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6 6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9 9 3 年

开拓环境考古学新领域

周昆叔
( 中国科学院 地质研究所 )

〔摘要〕环境考古学是近二三十年来在第四纪地质学
、

考古学
、

饱粉学等学科大发展的基础上展开

的科学研究新领域
,

它是许多学科交叉研究中诞生的新学科
。

我 国从 80 年代中期后逐步展开环境

考古学的研究
。

它的主要内容是恢复古环境
,

并探讨其与古文化发展间的联系
。

它不但对发掘我

国古文化精髓是十分重要的
,

而且对我们认识现在和预测将来的环境也有裨益
。

它开辟了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重要途径
,

促使科学走向更综合和更高发展阶段
。

一
、

环境考古学的兴起

本世纪 30 年代环境考古就在英国提出来 lj[
,

但作为一门学科
,

还是在 60 年代后才逐渐成

长起来 [2
·
3〕

。

几十年来
,

我国几代考古学家面临的是研究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等繁重任务
;
加之这时

期人类有别于旧石器时代
,

那就是自然属性的减少和社会属性的增强
,

于是考古学被纳入社

会科学的范畴
;
再之

,

过去自然科学在解答人类文明发展的古环境问题上 尚不成熟
,

以及曾

经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中有所偏颇等主客观原因
,

都使考古学家们难以过问新石器文化产生

的古环境问题
。

但是
,

这个问题总是人们一直盼望的研究领域
。

现今
,

考古学和 自然科学在我国已大大发展
,

如中原文化分期有 了头绪
,

对古文化发展

过程自然环境背景了解的愿望与日俱增
;
地质地理等科学揭示古环境信息的能力增强

,

已具

备了揭示古文化发展中自然环境的能力
,

以及环境问题向人类严重挑战
,

迫切需要从了解人

类文明发展与环境演变关系中
,

去寻找认识和解决现今与预测将来环境问题的知识和办法
。

因

此
,

环境考古 自然受到科学界的重视和瞩 目
。

1 9 8 6年底
,

我国开始对北京平谷县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展开环境考古研究
。

1 9 8 7年
,

笔

者根据历年在北京和邻区开展第四纪古环境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距今三万年 以来环境演变序

列闭
,

对北京史前环境考古研究工作起到了一定指导作用
。

后来
,

环境考古研究工作从上宅遗

址扩展到平谷县和北京地区
,

继而又扩展到白洋淀地区和陕西省关中地区阮
6〕 。

随着环境考古

研究的展开
,

有的地区成立了相应的环境考古组织
; 1 9 9 0 年召开了全国性的首次环境考古学

术讨论会
,

并出版了 《环境考古研究 》 (第一辑 )6[
」。

从上述可 见
,

环境考古学是在科学大潮的推动下
,

于近二三十年来在世界上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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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边缘科学
,

在我国的发展尚不足 10 年的历史
,

故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

二
、

环境考古学的意义和我国研究成果

环境考古的任务是恢复第四纪
、

特别是全新世古环境
,

并探讨其与古文化发展间的关系
,

如先人的经济生活
、

居址选择与迁移
、

文化发展
、

体质与素养的形成等
,

并探讨对认识
、

协

调现今人地关系和预测未来的环境发展
。

下面就我们近年开展环境考古研究结果作一概要的

介绍
。

北京
,

建城历史已有三千多年
,

是我国重要的古都之一和现今的首都
,

是华北通往内蒙

高原和东北平原的门户
,

也是我国古文化发达的地区
,

对其进行环境考古研究
,

对了解北京

城的兴起和阐述北京长期起到华夏之邦核心作用原因是很有意义的
。

北京城座落的北京平原处在华北平原的北端
,

西北依太行山和燕山山脉
,

东南与华北平

原相连
。

贯流北京平原的永定河
、

潮白河
,

将山前黄土状土形成的台地分割为三大块
,

即夹

于拒马河与永定河间的房山— 良乡台地
,

这里镇江营史前遗址出土的釜等器物说明与中原

古文化联 系较密切
;
夹于永定河与潮白河间为昌平— 北京城台地

,

这里雪山史前遗址出土

的大耳罐等说明与内蒙古文化联系较多
;
潮白河以东的杨各庄— 平谷台地

,

这里上宅史前

遗址出土的带
“

之
”

字纹的深腹罐等说明与内蒙东南部
、

辽宁的红山文化联系较多
。

以上说

明了北京自古至今文化兴盛的缘故
。

又根据这里地质地貌特点
、

抱粉分析恢复的古环境和遗

址分布关系分析
,

获知由于这里新石器时代和历史初期气候暖湿
,

先民依二级台地或二级阶

地而居
,

也就是在上述三块大的黄土台地上居住
; 至秦汉

,

由于气候转凉干
,

河流下切
,

湖

沼干涸
,

才向低平的一级阶地和泛滥平原迁移
;
农业起源于二级台地或二级阶地

,

而发达于

低谷与泛滥平原
。

这些为北京的原始经济和史前至史初人们的迁徙趋势作了科学的论证
。

考古学发现的大量遗存和古文献的丰富记载
。

都说明我国黄河中下游是我国华夏文明形

成的中心
,

黄河是孕育这灿烂古文明的摇篮
,

我们以此为荣
,

而国际间对此也饶有兴趣
,

问

题是孕育黄河文 明的摇篮涵义到底如何
,

这是耐人寻思的
。

近年来
,

在这里进行环境考古研

究发现
,

原来距今 8 0 0 0一 3 0 0 0 年间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之际
,

我们先辈赖以生存的环境与现

今有所不同
。

那时的土壤是棕褐土
,

而不是褐土
;
脊椎动物中的璋

、

竹 鼠和杨子鳄等亚热带

动物也栖息在这里
,

而不是像现在只能在长江 中
、

下游才能找得到
;
植物中夹杂着常绿栋树

、

凤尾藏和海金沙等亚热带植物抱子亦可寻觅
,

这些说明黄河中下游新石器到周代时期是处在

亚热带暖而湿润环境下
,

不是现在这样属于暖湿带半湿润环境
。

因此
,

生活在黄河中下游新

石器和史初期 的先辈兼得南北之地利
,

即南方亚热带的气候作用于北方黄土母质
,

形成适合

于原始耕作的棕褐土类沃土
,

促成了距今 8 0 0 0一 7 0 0 0 年时裴李岗文化农业的萌生及其后仰

韶
、

龙山新石器文化繁荣与夏商文明时期的到来
。

我国新石器和史初期
,

南方和北方都不具

备中原南北兼得之地利
,

故中原能成为我国古文明重要发祥地
,

其适宜的自然环境殊为重要
。

第四纪地质学的重要任务是阐述人类起源
、

演化的环境原因
,

过去偏重于对旧石器时代

人类生活的古环境研究
,

而结合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古环境研究则较缺乏
。

上述黄河中下游

新石器时代和 史初期人类生活环境的恢复是根据对这里全新世地层年代学的研究
。

我们发现

在距今万年前的马兰黄土上覆的棕褐土类的红褐色顶层埋藏土
,

含新石器文化至西周晚期文

化堆积
,

而此后发育的褐土类褐色顶层埋藏土含战国至秦汉的文化堆积
。

秦汉文化层被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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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黄土覆盖
。

这就揭示了黄土区全新世地层序列
,

这一序列不仅可以看到全新世黄土堆积

过程
,

也包含了与文化层的对 比关系
,

这为探讨新石器时期来文化形成的环境奠定了基础
。

因

此
,

它为解释全新世黄土沉积规律
、

恢复黄河中下游全新世环境和丰富全球环境变迁研究提

供了新资料
; 还把考古层位学与全新世地层学结合起来

,

为建立颇具我国特色的全新世地层

划分方案成为可能
,

并弥补了我国第四纪地质学在阐述形成新石器文化古环境研究不足方面

作出了贡献
。

现在我国气候干旱
,

尤其是北方干旱 已成为影响工农业生产
、

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迫

切问题
。

对这一环境问题的解决
,

需要作战略的考虑
,

这就不能不对这一间题作历 史追溯
。

从

近年环境考古看
,

干旱问题的萌生要追溯到距今约 3 0 0 0 年时棕褐土变为褐土的西周晚期
,

到

秦汉以后新近黄土堆积就明显表现出来
。

这种发生在我国西周晚期
,

尤其是战国时期后的干

旱过程
,

对我国利弊兼有
。

在初期
,

由于干旱
,

我国原来库湿的东部平原区疏干
,

变得较前

适合人类生存
,

为先辈的生活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资源
,

但后来随着干旱的发展
,

逐渐显

示 出对我国发展的抑制作用
。

因此
,

现今处在大发展的我国
,

对水资源需求增加
,

水的供求

矛盾愈明显
。

从环境考古所揭示的干旱过程
,

我国干旱是距今 3 0 0 0 年以来就逐步显现
,

尽管

隋唐时代有所缓和 (亦有 13 世纪说 )
,

但也未曾恢复到 3 0 0 0 年前的情况
,

所以
,

解决我国北

方的干旱 问题要作开源节流的长期筹划
。

从上述可见
,

环境考古既在相关学科的基础上诞生
,

又以其研究成果推进了与它密切相

关的考古学
、

第四纪地质学和环境科学的发展
。

它以其崭新的内容
,

揭示了北京地 区先辈们

的迁徙规律
,

以前所未有的论据告诉我们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原因
,

从而给我国考

古学和古文化研究浇灌了一股清泉和充入新鲜的空气
,

而使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
使第

四纪地质学在揭示人类演化与发展上更加全面和能动
;
使环境科学在探讨我国环境问题上站

在发生学的角度上来观察
,

认识上更加清晰
,

措施上将更为得力
。

因此
,

环境考古学的诞生

和其初期的一些研究成果
,

以其蓬勃的生机显示出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研究中的伟力和

对科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
。

三
、

环境考古学的发展

环境考古在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
,

但是
,

由于它是结合我国古文化发展来研究的
,

从而

把环境变迁研究推向更具我国特点和服务于人类 目的的阶段
。

环境考古有文化堆积和与其相关的 自然堆积特定的研究对象
; 有运用自然科学与考古学

相结合研究的手段
;
有从人类与 自然界依存关系中阐述环境演变

、

古文化发展和人类生存环

境的任务
。

因此
,

环境考古将成为我国方兴未艾的新兴边缘科学
。

我国环境考古科学的发展
,

目前至关重要的是在有关高等院校地学与考古专业中革新教

学
,

培养地学和考古学双学位人才和使在职地学和考古学工作者分别充实考古学和地学的知

识
,

同时在完成考古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等的研究任务中
,

分别吸收地学和考古学人才
,

并选

择适当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综合研究
,

积累经验
,

以利推广
。



第 4 期 周昆叔
:

开拓环境考古学新领域 2 6 9

参 考 文 献

巨l 」R a pp G
.

J
r

.

a n d J
.

A
.

G
.

ff o r d
, e d s

. ,

N e w H a v e n :
Y a le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s

s ,

1 95 5
.

[ 2 〕 B u r z e r K
.

W
.

A dl i n
e P u

b
.

C o
. ,

C h
, e

昭 0
.

19 6 4
.

仁3」S h
a e k t e y

,

M y r a ,

G e o r g e A ll o n a n d I J n iw i n
, I o n d o n ,

1 9 8一

〔4」周昆叔
,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第二次学部委员会大会文集
,

科学出版社
,

19 8 .8

仁5 ] 周昆叔
,

第四纪 研究
,

第 1 期
,

19 89
.

「6」周昆叔
,

巩启明主编
,

环境考古研究 (第一辑 )
,

科学出版社
,

1 9引
.

E X P L O R E T H E N E W F I E L D O F E N V I R ( ) N M E N T A L A R C H A E O L O C Y

Zh o u K u n s h u

6
,s t立以亡

of eG
o l她 )

,

C八i月 e 、 e A c

心 ,
, Of 百

e

~
e s )

A b s t r a C t

B a s e d o n t h e d e v e l o pm e n t o f s u e h d i s e i p li n e s a s Q u a t e r n a r y G e o lo g y
,

A r e h a e o l馆y a n d P a ly
-

n o lo g y
.

a n e w e r o s s 一 d i s e i p li n e n a m e d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A r e h a e o l o g y h a s b e e n d e v e lo p i n g r a p id ly

r e e e n t ly
.

I n C h i n a , t h e s t u d y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A r e h a e o lo g y s t a r t e d in t h e m id d l e o f 1 9 8 0 5
.

T h e

r e s e a r e h a r e a s o f t h i s n e w d i s e i p li n e i n e lu d e r e e o n s t r u e t i n g t h e P a le oe n v i r o n m e n t a n d d is e u s s i n g

i t
’ 5 r e la t i o n s h i p w i t h t h e d e v e lo p rn e n t o f a n e ie n t e u l t u r e s , 5 0 i t 15 v e r y im p o r t a n t t o t h e u五d e r -

s t a n d i n g o f t h e q u i n t e s s e n e e s o f a n e ie n t C h i n e s e e u l t u r e s , a n d t h e p r e s e n t e o n d i t i o n , a n d t o t h e

p r e d ie t in g o f t l: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in t h e f u t u r e
.

E n v ir o n rn e n t a l A r e h a e o l铭 y a l s o p a v e s a n e w r o a d

f o r e o m b in in g t h e s o e i a l s e i e n e e w it h t h e n a t u r a l s e i e n e e ,

w h ie h m a y le a d t o a m o r e s y n t h e t i e a l d e -

v e l o p m e n t o f S e ie n e e i n g e n e r a l
.

欢迎订阅 《中国科学报 》

《中国科学报 》 的主要读者对象为科研院所
、

科技管理部门
、

高等院校
、

大中型企业和高

新技术企业 中的广大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
。

它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

主要传达党和政府的

科技政策
、

方针
.

报道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
、

跟踪国内外科技动态
、

传递科技成果转让信息
、

自然科学基金及学会活动信息
、

普及科学知识
、

弘扬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和光辉业绩
、

反映科

技人员的心声
、

讨论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
。

它深受广大科技人员
、

大专院校师生

的欢迎
,

是我国科技界
、

新闻界一份颇具影响的报纸
。

《中国科学报 》 为周三刊
,

每周一
、

三
、

五出版
,

对开四版
。

全 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也

可与本报经理部直接联系订阅 )
。

国内代号
: 1一 82

。

国外刊号
: D 99 5

。

国内统一刊号
:
C N n 一

0 0 8 4
。

单价
: 0

.

2 5 元
,

季价
: 9

.

7 5 元
,

全年价
: 3 9 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