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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集浮选土样 ，

所有样品均来 自性质比较 明确

的地层单位 ，
主要为文化层并有少量灰坑 、

年 月
，
对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 灰 沟 ， 每个单位根据情况至少采集一份土

城的三房湾和谭家岭两处遗址进行了小规模 样 ， 每份土样约 升左右 。 依据这一原则 ，

发掘 ， 揭露面积 平方米
⑴

。 为 了对石家河 共采集土样 份 ，
浮选土量总计达 升 。

古城新石器时代的生业经济形态 、 古人与遗 采集到的土样采用水桶法全部在当地进行 了

址周边植物资源的关系及遗址周边环境等问 浮选 ， 筛网孔径为 毫米 ，
重浮物阴干后在

题加以 了解 ， 并为以后该遗址以及周边地区 当地进行了挑选 。 轻浮物在当地阴干后 ， 送

植物考古工作的开展积累经验 ，
此次发掘过 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植物考古实验室进

程中对两处发掘地点均进行了浮选土样的采 行分类鉴定 。 根据鉴定结果 ， 我们进行了初

集 ， 获得了
一

批重要的植物遗存 。 步的分析研究 。

发掘过程中 ， 主要采用针对性采样法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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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浮选结果 目 驗咖 余种翻遗存 ， 練

囿于样品数量舡作时限等原因
， 我们

、

“

仅对浮选物中 的植物种子 、 果实进行了分类
耐作 物 ，

、

鉴定和统计 。 木炭遗存 目 前尚 未做进 步的

鉴定 ， 在本文 中暂不涉及 。

—
： 土

生植物芡

在所有浮选样品 中 ，
发 现的 炭化翻

此外还有禾 — 、 莎草

遗存共计 余粒 ’ 其 中有 余浦髓存
—

可鉴定麵甚菊 ， ■難赫仅可鉴定

到科 。 各地层单位间植物遗存的含量差别很
± 力

仆 二 三类 ’ 即谷物类 、 野生食物资源类和杂草类
大 ， 最多的单位平均每升土样含炭化植物遗

、

存约 粒 ’
最少的单位平均每升不足 粒 。

此次浮选所得到 的大部分植物遗存 ，

？：二 二 二 金 丑

集 中 出 土于谭家岭 遗址 第 层 、 ！

請 第 层和 三房湾遗址

层 。 上述地层单位的深度 已接近甚至低于当
° 各类植物遗存的

地的地下雑线 ， 纖了炭雌髓存外 ，

一 谷物类
还保存 了相当数量的非炭化植物遗存 。 以下 二 、

血
： 早金 米的

的讨论将以这三个地层单位的植物遗存为主

体 ；
至于其他单位 出 土的植物遗存 （ 数量均

丨 工 （於 、 口
稻类遗存包括稻奋 、 完整和残缺的稻米 、

少于 粒 ） ， 仅供参考 。

表
一 各类植物遗存出 土绝对数量与所占比例统计表

维对数晉
绝巧量

’

所占 比例 绝对数量 绝对数量
粒 ）

所 例 绝 量
所 占 比例

绝 量
所 占 比例

稻米 （ 谷 ）

稻穗轴
谷物类

稻胚

粟

桃

悬钩子属

葡萄属

■桃属

野牛金

毐蠢
枸属

果壳残片

甜瓜属

葫芦科

焚

杂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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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属穗轴 以及稻米胚部 。 其中稻属穗轴的数 显。 总体上
，
这两类都表现出

一

定的不成熟特

量最多
， 占所有植物遗存总数的

， 占 征 ， 但前者相对而言更接近成熟稻米 ， 故在

稻类遗存总数的 。 但这些稻类遗存集 统计时按照普通稻米归类 ，
而后者则 按不成

中 出 土于三房湾 遗址 第 层
，

约 占 熟稻米统计 。 稻米残片 中 也发现有
一定数量

所有稻类遗存的 其他单位出 土数量 的不成熟稻米
， 但在统计时并未加以 区分 。

相对而言很少 。 我们对两处遗址出 土的完整稻米进行 了

依据形态特征
，

可将稻属穗轴区分为 驯 测 量
， 共 粒 ， 平均长 毫米 ， 变异范 围

化
、 野生和不成熟三类 。 其中 ， 驯化穗轴又 为 毫米 ； 平均宽 毫米 ， 变异范

依形态不同可以 明显地分为两类 ，

一类为 常 围为 毫米
；
平均厚 毫米 ，

变异

见的疤面 不规则且极不平整的形态
；

另一类 范 围为 毫米 。 与八里岗 遗址同时

疤面呈规则的圆形
， 但整个疤面部位下凹 明 期稻米粒形的 比较结果显示

， 谭家玲遗址和

显
， 与野生形态平整的疤面区别很明 显 图 八里岗遗址出 土的稻米粒形较为接近

；
而三

一

） 。 此外 ，
因 为保存状况等原因 还存在一 房湾遗址出土 的稻米粒形则偏窄 、 偏扁 ， 与

定数量不可鉴定的穗轴 。 在各采样单位可鉴 前两者存在明显差异 （ 图二 ） 。 至于造成这

定的穗轴中 ， 上述谭家岭遗址两个探方第 种差异 的原因 ， 是 由 于稻米粒形本身存在的

层各样品 的 驯化穗轴大多 占到 总量的 以 差异 ， 还是与三房湾遗址稻米遗存的特殊成

上
，

这或许可 以 看作是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基 因有关 ， 尚需更多材料的支持 。

本状况 。 在三房湾遗址 第 层出土的 粟是北方旱作农业 的 主要 作物 。 在 此

大量穗轴 中
，

驯化穗轴 的 比例约 为 ， 次发掘中仅发现了 粒炭化粟粒
， 占所有植

野生 穗轴 和 不成熟穗轴分别 占 到 和 物遗存总数的 ， 占所有谷物遗存总数

。 虽然三房湾遗址 第 层的时 的 相 比于稻类遗存而言 ， 明显 不 占

代稍早于谭家岭遗址第 层
， 但该单位出土驯 优势 。 这些粟粒出 自 谭家岭遗址 第

化穗轴 比例稍低或许有其特殊的原因 。 、 层 和 第 层
，

以及三房湾 遗址

同
一

单位出 土的稻米遗存非常明显地可 第 层等几个单位中
， 大多 十分饱

以 分为两类 ，

一

类籽粒较大 ， 表面无 明显褶 满 ，
鉴定特征明 确 。 我们对此次出 土的所有

皱
， 但部分米粒边缘较扁 ，

且厚度较小
；
另一

完整且无明显变形的粟粒进行 了测量
， 共

类米粒则极瘦 ， 表面紧皱 ， 不成熟特征非常明 粒
， 平均长 毫米

， 变异范围为

毫米
；
平均宽 毫米 ， 变异范

围为 毫米 ； 平均厚
一

米 变 异范围为

驯化穗轴 米 ； 平均胚 长 毫米 ， 变异范

驯化穗轴 围为 毫米 。 结果显示个

体之 间的差异不大 。 虽然此次发

掘 的 面积较小
， 但两处 发掘 地点

麵较远且有一定 的时代差异
，

目此 ，
粟在当地史 前时期谷物组

不成熟穗轴 合中 占有
一

席之地应 当是确 实无

？ 疑 的 。

图一 三房湾和谭家岭遗址出 土的各类稻属穗轴
（ 二 ） 野生食物资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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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生匍 匐草 ，

种类繁多
，
变

丨 丨 丨
丨 丄 丨

丨

异性大 ，
生长 环境多样

，
在

丨 丨 丨
丨

念
丨 丨 丨 丨

湖北省现生种及其变种有

…… ……■ …

… … 丨… … 丨 ……
丨 种 。 其中很多类果实多浆 、

宽 ！ ！

味酸甜 ， 可 直接食用 。 悬钩

：

— 一

！

子属植物是本次 发 掘 除稻

……

……； ……

类遗存瓶繊量最細植

丨 丨
髓存 ， 在大多数样品 中其

…… ……

… … …… … … 数量甚至多于稻类遗存 。 这

： ：

毛
， 丨 丨

表明悬钩子属或许是当地古

代居民利用较多或与其 日常

长 （ 毫米 ） 活动关系较为密切的
一

类植
…

厂
…

；

――

： 物资源 。

丨 丨
称猴桃属植物在我 国的

丨

…—… ……

产 丨
分布十分广泛

，
现在湖北境

丨

内 的野生猕猴桃主要分布在
— …

丨 ； ：

丨 海拔 米的 山地
， 部

…一
！

分种馳延觸海拔糊米

：

； ；

以下， 以鄂幽地分布最多，

￡ 丨 丨 丨

鄂东南和鄂东北也有
一

定范
……

丨

围 的分布 ， 但石家河遗址所

」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在的天门市及其周边市县并

？…
非现在野生猕猴桃的主要分

宽 （ 毫米 ）

、
、

、

、
虫

三房 湾 、 谭家岭遗址屈家岭文化賴 □三房湾 、 谭家岭遗址石家河文化
布 区域 。 在上述谭家岭遗

早 中 期 八里 岗遗址屈 家岭文化 八里 岗遗址石家河文化早中期 址两个探方的第 层样品中 ，

图二 三房湾 、 谭家岭遗址与八里岗 遗址出土稻米粒形 比较图 均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猕猴桃

两处遗址 出土的野生食物资源主要包括 属 种子
， 在果实类遗存中 ， 其数量仅次于悬钩

桃 、 葡萄属 、 嚇猴桃属 、 悬钩子属 、 构属 和 子属 。 结合猕猴桃的生长习性和遗址所在地的

芡实等 。 自 然条件 表明当时遗址居民 的活动半径可能

甜瓜属 种 子的 出 土 数量较多 。 根据 已 到达周边的山地。

有研究 ， 甜瓜子的尺寸变化与其驯化程度之 除此之外 ，
还发现了桃 、 葡萄属 、 构属

间存在着一定 的关系 ⑷
。 谭家岭遗址出 土 的 的植物种子和一些不可鉴定的果壳残片 。 相对

粒完整甜瓜子的测量结果 ， 平均长 毫 而言 ， 这些植物遗存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 但也

米 ， 变异范围为 毫米 ； 平均宽 是可供人类食用的野生资源 。

毫米
，
变异范围为 毫米 。 根据与 三房湾和谭家岭遗址 出土的水生植物仅

长江下游 出 土新石器时代甜瓜属 种子 的 比 芡实一种 。 芡实是我 国南方
一

种十分重要的

较 （ 图 三 ）
， 本次发掘 出 土 的甜瓜属遗存应 传统食物 ， 富含淀粉质

，
现在石家河遗址周

当为野生资源 。 边地 区的
一些水塘等湿地 中仍有生长并被利

悬钩 子属植物为落叶灌木 、 半灌木或多 用 。 此次发掘 ， 仅在谭家岭遗址的一个样品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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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家岭文化晚 期 、
石家

、

河文

！ 化早 中期 和 石家河文化 晚

丨

。丁

一

丨 丨
期三个阶段

，
但植物遗存

宽 主要出 土于三房湾遗址屈

卡
‘

家岭文化晚期 的 第
…一 层和 谭家岭遗址石 家河

丨

丨 丨

文化早中 期 的 第

层
、 第 层三个单

…

疗 ！

丨 丨

！ 位 中 ，
石 家河文化早 中期

——

“

—

—

的其他 单位及石家河文化

！

！ ！ 晚期 的单 位除 了 个别 藜科

种子之外 ， 几乎不见 任何
、 毫

谭家岭 □ 普安桥 △ 姚家山 。 卞家山 庄桥坟 其他植物种子 。 这种差异

塔地 钱山漾 层 ■钱山 漾 层 的 形成一种 可能是与保存
图三 谭家岭遗址与长江下游遗址出土 甜瓜子测量数据的 比较

条 件有关 另 一种可 能则

中发现有芡实的果壳残片 ， 其在当 时生业经 是 由 于发掘区域的功能在当时聚落布局 中发

济中 所 占 的地位并不十分清楚 。 但值得注意 生了 变化 。 保存条件导致这一状况的可能性

的是
， 芡实虽然是淡水水生植物 ， 却和野生 或许能从两处遗址上部堆积中 炭化物含量极

稻或栽培稻的生长环境是不相重叠的 、 这为 少的情况得到支持 ，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

我们了 解当 时人们对不同生长环境的湿地植 谭家岭遗址两探方的第 层表面均发现了 大量

物的利用情况提供了线索 。 的木炭
，

我们采集 了较多土 样
， 但其中植物

三 杂草类 种子含量极少 。 也恰恰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

由 于很多农 田 杂草 是与农作物伴生的
， 无论是遗址堆积物还是炭化物含量都发生 了

对于杂草 种子 的细致分析可以提供当时作物 很大的变化
，

所以并不能排除聚 落功能布局

生长环境的信息 ；
而对其数量及与作物 数量 在石家河文 化中晚期 发生了 较大变化的可能

的 比较分析
，

则能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作物加 性 。 至于实际情况如何 ，
则 有待于今后工作

工 、 储存甚至社会组织等方面的信息 。 的进一步开展 。 我 们还不能对该遗址植物遗

此次发掘 出 土了大量的杂草遗存 ， 数量 存做出历时性的 比较 ，
只能将两处遗址屈 家

仅次于谷物 ， 占植物遗存总数 的 在 岭文化晚期 和石家河文化早中期地层单位中

部分样品单位中其所占 比例高达 。 两 处 出 土的植物遗存放在
一起进行粗略的分析。

遗址发现的杂草 种类比 较丰富 ，
可鉴定 的有 （

一

） 生业经济类型

种 ， 其中莎草科薦草属 、 毛茛 从浮选结果来看
，

三房湾和 谭家岭遗

科石龙荷 、 蓼科酸模 址中 可供利用的食物资源 主要包括谷物类的

叶蓼 （
、
茄科 、 藜科 稻

、
粟及多种果实类和水生植物类 。 从各样

、
唇形科 （ 、 马齿 品植物遗存的构成来看 ， 谭家岭遗址出 土的

苋科 （ 等数量最多。 野生食物资源占有 明显优势
，
大部分样品 中

一 址 从 、 虫 士 邮
其数量都明显高于谷物遗存 。 相 比之下 ，

三

一

、 植物 现存反 映 的 冋
房湾 遗址则 表现出不 同的植物遗存组合 ， 野

虽 然此次发掘的地层单位时代上包括屈 生食物资源 甚至杂草都明显很少
，
谷物遗存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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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很大比例 （ 图 四 ） 。 由于样品量较少
，

石 家河古城这两 处遗址出 土的谷 物 遗

发掘面积也不大 ，
对于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存有稻 、 粟两 种 ， 但粟 的数量极少 ， 共计

是时代不同还是同
一

遗址群内 部不同聚落功 粒 ， 仅 占所有植物遗存 的 。 相 比之

能分区的差别 ， 目前尚不清楚 。 下 ， 稻类遗存的数量极多 ， 占所有植物遗存

就野生食物资 源的组合而言 ， 悬钩子属 的
， 数量优势极为 明显 。 各样品植物

和称猴桃属最多 （ 图五 ）
， 其他也大多可归人 遗存的构成 中 ，

稻类遗存的数量也非常 明显

以这两类为代表的浆果类和水果类中 。 这些果 （ 见图 四 ） ， 石家河遗址群屈家岭文化晚期

实不像橡子 、 菱角等淀粉含量较高 ， 并不能作 到石家河文化早中期 的谷物生产应是以稻作

为 日 常生活中 的主要食物 ， 仅可作为主食之外 为主
， 兼及少量粟作农业的模式 。 但值得注

的附加食物 。 淀粉含量较高的水生植物芡实 ， 意 的是 ， 谭家岭遗址和三房湾遗址 出土 的植

则仅见于一份样品 当中 。 因此 ， 这些野生食物 物遗存构成存在着
一

定 的差异 ， 谭家岭遗址

资源虽然在植物遗存组合中 占有相当大的 比 各样品 中 野生食物 资源 明 显占 了相当高的 比

例 ， 但当时的生业经济可能仍然是以谷物农业 例 ；
而这一现象并不见于三房湾遗址 ， 其野生

为主
， 兼有

一定的采集活动 。 食物资源种类也不及前者丰富 。 同样地 ， 对于

—

—

—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 仍需要

匪 丨 丨 丨 義 丨 …
義

获得更多数据加 以解释。

— — — — — — 已 有 的考古证据表明
， 史

— —

—

前时期粟作农业在长江中游地

区的分布南界大致可到达鄂西

北 、 豫西南 的 山 地
；

这些地

義
一 ——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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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杂草类 野生食物资源 ■ 粟 吸 稻 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等方面 的 因

图 四 三房湾和谭家岭遗址各样品单位植物遗存的数量统计 素 ，
石家河遗址所在的江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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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和 当数镇的狗尾 草属 和黍亚

一

一

科旱地杂草 。 这些都表 明 在

■ 门 家岭文 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早

由地 ▽ 巫面袖 施 中女 炉
样 — 样 三 細 样 样二 样三 样 四 样五 十 朋 ，

丄 乂于跟地 一俩头仕 不白

葫芦科 玫 甜瓜属 囵 果壳残 片 ■ 芡实果壳残片 构属 作农业之外 ， 还存在旱地的粟

称猴桃属 □ 葡萄属 悬钩子属 ■ 桃核 作农业 。

图五 三房湾和谭家岭遗址各样品单位野生食物资源的数量统计 近年来的植物考古工作表

总



邓振华等 ： 湖北天 门市石家河古城三房湾和谭家岭遗址出 土植物遗存分析

明
， 中 国 北方的山东 、 河南 、 陕西甚至甘肃 有十分明确的环境指示意义

， 与谷物之间 的

等地都发现了
一

定数量的水稻遗存 ， 在位置 关系也不是十分确定 。 更为重要的是
， 与农

偏南
一些的地区史前时期出 现了较为稳定的 作物相伴生的典型农 田杂草数量很少甚至不

稻 、 粟 、 黍谷物组合 。 这一

状况在龙山 时期 见 。 虽然此次发掘出 土了相 当数量的喜湿杂

和夏商周 时期黄河流域的遗址中 表现尤为明 草 ， 但稻 田 中最为 常见且典型的稗属 杂草却

显 ， 几乎所有经过浮选的遗址除了粟 、 黍之 没有任何发现
， 耐旱杂草中 也很少见到常与

外 ， 都发现
一

定数量的稻类遗存 。 这种多 粟相伴生的狗尾草属杂草 ， 仅在 份样品 中

元的谷物组合相较于南方地 区谷物农业 中单 共发现 粒 。

一的稻作而言 ， 被认为是中 国北方文化的一 此外 ，
对本次发掘 出 土 的谷物 和杂草

个优势 。 这种组合的 出现被认为是稻作农业 数量的分析显示 ， 在植物遗存组合中
，
谷物

发展成熟后 ， 随着文化间的交流和传播逐渐 与杂草数量间不是正相关 ， 反而呈现出 此消

发生的 〗

。 因 此 ， 江汉平原地区粟类遗存的 彼长的关系 （ 见图四 ） 。 杂草与稻类遗存特

发现
，
不仅使我们对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生业 别是作为稻类加工前期废弃物的稻属 穗轴之

经济有了 新的认识
， 还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 间 的这种关系 非常明显 。 谭家岭遗址第 层

审视农业经济在南北方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以 出 土了较多的杂草 ， 稻属 穗轴数量却很少 。

及史前时期南北方农业的交流状况。 与之相反 ， 出土较多稻属穗轴的三房湾遗址

二 ） 杂草所反映的问题 第 层的样品 中 出 土了大量的稻属

从生态的 角度来讲 ， 农业 的 出现实际 穗轴 ， 占该样品植物遗存总数的 相

上是为 特定的植物营造了
一

种人为 的生长环 比之下
， 杂草却非常少

，
比例仅为 ，

境 ，
因 此会 出 现一些与农 作物相伴生 的杂 其中 明 确的湿地杂草极少 。

草 。 反过来 ， 在植物考古研究中 ，
我们可 以 综合 以上 信息 ， 很有可 能这些杂草并

依据出 土杂草 的生长环境对当时遗址周 边的 非是伴随着农作物进入遗址堆积的 ， 而有其

小生态甚至农业生产类型做出
一些推测 。 此 另外 的来源 。 实际上 ， 湿地杂草虽然可以与

夕卜 ， 与农作物相伴生的 杂草通 常是在人类 水稻相伴生
， 但其 中很多种类在河塘陂池等

收获作物的过程中带入遗址的 ， 同时又会在 湿地也都可 以生长 。 而所谓耐旱杂草虽然可

加工作物的过程中被废弃 。 根据对谷物加工 以与旱地作物共生
， 但也可以 生长在聚落周

过程的分析 ， 较小 、 较轻的杂草种子会在谷 边 、 路旁等场所 。 同 时 ， 由于典型稻 田 和旱

物加工的早期阶段 （ 脱粒 、 扬场等 ） 从谷物 田杂 草 的数量不多甚至不见 ， 这些杂草进

中 分离出 来并被废弃 ，
只有较少量与谷物粒 入遗址的原因与谷物不同是很有可能的 。 所

径 、 比重都相当 的种子 因为 较难分离而会 以
， 依据现有的杂草遗存 的信息 ， 尚 不能对

残存在谷物加工的后期 。 就稻谷而言 ， 在脱 当 时的谷物加工情况做出 进一步的推测 。

粒阶段的废弃物中 ， 除了能发现较多的杂草 （ 三 ） 与其他遗址的 比较

外 ，
还应当会发现较多的稻属穗轴 。 石家河遗址群所在的江汉平原地区

，
目

此次在三房湾 和谭家岭遗址出 土的 杂 前可供 比对的植物遗存仅见于孝感叶家庙遗

草 ， 虽 然可 以 依据生长环境 区分为相对喜 址一处 。 从统计数据来看 ， 石家河古城这两

湿的金鱼藻属 、 茨藻属 处遗址的浮选结果与 叶家庙遗址较为相近 ，

、 部分藝科和莎草科等 ，
以及 稻类遗存的优势十分 明显 。 从生业经济类

相对耐旱的藜科和部分禾本科等 。 但是 ， 大 型上看 ， 都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及少量的粟

多 数杂草 的生长环境都较 为多 样 ， 并不具 作农业 。 然而从植物遗存的整体构成来看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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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家庙遗址的植物遗存种属 多样性不及石家 言 ，
石家河古城乃至其所处的江汉平原地区

河古城 ，
石家河古城出 土数量很多的果实类 是稻作 占绝对优势 ， 兼及少量粟作的作物组

和 水生植物类遗存也不见于叶家庙遗址 。 叶 合模式 。

家庙遗址出 土了 数量相对较多的与旱地农业 对较多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
， 特别

有关的狗尾草属 、 黍亚科杂草 ， 而石家河古 是称猴桃属 等高海拔地区野生植物资源的 出

城的杂草中却很少见到这些种类 ， 反而以簾 现 ， 或许表明 当时石家河古城居民的活动半

草属等基本不见于叶家庙遗址的杂草为主 。 径或与周边人群的交流半径较大 。

这些迹象或许表明
， 在以 稻作农业为 主的大 通过与汉水中 下游地区其他遗址植物

背景下
，
两处遗址的生业经济仍然存在

一

定 遗存的 比较可以发现
，

屈家岭 、 石家河文化

的差别
， 具体情况有待于今后开展更多 的工 时期

，
在考古学文化区内部不同区域的谷物

作加以研究 。 组合模式存在着明 显的差异。

一

个区域的生

就屈 家岭 、 石家河 文化所分布 的汉水 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应当是 自 然 、 文化等多重

中下游地区而言 ， 如果将石家河古城与叶家 因 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
，
文化因素虽然会对生

庙遗址作为汉水下游江汉平原地区的代表 ，
业经济类型产生一

定的影响 ，
造成某种作物

与位于汉水 中游南阳盆地的邓州八里岗遗址 重要性 的增强或减弱
， 但是并不能决定生业

和豫西南山 地的淅川 沟湾遗址 同时期遗存进 经济类型 ， 考古学文化区的范围与生业经济

行 比对
，
不难看 出

， 同
一

考古学文化区 内 的 类型 区的范围是不完全重合的 。

生业经济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别 。 八里岗遗址 附 记
： 本项研 究得到 国 家 科技支撑计 划

屈 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谷物构成 ， 无论
“

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 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
”

从出土概率还是绝对数量上看 ，
均是以稻为 （ 项 目 编号 、

主 、 粟为次 、 黍再次的作物组合模式 ， 粟 、 资助 。

黍在其农业经济 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 沟 湾

遗址 的植 物遗 存分析则 表明 ， 当地在屈 家

岭 、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谷物农业构成是以黍
湖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为主 、 稻为次 、 粟再次的模式 ， 稻的优势地 〈―

位并不明显 。 不过
， 值得注意的是 ，

无论
■年发掘简报 》

，
《 考古 》 麗年第 期 。

是八里岗遗址还是沟湾遗址
，

屈 家岭文化时
赵志军 ： 《 植物考古学 的 田野工作方法一

麵的出 土醉纖纖量翻显上升 ，
而

’

： 驯化穗轴形态的多样性确实存在 ， 并具有进
石家河文化之后又出 现一

定的哀落 。
， 卜 八

一步分类的可能 。 限 于篇幅 ， 本文暂不展开

扣 讨论
，

相关问题将专文论述 。

—

郑云飞等 ： 《 甜瓜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从
通过 石家河古城这两处遗址出 土植物 长江下游出 土 的甜瓜属 种 子谈

遗存的分析及与其他遗址植物遗存的比较 ， 起 》 ，
见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 第

目前可以初步得出 以下结论 。 辑 ， 科学出 版社 ， 年 。

石家河遗址群在屈 家岭文化晚期到石 傅 稻 镰等 ： 《 田 螺 山 遗址 的植 物考 古 分

家河文化早 中期 ， 虽然可能存在对遗址周边 析 》 ， 见 《 田 螺 山 遗址 自 然 遗存综 合研

野生植物的采集活动 ， 但很少利用富含淀粉 究 》 ，
文物出 版社

， 年 。

的其他植物资源 ， 因此其生业经济类型是以 顾姻 ： 《 悬钩 子属 植物资 源及其利 用 》
，

谷物农业为主兼及少量采集 。 就谷物农业而 《植物资源与环境 》 年第 期 。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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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显维等 ： 《 湖北省猕猴桃资源 的调査及其 第 。

利用 》
， 《 武汉植物学研究 》 年第 期 。

赵志军 ： 《 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 》 ， 《 考

秦岭等 ： 《 早期农业聚落 的野生食物资源域 古 》 年第 期 。

研究——以 长江下游和 中 原地区 为例 》
，

靳桂云 等 ： 《 植 物考古——种子和 果实研

《 第四纪研究 》 年第 期 。

究 》 第 、 科学出版社
，

年 。

在河南淅川沟湾 、 湖北郧县青龙泉等遗址均 胃 。

发现有粟 。 参见王賴等 ： 《贿淅川猶
、 胃

舰 年餓鮮选结果与分析 》 ， 《 目
遗存分析 》

，
《前文物 》 年第

川文物 》 年第 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 ： 《 青龙泉与大寺 》 第 页 ， 科糊
王育茜等 ： 《 河南淅川 沟湾遗址 年餓

版社
， 年 。

浮
，

《 》

吴传仁等 ： 《 从孝感叶家庙 遗址浮选结果谈 胃

江汉平原史前农业 》 ，
《 南方文物 》 年 （ 责任编辑 杨 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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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冶金史论文集 》 第 辑简介

《 中 国冶金史论文集 》 第 辑由 北京科 题的讨论
；

“

古代铜器 的科学研究
”

包括对

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 、 北京科技大学 青海 、 云南 、 陕西和新疆等地考古出 土铜器

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 心编著 ， 科学 出版社 的科学分析与研究 ；

“

古代钢铁技术研究
”

年 月 出版发行 。 该书为 开精装本 ， 包括对清代铁炮 、 沧州铁狮子和元代铁器的

正文共 页
， 约 万字 。 定价 元 。 分析研究 ；

“

古代矿冶遗址考察与分析
”

包

本书收录 了 年发表 的有关 括对广西等地古代矿冶遗址的考察和分析
；

冶金史的研究论文及鉴定报告共计 篇 ， 大
“

金属工艺技术研究
”

包括对早期镀锡工艺

致分综合性研究 、 古代铜器的科学研究 、 古 和铅锡焊料的研究 ；

“

文献考证及其他
”

则

代钢铁技术研究 、 古代矿冶遗址考察 与分 包括对
“

镔铁
”

和 《 鼓铜图 录 》 的讨论 。 本

析 、 金属工艺技术研究 、 文献考证及其他六 书集 中展示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

个部分 。

“

综合性研究
”

包括对北方系青铜 究所近年来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 ， 包含大

器 、 新疆早期铜镜 、 云南古代金属技术等问 量新发现 ， 图片丰富 ， 资料翔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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