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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考古学与农业起源研究

作者： 赵志军  发布时间： 2007-09-04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植物考古学是同时涉及到考古学和植物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植物考古学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并分析

古代植物遗存，认识和了解古代人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进而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

与过程。这一研究目的决定了植物考古学属考古学的研究范畴。相对考古学的其它研究领域而言，植物考古

学的独特之处主要在其研究对象上，即考古发现的与古代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古代植物遗存。 

    植物是有机物质，易腐烂，很难长期保存在土壤中。但是，由于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火，考古遗址作为古

代人类的居住地，或多或少地总会有一些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植物经过火的烤烧变成炭化物质。炭化物质

比一般的土壤颗粒轻，比重略小于水，如果将土壤放入水中便可使炭化植物遗存脱离土壤浮出水面进而提取

之。根据以上原理，植物考古学家们设计了浮选法，专门用以发现和获取考古遗址中埋藏的古代植物遗存。

实践证明，浮选法是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古代植物遗存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浮选法的应用突破了制约考古学发

展的瓶颈，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古代植物遗存资料，为我们探讨一些重要的考古学问题开辟

了新的研究途径，这在对农业起源的研究上体现得最为显著。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一般认为，中国的农业起源分为两条独立的源流，一是以种

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二是以种植稻谷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以往的研究基

本上都是围绕这一思路进行的。但是，由于缺乏充足的考古证据，特别是最能反映原始农业特点的古代农作

物遗存，关于中国农业起源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针对这一状况，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投入了很

大的精力，广泛开展浮选工作，由此获得了大量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包括一些与中国农业起源相关的重要

资料。通过对这些新发现的植物遗存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再结合以前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中国农业起源

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栽培稻的起源曾是我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课题，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发现于江西

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以及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年代都超过1万年。但是，栽培稻的出现并不代表稻

作农业经济的形成。农业经济是由采集狩猎经济转化而成的，这是一个漫长的量变过程，不是一场“非此即

彼”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采集狩猎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衰落，同时农业生产的地位日渐增强，

最终农业生产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主体。我们在贾湖遗址开展的植物考古学研究证实了这一

点。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舞阳县境内，年代在距今9000年~7800年。上个世纪末对贾湖遗址的发掘已经证实，稻

作生产应该是贾湖居民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问题是，稻作生产在贾湖人的经济生活中究竟占有多

大的比例，贾湖的经济形式在整体上是否已经发展到了农业经济阶段？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于2001年对贾湖

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同时开展了系统的浮选工作。结果显示，与发现的各种野生植物类食物资源相比（如

莲藕、菱角、栎果、野大豆、野豌豆等），稻谷不论在出土的绝对数量和总体重量上，还是在出土概率上都

不具备明显的优势，这说明稻谷在贾湖人的植物类食物资源中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显

示，家畜饲养业在贾湖也不发达。然而，通过浮选从贾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甲壳，说明渔

捞业在贾湖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再考虑到出土植物遗存中的莲藕和菱角也是生长在水中

的，贾湖人的食物来源应该主要是依靠野生的水生动植物资源。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分析，贾湖人虽然开始实

施了稻作生产，但其经济主体却依然是采集渔猎，属于原始农业范畴的稻谷种植和家畜饲养在当时仅是辅助

性的生产活动。 

    相对栽培稻的研究，有关北方旱作农业的代表作物——粟和黍这两种小米起源的讨论一直比较冷清，但

最近在兴隆沟遗址开展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使得这一问题有了重大突破。兴隆沟遗址位于内蒙赤峰西辽河上游

地区，通过浮选在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小米（包括粟和黍），这是目前在我国北方地区发现的可以

确定的最早的栽培作物之一。根据与现代小米的对比分析，兴隆沟遗址出土的小米在籽粒形态上仍保留了较

浓厚的野生祖本的特征，如粒形较长、尺寸较小等。考虑到遗址的古老年代，这些出土的小米很有可能就是

在当地栽培而成的。 

    栽培作物的出现是由环境、植物和人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据实地考察，兴隆沟遗址所在的西辽

 



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脆弱性这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

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在这两种因素

的交织影响下，某些原本不受人喜爱的、籽粒细小的、但产量较高的草本植物就有可能成为了人类的食物选

择，并在人类行为的影响下最终进化成为栽培谷物。目前学术界认为，栽培粟的野生祖本可能是狗尾草或谷

莠子，栽培黍的野生祖本可能是铺地黍或野糜子，而这四种植物都是现今常见的田间杂草。据此，兴隆沟遗

址所在的西辽河上游地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寻找的黍和粟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 

    除稻作农业和北方旱作农业外，我国的华南地区是否存在过独立的农业起源，这也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

的问题。华南地区主要是指南岭以南由珠江水系覆盖的广大区域，有关这一地区原始农业的讨论，位于广西

桂林的甑皮岩遗址是争论的焦点，曾一度被认为是华南地区乃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稻作农业的考古遗址，但也

有很多学者持不同意见。为了澄清这一问题， 我们于2001年对甑皮岩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同时开展了系统

的浮选。浮选出的炭化植物种子经鉴定分别属于10余个不同的植物品种，但未发现稻谷遗存。为了进一步证

实浮选结果，我们又采用了植硅石分析方法对甑皮岩的土样进行了检测和分析，从中也未发现任何稻属植物

的植硅石。这足以说明甑皮岩遗址与稻作农业的起源是无关的。另外，我们又对这一地区的其他几处早期遗

址进行了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和分析，结果发现，整个华南地区不仅与稻作农业的起源无关，而且在距今6500

年以前从未出现过与稻作农业有关的生产活动。那么，在距今6500年以前华南地区的古代先民又是如何生活

的呢？否定了稻作农业的存在，是否就说明当时的华南地区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原始农业呢？甑皮岩遗址浮选

结果中发现的炭化块茎类植物遗存给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块茎是指某些植物特有的变态地下茎，我国传统的块茎类作物主要有山药、芋、莲藕等。块茎类植物可

以通过种子繁殖，也可以通过块茎表皮的小芽萌发成长为新植株，由于具有这种特殊的繁殖能力，相对种子

类作物而言，块茎类作物的栽培过程和起因应该相对比较简单，因此很早就有学者提出，世界上最早的栽培

作物不是小麦、大麦、稻谷、玉米这些籽粒类作物，而应该是包括块茎类在内的根茎繁殖类作物。由于从甑

皮岩遗址中浮选出的炭化块茎都是残块，很难做进一步的植物种属鉴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甑皮岩

人的食物结构中自始至终包括有块茎类植物，浮选结果中各期样品都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炭化块茎遗存证实了

这一点。考虑到块茎类作物的栽培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再考虑到数千年间甑皮岩人对当地块茎类植物的认识

和了解，某些块茎类作物的栽培过程发生在甑皮岩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据此我们推测，在稻作物传入之前，

华南地区有可能存在着一种以种植块茎类农作物为特点的原始农业。 

    综上所述，通过几年来的植物考古学研究，我们认为：（1）中国农业的起源应该是三条线并行发展的模

式，而不是原来普遍认为的两条线模式，即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特点的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以种植稻

谷为特点的南方稻作农业的起源，以及以种植块茎类农作物为特点的华南地区原始农业的起源。（2）中国农

业起源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农作物的栽培阶段，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阶段，以

及农业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是一个漫长的量变过程，如何判断和划分这一过渡性的社会

经济发展阶段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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