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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旧石器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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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近年来对青藏高原隆起的时间与幅度以及对邻近地区及全球性气候的影响等问题的认识逐渐深

入。在亚洲中部隆起的巨大高原山脉 ,不但改变了全球的气候系统 ,形成东亚季风气候区 ,也造成中亚及

邻近地区的干旱与沙漠化 ,在东西方之间形成天然屏障 ,阻碍早期人类基因与文化的交流。东亚地区古人

类文化的发展历程也清楚地记录了这种情况。本文拟通过对早更新世以来东亚与西方旧石器文化关系的

比较 ,初步探讨青藏高原隆起对东亚及整个旧大陆地区远古人类及其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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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横亘于亚洲中部的青藏高原及其北侧的巨大沙漠 ,将东亚与旧大陆西侧隔开 ,形成一个

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由于高山、高原及沙漠的阻碍作用 ,旧大陆两侧的文化面貌明显

有异。然而在历史上 ,尤其是在年代久远的更新世早期 ,青藏高原可能并没有今天这样的高

度 ,对两边古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 ,也没有晚期显著。关于青藏高原隆起的时间、幅度及其

对古环境的影响 ,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特别是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远古人类及其文化

发展的关系 ,更是史前考古学者所关心的问题 ,已经有很多文献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

讨[1 —3 ] 。

近年来青藏高原项目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 ,对高原隆起的时间与幅度以及对邻近地区

及全球性气候环境的影响等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入[4 ] 。关于旧大陆两边远古人类及其文化发

展的资料也积累得更多。这些新发现为深入认识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带来的环境效应对东亚

地区远古人类及其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拟对上述发现进行简要总

结 ,并从宏观角度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初步探讨。

2 　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影响

关于青藏高原隆起的时间与幅度 ,在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尚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

为高原隆起的时间应该较早 ,大约在距今 700 —800 万年或更早时 ,就已经达到和现代相似

的海拔高度[5 ] 。最近有学者提出亚洲内陆荒漠化至少起源于 2 200 万年前 ,并且也可能与青

藏高原的隆起相关[6 ] 。近半个世纪以来 ,众多中国学者为探索此问题进行了大量工作 ,对于



高原隆起及其带来的环境效应也有很多新认识[7 ] 。大量证据 ,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多学科合

作的研究成果显示 ,青藏高原隆起的时间及其对亚洲内陆干旱化的影响尽管可能很早 ,但在

比较晚近的第四纪 ,高原确实也经历了很强烈的抬升作用。而且上升的幅度及其对古环境

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8 ] 。

最新的研究显示 ,是经过晚新生代 3 次强烈的构造运动 ,青藏高原才隆升达到现在这样

的高度。这 3 次构造运动分别是 : 314 —117 百万年的青藏运动 ,111 —016 百万年的昆仑 -

黄河运动和 0115 百万年以来的共和运动[9 ] 。构造运动导致高原的不断隆升 ,在东亚与旧大

陆西方形成一道巨大的地理屏障 ,将东亚大陆分割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另一

方面 ,由于高原的隆起 ,更带来明显的环境效应 ,导致亚州季风系统的形成 ,甚至影响到全球

的气候变化 (图 1) 。

图 1 　晚新生代青藏高原隆升的阶段性与环境变化 (据施雅风等 ,2000)

The uplift of the Oinghai2Tibet Plateau and its effect on environmental changes (after Shi et al . ,2000)

3 　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发展的比较

近些年来 ,中国旧石器考古的新发现不断增多 ,特别是中国南方东部数百处不同时期的

旧石器时代露天遗址或地点的发现 ,增进了史前考古学界对中国大陆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与

更新世古人类适应模式的认识。根据新近发现的情况 ,有学者将中国旧石器工业的分布格

局概括为南北二元结构 ,即华南的砾石石器工业与华北的石片石器工业[10 ] 。也有学者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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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近些年来各地新发现的两面加工的大型尖状工具 ,并就此提出中国及东亚地区在旧石

器时代早期也不乏手斧工业的问题[11 ] 。这些新发现也为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发展模式的比

较提供了可能性。因此 ,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重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关系的讨论 ,尝试在

旧大陆的背景下来认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特点[12 —14 ] 。

有着 100 多年发展历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近些年来在旧大陆的西方 ,也不断有新的

进展 ,围绕着早期人类与现代人类起源问题所开展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成果尤为引人注目。

这些新的进展也给从整体考虑旧大陆人类演化与旧石器文化发展等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因

此 ,近来也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 ,对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整个旧大陆的远古人类

及其文化的演化模式展开讨论[15 —17 ] 。

311 　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

已有的发现说明 ,人类最早掌握的是石核 - 砍砸器技术 ,大约在距今 250 万年左右出现

在东非[18 ] 。最晚到距今 170 万年左右 ,携带这种技术的人类已经到达亚州。目前 ,西亚地

区两个最早含石核 - 砍砸器技术的遗址分别是以色列的乌比迪亚 (‘Ubeidiya) 和格鲁吉亚的

德马尼斯 (Dmanisi) 。乌比迪亚石核 - 砍砸器的时代大约为距今 140 万年左右 ,而后者则可

以早到距今 170 万年[19 ] 。大致在同时或更早 ,石核 - 砍砸器文化也发现于东亚地区。在东

亚地区属于早更新世的发现 ,从上个世纪 60 —70 年代开始就陆续有所报道。近年来在华北

的泥河湾盆地等则有更丰富的发现。东亚这一阶段的旧石器工业 ,从加工技术到石制品的

面貌 ,与东非及西亚的发现都很一致[20 ] 。

到距今 170 万年左右 ,阿舍利或称手斧技术首先出现在东非。阿舍利技术应该是在石

核 - 砍砸器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加工程序与要求的技术都要比后者复杂。这种

新技术也很快就传入西亚地区 ,在乌比迪亚及其他很多早更新世遗址都有发现。而且还有

证据显示 ,携带阿舍利技术的人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从非洲到达西亚。经过长期的居住适

应当地的环境之后 ,形成了西亚风格的阿舍利工业[21 ] 。

迄今为止 ,能够证明欧洲的早期人类及其文化遗存都晚于西亚。最早到达欧洲的可能

也是石核 - 砍砸器技术 ,已有的发现显示可能会超过 100 万年[22 ] 。阿舍利技术到达欧洲的

时代还要更晚。不过阿舍利技术在欧洲却得到了更好更快的发展[23 ] 。最早的阿舍利技术

在欧洲被称为阿布维利 ,与非洲早期阿舍利技术一样采用硬锤技术 ,加工简单粗糙。随着软

锤技术的使用 ,大量加工仔细、形态规整且带由地方特点的阿舍利产品在欧洲各地出现并流

行[24 ] 。

与阿舍利技术在旧大陆西方广泛流行与发展的盛况相比 ,东亚地区在此阶段则主要流

行的是石核 - 砍砸器技术。近年来在东亚地区包括华南、华北南部及朝鲜半岛 ,陆续都有两

面器发现的报道。但这些发现大多还是地表采集 ,在经过正式发掘 ,发掘面积很大 ,发现石

制品数量也很可观的遗址都还很少有发现。在东亚发现的两面器与西方的阿舍利技术也有

比较明显的区别 ,一般都是硬锤技术的产品 ,加工较厚重、粗糙 ,缺乏明显的软锤技术的产

品。这些情况至少说明 ,阿舍利技术在东亚地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与旧大陆西方旧石

器早期文化的发展过程有很明显的不同。

312 　晚更新世早期

晚更新世早期与传统分期方案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相当。此时在旧大陆西方 ,是莫斯特

技术盛行的阶段。从典型莫斯特文化发现地的西欧一直到西亚、北非 ,都有很典型的莫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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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流行。与这些地区相邻的中亚、南亚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虽然与典型的

莫斯特技术有或多或少的差别 ,但从整体来看 ,以预制石核技术 (包括勒瓦娄哇技术与盘状

石核技术)为标志的莫斯特技术 ,应该是旧大陆西方本阶段最突出的共同的文化特点[25 ,26 ] 。

与预制石核技术广泛流行的西方相比 ,在本阶段的东亚地区 ,还是应用前一阶段的石器

技术[27 ] 。华北地区继续是以石片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文化 ,以锤击技术为主体 ,直接剥片 ,

加工各类石制品。石制品整体有小型化的趋势 ,也有原始的盘状与柱状石核存在 ,如泥河湾

盆地的许家窑遗址的发现 ,但这些与典型的预制石核技术显然不是同一技术系统。华南地

区的石器技术也有所发展 ,出现形制规整 ,加工程序化的石器类型如湖北荆州鸡公山遗址发

现的大量尖状器。但就整体而言 ,此时华南仍属于砾石石器工业系统。与本地区早期的石

器工业一脉相承 ,而看不到预制石核技术的影响。

313 　晚更新世晚期

虽然新近的发现证明石叶技术出现的时间已经大大提前 ,但其真正广泛的应用与流行

还应该是晚更新世晚期的事情。石叶技术、细石叶技术以及骨、角器技术的高度发展 ,把整

个旧石器文化的发展推向最高峰。不过按石器技术发展的线索来追溯 ,此时的旧大陆两边

还是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区别。与西方的差别在华南地区表现的尤为清楚。按照遗传学者

的研究 ,华南应该是走出非洲的现代人到达东亚地区的第一站[28 ] 。然而到目前为止 ,在已

经发现的数量众多的晚更新世晚期或稍早的遗址中 ,见不到明显的来自西方的技术因素。

这里没有发现莫斯特技术、石叶技术和细石器技术。不典型的砾石石器技术与石片石器技

术 ,构成中国南方广大地区晚更新世晚期文化发展的主体。

与南方不同 ,华北、朝鲜半岛至日本等广大北方地区 ,则可以看到很典型的石叶与细石

器技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石叶工业的发现是宁夏灵武的水洞沟遗址。这里特殊石器技

术 ,从其刚被发现就受到关注。早期的西方学者认为其处于发达的莫斯特向奥瑞纳文化的

发展阶段[29 ] 。中国学者也倾向于将其视为文化交流的产物[30 ] 。到时代稍晚的细石器文化

的发展阶段 ,华北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现象则更明显 ,如华北与东北亚的楔形石核技术的广

泛分布 ,显然应与文化交流活动密切相关。

综合旧大陆两侧不同时期旧石器文化发展的情况 ,可以列表如下 :

4 　讨　论

比较图 1 和表 1 ,把早期人类及其文化的演化放在上新世末期以来旧大陆环境变迁的

背景下做整体观察 ,可以看到远古人类文化的发展与古环境的变化之间有很明显的相关性。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 ,东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发展在开始之初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以石核 - 砍

砸器技术为特色的石器工业 ,在旧大陆两边广泛的流行 ,暗示着此时东西方的交流可能还比

较方便。图 1 显示在更新世早期 ,青藏高原面的高度尚不足 2 000m。另据崔之久、施雅风等

的研究 ,此时在高原北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还只是零散的沙丘 ,从昆仑山口到华北的泥河湾

盆地 ,广泛分布着古湖泊[31 —32 ] 。古生物学的证据也说明早更新世的华北 ,气候仍较暖湿 ,适

宜早期人类生存。这种情况正好为东西方早期人类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很方便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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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亚与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文化的发展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Palaeolithic in East Asia and the west of the Old World

早更新末到中更新世之初开始 ,两边的文化发展明显出现分异。旧大陆的西侧逐渐成

为阿舍利文化的一统天下。尽管也有一些不含手斧的文化类型发现 ,但这些可能与遗址的

功能或原料的供应相关 ,从整体看阿舍利文化显然是西方旧石器早期非常鲜明的特色。但

在东亚地区则主要流行着石片或砾石石器工业 ,这两者从技术类型角度来看 ,都还应属于石

核 - 砍砸器技术的范畴。如前所述 ,尽管近些年来不断有关于手斧发现的报道 ,但无论是发

现的数量 ,还是加工技术 ,都与西方典型的阿舍利工业有比较明显的差别。

上述差别的出现 ,刚好与昆仑 - 黄河运动发生的时间吻合 ,这当不是偶然的巧合 ,而应

该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经过激烈的昆仑 - 黄河运动 ,高原隆升到 3 000m 以上 ,并且进入了

冰冻圈。这个高度不仅直接阻碍东西方的交流往来 ,还可能影响到行星风系的调整。这一

变化之大 ,可能带来了全球性气候变化即所谓的“中更新世的革命”[9 ] 。最直接的变化是塔

克拉玛干沙漠的连片形成 ,与西北至华北之间湖泊的消失 ,以及黄土堆积的加剧。其结果自

然是增加了东西方之间古人类及其文化交流的困难。所以两边的文化发展开始分道扬镳 ,

形成两种不同石器工业传统。东亚地区少量手斧等阿舍利技术因素的发现 ,也可能反映此

时东西方的交流并没有完全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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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差别最显著之时 ,当属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此时恰当共和运动

阶段 ,高原的高度已达 4 000m ,东西方的交通应更加困难。所以 ,当旧大陆西方 ,以预制石核

为特征的莫斯特工业取代了阿舍利 ,发展到顶峰之际 ,在东亚地区 ,却见不到莫斯特技术的

发展 ,而仍然流行着石片或砾石石器工业。两边的差别显然比前一阶段更大。

东西方文化交流得以恢复的阶段是晚更新世晚期 ,比较明显的事例是华北地区石叶与

细石器技术的出现。但此时的交流也难于直接跨跃青藏高原与中亚沙漠的巨大屏障 ,而是

当现代人已经出现 ,智力与技术都得以充分发展 ,绕经遥远寒冷的北方草原地带进入华北地

区。不过到目前为止 ,在华南地区则还是没有发现西方同期文化的影响。

综上所述 ,旧大陆两侧旧石器文化的发展道路经历了很明显的统一、分异、最后又趋于

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与远古人类自身的演化过程也相吻合[33 ] 。无论是旧石器文化 ,还是

远古人类本身的发展 ,在早更新世晚期至中更新世初以后 ,在东、西方之间 ,都出现了比较明

显的断裂或鸿沟。这一断裂或鸿沟的出现 ,无论是时间 ,还是地理位置 ,都显示出与青藏高

原及其隆起过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5 　结　语

关于旧大陆两边旧石器文化发展的这种明显的差别 ,很早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进行

过讨论。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 ,美国哈佛大学的考古学者莫维斯 (Movius)就提出两个文化圈

的假说 ,用来描述东西方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的差别[34 ] 。这一假说被概括为莫维斯线

(Movius Line) ,影响了世界史前考古学界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直到今天 ,不同国度、不同

地区的旧石器考古学者 ,仍然对其有明显不同意见 ,以至于围绕此问题的各种讨论长久不

断[35 —36 ] 。

对于两个文化圈的界定及其形成原因的认识 ,也有很大的差别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新发现的增多而不断发展变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前后 ,由于考古发现与历史条件的局限

性 ,在当时以欧洲文明为中心的观念影响下 ,很自然会有人将手斧与砍砸器文化的区别看成

是进化的中心与边缘之别。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加与考古学理论的发

展 ,学者们已经开始从生态学角度考虑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发展的深层原因[37 ] 。东亚“竹木

文化区”假说的提出 ,就是在这方面进行的尝试[38 ] 。近 10 多年来 ,随着多学科合作与跨学

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展开 ,学者们由开始在古人类学、古环境学与考古学等更广阔的领域内来

综合探讨 ,并且已经开始认识到 ,东西方文化的明显差别 ,可能有着石器原料、古生态环境、

自然地理障碍、古人类的活动迁徙特点等多方面的复杂背景[35 ] 。

本文希望强调的是 ,随着对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全球性环境变化影响的动态过程的认

识的逐渐深入 ,我们应该特别关注早期人类及其文化发展历史与青藏高原隆起过程的相关

性。早更新世早期及更早 ,东西方古人类使用同样的石核 - 砍砸器技术 ,显示着在当时至少

有往来通道与文化交流的存在。早更新世晚期到中更新世以后 ,两边的差别则越来越大。

这种变化显然是与青藏高原的隆起及其所带来的环境效应阻碍了旧大陆两侧的交流密切相

关。如果我们把人类演化及其古环境背景作为一个动态系统进行全面观察 ,那么东西方之

间古人类与文化交流中断现象及其出现的时间与过程 ,也恰好暗示着古环境的巨大变化 ,即

青藏高原与中亚沙漠地理障碍的形成。反之 ,这一点也可以作为青藏高原在更新世以来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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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早更新世末到中更新世初经历了比较剧烈隆升的间接证据。青藏高原的隆起与东亚旧

石器文化发展之间的相关性 ,为我们系统认识旧大陆远古人类与文化发展演化全部历史提

供了有益的启示。展开多学科的合作与跨学科研究 ,在上新世以来古环境不断变化的整体

背景下 ,以动态的观点 ,系统探讨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发展的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及其原因 ,应

该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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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PLIFT OF QINGHAI2TIBET PLATEAU AND ITS EFFECT ON

PALEOLITHIC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EAST2ASIA

WAN G You2ping

(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 Recent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of the Qinghai2Tibet Plateau uplift and its effect on environ2
mental changes in surrounding areas have provided sufficient information for understanding human bio2
logical and cultural evolution in East Asia and greater Old World.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relation2
ship between the uplift of the plateau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hic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 and its

significance on huma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evolution in the Old World.

Comparative study of Paleolithic industries between East Asia and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Old

World indicates that connections between East Asia and the West existed probably earlier than 1 myr ,

evidenced by the appearance of the same simple lithic techniques and same components of lithic assem2
blages in these two regions , which can be defined as“Mode 1 technology”. However , bottlenecks in

cultural and gene flow between the two parts of the Old World develop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Lower Pleistocene to early Upper Pleistocene , because the Mode 1 technology was replaced by the

Acheulean industries , i . e. the Mode 2 technology soon in the West , while the core2chopper and flake2
tool industries continued in the East for a long time. The principal lithic technology and components of

the assemblages are distinctive between these two regions.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some recent re2
ports of the discovery of handaxes from a few sites in East Asia , the Acheulean or Mode 2 technolog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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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vast region is still a controversial phenomenon. It seems that there were two evolutionary paths af2
ter the earliest Mode 1 technology : the Acheulean dominated the West , and cobble and flake tools con2
trolled the East .

Such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se two regions continued. Mousterian and Blade

industries dominated many parts of the West for the Late Pleistocene , in the meantime , cobble and

flake tool traditions were well preserved in East Asia. The so2called East Asian Middle Paleolithic w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previous core2chopper and flake2tool tradition , different from the Mousterian in2
dustries in the West . Similar to the debates on handaxes , the Levallois technique in East Asia requires

more evidence before a convincing conclusion can be reached. Cultural segregation between East Asia

and the West seems to be broken through in the late Upper Pleistocene , evidenced by the emergence of

blade industries in North China , which might indicate new cultural exchange happened between these

two sides.

Recent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dicate that during the early Lower Pleistocene , the height of the

Qinghai2Tibet Plateau was only about 1 500 to 2 000 m , not yet high enough as a physical barrier to

prohibit the migration of early hominids. However , after the much stronger uplift during the late Lower

Pleistocene and early Middle Pleistocene , the plateau became a significant physical barrier and brought

about global climatic changes. It affected the surrounding areas greatly , created a huge dry desert in

Central Asia , which might become a major factor interrupting human migr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sia and the West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 Qinghai2Tibet Plateau ; East Asia ; Old World ; Palaeolithic ; Pleistocene environment

·消息与动态·

“亚洲第三纪灵长类演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召开

亚洲的广大地区是许多现生灵长类 (包括猩猩、长臂猿、猕猴、疣猴、眼镜猴、瘦猴等) 和

化石灵长类的主要栖息地。近年来在亚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缅

甸、泰国等)不断地发现第三纪灵长类化石新材料。为了促进亚洲地区第三纪灵长类演化的

系统研究 ,及时了解亚洲地区灵长类化石的最新发现和研究动态 ,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交

流 ,2003 年 1 月 20 - 22 日 ,由日本科技文教部主办、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组织的“亚洲第

三纪灵长类演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爱知县犬山市召开 ,应邀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 40

余位 ,分别来自亚洲、欧洲和美洲 10 多个国家。会议分以下专题进行 :古灵长类、原始狭鼻

猴、亚洲人猿超科及旧大陆猴类 4 个学术讨论专题。学术报告的内容有 :缅甸、中国、泰国、

越南、日本、俄罗斯等地新发现的第三纪灵长类化石新材料 ;亚洲地区第三纪灵长类的系统

演化关系 ;灵长类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及栖息环境和绝灭问题、地质地层及年代问题、亚洲与

非洲、欧洲之间的动物群交流、灵长类辐射扩散等重要学术问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的潘悦容、赵凌霞、倪喜军等 3 人出席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并分别做了学

术报告。本次会议主题集中、组织有效 ,对加强亚洲地区化石灵长类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合

作无疑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赵凌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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