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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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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作物
,

播种面

积约占世界谷物总面积的 � � Ο
,

产量约占谷

物总产量的 � Π Ο
。

全世界有 Χ Χ� 多个国家种

植水稻
,

其中亚洲水稻的种植面积占世界水

稻面积的 !� Ο 左右
,

主要生产国家集中在南

亚
、

东南亚
、

东北亚
。

水稻是亚洲地区的主要

食物来源
,

也是这些地区文明发展的物质基

础
。

解开稻作起源问题
,

对理解亚洲各个地区

的文化以及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

也是

水稻育种理论的基础
。

因此
,

水稻起源
、

传播
、

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
。

中

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

疆域广大
,

自然条件变化

复杂
,

水稻栽培历史悠久
,

稻作文化丰富多

彩
,

是研究稻作文化不可或缺的地区
。

最近在地处长江下游的浙江省境内发

现距今约 Χ � � � � 一 Π Ν � � 年的上山新石器时

代早期遗址
,

不仅为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

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
,

同时遗址中发现

的古稻遗存也为我们深人研究稻作起源 问

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

一
、

上山遗址的古稻遗存和农具

� � �Χ 年开始发掘的上山遗址是迄今长

江下游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

据对

陶片的碳 十 四年代测定
,

年代为距今约

Χ� � � � 一 Π Ν � � 年
。

上山遗址的陶器以胎土内

含大量炭屑
、

壁厚
、

表面施红衣为主要特征
,

器形多为大型的陶盆 Θ 石器以石磨盘和石

球
、

石棒为主
,

伴随出土少量的磨制石器 Θ遗

迹以数量很多 的储藏坑为主要特点
。

从发掘

情况看
,

上山遗址不仅年代早
,

而且文化面

貌独特
,

对研究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 。

上山遗址出土含有大量炭屑的陶器
,

经

过观察可以发现
,

主要是在制作陶器的过程

中在坯土中搀人大量的植物残体
,

经烧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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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

以植物为搀和料制作陶器在世界早期

陶器制作工艺史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

如俄

国远东和 日本列岛出土的最早的陶器都是植

物质陶) 。

在我国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早中

期
,

制陶工艺也具有相同的特点
,

从近几年来

我们对各个文化阶段的陶片进行植物硅酸体

分析的结果看
,

这种制陶工艺特点可能从新

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裕泽文化时期
。

以

植物为搀和料制作陶器主要 目的是为了方便

用非乳土制作陶器
,

以及防止陶坯在干燥和

烧制过程中因坯土收缩而造成开裂
、

破碎
。

通

过对上 山遗址 出土夹炭陶片的仔细观察发

现
,

陶器坯土中的植物搀和料主要是稻的颖

壳 %图版叁
,

∗(
,

不仅在陶片的表面有大量的

谷壳印痕
,

而且在坯土中夹杂的大量炭屑也

是颖壳不完全燃烧形成的
,

选择颖壳作为搀

和料 已经是当时陶器加工 中的重要工艺技

术
。

对陶片取样进行植物硅酸体分析显示
,

许

多陶片中含有来自稻叶片运动细胞的扇形硅

酸体 %图版叁
,

+ (
。

陶片中普遍搀人稻谷颖壳的现象不仅

显示出上山遗址先民制作陶器的工艺特色
,

而且为我们 了解先民的经济生活方式提供了

一些信息
。

其一
,

当时稻谷的使用量是相当多

的
,

在食物构成中占有一席之地
。

如果没有一

定的稻谷产量
,

在陶器制作中就不可能采用

稻谷颖壳作为主要的搀和料
。

其二
,

上山遗址

出土陶片中能够观察到的颖壳部分的形态都

比较完整
,

表明当时可能已经有干燥
、

贮藏
、

春米等一系列收获后的加工处理方法
。

其三
,

从陶片中的颖壳的形态看
,

当时稻谷加工后

应该是比较完整的米粒而不是粉末
,

蒸煮应

该是上山先民食用稻米的主要方法
。

上山遗址 出土陶片中稻叶片运动细胞

硅酸体的发现说明
,

在制作陶器过程中主要

以搀人颖壳为主
,

但也带人少量的稻叶
。

这种

现象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
,

搀人陶坯里面的

稻谷颖壳可能不是来自采集的野生稻
,

而是

来自采用摘穗收获的栽培稻
。

从民族学的资

料看
,

稻的收获方法在历史上经过了三个阶

段
�

在采集野生稻阶段
,

由于野生稻离层发

达
,

容易脱落
,

适合采用敲打的方式收获籽

粒 , 稻被人类栽培驯化后
,

脱粒性减弱
,

收获

采用摘穗的方法
,

一般带着剑叶摘%割(取
,

晾

干后脱粒和加工 ,金属农具出现后
,

产生了传

统农业中常见的连同秸秆一起收割的方法
。

在原始农业阶段
,

栽培稻主要采用摘 %割( 穗

收获的方法
。

用敲打方法收获的主要是野生

稻的谷粒
,

几乎没有稻的叶片 , 摘%割 (穗收获

栽培稻时
,

稻穗和剑叶一同收获
,

在脱粒和加

工过程中难免会混人稻叶的残片
。

在对上山

遗址陶片的植物硅酸体分析过程中
,

我们还

发现陶片中含有稻的运动细胞硅酸体
,

但密

度并不高
,

这种现象表明陶片中的稻叶遗存

可能是随搀和料颖壳带入的
。

石镰或石刀是上山遗址出土的功能比较

清楚的农具侣
。

石刀和石镰是摘穗收获的农具
,

主要功能不是切割而是折断
,

能帮助人们提高

摘穗效率
。

上山遗址收获农具的出土说明
,

先

民生业经济中已经有了稻作农耕的内容
。

二
、

遗存记录的古稻生物学特性

上山遗址大量稻作遗存的发现揭示
,

在

!∀ ∀ ∀ ∀ 年以前稻谷 已被作为食物的重要来源

之一
,

但上山遗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完

整的稻谷 %米 ( 颗粒
,

这给我们从稻谷的外部

形态角度研究稻谷的形态特征
,

以及判断是

属于栽培稻还是野生稻造成了困难
。

从陶片

中的谷壳局部形状看
,

部分谷粒的长度比野

生稻短
,

粒的宽度比野生稻大
,

与野生稻有所

不同
,

似乎是经过了人工选择的早期栽培稻
,

但这种判断的证据不够充分
,

带有太多的主

观色彩
。

为了了解上山遗址古稻遗存的更多

信息
,

我们进行了稻的颖壳形态
、

小穗轴以及

稻的运动细胞硅酸体形状的观察研究
。

%一 (稻的颖壳形态

上山遗址出土陶器
、

陶片坯土的搀和料

中含有大量稻 的颖壳
,

但进一步观察后发

−∀ %总 & ∋ ∋ ( 考 古



现
,

完整的稻的颖壳非常少
。

通过对大量的

陶片观察
,

我们找到了一颗可用于测量的颖

壳Ρ图版叁
,

Σ Τ
。

测量结果显示
,

颖壳长  
ϑ

 Σ

毫米
,

宽 �
ϑ

ΠΥ 毫米
,

长宽比为 �
ϑ

 
。

现代栽

培稻与野生稻之间在长宽比方面也存在着

一定的差别
,

对现代栽培稻和野生稻的粒型

调查结果显示
,

栽培稻的长宽比较小
,

野生

稻的长宽比较大
,

可以用 Σ
ϑ

Ν 作为野生稻和

栽培稻的分界线
. 。

依此标准
,

上山遗址的

这颗颖壳很可能属于栽培稻
。

%二 (小穗轴的特征

稻谷外层通常包裹着黄棕色的 内颖和

外颖
,

内
、

外颖着生在短小的小穗轴上
,

分别

位于近轴端和远轴端
,

在颖壳的下方还有一

对护颖
。

在稻谷充分成熟后
,

在护颖的基

部
、

小支梗之上形成一层离层
,

稻谷 %小穗 (

从此处脱落
。

由于粳稻的离层没有完全形

成
,

护颖牢固着生在小穗轴基部
,

稻谷脱粒

时小支梗被折断
,

因此在粳稻稻谷上通常可

见到小支梗的残部
。

野生稻的离层相当发

达
,

稻谷成熟时自然脱落
,

脱落面平整
、

光

滑
,

中央可见一清晰的小圆孔
。

釉稻的离层

也相当发达
,

稻谷脱粒时
,

基本从离层处断

离
,

脱落面通常平整
、

光滑
,

但中央小孔呈长

方形
,

边界不十分清晰
。

小穗轴特征不仅是

区分野生稻和驯化稻的最佳标准/ ,

也是区

分栽培稻两个亚种的重要指标
。

我们将上山遗址 出土陶器坯土 中的搀

和料颖壳在实体显微镜放大后进行观察发

现
,

作为搀和料颖壳大部分没有显露出小穗

轴
,

一些带有小穗轴的颖壳由于炭化程度很

高
,

很难把握小穗轴的特征
。

尽管如此
,

在实

体显微镜下经过仔细观察
,

还是从中发现了

具有野生稻特点的小穗轴和具有栽培稻 %粳

稻 ( 小穗轴特征的颖壳 %图版叁
,

−(
,

但没有

发现具有釉稻特征的小穗轴
。

由此可见
,

上

山遗址 出土的古稻不仅有近似野生稻的类

型
,

也有近似现代栽培粳稻的类型
,

可能是

处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粳稻
。

%三 (运动细胞硅酸体的形状特征

水稻是高硅植物
,

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

要从土壤中吸收大量的硅元素
。

这些吸收到

植物体内的硅在部分植物细胞内沉积
,

形成

具有特殊功能的细胞
、

组织和器官
,

植物学

把这部分细胞
、

组织和器官称 为植物硅酸

体
。

由于硅
、

硅化物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稳定
,

植物体死亡腐烂后
,

植物硅酸体还可 以残存

相当长的时间
。

稻运动细胞硅酸体是稻硅酸

体的一种
,

存在于叶片之中
,

是由运动细胞

硅化发展而来的
,

呈扇形
,

基部有整齐的龟

甲纹
,

两个侧面有 !一 − 条脊状突起
,

在属的

水平上的形状特点十分鲜明
,

具有分类学意

义
。

另外
,

大量的基础研究表明
,

稻硅酸体的

形态特征在水稻的釉
、

粳两个亚种之间
,

以

及粳稻的两个生态种 %热带和温带粳稻 ( 之

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

稻运动细胞硅酸体主

要成分为非晶体的 +! ∀ � 0

1
凡2

,

性质相当稳

定
,

比其他硅酸体容易保存
,

因此
,

植物硅酸

体分析已经成为稻作起源和水稻驯化考古

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

对上 山遗址 出土的陶片进行植物硅酸

体分析显示
,

一些陶片中含有来自稻叶片运

动细胞硅酸体
。

为了进一步了解上山遗址古

稻的生物学特性
,

我们对稻硅酸体的形状进

行了解析
,

结果 %表一 ( 显示
,

硅酸体的平均

长度为 #!
0

& & 微米
,

平均宽度为   
0

∋ + 微

米
,

平均厚度为   
0

∃∃ 微米
,

形状系数为

∀
0

&3
,

表现 出大
、

厚
、

尖的形状特点
。

现代栽培稻运动细胞硅酸体的基础研

究表明
,

稻的釉
、

梗两个亚种之间硅酸体的

形状差异表现为釉稻硅酸体小
、

薄
、

圆
,

粳稻

硅酸体大
、

厚
、

尖 , 热带粳稻和温带粳稻之间

的硅酸体差异表现为热带粳稻大
、

厚
、

尖
,

温

带粳稻较小
、

较薄
、

较圆
。

根据判别函数求出

的亚种判别值平均为  
0

−&
,

判别为粳稻 , 背

离系数平均为 ! ,

处在热带粳稻的峰值范围

内
。

硅酸体的形状解析结果表明
,

上山遗址

出土的古稻遗存可能是具有现代粳稻
、

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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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上山遗址出土陶片中的稻运动细胞

硅酸体的形状特征

地地层层 形状特征参数数 +++ 8
ϑ

%
ϑ

44

长长长 5 拜666 宽5拜666 厚 5 拜666 7 5 8888888

#####  ∋
0

∃ ∋∋∋  ∀
0

∋ ∋∋∋   
0

&&& ∀
0

& 333 −
0

& +++ −−−

33333 ##
0

∃ ###  &
0

3 ∋∋∋  3
0

!∃∃∃ ∀
0

& &&&  
0

∃ &&& ∗∗∗

33333 #!
0

#∀∀∀   
0

∀ ∀∀∀  −
0

∀ ∋∋∋ ∀
0

& 333  
0

!∀∀∀ !!!

平平均均 # !
0

& &&&   
0

∋ +++   
0

∃ ∃∃∃ ∀
0

& 333  
0

−&&& !!!

说明
�

亚种判别铲
9 一 :

0

#∃#& ; < 一 。
0

−∃ ∃# = < 十

∀
0

! + & < < 一  
0

∋ !+#7 5 8 一 ∋
0

∃ +3 & ,

下表同
。

是热带粳稻一些特点的原始栽培稻
。

三
、

上 山遗址古稻遗存在稻作

起源上的意义

上山遗址古稻遗存的发现对研究稻作起

源意义重大
。

稻作起源的研究内容包括两个方

面
�

一是在文化层面上的
,

即人类在什么时候
、

什么地方开始栽培稻的驯化 , 二是在农学和生

物学层面上的
,

即栽培稻是如何从野生稻驯化

而来的
,

又是朝着何种栽培稻的方向演化的
。

上山遗址古稻遗存的出土和研究
,

为我们研究

上述诸方面问题提供了许多新信息
。

%一 (长江下游地区水稻栽培史

−∀ 世纪 &∀ 年代
,

在长江下游的浙江省

境内
,

发现了距今 & ∀ ∀ ∀ 年的河姆渡遗址
,

遗

址年代之早
,

遗物之丰富
,

文化特征之独特立

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

特别是遗址中

大量稻谷遗存以及农具的发现
,

不仅把世界

稻谷栽培的历史提前了近 − ∀ ∀ ∀ 年
,

为中国是

稻作起源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

推动了国

内稻作起源研究的深人
,

而且引发了亚洲稻

作起源和传播的大讨论
。

根据考古遗址的年

代早晚和出土稻谷的形态
,

一些学者开始思

考国内稻作起源
、

传播和稻种分化的问题
,

提

出了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地
,

在向北和向南

传播的过程中
,

适应各地自然条件
,

形成了具

有不同特色的稻作文化> 。

另外一些学者根

据稻的品种资源多样性和野生稻资源
,

提出

了云南一阿萨姆说? 、

东南亚一华南说≅ 。

继河姆渡遗址发现以后
,

中国各地的考

古发掘对遗址中有关的稻谷遗存十分重视
,

报道有水稻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 ∀∀ Α Β

以前 ( 数量大约有 !&∀ 余处> ,

主要分布于长

江中游和长江下游地区
,

少数分布于华南地

区和黄河流域
。

−∀ 世纪 ∋∀ 年代末 ∃∀ 年代

初
,

在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地区发现了年代

比河姆渡遗址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

如湖

南的彭头山。
、

八十挡。和河南的贾湖。等遗

址
。

这些遗址的年代在距今 & +∀ ∀ 年以上
,

较

早的年代数据为距今近 ∃ ∀ ∀ ∀ 年
。

大量稻作遗

址的发现说明
,

中国境内特别是长江中下游

地区不仅利用栽培水稻的历史较早
,

而且具

有普遍性
,

是稻作起源的重要地区
。

−∀ 世纪

末
,

在湖南 省道 县 玉 蟾岩 遗 址 %∃ ∀∀∀ 一

∋∀ ∀ ∀ Α Χ (发现了野生稻谷粒。
,

在江西吊桶环

遗址土壤中发现了水稻颖壳植硅石≅ ,

这些发

现说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们似乎已经在利

用水稻
。

由于这些年代较早的稻作遗址的发

现
,

学术界对我国稻作起源
、

传播的认识也发

生了变化
�
一是把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从长江

下游扩大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
,

提出了长

江中下游说叭二是提出了把目前发现年代最

早的稻作遗址地区
—

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

一带划分为稻作起源地
,

其他地方是稻作的

传播区的淮河流域说 ≅ 。

尽管  ∀ 余年来的稻作起源研究已经取

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

但还存在许多问题
,

仍

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

如开始栽培稻的时间究竟

有多早
、

何地开始驯化
、

稻的驯化方向
、

水稻和

陆稻孰先孰后
,

以及稻驯化的动力学等问题还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

以至于国外学者对中国境

内所发现的一些最早的水稻遗存 %如玉蟾岩
、

彭头山
、

贾湖
,

甚至河姆渡(是否已经开始驯化

基本持否定态度
。

这些问题不解决
,

稻作农业

起源研究领域内旧学说林立
、

新学说层出不穷

的现状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的
,

稻作起源的研

究就不可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

上山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将长江下游利

用稻的历史上溯到了 !∀ ∀ ∀ ∀ 年以前
,

表明长

江下游在开始利用稻的历史方面毫不逊色于

−− %总 & ∃ ∀ ( 考 古



长江中游地区
。

对稻谷粒型和小穗轴的观察

显示
,

上山遗址古稻中不仅存在具有野生稻

特征的谷粒
,

而且存在具有栽培稻特征的谷

粒
,

尽管观察和研究的材料为陶片
,

不能找到

足够数量的小穗轴进行统计
,

但综合上面的

观察结果
,

我们还是可以获得对上山遗址古

稻的一些认识
# Χ � � � � 年以前上山遗址古稻

已经开始被人类驯化
,

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栽

培稻类型 Θ 在这个群体中的植株既保持较多

的野生稻性状
,

也有在人类的干扰和选择下

出现的新性状 Θ采用摘穗的方法收获
。

在长江

下游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栽培稻方面
,

上山

遗址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

在浙江嗓州小黄

山遗址。出土的陶片我们同样也观察到了原

始栽培稻的颖壳Ρ图版叁
,

ςΤ
。

上山遗址稻作

遗存和栽培稻的发现
,

不仅证明长江下游是

我国稻作和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
,

同时也意

味着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稻作的起源地
,

在这个广阔的地域内
,

存在着多个驯化中心
,

区域内的许多地方可能都有 自身驯化野生稻

为栽培水稻的历程
。

业已发现的考古资料证

明
,

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有 Χ � � � � 年以上的

稻作遗址
,

而且是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址分布

的中心区域
,

该地区稻作遗址数量之多
、

分布

之集中
、

年代之早
,

已经足以说明这个广大区

域是稻作起源和水稻驯化的重要地区
。

Ρ二 Τ粳稻是栽培稻的演化方向

陶片上的颖壳观察结果显示
,

上山遗址

古稻的小穗轴特征有两种类型
#

一类为野生

稻类型
,

另一类为栽培粳稻类型
,

没有观察

到釉稻类型
。

硅酸体分析结果 同样显示
,

上

山遗址的古稻与现代栽培稻粳稻相似
。

观察

和分析结果表明
,

野生稻被人类驯化后
,

是

朝着粳稻的方向发展的
。

从稻的硅酸体形状

背离系数看
,

上山遗址的古稻有可能是热带

粳稻
。

另外
,

从陶片中惟一一颗较为完整的

颖壳测量数据看
,

谷粒形状相当大
,

长达

 
ϑ

 Σ 毫米
,

宽达 �
ϑ

ΠΥ 毫米
,

似热带粳稻
。

亚洲稻 Ρ�
ϑ

# 04 /Α 0 Τ 存在两个不同类型

的栽培亚种
,

釉稻 Ρ�
ϑ

# 。 4 /Α 0 3 Η Γ3 Δ /1 Β /8 0 Τ

和粳稻 Ρ6
,

# 0 4/Α 0 ∗ Η Γ 3 Δ .0 Μ6 1 /− 0 Τ
。

另外
,

一

些学者认为粳稻中可以分出两种类型
,

以 日

本栽培稻为代表的温带粳稻 ΡΩ0 Δ 6 1/ 80 Τ和以

东南亚岛屿地区的栽培稻为代表的热带粳稻

ΡΩ0 Α 0 1 /− 0 Τ
,

后者比前者粒大
、

迟熟
、

高秆
、

胚

乳碱化值低
。

热带粳稻一般为旱稻
,

而温带粳

稻一般为水稻
。

这些亚种或生态型不仅在一

些生物性状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

而且存在着

一定的生殖隔离现象
。

对现代栽培稻两个亚

种的地理分布调查显示
,

粳稻主要分布在中

国北部
、

朝鲜
、

日本以及其他一些温带国家
。

在中国
,

粳稻主要种植在长江以北
,

而釉稻主

要种植在长江以南
。

从垂直分布来看
,

粳稻种

植在山上
,

而釉稻种植在山谷
。

上山遗址位于浦阳江上游的一个丘陵小

盆地
,

海拔 ς� 一 Ν� 米
,

原来有许多小土岗
,

在

现代大规模的农地开垦活动中被削平
,

四周

为山地
,

遗址的东面河道区域内零星分布着

一些池塘和低洼地
。

勘探调查还发现
,

遗址的

西面有一条古河道
。

这种自然环境适合驯化

栽培稻
。

根据对现代野生稻分布的调查
,

栽培

稻的野生祖先 Ρ�
ϑ

Μ6 :− 1 1/ 、 Τ 主要分布在溪

谷和平原滞水的沼泽地中
,

但丘陵地区同样

也有分布
,

如泰国北部的丘陵溪谷中发现的

野生稻
,

并不是沿着主要河流分布
,

而是分布

在滞水的沼泽或水沟中 Θ 云南野生稻出现的

最高海拔为大约 Υ�� 米
,

分布在池塘和洼地

中 Θ在广东博罗县
,

沿着从山上的池塘向下流

动的 Σ 条小河流发现野生稻群体叱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对上山遗址稻作起

源的模式作一个大致的描述
。

在 Χ � � � � 年以

前
,

上山遗址周围的池塘
、

低洼地以及河流沿

岸很可能分布着野生稻群体
。

先民采集野生

稻作为部分食物的来源
,

随着人们对食物需

求量的增加
,

以及对稻米食性
、

储藏
、

加工等

方面认识的加深
,

先民开始尝试人工栽培
。

但

由于遗址周围并没有大面积的
、

与栽培稻祖

先野生稻相似的湿地
,

人们不得不把稻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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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分供给不良的水际坡地
,

甚至高地
,

不久

旱地栽培的稻米成为人们食用稻米的主要来

源
。

在栽培方式变化的同时
,

稻的一些生物性

状也发生了变化
,

表现出旱稻或热带粳稻的

一些特点
。

俞履沂等认为粳稻可能是稻作开

始的初期在山区灌溉条件不良的情况下
,

由

釉稻变成光壳一类的陆稻
,

再演化为粳稻吼

王象坤等通过观察云南地方种系分布认为
,

原始粳稻可能起源于栽培种向山区的扩散
,

它们分化成为适于水田的有芒类型和适于旱

地的光壳类型
,

它们之间的杂交产生了现今

的粳稻品种。
。

上山遗址古粳稻可能是先民

把稻引种到灌溉条件不良的高地
,

在自然选

择和人工选择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

上山遗址

古稻遗存的发现和研究
,

提供了粳稻随着原

始驯化种从低地向高海拔
、

从湿地向旱地传

播而受到选择的考古学证据
。

Ρ三Τ长江下游稻作农耕的发展

从距今 Χ � � � � 年到距今  � � � 年
,

在长江

下游地区先后发现上山
、

小黄山
、

跨湖桥
、

河姆

渡
、

罗家角
、

田螺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
,

这些遗

址不仅在年代上具有连续性
,

而且在文化面貌

上既有独特的一面
,

也有相互的联系
。

如距今

Χ� � � � 年左右的上山遗址有上山文化和跨湖

桥文化的叠压地层
,

距今 ! � � � 年左右的小黄

山遗址中发现跨湖桥文化因素
,

距今 Π � � � 年

左右的跨湖桥遗址包含着河姆渡文化的一些

因素
。

稻的栽培是这些遗址的共同文化面貌之

一
,

反映了距今 Χ � � � � 年到距今  � � � 年这段

时间人类经济活动的一个特点
#

稻的栽培已经

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
。

从古稻的一些生物学形状以及遗址周

围的地理环境条件看
,

我们认为进入早期农

耕阶段的上山遗址先民栽培的稻以旱稻或热

带粳稻的可能性为大
。

我们对位于浦阳江上

游支流小盆地的小黄山遗址的稻硅酸体形状

也进行了解析
,

结果同样表现出旱稻或热带

粳稻硅酸体的特点
,

平均背离系数为 7Ρ 表

二 Τ
。

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出土的稻遗存反

映出栽培稻的一些生物学的形状显示
#

旱稻

是长江下游地区早期栽培稻的主要形态
。

从上山遗址沿浦阳江而下
,

穿过四明山

和会稽山脉
,

就进人跨湖桥文化
、

马家洪文

化诞生地
—

杭嘉湖平原和河姆渡文化诞

生地
—

宁绍平原
。

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最为繁荣

的地区
,

同样
,

稻作农耕也是这个时期经济

形态的重要特色之一
。

郑云飞等分析河姆渡

遗址水稻硅酸体认为
,

河姆渡遗址以粳稻为

主
,

并推测为热带型。
。

佐藤认为釉稻和粳

稻之间的差异在驯化之前已经出现了
,

通过

对长江流域炭化稻米 ) 5 9 分析认为
,

长江

流域的古稻为粳稻
,

而且属于热带型。
。

同

样
,

跨湖桥遗址土壤中的稻硅酸体Ρ表三Τ也

表现出热带粳稻的形状特点
,

长
、

宽
、

厚和形

状系数等用于描述硅酸体形状特征的参数

平 均值分别 为 ς�
ϑ

!Ν 微米
、

Σς
ϑ

巧 微米
、

Σ Χ
ϑ

ΧΧ 微米和 �
ϑ

!
。

根据硅酸体的形状判别

为粳稻
,

平均背离系数为 �
,

位于热带粳稻

背离系数的主要分布区
。

河姆渡文化遗址和跨湖桥文化遗址位

于宁绍平原和杭嘉湖平原
,

水资源和湿地资

源十分丰富
,

从稻的栽培地利条件看
,

先民

表二 小黄山遗址土壤中的稻运动细胞
硅酸体的形状特征

地地层层 形状特征参数数 +++ ?
ϑ

%
ϑϑϑ

长长长 Ξ”<<< 宽Ξ井<<< 厚 Ξ 俘<<< Γ Ξ 0000000

ΣΣΣΣΣ ς Χ
ϑ

Ν ΝΝΝ Σ Ν
ϑ

Σ ��� Σ � ! ΝΝΝ �
ϑ

Π ΠΠΠ Χ Π ΥΥΥ ���

ςςςςς ς Χ
ϑ

ς ΝΝΝ Σ Σ Χ ςςς Σ �
ϑ

Σ ΣΣΣ �     Σ
ϑ

� ΠΠΠ ΧΧΧ

ΥΥΥΥΥ ς �
ϑ

ς ΣΣΣ Σ Υ
ϑ

Ν ΠΠΠ Σ Ν
ϑ

Χ ��� �
ϑ

 ΠΠΠ �
ϑ

Π    777

     Σ ! ς ςςς Σ Σ
ϑ

ΧΣΣΣ Σ Χ
ϑ

! ΧΧΧ �
ϑ

! ΧΧΧ Χ
ϑ

ς !!! ���

平平均均 ς Χ
ϑ

� ��� Σ ς
ϑ

Ν ςςς Σ �
ϑ

ΝΠΠΠ �
ϑ

Π ςςς � Σ ΣΣΣ ΧΧΧ

表三 跨湖桥遗址土壤中的稻运动细胞

硅酸体的形状特征

地地层层 形状特征参数数 +++ ?
ϑ

%
ϑϑϑ

长长长 Ξ 拜<<< 宽 Ξ尸<<< 厚 Ξ 拜<<< Γ Ξ 0000000

ςςςςς ς Χ
ϑ

! ΧΧΧ Σ Ν
ϑ

Υ ΠΠΠ Σ Σ
ϑ

Π��� �
ϑ

Π ΝΝΝ �
ϑ

ς ςςς ���

ΝΝΝΝΝ ς �
ϑ

� !!! Σ ς
ϑ

Σ ΥΥΥ Σ Χ
ϑ

ΧΥΥΥ �
ϑ

Π ΠΠΠ Χ
ϑ

Ν ΝΝΝ ���

ΥΥΥΥΥ ς �
ϑ

� ΠΠΠ Σ Ν Σ ςςς Σ Χ
ϑ

ςΥΥΥ �
ϑ

! ΣΣΣ Χ
ϑ

Χ ΧΧΧ ���

     ς Χ
ϑ

Χ ΧΧΧ Σ ς
ϑ

Χ!!! Σ �
ϑ

Ν !!! �
ϑ

! ΧΧΧ �
ϑ

� !!! ���

ΠΠΠΠΠ ς �
ϑ

Ν ΣΣΣ Σ �
ϑ

! ΧΧΧ Σ� Π ΧΧΧ �
ϑ

! ��� Χ
ϑ

! ΧΧΧ ���

!!!!! ς Χ Π    Σ Σ
ϑ

Σ ΠΠΠ � Π
ϑ

 !!! �
ϑ

! ΧΧΧ �
ϑ

��� ���

平平均均 ς �
ϑ

! ΝΝΝ Σ ς
ϑ

ΧΝΝΝ Σ Χ
ϑ

Χ ΧΧΧ �
ϑ

!!! Χ
ϑ

Π ΥΥ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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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的是水稻
,

但从硅酸体形状特征看
,

却

具有旱稻或热带粳稻的一些特点
,

以前这个

问题一直难以合理解释
,

上山和小黄山遗址

的发掘 以及稻遗存的发现和分析给出了答

案
#

大约在距今 Π � � � 年左右
,

生活在上山

Ρ小黄山Τ 等大河上游小盆地的先民携带已

经处于半驯化阶段的栽培稻种子
,

进人山地

和平原的结合部发展
,

出现了以跨湖桥遗址

为代表的跨湖桥文化
,

然后在全新世海平面

上升过程中海退期
,

平原出现大面积陆地

时
,

发展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稻作文化
。

尽管

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栽培条件已经

发生了变化
,

但仍然保留早期原始栽培稻

Ρ旱稻或热带粳稻 Τ的一些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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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览

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 � �ΡΤ7 一 � � � Υ 年
,

对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
,

发掘面积约 ΧΠ � � 平方米
。

遗存年代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唐宋以后
。

作为遗址主体内容的
“

上

山文化
”

遗存
,

发现的遗迹有灰坑
、

房址
,

遗物主要有石器和陶器
。

上山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

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

上山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及其意义 上山遗址出土了一些夹炭陶器
,

其坯土的植物搀和料

主要是稻的颖壳
。

对这些陶片进行的植物硅酸体分析显示
, 一

些陶片中含有来自稻叶片运动

细胞硅酸体
。

硅酸体的形状解析结果表明
,

上山遗址的古稻可能是具有现代粳稻
、

抑或是热

带粳稻的一些特点的原始栽培稻
。

上山遗址古稻遗存的发现对研究稻作起源意义重大
。

山东济宁市张山洼遗址发掘简报 Χ! !! 年
,

对山东济宁市张山洼遗址的南部进行了抢救性

发掘
,

发掘面积约 ς �� 平方米
。

共清理北辛文化水井 Χ 口
、

商代灰坑 ΧΧ 个
,

以及东周房址 �

座
、

瓦棺葬 Χ 座
。

北辛文化和东周时期的遗物较少
,

均为陶器 Θ
商代遗物较丰富

,

有陶器
、

铜

器
、

石器和 卜骨
、

卜甲等
,

为济宁地区的商文化研究和甲骨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

成都市新都区东汉崖墓的发掘 � � � � 年
,

对
一

成都市新都区三河镇互助村
、

泰兴镇凉水村的

崖墓进行 了抢救性发掘
,

共清理崖墓  座
。

这些墓葬形制多样
,

出土遗物有陶器
、

铜器
、

铁器
、

铜钱
,

以陶器为主
。

特别是 Ψ Ζ Σ
、

[ Ζ ∴ 出土 了画像石棺
,

Ψ Ζ Σ 还出土了
“

石门关
”

纪年文字

材料
,

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
。

墓葬的年代为东汉早期至东汉末期
。

陶寺遗址出土的板瓦分析 通过对陶寺遗址 出土板瓦的物相组成
、

烧成温度
、

抗折强度
、

硬

度与吸水率等进行测试分析
,

并与秦砖
、

汉砖
、

秦瓦
、

现代砖瓦的物理性能作比较
,

结果表明
,

板瓦系勃土烧制而成
,

烧成温度约 Χ� �� ℃
,

具有较高的抗折强度和硬度 以及较低的吸水率
,

其性能甚至优于秦砖和汉砖
,

这对建筑材料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