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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鹿岛考古取得重要进展

记者 郝欣 曾江

2013-11-22 09:11:00   来源：2013-11-22 《中国社会科学报》 

   

    （原题：辽宁广鹿岛考古发掘：或将填补稻作农业传播路线研究空白） 

  对于经常在辽宁省广鹿岛附近海域作业的渔民来说，看到一群群的人拿着各种工具、设备在海岸边的台地上埋头工作，已是

见怪不怪的事情了。“我们从2004年开始在广鹿岛开展考古工作，共发现遗址23处，其中最早的遗址距今约7000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以下简称“东北工作队”）队长贾笑冰告诉记者。 

  广鹿岛备受考古学界关注，有专家将其称为“中国考古第一岛”。11月中旬，记者应邀前往广鹿岛所在的我国东北地区唯一

的海岛县——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就相关考古发掘进展进行了采访。 

  考古工作已取得重要进展 

  广鹿岛是辽东地区目前考古发现最早有人类居住的海岛。贾笑冰介绍说：“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最初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

建立更为详细的辽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二是开展稻作农业传播路线研究。目前，这两方面工作都已取得了重要进展。” 

  1978年，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和长海县博物馆对广鹿岛的5处史前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调查和试掘，并于20世纪80年代

初首次提出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早晚相继的三个文化类型，即小珠山下层、中层、上层文化。在后续研究中，很多学

者提出，小珠山的每个同期文化都存在差异，或许存在更细致的分期关系。 

  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在广鹿岛展开考古发掘工作。贾笑

冰说，发掘工作到今年已有9年，未来两三年将结项。小珠山遗址作为典型的史前时代贝丘遗址，文化层由大量的贝壳堆积而

成。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分析，初步推测小珠山遗址可分为五期，也是早晚相继的五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小珠山下层文化

拆分成一期文化、二期文化，中层是三期文化，上层分为四期文化、五期文化。从不同时期文化的内涵来看，一期文化与辽西地

区有密切的交流关系，二期文化更多的是本土元素，三期文化与胶东半岛有紧密的联系，四期文化与偏堡子类型比较接近，五期

文化又与胶东半岛有密切的往来。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到广鹿岛考察后，对五期的分期给予了肯定意见，认为对辽东及相关

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因为其重要性，小珠山遗址在2013年被评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采访时，东北工作队正在广鹿岛东边的洪子东岛作业，记者一行亦考察了洪子东遗址。在工地实习的辽宁师范大学学生挖出

了一件“石刀”，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傅佳欣等专家向记者作了点评分析。 

  贾笑冰说，通过对广鹿岛不同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可以将辽东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的脉络搞清楚，

给整个东北地区的史前研究树立年代上的标尺，进一步认识辽南及相关地区的发展脉络。可以说，现在辽东和辽西两个地区在新

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是比较清晰的。“我们下一步准备从最基础的研究入手，对东北其他文化序列和年代谱系还不清晰的地区进

行考古发掘，对整个东北地区史前考古学进行梳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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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或发现中国最早荞麦遗存 

  多数研究认为，稻作农业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起源，沿海岸逐渐北传，经过胶东半岛到辽东半岛，继而传至朝鲜半岛和日

本列岛。在这一传播路线上，除辽东半岛外的其他地区都已经发现年代比较早的稻作农业遗存，唯独辽东半岛未曾发现。经过对

广鹿岛小珠山遗址、吴家村遗址的发掘和浮选工作，考古队员们找到了零星的稻米种子遗存，虽然目前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

学术问题，但已经找到了关键线索，有可能填补稻作农业传播路线研究空白。 

  贾笑冰介绍，除稻米外，他们还发现了粟、糜子等，为研究当地的生业形态找到了实物资料。此外，植物考古学界普遍认

为，荞麦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逐渐向西传播。与稻作农业传播路线相似，沿途其他地区均有发现，唯独我国东北地区没有见到

荞麦遗存。通过发掘和浮选工作，东北工作队发现了大量疑似荞麦种子的遗存，一经确认，这将是目前我国最早的荞麦遗存。虽

然对这些材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但广鹿岛为解决荞麦起源与传播这一世界性问题提供了最新材料，从目前的发现看，

至少可以说广鹿岛是荞麦的起源地之一。 

  经批准，东北工作队近年来广泛开展国际合作，进一步展开广鹿岛的动植物考古研究工作。贾笑冰说，日本动物考古学家富

冈直人已将一部分贝壳标本带到日本进行研究，通过标本分析，研究海水温度、海洋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法国学者

安正在进行小珠山陆生动物的研究，并已经在出土的兽骨遗存中区分了若干鹿科动物。 

  “进一步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内涵，探讨该地区农业出现年代、农业经济与渔猎经济的关系、农业形态与古环境

的关系，明确辽东半岛在环渤海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我们将展开更加全面而细致的工

作。”贾笑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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