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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峡库区位于我国大地貌单元第二级阶梯中间的枢纽地段，是第四纪人类和动物南北迁移的重要通道
，在研究人类在我国的起源、演化及旧石器文化发展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该地区很早就被认为是古人类起源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我国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最早的
地区。
美国传教士埃德加从1913年就开始在三峡采集石制品，此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纳尔逊以及中国
地质学家杨钟健和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都曾在该区域进行过考察。
但他们采集的石制品均缺乏确切的地层依据。
1985年黄万波等在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发现距今约两百万年疑似“人科”化石和石制品，为在
三峡地区寻找远古人类遗存带来了新的曙光。
20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的启动为本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带来契机。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重庆自然博物馆在国家文物局及有关部门的统筹部署下，成
立了三峡旧石器考古工作队，在库区长江两岸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发现旧石器遗存及脊椎化石地
点69处，其中重要者22处。
1995年至200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会同重庆自然博物馆和遗址所在区、县的文
物管理所等单位对其中的近20处进行了30余次系统发掘，发掘和勘探面积逾18000m2，出土了丰富的
古人类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使三峡库区由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贫瘠区一跃而成为富集区，为研究古人
类在三峡地区的适应、开发过程和该地区更新世环境演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中丰都烟墩堡遗址被
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荣获1996-1998年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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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总了1997年以来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与科研成果，运用现代旧石器考古
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多个方面对这一地区的旧石器考古学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研究，勾画出该地区
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框架。
     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三峡库区大地构造背景和长江河流阶地的发育特点，并对该地
区旧石器及史前遗物的调查、研究历史进行全面的回顾、介绍和总结。
第二部分重点对新发现、发掘的材料进行描述和研究，分旧石器时代为早、中、晚期（含新石器时代
早期），对各个遗址及其材料进行介绍和描述，对其所反映的石器工业特点进行归纳和分析，同时对
每段时期史前人类的生存行为方式进行阐述。
第三部分对本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进行年代学分析，同时对古人类在三峡库区的生存、迁徙、技
术发展进行研究和总结，并探讨库区所在的三峡地区在我国旧石器考古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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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Ⅶ级阶地（T7）：只是在云阳至巴东间有分布，高度超过200m，属侵蚀阶地。
杨达源在对长江三峡阶地堆积物进行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后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山区河流阶地是在
构造上升、河流下切过程中形成的，但长江三峡地区的阶地是在构造上升、河流下切过程中，由于受
气候变化以及长江三峡的流量与水位变化所造成的。
构成阶地上部的河漫滩相堆积、中部的冲积砾石层与作为阶地基座的基岩平台是在不同时期形成的。
首先阶地底部的冲积砾石层等颗粒较粗的河床相沉积是在气候较寒冷、干旱的长江低水位时形成；阶
地上部堆积物为气候温暖、长江高水位时期的河漫滩相堆积物。
当气候再次转为较为干旱和寒冷时，水位降低，原河漫滩相堆积部位超出一般洪水位而成为阶地。
三峡库区第1级阶地上部细颗粒堆积属高水位的泛滥沉积，形成于全新世温暖时期，该级阶地常掩盖
较早形成的阶地（杨达源，1988a）。
三峡地区较高的河流阶地多属基座阶地，由基座、河床相沉积、河漫滩相沉积组成，这类阶地的形成
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河流下切侵蚀形成基座；其次，气候转为干燥、寒冷，水位降低，堆积河床
相粗颗粒堆积；最后，当气候转暖，水位上升，上部河漫滩相细颗粒堆积形成。
三峡库区较低的阶地，阶地结构一般由基座和河漫滩相细颗粒堆积组成，缺失或极少保留河床相堆积
，此类阶地之基座形成较早，它经历过水下平台阶段，而后河槽再下切加深，古河槽底相对升高到接
近洪水位高度之后，才出现河漫滩相堆积超覆而形成阶地。
三峡地区的第Ⅲ级及以上阶地多属前一种类型，而较低阶地（第I、Ⅱ级）则以后者居多。
三峡工程淹没区发现的重要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遗址全部出自长江沿岸的第工至第Ⅲ级
阶地内，只有在移民迁建区发现的一处遗址（烟墩堡）位于第Ⅳ级阶地（图1-2）。
第Ⅱ至第Ⅳ级阶地内石制品多分布于阶地底部的基座上或砾石层中，第1级阶地内的石制品常分布于
阶地上部的细粒堆积物中。
河漫滩是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很有特色的地貌景观，它在雨季常常被淹没，在旱季则表现为滩地或阶
地式的台地，有的地段相当宽广，大多在枯水季节被开垦作为耕地。
库区河漫滩常见丰富的石制品，遍布在河漫滩表面和河漫滩的砂或砾石层里，有的甚至被胶结在坚硬
的岩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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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峡远古人类的足迹:三峡库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是三峡考古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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