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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和北美西北地区的考古学模式： 
对德内—叶尼塞假说的考证

［美］本·波特（Ben A. Potter） 
（张春波 赵文正 译）

摘要：一段时间以来，通过各种资料，尤其是语言学上的资

料，人们已经认识到，在中西伯利亚叶尼塞河谷的叶尼塞语人群与

北美西北部的纳—德内语人群间可能存在共同来源。本文的目的是综

述和评估东北亚和北美西北地区的考古材料连续性 / 不连续性的广

泛模式，主要基于石器（以及小部分陶器和哈喷镖枪头）类型学，

对主要文化材料连续性 / 不连续性进行一般性总结，对有关纳—德内

和叶尼塞人祖先互相分离的一系列假设进行评估。

关键词：德内—叶尼塞假说 纳—德内 叶尼塞 东北亚 北美

西北

作者简介：本·波特（Ben A. Potter），阿拉斯加大学人类学系

博士，现为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访问教授，研究方向为阿拉斯

加内陆考古  学。

译者简介：张春波，美国百奥拉大学应用语言学硕士，现旅居

美国，从事国际教育及文字编辑工作，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和跨

文化教育；赵文正，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硕  士。

*  本 文 译 自 Potter， B. 2010. Archaeological patterning in Northeast Asia and Northwest North 
America：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ne-Yeniseian hypothesis. 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Alaska， 138—167. 感谢本·波特教授授权本刊翻译该文。本译作为国际社科

基金重点项目“爱斯基摩史前史与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18AKG001）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翻译过程中在考古专业术语及有关考古学知识方面得到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张萌博士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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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冰洋研究（第五辑）

一、引  言

一段时间以来，通过各种资料，尤其是语言学上的资料，人们已经认识

到，在中西伯利亚叶尼塞河谷的叶尼塞语（Yeniseian）人群与北美西北部的

纳—德内语（Na-Dene）人群间可能存在共同来源（Ruhlen 1998； Fortescue 

1998）。随着瓦伊达（Vajda 2010）最新工作进展，这种可能性似乎又有了

更牢固的证据支撑。虽然目前还缺乏能够将说这些语言的现有人群（凯特

［Ket］、特林吉特［Tlingit］、埃亚克［Eyak］和阿萨巴斯坎［Athabaskans］）

联系起来的可靠遗传资料（Rubicz et al. 2002），但仍有多种线索可能说明这

点，例如近期与其他人群的融合和 / 或历史上长时间的分散。对该地区的考

古资料进行详细研究，尤其对德内—叶尼塞假说（Dene-Yeniseian hypothesis）

进行评估，或许能为界定东北亚和北美西北地区古代人群之间潜在的地理和

技术性联系提供线  索。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现今在地理上分散分布的这些人群之间存在远古

的基因联系十分有趣。我们可以使用语言资料，来重建从典型考古遗存（在

此处主要指与临时性狩猎营地相关的石器遗存）不可见或难以处理的社会和

思维模式。亲属结构的重建（Ives et al. 2010）、地理命名惯例（Kari 2010； 

Fortescue 2010）、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意识形态都可用于阐释传统石器和动

物考古学分析中行为的细微区  别。

本文的目的是综述和评估东北亚和北美西北地区的考古材料连续性 / 不

连续性的广泛模式，主要基于石器（以及小部分陶器和哈喷镖枪头）类型学，

（1）对主要文化材料连续性 / 不连续性进行一般性总结，（2）对有关纳—德内

和叶尼塞人祖先互相分离的一系列假设进行评估。在给定假设正确（或者确

定限制因素）的情况下，通过明确可能发生的交互作用的性质，可以促进实

现第二个目标。这可以为同源语言分析提供有用的信息，并且有助于阐明分

离发生的时  间。

这项工作存在相当大的困难，部分原因在于俄罗斯和美国考古学理论

和实践存在差异、经验式资料的明显不足以及这两个地区缺乏类型学的统

一标准。尽管近年来遗传研究开始关注西伯利亚与美国的联系（见［Schurr 

2004］ 和［Schurr and Sherry 2004］ 的 综 述； Tamm et al. 2007； Kitchen et 

al. 2008），但在美国，有关这一方面的考古工作还是相对较少（例外情况见

北冰洋研究第5辑-wm.indd   4 2022-07-21   09: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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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ond 1969， 1998b）。民族起源说（ethnogenesis），即运用物质文化分析来

研究历史 / 现代族裔的起源和分布的问题，是苏联和俄罗斯考古学中的常见

方法（Trigger 1989），也通常是他们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Okladnikov 

1938； Michael 1958； Dikov 1979； Khlobystin 2005）。但是，在北美考古研究

中却不常见这一方法。北美北部的考古学家，特别是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过

程主义方法形成以来，已经从人口迁徙解释机制（Adams 1968）转向关注环

境变化及其对文化的影响（被视为适应系统），反映出美国考古学与人类学之

间的深厚渊源（俄罗斯考古学更直接注重与历史的联系）（Trigger 1989； Ehret 

1976）。

俄罗斯和阿拉斯加的区域考古学家通常使用各种文化历史方法，这些

方法通常被认为是依靠对物质文化特征（例如人工制品的特点和类型）的比

较来重建过去的文化属性与关系。尽管人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文化单元（据

［Willey and Philips 1958］通常表述为“传统”）之间关系的假设（比照，美

洲古代北极传统［American Paleoarctic tradition］ ［Anderson 1968］、北极小

型工具传统［Arctic Small Tool tradition］ ［Irving 1962］、久克台文化［Diuktai 

Culture］、 苏 姆 纳 金 文 化［Sumnagin Culture］ ［Mochanov and Fedoseeva 

1986］），仍然很少有研究直接把亚洲和美洲的考古学文化联系在一起。假说

中这些跨洲联系通常涉及一些人工制品的类型（例如，校园遗址［Campus 

site］的戈壁石核［Gobi Core］，见［Rainey 1939］；阿拉斯加西南部的“苏

姆纳金”锥形石核，见［Ackerman 1992］）。两大陆之间只有少数几个传统

层次上的文化联系模式（超出白令海峡地区）已经充分建立起来，这些模式

包括白令吉亚模式、久克台文化联系模式以及美洲古代北极和图勒（Thule）

模  式。

另一个阻碍两个大洲之间进行物质文化详细比较的因素是，东北亚和北

美西北的许多地区相对缺乏标准化的类型学（Dolitsky 1985）。虽然这些地

区也有一些相对清晰的器物类型序列（Dikov 1979； Morlan 1973a； Workman 

1978），但并未统一应用新发现的材料（比照 Gotthardt 1990； Hare 1995； 

Dixon 1985； Shinkwin 1979）。由于缺乏标准化，学者很难识别那些可能在隔

离或区分迁移和扩散实例方面有用的类型。可以将考虑中的广阔区域划分成

众多区域，考古学家在这些地理单元内总结了区域性年代序列。资料的质量

和数量因地区而异，在许多情况下，特定地区的研究人员不愿使用毗邻地区

的术语 / 类型学，这可能会掩盖文化联系（见 Vasil’ev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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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冰洋研究（第五辑）

需要注意，早期史前北美西北地区资料的研究中（5000 年前 a）对工艺

品和特征类型的关注程度是不同的。在阿拉斯加早期研究中，正式分析通

常很少。资料也通常很难比较。例如在乌什基Ⅰ期（Ushki I）第 7 层（约

12000 年前）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居址，但在北美西北地区同时代没有类似遗

迹。在贝加尔及周边地区（CisBaikal），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资料

很丰富（Weber et al. 2002）。相比而言，在晚更新世白令地区或全新世的近

北极阿拉斯加，却缺少早期觅食群体的墓葬资料。直到约距今 5000 年以后，

史前结构在阿拉斯加都很少见。陶制品和冶金制品通常被用来阐释东北亚的

古代人口迁移和动态（如 Michael 1958； Khlobystin 2005； Kuzmin 2002）。例

如，曼德里卡（Mandryka 2008）在描述新近发现的西伯利亚短时段的铁器时

代文化时，主要根据陶器特征提出了关于九种不同文化的假设。如果以阿拉

斯加的石器资料为主进行分析，就很难建立这种详细的比较。除了与古爱斯

基摩、新爱斯基摩和其他阿拉斯加沿海人群有关的陶器，以及在距今 1000 年

前后铜器使用之外，陶制品和冶金制品极为少见。同样，阿拉斯加史前爱斯

基摩从早期到晚期的文化（如伊皮尤塔克［Ipiutak］、奥克维克［Okvik］）也

极少见手工制品传统。阿萨巴斯坎的传统遗址（据［Dixon 1985］）几乎没有

任何可以与更多古代人群有联系的人工制品（见［Workman 1977］的讨  论）。

由于缺乏阿拉斯加详细的类型资料，并且可能过度依赖早期调查中提出 / 

发现的类型（见 Bacon 1987），目前定义的阿拉斯加文化可能会存在问题

（即源于不同传统的器物组合的限制因素可能反映出不规范变化）。例如，尼

纳纳（Nenana）盆地中的全新世早期几个不含细石叶的遗址分别被归为德—

纳里组合（Denali Complex）、尼纳纳组合（Nenana Complex）或北方古印

第安传统（Northern Paleoindian tradition）（Bowers 1980； Dixon 1993， 2001； 

Mason et al. 2001）。波特（Potter 2008a， 2008b）的最新工作表明，阿拉斯加

亚北极地区的这些及其他器物组合的差异可能与土地利用和经济的变化有关，

而不是严格的类型学变化。但是如何评估每种文化结构，则不在本文讨论范

围之  内。

本文介绍的许多文化单位仍存在较多争议，讨论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更

是有待商榷。因此，可将本文的工作视为物质资料时空变化的粗略讨论。由

于目前缺少这些区域文化的概览，本文仅仅对其进行综述，以期引起更多对

a  本文采用的是校正后的年代，即以距 1950 年为标准，下文略。——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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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文化连续性和变化模式感兴趣的考古学家和相关研究者的讨  论。

尽管在俄罗斯考古工作中对古代人口流动（与语言相关）已进行了详

细的考古调查，但这些调查工作在北美北部却十分少见（见 Dumond 1969，

1998b； Ives 1990。［Matson and Magne 2007］则是例外）。虽然人们提出用

迁徙说来解释北美西北地区物质文化的变化，但通常涉及地方群体或直系祖

先（见 Dumond 1998b）。然而，强调对外部环境媒介的内部系统反映文化变

化的过程主义解释，仍然在阿拉斯加占据主导地位（例如，Anderson 1968；

Mason et al. 2001； Mason and Bigelow 2008），而综合性研究通常侧重于特定

群体的适应策略，而不是群体之间的变化（例如，Yesner 1996）。杜蒙特在一

系列论文（Dumond 1969， 1980， 1987）中，直接运用考古资料，提出纳—德

内（Na-Dene）与爱斯基摩—阿留申（Eskimo-Aleut）语族先民存在迁移。这

一观点正是下文讨论的一部  分。

二、方  法

考古语言学方面的相互联系，尤其是在印欧史前时代的联系，已引起

相当大的关注（见 Lamberg-Karlovsky 2002）。重建语言与人口以及物质文

化之间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均等性问题（不同原因导致相同的观察结果）。可

以说，与考古资料一致（或至少不是不一致）的任何数量的相关关系都可

以进行论证。而众所周知，这种相关性很难进行检验（Spriggs and Blench 

1997），尤其是对于狩猎 / 采集者来说（Pejros 1997：153），如果不是不可能

（Dolukhanov 2003：181），是很难检验的。伦福儒（Renfrew 2000）概述了考

古语言学假说如何发展，其中包括与人口进程的联系以及与分子遗传学的整

合。但本文仅参考考古资料，基因数据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正如新大陆殖民

化的广泛假说所证明的那样，我们对于在这些地区古代人口的资料知之甚少

（见 Schurr 2004 的参考文  献）。

由于许多考古资料的方式变化有限，东北亚和北美西北部的情况更加糟

糕。过程主义考古学家认为，当争论语言与物质文化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解

释对变化环境的适应问题时，文化概念的规范（即，不同族群间的精神标准

是考古物质文化变化的首要条件）存在问题（Jones 1997）。

由于难以提供确定的考古语言相关性的测试，我来明确陈述一下我的

假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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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特定情况下语言、考古（即物

质）文化和遗传种群不应广泛相关，否则我们可以假定物质文化变异的连续

性 / 不连续性反映了（至少从广义上）使用这些技术的人口（与遗传和语言

相关）的潜在连续性 / 不连续性。这并不是说类似的技术或同一考古单位就

等同于同样的民族文化或说相同语言的群体，而只是说，物质文化—语言的联

系更可能与多种同时段的考古学文化（通常在地理和空间分布上有所差异）

相关，而不是与单个语言社区相  关。

我认同奥尔森（Olsen 2002）的观点，尽管物质文化特征和语言“像人

群一样在整个地域中移动”这一观念也存在一些例外，但也可以找到与这一

观点一致的模型。我们仍处于了解北极地区史前历史的早期阶段，在北美，

许多基本概念，例如细石叶的功能（Potter 2005），古印第安人的存在和年

代（Bever 2001）以及移居的基本路线，在考古学和遗传学中仍然存在争论

（Perego et al. 2009； Straus et al. 2005； Goebel et al. 2008）。不过，在回顾考

古记录的大规模连续性和不连续性时，可以总结一个初步检验纳—德内和叶尼

塞史前假说的框架，以待更详细的宏观区域概  述。

（2）基因相关的人群（即纳—德内或叶尼塞）说的是原始语言，而子语

言则体现出遗传后裔关系。考虑到众多研究表明语言体系与遗传相关性之

间通常存在紧密的联系，这似乎已证实是合理的（例如 Barbujani and Sokal 

1990； Cavalli-Sforza et al. 1994； Chen et al. 1995，但请参阅 Nettle and Harriss 

2003）。具体来说，卡拉菲特等人（Karafet et al. 2002）对西伯利亚土著居民

Y 染色体差异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结论——遗传模型“与语言有关，表明语

言联系可能比他们现在所处的地理位置更能体现西伯利亚人之间的遗传相近

性”（Karafet et al. 2002：761）。他们还指出，这些模式“可能是有效人口规

模较小且长期隔离的土著群体的普遍特征”（Karafet et al. 2002： 761）。

（3）如果存在两种考古学文化，处于同一时期但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

（例如在阿拉斯加沿海和内陆的北极小型工具传统和北方古代传统［Northern 

Archaic tradition］），则构成了人群分离的证据（基于上文第二点，遗传与语

言不  同）。

由于印欧史前史在考古语言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我简要总结了在旧石

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北极和亚北极环境适应的一些基本差异。

西南亚和欧洲的粮食生产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长期稳定 / 反应（Rona-

Tas 2002）与白令地区以大范围领地、小规模流动群体为特征的早期旧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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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人群形成对比（Goebel 1999）（在某些方面与已知的族群类似，例如阿

萨巴斯坎人和埃文克人［Evenki］）。这种情况如何影响同源词下的语言相异

尚不清楚。但是，布伦奇（Blench 2001）曾指出，柏柏尔人（Berber）“在

过去的 7000 年中，高度流动的人们已经说着相近的语言，在广阔地带内不

断相遇，这有助于维持他们自尼罗河河谷向西扩展以来所保持的高度统一”

（Blench 2001： 184）。

内特尔（Nettle 1997）的研究特别有意义——他提出的模型将最初的殖

民与随着生态填充而出现的人口裂变（以及更多的语言多样性）联系在一

起，之后裂变率下降，后期族系渐趋灭绝（即语言多样性减少）（Nettle 1997： 

3325）。该模型对于研究德内—叶尼塞问题十分重要，因为这些现代后裔（凯

特、阿萨巴斯坎人等）活动的区域是约 18000 年前才出现殖民（Goebel et al. 

2008）。

在本文中，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框架，来描述东北亚和北美西北地区的

较大地域内的考古模式，从现代人类的殖民（约 16000 年前）到接近现有种

群分布的发展（即在欧洲移民之前）。本文将研究空间的重点放在纳—德内和

叶尼塞当前地理分布的区域（即西伯利亚东部，叶尼塞河以东，俄罗斯远东

和阿拉斯加）。该框架采用特定的物质文化进行人群的考古学构建，这些物质

文化以多种方式（例如连续、融合、替代）与先前和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人群

相联系。由于几乎没有与这些人群相关的人类遗骸，对物质文化、遗传关系

和语言之间的关联都是基于推测的。而鉴于高纬度地区的许多旧石器时代和

中石器时代 / 古代技术普遍存在相似性，许多早期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中可能

包含多个民族语言群体。考古文献中使用了不同的名称（例如，传统、阶段、

建筑群），并且有不同的方法来划分这些类别。出于本研究的目的，我通常将

这些名词汇总到较高级别的词组中（即北美的传统和东北亚的文化），以避免

地点变化或中期组合与阶段的复杂性，这些复杂性常与有包容性的文化传统

存在联系。我用这两个术语来表示这些较高级别的分组。对如此广阔区域的

详细技术性和类型综述牵涉问题繁多，而且也将受到许多地区缺乏数据的限

制，因此，这里我们只讨论最广泛的模  型。

在与经济变化紧密相关的物质文化的巨大演变中，我们发现了有关史前

语言传播辩证论证的最有力的考古学支持（例如，印欧语系随着新石器时代

农业传入欧洲［Renfrew 1987； Bellwood and Renfrew 2002］）。在这些北部地

区早期的考古记录中，并未发现这种重大经济变化的迹象。在北美亚北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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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记录反映了觅食者具有多种经济重点（通常是鱼类、大型哺乳动物和后

期沿海地区的贝类）。在东北亚近北极地区，狩猎和捕鱼为生的经济占主导地

位，牧业（以放牧驯鹿的形式）在距今约 2000 年之后才出现（Mirov 1945； 

Røed et al. 2008）。在这两个区域的沿海地区，狩猎和渔业经济直到全新世中

期之前一直占主导地位。发现最早的海洋适应的明确证据是阿拉斯加中南部

的海洋湾传统（Ocean Bay Tradition，距今约 6800—4500 年前）。在北美西北

部距今 5000 年前和东北亚距今 3800 年前之后，沿海地区出现了更广泛的海

洋适  应。

远古语言假说又该如何检验呢？考虑到晚更新世和全新世该地区考古学

文化的多样性以及资料的经验局限性，仅考古记录无法提供有关古代语言、

遗传种群和物质文化的确切关系。但是，我们仍可归纳出物质文化连续性或

变化的基本方式（变化通常与人口迁徙或技术扩散有关）。一般认为，与物质

文化趋势一致的假设（一个区域内的连续或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移动）

容易找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撑，而那些论证有不同技术或经济的一种或两种考

古学文化人群流动的假设，则较难找到支撑材  料。

当多种工具类型随着时间在文化传统中共享，而经济与定居方式的变化

又较小时，就可以推测考古学上的延续关系。而当一个区域后期的文化传统

在物质文化和定居方式上与前期存在较大差异时，可以推测不连续性。相较

于仅有类型学分析的文化，经放射性碳测年的文化传统更为可信。所有文化

单位均经过大气中碳含量进行校正（日期以校正后的距今年代［cal BP］为

准，地图也是基于文化变化时间段绘制  的）。

一般我会遵从先前研究人员对文化传统相关关系的理解。将主要的区域

归纳为：阿拉斯加（Anderson 1988； Dixon 1985； Potter 2008a）、西南育空

领地（Workman 1978）、西北海岸（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及阿拉斯加［Alaska， 

B.C.］）（Ames 2003； Ames and Maschner 1999）、加拿大西部亚北极（Gordon 

1996）、白令海峡（Dumond 1984； Gerlach and Mason 1992）、阿拉斯加中南

部（Clark 1992， Dumond 1998a）、阿留申群岛（Knecht and Davis 2001）、楚

科奇和堪察加半岛（Dikov 1979， 1993； Kuzmin 2000； Slobodin 1999， 2001； 

Kiryak 2006）、勒拿（Lena）/ 阿尔丹（Aldan）盆地（Mochanov 1969a—c； 

Mochanov and Fedoseeva 1986）、 外 贝 加 尔（Trans-Baika）（Michael 1992）、

泛贝加尔（Weber et al. 2002； 也见 Ayesev 2002）、叶尼塞盆地（Davis 1998； 

Vasil’ev 1992； Vasil’ev and Semenov 1993； Makarov and Batashev 2004）、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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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Taimyr）和西伯利亚北部（Khlobystin 2005； Pitul’ko 1999）、鄂霍

次克海（Sea of Okhotsk）及北海岸（Lebedintsev 1990， 1998）、皮里莫耶

尔（Primor’ye）中、下阿穆尔州（Lower and Middle Amur）以及萨哈林岛

（Sakhalin） 和 库 页 岛（Kuriles）（Kuzmin 2005； Vostretsov 2006）（见 图 1）。

当将个体组成与每一地区区域传统组合，以及长时间内这些区域文化的假设

关系进行联系，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应当指出，目前对于许多广泛联系的内

部有效性和 / 或外部关系，并没有广泛的考古共识。对于这些广泛比较中的

大多数，我通常遵循下面研究人员的研究：Dumond and Bland 1995； Kuzmin 

2002， 2005； Kuzmin and Orlova 2000； Potter 2008b—c； Powers and Jordan 

1990， n.d.； Vasil’ev 1993， 2001；对后来的阿萨巴斯坎迁徙（距今 2000 年）

则通常遵循马特森和马格纳的研究（Matson and Magne 2007）。

目 前 在 纳 — 德 内 和 叶 尼 塞 的 人 群 主 要 语 言 体 系 包 括 尤 卡 吉 尔

语（Yukaghir，可能与乌拉尔语族［Uralic］有关），楚科奇— 堪察加语

（Chukotko-Kamchatkan）和爱斯基摩—阿留申语（后两者关系很远，Fortescue 

1998）。福特斯克（Fortescue 1998）还将这些群体与乌拉尔语联系起来，在

更广阔的时间范围内形成了古老的乌拉尔语—西伯利亚语言“网”。如今在

勒拿盆地和北亚其他地方的通古斯语（Tungusic，阿尔泰语［Altaic］）使

用者（埃文［Even］、埃文克［Evenk］和萨哈［Sakha］）似乎是相对较新

的移民（距今约 700—300 年）。在叶尼塞的外围、北部和西部是萨摩耶迪

（Samoyedic，乌拉尔语）、南部是突厥和蒙古（阿尔泰语）语族。纳—德内的

外围、北美洲西北海岸为海答语（Haida）和瓦卡山语（Wakashan）使用者，

南部和内陆是萨利山语族，东部（东部亚北极）为阿尔贡金（Algonkian）语

言使用者。基于此，下文将讨论古语言之间的关  系。

有许多地区很少有过考古调查，特别是西伯利亚的科利马（Kolyma）中

上游、叶尼塞河盆地以及阿拉斯加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在许多地区，也没有

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历史文化序列。在某些地方，如阿拉斯加内陆地区，仍需

严格划分基本文化单位（见 Potter 2008a）。当前使用的许多文化概念的定义

值得商榷。最后，这里使用多边形边界，其中模糊的质心可能更好地反映了

我们对这些文化表现形式的理解（即，几个大的经过测年的遗址，与规模较

小且未经测年的遗址分隔开）。然而，这里使用边界方法是为了清楚勾勒出

这一广泛范围内文化历史序列的第一近似情况，即使当前还存在经验知识方

面的空白。这些边缘区域通常较少有针对特定文化表现形式的确切证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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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于与邻近地区文化特征有所混合，研究起来更为复杂。冰川极限和冰川

湖数据来自以下人员的研究：Dyke et al. 2003；Svendsen et al. 2004；Siegert 

et al. 2004。海拔值源于曼利（Manley 2002）对每个时期的描述，并使用数

字高程模型进行绘制。所有地图都是使用北极方位角等距投影，通过 ArcGIS

软件绘制  的。

（一）数据局限

在理论和实践上，俄罗斯和北美的考古学方法都存在重要差异。在苏

联和俄罗斯考古学及历史学研究中一个普遍方法是民族起源学说（族群起源

和分布的问题）（Trigger 1989， 见 Michael 1962），而北美考古学研究中却并

未普遍使用。民族起源假说是苏联区域研究的关键部分（Okladnikov 1938； 

Dikov 1993； Khlobystin 2005； 见 Levin 1973 中的评论）。苏联的考古学通常

集中于对每个地区的本土文化发展的解释（Trigger 1989）。

相比之下，尤其是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20 世纪 70 年代过程主义方法

问世以来，美国考古学家更专注于环境变化，将其作为研究整体变化的主要

驱动力（Trigger 1989）。美国考古学与人类学（后者重点是民族志研究）紧

密相连，而不是与历史联系。然而，北美考古学家仍有一个悠久的研究传统，

即主要使用文化历史方法来解释北美西北地区的考古模  式。

在近北极和北极，器物研究几乎仅限于石器技术和类型，通过哈喷镖枪

头和其他有机制品，来确定一些距今 3000 年前后的沿海地区文化。妨碍进行

详细物质文化比较的一个因素是，许多地区，尤其是北美西北的近北极地区，

相对缺乏标准化的类型。即使是为该地区创建相对全面的类型学（Morlan 

1973a； Workman 1978），也无法统一地应用新发现的材料（见 Gotthardt 

1990； Hare 1995； Dixon 1985； Shinkwin 1979）。这种详细类型学研究的相对

缺乏，阻碍了可能有助于隔离或区分迁移和扩散实例的类型鉴  定。

三、结  果

（一）连续 / 不连续的模式

1. 东北亚的传统

西伯利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有两个主要的技术传统（Vasil’ev 

2001）：阿丰托瓦—科科雷沃（Afontova-Kokorevo，在贝加尔湖地区）和久克

北冰洋研究第5辑-wm.indd   12 2022-07-21   09:32:39



东北亚和北美西北地区的考古学模式：对德内—叶尼塞假说的考证  13

台（以勒拿盆地为中心）（但阿布拉莫夫［Abramova 1989， 见 Vasil’ev 2001］

记述了多个当地文化群体）。在北美西北地区的人类居住证据发现以前，使用

源于阿尔丹盆地（Mochanov 1986）或可能西伯利亚中南部（Kuzmin 2007）

的久克台相关技术的人群，在萨尔坦冰河和冰川融化晚期（距今 16000—

12000 年间）向东北扩展。久克台传统的关键特征是楔形细石核和叶形两面

器（foliate bifaces）。楔形细石核在东北亚分布广泛，包括蒙古、中国北方、

韩国、日本和西伯利亚。虽然来自科利马盆地和楚科奇的资料稀少，但现存

数据表明，久克台相关的材料向东北扩展（Goebel 1999），与北美西北部最

古老的距今 14000 年前的天鹅点文化 4 号区（Swan Point Cultural Zone 4）是

相连续的（Holmes 2001， 2004）。在白令地区（东部和西部），久克台和与

久克台相关的群体的表观连续性直到全新世都很明显。赫塔（Kheta，楚科

奇—堪察加）和美洲古代北极（白令地区东部）同样具有许多久克台文化因素

（Dikov 1979，也见 Yi and Clark 1985 的讨论部  分）。

乌什基族传统与有铤尖状器（stemmed points）相关且缺乏细石叶，更新

世末期，这种传统出现在堪察加（Dikov 1979； Dikov and Titov 1984），但它比

阿拉斯加最早的与细石叶相关的地点（天鹅点）还要晚（Goebel et al. 2003）。

乌什基湖遗址后来的遗存似乎与久克台传统类似（Goebel and Slobodin 1999）。

这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都共有陆地狩猎经济，且不存在海洋或沿海经济

的迹象。久克台相关传统最晚出现在堪察加半岛和阿拉斯  加。

约距今 12500 年，苏姆纳金相关技术从勒拿盆地传播开。这种物质文

化与久克台截然不同，几乎不存在双面尖状器、刀片坯体，以及锥形和铅

笔头状细石核（很少或没有楔形细石核）（Mochanov 1986）。尽管俄罗斯

研究人员在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东部的材料联系方面存在分歧（Dikov 

1979； Mochanov 1986），但可以肯定，在全新世早期，苏姆纳金和锡伯迪

克（Siberdik）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Goebel and Slobodin 1999： 146—

147）。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与苏姆纳金相关的材料到达阿拉斯加（但参

阅 Ackerman 1992； West 1996： 551 的例外）。苏姆纳金及其变体的传播或许

代表了人口移动，并替代了久克台相关技术的人群（图 1）。来自苏姆纳金

和东北亚后来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石器组合（西阿拉克［Syalakh］、贝尔卡奇

［Bel’kachi］和伊米雅克塔赫［Ymiakhtakh］，约距今 7000—4000 年）具有

共同特征（Mochanov 1969a—c），包括锥形和铅笔形细石核以及多面雕刻器，

尽管器物组合中西阿拉克型双面尖状器的出现尚未得到充分解释（Mocha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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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edoseeva 1986： 677）。后来青铜时代的乌斯特米尔（Ust-Mil）和铁器

时代的阿尔丹文化（如 Vakarevskaya， Powers and Jordan n.d.）可能与伊米

雅克塔赫有关，并最终与说尤卡吉尔语的人群有关（Alekseev 1996，参阅

Pakendorf 2007： 18—19 中的评论）。这一序列显示出渔猎增加的总体经济趋

势，但还是以陆地狩猎为基  础。

在泛贝加尔，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阿丰托瓦—科科雷沃到中石器时代

组合（如巴达伊— 维尔霍连凯亚［Badai-Verkholenskaia］、乌斯特贝拉亚

［Ust'Belaia］和希纳［Khina］），物质文化在更新世—全新世之间的局部连续

似乎很明显（至距今 8000 年）（Aksenov and Medvedev 1968； Vasil’ev 1993；

有关贝加尔中石器时代的更具过程性的研究，见 Dolitsky 1985）。奥克拉季尼

科夫（Okladnikov 1955）提出的伊萨科夫（Isakovo）—塞罗沃（Serovo）—

基托伊（Kitoi）—格拉茨科沃（Glazkovo）序列目前已被推翻，从放射性碳

年代学到人类遗传学研究都不支持这一观点（Weber 1994； Link 1999； Weber 

et al. 2002； Mooder et al. 2006）。中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基托

伊（距今 8000—7000 年）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塞罗沃—格拉茨科沃（距今

图 1 勒拿盆地序列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例子（Mochanov and Fedoseeva 1984）。所有器

物图由 Sergei Slobodin 绘制，经允许使用（其他图形来源于 Po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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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3200 年）年代上差了约 1000 年（Weber 1995）。这个差距一直是贝

加尔湖考古项目（http://baikal.arts.ualberta.ca）的主要关注点。塞尔沃—格拉

兹科沃文化与后来的铁器时代什韦拉（Shivera）文化（距今 3200—1500 年）

有关，后者可能与阿尔泰语族存在联系（Okladnikov 1955）。基托伊族群的

语言归属关系尚且未知，可能与叶尼塞族群有关。穆德（Mooder et al. 2006）

研究表明，塞罗沃—格拉兹科沃人与现代西伯利亚人（主要讲阿尔泰语的人）

基因明显不同，而年代更加久远的基托伊族群“与所有人不同，但与现代凯

特和肖利亚（Shorians）人接近”（Mooder et al. 2006： 349）。

赫洛比斯汀（Khlobystin 2005）提出了泰米尔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的

地理分布差异，在东部与雅库特（Yakutia）文化（贝尔卡奇—伊米赫塔赫序

列［the Belkachi-Ymiakhtakh sequence］）相关（距今 4000 年以后），而在西

部则与鄂毕河流域（Ob’ basin）和西伯利亚西部相关。泰米尔西部的白吉特

（Baikit）—皮亚辛纳（Pyasina）—马来（Malay）—卡伦纳亚（Karennaya）

序 列（距 今 约 4500—1100 年 ） 与 萨 摩 耶 迪 人 群 相 关（Khlobystin 2005：

196—198）。晚期的铁器时代文化沃兹帕伊（Vozhpay）与涅内—埃内（Nenet-

Enet）的祖先有联系（Khlobystin 2005：198）。在泰米尔东部约距今 1200 年

之后，乌斯特—波洛维卡（Ust-Polovinka）陶类型与通古斯语族群的扩张有关

（Khlobystin 2005： 198）。

虽然对沿叶尼塞河上游（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南部）进

行了大量考古调查（Vasil’ev and Semenov 1993），但如今仍然对史前叶尼塞

河中下游的情况知之甚少（Makarov and Batashev 2004）。对该地区史前文

化序列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叶尼塞河上游（距今 3000—1800 年）依次为卡

拉苏克（Karasuk，青铜时代）和塔加尔—塔什西克（Tagar-Tashtyk，铁器时

代）群体。然而，马卡洛夫和巴塔舍夫（Makarov and Batashev 2004： 239）

认为，同时期叶尼塞河中游的谢潘（Tsepan）文化（距今 2600—2000 年）更

可能是叶尼塞的祖先之一，并且在觅食经济中具有连续性（他们注意到叶尼

塞语驯化术语的缺失）。但遗憾的是，这一北部地区的早期经测年的文化仍属

未知（Makarov and Batashev 2004： 241）。他们进一步提出，在距今 1200 和

700 年，叶尼塞人向北的迁徙，分别与叶尼塞吉尔吉斯人（Kirghiz）和蒙古

（Mongols）人在更南端的迁移有关（Makarov and Batashev 2004： 240）。

2. 北美西北地区的传统（距今 14000—6000 年）

在东部白令地区（今阿拉斯加和育空地区），最早的文化传统似乎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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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台文化的衍生品，被称为白令吉亚（Beringian）（West 1996）、美洲古代

北极（Dumond 1977）或东白令吉亚（Holmes 2001）。在最近的调查中，贝

弗（Bever 2006）注意到阿勒德—柏林（Allerød-Bølling）暖期之后出现了多

种技术（天鹅点早期的细石叶和非细石叶的尼纳纳组合），在东白令吉亚的小

德莱亚斯（the Younger Dryas）之后，又出现了普遍的德—纳里组合。波特

（Potter 2008e）的分析表明，细石核和石叶技术存在连续性，并与在全新世

早期特定栖息地和资源开发策略共存，这与冰河时代末期气候波动期间该地

区的单一考古学传统更为一致，这一发现也与基于石器技术和类型学的许多

早期分析相一致（West 1996； Dumond 2001）（见图 2）。

图 2 阿拉斯加内部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例子。所有手工艺品均为波特所画或改  用。

在约距今 12000 年之后，北方古印第安传统相关的材料（通常为无槽

的披针形双面尖状器，也缺少细石叶技术）在布鲁克斯（Brooks）山脉（例

如梅萨组合［Mesa Complex］）和其他地区出现（例如斯佩因［Spein］山

脉）（Bever 2001； Dixon 1999）。来自图鲁丘（Tuluaq Hill）（称为水道组合

［Sluiceway Complex］）（Rasic 2000）约距今 13000 年的无槽双面尖状器可

能会将这一传统的年代下限推迟。这些阿拉斯加的物质材料可能与玛瑙盆地

相关的古印第安人群向北扩张有关，这一人群与加拿大亚北极的北部普莱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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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o）传统存在联系（MacNeish 1964； Gordon 1996； Bever 2006）。

不论在起源还是年代上，北部古印第安传统似乎都没有超过约 10000 年

前，只有全新世早期，在整个阿拉斯加出现过美洲古代北极传统（或德—纳

里组合）或紧密衍生的表现（Potter 2008a）。这些早期传统类型学的复杂性

显而易见，尼纳纳组合（Goebel et al. 1991）、北部古印第安（Dixon 1999）

和美洲古北极（West 1981； Buchanan and Collard 2007 的遗传学证据）都被

认为是克洛维斯（Clovis）的先行者，是北美中部最早的传统。斯特劳斯等

人主张在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晚期，克洛维斯祖先的最终派生（Straus et al. 

2005）。

在最初定殖的数千年后，与美州古北极有关的人群向南扩展至阿拉斯加

南部和西北海岸，后来产生了古海洋传统（Paleomarine tradition）、西北细

石叶传统和海洋湾传统等分支（Davis 1990； MacNeish 1954，请参见 Clark 

2001； Clark 1992； Yesner 1998 评论）。来自阿拉斯加东南部“跪爬山洞（On 

Your Knees Cave）”（约距今 10300 年）人类遗骸的稳定同位素数据表明，早

期的海洋饮食与细石叶技术和双尖双面器（bipointed bifaces）有关（Dixon et 

al. 1997）。重要的是，这些人类遗骸是唯一与美洲古北极有关的遗骸，且遗

传分析表明，它们与北美和南美的现代美洲原住民群体有联系，但是与纳—德

内或爱斯基摩人群无关（Kemp et al. 2007）。这有力地表明，全新世早期的适

应足以使广泛的内部亚北极和沿海生态系统得到利用，并且至少部分美国古

北极传统代表了遍布整个美洲的多种语言群体的祖  先。

3. 北美西北地区传统（距今 6000 年之  后）

尽管北美西北部的全新世早期物质文化相对同源（在某些地区比较

稀少），主要的文化变化是距今 6000 年左右发生在阿拉斯加中部和北部、

西北海岸和高原的。在加拿大东部亚北极地区，古印第安组合（北普莱

诺）被希尔德（Shield）古群体所取代（Gordon 1996），可能与阿尔贡千

语族（Algonqian-speakers）有关（Wright 1981）。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内斯

开普（Nesikep）传统（采用细石叶技术）被无细石叶的高原地穴房屋传统

（Plateau Pithouse tradition）所取代（Stryd and Rousseau 1996），该传统从

5700 年前延续至今。一般认为内斯凯普为非萨利山语使用者，这些人可能来

自高原（包括西北细石叶，旧科迪勒兰［Old Cordilleran］和西部带槽尖状器

传统）的早期文化群体，而高原地穴传统（Plateau Pithouse tradition）代表萨

利山人进入该地区（Stryd and Rousseau 1996： 196—197）。

北冰洋研究第5辑-wm.indd   17 2022-07-21   09:32:40



18  北冰洋研究（第五辑）

在阿拉斯加，美洲古代北极传统距今约 6000 年前被北方古代传统代替

（Anderson 1968， 1234； Workman 1978； Ackerman 2004）。新的技术 / 类型

因素包括侧凹刃两面器和侧凹刃卵石（推测为网坠），但是许多因素，包括

细石叶技术，都与先前的古北极传统十分类似（图 2）。这种转变被解释为

新人口的迁入（Dumond 1969； Workman 1978）、新人口和现有人口的融合

（Dumond 1987）或人口连续性下技术的扩散（Clark 1994； Morrison 1987）。

但是，似乎确实有一个共识，即北方古代传统形成以来，就代表着连续的人

群，也许与纳德内语族有关（Workman 1978），从约 5000 年前至今，一直存

在以内陆为中心的北方古代传统与沿海群体（与北极小型工具和 / 或诺顿传

统有关）的二  分。

北方古代传统的生存经济主要集中于陆地狩猎（主要是北美驯鹿）和

捕鱼。最近的研究发现，与北方古代传统有关的文化变化可能反映了对从

白云杉森林向以黑云杉为主的北方森林的转变的适应（Mason and Bigelow 

2008； Potter 2008d）。几乎所有的北方古代遗址都位于阿拉斯加和亚北极西

部地区。极少数的北部古风海岸遗址早于北极小型工具传统（古帕鲁克·平

戈［Kuparuk Pingo］）或未注明年代（帕利塞兹［Palisades］和普提伽尤克

［Putligayuk］河）。此外，洋之路（Onion Portage）的文化背景表明，在北部

沿海地区，北极小型工具传统取代了北方古代的人  群。

在阿拉斯加内陆，北方古代传统在距今 6000—1000 年间扩散。塔尔提雷

（Taltheilei）传统是一种稍晚的区域变体，距今 2900—200 年间出现在加拿

大西北和中北部，并且显然与加拿大的阿萨巴斯坎人群有关（Gordon 1996）。

在阿拉斯加距今 1000 年之后，北方古代技术传统被阿萨巴斯坎传统（见

Dixon 1985）突然取代，主要特点是石剥片工具明显减少，而对有机制品、

铜制工具和存储器的需求增加（图 2）。波特（Potter 2008b）详细研究了这种

转变，这很可能代表了从高度流动狩猎到与最近的阿拉斯加阿萨巴斯坎人相

关的有组织的捕鱼狩猎经济的变化。虽然一些考古学家主张人群交替发生在

约距今 1000 年前，且可能与白河灰东叶（White River Ash East Lobe）喷发

有关（Workman 1972； Derry 1975），但其他具有大量灰烬的区域性火山事件

与技术变化无关（Potter 2008b），此外，育空地区和阿拉斯加的文化序列很

长，表明从北方古代到阿萨巴斯坎是连续的（Workman 1978； Cook 1969）。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德纳伊娜（Dena’ ina）阿萨巴斯坎在距今 1000 年前后

才迁入库克湾（Cook Inlet）盆地（Workman 1998； Reger and Boraa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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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aas 2007），因而提出了阿拉斯加阿萨巴斯坎内部文化裂变的年代下  限。

一种弥合这些不同观点的可能情况是，该地区长期持续生活的古老阿萨

巴斯坎人可能在当地也进行了人口流动、转移和迁徙，以适应全新世晚期与

沉积有关的不断变化的环境。德里（Derry 1975）的部分替换模型可以描述

这种重组的一部分：阿萨巴斯坎人使用卡维克（Kavik）尖状器，但缺乏细

石叶技术，他们从育空西南地区扩展到北部和东部。北部阿拉斯加阿萨巴斯

坎语的相对同质化可能部分反映了人口流动。马特森和马格纳（Matson and 

Magne 2007）观点一致，认为距今 1000—800 年前，阿萨巴斯坎人从高原向

南迁移到太平洋海岸（太平洋海岸阿萨巴斯坎的祖先），而在东南方向，向美

洲西南部迁移（阿帕坎［Apachean］的祖先），这是因同时期白河火山东突然

喷发引起的（见 Ives 2008 评  论）。

在西北海岸，大约 6000 年前，西北细石叶传统被早期太平洋传统替代

（Ames and Maschner 1999），早期太平洋传统具有明显的沿海适应，特别是

鲑鱼密集。该序列从距今 6400—200 年间扩张，并且可能包括海达、茨姆锡

安（Tsimshian）、瓦卡山、萨利山以及特林吉特的早期祖先。但是在此，经

济 / 环境适应似乎迫使在不同语言团体之间形成广泛的文化相似性（Ames 

and Maschner 1999）；而在全新世晚期，考古学和语言之间可能存在联系

（Fladmark 1982）。莫斯（Moss et al. 1989）在金钟（Admiralty）岛发现了一

种特林吉特定居模式，可能从距今 3500 年延续至距今 1500 年；尽管在之后

的论文中，莫斯（Moss 2008）又发现了很难从该地区的动物遗存分辨的特

林吉特和海达族特征。在西北海岸南部的马宝尔（Marpole）（距今约 2400—

1600 年）处于太平洋传统的发展阶段，或许有萨利什语族（Matson and 

Coupland 1995），并且可能与早期的洛迦诺海滩（Locarno Beach）文化有关

（距今约 3500 年）（Mitchell 1990：352）。霍布勒（Hobler 1990：304）指出，

瓦卡山和萨利山在西北海岸的人群分离，年代可定在约距今 1800 年。

在阿拉斯加北部湾，大洋湾传统年代较早（约距今 6800 年前），是该地

区海洋适应的最早证据。克莱克（Clark 1996：224—226）指出，大洋湾在技

术和类型上都与后来的卡凯马克（Kachemak）和相关的科尼亚（Koniag）传

统又很不相同。虽然北极小型工具传统对后来大洋湾Ⅱ号遗址的影响或许与

约 4000 年前的一些变化有关，但卡凯马克很可能可以反映出早期爱斯基摩人

相关的人群（Dumond 1984）。

在阿留申岛，克内希特和戴维斯（Knecht and Davis 2001）描绘了从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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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11000 到 4500 年（安格古拉［Anangula］传统）和从距今 4500 到 200 年

（玛格丽特湾［Margaret Bay］—阿马纳克纳克［Amaknak］—阿留申晚期阶

段）的文化序列。存在考古学上文化连续的证据，特别是在距今约 4500 年前

（McCartney and Veltre 1999； Knecht and Davis 2001； Knecht and Davis 2008）。

内希特研究中（Knecht et al. 2001）也主张在安格古拉和阿留申土著传统之间

存在连续。杜蒙德（Dumond 1987：47）基于诺顿与东阿留申物质文化之间的

相似，将阿留申土著传统与阿留申祖先联系  起来。

4. 阿拉斯加的沿海传统（距今 5000 年之  后）

距今约 14000 年前，久克台相关的细石叶传统传入亚洲东北和北美西

北部之后，直至约距今 4800（或 5400）年，白令海峡几乎没有迁移的迹

象（Harritt 1994）。此时在阿拉斯加沿海、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出现了一种

明显不同的考古学传统，通常被称为北极小型工具传统（Arctic Small Tool 

tradition， 简 称 ASTt）（Irving 1962； Giddings and Anderson 1986； Dumond 

1977）。该传统的人群使用两面器、细石叶和雕刻器，与早期使用细薄片状

小型两面端石叶、边石叶和手套形雕刻器的美洲古代北极传统截然不同。地

理分布和区系动物遗存表明，ASTt 早期种群既使用沿海资源又利用陆上资

源（主要是北美驯鹿和海豹），这与完全依赖陆地经济的北方古代传统不同。

数千年间，两种传统在不同的生态区共存（ASTt 分布在北极沿海和毗邻腹

地，而北方古代传统在亚北极内陆），表明它们代表着使用不同语言的不同遗

传人群。关于阿拉斯加 ASTt 文化或阶段及其关系存在一些争议，吉丁斯和

安德森（Gidddings and Anderson 1986）认为序列为，丹比弗林特（Denbigh 

Flint）—科里斯（Choris）—诺顿—伊皮尤塔克（Ipiutak）（距今约 5000—

1000 年），而杜蒙德（Dumond 1987， 2000）认为，后 3 种文化（被称为诺顿

传统）连续性更强，并具有更加明显的海洋 / 沿海经济体系。虽然有新的因

素传入，主要表现为陶器风格的传播（例如，贝尔卡奇到科里斯的绳纹和线

形压印纹，伊米赫塔赫到诺顿的戳印格纹），但石器技术具有显著的连续性

（Ackerman 1998： 257）。至少在科里斯，考古学家推测出其与古爱斯基摩人

（或爱斯基摩—阿留申）的关系，但尚不清楚阿留申和爱斯基摩的具体关系以

及爱斯基摩人内部的各种分支（Dumond 1977， 1987， 1998b）。对多个 ASTt

和与 ASTt 相关的个体的线粒体 DNA 分析表明，ASTt 与阿留申有关系，但

与纳—德内群体没有关系（Gilbert et al. 2008；Hayes et al. 2002）。

尽管关于 ASTt 的起源有很多争议（Anderson 1970， 1988； Dumond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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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鲍尔斯和乔丹（Powers and Jordan 1990， n.d.）认为它起源于西伯利亚新

石器时代的贝尔卡奇，因此与勒拿盆地中部的苏姆纳金—西阿拉克—贝尔卡

奇序列存在联系（Mochanov 1969a—c， 1986）。杜蒙德和布兰德（Dumond 

and Bland 1995：437）观点相同，指出贝尔卡奇、伊米赫塔赫（及相关人

群）与 ASTt 之间普遍存在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没有在任何一种已知的亚

洲文化中发现直接的 ASTt 祖先。ASTt 最初在北极扩张后，格陵兰岛的独

立（Independence）/ 萨卡克（Saqqaq）人和加拿大高北极地区的前多塞特人

（Pre-Dorset）有关，考古学家通常认为在原地发展到大约 1000 年前，此时多

塞特人显然被图勒新爱斯基摩人（Thule Neoeskimo），即现代因纽特人的祖

先取代或同化（Maxwell 1980， 1984： 363； McGhee 1984）（见下  文）。

5. 俄罗斯远东沿海传统（距今 5000 年之  后）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中全新世之前的晚更新世或早全新世，在东北亚沿

海（日本北部）有沿海或海洋适应人群（Dumond and Bland 1995； Ackerman 

1998）。在距今 4800 到 3800 年之间，该地区出现了各种（主要是新石器时

代的）沿海文化，其中许多都与现代民族语言群体存在连续。在鄂霍次克

州（Okhotsk）北部海岸，托卡列瓦（Tokareva，距今 3800—1400 年）与下

阿穆尔文化具有陶器风格上的相似性，与旧科里亚克（Koryak，距今 1600—

400 年）有联系（Lebedintsev 1990）。在堪察加北部，拉赫金（Lakhtin 或

Lakhtina）文化（距今 3600—400 年）可能是刻勒克人（Kerek）的祖先

（Orekhov 1998）。奥列霍夫（Orekhov 1987）也提出拉赫金和苏姆纳金之间

存在联系（尽管列别琴采夫［Lebedintsev 1990］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楚科

奇内部，北楚科奇（Chukotkan）和乌斯贝莱亚（Ust-Belaia）（约距今 4500—

3000 年）可能代表着不同的与驯鹿狩猎相关的传统，与伊米亚克塔赫族

（Kiryak 1993， 引自 Dumond and Bland 1995），也许还有诺顿（Dikov 1979）

都有关系。在堪察加半岛的南部和中部，塔林（塔雅）（Tarin［Tarya］）的年

代更久远一些（距今 6000—800 年前），此前该地区出现了长时间的文化断层

（距今 10000—6000 年前），之后才与旧伊特尔门（Itel’men）建立联系（在

距今 800 年之后）（Kuzmin 2000； Dumond and Bland 1995）。鲍尔斯和乔丹

（Powers and Jordan n.d.：28）把勘察兰（Kanchalan，距今约 1000—500 年）

与楚科奇联系在一起，代表采用了更多海事狩猎技术的陆生驯鹿猎  人。

在这些序列中，开发海洋资源的趋势逐渐明显，陶器风格及金属制品等

似乎通过开采而向外传播，尽管没有出现大量人口迁移。一些考古学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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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远东地区（包括萨哈林［Sakhalin］岛和千岛群岛［Kuril］）的旧石器

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十分复杂（Lebedintsev 1990： 17； Dikov 

1979： 106—128），但似乎有一些证据表明，它们具有相对广泛的相似性，也

许都起源于贝尔卡奇和伊米亚克塔赫新石器时代文化（Powers and Jordan 

n.d.； Dumond and Bland 1995）。这种模式下，该地区楚科奇—堪察加语系的人

群至少延续了 5000 年。

在阿拉斯加西部的克鲁森斯特恩（Krusenstern）海角和楚科奇海的弗

兰格尔（Wrangel）岛发现的旧捕鲸文化（Old Whaling culture，距今 3400—

3200 年）十分特殊，且较为复杂，至今仍是个谜（Dikov 1979； Giddings and 

Anderson 1986），但它可能与克里斯（Dumond 2000），独立（Ackerman 1998）

甚至是北方古代（见 Mason and Gerlach 1995，将其重命名为“楚科奇古代”

［Chukchi Archaic］）文化和传统有  关。

距今约 1000 年之后，图勒新爱斯基摩群体（与磨制石板手工业和明显

的沿海 / 海上适应活动有关，包括多人乘皮船［umiak］，狗拉雪橇和集体

捕鲸）从阿拉斯加半岛遍及整个阿拉斯加沿海，并迅速扩展到整个加拿大

高北极地区甚至格陵兰岛，可能取代了早期的史前爱斯基摩人群（多塞特

和 ASTt）。图勒的起源很复杂，尤其是在白令海峡（主要是楚科奇和圣劳伦

斯［St. Lawrence］岛）的前期（约 1700—1000 年前）包括几个文化群体，

奥克维克和旧白令海（约 1700—1300 年前），波讷克（Birnik）和普努克

（Punuk）（约 1300—1000 年前）和图勒（约 1000—500 年前），被归为北方海

洋（Northern Maritime）传统（Collins 1964）。这些群体在时间上部分重叠

（Gerlach and Mason 1992），并可能代表区域互动领域内的社会复杂性（另

见 Mason 1998）。关于图勒与诺顿—伊皮尤塔克的关系存在争议（Gerlach and 

Mason 1992）：杜蒙德（Dumond 1987： 50—52）认为图勒来自诺顿，这是随

着石板磨制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对海上活动关注的转移而引起的。无论起源如

何，图勒都与爱斯基摩人祖先有直接联  系。

6. 小结

尽管对于每个过渡背后的解释机制（迁移、扩散、融合和 / 或本地系统

的变化）或长期的考古连续性下的民族语言身份都没有固定解释，但仍有一

些与德内—叶尼塞假设有关的要  点：

在阿拉斯加，直至距今 5000 年，物质文化长期存在海岸—内陆二分。虽

然在阿拉斯加内陆（尤其是诺顿和伊皮尤塔克）发现了 ASTt 资料，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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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地区发现同时代的北方古代资  料。

白令地区东部最初迁入（约 14000 年前）之后，直至距今约 5000 年，似

乎都没有与 ASTt 有关（与贝尔卡奇文化联系密切）的跨越白令海峡的跨大

陆运动。波讷克 / 普努克—图勒从楚科茨克（Chukotsk）北部海岸到阿拉斯加

的第三次扩张发生的时间很晚（约距今 1000 年）。对于白令海峡两岸的大多

数地区，考古研究表明在当地都有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另外，这三次迁徙 /

范围扩展都是从西向东的——没有从东向西运动的证据（除了旧捕鲸 / 楚科

奇古代，这两种似乎仅限于白令海峡地  区）。

文化连续的典型有，苏姆纳金—西阿拉克—贝尔卡奇—伊米亚克塔赫（—乌

斯特米尔）（距今 12600—2000 年），北方古代—阿萨巴斯坎（距今 6000—200

年）、ASTt（距今 5000—1000 年）、图勒—爱斯基摩（1000 年前至今）、阿留

申（距今 4500—200 年）、中石器时代—基托伊（距今 11400—7000 年）、塞罗

沃—格拉茨科沃—什韦拉（距今 6000—1600 年）和白吉特—马拉亚·科伦纳亚

（Malaya Korennaya）（距今约 4500—1100 年）。

在某些时间段内，尤其是距今 6000—5000 和 1000 年前，在许多不同的

生态区域，技术、生计和居住方式都出现了显著变化。这些可能为评估史前

人口迁移提供了证  据。

也出现了明显的文化变化，包括久克台 / 苏姆纳金（约距今 12600 年），

基托伊 / 塞罗沃（距今 7000—6000 年），北方古代 /ASTt（距今 5000 年）和

多塞特 / 图勒（距今 1000 年  前）。

亚北极地区在物质文化中表现出同质性（例如勒拿盆地、内陆西部亚北

极、加拿大地盾区），而沿海地区通常表现出较高的异质性（特别是阿拉斯加

中南部和白令海峡沿  岸）。

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亚北极地区（泰加林［taiga］）以南，特

别是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许多文化群体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这些部分

是与草原文化相关的自东向西流动有关，许多也与家养动物和畜牧经济有  关。

评估语言变异的时间深度的一种途径是根据民族历史或民族志已知的民

族语言群体的物质文化连续性对年代下限进行估计。有几种语系可以追溯到

大约 1000—2000 年前，包括阿萨巴斯坎（阿萨巴斯坎的传统）、海达、瓦

卡山、萨利山（中太平洋或晚期沿海发展语言）、阿鲁蒂克（科尼亚）、特林

吉特（晚太平洋）和因纽皮亚特 / 因纽特（图勒）。一些序列表明了较早的

相关性：加拿大的阿萨巴斯坎（塔尔提雷，距今 2900 年），萨利山（高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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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传统，距今 5700 年前），刻勒克（拉赫金，距今 3800 年），堪察加（塔

林，距今 3800 年），科里亚克（托卡列瓦，距今 3800 年）。也存在一些推测

性的联系：尤卡吉尔（乌斯特米尔，距今 2400 年，Alekseev 1996），尼夫克

（Nivkhi）（鄂霍次克，距今 2600 年），爱斯基摩阿留申或史前爱斯基摩（诺

顿，距今 3900 年），阿萨巴斯坎或纳—德内（北方古代，距今 6000 年）和

萨摩耶迪（距今约 4500 年）。考虑到语言学资料，可能还会得出一些估计年

代（例如阿邦多洛［Abondolo 1998，Pakendorf 2007：18 引用］提出，至少

6000 年前，萨摩耶迪克语和芬诺—乌格尔［Finno-Ugric］分离，那么在此之

前，存在原始约卡格希尔人（Yukaghirs）的分化）。因此，本文仅使用考古

学方法进行推断，通过这些基本的考古模型，我们可以窥探德内—叶尼塞的史

前场  景。

（二）德内—叶尼塞假说

本文没有回顾这些地区考古语言相关的众多民族起源假设（例如 Bandi 

1969； Dumond 1969， 1987； Kari 1996； Laughlin 1963； Mochanov 1986； 

Mochanov and Fedoseeva 1986； Okladnikov 1941， 1955， 1959； Powers and 

Jordan n.d.），而是集中讨论了上述考古学模式中的六个德内—叶尼塞关系假

说。他们在主要年代、分散地点和迁移方向上有所不  同。

1. 早期分散（距今 14000—12000 年），自西向东迁移，在亚洲分裂

该假说可以表示为：在西伯利亚的德内—叶尼塞祖先，与其他族群，如

楚科奇—堪察加和爱斯基摩—阿留申（甚至可能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一样，

使用久克台技术。距今 14000—12000 年，贝加尔湖和东部白令海峡之间存在

技术上的连续。在距今 12600 年之后，新的文化（苏姆纳金）从勒拿盆地扩

张至东北亚大部分地区，将阿拉斯加的纳—德内祖先与亚洲的叶尼塞祖先（仍

留在贝加尔湖地区或叶尼塞中部地区）隔离开（图 1）。在阿拉斯加，白令吉

亚（史前北极 / 德纳里）的传统可能代表了多种语系，其中一些通过无冰的

走廊向南扩张到北美中部，另一些则沿着西北海岸向南扩张，而阿拉斯加的

纳—德内先民则适应了使用保守细石叶技术和弹性生存经济的高原流动框架，

来应对全新世早期的气候变化和北方森林的发展（大约距今 6000 年后，捕猎

野牛、羚羊、鱼、鸟和驯鹿，在高地环境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些新的人工

制品形式（例如带缺口双面器）在约 6000 年前从加拿大西部亚北极地区开始

扩散，但在阿拉斯加内陆、西部和西北沿海，物质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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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拉斯加东部全新世晚期的火山灰沉积，弓箭技术的引进以及大约距今

1000 年左右北美野牛的灭绝，可能导致了当地人口的迁移，并促使他们转向

阿萨巴斯坎传统的技术、经济和居住方式（Potter 2008b）。纳—德内亚群（特

林吉特、埃亚克和阿萨巴斯坎）分裂的精确年代目前考古资料无法确定，但

特林吉特与阿萨巴斯坎—埃亚克的分离可能发生在至少 1500 年前（也可能

3500 年  前）。

在西伯利亚，苏姆纳金—西阿拉克—贝尔卡奇的文化序列是距今 5000—

4000 年之间勒拿盆地、俄罗斯远东和阿拉斯加的许多相关文化的前身（伊

米亚克塔赫、托卡列瓦、塔林、北北楚科坎和乌斯贝莱亚和 ASTt），并且似

乎是后来的海洋适应人群（拉赫金，北方海洋传统）的祖先。这些群体可能

都与楚科奇—堪察加和爱斯基摩—阿留申的祖先有联系，也许相当于福特斯库

（Fortescue 1998）提出的乌拉洛（Uralo） —西伯利亚语系的一个古老分支。

杜蒙德（Dumond 1987：47—49）将后来（距今 3900 年）的 ASTt 序列（诺

顿传统）与原始爱斯基摩人—阿留特语族相联系，认为在时空上介于原始纳—

德内（美洲史前北极—北方古代）和原始叶尼塞人之  间。

叶尼塞的祖先可能与基托伊人有关，基托伊人距今 7000 年后在贝加尔

湖地区消失。这些人口可能已经沿着叶尼塞向北移动，在那里他们的后代再

次以谢潘文化（距今 2600 年）出现。在叶尼塞中下游地区早期泰加林文化的

资料缺乏，妨碍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但有趣的是，该地区的乌蒂尼·斯托

尔布（Utinyj Stolb）和莫纳斯提尔河（Monastyr River）遗址包含晚期细石核

（Makarov and Batashev 2004）。随后的贝加尔湖序列（赛罗沃—格拉茨科沃—

什韦拉）与当今该地区的阿尔泰族种群有关。而另一个变种可能是全新世时

期叶尼塞先民在叶尼塞河下游留下  的。

总体而言，这一假说似乎论据最充分（即最简约、较少有未知群体，并

且无需跨不同技术 / 经济系统进行迁移）。也有人提出早期阿拉斯加细石叶—纳

德内或阿萨巴斯坎存在联系（Borden 1968； Dumond 1969）；但是，北方古代

的一些变种（育空地区的塔伊［Taye］湖阶段）不包含细石叶，而是形成了一

个较长序列，并最终形成了阿萨巴斯坎人（Workman 1978）。美洲古北极 / 北

方古代过渡时期（6000 年前）的研究尚不充分，但是仍可发现一些连续性的

证据，也发现了加拿大西部传入的新的人工制品类型（Workman 1978； Potter 

2008c）。关于新民族的迁徙和当地阿萨巴斯坎人在近代的持续发展有多种解释

（Workman 1978：428），现有人口部分被同化（Dumond 1987），没有或几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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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口替代的技术普及（Clark 1994）。后两种情况表明，纳—德内最初进入

北美后，很长时间内占据在阿拉斯加内陆地区 / 育空地区  内。

2. 早期分散（距今 14000 年），从东向西迁移，在北美分裂

通常，此情况遵循假说 1，认为除北美发生德内—叶尼塞分裂，叶尼塞祖

先也从北美迁移到亚洲。这一假说似乎可能性很小，因为很少有证据表明跨

文化传统从阿拉斯加向东北亚迁移（或扩散）。但是，在文化传统（例如白令

吉亚传统）之间中可能会有较大的变化。在久克台自西向东的扩张、全新世

时期阿拉斯加内陆久克台相关细石叶组合的延续，以及距今 8000 年久克台相

关人群的替换 / 同化等方面，假说 1 比假说 2 更加符  合。

3. 中期分散（距今 10600—10000 年），从西向东迁移，在亚洲分裂

东北亚最早的主要文化变迁是从久克台到苏姆纳金（在勒拿盆地发生在

12600 年前，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约为距今 10600 年）。纳—德内的祖先此时可

能越过了白令海峡，并与阿拉斯加的现有人口融合。叶尼塞祖先的情况与假

说 1 相似。虽然假说 3 相比假说 2 更有可能，但假说 3 似乎仍不太可信。一

些考古学家对阿拉斯加的苏姆纳金特征进行了定义（圆锥形石核，且缺乏双

面器），例如，在阿南古拉（Anangula）和阿拉斯加西南部的全新世早期卡加

提湖（Kagati）组合（Ackerman 1992； West 1996），但也有其他人认为这是

美洲古北极局部发展的产物（Clark and Gotthardt 1999： 116—117）。在北美

并未发现任何类似苏姆纳金 / 锡伯迪克组合的材料（包括石叶加工的单面带

铤尖状器和多面雕刻器）。此外，在亚北极西部，全新世早期美洲古北极内部

没有明显的技术、生存或居住方式的变化（Potter 2008a—b， e）。

4. 晚期分散（距今 6000—4800 年），从西向东迁移，在亚洲分裂

有证据表明，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经济适应，在距今 4800 年前，人们从

亚洲扩散到了北美（内陆和沿海适应的 ASTt）。ASTt 在阿拉斯加形成了很长

的文化序列，主要在沿海地区和邻近的内陆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洋适

应能力不断提高。如果纳—德内人群与 ASTt 技术相关联，那么这些纳—德内祖

先在距今约 1000 年前将技术、定居和居住方式从沿海适应转变为陆地适应，

此后，阿萨巴斯坎传统（与阿萨巴斯坎祖先相关）在西部亚北极存在。考虑

到从丹比弗林特到阿拉斯加北部和西部的克里斯、诺顿和伊皮尤塔克的某些

技术因素的连续性，以及同时期内陆的北方古代传统，图勒文化在大约 1000

年前替代了其他文化，这表明这种生活方式在纳—德内语言和物质文化中仍有

保留（例如，诺顿技术包括带绳哈喷枪头、陶器和独特的石器技术）。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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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非如此。考虑到纳德内亚组考古特征的预估最小年代（特林吉特距今

1500—3500 年、阿萨巴斯坎距今 1000 年），这种情况还会遇到其他问  题。

尽管诺顿 / 伊皮尤塔克确实具有内部组成部分（在哈哈努丹［Hahanudan］

和明钦米纳［Minchumina］湖之类的地方），但并没有深入到邻近的北方古

代文化区（后者几乎与后来的阿萨巴斯坎语言分布区域完全对应）。在距今

3000—1000 年间，诺顿 / 伊皮尤塔克和北方古代的物质文化非常不同。在随

后的时期（距今 1000 年之后）（沿海地区的图勒和史前爱斯基摩文化，以及

北极内陆阿萨巴斯坎传统）保持了这种区  别。

目前还没有人提出由沿海 / 海洋型诺顿经济（海豹、其他海洋哺乳动物、

驯鹿、鱼类）到以陆地为基础的阿萨巴斯坎经济（驯鹿、鱼类、驼鹿、绵羊）

的转化机制。或者，使用早期 ASTt（丹比弗林特组合）技术的人群可能已向

内陆迁移并与北方古代的人群相融合。但是，没有任何技术影响的证据；相

反，ASTt 似乎在沿海地区取代了北方古代传  统。

尽管一些北方古代类型（特别是带缺口的双面刀）表明早期的地盾区古

代人群向西扩散，但大多数类型的连续性（包括楔形细石核、雕刻器技术以

及巨石剥片［boulder spall］或双面刻刀［tci-thos］）都表明了人群延续。在

亚北极西部和中部几个地点的长期连续考古序列记录了从北方古代到阿萨巴

斯坎在原地的过渡（见 Cook 1969； Morlan 1973b； Holmes 1986； Workman 

1978），以及塔尔提雷传统到最近的阿萨巴斯坎（Gordon 1996），为当地人

口连续性提供了有力证据。这些数据表明（1）阿萨巴斯坎先民或纳—德内语

族使用了北方古代技术，（2）同时期沿海 / 海洋经济盛行的 ASTt/ 诺顿传统

并非纳—德内语族的祖先。总之，假说 4 是可能的，但是它受到未分析的基

本变化的影响，该变化是将 5000—1000 年前 ASTt 相关人群的沿海 / 海洋经

济转变为纳—德内先民的陆地经济所必需的。该假说的其他条件包括：（1）

ASTt 人群与纳—德内人群之间缺乏遗传联系，以及（2）同时期存在与之后

的阿萨巴斯坎人有更多联系的北方古代传统（例如双面刻刀、凹缺两面器、

驯鹿栅  栏）。

5. 晚期分散（距今 6000—4800 年），从东向西迁移，在北美分裂

假说 5 与假说 2 存在同样的问题（例如，关于由东到西迁移的证据很

少），但仍有一定可能。在这一时期，西伯利亚新石器时代（西阿拉克，伊

米亚克塔赫的贝尔卡奇）的序列更倾向于从勒拿盆地向东部扩散或迁移，而

不是从东向西的人群移动。在距今 6000 至 4800 年之间，随着 ASTt 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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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向东的扩散更为明显。考古证据表明，楚科奇—堪察加的祖先可能在约距

今 3800 或约 6000 年前已经到达东北亚，如果在此期间叶尼塞或纳—德内先

民跨过白令海峡迁移，那么他们的语言或物质文化会受到一些影响并存在证

据。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北方古代或阿萨巴斯坎传统与东北亚的文化（例如塔

林，拉赫金，托卡列瓦）在物质文化上有相似之  处。

6. 更晚期分散（2500—1000 年  前）

假说 6 在考古学模式方面似乎最不具说服力。虽然距今 1000 年前，在

整个阿拉斯加内陆地区（北方古代 / 阿萨巴斯坎传统）、西北阿拉斯加沿海地

区（伊皮尤塔克 / 图勒）和阿拉斯加南部（卡凯马克 / 科尼亚）存在明显的文

化变化，但纳—德内或叶尼塞先民需要“跨越”几种考古学文化，才能到达

他们各自的地区（例如，与那些可能与爱斯基摩、楚科奇—堪察加、尤卡吉尔

和通古斯语系有联系的人交流）。考古学上延续至约 3800 年前的众多中间文

化群体（楚科奇—堪察加祖先等）的存在并不支持这一假说。例如，如果这个

假说成立，那么数千年使用北方古代技术的叶尼塞先民将完全放弃这种生活

方式，成为适应海洋的觅食者，以非常复杂的海洋哺乳动物捕猎技术来集体

捕食海象和鲸鱼，之后放弃这种生活方式，开始采用拉赫金、勘察兰和 / 或

旧科里亚克文化的技术，然后转向使用不同技术的陆上驯鹿狩猎和放牧经济，

直到最终到达叶尼塞盆地。在距今 2500—1000 年间，在西伯利亚中部，纳—

德内祖先也即将开始一场类似的逆向长途跋  涉。

四、结  论

当尝试把物质文化与语言、种族和遗传种群相联系时，会发现考古资

料存在严重不足。这些完全不同的群体之间可能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但

是，这些地区的考古资料中又有明显的连续和不连续性。虽然仅凭考古资料

无法明确支持或否定任何假说，但每种假说都有不同程度的考古支持。如果

对每个时间段及之后物质文化的地理分布进行分析，可以为每种假说得出清

晰的检验含义。在这些假说中，假说 1 和 4 具有最强的考古学支持（按前文

顺序）。总的来说，在大约 6000 至 3800 年前的许多地区中，语言与材料的

文化联系（在家庭层面）似乎很活跃，除了纳—德内和叶尼塞祖先延续至距

今 14000—12000 年前才出现分化。由于这种模式凸显出德内—叶尼塞的古老，

它对一些重要的人类学论题产生了影响，例如新世界的殖民化以及更新世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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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全新世早期的气候变化影响和人类适应性反应。考古学家在对多元文化

变迁或断裂的假说进行探索时，除了环境适应外，还应考虑人口扩展 / 迁  移。

考虑到该地区的考古变化模式，我认为仅凭考古记录无法确定语言、遗

传种群和物质文化的关系，但可以提供一个框架来评估相关群组，并阐明发

生语言差异的时间。这些地区完全不同的经济实践的地理和时间分布（陆地

狩猎、捕捞、猎鸟、驯鹿放牧、牛群［与相对后来者突厥萨哈相关］、沿海

觅食、海洋哺乳动物狩猎等），以及某些技术（细石叶，铜，青铜，铁，陶

器，弓箭，投掷杆，不同形式的船只等），可能会为测试德内—叶尼塞的认知

提供途径，但更重要的是相近语言群体之间的共享词汇。例如，赫洛比斯汀

（Khlobystin 2005）指出尤卡吉尔和萨摩耶迪语族表达“铜”使用的是相同的

词，但“铁”则不同，这表明两种文化接触的最晚时间约在 2000 年之前，这

也与中间叶尼塞人表示“楔形物”（wedge）一致（也许与距今 2600 年左右的

谢潘文化有关）。评估这些认知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是可以得出清楚的

测试含  义。

本文研究还指出了我们可以重点关注的领域，尤其是叶尼塞河中下游

地区研究的经验式差距。在西伯利亚南部，距今 10600 年后是否还存在与久

克台有关的形式？我们如何判断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阿丰托瓦—科科雷沃、“泛

贝加尔中石器时代组合”和中石器时代基托伊之间的连续性 / 间断性？距今

7000 年之后基托伊人发生了什么？又如何从物质文化和生存策略中识别出特

林吉特人和埃亚克人的祖先？可以通过独立的研究资料，例如 mtDNA 和 Y

染色体分析，来有效地检查本文提出和总结的考古模式。这些假说也将会为

考古资料丰富的地区（科利马盆地、楚科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重要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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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aeological Patterning in Northeast Asia and  
Northwest North America: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ne-Yeniseian Hypothesis

Ben A. Potter

Abstract: The possibility of a common origin between Yeniseian 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Yenisei valley in central Siberia and Na-Dene speaking 

populations in Northwest North America has been proposed using various 

primarily linguistic data for some tim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ynthesize 

and evaluate broad patterns of archaeological continuity/discontinuity in 

Northeast Asia and Northwest North America， primarily based on stone tool 

（and to a lesser extent pottery and harpoon heads） typologies by （1） providing 

a generalized summary of major cultural material continuities/discontinuities， 

and （2） evaluating a series of hypotheses about the divergence of Na-Dene and 

Yeniseian ancestors.

Keywords: the Dene-Yeniseian Hypothesis； Na-Dene； Yenisei； Northeast 

Asia； Northwest Nor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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