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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归结为西藏新石器时代的
“

藏西北文化类
一

、 胃 型
”

。 然而
，
西藏西部的 史前人群是否是

目 前整个西藏高 原 已经确认 的 新石器 由狩猎采集者演变为游牧人 ， 而不存在与农

时代文化有西藏东部以昌都卡若遗址为代表 业生产相联系 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呢？ 这是 目

的卡若 文化 （ 距今 年 ） 、 西藏 前西藏考古学中颇为引人注 目 的问题。

中部以拉萨曲贡遗址为代表的曲 贡文化 （ 距 现今西藏 西部的 阿里髙原 属农牧混合

今 年 ）

【

另外 ， 在雅鲁藏布江 区 ， 农业在阿里南部河谷地带 尚 占据
一

席重

下游的藏东南地 区尚存在
一些新

石器时代遗址 ’
被称之为

“

林芝
巴：斯

一

类型
”

】

。 上述藏东和西藏 中部 斯
，

疴

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都 址
‘ 中国

具有强烈的
“

地方性
”

， 文化面 ，
貌上仍有很大差 异、 应与各 自

—

所处的生态区位关系密切 。 西藏

西部生态条件和藏东 、 藏中迥然 色 敏布

视 迄今除发现过一系删
印度

采集地点外 ，
尚 未发现明 确属 于

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 故李永宪先
—

印度

生将上述采集地点中包含细石器
加拉‘ —

图
一

本文涉及遗址分布图

作者 ： 吕红亮 ， 成都市 四 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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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位置 ， 普兰 、 日 土 、 札达 、 噶尔四县的河 西藏中部的雅鲁藏布江西渐而来 ， 仍值得进

谷冲积扇 以及高山峡谷阶地都可以种植耐寒
一

步考虑 。 因为在毗邻西藏西部的南亚西北

作物 ， 是邻近多县主要的粮食供给地 。 笔 部
， 青稞的栽培可早到距今 年左右 。

者推测 ， 这样 的情形或许可以追溯至史前时 所以 ， 傅大雄先生提出 的
“

西藏高原在新石

期 。 苏联考古学家瓦西里耶夫曾提出
一

个假 器时代晚期是粟与麦的东 、 西方农业文明的

设
，
认为喜马拉雅山地是西亚

“

新石器时代 汇合部
”

的论点倘若成立 则西藏西部早

革命
”

东渐的
一

个过渡地带 ， 揭示出喜马 期农业的证据颇为关键 ，
且对现今西方考古

拉雅的山前地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 虽然西 学界有关
“

史前食物全球化
”

的研究 中
“

小

藏西北部现有的考古资料还不足以 回应这
一 米西传 、 麦类东传

”

的论点也有非常重要的

宏大议题 ， 但是已存在
一些初步线索 。 本 意义 。 但是遗憾 的是 ，

迄今为止 ， 在西藏

文拟结合有关南亚西北部考古发现研究的成 西部 尚未发现确切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 这与

果 ， 在
“

跨喜马拉雅
”

的视角 下对这
一

问题 田 野工作的密度和覆盖范围相关 ，
也与对既

进行初步讨论 （ 图
一

） 。 有发现的认识相关 。 笔者以为其中最值得注

意的是噶尔县丁仲胡珠孜遗址 】

。

一

、 西藏西 ？ 的 线 零
丁仲胡珠孜遗址位于噶尔县狮泉河镇

年 ，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在东嘎第 西南约 公里处 ， 地处噶尔县扎西岗 区加莫

区 内发现丁东遗址 ， 揭露 出三座房屋遗迹 ， 乡 狮泉河谷的沙丘地带 ，
海拔 米 。 采集

并 出土
一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 ， 年代约在公 到的遗物有打制石器 件 （ 其中包括细石

元前 世纪至公元 世纪 。 这是西藏西部首 器 件 ） 、 陶片 片 （ 图二 ， 。 这

次发现的早期居住遗址 ， 重要的是在该遗址 是迄今在西藏西部地区发现的打制石器与陶

发现了青稞 （ 。 早 器共存的唯一例子 。 该遗址石器以细石器为

此几年 ，
德国考古学家发现青稞在尼泊尔穆 主

，
包括典型的锥状细石核 、 细石叶以及细

斯塘地区也发现 ，
早在公元前第

一千纪早期 石叶生产过程中的各类次级产品 ， 石料均为

公元前 前 年 ） 穆斯塘的早期居 匀质的燧石 、 硅质岩等 。 最值得注意的是

民已经种植青稞和荞麦 件打制石斧 （ 见图二
，

。 笔者对此件标

稍晚阶段 （ 公元前 年 公元 本 曾做过仔细观察 ， 石料为优质燧石 ， 呈梯

年 ） ， 除上述青稞和荞麦栽培 的增强 形
，
为宽厚的石片 ，

柄端为方形 ， 单面刃部

夕卜 ，
还 出现 了小麦 （

、
已经初具形态 ，

稍经磨制便可成为 件规整

粟 （
、
婉 的石斧 ，

这应该是石斧的毛还 。

等 。 上述两则考古发现虽然都属于 丁仲胡珠孜遗址的磨制石斧毛坯并非孤

早期金属时代 ， 但是预示着西喜马拉雅区域 例 。 有人称 曾经在古格故城遗址附近采集到

可能存在更早的食物生产聚落 。 件磨制石斧 但未见具体报道 。 此外 ，

在青藏高原 ，
目 前最早的青稞发现于西 弗兰克 年在西藏西部调查期间 ， 曾在中

藏腹心地带的 山南 昌果沟遗址 ，
属于新石器 印边界的象泉河上游的札达县什布齐

一

带的

时代晚期 ， 年代距今约 年左右 。 穆斯 一处废墟中采集到 件磨制石斧 虽然上述

塘和西藏阿里的发现说明 ， 至迟在距今 石斧都属地表采集 ， 年代难以判定 ， 但阿里

年左右青稞已经在海拔高达 米的高原西 地 区被明确断代为早期金属时代的考古遗址

部开始种植 。 虽然丁东遗址的年代晚于昌果 中都未出土磨制石斧 ， 可推测这类器物可能

沟遗址近千年 ，
但是西藏西部的青稞是否由 早于早期金属时代 。 而克什米尔地区的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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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丁仲胡珠孜遗址采集遗物
刮削器 石斧毛还 陶片 陶纺轮 彩陶片 细石核 细石叶 细石核

残块 细石叶 石刀 刮削器

扎霍姆遗址第
一

期 、 第二期 ，
斯瓦特地区诸 纺轮在西藏西部地 区较为少见 ，

而多见于克

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都曾经出 土过不少磨 什米尔河谷的布鲁扎霍姆遗址的新石器时代

制石斧 。 印度考古学家在拉达克和查谟的印 遗存中 。

度河上游高山地带亦发现海拔高达 多米 基 于上述零散证据 ，
笔者 同意李永宪

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 如克里 （ 、
盖克 先生将丁仲胡珠孜遗址推断为新石器时代遗

这表明西喜马拉雅区域的高山 存 。 进而言之 ，
该遗址可能代表了

一种细石

峡谷地带可能存在新石器时代的小型聚落 。 器广泛使用 、 磨制石器 巳经出现 、 包含有少

丁仲胡珠孜遗址采集的陶片少且碎小 ，
量彩陶 、 存在小规模纺织业的新石器时代遗

器形难辨
， 但其中 件彩陶片和纺轮残片值 址。 当然 ，

不能仅以这
一个采集地点讨论整

得关注。 彩陶在西藏西部近年发现的考古遗址 个西藏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 如果将视野

中屡有所见 ， 都属于早期金属时代的遗物 扩展至西喜马拉雅地带 ，
则发现在毗邻西藏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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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南亚西北部地区 ， 考古学家已经揭示 年 。

出这一地区广泛分布的
一种内涵与之大致相 古夫克拉遗址位于斯利那加东南约 公

近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 且种种迹象显 里的
一个土丘上

， 年由 印度考古

示
，
这一新石器文化都与喜马拉雅山以北的 调查团边疆组试掘 ， 年由 印度考

考古学文化有过接触 。 我们有理由相信 ， 西 古调查局组沙玛 （ 主持发掘 ，

藏西部很可能与上述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时代 他曾经参与过布鲁扎霍姆前几个年度的发掘

文化有过某种密切联系 ， 跨喜马拉雅的东西 工作 。 该遗址被划分为新石器和大石文化两

文化互动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拉开序幕 。 期 ， 新石器期又被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 年

士 《 丨
丨
如 — 卞

■

力 、
代约在公元前 前 年 。

二
、 南亚

念巧石器 时代 根据上述三个遗址发掘的分期 ， 印度考
歹彳

古学家初步建立了克什米尔河谷地区新石器文

自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
南亚西北 化的编年序列 ， 初步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气

部的史前考古工作成绩斐然 。 欧洲及印 巴考 第
一

期 ， 新石器时代早期 ，
又称为无陶

古学家在印度的克什米尔河谷以及巴基斯坦 新石器时代 。 以古夫克拉遗址第
一

期 （

的斯瓦特河谷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 初步 以及坎尼什普拉遗址第
一期为代表 ， 绝对年

建立起 了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编年序 代在公元前 前 年％ 。 在古夫克拉

列 。 为讨论方便 ， 初步介绍如下 。 遗址 中 ，
属 于此期 的堆积厚达 米 ， 表明

一 克什米尔河谷 人类在此活动过很长时间 。 居址或在平地上

更新世末以 来 ，
克什米尔河谷由 于喜 开挖浅小的地穴 ， 或直接在平整地面上撒涂

马拉雅山的抬升 ，
原先的大湖干涸形成断陷 赭石粉 、 涂抹灰泥后立柱 。 磨制石器包括石

盆地
，
多数史前遗址多分布在

一种称为卡尔 斧 （ 数量不多 ） 、 圈石 、 石杵等 ，
骨器很发

哇 的台地上 ， 为更新世的湖床堆 达 ， 尤以骨锥 、 骨针最为典型 。 未发现栽培

积。 这一地区在印度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中 作物的种子 ，
多采集附近的野生大麦 ， 并有

的
“

西北区
”

、

“

北区
”

，

巳经发现新石器 磨盘
一类的加工工具

，
动物多为野生种类

，
表

时代遗址近 多个 ， 其中最为著名者为布鲁 明当时的人群为狩猎采集者 。 仅在这一期的末

扎霍姆 （ 和古夫克拉 （ 段 ，
开始了少量的农作物的人工栽培和动物

遗址 以及 年发掘的坎尼什普拉 驯养。

或 遗址 。 第二期 ， 新石器时代 中期 。 以布鲁扎

布鲁扎霍姆遗址位于喜马 拉雅南侧的 霍姆遗址第
一期 、 古夫克拉遗址第

一

期 段

印控克什米尔境 内
，
距离克什米尔首府斯 （ 为代表 ， 绝对年代在公元前 前

利那加 （ 公里 。 该遗址于 年 。 这一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开始使用陶

年由
“

耶鲁 一 剑桥印度探险队
”

的德特雷 器 。 陶器有夹粗砂灰陶 、 泥质灰陶 、 夹砂褐

和潘特森 （ 发现并 陶 ，
器形包括罐 、 盆 、 碗等 ，

尤 以球形罐和

试掘， 年由印度考古调查局哈赞 盆最为特别 ， 均为手制 。 比较鲜明的特点是

齐 （ 主持发掘 。 遗址被分为 陶器外表面留有陶坯成形过程中 留下的草刷

四期 即新石器早段 （ 、 划痕以及陶器底部的篮纹 。 石器 、 骨器延续

新石器晚段 （ 、 大石文 了前期的传统 ，
骨锥 、 骨针仍然可见 ，

增加

化期 （ 和早期历史时期 （ 了骨鱼镖 。 居住遗址为典型的半地穴式 ，
地

绝对年代在公元前 前 穴 口大底小 ， 最大者 口径达 、 底径 、

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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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米 ，
少数还有 台阶 ，

穴壁上还可见石斧 器时代文化 ， 第四期为新石器晚期或铜石并

挖凿的痕迹 。 根据柱洞推测当时的房屋为
一

用时代 ， 此后为原史时期 （ 或曰
“

犍陀罗墓

种半地穴式窝棚建筑 。 此时 已经驯化的动物 葬文化
”

时期 ） 。 第
一

至三期文化在斯瓦特

包括绵羊 、 山羊 、 狗 、 印度水牛 ， 狩猎的对 河谷分布不广 ， 仅见于仅加利盖岩厦遗址 ，

象则包括克什米尔牡鹿 、 野生盘羊 、 亚洲野 而第四期则在斯瓦特河谷分布广泛 。

生绵羊 、 喜马拉雅野生山羊 ， 栽培作物有小 第
一

期 ， 以加利盖遗址第 层为代

麦 、 六棱带皮大麦 、
扁豆三类 。 表 ，

绝对年代在公元前 年左右 ，
发现的

第三期 ， 新石器时代晚期 。 以布鲁扎霍 居住面较小 ，
为河卵石铺筑地面和筑墙 。 陶

姆第二期 （ 和古夫克拉遗址第一期 段为 器为手制 ， 以夹砂红褐为主 ， 也有少量灰

代表
，
绝对年代在公元前 前 年 。 陶

， 可复原器形 多
， 主要为敞 口罐 、 折腹

这一时期半地穴式房屋已被废弃 ， 大部分被 杯 、
长颈壶 。 表面粗磨的灰黑陶被认为与布鲁

填平 ， 上层铺垫赭石 ， 形成地面 ， 出现
“

日 扎霍姆遗址的同类遗物相关 。 石器均为打制 ，

晒砖
”

为墙体的建筑 ， 柱洞密集 ， 房屋为木 有砍砸器 、 少量盘状器以及石片刮削器。

柱结构 。 石器 中斧 、 镜数量增多 ，
出现了非 第二期 ， 以加利盖遗址第 层为代

常具有特色的收割工具穿孔石刀 。 陶器变化 表 ，
绝对年代在公元前 前 年 ， 未

明显 ， 出现磨光灰黑陶
， 制陶技术 已经为轮 发现较为完整 的居住面 。 陶器出现较大变

制 ，
最具有特点的器物为长颈球形罐 、 带假 化 ， 多为轮制 ，

火候较高 ， 以红陶为主 ， 多

圈足的盘、 碗等 ， 并出现了来自前哈拉帕文 装饰黑色条形彩绘 ，
主要器形包括鼓腹罐 、

化科特迪吉类型的彩绘陶器 。 栽培农业十分发 盆
、
碗以及豆形器 。 陶器被认为与中亚如蒙

达 ， 在许多灶址和灰坑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粮食 迪加克 、 南部哈拉帕等遗址所出陶器相似 。

种子 ， 在第二期的麦作农业基础上 ， 新出现 了 石器较少 ， 仅发现少量打制的石片刮削 器 。

稻米 ， 估计 自南部的哈拉帕文化中输入 。 驯养动物包括牛 、 羊等 。

二 ） 斯瓦特河谷 第三期 ，
以加利盖遗址第 层为代

自 年开始 ， 由杜齐创设的意大利中 表 ， 绝对年代在公元前 年左右 ， 陶器制

东与远东研究所 （ 现更名 为
“

意 造技术退步 ， 以灰褐色为主 ， 多为手制 ， 颜

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所
”

（ 巴基斯坦 色不均
，
器形与第二期差别不大 ，

多见鼓腹

考古调查团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斯瓦特河谷 敞 口罐和平底盆 ， 前者与布鲁扎霍姆遗址所

展开考古调査发掘 。 这一工作持续至今 ，

已 出 者较为相似 。 仅发现少量打制的石片刮削

发掘多个重要遗址 ， 并出版多部报告 ， 其中 器 ， 未见磨制石器 。

包含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重要遗址包括加利盖 第四期 ，
见于斯瓦特河谷及其西北部的

、 洛伊班 （ 、 阿利 迪尔 （ 河谷的大多数遗址 ，
绝对年代在

格拉马 （ 、 卡拉咯德 日 （ 。 公元前 前 年 ，
被认为是斯瓦特河

、 比克龚代 （ 等 。 谷 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转折时期 。 多

意大利学者斯塔克 （ 等根据多个遗 个遗址的 陶器表现出较一致的特点 ， 器底多

址的地层序列和陶器类型 的交叉定年 ， 建立 见篮纹
，
红陶 、 灰黑陶 、 灰褐陶 、 彩绘陶在

了斯瓦特地区 自史前以及原史时期 （ 亦即杜 各遗址中均有 出现 ， 仅表现为组成 比例的差

齐所谓
“

前佛教时期
”

） 的编年序列 ， 共分 别 ，
器形 以平底鼓腹罐 、 豆形器多见。 半地

七期 ， 年代跨度 自公元前 前 年 。 其 穴遗迹分布广泛 。 石器中磨盘 、 磨石 、 斧 、

中 ， 第
一至三期被认为属于连续发展的新石 穿孔刀流行 。

总



考
■

年第 期

由 于地域相邻 ， 在有关南亚新石器时代 时 中 国考古学的进展 ， 奥尔欣当 时将 目 光

论述中 ， 克什米尔河谷与斯瓦特河谷新石器 投向遥远的黑龙江流域 。 年 ，
桑卡利

时代文化常被称之为
“

北部新石器
”
一并论 （ 再次提出这一问题 ， 认为除

述 并认为两地文化关系密切 ， 如加利盖 了考虑这一文化与西边伊朗的关系之外 ， 还

遗址第 、 层出现的底部有篮纹的灰黑陶 要考虑到与中 国的关系 。 桑卡利提出 ：

“

如

与布鲁扎霍姆遗址的 同类器物相似 ，
再如较 奥尔欣指 出的那样 ， 半地穴 、 穿孔石刀 、 葬

多的半地穴居址 、 石刀 、 陶器底部的篮纹装 狗是中国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 ， 以骨

饰等 。 但从绝对年代和文化面貌而言 ， 仍有 鱼镖为代表的骨器工业也有可能源 自 中 国北

不少差异 。 如在斯瓦特序列 中 ，

凹腰石刀 、 部 。 但布鲁扎霍姆的磨制石斧并不 十分特

半地穴式遗迹迟至第四期才出现 ， 此时已相 别 ，
正如发掘者指出 的那样 ， 尖状石斧并不

当于克什米尔河谷新石器序列 的最末阶段
；

排除与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 文化的亲缘关

而斯瓦特序列 中的第一至三期实际上与克什 系 。 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与奥尔欣略微不同的

米尔第一 、
二期差异较大 。 故笔者认为 ， 结论 ， 布鲁扎霍姆的经济形态不是单一的渔

克什米尔与斯瓦特河谷的所谓
“

共同文化传 猎经济 ，
几乎见于每座房屋中的石磨盘说明

统
”

可能仅限于在距今 年之后。 了这一点 。 这
一文化可能起源于 中 国北部

总之
，
通过梳理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时 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

在经历了 年 的发展

代考古序列 ，
不难看出 ， 在距今 后

，
与希萨 （ 三期文化和科特迪吉

年 ， 南亚西北部存在两个各 自 独立发展的 的前哈拉帕或哈拉帕文化有了交往
”

】

。

地方性新石 器文化传统 （ 克什米尔和斯瓦 桑卡利有
“

印度考古学界布 日耶
”

之称 ，

特 ）
， 直到距今 年以降 ， 克什米尔河谷 其观点在印度学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而

西北部高山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能 向较 长期从事斯瓦特河谷早期考古发掘与研究的

肥沃的斯瓦特河谷渗透 ，
导致斯瓦特河谷第 意大利学者斯塔克则将其扩大到巴基斯坦

四期文化的兴起 ，
两地文化大体在这

一时期 西北部的斯瓦特河谷 。 对此问题
， 中 国学

出现了趋同现象 。 从陶器上看 ，
不存在人群 者也有讨论 ，

如徐朝龙 、 霍巍两位先生在

替代 ， 更像是远程贸易导致的文化互动 。 从 年前后也注意到这
一

问 题 ， 先后撰文

后文列举的一系列文化要素判断 ， 这一发生 对克什米尔 的新石 器文化与中 国 的关系做

在距今 年后的文化变动 ， 还可追溯至更 了检讨 。

遥远的喜马拉雅北坡 ，
即青藏高原 。 概括而言 ， 上述论点乃基于以下文化特

征的相似性 ： 钻孔石刀 、 陶器底部的篮纹装

饰 、 骨器 （ 骨锥 、 带眼骨针 ）
、 半地穴式建

筑 印度学者将之与华北仰韶 、 龙山文化

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文化并非孤立存在 ， 相联系的做法 ， 并无可取之处 考虑到黄

已有证据显示出其与周边地区存在着一定的 河流域和印度 一恒河流域的 自然环境差异很

文化联系
°

， 自上述遗址发现以来 ， 多位学 大 ， 再加上横亘之间 的一系列山结 ， 华北新

者巳经注意到 ， 这一传统似乎和中国的新 石器西渐克什米尔河谷的观点 ， 必须建立起

石器时代文化存在某些联系 。 早在 年 ，
可靠的中间环节才能够成立 。

奥尔欣 （ 已经注意到克什米尔 对于上述文化接触的发生路线 ， 大致有

新石器时代的 半地穴式房 屋 、 穿孔石刀 、 两种不 同意见 。

一

种倾向于通过新疆的
一系

葬狗 、 骨鱼镖与华北关系密切 ，
但限 于当 列山 口

， 如徐朝龙先生认为克什米尔新石器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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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可能与中 国北方龙山时代 的新石器时代 出另外一条路线即
“

由 中国西南澜沧江流域

移民相关 ，
提 出龙山 文化因素可能穿越新疆 西下雅鲁藏布江 ， 然后逆江而上 ， 由 班公湖

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越红其拉甫 山 口进入克什 一带进人克什米尔
”

。 这一意见将藏东的

米尔 ，
印度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 。 但迄 发现纳人讨论 ， 为争论 已久的 克什米尔新石

今新疆地区发现的明 确属于新石器时代 的考 器中
“

内亚综合体 （

”

古遗址寥寥无几 被一些学者视为证据的 问题
，
提供 了一个更为可靠的解释

⋯
。

楼兰沙漠发现的磨制石斧属于地表采集 ，
时 有关昌都卡若遗址与布鲁扎霍姆遗址在

代难 以确定
，
对提 出这条路线颇为不利 。 陶器与房址等的相似性 ， 霍巍 、 徐朝龙先生

上述假设显然没有把西藏考古 的发现考虑其 已经做了详尽的 比较 ， 此不赘述 。 仅补充以

中 。 实际上 世纪 年代以来 ， 西藏高原的 下几条证据 。

史前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为解决克什米尔 第一 ，
玉珠和骨笄等装饰 品 的 相似性

与华北新石器的难题提供了契机 ，
如童恩正 （

图三
，

。

先生在 年发表的 《西藏考古综述 》

一文 斯瓦特河谷 的洛伊班遗址第 四期出土

中便简略提及了布鲁扎霍姆遗址和 昌都卡若 件勾形玉珠 图三
， 类似的玉珠亦

遗址之间的相似性 ，
后来霍巍先生也认为 见于克 什米尔河谷的 古夫克拉 遗址

一

期

克什米尔新石器文化与 中 国西南山地新石器 段 图三 ， 和昌都卡若遗址 （ 图三 ，

时代特别是卡若文化的某些因素有关
，
但提 、 。 在洛伊班遗址还 出土 件近斧形玉

；

；
；

匕 圓
丨

图三 玉器与骨笄

骨笄 比尔克龚代 ， 、 洛伊班 卡若 ④ ： 玉珠 、 卡若 、 ，

古夫克拉 ， 加利盖 、 玉牌饰 （ 洛伊班 卡若 ②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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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饰 （ 图三 ，
亦与昌都卡若出土者相 （ ，

也是长距离贸易 中最被

若 （ 图三 ， 。 整个南亚次大陆任何史前 青睐的物品 。 由此可知
，
两个区域的人群互

遗址几乎都不见玉器 ，
而众所周知 ，

玉器在 动可能不局限于物质层面 。

东亚新石器文化中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目 第二 ， 系绳石刀的相似性 。

前 ， 在西藏的昌 都卡若 、 昌都小恩达 、 拉萨 在克什米尔和斯瓦特河谷发现的系绳石

曲 贡 、 贡嘎 昌果沟 、 乃东钦巴等新石器时代 刀
（
图四

，
从制作技术上可分两

遗址中都曾 出 土玉器 曲贡的 件玉锛经 类
，

一类为 凹腰石刀 ， 在长方形石片左右两

闻广先生鉴定为软玉 代表 目 前中国史前 侧打击凹缺 （
；

一类为 穿孔石刀 ，

玉器分布的西南界 。 而见于斯瓦特和克什米 多有
一

或两个穿孔 。 此类器物是中 国西部地

尔河谷的玉器 ， 其源头无疑与西藏新石器时 区新石器时代的典型器物之
一

类似器物

代的玉器相关 。 在斯瓦特河谷第四期出土的 在西藏见于 昌都卡若 （ 图 四 ， 、 拉
一种

“

干字形
”

的骨笄 ，
形制 萨曲贡 （ 图 四 ， 、 山南 昌果沟 （ 图 四 ，

极为特别 ， 在南亚史前遗址中较为罕见 ，
而 、 林芝云星和加拉马等诸多新石器时代

有趣的是与之相似的骨笄也见于昌 都卡若 遗址 。 在克什米尔河谷见于布鲁扎霍姆 、 古

遗址
㈣

。 上述二类装饰 品均属便携小件器物 夫克拉遗址 。 另 外
，
还见于斯瓦特河谷的洛

门

翻

图四 系绳石刀

斯瓦特卡拉咯德 日遗址 斯瓦特比尔克龚代遗址 （
、 布鲁扎霍姆遗址

古夫克拉遗址 曲贡 ① ： 昌果沟采 卡若 ： 卡若 ： 卡若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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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班 、 比尔克龚代 、 卡拉咯德 日 以及卑路支 秆
， 表明遗址内存在加工粮食的行为 。 昌果

斯坦的皮亚克 （ 遗址 ， 甚至锡金 沟遗址 目前已经有碳十四年代测定 ， 为距今

从绝对年代分析 ，
此类器物始 出现 于克什 年左右 ， 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 与克什

米尔河谷新石器时代第三期 （ 公元前 米尔新石器时代第三期 的年代相若 。 笔者认

前 年 ） ， 延续至斯瓦特河谷第四期 （ 公 为
，
雅鲁藏布江新石器时代晚期 出现的麦作

元前 前 年 ） ，
均不早于距今 农业 ， 很可能系南亚西北部麦作农业东渐之

年 ， 而在西藏高原却可早至卡若文化早期 ，
产物 。 同时

，
更值得注意的是

，
在 昌果沟还

约距今 年前后 。 由此可以推断 ， 南亚西 发现 了栽培粟 ， 考虑到 昌 都卡若粟的栽培早

北部的系绳石刀系经青藏高原东部传人 。 饶 到距今 年前后 ， 昌果沟的粟应 自藏东卡

有兴味的是 ， 有些石刀的穿孔是两侧对钻形 若文化传入 （ 而此亦是粟在青藏高原传播的

成的 ，
这种技术的运用在卡若文化中颇为普 西界 ） 。 按傅大雄先生提出 的

“

西藏高原于

遍 。 关于这类石刀 ， 学者都同意属于一种摘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粟与麦的东西方农业文

穗具
， 且主要用于收割旱作物 。 在新疆地区 明 的汇合部

”

的观点 ， 东来 的粟作农业和

也有半月形石刀发现的报道 ， 但均未穿孔 ，
西来 的麦作农业曾 在雅鲁藏布江中游

一

带

不属于穿孔系绳石刀系统 。 交汇 。

第三 ， 布鲁扎霍姆墓葬中的蒙古人种 。 第五 ， 雅鲁藏布江中游新石器遗址的过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
布鲁扎霍姆遗 渡性质 。

址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中的人骨测量属 西藏尤其是藏东新石器与 克什米尔的

性具有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 。 墓主为一 关系 中 ， 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是关

岁左右的男性 ，
埋葬于距居址稍远的地方 。 键的

一环
， 但以曲贡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

布鲁扎霍姆遗址出土的 例人骨中仅见此
一

实际上和藏东 山地的新石器文化关联并不密

例
，
说明两地的文化相似性可能并非移民的 切 这可能和两个遗址的年代存在较大差

结果 ，
而可能存在远距离的外来贸易 。 距相关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曲贡遗址出土的

第四 ， 栽培作物的相似性 。 陶豆虽在西藏并不多见 ， 却在克什米尔 的坎

根据植物考古学的研究 ， 克什米尔地 尼什普拉遗址 、 斯瓦特河谷第四期遗存中可

区 自 新石器时代中期 巳经栽培的农作物种类 见
， 特别是豆座的镂空装饰与坎尼什普拉遗

包括小麦 （ 址所出者非常相似 （ 图五 ， 。 此外 ，

、 大麦 （ 在笔者看来 ， 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另外
一类新

、 扁 三类 ， 石器时代遗存 ， 可弥补上述卡若文化 因素

这是一个典型的
“

近东作物包裹
”

，
晚期甚 西渐南亚西北部的 中间环节 ， 如山南 的乃

至出现了水稻 。 在青藏高原 ， 卡若遗址发现 东钦 巴遗址 和山南琼结邦嘎遗址
】

。 钦巴

栽培粟 （ 被认为是 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由西藏文管会 年复查

黄河流域马家窑文化西渐产物 时发现
，
根据简报 ，

这一遗址陶器 、 磨制石

年 ， 傅大雄先生在山南地区 的贡嘎县 昌 果 器并存 ， 采集了 件磨制玉石斧 、 锛 。 尤其

沟遗址 中发现 了栽培 的青稞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个遗址存在半地穴居遗迹 。

、 小麦 （ 山南邦嘆遗址也发现有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

、 豌豆 （ 以及粟 半地穴建筑遗迹 ， 并出土磨盘 、 磨棒 。 今后对

前三类亦属典型的
“

近 此类遗址的绝对年代研究需引起高度重视 。

东包裹
”

中的常见作物 。 中还发现青稞莲 最后
，
还可补充一点 ，

即有关荞麦 的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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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馬風叉置
图五 陶豆

凯特莱 、 洛伊班 ：

、 比尔克龚代 曲贡 、 坎尼什普拉第二期

传播 。 最近一些植物分类学家将栽培荞麦的 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 （ 如麦作农业 ） 。 虽然

起源地锁定在青藏高原 ， 但究竟是高原西部 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距离西藏西部尚相当遥

还是高原东部 ， 依旧存在争论 。 部分学者认 远 ， 目前在 日喀则 以西地区亦未 见到 明确的

为 ， 西喜马拉雅山地存在着荞麦的野生种和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 但克什米尔河谷新石

驯化种 ， 这一耐寒 的高营养作物 曾 跨越了 器文化中确凿的藏东 因素却说明 ， 藏西南部

南亚次大陆北上中亚进入欧亚大陆并一直西 一些适宜农业种植的干热河谷地带 ， 可能处

渐欧洲
，
在东北欧洲 出 现的年代可早至距 于跨西喜马拉雅新石器文化接触的链条上 ，

今 年左右 。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 ， 诸如丁仲胡珠孜遗址的新石器时代 因素可能

栽培荞麦起源于青藏高原东部 。 如果将泛 与此相关。 由狮泉河南下到达克什米尔 ， 自

欧亚大陆的荞麦都追踪到青藏高原地区的假 古以来就是
一

条沟通南亚次大陆与青藏高原

说不误 ， 则据这两个年代大致可推知栽培荞 的重要交通路线 今后西藏西部诸如丁仲

麦在青藏高原的出现大致不会晚于距今 胡珠孜一类的早期遗址亟待科学发掘 。

年 。 尽管迄今为止 ，
在西藏的考古材料中仍 附记 ： 本研究 受到 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未有栽培荞麦 的证据
， 但

一

条始于新石器时 大招 标项 目 （ 、 教育部人文社

代的西向扩散之路却可能性极大 。 科项 目 （ 、 四 川 大学中 央 高校

、

丘
基本科研业务费 专 项资金 （ 资

五
、 口 知

助
， 并得到 四 川 大学霍巍教授 、 李永宪教授

综合 述证据 ， 笔者认 为克什米尔河 的指导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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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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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地区之间不
一定存在人 口迁移 ，

■ ’ 年。

存在因为远程贸易导致的文化渗透 。 我们可
巾 — 《 ■

什住 任人勿寸双 又 比“迎 。 伐 丨 丨

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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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藏布江中游地带 （ 例如系绳石刀 和粟作农 尚坚等 ： 《西藏墨脱县又发现
一批新石器时

业 ）
，
而克什米尔河谷的某些因素亦东渐至 代遗物 》 ， 《考古》 年第 期 。

总



吕红亮 ：
跨喜马拉雅视角下 的西藏西部新石器时代

新安 ： 《西藏墨脱县马尼翁发现磨制石链 》 ，

《考古 》 年第 期 。 ，

王仁湘 ： 《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 》 ， 见 《西

藏考古 》第
■

辑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年 。 ，

李永宪 ： 《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几个

问题 》 ，
见 《中 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 》 ， 四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 四川大学考古学

川大学出版社
，

年 。 系 、 西藏 自治区文物局 ： 《 皮央 东嘎遗址考古

张斌等 ： 《 西藏阿里土地资源 》 ， 中国农业科 报告》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年 。

技出版社 ， 年 。 同 。

苏 列 谢 瓦西里耶夫著 ， 郝镇华等译 ： 《中国 ，

文明的起源问题 》第 、 、 、 页 ， 文

物出版社 ， 年。

四川大学中 国藏学研究所 、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等 ： 《西藏阿里地区丁东居住遗址发掘简报》 ，

《考古》 年第 期 。 ，

，

童恩正 ： 《西藏考古综述 》 ， 《文物 》 年第

傅大雄 ： 《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

遗存的发现、 鉴定与研究分析 》 ， 《考古》

年第 期 。 但这个年代并非是 由作物种子本身

测得 ，其年代尚不能完全确定 。

沙里夫 、 ■撒帕尔 ： 《 巴基斯坦与北印度

的食物生产聚落 》 ， 见 《中亚文明史 》第
一

卷 ， 该遗址 自 发现以来 ， 即为学者注 目
， 被视为在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年 。 印度西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性遗址 。

傅大雄 ： 《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 但不幸的是 ， 由于人事更迭等其他原因 ， 时至

遗存的发现 、
鉴定与研究分析 》 ， 《考古 》 今 日 ， 遗址的考古报告仍未出版 。 现有 的材

年第 期 。 料仅散见于研究著作之中 ， 如 ：

，

李永宪 、 霍窥 、 更堆 ： 《阿里文物志 》 第

页
，
西藏人民出版社 ， 年 。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 《西藏考古工作

的回顾 为西藏 自治区成立 周年而作》
，

《文物》 年第 期 。
，

以下依据

总



考 普 年第 期

，

以及相关材料 。 相似的表述亦

可参见 。

在克什米尔坎尼什普拉遗址的发掘亦揭 出

一个无陶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 碳十四测年结果

显 绝对年代在距今 年以前 ， 参见 。

，

，

徐朝龙 ： 《喜马拉雅 山南麓所见的中 国北方新

， 石器时代文化因素 》 ， 《农业考古》 年第

。

霍巍 《 喜马拉雅山南麓与澜沧江流域的新

， 石器时代农业村落》 ， 《农业考古》 年第

期 。

，
，

此书中译本参

， 见刘 敏译 ： 《历史之城塔克西拉》 ，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
年 。

印 度学 者 认 为其起 源可能 与西亚 新石器

文化相关 。 参见 ，

， ，

， 同 。 后徐朝龙先生改变了传播路线的假

定 ， 采纳 了与霍魏先生大体相近的假设 ， 参

见

，

转引 自 。

陈戈 ： 《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 ，

《考古》 年第 期 。

还可以补充和田策勒县达玛沟的采集的一件玉

斧 。 和田地区文管所 ： 《于阗 》 第 页
，
新疆美术

摄影出版社 ， 年 。

同 。

同 。

在
“

语 目 和农业 扩散假说
”

影响下
， 荷兰 莱

， 顿大学语言学家范德姆 （ 为支

同 。 持其对藏缅语的 重新划分 以及
“

汉蕃语假

■ 总



吕红亮 ： 跨喜马拉雅视角下的西藏西部新石器时代

说
”

，
提 出 马家 文化代表的北部藏纲语族

即蕃语群体 ， 在约距今 年前后 曾 向西 、

南两个方向 扩散 ， 其中西向 的移民导致克什

米尔河谷新石器的兴起 ， 南向移民导致藏东 ，

以及东北印度新石器兴起。 但遗憾的是 ， 其

假设 的西 向扩散 的路线 是沿着传统的 内亚 ，

丝绸之路 ，
目前 尚得不到 考古证据支持。 参 张平 、 陈戈 ： 《 新疆发现的 石刀 、 石镰和铜

见 雜》 ， 《考古与文物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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