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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旧石器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召开 

2006年 7月 9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吉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吉林大学联合举办“东亚旧石 

器国际学术研讨会”。 

东亚旧石器考古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吉林省与 中朝俄 日相邻 ，得 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使其在东亚旧石器文化交流和远古人类 的迁徙等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 

该省境内的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和数个重要遗址的发现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此次学 

术研讨会吸引了来 自俄罗斯 、韩 国、日本等国家和中国十四个省份的五十余位代表。吉林大 

学副校长王胜今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福有、俄 罗斯科学 院院士杰列维扬科 、吉林 

大学林泫在开幕式上致词。老 、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围绕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交流、 

东亚旧石器考古新材料的发现以及新的研究方法手段的应用等问题展开热烈地讨论。 

大会报告精彩纷呈。近年来 ，各地考古发掘 、研究工作取得 很大进展。黑龙江神泉遗 

址 、十八站遗址、嫩江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吉林桦甸仙人洞遗址 ，内蒙古金斯太洞穴 

遗址 ，河南许 昌灵井遗址 2006年的新材料 ，湖南石 门燕耳洞的发掘 ，浙江旧石器新发现 ，广 

西百色盆地新发现的手斧，云南富源大河遗址 ，香港西贡黄地峒旧石器遗址以及 日本北部的 

琢背小刀文化等 ，这一系列报告令人倍感振奋 ，对于东亚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充满信心。关 

于中国北方石叶工业 、细石叶工艺 、百色旧石器的分期 、中国砾石文化遗存 、旧大陆人类迁徙 

与文化交流等学术热点问题综合研究的报告 ，引发与会学人的深 入思 考和积极讨论 。此外 

长江下游露天遗址年代讨论、石叶及细石叶剥制实验、古人类食谱分析、中国猿人生存环境 

探讨 、公王岭蓝田人时期古气候重建 、日本环形聚落社会生态学研究等新的考古研究视角 、 

研究思路引起与会代表极大的兴趣 。此次会议学界代表齐集，充分地交流 、有益地探讨 ，必 

将有力地推动东亚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发展。 

(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 张晓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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