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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文化史（套装共3册）》主要内容包括：黄河文化的地理环境，史前时期至明清时期的黄
河文化，逐步走向世界的黄河文化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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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半坡遗址坐落在西安城东6公里沪河东岸的二级阶地上，村落呈南北较长、东西较窄的不规则的
圆形。
居住区约3万平方米，位于遗址的中心地带，房屋和储藏东西的窖穴、饲养家畜的圈栏等，形成一群
密集的建筑物。
半坡共发现52座房子，其中有编号的46座。
聚落中心有一所面积达160平方米的大房子，大约是氏族公共活动的场所。
住房附近有200多个灰坑，大都是储藏粮食或其他物品的窖穴。
此外，还发现70多个瓮棺葬和2个饲养牲畜的圈栏。
居住区的中部有两条小沟，用来区分不同集团的界限。
围绕着居住区，有一条深宽各约五六米的壕堑，一般称之为“大围沟”，这是为保护居住区的安全而
挖的防御设施。
围沟以北是氏族公共墓地，发现170座成人墓葬；沟东有窑场，发现6座陶窑②。
　　仰韶文化前期聚落情况，存在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第一，聚落的布局是凝聚式的，同时是内向
式，由于住宅区四周绕以壕沟围护，所以也称为“环壕聚落”。
第二，聚落内部有明确的划分。
姜寨的房屋分为五组，半坡等地也分为若干组。
每组房屋内往往有一座大房子、一所中型房和几所小房子结成一群。
这样的聚落往往包括三级社会组织。
第三，每个聚落大小十分接近，一般为5万多平方米，居住区2-3万平方米，有数十到百余所房子，估
计居民数约在400～600人之间。
各个聚落的经济都是以旱地农业为主，结合家畜饲养、捕鱼、狩猎、采集和各种手工业在一起的综合
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因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封闭的。
商业交换虽已存在，但并未充分发展起来③。
约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聚落形态有了明显的变化。
以郑州大河村为例，遗址位于贾鲁河南2.5公里的漫坡土岗上，南北长600米，东西宽500米，面积将
近30万平方米。
遗址中间偏西有一条西南一东北走向的古河道，把遗址一分为二，说明它可能是仰韶文化后期的双生
聚落遗址。
河东聚落的居住区在西南即临河的一边，房屋呈东西排列，分为三排，紧靠居住区东北为墓地，发现
有28座土坑墓和46座瓮棺葬。
河西聚落居住区距河东居住区约50米，仅发现一排房子。
排房西边有大量窖穴，南边已是墓地的分布范围，仅发现9座土坑墓和15座瓮棺葬。
这里土坑墓头向大部朝东，与河南墓地多为南偏西者显然不同①。
这时期，典型的向心布局不复存在，而中心广场则被扬弃。
大河村附近20多公里的范围内，发现西山、青台、点军台、秦王寨、后庄王、陈庄、白庄、张五寨、
杜寨、胜岗、石河、汪沟、竖河、池沟寨、陈沟、阎村、张河、张寨北等十几处遗址，文化面貌十分
一致，其中郑州西山发现了仰韶文化城址，标志着聚落群和中心聚落的出现。
洛阳附近也存在这样的聚落群址。
龙山文化时期，冀南豫北地区的聚落中，往往有成行的若干排单室圆形小住宅，排列有序。
豫西南地区的聚落中，则是一次建成的大规模的排房，排房内分为众多的隔间，分别代表居住生活的
单元。
当时墓地中的墓葬也呈成排组合的形式。
在一些重要聚落中，大都发展了新的防御设施--夯土围墙和石砌围墙，它们对外具有军事性质的防御
工程色彩，对内又具有一定范围内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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