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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业作物之一，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2020 年

11 月，上山遗址发现 20 周年研讨会在浙江浦江隆重举行，遗址出土了一万年前的炭化稻谷，

并且发现在遗址出土的陶片及红烧土块中掺杂有大量的炭化稻壳。在距今 7000 年左右的余

姚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均出土了大量的稻谷遗存。种种证据表明稻作农业起源于我国长

江中下游地区，上山遗址的稻谷遗存提供了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驯化初始证据。

云南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是我国与印度、东南亚的交通枢纽区域。云南自然条件优越，

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气候多样，兼有寒、温、热带等气候类型，位于东亚植

物区与古热带植物区，中国-日本植物区与喜马拉雅植物区的交错地带，是世界罕见的多种

植物区系的荟萃之地，为各种植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条件。袁隆平超级

杂交稻蒙自示范基地 2019 年亩产超过 1100 公斤。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COP15）将于 2021 年 5 月在云南昆明举行。

20世纪 60年代以来，伴随着考古发掘陆续有稻属遗存在云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

据此，有学者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印度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日本学者指出，亚洲栽培稻

的基因中心在“东南亚山地”（包括印度阿萨姆、缅甸北部、中国云南、老挝）。也有国内

的学者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广西西南、云南南部、越南北部，

老挝北部，泰国北部和缅甸掸邦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还有学者指出“探索稻谷的最早

栽培地，云南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当然，这些观点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云南发现的稻作遗存数量较多，但时间大多较晚。目前在云南发现最早的稻作农业来自

大理宾川白羊村遗址。白羊村遗址位于云南西部的金沙江流域中游地区，是云南新石器时代

晚期的聚落遗址。20 世纪 70 年代白羊村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储藏大量灰白色粮

食粉末和有稻壳、稻杆印痕的窖穴二十三个[1]。2013-2014 年白羊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

发掘，发掘浮选发现大量植物遗存，农作物品种主要有稻、粟和黍，而稻的出土概率和绝对

数量都远远高于粟黍类作物。除了完整的稻粒外，还有大量的穗轴和碎米。测年结果显示白

羊村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 4600-3700 年[2]，说明早在 4600 年前，稻作农业已传播至云南境

内，滇西的古代先民就开始在本地种植稻谷，大量碎米则说明稻米可能是经过进一步加工而

食用的。

元谋大墩子遗址位于云南中北部、金沙江流域南岸，是云南较早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分别于 1972-1973 年和 1999 年先后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其中 1972-1973 年度的发掘中发

现有圆形窖穴，其内填土为灰白色禾草类叶子、谷壳粉末；在出土的陶器内发现有大量的谷

类炭化物，经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鉴定，灰白色粉末属禾草类粉末，罐内的谷类炭化物是粳稻

[3]。2010 年进行了小面积的发掘，测年结果显示遗址年代为距今约 4200-3600 年。该次发

掘的浮选统计结果显示，农作物种子粟、黍和稻的数量与出土其他植物相比占绝对优势，说

明大墩子遗址已经进入农业生产阶段，农作物是大墩子遗址先民日常饮食的主要来源。浮选

样品中虽然完整稻谷的数量较少，但拣选出大量的稻谷穗轴基盘，足以说明在大墩子遗址中

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同样重要[4]。
永仁磨盘地遗址位于云南北部，金沙江中游河谷地带，是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遗

址的测年数据为距今 4000 年[5]。2001 年发掘过程中在 T4141 第③层（红烧土）下的文化堆

积中发现了一些炭化稻粒，并采集了土样，土样中所含稻谷遗存非常丰富。根据样品浮选出

的炭化稻米数量推测，磨盘地遗址整体埋藏的稻谷遗存可能比较丰富，这些稻谷应该是当地

生产，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云南北部地区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而磨盘地的炭化稻米的

测量数据显示其长宽比小于现在一般粳稻长宽比的最小值，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超短宽形稻谷，

这种稻谷在磨盘地遗址的出现有可能与当地的生态坏境有关，即所谓的地方稻种，也有可能

是稻谷在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形态，或者两种可能性都存在[6]。
剑川海门口遗址位于云南西北部，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大型水滨木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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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式建筑遗址。1957 年、1978 年和 2008 年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遗址年代为距今

3800-2400 年，遗址分为三期[7]。第三次发掘中浮选获取大量植物遗存，农作物品种主要有

稻、粟、黍、小麦、大麦和荞麦等。统计结果显示海门口遗址是以多种作物为基础的混合农

业，稻谷和粟是海门口遗址第一期的主要农作物，小麦则出现的年代略晚，且从早到晚呈现

明显的增加趋势。由此推断，海门口遗址第一期和第二期是以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为主，而

第三期是以麦作农业的迅速发展为主要特征。

耿马石佛洞遗址位于云南西南部，是一处属于澜沧江流域青铜时代早期的大型洞穴遗址，

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约 3500-3000 年[8]。1982 年第一次试掘时发现有炭化稻谷，2003 年

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植物种子遗存，根据鉴定和统计结果，在石佛洞发现的植物种子以

炭化稻米为主，还有少量的粟和豆科植物。炭化稻数量异常突出，且出有大量硅化的稻壳碎

片，推测这些稻谷有可能是在当地种植，说明在青铜时代早期，云南南部已经出现了稻作农

业。

江川光坟头遗址位于云南中部，属三湖地区，是一处与铸铜业有关的贝丘遗址，

2011-2012 年对其进行发掘。遗址包含滇文化、南诏及明清时期文化层，其中滇文化时期使

用年代为距今约 2500-1800 年。浮选结果显示光坟头遗址农作物品种主要有小麦、稻和粟，

从出土概率和绝对数量上，小麦和稻几乎相当，从早到晚变化不大，由此推测在青铜时代，

云南中部的三湖地区是一种以小麦、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和以稻为主的稻作农业相混合的旱稻

混作生业经济，且已经进入较为成熟的农业经济模式。

学山遗址位于云南中部，靠近抚仙湖，属滇文化遗址，2009 年、2011 年先后两次发掘。

遗址不足百米有一处墓地为金莲山墓地，发掘者初步判断金莲山墓地和学山遗址存在一定联

系，或为同一聚落的不同功能区。浮选结果显示学山遗址主要农作物品种有小麦和稻，还有

少量的粟和荞麦等谷物，但小麦和水稻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出土概率都是其他谷物所不能比

的，且小麦的地位高于水稻[9]。学山遗址的农业结构是很明显的稻麦混作农业。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中部，滇池东南岸，距现在的湖岸线不足 1000 米。河泊所遗址东

北距石寨山墓地仅 750 米，是石寨山文化聚落遗址，属河泊所区聚落群，是该聚落群中规模

最大的一处贝丘遗址，2014 年进行试掘。浮选结果表明河泊所的农作物品种主要有小麦、

水稻和粟等，小麦的绝对数量最多，水稻次之，粟略少，三者的出土概率基本相当，但浮选

发现有大量水稻的穗轴基盘，综合考虑认为该遗址中水稻潜在的优势较为明显，河泊所遗址

的农业结构是稻麦粟混作模式[10]。
截止目前，通过考古发掘所得的浮选结果来看，云南古代的稻作遗存最早于新石器时代

晚期出现在滇西北地区，且是稻粟混作，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同样重要；至青铜时代，起源

于西亚的小麦传入云南后逐步取代了粟的地位，农业经济模式演变成稻麦混作。由此看出云

南的稻作农业是和粟、黍或小麦等旱作农业混合，尚未发现早期有单纯的稻作农业。由于目

前发现的最早的宾川白羊村遗址的稻作遗存年代远远晚于上山遗址的一万年前，水稻传入云

南的路径尚不明晰，水稻传入云南后是否存在单纯的稻作农业阶段？是稻、粟黍混合传入云

南，还是分别传入云南后在当地混合？这些问题还有待更多的考古证据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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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图片源于新华网）

上山遗址夹稻壳红烧土块（图片源于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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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村出土炭化稻（图片采自本文注释[2]）

大墩子遗址炭化稻（图片采自本文注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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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墩子遗址炭化水稻基盘（图片采自本文注释[4]）

剑川海门口遗址炭化稻谷（上）及稻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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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石佛洞炭化稻谷（图片采自本文注释[8]）

光坟头遗址炭化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