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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研究中 ， 年代学问题
一

直是制约考古学 向纵深探索的主要障碍之
一

。 对于旧石器

时代晚期考古学研究 ， 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 出 。

一

方面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是人类体质 、 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 ； 另
一

方面许多断代手段在这
一

时期失去意义 ， 如动

物化石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中 已不能分辨出其相对年代 ， 而科技测年或因数据稀少 ， 或因

样品 的纯洁性等原茵 常常在较大范围 内波动 。

自 ８０ 年代以来 ， 国 内第四纪学界对泥河湾盆地开展大规模综合研究 ， 全面揭示了泥河湾

盆地的演化过程 ， 先后有数种专著问世 （周廷儒等 ， １ ９ ９ １ ； 王乃樑 、 复正楷 ， １ ９ ９ ６ ） ， 为考古

学提供了
一

个比较可信的年代学框架 。同
一

时期这
一地区也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

大大丰富了 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内涵 。 这
一

切都改变着中 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的

传统认识 。

一 地质序列研究的新进展

桑干河流域 的泥河湾层 （Ｎ ｉｈｏｗａｎＢｅｄ ｓ ） 是 １ ９ ２４年 由 巴 尔博 （Ｇ ．Ｂ ．Ｂａ ｒ ｂｏｕ ｒ ） 提出 的 。 他

认为这套地层的形成年代相当于黄土形成之前 。
１ ９ ２ ７ 年巴尔博 、 桑志华 （Ｅ ． Ｌｉ ｃｅｍ ） 、 德 日进

（Ｔｅ ｉ
ｌｈａ ｒｄｄ ｅＣｈａｒｄ ｉｎ ） 根据在下沙沟

一

带出土化石的研究 ， 将三趾马红土层以 上泥河湾湖相

沉积层与欧洲的维拉方 （Ｖｉ
ｌ ｌａ ｆｒ ａｎｃｈ ｉａｎ ） 相对 比 。 １ ９ ４ ８ 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 第 １ ８ 届 国际地质

大会上 ， 把意大利的维拉方层作为早更新世地层 。 中国学者杨钟键据此建议将泥河湾层作为

中国早更新世地层代表 ，
１ ９ ５ ４ 年为我国地质学界正式采用 （周廷儒等 ， １ ９ ９ １ ）

。

杨景春 （ １ ９ ６ １ ） 根据对大同 盆地东部第四纪地层和构造活动的研究指出 ： 泥河湾层
一

直

延续到中更新世才消亡 ， 泥河湾层下部属早更新世 ， 上部属 中更新世 。 惜当时未受重视 。

１ ９ ７６ 年贾兰坡 、 卫奇在许家窑灰绿色湖相粘土层上部 ， 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层 。 同时还

发现了原始牛化石及其它属于晚更新世的哺乳动物化石 ， 从而确认 了泥河湾层延续到 了 中更

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 。

但泥河湾湖的消亡过程是逐渐进行且有
一

定的波动 ， 在盆地许多地方如郝家 台 、 石匣 、 东

大沟等地 ， 中更新世湖积地层与上覆红色土呈逐渐过渡关系 ， 反映这些地方湖泊已被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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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离石黄土所代替 。 但在另
一

些地方仍被湖泊所 占据 。 如在盆地中心的虎头梁 ， 晚更新世早

期为扇形三角洲堆积 ， 向南渐变为浅湖相沉积 ， 而在晚更新世中期为浅湖沉积 ， 表明在虎头

梁南侧 ， 当 时有湖泊存在并有
一

次小规模的 向北扩张 ， 而后在 ２ ．７ 万年形成积水洼地 ， 其中

有丰富的 钙质沉积形成 。 （钙质物
１４

Ｃ 年龄 ３ １ ９２０ 土
１ ３００Ｂ ． Ｐ ） 。 在大同盆地许堡东大沟当

１ ４

Ｃ 年

龄为 ２ ５ ８５０士 ３０ ０Ｂ ． Ｐ 的水菱镁矿形成之后 ， 湖泊也有过
一

次小规模扩张 。 在大田 洼的官厅村

北 、 湖积物顶部与上覆黄土之间有钙质沉积层连续分布 ，其
Ｕ
Ｃ 年龄为 ２７ ７００士５００Ｂ ．Ｐ ） 。看来 ，

泥河湾湖在消亡过程中 ， 首先被肢解为若干小湖 ， 并逐渐咸化 ， 其 间略有波动 。 随后在 ２ ．７
—

２ ．３ 万年桑干河在盆地贯通 ， 并发育了三级阶地 （王乃樑 、 夏正楷 ，
１ ９ ９ ６ ） 。

对石匣山地不同河段不同 阶地的砾石成份分析表明 ： 泥河湾古湖的最终消 失是 由于涿鹿

盆地海拔高度低于泥河湾盆地 ， 因此山地两侧河流侵蚀速度东侧大于西侧 ， 当河流溯源侵蚀 ，

将两个盆地切穿后 ， 引起湖水外泄 ， 古湖消失 ， 而这些都发生在晚更新世晚期 （周廷儒等 ，

１ ９ ９ １ ） 。

对古 湖最终 消失年龄 的确 定也就同 时确定 了三级阶地发育 的最早年龄 。 据此 ， 卫奇

（ １ ９ ９ ７ ） 认为桑干河三级阶地大约发育在 ２ 万年前 ，
二级阶地年龄为 １ ． ８

—

１ ． １ 万年前 。 当然

由 于不同河段河流的发育先后有异 ， 这样的估计不
一

定能代表河流全程的情况 ， 但这样的划

分仍具有
一

定的参考价值 。

另
一方面 ， 由于本 区新构造运动相对活跃 ， 在二三万年之 内河流下切达 ４８ 米 （王乃樑 、

夏正楷 ，
１ ９ ９ ６ ） ， 故每

一

级阶地都有较厚的地层堆积 ， 其中蕴含的文化遗物也必然具有较为清

楚的层位关系 ， 使本区成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研究不可多得的地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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