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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河湾盆地旧石器中晚期以来人类
行为的变化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杜水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

一、 引言

探讨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是当前

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一方面会拓展

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意义 , 另一方面人类演化和

文化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会得到一个较为满

意的解释
①②③

。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初期 ,是人类

自身及其文化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 其主要

标志是现代人起源并向全球扩散和农业的发生 ;

同时 , 这一时期也是自然环境变化较多的一个时

期 , 末次冰期极盛期的来临与消退 , 使得有些时

期极端干冷 , 有些时期干湿冷暖快速波动。泥河

湾盆地处于中原与北方的过渡地带和气候变化的

敏感地带 , 为研究人类的技术、 行为的变化与环

境演化的关系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近二十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显示 , 到目前为

至 , 泥河湾盆地是中国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期

考古地质序列最好的地区之一 , 目前发现属于旧

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有许家窑遗址
④
、 雀儿沟遗

址⑤和板井子遗址⑥ ,它们或位于湖相地层顶部或

位于三级阶地 ; 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稍早阶段的

有新庙庄遗址
⑦
、神泉寺遗址

⑧
和西白马营遗址

⑨
,

其地貌部位均属于二级阶地底部 ; 属于旧石器时

代晚期后一阶段的细石器遗址有虎头梁
10
、 籍箕

滩11、二和尚沟、新庙庄上文化层12、油坊等遗址13 ,

多存于二级阶地上部。 此外还有一些遗址属于全

新世 ,如头马房14、于家沟15和楼子町16遗址。清晰

的地层关系与丰富的文化遗存使其成为研究现代

人起源和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地

区之一171819。

在以往的研究中 ,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人类对

石料的选择和利用与其技术系统、 居址形式有密

切的关系
202122

。本文的研究也同样关注石料的选

择与利用和技术系统、居址形式之间的耦合关系 ,

并力图通过分析进一步了解决定人类行为方式的

主要原因。

二、 对石料选择的时序性变化

根据笔者的研究23 ,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中晚

期以来人类选择石料的方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1. 旧石器时代中期

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有许家窑、 雀儿

沟和板井子。雀儿沟遗址的石料应来自遗址附近 ,

许家窑遗址的石料也应主要来自遗址附近 , 但一

部分玉髓可能来自稍远的地区 , 但最远距离应不

超过 10公里 ; 板井子遗址时代稍晚 , 石料主要来

自距遗址至少有 5公里 , 并且在石料被搬运到遗

址之前 , 石料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精选。

2. 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

这一阶段的遗址主要有西白马营、神泉寺、新

庙庄、 大西梁南沟。从总体来看 , 各遗址的石料

来源仍主要局限在遗址附近 , 因此表现出强烈的

“地方色彩” , 也有一部分石料可能来源较远 , 但

估计也在 5- 10公里之间。西白马营、神泉寺、新

庙庄附近可利用的石料种类较多 , 故石料主要来

源应在遗址附近 , 如神泉寺遗址中的脉石英 , 新

庙庄遗址中的辉绿岩、 安山岩、 凝灰岩等 ; 也有

一部分来源较远 , 如神泉寺遗址中的几块火山角

·22·



砾岩甚至一部分燧石、 玛瑙。

3. 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

这一时期人类选择石料方式上出现了质的飞

跃 , 表现有三: 一是从石料的种类来看 , 火山角

砾岩、 燧石在制品中占有绝对优势 ; 其二 , 随着

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对石料认识的深入 , 优质

石料被远距离的输出 , 如优质的火山角砾岩最东

在油坊遗址 ,最西在神泉寺附近的二和尚沟遗址 ,

相距达 70- 80公里 , 最南在新庙庄 , 最北抵虎头

梁 , 相距也有 30公里 ; 其三 , 在远距离携带石料

之前 ,对石料都进行了严格选择 ,砾石的风化壳、

质地较差的部分都可能被去掉 , 故遗址中的石料

在细、 密、 匀、 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要求。

4. 全新世时期的一些遗址

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有头马坊、 于家沟和楼

子町。三个遗址均具有远距离输送石料的特征 ,而

且石料的输送距离较上一阶段更远。 但这一阶段

和上一阶段还存一定的区别 , 一是不同于上一阶

段盆地内各遗址几乎使用同一种石料 , 这一阶段

不同遗址选择石料的种类上有所区别 ; 二是在同

一遗址如楼子町遗址中还有一部分石料来自遗址

附近 , 而且这部分石料占有一定的比例。

总的来看 ,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中晚期以来人

类选择石料方式变化主要发生在旧石器晚期的早

段和晚段之间。在此之前 , 人类选择石料主要在

遗址附近 ,各遗址的石料表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

但遗址中的一些优质石料可能来源于较远的地

区 , 但即使这样 , 也应在 10公里范围之内。石料

被带到遗址之前一般并不进行粗选 , 而是直接进

行打片。但从板井子的情况来看 , 如果遗址附近

石料贫乏 , 主要石料也从外地输入并在原产地进

行一定程度的精选 , 而且石料被输送的距离大约

只有 5公里。 在此之后 , 人类对石料的选择则表

现出刻意的追求 , 优质石料被输送到数十公里之

外 , 而且石料在输入到遗址之前全部经过精心选

择 , 与前一阶段形成鲜明对照。

三、 遗址使用性质 (土地利用方式 ) 的变化

一般来说 , 在食物稀少、 供应不稳定的生态

环境中 , 人群会分裂成最小的生存单位并以很大

的移动方式来获得必要的食物。 而在食物相对丰

富的环境中 ,人群规模较大 ,栖居时间也比较长。

对于更新世阶段的狩猎 -采集群 , 他们的流动性

和居址的分布则完全取决于食物的变化和丰富程

度。根据对民族学和实验考古学的研究 , 狩猎 -

采集民族的居址形式主要有两种 , 一种居住系统

相对稳定 , 另一种是流动性居址系统遗址。在如

何判断遗址的使用性质上 , Binford24认为居址系

统与石器技术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在相对稳

定的聚落系统中 , 权宜性工具被广泛使用 , 这是

因为在这种条件下 , 石料供应充足 , 生活资源稳

定 ,石制品的修理一般简单而粗糙 ,形态多变 ,功

能有限 , 随制、 随用、 随丢。而在流动性居址系

统中 , 由于人要随时面对新的、 石器原料资源未

知的生态环境 ,需要随时携带一些精致型工具 ,这

种工具修整精致 ,形态规范 ,可以实现多种功能 ,

在设计时对其用途已有前瞻性 , 易于携带 , 并可

随时加工改造、旧物新用。Kuhn
25提出了另一种假

说 , 把遗址的使用性质和石器技术结合起来: 他

认为对于聚落相对稳定的人群 , 主要采用装备地

点的生存策略 , 即在特定的地点 (住址、 水源及

猎物必经之地等 ) 预先放置石料或石制品 , 这样

由于石料富集和就地生产石器 , 因而在这种类型

的遗址中经常会发现断块、 废片、 未被利用的石

片或原料 , 以及简单加工的石器等 ; 而对于经常

移动的人群来说 , 则选择装备人员的策略 , 这种

石器一般已成型并被精致加工 ,个体小 , 功能多







之间的技术上的差异仍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

因此 ,经济形态是影响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因。

而影响经济形态发生变化的原因可能与气候变化

相关。

本文是作者博士后研究报告之一部分 , 感谢

丁仲礼教授给予精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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