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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河湾在中国旧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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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旧 石器时代考古学已走过 8 6 年历程
,

本文在前人探讨分析的基础上
,

以 旧 石器时代考古学理

论和方法的演变为依据
,

从学术史的角度将我国旧 石器时代考古学划分为类型学时期
、

考古学丈化时期
、

丈化生

态学转型时期三个阶段
,

指 出泥河湾盆地已成为中国旧 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新阶段的领头羊
。

自 19 20 年桑志华于甘肃庆阳首次发现

3 件产自地层的石制品以来
,

中国旧石器时

代考古学已走过 86 年的历程
。

19 21 年
,

在外

国学者的帮助下
,

开始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的试掘与研究
,

从那时起
,

源自国外的先进考

古学理论与方法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提供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起点
。

解放后
,

随着考古

工作向全国开展
,

大量遗址被发现
、

发掘
、

研

究
,

基本建立了我国比较完整的旧石器时代

文化发展序列
。

今天
,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日

新月异
,

在新考古学影响下
,

开始了从类型

学
、

考古学文化向文化生态学方向的转变
,

不

过这场由历史编年转向人类行为和生存方式

的探索来得比较晚
,

脚步也比较慢
。

目前我国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关注的重心乃是文化特征

和渊源关系‘, ,。

一
、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发展阶段划分依据

学科的发展历程反映其学科的定位及理

论与方法应用变化过程
,

其目的在于明晰学

科的发展脉络和前进方向
。

世纪之交
,

多位学者对我国旧石器时代

考古发展阶段进行过不同角度的划分
。

有的

以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

和工作特点为标志
,

对我国 20 世纪旧石器时

代考古的阶段性成就进行了分期概括
,

划为

初创 (2 0
一 4 0 年代 )

、

发展(50
一
80 年代 )和成

熟 (90 年代以来 )三个时期lzj; 有的以理论方

法的演变为线索
,

并结合不同时期的人文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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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社会背景
,

划为引人(19 20
一 19 37 年 )

、

积累描述(19 49
一 1979 年 )与转型时期(80 年

代以来 )l’]; 也有学者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学按其历史背景和学术环境
,

分为诞生和建

国后两大时期I4]
,

并放在国际学术发展大背景

中做了一番回顾
,

指出中国考古学的关注仍

在材料发现和积累上
,

并详细介绍国外考古

学新理论与新方法
,

且从人类行为及生存适

应等角度对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做了新的

探讨与展望lno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旧石器时

代考古学发展阶段做了不同分期
,

我认为学

科发展阶段的划分应以学术发展为标志
,

若

过多的以社会历史背景为线索
,

学科的发展

与社会的发展将等同于一体
,

那所能反映的

则是当时社会背景与人文环境
。

社会的发展

确实会影响学科的发展
,

有时二者会呈现一

致性
,

但这只是从学科的社会背景来看
,

而从

学术上来看
,

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
,

必定有一

个独自
、

鲜明的理论方法成长过程
。

上述学者

的划分方案中
,

我比较赞同高星先生以理论

方法演变为线索的分期分析
,

但在每个阶段

的时间范围上
,

它所体现的却是中国社会发

展史背景
。

以下是我们从学术背景考察中国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阶段的些许认识
。

二
、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阶段

纵观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80 多年的

发展历程
,

以理论
、

方法论的应用演变为线

索
,

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

l
、

类型学时期(19 2 0
一 19 3 6 年 )

20 世纪 20
一
30 年代

,

脱胎于法国旧石

器考古学的田野操作与研究方法指导了周口

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

国人很快接受

了法国地层学
、

类型学方法
,

严格按照打格分

方
、

分层发掘
、

标本详细编号等进行田野工

作
,

描述器物
、

分析功能并进行断代等
。

同时
,

强调旧石器时代考古
“

四条腿
”

走路的综合研
·

4
·

稗玄每匆.
究传统也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

2
、

考古学文化时期(19 3 7 年
一 80 年代 )

19 3 7 年
,

裴文中先生对中国旧石器时代

进行了全面概述和分析
,

建立了一个分期体

系
,

命名了以
“

中国猿人文化
、

河套文化
、

山顶

洞文化
”

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早
、

中
、

晚三期

文化
,

并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进行对

比 咧
。

这是从材料的积累跃升到理论的高度

来思考考古学文化现象
,

裴老的这一尝试为

中国带来全新的视野和方法
,

可作为中国旧

石器时代考古学上升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

建国后
,

在裴文中
、

贾兰坡两位先生的主

持下
,

旧石器时代考古在周口店研究的基础

上走向全国
,

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

大量遗址

的发现
、

发掘
、

研究
,

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提供了翔实的基础材料
。

50 年代就北京人文

化性质及骨
、

角器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网
,

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

19 7 2 年
,

贾兰坡先生等提出华北旧

石器时代文化大小石器传统 ‘8]
,

这是在华北

旧石器文化编年逐步完善及不同类型文化逐

渐显露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

它的意义在于标

志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向区域性文化

与技术传统的转变
,

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学文化研究达到成熟的标志
。

然只停留在类型学研究和考古学文化分

析上
,

容易忽略那些与断代和文化关系不大
,

但与人类生存方式
、

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结构

密切相关的材料和现象
。

缺乏这些信息的采

集
,

考古研究就难以揭示文化异同的根本原

因图
。

3
、

文化生态学转型时期(1990 年以来 )

进人 90 年代
,

国内有些学者对原有的考

古学文化传统和时空界定提出质疑
。

如王益

人等指出
,

华北两大石器传统所表现出来的

文化差异应从原料
、

生态环境
、

遗址形成和埋

藏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

大小石器传统可能是



原料与生态环境的产物
,

提出中国旧石器时

代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

不可能简单用石

器形态和类型分析就能概括出来11010

当然
,

更重要的是在西方考古学新理论

及新流派的影响下
,

国外新方法的不断引进

给国人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

如打制实验
、

拼合

研究
、

石料分析
、

微磨痕分析
、

操作链与认知

能力分析等11 ”
,

开始打破那种以建立文化关

系和文化传统为目标的观念
,

从过去以石器

类型和形态为主导的文化时空界定
,

转向人

类适应与生存等深层内涵问题的探讨
,

并取

得了很好成绩
。

这表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学进人了一个新阶段
。

表一是国外考古学新

方法在我国首次应用情况
,

从中可知
,

介绍和

引进出现在上世纪 so 年代末
,

然正式发表论

文是 90 年代的事
,

故将新阶段界定为 1990

年以来
。

三
、

泥河湾在中国旧石器时代

研究中的地位

早在 1935 年
,

法 国史前学家步 日耶

(Bre ul l
,

H
.

) 就在法国人类学杂志登载文章
,

宣布在泥河湾村附近发现一件旧石器
。

这一

消息在考古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怀疑
,

因

为当时许多专家普遍主张人类起源于中更新

世
,

不可能在如此之早的地层中找到人类遗

物
。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发现的真正突破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
,

首先是由贾兰坡院士带领

的考古队于 19 7 4 年在泥河湾盆地的西北缘

发现了许家窑遗址
,

出土了 20 件约 10 一 12

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和万余件旧石器例
。

1978

年
,

尤玉柱等人在泥河湾村南约 5 公里的
“

泥

河湾层
”

中发现了约 130 多万年前的小长梁

遗址
,

共获旧石器 804 件
,

首次肯定了泥河湾

一带早更新世时期曾经有人类生活过
,

并留

下丰富的文化遗物
,

同时也回答了近半个世

纪前留下的悬案圈
。

自那以后
,

在小长梁遗址

附近不断发现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
: 19 81 年

在小长梁遗址东 800 米处发现 100 多万年前

的东谷沱遗址 阴 ; 19 84 年在小长梁遗址东北

巧。以〕米处发现约 100 万年前的岑家湾遗

址闭 ; 199 0 年和 19 92 年在小长梁遗址东北约

600 米处发现约 130 万年前和 150 万年前的

衰一 考古学新方法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首次应用

考考古学新方法法 首次在中国应用时间间 应用地点点

田田野发掘系统方法法 19 90
,

谢飞等ll2]]] 泥河湾飞梁遗址址

石石器拼合研究究 19 90
,

谢飞等l‘, ]]] 泥河湾岑家湾遗址址

1111199 1 一 199 2
,

中美泥河湾考古队ll’jjj 泥河湾东谷佗遗址址

石石器打制实验验 l9 9()
,

李莉I,习习 丁村遗址址

石石器微磨痕分析析 19 90
,

侯亚糊
1日日 周口店第 1 地点

、

马鞍山遗址址

石石料分析析 19 89 一 199 0
,

Sc hie k K D e t al l,刀刀 泥河湾东谷佗遗址址

111119 94
,

卫奇lINNN 泥河湾半山遗址址

2222200 1
,

高星lI9jjj 周 口店第 巧 地点点

22222(X) 1
,

裴树文
、

侯亚梅固固 泥河湾东谷沱遗址址

操操作链与认知能力分析析 200 2
,

陈淳
、

沈辰等121111 泥河湾小长梁遗址址

技技术类型学分析析 19 84
,

盖培l刀lll 泥河湾虎头梁遗址址

22222(X) 3
,

侯亚梅123111 泥河湾东谷沱遗址



半山遗址网及马圈沟遗址l戮 2仪旧年春
,

发现

马圈沟遗址下还存在两个新的文化层
,

200 1

发掘并确定为马圈沟第二
、

第三文化层
,

而第

三文化层的年代被认为距今 16 6 万年前 l划或

早于 18 0 万年前Pl]
。

200 5 年
,

河北省在马圈

沟遗址的发掘证实
,

在第三文化层之下
,

还存

在第四
、

第五和第六文化层
,

第六文化层的年

代比第三文化层的年代早约 8 一 10 万年1321
。

泥河湾盆地近 20 年众多 100
一 180 万年前人

类遗址的发现
,

吸引了国内外旧石器考古专

家前来参观或参与发掘
、

研究
。

l99() 年美国学者 J
.

D sm o n d C lark 等一

行访问泥河湾时
,

参与了飞梁遗址的发掘
,

带

来了较为规范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标本整理方

法
,

通过观察文化遗存空间分布特点来提取

人类行为信息网
。

这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田

野考古方法变革的一个转折点
,

也算是我国

旧石器考古学在野外工作方法上与国际正式

接轨的时间
。

同年
,

中美泥河湾考古队开始尝试对石

制品的拼合研究
,

并在岑家湾遗址中得到很

好的运用l34]
,

开了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方式

研究和埋藏学分析的先河
。

以往研究中
,

仅对石器原料做简单的鉴

定与统计
,

无法反映石工业特征和人类行为
,

而现在它已成为产地
、

技术分析及生存策略

等的重要信息来源
。

比如
:
卫奇 19 94 年在泥

河湾半山遗址的研究中
,

注意到石核大小和

剥片受到石料的很大限制阅
,

陈淳等 19 99 年

在小长梁遗址的研究报告中
,

用实验证明石

制品较小是由于石料裂隙发育所致阅
,

高星

先生在美国留学时
,

曾应用国外系统的原料

分析方法于周口店第 巧 地点国
,

而裴树文等

则把高星先生引进的这一系统方法首用于泥

河湾盆地东谷佗遗址l38]
。

王益人指出
:
北京人

遗址
、

泥河湾以及丁村旧石器文化之间的可

比性很差
,

这是因为三地原料差异很大决定

了石制品的不同国
。

石器原料的系统分析已

经超越了类型学
,

这有利于正确认识形成石

器特点的内在机制及客观评价石器技术的发

展水平
。

上世纪下半叶旧石器考古一项最具开创

性和最重要的进展就是
“

操作链
”

概念的流

行
,

它以一种动态方法分析石器每个生产环

节
,

包括原料采办
、

剥片程序
、

使用维修和废

弃的全过程阅
。

1999 年
,

陈淳等把这一方法成

功应用于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
,

成为新时

期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典范
,

同时

还分析了当时人类行为和智慧水平
,

这也是

认知考古在中国的首次应用
。

此外
,

还有类型学的深人研究
,

或称动态

的技术类型学
,

典型例子就是
“

阳原石核
”

l’ll

和
“

东谷佗石核
”
l’2j 的命名

,

它们都是在泥河

湾盆地完成的
。

通过以上例子可知
,

7 项新方法在中国

首次运用中就有 5 项的实验地点放在泥河湾

盆地
,

占 70 %
。

而其它两项新方法也在随后

的时间里在泥河湾盆地得以应用
,

可说达到

100 %
,

这充分显示了泥河湾盆地在我国旧石

器时代考古中的地位
。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

址的发现与发掘历史虽不是太长
,

然这块可

与东非奥杜威峡谷相媲美的考古圣地
,

使我

们能够用多学科
、

多角度去阐释 100 多万年

前的巨大文化遗存中所蕴含的人类行为
,

成

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新理论
、

新方法的

最主要实验田
,

无疑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学新时期的领头羊
。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
,

在众多新方法

的应用中
,

泥河湾也仅只是尝试性的运用
,

处

于起步阶段
,

一些方法如残渍分析等还是一

片空白
,

分析的结果也多为补充说明
,

对泥河

湾盆地文化的发展和人类行为的探讨还有待

深人
。

如何在泥河湾盆地系统地搜集尽可能

多的材料
、

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及科学

地探讨人类行为
,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
。

随着新世纪世界考古学的向前发展
,

泥河湾



盆地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必将在中国旧石器

时代考古学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

〔l」【5 〕陈淳
: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昨天与今天》

,

《第

四纪研究》1 9 99 年第 3 卷第 2 期
。

【2」王幼平
:

《旧石器时代考古回顾与展望》
,

载《中国考

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
: 19 99 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

集》
,

科学出版社
,

2仪扣 年
。

【3〕高星
: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昨天

、

今天与明

天》
,

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20 世纪旧

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
,

文物出版社
,

200 2 年
。

【4」陈淳
:

《中国考古学 80 年》
,

《历史教学研究》2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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