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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400--60世纪．一。 3

约公元前400--300世纪 ，

．I
+¨ ：⋯’。。．7j“o～ 、

在今黑龙江省五常县龙凤山乡学田村，考占发现了距今约4--3万年的晚期智人入骨

化石，从伴生的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片及哺乳动物骨骼化石看，当时这里的人们已将

狩猎作为谋生的重要手段，这是迄今所知的黑龙江地区的最早居民。

j．：。t：。j’叫·i：，i ．．．?： ：· j
’i，；。：． 。：‘

在今哈尔滨市西郊阎家岗，考古发现了距今约3万年前的人类头枕骨化石，从伴生

的哺乳动物化石，打制不器遗迹看．这里应是狩猎者的营地，当时这时这里的居民已经

以狩猪作为谋取食物的莺要手段。这块首次发现的人类头枕骨化石，已被命名为。哈尔

滨人”。 _#、 。o，

。·

。约公元前90世纪；∥
●

’

j： 在今黑龙江省塔河县f八站乡一带出土的千余件打制石器、石核、石片j据测定距

今约1．1万年左右。从石器的类】!l!!分析，其居民主要以狩猎谋生；从石器的制作风格看，

与华北地区虎头梁等遗址的同类石器相近：。、 j，· t．．

‘|” ’

：

?。‘，i：、 。：。 i+#T：j ’，；：，．、 ：，．、．．． j．¨．√· 4， j，‘

．．一’’⋯t-_。‘约公元前80世纪⋯ ㈠j‘7{。：
‘。． ； t。‘”一。r ； ，：一．，

·．一．．； ，i． i、
·4。7

．‘‘

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满洲疆市郊的扎赉诺尔j先后发现多个古人类头骨化石以及
． 石器、骨器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证明距今约1万年前的今呼伦湖(达赉湖)滨一带

已有远古先民活动。据鉴定其人骨化石具有明显的蒙占人种特征，表明这一人种已逐渐

形成于呼伦贝尔地区。 ：．t： ’，j、哮”4：．-。、、：

△根据对在今哈尔滨市荒山一带先后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石器、骨器等)鉴

定，当时这一地区的居民们制作石器的技术较。哈尔滨人”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

j ． ’：’。： ：

：． j
，、‘

。o ’，～ { ．．

’，

}·

’⋯：．，‘：．一 t。j。一■ -·。j。 t‘，．， ?，、J
：

．
：。：

7．r 。卜，，‘|、-。I约公元前70—60世纪 。 ．_i、一’j
。

： ，

。、 ．： ，
． 一；

在今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的西山一带，距今约9 000—8 000年前，．生活一支属于

“中石器时代”的先民，他们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从其使用的石矛、弓箭等工具荇，当时

-rLI----r



4

·．．在今齐齐哈

猎为生，妇女也

△类似昂

在今密山县

渔猎为生、，以捕鱼为主的先民。其成员在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

关系为纽带的父系氏族群体。随着生产的发展，．当时已创制出具有特色的艺术品并出现

早期的灵物崇拜；从墓葬的形制及随葬物的多少表明，当地居民似已产生了地位上的差

别。 一 ，

△类似新开流文化类璎的遗址、遗迹，东到今苏联滨海地区的捷秋赫、布松港，北

到黑龙江下游的康当、苏丘岛，西到我国黑龙江省的蚂蜒河流域，南抵穆棱河下游均有

发现。学术界认为是肃慎先民的文化遗存。 ’， 。·
+。，

，
。； ～

．t {j ．“ ．t．⋯ ；

， 约公元前30世纪 ，i 一 ：

j
．

，，'

、

考古发现，在距今5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饶河县城东南小南山遗址的最高

处发现一座占基葬，出土文物以玉器、石器为主，还有鹿牙坠等。玉器类有玉壁、玉环、

玉块、玉珠、玉管、玉匕、玉斧等。石器类有石斧，石锛、石镞、砺石和加工过程中的

石料等。玉器种类多样，制作精美，属玉礼器，砺石和加工石料的发现标示着当时切割

研密技术的发达程度。可以霞业当时社会生产已有很大发展，有一部分人已叮能用较多

时间从事玉器制作。原始居民已组成较大的部落集团，并出现了有相当权威的首领，表

明当时社会正由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出现了文明曙光。 j‘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公元前20世纪一公元前1975年 5

约公元前20世纪

在今尚志县亚布力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4 000多年前的蚂蜒河上游一带生

活着一支以农业，狩猎和采集作为谋生手段的先民。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使用的石器

与辽宁一带新乐文化下层及红山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或相同，明显受到了后者的影响。

△在今宁安县与吉林省敦化县交界处的镜泊湖地区，分布着一支从事农业和渔猎

业的古代先民。从当地莺歌岭遗址中出土的j砦农具(石器)和陶猪表明，那里的氏族

或部落从事较为稳定的原始农业，但渔猎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 山戎一东胡族系的一些先民们逐渐出现于今黑龙江上游、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

之中，射猎和采集是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用兽皮制作衣服，以桦皮制作生活器皿。

公元前2249年(帝舜二十五年)
j、 ，·‘一；⋯：，： ：： ，，

分布在今黑龙江东部地区的肃慎先民派使者前往中原地区，向华夏部落大联盟的首

领帝舜贡献弓矢；西部地区的发人及山戎的先民们也与帝舜有一定的联系。 ，：

+ ’|．≈ 1：‘。‘、 t
。‘’、

’

： 公元前2085年至2056年‘(夏太康时)
。

： ： ，一
，、，

，

‘

一夏王太康(帝启之子)无道，为后羿所逐，?。夷冷始畔”! ．：j
，¨ ’T：：‘：t ，’ j

．，

‘

。

：．一 i√ ．j，

·

·，j ! 一 F．：：1

：公元前201 5年至1 999年(夏少康时)

夏t少康复国后，东北诸。夷”“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

i

I

‘

一． ，

，

：一
r

。 ‘

-!z。 ‘，公元前1 975年(夏帝芒三年)
：’ ·+

·

复王朝的帝告在位年间，东北的“九夷”派使者到中原，向帝芒朝拜并贡献上特产

口竹蠹7

．●_l_●_-----__●-_-I}



公元前1711年一公元前l001年

公元前1 71 1年至1 698年(商王汤时)

夏自孔甲之后渐趋衰落，桀无道，。百姓弗堪”。商族首领汤率诸候和诸夷灭桀，史

称‘‘成汤革命”。肃慎先民使者向汤贡献弓矢，确立了对商王朝的从属关系。东胡的先民

和商王朝也有了贡属的关系。
一

。。 {

：．
’

．

：·
+’

，

公元前1,t82年至1 472年(商王仲丁时)

商王仲丁继位后不久，将都城由毫(今河南丘商)迁于嚣．政治中心南移，对东北

诸夷的控制和影响相对减弱。东北夷人或服或叛。贡献无常。

； 。

’：’。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十一年)

周武王姬发率诸候火商后不久，曾通道于九夷百蛮。肃慎的使者再次前住中原地区，

向武王贡措矢石磐。周武王将楷矢石磐分赠给诸侯珍藏。 。

公元前1064年(武王十三年)

周武王访殷商遗人箕子，箕子为陈洪范之道。武王病死。箕f东迁朝鲜(在今东北

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建芷了以殷商遗民为主体的古朝鲜政权。
，

’

．J

‘

’

公元前1 063年至1 057年(周武王时)

周公佐成乇，摄行政事，用兵3年，始定三监之乱，杀武庚、管叔，流放榘叔。后

又继续向东北面用兵，灭奄(今山东曲阜一带)等50余国，势力达于东海．影响及于当

时的东北地区。肃慎人再派使者入贡，祝嘏周王朝平定东夷，并以大庵为献。周成j￡因

命大夫荣伯作“贿肃慎之命”，进一步确立了同肃慎人之I-玎J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

公元前1026年至1001年(周康王时)

康王姬钊在位时，肃慎人又贡献偌矢石磐。



；“‘
’

公元前950年前后(周穆王时) ·

’

。 ¨

l 在今肇源县嫩江与松花江汇合处的自金宝一带，居住着一支已进入青铜器时代的早

。 期先民。从发掘，．出：￡的大量文物考证，他们的农业生产已有一定的发展，．但渔猎经济‘

．仍占有较大的比重，并且出现了家畜的饲养。，| 、

：，‘ △类似白金宝的遗址分布于松嫩平原各地，以嫩江下游及其与松花江交汇地带较

l 为密集。学术界多认为是北夷索离(橐离、高夷)人的文化遗存。

}。 一 ．

． 一‘：一j_。： 、
y。

； j，
。

’

j＼ 一，‘1 。·。

j| j·+ 。I

：，。 。。。一·√，0-公元前700年左右(春秋中叶)． ．．
： ，，

； 一 ：

以无终为首的山戎(东胡)部落联盟逐渐形成，史称山戎之国。广泛分布在今辽西

， ：
一 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当是它们的物质文化遗存。今大兴安蛉一带为其势力范围。

：t J ～ 、
：。

一．．

j1∥ 一
’

：，

、

‘

： 、

*_
、'

‘

+、r
’

公元前665年一(周惠王十三年) ，‘

’
’

J，，，|，- 、?j，‘
，

山戎侵燕，燕不敌，乃告急于齐。齐出兵伐山戎，破屠河，斩令支，制孤竹，擒狄

主，燕国得救，山戎之国解体，九夷始听命于齐。’ i
。。

# 、j，。i ⋯o．一．_，． 一．、+o

I ～．．·j ’、t： ：一_一、“：o·+： ’，。‘ +jH’、‘一

} j ：t；一’：4 公元前555年(周景王五十年) 一‘、 j ，

一

：，
一j：．、 _．．

·
。 _

，
． ／．． ，’

‘。⋯}

周大夫詹桓伯对晋人申明：。肃慎、燕、毫，吾北土也”，明确地把肃慎人所在地区

(包括今黑龙江省的东部地区在内)列入周王朝的领土版图。 ，，

‘
’

“’、04* ： ． ：j⋯’
j ‘ ’·， ，+ ，。 ’￥ ’．，

j j
．

一‘ ●

～

。’
’

”一 ：
’． - ．i一：__ ，

一 j
。

．j
，F



8 公元前495一公元前4世纪

公元前495年‘(周敬王二十五年)

：’有隼落于陈侯之廷，身中楷矢石奢而死。众人不知石磐为何物。时孔子在陈，指出：

“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纾因讲述武王克商、肃慎朝贡及武王分赐异姓诸候以

肃慎氏之贡的故事，进一步为肃慎人之从属于周王朝提供了佐证⋯。 ，，
．

i t。

公元前5世纪初至5世纪中叶

，I(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

在今泰来县平洋镇发掘的被人认为是属于东胡族系的早期鲜卑人的两处占墓群中，

出土了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铜器、铁器在内的大量文物及许多狗、马，牛、羊．

的遗骨，表明当时的北部鲜卑人已以畜牧作为主要生业并兼营射猎。
’

，

、

公元前4世纪(战国前期)

继山戎之后，东胡部落联盟逐渐形成，其势力范围和影响达到今大兴安岭地区及内

蒙占的东北部。在对外掠夺土地和人口的战争中，其内部的奴隶制因素也逐渐增长起来。

△根据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和呼伦贝尔草原以及牡丹江、绥芬河、兴凯湖流域新

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的密集程度，估计当时在今黑龙江地区的人口为数万人。

公元前420年至公元65年时期

(战国中期到西汉末期)
～

J，‘

，

1
，

， 一 ．t 。

在今东宁县大肚川乡发现的团结文化遗址，被公认为是{岁貊系统北沃沮人的文化遗

存。从出土的文物、遗迹表明，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至1世纪之间，一直在当地过着定

居的农业生活，并已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同类遗址在东到日本海、西至老爷岭，南抵

图们江、北达兴凯湖的广大范围内均有发现，而以绥芬河流域较为密集。 。

一 j _， 7f

’．．．， j
、。～， ．产-

f纱

，。

l’‘

。

公元前4至5世纪(战国后期)

索离首领之子东明南渡掩派水(今松花江)，建立了夫余政权。

]



呼伦贝尔草原一带。燕圈在东北方面筑长城自卫，其长城最北段到今内蒙古哲里木盟的

； 敖汉、奈曼及库伦旗境内，并设置辽东、辽西、彳i北f3郡f今东北地区西南部一带。，

公元前弓世纪后期(战国末叶)

东胡势力复兴，建立了新的强大部落联盟，势力范围和影响达到今松辽平原的部分

地区及今内蒙古东部一带。其中的一支即北部鲜卑的先民们自大鲜晕山(今大兴安岭北

，段)西迁于呼伦贝尔草原一带。 、一 ‘． ，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
5‘

●

秦于公元前230年灭韩后，继于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灭楚，本年灭赵、燕，

翌年灭齐，至此统一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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