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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何时登上青
藏高原的？又是如何适
应这片土地的？

近期，西藏日喀则
康马县嘎拉乡玛不错遗
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作
为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腹
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
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
列最清晰的新石器时代
湖滨遗址，该考古项目
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
了探究早期人类“极地”
生存的样本。

这部镌刻在高原腹
心地区的编年史，正徐
徐呈现着史前“世界屋
脊”先民的生存图景和
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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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不错遗址坐落
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
北翼的西藏中南部高
原，临近中国印度、中
国不丹边境。根据出
土遗物特征分析，该遗
址可能呈现了一种全
新的文化面貌——“玛
不错文化”，这是西藏
继卡若、曲贡遗址之
后，新石器考古的又一
座里程碑。

从时间维度来看，
第一期出土器物以带
有发达印纹与划纹装
饰的夹细砂褐陶戳磨
光侈口平底罐、折腹平
底盆为代表；第二期则
以放射线划纹夹云母
褐陶单耳平底罐为代
表，条形并耳设计应用
广泛；到了第三期时，
以折沿磨光黑皮陶尖
圜底罐为代表，器物延
续第二期部分器形，同
时呈现小型化趋势；第
四期时开始集中出现
石网坠。

从空间维度看，这
些陶器与西藏卡若、曲
贡遗址出土的陶器风
格不同。夏格旺堆说：

“玛不错陶器特征显示
其与四川、云南及甘青
地区文化存在密切关
联。此外，遗址中出土
的粟、黍、水稻等无法
在当地种植的农作物
遗存，都为解读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提
供了可信佐证。”

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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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不错遗址位于嘎拉古湖盆
地，海拔超过4400米，分布面积约
22.4万平方米。

2020年至2024年，西藏自治
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兰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
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
单位在该遗址开展了连续5个年
度的田野发掘工作。

截至目前，遗址考古发掘面积
1650平方米，清理出60余座墓葬、
40余座灰坑及柱洞、灶、石构等遗
迹。研究成果表明：玛不错遗址是
迄今所知青藏高原腹地年代最早、
海拔最高的墓地。

那么，这些跨越四千年的遗迹
背后又隐藏着早期人类怎样的文
明演进密码呢？

玛不错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
夏格旺堆告诉记者，该遗址第一期
晚段至第三期遗存距今4500年至
3000年，第四期遗存距今3000年
至2000年。葬式多样，有石棺墓、
竖穴土坑墓、石室墓等，葬俗包括
俯身直肢葬、二次捡骨葬等。

其中，在第二期墓葬中发现
“叠葬墓”，这在西藏高原墓葬考古

中尚属首次发现；第三期墓葬遗
址中开始出现规格较高的石围石
室墓、带分室的大型竖穴土坑墓，
出土了西藏最早的青铜链环、滑
石珠等。

“第三期墓葬中，我们还发现
了西藏已知最早的封堆墓，该发现
将封堆墓葬认知记录从此前的公
元7世纪吐蕃时期提前到了史前
时代。”夏格旺堆说，“根据墓葬形
制的复杂化特征，我们推测此时高
原内部已出现阶层分化”。

第四期遗存中，聚落布局发生
大变化，出现了西藏最早的大型石
构遗迹。夏格旺堆说：“石构遗迹
的祭祀坑内铺垫的红色沙土上摆
放有一只羊头，营地区域不仅发现
有灶台，还发现大量人类吃完鸟蛋
后散落的鸟蛋壳。”

碳十四测年显示，玛不错遗
址不同发掘区地层可建立起连续
的年代序列，不同时期聚落布局
均为早期人类有意识规划的呈
现。“高规格封堆墓葬的出现是否
昭示着这一文脉延续并影响了吐
蕃文明，仍待进一步探寻。”夏格
旺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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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不错第二期典型陶器。

玛不错遗址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