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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环境考古

研究问题的思考
’

朱 诚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 系

,

南京 2 1 0 0 9 3

摘要 环境考古是 目前 P A G E S 核心计划研 究全新世人地相互作用及 环境演变的重要领域
,

长江

流域由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众多
,

为环境考古研 究提供 了极好条件
.

文中认为今后应注

重 以下几 方面 的研究
:

( 1) 长江上 中下游 自然环 境与文化序列差异性特征及其原 因
; (2 ) 生土 层内

人类生存遗迹的寻找 ; (3 ) 文化间歇层成因 ; ( 4) 埋藏森林和埋藏古树成 因 ; ( 5) 考古遗址与 自然

沉积地层的对比 ; (6 ) 遗址地层中环境质量变化信息的提取 ; (7 ) 建立遗址地层反映人类活 动方式

和强度的指标
,

提取考古地层反映人与 自然相互作用的定量化指标信息 ; (8 ) 考古遗址 三 维时空和

高程分布 的 G I S 研究
.

由此
,

将会对过去难 以解释的长江 流域地貌 与环境演变及人类文明孕育发

展史等问题获得更多可靠的地层学记录解释
.

关键词 长江流域 新石器 时代 以来 环境考古 人地相互作用

全球环境演变是当前国际前沿学科全球变化核

心计划 P A G E S (过去 全球变化 ) 研 究 的重要 内容
.

已有的研究利用环境考古方法在这方面做过大量工

作
,

解决了不少问题 , 一 6]
.

但 同时发现长江流域环

境考古还有以下许多重要问题值得进一步解决
.

众

所周知
,

全新世初至商周时代 由于缺少文字记载
,

该时段是 P A G E S 研究的难点
.

长江是 中华 民族 的

母亲河
,

也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发展的重要地区
.

长

江流域不仅是我国重要经济区
,

而且存在 的大量新

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
,

为我们利用环境考古研

究人类文明发展与环境演变及灾变事件等人地关系

提供 了极好 的高分辨率研 究题材
.

根据多年 的研

究
,

作者认为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环境考古

今后应注重研究以下几方面问题
.

1 长江流域环境考古应重点研究的若干问题

1
.

1 长江上
、

中
、

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对比

的差异性问题

以下是 目前长江上
、

中
、

下游新石器文化序列

名称及年代的划分情况
:

( l) 长江上游 (巫山~ 重庆段 )新石器文化序列
:

i( ) 奉节鱼腹浦遗存
: 75 0 0一 6 0 0 0 a

BP (其下部有旧石

器遗存 ) ; ( 11) 丰都 玉溪坪遗存
: 60 0 0一 50 0 0 a

BP
;

( 111) 忠县中坝文化
: 5 0 0 0一 4 0 0 0 a B P ~ 夏商周

、

春

秋战国
、

西汉
、

南朝
、

唐
、

宋 和元明清
、

近现代
,

其中新石器 分为三期
:

一期
: 5 0 0 0一 4 8 00

a B P ; 二

期
: 4 7 0 0一 4 50 0 a B P ; 三期

: 4 50 0一 4 0 0 0 a B P
.

( 2) 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序列

湖口
一

巴东段
:

i( ) 城背溪文化
: 90 00 一 70 00 a B P ;

( 11) 大溪文化前期
: 7 0 0 0一 5 5 0 0 a B P ; ( 111) 大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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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后期
、

屈家岭文化
: 5 5 0 0一 4 6 0 0 a B P ; ( iv ) 石家

河文化
: 4 6 0 0

一

4 0 0 0 a B P
.

宜昌
一

巴东段
:

(i ) 楠木园文化 (相当于城背溪文

化中晚期 ) : 8 5 0 0一 7 5 0 0 a B P ; ( 11) 柳林溪文化 (比

大溪文化还早一些 )
: 7 5 0 0一 7 0 0 0 a B P

.

( 3 ) 长江下游 新石器 文化
:

( )i 马家洪文化
:

7 0 0 0一 5 8 0 0 a B P ; ( 11 ) 裕泽文化
: 5 8 0 0一 50 0 0 a B P ;

( 111 ) 良诸文化
: 50 0 0 一 4 00 0 aB P

.

由上可见
,

长江 上
、

中
、

下游文化序列的名称

和时代分期存在差异性特征
.

为何长江流域较早 的

新石器文化出现在 中游地 区 (城背溪文化 )
,

而长江

下游迄今未发现 70 0 0 a B P 以前的新石器遗址
,

这一

现象实际上与上
、

中
、

下游不同的 自然地理环境密

切相关
.

长江上游河流落差大
、

多急流险滩
,

人类

生存空间和环境较 中下游恶劣 ; 长江 中游多平原湖

泊
,

有利于人类农业耕作和文 明发展 ; 长江下游虽

有广阔的平原
,

但受洪涝
、

海侵
、

风暴潮等 自然灾

变事件影响极大
.

对以上长江流域人类文明起 源发

展的差异性原因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

渡阶段人类生存环境地层学特征研究的必要性
.

1
.

2 生上层问题

国内外地学界多年研究结果表明 , 一 “ 」 ,

全新世

初 ( 1 0 0 0 0一 8 5 0 0 a B )P 全球中纬区包括长江三角洲地

区普遍经历过一个气候温暖的时期
,

这种气候对人

类生存是适宜的
.

但该区新石器时代如马家洪文化

层 ( 7 0 0 0一 5 8 0 0 a B P ) 之下普遍存在厚度较大
、

不含

任何文化器 物的下 蜀黄土层
,

考古界 称之为 生土

层
,

此层历来被视为新石器时代之前的 自然层
.

对

此层无器物的成因和此层内及其以下地层有无人类

活动遗迹的研究
、

以及为何迄今在长江三角洲未发

现全新世初至 7 0 0 0 a B P 的新石器遗址的原因研究 目

前涉及较少
.

而近年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工地发现了

距今 Z 0 0 0 o
a

左右的旧石器文化遗存
,

在北京门头

沟发现距今 l 0 0 0 0 a 的东胡林人
,

向过去的研究结

论提出了新挑战
.

它表明即使是在纬度较高的华北

平原区在末次盛冰期时也仍然经历过适合人类生存

的温暖环境
,

并非如过去认为的那样
,

人类当时只

能在低纬区和洞穴中生存
.

房迎三等
仁̀ 2

,

` 3」近年对宁

镇下蜀黄土区放牛山与和尚墩 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和

研究
,

证明长江下游下蜀黄土 内蕴涵重要 的人类活

动信息
.

这就突出了对该区更新世与全新世衔接过

1
.

3 文化间歇层

( 1) 调查发现
,

长江流域已发掘 的许多具有不

同时代文化层叠压关系的新石器至商周时代文化遗

址剖面均存在非后期人为破坏而成 的文化层缺失现

象
,

即文化间歇层 ( 又称文化断层 ) 门
,

’ 4 ’ 创
.

如在嘉

兴雀幕桥
、

上海裕泽
、

马桥
、

亭林
、

海安青墩
、

苏

州草鞋山等遗址 中常可 见到
,

在前后延续 的马家洪

文化~ 裕泽文化 ~ 良诸文化~ 商周文化序列中
,

常

出现不同时期的文化间歇层
.

例如玉器
、

陶器和雕

刻器发达的良诸文化在 4 0 0 0 a B P 左右该文化突然消

失不知去向
,

其消失时在地层中普遍 留有淤泥或沼

铁泥炭层
.

作者曾对上海 马桥遗址 良诸文化末期文

化间歇层作过初步研究
一
’ j ,

证实与洪涝灾害有 关
.

其他地点的文化间歇层研究仍待深人
.

( 2) 在宁镇

地区如南京长江北岸区
、

宝华山 地 区和漂阳 ( 良诸

文化层之上 )普遍存在厚度大于 1 , 1: 、

年代 3 000
a IH

)

左右
、

不含文化器物 的天然黄土层
,

此层不含文化

器物的原因及其反映的当时人类生存环境特征
,

亦

少见可靠的科学研究报道
.

从环境考古角度寻找这

方面高分辨率地层学证据
,

正是 当前 P A G E S 计划

所要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

1
,

4 埋藏森林与埋藏古树

多年来
,

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丘 陵区 已发现多

处埋藏森林或埋藏古树与新石器文化器物 同时被埋

藏的现象
.

如江汉平原西部
、

安庆官洲
、

上海青浦

裕泽
、

金山亭林
、

马桥
、

江苏漂 阳沙河
、

镇江
、

盯

胎
、

吴江梅堰
、

常州抒墩
、

南京宝华 山和浦镇东门

等地所见
.

已 有部分
1` C 年代资料证明

,

这些埋藏

森林和古树的年代分别为距今 8 2 0 0 a 左右
、

7 6 7 0一

7 8 2 2 a 、

5 1 0 0一 5 3 0 0 a 左 右
、

4 8 9 O a 左 右
、

4 0 8 5

4 2 9 o a 、

3 9 0 0一 4 2 0 0 a 及 3 7 3 o a 左右
,

初步研究表明

其具有洪涝成因
’

,

5
·

“
,
1 7舀

.

1
.

5 具备连续沉积的自然剖面地层

考古遗址地 层 由于受 自然灾 变事件 ( 如洪水
、

海侵
、

地震等 ) 或人为因素 ( 如战争
、

瘟疫 ) 等影响
.

常会出现某一 时代 或多个 时代文化 层 的缺失
.

因

此
,

若从考古遗址地层中提取过去发生的人与 自然

环境演变相互作用关 系的信息
,

应选择遗址 附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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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影响小
、

具有测年材料和连续沉积的 自然

剖面作对比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

在长江流域考古遗

址附近
,

常能发现受人类活动影响小的全新世 自然

沉积地层
,

这些地层常有贝壳
、

蛤咧和埋藏古树沉

积 (如南京江北林峰桥剖面和神农架大九湖沉积剖

面等 )
,

在扬州市江都县丁沟 自然剖面 1 9 7 4 年冬兴

修水利时在地下还开挖 出全新世早期完整的鲸鱼脊

椎骨
,

这应是与海面变化有关 的很好研究素材
,

可

作为对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考古遗址地层对 比研究 的

自然环境演变的参照标尺 a[,
`

,

” 〕
.

1
.

6 考古遗址地层环境质量变化研究的必要性

作者在承担长江三角洲环境考古项 目研究 中
,

也发现有的间歇层与海侵 和洪涝并无任何关系
,

如

海安青墩遗址在
’ `

C 年代为 ( 4 9 8 5士 8 0 ) a B P 的裕泽

文化层之上是厚达近 l m 的黄褐色土层
; 江 阴面积

达 3 0 0 0 0 m
,

的祁头山遗址地层反映在马家洪文化后

期 (约 5 8 0 0 a B P 左右 )该文化逐渐消失
,

此后该遗址

区未出现其他 人类活 动迹象
,

直到近代 才有人定

居 ; 无锡彭祖墩遗址在 马家洪文化层 ( 6 9 0 0一 5 8 0 0

a B P )至马桥文化层 ( 3 9 0 0一 3 3 0 0 a B P )之间出现过与

水灾无关的长期文化堆积 中断
; 南京为六朝古都

,

地理位置优越
,

但从近年发掘的南京华能城市花园

南朝遗址地层剖面看
,

该地 区在发达的南朝和明代

文化层之间 (即隋代至元代近 8 00 年间 ) 是为南京城

市发展 的低 潮
,

表现器物 文化层薄
、

器物堆 积极

少
、

土质松散呈深黄色
; 《禹贡 》 曾将天下九州 的

土地分等
,

扬州一带的田被列为下下等
,

荆州一带

的田被列为下中等
,

是所谓
“

涂泥
” ; 《乾隆

.

上海

县志 》 载
“

自顺 治五六年 间
,

晚种 之稻
,

竟相不

实
.

西风一起
,

连降累陌
,

一望如白荻花
,

颗粒无

收
.

地气之变迁
,

今昔大异
”

.

诸如此类 的现象还

很多 ls[ 〕
,

它们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 ? 是否与生存环

境质量恶化有关 ? 这些都值得从环境质量角度做考

古地层学研究
.

值得指出
,

近年环境质量变化研究虽受到科学

界极大关注
,

但 目前存在研究时间尺度偏短以及定

年精度偏低的状况
.

如 国内外当前主要利用湖泊沉

积研 究 近 1 0一 2 0 a P b
,

H g
,

A s ,

C d
,

C u ,

C r ,

N i
,

C o ,

M o ,

B i
,

S b
,

S 和 V 及其 他 元 素 的变

化 [” 一 2 5 ]
.

尽管 Sm i t h 等
[ 2 4 ]根据沉积地层学研究提

出 s o o o a 来生物圈中铅的含量是逐渐增加的
,

但重

金属及污染物的时空分布 目前 尚缺乏对应于某个确

切历史时代的定年研究报道
,

而这正是当前全球变

化研究中了解定量的环境质量时空变化
、

从 而追寻

一种人地和谐关系所最关注的目标
.

长江流域 7 0 0 0

a 以来的考古遗址已如上述由于数量多
、

断代可靠
,

更重要地在于时代齐全而具备 了研究环境质量变化

时间序列完整性的条件
.

如长江上游忠县 中坝遗址

发现的 12 m 厚文化层
,

地层时代齐全完整
,

具有从

新石器时代 ~ 夏商周一春秋战国~ 汉代~ 南朝~ 唐

宋元 明清 ~ 近现代几乎完整无缺 的 5 0 0 0 年来 的考

古地层 ; 长江三角洲苏州草鞋山遗址文化层厚达 n

m
,

具有 7 0 0 0 a B P 以来马家洪文化~ 裕泽文化~ 良

诸文化等新石器文化直至汉代各历史时期的文化堆

积地层 ; 在宁镇地区如南京具有六朝 以来各时期文

化堆积层的遗址数量极多 ; 在上海地 区则有众多明

清时期以来的遗址
.

因此
,

利用考古遗址地层研究

中长尺度环境质量变化具有特殊的优越性
.

这是当

前全球变化研究中寻找人类文明发展与中长尺度环境

质量变化之间联系所具备的理想研究题材
.

从气候学
、

土壤发生学原理可知 26[ 」 ,

不同地域

土壤在未受人类活动影 响情况下
,

土层 中所含营养

元素
、

微量元素
、

重金属和土层 中生物量的含量是

确定的
.

但随着 7 0 0 o a 来人类文 明的高速发展
,

尤

其是农业
、

畜牧业
、

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肥与农药及

工业污染
,

大大改变了土层 中上述元素和生物量的

本底含量分布
,

水旱灾害造成的水土流失亦会引起

各类元素的改变
,

通过对考古遗址和 自然沉积地层

中以下方面的研究
:

l( ) 氮
、

磷
、

钾
、

钙
、

镁
、

硫
、

硅与人类农业起

源和农业发展有关的土壤营养元素时空分布研究
;

(2 ) 对上述地层 中铁
、

锰
、

铜
、

锌
、

钥
、

硼等

微量元素的时空分布研究
;

( 3 ) 砷
、

福
、

铬
、

铜
、

汞
、

铅
、

镍
、

锌
、

氟等

环境污染物时空分布的研究
;

(4 ) 考古遗址
、

自然沉积地层 中生物标志化合

物时空分布研究 (生物标志化合物是生物分子化石
,

从分子级别上恢复生物种群面貌并借此重建生态环

境是当前 国际上研究环境质量 变化新兴 的技术方

法
,

1 9 9 5 年以来 国外用此技术在土壤和地层学环境

质量 研 究 方 面 已 发 表 大 量 文 献
、

取 得 很 大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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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法的运用可从地层 中提取 出 7。 。。 a

来人类活动对 生物量和生物 多样性影 响的重要信

息 ) ;

( 5) 结合历 史文献资料对古遗址和附近含有可

测年埋藏古 树的 自然地层 剖 面环境质 量
、

环境磁

学
、

抱粉
、

有孔虫和介形虫等微体古生物时空分布

研究
,

我们将能获得有关长江流域 7 0 0 0 a 以来与农

业起源
、

人 日增 长
、

工业革命
、

现代污染
、

水土流

失和生物多样性变化等方面丰富的环境质量时空变

化信息
.

确实经历 了海侵环境
,

而 7 0。 。 a B P 以来的地层虽经

历过多次洪涝事件
,

但上海马桥沙冈以西地 区并未

发现海相地层川
.

因此
,

用 G I S 方法结合沉积相对

考古遗址三维时空和高程分布的研究
,

是弄清过去

海面变化和洪涝事件的必要手段
.

1
.

7 关于建立考古遗址反映人类活动方式和强度

的指标
,

定量化解决考古地层反映人与 自然相互作

用的问题

考古遗址 由于受人类活动 干扰及 自然灾变事件

的影响
,

其地层蕴涵了人地相互作用复杂关系的信

息
,

选择典型遗址建立反映人类活动方式和强度 的

指标
,

定量化研究考古地层反映人 与自然相互作用

的信息是
一

十分必要的
.

例如忠县中坝遗址 出土器物

2 0 多万件
,

仅在一个探方 中就发现 20 多万件包括

鸟类
、

哺乳类
、

爬行类
、

两栖类
、

鱼类 至少 36 个

属以上的动物骨骼
,

还有大量可供测年的埋藏古树

和炭屑材料
.

鉴于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和文化器

物本身就是人地相互作用的可靠实物证据
,

且其数

量特别巨大
,

有统计学意 义
,

故采用具有普适性无

量纲分析指标
,

如出土的生产器具
、

生活器具数量

和类型的同层 比和垂 向比建立的生产方式变化指标

和 人口与生活需求变化的指标 ; 各时期伴人动物个

体 与伴人植物花粉总数
、

类型同层 比及垂向比反映

的生活资源变化指标 ; 花粉
一

气候转换函数
、

古降水

温度
、

古
`

洪水频率
、

动植物相对多样性指标等的建

立
.

对该地区 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变化的时间序列

相关分析是至关 重要的
.

此方法由于具有可 比性
,

便于今后在其他地区应用推广
.

1
.

8 考古遗址三维时空和高程分布的 G ls 研究

地理 学 界过 去 多认 为
,

长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在

7 0 0 0一 4 0 0 0 a HP 经历过全新世高海面
,

而考古学界

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似乎证 明了与地理学家相反 的

结论
,

通过不同时期考古遗址的三维时空和高程分

布研究
,

以及考古遗址地层海相有孔虫的垂 向分布

研究
,

可以很清楚发现长江三角洲在 7 0 00
a B P 以前

2 长江流域环境考古研究的意义

从理论上看
,

全新世是人类大发展 的时期
,

当

前国际上十分重视全新世环境演变对人类文明起源

和生存影响的研究 补刘 ,

因为这一时段包括 了新冰

期
、

中世纪暖期
、

小冰期和现代增 暖期等次一级的

气候波动和一些对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灾变事件
,

这一时段的气候演变图式是 P A G E S 研究 的重要时

间尺度的内容
.

我国对长江几角洲全新世环境演变

研究多年来虽已取得丰硕成果
,

但全新世 以来海侵

洪涝事件 的考古地层 学研究 是本 区研 究的薄弱环

节
.

从对遗址中文化断层
、

海相层和埋藏古树等现

象及其成因研究人手
,

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环境考古

手段
,

可获得全新世 以来高分辨率 的海面变化和洪

涝灾害信息
.

这样
,

一方面 可完善本区近年来全新

世环境演变序列研究的完整性
,

另一方面将有力推

动全新世中国东部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与环境演变

关系及环境预测研究的进展
.

从实际意义看
,

进人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
,

全

球气候持续变暖
,

两极冰盖消融加剧
,

海面持续 上

升
.

海面若上升 I n l 对沿海大城市的影响己 成为世

界各沿海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
.

而我国 目前经济发

展最快地区正是东南沿海一些大城市
.

如 L海
、

广

州
、

深圳
、

厦门和天津等
.

海面上升对经济 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正是 当前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最 为关心

的问题之一 另外
,

据资料统计
2 , ’ ,

仅 自秦始皇元

年至唐代 中期 (公元 9 82 年 )
,

长江流域在此 12 0 0 多

年间遭遇的洪水灾害多达 2 01 次
,

考古地层学初步

调查揭示全新世新石器时代洪水留下的地层学证据

亦很 多 [J 几
, `4诬

.

值 得 注意 的是 据 长江 大通 水 文站

1 9 5 0一 1 9 8 9 年长尺度水文实测数据计 算
,

20 世纪

5 0 年代与 8 0 年代相比年平均流量减少 2%
,

而水位

却每年平均上升 0
.

52 m m
3川

.

这是否 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海面
_

_

L升引起 的顶托作用有关 ? 这些均是

近年学术界巫待弄清的重要问题
.

有鉴于此
,

通过

对考古遗址地层 中洪涝海侵 等灾变事 件地层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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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结合地面沉降观测和 G IS 方法有助于从三维空

间全面了解全新世以来本 区海侵和洪涝事件发生的

序列和规律
,

进而对未来海面变化趋势和海侵洪涝

事件的发生做出科学预测
,

为政府部 门在宏观市政

规划方面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

对本 区经济可持续发

展有重要实践意义和科学应用价值
.

当前国际上对环境考古研究十分重视
,

美英等

发达国家均有 自己 的环境考古学会和学术机构
.

我

国的环境考古研究起步较晚
,

就长江流域来说
,

将

环境考古与 P A G E S 计划和环境演变与灾变
、

环境

质量变化相结合研究还远远不够
.

注重对以上问题

的研究不仅会对与我国农业起源
、

人 口 增长
、

工业

革命以来经济发达区人类活动影响的程度得出新认

识
,

也将对过去难 以 解释 的该 区新 石器文 化 的起

源
、

考古遗址与自然沉积地层有关海侵
、

洪涝等灾

变事件和生态环境恶化现象与成 因
、

生物多样性变

化的地层学记录做出更科学可靠 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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