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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东山岛发现的 306 件石制品
、

东山海域发现的 170 件哺乳动物化石和
“
东山人

”
化石 以及

台湾海峡第四纪沉积物特征
,

结合分析台湾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
、

旧石器和人类化石
,

从古生物
、

古人类
、

古文化
、

海平面变化诸方面阐述东山在闽台旧石器时代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

认为漳州是古

人类
、

哺乳动物迁徙台湾的出发地
,

东山是桥头堡
, “

东山陆桥
”
是连接大陆与台湾的纽带

。

八十年代以来有多位学者探讨旧石器时

代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李家添
,

1 9 81 ;
李家

添等
,

1 9 8 3 ; 尤玉柱等
,

1 9 90 )
。

近几年在福

建东山岛及东山海域 (台湾海峡 ) 发现不少

旧石器时代遗物
,

基于我们的工作结果 (蔡

保全等
,

1 99 4)
,

结合台湾的研究成果
,

本文

试图从古生物
、

古人类
、

古文化
、

海平面变

化诸方面阐述东山在闽台旧石器时代文化交

流中的地位
。

台湾旧石器时代

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

自 1 9 2 7 年以来台湾第四纪哺乳动物化

石时有发现
,

然大多为地表零星收集
。

至今

在桃园县大溪镇
、

新竹县宝山乡
、

苗粟县竹

南镇和回湖乡
、

台中县丰原镇和北屯乡
、

嘉

义县中埔乡
、

台南县新化区和左镇乡
、

高雄

市旗后
、

屏东县恒春镇
、

澎湖列岛等地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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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
,

这些地点中要数台

南县左镇乡和澎湖列岛马公镇海域两处最为

集中且具有代表性
。

“

左镇动物群
” :

位于台南县左镇乡
,

化

石产 自崎顶组
,

沿莱寮溪流域分布
,

S hi ka m a

等 (2 9 7 5 )
、

O ts u k a (1 9 8 4 ) 划分崎顶组于下
。

上段
,

砂岩为主
,

可分 6 层
。

K U S一 6 :

棕色厚层砂岩夹灰色粉砂岩
,

产象
、

犀牛和其它哺乳动物化石及 贝壳化石
。

3 0 ~ 6 0 米
。

K U 4 :

灰色厚层粉砂岩夹薄层砂岩
,

产

尺入in、ero : ,

E z助人u r u : 和 贝壳化石
。

1 0 米
。

K U 3 :

灰色致密厚层砂岩
,

产 St e g o d on

sin e n s i:
,

鱼化石等
。

2 5 米
。

K u Z :

灰色层状砂岩夹蓝绿色粉砂岩
,

产 S r e g o d o n a k a s人ie n s i: 等及 贝壳化石
。

2 0

米
。

K U I :

灰色致密厚层砂岩
,

产贝壳化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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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一 8 0 米
。

下段
,

主要为粉砂粘土
,

可分 4 层
。

K L 4 :

灰色粗砂
、

细砂和砂质粘土组成韵

律层
,

含贝壳化石
。

30 ~ 60 米
。

K L 3 :

灰色厚层砂岩
、

粉砂岩互层
,

含贝

壳化石
。

3 0一 6 0 米
。

K L Z :

灰色粉砂岩和黑色沥青质粘土互

层
,

产贝壳化石
。

70 ~ 2 50 米
。

K L I :

灰色粉砂岩和粘土岩互层
。

15 米
。

下伏地层
:

上新世古亭坑组
。

钟广吉 (1 9 7 9) 将崎顶组上段各层赋予

段的名称
,

它们是冈林段 (一K U I)
、

虎衔口

段 (K U Z )
、

滴水 子 段 (K U 3 )
、

过 岭 段

(K U 4 )
、

三 重 溪 段 (K U S )
、

牛 食 水 段

(K U 6 )
。

莱寮溪的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有明石剑齿

象 S t e g od
o n a ka shie n s is (= 5

.

a u ro ra 。)
,

中

国剑齿象 5
.

: ine ns i:
,

台湾猛 玛 象 几了d m
-

m u th u s a r m e n ia c u s ta iw a n ie u s ,

副 亚 洲 象

E leP ha s
勺

s u d
r ic u s P a r a m a m m o u le u s ,

中国

早板犀牛 R h in o c ero s s in e n s is 人卿
a s a ka i

,

巨摸

材七g a t妙iru
s s p

.

称猴材反
‘a c a s p

. ,

猫科 Fe li
-

d a e ,

台湾四不像鹿 E laP h u。 :
f0 0

0 sa n u : ,

步氏鹿 材
“n tia e u : 。f

.

bo hlin
,

鹿 材“n t ia c u s

s p
. ,

新竹斑鹿 Ce 二
u : (S ik a ) : in tik u e n s i:

,

斑

鹿 Ce 二
u : (S ik a ) s p

. ,

黑鹿 Ce o u : (R u s a )

s p
. ,

猪 S u s s p
. ,

水牛 B u ba lu s s p
.

等
。

S h ik a -

m a
等 (1 9 7 5) 命名这一动物群为

“

左镇动物

群
” ,

并认为可以和 日本的明石动物群
、

中国

大陆北方 的泥河湾动物群对 比
,

时代为早更

新世
,

相当于中维拉方期
。

O t s u k a (1 9 5 4 ) 指

出
, “

左镇动物群
”

是同一时期的产物
,

其地

质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至中更新世早期
。

从化石组成看
,

笼统将它们归入同一时

期似有不妥
,

虽然化石多产 自崎顶组上段
,

然

上 段地层厚达 2 00 米
,

不可能是同一时代
。

再者 5
.

a k a s h ie n s i: (= 5
.

a u ro ra ￡) 在 日本

的分布时限是 1 80 万 ~ 1 50 万年前
; 日本最

原始的 猛 玛象 人夕泛m m u th u : p a ra m a m m on
-

t e u s shig e n s is 是 1 0 0 万年前从北方迁入 的
,

M
.

a r m e n ia c u s 生活于 1 0 0 万一 5 0 万年前的

日本
,

而在中国大陆
,

猛玛象分布于东北
、

华

北的中晚更新世地层中
,

在台湾被定为和 日

本同一种 (地理亚种 ) 的猛妈象显然源自日

本 (在此需说明的是早期的猛玛象种并非生

活在高寒地带 )
。

中国剑齿象 5
.

s in en si :
被认

为等同于东方剑齿象 5
.

orz en tal i: (周明镇

等
,

1 9 74 )
,

东方剑齿象起源于华南
,

较华南

早更新世的前东方剑齿象进步
,

为中国大陆

南方中晚更新世地层中的标准化石
。

副亚洲

象 E
.

勺su d ri cu :
分布于东南亚早更新世至

中更新世
。

来自东北亚的四不像鹿 El aP hu -

r u : ,

在华南
、

华北早更新世至全新世均有分

布
,

而台湾四不像鹿 E
.

fo rm os a n u :
的特征

被认为是介于泥河湾的 E
.

b ifu rc at u : 和河南

安 阳 全 新 世 的 E
.

d a vi di a n u : (E.

m e z ie s ia n u s) 之间
,

O ts u k a
等 (1 9 7 5 ) 更倾

向于和安阳的材料对 比
,

只是较安阳的原始
。

中国犀牛 R
.

: in en si : 广泛分布于华南第四纪

地层中
,

而台湾的犀牛 R
.

sin e n s i: 人
卿

s a 庵a i

来 自崎顶组上段 3 ~ 5 层 ; 巨摸 五夕七g a ta Pi。 :

为华南中晚更新世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的

重要成员
;
台湾的步氏魔相似种 M

.

。f
.

bo hl in

被认为较接近周 口店 18 地点的 M
.

boh li n ,

与四川盐井沟的同类化石有较大的区别
。

大

陆斑鹿化石仅分布于华北
、

东北中更新世
,

只

有梅花鹿 C
.

(S ik a ) n iPP
o 。
存在于华北

、

东

北
、

华南晚更新世至全新世的地层中
,

因此

被定为新竹斑鹿 C
.

: in ti泛u e n s i: 的莱寮溪斑

鹿化石时代属于早更新世的可能性不大
,

更

可能是中更新世
;
水牛 B u bal u : s p

.

仅分布于

亚洲
,

中更新世时从南亚进入 中国大陆
,

那

么台湾的水牛无疑不属于早更新世
。

其余如

黑鹿 C
.

(R u s a ) s p
. 、

猪 S u s s p
. 、

称猴对d c a c a

s p
. 、

猫科等未定种广泛存在于第四纪各个时

期
,

其地层意义不大
。

所以我们认为
“

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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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群
”

是一个混合动物群
,

很难和维拉方

或泥河湾动物群对 比
,

动物群所在的地层

—
崎顶组上段应代表一套 中更新统 的堆

积
,

这个动物群可以和华南中更新世的大熊

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对 比
。

sh ik a m a
等 (2 9 7 5 )在研究象化石时提出

左 镇 地 区 的 生 物 地 层 带为
: 1. st eg od on

a k a s hie n s i: 带
,

相 当 于 K U Z ; 2
.

S te g o d o n

s in e n s i: 带
,

相当于 K U 3 ; 3
.

R hin oc ero s
一E la--

Phu
。

:
带

,

相当于 K U 4
。

那么左镇地 区最早

哺乳动物是 S te g o d on a k a sh ie n s is
,

其所在的

带代表中更新世早期
; st eg od on 5 1, ns is 带略

晚
; R hi n oc ~ 一E

laP
h u、 :

带可能代表中更

新世中期
。

尽管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分布

上限可达全新世早期
,

莱寮溪地区则不会太

晚
,

因为赋于化石的崎顶组受蓬莱运动影响
,

形成显著的褶皱
,

而蓬莱运动被认为是台湾

第四纪最早且最显著的地壳运动 (尽管这个

运动时间尚未确定 )
。

澎湖动物群
:

来自台湾海峡澎湖列岛马

公镇虎 井 岛北 边 海 底
,

有诺氏古菱齿象

P a za e o zo x o d o n n a u m a n n i
,

普氏野马 E q u u s

p re w al s
勺i

,

梅氏四 不像鹿 E laP h u 。 ,

~
-

z ie sia n u : m e n z ie s ia n u : (= E
.

d a v ia n u : )
,

杨

氏水牛 B u ba lu s 夕o u n g i
,

高健为 (1 9 8 2 ) 认为

其时代为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
,

S hi ka
-

m a
等 (1 9 7 5) 则认为是雨木晚期 (晚更新世

晚期 )
。

诺氏古菱齿象化石在我国的分布基本

上限于华北更新世晚期
,

S h ik a m a
等 (1 9 7 5 )

曾指出该种在 日本相当普遍
,

而在台湾仅发

现于澎湖海底
,

这就意味着或者澎湖的诺氏

象来 自日本
,

或者它并非诺氏象
。

从澎湖象

化石臼齿的形态我们了解到它既有亚洲象的

特征 (M
3

冠面长椭圆形
,

20 个齿脊 )
,

也有

诺 氏古菱齿象特征 (釉质层厚度 1
.

6 ~ 2 毫

米)
,

而其齿脊频率平均为 6
,

则介于两者之

间
。

因此与其将澎湖的象化石定为诺氏古菱

齿象
,

不如定为亚洲象
。

3 8

人类化石

产自台南县左镇乡莱寮溪流域
,

有两个

地点
,

至今采到 9 件标本
。

拣自三重溪流入

莱寮溪入口 附近河床的臭屈河段有三件
,

分

别为右顶骨残片 (编号 2 00 一1 )
、

左顶骨残片

(2 0 0一 2 )
、

右顶骨残片 (2 0 0一 3 )
,

S h ik a m a

等 (1 9 7 6 ) 认为距今 3 0 0 0 0 一 2 0 0 0 0 年前
,

命

名为
“

左镇人
” ;
离臭屈地点不远处捡到 1 件

右 M
‘

或 M
Z
(A 5 7 10 )

,

也被认为属于
“

左镇

人
”

范畴
。

在同一地方产出的还有一右 M
, ,

可能要 比
“

左镇人
”

晚很多
,

或可归之为较

年轻的
“

左镇人
”

(连照美
,

19 8 1)
。

关于臭

屈化石点的层位
,

依 S h ik a m a
等 (1 97 5 ) 为

崎 顶 组 之 第 4 ~ 5 层 交 界 处
。

据 钟 广 吉

(1 98 9) 的地质图
,

三重溪附近出露的地层有

滴水子段
、

过岭段
、

三重溪段和牛食水段
。

人

类化石推测是三重溪上游冲刷下来的
,

其上

游多属三重溪段
,

所以人类化石产自三重溪

段的可能性较大
。

然从地层年代来看
,

人类

化石来自崎顶组又是不可能的
,

只能是在崎

顶组上升
、

褶皱
、

侵蚀后迭在三重溪段的上

覆地层
。

来自莱寮溪岗子林河段的 2 件右顶骨残

片 (2 4 4一 1
、

2 4 4一4 )
、

l 件额骨残片 (2 4 4一

2) 和 1 件枕骨残片 (2 4 4一 3)
,

被认为属同

一个体
,

产自滴水子段 (钟广吉
,

19 8 9)
。

然

其颜色浅
、

石化程度浅等显示 比臭屈标本晚

得多 (连照美
,

19 8 1 )
,

经氟
、

锰测定
,

认为

是全新世
,

距今 5 0 0 ~ 1 0 0 0 年前 (B a b a ,

H
.

等
,

1 9 84 )
,

所以岗子林的标本不应归入
“

左

镇人
” ,

同样也不是产自崎顶组
,

应该是上覆

地层
。

长滨文化

台东县长滨乡罗汉山的八仙洞
,

是火山

集块岩经由海蚀作用形成的
,

随着地壳的抬

升
,

不同高度的海蚀洞穴代表了不同地质时

期的产物
。

1 9 6 8 年首次在八仙洞发现 旧石

器
,

被命名为
“

长滨文化
” ,

后来在台东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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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窑溪北岸的小马洞穴
、

鹅鉴鼻半岛
、

台北

土林区芝山岩等地也发现了属于
“

长滨文

化
”

的遗物
。

八仙洞材料丰富
,

目前发掘的

情形如下
:

乾元洞 海拔 10 4 米
,

底部文化层产 20

多件大型石制品
,

依 Cl
咭

年代测定
,

文化层大

于 1 5 0 0 0 年前
,

推测可能达 3 0 0 0 0 年前 (宋

文薰
,

1 9 8 0 )
。

海雷洞 海拔 70 米
,

石制品 10 0 多件
,

多为大型石器
,

仅有少量小型石器及偶见骨

角器
。

潮音洞 海拔 20 ~ 30 米
,

产近 3 0 0 0 件

石 制品和 10 0 来件骨角器
,

Cl
略

测定约距今

5 0 0 0 年前
。

另外 比乾元洞还高的昆仑洞 (海拔 1 20

~ 1 30 米 ) 也发现了
“

长滨文化
”
的遗留

,

其

时代要 比乾元洞早
,

推测可达 5 0 0 0 0 年前

(宋文薰
,

1 9 8 0 )
。

依上述可知
, “

长滨文化
”
遗物主要采自

潮音洞
,

潮音洞既有大型石器
、

小型石器
,

又

有骨角器
; 而海雷洞以大型石器为主

,

含有

少量小型石器和骨角器
;
乾元洞和昆仑洞则

只有大型石器
,

不含小型石器和骨角器
。

总体来说大型石器的数量较少
,

原材料

来自八仙洞附近海滨的砾石滩
,

以石片石器

占绝大多数
,

石核石器较石片石器少
,

上下

特征一致
,

基本上单面加工
,

石器多遗有砾

石面
,

所以宋文薰 (1 9 6 9
、

1 9 8 0
、

1 9 9 1 ) 一

直认为来 自八仙洞不同海拔高度的文化均属

于砾石石器工业范畴
,

为东南亚盛行的砍伐

器传统
, “

长滨文化
”

的时代距今约 3 0 0 0 0一

5 0 0 0 年前
。

然而数量较多的小型石制品
,

也许更能

说明八仙洞遗址的文化特征
。

这些石制品一

般不大于 8 厘米
,

由石英
、

石英岩
、

玉髓及

极少数隧石与铁石英等制成
,

有石片
、

石条
、

边刃刮削器
、

尖状器
、

楔形器
、

两用器等
。

石

片有自然台面
,

也有打击台面
,

少数标本的

台面经修理过
,

表明小型石制品的加工技术

较大型石制品进步
。

依大型
、

小型石器的分布及其原始性与

进步性
,

可以认为
“

长滨文化
”

遗址的不同

洞穴高度
,

其时代有早晚之分
,

文化特征也

不尽相同
。

分布最高
、

时代最早的乾元洞
、

昆

仑洞只产大型石器
,

石器特征原始
,

而最低

的潮音洞
,

既有大型石器
,

又有小型石器和

骨角器
。

加藤晋平 (1 99 0) 指出小型石器中

含有典型的楔形石器
,

可以和河南安阳小南

海遗址出土的石器对比
。

这些说明潮音洞的

石器已相当进步
,

和乾元洞比较有明显不同
,

故时代应较晚
。

此外骨角器在
“

长滨文化
”

中占有相当

重要的位置
。

骨角器主要来自潮音洞
,

整理

出来的 1 00 多件按加工方式和形态
,

可以分

为长尖器
、

一端带关节之尖器
、

骨针
、

骨锥

和长形骨铲等
,

成为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中

骨角器数量最多
、

类型最丰富的遗址之一
,

反

映出当时人类 已懂得磨刮骨针
。

东山旧石器时代人类与文化

人类化石

化石仅一件
,

为右侧肪骨体下半段
,

产

自东山岛附近海底
。

化石呈浅灰色
,

残留部

分全长 57
.

9 毫米
,

其下端的前面部分断裂于

冠状窝上方的部位
,

后面部分断裂于鹰嘴窝

的上缘
;
从断面上可以观察到胶骨体后面的

骨壁中夹有一层黑色物质
,

此系化石埋藏于

海底时
,

地层中的锰质侵入的结果
;
肪骨体

前外侧面与前内侧面交界的部位保留有海生

软体动物附着的痕迹
。

尤玉柱 (1 9 8 8) 称为
“

东山人
” ,

并判断时代为更新世末期至全新

世早期
,

距今 1 0 0 0 0 年前左右
。

!日石器

在东山岛的西埔镇
、

樟塘乡和前楼乡的

十一个地点中共采集石制品 3 06 件
,

这些石

制品均采 自地表
,

分布在海拔 15 一 30 米
、

方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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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2 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

绝大部分的原材料

为隧石砾石
,

仅少量为石英
。

石制品有石核

3 2 件
、

石片 84 件
、

刮削器 17 4 件
、

尖状器 13

件
、

石钻 1 件和石弹 2 件
。

石制品的特点是器形细小
,

长和宽大多

分布在 10 ~ 30 毫米范 围内
。

材料的利用率极

高
,

有一半的石核被加工过并作为器物使用
,

石片仅占石制 品总数的 27
.

45 %
。

刮削器的

类型多达 13 种
,

数量大
,

占石制品总数的

56
.

86 %
。

尖状器的数量少
,

器型单调
,

修理

不精美
。

生产石片的方法推测主要用锤击法
,

少数用砸击法
,

未见间接法
;
加工方向以对

向加工为主
,

约占 64 %
。

这些特征表 明东 山

石制品可归入小石器传统
,

同属
“

漳 州文

化
” ,

估计其年代距今约 9 0 0 0 一 1 1 0 0 0 年前

(蔡保全等
,

1 9 9 4 )
。

海平面变化与
“

东山陆桥
”

东山海域的哺乳动物化石

海峡西部东山海域不但产
“

东山人
”

化

石
,

还发现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

至今从兄

弟屿附近及东山岛邻区海底中共采集到哺乳

动物化石 1 70 件
,

其中有 n 件可能属于历史

时期
,

其余 1 59 件标本的时代相同
。

1 59 件中

有 1 03 件可鉴定其类别
,

它们是
:

亚洲象 E le--

p h a : m a x im u : (1 件 残 破 上 领骨带左 右

M
3
)

、

额鼻角犀 及
c e r o r丙in u : s p

.

(1 件右挠

骨 )
、

熊科 U r s id a e g e n
.

e t s p
.

in d e t
.

(1 件

左胫骨
、

1 件股骨 )
、

猪 S “ : s p
.

(l 件右肪

骨 )
、

梅花鹿 Ce rv u s (S ika ) n 之PPo n (鹿角 3 2

件
、

股骨 9 件
、

肪骨 5 件
、

胫骨 9 件
、

掌跤

骨 1 4 件 )
、

鹿科 C e r v in a e g e n
.

e t s p
.

in d e t
.

(5 件鹿角 ) 和水牛 B u ba lu : s p
.

(股骨 3 件
、

肪骨 3 件
、

挠骨 5 件
、

胫骨 5 件
、

掌跄骨 8

件 )
。

这个动物群组合
,

既不同于晚更新世北

纬 38 度以北黄海到渤海海域的
“

披毛犀一猛

玛象
”

动物群及北纬 38 度以南黄海一东海海

域以古菱齿象一四不像鹿为特征的动物群组

4 O

合
,

也不同于闽西北更新世晚期的大熊猫一

剑齿象动物群
,

它代表了我国邻近海域一个

新的哺乳动物群组合
,

时代 为全 新世早期

(蔡保全等
,

1 9 9 4 )
。

海峡中的古河道与陆相沉积物

海峡中所产的
“

东 山人
”

和哺乳动物化

石
,

并非从大陆搬运来的
,

而是说明海峡曾

经陆化
,

海洋地质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

在海

峡两侧近岸分布着两级海底阶地
,

一级为一

10 一 一 18 米
,

二级为一 25 ~ 一 36 米
,

这两级

海底阶地是在海平面相对稳定时期形成的
,

标志着不同时期的低海岸线
。

另外在陆架外

缘出现一 1 10 一 1 20 米级的平坦面
,

认为是晚

更新世未雨木冰期造成的最大一次海退的最

低海面古海岸线
。

除了阶地以外
,

台湾海峡中还分布着数

条海底峡谷
,

这些峡谷与海峡两岸陆地水系

有着密切的关系
,

是陆地上水系流入海峡
,

在

海峡中发育的古河道
。

如位于马祖和长屿山

之间的马祖峡谷
,

和闽江埋藏峡谷一致
,

是

闽江向海峡延伸的一部分
; 位于莆田南 日岛

附近的南 日峡谷系 由木兰溪延伸而成的
;
位

于大担附近的大担峡谷
,

系由九龙江延伸而

成
;
位于台湾浅滩与南澎湖浅滩之间的八罩

峡谷可能与九龙江有关
; 而位于海峡东南部

的澎湖峡谷则是海峡中最深的峡谷
,

呈北西

~ 南东向
,

它汇集了闽台各峡谷水流
,

流向

南海
。

海峡中不但存在阶地
、

古河道
,

而且找

到了陆相
、

滨岸相沉积物
,

如在澎湖列岛西

南部发育了晚更新世的砾石层
,

砾石的主要

成分为火山喷出物及火成岩区的剥蚀物
。

在

闽台两岸边宽数公里处
、

台湾浅滩
、

澎湖浅

滩发育了晚更新世的粗
、

中
、

细砂类沉积物
,

该砂类沉积物中有一部分分选特好
,

具滨岸

相与风成沙丘沙特点 (曾成开等
,

1 9 8 2 )
。

东山陆桥

那么是不是整个台湾海峡都曾经成为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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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至今找到的人类化石
、

哺乳动物化石和

陆相一滨岸相沉积物均分布在台湾浅滩
、

澎

湖浅滩和海峡两岸地带
。

从海峡的形态看
,

其

北窄南宽
,

中南部有一条浅滩带横亘着海峡
,

这条浅滩带西起东山岛东南
,

向东延伸至海

峡中部的台湾浅滩
,

再向东北经澎湖列岛而

后至台湾西部
。

浅滩由四部分组成
,

即台湾

浅滩
、

南澎湖浅滩
、

北澎湖浅滩和台西浅滩
,

一般深度不超过 40 米
。

浅滩南北宽约 25 公

里
,

其西北部以颈状台地 与东山岛附近 的

一 3 6 米海底阶地相连
;浅滩南侧从一 40 米很

快下降到一 1 50 米 的大陆架边缘
,

而后突降

到一 25 。一 一 40 。米的大陆坡
,

与南中国海相

连接
; 北侧较平坦

。

约一 70 一 二 90 米深
。

当

海平面下降 40 多米时
,

这条浅滩便露出海面

成为联系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陆桥
,

因此被命

名为
“

东山陆桥
, ,

(林观得
,

1 9 8 2 )
。

海平面变化

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
“

东山陆桥
”

形成

并联接大陆和台湾呢 ? 众所周知
,

这是大约

从 3 00 万年前开始
,

地球进入冰期
,

地球表

面冰 川作用强烈
、

广泛
,

尤其是北半球冰盖

堆积和融化
,

引起了全球性的气候波动和海

平面升降而造成的
。

在第四纪
“

东山陆桥
”

有几次露出海面 ?

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

第四纪全球性海平面

下降超过 40 米的大致有以下 7 个时期
,

也就

是说
“

东山陆桥
”

至少有 7 次露出水面
:

多

瑙冰期 (早更新世
,

180 一 1 40 万年前 )
、

贡兹

冰期 (早更新世
,

12 。一 93 万年前 )
、

明德冰

期 (早更新世
,

80 ~ 73 万年前 )
、

里斯冰期

(中更新世
,

3 7 ~ 2 5 万年前 )
、

1 1
.

7 万年前
、

4
.

8 万年前
、

2
.

3 ~ 1
.

2 万年前
。

晚雨木冰期

(2
.

3 ~ 1
.

2 万年前 ) 为第四纪的最低海平面

时期
,

在距今 1 5 0 0 0 年前
,

约低于现今海平

面 1 30 米左右
,

当时整个海峡均为陆地和滨

海环境
。

从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
,

海平面

上升
,

然而即使到了距今 8 5 0 。年前
,

虽大部

分海峡地带被海水浸没
,

台湾浅滩仍处于陆

地状态
,

陆上哺乳动物仍在那里生存
,

8 5 0。

年以来
“

东山陆桥
”

才最后消失
。

文化交流及其途径

由于台湾的特殊地质地理位置
,

哺乳动

物很迟才占领该岛屿
。

台湾最早的哺乳动物

化石明石剑齿象可能是经 日本迁移来的
;
随

后东方剑齿象 (中国剑齿象 )
、

四不像鹿
、

中

国犀牛
、

巨摸
、

鹿
、

斑鹿
、

水牛
、

水鹿
、

猪
、

称猴
、

猫等不断从华南迁入
; 副亚洲象 (也

许包括部分水牛
、

水鹿等 ) 可能来自马来一

菲律宾群岛
。

台湾哺乳动物群组合中基本能

找到华南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的各典型分

子
,

仅缺少大熊猫
。

生活于竹林中的大熊猫

显然没能跨越因陆桥暂时存在而形成的无林

地带—
沼泽

、

湖泊
、

灌丛草地环境
。

目前类似
“

长滨文化
”

的大型石器虽未

在东山发现
,

但在漳州市郊莲花池山和竹林

山两地点找到了相似的石制品
。

这两个地点

石制品有石核
、

石片
、

刮削器
、

砍伐器等
,

类

型单调
,

加工比较粗糙
。

砍伐器形体较大
,

也

属我国南方常见的砾石石器工业
,

刮削器多

单向加工
。

这些说明漳州市郊旧石器时代中

晚期的石制品和
“

长滨文化
”

的大型石器同

源
,

而漳州的时代为 4 ~ 8 万年前
,

显然较
“

长滨文化
”

早
。

潮音洞小型石制品中的楔形

石器为用砸击法生产的石核和石片 (两极石

片)
,

该方法在东山
、

漳州市郊等地的
“

漳州

文化
”

也曾采用
,

而且时代早于潮音洞
。

韩

起 (1 9 7 9) 认为
“

长滨文化
”

单面砍砸器的

形态和制作技术与湖北大冶石龙头及广西百

色上宋村遗址 出土的同类型石器颇为相似
;

张森水 (1 9 8 7) 指出黔西南猫猫洞文化和广

西
、

四川等地分布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是
“

长

滨文化
, ,

之源 ;
宋文薰 (1 9 5 0

、

1 9 9 1 ) 也认

为可 以和江西万年县仙人洞第一期文化对

比
。

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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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

左镇人
”

的材料有限
,

但依据仅

有的 臼齿对 比
,

可认为
“

左镇人
”

和福建
“

清流人
”

及广西柳江人均属我国旧石器时代

南部地 区的晚期智人
,

他们的体质特征基本

相 同
,

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征
, “

左

镇人
”

和
“

清流人
”

存在着共 同的起源 (尤

玉柱等
,

1 9 9 0 )
。

总之
,

台湾 的哺乳动物化石是不同时间
、

多渠道进来的
,

其中来自华南的占大多数
,

迁

入时间可能有
:

贡兹和明德冰期可能来自日

本
,

里斯冰期来自华南或马来一菲律宾群岛
。

“

长滨文化
”

中砍伐器传统是 4
.

8 万年前的低

海面时期从大陆传入的
,

而砸击技术可能要

晚
,

到 1 5 0 0 0 年前左右才从华南引进的
。 “

左

镇人
”

在 5 万年前就从大陆移居台湾 (应该

还有稍早的人类 )
。

来自大陆的哺乳动物和人

类均 由
“

东山陆桥
”

到达台湾
,

迁移过程中

曾在陆桥上生活
、

栖息
,

因此留下了今天我

们看到的 9 0 0 0一 1 5 0 0 0 年前的
“

东山人
”

和

哺乳动物化石
。

事实说明
,

漳州是古人类
、

哺

乳动物迁徙的出发地
,

东山是桥头堡
,

东山

陆桥是连接大陆与台湾的纽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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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

史前
”

的铜铃

鸟通高 n 厘米
,

宽 5
.

6 厘米
,

鸟体厚约 0
.

2

厘米
。

杖首扁尾 圆腹鸟铃
。

标本 D H M 16
: 5

(图五
:

2) ¿ ,

通高 10
.

6 厘米
。

鸟腹圆鼓如

球
,

中空
,

有 6 个人眼形和半月形的镂孔
,

内

有一桃核大小的扁圆卵石
。

鸟尾竖扁
,

尾末

边沿呈波状花边
,

鸟脖颈细长
,

昂头张嘴
,

头

顶上有冠
。

鸟腹下有圆形管状攀
,

夔下部有

两个对称的方形穿孔以固杖柄之用
。

整个器

物造型生动
,

做工也较精致
。

挂饰大腹鸟铃 (图五
: 3)

。

此铜铃是在

涅源县栏隆 口 乡上寺村征集的
,

属卡约文化

的器物À 。

鸟通高约 5 厘米
,

长约 7 厘米
,

腹

胖体长
,

鸟腹及颈部饰满人眼形和长条形的

镂孔
,

腹下有一供悬挂的鼻钮
,

鸟尾部饰以

刻划纹
,

鸟眼较小
,

鸟咏向下微勾
。

这种挂

饰鸟铃相对于杖首鸟铃体形较小
。

以上我们把青海青铜时代的青铜铃分成

了五种类型
,

从中可以看出
,

青海
“

史前
”

的

铜铃主要是挂饰的铃
,

并且形体较小
。

从野

外发掘的情况看
,

铜铃多是人的饰品
,

挂于

脖颈
、

手臂
、

两腿和耳环上
,

少数挂于狗颈

和马颈上
。

一部分带柄的或用于杖首的圆球

形镂孔铃及镂孔鸟铃
,

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

的拥有物
,

是宗教礼仪
、

充神做法和公众活

动时的专用响器
,

属于执铃或称举铃一类
。

绘 图
:

李 前

¹ 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卡约文化墓地 M lo27 :

3 出土
,

资料尚未发表
。

º ¼ ¾ 青海省惶源县大华乡中庄卡约文化墓地

M 79
: 1 出土

。

见青海省涅源县博物馆等
:
《青

海徨 源县大华中庄卡 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
,

《考古》 19 8 5 年 5 期
。

» ¿ 青海省大通县黄家寨墓地 M S : 2出土
。

见马

兰
、

刘杏攻
:
《大通黄家寨及杨家湾墓地清理简

报 》
,

《青海文物 》 19 8 9 年 2期或 《考古》 19 9 4

年 3期
。

½ 19 8 3年徨源县大华出土
,

见青海省文物处
、

青

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 9 9 4 年 4月编著出版的

《青海文物 》
。

À 涅源县拦隆 口 乡上寺村征集
,

资料尚未发表
。

(责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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