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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细石叶组合演变与生态适应研究

朱　之　勇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西安　７１００６８）

目　　次

一　细石叶组合

二　发现与研究

三　分期研究

四　演变与分区

五　生态适应

　　华北地区广泛分布的细石器遗存早在百年前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１〕。二十世纪六七十

年代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虎头梁村附近发现细石器遗存以来，华北地区已成为我国细石器遗

址发掘数量最多，材料积累最为丰富，细石器遗存相关研究最为集中的区域 〔２〕。特别是近些

年来，一些地层堆积连续的遗址经过系统科学发掘，辅以比较客观的绝对测年，使梳理该地区

细石器遗存发展演变序列、探讨区域内文化差异成为可能。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对上述问题展

开相关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细石叶组合

晚更新世后期，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石制品在小型

化基础上，又出现精致化、规范化特征，像这些形体既小制作又精的石制品，通常称之为细石器

（Ｍｉｃｒｏｌｉｔｈ）〔３〕。

关于细石器的内涵，学界曾进行过讨论，代表性观点大致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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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志敏：《中国细石器发现一百年》，《考古》２０００年第５期。本文讨论的华北地区包括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以

及北京、天津二直辖市和内蒙古南部地区，也将陕西全部及甘肃、宁夏、江苏的部分地区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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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有骞：《细石器的概念与研究方法》，《北方文物》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图一　华北地区细石器遗址分布图

１．西施遗址　２．东施遗址 ３．柿子滩Ｓ２９地点 ４龙王 遗址 ５．油房遗址　６．柴寺遗址 ７．西沙河遗址 ８．下川小

白桦圪梁地点　９．柿子滩Ｓ１４地点　１０．柿子滩Ｓ５地点　１１．二道梁遗址　１２．孟家泉遗址　１３．东灰山遗址

１４．泗涧遗址　１５．籍箕滩遗址　１６．虎头梁遗址　１７．于家沟遗址　１８．马鞍山遗址　１９．尉家小堡遗址　２０．薛关

遗址　２１．柿子滩Ｓ９地点　２２．柿子滩Ｓ１２Ｇ地点　２３．柿子滩Ｓ１地点　２４．大岗遗址　２５．李家沟遗址　２６．灵井遗

址　２７．南庄头遗址　２８．东胡林遗址　２９．转年遗址　３０．水洞沟第１２地点　３１．石峡口第１地点　３２．下

川流水腰地点　３３．下川水井背地点　３４．凤凰岭遗址

　

第一种观点认为细石器是指所有形体既小、加工又精的石制品。既包括细石叶技术产品

如细石核、细石叶及其制品，又包括一些非细石叶技术产品，如加工精致的刮削器、尖状器、石

镞、雕刻器、琢背小刀等 〔１〕。

第二种观点认为 细 石 器 仅 包 括 细 石 核、细 石 叶 及 其 制 品，除 此 之 外 都 不 能 称 之 为 细 石

器 〔２〕。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细石器的内涵应扩展到一切与细石叶技术相关的石制品，包

括预制石核的修片、调整台面的削片及更新工作面的石片等 〔３〕。

第三种观点认为细石器应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细石叶技术产品，另一部分是以石片

为坯打制的端刮器、石镞、背刀、雕刻器、小尖状器等石器类型。前者是构成细石器的充分必要

条件，确定一个遗址中的文化遗物是不是细石器遗存，首先要看它有没有细石核和细石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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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

源与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１９７８年第２期。梁思永将细石器称之为“幺石器”。

裴文中：《中国细石器文化略说》，《中国史前时期 之 研 究》，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４８年；安 志 敏：《海 拉 尔 的 中 石 器 遗 存———

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３期。

沈辰：《细石器工艺、细石器传统及山东细石器研究的初步认识》，邓聪、陈星灿主编《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教授

八十寿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２００４年。



要有细石核或细石叶就一定是细石器遗存 〔１〕。该观点与前述第一种观点颇相似，不同之处

在于，那些与细石叶技术关联不强的石制品必须在与细石叶技术产品，特别是细石核或细石叶

伴生的情况下，才能被归入细石器遗存，否则不能称之为细石器。

细石器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是一个整体，是由多种技术元素组合而成的，除细石叶技术

之外，还有两面器技术、雕刻器技术等等，这些技术元素彼此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联系。细石

叶技术只是存在于细石器中的一种技术元素，不能代表其全部。细石器存在于不同的生业文

化之中，无论采用上述哪种观点，都无法涵盖整个遗址的文化特征。制作细石叶的人类群体并

不仅仅利用这一类产品，他们还会使用其他类型的工具，比如骨、角、竹、木等有机质工具以及

其他石制品，共同构成工具组合，因此有学者提出了细石叶组合的概念 〔２〕。这一概念是从遗

存的组合特征来讲的，指包含细石叶技术产品在内的所有文化遗存，不仅包括打制石器，还包

括磨制石器、骨器、陶器等，这一概念甚至也可以将窑址、墓葬、居址等遗迹现象涵盖进去，基本

体现了与细石叶技术产品相伴生的所有遗物和遗迹现象，可以揭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中细石

器遗址的文化特点 〔３〕。本文采用此概念来分析华北地区细石器传统的发展与演变。

二　发现与研究

华北地区细石器遗址以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于家沟遗址的发掘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

发掘的遗址有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群 〔４〕、山西沁水下川遗址 〔５〕、山西襄汾柴寺遗址 〔６〕、山

西蒲县薛关遗址 〔７〕、山西吉县柿子滩Ｓ１地点 〔８〕、河北阳原油房遗址 〔９〕、河北滦县东灰山

遗址 〔１０〕、河北阳原籍箕滩遗址 〔１１〕、河南舞阳大岗遗址 〔１２〕、河北玉田孟家泉遗址 〔１３〕、河北昌

—７３４—

朱之勇：华北地区细石叶组合演变与生态适应研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王益人：《关于下川文化的几个问题》，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

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陈胜前：《细石叶工艺的起源———一个理论与生态的视角》，《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陈胜前、叶灿阳：《细石叶工艺起源研究的理论反思》，《人类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１９７７年第４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下川———中国旧石器晚期文化 遗 址 发 掘 报 告》，科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６
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 群———丁 村 遗 址 群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 发 掘 报 告》，２６４－３１３页，科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４年。

王向前、丁建平、陶富海：《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人类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谢飞、成胜泉：《河北阳原油房细石器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山南麓发现细石器遗址》，《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１１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籍箕滩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遗址》，《文物春秋》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张居中、李占扬：《河南舞阳大岗细石器地点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文物管理所、玉田县文保所：《河北玉田孟家泉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１９９１年

第１期。



黎 泗涧遗址 〔１〕、北京怀柔转年遗址 〔２〕和山西阳高尉家小堡遗址 〔３〕等。已积累的丰富资

料使学术界对华北地区细石器遗存的基本面貌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展开了关于细石器的定

义、中国细石器的传 统、起 源 与 分 布 等 问 题 的 探 讨 〔４〕，为 细 石 核 类 型 的 划 分 提 供 了 基 本 框

架 〔５〕，同时引入了动态类型学研究方法 〔６〕。随着材料的逐渐丰富，细石器遗存分布的时空

特点也引起学者的注意 〔７〕。总之，这一阶段是一个积累材料的阶段，注重量的积累，但采集

方法较为粗犷，致使有些问题无法进行深入的探讨。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于家沟遗址的发掘采取了严格分层的方法采集文化遗物，在厚达７米的文

化层中，揭示出了细石器遗存的发展演变脉络 〔８〕。于家沟遗址的发掘是一场理念的革命，开

启了细石器研究的新篇章。除于家沟遗址外，在此发掘理念指导下发掘的遗址还有山西吉县

柿子滩Ｓ１４地点 〔９〕、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 〔１０〕、山西吉县柿子滩Ｓ９地点 〔１１〕、山西吉县柿

子滩１２Ｇ地点 〔１２〕、陕西宜川龙王 遗址 〔１３〕、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 〔１４〕、甘肃张家川石峡口遗

址第１地点 〔１５〕、山西吉县柿子滩Ｓ２９地点 〔１６〕、河南登封西施遗址 〔１７〕、山西吉县柿子滩Ｓ５地

点 〔１８〕、河南登封东施遗址 〔１９〕、山东临沂凤凰岭遗址 〔２０〕、河北蔚县西沙河遗址 〔２１〕、山西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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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川小 白 桦 圪 梁 地 点 〔１〕、山 西 沁 水 下 川 水 井 背 地 点 〔２〕、山 西 沁 水 下 川 流 水 腰 地 点 〔３〕等。

这些遗址基本都采用了严格的分层方法搜集材料，并获取了一定数量的绝对测年数据，为探讨

华北地区细石器遗存的演变奠定了基础。基于丰富、详实的材料，有学者提出了华北地区细石

器遗存马蹄形分布带及多区的论述，将细石器遗存分布的时空特点推向具体化 〔４〕。还有学

者不局限于简单的年代对比，对影响细石器起源与发展的机制展开了讨论 〔５〕。细石器遗存

内部的差异性也被学界所注意，有研究者提出下川与虎头梁两类不同的细石核技术可能有不

同的来源 〔６〕。另有学者以末次冰期极盛期所带来的环境变化与适应性的视角，为细石器起

源的华北学说提供理论支持 〔７〕。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细石器遗存研究走向国际化的时期，越

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北方的细石器遗存，将中国的细石器遗存纳入到一个更加广

阔的领域去考察，他们的理念、方法与多学科交叉研究手段，为中国细石器遗存研究注入了新

的活力 〔８〕。

三　分期研究

华北地区细石器遗址绝大多数都有绝对测年数据，特别是后一阶段发掘的遗址，多采用不同类

型的测年样本，并且具有多个测年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测年的客观性。只是前一阶段

的遗址中有些测年数据存在一定争议，但结合石制品特点及与其他遗址中文化遗存组合的横

向比较，也可以比较客观地确定它们的年代。如油房遗址早期测定的绝对年代为距今１６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年 〔９〕，最近采用光释光（ＯＳＬ）方法测定该遗址的时代为距今２９０００－２６０００年 〔１０〕，

二者差距较大，从石制品风格来看，前一个数据明显偏晚。柴寺遗址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采

自文化层的炭样年代早于距今４００００年，用同层位原生蚌壳所测的年代为距今２６４００±８００

年，文化层中含有细石器遗存，因此后一个数据更接近真实 〔１１〕。下川遗址小白桦圪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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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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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发掘，证明这是一个含有不同时代遗存的遗址群，故不宜将早期发掘的石制品列入比较范

围。虎头梁遗址群中的石制品虽然来自不同地点，但风格一致，故将其列入考察范围。柿子滩

Ｓ１地点虽将厚达９米的石制品归入同一文化层中，但所含细石器遗存风格基本一致，仅是细

石核数量及类型比例上有些异常，整体来讲仍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的风格，故也将其列入比

较范围。

综合考量细石叶组合特点、绝对年代与全球气候事件，华北地区细石叶组合可分 为 出 现

期、发展期、碰撞期、融合期和分化期等五个时期（附表一；附表二）。

出现期距今２９０００至２３０００年，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第３阶段（ＭＩＳ３）晚期至第２阶 段

（ＭＩＳ２）早期 〔１〕，包括西施遗址、东施遗址、柿子滩遗址Ｓ２９地点第７层、西沙河遗址第３ａ层、

龙王 遗址、下川小白桦圪梁地点、下川水井背地点、柴寺遗址、油房遗址等。

发展期距今２３０００－１７１００年，相当于末次冰期极盛期（ＬＧＭ），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文

化层）有山西吉县柿子滩Ｓ２９地点第２－６层、柿子滩Ｓ５地点第２－４层、柿子滩Ｓ１４地点第

２－４文化层及河北二道梁遗址、孟家泉遗址、 泗涧遗址和东灰山遗址。

碰撞期距今１７１００－１２９００年，相当于末次冰期极盛期之后至博令－阿勒罗得气候转暖事

件（ＢＡ）结束，属于该阶段的遗址有虎头梁遗址群、籍箕滩遗址 〔２〕、马鞍山遗址、尉家小堡遗

址、于家沟遗址第３ｂ层、薛关遗址、下川流水腰地点、凤凰岭遗址和石峡口第１地点。

融合期距今１２９００－１１５００年，相当于新仙女 木 事 件（ＹＤ），属 于 该 阶 段 的 遗 址 有 柿 子 滩

Ｓ２９地点第１层、柿子滩Ｓ９地点、柿子滩Ｓ１２Ｇ地点、柿子滩Ｓ１地点、于家沟遗址第３ａ层、李

家沟遗址南区第６层和大岗遗址第４层。

分化期距今１１５００－１００００年左右，相当于全新世大暖期（ＨＭ），属于该阶段的遗址有柿

子滩Ｓ５地点第１层、李家沟遗址李家沟文化层（南区第５层、北区第５－６层）、于家沟遗址第

２层、南庄头遗址第５层、东胡林遗址、转年遗址第４层。

四　演变与分区

（一）出现期

在距今２９０００－２３０００年的深海氧同位素第３阶段末至第２阶段时期，中国华北地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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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而反映冰期与间冰期的交替。深海氧同位素阶段曲线的奇数阶段对应间冰期或暖期、偶 数 阶 段 对 应 冰 期 或 冷

期。见张威、刘蓓蓓、崔之久、李永化、董应巍、于治龙、李洋洋：《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与 深 海 氧 同 位 素 阶 段 的 对 比 和

厘定》，《地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关莹、周振宇、王晓敏、葛俊逸、谢飞、高星：《河北阳原泥 河 湾 盆 地 籍 箕 滩 遗 址 发 现 的 新 材 料》，《人 类 学 学 报》２０２１年

第１期。



了一些细石器遗址，这些遗址中的细石叶技术体现萌出时期的特点。尽管这些遗址在测年数

据方面有一定差距，但仅以此为参照，主要还是根据文化遗存的特征来分析判断其性质及早晚

关系。

从技术传承的角度出发，华北地区最早的细石叶技术应该出现在河南东施、西施遗址，因

为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技术演化的序列。在这些遗址中细石叶技术产品与石叶技术产品共

存，且石叶技术产品的数量要远远超过细石叶产品的数量。石叶技术与细石叶技术之间存在

某些共性，即基本以石块为毛坯，核身不做过多修理，形态基本属于棱柱状或锥柱状范畴，细石

核剥离细石叶的思路与石叶石核剥离石叶的思路基本相同。两种技术之间唯一的差别是细石

叶技术采用了压制法剥离细石叶（图二，１、２），而石叶技术绝大多数情况下采用锤击法剥离石

叶（图二，３、４）。东施遗址存在一定数量处于石叶石核与细石核、石叶与细石叶中间状态的小

石叶石核和小石叶，这些都是细石叶技术源于石叶技术的有力证据。最新公布的年代数据也

支持华北地区细石叶技术最早出现于东施、西施遗址这一观点 〔１〕。继东施、西施遗址之后，

柿子滩Ｓ２９地点第７层、西沙河遗址第３ａ层中，虽然细石核仍以锥、柱状石核为主，但石叶的

数量已明显少于细石叶。至龙王 遗址、下川小白桦圪梁地点、下川水井背地点、柴寺遗址、油

房遗址时，除锥、柱状细石核外，还出现船－楔形细石核，工具趋于精致化，柴寺遗址还出现两

面压制修理的石镞，有学者认为它们可能是较晚时段的遗存 〔２〕。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细石叶技术在东施、西施遗址出现以后迅速向东、西两翼扩散，向东扩

散至西沙河遗址、油房遗址，向西则至柴寺遗址、柿子滩Ｓ２９地点，直至越过黄河进入龙王 遗

址。由于没有发现优质原料产地，其扩散地主要在华北地区的黄河东部地区。伴随着扩散，遗

址中的石叶技术产品所占比例逐渐缩小，而细石叶技术产品所占比例急剧上升。在这个过程

中，细石核的形态逐渐规范，并已出现较为规范的船形细石核，预示华北地区细石叶技术即将

进入全新的阶段。

此时期北方遗址中未出现磨盘类工具，而南部的柿子滩Ｓ２９地点和龙王 遗址中则出现

此类工具，这可能预示着经济适应方式的不同，因此这一时期可分为南、北二区。南区包括柿

子滩Ｓ２９地点、龙王 遗址、西施遗址、东施遗址、下川小白桦圪梁地点、下川水井背地点、柴寺

遗址等，北区则包括西沙河遗址、油房遗址。

（二）发展期

与出现期相比，发展期的石叶技术产品比例很低，细石叶技术产品数量占优势；细石叶技

术基本为船形细石核技术，除柿子滩Ｓ２９地点第６层中出现的十四件半锥状细石核外，其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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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华北地区细石叶组合演变

１、２、１９、２３、２５．锥、柱状细石核　３、４．石叶石核　５－１０、１７．船形细石核　１１．锛状器　１２－１４、１８．楔形细石核

１５、１６、２０．尖状器　２１、２６．陶片　２２．磨制石斧　２４．磨制骨匕　２７．磨制石耜　２８．磨棒（１、４．东施遗址出土

２、３．西施遗址出土　５．东灰山遗址出土　６．柿子滩Ｓ５地点出土　７．柿子滩Ｓ１４地点出土 　８．柿子滩Ｓ２９地

点出土　９．孟家泉遗址出土 　１０．二道梁遗址出土 　１１、１２、１４、１５．虎头梁遗址群出土　１３、１６．薛关遗址出土

１７．柿子滩Ｓ１地点出土　１８、１９．柿子滩Ｓ９地点出土 　２０．李家沟遗址出土 　２１、２２、２４、２５．于家沟遗址出土

２３、２７．东胡林遗址出土　２６、２８．南庄头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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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文化层）中出现的都是船形细石核。工具组合更加丰富，类型更趋精致化、标准化。此时期

最大的变化是华北地区出现期的锥、柱状细石核技术被船形细石核技术所取代（图二，５－１０）。

船形细石核一般以石片或小石块为毛坯，以石片的剥片面或石块的节理面为台面，以毛坯较宽

的一面为剥片面进行剥片，剥片涉及到整个台面边缘，而并不局限于某一部位。核身的预制修

理多是从台面向底部方向进行，剥片疤呈汇聚状态 〔１〕。核身断面整体呈倒三角形 〔２〕，后期

状态往往呈角锥状或扁平状。与锥、柱形细石核技术相比，船形细石核形体更小，剥取的细石

叶也更窄短细小。与以往锥、柱状细石核相比，船形细石核对原料大小的要求不高，这与本地

区缺乏较大优质石料的情况相适应。另外从剥片效率的角度看，锥、柱状细石核源于棱柱状石

叶石核技术，此类细石核因核身基本不做预制修理，形态很不规范，因此无法保证细石叶的有

序剥离，细石叶的生产数量、规范程度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反观船形细石核，形态规范、核身多进行

预制修理、工作面固定，多从毛坯较宽的一面开始依次进行剥片，剥离的细石叶也更加规范。最重要的

是船形细石核剥片预期较高，细石叶数量、质量的可控性远高于锥、柱状细石核。

这一时期仍可分为南、北二区，南区包括柿子滩Ｓ２９地点第２－６层、柿子滩Ｓ５地点第２－

４层、柿子滩Ｓ１４地点第２－４层，北区则包括二道梁遗址、孟家泉遗址、 泗涧遗址和东灰山

遗址。该时期南、北二区文化继承了上一阶段的特点，即南区遗址中多出有磨盘类石器，北区

内的遗址中则鲜有此类工具，但有更趋标准化的雕刻器、锛形器及磨制骨器，某种程度上可能

预示着彼此之间生业方式的差异。

（三）碰撞期

与发展期相比，碰撞期最大的特点是在华北北部楔形细石核技术的出现，此类技术完全有

别于上一阶段在本地区流行的船形细石核技术（图二，１２、１４）。这种新出现的楔形细石核技术

学者通常以在日本北海道流行的涌别技法来概括其特点 〔３〕。但仔细考察发现，此时期在泥

河湾盆地流行的楔形细石核技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技法的角度来讲，它归属于涌别技法系

统，但其中还包括除涌别技法外的其它一些技法，如忍路子技法、福井技法等，相对应的是中国

学者命名的河套技术、桑干技术、虎头梁技术和阳原技术 〔４〕。

从细石核毛坯的角度，简要归纳起来，此时期在华北北部流行的楔形细石核技术应该由两

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充分利用单面器或两面器为毛坯，即将单面器和两面器技术融入到细石叶

技术之中。采用此类毛坯的细石核包含涌别技法和忍路子技法等，由此创造出的细石核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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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剥离细石叶的石核功能，在某种程度上石核本身也可能兼具切、割等工具功能 〔１〕。此类细

石核在设计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将石核与工具两种功能结合于一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最大限度

地解决了华北地区缺乏优质石料的问题 〔２〕，是对石料高度利用的结果。将石核与工具两种

功能集合于一身，是提高流动性的有效策略。缺点是需要比较大的原初毛坯，对石料体积要求

较高，导致此类细石核技术不能在华北地区得到持续的推广。另一部分是不利用单面器和两

面器为毛坯，而是采用石片或片状断块为毛坯，但从制作理念上来看它也有别于早期本地区流

行的船形细石核。因为船形细石核主要是利用毛坯较宽的一面为台面，重在开发毛坯的厚度；

而楔形细石核则主要是利用毛坯较窄的一面，重在开发毛坯的宽度或长度 〔３〕。也正因为如

此，才有学者将以船形细石核为代表的细石叶技术称之为宽台面细石器技术，将楔形细石核为

代表的细石叶技术称之为窄台面细石器技术 〔４〕。北区流行的这种细石器技术，与前一时期

华北地区流行的船形细石核技术有着显著的区别。据此有学者将华北的细石叶技术分为南北

二系 〔５〕，或者分成下川型和虎头梁型两种类型，并认为它们有着不同的源头 〔６〕。单面器或

两面器技术除被融入创造细石核之外，还充分体现在工具的创造之中，如矛头、尖状器、石镞等

多是采用了单面器或两面器技术加工而成，甚至该区域内流行的锛状器也多采用了单面器技

术加工而成（图二，１１、１５）。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华北北部的于家沟遗址第３ｂ层中出土少量陶

片，预示该地区人群生活方式的转变，一个新的时代即新石器时代正悄然来临。

这一时期华北南部则表现出有别于北部的细石器风格。从薛关遗址和下川流水腰地点上

文化层石制品构成及风格来看，很大程度继承了上一阶段的特点，即船形细石核在细石核总量

中仍占据着很高的比例，说明传统细石叶技术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该遗址出现了一定

数量的利用非单面器或两面器为毛坯的楔形细石核，在工具中存在着较低比例的采用单面器

或两面器技术加工而成的刮削器、尖状器，说明南部的细石器人群对北部细石器人群的个别技

术进行了有限度的吸收和利用（图二，１３、１６）。具有同样风格的石制品组合，在处于华北地区

边缘地带的甘肃天水石峡口遗址第１地点和山东临沂凤凰岭遗址中都能看到。这两处遗址的

细石核基本为宽台面船－楔形细石核，楔形细石核均为利用石片或石块为毛坯，不见单面器和

两面器为毛坯者，但在工具中存在着与虎头梁遗址中同样风格的锛状器和利用两面器为毛坯

的尖状器。归入到本期的南部遗址有薛关遗址、下川流水腰地点、凤凰岭遗址及石峡口遗址第

１地点等四处，但笔者认为在柿子滩Ｓ２９地点第２－３层中出现的少量采用两面器技术加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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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尖状器，也受到了北部细石器群的影响，只是当时楔形细石核技术还没有被吸纳而已。

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北部细石器遗存受外来文化影响，南部细石器遗存表现出对本地

文化的坚守与改造。关于该阶段北部细石器遗存的来源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这类曾被命

名为虎头梁类型的细石器遗存，从目前诸多学者的研究来看，受到蒙古－西伯利亚细石叶工艺

的影响，故有学者称之为北方系细石器，与之相对应的华北南部以船形细石核技术为代表的细

石器遗存，被称为华北系细石器 〔１〕。

该阶段华北地区可分为明显的二区，南区以船形和利用非两面器为毛坯的楔形细石核技

术为特点，包括薛关遗址、下川流水腰地点、凤凰岭遗址和石峡口遗址第１地点。北区则以利

用单面器或两面器为毛坯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为特点，包括虎头梁遗址群、籍箕滩遗址、马鞍山

遗址、尉家小堡遗址、于家沟遗址第３ｂ层等。

（四）融合期

与碰撞期相比，融合期细石叶组合整体面貌呈现趋同现象。此时期分布于华北各处的细

石器遗存中均不见以两面器或单面器为毛坯的楔形细石核，楔形细石核都是以石块或石片为

毛坯。从细石核构成比例来看，此阶段是以楔形、船形细石核为主，锥、柱形细石核为辅（图二，

１７－１９）。比较特殊的是灵井遗址的细石核，原研究者将其分为楔形、船形、角锥形、半锥形、圆

锥形、圆柱形、半圆柱形等类型。其中角锥形、半锥形、圆锥形等细石核可看作宽台面船、楔形

细石核剥片的后期状态，总体来讲灵井遗址中的细石核仍然是以宽台面细石核为主导的细石

核组合类型 〔２〕。存在两面器和单面器技术加工而成的工具，但这些工具普遍形态都比较小，

与虎头梁遗址中同类器物风格有别，数量有限（图二，２０）。个别遗址中出现陶片，但数量不多，

如李家沟遗址南区第６层中出土二片，于家沟遗址第３ａ层出土二片（图二，２１）。磨制石器出

现，如李家沟遗址南区第６层中出土一件刃缘经过磨制的石锛，于家沟遗址第３ａ层中出土一

件磨光石斧（图二，２２）。

此时期在细石器遗存风格一致的基础上，根据有无磨盘磨棒类，仍可分为南、北二区，南区

包括柿子滩Ｓ２９地点第１层、柿子滩Ｓ９地点、柿子滩Ｓ１２Ｇ地点、柿子滩Ｓ１地点、灵井遗址、

李家沟遗址南区第６层和大岗遗址第４层。北区则仅包括于家沟遗址第３ａ层。

（五）分化期

该时期总体特点是各遗址细石叶组合中细石核以锥、柱形为主，船、楔形 为 辅（图 二，２３、

２５）。细石叶技术产品数量在石制品中所占比例很低。如柿子滩Ｓ５地点第１层仅出土一件漏

斗状细石核，占石制品总量的０．５％；于家沟遗址第２层仅出土三件细石核（二件为柱形，一件

为锥形），占石制品总量的０．７％；李家沟遗址李家沟文化层仅出土七件细石核（一件锥形，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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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形，其余五件为不规则形），占石制品总量的０．９％；东胡林遗址出土细石核较多，共一百二十

二件，但在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三件石制品中也仅占０．８％；南庄头遗址则不见细石叶技术产品。

总体来讲，这一时期的细石叶技术在古人类生产生活中呈现出退出或相对弱化的趋势。工具

组合少见单面器和两面器技术产品为毛坯的尖状器或石镞（仅于家沟遗址有二件残品），取而

代之的是磨制的石镞或骨镞。与细石叶技术和单面器－两面器技术产品弱化或退出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磨制石器工具数量迅速提高，形制更加规范，在有些遗址中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石

器的雏形，如东胡林遗址中的耜形器（图二，２７）。该阶段华北地区各遗址均有一定数量磨盘、

磨棒（图二，２８），特别是北部的东胡林遗址中出土了一百三十八件之多，显示此时古人类已更

多利用植物类资源。北部在借鉴南部经验的基础上，此类技术得以迅速应用和发展。磨制骨

角类工具也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图二，２６）。另外与上期相比，陶片数量急剧增多（图二，２４），

墓葬（东胡林遗址）及类似居址性质的石构遗迹（李家沟遗址）开始出现。综合来看，与前一时

期相比，古人类的流动性已大大降低，定居生活的迹象更加明显，与之相适应的是古人类的生

计方式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与生计活动变化相适应的是居民的栖居方式，乃至社会组织的

变化 〔１〕。这些变化构成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遗存组成成份的变化，预示古人生计策略的改变，在动物考古研究上也得到验证。如

李家沟遗址该阶段动物群种类与前一时期虽然基本一致，但前一时期却以形体较大的马、牛以

及大型鹿类占主导地位，而在李家沟文化阶段，马、牛的数量骤减，鹿类动物中也以形体较小者

为主。形体较大动物减少，小型动物比例增加，说明人类狩猎对象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在这

一时期可以提供给人类食用动物类资源的总量在减少。为了增加肉类资源，小型动物，甚至形

体较小的兔类也进入人类利用范围。肉类资源减少所带来的另一变化应是增加植物资源的开

发利用 〔２〕。类似情况在南庄头遗址和东胡林遗址的动物骨骼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基本以鹿

类为主，牛等大型动物数量极少，也存在着兔类动物。变化比较明显的是于家沟遗址。于家沟

遗址按动物的最小个体数统计，除第２层外，羚羊在其他各层都是最多的一种动物，其出现频

率最高值出现于第３层。此外，马、马鹿、牛类和鼢鼠等也占有一定比例，基本是草原性生境的

动物种类。与前期相比，第２层中各类动物分布较平均，羚羊已不占主要地位，猪骨骼增多，暗

示古人生计策略发生变化 〔３〕。

但从本期本区域内各遗址中打制石器在文化遗存的所占比例来看，仍有一些区别。如在

于家沟遗址、李家沟遗址中打制石器虽然仍占主体，但与前一时期相比，无论从数量还是技术

的角度来看，都已呈衰落趋势。细石核数量明显减少，且极不规范。工具组合较为简单，且不

精致。至南庄头遗址时打制石器在文化遗存中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仅出土几件简单的石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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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技术产品，不见细石叶技术产品，但磨制石器及骨、角器数量已远远超过打制石器，且更加规

范化，明显取代了打制石器的角色。但在东胡林遗址、转年遗址中呈现另外一番景象。这里虽

然也出现了规范的磨制石器、骨器，但石制品在数量上依然占有绝对优势，细石核比例虽然较

低，但绝对数量仍然可观，细石叶技术产品并没有退出的迹象。在处于华北地区边缘地带的水

洞沟遗址第１２地点中，细石叶技术更是表现出勃勃生机 〔１〕。说明这些遗址中细石叶技术仍

然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差异应是不同区域环境促使古人类做出不同的生计选择。

五　生态适应

（一）晚更新世后期中国北方的生态特点

末次冰期极盛期前期，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３阶段晚期，距今约３００００年左右，北大西洋

出现倒数第三次冰漂碎屑事件（Ｈ３）〔２〕，气候急剧变冷，夏季日照率降低。这次气候变冷现

象在中国华北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验证，如在对陕西洛川和榆林黄土粒度及磁化率分析的研

究中可看出，距今２７０００－２６５００年期间黄土地层中粗颗粒成份含量增多，指示当时出现冬季

风加强事件 〔３〕。距今２４１００年，北大西洋出现倒数第二次冰漂碎屑事件（Ｈ２），气候再次急速

变冷。湖北神农架天鹅洞石笋的高分辨率氧同位素（δ１８　Ｏ）分析显示，距今２４３００年左右出现

了一次显著的弱夏季风事件，与北大西洋倒数第二次冰漂碎屑事件同步发生，可视为东亚季风

气候对该事件的响应 〔４〕。对萨拉乌苏动物群组合中距今２４０００年左右的城川动物群的研究

也可看出，该动物群以野驴和披毛犀为主，反映着较干冷的气候环境 〔５〕。渭南花粉曲线图上

显示，距今２４０００年前后草本花粉占统治地位，仅有个别阔叶树花粉，指示干冷气候 〔６〕。从

植被分布来看，中国北方在距今３６０００－３２０００年，植被为干草原；距今３２０００－２３０００年期间，

植被演变为针阔叶混交林或疏林草原景观，体现末次冰期极盛期前期气候逐渐转变为干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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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１〕。

末次冰期极盛期，距今２３０００－１９１００年，指末次冰期中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第２阶段早

期气候最冷、冰川规模最大的时段 〔２〕。此时中亚高压系统处于强势地位，冬季风流行，夏季

风影响减弱，夏季日照率降至最低。中国大部分地区气候呈现出干冷且不稳定的特征，海岸线

向东延伸６００－１０００公里，大陆面积扩大。华北及其北部年降水量低于４００－６００毫米，湖面

下降，中部、东部年均温比现在至少低１０－１２摄氏度。在沙漠－草原交汇处经常出现自燃现

象。沙漠地带向东、向南扩张。在强烈的冬季风作用下，黄土沉积延伸至长江及四川 盆 地 西

部。永冻层已覆盖北京、大同、鄂尔多斯中部至河西走廊一带；高原永冻层下移至兰州、六盘山

乃至西安南部的秦岭一带。植物分布带普遍南移，中国北部普遍存在苔原－草原地貌，西部高

原地带以往分布的森林、森林－草原、草原植物带被草原、干旱草原、沙漠所取代，东部平原以草

原植被为主，沿海地区则布满针叶林。中国北部动物群以大型喜冷性动物为主，如猛犸象、披

毛犀等，还包括狼、鬣狗、马、驴、野牛、羚羊、鹿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动物群包括鬣狗、水牛、原始

牛、马、驴、羚羊等大、中型动物。陕西关中地区动物群包括古菱齿象、披毛犀、野驴、梅花鹿、杨

氏水牛、原始牛等 〔３〕。多项证据表明，在末次冰期极盛期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北方

地区环境恶劣，西部沙漠、青藏高原不具备人类居住的条件 〔４〕。中国热带中部地带的北界从

北纬２３度移至北纬１８度，降温约３摄氏度。热带北部地带的北界从北纬２４度移至北纬２２

度，降温小于２摄氏度。亚热带南部地带的北界从北纬２９度移至北纬２３度，超过现今的热带

北界，降温４摄氏度以上 〔５〕。

末次冰期极盛期之后，距今１９１００－１１５００年，气候总体上较末次冰期极盛期时温暖湿润，

但非常不稳定。在该阶段初期，夏季风增强，气候转暖，中国北方沙漠区湖面上升至 中、高 水

平，大面积草原又重新恢复。南京葫芦洞石笋的高分辨率δ１８　Ｏ记录表明，在此期间存在显著

的东 亚 夏 季 风 增 强 事 件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简 称

ＥＡＳＭＳＥ），平均夏季风强度相当于博令（Ｂｏ／ｌｌｉｎｇ）暖期的二分之一，夏季风最强时接近于博令

暖期，这一季 风 增 强 事 件 在 北 半 球 海 洋 和 陆 地 记 录 中 均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体 现（图 三）。距 今

１７１００－１４６００年期间，夏季风减弱，气候开始变得非常干冷，此特征与北大西洋倒数第一次冰

漂碎屑事件（Ｈ１）一致。葫芦洞石笋的高分辨率δ１８　Ｏ记录该时期持续长达２５００年 〔６〕。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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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葫芦洞石笋的δ１８　Ｏ记录与太阳辐射

能量曲线的对比

　

研究对此 也 给 予 了 佐 证 〔１〕。距 今１４８００－１２８００

年之间，出 现 博 令－阿 勒 罗 得 气 候 转 暖 事 件。此 时

期冬季风减弱，气候迅速转 暖，黄 河 西 部 湖 面 水 位

迅速上升，宁夏六盘山东部出现茂密森林。根据东

部沿海陆架中花粉分析，距今１４８００年气温和降水

增加，长 江 三 角 洲 一 带 恢 复 森 林 地 貌。此 期 内 也

出 现 气 候 波 动，博 令 暖 期（距 今１４７００－１４１００

年）气 温 快 速 升 高；距 今１４１００－１４０００年 出 现

老 仙 女 木 事 件（ＯＤ），气 温 出 现 短 期 下 降；距 今

１４０００－１２９００年 进 入 阿 勒 罗 得 暖 期，气 温 又 回

升，但 没 有 达 到 博 令 暖 期 时 的 水 平。此 后，距 今

１２９００－１１５００年 出 现 新 仙 女 木 事 件，气 候 迅 速

转 冷，在 距 今１２２００年 达 到 峰 值 〔２〕。该 时 期 相 较 于 博 令－阿 勒 罗 得 时 期 气 候 寒 冷 干 燥 且

多 风，在 我 国 西 部、北 部 广 泛 分 布 针 叶 森 林。青 藏 高 原 古 里 雅 冰 芯 记 录 了 距 今１２２００－

１０５００年 间 的 降 温 情 况，降 温 过 程 可 划 分 为 三 个 阶 段，即 距 今１２２００－１１８００年 气 温 降 幅

最 高 达５摄 氏 度；距 今１１８００－１１４００年，气 温 降 幅 最 高 达６摄 氏 度；距 今１１４００－１０５００

年 气 温降幅超过２摄氏度，在此期间古里雅冰芯记录的降温幅度达１３摄氏度，气温低到接近

末次冰期极盛期平均水平 〔３〕。该时期内气候波动异常激烈，在中国北方气候经历了依次冷

暖交替的波动，具体表现为距今１２９００－１２４００年间，气候迅速变得干冷；距今１２４００－１１９００

期间转暖；距今１１９００－１１５００年期间又变得非常干冷 〔４〕。新仙女木事件之后，在距今１１５００

年左右迎来了全新世大暖期，格陵兰冰芯显示气温上升了９摄氏度左右，古里雅冰芯显示在

距今１０９００－１０８００年短短百年内温度上升幅度高达１２摄氏度 〔５〕。青海湖孢粉记录显示，

进入全新世孢粉浓度急剧增高，植被类型逐步由草原向森林草原过渡。早期湿生莎草明显增

多，旱生白刺 则 相 对 较 少，表 明 气 候 向 湿 润 过 渡，并 有 一 定 量 的 乔 木，温 性 阔 叶 树 种 占 优

势 〔６〕。根据孢粉、氧同位素、碳酸钙含量、粒度、磁化率等分析，属于该阶段的于家沟遗址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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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处于温暖湿润的温带森林草原环境 〔１〕，李家沟遗址的李家沟文化层则属于温带半干旱气

候下发育的草 本 植 物 占 绝 对 优 势 的 典 型 草 原 环 境，气 候 较 细 石 器 文 化 层 时 期 要 湿 润 且 稳

定 〔２〕。

（二）华北地区细石叶组合的环境适应

华 北 地 区 细 石 叶 组 合 出 现 期 介 于 深 海 氧 同 位 素 第３阶 段 晚 期 至 第２阶 段 早 期。从 目

前 华 北 地 区 南 部 东 施、西 施 等 遗 址 的 发 现 情 况 来 看，华 北 地 区 似 乎 存 在 过 一 个 石 叶 技 术

流 行 时 期。不 过 从 水 洞 沟 遗 址 石 叶 技 术 存 续 于 距 今３８０００－３４０００年 之 间 〔３〕，之 后 又 被

小 石 片 文 化 体 系 所 取 代 的 情 况 来 看 〔４〕，该 时 期 延 续 时 间 不 长。从 水 洞 沟 遗 址 石 叶 技 术

存 续 的 时 代 来 看，石 叶 技 术 在 中 国 应 出 现、流 行 于 深 海 氧 同 位 素 第３阶 段 晚 期。此 时 气

候逐渐变冷，一般认为，石叶技术就是在此种气候背景下由北方传入，至南已到达水洞沟遗址。

随着气候的日益恶化，特别是北大西洋倒数第三次冰漂碎屑事件的发生，水洞沟遗址一带很快

即被常年冻土带所占领 〔５〕，恶劣环境势必迫使石叶技术人群继续向东、向南迁徙。在迁徙过

程中，为应对环境压力，在石叶技术基础之上创造出细石叶技术。

已有学者指出，华北地区的细石叶技术与石叶技术之间有亲缘关系 〔６〕，这一时期的细石

核基本为锥、柱状，个体较大，完全是棱柱状石叶石核的缩小版 〔７〕。石叶技术相对于简单的

石核－石片技术而言具有一定优势，它通过石核的预制能够生产出趋于标准化的石叶，提供足

够多的刃缘，实现石料利用效率最大化。但这种技术对优质原料的要求远高于简单的石核－石

片技术，对石料本身的硬度、脆性、韧性、同质性都有较高要求。石叶通常具有一定长度，要求

生产出它的石叶石核必须具有一定的体积，这也导致了对大块优质石料的依赖性。通过以上

分析不难看出，体积大的优质石料是维持石叶技术的基础，而华北地区恰恰是一个高质量石料

来源匮乏的地区，因此古人类在向南迁移的过程中，为了应对日益恶劣的环境压力，不得不改

变行为策略，让石叶逐步缩小，以适应当地高质量石料不足的情况，这可能是石叶逐渐缩小而

转变成细石叶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下川遗址诸地点的发掘也印证了细石叶技术是携带石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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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人群为了适应当地节理发育的破碎燧石原料而采取的技术创新 〔１〕。西施、东施遗址

高比例石叶技术产品为主，细石叶技术产品作为补充的情况，应是石叶技术人群为适应当地情

况做出的变通与尝试。随着细石叶技术相对于石叶技术在原料利用、运输成本、利于流动等方

面的优势逐步显现 〔２〕，古人类转而将精力集中于对细石叶技术的开发。因此，在东施、西施

遗址之后，出现期其他诸遗址中石叶技术产品的数量逐渐降低，细石叶技术产品比例逐渐升

高，直至达到绝对优势。

另外，从技术与生态互动角度看，细石叶技术相对于石叶技术体积更小，对石料的开发利

用率更高，开发获得刃缘的长度也会成倍增加。因此更适合流动性高、任务不确定的环境，此

种环境多位于生态交错地带。在末次冰期极盛期前后，随着气候变冷，西伯利亚地区已不适合

人类居住，中国东北部分地区也变为苔原，为苔原－草原环境，初级生产力非常低，森林草原主

要分布在中国华北地区。因此从生态适应的角度讲，这里也存在着产生新技术的条件 〔３〕。

出现期细石器遗址主要分布于华北地区的北部和南部，以南部地区较为集中。细石器遗

存构成中除原始的锥、柱状细石核技术产品外，其他工具类细石器遗存构成情况也基本相同，

工具总体来讲，除端刮器规范、精致一些外，其他类工具都比较简单随意。值得注意的是，在南

部的柿子滩Ｓ２９地点、龙王 遗址、下川小白桦圪梁地点，都出土了磨盘、磨棒等植物强化类的

工具，而北部的西沙河遗址、油房遗址中则没有发现此类工具，这种差别暗示着在生产、生活的

某些方面两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华北地区细石叶组合发展期正值末次冰期极盛期和夏季风增强时期，这一时期气候经历

了一个冷暖交替的过程。末次冰期极盛期前夜，北大西洋发生倒数第二次冰漂碎屑事件，气候

急剧变冷，从葫芦洞的高分辨率δ１８　Ｏ记录来看，这次降温事件要甚于前次，环境进一步恶化，

迫使古人类在技术策略上做出必要的调整以应对环境的突发变化。进入到末次冰期极盛期之

后，华北地区普遍流行的是船形细石核技术，以往较为原始的锥、柱状细石核技术已退出历史

舞台。船形细石核技术相对于原始的锥、柱状细石核技术具有一定优势，从体积看，船形细石

核利用小、厚石片或石块为毛坯，对原料的要求没有锥、柱状石核高，不需大块石料即可达到获

取细石叶的目的，这一特点与本地区原料短缺相适应；另外船形细石核体积虽小，但形态规范，

剖面呈倒三角形，充分利用石片或石块自身棱脊引导生成细石叶，利于细石叶有序生成；再者，

船形细石核是利用石片劈裂面或石块较宽的平面为台面，定向有序剥离细石叶，生产细石叶过

程中基本不转换台面，因此在石核体积恒定的情况下，细石叶剥片总量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古

人类在狩猎过程中有明确预期。反观原始锥、柱状细石核在剥片过程中，为了有效剥离细石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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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出现转换台面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原料的浪费。伴随着细石叶技术的更新，该阶

段各遗址中工具类细石器遗存分布状况基本一致，只是与前一时期相比更加精致化和规范化。

值得注意的是，华北南部继承了上一阶段的传统，在该阶段的柿子滩Ｓ２９地点、柿子滩Ｓ１４地

点仍出土磨盘、磨棒等植物强化的工具，而北部的二道梁遗址、孟家泉遗址、 泗涧遗址中仍未

出现此类工具，相反在二道梁遗址中出土了磨制充分的骨锥这类具有动物强化倾向的工具，暗

示在船形细石核技术大背景下，华北地区南部和北部在自然资源获取方式或经济构成等方面

存在一定差别。

华北地区细石叶组合碰撞期处于末次冰期极盛期之后至博令－阿勒罗得暖期事件中后期，在此

期间出现北大西洋倒数第一次冰漂碎屑事件（Ｈ１），气候急剧变冷。从葫芦洞的δ１８　Ｏ记录来看，此

次降温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寒冷程度达到峰值。北大西洋倒数第一次冰漂碎屑事件之后又进

入到博令－阿勒罗得暖期。该时期与上一阶段最大的不同是，华北南部仍然流行以往的船形细石核

技术，但也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即两面器技术。华北北部泥河湾区域出现一类全新的细石叶技术

即楔形细石核技术。此类细石核技术最大的特色是将两面器技术融入到细石叶技术之中，利用两

面器或单面器为毛坯，利用削片技术产生台面进行剥片。这类细石核将剥离细石叶的石核功能与

矛头的功能结合为一体，是将石质工具与复合工具的优势融为一身，即利于移动又有利于发挥石质

工具致死性优势，具有便于携带、利于流动、运输等优点 〔１〕。

从目前研究来看，该时期出现于华北北部的楔形细石核技术来自北方人群，与猛犸象动物

群南迁事件有关。北方晚更新世晚期大约在东经１１６度东、西两侧的哺乳动物群间存在差异，

主要表现在大约东经１１６度以东的动物群中，长鼻类主要是猛犸象，以西则是古菱齿象，这种

差异主要由气候引起，并已得到孢粉分析结果的印证。猛犸象是冻土苔原地带的动物，晚更新

世的披毛犀常与猛犸象共生，被认为也是一种寒冷气候环境的动物 〔２〕。据研究，猛犸象在我

国北方晚更新世晚期曾有过两次比较集中的活动高潮，并每次都伴随有明显的向南迁徙。第

一次南迁大致发生在距今３４０００－２６０００年（或可能略早），第二次南迁大致发生在距今２３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年。第一次南迁，该动物群主要活动于我国的东北地区；第二次南迁则越过东北，向

南延伸十个纬度，达到山东半岛 〔３〕。华北北部该时期出现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以及与其伴生

的两面器技术流行，应与活跃于北方西伯利亚等地猎获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人群有关 〔４〕。

伴随着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第二次南迁，这批人群将这组特殊技术带至华北北部的泥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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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泥河湾地区应是此类楔形细石核技术辐射的最南缘，随着末次冰

期极盛期的结束，博令－阿勒罗得暖期事件的来临，该技术随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回迁至北部

地区，但与之相伴生的两面器技术却在华北地区流行，南至薛关、柿子滩一些遗址，西至甘肃天

水石峡口旧石器遗址第１地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后期的李家沟、于家沟遗址也能看到，只是

形态、大小上已有变化，但两面器技术的本质是一致的。北方系细石器传统的分布，与猛犸象

南迁事件存在密切关系。这类细石器遗存可归入分布于西伯利亚东北部、远东黑龙江流域、外

贝加尔等地区的久克台文化系统 〔１〕。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到日本北海道，北方系细石器传统

的时代最早可达距今２５０００年 〔２〕，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的和龙大洞遗址，可早到距今２１０００

年 〔３〕，至华北北部泥河湾盆地时则为距今１７０００－１４０００年。由此可看出，泥河湾盆地是此

文化类型南迁的边界地带。

该时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于家沟遗址第３ｂ层中出土了陶片。陶器的出现往往

与定居生活、农业的出现有一定关系，被看作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但也有学者指出，这一

时期出现的陶器并非是植物强化的结果，而是具有动物强化指向的产品，它很可能与脱离油脂

有一定关系 〔４〕。

华北地区南部正位于东经１１６度以西，这里是古菱齿象的分布区域。我国北方晚更新世

的古菱齿象几乎都是诺氏种，从古菱齿象的身体结构特点、地理分布及其在欧洲同期相近种都

是间冰期生活在树林环境的动物来看，诺氏古菱齿象应是比较暖湿多树林环境的动物。咸阳

动物群中还有喜居暖湿森林或林缘草地的梅花鹿和杨氏水牛，所有这些化石反映了当时的环

境———温凉湿润，多水体和树林，相当于冰期中相对暖湿或凉湿的环境 〔５〕。相对来讲，这里

的气候环境受北大西洋倒数第一次冰漂碎屑事件冲积较小，存在着船形细石核技术存续、发展

的区域小环境。但与以往相比，环境相对恶劣。薛关遗址中除船形细石核技术之外，与之相伴

的还有北部存在的利用石片为毛坯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以及发达的两面器技术加工而成的半月

形刮削器和尖状器，说明此时期该地区的古人类也吸取了北方人群的部分新技术以应对环境

恶化。这一时期在华北南部发现的细石器遗址相对零星和分散，某种程度上也说明，这一时期

该地区的古人类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

华北地区细石叶组合融合期始于博令－阿勒罗得暖期事件中后期，至新仙女木事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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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次冰期极盛期结束，气温逐渐升高，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逐渐退回至北方。与之相对应的

是，在前一时期（碰撞期）盛行的利用单面器或两面器为毛坯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也随之退出华

北地区。这一时期，从南至北，华北地区流行传统的船形细石核技术和以石片为毛坯的楔形细

石核技术，在细石器工具组合中存在着利用单面器或两面器加工的工具，但数量较少，尺寸也

小于前一时期。陶器仍有出土，但数量不多，与前一时期变化不大。华北南部船形细石器技术

人群，逐渐扩散至整个华北地区，他们在前一时期吸收了北部人群的部分技术成份，在气候转

暖的情况下，也逐渐适应了北部的环境。这一时期也不排除前一时期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人群

中的一部分，放弃了固有的传统（利用单面器或两面器为毛坯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与南部人群

融为一体。因为陶器最早是北方人群的创造，首先出现在前一时期的于家沟遗址第３ｂ层中，

至这一时期的于家沟遗址第３ａ层中仍有发现，可以看作是对北方人群传统的传承。通体磨光

的石斧（于家 沟 遗 址 第３ａ层）、磨 制 石 锛（李 家 沟 遗 址）出 现，是 古 人 类 开 拓 居 住 方 式 的 尝

试 〔１〕，特别是新仙女木时期气候变冷，资源再次呈现斑块化，以转变居住地的方式实现资源

利用的最大化。

新仙女木事件之后迎来全新世大暖期，此时华北地区的细石叶组合出现分化。该时期在

锥、柱状细石核技术流行，陶器、磨制石器、骨器数量急剧增多的大背景下，华北地区的核心区

域，无论是山西西南部、河南中部还是河北北部的细石器遗址中，打制石器数量急剧减少，至南

庄头遗址已少于磨制骨器。与此同时，细石叶技术产品数量也急剧减少。而在华北东北部的

东胡林遗址、转年遗址中打制石器数量仍占据绝对优势，细石叶技术仍占主导地位。这可能是

区域环境的差异造成的，定居华北地区核心地带的人群逐渐放弃利用细石叶技术狩猎的传统，

转而侧重于骨器的开发。在食物资源方面也逐渐向植物类资源拓展。而同样定居的东胡林、

转年遗址中的古人类坚守利用细石叶技术狩猎的传统，没有大力开发骨器。古人类根据不同

的狩猎对象，采取不同的策略。东胡林遗址灰坑、房址（疑似）的出现，说明这里存在定居程度

更高的组织形式，古人类看重的不是细石叶技术的流动性优势，而是其致死性与可维护性。此

种情况在随后的河北张家口康保兴隆遗址 〔２〕和尚义四台遗址 〔３〕中亦有体现。进入全新世

时期，华北地区细石器遗存的分化现象为新石器时代区域文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开启了社会

组织复杂化的早期进程，一个新的时代即新石器时代已悄然来临 〔４〕。

华北地区以细石叶技术为核心标志的细石叶组合自距今２９０００－２６０００年开始出现，存续

于全新世时期，经历了出现、发展、碰撞、融合、分化五个时期。结合古气候环境的研究成果，我

—４５４—

　 考古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１〕
〔２〕

〔３〕
〔４〕

钱耀鹏：《略论磨制石器的起源及其基本类型》，《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康保县文物局、暨南大 学 历 史 系：《河 北 康 保 县

兴隆遗址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仪明洁：《中国北方的细石叶技术与社会组织复杂化早期进程》，《考古》２０１９年第９期。



们能够看出，华北地区细石叶组合变化无不与当时所处大的全球性气候事件有关，充分显示更

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环境变化是影响人类文化演变的主要因素（附表一）。但在大环境背

景下，华北地区人群的适应方式存在一定差别，南部地区大部分时期保持植物强化利用（磨盘、

磨棒的出现）的传统，北部则在融合期之前一直保持狩猎经济的特点（附表二；附表三）。这应

是不同区域间面对环境变化所做出的不同反应。细石叶技术的出现、发展、演变过程伴随着陶

器、磨制石器、磨制骨器、房址、墓葬的出现与发展，在华北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间扮演主

线角色，参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整个（或绝大多数）过程，背后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自然环

境的变化。

　　附表一 晚更新世后期气候事件、特征及与华北细石叶组合发展阶段的对应

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气候事件 气候特征 发展阶段

第２阶段
（距今２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年）

全新世大暖期（距今１１５００－１００００年） 暖 分化期

新仙女木事件（距今１２９００－１１５００年） 冷 融合期

博令－阿勒罗得气候转暖事件（距今１４８００－１２９００年） 暖 碰撞期

北大西洋倒数第一次冰漂碎屑事件（距今１６８００年） 冷 碰撞期

东亚夏季风增强事件（距今１９９００－１７１００年） 暖 发展期

末次冰期极盛期（距今２３０００－１９１００年） 冷 发展期

北大西洋倒数第二次冰漂碎屑事件（距今２４１００年） 冷 出现期

第３阶段晚期
（距今３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０年）

北大西洋倒数第三次冰漂碎屑事件（距今３０１００） 冷 出现期

　　附表二 华北地区各阶段典型细石器遗址（文化层）年代及文化特征

典型遗址（文化层） 年代 文化特征

出
　
现
　
期

早

东施遗址 距今２８５１０－２７１５４年

西施遗址 距今２６４９０－２６０４５年

石叶技术产品远远超过细石叶技术产品；
石叶石核中 存 在 一 定 数 量 处 于 中 间 状 态

的小石叶石核；细石核属锥、柱状范畴，形

态不稳定；工具类型、加工技术简单。

中

柿子滩Ｓ２９地点

第７层
距今２６０００－２３０００年

西沙河遗址第３ａ层 距今２７５０５－２６６６９年

细石叶技术产品远远超过石叶技术产品；
细石核属锥、柱状范畴，形态不稳定，尺寸

较大，类似于小石叶石核；工具类型、加工

技术简单。南部遗址中出现磨石、磨盘。

晚

龙王 遗址 距今２６０００－２１０００年

下川小白桦圪梁地点

第２层
距今２７０００－２５０００年

下川水井背地点

上文化层
距今２６０００－２５０００年

柴寺遗址 距今２６０００年未校正

油房遗址 距今２９０００－２６０００年

细石叶技术产品占优势，存在比例较低的

石叶技术产品。锥、柱状与船形细石核共

存，石核形 态 趋 于 稳 定。出 现 石 核 刮 器、
琢背小刀、石镞等精致工具。南部遗址中

出现磨制石器（似磨盘、磨制石铲）。

石叶技 术 与 细 石 叶

技 术 共 存；石 叶 技

术产品 比 例 逐 渐 变

低；细 石 核 属 锥、柱

状 范 畴，类 型 不 稳

定；细 石 叶 形 状 多

不 规 则，形 体 尺 寸

较 大。工 具 类 型、
加工技术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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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二

典型遗址（文化层） 年代 文化特征

发
　
展
　
期

柿子滩Ｓ２９地点第２－６层 距今２５０６６－１７６２３年

柿子滩Ｓ５地点第２－４层 距今２１６５１－１９２６２年

柿子滩Ｓ１４地点第２－４层 距今２３０２１－１７９０１年

二道梁遗址 距今２２４１９－２１９６３年

孟家泉遗址 距今２１８６５－２０５７５年

泗涧遗址 同上

东灰山遗址 同上

石叶技术产品比例很低，细石叶技术产品数量占优势；细石叶

技术基本为船形细石核技术。工具组合更加丰富，雕刻器、锛

状器等类型更趋精 致 化、标 准 化。南 部 山 西 境 内 遗 址 中 多 出

有磨盘类石器，北部河北境内的遗址中则鲜有此类工具，但有

磨制骨器出现。

碰
　
撞
　
期

虎头梁遗址 距今１７０００－１６０００年

籍箕滩遗址 距今１６０００年

马鞍山遗址 距今１６０３９－１５２８５年

尉家小堡遗址 距今１６０００年

于家沟遗址第３ｂ层 距今１６０２３－１３４００年

细石叶技术以楔形细 石 核 技 术 为 主 体，包 括 以 两 面 器 和 单 面

器为毛坯与以石块或石片为毛坯者两种类型。两面器和单面

器技术发达，工具中 多 采 用 此 类 技 术 加 工 而 成 者，器 型 规 整，
加工精致，如矛头、石镞等。晚期阶段出现陶片，数量少。

凤凰岭遗址 距今１９０００－１３０００年

石峡口第１地点 距今１８５００－１７２００年

下川流水腰地点上文化层 距今１７４９５－１６４１４年

薛关遗址 距今１６２２３－１５３２０年

细石器技术仍以船形 细 石 核 技 术 为 主，存 在 以 石 块 或 石 片 为

毛坯的楔形细石器技术。出现两面器和单面器技术加工而成

的工具，但数量有限。

融
　
合
　
期

柿子滩Ｓ２９地点第１层 距今１３３３２－１３１０６年

柿子滩Ｓ９地点 距今１３８００－８５００年

柿子滩Ｓ１２Ｇ地点 距今１３８００－８５００年

柿子滩Ｓ１地点
距今１４７２０－１０４９０年

未校正

于家沟遗址第３ａ层 距今１３４００－９８００年

李家沟遗址南区第６层 距今１０５００－１０３００年

大岗遗址第４层 距今１３０００－１０５００年

灵井遗址第５层 距今１３８５４－９５２２年

以两面器和单面器为 毛 坯 的 楔 形 细 石 核 消 失，细 石 核 以 石 块

或石片为毛坯的楔形 细 石 器、船 型 细 石 核 为 主，锥、柱 形 细 石

核为辅。存在两面器 和 单 面 器 技 术 加 工 而 成 的 工 具，但 数 量

有限。出现陶片，但数量非常有限。

分
　
化
　
期

柿子滩Ｓ５地点第１层 距今１０５１４－１０２４８年

李家沟遗址南区第５层 距今１００００－９０００年

于家沟遗址第２层 距今９８００－８４０６年

南庄头遗址第５层 距今１００００年

东胡林遗址 距今１１０００－９０００年

转年遗址第４层 距今１００００年

水洞沟第１２地点 距今１１０００年

细石核以锥、柱形 为 主，船、楔 为 辅。细 石 叶 技 术 产 品 数 量 在

石制品中所占比例很低。单面器和两面器技术产品不见。陶

片数量急剧增多。磨制工具数量迅速提高，形制更加规范，出

现新石器时代一些磨制石器的雏形，如耜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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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三 华北地区各遗址（文化层）中文化遗物出土情况

分
　
　
期

遗址（文化层）
石
叶
石
核

石
叶

细石核

锥
柱
状

船
形

楔
形

细
石
叶

端
刮
器

石
核
刮
器

尖
状
器

石
镞
石
矛
头

雕
刻
器

钻
琢
背
刀

锛
状
器

磨
盘
磨
棒

磨
制
石
器

磨
制
骨
角
器

陶
片

出
　
现
　
期

西施遗址 ６２　２２７　３　 ０　 ０　 ８２　１４　 ０　 １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东施遗址 ２１　２１５　１１　 ０　 ０　 ３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柿子滩Ｓ２９第７层 ０　 ３１　２３　 ０　 ０　２４８９　７１　 ０　 ０　 ０　 ４　 ２　 ２　 ０　 ５　 ０　 ０　 ０

西沙河遗址第３ａ层 √ √ １８　 ０　 ０　１０７　１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龙王 遗址 √ √ √ √ ０ √ √ ０ √ ０ √ √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下川小白桦圪梁地点第２层 ２　 ６５　 ７　 １４　 ０　 ８５　３６　 ０　 １　 ０　 ５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下川水井背地点上文化层 １　 ６　 ４　 ５　 ０　 ３　 ６　 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柴寺遗址 ２　 ３３　 １　 ３　 ０　 ５３　２２　１１　 ４　 ２　 ７　 ２　 １１　 ０　 ０　 ０　 ２　 ０

油房遗址 √ √ ３　 ２　 ８　 ９２　 ８　 ２　 ９　 ０　 ３　 １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发
　
展
　
期

柿子滩Ｓ２９地点第２－６层 ０　 １　 １４　３４２　０　２７８６　１７０　０　 ４３　 ０　 ８　 ４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柿子滩Ｓ５地点第２－４层 ０　 ０　 ０　 ９　 ０　 ４１　 ６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柿子滩Ｓ１４地点第２－４层 ０　 ０　 ０　 ２７　 ０　１１１　８　 ０　 ７　 ０　 ０　 ０　 ３　 ０　 ４　 ０　 ０　 ０

二道梁遗址 ０　 ０　 ０　 １５　 ０　１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７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孟家泉遗址 ０　 ０　 ０　 １　 ０ √ √ ０ √ ０ ０ √ √ √ ０ ０ ０ ０

泗涧遗址 ０　 ０　 ０　 １１　 ０　 ７５　 ０　 ０　 １　 ０　 ２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碰
　
撞
　
期

虎头梁遗址 ０　 ０　 ０　 ０　４４４　３５０　２２１　０　 ４２　 ０　 ３７　 ０　 ０　 ２５　 ０　 ０　 ０　 ０

籍箕滩遗址 ０ √ ０　 ０　１１７　４５２　１４　 ０　 １１　 １　 ７　 ２　 ０　 ２１　 ０　 ０　 ０　 ０

马鞍山遗址 ０　 ０　 ０　 ０　３３８ √ ４０　 ０　 ２６　 ０　 １８　 ４　 ０　 １０　 ０　 ０　 １　 ０

尉家小堡遗址 ０　 ０　 ０　 ０　 １３　１７　１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于家沟遗址第３ｂ层 ０　 ２　 ０　 ０　 ８８　９７　８６　 ０　 ８　 １　 ０　 ９　 ０　 ０　 ０　 ０　 １　 ８

凤凰岭遗址 ０ ０ ？ √ √ √ ？ ？ √ ？ ？ ？ ？ √ ０ ０ ０ ０

石峡口第１地点 ０　 ０　 ９　 ０　 ５　 ４８　 ７　 ０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下川流水腰地点上文化层 ０　 １１　 ３　 １９　 ０　 ３２　１６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薛关遗址 ０　 ０　 １９　５３　１９　１１０　１４３　０　 ２９　 ０　 ４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融
　
合
　
期

柿子滩Ｓ２９地点第１层 ０　 ０　 ０　 ７　 ０　１０９　５　 ０　 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柿子滩Ｓ９地点 ０　 ０　 ５　 ０　 ３　１４４　２４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柿子滩Ｓ１２Ｇ地点 ０　 ０　 ０　 ０　 ８　 ４８　 ８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柿子滩Ｓ１地点 ０　 ０　 ６５　６４　７９　５４５　２４０　０　 ４９　１２　２３　 ２　 ８　 ０　 ２　 ０　 ０　 ０

于家沟遗址第３ａ层 ０　 ０　 ２　 ０　 ９　 ７　 ５　 ０　 ３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李家沟遗址南区第６层 ０　 ２ ≤２２≤２２　０　 ３８　 ５　 ０　 ０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２

大岗遗址第４层 ０　 １４　 ９　 １９　 ０　 １４　１７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灵井遗址第５层 ０　 ０　 ７８　 ３　 １　１８７ √ ０ √ ０ √ √ √ ０ ０ ０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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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三

分
　
　
期

遗址（文化层）
石
叶
石
核

石
叶

细石核

锥
柱
状

船
形

楔
形

细
石
叶

端
刮
器

石
核
刮
器

尖
状
器

石
镞
石
矛
头

雕
刻
器

钻
琢
背
刀

锛
状
器

磨
盘
磨
棒

磨
制
石
器

磨
制
骨
角
器

陶
片

分
　
化
　
期

柿子滩Ｓ５地点第１层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于家沟遗址第２层 ０　 ３　 ３　 ０　 ０　 ２３　 ４　 ０　 ２　 ４　 ０　 １　 ０　 ０　 ３　 ８　 ７　 ２７

李家沟遗址李家沟文化层 ０　 ０　 １　 １　 ０　 １２　 ２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９　 ０　 ０　２７０

南庄头遗址第５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０　 ２２　４４

东胡林遗址 ０　 ０　 ７１　 ０　 ５１　６２９　１３０　０　 ４５　 ２　 １７　 ９　 ０　 ０　１３８　３５　 ０　 ６０

水洞沟第１２地点 １　３０１　４５　 ０　 ３１　１３３１　２６　 ０　 ２　 ０　 １０　２７　 ０　 ０　 ２　 ６　 １３　 ０

转年遗址第４层 ０ ０ √ ０ √ √ √ ０ √ ０ √ ０ ０ √ √ √ ０　 ７０

　　＊“√”表示存在但数量不明，“？”表示不详。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ＬＡＤ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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