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
和龙大洞
旧石器时
代遗址揭

露的三期文化层如同三
部连续历史纪录片，清
晰展示了从距今 5 万
年-1.5万年，大洞遗址
石器工业从小石片向石
叶-细石叶技术转变的
重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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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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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的简单打

制石器，到后期精巧

的细石叶工具，技术

演变体现了人类适应

环境能力的提升，也

成为东北亚古人类演

化历程的生动见证。

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高星认为，

一个从石叶到细石叶

技术完整体系的发

展，为研究旧石器时

代晚期人类的技术衍

化，还有早期现代人

群的迁徙、适应、交

流、融合，都提供了非

常重要的信息。

在 和 龙 大 洞 遗

址，考古学家还收获

了一些“惊喜”。

在第三文化层发

掘一件赤铁矿原料的

雕刻品，距今 1.7 万

年左右，表面泛金属

光泽，呈片状，周身有

数道刻划痕迹，整体

神似某种动物形象，

可能是长白山地区最

早的艺术表达之一，

对于我们理解古代人

类的精神世界和象征

行为，具有非常重要

的价值。

此外，考古发掘

还 在 距 今 2.8 万

年-2.4万年的地层中

发现人工活动面以及

1处人工石圈。人工

石圈由9块自然砾石

构成，向心分布，整体

呈长椭圆形，成为探

究古人类居所演化的

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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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考古人员在和龙大洞遗址进行年代

和环境样品采集。 2021年9月15日摄

考古人员对石核进行三维扫描。2021年4月21日摄

和龙大洞遗址出土
的细石叶石核。

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考

古学者依托和龙大洞遗址首次构建

了长白山地区距今五万年以来清晰

且连续的文化序列，见证了石器技

术从石核石片技术向细石叶技术的

转变，新发现的动物化石也在该地区

十分罕见，为该区域其他遗址与相关

材料建立了对比研究的参照标尺。

专家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

同一时段同一地域火山喷发形成的

黑曜岩具有相同的地球化学特征，

而不同的火山喷发岩浆具有不同的

地球化学特征，因此可以将黑曜岩

地球化学特征视作一种石器“DNA”。

学者们通过对这种石器“DNA”

的分析，追溯其原料来源发现，环日

本海存在着一个广泛的黑曜岩原料

流通网络，大洞遗址的黑曜岩原料，

绝大部分来自长白山，但是也有一

小部分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相关，揭

示了东北亚史前人群的流动与文化

互动。

和龙大洞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

责人、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徐廷表示，和龙大洞遗址黑曜岩网

络与工具风格的跨区域相似性，印

证了末次冰期古人类在东北亚地区

的广泛流动与迁徙。例如遗址内最

早期的石核石片石器，与我国北方

地区石器传统保持了高度一致性，

而后续出现的石叶、细石叶技术，又

广泛影响了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

以及日本北海道等广大地区。

多元化的科研成果表明，在技

术变革和人群交替的时代背景下，

活动在和龙大洞遗址的人群具有更

好的适应性遗传变异特征，掌握着

简约而又高效的剥片技术和石器加

工技术，在长白山独特的文化生态

单元中进行着流动性较强的狩猎采

集生活。

徐廷认为，随着长白山地区旧

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连

接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朝鲜半岛、

日本列岛的旧石器文化传播走廊将

逐步构建起来，这对于探索长白山地

区古人类生存适应方式、技术扩散和

人群迁徙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目前，和龙大洞遗址已完

成27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这仅仅

是冰山一角。”徐廷说，“未来，随着

进一步考古发掘，我相信大洞遗址

还将不断刷新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晚

期东北亚古代人群生产生活方式的

认识。”

文图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