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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浙江田螺山遗址剖面进行野外采样， 实验室测定粘土矿物的种类、 含量， 以及

地球化学元素硼、 锶、 钡的含量， 恢复沉 积 物 的 古 盐 度， 探 讨 田 螺 山 遗 址 的 相 对 海 面 变 化，
认为河姆渡文化层之前、 之中、 之后都存在相对海面较高的时期。 综合多种环境要素并结合

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对田螺山地区的环境背景特点及其同古代人类活动、 河姆渡文化发展

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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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河姆渡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 丰富的埋藏、 久远的年代、 宝贵的学术价值， 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的突破性重大发现之一 [1, 2]。 河姆渡文化因河姆渡遗
址而得名 [3]， 即使在遗址发掘已过去 30 多年后的今天， 仍然以其大量的原始农业遗存、
典型的木构建筑、 丰富的器物和动植物遗存， 成为最著名的新石器遗址之一。 其中， 栽
培稻谷和骨耜等农耕用具数量繁多， 显示出河姆渡先民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生业模式； 带
有榫卯结构的杆栏式木构建筑蔚为壮观， 显示出河姆渡先民先进的木构建筑技术； 石、
木、 陶、 骨、 牙、 漆、 玉、 编织等器物做工精巧美观， 象牙雕刻、 漆器和木构水井均保
持着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年代纪录。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长江流域同样孕育了
灿烂的史前文化。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河姆渡文化蜚声国内外， 在稻作农业、 聚落形态及文化源
头等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亟待解答的问题。
在环境考古研究方面， 前人通过孢粉资料恢复河姆渡时期古气候、 古植被[4]， 并出现河姆
渡文化衰落的 “海侵说” [5]、 “水患说” [6, 7]、 “气候说” [8, 9]等观点， 试图从环境变化的
角度讨论河姆渡文化从繁盛转而衰落并最终消失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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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发掘的慈湖 (1988 年)[10]、 名 山 后 (1989、 1991 年)[11]、 塔 山 (1990、 1993 年)
[12]、 小东门 (1992 年)[13]、 鲞架山 (1994 年)[14]等遗址中， 均没有出现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
直到鲻山遗址 (1996 年)[15]才发现。 2004 年田螺山遗址的发掘， 出土了杆栏式建筑、 骨耜、
碳化稻、 木浆、 编织物、 龟甲等具有河姆渡早期文化特色的遗存 [16]， 14C 测年显示与河姆
渡文化早期年代相当。 田螺山遗址具有完好的地下遗存、 丰富的内涵、 与河姆渡遗址相
近的聚落规模和相似的年代跨度， 对田螺山遗址进行环境考古研究， 给解决河姆渡遗址
遗留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 对于恢复河姆渡早期文化环境背景， 研究宁绍平
原文化序列发展和环境演变的关系， 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河姆渡遗址由先后叠压的四个文化层组成， 前人研究发现， 遗址生土层及其上覆第
四文化层 (最底部的文化层) 发现海相微体生物 [17, 18]， 第三、 二层文化层之间 [18]以及第一
文化层之上均发现淤泥层[17]， 有可能受到相对海面高度变化等水文过程影响。 相对海面高
度是指海面与陆地地面的相对高差。 本文对田螺山遗址剖面进行采样、 实验， 恢复河姆
渡文化时期海面与地面相对高差以及区域水文环境， 探讨文化发展与这种水文环境的关
系， 并结合其他资料综合讨论河姆渡文化兴衰演化的环境背景。

2 研究区概况

田螺山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宁 (波)—绍 (兴) 平原中东部， 余姚江河谷盆地的北侧

(30o01'N， 121o22'E)， 西南 7 km 处就是河姆渡遗址 (图 1)。 余姚江河谷盆地中部为平均海
拔 3 m 左右的平原， 往东逐渐降低， 其中还分布着几座低矮的小山丘。 河谷盆地西接绍
兴平原， 东接宁波平原， 东西约 40 km， 南北约 8 km， 呈北西西—南东东走向夹在南北
两侧山地之间。 南侧山地为四明山余脉， 平均海拔约 300 m， 北侧为慈南山地， 平均海

图 1 田螺山遗址区域地貌图

Fig. 1 Geomorphologic map of the area around Tianluosha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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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约 200 m。 余姚江由西北至东南方向流经盆地， 后江是余姚江在盆地中的分岔河流， 两
侧山地均发源河流， 呈梳状水系汇入余姚江和后江。

该河谷盆地形成于晚燕山地质构造时期 [19]， 盆地基底系侏罗、 白垩纪时期形成， 上
覆第四纪海相亚粘土、 亚砂土； 南侧四明山余脉为侏罗系上统高坞组 (J3g) 中酸性—酸性
火山碎屑岩， 北侧慈南山为侏罗系上统茶湾组 (J3c) 和西山头组 (J3x) 凝灰质砂岩、 砂砾
岩夹中酸性火山岩。

田螺山遗址坐落在慈南山南麓一个坐北朝南的小盆地， 南面余姚江河谷， 面积三万
多平方米， 海拔 2.3 m， 埋深 2~3 m， 周围被三个低矮的小山丘环抱。 其所在区域属亚热
带 季 风 海 洋 性 气 候 区， 年 平 均 气 温 16.2 oC， 日 照 2061 小 时， 无 霜 期 227 天， 降 水 量
1361 mm， 雨热同期， 温暖湿润， 自然条件优越。

前人对于河姆渡遗址和宁绍平原的孢粉、 动植物遗存进行了大量研究 [8, 20-26]， 一定程
度上恢复了河姆渡文化时期该区域气候、 植被和环境背景。 河姆渡文化早期植被类型为
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 主要建群树种为蕈树、 枫香、 栎、 栲、 青冈、 山毛桦等， 蕨类
植物繁盛， 大量水生植物花粉表明遗址周边水域广阔， 存在大量湖泊和沼泽。 距今 7~6
ka 前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期 (Megathermal Maximum)， 气候暖热潮湿， 平均气温比
目前高 2~3 oC[21]， 相当于气候带北移 2~4 个纬距， 大致同现今亚热带南部、 我国福州一
带一致[23, 25]。 河姆渡文化后期植被为落叶阔叶、 针叶混交林—草原， 气候温和略干 [21]。 孙
湘君等[4]、 朱诚等[17]对遗址四个文化层和钻孔进行孢粉分析， 认为存在指示不同气候和植
被特征的四个孢粉带， 分别对应温暖湿润、 偏干、 较冷湿和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四种气
候特征。

3 田螺山遗址剖面特征、 采样和年代

浙江考古所 2004 年对遗址进行发掘， 地层堆积厚度 220 cm 左右， 依据考古发掘地
层从上向下分为 9 个层次， 其中文化层为③-⑧层 [16] (图 2)： ①表土层， 分为 a、 b 两层，
上层①a 带黄斑灰色粉砂， 层厚 10 cm； 下层①b 颜色略浅， 灰黄色粉砂， 层厚 6 cm； ②
淤泥层， 分为 a、 b 两层， 上层②a 青灰色粉砂， 质硬， 潮湿， 略含砂和烧土颗粒， 层厚
20 cm； 下层②b 灰黑色砂质粉砂， 层厚 5 cm； ③文化层， 略发绿色的灰褐色砂质粉砂，
夹杂大量锈斑， 包含物以灰褐色泥质陶、 红褐色夹砂陶类遗物为主， 存在大量带有植物
茎秆印痕的烧土块， 层厚 45 cm； ④文化层， 深灰褐色砂质粉砂， 夹少量锈斑， 遗存同第

③层相近， 层厚 18 cm； ⑤文化层， 青灰褐色砂质粉砂， 出土了大量骨、 牙等动物遗存和
生活器具的碎片， 骨器、 石器也大量出现， 层厚 52 cm； ⑥文化层， 深灰色粉砂， 出土
木、 骨类有机质， 此层下多找到柱坑开口， 保存良好的早期木构建筑遗迹， 层厚 25 cm；
⑦深灰色砂质粉砂层， 斑杂状， 除大量陶片外， 还包含炭化稻谷、 稻谷壳、 木屑、 橡子、
菱角、 酸枣等有机质遗存， 层厚 10 cm； ⑧黑色粉砂层， 陶器等遗存同⑦层相近， 但保持
更好， 层厚 20 cm； ⑨青灰色粘土质粉砂层， 未见底。 采样点为遗址 2006YT T305 探方、
2006YT T104 探方北壁和 2006YT T105 探方， 共采集样品 47 个， 采样间隔 5 cm。

表 1 为 14C 年代数据， 考虑到某些样品
的 14C 年代结果和样品被埋藏的年代之间存
在一定误差， 所以本文主要采 用 文 化 层 中
较 为 可 靠 的 一 些 植 物 遗 存。 据 14C 年 代 数
据， 文化层的年代约为距今 7000-5500 年之
间， 与河姆渡遗址属于同时代。

�� ���� ��C�� (a BP) 	
�� (a BP) 

� 3� � 5300 � 40 6092 � 70 

� 6� � 5790 � 40 6591 � 53 

� 8� �� 5840 � 40 6652 � 60 

� 9� ��� 5890 � 30 6713 � 30 

����� 5568��BP�� 1950����� 

表 1 田螺山遗址 14C 年代测定表

Tab. 1 14C dating data of Tianluoshan Site

809



64 卷地 理 学 报

4 研究方法

4.1 粘土矿物实验分析

首先在样品中加入 30%的双氧水去除有机质， 直到不发生气泡为止。 加入蒸馏水搅
拌后静置 15~16 个小时， 样品均呈现良好的分散性。 采用沉速分离法提取主要存在于粒
径 < 2 μm 范围内粘土矿物， 然后分别制成定向片、 乙二醇处理片、 600 oC 加热片， 使用
X'Pert Pro MPD 仪器对其进行 X 衍射半定量分析， 测定粘土矿物种类和含量百分比。
4.2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实验分析

盐度是指介质中所有可溶盐的质量分数， 是区别海相和陆相环境的主要标志之一 [27]。
粘土矿物由于颗粒细小 (<2 μm)， 溶液中的微量元素一旦被其吸附后， 无论呈吸附状态存
在或是进入粘土矿物晶格， 都不因后期水体中微量元素的下降而解析， 因而粘土中微量
元素的分析结果可作为最初沉积时的水体盐度的标志[28]。

大量研究表明， 自然界水体中硼 (B) 的浓度是盐度的线性函数， 粘土矿物从水体中
吸收的硼含量与水体的盐度呈双对数关系[29]， 这就是利用粘土矿物及其所吸附硼的含量计
算古盐度的理论基础。 主要用于计算盐度的公式是科奇校正公式[30]：

B* = B 样 品

4xi + 2xm + xk
(1)

式中： B* 指 “校正硼” 含量， xi、 xm、 xk 分别代表样品中实测伊利石、 蒙脱石和高岭石
的质量分数， 系数代表各类粘土矿物对硼的吸收强度。 科奇[30]提出校正硼含量和古盐度换
算的公式为：

lgSp = (lgB* - 0.11)
1.28 (2)

式中： Sp 为古盐度 (‰)。 前人发现用科奇公式计算的结果较理想， 更适合陆相地层 [28, 31]。

图 2 田螺山遗址剖面及粘土矿物、 B 元素、 古盐度、 Sr/Ba 随深度变化曲线图

Fig. 2 Curves of clay mineral, Boron, paleosalinity, Sr/Ba of the profile at Tianluosha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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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粘土矿物组合和硼元素含量虽然可以定量计算古盐度， 但其结果只有
定性的参考意义。

分析粘土中锶钡含量的比值 (Sr/Ba) 也是常用的定性恢复古盐度的方法之一[32]。 锶和

钡的化学性质相似， 但锶的迁移能力更强。 当淡水与海水相混合时， 淡水中的 Ba
2+

与海

水中的 SO4

-2
首先结合生成 BaSO4 沉淀， 而 Sr

2+
可以继续迁移到远海， 通过生物途径沉淀

下来[33]。 因此， Sr/Ba 和盐度成正比关系。
本文采用 1 m 光栅发射光谱仪测定粘土矿物中微量元素硼、 锶、 钡的含量， 运用公

式进行计算， 重建田螺山遗址沉积环境的古盐度特征。

5 实验结果分析和相对海面变化的初步讨论

5.1 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结果显示， 田螺山遗址粘土矿物种类以伊利石、 蒙脱石和高岭石的组合为主，
绿 泥 石 含 量 极 少。 样 品 测 定 的 粘 土 矿 物 百 分 含 量、 B 元 素 含 量、 通 过 B 恢 复 古 盐 度、
Sr/Ba 随剖面深度变化如图 2 所示。 环境背景演变的不同阶段与遗址文化层较好地对应起
来。 阶段 I： ⑥-⑧层， 田螺山第一期遗存； 阶段 II： ④、 ⑤层， 田螺山第二期遗存； 阶段
III： ③层， 田螺山第三期遗存； 阶段 IV： ②层， 淤泥层。

阶段 I 下部⑦、 ⑧层以及下伏⑨层， Sr/Ba 和 B 恢复古盐度曲线均出现最高峰值。
如前文剖面描述， 野外考察发现遗址⑨层为青灰色细腻的粘土、 粉砂质沉积， 不同于一
般的淡水沉积， 说明⑨层沉积时可能受到海水的影响。 ⑦、 ⑧层为文化层， 出土釜、 罐、
钵等器物以及骨耜、 蝶形器、 编织物等遗物[16]， 表明虽然田螺山先民已经定居于此， 但当
时相对海面仍然较高， 沉积物受到过海水的影响， 或者由于人类活动使得这两层沉积物
与下伏地层的沉积物之间有一定的扰动性混合。 前人研究发现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
微体古生物中有广盐性的有孔虫、 介形虫、 硅藻， 如毕克卷转虫 (Ammonia beccarii)， 宽
卵中华丽花介 (Sinocytheridea latiovata) 等[17, 18]， 与此可以相互印证。 此外， 河姆渡遗址发
现大量栽培稻谷和农耕用具遗存， 而田螺山遗址⑥层底部出土碳化米粒[16]， 说明水稻可能
在当时的农业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 田螺山遗址⑥层 Sr/Ba 曲线和古盐度曲线显示沉积盐
度明显下降， 表明海水影响作用开始减弱。

阶段 II Sr/Ba 和 B 恢复古盐度曲线均由较低值向较高值变化， 但总体而言都在相对
较低的值域范围内波动， 表明阶段 II 相对海面与阶段 I 相比有所回落， 海水对遗址影响
减弱。 孢粉资料显示[4]， 此时正值全新世大暖期鼎盛阶段， 气候暖热潮湿， 环境适宜， 人
类活动空前活跃。 田螺山遗址④、 ⑤层除出土墓葬、 骨耜、 陶器、 石器等丰富遗存和器
物， 还出现了大量建筑柱坑开口。 从柱坑的形态和垫板的加工来看， 田螺山先民已经成
熟地掌握了以挖坑、 垫板、 立柱作为木构建筑基础的建筑技术[16]。

阶段 III Sr/Ba 曲线出现波峰， 而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在田螺山遗址附
近调查水稻田遗迹的试掘剖面中还发现早晚期遗存之间有一层淤泥层， 说明这一阶段相
对海面可能较高。 此阶段遗存相对较少且零散， 人类活动的活跃程度较前期减弱。 田螺
山第三期遗物技术进步并不明显， 但陶器器型以敞口釜为主， 代表与第一、 二期遗存紧
密衔接的文化内涵， 再次证明了河姆渡文化前期和后期为一脉相承的同一种文化[16]。

阶段 IV 对应的②层为遗址文化层之上覆盖的一层沉积物， Sr/Ba 曲线出现峰值，
说明沉积时曾受到海水一定程度的影响， 此时相对海面与文化层时期相比略高一些。
5.2 田螺山遗址相对海面变化的初步讨论

田螺山遗址文化层之下存在受海水影响的沉积层， 与此对应， 河姆渡遗址生土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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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海相微体生物[17, 18]， 表明当时两遗址的相对海面较高。 田螺山遗址下部⑦、 ⑧文化层沉
积表现较高盐度， 与河姆渡第四文化层中存在海相微体生物相对应[17, 18]， 表明当时该地区
仍受到海水的影响。 田螺山遗址文化层之上覆盖盐度稍高的沉积层 (②层)， 与河姆渡遗
址第一文化层之上发现淤泥层对应[17, 18]； 同时， 考古学家在田螺山遗址附近水稻田遗迹试
掘剖面中发现的早晚期遗存之间的海相淤泥层， 与河姆渡遗址中第三、 二层文化层之间
发现的淤泥层相对应[17]。 田螺山遗址文化层之上和之中的这两层淤泥层， 说明人类在此定
居后， 当地相对水位至少有两次升高。 所以， 本文认为田螺山遗址文化层之前、 之中、
之后均出现过相对海平面较高的时期。

6 环境背景同文化演化关系的讨论

本 文 在 前 人 研 究 的 基
础上， 从不同地理环境要素
出发， 综合分析讨论河姆渡
文化兴衰演化的环境背景。
6.1 河姆渡文化的兴衰演化

距今约 7-5 ka 的新石器
时代中期， 各地的新石器文
化均出现繁荣大发展的现象[34, 35]。 与此同时， 长江下游宁绍平原分布着河姆渡文化， 环太
湖流域先后存在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 (表 2)。

前人关于宁绍地区早期遗址群的量化分析表明， 河姆渡文化后期遗址数量和规模较
前期有所增长[36]。 在文化内涵上， 河姆渡文化尤其是前期文化的技术水平与不同地域并驾
齐驱的诸文化不相伯仲。 器物精制美观， 制作工艺娴熟， 杆栏式建筑鳞次栉比， 象牙雕
刻、 漆器和木构水井都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 而河姆渡后期文化技术进步不明显， 甚
至 出 现 衰 退 迹 象， 由 繁 盛 向 衰 退 的 转 折 可 能 在 河 姆 渡 第 三 和 第 二 文 化 层 之 间 [37]。 距 今
5300 年前后， 河姆渡文化被南下的良渚文化取代。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之一， 其相对年代晚于河姆渡
文化， 核心分布区位于环太湖流域一带， 由与河姆渡文化同期的马家浜、 崧泽文化发展
而来 (表 2)， 同时吸收了长江下游地区包括河姆渡文化在内的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因素 [2]。
良渚文化强势崛起之后， 很快统一了包括宁绍平原在内的整个长江下游地区。 良渚文化
的发展水平曾位于全国前列， 成为该地区特色鲜明并具有初期文明特征的新石器文化。
6.2 综合自然条件对河姆渡文化的影响

人类社会兴衰波动的发展， 除了其自身的内在机制， 自然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
原因， 自然环境的变化对文化发展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表现为各个环境子要素综合性的
影响。 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条件优越， 气候适宜， 水热条件充足， 地貌景观多种多样， 土
地资源条件良好，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 灿烂的河姆渡文化就是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
下孕育并繁荣发展起来的。

宁绍平原以南是浙江中部和中西部山地丘陵， 山地丘陵区的河流如浦阳江、 曹娥江、
奉化江等均向北流， 并与宁绍平原相连。 这些流域不仅已陆续有旧石器时期的古人类活
动遗迹发现[18]， 而且浦阳江河谷地区已经发现距今 9000 年左右的浦江上山新石器早期遗
址， 遗址中发现水稻利用或栽培的证据 [38, 39]， 曹娥江上游谷地中也已发现距今 9000 年前
后的小黄山新石器早期遗址[40]。 虽然就目前有限的发现和研究结果， 还不能说明浙江杭州
湾以南地区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早期和早中期文化的发展脉络， 但已明确显示出古代
人类的生存空间从山地到山间河谷地区， 再到平原的拓展路线， 以及由狩猎采集经济到

表 2 长江下游考古文化序列及年代框架表

Tab. 2 Time table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lower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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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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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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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萌芽， 再到拥有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作为重要食物获取方式的发展轨迹。 当田螺山、
河姆渡一带的宁绍平原区适合人类生存时， 已经逐步掌握水稻栽培技术的古代人类来这
里定居发展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全新世中期的田螺山、 河姆渡一带不仅有余姚江谷地， 谷地南北两侧还有大片的山
地丘陵， 平原中还有一些湖泊， 多样的地貌和环境条件组合， 加之温暖湿润的气候， 使
得栖生于不同生境的野生动植物数量繁多， 类型丰富多样。 这些虽然为古人类丰衣足食
提供了保障， 并为河姆渡先民制作较为发达的木制和骨制工具提供了原料， 但是也在某
种程度上降低了人们进一步发展农业的迫切性， 因而对河姆渡文化趋于保守、 农业技术
发展进程相对缓慢产生了一定影响。
6.3 水文过程变化对河姆渡文化的影响

宁绍平原位于近海区域， 水文过程变化对该区域有重要影响。 长江下游这一构造大
背景决定了宁绍平原长期处于构造沉降， 整体地势低平。 平原可能由于构造沉降、 沉积
地层的压实沉降或地面的淤积升高等原因引起地面的高程变化； 同时， 海面本身可能由
于气候、 洋流等原因引起波动变化。 平原地面的高程变化以及海面波动变化二者共同影
响滨海区域平原地面同海面的相对高差变化， 可以称之为 “地区性相对海面变化”。 这种
地区性相对海面变化将直接影响滨海平原的水文过程。 相对海面升高引起的径流排水不
畅， 水域面积扩大， 水患灾害频繁等区域水文环境变化直接关系人类的生产生活， 是影
响和制约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田螺山遗址古盐度表明， 河姆渡文化之前、 之中、 之后均出现相对海面较高的时期，
对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这种相对海面变化有多少是由于滨海平原地面变化引
起的， 有多少是由于海面变化引起的， 则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文化层之中和之后
的两次相对海面升高， 导致了局部的文化间断， 对河姆渡中期、 后期文化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 河姆渡文化后期遗址数量有所增长[37]， 并且宁绍地区河姆渡文化前期至马桥文化各
时期都有遗址分布这一事实表明[18, 37]， 三次相对海面升高的幅度不大， 历时也不太长。 值
得一提的是， 根据前人研究结果， 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在兴起和繁盛之时， 相对海面
较低[17]； 良渚文化的衰落和消失也同文化后期水文过程有关 [41]， 从一个侧面说明相对海面
高度等水文过程的变化对长江下游地区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
6.4 气候变化对河姆渡文化的影响

7-6 ka BP 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期， 是河姆渡文化繁荣发展的顶峰时期 [21-25]。 田螺山
遗址粘土矿物曲线 (图 2) 阶段 II 后段和阶段Ⅲ伊利石含量相对减少， 蒙脱石和高岭石含
量相对增多， 也表明距今 6000 年左右是气候最温暖潮湿的时候。 5.9 ka BP 左右气候变冷
变干， 可能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河姆渡文化后期的发展势头有所减弱， 可能同
气候的这种演变趋势有一定关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区气候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有限的，
长江下游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全新世气候波动的幅度可能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
生态和植被[42]， 也不足以从根本上对当地人类的生产生活、 大范围的迁入迁出等造成决定
性的影响，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河姆渡文化的兴衰演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6.5 地理区位对河姆渡文化的影响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 “多元一体” 结构， 将整个中国古代
文明比喻为 “重瓣花朵”， 中原地区是花心， 周围各文化是花瓣 [43]。 这一理论强调文化所
处的区位之于文化继承、 发展、 演变和融合的重要性。 宁绍平原地区本身的区域发展空
间与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一些具有发达新石器文化的地区相比不算大， 而且还处于相对
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 北与长三角地区隔杭州湾， 往东为海洋， 往南到福建则以山
地为主， 往西也是山地和丘陵， 只有西南方的金华盆地存在地形上较为开阔平缓的地区，
这些地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的数量和水平都很有限。 与区域更为广阔且同长江中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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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存在广泛联系的环太湖和长三角地区相比， 宁绍平原的区位处于劣势。 当环太
湖和长三角地区的良渚文化强盛之时， 良渚文化扩张南下占据整个宁绍平原， 取代了河
姆渡文化。 所以， 河姆渡文化的区位劣势也是影响其发展演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致谢: 14C 年代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测定；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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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eosalinity in Tianluoshan Sit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Hemudu Culture and Its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LI Minglin1, MO Duowen1, SUN Guoping2, ZHOU Kunshu3, MAO Longjiang4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Zhejia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Hangzhou 310014, China;

3.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AS, Beijing 100029, China;
4. College of Atmospheric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Paleosalinity of Tianluoshan Site is reestablished by mensurations and analyses of
clay mineral, boron, strontium, barium, after sampling in a profile of Tianluoshan Site. The
relative sea level changes are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 lab results. It turns out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time periods of relative sea-level highstand not only before but also during and
after Hemudu Culture in Tianluoshan Site.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es and through studying
several environmental elements comprehensive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development of Hemudu
Culture ar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Key words: Tianluoshan Site; Hemudu Culture; paleosalinity;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relative sea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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