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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扁扁洞出土万年前先人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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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扁洞外景 

  近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淄博市沂源县扁扁洞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新进展——在距今约9000年至1万年前，扁扁洞曾

是山东省新石器时代一处洞穴遗址。这一重要发现，首次揭开山东省所在区域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神秘面纱，并为探索新石器

时代山东地区的文化起源以及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曾出土古人类头骨碎片 

  沂源曾因发现旧石器时代猿人遗址而名噪一时。县境周围有沂河、沭河、淄河、瀰河、大汶河等多条著名河流的发源地，另

有众多石灰岩洞穴依河而成，这些洞穴成为早期人类天然的栖息场所。沂源扁扁洞位于该县张家坡乡北桃花坪村后北围子山半

腰，北面不远便是临朐县，位于沂山之南。 

  据介绍，扁扁洞遗址首次发掘是在2005年5月，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在

洞口东侧，出土陶片、石磨盘和石磨棒等新石器时代遗物，并有灰坑、多处烧火面。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当地村民从洞内取土

时，曾发现人类遗骸，考古人员据此推测洞内有墓葬存在，正式发掘证实了这一推测，洞内采集到的人类头骨碎片和一批兽骨，

后经检测，骨龄距今万年左右。 

  2006年底，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波任领队，第二次发掘了这一重要的洞穴遗址。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这次发掘重点对

扁扁洞洞厅东部和洞尾部分进行发掘。由于洞内矮且空间局促，光线昏暗，考古人员不得不哈下腰，用发掘铲仔细地在文化堆积

中找寻万年前先人留下的信息。经过仔细清理，发现文化堆积层的剖面，并与第一期发掘出的剖面贯通，有利于考古专家对比研

究并从整体上把握。 



  经过约万年的漫长时光，展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扁扁洞洞内，留有3米多的堆积物。通过探坑解剖，可清晰地看到其中夹着

一条厚约0.3米的灰黄色粉沙质黄土，土质较细，比较纯净，内有一些自然生成的料礓石。考古人员分析，当年人类刚占据该洞

穴时，这层黄土就为他们预备下一个平整的地面，先人就是在这地面上栖居生息的。而黄土层的上方，就是令考古人员为之着迷

的“人类文化堆积”，共分4层。考古人员在最上面一层，发现属于近现代堆积的部分早期陶片，也有龙山文化、春秋时期陶

片，以及黑瓷片，夹杂在碎石块中。下面3层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所遗。 

  神奇钟乳石见证文化层年龄 

  在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3层文化堆积中，从上而下第1层呈黄褐色，颗粒较粗，夹杂较多的兽骨和石块，陶片不多。该层表

面发现有一层烧土面和灰烬，灰烬显然曾被人有意识地摊开；第2层又分两小层，其中上层灰褐色，夹杂着较多兽骨和少量陶

片，下层灰色，富含灰烬和兽骨，特别是底部（第3层顶部表面）发现很多的烧土面痕迹和灰烬堆积；第3层为黄色黏土，其中洞

内部分颜色灰黄，越向洞口颜色越淡，分析是因为洞内土质中含有较多的草木灰所致，考古人员在其中发现有烧土粒以及兽骨，

陶片则很少。在另一处烧土面旁边，发现了古人使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3层中的第1层，钙化现象很明显，特别是靠东侧洞壁位置结成厚厚的“钙板”，有的甚至与洞顶探下来的钟乳石连在了一

起。这些由洞顶探下来的钟乳石，均出现在“人类文化堆积”之上，“人类文化堆积”之下属于自然堆积，尽管有大量碎石，却

未发现钟乳石的踪迹。孙波介绍，钟乳石发育是在湿热环境中，推测其发育形成很可能是在历史上有名的“全新世大暖期”，距

今约8000年前。至此，看似与人类发展没什么关系的钟乳石，竟然意外地为今天的考古人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断代依据——洞内

“人类文化堆积”至少要早于8000年。 

  在上述3层新石器早期的文化堆积中，考古人员至少发现3层明显的古人类活动面。有的经过特意整治，有的留有火烧痕迹。

如果去除人类最早活动面上的堆积，显示扁扁洞洞口宽约20余米，高约7米，洞内宽敞，由内向外略微倾斜，同时空间变大。根

据这些发现，可以勾勒出如下情景：约万年前，古代“山东人”用木棍支起架子，吊起陶釜，烧火做饭，或烧火烤鹿、猪和竹鼠

等猎物，此时洞口袅袅青烟升起，就这样季节交替，春去秋来。 

  万年前山东人制陶简单实用 

  扁扁洞出土的陶片普遍破碎严重，即便较大陶片也不多见，数量也较少。所有陶片均为夹砂陶，质地不均匀。颜色以红色和

红褐色为主，也有部分褐陶、黄褐陶和灰褐陶，显示当年烧制时火候较低。另外，陶片的厚度在0.5厘米至1.2厘米之间，明显较

厚，且厚薄变化较大。 

  陶器装饰方面也比较简单，表面素净，未发现纹饰或刻划现象，只有一片陶釜的口沿下贴塑了一周泥条，算是附加堆纹。从

陶片断面观察，有的可见宽4厘米至5厘米泥条的痕迹。至于是泥条盘筑还是叠筑制法，限于资料还看不出来。从器型来看，只能

分出釜、钵两类，有的初具后李文化陶釜那种叠沿的样式。孙波认为，扁扁洞出土的陶器，不仅从器形上已经初具后李文化一些

特征，其器表装饰也开启了海岱地区注重器物造型、不太在意表面装饰的审美传统。不仅找到了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源

头，也在具体的文化特征上找到了后者的渊源。 

  扁扁洞出土石器中，有1件长约42厘米、宽约16厘米、厚约9厘米的磨盘，2个磨棒，以及几片人工石片。此外，还出土了一

些形体细小的石制品，有石核、小石片、石屑等，但除了磨盘和磨棒外，其他石器无论是打制还是磨制，都未发现制成品，包括

北方地区常见的典型细石器。 

  另外出土的骨角器中，骨锥、骨镖和骨针等，都是用动物长骨磨制而成，骨针一端有穿孔。另一件动物肩胛骨，被打磨成铲

子状，未开刃，同样属于半成品。 

  孙波据此分析，在扁扁洞生活的这些人，仍延续着旧石器时代的生活习惯，比如穴居和渔猎采集，但伴随技术的进步，使用

陶器和磨制石器，已经开始为适应新环境新生活而发生改变。在扁扁洞遗址之前，山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一个很模糊

的概念，无确切资料和证据。扁扁洞的考古成果，首次为探索山东省该时期文化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提供了明确线索，可与国内同

期发现做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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