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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利用考古发掘的大量新资料，对峡江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对环境、资
源、交通、地缘政治等控制因素进行了重点考察，对与长江中游的文化交流问题作了深入的比较，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峡江型文化系统的认识。
作者认为，正是这些独具特点的控制因素，限制了峡江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同时，也使得本地区的
文化传统得以长期的保存和延续。
    本书可供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向的学生和专业人士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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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史前文化发展的区域特点　　考古学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与多种因素相关，这些因素包括
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气候状况、人文习俗、埋藏环境等，峡江地区也不例外。
峡江地区地处长江上游的东部，其气候、土壤、植被等生态环境因素都有自己的特征，在这种特殊环
境下形成的史前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
　　峡江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皆属“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反映了一种暖湿的
气候、中亚热带的生态环境。
峡江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总体上属华南地区的砾石文化传统。
制作石器的原料大多为原地取材的砾石。
石器的打片方法以锤击法为主，也使用碰砧法、摔击法及锐棱砸击法。
华北地区小石器文化传统中常见的垂直砸击法和旧石器时代晚期产生的压制法，在峡江地区的旧石器
时代没有出现。
石器多陡向加工。
烟墩堡类型的石器虽以石片石器为主，但它与华北地区石片文化传统的：“周口店第一地点一峙峪系
”（船头状刮削器一雕刻器传统）和“匾河一丁村系”（大石片砍砸器一三棱大尖状器传统），不论
在打片方法上，还是在第二步加工上，都有所不同；在器形上也缺乏华北地区两个文化传统的典型器
形。
上述峡江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的区别，是由两者不同的经济性质所决定的
，而两者经济性质的不同取决于两者不同的生态环境。
峡江地区在更新世期间的遗址都为“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反映了温暖湿润、草木茂盛的生态环
境；这种生态环境决定其经济性质是以采集和捕捞为主，狩猎经济不占主导地区，这种经济性质又决
定了峡江地区砾石文化传统的两种文化类型②。
　　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致以巫山为界分为两个文化区。
瞿塘峡以东属于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系统。
瞿塘峡以西的渝东地区属于玉溪文化、哨棚嘴文化和老关庙文化系统。
　　玉溪下层的文化时代与鄂西、三峡东段的城背溪文化相当，两者在文化面貌上存在一定的联系，
如石器多为打制，均以砾石做原料，器形较大。
陶器多以贴筑法制作。
器形以圜底器为主，有少量平底器，炊器以釜为主。
但两者在文化面貌上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如玉溪下层陶器的口沿及圈足下部的花边装饰，则不见于城
背溪文化；而城背溪文化中常见的扁壶和支座、纹饰中常见的刻划纹，则不见于玉溪下层文化。
分布于湘西北地区的皂市下层文化，文化时代与玉溪下层文化相当。
两者的文化面貌既有相似，又有区别；相似之处为两者的炊器均以圜底釜为主，不同之处为玉溪下层
文化的陶器中没有皂市下层文化常见的镂空圈足盘和双耳罐，也不见皂市下层文化中的白陶和刻划纹
。
总体而言，玉溪下层文化与皂市下层文化的区别更大。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互动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