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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2019-2020年度考古发掘新收获
作者：李有骞  来源：《中国文物报》（2021年3月19日）  时间：2021.03.19

　　小南山是黑龙江省饶河县城东南的一座孤立小山，属完达山余脉，南北1000米，东西400米，

海拔106米。小南山上现生长着柞、桦和松等组成的针阔叶林，乌苏里江从山脚下自南向北静静流

过，对岸为现属俄罗斯的锡霍特山脉。小南山遗址最早发现文化遗物是1958年，1971年和1980年

做过小规模的考古工作，1991年基建时意外发现一座出土较多玉器的墓葬。2015年至2017年，黑

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饶河县文物管理所开启新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在小南山东坡中部发现第

一墓地，年代距今9000年左右。2019年和2020年，在第一墓地东北侧发掘800平方米，新发现同时

期的另一片墓地（第二墓地），以及年代更早的一类遗存，极大地深化了对小南山遗址的认识，以

下对近两年的发现进行简要介绍。

　　一、小南山第一期遗存的发现

　　2019年在第二墓地所在的区域和周围，出土大量的石片和带有草印痕的陶片，多见于墓葬封土

和墓坑填土中，以及局部残存的黑土层（文化层）中，从层位上看早于第二墓地的墓葬年代。

　　2020年在第二墓地周围以及和第一墓地之间的区域进一步扩大发掘面积，获得更加丰富的第一

期遗存，除了大量石制品和陶片之外，重要的是发现2座房址和一些火塘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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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山遗址一期遗存房址（F1）

　　2座房址均为半地穴，建于斜坡之上，开凿基岩而成，房内堆积为黑色土。较大的F1深

0.12~0.78米，面积约24平方米，四周有柱洞。稍小的F2深0.12~0.25米，面积约13平方米。房址

内出土器物较少，仅有少量陶片、石片、刮削器和压制尖底石镞，陶片内外表面有草印痕，花边口

沿。根据F1房址中心灶内的炭粒测得的碳十四数据为12470±50BP 。

　　火塘遗址分布在发掘区最西端，可见三块较为集中的红烧土。由于第一期遗存所在的区域有8°

的斜坡，剥蚀作用强烈，作为文化层的黑土层仅保存在基岩局部凹坑处。但是，火塘所在的区域有

大块的基岩保护，在基岩坡下一侧的黑色土和红烧土得以幸运地保存下来。火塘为红烧土，内有大

量的炭粒，根据炭粒获得了两个测年数据，分别是11720±40BP和12120±40BP。房址内的灶和露

天的火塘遗迹中的炭粒测年为判断第一期遗存的年代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校正后的年代在距今

15000~13500年左右。另外，根据黑色土层中的炭粒获得了一些年代更早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校正

后在距今16000年左右，说明第一期遗存的年代可能早到此时。

　　小南山第一期遗存的石制品以细腻的凝灰岩、碧玉、玉髓和玛瑙为主要原料，还有少量的黑曜

岩。剥片技术中细石叶技术特征明显，常见以两面器为毛坯的楔形细石核，工具中最常见的是作为

矛头（标枪头）或箭头使用的两面尖状器，还有较多的锛形器。陶片破碎，火候较低，器型为平底

罐，内外表面多有草印痕，个别口沿呈花边，口沿下方有在陶土完全干硬之前戳的穿孔。整体而

言，小南山一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相邻的俄罗斯境内识别出的奥西波夫卡文化十分接近，与华北地

区的虎头梁、于家沟等更新世末期的遗址也有相似之处，在东北亚地区更新世末期的许多文化中也

能找到共同因素。

　　二、小南山第二墓地的发现

　　第二墓地位于第一墓地东北75米，整座墓地布局紧凑，由墓坑、环沟和封石堆三部分构成。墓

坑有13座，其中2019年清理10座，2020年清理3座，墓坑长0.7~1.8米，个别墓坑极浅。环沟呈弧

形，南高北低，总长10米，该沟截留坡上流水，保护被环绕的8座墓坑。封堆南北长15.1米，东西宽

9.5米，叠压在8座墓坑和环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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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山遗址第二墓地的墓坑和环沟（2019年）

　　整个墓地营建虽有早晚顺序，但根据层位关系、出土器物和测年数据判断，应属于同一时期。

墓葬内随葬陶器、石器和玉器，人骨保存不佳。陶器为平底筒形罐，多为素面，少量在靠近口沿外

表面有附加堆纹和稀疏栉齿戳印纹，内外表面多有制作时留下的刮抹条痕。石器以局部压制的石叶

石镞和通体压制的长石镞数量最多，还有磨制的石镞、箭杆整直器、筒形石器和石斧等。玉器总计

发现50余件，有玦、环、璧饰、珠、管和造型各异的小坠饰等，其中玦的数量最多，特征十分鲜

明，最大者直径6.5厘米，多呈扁环形，玦口一侧较窄，另一侧较宽，边缘呈刃状。两座墓葬中人骨

获得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是8020±30BP和8060±30BP，校正后在距今9000年左右。

　　第二墓地与第一墓地相距约75米，二者的墓葬形制、出土器物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也有细微差

别。例如，第一墓地多单体封石，第二墓地以整体封石为主；第一墓地陶器多饰规整的栉齿纹，第

二墓地多为表面有刮抹痕迹的素面陶；玉器方面，第一墓地多璧饰，第二墓地多玦饰。两处墓地的

关系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三、小南山第一、二期遗存发现的意义

　　小南山遗址目前共识别出5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前2期遗存最为丰富。第一期遗存中的陶

器、半地穴房址和第二期遗存中的玉器的发现意义重大。

　　早期陶器和房址发现的意义

　　陶器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根据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列岛以往的工作，至少在

13000年前陶器在东北亚地区已经出现，最早可追溯到距今16000多年。但是，以往中国华北和东北

地区发现的早期陶器十分零星，且年代不超过距今13,000年，严重制约着东亚地区陶器起源和早期

传播的研究。小南山遗址发现的陶器是目前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陶器，为东亚和东北亚地

区早期陶器的研究增添了重要的材料。

　　房屋的发明是人类应对寒冷气候的重要手段，以往在东欧和西伯利亚发现了较多的距今2万多年

前末次盛冰期时的地面或者半地穴的房址。小南山遗址的半地穴房址形状规整，凿入基岩，建有柱

洞，中心有灶，反映了复杂的建筑结构和营建过程，对房屋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陶器和房屋的使用说明古人类流动性减弱，定居性增强的特点，反映了在更新世末期气候转暖

的背景下，乌苏里江地区古人类积极利用丰富的水生资源，开展捕鱼、狩猎和采集活动。随着人口

的增加，社会组织复杂化程度的加强，开始了“渔猎式的新石器时代”。

　　玉器与墓地发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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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南山遗址发现的两片墓地形制规整，布局紧凑，规模宏大，反映了成熟的丧葬制度和观念，

在同时代非常罕见。对研究古代社会组织、文化发展和社会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是最惹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总数已超过200件，种类丰富，构成了迄今所

知东亚地区最早的玉器组合。20世纪80年代兴隆洼-查海文化的确立和其中玉器的发现把玉文化的起

源指向了东北南部地区，该地区年代稍晚的红山文化因为坛、庙、塚和大量玉器的发现，被看作是

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将东北北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境内发现的大量

史前玉器看作是这一“根系”向北影响的结果。小南山遗址玉器的发现和年代的确认提供了一个新

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东北乃至东亚史前玉文化的形成和传播，邓聪先生在本刊有详细的论述，在此不

赘。

　　苏秉琦先生在晚年的时候提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小南山遗

址的考古发现及其特殊的区位特点无疑为认识中国与东北亚以及更广阔的区域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搭建了重要的桥梁。

分　　享：

历史讲坛 学术资源 学术动态 中国考古
(中国历史文

院属研究所： 考古研究所 | 古代史研究所 | 近代史研究所 | 世界历史研究所 | 中国边疆研究所 | 历史理论研究所

机构链接： 人民网 | 新华网 | 求是网 | 光明网 | 学习强国 | 中国社会科学网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19 中国历史研究网. All Rights Reserved  视觉设计：北京分形科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1号楼中国历史研究院　邮编：100101

京ICP 备 1101386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0146号

建议使用IE9.0以上浏览器或兼容浏览器


TOP

http://hrc.cass.cn/xsdt/xsxw/202103/t20210319_5320117.shtml
http://hrc.cass.cn/lsjt/
http://hrc.cass.cn/xszy/
http://hrc.cass.cn/xsdt/
javascript:void(0);
http://kaogu.cssn.cn/
http://lishisuo.cssn.cn/
http://jds.cssn.cn/
http://iwh.cssn.cn/
http://bjs.cssn.cn/
http://lls.cssn.cn/
http://www.people.com.cn/
http://www.xinhuanet.com/
http://www.qstheory.cn/
http://www.gmw.cn/
https://www.xuexi.cn/
http://www.cssn.cn/
http://hrc.cass.cn/lxwm/
http://www.fractal-technology.com/
http://www.fractal-technolog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