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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栽培稻是世界上四种主要农作物之一，主生产区位于东亚和南亚地区。
自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大量栽培稻遗存以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若干个和河姆渡时代相当
或者更早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栽培稻遗存，把中国稻作的栽培历史提前到距今1万年前后，进而以
确凿的证据证明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和主产区。
　　众所周知，现今的日本列岛居民以稻米为主要食物。
种植稻米的稻作农业在日本列岛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弥生时代早期，甚至更早。
由于日本列岛没有发现可以栽培驯化的野生稻，并且其稻作农业的历史也相对较迟，所以，研究者均
认为日本列岛的稻作农业来源于大陆地区。
至于稻作从大陆传播到日本列岛的途径，却是众说纷纭，从宏观上说，主要有南路、中路和北路三种
观点。
南路即所谓华南路线，取道台湾、琉球群岛、冲绳群岛至九州地区。
由于琉球群岛和冲绳群岛地区中世纪以后才出现稻作农业，此前时期的生业经济尚处于渔猎和采集阶
段，所以，主张这一稻作传播路线的人越来越少。
　　中路是指从长江下游地区直接东渡，跨海将稻作传播到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九州地区。
由于长江下游地区发现了大量时代较早的稻作遗存，并且一直延续发展到历史时期，所以，这一观点
有不少的支持者。
　　北路说则是由华北和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的九州地区。
由于西日本的九州地区和朝鲜半岛关系密切，考虑到两地稻作出现的时间前后衔接和共同的水田耕作
技术等因素，可以认为九州地区的稻作直接来自朝鲜半岛南部。
所以，与朝鲜半岛陆路相连的辽东地区以及与辽东半岛较近的山东半岛都处在这一传播路线之上。
于是，如果能够对山东东部沿海地区的稻作农业及相关问题展开综合分析和研究，必将有力地促进和
推动上述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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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和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的合作研究课题“山东半岛地区的
稻作农业及其东传的综合研究”的成果总结。
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山东半岛地区稻作遗存的分析和研究；二是利用新的分析手段，对
不同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黑陶片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三是对胶东半岛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
石器进行了测绘和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四是对龙山文化和商周时期的人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测
量、分析和研究以及人类系统和家族结构的研究。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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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岱地区早期农业和人类学研究》可供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专业
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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