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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环境演变与新石器时代黄河上游
甘肃地区原始农业发展

———以环境考古学为视角

苏金花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８３６）

［内容提要］大地湾是我国黍种最早的发现地之一，仰韶时期逐步由黍粟为主转为粟黍为主的旱作

农业体系。 马家窑文化时期，形成了粟黍为主，水稻、大麻、麦类、豆类为辅的多种作物种植体系。 齐家

文化时期，促进了粟黍等旱作农业多样化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大地湾、马家窑、齐家文化原始聚落都表

现出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野生动物狩猎和植物采集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形态。 在发展过

程中逐渐展现出种植和饲养比重逐步提高，狩猎和采集比重逐渐降低的发展趋势。 原始农业的产生得

益于自然环境的优越，全新世大暖期相对湿润的气候促进了农业种植的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占主导作

用的食物获取方式，促进了人口增加和聚落规模的扩大。 锄耕工具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制造技术的

不断精细，促进了原始农业生产结构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进步。 甘肃地区原始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与中

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互交流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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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农业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全新世大暖期是地球演化史上进入第四纪

全新世以来第一次气候适宜期，它对人类的进化、农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国以

距今约 ８ ５００ 年至 ３ ０００ 年作为全新世大暖期的起止时间，延续时间长达 ５ ５００ 多年。 在这漫长的

时期里，包含了多次气候与环境的波动。①

环境考古学的任务是揭示人类与人类间的社会环境和人类与物类的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影响。
它奠基在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地理学和古生物学等学科基础上，与地质考古、科技考古、生态考

古、动物考古、考古植物学等在探讨环境内容方面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这些学科是环境考古学中

重要的内容之一。 古环境的恢复，包括土壤、动物、大植物残体、花粉、地貌、地层沉积岩石学研究，
首先是沉积环境的重建，需考虑环境的气候类型（如热带、沙漠、冰缘等）和史前的古地理，包括沉

积岩石学的区域地层研究，这对了解原始农业聚落遗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帮助。②

本文主要利用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环境考古资料，以大地湾、马家窑、齐家等新石器时代文化

为主要考察点，探讨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的变化对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出现和发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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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农业聚落形态所反映的原始社会发展特点。

一、仰韶文化时期大地湾原始农业

大地湾遗址，距今 ８ ０００ 年或 ７ ８００—４ ８００ 年，位于甘肃秦安渭河流域葫芦河支流清水河谷邵

家店南岸第二、三级阶地上。 大地湾是迄今为止黄土高原西部所发现的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

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包含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常山下层文化，遗存面积之广大、内容之丰

富，远远超过著名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① 大地湾文化展现了黄河中上游地区发达的远古文化，对
我国新石器时代及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前仰韶文化时期大地湾原始农业

大地湾遗址剖面孢粉分析显示，距今 ８ ５００ 年，大地湾植被主要为乔木和灌木草本植物，乔木

比例高于灌木草本。 乔木有云杉、冷杉、铁杉等针叶林和椴、杨、胡桃、槭树等落叶阔叶林；灌木草本

有绣线菊、榛、蒿、百合、麻黄等，呈现出针阔混交林景观，反映了冰期刚结束，气候由寒冷向温暖湿

润的过渡。 距今 ７ ８００—７ ３００ 年，进入温暖湿润的大暖期阶段，乔木比例大大下降，阔叶树有栎、
杨、桦、朴、胡桃、椴等，针叶树以松为主，云杉大量减少；绣线菊、鼠李、蒿、乔本科、藜等灌木草本植

物大量增加，出现了菖蒲、香蒲等水生植物。② 梅花鹿、马鹿、狍子、狗、獐子、棕熊、苏门犀、豺、猪、
鸡、鹳鸟、中华鼢鼠及圆顶珠蚌、中华田螺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草地及河湖中生活。③ 人类开始在大

地湾聚居，形成定居村落。
大地湾一期文化，发现三座圆形半地穴式房址。 出土石刀、石斧、石铲、砍砸器、刮削器、磨石、

石核等工具，以打制为主，也有磨制和琢制。 还有少量以兽骨磨制而成的骨锥、骨镞、骨凿、鹿角锥

等骨器。 石器与骨器多在刃部或使用部位磨光，未发现钻孔石器。④ 灰坑中采集到 ８ 粒黍的炭化

种子，表明大地湾是我国黍种最早的发现地之一。⑤ 黍的遗存极少，说明作物种植未在食物来源结

构中占主导地位。 同位素研究显示，聚落先民的食物结构，主要为 Ｃ４ 类植物，说明采集植物应该

是主要的植物性食物来源。⑥ 骨镞、石核等狩猎工具及各类骨器和大量动物骨骼的存在，表明狩猎

是聚落主要的经济活动。 家狗和家猪的出现，说明饲养业开始成为聚落重要的经济活动。
（二）仰韶文化早期大地湾原始农业

仰韶早期（距今 ６ ８００—６ ０００ 年），大地湾植被中乔木含量极少，灌木草本数量较多。 乔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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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湾一期（距今 ７ ８００—７ ３００ 年）属于前仰韶时期早期文化；大地湾二期（距今 ６ ５００—６ ０００ 年左右）属于前

仰韶时期晚期文化；大地湾三期（距今 ５ ９００—５ ６００ 年）属于仰韶中期文化；大地湾四期（距今 ５ ５００—４ ９００
年）属于仰韶晚期文化；大地湾五期（距今 ４ ９００—４ ８００ 年）属于常山下层文化（见冯绳武：《从大地湾的遗存试

论我国农业的源流》，《地理学报》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

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有学者根据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６ 年大地湾遗址的发掘样品，采用最新

的甘肃地区史前文化的分期方案确定采样点的时代和文化属性，文化分期年代调整为大地湾一期（距今

８ ０００—７ ３００ 年）→ 仰韶文化半坡期（距今 ６ ３００—６ ０００ 年）→仰韶文化庙底沟期（距今 ５ ７００—５ ５００ 年）→仰

韶文化晚期（距今 ５ ５００—５ ０００ 年）→常山下层文化（距今 ５ ０００—４ ５００ 年）（见安成邦等《甘肃中部史前农业

发展的源流：以甘肃秦安和礼县为例》，《科学通讯》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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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报告》（下）附录一，第 ８６１—９１０ 页。 大地湾文化遗址中各期出土的动物遗存均见于上文，下面不再一一

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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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柏、杨、榆等树；灌木草本有绣线菊、鼠李、榛、柽柳、麻黄、蒿、菊、藜、禾本科、石竹、十字花科等植

物，呈现出森林草原以至干草原植被景观。① 森林中有鸡、猕猴、中华鼢鼠、竹鼠、白腹鼠、狗、棕熊、
豹、豹猫、象、苏门犀等野生动物，河湖中有短褶矛蚌等水生动物。 此时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草原茂

盛，适宜人类生产和生活，原始聚落发展到相当的规模。
仰韶文化早期的大地湾聚落，是渭河上游葫芦河流域发现和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 房址为半

地穴式，居住面与部分穴壁以草泥涂抹。 石器和骨器更加精细、规整，出现石锛、骨体石刃器、石磨

盘等磨制精细的工具。② 植物遗存浮选出上千颗黍粒和数十颗粟粒，③表明形成以黍粟为主的作物

种植结构，农作物成为重要的粮食来源。 紫苏等坚果类植物采集仍是辅助性的食物来源。 狍骨锥、
绵羊骨锥、狍角锥、鹿骨器，以及石球、骨镞、骨鱼镖等各类工具，显示出狩猎和渔猎野生动物是主要

的经济活动。 猪骨、狗骨、鸡骨等家畜的普遍出现，说明家畜饲养较以前发展。
（三）仰韶文化中期大地湾原始农业

仰韶文化中期（距今 ６ ５００—５ ５００ 年），大地湾乔木极少，主要为松、柏、杨、榆等耐寒耐旱树

种，灌木草本植物绣线菊、鼠李、榛、柽柳、麻黄、蒿、菊、藜、禾本科、石竹、十字花科等植物占绝大多

数，呈现为森林草原至草原植被景观，气候向干凉转变。④ 各种动物鸡、鹳、红白鼯鼠、中华竹鼠、
狗、棕熊、马、猪、麝、獐、孢、梅花鹿、马鹿、鹿、黄牛以及圆顶珠蚌、龟等生活在河湖林间，反映出仍比

较温暖适宜和多样化的生态环境。
此时期聚落房址为方形或近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居住面为草筋泥表面涂抹料姜石泥浆混合

面。 石器有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石铲、刮削器、敲砸器、砍砸器、磨器类、石锤、石球等，石斧由早

期的圆鼓变为微鼓，石刀钻孔由近背部转为近中部，器形较以前规整。 骨器有骨铲、骨锥、骨镞、骨
针、鱼钩等。

这一时期遗址破坏严重，植物遗存很少。 仅采集到一个文化样品，显示黍的数量略多于粟，⑤

反映出黍粟旱作农业结构中粟的种植比重逐渐增加。 动物遗骨中家猪和野猪的数量最多，其次为

梅花鹿、马鹿等鹿科动物，其余为獐、狍、偶蹄类动物和少量狗、黄牛，表明狩猎仍是重要的经济生产

活动，家畜数量出现逐渐超越野生动物的趋势。
（四）仰韶文化晚期大地湾原始农业

仰韶文化晚期（距今 ５ ５００—４ ９００ 年），大地湾为森林草原或草原植被景观。 距今 ５ ２００ 年前

后，孢粉组合中出现较高含量的栗属花粉，说明当时气温远较今日温暖。⑥ 森林及草原上生活的动

物种类变化不大，有中华鼢鼠、仓鼠、狗、棕熊、猫豹、苏门犀、家猪、野猪、麝、狍、獐、梅花鹿、黄牛、苏
门羚、羚羊等，表明生态环境依然适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这时期房屋基本为平地起建的方形建筑，地表均敷白灰面。 出现一座占地 ４００ 多平方米、保存

较完整的复合式建筑，属于集体公共活动场所。 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迄今所见规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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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宏伟建筑，是中国古代宫殿式建筑的雏形。①

石器磨制数量大增，钻孔技术进步，种类明显增多，器形更为规整。 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铲、
石、石刀、刮削器、敲砸器、石镰、石矛、石笄、石坠、石纺轮、石球以及各类磨石、磨盘、磨棒、石臼

等。 石铲类型明显增加，石斧更为厚重，石刀钻孔近刃部，部分两侧带缺口。 还有骨铲、骨凿、骨锥、
骨笄、骨镞、骨针、骨匕及角锥、牙锥、牙镞、牙凿等工具。②

本时期发现了 ７００ 余粒粟米和 ５ 粒黍米，以及大量粟或黍的茎秆和草拌泥红烧土，还有不少储

藏粮食的大型陶瓮、陶罐，显示以粟黍为主的农业种植已成为聚落主要的经济形态。③ 猪骨在遗址

层中经常出现，并有大量堆放的现象，制作骨器的原料多为猪骨，猪的老年个体明显减少，幼年个体

显著增加，说明家畜饲养十分发达。 骨镞、牙镞、石矛等表明狩猎经济依然存在。 野生动物的遗骨

数量并未增加，家畜饲养的重要性有渐渐超过野生动物狩猎的趋势。

二、马家窑文化时期原始农业

马家窑文化，因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距今 ５ ５００—４ ０００ 年，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时

代主要文化。④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又称甘肃仰韶文化，上承仰韶文化庙

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
马家窑文化分为石岭下（距今 ５ ８００—５ ０００ 年）、马家窑（距今 ５ ０００—４ ３００ 年）、半山（距今

４ ２００—３ ９００ 年）和马厂（距今 ４ ２００—３ ７００ 年）四个类型，主要分布在以天水为中心的渭河上游、
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一带，以及青海黄河上游、宁夏清水河流

域、四川岷江流域等地。⑤

甘青地区，距今 ５ ９００ 年之后，夏季风强度虽逐渐减弱，但总体气候温暖湿润；距今 ５ ３００ 年时

发生最冷的降温事件；距今 ５ ０００ 年起，气候逐渐转型干冷，但之后波动不大。⑥ 距今 ４ ９００ 年左

右，大地湾孢粉组合中乔木比例较小，灌木草本植物占比很高。 乔木主要有松、柏、栎、椴、胡桃、朴、
杨等树，灌木草本主要有绣线菊、榛、麻黄、蒿、禾本科、十字花科等，代表了暖湿带半干旱区的落叶

阔叶林景观。⑦ 定西地区临洮、通渭、会宁等地 １０ 个剖面孢粉组分析显示，距今 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 年，
孢粉显示主要为蒿属、藜科，以及少量松属、水龙骨科等植物，为温带草原稀树景观，气候温暖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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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第 ４２７ 页。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第 ５８７ 页。
刘长江、孔昭宸、朗树德：《大地湾遗址农业植物遗存与人类生存的环境探讨》，《中原文物》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安志敏：《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报》１９８７ 年第 ２ 期。 关于马家窑的分期虽有差异，绝对年代大致在

５ ５００—４ ０００ 年之间。
谢端琚认为，石岭下类型（距今约 ５ ９００—５ ０００ 年）属于马家窑文化（见谢端琚《论石岭下类型的文化性质》，
《文物》１９８１ 年第 ４ 期）。 但也有考古学者认为石岭下类型的文化特征不够明确，不能被认定为马家窑早期类

型（见张强禄《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考古》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后来有学者分析两者部分器物存在

前后演化的关系（见丁见祥：《马家窑文化的分期、分布、来源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

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 ８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３６—８７ 页；段
小强：《马家窑文化的渊源与属性》，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 ９ 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５８—１６６ 页；张迪：《从仰韶文化到马家窑文化的嬗变———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试比较分析》，西安

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 ２０１３：纪念半坡遗址发现六十周年暨石兴邦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６６—１７５ 页）。 从目前相关研究来看，学术界一般还是认可石岭下类型属

于马家窑早期的观点。
杨芸芸：《马家窑类型文化变迁的环境因素探索》，《华夏地理》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黄春长：《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植被气候变迁》，《地理科学》１９９１ 年第 ４ 期。



水龙骨科的存在，表明有一定的湿润环境。① 河西走廊民乐扁都口地层剖面分析显示，距今５ ６００—
４ ３００ 年正是全新世第二个温暖期，气候较前一个温暖期逊色，小规模的气候波动也相对较多。 在

５ ０００ 年左右，磁化率有一个明显的低谷，说明当时有一个干冷事件，气温下降，降水减少。②

（一）洮河流域马家窑文化原始农业———马家窑遗址

马家窑遗址，距今 ５ ０００—４ ３００ 年，位于甘肃临洮县洮河西岸马家窑村台地上。 石器遗存目前

很少，发现的石凿，通体磨光，制作精细。③

出土的粮食作物种子，有粟、黍、大麦、小麦、大豆等，共计 １１ ５２５ 粒。 其中粟 ７ ８６９ 粒，数量最

多，属于马家窑时期 ５ ５４８ 粒，齐家时期 ２ ３２１ 粒；黍 ３ ０４６ 粒，属于马家窑时期 ２ ２９４ 粒，齐家时期

７５２ 粒。 大麦数量较少，仅有 １２ 粒，其中 １ 粒残破者属于马家窑时期，其他属于齐家时期；小麦 ２
粒，属于齐家时期；大豆 ２ 粒，分属于马家窑和齐家时期。 马家窑聚落形成以粟黍为主的农作物多

样化种植结构，粟的比例最高，其次为黍，麦、豆类比例较小。④

出土的非农作物种子，有禾本科、豆科、藜科、菊科、蓼科、茜草科等十数种，共计 １ ８９３ 粒。 豆

科植物中的草木樨的部分种子可酿酒，胡枝子种子油可食用，藜科的地肤、黄须菜可作为野菜食用，
藜的种子能直接食用或者磨成面粉食用。 蓇葖果和梨果等炭化果实，全部属于齐家时期。⑤ 马家

窑遗址由于出土的石器很少，未见狩猎工具，动物遗存也保留很少，其原始狩猎活动的状况还有待

于新的发掘报告。
山那树扎遗址，位于岷县茶埠镇洮河西岸的二级阶地上，是洮河流域一处马家窑早期文化遗

址。 出土了大量石刀，以磨制为主。 还出土了一些细石核、细石叶及骨梗石刃刀。 出土炭化植物种

子共计 １３４ ７８６ 粒，其中粟 ６０ ７０１ 粒、黍 ４７ ７２２ 粒、大麻 １２９ 粒、大麦 ２ 粒，显示已形成粟黍为主，大
麻、大麦为辅的多样化种植结构。 山那树扎遗址粟黍旱作农业生产规模大大超过相邻的马家窑遗

址，农作物种植已成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 非农作物中出土率较高的有狗尾草、藜属，其
次为香薷、野燕麦、萹蓄、黑沙蒿、紫苏等，还有沙棘、李属等硬果壳类及一些野生鲜果，可作为辅助

性的采集食物来源。⑥ 大量动物骨骼中，饲养动物有家猪、家狗，或家牛，其中家猪所占比例较高，
说明饲养业较为发达。 野生动物如鹿、狍子、野猪、猴子、竹鼠等都是用石核、石叶等狩猎而获得，表
明狩猎依然是聚落的重要经济活动。

（二）大夏河流域马家窑文化原始农业———林家遗址⑦

林家遗址距今 ５ ２００—４ ７００ 年，位于甘肃临夏东乡族自治县东塬乡林家村黄土塬上，西濒大夏

河，东临红泥沟，有小溪自东南而来，与大夏河汇合，北面逆流入泄湖峡山谷中。
出土石器，早期数量较少，制作精致，多通体磨光，器形规整；后期数量较多，有打制、琢制、磨制

三种，制作较粗糙。 有石刀、钻孔石斧、石弹丸、骨梗石刃刀、三孔石钺、砺石、研磨器、石纺轮等。 石

斧扁平钻孔，制作精细。 骨梗石刃刀，发现较多。 骨器有骨锥、骨针，石镞、骨镞较少。 火石、水晶、
玛瑙的石核、石片，数量相当多。 水晶石核精致，有锐利的刃部，用来钻孔。 还发现一把铜刀和一块

含铜铁金属长期锈蚀的铜渣。
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中，有 ２ 颗极小的粟粒，黍的数量很多。 黍的杆、穗、谷粒等全部炭化，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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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秉礼等：《甘肃定西地区中部四万年以来的孢粉组合及植被变化》，《甘肃林业科技》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
吴永红等：《河西走廊全新世气候变迁与古文化响应》，《干旱区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临洮、临夏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１９５８ 年第 ９ 期。
刘玮：《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５—４８ 页。
刘玮：《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研究》，第 ２５—４８ 页。
胡中亚：《甘肃山那树扎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４、１９—２３ 页。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编
辑部编辑：《考古学集刊》第 ４ 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１１１—１６１ 页。



极好。 可清晰看到用黍的细枝将穗头捆成小把，整齐地堆放在一起。 收割时，将带细枝的穗头割下

来，捆成小把晒干后集中储藏于窖穴中，需要时取出脱粒。 大麻籽发现于陶罐内，全部炭化，保存较

好，果实多数完整。
出土的兽骨种类和数量较多。 家畜有猪、狗、牛、羊、鸡等，野生动物有鹿、野猪、羚羊、河狸、田

鼠等。 鹿的种类有马鹿、四不像鹿、麂等，是主要的狩猎对象。 肉食和皮毛来源于家畜饲养和野生

动物狩猎。 因为没有关于动物遗存数量的相关记录，所以无法推算家畜和野生动物的比重。
（三）渭水流域马家窑文化原始农业———西山坪遗址

西山坪遗址，位于天水市西太京乡葛家新庄渭河支流耤河南岸的台地上。 四期—六期遗存均

属于马家窑文化，四期为石岭下类型，五期为马家窑类型，六期为马厂类型。 四期遗存出土的石器

较少，有石刀、石铲、盘状器、石臼等，以打制为主，少数为磨制。 五期遗存生产工具稍多一些，有石

斧、石锛、石刀、石铲、磨棒、石纺轮等，石刀多有穿孔。 多数经磨制，少量为打制。 发现少量的骨锥、
骨凿、骨镞、骨笄及牙器、陶刀等。 六期为墓葬，遗物很少。①

花粉、农作物种子和植硅石等农业活动生物指标记录显示，距今 ５ １００ 年以来西山坪遗址马家

窑文化原始农业活动增强。 距今 ５ ０７０ 年出现中国西北最古老的稻作农业遗存，表明此时气候温

暖湿润。 距今 ４ ６００ 年，针叶林突然消失和栗树扩张，是聚落先民选择性砍伐和栽种的结果。 距今

４ ６５０—４ ３００ 年，种植粟、黍、水稻、小麦、燕麦、青稞、大豆和荞麦等多种粮食作物，包含了东亚、西
亚两个农业起源中心的主要作物类型，证实了小麦和燕麦早在 ４ ６５０ 年前已传播到中国西北地区，
揭示出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可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甘肃天水地区。②

这一时期动物遗骸明显增多，种属也比较多样化。 有猪、牛、马、狗、鸡、鹿、麝、狍、黑熊、狸、竹
鼠、龟等动物。 猪、牛、马、狗、鸡等均为家畜，遗骸数量较多，说明家畜饲养业有很大的发展。 鹿等

野生动物狩猎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活动。③

（四）黑水河流域马家窑文化原始农业———西城驿遗址

西城驿遗址，位于张掖市甘州区明永乡下涯村，地处黑水河流域中游的半荒漠区域。 一期遗存

（距今 ４ １００—４ ０００ 年）属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房址均为半地穴式，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其中方

形居多。 石器主要有石刀、石球、研磨棒、砍砸器等，石刀开单孔或者双孔；玉器有玉斧和玉料，骨器

有骨针、骨锥、骨铲、骨镞等。 没有发现铜器，但发现少量炼铜炉渣。④ 表明河西地区新石器晚期马

厂文化有冶铜出现。
遗存出土了炭化农作物粟、黍。 浮选出农作物粟 ３ ２２４ 粒、黍 ５２９ 粒、小麦 １ 粒，表明马家窑文

化时期河西地区原始农业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出现零星小麦。 还出土了一些可食用的植物

种子和果实，约有 ２３７ 粒（枚），包括沙棘 ９ 枚、白刺种子 １９７ 粒及 ３１ 粒坚果类。 白刺、沙棘为沙地

旱生植物，可以食用。 白刺大量出现，反映出当时河西走廊的干旱气候和植被环境。 ３１ 粒坚果，因
表面多褶皱，无法进一步检测到其种属。⑤ 植物性果实及坚果，表明采集植物仍是聚落先民的食物

来源之一。 出土了较为丰富的石镞、石叶、石核及骨镞、骨锥等狩猎工具，显示狩猎活动仍是聚落重

要的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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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本雄：《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的动物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师赵村与西山坪》附录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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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考古》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
范宪军等：《西城驿遗址浮选植物遗存分析》，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东方考古》第 １４ 集，北京：科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２８—２４４ 页。



三、齐家文化时期原始农业

齐家文化，距今约 ４ ２００—３ ６００ 年，因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镇而得名，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晚
期文化遗存，是马家窑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分布区域东起泾渭流域，西至青海湖畔，南至白龙江流

域，北达内蒙古阿拉善附近。 东部主要在泾水、渭河和西汉水上游流域，中部即黄河上游、洮河、大
夏河流域，西部即黄河上游青海境内及湟水、隆务河流域，以及河西走廊。

天水黄土剖面磁化率、孢粉等指标分析显示，４ ０００ 年前季风总体强盛，气候湿润，４ ０００ 年后季

风强烈退缩，气候迅速变干，大地湾孢粉中乔木含量减少，陆生草本植物比例增加，耐寒耐旱的藜

科、蒿属植被显著增加。① 定西巉口剖面沉积物粒度变化表明，距今 ５ ２００—３ ７００ 年，陆生植被急

剧减少，气候处于干冷状态，干旱程度增加。② 青海共和盆地更尕海孢粉显示，距今 ４ ０００ 年之后，
气候恶化，湖区周围森林衰退或消失，气候以干旱为主。③ 青海湖孢粉分析也显示，湖区气候在距

今 ４ ０００ 年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 距今 ４ ０００ 年前，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茂盛；之后木本孢粉消失，
森林减少，蒿属草本植被增加。④ 距今 ４ ０００—３ ５００ 年间，是河西走廊全新世第二个降温期，降温

幅度比较剧烈，属于短期内气候剧烈波动。⑤ 孢粉记录和炭屑化石显微结构表明：距今 ４ ０００ 年后

黄土高原西部呈现荒漠和草原交替态势，疏勒河流域为草原植被，石羊河流域中白刺属等干旱植物

孢粉含量升高，干旱化趋势明显。⑥

（一）大夏河流域齐家文化原始农业———大何庄遗址

大何庄遗址，位于甘肃临夏永靖县莲花乡大何庄村黄河和大夏河汇合的一个台地上，有房址、
窖穴、墓葬及石圆圈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 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杵、研磨

具、石锤、石纺轮、敲砸器等，石器少部分打制而成，两侧有凹槽，便于绑缚在手；大部分磨制而成，一
般中间穿孔，便于绑缚手柄。 这些石器中有整套用于农耕的工具，如石锛、石铲用于种植、除草，石
刀用于收割，石杵、研磨具用于加工粮食。 在房址及窖穴以及随葬的陶罐里发现了不少粟粒和少量

粟粒皮壳，出土的铜匕上也粘有少量的粟粒，说明铜器开始出现，粮食种植的规模及产量大为提高，
谷物成为聚落先民日常普遍性的食物。

遗址中发现大量骨制工具，有骨刀、骨镞、骨针、骨锥、骨凿、骨铲等，都是由猪、羊等动物骨骼磨

制而成；还有极少的角凿、角槌等，用鹿角制成。 遗址中出现大量猪、狗、牛、羊、马、鹿、狍等动物骨

骼，其中猪的数量很多，约占 ７３％；其次为羊，约占 ２１％。 在祭祀场所中普遍出现牛、羊的整体骨

架，墓葬中随葬大量猪骨及少量羊骨，反映出畜牧饲养已占经济生活的主要地位。 骨镞及鹿、狍等

野生动物骨骼的出现，说明狩猎依然是重要经济活动。⑦

（二）洮河流域齐家文化原始农业———磨沟遗址

磨沟遗址，位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陈旗乡洮磨沟村，地处黄河上游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的洮河西南岸、磨沟河西岸的台地上，距今 ４ ０００ 年左右，属于齐家文化晚期的墓葬遗址。

出土的石器有石球、石镞、石斧、砺石、石磨盘、石刃，多为磨制而成。 骨器有骨锥、骨针、骨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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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签、骨管等，铜器有铜球、铜环、铜饰等。① 出土器物和人牙结石的淀粉粒分析发现，牙结石中包

括了小麦、大麦、青稞等种属中的一种或者多种和狗尾草属的粟、荞麦、豆类及坚果类植物的淀粉。
其中麦类、荞麦和粟的淀粉粒数量占绝对多数，表明当时聚落生业是以种植麦类、荞麦、粟等植物为

主的旱作农业。 采集性食物仍是当时的食物来源之一，牙结石中淀粉粒还含有少量的豆类、栎属和

块茎类植物淀粉。 从人骨的齿臼磨损程度分析，发现磨损的程度很轻，说明日常生活中动物性食物

摄入不太多。②

墓葬中发现大量随葬动物骨骼，主要有猪、黄牛、圣水牛、马、羊（绵羊或山羊）、狗、盘羊、马鹿、
梅花鹿、狍子、麝、猕猴、虎、兔、鸟等种属，其中猪骨 ６５３ 件，数量最多，其余鹿类、羊类、牛类、狗、猕
猴等比例较小。 到齐家文化末期，随葬动物种类与比例发生了一定变化，出现了鬣羚、黑熊、岩羊

等，少了兔、鸟、马等，其他有猪、猕猴、狍子、梅花鹿、马鹿、黄牛、圣水牛、绵羊、山羊、盘羊、狗、虎等，
以牛类、家猪、鹿类、羊类为主，其中牛数量最多，占 ３３％；猪占 １９％，鹿类占 １６％，猕猴占 １４％，羊类

占 １１％。③ 反映出齐家文化家畜饲养规模扩大，种类增加，数量增多，畜牧业成为占主要地位的经

济形态，野生动物的狩猎则成为补充性的经济活动。
（三）黑水河流域齐家文化原始农业———西城驿遗址

西城驿遗址二期遗存包含由马厂晚期向四坝文化过渡的文化遗存，距今 ４ ０００—３ ７００ 年，相当

于齐家文化时期。
房址有半地穴式、地面立柱式和土坯三类，在各期中房屋数量最多。 出土石器，有石刀、石斧、

石锛、石球、石镞、石叶、石核、刮削器等，玉器有玉斧及玉料，骨器有骨针、骨锥、骨饰，还有铜锥、铜
环、铜泡、铜管等铜器以及石镜范、矿石、炉渣等。④ 出现较多铜器，显示开始进入以石器为主的铜

石并用时代。
出土炭化作物有粟、黍、小麦和大麦等。 进而浮选出粟 ５ ７４６ 粒、黍 ９１８ 粒，未浮选出大麦和小麦。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样品采集不够系统，且每份土样的土量较少有关。⑤ 从出土的炭化种子和浮选

的植物种子来看，此时农业种植已进入多种经营阶段，小麦和大麦成为辅助性的粮食作物。 藜等丰

富的杂草和沙棘等可食果实以及其他植物，表明植物采集依然是聚落食物的补充性来源。⑥ 藜、猪
毛菜、硬质早熟禾、狗尾草、牻牛儿苗等耐旱作物的大量出现，表明当时气候比较干旱，植被以耐旱沙

地植物为主。 出现较多的石镞、石叶、石核、骨镞、骨锥等狩猎工具，表明狩猎活动仍是聚落主要的经

济形态。 墓葬中随葬的猪下颌骨和其他动物骨块，⑦显示家猪等家畜饲养是聚落重要的经济活动。

四、原始农业聚落迁移与自然生态环境演变

大地湾农业聚落形态历经约 ３ ０００ 年的发展轨迹，经历了从小到大、从河边阶地到山地、从低

海拔到高海拔、从单一到复杂的演进过程。 第一期聚落遗址选择在接近水源的河边阶地，主要因为

河谷地带利于生活和早期农业的发展。 第三期聚落主体仍位于二级阶地上，面积不断扩大，显示出

由一个中心转变为多个中心，反映出社会结构及经济活动的改变和发展。 第四期聚落从河边阶地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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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向山地扩展，依山而建，背山面河，两侧以沟壑为天然屏障，主体位于海拔 １ ５６０ 米左右的缓坡山地

上，两侧是山梁和难以攀爬的陡坡，山坡中部形成内凹，形成避风的开阔地带。 第五期遗址分布在山

地、山下河边阶地，这与清水河沿岸其他遗址常山下层遗址分布状况一致，远离河岸，向高山地发展。①

第四期以后，大地湾聚落逐渐衰败，人们在此生活不久便离开了大地湾，这主要与生态环境的

恶化有关。 一是周围森林减退。 大地湾常山下层文化（距今 ４ ８００ 年），阔叶树成分显著降低，也几

乎不含针叶树成分，孢粉组合中以草本藜和蒿为主，指示了相对干旱气候状态，植被显示为温带半

干旱森林草原景观。② 二是洪水泛滥。 经对渭河上游天水峡谷河段的考察，在杜家坪附近的基岩

峡谷附近发现全新世古洪水滞留沉积层。 显示距今 ３ ２００—３ ０００ 年，发生了 ３ 次古洪水泛滥。 这

个时候正是全新世大暖期结束之际，季风气候变化剧烈，洪水和干旱皆有发生。③

马家窑文化不同时期的遗址内有不同的平地等级和汇水积累量分布，这些指标所反映的土地

开发、占用模式与当时的生业模式有很大关系。 相较马家窑时期的遗址数量，半山时期显著减少，
遗址分布区域明显收缩，从原来的渭河流域和白龙江流域，集中到大通河、湟水及黄河谷地，并有向

下游迁徙的趋势。 区域内平坦土地较少，遗址分布较零散。 这主要是距今 ４ ９００—４ ４００ 年，黄土高

原西部气候开始干旱化，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渔猎经济逐渐成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 为了适应

这种气候变化，半山时期的先民转而迁徙到水源相对充沛的下游地区及地表径流集中的地区，不再

注重河谷平地和进行阶地开发。 马厂时期，遗址数量明显增加。 分布区域逐渐扩展，向西迁移到湟

水谷地，并延伸到更西的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地区。 区域内高等级平地显著增加，汇水积累量明显

提高，遗址分布比较密集。 相对湿润的气候促进了农业种植的迅速发展，并重新成为占主导作用的

食物获取方式，促进了人口增加和聚落规模的扩大。④

距今 ４ ０００ 年前，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区的森林草原地带，而之后的齐家文化生存环

境变为温带草原。 距今 ４ ０００ 年前，马家窑文化主要的生产活动是种植业；以洮河、大夏河和湟水

的下游为分布的核心地带。 东界没有越过六盘山，向西则向河西走廊延伸。 距今 ４ ０００ 年前后，齐
家文化代替马家窑文化，生产活动中出现了较多的畜牧业因素；分布区最明显的变化是向东越过了

六盘山，河西走廊则分布极少；遗址分布整体向东移动一个经度，向南移动半个纬度，并向低海拔迁

移。 马家窑文化在距今 ４ ０００ 年前，聚落由简单走向复杂，由低级走向高级；距今 ４ ０００ 年后，聚落又

由复杂走向简单，由高级走向低级。 主要是由于距今 ４ ０００ 年时，气候发生降温突变，转冷的气候阻碍

聚落扩张的步伐，甚至使其发生后退。 气候变化对聚落演变影响显著，聚落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明显。⑤

五、新石器时代黄河上游甘肃地区原始农业的特点

新石器早期，聚落先民从狩猎活动中萌发出动物驯化，从植物采集中萌芽出植物栽培。 大地

湾、马家窑、齐家文化原始聚落都展现出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野生动物狩猎和植物采集等多种

方式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形态，并表现出种植和饲养比重逐步提高，狩猎和采集比重逐渐降低的发展

态势，最终形成以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为主导，以狩猎和采集为辅助的原始农业发展格局。 由于

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原始聚落种植、饲养、狩猎、采集等生产方式在经

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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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湾是我国黍种最早的发现地之一，从仰韶早期到晚期逐步形成了由黍粟到粟黍为主的北

方旱作农业体系。 马家窑文化时期，形成了粟黍为主，大麻、麦类、豆类为辅的多种作物种植体系。
渭水流域出现了中国西北最古老的稻作农业遗存，种植粟、黍、水稻、小麦、燕麦、青稞、大豆和荞麦

等多种粮食作物，证实了小麦和燕麦早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已传播到中国西北，揭示出中国最早的农

业多样化可能出现在新石器时期的甘肃天水地区。 齐家文化时期，继承和发展了马家窑原始农业

文化，展现出甘肃地区新石器晚期以粟黍为主，大麦、小麦、荞麦、青稞、豆类为辅的旱作农业多样化

种植的进一步发展。
原始农业的产生得益于自然环境的优越。 全新世大暖期气候温暖湿润，植被繁盛茂密，相对湿

润的气候促进了农业种植的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食物获取方式，促进了人口增加和

聚落规模的扩大。 气候发生降温突变，转冷的气候阻碍聚落扩张的步伐，甚至使其发生后退。 全新

世大暖期结束之际，季风气候变化剧烈，洪水和干旱皆有发生，对原始农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大洪水

对原始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原始农业持续性的发展来源于生产工具制作的不断改进和种类的不断增多。 原始农业生产工

具逐步从大地湾早期的普遍粗糙打制，进入到晚期马家窑文化的普遍精细磨制，进而发展到齐家文

化以磨制和钻孔石器为主的铜石并用；生产工具类型从单一的石斧、石刀、石锛等一般性工具，逐步

发展出多样化的石铲、石锄、石镰、石等专门性农具。 锄耕工具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制造技术

的不断精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原始农业生产结构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进步。
从新石器时期原始农业文化发展的时间来看，可以说这是人地关系改变的重要阶段。 在距今

１ 万年以前，是自然支配人类的阶段。 在距今七八千年间，是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渡阶段。 而

从距今七八千年之后，人类才逐渐从自然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大自然的主人。 当然，由于此

时人类仍处于原始发展阶段，对抗自然施加人类影响的能力依然有限，很大程度上还无法摆脱自然

界的影响和限制。①

新石器时代甘肃地区原始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互交流密不可分。
大地湾及黄河流域粟黍旱作农业，向东北、内蒙古及西北地区传播。 或沿太行山东麓与禹河故道向

北到燕山南麓，经山海关北至松辽平原；或沿汾河谷地北至桑干河谷，与上条路径会合；或沿葫芦河

谷北上，经清水河谷，过黄河至银川平原与河套平原；或过渭、洮分水岭与黄河，沿庄浪河谷至河西

走廊与南疆绿洲。②

马家窑文化是我国迄今为止最早出现家养绵羊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古代绵羊最早驯化

地为伊朗西南部的扎格罗斯山，随后传播至南亚次大陆紧邻扎格罗斯山的卑路支斯坦梅尔伽赫文

化（距今 ７ ０００ 年）。 马家窑文化墓葬中整羊随葬的现象，与梅尔伽赫文化的随葬习俗几乎一样。
马家窑文化作为我国新石器时期与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大致同时期的一支西北考古学文化，是
中西文化通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无论是文化的东进还是西渐，甘青地区都是必经之地。③ 西

城驿遗址大麦、小麦作物的出现表明，东西文化在河西走廊地区，在距今 ４ ０００ 年前已经进行着频

繁的交流，一般认为大麦和小麦是在地中海东岸最早被驯化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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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和大麦标本与粟作籽粒共出，被认定为属于四坝文化，后有学者认为可能属于距今 ４ ５００ 年的马家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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