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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世纪 80年代在青海小柴旦发现旧石器遗存以来 , 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已经发现了 10余处旧石器时代

遗址 , 年代属晚更新世晚期。这些遗存显示 , 古人类在距今 30ka左右开始尝试向这些高海拔地区扩散 , 但直至距

今 15ka以后才有更多的人群迁徙至此。通过对这些遗存分布位置 、古环境特征 、年代测定和石器技术 、组合分析 ,

得以管窥古人类对该地区的开发利用过程 ,并进而阐释史前人类技术发展 、生存模式演变和古环境的耦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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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晚更新世是人类演化的关键时期 。在此阶段 ,

人类扩散到地球可供生存的各个角落 ,开发了前人

未能涉足的许多领地 ,加快了区域间的迁徙和交流;

现代人类在这一阶段完成了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向

晚期智人的进化 ,在生物特征上形成了现代人的体

质架构 ,在行为与文化上实现了智能与技术的飞跃 ,

为日后从狩猎采集经济向定居农业的转变奠定了智

能与社会的基础;此段时期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处在

末次冰期的环境之下 ,人类的演化经历了严寒气候

和冷暖 、干湿的波动 ,不同地区的人类演化过程 、生

存方式和文化技术受到当地环境的制约 ,表现出不

同的适应生存特点 ,区域文化特色显著增强;由于

体能的增进 、智能与技术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 ,人类

对生存资源的开发程度加剧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改

造与破坏作用更加显现
[ 1 ～ 3]
。青藏高原边缘地区

(指青藏高原东北缘 ,海拔处于 2000 ～ 4500m的区

域)地域广袤 ,生态环境相对恶劣 ,对古人类的迁徙

和开发构成挑战 。目前的证据表明 ,人类可能在晚

更新世晚期才扩散到这一区域 ,他们留下的遗存大

多不超过 30kaB.P.
[ 4, 5]
。随着气候的波动和环境变

化 ,这些早期开发者在这里经历了领地扩张和收

缩
[ 6]
,其生存模式也发生相应的改变。

早在 20世纪 20年代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就

曾在甘青地区进行考古调查 ,发现了一批遗址
[ 7]
,

对青藏高原边缘地区的史前考古遗存做了最早的区

系文化研究。 1948年夏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之

父裴文中先生对青海湟水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 ,在

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 8]
。至今 ,在青

藏高原边缘地区已发现大批史前遗址 ,其中主要属

新石器时代 ,据此建立起相对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

列 ,包括马家窑文化 、宗日文化和齐家文化
[ 9]
。而

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发现较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于

20世纪 80年代初发现于柴达木盆地边缘的小柴旦

地点是为世人所知的惟一一处可能的旧石器时代遗

址
[ 10]
。进入 21世纪 ,对人类开发极端环境地区的

过程 、机制和人与环境耦合关系研究的重视 ,使该地

区进入考古学家和古环境学家的视野 ,科学考察接

踵而至 ,旧石器考古研究取得长足的进展。数年来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中国科学

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兰州大学等机构与美国沙漠研

究所 、德克萨斯大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等科研单位合

作 ,对青藏高原边缘地区进行了长期而系统的野外

考察 ,发现了一系列旧石器遗址 ,获得珍贵的远古人

类生存资料。尤其在青海湖附近的青藏高原北部边

缘(海拔高度 3000 ～ 4000m)发现多处距今 15 ～ 10ka

的人类活动遗存 ,包括石制品 、动物碎骨 、用火遗迹和

生活面 ,对人类征服高原地区的时间 、方式以及人类

行为与环境的关系等课题取得新的认识
[ 11,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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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藏高原晚更新世以来气候变化

古环境变迁对古人类体质进化和旧石器文化演

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作用 。

由于对黄土和冰芯的研究积累 ,我们得以知晓

青藏高原晚更新世以来的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大致过

程 。自 130kaB.P.倒数第二次冰期结束 、转入广义

的末次间冰期(MIS5阶段)以来 ,青藏高原经历了

完整的冰期 -间冰期轮回 ,可以清楚地划出各个亚

阶段(末次间冰期 5a至 5e,末次冰期 4阶段 、3阶段

和 2阶段 ,全新世早期 、中期和晚期)
[ 13]
。末次间冰

期(MIS5)期间 ,夏季风势力强大 、气候温暖湿润成

为青藏高原东部的主要气候特征;末次冰期早期

(MIS4),气候冷湿;末次冰期间冰段(MIS3)经历

了夏季风强大 、减弱 、再增强的过程 ,总体上气候温

暖湿润 ,适合人类生存;进入末次盛冰期(MIS2),

冬季风极为强大 、气候干旱寒冷 , 出现荒漠景

观
[ 14, 15]

,不利人类生存 。本阶段晚期夏季风开始加

强 ,标志着末次冰消期的到来
[ 15]
。该时期末期存在

一次冬季风迅速加强事件 ,推断应与新仙女木事件

相当
[ 15]
。青藏高原在 MIS5e阶段(125kaB.P.)和

MIS3阶段后期 (35kaB.P.), 平均温度高出现代

5℃(全球平均值只高 1 ～ 2℃)
[ 13]
。在这两个阶段 ,

高原成为强热源 ,吸引南亚夏季风强有力的入侵 ,季

风降水几乎惠及整个区域 ,特别是高原东部降水丰

沛 ,森林植被得以扩展到高原中部
[ 13]
。这应该是古

人类开发的有利时机。在冷期 ,如末次冰期最盛期

(LGM),该地区较现代降温平均达 7℃,显著大于全

球平均值(5℃),此时除夏季以外高原基本上为冰

雪覆盖
[ 13]
,人类难以生存 。根据古里雅冰芯的研究

结果 ,几个主要的暖期到冷期 (如 5e阶段至 5d阶

段 , 5a阶段至 4阶段 , 3阶段至 2阶段)都是突变过

渡 , 3000年左右时间急剧降温 10℃以上 ,从冷期到

暖期变化稍为和缓
[ 16]
。与此相对应 ,青藏高原东北

部的古植被经历了高寒荒原 、草原 、草甸 、暗针叶林

等 7个演化阶段
[ 17]
。

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青海湖沿岸是古人类遗

存 、旧石器考古遗址的密集分布区。晚更新世晚期 ,

这里的湖泊水域一度扩大 ,湖水变深 ,气候湿润 ,沉

积了粉砂质粘土及粘土层 , 微细层理很发育:

18.2cal.kaB.P.左右为末次冰期盛冰阶进入晚冰

期的界限 ,青海湖水域缩小 ,湖水变浅 ,湖滨砂砾层

取代深湖相沉积 ,显然这是由于气候变干所致;晚冰

期气候不稳定 ,相对的冷暖波动十分频繁
[ 18]
。自

15.4cal.kaB.P.起气 候开 始向 暖湿化 发展 ,

7.4cal.kaB.P.时达到暖湿组合的鼎盛期 。 15.4 ～

14.1cal.kaB.P.和 13.7 ～ 12.9cal.kaB.P.之间为两

次相对暖湿事件;16.0 ～ 15.4cal.kaB.P., 14.1 ～

13.7cal.kaB.P.和 12.9 ～ 12.1cal.kaB.P.期间为 3

次冷干事件
[ 18 ～ 23]

。尽管关于青藏高原的泛湖期和

青海湖高湖面的研究仍有不同意见
[ 24 ～ 28]

,但是晚更

新世以来青藏高原边缘地区确实存在数个气候湿

润 、湖水扩张的时期
[ 14]
。随着高分辨率气候指标 、

精确测年方法的出现 ,发现大尺度—长时间的环境

变化背景下 ,存在着若干小尺度 —短时期的暖湿期

和冷干期 。这些变化对古人类的迁徙和适应生存都

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正是伴随着这些气候条件变化

的节奏 ,远古先民们踏上了 “进军”高原的征途。

3　主要遗址介绍

迄今已经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发现数十处旧石

器时代遗址(图 1)。除小柴旦遗址发现于 20世纪

80年代之外 ,其余地点都是近年发现的 。初步研究

显示这些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动物化石 、其他文化遗

存和埋藏情况 、地层年代及环境信息对于探讨古人类

扩散的时空范围 、生存模式 、技术传统 、文化特征以及

当地古环境演变等一系列关键学术问题具有非常重

要的研究价值。以下简要介绍主要旧石器地点。

(1)小柴旦遗址

1982年发现于柴达木盆地边缘 ,随后进行过进

一步的调查 ,采集到石制品 160件 ,被认为是青藏高

原地区确定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 10]
。石制品

出自小柴旦湖东南岸高出湖面(海拔 3170m)8 ～

13m的湖滨阶地上部的沙砾层中 。石制品包括石

核 、石片 、砍砸器 、刮削器 、端刮器 、石钻 、雕刻器等 。

该地点的石制品组合接近华北的传统石片工业
[ 29]
,

未见预制石核或修理台面技术 ,也不见石叶和细石

叶制品。石器基本以石片为毛坯 ,形体较小 。原料

主要为石英岩砾石。用
14
C方法测得年代数据显示 ,

该遗址的时代为 30kaB.P.左右
[ 10]
。

(2)冷湖 1号地点

发现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镇 。

该地点海拔 2804m,石制品埋藏于保存良好的滩脊

之内 ,调查时进行地表采集 ,未发掘 。对发现石制品

的相应层位采集的湖相泥炭进行测年 , 结果为

37.21±1.13cal.kaB.P.
[ 5]
。该地点为青藏高原边

缘地区发现的有准确年代数据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

遗址 。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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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藏高原边缘地区主要旧石器地点分布图

1.冷湖 [ 5] 　 2.小柴旦 [ 5 , 10] 　 3.黑马河 [ 11] 　 4.江西沟 [ 11] 　 5.沟后水库(GH001)　6.娄拉水库　7.下大武　 8.冬给错纳湖诸地点

Fig.1　LocationofmajorPaleolithicsitesintheTibetanPlateaumarginregion

图 2　江西沟 1号地点地层剖面

Fig.2　GeologicalsectionofJiangxigouLocality1

调查采集的石制品共 3件 ,包括 2件石核和 1

件石叶 。所有石制品均以细腻的灰绿色石英岩为原

料 ,石核与石叶均体现了与勒瓦娄哇石叶剥制技术

相似的风格 ,这种技术特点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

的石制品
[ 30]
相近似 ,年代也大体接近甚至更早 ,似

乎让人窥见有这种技术标识的人类群体向高海拔地

区探索的步履 。但由于该地点石制品数量太少 ,对

其组合特征和技术特点及其反映的古人类种群属性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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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无法做更多的解读;而且在这样早的时代具有这

种技术风格的遗址目前在该地区还只发现这一处 ,

做有关史前人类迁徙与交流的推断尤当谨慎。

(3)黑马河 1号地点

1988年 1月 7日 《人民日报 》刊载消息 ,地质学

家于青海湖南岸黑马河附近黄土阶地地面以下

1.0 ～ 1.5m的黄土中发现石制品和骨制品
[ 4]
。 2004

年中美考察人员在青海省共和县黑马河镇发现黑马

河 1号地点 。该地点海拔 3210m,埋藏于青海湖西

南缘黑马河阶地的黄土内 。考察队员在该地点进行

了小规模试掘 ,面积约 14m
2
,发现古人类的生活面

及灰堆等遗迹。主灰堆由带有火烧痕迹的花岗岩砾

石 、闪长岩砾石 、炭屑及灰烬组成 ,花岗岩和闪长岩

砾石堆砌成圆圈状半切入黄土中 ,中间为大量的炭

屑和部分文化遗物 。次灰堆位于主灰堆南侧约 1m

处 ,也发现有火烧痕迹的砾石 、炭屑 、灰烬和未烧过

的石制品。由于此灰堆之下地面无火烧氧化痕迹 ,

推测此灰堆系由主灰堆扰动产生。

发现的石制品包括 1件石英岩石核 , 2件细石

叶残片 , 1件两面修理的刮削器及数件石片 ,同时还

发现可能用于研磨植物或者磨制骨器 、木器的圆形

砾石。从文化层中发现 48件碎骨 ,无法鉴定种属 ,

推测为中型哺乳动物 ,从碎骨的破裂程度及破碎方

式判断它们是古人类敲骨吸髓的产物 。此外还发现

蛋壳的碎片(0.7mm厚)。

剖面黄土中部发现有微弱发育但清晰可辨的古

土 壤 , 经 过
14
C测 年 判 断 该 古 土 壤 晚 于

12.5cal.kaB.P.
[ 11]
,代表了稍早于新仙女木事件的

一段时间。遗迹及遗物位于该层古土壤之下 ,通过

用灰堆及文化层内发现的炭屑进行测年 ,测定文化

层的年代为 12.9 ～ 13.1cal.kaB.P.
[ 11]
。

根据发现的文化遗迹和遗物 ,我们推测黑马河

1号遗址由一次古人类的小规模宿营形成;古人类

在此加工 ,食用了类似于羚羊一类的中型哺乳动物

及蛋类 。推测他们使用烧热的砾石将肉类加工至

熟 。石器技术包括了细石叶打制技术和两面加工技

术
[ 11]
。

(4)江西沟 1号地点

2004年发现 ,遗存埋藏于海拔 3300m的青海湖

古湖岸之上的风成沙丘的具有交错层理的细砂层

中 。遗址紧挨江西沟 ,向北 4.5km即为现代青海湖

湖岸。经过试掘 ,发现两个文化层 ,主要遗迹为两个

不同层位的灰堆(图 2)。

上文化层灰堆位于沙丘顶部 35cm之下 ,其下

2m为沙丘底部 ,推测当时人类在沙质地表上用火 、

并未挖灶坑。该灰堆为长 50cm,厚 2cm的透镜体 ,

保留炭屑 、灰烬条带 。灰堆旁发现 2件花岗岩砾石 。

发现的石制品包括 2件剥制细石叶产生的碎片 , 1

件细石叶 , 2件中型哺乳动物的长骨碎片 。通过灰

堆中发现的炭屑测年 ,得出 14.16 ～ 14.8cal.kaB.P.

的数据
[ 11]
。

下文化层灰堆位于上层灰堆之下 55cm处 。发

现范围约为 60cm×110cm大小的古人类生活面 ,形

状不规则 。灰堆以炭屑和灰烬为主 ,直径 65cm,厚

约 1cm。通过对灰堆中发现的炭屑测年 ,得知文化

层形成于 14.20 ～ 14.92cal.kaB.P.
[ 11]
。下文化层

出土石制品 107件 ,其中 78件以细腻的黑灰色变质

岩为原料 , 20件以中等颗粒的粉红色花岗岩为原

料 , 9件以红褐色燧石为原料 。大部分石制品长度

在 5 ～ 10mm,多为普通的石片和碎片 。另发现一些

因受热破碎的小型砾石和 4件大型石英岩砾石(长

轴大于 25cm)。从石制品体积和技术特征推断它们

为预制石核 、修理或加工工具的产物。虽然未直接

发现细石叶 ,但根据技术分析 ,石片多为预制细石核

的副产品 。大部分花岗岩石片应为加热食物的烧石

或石砧的副产品 。文化遗物还包括 109件碎骨 ,多

为长骨及肋骨的碎片(块)。其中 1件表面发现切

割痕迹 ,另 1件发现砸击痕迹 ,推测为古人类敲骨吸

髓的产物
[ 31]
。

黑马河 1号地点和江西沟 1号地点都显示了更

新世晚期古人类在青海湖湖岸地区短时间 、小规模

的宿营活动以及针对中小型哺乳动物的消费行为 。

(5)娄拉水库地点

2007年 6月发现于青海省海北洲娄拉水库西

侧 ,海拔 3395m。该地点埋藏于黄土下的风成沙丘

中 ,由于修建娄拉水库时取土 、取沙 ,导致文化遗迹

和遗物暴露。我们对其进行了调查 、记录 ,但未做发

掘。采用区域调查法 ,以发现的一处灰堆为中心 ,布

10m×10m探方 ,搜集探方内地表的所有文化遗物

并记录遗迹现象。

灰堆平面呈 30cm×30cm的不规则形 ,主要包

含物为炭屑 、灰烬 、烧骨和石制品。灰堆以圆形砾石

堆砌环绕而成 ,砾石有火烧痕迹 。探方区域内发现

的石制品以灰堆为中心向外扩散分布 ,中心处分布

密集 。石制品类型主要包括石片 、碎屑和断块 ,另有

少量细石叶残片。主要原料为石英 。

初步判断该遗址形成年代为 13kaB.P.,具体的

年代数据仍在实验室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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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沟后 001地点

2007年 6月发现于青海省共和县沟后水库附

近 ,海拔 3056m。该地点位于共和盆地边缘沟后峡

的高河漫滩内。由于沟后水库的修建 ,该河流已基

本干涸 。该地点经过了小规模试掘 ,试掘面积 1m×

3m。文化层位于距地表 1.5m深处 ,主要遗迹为分

布面积 25cm×25cm的灰堆(图 3),由炭屑 、灰烬和

砾石组成。石制品数量不多 ,仅从文化层堆积物中

筛选出数件细石叶残片 , 主要原料为燧石和石英 。

灰堆中的砾石零散分布 ,多有火烧痕迹 ,其中 2件因

加热而断裂 ,应该是用来加热食物的烧石 。

图 3　沟后 001地点灰堆遗迹平面图

Fig.3　Planmapoffire-usesurfaceatLocalityGH001

剖面由上至下堆积物分别为:黄土 、古土壤 、细

砂和粗砂交错层 。文化层位于黄土和古土壤之下的

砂层中 ,推测古人类在当时河流的河漫滩进行了短

暂的宿营。具体年代的测定工作仍在进行中 ,根据

遗址所处的地貌位置和地层推断其形成年代不早于

10kaB.P.。

(7)下大武地点

2007年 7月发现于青海省玛沁县下大武乡 ,海

拔 3992m,未进行发掘。文化遗物主要分布于清水

河一级阶地砾石层之上的黄土堆积内 ,黄土堆积最

厚处达 4m。地表可采集到大量石制品 ,包括细石

核 、细石叶和刮削器等 ,大多以细腻的黑色石英砂岩

和燧石为原料 ,在当地老乡取土遗留的黄土剖面上

也发现保留在原生层位的石制品。在一处位于砾石

层之上的灰堆中采集了土样和炭屑进行年代测定 ,

实验室分析仍在进行中 。

该地点地貌部位清晰 ,地层保存完整 ,文化遗物

丰富 ,有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巨大潜力。

(8)冬给错纳湖 1 ～ 5号地点

2007年 7月发现于青海省玛沁县冬给错纳湖

湖岸阶地顶部 ,海拔 4106m,未进行发掘。文化遗物

主要分布于古湖岸堆积顶部 ,经过拉网式调查 ,共发

现 5处富含石制品的地点 ,主要类型包括普通石核 、

细石核 、细石叶 、石叶 、刮削器 、石片和经过加工的工

具。石制品均经历了一定程度的风化磨蚀。

目前可见的两级湖岸阶地均发现有石制品 ,阶

地高度 5 ～ 10m不等 ,古人类可能根据湖水的涨落

有选择的生活于此 ,相信该地点具有很大的研究潜

力。

4　初步研究成果与讨论

迄今为止获得的旧石器考古材料及相关研究表

明 ,青藏高原边缘地区至少在距今 30ka以来就有人

类活动。到目前为止 ,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针对重点

区域开展旧石器调查 、采集 ,对重要地点进行试掘 ,

对发现的石制品 、动物化石进行鉴定 、分析研究 ,同

时对部分遗址进行年代和环境分析 。通过一系列野

外工作和测试 ,我们对该地区旧石器文化面貌 、技术

传统及人类生存模式等学术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 。

4.1　石制品组合

由于目前掌握的材料零散 、有限 ,难以反映整个

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面貌 。发现的石制品类型包括:

石核 、细石核 、石片 、石叶 、细石叶 、刮削器 ,修理石叶

及修理石片等(图 4);还有一些用于堆砌火塘及作

为烧石的砾石 。整体上看 ,石制品基本为小型者 ,既

有普通石核与石片的组合 ,也存在石叶 、细石叶组

合。大部分石核具有修理台面的技术特征 。石片 、

石叶以及细石叶数量最多 ,一部分被加工修理成刮

削器等工具类型。有的遗址当中 ,普通石片技术与

石叶技术并存 ,普通石片传统与细石叶工艺并存 ,石

叶技术与细石叶工艺共存或者三者同时存在 ,这既

可能与地表采集难以区分层位有关 ,另一方面也可

能部分反映了石器组合的面貌和由此隐含的工具多

样化功能 。石制品主要以优质 、细腻的燧石 、石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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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发现的晚更新世石制品

1, 2, 3.细石核　4, 5, 6.细石叶断片　7.鸡冠状石叶　8.石片　 9.石核　10.石片　11.有修理痕迹的石片　12, 13.刮削器

1, 2, 3, 5, 6, 10, 12, 13———冬给错纳湖地点　4, 7, 8, 9, 11———下大武地点

Fig.4　LatePleistocenelithicartifactsfoundintheTibetanPlateaumarginregion

和石英为主 ,选自于附近的河滩砾石或岩脉的露头 。

作为烧石和石砧等其他用途的砾石则主要以花岗岩

为主 ,为就地取材 ,因地制宜。

4.2　文化源流

有很多学者做过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

工业类型研究 ,并以此探讨晚更新世人类技术的发

展和不同地区间人群的迁徙或文化交流。张森水认

为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与长石片 -细石器为主的

文化传统代表了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的主

要变体
[ 29]
,黄慰文将其划分为小石器传统 、石叶工

业和细石器工业
[ 4]
,李炎贤

[ 32]
和林圣龙

[ 33]
也做了

相似的划分和归类 。总体上 ,学术界基本一致的将

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划分为小石片工业 、

石叶工业和细石叶工业 3个类型 ,但对其传承关系

和各自的渊源存在不同的认知
[ 4, 29, 32, 33]

。根据目前

发现的有限的考古学材料 ,我们认为青藏高原边缘

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与中国北方其他地区

同时期的石器工业基本一致 ,反应当时活跃在中国

北方地区的主体人群和其技术与生存行为方式具有

同一性 。从冷湖 1号地点发现的寥寥几件具有预制

技术特征的石叶产品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者具有

相似的风格
[ 30]
,小柴旦遗址出土的小石片工具组合

与华北源远流长的小石器
[ 29]
传统吻合 ,而若干晚于

15kaB.P.遗址 发现 的细石 器遗 存则与 华北

20kaB.P.以后出现的细石器
[ 29]
工业雷同 。我们知

道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人类智能发生飞跃 ,石器制

作技术和人类生存模式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人口膨

胀 、扩散
[ 34]
。古人类迁徙辐射的同时也将旧石器文

化带到了不同的地区。水洞沟具有莫斯特技术特征

的石叶工业被认为是中西方人群迁徙或文化交流的

产物
[ 35]
,华北细石器工艺的起源也有 “本土说 ”

[ 36]

和 “北来说 ”
[ 37]
。目前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发现

小石片工具 、石叶工具和细石叶工具 3种组合 ,后者

显然晚于前二者。而当细石叶出现以后 ,小石片和

石叶遗存仍隐约可见 。由此推测 ,该地区的古人类

迁徙与技术发展并非是单向直线式的 ,而是错综复

杂的 。可能在不同的时段 、不同的区域有过不同人

群的开发行为 。他们是否有过互动 ?有过怎样的互

动? 我们尚不得而知。

目前从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发现的古人类遗存

十分零散 ,年代相对较晚 ,在石器文化方面基本属于

中国北方的文化体系。与华北丰富而呈现连续发展

的旧石器时代工业相比 ,后者当为区域性的古人类

演化和文化发展的中心 ,而青藏高原的旧石器文化

是其辐射 、衍生的结果;二者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

系。需要指出的是 ,青藏高原是具有强烈自身环境

特点的地理单元 ,对气候变化更加敏感 ,晚更新世环

境变化在这里可能呈现被放大的效应 ,对古人类适

应生存的影响作用会更加显著 ,因此应该存在着与

中国北方其他地区不同的人类扩张 、缩退和生存方

式演变模式 ,区域文化也应具有自己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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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类生存模式与环境制约

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 ,海拔越高的地区越

不适宜人类生存;高寒缺氧 、生物资源稀少 、食物资

源分布不均匀等原因都制约着古人类的迁徙 、开发

和技术发展 。根据目前的发现 , 末次冰期间冰段

(MIS3)后期 ,温暖湿润的环境使得狩猎 -采集者

首次出现在该地区 。他们的人数可能很少 ,留下的

遗存十分有限 ,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如盲人摸象一

般 。他们中有的群体可能拥有当时较为先进的石叶

技术 ,可以用锋尖利刃的石叶工具狩猎捕食 。他们

的生存行为以湖泊为中心 ,因为这里富积着他们需

要的水源和动植物食物资源。适宜的环境 ,缺少争

食竞争者 ,应该使他们的生存变得容易 。但是否有

生理上的不适应或其他的自然阻力 ,我们疏于考证 。

随着末次冰期最盛期的到来 ,湖水退缩 ,生物资

源减少 ,以湖泊为中心的资源带变小 ,之间的距离拉

大 。恶化的环境可能使得一部分人群消亡了 ,另一

些人迁徙到相对暖湿 、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域 。

于是我们很少能发现这一时期人类在这里生存的遗

迹 。

末次冰期冰后期 ,气温慢慢回升 ,适宜的气候条

件和生存环境再现 , 人类重新回到高原的边缘地

区
[ 12, 38, 39]

。这时的人类开发活动似乎更具规模 ,更

加系统深入 ,开发者拥有了细石器技术和由此带来

的复合工具 ,狩猎采集的能力增强 ,生存领地扩大 ,

不再局限于湖泊的周围 ,在一些河岸也出现了他们

征服的足迹 。黑马河 、江西沟 、娄拉水库 、沟后 、下大

武 、冬给错纳湖等一系列分布相对密集 、年代在

15kaB.P.之后的遗址的出现便是明证 。但较之华

北腹地 ,这里的人们还是留下了在特殊环境下以特

定的生存模式留下的印记:大多遗址表现为短时营

地的特点 ,大多遗址保留古人类用火的遗迹 ,有的遗

址存在的碎骨体现出古人类敲骨吸髓的特征。这些

说明古人类是处于高频迁徙移动的状态以利用稀薄

的食物资源;他们必须借助火的热度取暖和熟食;

而一旦得到食物 ,就要将其消费至穷尽 。这正是古

人类对所处环境适应 、应变 ,变不利为有利的结果。

当然 ,由于目前掌握的材料相当有限 ,对古人类

生存模式的推测与阐释尚需更加翔实的考古材料加

以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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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itialarchaeologicalexplorationsoftheearly1980sintheTibetanPlateaudistrictsuggestedthepresenceof

artifactsofgreatantiquityintheregion.Recently, moresystematicarchaeologicalinvestigationundertakenbya

Sino-USteamattheTibetanPlateaumarginhasresultedinthediscoveryofaseriesofPaleolithicsites.Alarge

numberofarcheologicalremains, suchasstoneartifacts, hearth, charcoals, burntpebbles, andbrokenanimalbones

havebeenunearthed.Suchdiscoveriesindicatethatthefirstpeoplingintheregionmightoccurslightlybefore

30kaB.P.insmallnumbers.SuchinitialexplorersalmostdisappearedfromtheregionduringtheLGMandmadea

strongreturnafter15kaB.P.withmuchlargerpopulationsizeandmoresophisticatedtool-kit.

Archeologicalresearchatthesesiteshasprovidedevidencetounderstandingboththetimingandprocesses

responsibleforhumancolonizationoftheTibetanPlateaumarginregion.ThepatternofLatePleistocenepaleo-

climaticfluctuationsontheTibetanPlateauisbrieflyconsistentwiththeglobalglacial-interglacialsequence, which

putgreatimpactonancienthumanmigrationandadaptationintheregion.

Flakeindustry, bladeindustry, andmicrobladeindustryarethemainindustriesintheTibetanPlateaumargin

regionduringLatePleistocene.Theseindustriesweresuitableforthehunter-gatheradaptationintheharshplateau

environment.Lithicassemblageconsistedofcores, microbladecores, flakes, blades, microblades, chunks, and

retouchedtools.Theretouchedtoolsaredominatedbylight-dutytools, suchasscrapers.Thetoolkitsareefficient

forhuntingandscavenginginthegrasslandareasandconvenienttobecarried.

MostofthesitesintheTibetanPlateaumarginregionrepresentshort-termforagingcamps.Foragersoccupying

thesesiteswerefoundtobehighlymobile.Theymovedfromplacetoplacefrequentlyinordertoexploitfood

resourcesthatspreadsporadicallyonthelandscape, andtheyreliedheavilyoncamp-firetokeepwarmandto

processfood.Thecolonizationofsuchharshareamightbedrivenbyaprocessofadaptiveradiation.

Keywords　　TibetanPlateaumargin, LatePleistocene, Paleolithicculture, adaptation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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