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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稻城发现大型旧石器遗址
实证人类13万年前已踏上青藏高原

皮洛遗址出土了东亚最精美的手斧遗存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第

一个阶段，一般认为其始于距今
300多万年以前，结束于距今1万年左右。

海拔3750米的高原上，远古时期就
已有人类活动了吗？最近，考古队员在
甘孜州稻城县发现的皮洛遗址为人们带
来了答案。

9月27日，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首次对外发布
了稻城皮洛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成果。

在海拔3750米的青藏高原东麓，考古
队员新发现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
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
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
见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皮洛遗
址，并在遗址中发现了东亚最精美的手斧
遗存，证明“东方早期人类文化落后于西
方”的学术论调纯属无稽之谈。

专家认为，这是一项具有世界性重
大学术与社会政治意义的考古新发现，
将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学术影响力。

不可思议
海拔3750米高原

发现近百万平方米旧石器遗址

2019年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组织相关团队在川西高原开展旧石器
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工作，在甘孜州新发
现 24 处海拔 3000 米以上的旧石器地
点。2020年5月12日，考古队在稻城县
附近发现皮洛遗址。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
究室主任郑喆轩介绍，皮洛遗址位于稻
城县金珠镇七家平洛村，距稻城县城约2
公里，海拔3750米，处于金沙江二级支
流傍河的三级阶地，整体面积约100万
平方米，年代至少在距今13万年以上。

“在高原上发现近百万平方米的旧
石器时代遗址，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郑
喆轩说，自遗址发掘以来，考古人员已
发现近万件石制品，其中 7 个文化层共
出土6000余件石制品，地表采集3000
余件，这说明远古人类在此的活动频率
和强度非常高，“这突破了我们以往的
认识。”

数量丰富
发掘出土石器6000余件
出土东亚最精美手斧遗存

经国家文物局审批，4月，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组织多学科研究团队正式开始考古
发掘。经过5个月的田野发掘和对地表
遗物的系统采集，考古人员揭露了多个
人类活动面和用火、打制石器的遗迹，获
得石制品 6000 余件，光释光测年、古
DNA、粒度、磁化率、孢粉、土壤微形态、
浮选土样等多学科研究样品数百份。

其中发现的阿舍利文化代表性石器
——手斧遗存令人心潮澎湃。据介绍，
阿舍利文化是非洲、西欧、西亚和印度的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法
国亚眠市郊的圣阿舍尔而得名。

此前在东亚地区发现的阿舍利遗
存，无论在技术、精美程度上均比西方典
型的“阿舍利石器”粗糙许多，因此在国
际上存在许多争议，被部分学者称为似
阿舍利遗存。

此次皮洛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目前
世界上海拔最高、数量丰富、地层与时代
清晰的阿舍利技术遗存，所出土的手斧、

薄刃斧等石制品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
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
完备的阿舍利组合。

中国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高
星等专家认为，该发现可以与西方晚期
阿舍利遗存媲美，是东亚地区首次发现
的确凿无疑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产品。

特殊价值
手斧遗存的发现

解决“莫维斯线”争论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创造并
使用的重要工具，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
定型工具，具有对称性、多功能性，可用
于砍伐、狩猎等，有人称它为“人类心灵
之窗”。

“在制作手斧前，需要先在脑中形成
目标产品的基本模样，专业上称为‘概念
模板’，这说明当时的人已具备复杂思维
能力。他们清楚自己需要一个复杂、规
整的目标产品。”郑喆轩说。

上世纪 40 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
类学家莫维斯从英国的中北部到喜马
拉雅山脉印度板块附近划出一条“文化
线”，他认为，在旧石器时代，位于该线
以西、以南的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
先进地区，以阿舍利手斧文化传统为代
表；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
以制造砍砸器传统为特征的“文化滞后
的边缘地区”。人们后来把这条“文化
线”称为莫维斯线。

此次皮洛遗址的新发现让“莫维斯
线”理论不攻自破。高星等专家认为，
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技术遗存，可以
说把“莫维斯线”擦掉了，为争论画上了
句号。

此外，皮洛遗址的空间位置同样非
常重要而敏感。专家介绍，根据此前的
研究，亚洲东部包含阿舍利技术遗存的

遗址星星点点分布在印巴次大陆和中国
广西百色、广东郁南、湖南洞庭、湖北郧
县与丹江口、陕西汉中与洛南、山西丁村
等地区。皮洛遗址等含手斧的遗址填补
了该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空白区和缺
环，连接起印巴次大陆、中国南北方直至
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
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
殊的价值与意义。

意义重大
揭示早期人类

征服青藏高原历史进程

不仅如此，郑喆轩还告诉记者，这
处青藏高原上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完整
保留、系统展示了“砾石石器组合-阿
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
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立了中国
西南地区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文
化序列。

“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
石片石器体系”3 个连续性文化的出现
意味着什么？郑喆轩说：“不同石器组合
说明其有可能为不同的人群创造，亦或
是同一人群为了适应环境的改变所做出
的技术适应，同时表明在10余万年前，
远古人类在此地有着长期、频繁的活
动。”他介绍，在同一处发现3个人类文
化阶段，这在世界上都非常罕见，3个发
展阶段代表着文化的变化，能够清晰反
映出人类征服高原的历史过程。

郑喆轩说，尤其是连续的地层堆积、
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
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
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提供了该
地区古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耦合关系的
重要生态背景和年代学标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稻城皮洛遗址
四大罕见之处

遗址可以看到清晰的地层剖面。

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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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百万平方米的
超大型旧石器遗址

皮洛遗址位整体面积约100万
平方米。专家表示，在高寒地区发现
近百万平方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
非常不可思议的。如此大型的旧石
器时代遗址在国内外都较为罕见。

拥有7个文化层

自遗址发掘以来，考古人员已发
现7个文化层、近万件石制品。这说
明远古人类在此的活动频率和强度
非常高，突破了人们以往的认识。
专家介绍，一般情况下，高原剥蚀地
貌很难堆积地层。然而在考古学
上，大多情况下，专家是根据地层判
断遗址年代、环境等背景信息。就
青藏高原已发现的遗址而言，绝大
多数都没有地层，许多仅有一两个
地层。皮洛遗址连续不断的7个文
化层十分罕见，这不仅对考古学来
说很珍贵，对于地质学等学科的研
究也意义非凡。

同一地点发现
完整文化发展阶段

皮洛遗址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
“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
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
序列。

专家介绍，在一个地方发现3个
人类文化阶段，不仅在高原上，整个
世界上都非常罕见。不同石器组合
说明其有可能为不同的人群创造，
亦或是同一人群为了适应环境的改
变所做出的技术适应，同时表明在
10余万年前，远古人类在此地有着
长期、频繁的活动。尤其是连续的
地层堆积、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
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展现了早期
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
方式等历史进程。

发现东亚最精美手斧遗存

皮洛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海
拔最高、数量丰富、地层与时代清晰
的阿舍利技术遗存，所出土的手斧与
薄刃斧等石制品是目前东亚地区形
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
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该发现
彻底解决了有关“莫维斯线”的争论，
为研究、认识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
交流与不同地区人群的关系提供了
珍贵、关键的证据和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