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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孕育、诞生，并成
为世界上几个最重要的历史悠久而又独具特色的原生文明之一。
她汇聚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逐渐成长、壮大，至今仍然生机勃勃，吐故纳新，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精神源泉，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宝贵财富。
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追寻中华文明起源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
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但是中外学术界历久弥新的课题，更是每个中华儿女热切关注的焦点；不仅具
有重大学术意义，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构建
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明起源于远古的史前时代，依托多种自然科学技术支撑的考古学自然成为探源的主要手段。
经过历代考古学家，及其他人文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努力，至20世纪末，中华文明探源工作取得了
许多重要成果，但仍然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华文明何时形成、如何形成、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远没
有得出一致的认识。
因此，自2001年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领导下，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委的组织实
施下，开始了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的即是充分揭示早期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和辉煌成就，回答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和机制等基本问题。
在此基础上，扩展视野，探讨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互动关系，进而通过与世界其他古代
文明的比较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
至2008年底，已经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和“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二）”三个阶段的研究，并将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本文集将就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各个阶段部分成果进行汇编。
它汇集了工程下设的年代、环境、技术与经济、精神与文化等各个课题的主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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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收集了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以来，已发表的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相关的技术与经济
状况的研究文章，内容涉及当时的农业、家畜、动物的DNA、人类食性、冶金、制陶、石器、玉器、
冶炼和盐业遗址等。
    本书适合考古学、历史学、科技考古、经济史的研究人员和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 技术与经>>

书籍目录

序言试论技术与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系再论技术与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系
青海喇家遗址尝试性浮选的结果青海互助丰台卡约文化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植物考古学的田野工作
方法——浮选法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尝试性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两城镇与教场铺龙山时代农业
生产特点的对比分析关于夏商周文明形成时期农业经济特点的一些思考有关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植
物考古学研究陶寺城址2002年度浮选结果及分析登封王城岗浮选结果及分析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
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研究灵宝西坡遗址动物骨骼的收集与整理灵宝西坡遗址家猪的年龄结构及相关问
题禹州瓦店遗址动物遗骸的鉴定和研究灵宝西坡遗址动物群及相关问题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
原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以陶寺、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遗址为例灵宝西坡遗址的肉食消费模式—
—骨骼部位发现率、表面痕迹及破碎度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陶寺和二里
头遗址古绵羊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分析碳十三和氮十五分析与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研究及其新进展二
里头遗址、陶寺遗址部分人骨碳十三、氮十五分析河南新砦遗址人、猪食物结构与农业形态和家猪驯
养的稳定同位素证据二里头采集青铜钺分析测试报告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铜器初步
研究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
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火烧沟四坝文化铜器定量分析及制作技术的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古
代砷铜的研究垣曲商城出土含砷渣块研究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偃师二里头出
土铜器的化学组成分析小河墓地出土三件铜片的初步分析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铸遗物初步研究新疆哈密
地区早期金属技术研究刍论中国古代金属饰品的金相分析与文化阐释河南偃师二里头夏商陶器研究夏
商原始瓷和瓷釉起源研究二里头遗址陶器样品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的科
技研究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豫西晋南地区考古资料所反映的人类生产工具的状况二里头文化玉
工艺相关问题试释中国的盐业考古及其潜力中坝遗址的盐业考古研究试论三峡盐资源对巴文化的重要
作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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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黄河流域地区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也是夏商周文明的诞生地，由此导致了夏商周文明的农业基
础应该是以粟和黍为主要粮食作物的传统认识，但事实是否如此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
结合甲骨文的记载，并通过对该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背景、农作物的生长习性以及现有的考古资料的综
合分析，本文认为，黄河流域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夏商周时期出现了新的变化，粟和黍的主导地位
开始受到冲击，麦类作物已经传人，稻谷在夏商周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黄河流域地区夏商周文明主要粮食作物农耕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前
提条件之一，世界上早期古代文明的诞生地往往也是以某种农作物为代表的原始农业的起源中心区。
例如，两河流域古代文明以及稍后的古埃及文明就与起源于中东地区的以小麦和大麦为主要粮食作物
的原始农业直接相关，再如，中美洲古代文明的农业基础则是以起源于当地的玉米作为主要粮食作物
。
中国的黄河流域地区是以粟和黍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发源地，这是被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的，黄河
中下游地区又是夏商周文明的诞生地，因此，一般认为夏商周文明的农业经济是以粟和黍为主要粮食
作物的，由此引出了夏商周文明是靠粟和黍抚育而成的说法。
然而，与世界上其他早期农业暨文明起源中心不同的是，中国有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区，除了北方旱作
农业区外，还存在着一个历史同样悠久、但影响更为广泛而深远的、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南方
稻作农业区，这两个相邻的农耕经济体系除了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途径外，相互之间的密切接触和
交流一直是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
再有，考古发现证实中国的黄河上游地区与欧亚草原地带的古代文化很早就已存在着某种接触和相互
影响，其中小麦最迟在距今4500年前后已经传播到了甘青地区¨J，这种东西文化之间的碰撞对夏商周
文明的形成同样产生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还有，就黄河中下游地区自身文化的发展脉络讲，自粟和黍的被栽培到旱作农业经济体系的建立再到
夏商周文明的形成，其问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在如此漫长的一段历史进程中，当地农耕生产的
技术和农作物的组成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因此，当历史发展到夏商周文明的形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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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
但是多年以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基本上没有涉及技术与经济方面的探讨。
因此，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以前，我们对与中华文明起源相关的技术与经济状况的认识存在
许多空白。
这本成果集收录的有关技术与经济状况研究的论文和报告，都是课题组成员在执行“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的过程中公开发表的。
为了做到精益求精，在再版前，研究人员对一些文章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在2002-2003年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开始涉及技术与经济状况的研究，仅有冶金考
古一个学科参与。
但其对二里头文化时期冶金技术的研究结果让学术界大开眼界，必须重视技术与经济状况的研究成为
大家的共识。
在2004-2005年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中，我们专门设立了技术与经济状况研究的课题，
在原有的冶金考古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食性分析、DNA研究、陶器成分研究、
石器的种类和数量研究、玉器的工艺研究7个新的研究领域，大大地拓宽了研究的范围和内容。
在课题结项的评语中，评审组的专家们指出：“该课题的有关成果揭示了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
中原地区的经济技术发展状况，阐释了中原地区文明形成与经济、技术发展的关系。
该课题的多个成果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为今后更深入地开展这一攻关项目，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思路
。
”在2006-2008年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中，我们对原有的各个研究领域没有做过多的调
整，但是扩大了研究的地域范围，涉及西辽河流域、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时间跨度也向前延伸了1000年。
从这本成果集所收录的文章看，我们的研究结果不但深化了对于特定时间段里中原地区技术与经济状
况的认识，而且开始探讨西辽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技术与经济状况，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更加科
学的审视各个地区的技术与经济状况和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关系的认识。
经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个阶段中有关技术与经济状况的研究，我们开拓了多个前人尚未涉及的
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有关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状况的新认识，并开始探讨他们和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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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技术与经济卷1》是“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点项目、“十一五”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项目在技术与经济课题研究方面的阶段性成果。
全书从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人类食性、冶金技术、陶器制作、生产工具类别和用途、玉器加工，
以及金属和盐等重要资源的获取与利用等八个方面开展分析研究，共收录相关研究论文45篇，对公元
前3500～前1500年的技术和经济状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 甲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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