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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年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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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运用黄土地层学

、

气候地层学
、

生物地层学的方法 尝试建立 中国北方 旧石 器时代中期文化发展序列
,

认为大荔遗址
、

丁村遗址
、

周 口 店 巧 地点
、

许家窑遗址
、

陕西长武窑头沟
、

辽宁喀左鸽子洞 的年代分别相当于深 海氧同

位素的阶段 7 一 8
、

6 一 4
、

6
、

4
、

4
、

3
。

并认为中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在北方的最终消失 大约在阶段 6
.

如 以 中更新世哺乳

动物群的消失作为中晚更新世界限
,

则和黄土地层学的研究结果比较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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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体系中
,

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等同于莫斯特文化
,

它

和尼安德特人的生存时间相始终
,

和旧石器

时代早
、

晚期相 比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 〔’ 〕 。

在中国甚至东亚地区
,

所谓的旧石器时代中

期文化实质上是指与莫斯特文化时代相当的

一些旧石器时代文化
,

文化特征上似乎很难

与莫斯特文化对比
,

而和当地的旧石器时代

早晚期文化也不易区分
。

因此当学术界谈到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时更多的时候只具

有年代学上的意义
。

然而
,

就年代学而论
,

中国旧石器时代

中期文化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

几乎每一个旧

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年代问题都存在相当大

的争议
,

这里面既有不同测年技术带来的差

异
,

也有不同作者甚至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

对遗址的地质地貌
、

动物群的不同分析
。

本

文对旧石器中期文化的界定暂以 《中国远

古人类》 一书为标准
,

主要包括周 口店 巧

地点
、

山西 阳高许家窑
、

山西襄汾丁村
、

陕

西大荔甜水沟
、

陕西长武窑头沟和辽宁喀左

鸽子洞 〔2 ]
。

一
、

方法探讨

目前
,

用于判定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年

代的方法主要有地质地貌学
、

生物地层学
、

气候地层学
、

黄土地层学
、

科技测年等
,

为

了了解不同方法的利弊
,

我们首先作一简要

回顾
:

1
.

地质地貌方法 用地质地貌方法判

定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主要适合于河流相

沉积的遗址
,

根据遗址所处 的地貌位置—阶地的级别来判定
。

在中国北方
,

一般认为

二级阶地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三级阶地属

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

三级以上属于旧石器时

代早期
。

这种方法由于特征明显
,

容易掌

握
,

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作为初步研究时的主

要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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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位很相似
,

因此
,

大荔人的年代应和北京

周 口店第一地点中部甚至下部相当 [8」。

上述认识中
,

绝对测年使用两种方法所

得到的数据基本接近
,

而动物群和黄土所得

出的结论却有较大的 出人
。

为解决这一问

题
,

笔者于 2 0 0 0 年对洛河一带的地质地貌

进行了实地考察
,

发现全新世大暖期所形成

的 S 。 、

阶段 3 形成的古土壤和 5
1 ,

在洛河

三级阶地上分布稳定
,

其野外特征可以和源

区剖面对比
,

S :
在有些部位也可 以观察到

,

但其野外形态也不似源区那么典型
,

而 S
。 ,

则没有观察到
,

根据这次观察的结果
,

笔者

认为
,

大荔人所在的三级阶地的形成时间可

能略早于 5
2 ,

很可能当时洛河游荡在较宽

的范围
,

当有些部位为河床时
,

有些稍高部

位正堆积着黄土
,

因此大荔人的年代应略早

于 5 2 ,

这和科技测年的结果比较吻合
。

至

于不同学者动物群年代认识上的差异
,

是不

同研究者所强调 的重点不同
,

本文作者认

为
,

大荔人遗址虽然 出现了德氏水牛
、

肿骨

鹿
、

古棱齿象 ( aP leo le x do n sP
.

)
,

河狸
、

葛氏斑鹿
,

但它和周 口店第一地点的早中期

还是有一定区别
,

至少赤鹿
、

大角鹿都属于

晚更新世的代表动物
,

未见于周 口店第一地

点的早中期
。

因此笔者认为
,

把大荔动物群

定位于略早于 S:
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7 到阶段 8 不应有太大出人
。

另外抱粉分析

反映含大荔人化石
、

石器和哺乳动物的层位

以阔叶树增加
,

树种较多
,

真叶和阔叶树花

粉含量几乎相当
,

草本植物占优势为特征
。

阔叶树 占 10
.

4 %
,

有桦榆
、

胡桃
、

栋
、

鹅

耳栋
、

漆
、

械 ; 真叶林 占 10
.

3 %
,

以松为

主 ; 灌木和草本植物 占 77
.

6 %
,

有 白刺
、

麻黄篙
、

黎
、

禾本 ; 少量香蒲和莎草
,

代表

森林草原类型的植被 ; 气候特点是温湿
、

半

湿润的自然环境叫
。

也和这一时期的气候

特征相符合
。

2
.

丁村遗址群 和大荔人遗址相比较
,

丁村遗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or o 地点
,

成果

更为丰富
。

目前关于丁村遗址时代的看法主

要有两种意见
,

一种意见认为丁村遗址的年

代为中更新世晚期
,

其主要论据有丁村遗址

所在的汾河第三级阶地上部普遍发育一条古

土壤
,

属于中更新世红色土或离石黄土
,

因

此位于其下的一套河流相沉积应属于中更新

世晚期 〔̀ 。

气 和丁村人相伴生 的哺乳动物群

中包含梅氏犀 ( icD
e or hr in o me ckr i )

、

葛氏

斑 鹿 ( sP eu d a x is .cf G r 口了i )
、

德 永 氏 象

( aP ale
o lo xo do

n ot k u n “ g a
i) 等周 口店动物群

中的代表
,

虽也有晚更新世种属
,

应划为中

更新世晚期否”

诀 还有学者根据瓣鳃类
、

斧

足类和介形类化石的研究认为应属于中更新

世 f” J
。

持晚更新世说的证据有
:
动物化石

主要为晚更新世分子
,

应属于晚更新世早期

动物群 [ ’ 3

味 根据 抱 粉 [ ’ 4〕 和 勃土 矿物 分

析 〔` ,口
,

出土人化石和大量旧石器的沙砾层

所代表的气候应和现今相差不大
,

前期偏

暖
,

后期偏凉
,

时代当属 于晚更新世早中

期 ; 需要注意的是最近有学者对汾河流域第

三级阶地上部的古土壤属 于阶段 3 时期形

成
,

而不是 5
1 〔̀ 6〕 ,

其下 的河流相地层年代

相当于 5
1 。

另外
,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丁村

遗址群中不同地点是有区别的
,

有的属于中

更新世晚期
,

有 的属于 晚更新世早期 〔’ 6〕 ;

100 地点的上部属于晚更新世
、

下部属于中

更新世 [ ` , 〕 。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
,

绝对测年

也已有多个数据
,

氨基酸法测定丁村人化石

产出层位为据今 7 万年 [`川
,

铀系法为 16 -

2 1 万年 [” ]
,

E s R 为 7
.

4 一 0
.

4 万年 [ ’。习
。

上述研究为我们分析丁村遗址群的年代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我们仍以第 100 地点为

例
,

首先
,

我们认为问题的焦点仍然集中在

遗址上部古土壤的属性上
,

李有利等对丁村

遗址上部古土壤属性的研究应该引起重视
,

根据笔者对陕西渭南
、

大荔
、

丁村三地深海

氧同位素阶段 3 和 5
1

时古土壤的野外特征

观察
,

渭南发育最好
,

其次为丁村
,

再次为

大荔
,

丁村遗址上部的古土壤不仅弱于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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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荔的阶段 3
,

而且弱于大荔的 5 1 ,

应当

为阶段 3 时期的沉积物
。

又根据抱粉分析和

勃土矿物分析的结果
,

丁 村人生 活 时期
“

前期较暖和
,

后期较凉爽
,

但总地说来
,

可能和现今出人不大
, ”

把丁村人 100 地点

的年代定于阶段 5 的后期到阶段 4 的前期应

当是合理的
。

这和丁村 100 地点哺乳动物群

披 毛 犀 ( co
e l o面 n t a a n t i叮u i t a t is B l u m e n -

b ac h )
、

野驴 (助
u o h e m io n o p a ll a s

)
、

野马

( 肠
“ us .cf p rz 哪赫娜 )

、

葛 氏 斑 鹿

( sP e
ud dx is .cf G r a 少i )

、

河套大角鹿 (林呀
。 lo

-

e e

osr O r d o s at n o Y o u n g )
、

原始牛 佃
。 ￡ p r i m i

-

ge n iu us ) 所代表的年代是一致的
,

也和部

分测年的结果相吻合
。

但根据哺乳动物群的资料
,

丁村遗址群

中各地点的年代是有差别的
,

无论从地质地

貌还是动物群来看
,

100 地点应代表丁村遗

址年代的上限
,

其下限在哪里 ?

根据对四级阶地上覆黄土地层的观察
,

在 S , 和河流相地层之间尚有一层厚 2 米左

右的黄土
,

应该相当于阶段 6
,

因此三级阶

地底砾层的年代应该介于阶段 4 至阶段 6 之

间
。

也就是说丁村一带汾河三级阶地的年代

应主要位于阶段 5
,

但并不局限于 阶段 5
,

其上可延伸到阶段 4 的一部分
,

下可能达到

阶段 6 的一部分
。

根据这一结论
,

我们对不

同地点的年代依动物群的性质推测如下
:

90 地 点 和 98 地 点 都 有 德 永 氏 象

( aP lae o l o x o面 n to ku n a g a i )
,

9 6
、

9 8
、

9 9
、

10 0 地点有葛氏斑鹿 ( sP
e
ud ax is .cf G r a 少i )

,

90 地点有梅氏犀 ( D ic e or hr in o me cr 无i )
,

10 2

地点不含中更新世分子
。

据裴文中的研究丁

村一带的葛氏斑鹿 ( sP
e
叼

a x is .cf C r a少i ) 的
“

一般形状似乎更接近于周 口店第 3 地点和

山顶洞的标本
,

而与周 口店第 1地点的标本

稍远些
。

因此
,

丁村的葛氏斑鹿可能并不宜

作为中更新世典型代表 , 〕 。

这样
,

丁村 90

和 98 地点因含有 中更新世 的德永 氏象

( aP la e o oj x o面 n t o k u n a g a i ) 或梅氏犀 ( D ic e -

or hr in us enI cr ik ) 而划归到阶段 6
,

其它地点

划为阶段 4 到阶段 5
。

确定了大荔人和丁村人的年代之后
,

其

它地点的年代就可根据动物群和气候特点作

进一步确定
。

周 口店 巧 地点
。

共发现哺乳动物 33

种
,

其中能鉴定到种的有
:
虎 ( aP nt he ar

e .f t妙 is )
、

披 毛 犀 ( OC
e lO面nt a a n

吻
u i ta tis

B lu m e n b a e h )
、

肿骨鹿 (林箔
“ le e e or s 尹配九了。 s -

et us )
、

赤鹿 ( 倪玛 us e

lar h as )
、

普 氏羚 羊

( G龙已

lla p陀蒯
a `枷 ) 23[ 〕 。

其 中
,

肿骨鹿的

标本中有一部分应划归大角鹿
。

和大荔动物

群相 比
,

缺乏中更新世的葛氏斑鹿
、

德永氏

象
,

和丁村动物群相比
,

丁村 90 地点的梅

氏犀和德永氏象不见于 巧 地点
,

而 巧 地点

的肿骨鹿也不见于丁村 90 地点
,

估计其时

代老于丁村 100 地点而晚于大荔人时代
,

和

丁村 90 地点相当
,

暂定为阶段 6
。

许家窑遗址
。

已发现哺乳动物 5 目 19

种
,

其中能鉴定到种的 16 种
,

大部分为晚

更新 世 常见 种 如 似步 氏 田 鼠 ( 材交or t。

b ar dn t动￡J 邸 Y o u n g )
、

诺曼古棱齿象 ( aP l a e -

o l o x o
面

n n a u

anz
n n i ma kiya anz )

、

披 毛 犀

( oC
e le do 瓜

a a 耐匆
u众a t is B l u m e n b a e h )

、

蒙古

马 (峋
“ us

4� 蒯 :k �B e
、

KO┞峋
“us

i )Rna ia
)

、

KO物 鹿
)M种

*uea9oaxKXneÙaeÙ) o m g )

、

河 (毛 玛无 无 麒as )
、

氏羚 � 汕
u

a 12

y� 麒》 7E )
、

野氏 )R4ío麒进 交麒吒溻a ◣
、

诺世佃
┞口 
�� $ i �oos us ) 或得

这 含中 的子
裴氏羚 � 1 n a n

9�8 其 年峋
应 村 10

地点
,

大丁村 90 地点 
诺 瓜 �¹ 地点形 比

,

丁村 98 地点 有梅氏象�2
德中马 大象德 口店 巧 地点有梅骨鹿丁阶读丁大蓄家有德 蓄遗 年氏羚 鹿

�B炽标点磅
大此

,� 见状事 带磅比
,

5V 根淳物间部期德蚁 紗据峙 ,
点分

能
更 �竹䠚 点 古

相地
本

地 槞

肿
 
角 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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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

莎草科
,

木本植物 以云杉
、

松占多

数
,

另有少量冷杉
、

雪松
、

铁杉等具有冷期

气候特征 [” 〕 ,

我们认为许家窑人的生存环

境属于典型的冰期气候
。

综合上述资料
,

我

们认为许家窑遗址的最早年代为阶段 6
。

但是
,

由于许家窑遗址的动物化石材料

中
,

裴氏扭角羊只发现了一颗牙齿
,

我们不

能不对它的意义进行思考
,

考虑到阶段 4 时

气候也十分寒冷
,

将许家窑遗址的年代定位

于阶段 4 也有一定意义
。

陕西长武窑头沟
。

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

主要有粉 鼠 (脚
。 sP al ax sP

.

)
、

普 氏野马

(灼
u us .cf P rZ e钊 a ls ikr )

、

野驴 (灼
u us he m io

-

n us pal l a s
)

、

披毛犀 ( OC
e l o

do
n t a s p

.

)
、

扁

角鹿 (赫咭“ le ce or o
.sP ) 等〔川全部为晚更新

世种属
,

和丁村 100 地点相 比缺少葛氏斑

鹿 ; 从地层上看其上覆的黄土和丁村遗址上

部的黄土的结构也很相似
,

黄土厚 17 米
,

中部夹一条暗红色古土壤应形成于 阶段 3
,

估计其下部含人化石和石制品的时代可能相

当于阶段 4
。

辽宁喀左鸽子洞
。

该遗址为一洞 穴遗

址
,

与石制 品共生 的 哺乳动物化石有狼

( aC
n 站 .cf hc ih ii esn 众 )

、

小 野 猫 ( eF ils

e f M ic ir t is )
、

最 后袱狗 ( C or e u t a u l t i m a
)

、

普 氏野 马 ( 肠
“ us .cf P口哪 al s

枷 )
、

野 驴

( qE
“ us h e m动n

us p all as )
、

披 毛 犀 ( oC
e lo

-

d o n t a s p
.

) 等 [ , ` ]
。

后来有研究者在动物化

石中发现晚期智人化石 〔’ 6〕。

由于不含中更

新世分子
,

推测其时代应晚于阶段 5
,

再根

据晚期智人化石的特征
,

估计其时代可能更

晚
,

我们暂时将鸽子洞遗址的时代置于阶段

3
,

代表一相对暖湿阶段的动物群
。

三
、

讨论与结论

1
.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时

间范围大约从 25 万年延续到 4 万年
,

并以

13
一 14 万年为界可分前后两期

,

前期相当

于氧同位素的阶段 6
、

7
、

8
。

哺乳动物群的

特点是晚更新世的代表种已出现
,

甚至 占动

物群的多数成员
,

但中更新世的一些种属仍

与之共生
。

后期相当于氧同位素阶段 3
、

4
、

5
,

动物群成员全部为晚更新世代表种属
。

2
.

从阶段 8 开始
,

晚更新世动物群就

和中更新世动物群的某些成员一起生活
,

大

约从阶段 6 以后中更新世成员就不再出现在

北方地区
。

推测这与两次寒冷期有关
:
经过

阶段 8 后
,

周 口店动物群中的多数成员已在

北方消失
,

但仍有少部分成员到阶段 7 时仍

生活在华北不同地区
,

如南部丁村可能有梅

氏犀
、

德永氏象等
,

北部许家窑一带可能生

存有裴氏扭角羊
,

而阶段 6 严酷的环境变

化
,

导致了北方动物的大举南迁和中更新世

哺乳动物群在北方的最后灭绝
。

徐钦琦认为

在第 6 阶段
,

北方型动物的南侵幅度不但渡

过了长江
,

而且还深人华南腹地
,

到达广东

的南岭地区 ( 2 4
“

3 0
`

N )
,

甚至超过了末次

冰期极盛期第 2 一 4 阶段 ( 3 1
“

3 3
`

N \ 3 0
0

2 2
`

N ) 〔” 1
。

我们推测在北方地区
,

适合于相对

暖湿的中更新世动物如德永氏象
、

梅氏犀
、

肿骨鹿
、

裴氏扭角羊等可能在这一阶段受到

灭顶之灾
。

但正是这一特点为我们地层断代

提供了重要依据
。

3
.

如果我们以晚更新世动物群的 出现

作为中晚更新世的界限
,

那么大荔人动物群

可作为晚更新世早期的代表 ; 如果以中更新

世动物群的消亡为中晚更新世的界限
,

那么

丁村遗址群可能跨越了这一界限
,

如果后者

最终能够被确认
,

则和黄土地层学的研究结

果 比较吻合
。

4
.

本文 的研究表明
:
首先根据动物群

的性质把遗址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

再根据

抱粉等资料确定的气候特征后给出其在全球

气候变化曲线上 的位置
,

是一个在 目前条件

下相对准确
、

可靠
、

切实可行的办法
。

5
.

从本文 的研究结果来看
,

如以欧洲

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为标准
,

则目前我们所确

定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无论 ( 下转 6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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