 比及所在地貌位置
,

原调查者认为孟家泉遗址的时代大

致与附近河流二级阶地的形成时期相当
。

遗址 文化层 中含有大量 的哺乳动物 化石
,

但能鉴定到种 的不多
,

主要有诺氏古棱齿象

( p a l a e o l o x o d o n n a u m a n n i )
、

披毛犀
、

普氏野马
、

野驴
、

原始牛 ( B o , P r im i g e n i u : )
、

赤鹿
、

葛氏斑

鹿
、

虎 (尸 a nt he ar it g 月: )
。

在这些动物群中诺氏古棱齿象
、

披毛犀
、

原始牛
、

葛氏斑鹿是晚更新世

的典型动物
,

其它动物为现生动物
,

因此遗址的相对年代应为晚更新世晚期 56[ 〕 。

亭泅涧遗址位于昌黎县城东北 2 公里处
,

距其东南的亭泅涧村约 0
.

5 公里
,

海拔 65 米
。

该

地点背靠燕山余脉亮甲山
,

南为平原
,

京山铁路从地点南部穿过
,

其东南 14 公里为渤海
。

亭洒

涧南为饮马河
,

东北为东沙河
,

两河向东注入渤海
。

地点附近的山前地带为饮马河的支流
,

支流

两岸有两级阶地发育
。

二级阶地紧靠山脚
,

石制品发现于二级阶地堆积的上部
,

文化层直接位

于震旦系硅质灰岩上
,

厚 2
.

8 米
,

上覆 0
.

2 米厚的耕作层即〕 。

迁安爪村旧石器地点位于迁安县城东南约 10 公里的爪村附近
,

发掘点在原公社所在地西

约 5 0 0 米处
。

1 9 5 8 年发现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发现于滦河二级阶地上
,

高出河水面约 20

一 1 3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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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1 9 7 3 年发现的石制品位于同一级阶地
,

只是层位略高一些
。

爪村出土的动物群与丁村动物群
、

许家窑动物群和萨拉乌苏动物群性质基本相似
,

但在爪

村动物群中没有德永氏象 (尸 a la e ol ox
口

do
n
cf

.

t ok un
a g ia )

、

梅 氏犀 ( D i ce or hr in us m e cr k i) 和葛

氏斑鹿
、

裴氏转角羊 ( SP i or ce or
:
eP “ )

。

上述四种动物被认为是延续到更新世较早阶段的中更

新世代表动物
,

前三种见于丁村动物群
,

后两种见于许家窑动物群
,

萨拉乌苏和爪村都没有这

些动物
,

因此可以认为二者年代相当
。

依铀系法研究萨拉乌苏的年代为距今 5一 3
.

7 万年
,

爪村

为距今 5一 4
.

2 万年
,

同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又根据软体动物化石
、

抱粉化石和介形虫的研

究
,

认为含石器的地层 比较新
,

故其时代为晚更新世后期 ss[ 〕 。

1 9 9 6 年发现的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是 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

根据碳十四

测定的数据
,

遗址的年代为距今 2 2 6 7 。士 30 0 年
。

1 9 9 7 年在该遗址附近的中银大厦又发现一处

旧石器晚期遗址
,

时代和前者相 当呻口
。

北京和冀东地 区的这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主要分布在河流的二级 阶地上
,

但爪村的年

代最早
,

亭泅涧遗址位于二级阶地的上部
,

时代可能最晚
,

孟家泉遗址的年代应该和它相差不

大
。

如果和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晚期文化相对 比
,

亭洒涧遗址
、

孟家泉遗址的年代和以虎头梁

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相当
,

爪村遗址的年代比以峙峪遗址为代表的年代早一些
,

应属另一较早

阶段的文化期
。

而王府井东方广场的年代比峙峪文化期略晚一点
,

但可视为同一文化期
。

(四 ) 山西南部地 区

山西南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有襄汾柴寺 ( 丁村 7 7 0 1 地点 )
、

下川遗址
、

薛关遗址

和吉县柿子滩遗址
。

丁村 7 7 01 地点位于汾河二级阶地底砾层 中
,

同层原生蚌壳所测年龄为距今 2 6 4 0 0 士 80 0

年仁6 0 ]
。

下川文化位于山西沁水县下川地区
,

位居 中条山东端
,

在富益河的二级阶地上存在上下两

个文化层
,

上文化层为典型的细石器
,

即通常所谓的
“

下川文化
” ,

下文化层为石片石器
。

根据碳

十四年代测定
,

一般认为其上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 2
.

3一 1
.

6 万年
,

但个别地点的测年数据还

要更晚一些
,

下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 3 万年仁6`〕 。

薛关遗址和柿子滩遗址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
,

地层剖面和绝对测年以及动物化石都可对

比
,

前者绝对测年为距今 1
.

35 万年呻口
,

后者为距今 1
.

6一 1 万年 63[ 〕 ,

和虎头梁遗址年代相当
。

和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相比
,

丁村 7 7 01 地点的年代相当于峙峪文化期
,

薛关遗

址
、

柿子滩遗址和虎头梁文化期年代相当或略早一些
,

而下川上文化层的年代介于二者之间
。

(五 )河套地区和甘肃东部遗址群

河套地 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有二种类型
,

一种是以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为代表的石 叶工

业
,

一种是以萨拉乌苏遗址为代表的小石器工业
。

萨拉乌苏河是黄河支流无定河的上游
。

在乌审旗的大沟湾一带
,

无定河在 50 一 80 米深的

一 1 3 3 一



考古学报 2 0 0 7年第 2期

峡谷中穿行
,

在峡谷的峭壁上露出一组约 60 米的湖相地层
,

这组地层 由细沙
、

淤泥和风成沙丘

构成
,

河套人化石就埋在距地表 45 米深的地层中
。

其中含有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

在地质学上

被称为
“

萨拉乌苏组
” 。

长期以来被作为华北晚更新世标准地层
。

萨拉乌苏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有诺氏古棱齿象
、

野驴
、

野马
、

披毛犀
、

普氏羚羊
、

河套大角

鹿
、

原始牛
、

王氏水牛 (刀 u , a z u : w a n sj o c* i )
、

赤鹿等〔6`」。

在这个动物群中食草类占的比例最大
,

说明当地环境以草原为主
,

但同时有水牛与象类化

石存在
,

说明当时环境比较温暖
、

湿润
,

应有树林与水域存在
。

根据碳十四和铀系法测年
,

萨拉乌苏的年代为距今 5 一 3
.

5 万年 65[ 〕 ,

结合环境特点应相当

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3
。

近年研究认为
,

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应该大于 7 万年嘟〕。

甘肃环县赵家岔遗址
,

其地层剖面下部为一套砾石层
,

中部为杂色湖相沉积
,

最上部为一

段马兰黄土
,

石制品均出 自中部的湖相地层 中
,

伴生的动物化石有披毛犀
、

普氏野马
、

野驴
、

河

套大角鹿
、

赤鹿
、

普氏羚羊
、

原始牛等
,

与萨拉乌苏动物群十分相似
。

原作者认为和峙峪遗址的

年代相当
。

但也有学者根据文化性质认为早于峙峪而与许家窑遗址的年代相去不远
。

考虑到

这些意见
,

把刘家岔遗址的年代置于阶段 3 的早期即距今 5一 3
.

5 万年比较合适
,

与萨拉乌苏

遗址的年代相当
。

其它如甘肃径川南峪沟和桃山嘴
、

甘肃镇原黑土梁发现的旧石器遗址的地层

剖面和动物群与赵家岔遗址相比基本相同
,

应属于同一时期的文化阳」。

水洞沟遗址位于银川市东南 30 公里
、

灵武县城以北 46 公里
。

这一地 区第四纪的沉积主要

位于第三纪末期剥蚀丘陵的凹地之中
。

具体到水洞沟遗址的地层剖面
,

大致可分三个单元
,

上

部为一套粉沙
、

细沙
、

粘土的交互层
,

属于全新世的堆积
;
中部为灰黄色黄土状粉沙层 即水洞沟

文化层时代为更新世晚期
;
下部为第三纪红粘土层

。

下部与中部
、

中部与上部之间皆有侵蚀面
。

水洞沟遗址的年代已有多组测年数据
,

碳十四测定动物化石和钙质结核分别获得距今 1 6 7 6 0

士 2 1 0 年和 2 5 4 5 0士 8 0 0 年巨6 8 3
,

铀系法测定同层的动物化石为距今 3 8 0 0 0士 2 0 0 0 年和 3 4 0 0 0 士

2 0 0 0 年呻〕 ,

最近根据烧火面所确定的年代
,

证实了水洞沟存在于距今 2
.

9一 2
.

4 万年咖〕。

小 口子遗址位于水洞沟北
,

距水洞沟直线距离约 5 00 米
,

地处长城以北
,

按现在行政区划

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鄂托克旗
。

石制品全部为地表采集
。

类似的遗址在前套平原到 山

西西北的黄河岸边都有发现
,

时代晚于水洞沟遗址
,

但应早于距今 1 万年
,

类似遗址 的碳十四

测年为距今 1 1 6 6 0士 70 一 1 0 0 2 。士 60 年
,

可能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利于黄土沉积
,

故一直裸

露于地表
,

估计应和虎头梁遗址的年代相当或稍晚一些口 〕。

总的来看
,

西部地区 旧石器晚期文化的年代也可划为三个阶段
。

早期为萨拉乌苏文化期
,

代表遗址为赵家岔和萨拉乌苏
,

年代为距今 5一 3
.

5 万年
,

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3 的早期
。

中期以水洞沟遗址为代表
,

相当于峙峪文化期
。

晚期以小 口子为代表
,

与虎头梁期年代相当
。

(六 )其它地区

山东
、

苏北地 区已发现多处细石器遗存
,

但只有江苏东海县大贤庄遗址具有绝对测年数

一 1 3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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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为距今 1
.

6一 1 万年口 l
。

从遗址的地层描述来看
,

这一测年数据可靠
,

其它遗址的年代也大

致相 同
,

和泥河湾盆地的虎头梁遗址
、

山西南部的柿子滩
、

薛关遗址应属于同一文化期
。

河南舞阳大岗也是一处细石器遗址
,

但在细石器的上部直接覆盖着裴李岗时期的文化层
,

意味着细石器的年代可能已接近旧石器时代末期向全新世过渡阶段
。

上述遗址都可以划为虎头梁文化期
。

根据上面的论述
,

可将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
,

即萨拉乌苏文化

期
、

峙峪文化期和虎头梁文化期
,

其绝对年代分别为距今 5一 3
.

5
、

3
.

5一 2
.

3
、

2
.

3一 1 万年
,

分别

相当于全球气候变化曲线中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3 的早期
、

阶段 3 的晚期和阶段 2
。

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
,

虎头梁文化期的遗址仅下川早于 1
.

6 万年
,

其余均小于 1
.

6 万年
,

现列如表一
。

表一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分期
绝绝对年代 (距今万年 ))) 深海氧同位素阶翩翩 文化分期期 主要遗址址

222
.

3一 111 阶段 222 虎头梁文化期期 下川
、

虎头梁
、

薛关
、

呼玛十八站
、

西八间房
、

油坊遗址
、

小 口口

(((主要在 1
.

6一 1))))))) 子等等

333
、

5一 2
、

333 阶段 3 晚期期 峙峪文化期期 山顶洞
、

峙峪
、

小孤山
、

禹门 口
、

育红河
、

7 7 0 1 地点
、

小南海
、、

(((主要在 3
.

0一 2
.

6 ))))))) 刘家岔
、

水洞沟
、

塔水河
、

神泉寺
、

西白马营
、

延边挥春等等

555一 3
.

555 阶段 3 早期期 萨拉乌苏文化期期 甘肃东部遗址群
、

萨拉乌苏
、

迁安爪村
,

小孤山 ( ?)))

三 文化分区

( 一 ) 萨拉乌苏文化期

到目前为止
,

属于这一阶段的主要有甘肃东部遗址群
、

萨拉乌苏遗址和迁安爪村遗址
。

按

照现在公布的绝对年代
,

小孤山遗址也属于这一时期
。

萨拉乌苏遗址的石器原料为黑色硅质岩砾石
,

也有少量石英岩
。

这些砾石来自数十公里以

外
,

一般只有 2一 4 厘米
,

因此制成的石器很小
,

多为长 2一 3
、

宽 1 厘米
,

重 1一 2 克
。

制作石器

的毛坯是以锤击法剥取的石片
,

但从一部分很规整的柱状石核看
,

间接打制法可能已经存在
。

石器修理技术比较进步
,

疤痕细小
,

刃 口整齐
。

石器组合中以各类刮削器为最多
,

其次为端刮

器
、

尖状器
、

雕刻器
、

钻具等 (图五 )
。

其中端刮器最为引人注 目
,

全部为短身类型
,

形状规整帅〕 。

甘肃环县刘家岔遗址位于黄土高原西部
,

1 9 7 7 年发掘并挑选出石制品 1 0 2 2 件
,

其中石器

48 7 件
。

石器原料 90 %以上为石英岩砾石
,

其余为硅质灰岩
、

脉石英和砂岩
。

该遗址打片主要

用锤击法
,

但也有砸击法
。

石片一般不规则
,

但出现修理台面的石片
。

石器用锤击法修理
,

刃缘

一般不平齐
。

石器类型仍以刮削器为主
,

按照刃形和刃量还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
,

另外还有端

刮器
、

尖状器
、

雕刻器
、

砍砸器和石球 7[’ 」
。

迁安爪村的旧石器发现于 1 9 5 8 年
,

最初认为是假石器
,

1 9 7 3 年进一步工作后认为这些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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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萨拉乌苏遗址的旧石器
1一 4

.

钻具 5 一 7
.

雕刻器 8
、

11
.

锯齿刃器 9
、

1 2
、

13
.

端刮器 10
.

边刮器 14
.

微型砍砸器

品的人工性质可以确定
,

目前共发表 21 件标本
。

石制品的原料主要为隧石
,

另有少量石英
、

石英

岩
、

火成岩和硅质灰岩
。

石制品中包括锤击石核 2 件
、

锤击石片 10 件
、

砸击石片 4 件
、

单直刃刮削

器 2 件
、

尖状器
、

砍砸器各 1 件
,

具有雕刻器打法的石器 1 件
。

从石制品观察
,

锤击打片技术达到

一定水平
,

石片比较规整
,

从石片破裂面和背面的打击点相当散漫来看
,

可能使用 了软锤技术
,

与

此相反
,

砸击技术趋向衰落
。

石制品大中型者占一半以上
,

小型者稍少
。

石器除 1 件为片状毛坯

外
,

其余皆为块状毛坯
,

它们都属于大型工具
,

修理石器时可能使用了软锤技术仁7 5」。

总的来看
,

这一阶段的石制品的总体特征仍然保持一致
,

整个北方地区均属于石片石器
,

但已经出现了软锤技术
、

间接技术等比较进步的文化因素
,

选择石料的范围虽然仍主要在遗址

附近
,

但是一旦需要
,

也会在数十公里以外选择合适的石料
。

(二 )峙峪文化期

属于这 一阶段 的有 山顶洞遗址
、

峙峪遗址
、

小孤 山遗址
、

禹门 口遗址
、

育红河遗址
、

丁村

7 7 01 地点
、

小南海遗址
、

刘家岔遗址
、

水洞沟遗址等
。

山顶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总共有 25 件
,

包括石核
、

砸击石片
、

锤击石片
、

刮削器
、

砾石石

器
,

石制品的原料主要为脉石英
、

其次为砂岩和隧石
。

打片使用锤击法和砸击法
,

第二步加工粗

糙
。

山顶洞遗址中发现大量的艺术 品
,

其中最有代表的是骨针 1 件
,

针眼是用尖状器剔挖而成
;

有磨痕和刻纹的赤鹿角 1 件
。

另外还有大量的装饰品
,

包括穿孔石珠 7 件
、

穿孔砾石 1 件
、

穿孔

鱼骨 1 件
、

穿孔兽牙 1 2 5 件
、

骨管 4 件
、

穿孔海蚌壳 3 件仁, 6〕
。

小孤山遗址石制品原料来 自当地河滩
,

脉石英占绝大多数
,

只有少量的几件用石英岩
、

玉

一 1 3 6 一



杜水生
: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分期分区及相关问题

石和闪长岩制作
。

打片使用锤击法

和砸击法两种 方法
,

尽管脉石英不

是一种理想原料
,

但标本 中仍不乏

形状 比较规整 的长石片
,

说明打片

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

石器修

理主要使用锤击法
。

石器中刮削器

仍是主要类型
,

数量最多
,

按照刃部

形态 可以划分为单刃
、

双刃
、

圆刃
、

拇指盖状和吻状等
。

尖状器加工精

制可能使用 了
“

指垫法
” ,

锥 钻类器

形稳定
,

有一定数量的多面体石球
,

另外还有雕刻器和手斧等工具田〕。

最富有特点的文化遗物是骨制品和 图六 小孤山遗址的骨器和艺术品

装饰品 ( 图六 )
。

包括双排倒钩鱼叉 1 1
.

镖 : 一 4
.

骨针 5
.

标枪头 6一 8
、

10
.

穿孔牙齿 9
.

穿孔蚌壳

件
、

标枪头 1 件
、

骨针 3 件
、

穿孔牙齿

完整 1 16 个 (残破 9 个 )
、

穿孔蚌壳 1 件
。

在加工这些工具时除 了采用刮
、

磨等技术外
,

钻孔技

术采用了两边对钻和先挖后钻等工艺
,

和山顶洞同类器物相比
,

加工方法要先进一些呻〕 。

峙峪遗址石料主要为脉石英
,

另有少量隧石结核
。

从整体来看
,

峙峪遗址仍然以硬锤直接

打击生产石片
,

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砸击制品
。

因此应属于华北小石器文化传统
。

从石器类型

来看
,

刮削器仍是主要器类
,

并可根据刃缘的形态
、

数量等分成若干类型
。

尖状器在遗址中数量

较多
,

比较多的是把两侧边 向两端修理成尖
,

加工方向有错 向和 同向之分
,

其中有一件菱形尖

状器
,

加工方法特殊
。

雕刻器根据刃缘所在的部位分屋脊型雕刻器和角雕刻器
。

还有石链
、

斧

形小石刀和小型砍砸器各一件 (图七 )
。

另外还发现一件石墨制作的艺术 品协」。

河南安阳小南海是一处石灰岩洞穴遗址
。

洞穴高出当地河面 60 米
,

1 9 6 。 和 1 9 7 8 年曾两

次进行发掘
,

获得大量 的石制品
、

动物化石和用火证据
。

石器原料中主要为隧石
,

其余为石英
、

石髓和石灰岩
。

主要用锤击法打片
,

所产生的石片一般不规则
,

但也有一些似石叶制品
。

石器

类型单调
,

主要为刮削器
、

端刮器
、

尖状器和石钻80[ 〕。

陕西大荔育红 河 出土石制品 4 0 8。 件
。

原料以石英岩居多
,

占 51
.

4%
,

隧 石 略少
,

占

44
.

6%
,

脉石英很少
。

从石核和石片来看
,

锤击法为主
,

砸击法较少
,

有 4
.

4 %的标本使用了间

接打击法
,

有些标本使用了修理 台面技术
,

有的石核上遗留的石片疤浅而狭长
。

石器的第二步

加工以锤击法为主
,

但偶尔使用压制法
。

石器的形体以小型为主
。

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
,

尖

状器是重要成员
,

两外还有砍砸器
、

雕刻器
、

石锥
、

斧形器
、

石链
、

石球等〔8 `引
。

陕西韩城禹门口的石制品所在层位含石灰岩角砾黄土状粉沙
,

共出土 1 2 0 2 件
。

石制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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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峙峪遗址的旧石器
l 一 3

.

石核 4
、

6 一 8
.

石 片 5
.

端刮器 9
.

雕刻器 10
.

尖状器 11
.

边刮器 12
.

石锯

隧石和石英岩为主要原料
。

打片和修正采用锤击法
。

石器类型主要为边刮器
,

此外还有端刮器
、

凹缺刮器
、

尖状器和钻具
。

石器主要为小型
。

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田〕 。

小柴达木湖遗址位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大柴旦镇东南小柴旦镇盆地内
,

1 9 8 2 年

发现
,

1 98 3
、

1 9 8 4 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
。

1 9 9 8 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采集到 70 0

多件标本
,

包括石核
、

石片
、

石锤
、

刮削器
、

砍砸器
、

石钻等
,

还有细石器的石核和石器呻」。

图八 水洞沟遗址的石器
I

、

2
.

勒瓦娄哇石核 3一 5
.

石叶石核 6
、

7
.

尖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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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所采用的原料主要是白云岩砾石
,

其次为石英岩和隧石
,

还有少量玛

瑙
,

是典型的石叶工业
,

石叶和生产石叶的石核的绝对数量远远高于普通石核与石片
。

遗址中

还存在一定数量的勒瓦娄哇石核与石片
。

上述两种石核都属于预制石核
,

和 中国其他遗址不同

的是
,

普通石核在遗址中数量不多
。

在一个遗址如此普遍地采用预置技术生产石叶作为制作石

器的毛坯
,

在旧大陆西侧比较普遍
,

而在中国
,

水洞沟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
。

水洞沟遗址

的石器主要 以石叶和三角形石片为毛坯
。

石器类型主要包括尖状器
、

端刮器
、

凹缺刮器
,

以及各

类边刮器
,

包括单边直刃
、

双边直刃和半月形等
,

还有雕刻器和钻具
。

尖状器数量最多
,

修理精

致
,

应该采用了
“

指垫法
” ,

形状规整
,

有些尾部进行 了修整
,

可能为装柄使用
。

端刮器可分长身

和短身两类
,

边刮器数量最多
,

但也都经过仔细修理
,

还有一部分石叶可能是作为复合工具的

刀片使用 (图八 )
。

水洞沟遗址还发现骨器和装饰品
,

有骨锥 1 件
,

残长近 60 毫米
,

上端较尖
,

周

围有磨制的痕迹
,

锥身不圆
,

下端残破
,

系斜向劈开
,

器身不规整
。

装饰品只有用鸵鸟蛋皮制作

的圆形装饰品 1 件
,

横径 16
.

4 毫米
,

长径 18
.

9 毫米
,

周围有单面磨光的痕迹
。

中间系一人工圆

孔
,

是刮制而成
。

虽然骨制品和艺术品不多
,

但说明当时已经有磨制
、

穿孔和染色等技术 8n[ 」。

丁村 7 7 0 1 地点的石器可以划分为两个类群
。

一类是
“

粗壮石器
” ,

主要以角页岩为原料
,

也

有灰岩
,

包括石核
、

石片
、

刮削器
、

砍砸器和石球
,

和这一地区早期 旧石器工业有一定联系
。

另一

类为细石器
,

包括锥形石核
、

楔形石核
、

细石叶等典型的石叶制品
。

石器类型有雕刻器
、

锥钻
、

端

刮器
、

石核式石器
、

尖状器
、

边刮器等嘟习
。

在峙峪文化期
,

中国北方地 区旧石器文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文化区
。

一是 以水洞 口遗址

为代表的西部地 区的旧石器文化
,

以其成熟的石叶技术
、

勒瓦娄哇技术
、

广泛使用的压制技术

以及一系列特征鲜明的工具
,

表现出与中国北方其它旧石器文化完全不同的特点
,

最近的发现

表明
,

这一文化的分布范围可能还包括东北
、

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

二是按 目前发表的年代资料
,

在山西南部地区则可能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细石器技术
。

但这两种文化的分布范围都非常有限
。

三是在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

无论是洞穴类型的堆积还是露天遗址
,

仍然保持中国北方的石

片工业特点
。

这些石制品中出现了压制法打片
、 “

指垫法
”

修理工具等技术因素
,

尤其重要的是

在一些遗址中出现 了骨角器和艺术品
,

甚至使用赤铁矿粉埋葬死者的现象
。

(三 )虎头梁文化期

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址发现很多
,

主要有下川遗址
、

虎头梁遗址
、

薛关遗址
、

呼玛十八站
、

西

八间房
、

油坊遗址
、

小 口子遗址等
。

下川遗址的石制品是典型的细石器工业
。

细石核类型众多
,

包括锥状
、

半锥状
、

柱状
、

楔状

等
,

其中柱状
、

锥状石核是下川遗址中最有特色的石制品
。

楔状石核最主要的技术特点是先确

定台面
,

后修理楔状缘
。

石器类型包括短身端刮器
、

尖状器
、

石链
,

都是中国细石器工业的代表

性器物
,

其中端刮器都以石叶为毛坯
。

琢背小刀
、

石核式石器
、

三棱尖状器
,

是下川遗址的特色

器物 ss[ 习
。

和下川遗址石器工业相似的石制品分布比较广泛
,

在 山西北部
、

山东
、

江苏
、

河北东

一 1 3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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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楔形石核
1
、

2
、

5
.

下川型 3
、

4
.

虎头梁型

部
,

甚至广东
、

四川地区都有分布s7[ 〕。

虎头梁文化也是典型的细石器工业
。

不同于下川遗址
,

在虎头梁遗址中
,

细石核类型只有

楔状石核一种 (图九 )
。

从遗址中出土的处于不同阶段的楔状石核可以看出
,

生产细石叶的楔状

石核很有特色
,

从预制到剥片
,

由一系列步骤构成一个完整的程序
,

与下川遗址出土的楔状石

核的最大区别是
,

先修理楔状缘
,

后确定台面
。

与虎头梁细石器工业类似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泥

河湾盆地
,

包括籍箕滩遗址
、

马鞍山遗址
、

二和 尚沟遗址
,

甚至在泥河湾盆地东部的油坊遗址中

也有这种类型的楔状石核 出现 88[ 〕。

这些遗址出土的石制 品不仅技术特征相似
,

而且主要使用

一种色彩斑斓的火山角砾岩
,

使虎头梁类型石器工业在泥河湾盆地极易识别卿口
。

根据对石制

品的原料分析
,

这些石料多数种类在遗址附近都没有发现
,

主要来自数十公里以外的地 区
,

在

将石料运输到遗址前
,

进行了有意识的去粗取精工作卿口
。

蒲县薛关遗址位于浦县薛关村西约 1 公里的黄河支流听水河的左岸
。

薛关一带共有四级

阶地
,

一
、

二级阶地为全新世
,

三级阶地为晚更新世
。

阶地上部 为灰黄色粉沙层
,

下部为砾石层
,

总厚度为 20 米
。

文化遗物出自上部灰黄色的粉沙土中
。

1 9 7 9一 1 9 8 。 年曾两次进行发掘
,

获得

石制品 4 0 0 。 多件
。

薛关遗址原料主要是隧石
,

石英岩次之
,

还有少量的角页岩
,

石料来 自附近

的砾石层
。

细石核有楔形
、

船底形
、

半锥形
、

似锥形
、

漏斗形
,

其中船底形占的比例较大
,

这一点

和下川不同
,

而与丁村 7 7 0 1 地点相似
。

石器组合包括端刮器
、

刮削器
、

尖状器
、

雕刻器
、

琢背小

刀等
。

和下川的石器工业相 比
,

下川的琢背小刀很少见于薛关
,

而薛关的半月形刮削器和两端

尖状器也鲜见于下川
,

而和虎头梁文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卿 〕 。

呼玛十八站遗址位于黑龙江呼玛县十八站附近呼玛河左岸第二阶地上
。

1 9 7 5一 1 9 7 6 年发

掘的石制品中有楔状石核
,

其工艺技术和虎头梁遗址 中同类制品一致啤」。

一 1 4 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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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屯遗址位于黑龙江昂昂溪东南十八公里
,

出土一件细石核
。

顾乡屯位于黑龙江哈尔滨

市郊温泉河畔
,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
,

一直有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出土
,

时代属于 旧石器时代

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

其中也有一些细石器制品帅口
。

辽宁凌源西八间房遗址年代为旧石器时代之末
,

其中也有一些石制品显示 出细石器特征
。

但是上述几个遗址发现的石制品都非常少咖习
。

小口子的石制品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
。

一类为非细石器制品
,

加工精制
,

形制规整
,

清楚可

见用
“

指垫法
”

修理
,

显示和水洞沟文化有一定的联系
。

另一类为细石器遗址
,

细石核为楔形石

核
,

估计和虎头梁文化有一定关系05[ 」。

在虎头梁文化期
,

中国北方旧石器文化 已经完全发展为细石器文化
。

这一时期的细石器文

化可分为两个类型
,

一类为下川类型
,

其核心技术— 楔状石核的特征是先确定台面
,

而且台

面多为自然面
、

节理面等
,

说明生产者在选材时已考虑到这一点
,

而对楔状缘的修整在后
。

其次

在对楔状缘的修整时根据坯材的不同
,

或对一侧
,

或对两侧
,

或从台面向楔状缘
,

或从楔状缘向

台面进行修整
,

这些方法看来没有固定的程序
,

主要是 因坯材的情况随机而定
。

下川类型的遗

存是 中国细石器文化的主要类型
,

除华北地 区以外
,

在华南甚至西南
、

中南地区都有一定分布
。

另一类为虎头梁类型
,

其主要特征是先修理楔状缘
,

后修理台面
,

而且修理楔状缘时使用了一

种特殊的双面技术
,

与手斧的制作技术惊人地相似
,

尤其是其中的去薄技术
。

虎头梁文化主要

分布在泥河湾盆地
、

东北地区
,

并对吕梁山区等少数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哪〕 。

总的来看
,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

早期大约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阶

段 3 的早期
,

距今 5一 3
.

5 万年
,

整个北方地区仍然保持着以小石片一 刮削器为特征的石器文化

类型
。

中期大约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3 晚期
,

年代为距今 3
.

5一 2
.

6 万年
,

北方旧石器文化出

现分化和交流
,

以石片一刮削器为特征的旧石器文化仍然保持统治地位
,

但有些遗址出现大量骨

角器
,

表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

同时在西北地区和山西西南出现两种新的文化类型
,

即石叶文

化和细石叶文化
。

晚期大约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2 的晚期
,

石器文化完全演变为细石器工

业
,

但从石器的制作工艺来看
,

可分两个类型
。

以虎头梁为代表的虎头梁类型主要分布在泥河湾

盆地和东北地区
,

而以下川为代表的下川文化分布范围大得多
,

除华北地区外
,

在西南地区
、

华南

地区都有分布
,

并且延续到新石器时代
,

是中国细石器文化的主要类型 (表二 )
。

表二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分期与分区

绝绝对年代 (距今万年 ))) 深海氧同同 文化分期期 文化分区区

位位位素阶段段段段

222
.

3一 lll 阶段 2 晚期期 虎头梁文化期期 下川型细石器文化化 虎头梁型细石器文化化
((( 主要在 1

.

6一 1)))))))))))

333
.

5一 2
.

333 阶段 3 晚期期 峙峪文化期期 山西南部的的 小石片一 刮削削 西北地区的石叶文化化
((( 主要在 3一 2

.

6))))))) 细石 器文化化 器文化化 (可能也包括东北地区 )))

555一 3
.

555 阶段 3 早期期萨拉乌苏文化期期 小石片一 刮削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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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环境背景

中国北方地 区的地理环境包括西北沙漠区
、

黄土高原区和东部平原区
,

在第四纪期间
,

尤

其是晚更新世后期
,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引起季风环流的变化
,

不同地理单元的分布范围
、

植被

类型
、

动物群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
,

对古人类的生存
、

迁徙
、

交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一 )黄土记录

黄土在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中被认为是和深海氧同位素
、

极地冰芯相并列的三种记录体
,

尤

其在黄土一 沙漠边界地区的黄土记录中
,

甚至保存了千年尺度的环境变化信息
。

根据对黄土高

原近 13 万年来干湿气候的时空对比认为
,

近 13 万年来
,

最为显著的成壤期有 6 期
,

与这 6 个

土壤期对应的时段也应是夏季风环流加强
,

气候温湿的时期
;
在空间上

,

全新世气候适宜期及

末次间冰期中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a5 \ s e
\5

c
对应的时期

,

夏季风足可 以深人到毛乌素沙漠腹

地
,

并具有占优势的环境效应
。

在阶段 3 早晚期及 b5 时期夏季风虽然也能深入到沙漠一黄土

边界带
,

但环境效应在黄土高原北部及毛乌素沙漠南缘 已不再显著
。

在阶段 2
、

阶段 4 及阶段 3

的中期夏季风己不能深人到沙漠一黄土边界带
。

榆林

深度 磁化率
/ l『 s s x

定边 米脂
深度 磁化率 深度 磁化率 深度

吴堡 黄龙
_

、

二
、

、

_
_

渭南
磁化率 深度 姗化率 珠度

lS /m / 1 --0
“

S

0 2 0 7 0 1 2 0
。

卞之吉广
J

/ 1丁5 5 1

5 1一 3

;号
/ z丁 5 5 1 / m

王
鳃

了。 0

子

图一 O 近 13 万年来黄土磁化率曲线的空间对比

在晚更新世晚期即阶段 3 和阶段 2
,

黄土高原的环境变化在时间上可以划分为 4 个阶段
,

阶段 3 的早晚期气候相对湿润
,

阶段 3 的中期和阶段 2 气候则十分干冷
。

在空间上
,

阶段 3 在

渭南表现为两层弱发育的古土壤中夹一层黄土
,

在黄龙和吴堡表现为一厚层古土壤
,

在米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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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边已不见古土壤
,

而是黄土
,

而在榆林阶段 3 为黄土
,

阶段 2 和 4 为沙 ( 图一 O 户
7〕 。

(二 )植被演化

根据 10 多个剖面上抱粉组合的变化说明各地植被的演化规律十分相似
,

说明它们同受全

球气候变化控制
,

但在同一时期各地植被略有差异
,

这是由于局部 自然环境差异所致
,

这一点

和黄土一古土壤研究的结果可以互相印证
。

前期从距今 5
.

4 万年到 2
.

3 万年
,

气候相对温湿
,

在黄土高原
、

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均以云杉
、

松等针叶林为主
,

在东北地区和华北南部出现栋
、

桦等阔叶树林
,

而在后期即相当于阶段 2
,

从距今 2
.

3 万年到 1 万年气候干冷
,

以篙
、

黎等干草

原为主
。

华北南部和东北平原在阶段 2 的后期 出现过短暂针阔混交林
。

其中前期又可分三个

阶段
。

距今 5
.

4一 3
.

6 万年
,

北方主要是针阔混交林或疏林草原景观
;
距今 3

.

6一 3
.

2 万年
,

植被

为干草原
;
距今 3

.

2一 2
.

3 万年
,

植被演变为针阔混交林或疏林草原景观 (表三 ) 巨叫
。

(三 )动物群变化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的动物群也发现了不少材料
,

多数化石地点包含人类文化遗物
,

这些动

物群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 (表四 )
。

表四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晚期含哺乳动物化石主要层位对比表

盆盆群群
{

西习匕区区 华北 区区 东北地区区

新新新疆疆 陕甘宁宁宁 辽 宁宁 吉林林 黑龙江江 内蒙东部部

晚晚更新世晚期期 坎苏组组组 虎头梁组组 古龙 山组组 青头山组组 群力组组 扎资诺尔组组

峙峙峙峙峙峪
、

山顶洞组组 小孤山组组 榆树组组 顾乡屯组组组

乾乾乾乾县组组 萨拉乌苏
、

迁安组组组组组组

注
:

该表引自郑家坚
、

徐钦琦
、

金昌柱
: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的划分及其地理分布》

,

《地层学杂志 )}1 9蛇 年 3 期
。

在华北地 区
,

代表阶段 3 早期的萨拉乌苏动物群共发现 8 目 30 属 36 种
,

如诺氏古棱齿

象
、

最后馥狗
、

河套大角鹿等
,

占优势的是啮齿类和有蹄类
,

几乎占 3 / 4
,

大部分适应干旱一 半

干旱气候
,

也有一些森林或灌丛中喜湿性的栖居者
。

峙峪遗址共发现哺乳动物化石 5 目 n 属

13 种
,

它与萨拉乌苏动物群颇为类同
,

所不同的是未发现象类
,

而适应干旱的野马
、

野驴数量

却十分可观
,

现今这两类动物的分布已向北偏移 10 度左右
,

看来峙峪遗址的气候较今天为冷
。

山顶洞遗址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有 8 目 37 属 42 种
,

其中食肉类占较大优势
,

动物群的性质 比

较复杂
,

既有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林栖或林缘地带的种类
,

也有生活在混交林草地或边缘的种

类以及生活在干草原的种类
,

反映了森林草原种类
,

气温曾一度高于现今呻习
。

东北地 区主要是披毛犀一猛妈象动物群
,

这一动物群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扩散
,

第一次

在距今 3
.

4一 2
.

6 万年前 (或可能略早 )
,

第二次在距今 2
.

3一 1
.

2 万年前
。

真猛码象的这两次南

迁活动与气候变化相当吻合
,

第一次在距今 3
.

5 万年
,

相 当于阶段 3 中期的降温事件
,

第二次

则正值末次冰期的极盛期〔’ 。叼 。

可以看到
,

全球气候变化对动物群的繁衍
、

扩散等产生影响
。

学

者认为普氏野马也是一种适应干冷气候的动物
,

它的兴衰与气候变化有一定关系仁’ “ ,刁
。

一 1 4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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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古地理格局的演变

晚更新世后期全球气候变化

在中国北方古地理格局上引起了

两个明显的变化
,

一个是西北沙

漠的扩张
,

另一个是 由于海平面

的持续下降使东海大陆架露出海

面成为陆地
,

对动物 群和古人类

的迁徙
、

交流造成影响
。

中国北部沙漠在末次冰期极

盛期扩展到最大
,

和全新世大暖

期相 比
,

除了西北地区外
,

在河套

地区
、

东北地区都有分布
,

甚至 比

现 在 的 分布范 围 还 要大 ( 图 一

一 )
,

考虑到现在沙漠边界线不仅

受全球气候变化的控制
,

更重 要

的因素是受人类活动的破坏导致

湿地减少
、

老沙新翻所形成
,

和全

新世大暖期的对比更能体现末次

冰期极 盛期 时 由于沙漠的扩 大
,

对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田
2〕。

如果说末次冰期极盛期时沙

漠的扩大对人类扩散造成了不利

的因素
,

那么海平面的下降在旧

图一一 中国北方末次冰期极盛期
、

全新世大暖期
、

现代戈壁 一沙漠分布示意图
1

.

末次冰期极盛期 2
.

全新世大暖期 3
.

现代

表五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与环境变化

绝绝对年代代 深海氧同位素阶段段 文化分期期 文化分区区 主要环境变化事件件
(((距今万年 )))))))))))

111
.

6一 111 阶段 2 晚期期 虎头梁梁 下川型细石器文化化 虎头梁型型 疏林草原或于草原 /堆积黄土土

文文文文化期期期 细石器文化化化

222
.

3一 1
.

66666666666 干草原扩 张 /沙漠扩大 /海平面面

下下下下下下下降/堆积黄土土

333一 2
.

666 阶段 3 晚期期 峙峪文化期期 山 西 南 部部 小石 片 一一 西 北地 区的 石 叶叶 疏林草原或针阔混交林 /黄土土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细石 器器 刮 削 器 文文 文化 (可能包括东东 高原发育古土壤壤
333

.

5一 3333333 文化 ( ? ))) 化化 北地区 )))))))))))))))))))))))))))))))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草原扩张 /黄土堆积积
555一 3

.

555 阶段 3 早期期 萨拉乌苏苏 小石片一 刮削器文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文文文文化期期期 疏林草原和 针阔混交林 /黄土土

高高高高高高原发育古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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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

狱少`材`

~ J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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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
现代海岸线

- -

一 冰盛期海陆线

图一二 末次冰期极盛期 (距今 2 万年 )海陆分布示意图

(该图由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学院剪知咨教授提供 )

大陆与日本列岛
、

北美之间陆桥的形成则有利于人类的迁徙
。

在末次冰盛期
,

旧大陆距日本最

近只有二三十公里
,

北海道通过库页岛和大陆相联
。

渤海湾
、

东海已变为陆地 (图一二 )
,

这些地

区水气条件优于西北地区
,

是动物群和古人类生存的适宜地点 〔表五 )[
` 。 3习

。

五 问题与讨论

(一 )关于中国北方旧石器中晚期文化的界限

目前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界限有两种意见
,

一种认为距今 5 或 4 万年
,

相当

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3 早期
,

另一种认为距今 3 或 3
.

5 万年
,

相当于阶段 3 中期
。

如果 以 5 或 4 万年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界限
,

与旧石器时代中期相比
,

文化上的变

化有
:

首先
,

萨拉乌苏出现了比较原始的现代人化石
。

其次
,

萨拉乌苏遗址和小孤山遗址出现了

比较进步的文化特征
,

如萨拉乌苏人能够从数十公里外获取石料
,

间接打制法可能已经存在
,

石器修理技术比较进步
,

疤痕细小
,

刃 口整齐
,

石器组合中以各类刮削器为最多
,

其次为端刮

器
、

尖状器
、

雕刻器
、

钻具等
,

其中端刮器最为引人注 目
,

全部为短身类型
,

形状规整
。

在小孤山

一 1 4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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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出现了
“

指垫法
”

修理石器的工艺
,

而且出现了骨制品和装饰品
。

但是这些文化现象还存在

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

如有学者认为小孤山遗址年代应在 3 万年以内
,

而且这一阶段石器制作技

术虽然出现了一些进步因素
,

但文化的整体面貌仍属传统的石片石器工业
。

如果以距今 3 或 3
.

5 万年作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界限
,

则文化上的区别更加明显

一些
。

首先
,

从 目前的发现来看
,

距今 3一 2
.

3 万年是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大发展的时

期
,

遗址的数量明显增加
。

其次
,

文化出现多样性
,

小石器工业
、

石叶工业和细石器工业同时并

存于中国北方地区
。

第三
,

文化内涵更加丰富
,

除了石器工业外
,

许多遗址都出现了骨角制品如

鱼叉
、

骨针
,

装饰品如磨制的鸵鸟蛋壳
、

蚌壳等
,

出现了墓葬
,

而且还使用赤铁矿粉
,

人类的生活

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都和前一阶段有所不同
、

有所发展
。

看来
,

后一种观点更能反映文化特征的变化
。

至于 3
.

5 万年和 3 万年哪个更合适似乎并不

重要
,

因为在 目前发现的遗址 中
,

处于 3
.

5一 3 万年的遗址数量并不太多
,

这些遗址绝对年代的

上限于 3
.

5一 3 万年
,

下限则于 3 万年 以内
,

因此无论是以 3
.

5 万年还是 3 万年为 旧石器 中晚

期的界限
,

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性质的认识都不会影响太大
。

鉴于国际上多数地 区 (例如欧

洲 ) 以 3
.

5 万年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始
,

我们也采取这一方案可能更有利于学术交流
。

(二 )细石器工业的起源与环境变化

现代人的出现
、

细石器工业的发展以及农业起源这些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事件都发生在 旧石器时代晚期
。

本文主要讨论细石器工业起源
、

发展及其驱动因素
。

笔者曾经认为
:

中国北方的细石器文化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
,

虎头梁型起源于西伯利亚一

带
,

而下川型则可能起源于华北地区〔 ’ 。刁〕 ,

因此探讨中国北方细石器工业的起源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探讨下川文化的渊源
,

具体来讲就是要 回答下川型细石器工业是何时在何地出现的
。

前文指出
,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的三个繁荣期和古地理环境 的变化有着非

常明显的对应关系
。

萨拉乌苏文化期对应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3 早期
,

这一阶段正好是末次冰

期第一个寒峰过后
,

北方地区由比较单一干草原环境演变为针阔混交林或疏林草原景观
; 以云

杉
、

松等针叶林为主
,

在东北地区和华北南部 出现栋
、

桦等阔叶树林
。

峙峪文化期对应于阶段 3

晚期
,

从 3
.

2 万年到 2
.

3 万年植被重新由干草原演变为针阔混交林或疏林草原景观
。

虎头梁文

化期对应于冰后期
,

经过末次冰期极盛期后
,

环境又一次经历了由干草原 向疏林草原的过渡
。

因此在末次冰期极盛期后繁荣昌盛的细石器工业
,

其起源的时间应该就在末次冰期极盛期或

稍早
。

目前属于末次冰期极盛期阶段的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年代只有下川遗址
,

比它早一阶段的

7 7 0 1 地点和下川文化性质基本一致
,

因此 山西南部一直作为最早细石器工业出现的地方
。

但把山西南部作为细石器工业的起源地仍嫌证据不足
。

首先
,

丁村 7 7 0 1 地点所表现出来

的技术工艺显然不是细石器工业的最初状态
。

仅以锥状石核为例
,

它的出现意味着在利用背

脊
、

调整台面等方面已经达到了相 当精湛的水平
。

而且根据我们前面确定的文化序列
,

它的年

代和小石片石器的年代已经重合
,

也就是说当细石器工业出现在丁村 7 7 0 1 地点时
,

除了水洞

一 1 4 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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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遗址以及东北
、

内蒙古等地石叶工业外
,

中国北方为小石器工业
,

而 比 7 7 0 1 地点更早的遗址

也都属于小石器工业
。

因此
,

无论是从文化发展还是从文化传播的观点来看
,

认为丁村 7 7 0 1地

点的细石器工业来源于小石器工业都显得难以理解
,

况且关于丁村 7 70 1 地点的年代问题曾引

起学术界的争论 〔, 。 5〕 。

比丁村 7 7 0 1 地点略晚的下川遗址也存在着同样的困惑
。

其次
,

笔者曾经

研究了与下川遗址相距不远
,

被认为有原始楔状石核的塔水河遗址
,

虽然它们在年代上前后相

接
,

但下川文化和小石器文化技术上的差异说明他们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缺环
。

第一
,

从打片

和修理技术来看
,

塔水河遗址是 以锤击法作为生产石片和修理石器的主要技术
,

偶尔使用砸击

法
,

没有发现 明显软锤技术和压制技术打片的例证
,

仅有个别标本的修理可能使用了软锤技

术
。

第二
,

调整台面是细石叶生产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技术
,

在塔水河遗址的石制品中有几件标

本中有修理台面的痕迹
,

但由于数量太少
,

也很难说明塔水河人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
。

第三
,

从

石片的背脊来看
,

塔水河人似乎已经懂得如何利用石核上的已经存在 的棱脊作为石片的背脊

来控制石片的形状
,

但在一个工作面上连续打片的能力有限
。

而只有上述三点的完美结合才能

形成一个完整的细石器生产工艺
。

因此
,

探索中国北方地 区细石器工业的起源不能仅仅局限在

华北地区的小石器文化中
,

还需要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 中通过寻找细石器文化的技术因素
,

了

解细石器工业的起源过程
,

同时
,

也应该考虑到同一时期古环境的变化过程
。

在末次冰期极盛期时
,

中国北方的古地理环境变化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

一是由于海平面

的下降
,

东海和渤海成为陆地
;
二是 由于海岸线向东推移

,

水气资源很难深人到内陆地区
,

因此

从西北到东北
,

沙漠范围扩大
。

前者为当时古人类生存提供了一个空间
,

裸露出来的渤海和黄

海 由于接近海岸线
,

环境应该相对好一些
,

因此这一地区应当是末次冰期极盛期时人类活动相

对频繁的场所
,

这一点已为古生物学的发现所证明 [ ’ 。 6〕 ; 后者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古

人类难以在这一地区生存
,

而且他们在中国北部形成一个天然屏障
,

影响了和西伯利亚地区的

文化交流
。

因此
,

揭开中国细石器工业起源的谜底不能不考虑这一现象
。

在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3
,

以水洞沟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文化曾出现发达的石 叶技术
,

最近
,

类似的石器工业在东北地区也有发现
,

虽然它们和细石器工业在时间上还有缺环
,

但技术却和细

石器工业有更多的联系
,

因此我们需要弄清石叶工业进人中国北方后
,

在末次冰期极盛期的背景

下
,

恶劣的环境变化是中断还是促进了石叶工业的发展以及与北方小石器文化的交流
。

从目前材料看
,

石叶工业在中国的发展可谓昙花一现
,

但如果考虑到当时人类活动最频繁

的地区现已被海水 占据
,

冰盛期时日本列 岛石叶技术曾繁盛一时这样的结论可能需要慎重
。

大约在阶段 3 晚期或稍早
,

中国北方与临近地 区发生 了文化交流
,

携带着石叶技术的人群

开始出现在中国北方
,

他们在西北地区
、

东北地区留下 了 自己活动的遗迹
,

但是随着末次冰期

极盛期的来临
,

中国北方沙漠的扩张
,

阻碍了他们与西北
、

华北地区的文化交流
。

同时 由于海平

面下降
,

裸露 出来的渤海和黄海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新的活动舞 台
,

大约在这个时期
,

由于频

繁的迁徙
,

他们发明了一种全新的石器生产技术— 细石器工艺
。

凭借这种技术
,

他们适应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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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频繁而剧烈的变化
。

随着冰期的衰退
,

气候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

海洋重新占据了原来的位

置
,

人们开始离开这一地区
,

西部的华北平原
、

东部的 日本列岛都可能是他们的去处
。

同时由于

气候转暖
,

中国北方的沙漠开始退缩
,

西伯利亚和华北
、

东北地区的文化交流渠道重新打通
,

一

部分人群从西伯利亚迁徙到华北地区
,

在华北北部泥河湾盆地出现了虎头梁型细石器文化
。

上面的描述不完全是推测
,

可以从两方面得到佐证
:
( l) 学者曾提 出中国北方细石器文化

环渤海呈马蹄形分布
,

这多少暗示了细石器文化的源头可能在冰期时代的渤海湾 l0[
7〕。

( 2) 据对

日本列岛细石器文化 的研究
,

存在以楔形石核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从北海道向南扩散
,

而 以锥

形石核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由南向北扩散的现象巨̀。“口
。

近年在冀东地区和山东地区发现了大量

的细石器遗址
,

如能在年代学
、

技术工艺上深人研究这些文化
,

同时开展和周边地区的国际合

作
,

甚至在渤海和东海地区开展岛屿考古
,

将有助于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

附记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0 6 7 2 1 0 6 项目资助
。

文中插图由山西考古所畅江霞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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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向前
、

陈哲英
: 《下 川文化— 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 》

,

《考古学报 》 1 9 7 8 年 3 期
。

[ 6 ] [6 2 ] [ 9 1〕 王向前
、

丁建平
、

陶富海
:

《山西蒲县薛关的细石器 》
,

《人类学学报 》 1 9 8 3 年 2 期
。

[ 7 口[6 3 ] 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
:

《 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存 》
,

《考古学报》 1 9 8 9 年 3 期
;
原思训等

: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的年代与文化研究 》
,

《考古 》 1 9 9 8 年 6 期
。

[ 8 口[6。〕〔8 5〕 王建
、

陶富海
、

王益人
:

《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 》
,

《文物季刊》 1 9 9 4 年 3 期
。

[ 9 皿[5 1〕 陈哲英
:

《陵川塔水河的旧石器 》
,

《文物季刊 》 1 9 8 9 年 2 期
。

〔1。口[ 5 3〕 吴志清
、

孙炳亮
:

《山西河顺当城 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群初步研究》
,

《人类学学报》 1 9 8 9 年 1 期
。

「1 1口 杜水生
、

陈哲英
:

《山西阳高神泉寺遗址石制品的初步研究 》
,

《人类学学报》2 0 0 2 年 1 期
。

[ 1 2口仁8 8〕 盖培
、

卫奇
:

《虎头梁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 》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1 9 7 7 年 4 期
。

[ 1 3 ] 谢飞
、

李增
:

《籍箕滩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遗址》
,

《文物春秋 》1 9 9 3 年 2 期
。

〔1 4 ] 〔4 4」 谢飞
:

《河北阳原西白马营晚期旧石器研究》
,

《文物春秋》 1 9 8 9 年 3 期
。

[ 1 5 ] 谢飞
: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研究新进展 》
,

《人类学学报 》1 9 9 1 年 4 期
。

[ 1 6 ] 谢飞
、

成胜泉
:

《河北 阳原油坊细石器发掘报告》
,

《人类学学报 》 1 9 8 9 年 1 期
。

「1 7 ] [ 5 4〕[8 2」 刘士羲
、

张洲
:

《陕西韩城禹门 口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
,

《史前研究 》 1 9 8 4 年 1 期
。

[ 18口[ 6 7〕〔7 4〕 甘肃省博物馆
:

《甘肃环县刘家岔旧石器时代遗址 》
, 《考古学报 》1 9 8 2 年 l 期

。

[ 1 9口 甘肃省博物馆
、

庆阳地区博物馆
: 《甘肃镇原黑土梁发现的晚期 旧石器 》

,

《考古 》1 9 8 3 年 2 期
。

巨2川 辽宁省博物馆
:

《凌源西八间房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 》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1 9 7 3 年 2 期
。

一 1 4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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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4 9」仁 7 7〕 张镇宏等
:

《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
,

《人类学学报 》1 9 8 5 年 1期
。

[2 2」[ 9 2〕 文本亨
: 《呼玛十八站旧石器地点 》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卷》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1 9 8 6 年
。

[ 23 〕 孔繁刚
:

《山东省水宅科的细石器遗存》
,

《东南文化 》 1 9 9。 年 4 期
。

「24 」 张祖方
:

《爪墩文化— 苏北马陵山爪墩遗址调查报告 》
,

《东南文化 》 1 9 8 7 年 2 期
;

葛治功
、

林一璞
: 《大

贤庄的中石器时代细石器— 兼论我国细石器的分期与分布 》
,

《东南文化》 19 8 5 年 l 期
。

仁2 5〕仁8 3」 刘景芝等
: 《青海小柴达木湖遗址的新发现》

,

《 中国文物报 》 1 9 9 8 年 n 月 8 日
。

[ 2 6〕仁5 6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
: 《河北玉田孟家泉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 》

,

《文物春秋 》 1 9 91 年 l 期
。

[ 2 7〕〔5 5〕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

《 四方洞— 河北第一处旧石器时代

洞穴遗址 》
,

《文物春秋 》1 9 92 年增刊
。

[ 2 8 〕仁5 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
:

《河北昌黎亭泅涧细石器地点》
,

《文物春秋 》1 9 9 2 年增刊
。

仁2 9】仁5 8 〕仁7 5〕 张森水
:

《河北迁安县爪村地点发现的旧石器 》
,

《人类学学报 》1 9 8 9 年 2 期
。

[ 3。」 张居中
、

李占扬
: 《河南舞阳大岗细石器地点发掘报告 》

,

《人类学学报 ))l 9 96 年 2 期
。

[ 3 1」 黄慰文
:

《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

《 中国远古人类分
,

科学出版社
,
1 9 9 6 年

。

[ 32 」 张森水
: 《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 》

,

《人类学学报 》 1 9 9 6 年 4 期
。

「3 3」 李炎贤
:

《中国旧石器晚期文化的划分 》
,

《人类学学报 》1 9 9 3 年 3 期
。

「34 〕 陈全家
、

张乐
: 《吉林延边浑春北山发现旧石器 》

,

《人类学学报》 2。。 4 年 2 期
。

「35 」 高星
:

《关于
“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
”
的探讨 》

,

《人类学学报 》1 9 9 9 年 l 期
。

仁3 6」〔4 0 」仁4 1〕仁5 0 ] 王幼平
:

《 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 ))
,

科学出版社
,
2 0 0 5 年

。

「37 」 张森水
:

《中国旧石器文化 》
,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8 7 年

。

仁38 〕 邱中郎
: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

,

《中国远古人类 》
,

科学出版社
,

1 9 8 9 年
;

李炎贤
:

《中国南方旧石

器时代早期文化 》
,

《中国远古人类 》
,

科学出版社
,

1 9 8 9 年
。

「39 ] 黄慰文
:

《 旧石器文化序列的地层学基础》
,

《人类学学报 》2 0 0 0 年 4 期
。

「42 〕 夏正楷
:

《大同一阳原盆地的晚新生代沉积和环境演变》
,

《 山西地堑系新生代沉积与构造地貌 》
,

科学

出版社
,

1 9 9 6 年
。

仁45 〕 虎头梁遗址的年代数据由谢飞先生告知
。

〔4 6 ) 海洋中有孔虫介壳中所含的氧同位素
’ 6
0 和

`“
0 的比例可 以反映古温度的变化

,

通过对深海岩芯中不

同时期有孔虫介壳中氧同位素的研究可以建立过去全球气候变化曲线
,

在这条曲线中奇数阶段代表暖

期
,

偶数阶段代表冷期
,

如全新世为阶段 1
,

末次冰期极盛期相当于阶段 2
,

末次间冰期相当于阶段 5
。

〔4 7〕 张森水
:

《周 口店遗址志》
,

《北京志
·

世界文化遗产志 》
,

北京出版社
,

2。。 4 年
。

〔48 ] 陈铁梅
:

《山顶洞遗址第二批加速器质谱 c l4 年龄数据与讨论 》
,

《人类学学报 》1 9 9 2 年 2 期
。

巨5 9〕 夏正楷等
:

《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工地旧石器遗址地层》
,

《第四纪研究 》1 9 9 8 年 2 期
。

仁65 ] 黎兴国等
: 《河套人及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

,

《第一次全国 C
“
学术会议论文集 》

,

科学出版社
,

1 9 8 4 年
;

原思训
、

陈铁梅
、

高世君
:

《 用铀系法测定河套人和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
,

《人类学学报》 1 9 8 3 年 2 期
。

〔66 〕 尹功明
、

黄慰文
:

《萨拉乌苏遗址范家沟湾地点的光释光年龄 》
,

《纪念裴文中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
,

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2 0 0 4 年

。

仁68 ] 黎兴国等
:

《 ’ `
C 年代测定报告 ( P V ) I 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

·

碳十四专集 》
,

地质出版社
,

一 1 5 0 一



杜水生
: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分期分区及相关问题

9 8 1 7年
。

〔 6 9〕 陈铁梅
、

原思训
、

高世君
:《铀子系法测定骨化石年龄的可靠性研究及华北地区主要旧石器地点铀子系

法年代序列 》
,

《人类学学报 ))l 98 4 年 3 期
。

〔70 ] 高星等
: 《水洞沟新的年代测定及相关间题 》

,

《人类学学报》 2。。2 年 3 期
。

「7 1〕[9 5 ] 张森水
: 《小口子史前地点发现的石制品研究》

,

《人类学学报 》 19 9 9 年 2 期
。

[ 72 习 葛治功等
: 《大贤庄的中石器时代细石器— 兼论我国细石器的分期与分布》

,

《东南文化 》1 9 85 年 1 期
。

仁73 〕 黄慰文等
:

《萨拉乌苏遗址的新材料
:

范家沟湾 1 9 8。 年出土的旧石器》
,

《人类学学报 》2 0 0 3 年 4 期
。

[ 78 〕 黄慰文等
:

《海城小孤山的骨制品和装饰品 》
,

《人类学学报》1 9 8 6 年 3 期
。

〔8 1〕 高星
:

《陕西大荔育红河村旧石器地点 》
,

《考古学报 》 1 9 9。 年 2 期
。

[ 84 ]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 《水洞沟—

1 9 8。 年发掘报告》
,

科学出版社
,

2。。 3 年
。

[ 8 7〕〔8 9 ]仁9 6〕〔1 0 4〕 杜水生
:

《楔型石核的类型划分与细石器起源 》
,

《纪念裴文中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 》
,

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2。。 4 年
。

[90 〕 杜水生
: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石制品原料初步分析 》
,

《人类学学报 》2。。 3 年 2 期
。

[ 93 〕 张镇洪
: 《辽宁地区远古人类及其文化的初步研究》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1 981 年 2 期
。

[ 94 〕 辽宁省博物馆
:

《凌源西八间房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 》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1 9 7 3 年 2 期
。

[9 7〕 孙继敏
、

丁仲礼
: 《近 13 万年来黄土高原干湿气候的时空变迁》

,

《第四纪研究 》 1 9 9 7 年 2 期
。

[ 98 」 孙建中
、

柯曼红等
:

《黄土高原晚更新世的植被与气候环境 》
,

《地质力学学报》 1 9 9 8 年 4 期
。

[9 9〕 郑家坚
、

徐钦琦
、

金昌柱
: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的划分及其地理分布》
,

《地层学杂志》 1 9 9 2 年 3 期
。

[ 1 0 0〕 金昌柱等
: 《中国晚更新世猛玛象 ( M

a rn m ut hu
s
)扩散事件的探讨 》

,

《古脊椎动物学报 》1 9 98 年 1期
。

[ 1 0 1 ] 邓涛
:

《根据普氏野马的存在讨论若干动物群的时代 》
,

《地层学杂志 》1 9 9 9 年 l 期
。

[1 0 2〕 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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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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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

N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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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a n R
o k o s

h
,

T u n g s
h

e n g L i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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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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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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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s e r t V a r i a t io n s
.

Q u a t e r n a
yr R e s e a “ h

,

5 2 :
5 6一 6 2

,
1 9 9 9

.

[ 1 0 3〕 谢传礼等
:

《末次盛冰期中国海古地理轮廓及其气候效应 》
,

《第四纪研究 》1 9 9 6 年 1 期
。

仁1 0 5〕 安志敏
: 《中国晚期旧石器的碳一 14 断代和问题 》

,

《人类学学报》 1 9 8 3 年 4 期
;
王建

:

《关于下川遗址和

丁村遗址群 7 7 01 地点的时代
、

性质问题— 与安志敏先生讨论 》
,

《人类学学报》 1 9 8 6 年 2 期
。

[ 1 0 6〕 裴文中
:

《从古文化及古生物看中日的古交通 》
,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 》
,

文物出版社
,

1 9 8 7 年
。

[ 1 0 7〕 谢飞
:

《河北 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文化遗存的分布及在华北马蹄型分布带中的位置 》
,

《湖西文化研

究 》第 1 4 辑
,

1 9 9 6 年
。

[ 1 0 8〕 九州旧石器文化研究会
:

《九州刃细石器文化— 细石器文化的开始和编年研究》
,

九州旧石器文化研

究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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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e n m i e r o l i t h ie m a k i n g b e e a m e t h e p r i n e i p a l i n d u s t r y o f N o r t h C h i n a ,

w i t h t h e a r t i f a e t s f a l l i n g i n t o t h e H u t o u l i a n g a n d X i a e h u a n t y p e s
.

T h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e h a n g e s o f t h e l a t e P a l e o l i t h i e e u l t u r e i n N o r t h C h i n a w e r e b r o u g h t

a b o u t m a i n l y i n t h e e a r l y p h a s e o f S t a g e 亚 o f d e e p
一 s e a o x y g e n i s o t o p e

.

e x p a n d e d a n d t h e s e e l e v e l d e s e e n d e d
,

t h e s t a g e o f h u m a n a e t i v i t i e s

A
s t h e d e s e r t

w a s t r a n s f e r r e d

e a s r w a r d s ,

w h i e h a f f e e t e d t o a e e r t a i n e x t e n t u p o n e u l t u r a l r e l a t i o n s b e t w e e n N o r t h C h i n a

a n d S ib e r i a
.

B u t i n t h e l a t e p h a s e o f S t a g e 亚 o f d e e p
一 s e e o x y g

e n i s o t o p e t h a t s a w t h e

s
h r i n k a g e o f t h e d e s e r t a n d t h e r i s e o f t h e s e e l e v e l

,
t h e s t a g e o f h u m a n a e t i v i t i e s w a s

t r a n s f e r r e d w e s t w a r d s
.

T h e d e m a r e a t io n b e t w e e n t h e m id a n d t h e l a t e s t a g e s o f t h e P a l e o l i t h ie e u l t u r e i n N o r t h

C h i n a s h o u ld b e p u t b e t w e e n t h e S a l a w u s u a n d t h e S h i y u e u l t u r e s
.

T h e X i a e h u a n 一
t y p e

m i e r o l i t h i e e u l t u r e m u s t h a v e o r i g i n a t e d i n t h e a r e a r o u n d t h e B o h a i B a y in t h e p r im e o f t h e

l a s t g l a e ia l e p o e h
.

T h e H u t o u l i a n g e u l t u r e m a y h a v e t a k e n i t s s o u r e e i n S ib e r i a a n d s p r e a d

i n t o p a r t o f N o r t h C h i n a i n t h e f i n a l s t a g e o f t h e la t e P a l e o li t h ie A g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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