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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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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各听石器采自藏北高原色林错东南岸古湖滨基岩岗丘上
,
由硅质岩打制的边刮器

、

凹缺刮

器
、

端刮器
、

石核和石片组成
,
时代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

。

各听是藏北高原上一个岗丘的名字
。

它位于这个高原第二大咸水湖色林错8
“

错
’, ,

藏

语
“湖

”

的意思9的东南岸 87 6
“ ∀ ∀’;

, < “

<!
’

& 9
,

波曲藏布8
“藏布

” ,

藏语
“

河
”

的意思 9自

东南而西北沿岗丘西边流过
,

那曲至申扎的公路横亘于岗丘之北8图  9
。 6 7 < 年夏秋之

间
,

本文前 两位作者在青藏高原进行第四纪地质和环境考察时
,

从这里采到一批石制品
。

本文是关于这一发现的初步报告
。

权权权+ ! 扣= >
‘? ? 2 ‘

一
≅ Α

图  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地点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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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石器地点地质
、

地貌概况

各听岗丘由上白至系海相灰岩构成
,

凸出于色林错湖滩之上
。

这个基岩岗丘顶 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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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
,

东西长约
2

! 公里
,

南北宽约 。
2

! 公里
,

顶面海拔 Ι Η Η < 米
,

高出今 日湖面 << 米
。

色林

错的湖滩十分宽阔
,

其上有多道天然湖堤
—

古湖岸线
,

主要的就有五道
,

堤高 ∀一, 米

8图 ∀ 9
。

各听岗丘外侧
,

还有一道湖堤
。

它是色林错最高岸线遗迹
。

湖滩和湖堤由砂砾

组成
,

砾石拉径一般为 <一! 厘米
,

但也有尺寸较大的
。

砾石岩性有黑色硅质岩
、

砂岩
、

石

英砂岩等
,

其中的黑色硅质岩砾石是制作石器的原料
。

图 ∀ 各听灰岩丘岗至色林错地貌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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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石 制 品

各听的石制品主要由石核
、

石片和石器组成
,

另外还有一部分碎屑
。

它们暴露于基岩

岗丘表面
,

缺少地层根据
。

本文观察了采集品中的 +6 件
,

岩性均为黑色硅质岩
,

表面有

一层很薄的石锈
,

呈浅褐色
。

这些标本除少数有轻微磨蚀痕迹外
,

绝大多数棱角分明
,

人

工打制痕迹清楚
。

8一 9 石 核 和 石 片

石核六件 8如标本 Ο
2

Η Ι + !
,

图 < 之 Ι 9
。

其 中四件原为大石片
,

两件原为石块
。

它们

长 Η 一 67
,

宽 ΙΙ 一 Η<
,

厚 <+ 一 ΙΗ 毫米
。

都有两个台面
,

有三件为各具一个自然台面和一

个素台面 8石片疤 9
,

另三件的两个台面都是素台面
。

六件标本都没有显示出修理台面的

迹象
。

石片 Η Ι 件
。

最大长 ∀∀ 一 6
,

最大宽 ∀! 一 !7
,

最大厚 !一 ∀Ι 毫米
。

平 均 Ι <2 +< Π

< 7
2

+ Π ∀
2

< 毫米
。

石片长轴 一6 毫米
,

平均 <6
2

∀6 毫米 : 横轴 !一Η! 毫米
,

平均

∀ ∀
2

!+ 毫米
。

石片轮廓以歪尾或不规则的居多
,

有 Ι ∀ 件 :舌状
、

叶状或比较规则的较少
,

有

∀∀ 件
。

被修整成工具的石片的情况亦大致如此
。

石片台面以素台面最多8如标本 Ο
2

Η Ι + Η
,

图 < 之 Ι 9
,

有 ∀7 件 :其次是自然台面
,

有 6 件 :有疤台面8如标本 Ο
2

Η Ι + 6 和 Ο
2

Η Ι + ,

图

< 之 和 ∀ :图版 .
,

 和 9和带脊台面8如标本 Ο
2

Η Ι + 7 ,

图 < 之 <: 图版 ., Ι 9 分别为

+ 件和 Η 件 : 线状台面一件
。

石片角8台面 与打击泡夹角 9 和
“

边角
”

8台面与背面夹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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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二 9 石 器

共 <6 件
,

分边刮器
、

凹缺刮器和端刮器三个类型
。

边刮器
Λ ∀ 件

,

均以石片为毛坯
,

用
“

浅平修整
”

技术制成
,

刃 口较薄
,

刃角多在 Ι + ”

一

Η+
。

之间
。

修整方向有
“

正向 ,’8 向背 9
、 “反向 ,’8 向腹9和

“

错向 ,’8 相对两边或同一边的两半

作正
、

反向修整 9之别
,

各占 +
、

7 和 < 件
。

按刃口形式
,

这些边刮器可再分为单边
、

双边

和聚边三个亚类
。

单边有 件
,

其 中直刃 Η 件
,

凹刃 ∀ 件
,

凸刃 < 件
,

双边有 Ι 件
,

其 中凹

刃 < 件8如标本 ∗ Η Ι Η ,

图 < 之 ∀ : 图版 . , Γ: Ο
2

Η Ι
,

图 < 之 < 。 图版 . , + 9
、

直刃

一件
、

凸凹刃一件 8标本 Ο
2

ΗΙ ∀ ,

图 < 之 7: 图版 . , < 9
。

聚边有 , 件
,

其 中凸凹刃一件 8标

本 ∗
2

Η Ι Ι
,

图 < 之 ! : 图版 .
,

6 9
、

凹直刃一件 8标本 ∗
2

Η Ι ,

图 < 之 Λ 图版 .
,

∀ 9
、

双凹刃一件 8标本 Ο
2

Η Ι 7
,

图 < 之 6: 图版 . , Η 9 和双直刃 ∀ 件
。

凹缺刮器
Λ

件
,

毛坯除一件为碎块外
,

其余均为石片
。

修整方向有
“

正向
”

和
“

反

向
”

两种
,

前者占 件
。

凹缺的深度为 ∀一, 毫米
,

宽度 7一 Η 毫米
。

所有标本上的凹缺

的深度均超过宽度的 Ρ ++ 刃角在 “
。

以上
,

属
“

半陡峭修整 ,’) 有一件标本具有两个凹

缺
,

其余只有一个
。

后者如标本 ∗
2

Η Ι ! 8图 < 之 :图版 . ,

9 和 ∗
2

Η Ι < 8图 < 之 + :

图版 .
,

! 9
。

端刮器
Λ 只有一件 8标本 Ο

2

Η Ι +
,

图 < 之 Η: 图版 .
,

∀ 9
,

是吻状端刮器
。

毛坯为一

歪尾石片
,

修整工作集 中在尾端以及相邻的左侧上 : “正向
”

打击
。

标本长轴 Ι<
,

横轴 ! !
2

!
,

端部长轴 ∀ ∀ ,

横轴 Η 毫米
。

刃角 Η Η “ ,

刃口 不齐
。

8三 9 小 结

 
,

各听石制品采用当地湖滩上的硅质岩砾石为原料 :

∀
2

打片使 用锤击法
,

台面选在石片疤或较平的岩块节理面上
,

虽然出现一些有疤或带

脊台面
,

但未见明确的修理台面的实例 :

<
2

石器用石锤直接打击而成
,

组成刃口 的片疤可归人
“

普通型修整
” ,

即片疤的大小
、

形状无一定规则
,

形成的刃口 不齐
。

片疤长轴可小到 ∀ 毫米
,

大到 ! 毫米
,

横轴一般为

!一 毫米
,

也有的超过 ∀+ 毫米
。

只少数标本刃口 由两层片疤组成外
,

一般只有一层
。

因

此总的说来
,

修整工作比较简单
、

粗糙 :

Ι
2

工具类群由边刮器
、

凹缺刮器和端刮器构成
。

边刮器最多
,

有几种形式
,

是主要的

工具类型
。

凹缺刮器在数量上居第二位
,

但形式单一
,

加工简单
。

端刮器仅发现一件
,

修

整工作不算标准
。

三
、

讨 论

迄今为止
,

西藏地区发现的早期石器时代地点
,

主要有 7 个 8表 9
。

除昌都的卡若

以外
,

这些地点采集的石制品都脱离了原生地层
。

正因为如此
,

断代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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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难
,

而 目前所作出的关于时代的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假定的成分
。

表 所列地点
,

就石制

品出露的地貌部位来说
,

有湖滨阶地
、

河流阶地和洪积扇三个类型
,

其中以前者居多
。

就

石制品的制作技术和类型来说
,

有打制石器
、

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种
。

其中单纯产打制石
二

器的 < 处
,

单纯产细石器的 ∀ 处
,

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共生的两处
,

三种产品共生的一处
。

后一处地点
,

即卡若遗址
,

是唯一有地层根据 8文化层堆积厚 ++ 一 Η+ 厘米左右9
、

文化内

涵丰富的地点
,

单凭考古学原理即可断代
,

况且还有明确的 “∃
2

年龄 8距今 , 。。)一Ι+ ++

年 9
。

因此
,

对于卡若遗址的时代不存在任何问题
。

但是
,

其他地点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

在以往发表的报告里
,

研究者根据石制品出露的地貌部位
,

将定 日和珠洛勒的洪积扇

两个产打制石器的地点的时代放在晚更新世
。

我们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

拿本文描述

的各听地点来说
,

它离今天的湖边将近 巧 公里
,

比今天的湖面高出 << 米
,

比它跟前的胡

滩也高出四五十米
。

因此
,

关于岗丘表面出露的大量石制品的原因
,

可以有两种解释
Λ
一

是石器打制者从和今天没有什么差别的湖滩上选好原料搬到高的基岩平台上进行打制活

动
,

这样做必须克服搬运原料的麻烦 :二是当时基岩岗丘尚未露出或只是稍微高出周围的

湖滩
,

它是湖滩的一部分
,

上面覆盖有砾石层
,

人们就近选料和打制石器十分方便
。

从逻

辑上说
,

后一种解释比较合理
。

今天
,

岗丘外侧有一道最高的湖堤以及石制品表面有石诱

等现象也有利于后一种解释
。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
,

则可以运用地貌学原理来推断各听石
一

器的时代了
。

色林错面积 7 Η ! 平方公里
,

仅略 小于纳木错而成为藏北高原第二大湖
。

这个内陆成

水湖的湖水主要靠周围高山的冰川融水补给
。

由于青藏高原自晚更新世以来强烈隆起和

冰后期以来冰川的退缩
,

湖面开始进人了间歇性收缩的过程
。

宽阔的湖滩和湖滩上一道

道环状分布的由砂砾组成的天然湖堤
—

古湖岸线
,

就是这个过程的证据
。

有理由相信 Λ

各听外侧的湖堤
,

如果不是晚冰期中某个气候比较温暖
、

湿润的间冰段
,

就是冰后期初气

候最宜期8距今约 ! + 。一! + + + 年前 9高湖面的遗迹
。

换句话说
,

各听石器地点的时代
,

可

能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

也可能晚到新石器时代
。

在深人工作之前
,

我们认为采取这种规

定时代范围较宽的结论也许是合适的
。

有些研究者在分析石制品的技术和类型时
,

常常将打制石器
、

细石器
、

磨制石器分别

和旧石器时代
、 “

中石器时代
” 、

新石器时代等同起来
。

这种简单化的做法
,

已经被越来越

多的事实证明不能用来正确解释考古上的发现
。

何况将有争议的
“

中石器时代
”

这个仅通

用于欧洲史前 史研究的术语搬到中国来是否合适
,

还有讨论的余地 8黄慰文
, 6 7 Ι 9

。

西藏

已发现的材料中
,

定 日
、

珠洛勒和各听三处地点采集的打制石器
,

虽然原料不同
,

但技术和

类型基本一样
。

特别是处于同一地区的珠洛勒和各听
,

可以认为是同一工业的制品
。

已

发表的报告对石器类型和技术水平估价不同
,

仅仅是不同研究者观察上的差异造成的
。

例

如
,

根据我们对各听上百件标本的观察
,

石器中不存在尖状器
,

但珠洛勒的研究者在描述

的 Ι 件标本中划分出两件
。

按我们看
,

设立这个分类还值得考虑
。

因为
,

该报告也承认

两件尖状器
“不甚典型

” ,

一件
“两缘及尖端俱未经加工 ,’8 安志敏等

,

6 6 9
,

而另一件从图

版或插图上也看不出修整痕迹
。

至于西藏已发现的多处细石器
,

其技术和类型可以说是

没有差异的
,

我们赞同将它们归人新石器时代
,

卡若文化的发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

自 6 ! Η 年以来
,

西藏地区已 发现一批时代较早的石器地点
,

其中比较重要的就 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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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点分布范围西起 日土帕也真沟 8 6 “

!!
’

;9
,

东到昌都卡若 86
“
∀’;9 : 南自吉

隆戳错龙湖 8∀ 6
“
& 9

,

北抵藏北错尼 8< Ι
“Ι +’& 9

。

其中
,

以藏北高原最多
,

藏南谷地其次
,

个别坐落在横断山脉北段的藏东高山峡谷区
。
它们的海拔高度除卡若为 < + + 米之外

,

其

余都在 Ι < + + 米以上
,

最高的两个地点为 ! ∀ + + 米
。

这是一个十分辽阔的地区
,

而且今天大

部分属于人迹罕至的
“
无人区

”。

那里气候干寒
,

年平均降水量不足 ∀ ++ 毫米
,

最热 月8七

月9气温不超过 + ℃
,

冬季可降至 一Ι+ ℃以下
,

因而有地球
“

第三极地
”
之称

。

所以
,

仅从

地理学和古环境学的角度而言
,

上述发现的意义就十分重大
。

诚然
,

多数地点还限于地表

采集
,

这是美中不足之处
。

今后
,

在扩大线索的同时
,

还应选择重点进行深人的观察和研

究
,

以便把西藏的史前考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

本文照片由王哲夫先生拍摄
,

插图由李荣山先生清绘
,

谨致谢意
。

8 6 7 年 , 月 ∀ < 日收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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