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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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一般是指西起湖北宜昌、 东至
江西湖口的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流经的广大区
域，主要涉及湖北、湖南、江西、河南等地。 这
一地区地形复杂 ，除平原外 ，多山地 、丘陵 ，

自然资源丰富。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人类
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内繁衍生息， 古文化绵延
不断，也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发展的核心区
域，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①。

Abstract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collaction and comparison of animal and pla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findings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overall context of the economic subsistenc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pre -Qin period , and make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motivation
of it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 Since the middle of Neolithic age , rice farming has appeared in the Hubei & Hunan
area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flourished ， and human subsistence has
changed from collection ， fishing and hunting to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 As a transitional zone of cultural inter-
section betwee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Central Plains , the middle regions of the Han
River play a role as a bridge for agricultural exchanges . Rice and dry farmings techniques continue to spread north -
ward and southward through the region .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influence , the
structure of subsistence economy of human soceity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unit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pre -Qin period . Among them, cultural influence factors should be the
main motivation .
Key Words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ubsistence ；Rice agriculture ；Animal husbandry

摘 要 ：本文梳理了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生业经济发展的整体脉络 ，并对其形成动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

自彭头山文化至屈家岭文化 ， 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就产生并逐步发展起繁荣的稻作农业经济 ， 逐渐形成稳

定的稻作农业文化传统 ；生业模式由采集和渔猎为主 ，向稻作种植和家畜饲养为主逐步过渡 。 汉水中游作为

长江中游与中原文化交汇的过渡地带 ， 起到了农业交流的桥梁作用 ， 稻作与旱作由此分别向北和向南持续

传播 。 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以及文化影响的不同 ，长江中游的各个地理单元 ，其生业经济结构又表现出区域

性和阶段性的差异 ，这其中文化因素应是主要动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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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十年来动植物考古学在中国考古
领域的快速发展，土样浮选、形态鉴定以及量
化分析等方法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考古工作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积累了一大批丰富的动
植物考古学材料。 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进
行系统梳理， 以期整体把握该地区新石器时
代至先秦时代的生业经济特征及其成因。

一、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古代社会生业经济的探讨应该建立在特
定地理单元内古代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基础
上。长江中游地区核心区域是两湖平原（包括
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平原），其次
是赣鄱地区（赣江中下游与鄱阳湖地区）和文
化交汇地带的汉水中游地区 （鄂西北豫西
南），鄂西峡江地区这里按人文地理归入长江
中游地区一并讨论。

（一）两湖平原
主体脉络是彭头山文化 （距今约 9000

年-7800 年 ）、城背溪文化 （距今约 8500 年-
6800 年 ）、 大溪文化 （距今约 6800 年-5300
年）、屈家岭文化（距今约 5300 年-4500 年）、
石家河文化（距今约 4500 年-4200 年）、后石
家河文化 （距今约 4200 年-3900 年 、商周遗
存（夏商周时期文化面貌多呈碎片化状态，除
中原二里头、商文化、周文化的地方类型外 ，
地方土著文化也极为多样 ， 暂统称商周遗
存）。其中洞庭洞平原文化序列前段为彭头山
文化、 皂市下层文化 （距今约 7800 年-6800
年 )、汤家岗文化 （距今约 6800 年-6300 年 ）。
江汉平原汉水以东与汉水以西也明显不同
②。

（二）汉水中游地区
前仰韶文化 （距今约 8700 年-8000 年）、

仰韶文化（距今约 6800 年-5000 年）、屈家岭
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或王湾三期
文化、商周遗存。

（三）鄂西峡江地区
包括位置相邻、环境相近的清江流域。史

前文化系列与江汉平原汉西地区一致。 为城
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

化、后石家河文化（白庙类型 ）。 进入先秦时
代， 峡江地区早期主要是受成都平原三星堆
文化、十二桥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峡江类型。东
周时期主要是巴文化和楚文化。

（四）赣鄱地区
仙人洞与吊桶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距今约 15000 年-9000 年）、樊城堆文化（距
今约 5000 年-4000 年）、商周遗存（如吴城文
化）③。

二、 动植物考古材料与区域生业
经济发展状况

下面分区域按遗址主体遗存的时间早晚
顺序，对相关的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进行综
合（重点选择经专业鉴定的材料 ），再概述各
区域生业经济。

（一）两湖平原

1、湖南澧县彭头山与八十垱遗址
二者地处澧阳平原， 彭头山遗址主体文

化为彭头山文化。 彭头山遗址发现的稻作遗
存，主要是一些稻壳，都是在陶器胎内及红烧
土块中观察到的。 红烧土块中还可观察到稻
杆和稻叶印痕，并呈现出被驯化的性状。动物
遗存仅拣选收集到 5 块鸟骨和 2 颗牛牙 ，皆
为野生动物。 八十垱遗址属彭头山文化偏晚
阶段，年代在距今 8000 年左右。 八十垱出土
的稻谷和稻米 ，统计数量为 9800 余粒 ，全部
出自古河道内，经鉴定为原始古栽培稻类型。
另收集了古河道内 12560 余个植物种籽果
实， 其中可食用或可能被食用的有梅、 山毛
桃、中华猕猴桃、悬钩子、野大豆、君迁子、葡
萄、芡实、菱、紫苏、栝楼、薄荷等。 由于植物
种子主要通过肉眼拣选所获， 很难评估这些
野生植物资源和炭化稻米在生计中的大致贡
献比例。出土动物遗存包括贝类 1 种（种属不
明 ）；硬骨鱼纲有鲤鱼 、草鱼 、青鱼 、鲶鱼 、黄
顙鱼和乌鳢等 6 种；爬行纲包括龟和鳖 2 种；
鸟纲至少 1 种；哺乳纲有黑鼠、猪、麂、水鹿、
鹿和牛等 6 种。 研究者认为基本上都属于野
生动物④。

2、湖南临澧杉龙岗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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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地处澧阳平原澧水与澹水之间 ，年
代为彭头山文化晚期。通过系统取样和浮选，
在 75 份土样中获取了 162 粒炭化植物种子
（可辨识种属者），其中可食用植物包括稻属、
君迁子属、 葡萄属三种， 占出土种子总数的
79%， 其中又以稻属数量最多 （炭化米 112
粒），占种子总数的 60%。 杂草类植物以水田
伴生杂草———莎草为主。据炭化米中 36 粒完
整个体的测量，研究者判别其中“古栽培稻 ”
占 44%，“古野生稻”占 56%⑤。 整体上，“古栽
培稻”的利用尽管已有一定比例，但采集野生
植物资源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3、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
遗址位于江汉平原的西缘、 地处清江与

长江交汇的冲积扇上。属城背溪文化，年代大
约为距今 8000 年-7500 年。 遗址出土的陶器
胎内发现有炭化稻谷。 拣选所获动物遗存鉴
定有瓣鳃纲蚌 1 种；硬骨鱼纲草鱼、青鱼等 3
种；爬行纲鳖 1 种；哺乳纲鹿、水牛、圣水牛和
牛 4 种。从报告的内容来看，鱼骨和鳖甲数量
较多。 出土的动物遗存全部属于野生动物⑥。
未见猪骨，可能与样品太少有关。

4、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
遗址位于澧阳平原， 动植物遗存主要出

自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时期堆积中。 汤家
岗文化时期，遗址发现有稻田遗迹，其年代可
早至汤家岗一期（测年数据在距今 6500 年左
右），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水稻田遗迹。 稻
田内淤积的青灰色黏土中有含量很高的水稻
植硅体和炭化的稻叶与稻米。 大溪文化遗存
通过系统采样和水洗浮选， 所获炭化植物遗
存共 56 个种属 3341 粒，除农作物水稻、粟以
外，还有丰富的野生食物资源（如悬钩子 、野
葡萄 、狝猴桃 、南酸枣 、薏苡 、芡实 、紫苏 、山
胡椒属、桃、野李、李属等），大量跟栽培有关
的湿地和旱地杂草如藜属、马唐、狗尾草等 ，
占植物遗存总数的 50%以上。 可食性植物种
类中，稻的比例最高 ，占植物总数的 30%，粟
仅占 3%⑦。 表明大溪文化阶段， 稻作农业经
济已经构成了植物类取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
一， 但采集野生植物仍是获取植物性资源的

重要方式。 这一时期出现了粟， 不过数量很
少，是否本地种植还不明确。动物遗存主要出
自年代约为距今 6300 年～5300 年的大溪文化
地层，包括硬骨鱼纲 1 种；两栖纲蛙 1 种 ；爬
行纲龟 1 种 ；鸟纲 1 种 ；哺乳纲有黑鼠 、狗 、
貉、鼬獾、獾、大灵猫、象、家猪、麂、水鹿、鹿、
黄牛和水牛等 13 种 。 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
计，家养动物仅有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
16％，野生动物约占 84％，以野生动物为主⑧。

5、湖南安乡汤家岗遗址
遗址地处澧阳平原边缘， 分属汤家岗文

化和大溪文化两个时期 （距今约 6800 年-
5500 年）。 大溪文化的一个灰坑中出土了少
量的炭化大米和稻谷， 研究者认为其中载培
稻已占 75%。水稻植硅体研究显示，汤家岗文
化时期栽培稻的数量占出土水稻的 64%，大
溪文化时期则可占到 70%-77%。 研究者认为
该时期人类已广泛食用水稻， 水稻的演化已
进入一个繁盛阶段⑨。 动物遗存大部分出自
汤家岗文化晚期的壕沟内，数量较少，初步的
鉴定统计结果是：除鸟纲至少 1 种外，哺乳纲
有狗、家猪、野猪、牛、鹿、小麂、赤麂等 6 种。
其中家养动物有狗和家猪两种，以猪为主，按
最小个体数统计结果，家养动物占 54%（按可
鉴定标本数统计，家养动物可占 60%）⑩。由于
材料只是简单的拣选所获， 统计代表性可能
还有待检验。 但至少表明当时的家畜饲养已
有一定规模，而且以家猪饲养为主。

6、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
遗址位于江汉平原的西缘， 拣选动物遗

存出自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两个时期。 经
鉴定，硬骨鱼纲有青鱼、草鱼、白鲢 3 种，爬行
纲有龟 1 种、鳖 1 种，瓣鳃纲蚌 1 种 ，腹足纲
螺 1 种 ，哺乳纲有弥猴 、家猪 、野猪 、马鹿 、
麂、牛、獴、亚洲象 8 种。 其中家畜仅见家猪，
按可鉴定标本数统计，大溪文化时期（集中出
土于第二期）哺乳动物中家猪占 60%，屈家岭
时期也明显是以家猪为主，可占 78%。家畜饲
养已是当时主要的肉食来源輥輯訛。

7、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
遗址群地处汉水以东、江汉平原北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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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浮选所获植物遗存主要出自谭家岭遗址
石家河文化层和三房湾遗址屈家岭文化晚期
文化层。 经鉴定 ，植物遗存共 40 余种 ，包括
稻 、粟两种农作物遗存 ，桃 、葡萄属 、猕猴桃
属、甜瓜属、悬钩子属、构属和芡实等野生食
物资源遗存，以及 34 种杂草种子。 其中农作
物可占总数的 41.94％；野生食物资源相对较
少，占 19.67％；杂草类占 38.39％。农作物中以
水稻遗存为主 ， 稻谷和基盘的总数为 3242
粒 ，占 98.27%；炭化粟粒 57 粒 ，占 1.73%，比
例很低。由此看出，石家河遗址群的屈家岭文
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的谷物生产是以稻作为
主，兼及少量粟作的方式，稻作农业占绝对优
势輥輰訛。 石家河遗址群出土了大量的陶塑动物，
种类繁多，有鱼类、鸟类、爬行类和哺乳类等，
暗示当时人民食用的肉食资源来源广泛 ，从
动物造型来看， 其中狗和猪可确定为家养动
物。除牛的形象完全难以辨识外，见有不少羊
的形象，陶鸡较多輥輱訛。 鸡被驯化的可能性也很
大。

8、湖北孝感叶家庙遗址
遗址位于汉水以东、江汉平原东北部。该

遗址浮选所获植物遗存主要来自屈家岭文化
晚期（距今约 4800 年—4600 年）（石家河文化
早期 21 份样品仅获取 17 粒植物种子， 其中
农作物仅见稻米 2 粒，这里从略）。 共发现各
种炭化植物遗存 11456 粒， 农作物有水稻和
粟两种，非农作物有狗尾草属、稗属、黍亚科、
唇形科等，以禾本科和莎草科为大宗。炭化稻
米出土数量最多 ，共 9703 粒 ，占出土植物种
子总数的 84.5%，出土概率为 68%，另有炭化
稻基盘 1408 粒 ，两者合计 ，水稻遗存绝对数
量所占比例高达 96.8%。 而粟仅发现 66 粒，
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 0.6%， 出土概率为
15%。 因伴出相当数量的狗尾草属和黍亚科
等旱地杂草，表明粟可能是本地种植的。叶家
庙遗址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农业属于典型的南
方稻作农业，同时兼营少量粟作輥輲訛。

9、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遗址地处澧阳平原中部。 土样采自遗址

的石家河文化堆积， 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

量分析 ，发现植物种子 28 种 ，大多属于杂草
类植物，如莎草科的藨草属、飘拂草属 、苔草
属等。 发现的炭化稻米仅占出土植物种子总
数的 9.4％，是唯一的农作物遗存輥輳訛。 从所占比
例来看，其稻作农业似并不突出，这可能与遗
址的保存状况有关。

10、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
遗址位于澧阳平原西部， 遗址文化堆积

的主体属后石家河文化 ， 年代为 2200BC—
1800BC輥輴訛。 通过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壕沟、地
层以灰坑等遗迹采集土样的浮选以及炭化植
物遗存的鉴定分析。 发现可鉴定植物种子及
果实 21 个种属共计 1782 粒， 其中主要是农
作物种子 ，包括稻 、粟和黍三种 ，共计 1637
粒，占所有种子总数的 91.9%。 其余为杂草类
种子，包括稗属、马唐属、狗尾草属、龙葵、败
酱、紫苏、水莎草、萤蔺、萹蓄以及红蓼等，还
有少量的可食用果实如悬钩子属与菱角。 农
作物中水稻种子共计 1567 粒，占所有种子和
果实的 87.9%， 稻类遗存出土概率 52.9%；粟

68 粒， 占比 3.8%， 出土概率 15.3%； 黍仅 2
粒，占比 0.1%，出土概率 2.4%。 研究者认为
遗址的生业状况是以水稻种植为主，兼营粟、
黍旱作的农业经济，伴有少量植物资源采集，
且这一时期水稻的田间管理技术已经较为成
熟輥輵訛。

11、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
遗址地处江汉平原东南缘、 鄂东南丘陵

地带的山间小盆地， 文化堆积包括石家河文
化期、后石家河文化期和西周时期。石家河文
化阶段，浮选地层土样 3 份，仅发现 1 粒残碎
的稻米； 后石家河文化出土炭化稻米 14568
粒，出土概率均为 80%，另外发现稻谷基盘 1
粒和萤蔺 1 粒； 西周早期发现炭化稻 11 粒，
炭化粟 16 粒，二者出土概率均为 66.67%，同
时发现稻谷基盘 11 粒和杂草种子 1 粒。这表
明， 蟹子地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和西周早
期，水稻一直是先民的主要农作物食物，只是
西周时期北方旱作农业的粟在其农作物利用
上也已经占有一定的比重輥輶訛。

12、湖北鄂州城子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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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地处江汉平原与鄂东南幕阜山低山
丘陵的过度地带。 文化堆积可分为石家河文
化、西周遗存。该遗址石家河文化堆积中出土
炭化稻米 3768 粒 ，稻谷基盘 681 粒 ，水稻遗
存的出土概率为 36.7%； 炭化粟发现 23 粒，
出土概率 6.1%； 杂草种子狗尾草等共 5 粒。
这一时期农作物中稻占有绝对优势， 但已经
出现了粟的利用。西周时期发现炭化稻 3 粒，
水稻基盘 54 粒 ， 水稻遗存的出土概率为

52.9%；发现炭化粟 177 粒，出土概率 88.2%；
杂草种子狗尾草 4 粒、糠稷 1 粒。这一时期稻
的出土概率虽然超过了 50%， 但是其绝对数
量和出土概率都远远低于粟。 研究者认为该
遗址的农业生产特征显著， 石家河文化和西
周时期均以稻作农业为主，至西周时期，粟这
种北方旱地作物已经普遍为当地居民所利
用輥輷訛。

13、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
遗址位于汉水以西江汉平原的西部。 动

物遗存主要出自夏商和西周时期堆积中。 通
过定性定量研究，确认腹足纲有蚌 1 种；硬骨
鱼纲有青鱼 1 种；爬行纲有龟和鳖 2 种；鸟纲
至少 1 种；哺乳纲有鼠、兔、狗、虎、象、马、家
猪、梅花鹿、黄牛、圣水牛和绵羊等 11 种。狗、
家猪、黄牛和绵羊为家养动物。依据最小个体
数的统计， 夏商时期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
总数的 48%，野生动物约占 52%。 西周时期，
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 39%， 野生动
物约占 61%。 两个时期都以野生动物为主輦輮訛。

14、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
遗址位于汉水以西江汉平原的西部。 年

代相当商代后期。 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
定量研究，确认腹足纲有铜锈环棱螺 1 种；瓣
鳃纲有扭蚌、背瘤丽蚌、背角无齿蚌和河蚬等
4 种 ；硬骨鱼纲有鲤鱼 、青鱼 、南方大口鲶和
鳜鱼等 4 种；爬行纲有扬子鳄、龟和鼋 3 种 ；
哺乳纲有豪猪 、兔 、狗 、鼬 、野猪 、家猪 、鹿和
水牛等 8 种。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粗略统计，家
养动物狗、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 40%，野
生动物约占 60%，以野生动物为主輦輯訛。

15、湖北荆州市天星观二号墓

天星观二号墓为战国时期楚大夫级墓
葬。随葬动物除 5 条鲤鱼、6 条鲫鱼、7 条乌鳢
和 2 条红鲌外，还包括 6 只鸡，3 头猪，1 头水
牛和 1 头黄牛，除鱼以外，都是家养动物輦輰訛。

16、湖北荆门市包山二号墓
包山二号墓为战国时期楚大夫级墓葬 。

随葬动物除鲫鱼外，还有家鸡、家猪、水牛和
山羊等。 除鲫鱼外，都是家养动物輦輱訛。

两湖平原地区的土壤酸度和粘性较高 ，
为这一地区动植物遗存的保存和提取带来了
较大难度，特别史前时期的动物考古材料，家
畜饲养早期发展过程尚不清晰。

从已有材料来看， 两湖平原水稻栽培的
发端始于距今 9000 年左右的彭头山遗址，到
距今 8000 年左右的彭头山文化晚期，在八十
垱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存， 被鉴定为兼
有籼、粳及野生稻特征的原始古栽培稻；杉龙
岗遗址也是如此。 说明当时澧阳平原已较普
遍开始水稻种植利用， 不过水稻栽培仍处于
初阶阶段，是否有专门的农田系统还不明确。
动物资源利用主要依赖丰富的各类野生动
物，有关动物驯化的情况还不清楚。 整体上，
这一时期的生业经济应以采集、渔猎为主，谷
物栽培仅是辅助方式。 这种状况可能延续至
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时期 ，不过 ，参考
峡江地区城背溪文化的动物考古材料， 推断
最迟距今 7500 年左右家猪饲养在两湖地区
已经出现。

此后， 城头山遗址汤家岗文化时期的稻
田遗迹， 以及与水稻种植配套的原始灌溉系
统的发现 ，则表明从距今 6500 年左右 ，该地
区稻作农业已基本成形， 水稻栽培技术已初
步成熟；动物资源获取方面，汤家岗遗址材料
显示其家猪饲养已有一定规模， 但先民的肉
食来源仍然主要依靠狩猎和捕捞获取。 大溪
文化时期，从城头山遗址材料来看，稻作农业
已有初步规模，继续发展，环壕中少量粟的发
现， 说明北方粟类作物此时可能已传至两湖
平原；家猪饲养稳步前进，已占据当时肉食的
主要来源。确凿无疑的是，至迟在屈家岭文化
时期，两湖平原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相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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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炭化稻谷和稻谷基盘基本属于栽培粳
稻。根据叶家庙遗址的材料来看，江汉平原地
区在这一时期其农田杂草管理已经达到较高
水平 （根据炭化稻谷基盘和杂草种子的绝对
数量和出土概率分析， 显示水稻在田间收割
时，混入的杂草数量相对较少）。 在稻作农业
为主的景观下， 同时也兼有少量旱作谷物粟
的利用，但发现的数量和地点均较少，种植并
不普遍， 部分遗址不排除是直接从外部输入
的。 石家河遗址群的材料显示这一时期野生
可食用植物遗存始终保持较低比例， 反映出
人们对采集经济的依赖较少， 水稻种植规模
效应明显。 从石家河古城出土的动物陶塑推
断，其家畜饲养已相当发达，但家畜品种主要
是狗和猪，可能还有羊和鸡，其中的鸡可能中
国目前最早的家鸡， 当然这还有待动物骨骼
材料证实。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稻作
农业在两湖平原持续高度发展， 发达的农业
经济催生了一系列史前古城的出现， 为区域
社会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后石河文化时期， 两湖地区稻作农业经
济仍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一些地区也发现
兼有少量粟、黍旱作农业成分。但到了西周时
期，从鄂东南两个遗址的材料来看，北方粟类
作物在当地人们的主食结构中逐渐开始占有
重要地位， 甚至不能排除粟类作物在局部地
区已有较大规模种植， 并在其农业经济结构
中占有主要地位。 这一时期江汉平原西缘的
较高等级聚落中的家畜的比例明显增高 ，但
仍略低于野生哺乳动物， 可能与这些山前地
带较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有关。 东周楚文化
时期，从已有的墓葬材料来看，“六畜”齐备，
楚国的家畜饲养业已相当发达。

（二）汉水中游地区

1、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
遗址位于白河支流、 湍河南岸的二级台

地上，地处豫西南南阳盆地平原中心。遗址包
括前仰韶 （贾湖一期 ）、仰韶 、屈家岭 、石家
河、龙山晚期（王湾三期文化）以及两周时期
的文化遗存。 八里岗遗址系统的植物考古工
作显示：

距今约 8500 年左右的贾湖一期文化时
期出土植物种子主要有稻和橡子两种。 从出
土概率来看 ， 稻达到 90.9% ， 而橡子仅有

18.2%。从绝对数量上看，稻类可占 79%。研究
者根据穗轴形态统计，驯化稻已占 63.7%。 由
于遗迹单位和植物遗存的数量均较少， 稻作
农业在其生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确定。

距今约 6800 年-5000 年的仰韶时期新出
现了粟和黍。在绝对数量方面，稻、粟、黍三种
谷物基本相当 （分别占农作物的 38.8% 、

28.1%、33.1%）， 出土概率分别为 75%、50%、

41.7%。研究者认为农业在生业经济中占主体
地位，其中又以水稻略占优势。这一时期果实
类植物仅见有菱角，不过数量很少。

距今约 5000 年-4500 年的屈家岭文化时
期，农作生产明显是以稻作为主，粟和黍为辅
（三者绝对数量比例分别为 85.2% 、 10.7% 、

3.6%，出土概率分别为 86.7%、40%、20%）。 这
一时期稻作的重要性得以强化， 形成了稻作
的绝对主导地位。 距今约 4500-4200 年的石
家河文化时期， 其作物组合基本上维持了屈
家岭时期以稻作为主的状况， 作物结构较屈
家岭文化时期变化不大。

距今约 4200 年-3900 年的龙山晚期稻的
优势地位有所减弱，粟和黍相应提高，但稻仍
然在绝对数量上占有优势（约 65%）。 谷物种
类方面，首次出现了小麦，但从出土概率和绝
对数量来看， 小麦在当时的食物资源中无足
轻重。

两周时期仅分别浮选了一个灰坑的样
品，其谷物组成包含有稻、粟、黍、小麦，西周
时期以粟为主輦輲訛。

从前仰韶时期到龙山时期， 八里岗遗址
中稻的比例虽时有起伏，但始终是最高的，稻
作主导地位十分明显。

2、河南淅川沟湾遗址
遗址地处豫西南山地， 东距南阳盆地约

50 公里，位于老灌河（古淅水）东岸二级台地
上。 包含仰韶、屈家岭、石家河和王湾三期文
化四个时期遗存， 其中仰韶文化遗存最为丰
富，又分为四个阶段。各期植物遗存的浮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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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情况如下：
距今约 6800 年-6500 年的仰韶一期 ，从

绝对数量上看，杂草类种子 96 粒，农作物 44
粒，有黍、稻、粟三种，以黍最多，约占植物遗
存总数的 20%左右，稻、粟较少。 从出土概率
看 ， 黍占 40. 91% 、 稻占 27.27% 、 粟占 22.
73%， 果实类遗存占 4. 55%， 杂草类种子占

54. 55%。 距今约 6500 年-6000 年仰韶二期，
农作物仅有黍、粟，出土概率分别为 16.67%、

1.85%， 绝对数量比例为 9.6%和 0.8%， 以黍
为主。杂草类遗存仍然保持绝对优势。果实类
遗存共 11 粒，主要是猕猴桃属种子。 距今约
6000 年-5500 年仰韶三期 ，农作物有黍 、稻 、
粟三种 ， 出土概率分别为 24.76% 、5.71% 、

3.81% ，绝对数量黍约占 10% ，稻 、粟远低于
黍，明显仍以黍为主。杂草类遗存仍然占绝对
优势，以黍亚科、苋科、藜科为主。 果实类遗
存较少 。 距今约 5500 年-5000 年的仰韶四
期， 黍、 稻、 粟的出土概率分别为 18.42%、

7.89%、7.89%，绝对数量上，黍仍占 10%左右，
粟占 3.58%。

距今约 5000 年-4500 年的屈家岭文化时
期，农作物中粟的出土概率仅为 2.67%，稻绝
对数量增加接近黍，占比 7.25%。 杂草类绝对
数量比例为 69.95%，仍以黍亚科为主。 距今
约 4500 年-4200 年石家河文化时期，相比屈
家文化时期，黍、稻、粟的出土概率都不同程
度的增加， 其中黍的变化幅度最大由 20%上
升至 26.93%，在绝对数量上，粟由 2.59%增至
5.64%，黍和粟的出土概率表现出比稻更为广
泛的分布。杂草类、果实类遗存的出土概率分
别为 69.23%、5.77%。 距今约 4200 年-39 00
年的王湾三期文化时期， 农作物仅发现 1 粒
黍、2 粒粟。

沟湾遗址中杂草类遗存始终占据绝对优
势。 农作物以黍、粟、稻为主，从仰韶初期到
石家河文化时期，黍都占绝对优势，而稻的数
量或出土概率在仰韶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
虽然显著增多，但都始终没有超过黍輦輳訛。

3、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
遗址位于丹江南岸。 浮选植物遗存主要

出自遗址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王湾三期文
化和西周时期堆积。 共获取 3180 粒炭化植物
遗存 ，其中谷物 2736 粒 ，其他为非农作物炭
化植物种子，包括野大豆、藜、紫苏、天蒜和盐
肤木等。 其中仰韶文化时期作物仅见粟、黍；
屈家岭文化时期新出现稻谷。 王湾三期文化
时期新见少量小麦和大豆， 并延续至西周时
期。下王岗遗址各期最主要的农作物是粟（合
计 2134 粒， 占出土谷物总数的 77.9%， 其次
为稻米 389 粒，黍仅 94 粒），稻作比例仅次于
粟，且在王湾三期的时候达到最高輦輴訛。

下王岗遗址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研
究，确认硬骨鱼纲有鲤属和鲶鱼属 2 种；爬行
纲有龟和鳖 2 种；鸟纲有孔雀属 1 种；哺乳纲
有猕猴、豪猪、狗、貉、犬科、黑熊、大熊猫、狗
獾 、猪獾 、水獭 、豹猫 、豹 、虎 、亚洲象 、苏门
犀 、野猪 、家猪 、麝 、麂 、水鹿 、梅花鹿 、鹿 、轴
鹿属、狍、黄牛、水牛和苏门羚等动物 27 种 。
其中狗、家猪和黄牛是家养动物。狗和猪最早
出现于仰韶早期文化层， 而黄牛骨骸均出自
西周文化层， 研究者对动物遗存未做正式统
计輦輵訛。

4、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
遗址坐落在汉江北岸、 玉钱山南麓的二

级台地上。 通过对该遗址屈家岭文化至石家
河文化的土样进行水洗浮选，鉴定结果显示，
共出土粟、黍、水稻和小麦四种农作物的炭化
籽粒 6678 粒，约占遗址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
62%。 其他为常见的杂草类种子以及野大豆、
紫苏、葡萄属、猕猴桃属和藜属等植物种子 。
从绝对数量看 ， 粟 4000 粒 、 黍 1407 粒 、稻
1268 粒，小麦 3 粒，粟占绝对优势。 小麦出现
于石家河文化时期輦輶訛。 整体上，青龙泉遗址两
个时期农作物结构变化并不明显， 均以旱作
为主，兼营稻作，其中又以粟作占优。

青龙泉遗址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
期墓葬材料显示，随葬动物种类有猪、鹿、兔、
雁、鱼等，明显以猪骨为主，占 90%以上。而且
这批猪骨绝大部分是家猪， 反映当时的家猪
饲养业的兴盛輦輷訛。

5、湖北房县计家湾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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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位于鄂西北山地房县盆地， 植物遗
存主要来自遗址的仰韶文化、 屈家岭文化和
西周时期堆积中。通过浮选，计家湾遗址发现
了 1190 粒炭化植物遗存， 其中包括 1180 粒
炭化植物种子和 10 粒炭化稻谷基盘，共出土
谷物 890 粒 ，另外 ，还出土了少量狗尾草 、马
唐、紫苏、盐肤木、藜、眼子菜、葡萄属等炭化
植物种子。各个时期均以粟的数量最多，出土
概率也最高，明显占有绝对优势。 其次为黍、
稻。 稻谷遗存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其绝对数量
和出土概率达到高峰，明显高于仰韶时期，到
了西周时期，明显式微輧輮訛。

6、湖北郧县大寺遗址
遗址位于地处汉江与其支流堰河交汇处

的二级台地上。 大寺遗址浮选土样来自仰韶
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三个时期，
共发现了 248 粒炭化植物种子， 其中农作物
遗存占 56.6%，有粟 、黍和水稻三种 ，非农作
物包括狗尾草、紫苏、藜、野大豆、堇菜以及猕
猴桃、 接骨木属的种子， 其中以紫苏种子最
多。 仰韶文化时期农作物中粟 50 粒、出土概
率 53%，黍 7 粒、出土概率 33.3%，稻 2 粒、出
土概率 13.3%；屈家岭文化粟 43 粒 、出土概
率 87.5%，黍 29 粒 、出土概率 50% ，稻 1 粒 ，
出土概率 12.5%；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粟 8 粒，
出土概率 75%，黍 1 粒出土，概率 25%。 粟是
各时期农作物中数量最多的， 占出土谷物总
数的 72.1%， 粟在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上都
占有绝对优势， 是主要的粮食作物， 其次是
黍，而稻占比最小，可能为辅助性粮食作物 ，
即便在屈家文化时期也并无明显上升趋势
輧輯訛。

7、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
遗址地处鄂西北随枣走廊地区。 该遗址

年代约距今 6300 年-4800 年 ， 遗址分为三
期，一期属于仰韶文化，二、三期兼具南北方
不同文化系统的特点， 大致相当于油子岭文
化至屈家岭文化时期。 该遗址在发掘过程中
曾于雕龙碑三期的房址中发现有稻、 粟和黍
的植物遗存輧輰訛， 但目前未见详细的浮选数据
发表。通过对雕龙碑遗址第三期文化层（约距

今 5200 年-4800 年）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定
性定量研究，确认腹足纲有圆田螺 1 种；瓣鳃
纲有蚌 1 种；硬骨鱼纲有种属不明的 1 种；爬
行纲有鳖 1 种；哺乳纲有狗、家猪、獐、麂和梅
花鹿等 5 种。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家
养动物狗和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 85％，
野生动物约占 15％，以家养动物为主輧輱訛。 猪骨
材料主要出自墓葬。

8、湖北郧县黑家院遗址
遗址地处汉江北岸的龙门川河谷。 动物

遗存主要出自石家河文化时期堆积中， 定性
定量研究确认腹足纲有静水椎实螺、 小弟拟
管螺和同型巴蜗牛等 3 种， 瓣鳃纲有圆顶珠
蚌、环带丽蚌、河蚌和河蚬等 4 种 ，硬骨鱼纲
有白鲢、鳙鱼、南方大口鲶和黄颡鱼等 4 种 ，
爬行纲有鳖 1 种，鸟纲有鹅 1 种；哺乳纲有豪
猪、狗、黄腹鼬、水獭、豹、犀、家猪、獐、水鹿、
黄牛、水牛、绵羊/山羊等 14 种。狗、家猪和黄
牛、羊为家养动物（鹅、水牛作为家养动物的
证据不足）。 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家
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 32%， 野生动物
约占 68%，以野生动物为主輧輲訛。

9、湖北宜城黄岗遗址
遗址地处鄂西北枣宜平原。 该遗址是东

周时期楚文化遗址（公元前 400 年左右）。 通
过植物浮选共发现 50 粒炭化植物种子和 30
粒炭化稻谷基盘 ， 炭化种子以水稻最多 ，为

28 粒，粟发现 7 粒，另发现 13 粒赤豆种子和
2 粒狗尾草种子。 从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看，
农作物中以水稻占据优势， 旱地作物粟则较
少輧輳訛。

汉水中游地区属于南北文化的交融地
带，整体上来看，其作物种植为典型的稻 、旱
兼有的农业生产模式。 这一地区前仰韶时期
最早出现的是稻作农业，不见旱作谷物。仰韶
文化时期，旱稻混作经济形成，成为当时最重
要的食物来源， 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商周时
期。 其中南阳盆地的平原地带一直以稻作农
业为主，并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到达顶峰；此外
其它地区则是以粟、 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经
济占有较大比重， 但在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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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期，稻作的影响也有明显强化的趋势。
至龙山晚期，新出现了小麦和大豆，作物品种
变得更为丰富。至西周时期，汉水中游地区稻
作农业已明显式微，旱作占据主导地位。但东
周时期，宜城黄岗遗址材料表明，靠近江汉平
原的大洪山西侧的汉水中游谷地则仍以稻作
为主。事实上，汉水中游地区内部不同地理单
元优势作物的种类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差
异， 形成了以南阳盆地平原地带为代表的稻
作为主导和汉水中游丘陵谷地以旱作为主导
的两种不同的产业结构。

动物考古的材料显示， 汉水中游地区的
家畜尤其是猪的饲养在仰韶早期的淅川下王
岗遗址即已出现， 家猪的骨骼遗存从各时期
材料来看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 雕龙碑遗址
三期，家猪的比例已达到 80%，表明迟至仰韶
文化晚期，这一地区的猪饲养已相当发达。从
青龙泉遗址屈家岭、 石家河文化时期墓葬随
葬动物的比例看，猪骨占比达到了 90%，且绝
大部分为家猪。另外，整个汉水中游地区极为
惊人的猪骨随葬数量也显示该地区自仰韶时
期至龙山时期家猪饲养活动相当兴盛輧輴訛。 整
体上， 该地区自仰韶晚期以来已进入以家畜
饲养为主， 渔猎活动为辅的肉食资源获取方
式。

（三）鄂西峡江地区

1、湖北巴东楠木园遗址
遗址地处巫峡东段， 位于长江南岸的二

级台地上 。 动物遗存主要出自年代约距今

7500 年～7000 年的城背溪文化层，可分为早、
晚两期。 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
（部分土样通过系统筛选）， 确认硬骨鱼纲有
鲟鱼 、草鱼 、青鱼 、鲢鱼 、鳙鱼 、黄颡鱼 、鳜鱼
和鲌亚科等 8 种；爬行类有扬子鳄和龟 2 种；
鸟类 1 种；哺乳类有猴、豪猪、狗、熊、獾、象、
家猪、麂、麋鹿和圣水牛等 10 种。依据可鉴定
标本数的统计结果，早、晚两期鱼骨的数量都
占据全部动物总数的 90%以上。 狗和家猪是
家养动物。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早期家养
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 15％， 野生动物约
占 85％， 晚期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

11％，野生动物约占 89％，明显以野生动物为
主輧輵訛。

2、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
遗址位于香溪宽谷东端缓坡山地上。 遗

址最早的文化遗存属于城背溪文化晚期 ，年
代距今约 7000 年左右，其中发现有大量的鱼
骨等动物骨骼，硬骨鱼纲有草鱼、青鱼、白鲢、
鳡鱼、鲤科、鳜鱼等 7 种，腹足纲有螺 1 种、瓣
鳃纲有蚌 1 种，哺乳纲有熊猴、猪獾、貉、虎、
普氏野马、猪、小麂、獐、水鹿、青羊、苏门羚、
野牛、圣水牛等 14 种。 动物遗存基本上都是
野生动物輧輶訛。

3、湖北长阳桅杆坪遗址
遗址位于清江流域。 通过对遗址年代约

为距今 6300 年～5300 年的大溪文化层动物遗
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 确认硬骨鱼纲有青鱼
和鲶鱼 2 种；哺乳纲有猕猴、红面猴、竹鼠、豪
猪 、黑熊 、大熊猫 、狗 、豺 、猪獾 、猞猁 、食蟹
獴、豹猫、豹、猎豹、苏门犀、中国貘、野猪、家
猪 、麝 、獐 、小麂 、黑麂 、梅花鹿 、水鹿 、麋鹿 、
圣水牛和苏门羚等 27 种。依据最小个体数的
统计， 家养动物狗和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
的 14%，鹿等野生动物约占 86%，以野生动物
为主輧輷訛。

4、湖北长阳沙嘴遗址
遗址位于清江流域。属于大溪文化中期，

年代为距今约 5500 年左右。 通过对动物遗存
进行定性定量研究， 确认瓣鳃纲有剑状矛蚌
和重美带蚌 2 种； 硬骨鱼纲有草鱼和青鱼 2
种 ；哺乳纲有红面猴 、豪猪 、狗 、黑熊 、大熊
猫 、苏门犀 、野猪 、家猪 、獐 、水鹿 、水牛和苏
门羚等 12 种。 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家养
动物狗和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 20%，野
生动物约占 80%。 以野生动物为主輨輮訛。

5、湖北秭归何光嘴遗址
遗址地处长江香溪宽谷。 该遗址遗存年

代约为二里头文化晚期至商末周初。 通过对
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 确认腹足纲有
中华圆田螺和蜗牛 2 种；瓣鳃纲有圆顶珠蚌、
剑状矛蚌和三角帆蚌 3 种； 硬骨鱼纲有中华
鲟、鲤鱼、草鱼、青鱼、鲢鱼、鳡鱼、圆口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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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鲂和黄颡鱼等 9 种；鸟纲有鹈鹕、鸭和鸡

3 种；哺乳纲有猕猴 、狗 、熊 、野猪 、家猪 、獐 、
麂、水鹿、水牛和羊等 9 种。 依据最小个体数
的统计结果， 家养动物狗和家猪约占哺乳动
物总数的 29%，野生动物约占 71%，以野生动
物为主輨輯訛。

6、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
遗址位于清江流域。 遗址文化属于夏商

周时期，年代约为距今 4000 年～2500 年。 第 7
层为新石器时代，第 6 层为早商时期，第 5 层
为商代中晚期，第 4 层为商末至西周，第 3 层
为东周时期。 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
研究，确认腹足纲有环纹货贝 1 种；瓣鳃纲有
剑状矛蚌 1 种；硬骨鱼纲有鲤鱼、鳙鱼和鲶鱼

3 种； 爬行纲有乌龟和中华鳖 2 种； 鸟纲有
鹰、环颈雉和鹤等 3 种；哺乳纲有刺猬、猕猴、
红面猴、竹鼠、华南豪猪、狗、狐狸、豺、黑熊、
大熊猫、猪獾、食蟹獴、豹、虎、苏门犀、马、野
猪 、家猪 、喜马拉雅麝 、赤麂 、黑麂 、菲氏麂 、
黄麂、水鹿、圣水牛和苏门羚等 26 种。依据最
小个体数的统计， 第 7 至 5 层家养动物有狗
和猪， 家养动物在哺乳动物中的比例分别为

10%、23%和 26%，第 4 层家养中新增加有马，
家畜共占哺乳动物总数的 28%； 第 3 层家畜
占 29 %，各时期均以野生动物为主。 渔猎为
肉食资源的主要获取手段輨輰訛。

该地区由于三峡工程和清江水库建设的
文物保护工作， 积累的动物考古资料相当丰
富，不过，由于当年经过科学筛选或较系统收
集的遗址材料极少， 而且大多遗址材料样本
偏小，统计数据缺乏代表性。植物考古则完全
匮乏。

城背溪文化时期， 峡江东区是否存在稻
作种植目前还难以断定， 从柳林溪遗址陶片
中夹有稻谷壳来看， 不排除城背溪文化晚期
西陵峡宽谷地带可能存在小规模的水稻种
植。肉食资源获取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驯
化的动物有狗和猪两种，但比重很小，当时的
生业应以采集和渔猎为主， 家猪饲养提供的
肉量极为有限。此后的大溪文化时期，峡江地
区迎来一个文化高峰时期。 积累丰富的动物

考古材料显示， 大溪文化时期峡江地区家猪
饲养较普遍存在，尽管比例略有上升，仍以渔
猎占主导地位。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东周时
期，直至楚文化传入，渔猎经济比重才略有下
降，家畜饲养的比例略有增加，但该地区生业
经济并未有大的变化。

整体上，峡江地区史前至先秦时代，该地
区野生动物资源利用始终占据主要地位 ，渔
猎经济一直非常昌盛。 在整个峡江地区史前
至先秦时期遗址的地层和遗迹中， 较普遍地
发现有大量的鱼骨， 不少遗址里还发现有鱼
骨成层分布的文化层和鱼骨成堆堆积的灰坑
或窖穴， 鱼类资源一直是先民的主要肉食来
源。尤其是经过系统筛选的一些遗址，鱼类骨
骼的数量明显地远远高于哺乳动物， 这一地
区先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很可能来自于契合本
地环境的发达的渔业捕捞经济。 峡江地区还
存在整鱼随葬和鱼骨占卜习俗， 颇具区域特
色，特别是鱼卜骨，不见于其他地区，作为一
种文化现象， 也反映了鱼类资源开发在峡江
地区的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輨輱訛。

（四）赣鄱地区

1、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
这是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

早期的遗址，年代距今约 25000 年-9000 年 。
吊桶环遗址中层的植硅体分析表明， 早在旧
石器时代末期野生稻已分布到江西北部地
区，至少在盛冰期已经开始利用稻属植物。吊
桶环上层新石器时代早期约距今 10000 年的
堆积中发现有水稻遗存， 同时还发现了野生
稻和栽培稻的植硅体， 先民可能已开始了水
稻栽培。 这两处遗址的出土动物骨骼确认瓣
鳃纲有褶纹冠蚌 1 种、 爬行纲有乌龟和鳖 2
种、鸟纲有大型涉禽、野鸡、雉和鸭 4 种，哺乳
纲有豺、狼、貉、黑熊、猪獾、青鼬、石貂、花面
狸 、虎 、豹 、豹猫 、大灵猫 、小灵猫 、梅花鹿 、
獐 、毛冠鹿 、赤麂 、黄麂 、麝 、野猪 、羊 、野兔 、
仓鼠、竹鼠、巨松鼠、猕猴、金丝猴等 27 种。未
发现明确驯化的动物， 狩猎的野生动物以鹿
科动物为主，其次是野猪輨輲訛。

2、樟树县樊城堆 、筑卫城 、新余县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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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永丰县尹家坪遗址
这些遗址位于赣江中游地区， 河谷山间

的平原地带， 均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樊城
堆文化类型，距今 5000 年-4000 年左右 。 通
过对这些遗址出土的石器进行淀粉粒分析 ，
发现当时被人利用的植物包括水稻、薏米、豇
豆属、姜科及其他块根、块茎类植物，反映出
当时人利用植物的多样性和稻作的存在輨輳訛。

3、广丰社山头遗址
遗址地处赣东北丘陵地带的山间盆地 。

对遗址距今约 4500 年-3500 年的新石器时
代陶器内壁残留物的淀粉粒分析显示， 可鉴
定淀粉粒中包括稻类 7 粒、粟类 9 粒、块根块
茎类 2 粒。 表明当时利用的植物种类包括了
稻类、粟类和部分块根块茎类植物輨輴訛。

4、新干牛城遗址
遗址地处赣江中游， 属于吉泰盆地向鄱

阳湖平原延伸的过渡地带， 其主体文化为商
代 。 该遗址植物浮选发现植物种子 1200 余
粒 ，其中农作物 954 粒 ，占总数的 78.7% ，主
要包括水稻 258 粒 ， 占作物的 27%， 粟 694
粒，占 72.7%，黍 2 粒，仅 0.2%。 水稻、粟 、黍
的出土概率分别为 62%、44.4%和 1.9%。 杂草
类 66 粒，包括黍亚科、早熟禾亚科 、蓼科 、莎
草科、唇形科。 果类包括梅核、桃核、悬钩子
属和猕猴桃种子等。另有 3 粒漆树科种子。杂
草种子明显以粟和稻的常见伴生杂草为主 ，
显示出牛城遗址居民从事稻旱兼营的农业生
产。 除水稻外，粟类作物在出土数量最大，粟
类伴生杂草黍亚科出土概率较高， 表明粟类
应是本地种植的。 研究者认为粟类在居民食
谱中的地位提升， 应是中原文化与本地文化
融合的产物， 其背后的人群移动带动了当地
粟类作物的种植輨輵訛。

吊桶环遗址水稻植硅体证据说明， 早在
旧石器时代末期， 江西北部地区就是野生稻
的分布区，这里具备稻作农业起源的条件，并
从盛冰期开始当地先民开始利用稻属植物 ，
最迟在 1 万年左右已开始水稻栽培利用 ，但
当时还处于水稻利用的原始阶段， 并没有形
成真正意义的稻作种植体系。 仙人洞和吊桶

环的动物遗存均为野生动物， 反映出这一时
期先民主营狩猎采集经济。 限于该地区植物
考古材料所限，其新石器早、中期的农业发展
状况还不清楚。 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樊城堆
文化时期， 赣江中游几处遗址的淀粉粒研究
数据为该地区稻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证据支
持。 而社山头和牛城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表
明， 自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 4500 年以来，该
地区个别遗址先民的农业结构表现为稻旱兼
营的生产模式， 商代牛城遗址粟类作物甚至
占据着更大的比重， 这可能与商文化人群的
强势殖民有关。

三、生业特征及形成原因

（一）生业特征
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南方稻作农业出

现、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地区之一，其生业经济
的自身发展演变脉络清晰。

长江中游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时期， 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晚期地层和新石器
早期地层中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植硅体证据表
明， 这里的古人类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水稻的
利用，但还谈不上稻作农业。长江中游水稻种
植的初级阶段应始于洞庭湖地区的彭头山文
化时期， 八十档遗址大量炭化稻米遗存的发
现说明彭头山文化晚期水稻利用已具备一定
规模， 根据炭化稻米胚与现代栽培稻的相似
性比较 ，显示在距今 8000 年左右 ，该地区水
稻已进入人工栽培阶段，为原始栽培稻輨輶訛。 但
从动、植物遗存的材料来看，这时的水稻并非
主要的食物来源， 人们的生业还是更多的依
赖于采集和狩猎。 该地区皂市下层文化和鄂
西城背溪文化的动、植物考古发现，表明在后
续一千多年的时间范围里， 水稻的种植都还
不是早期人类的主要生计来源， 家畜饲养尚
处在起步阶段， 渔猎和采集仍是生业经济的
主体。

最迟距今 6500 年左右，洞庭湖地区的生
业状况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城头山遗址汤家
岗文化地层发现有大面积的水稻田遗迹以及
稻田灌溉系统， 尽管浮选发现植物遗存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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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还包括了很多野生可食用性植物， 但毫无
疑问城头山遗址先民的农业生产体系已相对
完备。 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时期两湖平原
地区家猪饲养业已有相当规模， 但从现有材
料看很可能当时野生动物还是先民主要的肉
食来源， 或占据着较大的比重。 大溪文化时
期，长江中游地区水稻的驯化已基本完成，发
达的稻作农业生产为这一地区早期城址等大
型建筑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撑， 稻作
农业的分布范围此时也开始覆盖整个两湖平
原地区。 相邻的赣鄱地区从现有材料看其稻
作经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 呈现滞后的状
态。

北部的汉水中游地区情况有所不同。 南
阳盆地的中心区域， 这里早在贾湖一期就已
经发现有驯化稻的遗存， 但这一稻作文化形
态在本地区并未得到进一步持续的发展。 从
稻谷粒形变化来看，“贾湖一期的古稻遗存 ，
和仰韶至龙山时期的稻米， 不是持续利用稻
资源的结果，不存在前后继承的演化关系，这
一不连续性， 和文化面貌及年代上的断层也
是相呼应的。 ”輨輷訛到仰韶早中期以后，该地区
稻作农业再度传入， 与北方旱作农业同时存
在，其农业经济形态表现为以稻为主，粟 、黍
兼有的稻旱混作模式。 而盆地周边的丘陵山
地，先民们虽然也种植水稻，但经营的主要还
是粟、黍为代表的旱地作物。家猪的饲养在汉
水中游地区从前仰韶时期即已经出现， 至仰
韶时期已成为主要的肉食来源。

大溪文化时期， 北方的粟作也从汉水中
游地区传至两湖平原地区， 最南已达城头山
遗址，但由于相关的证据材料还较少，因此其
具体的传播路径尚不明确。 最新的测年数据
显示， 在油子岭文化时期， 距今约 5600 年-
5300 年之间，江汉平原的汉东地区已经存在
对粟的利用輩輮訛。

长江中游进入到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时
期，稻作农业的发展呈现出鼎盛的局面，尤其
是江汉平原地区， 这里已经成为长江中游稻
作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 两湖平原发达的农
业经济催生了系列史前古城的出现， 加速了

区域社会的文明化进程。 尽管北方粟作农业
经由随枣走廊和大洪山以西汉水中游地区较
普遍地向南传播， 但是江汉平原地区水稻的
种植始终占据着绝对优势。 以北的汉水中游
地区， 虽然除了南阳盆地中心区域是以水稻
为主，粟、黍居次的稻旱混作形式外，丹江上
游和鄂西北地区主要都是旱作为主的农业经
济结构，然而在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这
些地区的植物遗存证据也均显示稻作农业的
占比上升并达到顶峰的情况， 可以从中看出
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在长江中
游地区繁荣发展的局面。于此同时，伴随着农
业的发展， 家养动物的比例也相比之前有了
显著的提升，枣阳雕龙碑遗址三期，家养动物
狗和猪的比例占了哺乳动物的 85%， 鄂西北
青龙泉遗址屈家岭至石家河期随葬动物骨骼
中，家猪占比高达 94%，石家河古城邓家湾遗
址出土陶塑动物形象中除了猪、狗外，还出现
了家鸡的形象。这些证据都说明这一时期，长
江中游的大部分地区， 整体表现为家畜饲养
已经取代渔猎， 成为肉食资源的主要获得方
式。

后石家河文化 （龙山晚期 ）至商周阶段 ，
由于中原文化冲击或气候变迁等多种可能因
素的影响， 长江中游的稻作经济似乎受到了
一定的冲击，从上文中提到的，汉水中游 、鄂
东南、 赣鄱地区一些遗址已发表的植物遗存
统计情况看，尽管稻作在南方仍然强势，但粟
作农业的占比上升， 而稻作农业相比之下则
有所回落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在汉水中游地
区对应王湾三期文化堆积中， 还浮选发现有
小麦和大豆，反映出新兴农业作物的传播。

相比长江中游的其他地区， 峡江地区显
得较为特殊。 现有的考古发现表明这里不存
在较大规模的农业种植经济，相反，丰富的动
物遗存材料显示， 渔猎经济在该地区先民的
生业经济中表现得尤为重要。 这里险峻的河
谷地形，丰富的淡水鱼类资源，使得以捕捞为
主的渔猎经济成为人们维持生计的最优选
择。

（二）自然环境对生业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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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息与社会的发展提
供了舞台，人类的狩猎、捕捞、采集、种植以及
饲养等生业活动， 无不反映出人对自然资源
的利用和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长江中游幅员
广阔，其不同区域单元在地形地貌、水文热量
以及物种资源等地理条件上都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 另外，自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数千
年的时间跨度里， 气候条件也存在着一定的
动态变化。 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古代生业产
生影响。

地理条件对生业经济结构的制约， 可以
通过一些地形交错地带先民生业经济形式的
比较得到反映，如汉水中游地区。南阳盆地中
心平原地带稻作为主兼营粟黍的作物生产模
式以邓州八里岗遗址最为为典型， 这一地区
贾湖一期文化时期就发现有驯化水稻遗存 。
在仰韶早中期至龙山晚期文化阶段， 虽然以
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比例存在波动，但稻
作却始终在其生业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
这种产业结构可能更多是与遗址所处环境有
关， 相对广阔平坦的平原地带更有利于发挥
水稻种植的规模效益， 因为水稻种植的平均
产量远远超过旱作农业。 而在汉水中游的丘
陵谷地，则普遍以旱作为主导。如豫西南丹江
中下游的沟湾和下王岗遗址， 这些遗址从仰
韶文化时期开始，虽然也存在着水稻的种植，
但始终是以黍或粟的旱作农业经济为主。 鄂
西北山区遗址如青龙泉、计家湾、大寺遗址的
情况比较类似，均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
占据主导，稻作农业居次，即便是屈家岭文化
时期稻作农业北上影响达到巅峰阶段也是如
此。因为粟、黍的种植在这种山区更能够发挥
优势，而且基本上都是以粟作为主。相对独特
的是， 沟湾遗址从仰韶初期至石家河文化时
期，黍一直占据绝对的优势，这种以黍为主的
谷物生产格局， 或与遗址附近土壤的微碱性
有关， 因为黍的耐盐碱耐贫瘠能力明显高于
粟輩輯訛。

朱诚等人对长江三峡库区全新世环境考
古的研究表明， 长江三峡库区旧石器时代至
宋代 677 处遗址时空分布总趋势是从西往

东、 从高往低逐渐增加的， 遗址多沿江河分
布，且在河流交汇处呈聚集状态，这与人类多
选择河流 1-2 级阶地为生、河流交汇处鱼类
资源丰富有关輩輰訛。 此外，峡江地区考古遗址所
见所见的鱼类品种虽然很多 ， 但主要是青 、
草、鲢、鳙等半洄游性鱼类，这些鱼类也是长
江干流中的主要经济鱼类， 他们都有相对固
定的产卵场（即渔场），其中最大的一处就在
三峡及其附近的水体。 这些特定的地理环境
与资源应当是这里捕鱼业发达的先决条件 。
以上研究发现生动地反映了地理条件的制约
作用。

除了地理条件的限制， 气候环境的波动
可能也对不同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造成影
响。多项环境考古研究成果显示，进入后石家
河文化阶段， 江汉地区气候明显已由暖湿转
向干冷， 并认为后石家河文化衰落与此有关
輩輱訛。 不过目前的已有研究多只能证明气候波
动与文化发展的是否同步，实际上，不少古气
候研究所显示的气候波动与长江中游史前文
化发展过程并不吻合， 至少大溪文化晚期以
来至屈家岭文化早期， 长江中游地区迎来了
油子岭文化扩张的高峰期， 这与有关研究反
映的气候条件低谷并不同步。总之，在生业经
济发展中，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持续或转
型中的机制作用还多处在猜测阶段。 要特别
指出的是， 两湖平原商周时期遗址中较普遍
可收集到较多的动物骨骼， 这与史前时期普
遍少见动物骨骼保存形成鲜明对比， 气候变
干冷应是其主要原因。商周时期，粟作在长江
中游得较广泛传播或较大比例提升可能部分
地也与这种气候变化有些关联， 当然这应只
是次要的原因， 毕竟粟作早在史前时期就已
传入长江中游。

（三）文化因素对生业特征的影响
生业特征的形成与发展除受其本地的自

然地理条件和环境的变迁的影响外， 还受自
身文化发展状况的根本制约， 这种文化主导
性因素除相对固定的文化传统外， 还包括区
域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等。

文化传统方面， 长江中游广袤的平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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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类生业以稻作农业为基本特征，其形成
与巩固过程， 植根于这一地区史前人群的文
化实践———在他们从山前丘陵地带洞穴遗址
走向平原地区连绵不断的发展壮大过程中 ，
逐渐形成了稻作农业文化传统， 长江中游考
古学文化自身发展应是稻作农业形成的根本
原因。 稻作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能性
最大， 这里有迄今为止考古学上有关稻作起
源和发展为农业体系这个过程最为完整的证
据链輩輲訛。

距今 6000 年-4000 年间， 长江中游的稻
作农业随着文化交流和扩张， 传播至汉水上
游-关中-甘肃地区輩輳訛。 这其中汉水中游地区
的文化通道作用比较突出。 汉水中游地区稻
旱混作的农业结构明显直接与南北方文化交
流与关，一方面这里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龙
山文化分布的南缘地带， 同时也长江中游文
化北上扩张的前沿。 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
化时期， 鄂西北豫西南地区受到江汉平原史
前文化的影响， 形成了屈家岭文化青龙泉类
型和石家河文化青龙泉类型。 江汉平原史前
文化的持续北渐， 使得南阳盆地的稻作农业
生产呈强化的趋势， 并在屈家岭文化时期达
到鼎峰。 这种稻作文化对丹江山间河谷地带
的农业生产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 北方地区粟作经济也开始往
南扩散。城头山遗址在大溪文化早中期（距今

6000 年左右）就出现有粟的遗存。 近年发掘
的屈家岭遗址植物考古材料，也为距今 5600
年-5300 年之间粟作向两湖地区的南传提供
了重要的实物和年代学证据。 屈家岭文化晚
期至石家河文化早中期， 北方的旱地作物粟
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 持续扩散至江汉平原
如天门石家河、孝感叶家庙等核心区域，并远
播赣鄱地区。从目前的材料来看，粟自北向南
传播的力度远不及水稻自南向北传播的力度
大， 也就是说粟在长江中游史前时期影响还
十分有限的， 这可能与该地区悠久而强烈的
稻作种植传统及饮食习俗有关。 叶家庙遗址
浮选结果中 ， 研究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
象———在出土粟粒的几个遗迹单位中， 伴出

的炭化稻米的数量较少， 而炭化稻谷基盘的
数量却较多， 研究者认为有可能粟作只是作
为动物饲料和糠壳放置在一起， 而非供人类
食用輩輴訛。 商周时期这种局面有所改观，赣鄱地
区早在商代， 粟作农业伴随商文化南传而在
一些重要据点占据了作物优势。西周时期，大
洪山以东的随枣走廊地区是以粟作种植为
主， 这应与西周至春秋时期随枣走廊地区是
“汉阳诸姬”的所在地有关，它直接承袭的是
中原宗周文化旱作传统輩輵訛。 另外鄂东南的长
江南岸地区新石器时代一直是典型的稻作农
业经济，但至迟在西周时期，粟已经传播到此
并占据了一定的比重， 这在大冶蟹子地和鄂
州城子山表现得非常明显。从文化面貌来看，
蟹子地遗址西周遗存属于典型的鄂东南土著
文化———大路铺文化， 而城子山遗址西周遗
存则以周文化因素（或变体）为主，后者粟的
绝对数量比例和出土概率都明显高于前者 ，
这应非巧合，而是直接反映中原文化的影响，
即城子山遗址由于文化的亲缘性， 其人群保
留或接受了更多的周人粟作农业传统。 事实
上， 北方文化对长江中游的影响不仅反映在
粟作的扩张， 很可能家养黄牛和家羊在长江
中游的出现也与这种文化交流有关。

四、结论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 处于
其中心地带的两湖平原总体上经历了稻作农
业产生的初级阶段（彭头山文化时期 ）、发展
阶段 （大溪文化时期 ）和成熟阶段 （屈家岭-
石家河文化时期）三个过程，生业模式由采集
和渔猎为主， 向稻作栽培和家畜饲养为主逐
步过渡。 其北部的汉水中游地区则存在着与
中原仰韶文化旱作农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此
消彼长， 旱作农业也经由这个地区向两湖地
区传播，但在新石器时代其影响较小。于此同
时， 汉水中游地区家畜的饲养也更多地受到
中原文化的影响。 江汉平原边缘的鄂东南地
区在石家河文化时期， 秉持着稻作农业经济
为主的种植传统，但在进入西周时期以后，受
中原周人势力南下的影响， 以粟为代表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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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旱作农业影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长江中
游东缘赣鄱地区水稻栽培起步较早， 中间阶
段的发展状况尚不明确， 至新石器时代晚期
青铜时代早期， 受到来自中原旱作文化的影
响，而出现了稻旱混作的农业生产模式。鄂西
峡江地区由于其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 虽然
很早就存在家畜饲养， 但一直经营着以鱼类
捕捞为主的渔猎经济， 谷物种植也一直不发
达。 整体上来看，长江中游先秦时期，稻作农
业的发展是其最为突出的生业经济特征 ；以
家猪为主的家畜饲养大致呈现逐渐上升趋
势，不过由于气候环境原因，动物遗存大多保
存不佳， 家畜饲养的具体发展过程还不是很
清楚， 特别是龙山时代家养黄牛和家羊的传
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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