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青藏高原史前考古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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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在全球史前考 古 学 中
，
青 藏 高 原 无疑是 一 个有趣 的 研 究 单 元

，

“

青 藏 高 原 史 前 考 古
”

也 成

为
一个快速发展 的研 究领域 。 近 十 年 来

，
随 着越来越 多 的 研 究 者 参 与 其 中

，
青 藏 高 原 史 前考 古取得

惊人进展 。 文 章 依据最 新考 古发 现 与 研 究
，
对拓 殖青 藏 高 原 、 续 旧 石器 时代 的 狩猎采 集者 、 青 藏 高

原 东 部 的 粟作猎人 、 早 期 金属 时代 的 定居 点 和 墓葬 等 重 大 问 题做 了 筒 要 评述
，
并提 出

：
人 类进 入青

藏高 原 的 时 间 不 晚于 距今 １ ６ 万年前
，

而且可 能 通过不 止 一 条路 线
；

至 少 从 距 今 １ 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年 前 的

全新世早 期
，
青 藏高 原 就被狩猎采集者 长 期 占 据

；
从 距 今 ３ ０００ 年 前 开 始

，
随 着 大 麦 和牦 牛 的 驯 化

，

人 口 流 动 性逐渐增加
，
牧 业 大规模扩 展 到 高 原 边缘

，
青 藏 高 原 出 现 了 长 距 离 贸 易 网 络 、 巨 型定 居 点

和社会分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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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刖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
，
由 于高海拔 、 低氧气和低生物产量

，
传统上被认为是人类

生存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之一 。 人类何时 、 从何处进入青藏高原并长期生活在海拔 ３０００ 米 以上 的地

区
，
进而在 ７ 世纪左右发展 出在欧亚大陆具有深远政治 、 军事和宗教文化影响 的地方政权 ，

仍然是

世界考古学中理解最不充分的问题之一 。

？ 由 于考古研究起步较晚和环境给 田野工作带来的挑战
，
青

藏高原地区的考古记录仍然非常稀少 。

近十年来
，
随着 中 国考古学的显著进步和 国家对边疆地区 的关注

，
越来越多 的考古学家参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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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区的 田野考古中 。 西藏 自 治 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力量 日 益壮大
，

区外诸多考古研究机构

也积极参与其 中
，

田野覆盖面和研究深度显著提升
，
许多激动人心 的考古新发现层 出 不穷

，
重要研

究成果也频繁见于国际刊物
，
为我们理解青藏高原早期文 明历程提供 了诸多新见解 。 尽管 已有若干

中外学者就近期青藏高原史前考古领域提供了综述性 回顾
，
但都存在不 同程度的视角偏差 。 基于此

，

本文将对新时代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研究的进展作最新 回顾 。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以来
，
随着对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兴起

，
学者们注意到 了青藏高原上早期人

类活动的线索 。 据不完全统计 ，
仅在西藏 自 治 区就记录 了２００ 多个石器地点

，
其 中最高海拔达到

５２００ 米 。

？ 然而
，
其中大部分都是地表采集

，
石器组合年代一直存在争议 。 在过去 的十年 中

，
考古

学家在青藏高原进行 了更广泛的实地调查
，
发掘并确认了

一些 旧石器时代的遗址
，
从而提供 了青藏

高原 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第一批证据 。

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是距今 １ ６ 万年前的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
，
将高原上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到 了 中

更新世
，
也提示出丹尼索瓦人可能是最早 出现在青藏高原的人类 。

？ 尽管化石 已经失去 了其考古背景
，

但研究人员 已证实
，
这块化石来 自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 ３２８０ 米的甘加盆地的 白石崖洞 。 在此处的发掘

工作还揭示出
，
该遗址牵涉多个古代人类 占据时期 。 研究人员 对化石 中 的碳酸盐结核进行 了光释光

（
ＯＳＬ

）
测年

，
结果约为 １ ６ 万年 。 根据化石的形态和从臼齿中提取的古蛋 白质鉴定

，
这些化石被归属为

丹尼索瓦人 。 随后的沉积物 ＤＮＡ 分析也证实 了丹尼索瓦人的归属正确 。

？ 尽管从沉积物中提取的 ＤＮＡ

的地层年龄 （
４ ． ５ 万年 ） 与化石本身的地层年龄 （

１６ 万年 ）
不同

，
但这项研究表明

，
丹尼索瓦人至少在

１６ 万 ４ ． ５ 万年赃 白石崖洞活动
，
这是对丹尼索瓦人地理范围的一个重大更新 。 然而 ，

由于对牙齿属性

的分类存在争议
，
以及该遗址的人工制品 尚未公布

，
因此无法推测该遗址在人类 占领的区域系统中的作

用 。

④ 有学者认为这些人群可能主要在周围的低地地区活动
，
他们可能只在高海拔地区短暂停留 。

另
一个重要的 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为尼阿底遗址 。

２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８ 年间
，
由 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与西藏 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发掘 。

？ 该遗址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色林错湖盆地
，
海

拔高达 ４６００ 米
，
自然环境条件恶劣

，
气候干燥寒冷

，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 该

遗址揭露出 了３ 个地层
，
深度近 １ ．７ 米 。 根据石器组合 、 地层堆积和年代学数据

，
发掘者认为第 ３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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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青藏高原史前考古新进展

是最早和最主要的原生堆积
，
而第 １ 和第 ２ 层是第 ３ 层被扰动的结果 。 结合碳十 四和光释光测年 ，

该

遗址的年代为距今 ４ 万 ３ 万年 。

①
３ 个地层 中总共出 土３６ ８ ３ 件石器

，
其 中 只有 ３ ３６ 件石器来 自第 ３

层
，
占总数不到 １ ０％

。 所有的石器都是用遗址附近 山坡上暴露的黑板岩制作 的 。 对
一些考古学家而

言
，
这看起来 比 白石崖的考古证据更令人信服 。

？ 尼 阿底遗址石器工业 中最受人瞩 目 的是石叶技术
，

这与青藏高原上常见的细石叶技术 明显不 同 。 研究人员认为 ，
尼 阿底石叶技术与高原东北侧 的水洞

沟 、 阿尔泰山 的喀拉博姆 （
ＫａｒａＢｏｍ

） 等遗址发现的石叶工业相似 。

＠ 然而
，
尼阿底遗址位于青藏高

原腹地
，
与上述遗址相距甚远

，

且被高原北部的 山脉和沙漠隔开
，
很难考虑它们之间 的长距离迁移 。

此外
，
尼阿底遗址的石叶工业主要是采用棱柱形石叶技术

，
台 面的预制非常有限

，
与典型 的 ＩＵＰ 工

业组合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
其技术来源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索 。

三
、 续 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

现有的考古学证据表 明
，
在末次冰期最盛期 （

ＬＧＭ
，２７ １９ｋａ ＢＰ

）
之后

，
特别是从大约距今

１ ４６００ 年前 （
江西沟 １ 号遗址 ） 到距今 ３０００ 年前 （加 日塘遗址 ） ，

细石叶技术从中国北部传播到几乎整

个青藏高原 。 以卡若遗址为基准
，
我们根据生存经济的情况

，
大致将细石叶技术分为早晚两个时期 。 在

早期
，
石器组合以细石叶技术为主

，
同时还有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

，
某些遗址显示了对野生动物资源的

使用
，
但对植物的使用证据有限

，
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

“

续旧石器时代
”

（
Ｅ
ｐ

ｉ

ｐ
ａｌｅｏ ｌ ｉ ｔｈｋ ：

） 。

④

目前已有十余个遗址 （ 如 １ ５ １ 号遗址 、 黑马河 １ 号 、 江西沟 １ 号和江西沟 ９３ １ ３ 号 ） ，
经过发

掘并确认为原地埋藏 。 利 用各种绝对测年技术
，
多个包含细石 叶地点 的 主要 占据期被确定为距今

１ ５０００ １ ３０００ 年
，
这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上最早的细石叶器技术记录 。

⑤ 高原东部的其他遗址可 以

追溯到全新世早期到 中期
，
大部分集中在距今 ８ ０００ ７０００ 年左右

，
如拉乙亥和参雄嘎朔等 。 有学者

将上述遗址中发现的灶 、 石器和动物骨骼等遗迹遗物解释为不 同 的狩猎和采集活动模式的证据 ，
并

研究 了该地区的狩猎采集者 占据系统和 区域间 的相互作用
，
认为此时期 的狩猎采集者 的土地利用模

式显示 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 例如
，
在青海湖周 围的黑马河 １ 号 （

１ ３ ４４０ １ ２４ １ ０ｃａｌ ＢＰ
） 、 江西沟 １ 号

（
１ ４９２〇 Ｍ２〇０ （ ： ａｌ ＢＰ

） 和江西沟 ９３ １ ３ 号 （
１ ５０５ ８ １ ３ ９７ ５ （ ： ａｌ ＢＰ

） 等遗址 ，
少量的灶坑 、 动物骨

骼和石器意味着这些遗址是临时狩猎营地 。
１ ５ １ 号遗址 （

１ ５４００ １ ３ １ ００ｃａｌＢＰ
） 有大量的动物骨骼 ，

表明该遗址可能被用于加工动物 。 黑马河 ３ 号遗址 （
８５４０ ８ ３６９ｃａｌＢＰ

）
—直是人们短暂停 留 的小

营地
，
而共和盆地的拉乙亥遗址 （

６７４５ ± ８５ＢＰ
） 可能是

一个大型 的大本营
；

？ 通天河流域的参雄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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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遗址 （
８ １ ７ １  ７ １ ６０ｃａｌＢＰ

） 被解释为
一个石器制造遗址？

，
其主要 目 的是生产细石叶

；
较为特殊的

是江西沟 ２ 号遗址 （
９ １ ００ ５９５ ０ｃａｌＢＰ

） ，
包括细石叶 、 动物骨骼和陶器 ，

该遗址的上层可能与全新

世中期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扩张有关 。

？

旅行成本模型 、 黑曜石示踪和遗址位置的 民族考古学模拟表 明 ，
狩猎采集者在低地和高原之间

可能发生过长距离的季节性迁移 。

＠ 这些地点可能是 旧石器时代觅食系统的多个站点
，
为人类在高海

拔地区的拓殖提供了基础 。 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 ，
高原和低地相连

，
横断山脉地区点缀着河谷

，
低

地河谷的生物生产力 、 野生动物多样性和水资源相对丰富 ，
为青藏高原 中部和北部的高海拔地区提

供了通道
，
有助于全新世早期 的狩猎采集者在高原和低地平原之间形成独特的 占据系统 。

？

然而
，
在高原西部地区

，
西北部的昆仑山和喀喇 昆仑 山 以及南部的喜马拉雅山 阻碍 了 高原人 向

周 围低海拔地区的 自 由流动 。 该地区的地形 以极高的 山峰和平坦的高 山荒漠草原为主 。 自 １ ９９２ 年进

行大规模的文物普查 以来
，
该地区 已经发现 了２０ 多处石器遗址 。 其 中大部分集中在狮泉河 以北 的阿

里高原西北部的沙漠和象泉河流域上游南部的札达盆地 。

？ 但是这些区域只有地表采集
，
没有进行过

考古发掘
，
关于该地区人类活动的确切年龄和模式仍不清楚 。

近年来
，
随着考古学家对青藏高原西部石器遗址的重新审视

，
在夏达错 、 曲松果 、

且热 、 梅龙达普 、

丁仲胡珠孜等地确认了史前人类活动的原始堆积 。 碳 １４ 测年证实这些遗址的年代集中在距今 １ １０００ ８０００

年
，
为探索这一时期高原人类活动的规律提供了宝贵的新证据 。 其中 ，

最重要的是夏达错遗址 。

夏达错遗址位于海拔 ４６８ ３ 米的第二台 阶上
，
最重要的 占据期 的年代在距今 ８９００ ８５００ 年 。 这是

在阿里地区首次确认的具有原始堆积的湖泊狩猎采集者遗址
，
也是阿里地区年代最早的考古遗址 。

在 ２０２０ 和 ２０２２ 年两个发掘季节
，
发现 了近 ５ ０００ 件石器

，
包含大量细石叶和动物骨骼 。 石器主要原

料是该地区原生的灰黑色硅质岩石
，
还有一些外来材料

，
如黑曜石 。 其 中 出 土的 ５ 枚穿孔石针是青

藏高原最早的磨制石器的记录
，
也显示 了在高寒环境下史前先民的御寒技术的创新 。

从有限的考古发掘材料 中可 以看 出
，
这一时期 的狩猎采集者对高原西部地区 的地貌 、 岩石 、 水

和动植物等关键资源有一定的 了解
，
可能在不 同 的地貌单元

，
如河谷 、 湖泊 、 山脉和洞穴来安排高

原上的狩猎采集生计 。 来 自几个遗址的黑曜石表明
，
这一时期 的狩猎采集者 中可能存在一个复杂的

社会网络交流系统 。 此外 ，
旅行成本路径的模拟结果 以及周边考古证据 中缺少细石叶技术的事实表

明
，
青藏高原西部的狩猎采集者不太可能利用后勤移动和季节性模式来开发周 围 的低地 。 这

一时期

高原西部的狩猎采集者可能 已经在高原上形成 了永久性 占据高原景观的模式
，
在考古学 中看到诸多

分布于不同景观中的小型遗址
，
应该是在高原上永久 占据的生存策略中 的某些组成部分 。

①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四川大学考古系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院 ： 《 青海玉树州参雄 尕 朔遗址 ２０ １ ３ 年发 掘简报 》 ， 《 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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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青藏高原史前考古新进展 ？

５
？

这些遗址所代表的续旧石器时代可能持续到大约 ６０００ 年前 。 然而 ，
过渡到农业的时间仍然不清

楚 。 迄今为止
，
青藏高原早期农业的证据仍然较少

，
青藏高原东部卡若遗址的小米种植仍然是考古

记录 中最早的证据
，
时间不超过距今 ４ ８００ 年 。

？ 中美学者在江西沟 ２ 号遗址发现的 陶器残片
，
年代

约为距今 ６５００ 年
，
被认为是青藏高原考古记录 中最早的 陶器 。

＠ 可 以初步认为
，
随着青藏高原周 围

低地的早期农业定居点在 ６０００ ５０００ 年前左右的 出现和扩大
，
青藏高原周 围低地的狩猎采集者可能

已经接触到农业群体的食物生产技术
，
如种植农作物和驯养动物 。 在广 阔而多样的生态环境 中 ，

随

着青藏高原进入新石器时代
，
该地区的狩猎采集者和游牧者开始密集交往 。

四 、 青藏高原东部的粟作猎人

青藏高原上明确 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大多位于高原东部的甘青地区和川 西北高原 。 其 中 ，
大

渡河上游的刘家寨 、 哈休遗址和共和盆地的尕玛 台 、 宗 日 遗址的海拔在 ２８ ００ ３０００ 米左右
，

已属 中

高海拔区域 。

＠ 这些遗址 中既有马家窑风格的彩陶
，
也形成了本地风格的陶器

，
时代上都与马家窑文

化共存
，
多数都 出土黄河流域常见的粟黍

；
但在生业模式上

，
这些高海拔地区 的遗址 中狩猎 采集

经济发挥了较大作用
，
与低海拔地区的 同时期仰韶文化晚期 明显不同

高海拔地区 （
３ ０００ 米以上 ） 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很少 。 目前

，
卡若遗址和 昌都小恩达遗址是青藏

高原 ３０００ 米 以上地区确认的年代最早的两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 其中 ，
卡若遗址面积约 １ 万平方

米
，
保存完好

，
文化 内涵丰富

，
是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文化遗存 。 卡若遗址还被认为是青

藏高原上最早开始农业生产的遗址
，
对研究人类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过渡具有重要意义 。

卡若遗址位于澜沧江西岸 的一个台地上
，
距 昌都市区 以南约 １ ２ 公里 。 同

一时期 的另
一个小恩达

遗址位于澜沧江东岸
，
海拔 ３ ２２５ 米 。 卡若遗址已发掘 ３ 次

，
总发掘面积近 ２０００ 平方米

，
发现 了半山

地穴式房址 、 石建筑 、 灰坑 、 炉址 、 道路等各种遗迹 ，
出 土文物十分丰富 。

１ ９８ ５ 年
，
前两次发掘 的

成果 以专题报告发表 。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 １ ２ 年
，
西藏 自治区文物局和 四川大学考古系再次对卡若遗址进

行了小规模发掘
，
对遗址中挖掘 出 的粟类和麦类谷物

，
进行 了ＡＭ Ｓ 放射性碳测年

，
并将遗址的年代

重新定为距今 ４ ８００ ２８００ 年 。 遗址 的第
一和 第二 阶段 的 年代分别 为距今 ４ ８００ ４５００ 年 和 距今

４５００ ４０００ 年
，
此后遗址经历了大约 ５００ 年的空 白期

，
第三阶段的年代大约为 ３ ５００ 年前 。

？

最新的考古植物学证据表明
，
早在公元前 ２ ８００ 年

，
卡若就可能建立 了小米农业

，
可能还大量食

ＣＤＳ ｏ ｎ
ｇ ， Ｊ ． ａｎ ｄ （ ｒ ａｏ

，Ｙ ． ｅ ｔ ａ ｌ ．

 ，Ｆａ ｒｍ ｉｎ
ｇ

ａｎｄｍｕ ｌ ｔ ｉ ｒｅ ｓ ｏｕ ｒｃ ｅ ｓ ｕｂ ｓ ｉ ｓ ｔ ｅ ｎ ｃ ｅ ｉｎ ｔｈ ｅ  ｔｈ ｉ ｒｄａｎｄ ｓ ｅ ｃ ｏｎ ｄｍ ｉ ｌ ｌ ｅｎｎ ｉｕｍＢＣ
：ａ ｒｃ ｈ ａｅ ｏ ｂ ｏ ｔ ａｎ ｉ ｃ ａ ｌｅ ｖ ｉ

ｄ ｅ ｎ ｃ ｅｆｒｏｍＫａ ｒｕ ｏ

＂

 ，Ａ ｒｃｈ ａｅ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ａｎｄ Ａ ｎ ｔｈ ｒｏ
ｐ
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 Ｓ ｃ ｉ ｅｎｃｅ ｓ

 ，Ｖ ｏ ｌ ． １ ３
 ，２０２ １ ．

Ｃ２）Ｒｈ ｏ ｄ ｅ
，Ｄ ． ａｎｄ ｌ ｉ ａ ｉｖ ｉｎ

ｇ ，Ｚ ． ｅ ｔ ａ ｌ ．

 ，Ｅ
ｐ

ｉ

ｐ
ａ ｌ ｅ ｏ ｌ ｉ ｔｈ ｉ ｃ／ ｅａ ｒ ｌｖ Ｎ ｅ ｏ ｌ ｉ ｔｈ ｉ ｃ ｓ ｅ ｔ ｔ ｌ ｅｍ ｅｎ ｔ ｓａ ｔ

Ｑ ｉｎ
ｇ
ｈ ａ ｉ Ｌａｋ ｅ

， ＼ｖ ｅ ｓ ｔ ｅｍ Ｏｉ ｉ ｉ ｉ ａ

”

，

ｔ／ｏ ｉ ｚｍａ Ｚ

ｑ／

＇

Ａ ｒｃ ／ｉ ａｅ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Ｓｃ ｉ ｅｎｃ ｅ
，Ｖ ｏ ｌ ． ３４

，２００ ７
，ｐｐ

． ６００ ６ １ ２ ．

Ｃｉ ；Ｌｕ
， ｌ ｉ

，Ｌ ｏ ｃ ａ ｌｍ ｉ ｌ ｌｅ ｔｆａｒｍ ｉｎ
ｇ

ａｎｄ
ｐ

ｅ ｒｍａｎ ｅ ｎ ｔｏ ｃ ｃ ｕ
ｐ
ａ ｔ ｉ ｏｎｏｎ ｔｈ ｅＴ ｉ ｂ ｅ ｔ ａｎＰ ｌ ａ ｔ ｅａｕ

＂

 ，Ｓｃ ｉｅ ｎｃｅＣｈ ｉｎａＥａ ｒ ｔｈＳｃ ｉ ｅｎｃ ｅ ｓ
，Ｖ ｏ ｌ ． ６ ６

，２０２ ３
，

ｐｐ
． ４ ３ ０ ４ ３４ ．

④ 何锟宇 ： 《 马尔康哈休遗 址史前文化与生业 兼论岷江上游地区 马家 窑类 型 的生业方式 》 ， 《 考古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期
，
第

７ ２ ８ ２ 页
；

Ｚ ｈａｎ
ｇ ，Ｚ ． ａｎ ｄＣｈ ｅｎ

，Ｚ ． ｅ ｔ ａ ｌ ．

 ，
ｋ ｔ

Ｔｈ ｅ ｉｍ
ｐ
ｏ ｒ ｔ ａｎ ｃ ｅｏ ｆ  ｌ ｏ ｃ ａ ｌ ｉ ｚ ｅ ｄｈｕｎ ｔ ｉ ｎ

ｇ
ｏ ｆ ｄ ｉ ｖ ｅ ｒ ｓ ｅａｎ ｉｍａ ｌ ｓ ｔ ｏｅ ａ ｒｌ

ｙ 
ｉ ｎ ｈａｂ ｉ ｔ ａｎ ｔ ｓｏｆ  ｔｈ ｅＥ ａ ｓ ｔｅ ｒｎＴ ｉｂ ｅ ｔ ａｎ

Ｐ ｌ ａ ｔ ｅａｕａ ｔ  ｔｈ ｅ ＪＮ ｅ ｏ ｌ ｉ ｔ ｌｉ ｉ ｃ ｓ ｉ ｔｅｏ ｆ Ｘ ｉａ ｏ ｅ ｎｄ ａ
”

，Ｑ ｕａ ｔｅ ｒｎａ ｒ
ｙ

Ｉ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Ｖ ｏ ｌ ． ５ ２９

，２０ １ ９
，ｐｐ

． ３ ８ ４６
 ；Ｌｕ ， ｌ ｉ

，Ｌ ｏ ｃ ａ ｌｍ ｉ ｌ ｌ ｅ ｔ ｆａ ｒｍ ｉｎ
ｇ

ａｎｄ
ｐ

ｅ ｒｍａ

ｎ ｅ ｎ ｔｏ ｃ ｃ ｕ
ｐ
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ｎ ｔｈ ｅＴ ｉｂ ｅ ｔ ａｎＰ ｌ ａ ｔ ｅ ａｕ

＂

 ，Ｓ ｃ ｉ ｅｎｃｅＣｈ ｉｎａＥａ ｒ ｔｈＳｃ ｉｅ ｎｃｅ ｓ
，Ｖ ｏ ｌ ． ６６

，２０２ ３
，ｐ ｐ

． ４ ３ ０ ４ ３４ ．

⑤ 西藏 自 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 四川大学历史系 ： 《 昌都卡若 》 ，

北京
：
文物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５ 年 。

⑥Ｓ ｏ ｎ
ｇ ， Ｊ

． ａｎ ｄ （ ｒ ａｏ
，Ｙ ． ｅ ｔ ａ ｌ ．

 ，Ｆａ ｒｍ ｉｎ
ｇ

ａｎｄｍｕ ｌ ｔ ｉ ｒｅ ｓ ｏｕ ｒｃ ｅ ｓ ｕｂ ｓ ｉ ｓ ｔ ｅ ｎ ｃ ｅ ｉｎ ｔｈ ｅ  ｔｈ ｉ ｒｄａｎｄ ｓ ｅ ｃ ｏｎ ｄｍ ｉ ｌ ｌ ｅｎｎ ｉｕｍＢＣ
：ａ ｒｃ ｈ ａｅ ｏ ｂ ｏ ｔ ａｎ ｉ ｃ ａ ｌｅ ｖ ｉ

ｄ ｅ ｎ ｃ ｅｆｒｏｍＫａ ｒｕ ｏ

＂

 ，Ａ ｒｃｈ ａｅ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ａｎｄ Ａ ｎ ｔｈ ｒｏ
ｐ
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 Ｓ ｃ ｉ ｅｎｃｅ ｓ

 ，Ｖ ｏ ｌ ． １ ３
 ，２０２ １ ．



？

６
？ 中 国藏学 ２０２ ３ 年第 ３ 期 （ 总第 １ ５ ８ 期 ）

用 了藜科植物 。 距今 ３５ ００ 年左右
，
在卡若出现少量小麦

，
标志着麦作农业的传入 。 然而 ，

对于粟黍

是在当地种植还是交易存在争议 。 基于生态位模型
，

Ｄ
’

Ａ ｌ

ｐ
ｏ ｉｍ Ｇｕｅｄｅ ｓ 认为

，
即使在温暖的气候最佳

时期
，
卡若遗址也不可能种植黍

，
这些谷物可能是通过与低海拔地区的农民交换而来 。

？ 高海拔是早

期小米农民 向该地区扩张的一个障碍
，
狩猎采集者可能保持了竞争优势 。 也有人提出 了相反的观点

，

指 出在卡若遗址发现与小米种植有关的杂草
，
以及与马家窑文化南迁有关的几乎所有高海拔遗址都

有小米存在等证据
，
提出 了 卡若遗址存在种植小米的可能性 。

？ 另小恩达遗址的动物考古学资料表

明
，
这一时期猎人的猎物主要是小型偶蹄类动物

，
如麝鹿

，

且多是成年个体 。 这些证据表 明该遗址

存在多资源经济
，
包括农业 、 狩猎 、 捕鱼和采集的生存策略

，
与上述东北高原和 四川 西北部的 同 时

代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生存模式相似 。

＠

考古学家认为
，
卡若的物质文化与黄河 中上游 、 横断山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

特别是马家窑和

宗 日 文化密切相关 。

？ 然而
，
这些风格上的相似之处需要进一步论证 。 同时

，
许多学者认为

，
卡若与

克什米尔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若干相似之处 。 例如 ，
在克什米尔发现 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某些元素

，

如房屋结构 、 陶器装饰和穿孔石刀
，
不属 于印度河文化传统

，
而可能与青藏高原甚至 中 国 的黄河流

域有关 。

？ 这可 以解释为随着新石器时代食物全球化 网络的建立
，
青藏高原东部和西部之间可能 出现

了物质和技术的互动 。

总之
，
与其他时期相 比

，
我们 目前对高原上新石器时代化的进程 了解极为有 限 。 目 前可 以解释

的一个模式是
，
大约在距今 ６０００ ５０００ 年前

，
随着早期农业定居点在青藏高原周 围 的低地地区 出 现

和扩展
，
高原周边地区的狩猎采集者可能接触到 了农业群体的食物生产技术

，
如栽培 的作物和 驯养

的动物
，
促使他们在海拔 ３０００ 米 以上的河谷地区降低 了流动性 。 然而 ，

由 于高原的生态多样性
，
在

更高的高海拔地区
，
这一时期 的遗存面貌还不清楚

，
最近在玛布错和梅龙达普的发掘可能表 明 高原

新石器时代物质文化面貌的复杂的镶嵌特征 。

五
、 早期金属时代的定居点和墓葬

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学中
，
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

“

早期金属时代
”

，
用来指代 出现青铜器和

铁器的时代
，
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 １ ０００ 年至公元 ６ 世纪 。 目前看来

，
在青藏高原西部

，
新发掘 的

格布赛鲁墓地发现了可追溯到距今 ３６００ 年前的青铜器
；

？ 此外
，
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海拔 ３ ８ ００ 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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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青藏高原史前考古新进展 ？

７
？

宴尔龙墓地也发现 了 与朱开沟遗址相似 的草原风格 的青铜器
，
其年代可 以追溯 到大约公元前 １ ５ ００

年 。

？ 这两个遗址分别位于高原的东西侧
，
充分表 明至少在 ３６００ 年前

，
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先 民

就开始使用青铜工具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也是大麦首次被引入青藏高原的时间 。

？ 至于早期铁器
，
在

高原的多处墓葬中都有发现
，
目前而言

，
青藏高原西部最早 出 现铁器且年代较为确定 的时间应该不

晚于公元前 ５００ 年 。

＠ 虽 然 目 前 我 们 似 乎 可 以 将
“

早期 金 属 时代
”

分 为 青 铜 时 代 （
３６００ＢＰ

２５００ＢＰ
）
和早期铁器时代 （

２５００ ＢＰ 公元 ７ 世纪 ） ，
但 由 于考古材料的 区域性不平衡

，
我们 目 前仍

然建议使用
“

早期金属时代
”

的 旧称 。

在雅鲁藏布江 中游地 区 已 经 系统发掘 的遗址大多位 于 山 前河谷 冲积扇 。 它们 主要包括 曲 贡

（
３４〇ＯＢＰ ３０００ＢＰ

）

？
、 昌果沟 （

３４００ＢＰ ３０００ＢＰ
）

？
和邦嘎 （

３０００ＢＰ ２２００ＢＰ
） 。

⑥ 这３个遗址相距不

远
，
从出土的物质遗存来看

，
它们属于 同一个文化传统 。 该地区公元前两千纪后半期最独特的物质

标志是精心制作和带有复杂装饰的磨光陶器
，

？ 主要 以早期 曲贡和 昌果沟遗址为代表 。 然而 ，

正如最

近发掘的邦嘎遗址所见证
，
该地区的物质文化在公元前 １ ０００ 年早期经历了一个重大转变

，
在器物上

的指征就是细石器 、 磨制石器和磨光陶器的逐渐退场 。

这一物质变化也反映在植物组合的模式上 。 来 自 曲贡和 昌果沟遗址 的古植物学证据表 明
，
从距

今 ３ ４００ 年前到距今 ３ ０００ 年前
，
该地区驯化的作物包括从黄河流域驯化的粟黍和从近东驯化的大麦 、

小麦和豌豆
，
在一些遗址还包括荞麦 。

？ 然而
，
在大约距今 ３０００ 年之后

，
以邦嘎遗址为代表

，
小米

似乎逐渐从这个地区的人类饮食中消失 了
，
取而代之的是以大麦为主的作物结构 。

？ 在邦嘎发现的 巨

型磨盘表明
，
大麦可能被磨成了粉食用

，
这不禁让人想到今天在青藏高原最流行的独特的麦作 的粉

食传统 糟粑 （ 炒过的大麦磨粉与水或酥油茶混合 ） 。 这种粉食传统很可能是与西南亚的农作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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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的动物一起传入青藏高原的 。 根据对 曲贡和邦嘎遗址动物考古 的研究
，
这一时期该地区 的 主要

驯养动物是绵羊和山羊
，
可能还有黄牛和牦牛 以及他们的杂交种犏牛 。

？ 在河谷遗址附近的高 山牧场

上也发现 了这一时期 的牧业活动痕迹 。 这些转变都在提示
，
距今 ３０００ 年之后

，
高原先 民的经济生活

发生 了重大转变
，
农牧业的成分空前增加

，
人员 的流动性也可 以说前所未有 。 也大体从这一时期开

始
，
青藏高原明显与 中亚山 区的文化交流 网络的关系愈发密切 。 比如公元前 １ ０００ 年

，
在该地区 的墓

葬中发现 了一些 中亚风格 的带柄铜镜？和带流陶器＠
。 虽然 中部 区域经过系统发掘 的遗址点依然很

少
，
许多墓葬材料也没有被公布

，
但可 以预见这个地区的文化发展肯定 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

由 于考古工作的地理不平衡
，
这一时期 的考古发现大多集 中在青藏高原西部地区 。 尤其 以象泉

河流域的早期墓葬最为集中
，
如皮央东嘎墓地？

、 格布赛鲁？
、 桑达隆果？

、 故如 甲木 、 曲踏？
。 出土

墓葬总数估计近 ２００ 座
，
这些墓葬中最常见的是带墓道的竖穴洞室墓

，
这也是西部地区 的主要墓葬

类型 。

？ 此外
，
还有地表可见的石堆墓 、 竖穴石室墓 、 石棺墓等 。 从时间上看 ，

以格布赛鲁为代表的

石棺墓葬是最早的
，
其他墓葬类型大致上是并存的 。 此外 ，

近期在靠近 中尼边境的仲 巴县海拔高达

５０００ 米顶琼洞穴发现了一个大型洞穴丛葬墓 （ 公元前 ３ 世纪 公元 ３ 世纪 ） ，
延续年代近 ６００ 年

，
人

骨和动物骨骼数量巨大
，
是这一区域独特的葬俗 。

＠ 遗憾的是
，
属于这一时段的聚落遗址较少被发

现 。 只在皮央东嘎遗址群中发掘 了 ３ 个小型建筑聚落
，
年代与墓葬 同时

，
揭示 出这些墓葬的居 民就

生活在附近
；
而在象泉河上游的 山顶上

，
有一个大规模 的 防御性遗址 卡尔东

，
其年代也与其山

脚下的故如 甲木墓地有着高度重合 。 这说明 当时既存在高等级墓葬 ，
也存在军事性的大型 中心聚落 。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

至少在公元前 ２００ 年至公元前 ６００ 年期 间
，
青藏高原西部 出 现 了具有更优越

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特定人群
，
卡尔东遗址的大量建筑 （ 包括祭祀建筑 ） 就是证明 ，

？ 而那些高级

物品 的流通和丰富的随葬品是这些墓葬 中最引人注 目 的特征 。 在大多数墓葬 中都发现 了具有强烈地

域特色的典型陶器和数量丰富的青铜器 、 铁器 、 木器 、 丝绸 、 金面具等 。 令人惊讶的是 ，
这些遗物

几乎 同时 出现在从印度西北部和青藏高原西部到尼泊尔 中北部一个十分广 阔 的喜 马拉雅高 山 区域
，

如在故如 甲木 、 曲踏和桑达隆果的墓葬中 出土 了大约 １ ０ 个金面具
，
在印度西北部和尼泊尔 的木斯塘

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面具 。

？ 在青藏高原西部的竖穴洞室墓和尼泊尔木斯塘地区的洞穴墓中发掘 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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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青藏高原史前考古新进展 ？

９
？

饰精美的木箱棺材
，
可能来 自塔里木盆地的南缘 。 青藏高原西部墓葬 中发现的丝绸 、 木制 品 、 草篮

子 、 珠子和茶叶来 自塔里木盆地南缘或南亚的 印度洋地区
，
表 明喜马拉雅地区与 中亚和南亚地区 的

密切联系 在青藏高原西部和印度西北部的墓葬中 出土了几乎相 同 的陶器
，
更有可能是陶器跟随人

们的移动而移动 。

？ 最近对木斯塘葬地的古 ＤＮＡ 研究表明
，
这一人群的基因组来源与青藏高原 中部

一致
，
表明这一时期贸易和移民的扩大 。

＠

六 、 结 语

在全球史前考古学中
，
青藏高原无疑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单元

，

“

青藏高原考古
”

也成为一个快速

发展的研究领域 。 然而 ，
青藏高原地域辽阔

，
环境险恶

，
考古工作 困难重重

，
我们 目 前对考古遗存

的 了解并不全面
，
时空分布也不均衡

，
尚无法建立起当地的考古年代框架 。 值得注意 的是 ，

近 十年

来
，
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到这一领域

，
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学取得 了惊人的进展

，
出 现 了

一

系列重大发现和研究进展 。

一些研究为 了 满足顶级 出 版物 的故事性需求 声 某种程度上调高 了
“

修

辞
”

色彩
，
但这些暂时性的结论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学证据来检验

，
不能被视为定论 。 目 前

，
我们可

以肯定的是
，
人类进入青藏高原的时间不晚于距今 １ ６ 万年

，
而且可能不止一条路线 。 至少在全新世

早期
，
青藏高原就被狩猎采集者长期 占据 。 从大约距今 ３０００ 年开始

，
随着大麦和牦牛的驯化

，
人 口

流动性逐渐增加
，
牧业大规模地扩展到高原的边缘

，
出 现 了长距离 的贸易 网络 、

巨 型定居点和社会

分层 。

可 以预见
，
未来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学将继续 由 中 国考古学家绝对主导

，
国际学术界对青藏高

原史前考古的热情也将不断高涨 。 在这种情况下
，
特别需要扩大考古 田 野调查和发掘 的地理覆盖面

，

更准确地确定不同时期 的考古遗存
，
并积极推动多学科方法的整合

，
特别强调区域尺度的环境变化 、

遗址尺度的动植物资源利用 的特殊性
，
并致力 于研究高海拔适应与经济转型 、 文化景观利用和社会

政治发展之间 的关系 。

［ 本文责任编辑 央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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