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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
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文明素以其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彪炳于世。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也是其间惟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
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不仅对于复原中国古代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探讨人
类文明的产生及其发展途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境内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数量众多的重要考古遗址和遗迹相继发现，人们对于这一
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也方兴未艾、日渐繁荣，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最
为引入注目的显学领域。
　　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探讨其背景、契机及其演进规律，复原中国文
明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历史途径，展现中国早期的灿烂文化，纠正对中国文明研究的各种偏见，已是当
前历史、考古学界的重要任务。
基于这一认识，早在十年前，我们会同国内历史、考古学界的一批硕学精英商讨多次，开始组织撰写
这部十三卷本的“早期中国文明”。
经过十多年来大家的共同努力，虽然历经周折，现在终于逐步完成，开始陆续出版面世了，我们自然
有难以自禁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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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篇以旧石器至秦灭燕为时间范围、以战国中晚期燕昭王全燕时期燕国疆域为空间范围、综述
这一时空范围内北方幽燕地区各考古文化，而以综述两周时期燕文化为主体的地域性考古文化学术专
著。
书中每论及一考古文化，一般均涉及该文化的发现与定名、年代与分布、遗迹与内涵特征、分斯与类
型、渊源与去向及族属等重大学术内容。
既充分体现了历史、考古界研究这些文化的学术成果，也多有作者对相关学术问题的裁断与见解。
是这一领域既富含共性又极具个性的学术专著，很值得专业人士和爱好者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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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喀左鸽子洞与海城仙人洞　　一、喀左鸽子洞遗址　　喀左鸽子洞也是一个洞穴堆积遗址
。
该遗址位于辽宁省西南部的喀左县水家乡瓦房村附近的大凌河右岸一个名叫鸽子洞的洞穴中。
洞口高出大凌河约35米，与大凌河第2阶地相当。
鸽子洞实际是一座高敞的朝东岩厦，岩厦内还有几个小洞。
文化堆积与遗物主要发现于其中的一个小洞内。
鸽子洞遗址发现于1956年，是由辽宁省博物馆孙守道与朝阳地区文教局的陈瑞峰两位先生在文物调查
中发现的。
这是东北地区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洞穴遗址。
　　1973年与1975年，两度对鸽子洞遗址实施了考古发掘。
发现石制品200多件，还有用火遗迹以及包括最后鬣狗、披毛犀等多种动物的化石①。
　　小洞堆积分为6层，最上一层为灰黄色土，结构松散，含近现代遗物。
第二层有大量片状灰岩角砾，角砾中填充着浅黄色土，含哺乳动物化石与旧石器。
第3层为灰烬层，疏松、质细无粘性，有黑、黄、粉、白、灰等颜色，呈透镜体状分布、中部最厚处
有50厘米，含烧骨、木炭、烧土块以及少量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灰土的含炭量为24％。
第4—6层分别为灰色土层、黑色或棕色土层和角砾层。
这三层均无文化遗物发现。
看来人类使用该洞穴，应在第4层灰色土层形成之后。
人类在第4层的层面上活动，留下了篝火的灰烬、石制品和动物骨骼。
堆积的性质说明，第2层和第3层当为同一时期的遗存。
人类居住的当时或稍晚，气候很冷。
由于寒暑作用而产生的大量片状灰岩角砾最终将人类的文化遗存掩埋并保留了下来。
　　在于此已发现的20多个哺乳动物化石种类中，虽有一些东北地区常见的成员，如猛犸象和披毛犀
；但较多的还是华北晚更新世动物群种类，如直隶狼、沙狐、小野猫、最后鬣狗、野马、野驴等。
种类较多的啮齿类有硕旱獭、仓鼠、鼢鼠、上头田鼠、黑鼠等。
偶蹄类有鹿、羚羊、岩羊、牛等、还有披毛犀。
从动物群所反映的生态特点看，当时应是气候干凉、以草原为主、兼有森林的自然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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