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江口库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初探
———以近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考古新发现为例

摘要：近十余年间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国内多家考古单位在丹江口库区抢救性发掘并报道了
一批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本文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石制品属性进行分类统计和系统分析，发现从早
更新世晚期较晚阶段至晚更新世晚期，该区域存在“砾石石器工业”“石片石器为主、砾石石器为辅
工业”“砾石石器为主、石片石器为辅工业”和“石片石器工业”四类遗存，并在一定程度上指示了人
群的迁徙与文化的交流。通过对该区域旧石器文化的分析和比较，对了解南方旧石器文化的发展演
变、探讨南北方旧石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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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丹江口库
区陆续有许多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被发
现，如梅铺龙骨洞牙齿化石[1]、淅川人牙齿化
石[2]、郧县人遗址[3]、郧西白龙洞遗址[4]、丹江口
跑马岭地点、毛家洼地点[5]、后山坡地点 [6]、伏
龙观遗址[7]、连沟遗址[8]、三浪滩遗址[9]等。而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中的两次专题
调查[10]及之后的抢救性发掘（图一），则是近年
来该区域重要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目前
为止，上述工作已发表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张
森水先生论述了覆盖该区域在内的南北方主
工业问题[11]；王幼平先生对汉水上中游地区旧
石器时代遗存进行系统研究，指出该地区早
期及晚期分别为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并对
相关特征进行了总结[12]。近年来，部分学者通

过发掘简报及硕士、博士论文等形式，将抢救
性发掘各遗址/地点的遗存进行了详细报道，
对遗存所涉及的南北方主工业、南北方主工
业融合性问题也有一定的讨论[13]，但受报道重
点和研究方向的影响，相关讨论比较有限，库
区旧石器文化的综合研究也相对薄弱。

本文立足于丹江口库区南水北调抢救性
发掘项目已发表的旧石器考古材料，在以往
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在对区域地质、地貌背景
进行系统梳理的前提下，重点分析丹江口库
区内十堰市丹江口市、郧阳区（原郧县）和南
阳市淅川县新发现的旧石器遗存；进而讨论
该地区的石工业类型、南北方主工业及南北
方主工业融合性问题。

二、区域地质地貌

丹江口库区地质构造复杂，但总体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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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各遗址/地点石制品尺寸示意图

图三 各遗址/地点石制品类型柱状图

图一 丹江口库区部分旧石器遗址/地点位置图
1.肖家河地点 2.郧县人遗址 3.后房遗址 4.滴水岩遗址 5.伏龙观遗址 6.黄家窝遗址 7.刘湾遗址
8.肖沟遗址 9.余嘴遗址 10.余嘴2号地点 11.黄家湾遗址 12.红石坎I地点 13.北泰山庙2号地点
14.水牛洼遗址 15.杜店遗址 16.双树遗址 17.北泰山庙遗址 18.果茶场II遗址 19.龙口遗址 20.彭
家河遗址 21.舒家岭遗址 22.毛家洼地点、跑马岭地点 23.连沟遗址 24.白渡滩地点 25.坑南遗址
26.双河一号地点 27.双河二号地点 28.马岭2A遗址 29.贾湾1号地点 30.宋湾地点

个背斜，地层的出露以古生代变质岩系最为
广泛，第三纪的红色岩系和第四纪的疏松沉
积物次之。侏罗纪棕红色粗砂岩与页岩、三叠

纪页岩和石灰岩出露最少，片
岩、石英岩、硅质灰岩、千枚
岩、砾岩、砂岩、泥岩等均可见
到。汉江河谷在该段（丹白段）
为峡谷-盆地相间的地貌。河
流经过地区，流向与岩层走向
平行或岩石疏松、软弱则形成
盆地，流向与岩层走向垂直或
岩石坚硬则形成峡谷。沿江可
见五级阶地，主要分为两类，
即以河流沉积物构成的冲积
层阶地和各种不同性质的岩
石上覆黏土或泥沙卵石层的
混合式阶地。冲积层阶地包括
形成于全新世—晚更新世晚
期的（高）河漫滩一级阶地；高
出河床10~15米、形成于晚更
新世的阶地平原二级阶地。混
合式阶地则包括高出河床30~

40米、形成于晚更新世早期—中更新世的三
级阶地；形成于中更新世—早更新世晚期的、
高出河床60~70米的四级阶地；形成于早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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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各遗址/地点石核类型柱状图

图五 各遗址/地点工具类型柱状图

图六 各遗址/地点工具毛坯类型示意图

世的、高出河床90~110米的五
级阶地。高河漫滩阶地和阶地
平原只分布在宽谷盆地中，而
三级和四级阶地则保存较为完
整，在该区域广泛分布。旧石器
时代遗址/地点大多分布在二级
阶地的后缘或三级阶地上[14]。

三、新发现遗存信息统
计及分析

对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
石核、石片、工具等各种属性的
研究可以反映一个遗址/地点的
石工业特点，那么对采用相似
研究方法的遗址/地点石工业属
性进行比较，应可以反映不同
石工业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丹
江口库区新发现的遗址/地点基
本属于旷野类型[15]，已发表了30
余处遗址/地点的简报或研究论
文，其中15个遗址/地点研究范
式基本一致（图二~六），本文从
这15个报道出发，对该区域的
旧石器时代文化面貌进行分
析。

本文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
统计类比的方法。首先，将这15
个遗址/地点报道中的石制品大
小、石制品类型、石核类型、工
具类型、工具毛坯类型几项石
制品属性进行收集和统计，并转化为百分比
数据，再分别对不同遗址/地点进行比较[16]。通
过上述几个项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遗址/地点在石制品尺寸上存在以小、中型为
主和以大、中型为主两类（图二）；部分遗址/地
点断块、残片占比较高（图三）；锤击石核基本
以单台面为主（图四）；工具有以砍砸器为主
和以刮削器为主两类（图五）；工具毛坯有以
砾石毛坯为主和以片状（石片及残片，主要为

石片）毛坯为主两类（图六）。然后，结合单、
双、多台面石核中的具体类型、石片类型、各
类工具的具体类型、各类工具刃缘的数量、片
状毛坯中石片及残片各自的数量、各类毛坯
加工的工具类型、工具加工方式、岩性等可以
从各方面反映石制品加工过程及结果的信
息，并考虑其所在阶地及地层特征，可将相关
遗存分为“砾石石器工业”“石片石器为主、
砾石石器为辅工业”“石片石器工业”“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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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为主、石片石器为辅工业”四个类型。
第一类，砾石石器工业。属于该类型的遗

存有彭家河遗址 [17]、刘湾遗址 [18]。工具以砍
砸器为主（56%~73%）、有一定的手镐、手斧
（20%~32%）。少量（8%~12%）刮削器，均为单
刃、且多为中型。不见尖状器（图五）。工具中
砾石毛坯占绝对多数，部分石核、断块毛坯，
少量片状毛坯（图六）。石核利用率低，石片处
于初级阶段。工具单向或双向简单加工。大、
中型石制品占绝对数量（图二）。埋藏于红褐
色黏土中。

第二类，石片石器为主、砾石石器为辅工
业。属于该类型的遗存有红石坎I地点[19]、果茶
场II遗址[20]，水牛洼遗址下层[21]。工具以刮削器
为主（59%~67%），且多为小型，部分砍砸器
（23%~41%），少量手镐、手斧（6%~20%），但手
镐、手斧、砍砸器占工具比例之和较高（34%~
42%），无尖状器（图五）。工具中片状毛坯多于
砾石、石核等毛坯类型（图六）。果茶场II遗址
手斧均以大石片为毛坯。石核利用率低，部分
交互剥片，均有砸击产品（图四）。石片多处于
次级阶段。工具加工简单，单向加工为主，但
部分交互加工。小、中型石制品为主（图二）。
石制品中石片占比较高（图三），部分达44%~
48%。石核有锤击和砸击两类（图四），可能有
碰砧产品存在。

第三类，石片石器工业。属于该类型的遗
存有水牛洼遗址上层[22]、杜店遗址I区[23]、黄家
湾遗址[24]、坑南遗址北区[25]、龙口遗址上层[26]、
宋湾地点[27]、肖沟遗址[28]、余嘴遗址[29]。工具以
刮削器为主（50%~77%），主要为小型。砍砸器
较少（0%~30%），无手镐，极少手斧或无（黄家
湾遗址、坑南遗址北区手斧为采集，余嘴遗址
手斧无法确定出土地层），均有一定数量
（10%~33%）的轻型尖状器（图五）。工具中片
状毛坯占绝对数量，占比超50%，部分达70%
以上，砾石、断块等毛坯较少（图六）。石核利
用率相对前两类工业更高，锤击石核虽仍以
单台面石核为主，但双台面及多台面石核占
比相对较高。多有砸击石核，部分占比较高

（图四）。石片多处于次级阶段，且形状多较为
规整。工具加工方式多样化，器类多样化，部
分加工精致。刮削器中双刃及多刃占比提高。
尖状器中有锥钻、雕刻器。小型石制品为主，
极少未过半，中型次之，多不见巨型（图二）。
石制品中断块、残片占比大都过半（图三）（该
类中黄家湾遗址较为特殊，多用断块加工刮
削器，但有尖状器，大型工具较少，所以归为
此类）。

第四类，砾石石器为主、石片石器为辅工
业。属于该类型的遗存有北泰山庙遗址[30]、舒
家岭遗址 [31]、杜店遗址II区 [32]、黄家窝遗址 [33]。
工具以砍砸器为主（约46%~64%），有一定的
手镐、手斧（13%~28%），较多刮削器（8%~
35%），大都有少量轻型尖状器（0%~8%）（图
五）。工具毛坯以砾石为主，片状毛坯其次（图
六）。石核利用率较第一类有所提升，但石片
的剥片程度仍不高。石片多处于次级阶段。工
具加工较为简单，修疤较大，但有部分精致
品，工具修理方式多样，且修理程度较第一类
精细。有一定的双刃和多刃刮削器。大型或
大、中型石制品占绝对多数（图二）。

综上，第一类和第四类遗存的石制品均
为大、中型为主，第二类和第三类遗存均以
小、中型石制品为主；除黄家湾遗址（仅2件石
核）、龙口遗址上层外，锤击石核均以单台面
石核为主；第二类和第三类遗存多有砸击产
品，第一类和第四类遗存仅杜店遗址II区有1
件砸击石核；第一类和第四类遗存均有手镐，
第二类和第三类仅果茶场II遗址有手镐；手斧
各类遗存均有，但第三类中手斧极少或无。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南水北调新发现旧石
器时代遗存的文化面貌。对照前文的分类，在
此对以上15处遗址/地点之外的、未统计的、标
本较少和研究范式不同的遗址/地点进行简单
分析。肖家河地点[34]工具中砍砸器、手镐、手斧
占绝对数量，仅1件刮削器，应属于第一类遗
存，即砾石石器工业；贾湾1号地点[35]、双树遗
址[36]、北泰山庙2号地点[37]石制品以小、中型为
主，以刮削器等石片毛坯的小型工具为主，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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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砸器、手镐、手斧等以砾石或大石片为毛坯的
大型工具为辅，应属于第二类遗存；后房遗
址[38]石制品以中小型为主，工具以石片毛坯为
主，极少砾石毛坯，应属于第三类遗存；滴水
岩遗址[39]、余嘴2号地点[40]工具以砍砸器等砾
石石器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刮削器，应属于
第四类遗存。白渡滩地点[41]、马岭2A遗址[42]、双
河一号地点[43]、双河二号地点 [44]、龙口遗址下
层[45]因工具较少或无法获取本文所需的对比
信息等原因，暂不做讨论。

四、分析与讨论

（一）南北方主工业问题
张森水先生曾对南北方主工业问题进行

探讨[46]。对比其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南北方主
工业在石制品大小、锤击石核、工具毛坯、工
具主要类型这四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这
些信息在近年来的报道中也均较为详细。因
此，判断一处遗存是属于南方主工业还是北
方主工业，先从前述的石制品大小等四方面
进行区分，然后再观察其在砸击产品，工具中
手镐、手锛、尖刃器、石锥、雕刻器、手斧、石球
等石工业特点方面的不同，对其归属进行进
一步确认，应可以有效地对相关遗存进行判
定。如果某一遗存的报道在石制品大小、锤击
石核、毛坯及工具主要类型四个方面的信息
均缺失，或工具较少且存在毛坯与石制品尺
寸矛盾的情况（即石制品以小、中型石制品为
主的应属于石片石器工业的遗存，其工具毛
坯却主要为砾石；反之亦然），那么对其归属
于南方主工业，还是北方主工业的判断应慎
重。相反，如果某些遗存的报道极为详细，那

么在判断其归属后，应更进一步比较不同工
业的相同之处、同种工业的不同之处，以剖析
相关石工业的发展变化。

因此，本文将该区域新发现的遗存划分
为四类。其中，第一类和第四类遗存应属于南
方主工业，第二类和第三类应属于北方主工
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属于北方主工业的
第二类遗存“石片石器为主、砾石石器为辅工
业”中有一定比重的砾石石器因素；而属于南
方主工业的第四类遗存“砾石石器为主、石片
石器为辅工业”中，石片石器因素也占一定比
重（表一）。
（二）遗存年代问题
根据阶地地质年代、埋藏地层信息以及

遗存特征的不同，可以对库区的旧石器文化初
步进行年代的推断。第二类遗存位于三级阶地，
参考双树遗址651-518kaBP的年代数据 [47]，
其年代应为中更新世早期偏晚阶段至晚更
新世早期。第三类遗存，其石片石器主导地位
已经较为明确，应晚于第二类遗存，且三级阶
地与二级阶地均有分布，参考后房遗址185-
85kaBP的年代数据 [48]，其年代应为中更新世
晚期较晚阶段或晚更新世早期至晚更新世晚
期。第一类遗存分布在四级和三级阶地，其显
示出的文化面貌较为古老，且基本无石片石
器因素，应早于第二类，其年代应为早更新世
晚期较晚阶段至中更新世早期。第四类遗存，
是以砾石石器为主的遗存，且二级及三级阶
地均有分布，其石片石器的因素较为明显，应
晚于第一类遗存，且不早于第二类遗存，其年
代上限应与第二类遗存相当，年代下限参考
滴水岩遗址距今8~1万年的年代数据[49]，其年

类型
属性

砾石石器工业
砾石石器为主、石片石器

为辅工业
石片石器为主、砾石石

器为辅工业
石片石器工业

石制品尺寸 大、中型为主 大、中型为主 小、中型为主 小、中型为主

工具毛坯 砾石毛坯为主 砾石毛坯为主 石片毛坯为主 石片毛坯为主

工具类型 砍砸器、手镐、手斧为主
砍砸器、手镐、手斧为主、
一定的刮削器、尖状器

刮削器为主、一定的砍
砸器、手镐、手斧

刮削器、轻型尖状器为
主、少量砍砸器

丹江口库区石工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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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范围则应为中更新世早期偏晚阶段至晚更
新世晚期。综上，即第一类遗存年代最早，第
二类和第四类遗存稍晚并有共存，第三类遗
存最晚并与第四类遗存有共存。
（三）石工业与人群间文化交流问题
该地区的“砾石石器工业”和“砾石石器

为主、石片石器为辅工业”，石制品均以大、中
型为主，工具毛坯以砾石为主，工具以砍砸器
为主，均有手镐，代表南方主工业的传统。该
地区的“石片石器为主、砾石石器为辅工业”
和“石片石器工业”，石制品以小、中型为主，
工具毛坯均以石片为主，工具以刮削器为主，
晚期则都有尖状器，是北方主工业在该区域
的表现。虽然该区域南北方主工业主要属性
是较为不同的，但在年代稍晚的“砾石石器为
主、石片石器为辅工业”中，明显存在一定的
小型石片石器，刮削器由年代更早的“砾石石
器工业”中的少量中型单刃刮削器转变为较
多的小型刮削器，且具有双刃和多刃刮削器，
并有一定数量的尖状器，这是南方主工业中
石片石器因素的变化。同时，北方主工业中的
“石片石器为主、砾石石器为辅工业”，以石片
毛坯为主，但其一定数量的砾石毛坯砍砸器，
以及用大石片加工手斧等大型工具的特点，
与晚期的石片石器工业也是不同的，这是北方
主工业中砾石石器因素的表现。另外，同属于
北方主工业的第三类遗存和第二类遗存也是
有不同的，除有少量砍砸器外，第三类遗存极
少有手镐或手斧等南方主工业的大型工具。

因气候冷暖交替变化，中国南北方动物
群向南或向北的迁徙，形成南北方动物群过
渡区[50]，丹江口库区正处于这个过渡区中。并
且，丹江口库区的石制品工业也兼具南北方
石工业的特点。这可能是因为南北方古人类
因气候的冷暖交替变化，追随动植物资源变
化而或南或北地移动，从而使该地区既有南
方主工业，也有北方主工业的存在。南北方人
群的交流，则使该区域的南方主工业遗存兼
具北方主工业的部分特点、北方主工业遗存
兼具南方主工业的部分特点，形成具有南北

方主工业融合性特征的遗存。

五、结语

丹江口库区旧石器文化遗存连续且丰
富，文化面貌多样，显示出砾石石器和石片石
器的互相影响与发展。早更新世晚期至中更
新世较早阶段，本地区是“砾石石器工业”。到
中更新世早、中期，“石片石器工业”吸收“砾
石石器”因素，形成“石片石器为主、砾石石器
为辅工业”。“石片石器工业”则存在于中更新
世晚期较晚阶段或晚更新世早期至晚更新世
晚期。另一方面，“砾石石器工业”在中更新世
早、中期吸收“石片石器”因素，表现为“砾石
石器为主、石片石器为辅工业”，并延续到晚
更新世晚期。因此，该地区从早到晚，南方主
工业遗存长期存在，而北方主工业遗存也并
非晚更新世晚期才出现在该区域。因人群迁
徙和交流，砾石石器工业和石片石器工业在
该区域表现为交融共存，而非更替，故而在不
同时期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南北方主工业
融合性特征石工业。

综上，丹江口库区有连续而丰富的砾石
石器遗存，对研究南方砾石石器工业发展演
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有众多不同时期、不
同特点的遗存显示出砾石石器与石片石器的
交融发展，暗示南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在该
区域的交流与互动，更突出该区域的遗存和
研究对研究南北方旧石器时代人群迁徙与文
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附记：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淅川坑南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
目编号18BKG009）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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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Report of Tombs M8 and M9 at the Xiaojiachong Cemetery in Zhongxiang City of Hubei
Province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Wuhan, Hubei 430077)
Jingmen Museum (Jingmen, Hubei 448099)

Zhongxiang Municipal Museum (Zhongxiang, Hubei 431900)
Abstract: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2022,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ang-

hai-Chongqing-Chengdu High-Speed Railway project, the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 collaboration with related museums, conducted a salvage excavation at the Xiaojia-
chong Cemetery. A total of 125 tombs dating to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were cleared up. Among
them, tombs M8 and M9 are double burials, with a husband and wife in separate graves, dating to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Given the size of the tombs and the nature of burial goods, we infer that the
occupant of tomb M8 held the status of a "shi" (a high-ranking official). These two tombs are of great
value in studying Chu-style burials of the Chu state as well as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Chu state
and the Wu Yue region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

Keywords: Xiaojiachong Cemetery; tombs of the Chu State;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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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Insights into the Paleolithic Assemblages Unearthed from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flections on Recent New Discoveries along the Middle Route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LI Jingya (Beijing 100044) (Beijing 100049) SONG Guoding, ZHAO Jingfang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In order to cooperate with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several Chinese
archaeological units have made rescue excavations in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area, revealing some
important paleolithic remains.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s, we identified four types of lithic tools (peb-
ble-tool-assemblage, pebble-tool-supplemented and flake-tool-oriented assemblage, flake-stone-supple-
mented and pebble-tool-oriented assemblage, and flake-tool-assemblage), which date to the late phase
of lower Pleistocene to the late phase of the Upper Pleistocene. We suggest that these classifications in-
dicate human mi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e argue that the Paleolithic lithic assemblages unearthed
from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are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Paleolithic cultures in
South China and the cultural contact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China during the Paleolithic Age.

Keywords: Danjiangkou Reservoir; Paleolithic; pebble tool assemblage; flake tool assemb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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