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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候与文化：基于多源数据分析方法的环境考古学探索》梳理了全新世气候变化以及环境考古研究
的学术脉络，并且仔细分析和评价了环境考古研究中的常用技术方法。
同时，在大量野外工作和室内实验的基础上，重建了京津冀地区全新世气候变迁历史，并将全新世气
候演化序列和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进行了对比分析。
另外，《气候与文化：基于多源数据分析方法的环境考古学探索》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京津
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规律及可能的生计模式。
因此，包括第四纪地质、考古以及GIS空间分析等多种方法的综合应用是《气候与文化：基于多源数
据分析方法的环境考古学探索》的特色。

《气候与文化：基于多源数据分析方法的环境考古学探索》可供第四纪地质学、考古学等专业的研究
人员以及相关院校的师生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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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环境考古学与全新世环境演变研究　　2.1 环境考古的发展历史　　环境考古是研究人类过
去生存环境以及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学科。
而人类环境的获取主要来自考古发掘、剖面和钻孔资料以及传世文献资料。
但是在1960年以前，自然环境只是被看做是人类活动的背景。
环境因素是被动的，包括植物和动物性的食物来源，以及土地和天气条件都只是被看做背景条件。
同样被动的还有环境考古学家，他们只是把他们的活动范围局限于考古学家的范围。
尽管环境考古学家引入了自然环境诸如气候以及生态等传统考古所忽视的内容，但是在环境考古学家
和文化考古学家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差异。
在这个时期，环境被赋予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
例如，就像著名的“绿洲理论”那样认为环境变化可以导致经济变化。
在这个时期，灾害是极端性事件，火山喷发可以导致文明衰亡；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这一理
念。
然而早在1859年达尔文就对此类思维方式提出了反对意见。
　　环境考古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以生态学为特征的。
伦敦考古研究所的Geof-frey Dimbleby教授首先提出环境考古的作用是关注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系统退
化。
这一时期，许多考古学家将生态学上的原理引入到了考古学中，并且发展了各种模式来增加人类活动
与环境关系的可预测性。
“中程理论”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随着过程主义方法的应用，在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的概念基础开始发生变化，此时的考古学家已经
不满足于仅仅是描述文化变迁而是更多的解释文化变迁机制。
此时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多地借鉴了其他学科的方法以及技术手段。
与环境考古相关的重大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测年方法的普遍应用和突破。
现代考古更多地依赖于绝对定年方法，与相对定年方法相比更加准确。
这些技术包括、c测年、OSL（光释光测年）、TL（热释光）、ESR（电子自旋共振）以及u系等多种
方法。
其次，是关于人类起源、演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人类迁徙与适应的重大命题的研究。
在此命题下，考古学家需要采用多种集成方法来研究遗址形成过程、环境变化以及人类活动之间在不
同时空尺度下的复杂耦合关系。
最后，是关于动植物驯化过程以及开发利用历史和农业起源相关问题的研究。
而植物考古学与动物考古学也是与环境考古最为密切的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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