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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考古与文献史料相结合，分十章阐述海（黄、渤海）、岱（泰山）、淮（淮河下游故道）所标
示的“海岱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史实：由蒙昧的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经北辛文化、大
汶口文化，达于野蛮时代鼎盛期；在海岱龙山文化阶段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最初的古国群；其后又
经历了夏代东夷言国群的岳石文化发展阶段；至商代，受到商王朝的征伐和礼制的浸润，海岱区出现
了夷、商国族“插花”分布的态势，形成了两源的商代东土方国文明，开始了夷夏融合的历史之路；
进入西周时期，周王朝的文明政策加速了海岱区夷夏文明的趋同与融合；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齐国首
创霸业，海贷诸国也得到发展机会，形成了繁荣的齐鲁化圈；占国时期齐国为争取统一天下作了全面
准备；秦帝国的建立，使百川汇海，海岱文化最终汇入秦汉文明的巨流。
    作者分章叙述了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社会、文化习俗、意识形态的时代特征及变革；探讨了海
贷区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动力以及王权、统治政策、知识阶层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以此为侧面，说明了多源一统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道路、特征以及历史在文明与野蛮矛盾中前进的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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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参加革命，次年南下。
9154年由华东文秀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9年毕业。
当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研究，历任安阳工作队副队长、山东队队长、考古所副所
长。
获国务院“突出贡献”及“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2年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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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海岱历史的童年——蒙昧的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概说 第二节 海岱
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第三节 海岱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第四节 海贷区中石器时代文化 第五节 传说
中的“上古之世”第二章 海岱早期农业文化——从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的过渡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
革命”概说 第二节 海岱区最早的农业文化——后李文化 第三节 海岱区早期农业文化的繁荣期——北
辛文化 第四节 传说中的“神农之世”第三章 大汶口文化——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 第一节 大
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第二节 大汶口文化前期的经济与社会 第三节 大汶口文化后期的经济与社会 第
四节 大汶口文化的对外交往与西迁 第五节 传说中“五帝时代”前期的海岱社会第四章 海岱龙山文化
——文明形成、邦国林立 第一节 海岱龙山文化的发展与研究 第二节 海岱龙山文化的社会经济 第三节 
海岱龙山文化社会结构的巨变 第四节 传说中“五帝时代”后期的海岱社会第五章 夏代东夷的方国文
明 第一节 夏王朝的建立及其在四夷中的核心地位 第二节 夏代的东夷及夷夏关系 第三节 史籍所见夏代
东夷方国 第四节 夏代东夷遗存——岳石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第五节 岳石文化的社会与经济 第六节 岳石
文化的扩张与对外交往第六章 商代东土的方国文明 第一节 商王朝的建立与商帝国的形成 第二节 夷商
关系大势 第三节 海岱区政治地理的变迁 第四节 夷、商国族的交错分布 第五节 商代东土的社会与经济
第七章 西周时期齐鲁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第一节 周天下的形成与周公东征 第二节 齐的立国与西周
时期的政治 第三节 齐国的都城及其周围的西周遗存 第四节 鲁的立国与西周时期的政治 第五节 鲁国都
城及其周围的西周遗存 第六节 西周时期的海岱诸国 第七节 西周时期海岱诸国的物质文明成就第八章 
秦为时期齐鲁文明的繁荣昌盛第九章 战国时期齐鲁文明走向帝国的准备第十章 海岱文明的归宿——
百川归海、秦的统一结语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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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旧石器时代的劳动工具和自卫、狩猎的武器，必定由多种材料制作。
但木质的和部分骨质的，历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早已腐烂殆尽；一些未经加工，偶而使用的石块，现
在也难于分辨。
因此，我们能够识别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除一些人类活动的遗迹外，主要是经过人工打制的、
有使用痕迹的石器和一些虽无使用痕迹，但确系人类在打制石器过程中所产生的石片、石核。
我们把这些石器、石片、石核统称为“石制品”。
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起就有一些比较小型的打制石器，研究者把这种制石工艺称为“小石器传统”。
“小石器传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得到明显的发展，能够打制出一种形体相当细小的“细石器”。
在这种“细石器”技术基础上，进一步出现了一种间接的压剥细石器的技术，所生产的细石器被称为
“典型细石器”，而把直接打制的细石器称为“细石器母型”或“广义细石器”。
典型细石器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即所谓的“中石器时代”，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中石器时代文化(至
少在中国北部)的一项突出特征。
    中石器时代是介于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时代。
传统的观点认为，旧石器时代随地质学上所划分的更新世最末一次冰期的结束而结束，但以生产性经
济、磨制石器、陶器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并不因全新世的开始而开始。
故将全新世开始至新石器时代到来之前的这一段时期称为“中石器时代”。
由于学术界对全新世开始年代的界说不一，而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年代又无定论，故只可笼统地将中石
器时代定在距今1万年前后数千年间。
实际上，所谓“中石器时代”，只是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经济及生活方式在全新世初期的延续、渐进。
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仍以采集、狩猎为主，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革。
P21    不论是直接打击产生的广义细石器或是间接压制出的典型细石器，都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复
合工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特别是典型细石器中那种形状规整、加工精细的三角形石镞，标志着弓箭的发明、使用及制作技艺的
成熟。
弓箭等于加长了人类的手臂，而能杀射飞禽、走兽及游鱼。
弓箭提高了人类与自然斗争的能力，因而也就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并促使了人口的增长。
这也正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较为密集、较易发现的原因。
    海岱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主要分两类：一类为洞穴遗址，有上崖洞、千人洞；一类为山地丘陵旷
野遗址，如竹溪村一胡家林村地点群、黑龙潭等。
石器制作技术可分三类：直接打制粗大石器技术、直接打制细石器技术、间接压制细石器技术。
细石器仅见于山地旷野遗址或失去原生地层的石器采集点，而未发现于洞穴遗址中。
    上崖洞与千人洞两处洞穴遗址为保存较好的居住遗址。
上崖洞位于沂源县土门乡芝芳村柏坪山北坡，是一处高出山下河床20米的向阳溶洞。
1981年发现。
洞口高约6米，宽2米，深1000多米。
近洞口处宽敞，为一直径约50米的近圆形平面，洞高约20米。
文化堆积厚约15米，为黄红土角砾胶结堆积，有的地方含灰烬。
原生地层大部分已遭破坏。
共采集石制品50余件，石料大多为石英岩。
以直接打击法制作，单面修理。
主要为尖状器、刮削器和石核。
该遗存被认为可能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其绝对年代被推断为距今七八万年。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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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岱文化是在以渤海、黄海、泰山（岱）、淮河下游（故道）为显著标志的海岱区内发展起来的一支
源远流长、自成系统的古代文化，本书分章叙述了海岱文化区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社会、文化习
俗、意识形态的时代特征及变革；探讨了海岱区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动力以及王权、统治政
策、知识阶层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以此为侧面，说明了多源一统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道路、特征以及历史在文明与野蛮矛盾中前进的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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