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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李家沟遗址研究进展及相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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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综合研究显 示 ， 李 家沟遗址 细石 器文化层的局部磨光石 器 、 陶器 残 片 及人工搬运石 块等

发现
，
是探讨 中 原地区早期新石 器 文化 出现的重要线 索 。 灰黑 色土层发现的压印纹夹砂陶 与 无腿磨盘

等遗存所代表的早期新石 器文化 ， 则 填补 了 中原地 区 裴李 岗 文化到 旧石 器时代末期的细石 器文化之间

的 空 白 。 李 家 沟遗址的地层剖 面 亦清楚地展示 了 中原及邻近地 区 旧 、 新石 器时代过渡的地层序 列 。

关键词 ：
细 石 器 ； 早期新石 器 ； 李 家 沟遗址

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 是 年郑 州 市文物 给关心这个遗址 的学界同仁带来不便 。 为此 ， 本

考古研究院进行 旧石器考古专题调査 时发现 。 文作者希望在李家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报告正式

年秋季和 年春季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出版之前 ， 先简要介绍李家沟遗址的地层剖面 、

学院与郑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 ， 对该遗址进 动物化石遗存 、 石器工业等发现与研究的进展情

行系统发掘 。 两度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 平方 况 ， 为关心这个遗址的 同行提供新信息 。

米 ， 发现数量众多的石制 品 、 动物化石遗存 ， 为 一

、 地层剖面

认识 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自遗址发现与发掘工作开展以来 ， 考古界与

的考古学研究增 加 了
一

批新 资料 。 这
一

新发 相关专业 同行对李家沟遗址的地层剖面都很重

现受到史前考古学及相关领域学者 的关注 。 很多 视 。 在第
一

阶段发掘工作结束以后 ，
又多次组织

业 内同行还亲临现场考察 ， 在相关学术研讨会上 多学科研究者到遗址现场考察取样 ， 详细讨论遗

也展开讨论 。 自第一阶段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结 址堆积的形成过程与年代及古环境背景 。 研究确

束 以来 ， 整理与研究工作进展顺利 ， 并有相关成 认 ， 该遗址坐落在属于淮河水系 的椿板河左岸的

果陆续发表 。 级阶地之上 。 其下是马兰黄土基座 。 文化遗存

由于前期研究工作繁多 ， 成果发表的周期较 埋藏在阶地堆积中 。 文化层由 上向 下 由裴李 岗 、

长 ， 速度较慢 ， 已发表的关于李家沟遗址发掘收 李家沟 、 细石器与石片石器四个文化发展阶段形

获的介绍不够全面 ， 研究及相关认识尚未深入 ， 成 的堆积构成 。 以 发掘 区南 区 的南壁剖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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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沟遗址 附近椿板河河谷及发掘南区 剖面 图

例 ， 可 以分为 层 （ 图
一

） ， 最上面是褐色砂质 有着非常重要 的参考价值 。 李家沟遗址也有数量

黏土扰土层 。 第 层为椋褐色的含碳酸钙胶结物 较多的 动物遗存的发现 。 这些发现对于分析遗址

层
， 含少铖裴李岗陶片 ， 此层可见于本区新石器 的文化特点 ，

认识该遗址不同 阶段居民 的生产 、

时代遗址 ， 如新郑唐户遗址 ， 即被叠压在裴李 岗 生活以及行为特点等方面的情况都很重要 。 经过

文化层之下 。 第 层为灰白 色的砂砾层 ， 含零星 近几年的工作 ， 对于李家沟遗址不同 文化阶段发

陶片 、 石制品 ， 也是裴李岗文化层 。 第 层为棕 现的动物遗存都已经进行整理鉴定 ， 在此基础上

黄色砂质黏土 ， 含少量石制品 ， 从所含的零星 陶 也进行统计分析 ， 详细 的研究报告将陆续发表 。

片看 ， 亦属于裴李岗阶段的遗存 。 第 层上部为 这里仅先就不同文化阶段的动物遗存的可鉴定 到

灰黑色砂质黏土 ， 向下渐变为棕黄色 ， 含与北区 种属 的标本数量与种类情况 ， 予 以介绍 ， 并进行

、 层 相 同 的夹砂压 印 纹 陶 片 、
少量石制 品 ，

简单说明 。

是典型的李家沟文化遗存 。 第 层褐色砂砾层 ，

动物化石遗存在最早的石片石器文化层与最

含大量料碯石 ， 含船形 、 柱状等类型的细石核与 晚的裴李 岗文化层均很少见 ， 主要是发现在细石

细石叶等典塑的细石器文化遗存 ，
亦见局部磨光 器文化层与李家沟文化层 。 这两层也正是本遗址

的石锛 与素 面夹砂陶片 ， 系细石器文化遗存 。 第 敁主要 、
也是新 、 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最关键的

层为次生马兰黄土层 ， 亦含少址 的石制品 ，
系 发现 。 细石器文化层 总计发现 动物骨骼 近

以石英 、 燧石等原料为主体的小型石片石器 。
件 ，

可鉴定的标本数量也超过百件 。 种类有鹿 、

上述地层关 系 在发掘 区北 区 的剖 面同 样存 马
、
牛

、 猪及鸟类 。 大型鹿类居多 ， 其次是 马 、

在 。 类似的地层关系在本省的舞阳大岗 、
山西的 牛 、 中型鹿 ， 小型鹿 、 猪及鸟类较少 （ 表

吉县柿子滩等地也可 以看到 。 这样的地层 关

系反映 了本地区从 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 輸勾 士止岐赫浦賺十十

早期过渡基本情况 ， 即从旧石器时代晚期 的“片

—

石器阶段 、 细石器阶段再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李 种类 数量

一

数

家沟文化 、 裴李岗文化的连续发展 。 从这个 角 度 丨

来观察 ， 李家沟遗址的地层剖面所显示的地层关 飞
系恰好反映 了 中原地区 旧 、 新石器时代的过渡 。

二 、 动物遗存 猎

动物骨骼遗存是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 ：
；

期遗址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于认识史前

时代人类 的经济形态 、 社会生活以及行为特点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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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 、 石器工业

细石器文化 李家沟文化 李家沟遗址不同文化阶段的石器组合及其变
一

“

化也是研究者们所关注的焦点 。 最近这方面的研

究也有 进 展 。 总体来看 ，
虽然 有 石 片 石 器 、

！

细石器 、 李家沟文化与裴李 岗文化等 个时期 的
： ：

石器组合 ， 但和动物遗存的保存情况相似 ，
石 片

“

石器与裴李岗文化阶段的石制品数量都很有限 。

—
也只有细石器和李家沟文化阶段发现的石制品具

李家沟文化层发现的 动物 目 存超过
有统计意义 ， 并可供对 比研究 。 （表 、

件 ，
其 中 有 多件 可 以 鉴定种 类 ，

也有鹿 、

马 、 猪及鸟类 。— 类 本
表 ？家沟遗址石制品分类统计

最多 ’ 其他种类动物的 比例均不高 。 与细石器文

化阶段明显不同的是 ’ 马 、 牛等形体较大的动物
细 化 李家 化

数量剧减 ； 在鹿类 中 ， 也 以 中 、 小型鹿类为主 。

■ 隨 隨

骨骼的保存部位以肢骨碎片和牙齿最多 ；
鸟类的 普通 石核

标本则主要为蛋皮 。 细石核

如表 所示 ’ 两个不 同 文化发展阶段 的动

物群 的种类基本一致 的信息说明 ， 中 原地区距

今万年前后 的旧 、 新石器时代过渡 阶段 的 自 然
—

—

环境并没有特别 明显 的变化 。 然而两个动 物群
： ：

不同种类数量方面 的此消 彼长 ， 却反映了 两个 —

阶段人类狩猎与 利用动物资源 的行 为有明 显不

同 。 两个动物群均以 食草类动物 为主 ， 但在细 能碰

石器文化阶段 ， 却是 以形体较 大的 马 、 牛 以及 工具

大型鹿类 占 主导地 位 。 但到新石器早期阶段 ，

马和牛的数量骤减 ， 鹿类动物 中也 以 形体较小

者为主 。 形体较大动物的减少 ， 小型 动物的 比
洋 止工胃 十

例增加 ， 说明人类狩猎对象的变化 。 同 时也意
—
―

味着 ， 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 可 以提供给人类食
“

用动物类资源总量在减少 。 所以 ， 可能是为 了 ——————

尽量增加肉类资源 ， 小型动物 ， 甚至形体较小 ————

兔类也进入 当时人类利用 的范围 。 肉类资源的 — ？

减少所带来的另
一

项 变化 ， 应该是增加植物资 ：

源的开 发利 用 。 随 着这些 生计活 动 方 面 的变 ：

化 ， 自 然会影响到当 时居 民 的栖居方式 ， 乃至 餘器
：

社会组织方面的变 化 。 这些变 化也是构成 旧 、

石嫉

新石器时代过渡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麵

已有的考古证据显示 ，
史前人类制作骨器主要

—

是使用食草类等形体较大动物的管状骨等特定部 石磨盘

位 。 这种活动不会显著影响到古人类遗址内可鉴 石磨 盘 残

定标本的数量与种类的统计。 由此看来 李家沟遗

址不同阶段动物群组成发生变化的情况 不大可能 ： —

是受到骨器加工活动的影响 ，
而更可能是晚更新世 ： ！

末至全新世之初发生的广谱革命的反映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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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 、 的统计说明 ， 李 家沟遗址 旧 、 牛充栋 。 然而 ， 随着发现与研究的深入 ，
研究者

新石器过渡关键阶段的石器组合与工具类型的变 们越来越认识到 ，
旧石器时代的结束 ，

可能并不

化 ， 也不是特别 明显 的 巨变 ， 而是
一

种逐渐过 是由 于突然发生的
“

新石器革命
”

。 农业起源亦

渡 ， 此消彼长的渐进状态 。 在石制品的基本构成 不是一朝一夕 出现的突然事件 。 中原及邻近地区

方面 ，
两者没有重要 区别 。 但值得注意的是断块 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 ， 这一地区的农业起源

与人工搬运石块之 比例 ， 在两个阶段有所不同 。 问题 ，
也 是学 界同 仁长期关注 的课题 。 尤其

李家沟遗址发现 的断块与搬运石块皆是来 自 遗址 是上个世纪 年代在河南新郑发现裴李岗文化

附近的石英岩 ， 结构粗糙 ，
不太适宜加工石器 。 以来 ， 寻找更早的新石器文化 ， 填补该地区旧新

细石器阶段较高比例 的断块存在 ， 说明此阶段这 石器时代之间的发现的空白 ，

一

直是考古同行努

类石料进人遗址 的 目 的更多还是与加工石器有 力的方向 。 正是 由于这
一学术背景 ， 李家沟遗址

关 。 到新石器早期阶段有人工痕迹的断块减少 ， 的发现才受的学界同行的特别关注 。

而不经加工的搬运石块的 比例增高 ， 说明石英岩 李家沟遗址受到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其连续堆

原料进人遗址的功能 ，
可能并非加工石制品 ， 而 积的地层剖面 。 李家沟遗址地处我国黄土分布的

是用于建筑或其他与定居相关的 目 的 。 大量非加 东南边缘区 。 这一地区的黄土地层发育 ， 遗址所

工石器的石料进人遗址 ， 应该看作是旧石器时代 在附近清楚可见晚更新世的马兰黄土到全新世黑

之末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
一

项重要特征 。 垆土及以上的 连续堆积 。 遗址所在部位为椿

进
一

步观察两个阶段工具组合的情况 ， 也有 板河 级阶地 ， 其下是马兰黄土基座 ， 向上砂砾

类似的变化 。 两者基本的工具类型也没有太大的 石层 、 粉砂至砂质黏土类堆积 。 无论是阶地堆积

变化 。 只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明显有较多的石 或是黄土地层 ， 均是晚更新世 以来的连续堆积 ，

磨盘出现 。 石磨盘的存在一般多与加工植物类资 完整地保存 了晚更新世以来气候变迁与古人类活

源有关 ， 其出现在此时 ，
也显示这一阶段有更多 动的相关信息 。 如前所述 ， 李家沟遗址的地层剖

植物类资源利用 的表现 。 面也保存了晚更新世晚期从石 片石器 、 细石器到

时代更早的石片石器阶段 ， 只 有 余件石 全新世早期的李家沟文化与裴李岗文化遗存 ， 清

制品 的发现 。 这些石制品的原料主要是外来的石 楚地记录了早期人类在这个 遗址上各类活动信

英或燧石 ， 很少见到本地的石英岩使用 。 同时也 息 。

没有见到人工搬运石块的存在情况 。 这些表现说 类似的剖面与文化遗存的地层关系在李家沟

明 ，
石片石器阶段 的李家 沟遗址 居民 流动性很 遗址周边的 同期遗址也有发现 ， 如河南舞阳大岗

强 ，
只是临时停留在遗址短暂活动 。 细石器遗址 、

山西吉县柿子滩细石器遗址以及河

石器工业的情况也说明 ， 从细石器阶段开 北武安磁山新石器遗址 。 （ 图二 ） 在这几处遗址

始 ， 李家沟遗址才逐渐成为史前居民较长时间的 所揭露的地层剖面上 ， 均可见到晚更新世以来的

居住地 。 不过 ， 从石器组合以及前述的动物遗存 马兰黄土或与之相当的堆积至全新世的黑护土层

等情况来看 ， 此时的李家沟遗址居住者 ， 仍应该 的完整序列 。 遗憾的是除李家沟遗址以外 ， 另 外

是流动性较强 ， 尚不能长期定居 。 因而这
一

阶段 几处遗址均未见到李家沟文化遗存 。 所以 ， 尽管

所形成的地层堆积 以及文化遗存 ， 均还 比较有 这些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工作均早于李家沟 ， 但李

限 。 李家沟文化阶段的石器组合 ， 则已说明此时 家沟文化却
一

直没有面世 。 李家沟遗址 ， 尤其是

应该有较长时间定居活动的存在。 形体较大的石 其地层剖面与文化序列的发现 ， 不但增添了一个

磨盘 、 数量众多的人工搬运石块与陶器残片 ’ 以

及较厚的文化堆积 ， 都显示李家沟遗址此时应该
咖 山 大 歸

是被较长时间居住利用 。
李《文化 磁山文化 級李》文化 地点

± ——

（
细

四 、 相关问题 细石 文化 细石器文化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 以及农业起源问题 ， 是世
嶋 社

界史前史 的最主要课题之
一

。 近半个 多世纪 以 土 石片石《 細石雄

来 ， 世界各地围绕此课题展开的 田野考古发掘不

胜枚举 。 已取得的 、 并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可谓汗
二 李家沟及相关遗址的年代 、 地层与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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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见的新石器早期文化 ， 同时也揭示了本地 环境变迁等多方面信息 。 同时也可以看到 ， 在大

区 新石器时代早 期 文化 的埋藏特 点 与分布规 家已经熟悉的裴李岗文化之前 ，
到 旧石器晚期文

律 。 化之间 ， 还存在着有别于前者的李家沟 文化 。 李

另
一

深受关注 的问题是其丰富的文化 内涵 。 家沟文化已有很发达的制陶工艺 ， 较稳定的定居

除了前述动物遗存与石器工业的发现 ， 李家沟遗 生活 ， 然而其石器工业与生计方式 ，
却与更早的

址的细石器文化层发现 件陶片 与 件局部磨制 细石器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 这些情况显示 ， 中原

的石锛 。 李家沟 文化层发现数量多达 余件 ，
及其邻近地区 的旧 、 新石器时代的过渡 ， 以及农

烧制技术 、 形制与装饰风格均不同于本地已经发 业起源 ， 都并非是
一

次突变 ，
而是经历了很漫长

现的新石器文化的陶片 。 前者的发现将制陶技术 的发展历程 。 作 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特点 ，

与磨制石器技术在中原地区出现的时间提早到距 即陶器与磨制石器的应用 ， 早在更新世之末的细

今万年以前 ， 并且与典型的细石器文化共存 。 后 石器文化阶段就已见端愧 。 而旧石器时代的打制

者则清楚说明 在距今 至 年期间 ， 中 石器技术与工具组合 ，
也并没有随着新石器时代

原地区还存在着一种有别于裴李岗文化的新石器 的到来而马上退出历史舞台 ， 而延续到李家沟甚

早期文化 。 与这些重要的文化遗物共存的还有石 至是裴李岗文化阶段 。 更重要的是作为农业经济

圈或石堆等遗迹现象 。 这些文化遗存清楚地记录 存在的重要基础 ， 即定居形式 ，
也应萌芽于旧石

了从旧石器晚期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期 器晚期之末的细石器文化 。 所有这些 ， 都是新密

间 ， 李家沟史前居 民的栖居形态的变化 ， 即从流 李家沟遗址的发现与经过科学发掘所带给我们的

动性较强的临时性营地到较长时间居住的 固定居 信息 。

址的演变过程 。

对李家沟遗址认识的最核心问题 ， 当是如何

整合遗址的地层堆积 、 文化遗存 、 年代学与古环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新密李家沟 遗址发掘

境背景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 系统认识该地区 旧 的 主要收 获 中 原文物 ，

：

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历程 。 透过前述李家沟遗址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等 新密 李家 沟遗址

现材料的综合研究 ， 已经可以看到这
一

过程大致
細■ 考古 ’

⑷ ：

的脉络 ， 即从石片 石器 、 细石器到李家沟文化
北★山 各 “ 仙时 货 丨 从 办 、林 ★

相 关问题 考古学研究 （ 九 ）
，

：

雜 文化的发展过程 。 伴随着文
卞
的演进 ’ 李

张居中 ， 李 占扬 河南 舞阳大 岗 细 石器遗址

家沟遗址居住者的生计方式与栖居形态也发生 发掘 报 告 人 类学 学报 ， ：

明显的变化 。 这
一变化也应该反映了该地区古人 柿子滩考 占队 山 西吉 县柿 了滩遗址第

类在晚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之初 ， 从流动性较强 九地点发掘简报 考

的狩猎采集者向更多利用植物资源较稳定生活的 潘艳 ， 陈淳 农业起源与
‘

广谱革命
’

理论的 变

定居者的演化过程 。 迁 东南文化 ，
加

：

五、 小结 王幼平等 李家沟遗址 的石器 工业 人类学

尽管李家沟遗址已经发掘的面积有限 ， 所发
学报

， ，

现的文化遗存及相关信息也有其局限性 ， 然而 ，

陈、星灿 黄河流域的农业起源 ： 现象与假设

这个遗址 的发现与发掘所获 ， 还是为认识中原地
…

秦洪源 ， 周 书灿 对新密 李家沟遗址的几 点认识
区史前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打开 了

一扇 窗 口 。

中原文物
，

：

过这扇窗户 ’

■

先看到的是
一

个包含从晚更新世 孙建中 ， ；波 黄土高原第四纪 北京 ： 科

末到全新世之初期间连续堆积的剖面 。 这个剖面 方出版社 ，
：

完整地记录了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间 文化发展与
（责任编辑 ： 贾 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