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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为探索和揭示史前人类的生活痕迹和文化遗存，我省日前启动了昌江史前洞穴遗址调查。
经多次文物普查和考古调查，海南已发现石器时代遗址和遗物点近300处，这些主要分布于昌化
江流域和环海南岛沿海地区的遗址和遗物点，为我们了解史前海南先民的生存和生活状况提供
了依据。本期《海南周刊》封面聚焦“海南史前生活图景”，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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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年考古学者一直在海南各地开展史前文

化的考古和研究，也发现了不少新遗址、新遗物，但从宏
观角度看，海南岛史前文化序列还存在缺环。比如从距
今约2万年的昌化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到距今
约1万年处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落笔洞文
化，存在1万年的缺环；从落笔洞文化到最早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即距今约 6000 年的英墩文化遗存，存在
4000年的缺环……

这些缺环不仅仅是时间概念上的空白，其背后也对
应着文化发展的不连贯、不衔接，意味着目前海南还无
法建立完整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

不久前，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央民族大学启
动实施昌江史前洞穴遗址考古项目，初步规划整个项目
实施时间为3年，将持续到2026年。

“这一次，我们针对昌化江流域及周边的史前洞穴，
将做一个科学系统的调查，下一步还要进行科学发掘，
探究史前人类在这些洞穴里的生存模式，希望能进一步
解答海南古人类来源的问题。”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研究馆员寿佳琦说。

目前，昌江史前洞穴遗址调查还处在前期调查阶
段，已采集到了一些人类活动的遗物，包括石制品、动物
化石、赭石等，还需采用科学手段，对这些遗物进行研
究，判断其年代、材质、用途等。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也在寻找有
价值、可深入挖掘的考古点，并向国家文
物局申请考古发掘执照。“期待这一次，
我们能找到海南史前文化序列新的时间
点，或是填补缺环，或是把史前文化的最
早时间点向前推进。”寿佳琦说。

也有人感到好奇，为什么海南史前
人类没有选择在平原、在海边定居，而是
在内陆、在洞穴里居住？

寿佳琦认为，古人有他们的迁徙路径和生活习惯，
史前人类遗址大多位于石灰岩地貌分布区。古人来到
海南后，可能也想找一个和原来生活环境相似的地方居
住，于是选择了同是石灰岩地貌的昌化江流域。再加上
昌化江流域植被茂盛、水源丰富，还有很多可以作为“房
子”的天然洞穴，他们觉得生活在这里更便捷。

“早期人类在洞穴安身也是古人类生存智慧的体
现。”何国俊解释说，早期人类选择山洞作为居所，绝非
随意之举。理想的山洞应具备一定的大小和深度，以符
合群体的居住需求；洞口要向阳，有利于保持温暖、干燥
和明亮；洞口要开阔，既方便出入，又不易受洪水侵袭；
此外，洞穴附近还应有水源。这些考量体现了古人类的
生存智慧。

每一段历史都有活水源头，每一种文明都有发展进
程。继续探索研究海南史前文化序列，不仅是考古学者
的职责，也是我们共同关心的课题。当考古工作者通过
那些重见天日的遗迹、遗物，一步步复原那个逐渐变得
清晰的时空框架，遥远而又亲切的人类童年岁月，便开
始在我们的脑海中变得具体而生动。

神韵寄于山，奇绝藏于洞。海南岛独特的地质构造、气候特征和水文条件，孕育了极为珍贵的洞穴资源，钱铁洞、落笔洞、皇帝洞……当你在洞内驻足
欣赏时，是否曾想象，你的脚步可能与上万年前史前人类的足迹重叠？在这些古老的洞穴中，每一步都可能踏出历史的回响。

日前，海南启动了昌江史前洞穴遗址调查，考古学者在昌化江流域的洞穴里，采集到了人类活动的遗物，包括石制品、动物化石等。这些珍贵的发现
有助于进一步揭开海南岛远古居民的生活画卷。

洞穴不仅是自然的杰作，也是人类历史的见证者，穿过洞穴的时间隧道，我们将打开怎样的史前文化“盲盒”？海南岛史前文化序列的缺环如何填补？

“这些可不是普通的石头，是破译远古历史的密码。”8月21
日上午，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来到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筹建
办公室里采访，工作人员指着整齐摆放在地面上的石制品说。

石核、石锤、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初见这些石制品，若
非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很容易将它们误认为普通石头。仔细
观察，便能发现石制品上留有人工痕迹，比如刮削器、砍砸器的
边缘有较为锋利的刃口，石核破裂面上有较为明显的打击点。

古人云：“切磋琢磨，乃成宝器。”其中“琢磨”一词，正是古代
先民加工玉石器的术语。透过这些石器，仿佛能窥见史前时期
我们的祖先在洞穴中“琢磨”的场景，他们可能用石片切割树皮
或兽皮，制作遮体的衣物；可能用砍砸器、刮削器分离猎物骨肉，
为亲友奉上一顿大餐……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何国俊介绍，这些石器中，
既有不久前从昌江黎族自治县的洞穴采集回来的，也有十多年
前在考古调查中发现的，它们均来自昌化江流域的洞穴。

研究海南的史前文化，绕不开昌化江流域。昌化江流域，特
别是干流两岸，台地发育良好，动植物资源丰富，适宜人群生存
繁衍。迄今为止，海南岛最早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绝大多数分布
于昌化江流域。

在昌江王下乡的东南隅，钱铁河蜿蜒流淌，滋养着岸边的钱铁
村。该村西侧，钱铁山耸立，从山脚望去，半山腰上两处宽敞的洞口
引人注目，这里便是蕴藏着约2万年前古人类活动遗迹的钱铁洞。

2012年，考古队对钱铁洞遗址进行试掘，在下洞发现了160
余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手镐等，在上洞采
集了石片、烧骨和动物化石碎骨，初步确定该遗址的考古学年代
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2万年。

在昌化江流域，燕窝岭、石头崖、酸荔枝园、叉河砖厂等地也
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可见，海南岛最早的史前文化分布于昌化江流域沿岸洞穴
和台地上。”何国俊说，这些目前海南岛最早的史前内陆文化特
征应是从我国大陆地区传入，极可能是通过现已消失的琼州海
峡大陆桥传入，但传入的具体时间尚无法确认。

2万年前史前人类的行为方式，我们无法直接观察，但石器、
化石上留下了他们的相关信息，可以透物见人，加以分析解读。

何国俊说，旧石器时代的海南先民，居住在昌化江流域的洞
穴中，以采集、渔猎为生，他们的生活水平较低、生存能力较弱，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学会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比如，
使用石核、石锤，说明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石材加工技术，而刮削
器、砍砸器则可能用于处理食物或制作其他物品。制作和使用
这些工具，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萌芽，也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
然的初步尝试。

石器虽无言，却承载着远古岁月的故事。这些沉默的
见证者，为现代人搭建了一座桥梁，让我们得以回访先祖。

在昌化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文化之后，海南岛目前发现
最早的史前文化是三亚落笔洞文化。1992年和1993年，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三亚落笔洞遗址考古发
掘，发现了打制石器、少量磨制穿孔石器和骨、角、牙、蚌器
等，测定其年代为距今约1万年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过渡
期。相关遗存表明，当时居住在落笔洞的海南先民已掌握
较为成熟的石器打制和用火技术，主要以渔猎、采集为生。

值得注意的是，三亚落笔洞遗址出土的砾石打制石
器，与昌化江下游旧石器时代文化，特别是钱铁洞遗址石
器文化特征，是一脉相承的，都体现了华南旧石器时代砾
石打制石器传统。

这能说明什么？何国俊说：“这代表海南岛史前海洋
文化的源头很可能是海南岛史前内陆文化，昌化江流域旧
石器时代文化传至南部沿海的落笔洞，史前海洋文化自此
发轫。”

海南史前文化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条脉络——一条
是昌化江流域的内陆文化，另一条是肇始于落笔洞遗址的
环海南岛海洋文化。一内陆、一沿海，组成了整个海南史
前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海南岛史前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
同步发展，在石器、陶器等文化内涵方面相似。2012年至
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院）持续合作考古，已初步建立起英墩文化遗存—莲子湾
文化遗存—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框架，为构建海南东
南沿海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提供了重要的关
键证据。但昌化江流域史前内陆文化的考古和研究仍以
调查为主，亟待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

相较于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者在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现了更多制作更精细的石器和陶器，足以拼凑出史前海
南先民更具象的生活细节。

如果你是一个4000多年前居住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南湾
半岛（石贡遗址）的小男孩，你的一天可能是这样过的——

清晨，阳光照进家中，你迷迷糊糊睁开双眼，去找爸爸
妈妈。走至屋外，你看见妈妈正在“品”字形三星灶旁，用
陶器煮着海鲜汤。闻到香味，你的肚子开始咕咕叫，妈妈
给你递来用陶碗装着的汤，你喝了起来。

这时，远方传来响声，你好奇地跑过去看，原来是你的
爸爸挥舞着手中的石斧在砍树，他要用木头制作独木舟。

“爸爸，我想去海边捕鱼，你带我去吧！”爸爸答应了你的请
求，你们便推着独木舟来到海边。乘舟下海后，爸爸拿起
木制的鱼叉开始捕鱼，不一会儿，你们就满载而归。

到了下午，你和小伙伴在海滩上玩耍，捡贝壳，捉螃
蟹。傍晚时分，氏族部落里的大人们带着渔猎、采集的收
获回到住处，大家围着篝火唱唱跳跳，庆贺白天的丰收，你
穿梭在人群中，兴高采烈。月上枝头，你望着满天繁星心
里想：“今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时隔几千年，当年的人、事、物早
已远去，但透过从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石器、陶器、骨器、贝
壳等遗物，我们仿佛仍能与史前海南先民“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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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 实习生 劳兰婷

琢石为器

手镐 昌江钱铁洞遗址

遗址出土的石核、石锤、刮削器、手镐
等，表现出明显的华南旧石器时代砾石石
器特征，手镐在海南属首次发现。

以火炙食

烧石 三亚落笔洞遗址

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了用火遗迹——烧火堆，其夹
杂灰烬、炭屑和烧制过的脊椎动物骨骼、贝壳、烧石等。

结串为饰

鱼骨串饰 三亚英墩遗址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海南先
民的审美意识逐渐增强，一些陶
器上有了简单的纹饰，还出现了
饰品。

磨制刀斧

石刀 陵水石贡遗址

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较多，打制石器较少，磨制石器多
为通体加工，有的较为精致，类型主要有斧、锛、凿、刀等。

纺织萌芽

纺轮 陵水桥山遗址

石贡遗址、桥山遗址均发现了纺轮，说明在新石器时
代，海南出现了纺织业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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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
代表性遗址

旧、新石器时代之交
代表性遗址：落笔洞遗址

（距今约1万年）

旧石器时代
代表性遗址：钱铁洞遗址、

燕窝岭遗址（距今约2万年）

晚期

桥山文化遗存

（距今3500~3000年）

中期

莲子湾文化遗存

（距今约5000年）

早期

英墩文化遗存

（距今6000~5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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