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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ª¡¡ Òª: 考古遗址的地层堆积特征, 为追索遗址废弃的原因提供了可能。通过大量的实例研究, 证明了史前的洪涝、

干旱、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可以导致古人类居住址的废弃, 考古文化的迁移, 甚至消亡, 但同时也促使了人类适应

自然, 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从追索考古遗址废弃原因的角度进行考古学研究, 这种切入角度在环境考古学研究中

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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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tract: It m ay get the reason w hy the archaeo logica l site w as abandoned by studying the characters of

archaeo logica l depo site. P reh isto ric natu re disasters, such as flood, drough t, so il and w ater lo ss, etc. can

cau se the hum an occup ied w as abandoned, and the archaeo logica l cu ltu re t ran sfered and co llap sed.

M eanw h ile, cau se the past m an imp roved their ab ilit ies of adap t ing natu re and changing natu re. T racing

the reason w hy the archaeo logica l site w as abandoned, is a u sefu l perspect ive that m ay be help fu l to

environm en ta l archaeo logy.

Key words: a rchaeo logica l depo site; p reh isto ric natu re disaster; p reh isto ric hum an comm un i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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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遗址中的地层堆积分为文化层与自然沉积

层, 记录了自然界与人类活动的信息。通过对文化层

及其上下沉积物的分析, 可以了解文化层形成、中断

的环境背景, 并有可能寻找到其形成与中断原因中

的环境因素。

文化层的中断, 即遗址的废弃, 有人为原因和自

然原因两种。人为原因, 比如战争, 常常造成生活遗

址的废弃或文化层堆积过程的暂时中断。自然原因,

主要是自然灾害, 对一部分史前人类文化遗址的废

弃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2¡¡ Êµ¡¡ Àý

自然灾害包括诸如干旱、洪水、地震、火山、崩

塌、沙漠化、水土流失等等。在国内的一些考古遗址

中, 通过环境考古学研究, 已发现和证实了部分自然

灾害对古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些沉积地层显示出,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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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灾害是遗址废弃的主要原因或原因之一。

2. 1¡¡ Ë®ÎÄÌõ ¼þµÄÓ°Ïì

史前考古遗址, 多依水而居, 或沿河、海岸线呈

线状分布, 或沿湖呈环状分布。水, 在给人类解决大

量的生活问题的同时, 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或大或

小的灾害, 导致一些考古文化性质的改变和遗址的

废弃。

这些灾害分为两种, 一种是突发性的灾害, 包括

洪水、海啸, 一种是渐变性的灾害, 包括海进海退、湖

进湖退以及河道变迁。

良渚文化是我国重要的史前遗存, 以太湖流域

为中心, 产生发展于 5 200 a B. P. 。良渚文化以轮制

黑陶和精美的玉器为显著特征, 属于当时相当发达

的古文化之一。在 4 000 a B. P. 前后, 良渚文化突然

消失, 其原因, 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灾害论 (外因论) ,

一种认为是良渚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结果 (内因

论)。灾害论又有两种论点, 一种认为气候的恶化是

导致良渚文化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 另一种认为距

今 4 000 a B. P. 的洪水, 冲毁了良渚王朝的建立。上

海市马桥镇马桥遗址的地层剖面显示, 在良渚文化

层和马桥文化层之间有一自然层, 属淤泥或沼铁泥

炭层, 沉积特征是砂砾和古树混杂, 在长江三角洲广

泛分布。综合该剖面的微古生物、孢粉、粒度分析结

果及古木的14C 测年数据, 朱诚、宋健等认为, 马桥遗

址良渚文化末期去向不明, 是该时期 (4 000 a B. P.

左右)长江三角洲出现的大规模洪灾所致[1 ]。渐变性

的水灾, 造成其沿岸聚落的反复迁移。以北京王府井

东方广场旧石器晚期遗址为例, 该遗址地层属于河

流沉积相, 由上下两个文化层组成, 中间出现了文化

层的中断。对上下两个文化层之间的沉积物进行孢

粉分析、黏土矿物分析和化学全量分析后, 发现两个

文化层之间的沉积物, 代表一段相对于上下文化层

的温湿环境, 使得遗址下文化层形成后, 由于气候的

温湿, 古永定河频繁泛滥、改道, 古人类的活动场所

迫不得已, 向其它地势较高的地方迁移; 之后随着相

对温暖期的结束, 人类又回到这个地方活动, 形成了

上下两个文化层[2 ]。

湖泊对全新世气候的变化有着极好的响应关

系, 在温暖湿润的大暖期, 随着降水量的增加, 湖泊

水域面积扩大; 大暖期结束后, 湖泊水域面积又逐渐

缩小。伴随水域面积的涨缩, 湖泊周围的考古遗址分

布范围也做着相应的调整。在内蒙古岱海盆地周围,

龙山文化遗址普遍较仰韶文化遗址偏高, 与岱海

5 500～ 5 000 a B. P. 之间的相对低湖面时期相对

应; 黄旗海周围的 240 多个文化遗址点, 具有越新越

低, 越老越高的规律, 与黄旗海湖面连续下降相对

应[3 ]。位于河北徐水县的南庄头遗址, 自全新世以

来, 断断续续被人类占据。现今距离遗址 35 km 的

白洋淀, 在10 000年来, 对遗址文化层的形成产生重

要的影响。遗址周围水域扩大时, 该遗址废弃, 居民

迁往别的地方; 水域缩小时, 人类又重新占据这个遗

址[4 ]。陈中原、洪雪晴等通过对太湖地区新石器遗址

考古资料的剖析, 结合钻孔数据, 发现该研究区马家

浜至马桥期 (7 000 a B. P. ～ 3 200 a B. P. ) 以来的

古文化发育与三角洲平原的演化关系密切: 7 000 a

B. P. 三角洲的建造导致古代人类的聚集; 后期地下

水位的上升和江水回灌造成太湖湖泊群的大量发

育, 抑制了本区自良渚以来古文化的发育[5 ]。

晚更新世以来的海面变化, 对生活在沿海的人

类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末次冰期海面下降到-

150 m 左右, 随后逐渐上升至现在的高度, 但其中又

发生过多次的海进海退[6 ]。现以渤海湾西岸、胶东半

岛和珠江三角洲的环境考古为例探讨海进海退对人

类活动的影响。

渤海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在天津不同的地区表

现不一。在全新世最大海侵时, 渤海曾向陆扩展到天

津以西。在天津北部的山区和未被海水侵入的山麓

地带, 即蓟县、宝坻一带, 文化呈现连续性。如蓟县围

坊遗址, 包括了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夏家店下层、商

周等文化遗迹; 张家园遗址也从龙山延续到了汉代。

但在天津平原地区, 新石器时代海水对人类活动的

影响非常显著。在海拔 5 m 以下的平原区, 已发现

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有 10 多个地点, 大多数石器

出土于距地表深 4 m 左右的黑土层中。而这层黑土

广泛分布在天津滨海平原, 内含许多自然杂物, 为海

相沉积层。这是渤海海侵, 造成人类活动遗址废弃的

反映。

胶东半岛和珠江三角洲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类

型, 多贝丘和沙丘。贝丘遗址在距今 6 000 年之后数

量猛增, 在距今 5 000 年前后被废弃。很多研究表

明, 发生在全新世的海侵海退, 是造成这类类型遗址

兴衰的主要原因。全新世气候变暖形成的海侵, 使渔

业经济繁荣发展, 大量的贝丘遗址形成; 海退造成了

人类获取渔业资源的困难, 渔猎经济不得不向其它

经济类型转变, 贝丘遗址废弃[7, 8 ]。

2. 2¡¡ ºµÔÖ

于世永、朱诚等研究了太湖东岸平原苏州草鞋

山遗址剖面。经过孢粉分析、粒度分析和磁化率测

量, 发现在 5 365 a B. P. (14C 测年) 和 5 160 a B. P.

(14C 测年)左右, 孢粉组合中木本植物和喜湿的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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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急剧减少, 旱生草本植物迅速增加, 沉积物以粗

砂为主, 磁化率值突然降低, 表明了研究区出现了两

次短暂的干旱事件。干旱事件导致了崧泽文化的衰

落和灌溉农业的出现[9 ]。

2. 3¡¡ Ë®ÍÁÁ÷Ê§

水土流失在地质历史时期一直存在, 但在人类

出现后, 逐渐加入人为因素。

红山文化是北方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文化遗

存, 但红山文化遗址文化层堆积较薄, 反映了定居生

活的不稳定性[10 ] , 这可能与其居住址周围土地资源

的枯竭有关。杨晓燕、袁仁茂通过对辽西红山文化牛

河梁遗址附近大凌河上游剖面的粒度分析、孢粉分

析资料研究表明, 红山文化晚期气候转向干燥, 草原

面积扩大, 为水土流失的加剧提供了自然环境条件,

再加上红山文化以大面积垦荒和广而粗放的耕作为

特征的农业已经在生产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造

成了水土流失的加剧, 土地资源的枯竭, 使红山文化

时期, 旧的生活场所不断被废弃, 新的居住址又不断

形成[11 ]。

3¡¡ ÌÖ¡¡ ÂÛ

研究史前时期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环

境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之一。环境考古是研究史前人

类生活环境的学科, 在具体操作上有助于寻找遗址

分布规律、遗址形成过程以及遗址废弃后的地质扰

动[12 ]。

史前人类活动能力较弱, 受环境影响较大, 甚至

完全受制于自然界, 所以恢复考古遗址形成与废弃

时环境背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美国佛罗里达

大学的W illiam H. M arquard t 在介绍自己在佛罗

里达西南部的环境考古工作时, 强调新的切入点比

应用新的, 改进后的方法更有意义。他认为, 一个新

的问题的提出与解决, 其影响等同或大于新的方法

或技术的使用[13 ]。遗址为什么废弃? 是将考古遗址

形成与废弃作为环境考古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属于

一种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上的尝试。恢复考古遗址

形成与废弃的环境背景, 寻找遗址形成与废弃的环

境因素, 这种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具体到每一个考

古遗址, 目的性更明确, 实用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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