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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80多个年头。
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到20世纪结束之前，基本建立起中国主要地区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的考
古学文化发展谱系和时空框架。
目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心正处于由原来的建构文化谱系、描述文化过程为主的文化史研究，向人
、社会、资源和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为主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向转移。
所以，许多人认为中国考古学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转型时期。
在这一新的形势下，考古学研究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国考古学呼唤理论和
方法的创新，渴望能够提供更多信息的新方法和新技术，诉求在世界考古学的平台上来进行中国考古
学研究。
于是，各种理论和方法不断地被介绍到国内，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从调查、勘探、发掘到分
析、整理和研究的考古学全过程，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结合日趋紧密，这些已成为当今中国考
古学发展的显著特点。
　　基于上述认识，为了推动考古学研究的发展，加强与国内外考古学者的联系和合作，并体现今后
的研究重点和优势，山东大学于2002年春正式组建了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中心下设史前考古、历史考古和环境考古三个研究室，建立了以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为主的环境考古
实验室。
在今后的考古研究中，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将最大限度地运用山东大学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
，在学校的支持下，整合各种可利用资源，切实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一份
力量。
　　所谓东方，其中包含着两重含义。
一是指中国的东方。
以海岱、燕辽、太湖地区为主导并包括东北北部和闽台在内的东方地区，不仅地域上占有中国的半壁
江山，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所以，究明这些地区古代社会和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与中西部地区的文化联系和融合，是中国考古
学的重要任务和长远目标。
二是指世界的东方。
不仅包括中国，在分布地域上也涵盖了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区。
这些地区与中国内地地域相连，文化上的联系源远流长，在人类的产生和迁徙、农业的出现和扩散、
国家的起源和形成等重大社会历史变革和进步方面，相互之间是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的。
进一步加强这些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开展并深化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是今后考古学发展的
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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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方考古》是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辑的关于考古学和古代东方文明研究的系列丛书，分集
陆续出版、本系列丛书以中国东方地区和东亚地区考古学为重点，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
果，体现考古学研究的新思路，新理论和新方法。
　　第6集收录22篇研究沦文和1篇发掘报告?内容涉及中国东方及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学文化
谱系，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另有数篇植物，动物考古方面的文章。
　　本书可供从事人类学、考古学及史学研究的工作者和相关专业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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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多数遗址群落都位于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范围之内，如广西百色盆地、陕西洛南盆地等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这一类的地理单元除了具有近水、邻近石器原料地、自然食物资源丰富等一般性宜人居住条件以外，
还具有地势比较开阔，适合遗址群体居住，适合相互联络与交往等特点。
　　关于环境与遗址群落之间的关系，目前还可见三种不同的组合模式。
　　I．沿河模式　　它以两岸狭长形的阶地面为基础，整个遗址群落往往由小型的遗址群构成，且整
体呈带状分布，而小型的遗址群则沿河呈串珠形分布。
　　重庆丰都至高家镇江段（图二）、湖南澧水与沅水两岸（图三）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形态。
此外，山西汾河丁村两岸旧石器中期的遗址群（图九，右）、广西百色盆地那坡至思林段遗址群（图
一）的分布也都属于这一模式。
　　由于在这种模式中，遗址群与群之间的相互间距一般都比较大，因而群与群之间的关系比较模糊
，各自究竟是独立存在?抑或同属一个群团?要准确解读还比较困难。
　　Ⅱ．盆地与江河汇流地模式　　这种模式以地势开阔，地表起伏平缓的山间盆地及江河汇流处的
三角形地带为基础，适合规模较大的遗址群落存在。
其中，山间盆地群落的整体形态往往呈片状，而江河汇流处则多呈树枝状。
　　在遗址呈片状分布的盆地里，那里的遗址群落往往以遗址群团为主体，如广西百色盆地I、Ⅱ号遗
址群团（图一），安徽水阳江宁国、宣城遗址群团（图五）等即属此类。
　　在江河汇流处的三角形地带，一般而言主要是阶地发育较好的地带，由于数量较多的阶地集中在
一起，因而既适合遗址群的出现，也适合遗址群团的存在。
如陕西洛南盆地的洛南群团（图七），就正好位于树枝状河流的交汇处；而河南西峡遗址群团虽然规
模偏小，但也正好位于两个两江汇流处（图八）。
　　Ⅲ．平原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开阔平坦的山前平原为基础，适合遗
址高密度分布。
山东汶上县城东南发现的细石器遗址群团不仅是这方面的最佳实例（图一二），而且还同时见证了遗
址群落由早期多位于山问盆地、河谷向山前平原地带移动的历史新趋势。
　　汶上县地处鲁中低山丘陵与鲁西平原交接地带，东北部为残丘低岭，西南部属古大野泽，梁山泊
东畔，中部地势平坦，属黄河冲积平原。
有关的调查显示，在已经发现的山东细石器遗址中，汶上与宁阳之间的遗址数量不仅多于其他各地，
而且汶上县城周边平原地区遗址的分布密度还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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