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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新发现的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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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 年夏在塔里术南缘发现了打制石器
、

细石器地点各三处
。
打制石器虽然采自地面

,

数量也少
,
但有可能 归人旧石器时代

。

细石器由楔状
、

柱状细石核和两边平直的截短细石叶组

成
,

属华北
、

东北亚和西北美细石器传统
,

其时代属新石器时代
。

本文报道的工作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干旱区 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考察合作项目的组成部分
,

目的是探讨史前和历史时期人类对本区资源的利用与现状

的关系
。

野外工作从  ! 年 8 月 9 日起至 :∀ 日止
。

考察范围为塔里木盆地南缘中段
,

即

和田 地区
,

南起昆仑山前山
,

北抵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
,

相当于 ; 8 <

<
‘

一 ; + ∀ <’&
,

 
+ : <’一

9 ; “ 9 <
‘

= 5图 6
。

一
、

地质
、

地理概况

塔里木是一个被高大 山原环抱的内陆盆地
,

仅东端有缺 口与河西走廊相通
。

盆地面积

知 多万平方公里
,

平均海拔 2
,

<< < 米上下 7气侯冬季干冷
,

夏季高温少雨
,

年降雨量 多一刃

毫米
,

是欧亚大陆最干燥的地区 7 自然地理分带上属暖温带荒漠地带
。

塔里木的干燥气侯

起自第三纪初 5刘菊祥
、

张树森
,  9  6

。

上新世末至第四纪初以来
,

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加

剧了这种趋势
,

以至最后形成今天盆地中央
、

占地 ;; 万多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

考

察区第四纪沉积类型有洪积扇
、

阶地
、

冲积平 原
、

风成粉砂和不同时期喷发的玄武岩
,

等等
。

本区河流主要靠高山冰雪融水补给
。

夏季水量大
,

山前形成的洪积扇连成一片
,

成为

昆仑山北麓广阔的倾斜平原—
戈壁

。

这种洪积平原由巨厚砾石层构成
,

高度分若干级
,

由山麓向前递减
。

例如
,

尼雅河洪积扇在南疆公路以南可见三级
>
第一级海拔 :

,

∀ << 米 以



”

丫

曰幻?讨

‘≅韶勃>Α。<Β

。乙<Χ3三

团泥囚嵌御

工困

‘月卜
3

以三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上
,

第二级海拔 :
,

< << 一 :
,

∀ << 米
,

第三级 2
,

8 << 一:
,

< << 米
。

各级之间以陡坎相隔
。

它们是

昆仑山在第四纪时间歇上升的结果
。

同样
,

在山口前的谷坡上
,

常见四五级或更多的侵蚀

面
,

一些面上保留有相应的阶地堆积
。

第一
、

二
、

三级洪积扇大致分别形成于早
、

中
、

晚更

新世 5周廷儒
,  8 ; 6

。

阶地在山前谷地发育较好
。

玉龙喀什河哈烟达克南 < 公里处的右岸
,

可见三级阶

地
,

分别高出河面 95% 06
、

<5% Δ6和 ; < 米 5% ; 6
。

% 0 由砾石组成
。

% Δ 由砾石层
、

砂层组

成
,

砂层里含新石器时代的夹砂红陶片和炭屑
。

% ; 下部为水平层理砂砾层
、

上部为向河

心倾斜的砂层
。

三级阶地都叠压在构成谷底
、

谷坡和河谷两侧高原面的固结的揭色粉砂
、

粗砂和灰绿色砾石层之上
。

这套固结的地层可能形成于上新世或早更新世
。

喀拉喀什河

在山前波 波那
、

普基一带右岸
,

只见两级阶地
,

不整合覆盖在元古界绿色片岩
、

上新世或早

更新世褐色粉砂
、

粗砂和灰绿色砾石层之上
。 % 0 高出河面 9一 < 米

,

% Δ 高出河面 :< 一

; < 米
。

在 % Δ 的砂层 中也发现了夹砂红陶片以及打制石片
、

石核
、

兽骨
。

上述 % 0
、

% Δ 无

疑属全新世
, % ; 则可能属晚更新世

。

二
、

石器地点和石制品

Ε Φ Γ
一
! 地点

位于哈烟达克以南约 < 公里的玉龙喀什河右 岸
。

石制品出露在河流转折处的阶地

上
。 ! 件标本 8 件采自 % ;

,

: 件采 自 % Δ 和 % 2 。 为变质砂岩
、

安山份岩打制的石锤
、

石片

和石器
。

图 : 为变质砂岩厚大石片打制的似手斧两面砍研器
,

采自 % 2 地面
。

手握部分为

石片根部
。

大部分边缘交互打击
,

形成锯齿状刃口
。

刃角一般在 <
“

左右
,

局部接近  < “ 。

标本长 :
3

9
、

宽  
3

9
、

厚 9
3

∀ 厘米
。

ΓΗ阵
3

:

图 : 塔里木的两面砍听器

Ι Ηϑ
Κ Λ Η

Κ
2 Λ Μ ) Ν Ν ΗΟ Π Θ) ) 2 ϑ− ) Ρ % Κ − ΗΡ

:3 Ε & Γ
一
! 地点

位于尼雅河两主源汇合点以北约 9 公里
、

纳格日哈纳西北第三级洪积扇地面
,

海拔

约 :
,

< << 米
。

石制品采自干河床岸边
,

共 9 件
,

为锤击石片
,

原料为黑色和灰色角岩砾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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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Ε ,Γ
一
! 地点

在和田市以东洛甫与羊达克勒克之间的第三级洪积扇地面
,

西北方离洛甫镇约 :9 公

里
,

海拔
,

9 << 米以上
。

石制品采自千河床岸边
,

打制石核
、

石片各一件
,

原料为黑色和灰

色安山扮岩
。

∀
。

Ε &Σ
一! 地点

在尼雅河东源乌鲁克萨依与西源汇合点以南的三角地
,

紧贴 昆仑山山体
,

海拔 :
,

9。。

米左右
,

地貌上为尼雅河第一级洪积扇顶端
。

在这个基础为巨厚砾石层的三角地上
,

平

铺着厚 < 一∀< 厘米的残坡积浅褐色粉砂
,

石制品出露其中
,

数量丰富
。

我们在不到一小时

内即挑选到 2刊 多件
,

有细石核
、

细石叶
、

工具
、

预制石核时打下的石片
、

调整台面时剥下

的“削片
”

5Α∗Κ 22Α 6 以及碎屑等
。

原料绝大多数为灰褐色硅质岩
、

少数为石英砾石或岩块
。

图 ; Γ 的楔状细石核用硅质岩石片预制
,

两面打击
。

剥片面上有 ∀ 个叶疤
,

最大的长 ∀ :、

宽 ! 毫米
。 两边平直截短细石叶 5如图 ; # 一= 6 背面由两个或三个叶疤构成

,

后者居多
。

它们按宽度可分为两组
> 6 < 和 Τ < 毫米

,

两者数量大体相等
。

前组最宽 为 ;
3

∀
、

后组

最窄为 93 : 毫米
。

细石叶中有些的边缘可见使用痕迹
,

有些一侧或两侧经过修整
。

卿斟龄一
。

Μ即八斗时以以甘俘Υ入一
,爪储
炸钵
博附胜献随随韭优芝
。

澎渊喇倒阳葡剔令
、

介州绷一
、

图  塔里木的细石核和细石叶

! ∀#
∃

 % &∋ ()∗ ) (∋ + ,

−. 而
∗ (
山/,. ∋ + 0( ) 1 丁, ( & 1

2
∃

3 4 %
一
5 6 地点

在于 田县水文站南约 7 公里克里雅河左岸 8 9 上
,

海拔 :
,

; ;; 米左右
。

这里覆盖着一

片流动沙丘
,

石制品出露在沙丘之间的谷底
,

与夹砂红陶片共生
。

石制品以灰白色石英冻

石和黑色角岩砾石为原料
。

采到一件柱状细石核 <图  = >
、

两件细石叶和七件打制石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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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预制石核时打下的
。

8
3

Ε ς Σ
一
! 地点

在于 田县城东 公里
、

南疆公路北侧 公里
,

海拔约 2
,

9 << 米
。

这里有干河床蜿蜓

于流动沙丘之间
,

造成至少三级由水平层理发育的粉砂
、

细砂
、

粘质粉砂夹层和砾石组成

的阶地
。

在 % 0
、

丁 : 地面散布大量夹砂红陶等类陶片
,

从中发现一 件浅褐色石英细石叶
,

长 ::
3

∀
、

宽 < 毫米
。

三
、

讨 论

3

时代问题

上述 8 个地点可分为两组
> 第一组包括 Ε Φ Γ 一 !丁

、

Ε & Γ 一 ! 和 Ε , Γ 一 !丁
,

采集品以

打 制石核
、

石片和石器为代表 7 第二组包括 Ε & Σ
一 !

、

Ε Ω Σ
一

! 和 Ε ς Σ
一

!
,

采集品以

细石器为特色
,

也有一些预制细石核过程中产生的石片和调整台面时产生的
“

削片
”。

第一

组采集品基本上来自第三级洪积扇或阶地上
。

在已发表的新疆第四纪主要沉积物分层表

中
,

这两类堆积的时代属晚更新 世5周廷儒
,  8 ; 6

。

然而
,

由于石制品均采自地面
,

我们现

在只能假定它们与洪积扇或阶地同时
。

第二组有两个地点位于 % Δ 上
。

根据观察
,

这级阶

地形成于全新世
。

另一地点位于尼雅河谷口 洪积扇顶端
。

洪积扇本身很古老
,

但覆盖在

它上面的残坡积层 很年青
,

估计不会超出全新世范围
。

这个地点看不见陶片
,

年代也许比

前两个地点略早
。

不过
,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暂时将它们 都归人同一时代
。

因为就石器工

业的工艺 而言
,

实在找不 出它们之间育多少区别
。

从考古学上说
,

第一组采集品数量有限
,

未能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关于石器工业特征的

概念
。

不过
,

与我们已接触到的新疆新石器时代遗址 出土的打制石器相比
,

还是可以看出

一 垄差别
。

例如
,

后者常常是一些与农耕和定居生活有关的石斧
、

石锄等
。

我们 采集的标

本是旧石器工业 中常见的类型
。

例如
,

图 : 的似 乎斧两面砍折器
,

很容易使人联 想起

丁村的
“

多边砍砸器
” 。

总之
,

第一组地点从石器的风格来说有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
。

第

二组为细石器地点
。

根据迄今为止对全新疆细石器地点的统计和观察
,

尚未发现确有证

据的
、

比距今 <
,

<< < 年还早的材料 5王炳 华
,  ! 9 6

。

与塔里木相邻的西藏
、

青海和甘

肃
,

情况亦相同
。

青海拉乙亥遗址 5位于黄河上游 6
‘

℃ 测定为距今 8
,

朽 士 ! 9 年
,

西藏

卡若遗址 5藏东南6
“. 测定为距今 9

,

< << 一斗
,

< << 年5盖培
、

王国道
,  ! ;7 西藏自治区文物

管理委员会
、

四川大学历史系
,

 ! 9 6
。

塔里木西邻的阿富汗和苏联的吉尔吉斯
、

塔吉克
、

乌兹 92? 克和土库曼
,

从我们看到的材料来看
,

最早的细石器地点的年代在距今 <
,

< < < 年

上 下 5ς Κ 4 ΗΑ Κ Ο Χ Ο Ξ Ν −Λ Λ ,

 丁> ( Κ Ο ) 4 Κ Ο Χ ς Κ 4 ΗΑ ,

  6
。

塔里木迄今为止发现的细

石器的年 代沽计为距今
3

< << 一 Ψ
,

< << 年左右
。

但是
,

随着工作的扩展
,

也有可能发现更早

的细石器
。

:
3

石器工业的特征

辽阔的中国西北和青藏高原是旧石器考古工作比较薄弱的地区
。

青海只是在不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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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发现了一处可以确定的距今 ;<
,

< << 年左右的旧石器地点 5黄慰文等
,

 ! 6
。

西 藏 自 9<

年代以来在藏北
、

藏南和藏东发现了几十处早期石器地点
,

但其中只有三四处有可能归人

旧石器时代5钱方等
,  ! ! 6

。

新疆在此次考察之前
,

我们对这里的旧石器一无所知
。

此次

塔里木三个打制石器地点的发现
,

给我们今后在新疆开展旧石器考古增强了信心
,

尽管 目

前材料有限
,

讨论石器工业的特征尚嫌过早
。

细石器材料比较丰富
,

尤其是存在楔状石核
、

两边平直的截短细石叶等特化类型
,

清

楚地表明它和华北
、

东北亚
、

北美的细石器同属一个传统
。

早在  ;。一; 年
,

德 日进和杨

钟健在吐鲁番就发现了楔状石核 5%
Λ Η2ΜΚ − Χ Κ Ο Χ Φ ) Ξ Ο Π

,

 ; ; 6
。

后来
,

德日进 以新疆
、

蒙

古
、

中国东北和阿拉斯加的这种类型特化而稳定的制品为根据
,

提 出了在新石器时代之

始
,

北极圈邻近地区事实上存在着世界性联系的假说 5%Λ Η2Μ Κ

−Χ
,

 ;  6
。

几十年来
,

不

仅北美
、

蒙古高原
、

中国东北和华北
,

而且从西伯利亚到苏联欧洲部分所发现的材料
,

都

支持并完善了这个假说
。

塔里木的发现
,

则将这个传统在中国境内的分布向西扩展了
。

西

藏
、

青海的细石器也属这个传统
。

它们代表这个传统在 中国境内分布区的西南部
。

和上述传统平行发展的是几何形细石器传统
。

它的一个发展中心在西亚
。

苏联的中

亚部分和阿富汗的材料表明
,

这个传统的影响向东到达帕米尔 高 原 5(
7 Ο )4 ‘Ο Χ ς Κ4 ΗΑ

,

  6
。

饶有兴味的是
,

阿富汗中部也存在
“没有发育几何形技术

、

雕刻器和琢背成分的细

石叶
”

5ς
Κ 4 ΗΑ Κ Ο Χ ς Ξ Ν −Λ Λ ,

 6
。

这种细石器实际上和我 们在新疆
、

西藏
、

青海见到的

一样
。

看来
,

帕米尔高原似乎是两个细石器传统的结合部
。

;
3

史前文化和古环境

塔里木的细石器地点
,

除本文报道的以外
,

还有近一个世纪以来陆续在罗布泊地区和

盆地西端喀什的乌帕尔
、

南缘的车尔成河谷 5且末附近 6
、

克里亚 5皮山附近 6
、

北缘的巴楚
、

柯坪等
。

它们总数很少
,

但所在位置却代表了盆地腹部以外各个部分
。

而且
,

其中一些地

点有地层根据
。

如果我们再把 目光转向塔里木的邻近地区
,

如吐鲁番
、

青藏高原的
“

无人

区
” 、

帕米尔高原
、

阿富汗和苏联中亚地区
,

一幅晚更新世 至全新世人类活动的兴旺景像就

生动地 展现在我们面前
。

研究资料表明
,

地处北半球中纬度地带的中国西部 以及 中国东北
、

华北
,

整个第四纪

期间的气候变动
,

和欧洲
、

北美一样
,

也受冰期
、

间冰期交替的支配
。

一般来说
,

中国西部冰

期与干旱期相对应
,

间冰期与湿润期相对应 5刘东生
、

袁宝印
,

 ! 6
。

全新世早期
,

气候比

较温暖
,

塔里木盆地周围高山上冰雪消融加快
,

河水猛涨 屯盆地内风沙活动减弱
,

沙丘停止

活动并生长植被
。

对史前居民来说
,

这时的塔里木盆地有一个比较适宜的生存环境
。

抱

粉分析表明
,

欧亚暖温带地区全新世最适 宜 气 候 期 5∃2Η Ρ ΚΘ Η∃ )∗ ΘΗ Ρ Ξ Ρ 6 出 现在距 今
,

< << 一 ∀
,

。<< 年左右5徐仁
,

 ! 6
。

这个时期和塔里木及邻近地区细石器文化繁荣时期

大致相当
。

考察计划得到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支持
,

工作过程中始终得到中国科

学院新疆分院和生物
、

土壤
、

沙漠研究所夏训诚所长的热情帮助
。

李荣山先生为本文绘制

石器插图
,

长青女士绘制地图
,

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5  ! ! 年 ; 月 2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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