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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迎新年探讨环境考古学新动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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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４日，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迎新年学术讨论

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科学院所属地质与地球物理所、植物所、地理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研究生院，河南省考古所、山东省考古所等研究院所及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四十多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特邀高星研究员报告了宁夏水洞沟遗址近几年来的发掘情况；刘国祥研究员介绍了兴隆沟遗址第一

地点发掘的收获；何弩和赵春青两位研究员则分别对山西陶寺遗址、河南新砦遗址发掘成果进行了介绍；吕

厚远研究员报告了他们课题组利用植硅体、淀粉粒等微体化石对青海喇家遗址中出土的食物残体进行相关研

究，并确定其为以粟为主、辅有黍等掺杂物的世界迄今最早的面条，这一成果已发表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份

的Ｎａｔｕｒｅ杂志上。 

 

    上述项目在进行传统的考古研究的同时，都非常注重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水洞沟遗址是我国著名的旧

石器时代遗址，运用国际上最新的一些发掘和研究方法，通过对遗址区几个地点的新一轮的详细的发掘和研

究，获得了对地层、遗物和当时人类行为的许多新的认识，并通过野外调查、磁化率分析、孢粉分析等各种

手段，对遗址形成中的地貌、植被情况等环境因素进行了分析；兴隆沟遗址通过浮选获得了中国最早、保存

最好的炭化粟和黍的种子；陶寺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时代城址，古观象台遗址也是我国目

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观象台遗址，许多的高规格遗物的进一步发现等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课题具有

重要意义，对遗址区文化地层、自然地层和地貌特征的进一步研究，也对深入认识该地区龙山时代的人类发

展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和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河南新砦遗址是我国中原地区夏代早期的

重要遗址，也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遗址，在发掘过程中进行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地质考古等一系

列研究，获得了比较丰富的古环境信息，对了解古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各种行为提供了很好的帮助。而吕厚

远的工作则对研究粟和黍的起源、传播、食用方式，青海地区距今４０００年前的古代人类的食物资源、食

物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韩家懋教授指出，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这些年的工作对第四纪

科学研究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学科发展很快；周昆叔先生为推动中国环境考古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认

为扎实的基础知识是吕厚远这次在早期食物研究方面取得突破的基础，并建议各位年轻人要重视实验室工

作，打好环境考古学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介绍了我国北方地区古代和现代人们对于粟和黍的栽培

和食用方面的一些资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孔昭宸教授从吕厚远的工作引申到中国对大麦、大豆、荞

麦等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研究。他说，在农业考古、植物考古研究中，有些农作物不是外国人说中国没有就

没有，有的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不够。他还强调环境考古研究中样品采集一定要避免人工干扰，要进行自然剖

面与考古遗址的对比。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王守春教授认为环境考古学的研究在我国是具有

优势和重大发展潜力的领域，学术意义十分重大，上述报告中的遗址和一系列的新发现的意义都十分重大，

建议大家通力合作，对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遗址申请自然科学基金和其他方面的经费支持，进行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的合作交叉研究，取得一批有重大创新意义的成果。北京大学的夏正楷教授认为，通过这些年

的发展，环境与考古的磨合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具体表现在环境考古已经从单纯的孢粉分析进入到全方位

的研究；在研究思路上，更加注重研究人与环境的互动；考古界各负责人开始重视环境考古研究，并愿意与

环境方面的工作者进行合作，并积极地提供材料。 

 

    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莫多闻指出，国内外的环境考古研究发展很快，目前已经成为考古学现

 



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古环境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发展、人类行为变化的原因无外乎是环境和人两种因素

造成的。环境考古的目的就是探索环境与文化的关系。环境考古研究已经从最初的孢粉分析发展到全面研究

古代人类文化系统和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人类文化系统包括了生产、生活、文化技术、思想意识、

宗教信仰、政治组织等多种要素；环境系统也包括了地貌、气候、水文、生物、土壤和矿产资源等许多要

素；人类文化和环境系统又都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层次。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深入需要有对不同层次

和要素的分析解剖，但研究的整个过程必须有系统的视野和系统的分析，才能避免研究结论的片面性，而获

得对古代环境与人类行为相互关系的规律性的和真理性的认识。莫多闻教授热情地邀请大家积极参加将于２

００６年举行的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大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物报社副总编曹兵武先生指出，几位

先生的报告说明近年来环境考古成为一种基本的考古学操作理念，由原来考古人送样品去分析，发展到相互

结合探讨不少关于古文化和人类行为、生活方面的具体问题。但是一些环境考古方法还需要规范，比如浮选

方法大家都开始使用，但是什么样的设备效果最好，如何科学地取样才能获得更好的统计和分析比较效果；

还有一些不太成熟的方法已有条件进行联合试验攻关，以提高环境考古的精度问题；他认为目前的合作是具

体遗址比较多，点上的推进十分必要，深入的个案可以大幅度提高我们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但是环境考

古学更应该推动区域性的、流域性的甚至是跨地区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因为环境与文化的变迁在这样一个尺

度的表现会更明显和灵敏，比较研究便于展开；环境考古学应在诸如农业起源等重大学术问题上发挥作用。

这些方面学会应该做些规划和推动工作，加快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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