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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ohu Lake Basin is one of the human influenced regions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in An-
hui Province of East China, and more than 300 ancient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Pre-Qin Period 
were found in this area. There are goo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especially with the changes of lakeshore of 
Chaohu Lake caused by regional climate changes. The relatively warm and humid climate of 
Pre-Qin Perio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exchang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the developed water network, and rich biological resources, all had been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 for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re-Qin culture in the Chaohu Lak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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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巢湖流域文化历史悠久，是我国先秦时期人类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发现了上百处先秦时期古遗址

点。流域古遗址点的时空分布变化和古文化的迁移与流域气候环境变迁及地貌演变关系密切，突出表现

在气候变化导致的古巢湖岸线变迁与古人类活动迁移有很好的耦合关系。先秦时期巢湖流域相对温暖湿

润的气候、中原文化与南方古文化交流的重要位置，以及水网发达、生物资源丰富等，这些都为流域先

秦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繁盛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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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巢湖流域是中国东部新石器中晚期以来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发生互动响应较为典型的地区之一，同

时也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中部腹地与东部沿海古代文化相互交流和碰撞的一个重要区域，因而也受

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相关环境考古研究的特别关注[1] [2]。目前，已有许多学者采用湖泊沉积学方法

相继从粒度、环境磁学、孢粉、炭屑、植硅体、化学元素等方面对该区全新世环境演变进行了研究[2] [3]。
然而，古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研究目前还较缺乏。巢湖流域人类活动历史非常悠

久，已发现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数量众多的古遗址，区域古文化发达，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发展的重要地区

之一，但是目前的研究工作尚不足以充分彰显这些信息与资料的优势[4]，尤其在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

研究方面较薄弱。因此，本文将从巢湖流域环境与文化的互动响应关系入手，将古人类活动及文化演变

特征与区域自然环境演变序列有机结合，探讨该区先秦时期人地关系系统演变的历史规律，这对于协调

现今人地关系，认识区域文化发展、传播及变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巢湖流域概况 

巢湖流域位于安徽省中部，江淮丘陵之间，地理位置 31˚43'28''N~31˚25'28''N，117˚16'54''E~117˚51'46''E，
属长江下游左岸水系，流域面积 13,486 km2，地跨合肥、安庆、六安、芜湖和马鞍山等地市的十余个市

县区(图 1)，中心区为环巢湖的合肥、巢湖和庐江、肥西、肥东二市三县。巢湖居于流域中心，是我国著

名的五大淡水湖泊之一，湖区面积 800 km2，多年平均水位约 8 m。 
巢湖流域具有四大特点：一是悠久的地质历史。8 亿年来出露元古宙、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地

层，特别是晚古生代——中生代地层出露完整，层序稳定，沉积环境标志明显，地层保存完好，被誉为

是一个“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在经过了加里东运动、海西-印支运动、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的地质

构造发展过程之后，巢湖流域构造沉积盆地的地质轮廓终于定型。2005 年 5 月 23 日“中国·巢湖三叠

纪年代地层与生物复苏国际学术会议”在巢湖的召开充分展现了区域古老的地史和丰富、典型的地质现

象[5]。新石器时代以来，巢湖流域发生了间歇性的新构造抬升，使更新世形成的沉积物构成了二级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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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opographic map and distribution of Neolithic sites in the Chaohu Lake Basin 
图 1. 巢湖流域地形特征及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古巢湖明显的缩小进入新巢湖演化时期[6]。随着中全新世适宜期的到来，长江水位迅速抬升，巢湖的湖

面又有些扩大，但是水深不大，形成了全新世芜湖组中段淤泥质粘土和薄层泥炭层，巢湖逐渐进入现代

发育阶段[7]。二是相对独立的区域。流域西北部为江淮分水岭丘陵阶地区，西南为大别山中低山区，东

部为一系列北东–南西向的弧形山脉，以及东南的长江及沿江丘陵，于是形成了巢湖四周山地、中间相

对凹陷的格局，使其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仅有唯一出水通道裕溪河在流域东端裕溪口注入长江。

三是丰富的资源[6]。已发现矿藏有 34 种，其中磁铁矿、硫铁矿、明矾石、石灰石和石膏矿储量巨大。巢

湖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盛产大米、油料、棉花、蔬菜、家禽、水产品等，“巢湖三珍”(银鱼、白米

虾、螃蟹)享有盛誉。巢湖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和人文景观 130 多处，江、湖、山、泉并存，以水

见长，湖光、温泉、山色是“巢湖风景三绝”。四是发达的古文化。根据近年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以及巢湖市文物管理所等部门的调查，已知分布在环巢湖地区的先秦时期遗址，总体分为两个主要时期：

其一为新石器中晚期(6.0~4.0 ka BP)古遗址，主要分布在含山、肥西、庐江等地，约有 50 余处(图 1)，其

文化序列经历古埂下层文化(6.0 ka BP)→凌家滩文化(5.6~5.3 ka BP)→古埂上层文化(4.6~4.0 ka BP)三个

阶段的发展[8]，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凌家滩遗址是 5300 多年前一个繁华的古代聚落遗址，已经

产生了中心聚落和聚落群[9] [10] [11] [12]，它的玉石器制作技术与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

有密切联系[13]；另一个更为突出的时期是商周文化时期(3.6~2.8 ka BP)古遗址，已发现遗址 100 多处[14]，
分布的密度很大，史料记载这一时期有古居巢国(又称南巢、巢伯国)，是殷周时期的重要方国，青铜器《班

簋·鄂君启节》的铭文都记载有“巢”国[15] [16]。这一区域的古文化以其数量、规模、绵延和影响表明

了其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区，形成环绕巢湖的环巢湖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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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秦时期古遗址举例 

3.1. 凌家滩遗址 

凌家滩遗址(31˚27'N, 118˚02'E)位于巢湖东部含山县城南约 30 km 处的长岗集凌家滩村。根据作者对

凌家滩文化层中草木灰炭屑的 AMS14C 年代测定与校正结果(表 1)，结合前人讨论[10]，表明凌家滩文化

年代距今约 5600~5300 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本实验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黄土与第四

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加速器质谱中心完成，树轮年代校正使用 Calib 7.0.4 程序[17]。从地理地貌背景与

环境来看，遗址所在区域属太湖山南部裕溪河后河北岸，地貌为岗地与洼地相间，可能早期的山前台地

受流水切割作用而形成此“指状”地形[18]，洼地中淤泥或泥炭发育，多为河流型湖泊洼地成因，岗地上

覆第四纪土状堆积物，海拔 20~50 m 不等。遗址则位于太湖山南部最长的长岗南部，所在的地层剖面厚

2.5~4.0 m [19]，剖面上部堆积约 60~70 cm 的全新世黄土，下伏第四纪红粘土，出露厚度 1.5 m 左右(图 2)。
全新世黄土与第四纪红粘土为侵蚀不整合接触关系。全新世黄土底部与第四纪红粘土顶部含凌家滩文化

层，出土多量红黑陶片和少量砾石。自 1987 年遗址发现以来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的四次考古发

掘，发现了包括居址、墓地、祭坛、作坊在内的聚落遗址以及近 3000 m2 的红陶块建筑遗迹，出土了大

批精美玉器、石器、陶器等，反映出同时期其它遗址中所罕见的精美程度和工艺水平[9] [10]。2007 年 5
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第五次考古发掘，发现凌家滩文化墓葬 4 座、灰坑 3 个，以及

可能与制作玉器、石器有关的大面积石块分布场所，出土各类玉器、石器和陶器近 400 件，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是中华第一玉猪和凌家滩酋长墓[18] [20]。2014 年 6 月，经过近两年的发掘，考古人员发现  
 
Table 1. AMS14C dating and its calibrated results of Lingjiatan cultural layer 
表 1. 凌家滩文化层 AMS14C 年代及树轮校正结果 

实验室编号 样品编号 δ13C (‰) 14C 年代(a BP) 树轮校正年代(BC) 日历年代(cal. a BP) 

XA13015 LJT-01 −24.09 ± 0.18 4793 ± 33 

3639 (1σ, 16.02%) 3629 5589~5579 

3583 (1σ, 83.98%) 3532 5533~5482 

3647 (2σ, 19.86%) 3617 5597~5567 

3613 (2σ, 80.14%) 3521 5563~5471 

 

 
(a) 凌家滩遗址 T0261 探方南壁地层剖面，1 为现代耕土层，3 为明清文化层，4 为汉代文化层，L1 为凌家滩文化层，5 为红褐色

粘土层；(b) 古埂遗址 T3 探方北壁地层剖面，1 为现代耕土层，2 为古埂晚期文化层，F1 为房屋基址遗迹层，3 和 4 为古埂早期文

化层；(c) 大城墩遗址 T17 探方南壁地层剖面，1 为现代耕土层，2~5b 为周代文化层，6~8 为商代文化层，9 为二里头文化层，10
和 11 为龙山文化层，12 为大汶口文化层。 

Figure 2. Stratigraphic sections of the Lingjiatan site, Gugeng site and Dachengdun site 
图 2. 凌家滩、古埂和大城墩遗址考古地层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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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先民不仅能够制造精美的玉石器，而且已开始稻作农业，饲养或捕猎猪、鹿、鸟禽等多种动物丰

富饮食品种，另外在房屋建设中，他们已懂得类似钢筋混凝土“挖槽填烧土，木骨撑泥墙”的建筑工艺

[11]。凌家滩遗址处于文化的传播交流通道地位，凸显了遗址文化熔炉的特性，其自身又具有地方特色的

文化因素。凌家滩遗址的发现，为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3.2. 古埂遗址 

古埂遗址，属巢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巢湖西岸肥西县上派镇东 1.5 公里，上派河在遗

址的东北方流经并注入巢湖。遗址现呈漫坡状，高出周围水田约 2 m，总面积约 20,000 m2。遗址文化堆

积层厚度为 1.5 m 左右(图 2)，两次发掘出土大批陶器、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房基、灰坑、墓葬等遗迹

现象。古埂遗址受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20]，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的特征，可分为早

晚两期。早期遗存的年代大约相当于北方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夹砂红陶为主；晚期遗存年代相当于龙山

文化时期，红陶明显减少而黑陶数量增加[21]。古埂遗址以其丰富的古文化内涵在巢湖流域史前文化中占

有重要地位，少量古埂–侯家寨类型的文化因素在凌家滩遗址中也有发现[22]，这为认识当时的文化面貌

和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 

3.3. 大城墩遗址 

大城墩遗址位于含山县城北约 15 km 的仙踪镇夏棚村南侧，属江淮地区丘陵地带。遗址为东西向圆

形台地，面积 2 万多平方米，两头稍高中间较平坦，高出周围农田 3~6 m。经过 4 次考古发掘，发现该

遗址至今保存着 3000 多平方米的大面积红烧土层，这是以前考古中未曾见到过的。红烧土呈砖黄色，土

质纯净、坚硬。遗址文化层堆积厚约 4.5 m，共可分为 12 个文化层，包含有相当于仰韶时期、龙山时期、

二里头时期、商代、西周、春秋、战国及隋唐等若干时期的文化，而又以商周文化最为发达和丰富(图 2)。
其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的陶鼎形态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非常相似，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文化交流

的关系[20]。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地层中发现成片的碳化稻谷，经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种[21]，表明那

时已经熟练掌握种植两种水稻的技术。遗址 T23 的陶尊里出土的龙山时期的三角形青铜刀，对研究我国

青铜器的起源有重要参考价值[23]。大城墩遗址是安徽省保存最好、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各时代文化内

涵最丰富的一处从新石器至商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为研究巢湖流域古代文化的特

征、中原古代文化与南方古代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4. 讨论 

巢湖流域先秦时期的古代遗址多见于巢湖及其支流的冲湖积平原和 1~2 级阶地上，认识其分布规律

就必须认识流域先秦时期环境变迁与地貌演化的历史。通过对巢湖湖泊钻孔孢粉、炭屑等环境代用指标

的分析(图 3)，巢湖流域全新世以来植被与气候环境演变历史已经重建[14] [24]。先秦时期巢湖流域主要

处在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其中，6040~4860 cal. a BP 为流域最温暖湿润的时期，雨量丰富，气候适

宜。4860 cal. a BP 之后，气温逐渐降低，湿度下降，气候温和干燥，环境向着干旱化趋势发展，直至 2170 
cal. a BP，这是巢湖全新世时期干旱程度较高的一次。然而，该时期亦存在次一级的波动，包括了两个相

对寒冷期(4860~3960 cal. a BP，3320~2170 cal. a BP)和一个相对温暖期(3960~3320 cal. a BP)。先秦时期巢

湖流域古文化发展主要分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商周时期(图 3)，前已述及；而本区在 6040~4860 cal. a BP 
(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 3960~3320 cal. a BP (相当于夏代至商代中期)正处在温暖气候的背景之下，

适宜的气候条件促进了流域聚落遗址和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了凌家滩遗址、古埂遗址、大城墩遗址等一

批规模空前的先秦古文化。已有研究表明[18]，古凌家滩人生活于中全新世气候适宜期，其文化的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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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ancient cultural developing stages of the Chaohu Lake Basin and their correspondence with Holocene envi-
ronmental changes from the pollen-charcoal records of the Chaohu Lake sediments 
图 3. 巢湖流域古文化发展阶段与湖泊沉积物孢粉–炭屑记录的全新世环境演变序列的对应 
 
繁荣处在气候由温暖湿润向温和略干转换的过渡阶段；在中全新世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太湖山南麓

台地被进一步切割为山前长条形岗地与河流相间的地貌形态，遗址所在的长岗岗地是东、西、南三面临

水的“半岛”环境，河川相连，便于水运交通、渔猎和水稻种植。古埂遗址发展兴盛时期亦处于中全新

世适宜期的中后阶段。夏代至商代中期也是大城墩遗址商周文化发展的繁盛期，农业技术和青铜冶制业

发展迅速，从前面提到的两种碳化稻谷和三角青铜刀出土事实表明[20] [21]，当时已经有了比较高的青铜

冶炼、制作水平，且熟练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然而，在 4860 cal. a BP 之后，巢湖湖泊沉积岩芯中各属

种孢粉浓度都出现了大幅度降低现象，同时，巢湖流域及周边区域的新石器文化也都出现了衰落或中断

现象[25]。这些都表明本区古代文化的兴盛发展与温暖气候有密切联系。 
随着气候环境的变迁，巢湖流域的地貌演化也突出的表现为由于水位变化导致的湖岸线变迁，而岸

线的迁移直接影响到古代人类活动的迁移，从而影响到古遗址的空间分布。巢湖流域先秦时期古代遗址

多为台地土墩型或漫坡型，这是对抵御洪涝灾害的适应。统计新石器时代以及商周时期古遗址的海拔高

度可以发现[14]，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分布的海拔较高，位于海拔 20~50 m 的遗址数最多，占到该时

期遗址数的 55%；而商周时期的古遗址则主要集中于海拔 10~20 m 的冲湖积平原，占到该时期遗址数的

56%。这主要是由于新石器时代气候温暖湿润，雨量丰富，湖泊水位较高，古人类为了避免洪水的威胁，

所以居住地向海拔较高处移动；商周时期由于气候向着温和干燥的方向发展，湖水位降低，古人类活动

向湖靠近的趋势明显，同时，这也可能与商周时期本区种植农业的发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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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around the 10 m contour of the Chaohu Lake during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图 4. 商周时期巢湖 10 m 等高线附近的考古遗址分布 
 

从巢湖西岸肥西县和庐江县分布的商周时期遗址点分布范围的分析可以得出[26]，商周时期古遗址均

分布在 10 m 等高线范围之外，即 10 m 等高线范围内在商周时期仍然不适合人类居住(图 4)。此外，从庐

江县福元乡张屋遗址附近有称为“螺丝滩”及“飞雁投湖”的地名来分析，这里曾经是湖泊的一部分。

结合 Landsat TM 遥感影像和地形图研究认为，至少在商周时期巢湖湖泊范围仍处于 10 m 等高线范围左

右，比现今巢湖湖泊范围约大将近两倍。现今巢湖面积的缩小一方面与近 2000 年来气候向凉干的转化有

关[27]，另一方面也与自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围湖造田和人类活动的加剧密切联系[28]。 
随着商末周初第一寒冷期[29]的到来，加上春秋时期吴、楚交兵于此一百余年，对巢湖流域一带人民

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破坏，巢湖周边文化逐渐衰落，导致至秦时尚未见有使用铁犁、铁农

具的记载，相反有关战争的记载多见于史籍[30]。然而，巢湖流域文化并未就此中断，汉代的巢湖流域又

迎来了一次文化繁盛期[31] [32]。 

5. 结论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巢湖流域显然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也是文化兴替频繁的地方。流域内众多

的遗存及其分布蕴含着丰富的古文化和自然环境演化信息。这不仅是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先秦文化研究的

重要补充，而且随着调查与研究的深入将会带给我们许多新的启迪。巢湖流域中纬度适宜的气候、中原

文化与南方古文化交流的重要位置，以及水网发达、生物资源丰富等条件，这些都为流域先秦文化的形

成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环境。流域古遗址的时空分布变化和古文化的迁移与流域气候环境变迁及地貌演变

关系密切，突出表现在气候变化导致的古巢湖岸线变迁与古人类活动迁移有很好的耦合关系。大城墩遗 
址出土的器物特征明显，不仅具有典型的地方特征，也与中原夏商周文化的关系密切，浸润了一些中原

文化的文明因素，说明那时巢湖流域逐渐融入先进中原文化的脚步明显加快。先秦时期巢湖流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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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独具特性的地区文化谱系，并且与生存环境变化联系密切。这一区域文化系统在安徽文化发展史

乃至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环巢湖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化基础。巢湖文

化历史悠久，随着对巢湖流域考古研究以及环境变化研究的深入，对末次冰消期以来流域环境变迁与人

类活动的耦合响应机制进行高时空分辨率剖析，并据此找出流域环境变化对区域人类活动影响的具体途

径和方式，这是今后巢湖区域考古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向，从而能够更好的挖掘颇具湖区特色的深厚文

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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