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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稻作和粟作农业的基本耕作方式 
 

南方稻作农业，原始水稻田普行的基本整治耕作方式，可能是火耕、踩耕与耜耕
相结合进行的。北方粟作农业，旱地农业的耕作方式，长期实施的可能是火耕与耜
耕结合兼用。火耕就是用烧田方法整治田地。在黃河流域黄土地带和长江中下游低
平地区开辟耕地，基本上都不存在完全摆脱了火耕环节的单纯耜耕耕作形态，但又
不能一概以山地民族焚烧整治林木开辟山坡农田的模式作为参照系。 

 
二、水稻的北传和可能的稻粟混作区 

 
    黄淮流域新石器文化系统中，发现数十处出土稻作遗存的遗址。西部地区包括
豫、晋、陕、甘等省境地内，前仰韶时代的3处，仰韶文化13处，龙山时代7处。甘
肃西峰市南佐遗址(仰韶晚期)是已知史前稻作分布最西的一处。龙山时代越过黄河
中游干流到达其北部地区，如孟庄和陶寺，与山东的尧王城、庄里西一起，位置都
在35°～36°之间。东部地区包括苏、鲁、皖三省，仰韶和龙山时代的共15处，最北到
37°18＇的栖霞杨家圈(龙山文化)。水稻北传促进全国史前农业大发展，丰富了黄淮
流域史前农业结构。当是北方先民引进稻种和技术，因地制宜自己种植水稻，而基
本不会是依赖交换单纯输入稻谷。 

豫西南地区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址的分布范围，很可能一度形成稻粟混作区。 
 

三、史前小麦小大豆 
 

    黃河流域中下游龙山时代3处遗址明确出土了小麦，即武功赵家来(客省庄文
化)、聊城焦山、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其后，在相当夏代早期的新密新砦、夏代
中晚期的洛阳皂角村、商代平期偃师商城、商代晚期殷墟、西周时代陕西周原和安
徽亳县钓鱼台等地，都发现有小麦遗存。龙山时代之前有线索地点两处，但尚不能
肯定。  目前甘青直至新疆地区最早的小麦都无超过公元前2000年的。普通小麦(六
倍体小麦)极有可能是我国独立起源的。 
    洛阳皂角村首次肯定了有栽培大豆籽实，为夏代中晚期。新石器时代出土野大
豆3处，笼统称豆类的6处，豆科花粉的3处。掌握区别野生、栽培大豆的标准，对新
石器时代出土物尚可作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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