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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根据已公布的 个碳一 数据 , 进而分析 处中国晚期遗址的年代和问题 , 并提出不同

的看法
。

文中强调 露天遗址中碳一抖 数据的异常现象
,

往往与各种原因形成的再次堆积有

关
。

因此必须注意样品的采集和避免引用孤零的碳一料 数据
, 同时还要结合地层和文化性质

的分析 , 才可能保证断代的准确性
。

一
、

舀

碳 一 断代方法的应用
,

使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学跨人一个新的时代
,

中国也不例外 。

从 年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公布了第一批碳一 数据以来
,

迄今已有

二十多个单位建立碳一 实验室
,

所发表的考古学资料的数据
,

已达一千多个
,

其中绝大

多数属于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遗存
。

通过这些碳
一

数据
,

结合地层关系和文化性质的

验证分析
,

证实除华南石灰岩地区的样品有较大的误差以外
,

其它地区的碳一 断代是基

本可信的
,

这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和绝对年代
,

提供了更明确的证据
。

关于晚期旧石器的碳 一 数据
,

共发表四十多个
,

已屡被引用作为分期断代的依据
。

不过它们除基本可以肯定的以外
,

也还出现某些异常的现象
,

这并不排斥在层位堆积
、

样

品采集或测定误差上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

那么
,

旧石器晚期的碳
一

数据是否可以

信赖
,

对于某些异常现象又应该如何解释
,

也不能不提到 日程上来考虑
。

基于以上的 目的
,

本文的讨论
,

仅限于有碳一
数据的晚期旧石器

,

也包括在时代或文

化性质上尚有争议的若干遗存
。

这里所选择的十处遗址
,

只是根据作者个人的理解
,

在已

发表的碳
一

数据的基础上
,

结合地层关系和文化性质来重新估价
。

至于所提出的异议
,

不过 为了抛砖引玉
,

以期展开更深人地研究
,

决不意味着用来怀疑或否定有关遗存的科学

价值
。

论断不当之处
,

望读者指正
。

本文所引碳
一

数据的半衰期
,

均按
,

年计算
。

二
、

若干遗址的分析

山顶洞

北京周 口 店 山顶洞发掘于 一 年
,

洞穴被分为洞 口
、

上室
、

下室和下容四部

分
,

全部堆积十余米以上
,

其中有五个文化层
。

这里出土有人类化石
、

石器以及用石
、

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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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

蜡等制成的装饰品
, ,

根据共存的动物化石断代为晚更新世
, 。 。

其年代被估计为十万年左右 贾兰坡
, ,

由于文化遗物比较进步
,

也有人认为属于中

石器的早期形态
, ,

不过 当这里较早的碳一
数据发表之后

,

又改变了看法
,

目前的两个碳
一

数据
,

从年代上差距较大
。

如 一
为 士 ,

一 。 为 , 士 。

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必须从样品的出土层位去寻找答案
。

前者为两块兽骨
,

编号为 和 后者为鹿肢骨
,

编号为
。

据贾兰坡 的记述
,

除 为山顶洞的缩写外
,

其它为“ 方 ”号
、

年度和顺序工作

日 。

那么
, 一

的两件样品
,

应该分别为 年第 天 月 日 和第 天

月 日 所出土
,

按该年共工作 天
,

收工时已至洞的下容
,

因而上述样品显然出

自下室的第四文化层
。

因为 “ 年 月 日发掘下室时
,

发现一具最完整的头骨 男

性老人 气贾兰坡
, ,

这个 日期相当于顺序工作 日的第 天
,

与测定样品的发现 日

期相接近
。

同时裴文中 也曾指出 “ 第四及第五文化层都很厚
,

但发现数枚单个的

人牙和几枚穿孔牙齿
、

骨坠和一件隧石片
,

在第四文化层的稍上部
,

曾发现三具完整的人

类头骨及一部分躯干骨
,

可能不是住地而是一处葬地
,

后来被食肉类所扰乱
。

在下室下边

的下容里
,

没有发现人类和文化遗物
,

但发现动物的骨骼 ”。

十分明显
,

下室的碳 一
数据

士 是代表着山顶洞人及其文化的年代
。

至于
一 。 为 年第

天所出土
,

该年共发掘 天
,

最后已到下容的底部
,

无疑为下窖出土的化石
,

但这里不见

任何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
,

它的碳
一

数据为 士 。

因而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
,

山顶洞人及其文化的年代
,

距今只有一万年左右
,

至于距今一万八千年的碳一
数

据
,

仅代表下窖的动物化石
,

与山顶洞人无关
。

此外
,

山顶洞所发现的 种动物化石 中
,

只有最后俄狗
、

洞熊和鸵鸟为绝灭动物
,

而香猫和猎豹则属于现代生存于华南和印度的动

物
,

这些是被作为晚更新世地层断代的主要根据
。

既然山顶洞的不同层位有明显的年代差

别
,

对其动物群的性质也就需要进一步考虑
。

如果根据碳
一

断代所提供的线索
,

重新分

析动物化石的出土层位
,

不仅可以解决与山顶洞文化共存动物群的性质
,

也可以进一步明

确山顶洞人的地质年代
,

即属于更新世
,

还是全新世
。

不过以装饰品为代表的文化遗物
,

又具有相 当突出的进步性质
,

特别是钻孔的石珠和砾石
,

既有比较规整的钻孔
,

又有明显

的磨制痕迹
,

显然是代表了新兴的工艺技术
。

那么
,

山顶洞人及其文化晚于旧石器时代的

可能性
,

也是不容忽视的 至少碳
一

断代和文化遗物所表现的进步特征
,

大体相吻合
。

、南海

河南安阳小南海洞穴遗址于 年和 年发掘过两次
,

堆积厚 , 米
,

可分为七

层
,

以第六层出土的石器和动物化石最为丰富
,

其它各层比较零星
。

根据文化遗物和动物

化石的性质
,

可确定其地质年代属于更新世晚期 安志敏
, 。

这里共测定三个碳
一

数据 一 为 士 ,

不过它是用 年发

掘的各层化石混合测定
,

年代未必可靠 为 土 ,
,

系第六层的木炭样

品
, 一 。为 士 ,

系用第二
、

三层的骨
、

炭混合样品测定
,

以上是 年发

掘时采集的
,

至少反映上下部之间有长达万余年的间隔
。

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点启示
,

即

洞穴堆积的不同层次
,

尽管在文化面貌上有一定的连续性
,

但各层之间的年代间隔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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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长的
。

不过这个洞穴堆积的年代下限
,

仍属于晚期旧石器的范畴
,

因为在第二
、

三

层里最后报狗和披毛犀等绝灭动物仍然存在 周本雄
, , 表明其地质年代为晚更新

世
,

与碳
一

断代相符合
。

许家窑

山西阳高许家窑在
、

和 年的发掘中
,

出土大量的文化遗物和动物化

石
,

也发现人类化石的碎片
。

这里的石器相当丰富
,

除具有原始性质的大量石球以外
,

以

细小的石器为最多
,

其中的漏斗状石核和原始的棱柱状石核是后来锥形石核和棱柱状石

核的“母型 ” ,

代表着“细石器技术传统 ” ,

而又具有较进步的特征
。

但对于它的年代估计前

后却颇不一致
,

如“ 约在距今 一 年前 ” 贾兰坡等
,

或 “超过 年 ”

贾兰坡等
, 。

至于人类化石也被认为“ 应属于尼人的另一类型叹昊茂霖
, 。

总

之
,

基本上把它作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
。

值得指出的是
,

这里的发现确也存在着若干异常的现象
。

如较原始的石球和较进步

的细小石器 出在一起
,

后者与所估计的年代似乎有差距
。

同时犀牛化石的碳
一

断代又为
士 ,

但用铀子系法测定六个化石样品的年代又在十万年上下 陈铁梅等
,

,

两者之间的矛盾显著
,

究竟是由于某种测定方法的误差
,

还是另有原因
,

目前尚不

易解决
。

不过这里包含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的灰褐色粘土层属于河湖相堆积
,

尽管水平

层理明显
,

但和人类的居住遗址无关
。

据作者 年现场考察的印象
,

这里缺乏人类活

动的遗迹
,

不属于居住遗址的范畴
,

至少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都经过再搬运的作用
,

那么

就可能导致不同时代的遗存混杂存在
。

总之
,

目前的怀疑只能作为问题提出来
,

尚有待从

各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分析
。

峙峪

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发掘于 年
,

出土丰富的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
,

据推断为晚期

旧石器的初叶 贾兰坡等
, ,

与用牛骨测定的碳一 数据
, 一 。为 士

大体吻合
。

不过以扇形石核为代表的细石器
、

石链和穿孔的石墨饰品等
,

都代表了比较

进步的文物遗物
,

它们的年代会不会更晚一些
,

也不无再考虑的余地
。

至少 目前的单一数

据
,

由于缺乏对比的资料而无从核对
。

峙峪是一处典型的居住遗址
,

文化层明显
,

含有木

炭和灰烬
,

如果选用木炭样品重新测定
,

或许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

下川

山西沁水下川于 年试掘
, 夕 一 年继续发掘

,

出土大批的典型石器
,

但共

存的动物化石罕见
。

据推断“ 当处于旧石器晚期的后一阶段叹王建等
, ,

经过测定同

层的
、 、 、

四个碳
一 斗数据为 一 之间

,

相差比较悬殊
。

但

是这里缺乏明显的文化层或居住址
、

灶坑等人类遗迹
,

很可能属于坡积的结果
。

如果只是

采集地层内的零星炭屑和泥炭
,

那就难免将早晚的炭屑混杂在一起
,

从而影响碳一 断代

的正确性
。

正如调查报告所指出的 “ 灰褐色亚粘土 上文化层 分布广泛
,

位于上更新统

底部
,

普遍受到剥蚀 ” , “ 因地层屡经剥蚀
,

致使不少的细石器暴露于地表 ” ,

可见这里的剥

蚀情况相当严重
,

在坡水沉积物中混入早期的炭屑
,

也是完全可能的
。

另外
,

还可以举

两个例子
,

如山西襄汾柴寺和丁村都发现与下川相似的细石器
,

但测定结果表明
,

前者

一 为 士 ,

后者大于 斗 年
,

尽管出土的情况不详
,

作为典型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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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年代未免偏早
,

可能也不属于原生的文化堆积
。

下川遗址的下文化层为微红色的亚粘土层
,

以粗大的打制石器为特点
。

据富裕河的

碳
一

数据
,

为 、 , 。 聋二”
,

则上下两层
,

无论文化性质或年代上都有较大
以

‘ ’

枯
, 口 ’

一“ 一 , 一 ’ 一 ’ “

一 一 一
’ 乃切

一
’ , ‘自 ’ 目 “ 。 “ 认

‘ ’

一 即 门 ’人 、

的差距
,

当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
。

‘ 大窑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大窑是一处采石场址
,

年发掘时推断为 “
属于晚 更新 世 ”

内蒙古博物馆
, ,

年再次发掘时肯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汪宇平
, 。

年作者在现场调查的印象是
,

这里是长期开采石料和制造粗坯的场地
,

甚至晚到近代还有

人在开采石料
,

因而人工打制的石屑
、

石片和石核非常丰富
,

在冲沟里所看到的许多层次

也绝非同一时期的遗物
。

如出自 ② 层的 , , 为 士 出自北坡沟崖

石缝中的
一

为 士 ,

它们的年代都比较晚
。

严格地讲
,

这里以石屑
、

石片和石核为主
,

作为粗坯或成形的石器为数不多
,

尤其罕见

使用的痕迹
,

反映这里是采石场
,

而不是人类居住生活的地方
。

同时这些石器延续使用的

时间也比较长
,

至少从器形的变化上
,

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时代
,

象具有晚期特点的细石器

便是一例
。

总之
,

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工作
,

过早地肯定它的时代
,

并强调其原始特征是不

足取的
。

这里所产的石料和制造的石器
,

究竟见于那些遗址 它们的使用情况和时代如

何 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否则只根据时代不甚清楚的采石场
,

笼统地命名为“ 大窑

文化 ” ,

在概念上未免含混不清
。

扎费诺尔

内蒙古扎费诺尔的东露天矿
,

从二十年代起便发现丰富的动物化石
,

也采集到人类化

石和文化遗物
。

一般作为旧石器时代 伶柱臣
,

或中石器时代 记
,

,

来处理
。

所谓“ 扎赛诺尔人 ”的时代
,

也迄未解决
。

夕 年调查后所公布的地层剖面和碳一
数据 石彦前

,

又带来新的问题
。

这

里的剖面被分成六层
,

第四层细砂层的底部含人头骨和动物化石
,

还有骨器
、

石器和陶片

等
。

第五层黄褐色砂砾层的顶部有树木支干
,

由于该层样品 巧 为 士
,

于

是估计“ 扎番诺尔人
、

人工制品和伴生的动物化石约在一万年左右
,

地质时代属于全新世

早期 ”。

但是
,

上述的解释很难成立
,

因为两者不属于同一层位
,

不能用第五层的碳 一

数

据来代表第四层的年代
,

何况第四层上部的草炭 为 士 ,

只能证实它

的年代相当晚
。

至于古老的动物化石与陶片共存 , 恰好表明 第四层是瞬过扰动的地层
,

所

谓人头骨和陶片可早到一万年以前的说法
,

是缺乏根据的
。 ,

,

周家油坊

年在吉林榆树周家油坊发现四个化石地点
,

还出土过人类化石和石器
。

由于大

部分化石经流水搬运
,

保存较好的都是现代种属
,

难以对地层 的时代进行鉴定 古脊推动
物所

, 。

所谓
“
榆树人 ”的石化程度很浅

,

经含氟量分析
,

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

的人类 邱中郎
,

, , 。

年发掘的七个地点中
,

有六个地点出土相 当数量的动 物化石
,

同时在第一
、

二
、

四
、

七地点还发现一些文花遗物 孙建中等
, 。 结合碳一“ 数据

,

就会发现一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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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如第一地点共四个数据
,

深 米的淤泥 为 士 ,

其它三个木头

样品均大于 , 年
,

其中 深 米
,

与 相距 米
,

而年代却如此悬殊
,

很

可能不属于原生的堆积
,

那么
,

同层所出的石器也就难以根据碳一 数据来判断年代
。

第

二地点的情况更为清楚
, 、 、 、

的四个木头样品为 一 一 ,

其最深

的达 米
,

还有一件披毛犀化石 一
却为 土 ,

充分证实这里的遗物

早晚混杂而堆积也是经过再度搬运
。

唯有第四地点的八个数据
,

除
、 、 、

乡为 一 夕 ,

其它的均大于四万年
,

虽然样品的深度和测定年代没有出现矛

盾
,

但也很难肯定这里没有扰乱过
。

因为这些地点靠近河岸
,

河水的反复切割浸蚀
,

必然

造成多次的搬运
,

这些样品的碳 一 数据尚难以作为断代的依据
,

所谓 “ 榆树文化 ” 的提

法
,

更难于成立
。

资阳人

年在四川资阳黄鳝溪 发现的资阳人化石
,

曾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真人化石之一

裴文中等
, ,

至于绝对 年代曾被估计为数万年至十余万年之间
,

或八

万年左右 郭沫若
, 。

当第一批碳一 数据公布之后
,

曾对资阳人的时代 安志敏
,

或地层 成都地质学院
,

提出了异议
。

问题的关键在于资阳人的出土层位并不清楚
,

只是估计出在有保存完好的树叶和巨

大树干的第三层上部
。

目前的三个数据
,

年代大体接近
,

为 士 ,

为 士 ,

为 土 。

与 为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

学所于 年在原发掘地点的附近所采集
,

为重庆市博物馆所提供
,

即 年

发掘时出自第三层的乌木
,

它们都不早于新石器时代
。

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
,

地层的断代

应以最晚的遗物为依据
,

即晚期地层里可以包含早期遗物
,

但早期地层决不可能有任何晚

期遗物
,

那么出自晚期地层或者脱离层位的资阳人的断代
,

是应该慎重对待的
。

至于那种

仅从地貌位置和动物群性质来肯定 “ 资阳人地点的时代应与铜梁旧石器时代遗址可能是

相仿的
,

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新世晚期的后期 ” 张森水等
,

的提法
,

还难以

速然赞同
。

其它

长江以南的典型遗址不多
,

年发现的江苏傈水神仙洞
,

出土动物化石和人类化

石碎片 李炎贤等
, ,

碳一 断代 , 为 , 士 ,

与华北晚期旧石器的

年代基本相当
。

不过华南石灰岩地区
,

如江西
、

广西等地新石器遗址
,

都有磨制石器与陶器

共存
,

不见更新世的动物化石
,

但碳 一
数据却达万年以上 安志敏

, 。

据估计是由

于流水中含有大量的碳酸盐以致影响贝壳中的碳一
含量

,

从而年代偏早 夏熏
, ,

经实验表明 “这里水下生长的动
、

植物样品的碳 一 斗年代显然偏老 一 千年 ” 北京大

学等
, 。

由于这一带属于碳 一
数值的异常区

,

所出文化遗物又确为新石器时代
,

非

本文的讨论范围
,

故从略
。

三
、

讨 论

根据以上的例证
,

可以确认中国晚期旧石器的碳 一 断代
,

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

也



斗 期 安志敏 中国晚期旧石器的碳
一

斗断代和问题

就是说在堆积层位
、

样品采集或测定误差方面
,

仍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

为了解决以上的

问题
,

我们必须着眼于旧石器时代是同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
,

对于文化层的形成或人工遗

物的出现
,

必须从考古学的角度来予以考察 凡不见人类活动遗迹的层位或脱离原生层

位的人工遗物地点
,

都不能称其为人类文化的遗址 同时由于冲积的搬运或人为的破坏
,

失去原生层位或共存关系的人工遗物
,

也不能笼统地作为地层断代的证据
。

至少 目前的

某些地点
,

还缺乏人类遗址或文化层所必备的条件
,

因而对其文化性质的判断和碳一
断

代难免会出现分歧
。

以下几点
,

供进一步讨论的参考
。

遗址和文化层是人类活动的直接结果
,

而所包括的遗迹
、

遗物又是人类文化的具体表

现
。

因而我们的发掘工作
,

不仅要从剖面上注意划分层次
,

更要重视每层的平面布局
,

只

有弄清遗迹和遗物的共存关系
,

才可能把人类活动和社会生产联系在一起
。

文化堆积和地层堆积是两种概念 前者是 由于人类活动在较短期间内所积累形成的
,

可以年代最晚的遗物作为该层断代的标准 后者是 由于自然力量的作用在漫长时间内沉

积而成的
,

不同标本的埋藏深度可作断代的参考
,

不过经冲积后的再搬运
,

从标本上会出

现早晚混杂的现象
,

一

也应以最晚的标本作为该层断代的上限
。

文化层和遗物共存关系是

考古学断代的标准
,

破坏了文化层或移动遗物的位置
,

就会失去它的作用
。

地层堆积由于

自然环境的变化
,

常常导致重新堆积
,

以河岸附近或河湖相堆积最为明显
,

由于流水的冲

积
,

往往将不同时期的遗物淤积在一起
。

从地质学上观察
,

差上几万年或许不算什么
,

但

在考古学上对年代却要求一定的准确性
。

严格地讲
,

经过冲积作用的地层
,

已失去考古学

的断代意义
。

如周家油坊第二地点
,

在深达 米以内的地层里
,

虽包含更新世的动物化石

可早到三万多年以前
,

但所测定的木头样品距今只有六
、

七千年
,

可以作为冲积地层不可

信赖的显著例证
。

至于由雨水冲刷而形成的坡积物
,

常常导致遗址的被破坏
,

尽管可以发

现大量的人工遗物
,

但缺乏文化层和人类活动的遗迹 如居住址或灶址等
,

从其中采集的

样品也无法作为断代的依据
。

一般地说来
,

洞穴堆积的保存情况要比露天遗址优越
,

如 山

顶洞和小南海的碳一
数据

,

便是很好的例证
。

当然在洞穴中
,

由于 自然和人为的破坏
,

也

会出现一些异常的现象
。

更重要的是
,

任何脱离文化层和共存关系的文化遗物
,

不能作
为断代的依据

。

如旧石器的判断
,

不能只根据制法和形态
,

大窑采石场的延续年代很长
,

直到近代还在开采火石
,

所测的两个碳
一

断代都比较晚
,

至少作为晚期旧石器 的 采 石

场
,

还缺乏更充分的证据 。 因此
,

我们必须考虑以上的因素
,

结合堆积层位
、

文化性质和

碳一

数据进行全面分析
,

才可能获得比较圆满的答案
。

测定样品的出土层位和存在的状态
,

也是碳
一

数据正确与否的关键所在
。

不仅地层

颠倒时会出现异常的现象
,

即使正常层位中所采集的零星炭屑或污泥
,

往往由于早期遗存

的混人而导致所测定的年代偏早
,

特别的经过再搬运的堆积中
,

这种现象尤为明显
,

所以

我们应该避免采集零星的炭屑作为测定样品
。

此外
,

碳一
数据的本身

,

由于种种原因也

会出现一定的误差
。

我们引用碳 一

数据时
,

必须结合层位关系和共存遗物来互证
。

凡

属孤零的数据或特殊的例子
,

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
,

不过当取得更多的碳 一
数据之后

, ,

问题也就不难得到解决
。

年 月 ‘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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