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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原料产地距离衰减效应为视角，根据目前中国东北地区和韩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黑曜岩石制

品的发现情况以及黑曜岩产源地研究成果，结合狩猎采集人群社交网络模型、民族学、考古学资料，对

以长白山为核心的黑曜岩源产地对中韩两地的辐射影响作出了直接供应区（天池火山口为圆心辐射半径

150~200 km）和接触区（距离天池火山口200 km以上）的划分。在此基础上对比研究两地的黑曜岩石制品，

发现由于距离源头产地较远，韩国黑曜岩石制品的数量以及类型丰度均低于中国东北地区。而又由于原

料的长距离损耗以及对于原料更加经济的开发利用，导致韩国典型遗址中黑曜岩细石核与完整石片的体

积更小，原料缩减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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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Renfrew’s distance decay model of obsidian exchange and evidence of 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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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eolithic obsidian artifacts and sources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n obsidian 

raw material supply zone (r=150~200 km) and a direct supply zone (r>200 km) were identified 

within crater Lake Tianchi, which represents a radiation core for both northeastern China and 

Korean Peninsula. Compara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artifacts of this region 

indicat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number of obsidian artifacts and artifact types are higher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Upper Paleolithic sites; and 2) obsidian microblade core reduction is 

more intense with the size of complete flakes generally smaller in typical South Korean Upper 

Paleolithic sites. We argue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obsidian distribution and usage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reflects availability and size of obsidian raw materials, associated to the distance 

from source localities in the Changbai Mountains.

Keywords: lithics; obsidian; raw materials; Late Paleolithic; Northeast China; Korea

1  引言

东北亚是世界上黑曜岩产地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目前在中国东北、朝鲜半岛、

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日本群岛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均发现有数量丰富的黑曜岩石制

品 [1,2]。由于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火山喷发形成的黑曜岩具有不同的地球化学特征，研究

人员可以通过化学元素成分分析来追溯遗址中黑曜岩石制品的原料产地。东北亚黑曜岩产

源地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东北亚地区史前时代几个主

要黑曜岩产地核心已经得到确认 [3]，同时各个区域内部黑曜岩来源的多样性也日益得到重

视 [4,5]。产源地的分析只是了解人类适应性行为和社会复杂化的桥梁 [6]，如何将黑曜岩的

示踪能力与黑曜岩原料在遗址中的开发利用研究结合起来，提升对于源产地与出土地点之

间的联系，以及古人类对于环境资源的适应、开发能力、人群之间的交流互动等方面的认

识，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努力。

本文从原料产地距离衰减理论和史前社交网络模型出发，选取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

半岛南部的韩国境内含黑曜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以下简称黑曜岩遗址）及其典型标本进

行对比研究，希望可以从距离所导致的原料在获取难易度和流转损耗强度等方面，对两地

黑曜岩石制品呈现的一些差异进行考古学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旧石器时代晚

期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南部地区 1) 的人群交流以及史前社会网络的发展。

     1) 朝鲜半岛北部朝鲜境内报道的材料十分有限，本文不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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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东北地区含黑曜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Tab.1  Upper Paleolithic sites with obsidian artifacts in Northeast China

遗址Site
主要原料及占比

Major materials and  their 
contents (%)

黑曜岩占比

Obsidian 
content (%)

数量(n)
BP 2σ

（95.4%）

分析法Method[12]

采集

Surface
地层

Strata
p-XRF LA-ICP-AES ED-XRF

炮台山遗址 Paotaishan[7] 流纹岩46%; 角岩28.5% 17.5% 91 0 √ √ √

秦家东山 Qinjia Dongshan[8] 角岩61% 13.3% 60 0

杨林西山 Yanglin Xishan[9] 角岩61.2%; 流纹岩31.8% 3.1% 55 30

杨林南山 Yanglin Nanshan[10] 角岩50.49%; 板岩21.36% 6.8% 84 13 √ √

珲春北山 Hunchun Beishan[11] 86.5% 51 1 √ √ √

桦甸仙人洞 Yedian Xianrendong[12, 13] 角岩62.7%  0.4% 0 244
40589

~37746
√

辉南邵家店 Huinan Shaojiaidian[14] 石英45.6% 31.6% 49 0 √

新屯西山 Xintun Xishan[15] 100% 0 30 √ √

抚松东台 Fusong Dongtai[4] — — — √ √

抚松枫林 Fusong Fenglin[16,17] 96% 2217 651 17000

海沟金矿 Haigou Jinkuang[18] 石英44.4%; 凝灰岩33.4% 11.1% 9 0 √ √

安图立新 Antu Lixin[19] 21.1% 65 6 √ √ √

安图沙金沟 Antu Shajingou[20] 90.2% 77 5 √ √

两江石人沟 Liangjiangzhen SRG[18] 75% 28 0

和龙青头 Helong Qingtou[21] 84.3% 197 19 √ √

和龙西沟 Helong xigou[22] 69.6% 102 0 √ √

和龙牛心村 Helong niuxincun[23] 94% 49 0

和龙二水坪 Helong ershuiping[23] 98% 51 0

和龙广兴 Helong  guangxing[23] 87% 23 0

和龙柳洞 Helong liudong[24,25] 93.66% 138 4 √ √

和龙大洞 Helong dadong[26-28] 99.4% 5752 4389
25916

~25340
√ √ √

和龙林场 Helong linchang[29] 97.42% 30 86

和龙石人沟 Helong shirengou[30-32] 99.9% 115 1267 √ √

国东大穴 Guodong daxue[4] — — — √ √

2  发现及判源

2.1  中国东北地区

目前，我国东北地区见诸报道的黑曜岩遗址共计 24 处 [7-32]（表 1）。这些遗址或地点主

要集中在吉林省东部的图们江中下游及其支流沿岸、松花江南源的上游流域，另有 4 处集中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支流海浪河流域。从文化遗物获取方式来看，多数地点的石制品是以地表

采集为主，同时在表土层之下的第二或三层通过剖面观察或小面积的试掘获得了少量原生层

位的石制品。原生层位的自然堆积均属于东北地区的晚更新统地层，发现的文化遗物大多仅

有打制石器，基本没有陶片等晚期遗物共出的情况。发掘的 11 处遗址中，仙人洞遗址上文

化层的测年结果在距今 4 万年左右，但该文化层仅发现了一件黑曜岩制品，是否可以作为东

北地区黑曜岩出现的最早时间这点还有待商榷。其余未测年遗址主要根据第四纪地质地貌、

石制品组合、加工技术以及周边区域内遗址和地点的对比，判定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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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研究人员对东北地区 18 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共计 440 件石制品的产源进

行了成分分析 [33]。其中近 94% 黑曜岩石制品的原料来自长白山火山，同时，还发现了少

量与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矿源化学成分相同的玄武岩玻璃制品。刘爽检测了中国东北地区

21 处遗址的近千件石制品 [4]，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各个遗址之间

黑曜岩的元素成分差异不显著，地质上整体与内蒙古兴安 - 吉黑造山带火山碎屑岩的地球

化学元素对比值接近，可以区分出 A、B、C、D 四种成分组合类型，具有明确的本土地

区特征；但又发现，长白山天池火口并非诸遗址的黑曜岩原料来源地 [4]。近年来的原料调

查也表明，天池火山口附近的黑曜岩原料大多有发育的孔隙，并不适合生产石制品 2)。长

白山地区原料的采集更多是从河漫滩砾石中获取，原生矿源的直接开采可能十分有限。因

此，还需进一步去探究东北地区遗址内优质黑曜岩的具体产地。

2.2   韩国
目前，在韩国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开展得较为系统，已发现黑曜岩遗

址 20 余处 [34-35]（表 2）。这些遗址主要集中在韩国北部地区，到了中部地区黑曜岩遗址

数量迅速下降 [36]。遗址大多经过了系统发掘，黑曜岩制品多出自于可靠的原生地层，为

研究黑曜岩石制品的年代、占比和组合类型等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资料信息。整体来看，韩

国境内黑曜岩出现的最早时间应该在距今 3 万年左右 3)。

     2) 信息来自与徐廷的私下交流。　

     3) 月城洞距今约 32000 年的光释光年代结果虽然最早，但学界普遍认为该数据存在较大问题，一般不予采用 [34]。　

表 2 韩国含黑曜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主要遗址
Tab.2  Upper Paleolithic sites with obsidian artifacts in South Korea[34,35]

遗址Site 主要原料

Major materials
黑曜岩制品Obsidian artifacts

年代Age (BP)
产源分析法Sourcing method

数量  (n) 占比(%) ICP-MS LA-ICP-MS PIXE INAA

上沙里 Sangsa-ri - - - √

长兴里 Jangheung-ri 石英55% 178 26.5% 29796~27361
30007~27595

√

抱川中里 Youngsujaeyul  石英55.93% 607 8.65% 21240±150 √

通贤里 Tonghyeon-ri 石英75.5% - 4%

奇窟 B Gigok  B 脉石英-石英岩92.3% 19 0.4% 12429~11412
14802~13314

√

上舞龙里 Sangmuryong-ri 石英99.1% 268 0.2% √

富坪里 Bupyeong-ri √

民乐洞 Minrak-dong  40 - √

禾垈里 Hwadae-ri 脉石英-石英岩97.1% - 0.51% 23950±100*

浦日洞 Poildong 20

下花溪里 Hahwagae-ri 脉石英-石英岩70.9% 1306 21% 16318~15904 √

三里 Sam-ri  石英91% 67 4% √

昌内 Changnae 4 -

垂杨介 Suyanggae 106 - 18630; 16400 √

好坪洞 Hopyeong-dong 脉石英54.2% 1074 21.6% 25852~25013
27716~25352

√

石壮里 Seokjang-ri 6 - 30781~21265 √

月城洞 Wolseong-dong 角页岩82% 357 2.76% 32300±3200* √ √

新北 Sinbuk 28 0.8% 29700~19400 √

     除标有 “*” 号的两个数据为 OSL 年代外，其他均为 14C 年代 //“*” for OSL dates(BP), others are Radiocarbon dates(BP 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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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东北地区的原料本土化特征不同，韩国由于缺少优质的黑曜岩矿源，其原

料多为远距离获得，目前的判源研究基本上将韩国的黑曜岩石制品源头指向南北两个产

地 [5]。北部遗址的黑曜岩均来自数百公里以北的长白山地区，元素主成分分析结果包括

PNK1(Paektusan-North Korea Type 1) 和 PNK2 两组。PNK1 对应中国东北的 B 组，PNK2 对应

中国的 D 组 [4]；PNK1 的具体源头仍存在一定争议 [37]，PNK2 的天然原料样本采集自天池

北缘的中国境内。早期原料采集者只说明采集自朝鲜境内长白山区，有学者称 PNK1 源自

天池火山口南缘，而最新的研究认为黑曜石制品的源头在距离天池火山口东南 40-50 km
处 [38]。经检测，韩国南端新北遗址的黑曜岩石制品样品中除长白山区矿源外，还有 30%
的样品原料来自隔海相邻的日本南端九州岛 [39]。到了新石器时代，九州岛才逐渐成为韩

国南部沿海地区黑曜岩原料的主要供应地 [40]。

3  距离衰减理论与社交网络模型的运用

1968 年，伦福儒等发现近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黑曜岩石制品占比随着遗址

与原料产地距离的增加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41]。位于原料产地 300 km 辐射范围以内即原料直

接供应区 (supply zone)，遗址所含黑曜岩的占比下降趋势较缓；超出这一范围以后即原料接

触区 (contact zone)，随着距离的不断增加，遗址内黑曜岩制品的占比开始迅速下降（图 1）。

根据下降速率的差异性，伦福儒等认为直接供应区内各个遗址的原材料既可能是直接从产原

地获得，也可能来自于较为紧密发达的贸易交换网络；相比较而言，接触区的原料获取难度

迅速增加，与原料产地以及供应区的联系也呈现出显著衰减的趋势。这是考古学者首次以量

化的方式来研究运输距离对于遗址石制品面貌的影响。伦福儒等以 300 km 为界定来划分的

供应区与接触区，仅仅是根据近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研究资料得出的结论。而旧石器时代人

口密度更低、缺乏交通运载工具，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该时代物质交换网络的发达程度。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旧石器时代供应区与接触区的距离界限进行适当的缩减。

Whallon 构建的狩猎采集者三级社交网络模型 [42]，可以为我们划定以长白山为核心的旧石

器时代原料供应区的范围提供一个大致参考。Whallon 指出：要实现人群的有效繁衍，区域游

群群体（regional band）内的小型游群就必须共

同构成一个半径 123 km、活动区域面积约为

47500 km2 的区域社交网络（图 2）。在这一范

围内的人群可以发生直接接触，社交网络内部

的各种交流十分密切；而相邻区域游群之间的

交流，则构成了狩猎采集人群所能稳定维持的

最大间接交流范围。Whallon 的划分基本符合

Renfrew 对于原料直接供应区的定义。

从材料来看，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低

纬度非洲东部地区的黑曜岩最远运输不超过

200 km；旧石器时代中期，欧洲黑曜岩运输

最远可达 300 km；而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最远可达 400 km[43]。有学者认为，欧洲更远

距离的运输，很可能是由于纬度的原因所导

图 1 近东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黑曜岩占比和
与原产地距离的关系

Fig.1  Percentage of obsidian in the total chipped 
stone industry plotted against obsidian source 

distance for Near Eastern Early Neolithic sites[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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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黑曜岩遗址与狩猎采集游群社交网络结构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sites with obsidian artifacts 

intersected by hunter-gatherer band social networks[42]

致的；欧洲资源分布相对分散，从而使

得该地区的人群流动距离增加，并扩展

了社交网络 [43]。实际上无论是欧洲还

是非洲，整个旧石器时代黑曜岩最为常

见的运输距离多小于 100 km[43,44]。结合

东北亚地区的纬度以及气候特征，我们

将距长白山产源地 200 km 以内的范围

划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原料的直接供

应区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

考虑到长白山区的黑曜岩均是从

火山口（长白山天池）以中心向四周喷

出后呈同心圆环式分布 [45]，本文以天

池为原料初始中心进行产源辐射理想模

型的构建是基本合理的。按照这个出发

点来计算距离，中国东北地区尤其是吉

林东部的多数遗址，都属于长白山黑曜

岩的直接供应区。对于距离在 400 km
以上的韩国境内的遗址而言，距离衰减

效应对于原料的获取程度、运输成本的

影响应该十分显著（图 2）。

4  距离衰减效应下的对比研究

4.1   方法和材料

根据伦福儒提出的单调递减定律 (Law of Monotonic Decrement)，在距离衰减效应的

影响下，流通器物在遗址中的丰度曲线会随着其出土地点与原产地的距离呈单调递减的函

数关系 [46]。原料获取难度的增加，可能会造成黑曜岩石制品在韩国遗址中的占比低于中

国东北地区遗址中的占比。同时，由于重量大的原料运输成本较高，再加上流转过程中的

损耗缩减，这就可能导致韩国境内会缺少一些较大型的黑曜岩石制品。此外，原料的稀缺

性可能促使古人类更加经济化的开发和利用长白山黑曜岩，从而提高石核的利用率。而石

核利用率的提高，既能加剧石核、石片体积的缩减，也能获得更高的剥片产出。因此，我

们决定从两地黑曜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的类型、占比、细石核体积、完整石片体积

四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

有关黑曜岩在中韩两地遗址中的器物类型及其占比，基本可以从已经发表的报告中获

得 4)。有关黑曜岩细石核和石片的测量数据，中国境内主要来自于报告；韩国境内部分摘自

4) 需要说明的是，韩国一些黑曜岩遗址经历了多批次不同区域的发掘，这些遗址出土遗物的数据尚在不断更新中。例如，垂

杨介遗址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已进行了 13 次考古发掘，有些报告尚未发表，已发表的报告内容详尽程度也参差不齐。遗

址大部分报告侧重于石器类型和原料的整体划分，关于黑曜岩各个类型器物的具体数量难以厘清。因此对于发掘和研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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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报告，还有一些来自产源分析文章。中韩遗址器物类型占比的对比分析采用 Chi Square 
test 进行统计；细石核和石片测量数据的对比，主要根据数据组的正态分布与否分别采用

Welch T-test 和 WMWU test 进行平均值差异显著性的检测。所有的统计均通过 R Studio 软件

运算，使用 p=0.05 作为显著性水平值。

4.2   研究结果

图 3 表明，中国东北地区黑曜岩遗址多集中在距离长白山火山口 50-150 km 范围，占中

国东北地区黑曜岩遗址总数的 67%（n=16）。这一范围有 11 处遗址的黑曜岩制品占比都超过

80%。200-400 km 范围有 8 处地点，黑曜岩制品的平均占比仅 23%，较前者有显著的下降；珲

春北山遗址例外，黑曜岩制品的占比较高。韩国黑曜岩遗址与源产地距离在 425-810 km，黑曜

岩制品在石制品中占比最大为26.5%，平均仅8%，远低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平均水平（表1，表2）。
从黑曜岩制品的类型来看，两地均有细石核、石叶、细石叶、石器和废片类器物。中

国东北地区的遗址，普通石核和石叶石核发现的数量较少，类型齐全，涵盖了石制品操作

链的各个阶段（表 3）。其中几件石叶石核体积较大。例如，新屯子西山遗址的石叶石核长

41.2 cm，质量达 17.4 kg[15]；在和龙境内采

集的一件黑曜岩石叶石核长达 53 cm，质

量 16.3 kg[47]。韩国石片和细石叶的发现较

多，而尚未发现普通石核、石叶石核、断

块类型的器物（表 4）。   

 从共有类型在黑曜岩制品组合中的

占比来看，中国东北以包括完整石片、断

片、碎屑在内的废片类为主（73.78%），

断块（11.67%）和石器（7.7%）次之，还

有少量的石叶和细石叶（6.07%；表 3）。

韩国以废片类居多（50.47%），石叶与细

石叶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43.3%；表 4）。

整体来看，两地在黑曜岩石制品的类型及

占 比（Pearson’s Chi-squared test, p<2.2×10-16）

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比较两地典型黑曜岩类细石核的测

量数据可以发现，中国东北地区的细石核

在高度（p=0.4）以及厚度（p=0.12）方面

与韩国发现的细石核没有显著差异，而在

石核的长度（p=0.00001）上存在显著的

差异 5)。若以高、长、厚相乘来估算体积，

中国东北地区细石核体积约是韩国两处遗

址细石核平均体积的 2.6 倍（表 5）。

史较为复杂的遗址，本文仅选择在完整的发掘单位内、有全部黑曜岩石制品类型数量的数据中进行统计和叠加，从而更加

全面地反映遗址内黑曜岩石制品的内部构成与组合情况。　

5) 细石核：高：垂直于有效台面长轴方向且平行于石核纵中轴线方向的上下最大长度；长：平行于有效台面长轴方向前后的

最大长度；厚：平行于有效台面长轴方向的左右最大长度。

图 3  黑曜岩原料在遗址石制品中的占比
Fig.3  Percentage of obsidian (in red) of total lithic 

assemb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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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东北地区各类黑曜岩石制品的数量与比例
Tab.3  Quantity and propor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obsidian lithics in Northeast China 

遗址 Site 普通石核 
Cores

石叶石核
Blade cores

细石核 
Micro-blade 

cores

石叶和细石
叶Blades & 
Microblades

石器 
Retouched 

tools
废片 Debitage 断块 

Chunks 总计 Total

珲春北山 Beishan[11] 2; 4.4% - - 4; 8.9% 2; 4.4% 37; 82.2% - 43; 100%

辉南邵家店 Shaojiadian[14] - - - - 5; 35.7% 9; 64.3% - 14; 100%

和龙柳洞 Liudong[24,25] 6; 4.5% - 2; 1.5% 11; 8.4% 13; 9.8% 77; 58.4% 23; 17.4% 132; 100%

和龙大洞 Dadong[28] 29; 0.5% - 24; 0.4% 156; 2.8% 548; 9.8% 4026; 72.4% 784; 14.1% 5567; 100%

和龙大洞 Dadong 2007[27] - - - - 20; 28.6% 45; 64.3% 5; 7.1% 70; 100%

和龙大洞 Dadong[26] - 1; 0.02% 14;0.3% 201; 4.58% 106; 2.4% 3598; 82% 469; 10.7% 4389; 100%

和龙青头 Qingtou[21] - - - 18; 9.8% 39; 21.4% 104; 56.8% 22; 12% 183; 100%

安图沙金沟 Shajingou[20] 1; 1.3% - 2;2.7% 7; 9.3% 15; 20% 50; 66.7% - 75; 100%

新屯西山遗址Xintun xishan[15] - 1; 3.35% - 1; 3.35% - 28; 93.3% - 30; 100%

和龙林场 Linchang[29] - - 1;0.9% 13; 11.5% 5; 4.4% 94; 83.2% - 113; 100%

和龙西沟 Xigou[22] - - - 9; 12.7% 28; 39.4% 34; 47.9% - 71; 100%

和龙石人沟 Shirengou[30] 1; 2.5% 1; 2.5% - 6; 15% 8; 20% 24; 60% - 40; 100%

和龙石人沟 Shirengou[31] 1; 0.1% - 11; 0.9% 297; 23% 98; 7.6% 793; 61.4% 91; 7% 1291; 100%

和龙石人沟 Shirengou[32] 2; 3.9% - 1; 2% 4; 7.8% 22; 43.1% 16; 31.4% 6; 11.8% 51; 100%

杨林西山 Yanglinxishan[9] - - - 2; 50% - 2; 50% - 4; 100%

秦家东山 Qinjiadongshan[8] - - - 1; 12.5% 7; 87.5% - - 8; 100%

炮台山遗址 Paotaishan[7] - - 1; 6.2% - 4; 25% 7; 43.8% 4; 25% 16; 100%

牛心村遗址 Niuxincun[23] - - 1; 2.2% 2; 4.3% 9; 19.6% 31; 67.4% 3; 6.5% 46; 100%

二水坪遗址 Ershuiping[23] 1; 2% - 2; 4% 2; 4% 5; 10% 31; 62% 9; 18% 50; 100%

广兴遗址 Guangxing[23] 2; 9.5% - - 1; 4.8% 5; 23.8% 13; 61.9% - 21; 100%

桦甸仙人洞 Xianrendong[13] - - - - 1; 100% - - 1; 100%

海沟金矿 Jinkuang[18] - - - - - 1; 100% - 1; 100%

两江镇石人沟LJZ Shirengou[18] - - 1; 5% 8; 40% 2; 10% 9; 45% - 20; 100%

总计 /Total 45; 0.37% 3; 0.02% 60; 0.49% 743; 6.07% 942; 7.7% 9029; 73.78% 1416; 11.67% 12338; 100%

表 4 韩国黑曜岩石制品的类型及占比
Tab.4  Obsidian lithic class inventories of Upper Paleolithic sites in South Korea[35]

遗址Site 细石核 
Microblade cores

石叶和细石叶 
Blades & Microblades

石器 
Retouched tools 废片Debitage 总计Total

长兴里 Jangheung-ri 4; 2.2% 34; 19.1% 21; 11.8% 119; 66.9% 178; 100%

上舞龙里 Sangmuryong-ri 0 23; 8.6% 45; 16.8% 200; 74.6% 268; 100%

下花溪里 Hahwagae-ri 16; 1.2% 575; 44.2% 56; 4.3% 655; 50.3% 1306; 100%

奇窟 B Gigok  B - 1; 5.3% 1; 5.3% 17; 89.5% 19; 100%

民乐洞 Minrak-dong 1; 2.5% 2; 5.0% 3; 7.5% 34; 85.0% 40; 100%

好坪洞 Hopyeong-dong 4; 0.4% 370; 34.5% 24; 2.2% 676; 62.9% 1074; 100%

三里 Sam-ri - 11; 16.4% 4; 6.0% 52; 77.6% 67; 100%

昌内 Changnae - - 1; 25.0% 3; 75.0% 4; 100%

垂杨介 Suyanggae 2; 1.9% 26; 24.5% 16; 15.1% 62; 58.5% 106; 100%

石壮里 Seokjang-ri - 6; 100.0% - - 6; 100%

月城洞 Wolseong-dong - 150; 42.0% 14; 3.9% 193 54.1% 357 100%

新北 Sinbuk 1; 3.6% 10; 35.7% 3; 10.7% 14; 50.0% 28; 100%

浦日洞 Poildong - 4; 20.0% 2;10.0% 14; 70.0% 20; 100%

抱川中里  Youngsujaeyul 5; 0.8% 553 91.1% 31; 5.1% 18; 3.0% 607; 100%

总计Total 33; 0.81% 1765; 43.30% 221; 5.42% 2057; 50.47% 407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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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典型细石核标本测量值
Tab.5  Measurements of microblade cores 

地区Area 遗址Site 标本Sample 高h(mm) 长l(mm) 厚d(mm) 体积V(mm3)

中国东北

Northeast 
China

和龙柳洞 Liudong[25] HLP.04001 33.01 29.38 11.69 11337

HLP.04027 29.68 16.16 6.14 2945

和龙大洞 Dadong[26,27] 07DD.C935 22.4 41.2 13.2 12182

07DD.C111 15.8 29.1 12.5 5747

07DD.C1529 22.8 31.7 14.1 10191

07DD.C899 22.9 42.6 13.5 13170

07DD.C1175 46.8 34.7 12.8 20787

07DD.37 26.09 22.77 7.12 4230

07DD.3651 35.81 9.09 14.45 4704

07DD.3814 44.88 29.97 9.79 13168

07DD.2481 40.91 13.99 6.31 3611

沙金沟 Shajingou[20] 06ASC:10 18 35.2 18.1 11468

06ASC:32 20 43.1 19.1 16464

和龙林场 Linchang[29] 07.LC.C:1 35.28 42.95 18.31 27745

和龙石人沟 Shirengou[31,32] 05SRG.C:18 14.9 17.2 5.1 1307

07SRG.C:40 31.2 58.2 11.6 21064

炮台山 Paotaishan[23] 08PTS.C:89 11.84 36.62 12.62 5472

牛心村 Niuxincun[23] HNX:06 21.5 27.9 6.7 4019

二水坪 Ershuiping[23] HEP:1 30.9 48.3 13.9 20745

HEP:2 20.3 36.4 11.2 8276

枫林遗址 Fenglin[48] 15JFMF:122 20 41.3 6.3 5204

15JFMF:123 13.2 27.5 6.1 2214

2016FFLDSP-163 31.86 50.1 9.75 15563

2016FFL-53 14.49 25.64 9.84 3656

2016FFLCJ-543 14.09 21.92 11.96 3694

2016FFLCJ-550 29.42 50.65 9.64 14365

2016FFLCJ-559 28.38 36.39 8.67 8954

2016FFLDSP-95 27.74 81.36 11.23 25345

2016FFL-194 11.47 21.6 9.33 2312

2016FFLCJ-545 22.25 18.76 8.78 3665

2016FFLDSP-194 13.11 26.92 6.62 2336

2016FFLCJ-549 26.19 18.47 11.6 5611

2016FFLCJ-546 19.66 27.56 14.85 8046

平均值 Ave 24.8 33.2 11.0 9684.7

韩国South 
Korea

下花溪里 Hahwagyae-ri[49] 13 19 11 2717

14 28 15 5880

43 10 8.6 3698

29 15 9 3915

14.7 22.4 7.7 2535

25.7 20.5 9 4742

23.4 28.5 7 4668

16.6 23 11 4200

24 19 10 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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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Area 遗址Site 标本Sample 高h(mm) 长l(mm) 厚d(mm) 体积V(mm3)

韩国South 
Korea

下花溪里 Hahwagyae-ri[49] 30 9.5 10 2850

48 13.7 8 5261

10 20 8 1600

15 25.6 10 3840

24 16 13 4992

21.3 6.7 6.3 899

17 18.7 8.3 2639

垂杨介 Suyanggae[50] 18.5 21 12.3 4779

平均值 Ave 22.8 18.6 9.7 3751.4

中韩对比T tes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P=0.4 P<0.001 P=0.12

续表 5  典型细石核标本测量值
Tab.5  Measurements of microblade cores (Continued)

关于黑曜岩石片的对比，我们选取了中国东北地区出土石制品数量丰富的大洞 [26-27]

和石人沟 [30-31] 两处遗址的数据平均值作为参考，与韩国月城洞 [34] 和新北遗址 [39] 中确认的、

产源来自长白山的石片进行比较。统计结果表明，中韩两地完整石片在长度（p=0.07）和

宽度（p=0.13）上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在石片的厚度（p=0.03）以及质量（p=0.02）上，

中国东北地区的样品显著大于韩国的样品。

5  讨论

中国东北和韩国黑曜岩遗址的分布规律以及各个遗址内黑曜岩制品所占的比重，基

本符合我们对于长白山黑曜岩矿源直接供应区应在 200 km 范围以内的推断。实际上根据

目前的分布情况来看，长白山黑曜岩原料直接供应区的辐射范围应该会进一步缩减至半径

150 km，这一划分也更加接近 Whallon模型中以 123 km为半径的区域游群直接交流网络。

虽然长白山区的黑曜岩目前已经辐射至 800 km 以外韩国南部的新北遗址，然而由于韩国

遗址黑曜岩石制品数量十分有限，并且不用来单独制造某类特殊器物，所以我们认为长白

山黑曜岩是在产地周边群体与其网络内群体交流的过程中，持续间接地扩散到了韩国。

除了数量有显著下降以外，原料衰减效应对于韩国黑曜岩石制品在类型和体积上也

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韩国发现的石叶、细石叶的比重显著高于中国东北地区，可能有两方

面的原因：一种是由于人们以尽可能多地剥离石叶和细石叶为目标，造成石叶和细石叶的

比重上升；另一种可能就是为了降低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其主要载体由原料块体逐渐转变

为更便于携带的石叶和细石叶成品。因此细石叶和石叶在韩国会呈现出相当高的比例。

两地细石核和石片的形态差异为原料毛坯的经济开发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有关研

究表明，中韩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核技术均是以楔形石核技术为主，并不存在明显差

异 [51,52]。统计对比表明，两地的楔形细石核在高度和厚度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在长度上

差异显著。说明韩国的楔形细石核从前端剥片面向后缘的缩进更甚，块体剥片强度更大。

与中国相比，韩国黑曜岩楔形细石核的开发利用周期延续更久，可能存在更多较晚阶段废

弃的细石核。在完整石片厚度以及质量上，韩国显著小于中国东北地区，这反映出朝鲜半

岛南部古人类对于黑曜岩毛坯剥坯修整地更加谨慎，以尽可能多地保留可供剥片的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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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综上所述，以长白山为核心的黑曜岩矿源区所覆盖的石料直接供应区，其边界范围

的辐射半径应在 150-200 km。中国东北地区大部分黑曜岩遗址在供应区的范围以内，而

韩国的黑曜岩遗址均在原料接触区。在两地剥片和加工技术没有显著差异的前提下，本文

对比分析所呈现的石制品指标的显著差异应该是受距离衰减效应影响所致。由于遗址的发

掘与研究程度各异，遗址的功能性质和埋藏过程等差异目前难以纳入分析阐释体系中来。

再者，由于公布的测量数据有限，本文的数据库今后还需进一步扩充。黑曜岩作为东北亚

史前社交网络的物质化遗存，为研究整个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不同人群

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考古视角。本文的理论模型与阐释

仅仅是在现有考古资料基础之上的初步构建，希望可以为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的史前考古

比较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并在未来得到不断修正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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