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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以考古资料为主复原东北先秦史的尝试，将东北先秦史分为五个阶段和大约十个小区进行研
究。
重点阐述了东北文化以渔猎为本与农牧结合的经济生活及区域特色；在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
的古国—方国—帝国阶段及其与中原地区同步又不平衡的发展水平；燕与东北和北方诸青铜文化在交
融中共同发展的关系；东北边远地区考古文化的多样性，以及这些考古文化与文献记载东北诸民族及
其前身的关系。
对东北与东北亚地区文化关系的研究成果也作了综合论述。
是一本较全面研究东北先秦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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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大顺，1938年11月生于河北省张家口市。
曾授业于苏秉琦教授，专攻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196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化厅从事北方地区新石器
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发现、主持和组织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姜女石秦行宫遗址的发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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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农业的起源   一 东胡林墓葬  二 南庄头遗址  三 转年遗址  四 桑干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五 
燕南地区农业的起源 第二节 燕山南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与幽燕文明的起步  一 查海——兴隆
重洼文化　⋯⋯第三章　与夏为伍的方国文明与文化——东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第四章　商周时期
的燕与幽燕地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第五章　燕秦帝国的建立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六章　先秦时
期的东北与东北亚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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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937年，由于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北京人化石，包
括头盖骨5个，一些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月骨以及147颗牙齿等极其珍贵的
标本，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下落不明。
    鉴于周口店遗址的重大学术价值，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恢复了发掘工作。
1949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和地质调查所领导下，由贾兰坡、刘宪亭主持，重新开始了对
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当年就发现了3枚北京人牙齿及1件石器。
1951年继续发掘，发现两枚北京人牙齿和少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
在室内清理破碎化石中，发现肱骨和胫骨各一小块，其中胫骨是新发现的人类化石资料。
1958～1960年的发掘，获得少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
1966年上半年，在裴文中领导下继续发掘，发现了北京人头骨残片和右下第一臼齿1枚。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发现的两块头骨残片和1934年发现的5号头骨残片模型相对，恰好合为一个个体。
这年还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和100多件石器。
在发掘和整理的同时，重点对人类化石、石器和北京人是否已会制作和使用骨器等问题展开讨论。
“十年动乱”期间，发掘工作再次停顿。
1978年9月恢复工作，在北京人洞穴的东坡进行发掘，发现了一些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
P29    目前朝鲜半岛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南汉江流域的丹阳俭窟洞穴和大同江流域的黑
隅里遗址，有认为俭窟洞穴的最下层时代可早到70万年，黑隅里大约在60万～40万年前，早期遗址还
有公州石壮里下层和京畿道涟川郡全谷里等地点。
从早期地层所出动物化石分析，如黑隅里所出梅氏犀、祥原马(相当三门马)、祥原田鼠、祥原大角鹿
等属灭绝种，与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动物群相似，但这几种动物化石在东北地区延续时间比华北地区为
长，可到更新世晚期，而更新世中期的典型动物化石如剑齿虎、肿骨鹿在周口店第一地点和金牛山、
庙后山都有出土，而黑隅里地点的自然环境与金牛山、庙后山相近，都为森林草原地区，却不见这两
种动物化石，所以，有的中国学者认为，黑隅里的年代应较周口店第一地点为晚，而与金牛山、庙后
山相近，距今在30万～20万年，属更新世中期偏晚阶段。
初步比较，朝鲜半岛早期旧石器文化特征与辽河流域同时期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石器以中小型居
多，石片石器占优势，石核石器较少，打片和加工方法以锤击法为主，工具类型有砍斫器、刮削器、
尖状器、石球等。
黑隅里大量使用脉石英也与金牛山相同。
韩国学者有将韩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与欧洲阿布维利文化相联系的。
如李隆助认为，丹阳俭窟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二文化层是欧洲最具代表性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阿布维利文化形式的延续。
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有阿舍利、勒瓦娄哇类型的石器与动物化石。
孙宝基也认为，石壮里遗址第四文化层出有阿布维利式手斧，第五层出有阿舍利式手斧。
1978年全谷里也出土过阿舍利式石器。
由于这种手斧与典型的阿布维利手斧只在形制上相近，而打制方法与精确度并不相同，且这种手斧在
中国大陆，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直到晚期都有发现，作为一种大型石器类型，其在朝鲜半岛大量出土，
进一步证实了大型石器在东亚地区的广泛分布。
P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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