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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山东鲁南地区是我国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的半湿润区，全新世以来该地演绎了多起古文化兴
替。试图利用野外考古资料和已有的考古成果，系统梳理本地区全新世自然环境演变过程，探讨该地区全

新世环境演变与古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全新世期间鲁南地区经历了多次环境变迁，同期的古

文化发展明显受环境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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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者非常重视全新世环境演变对古文化演化的影响［１］。全新世时期伴随着气候的冷暖干

湿变化，古代文明也经历了的兴起与衰落等一系列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演化阶段［２］。鲁南地区

古文化发达、遗址数量众多，探讨该地区古文化发展与环境演变的关系，对揭示该地区新石器时期人地关系

系统演变的规律和机制，协调当代人地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北至济宁汶、泗河流域，西至微山湖，东界为临沂的沂、沭河流域，南达苏鲁边界，涵盖济宁、临

沂、枣庄三市，总面积为３３０３２ｋｍ２，２０１１年总人口２３０６．６６万（２０１１年统计年鉴数据）。

鲁南地区属暖温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集中，四季分明。鲁南水系属淮河水系。区域内广泛分布

寒武系、奥陶系灰岩，为浅海相沉积，第三系、第四系地层广布。区域内低山丘陵多为壁陡顶平的崮型地貌。

主要土壤类型为棕壤、褐土。山地丘陵区分布着落叶阔叶林，山地次生植被主要是针叶林和刺槐林，山地丘

陵区灌丛植被以胡枝子灌丛为主，灌草丛植被以荆条、酸枣、黄背草、白羊草灌丛为代表。湖沼地区有芦苇、

菖蒲等沼泽植被与黑藻、菰等水生植被。

２　环境演变与古文化演进

２．１　全新世早期与鲁南环境

２．１．１　适宜的环境与古文化发展
全新世早期大致时间是在１０．０～８．０ｋａＢＰ，处于末次冰期以后，气温波动上升、雨量增加。喜寒冷的大型



哺乳动物在华北地区迅速绝灭，耐寒植物北退，被阔叶树代替［３］。鲁南地区的气温迅速升高，年均温与现代

接近。到处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平原上河流密布，栖息着众多种类的生物。

适宜的环境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沂沭河流域和汶泗河流域发现了１４０处细石器文
化遗存。这些遗址分布在海拔７０ｍ以下的山前平原或低山丘陵上，连群成片，仅临沂凤凰山一地发现的细
石器就多达数以千计。说明当时有大量的人群在鲁南地区居住和停留。

主要原因可能是第四纪冰期后期气温上升，海平面升高，原来居住在黄、渤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大

量迁入该区域所致。迁入的原始文化和本地的文化相融合，促进了本地区细石器文化的繁荣。这一文化随

着原始人类频繁的迁徙，得到广泛传播。直接奠定了古东夷文化的基础，并从此使这一带的古代文化，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东亚地区维持着领先地位。

２．１．２　气候突变与古文化衰落
在８２００ａＢＰ后，北半球曾经历过一次大范围的明显降温事件。在山东半岛的莱州湾东岸西由附近，海

岸线至少退至现在水深１１ｍ以下，说明当时确实曾经出现过一次较强的冷干事件。鲁南地区也受到影响。
气候突变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不利于生物繁荣和人类发展。鲁南地区从全新世开始到北辛文化之

间约２０００年，这时期的考古遗址稀少，可能就是由于环境变突，不利于人类活动所致。沂沭河流域在距今
约八千年左右原始文化也进入了短暂的低潮期，其原因可能是气候突变导致沂沭河流域原来的采集和渔猎

的生产方式，承担不起人口增长的物资需求。

２．２　全新世大暖期与鲁南环境

２．２．１　大暖期古环境概况

全新世大暖期，又称大西洋期，即距今８．０～５．０ｋａＢＰ左右的温暖期，为冰后期的气候最适期［５］。中国东

部地区夏季风扩张，冬季风衰退，植被带北移，鲁南地区年平均气温比现今高２～３℃左右。
鲁南地区当时处于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北辛遗址是北辛文化的代表遗址，北辛遗址出土的许

多兽骨、鱼骨和贝壳等，经过鉴定，发现的兽骨有家猪、牛、梅花鹿、獐、四不象、貉、獾、鸡、鳖、龟、青鱼、丽蚌、

中国圆田螺等。丽蚌现在只生存于长江下游以南的淡水湖泊中，这标志着当时气候比较温暖。四不象（麋

鹿）是生活于沼泽湿地、芦苇草丛中的典型动物，适合于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水牛和獐的发现，说明该地

区有广阔的水域、河谷和湖沼，而且岸边芦苇茂密、杂草丛生，非常适宜上述野生动物的生存［６］。同属北辛

文化的兖州西桑园遗址、坟上县贾柏遗址等均发现有扬子鳄骨骸［７］，也表明鲁南地区当时的环境接近现在

的江南地区。

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反映出来的是大汶口文化和北辛文化特征，主要是大汶口文化。王因遗

址鉴定出动物４２种，其中有水牛、扬子鳄和适于长江流域生息的圆吻鲴、南方大口鲶、长吻鎨等硬骨鱼，以及
水獭、水鹿、龟、鳖、蚌、螺等水生动物。其中扬子鳄至少属于２０个个体，遗骨作为庖厨垃圾出自灰坑。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孔昭宸从孢粉中分析出亚热带蕨类孢子以及可能为水稻的禾本科植物花粉。另外遗址

中出土了大量适应湿热气候的淡水软体动物壳体，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多的是满身结瘤的丽蚌，其现生种

的大部分存活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河流湖泊中。由于这类厚壳蚌存在老幼不同的个体，而且作为食物垃

圾被弃置，说明它们是当地所产。丽蚌的出现说明附近存有大中型湖泊及其周围的入、泄水系，也可能是一

条较大的近湖河流［８］。

据此认为：至少在王因遗址形成期，及更早的北辛文化晚期，即公元前４５００～３５００年间，鲁南有着与现
今长江中下游洞庭湖、鄱阳湖一带极为相似的气候条件和河湖交错、水草丰美的环境。

２．２．２　气候突变与环境变化

大约在５３００ａＢＰ时，全球气候再次出现降温事件，不过气温仍高于现今水平，事件大约持续３００年［９］。

中国北方普遍出现过落叶阔叶林减少，寒温性和温性针叶树种增加以及海面下降的现象（孔昭宸，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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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期大汶口墓地中獐牙墓所占比例也由早期（６．３～５．５ｋａＢ．Ｐ．）的２９．９％降至１７．９％，考虑到獐是一种喜
温动物，这种降低明显指示了气候的转冷［１０］。

从鲁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层中的生物遗存看，亚热带成分减少，扬子鳄、尖嵴蚌没有出现。大汶口文化中

晚期阶段的枣庄建新遗址孢粉分析反映出的当时生态环境具有偏旱的自然景观，可能表明当时气温略有下

降，湖沼收缩。当时生长的植物有栎、胡桃、榆等暖温带落叶乔木树种。同时出现了喜温干的松树以及中旱

生的草本和小半灌木，如蓼、黎、豆科、蒿、禾本科、麻黄和生长于森林区及森林草原带的干燥山坡上呈匍匐

状的中华卷柏。

２．３　龙山文化至西周时期的鲁南环境

２．３．１　古环境分析

这一时期间为较稳定的暖湿期。山东郯城发现丰富的亚热带植被［１１］，据推测当时年均温高出现今约

３．５℃，１月份温度较现今高６±２℃，年均降水量高出现今４６０±１４０ｍｍ。这一时期的山东正处于大汶口文
化晚期（４．９８～４．４ｋａＢＰ）和龙山文化时期（４．４～４．０ｋａＢＰ）。从滕州庄里西遗址（４．４～４．０ｋａＢＰ）的动植物遗
存中发现，喜暖湿成分增加，表明这一地区为暖湿环境［１２］。

充州西吴寺遗址（龙山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存）的孢粉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气候暖湿、植被较茂盛，生

长着松、栎、榆、桑、漆树等科属的乔木和黎、蓼、蒿等科的草，以及生长于静水或缓流湖泊、小溪中的环纹藻。

还发现有丰富的禾本科植物和一定数量小麦（近似科）孢粉的存在。兽骨鉴定也显示了当时森林覆盖度较

好，间有沼泽与草地。动物群中鹿类所占比例较大，说明当时存在着适应大型有蹄动物生活的自然环境［７］。

在泗水尹家城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有野生的鹿、虎、狐等；水生动物有
!

鱼、龟、鳖、扬子鳄等。滕州前掌大

随葬的动物有梅花鹿、小型鹿科、熊和蚌等种属。枣庄东江小邾国动物遗存主要为牛、鹿和鲤鱼，发现鹿为１
个基本完整的青年个体。这些生物的存在都表明当时的生态环境很好［１３］。

２．３．２　气候突变与龙山文化衰落
４２００ａＢＰ有一次降温事件，从文化遗址分布靠近湖泊和孢粉稀少来看，山东地区较前期温凉干燥，造成

森林面积减少，湖泊退缩。枣庄地区西、南部的湖沼面积逐渐消退，越来越靠近泗水古道。沂沭河流域的全

新世沉积学、地球化学指标也对该次冷干事件有明显的反映［１４］。

龙山文化时期，以沂、沭河流域为主体的鲁南地区农作物以稻为主，水稻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

地位。气温下降，使得水稻产量大幅度下降乃至绝产，这对以水稻为主要食物来源的龙山社会经济产生致

命打击，加剧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为了争夺资源，部落之间的战争不断升级，导致大量死亡，也有的大

批迁移他乡，最终导致龙山文化的衰亡［１５］。

龙山文化衰落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其他许多地区都发生过史前大范围的洪水，

各地的神话传说似乎均对此时期洪水有过描述［１６］。沂沭河流域薛家窑剖面的粒度及 Ｓｒ含量均指示在７８

ｃｍ处（２２６０ＢＣ前后）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洪水；在鲁西南地区和微山湖一带的平原上，有众多的土丘分布，当
地称为?堆，其上大多保留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的遗存，其周围的平原上残留有洪水退去以后泛滥

平原上遗留的漫滩或牛轭湖堆积物，应是洪水泛滥的证据［１７］。另外还发现存在于泗水尹家城?堆上的龙山

文化层被一层河流相细沙覆盖，说明当时的洪水应有１０ｍ的高度［１８］。

３　结　论

综上所述，鲁南地区新石器文化演进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全新世初期适宜的环境促进鲁南地区细石

器文化的繁荣，而后在８２００ａＢＰ由于气候变冷而衰落；全新世大暖期温暖湿润的气候导致北辛文化、大汶
口文化相继发展，５３００ａＢＰ的变冷事件影响到文化的发展；短暂变冷事件后，鲁南气候进入较稳定的暖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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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导致龙山文化大发展，４２００ａＢＰ的气候突变又引起龙山文化衰落。

参考文献：

［１］黄润，朱诚，郑朝贵．安徽淮河流域全新世环境演变对新石器遗址分布的影响［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５（５）：７４２７５０

［２］吴文祥，葛全胜．全新世气候事件及其对古文化发展的影响［Ｊ］．华夏考古，２００５（３）：６０６６

［３］临沂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临沂历史大观［Ｍ］．济南：黄河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齐乌云，袁靖．胶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自然环境演变［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７４１８８

［５］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６］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Ｊ］．华夏考古，１９９６（３）：８０８７

［７］高广仁，胡秉华．山东新石器时代环境考古信息及其与文化的关系［Ｊ］．中原文物，２０００（２）：４１２

［８］高广仁，栾丰实．大汶口文化［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夏正楷．环境考古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０］王青．大汶口文化环境考古处论［Ｊ］．辽宁文物学刊，１９９６，２２（２）：６４７３

［１１］施雅风．中国全新世大暖气的气候波动与重要事件［Ｊ］．中国科学（Ｂ辑），１９９２（１２）：１３００１３０８

［１２］孔昭宸，刘长江，何德亮．滕州庄里西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Ｊ］．第四纪研究，１９９９（４）：３８０

［１３］宋艳波．山东地区几个周代墓葬随葬动物分析［Ｊ］．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１（５）：１０５１０９

［１４］高华中，朱诚，曹光杰．山东沂沭河流域２０００ＢＣ前后古文化兴衰的环境考古［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６，２１（３）：２５５２６１

［１５］高华中．沂、沭河流域龙山文化兴衰的环境考古研究［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６］施少华．中国全新世高温期中的气候突变事件及其对人类的影响［Ｊ］．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１９９３，１３（４）：６５７３

［１７］夏正楷，杨晓燕．我国北方４ｋａＢ．Ｐ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２００３，２３（６）：６６７６７４

［１８］陈栋栋，彭淑贞，张伟，等．山东全新世典型气候事件的区域响应及其对海岱文明发展的影响［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１

（７）：８４６８５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ＺＨＡＯＱｕａｎｋｅ，ＰＥＮＧＹｕａｎｘｉｎ，ＷＡＮＧＭａｎｔ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Ｚａｏｚｈｕ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Ｚａｏｚｈｕａｎｇ２７７１６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ｏｕｔｈ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ｉｓａｓｅｍｉｈｕｍｉｄｚｏｎ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ｗａｒｍｚｏｎ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ｓｔｏ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ｉｎｃ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ｔｈｉｓｚｏｎｅｈａ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ｍａｎｙ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ｖｉｃｉｓｓｉｔｕｄｅ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ｔｒｙｔｏｕｓｅｆｉｅｌ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ｏｒｔｏｕ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ａｎｄｔ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Ｓｏｕｔｈ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ｍａｎ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ｗｈｉｌ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ｕｔｈ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

责任编辑：田　静

９９第７期 赵全科，等：鲁南地区全新世环境变化与文化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