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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石器时代的联系 
 

藏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古代文明的民族之一。早在远古时期，藏族先民

就在开发青藏高原的过程中与周边各民族，特别是黄河流域远古文明的开发者建立

了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要考察这种联系和交往，就必须对西藏远古文明做必要的了

解。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人种形成及氏族部落萌芽的重要时期。目前为止，西藏

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有8处，分布在申扎、双湖、日土、普兰、吉隆等县境

内，相对集中于西藏的北部和西部。上述发现，以定日县的苏热和申扎县的珠洛勒

两处较具代表性。在苏热共采集石片、石器40件，其年代初步推定为旧石器时代中

期和晚期，大约距今5万年。从中反映出制造和使用这种石器的藏族先民有了比较丰

富的劳动经验和较熟练的劳动技能，主要从事狩猎和采撷。珠洛勒共采集石片、石

器14件，与苏热石器属同一类型，但年代稍晚，且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西藏地区

旧石器在器型和工艺等方面明显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常见的特征，即石片石器占绝

大多数，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砾石面，组合形式以砍

器、边刮器、尖状器三种器型最为普通。西藏发现的旧石器几乎全是此类石片石

器，如在藏北申扎县珠洛勒等地点发现的旧石器，安志敏先生认为其主要器形“均

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的遗物相近似或基本一致，同时相似的器形也见于河北阳原

虎头梁和山西沁水下川遗址，类似的椭圆形长刮器还见于云南宜良板桥遗址”。①

张森水先生对定日县苏热地点旧石器的分析认为：“如将定日的标本与云南宜良的

旧石器和宁夏水洞的旧石器以及巴基斯坦的索安文化晚期的旧石器加以比较，存在

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②发现于吉隆县哈东淌等地点的旧石器在工具类型和以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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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为加工原料等方面“都显示出与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相似性”。③上述研

究结果表明，亚洲旧石器文化与西藏旧石器文化可能发生过交流的应主要是中国华

北和西南地区以及印度河上游流域地区的同期文化。从地理分布上看，西藏的旧石

器文化主要分布在高原西部、北部及南部地区，而高原北邻的新疆和南邻的印度恒

河平原地区均未发现有与西藏旧石器文化相似的同期文化遗存，因此可以推断西藏

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发生交流的主要通道应是高原西

部的外流河流域、东部的三江河谷以及东北部黄河、长江源头的高原地区。这三个

地区都具有海拔高差相对较小、水源丰富、河谷畅通等易于人类迁徒和文化传播的

地理条件，因此在生产力水平和通行能力相对低下的旧石器时代，可以成为西藏高

原与相邻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上述三个地区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成为西藏与相邻地区之间进行文化交

流的主要通道，并且在其后的新石器时代经由这三条主要信道的文化交流，也一直

比较频繁且规模亦有所扩大。代表藏东的新石器文化类型，正好分布于易于南北向

交往通行的三江深峡河谷地区，在其北部与之时代大体相当的是甘青地区的马家窑

文化和齐家文化。卡若类型中的盘状敲砸器、有肩石斧、长条形石锛（斧）、安装

石叶的骨质刀梗、典型的细石器、陶器中的器形及纹饰等、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

居址、粟类农作物等因素均可在马家窑、齐家文化中见到同类遗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还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西藏地区的原始居民就与黄河中下

游地区的早期人类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和祖国境内其它地区的原始居民存在着共同

的文化因素。 

① 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载《考古》1979年第6期。 
② 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载《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

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③ 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载《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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