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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环境的变化与重要的气候事件息息相关，因此在赤峰地区全新世大暖期环境考古的研究中，气

候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其对古代文化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到目前为止的环境科学研究中，对于全新大暖

期重要气候事件发生的时间还存在着不同的判断，这对于理解赤峰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可能会存在着

不同的影响。本文以赤峰地区为例，指出在距今5500——5000年之间发生气候干冷事件的具体时间，对于

理解红山文化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判断红山文化晚期的高度发展及其所产生的大规模的地域性礼仪中心，

到底是导致环境恶化的原因，还是气候变冷和环境转向恶劣的结果，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在距今

4000-3500年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是由于环境恶化而带来了人群之间为了获取资源而进行的竞争而加

速社会复杂化进程，还是由于气候温暖湿润，适合于人类生存和人口发展，而产生了对于资源的压力，从

而与外部人群间产生对资源的争夺，并促进其自身社会结构的发展，也与气候事件发生的时间密切相关。

因此当考古工作者试图用气候事件解释古代文化的发展、兴衰时，最好能够充分了解环境科学研究中已有

的研究成果与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将气候事件与文化的兴衰进行简单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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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普遍应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进行不同时期、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考古学研究时，往往都会自觉的把

环境的变化作为考古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下，以研

究古代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主旨的环境考古学，在揭示古代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的发展过程，认识古代人类生存的规律性等方面，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越

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和环境科学工作者，都对环境考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注。 

由于考古学资料是古代人类活动的遗存，其保留至今又被科学的发掘出来都具有一定

的偶然性，这些资料中尽管包含有大量与环境相关的信息，但仅仅依靠考古学资料所提供的

这些信息对古代人类与环境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还远远不够，因此由环境科学工作者进行的对

于古环境的特征及演变规律的研究，就为环境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料。

而在环境演变过程与规律的研究中，古代人类的活动与环境的关系，对环境的影响，通常又

被称为文化景观，也是研究环境演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

特征，其所反映的经济类型，文化间的消长与更替等，对古代环境进行复原推测。因此在环

境考古研究中，考古学与环境科学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正是由于在环境考古研究中，考古学与环境科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因此考古学与

环境科学如何正确解读对方已有的研究成果，如何将二者科学的结合、而不是简单的叠合在

一起，就成为环境考古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已有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指出目

前的环境考古研究中环境科学工作者与考古学研究者的结合还不够，存在着将环境与古代文

化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的对应，在研究中重气候而轻地貌，缺少微观的个案研究等[1]。另外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环境考古研究中，环境科学工作者和考古学研究者通常都“对本学科

领域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持批评态度，而对本学科以外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持‘信任’的态度。”

其结果是环境研究者“相信‘高度发达的古文化表明更适宜的气候条件’，…….”而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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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则“得出结论认为‘毫无疑问，这样有利的环境有利于解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人类文

化的发展……’。这样的讨论成为一种循环。”[2]。 

笔者在对赤峰地区环境考古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的过程中[3]，注意到在对全新世大暖

期赤峰地区环境发展变化与古代文化间关系的研究中，除了上文中提出的问题以外，还存在

着其他一些不同的看法与意见。如大多学者认为在气候温暖湿润时期，植被生长旺盛，从而

使位于赤峰地区东部的沙地收缩，相反在气候干燥寒冷时期，植被凋零，沙地扩展[4]。但

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在气候温暖湿润时期，农业兴起，人口膨胀，反而会导致沙地的

扩展，而气候干燥寒冷期，不宜农业，反而减少对土地的破坏，使沙地收缩[5]。也有的环

境科学工作者明确指出，文化的发展与环境变迁虽然密切相关，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

统一的模式，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环境适宜则文化兴，环境恶化则文化衰[6]。另外由于环境

的变化与重要的气候事件息息相关，因此在赤峰地区全新世大暖期环境考古的研究中，气候

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其对古代文化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过在目前为止的环境科学研究

中，对于全新大暖期重要气候事件发生的时间却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也影响到对于赤峰

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过程的认识。下文将以全新世大暖期赤峰地区的环境考古研究为例，重点

说明古代气候事件与古代文化间的关系。 

 

一、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起讫时间与划分阶段 

距今大约l万年之际，随着第四纪更新世晚期的末次冰期结束，进入全新世。进入全新

世以后，由于冰期结束，大地回暖，气候开始向有利于人类生存繁衍的温暖湿润方向发展，

尤其是进入全新世中期以来，出现了气候最佳适宜期, 在我国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全新世

大暖期”或“仰韶温暖期”[
7
]。 

环境科学研究者曾根据不同的资料，提出中国全新世大暖期开始时间出入于 10000—
7500aB.P.，终止时间出入于 5000—2000aB.P.。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

新世大暖期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围绕着全新世大暖期的时段、幅度和证据进行了充分的

讨论，并主要参考对于温度变化最敏感的敦德冰芯记录，提出中国全新世大暖期起于

8500aB.P.前后，止于 3000aB.P.前后[8]。 

在全新世大暖期延续的 5500 年间，又可以根据气候与环境的变化，大体划分为以下几

个阶段。 

第一阶段，8500—7200aB.P.，以不稳定的由暖变冷的温度波动为特征。在 8500a B.P.前
气温急剧升高而导致降水增加，使得一些湖泊和河流水位增加。不过在 7800a B.P.和 7200a 
B.P.前后，曾出现两次温度下降。 

第二阶段，7200—6000aB.P.，是大暖期中稳定的暖温阶段，也称为大暖期的鼎盛阶段

（Megathermal maxmum）。除个别地点因高温使得蒸发量增加而较为干燥外，各地气候均较

暖湿。 

第三阶段，6000—5000aB.P.，是气候波动剧烈、环境较差的阶段。一方面承继着前一

阶段暖湿气候特点，同时也出现了数次的降温事件。如敦德冰芯记录显示存在着 3 次降温事

件。 

第四阶段，5000—3000aB.P.，4000aB.P.之前为气候波动和缓的亚稳定暖湿期，气候环

境较上个阶段有所改进。4000aB.P.前后为一多灾时期，部分地区表现出气温和降水突然下

降。此后直到 3000aB.P.气候仍然比较暖湿，到 3000aB.P.前后气候开始呈现多次连续的降温

波动，大暖期结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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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新世大暖期重要气候事件与古代文化的关系 

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变化与赤峰地区古代人类文化密切相关的气候事件主要发生在第

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包括 5500—5000aB.P.、4000—3500aB.P.、3000aB.P.前后三个重要的时

间段，但到目前为止，对于前两个时间段中发生气候事件的具体时间还有不同的认识，而气

候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同在解释其对古代人类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明显的差异。 

1、5500—5000aB.P. 

5500—5000aB.P.间，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是赤峰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

的时期。吴文祥和刘东生指出，在 5500aB.P.发生了全球性的降温事件，中国有许多证据也

表明在 5500aB.P.前后有过降温，其中包括内蒙古岱海地区和北京地区的材料。并指出牛河

梁这种大型的地区性礼仪中心的出现应与这次降温事件有关[10]。彭晓莹等人根据敦德冰芯

的变化提出在 5300aB.P.中国出现过降温事件[11]。莫多闻等人根据对牛河梁遗址群各地点的

文化层和阶地剖面的古环境分析，认为牛河梁遗址形成时期气候已经出现干凉化趋势[12]。
许靖华也提出在 5200aB.P.发生了全球性的降温事件[13]。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是在

5000aB.P.开始出现降温事件，如李永化、张小咏等人在 2003 年和 2004 年分别撰文，认为

在辽西地区 5000aB.P.开始发生降温事件[14]。他们所利用的资料主要是在辽西地区哲里木盟

科左后旗查日苏乡牧场地点的孢粉分析结果，该地点只提供了三个C14 年代数据，其中最早

的年代为 4410±60B.P.，因此在这个地点并没有年代早到 5000 到 5500aB.P.的的地层。黄翡

等人于 2004 年撰文，根据在太仆寺旗的古土壤剖面中的植硅石及孢粉的研究，提出在

5000aB.P.开始气候变为干冷，草原植被退化[
15
]。该研究地点所涉及的C14 年代只有 3 个，

分别为 9495±50aB.P.，4830±130aB.P.，2300±95aB.P.，研究者是根据地层深度提出在

7000—5000aB.P.期间气候温暖湿润，5000aB.P.开始干冷的认识。朱艳、陈发虎等人则提出

距今 5000 年左右全球普遍存在着一次变化幅度较大的突发性环境恶化事件，导致我国南北

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衰退或断层[
16
]。 

气候干冷事件发生的时间是 5500aB.P.、或 5300aB.P.、还是 5000aB.P.，对于研究红

山文化的发展过程，尤其是红山文化晚期所产生的大规模的地域性礼仪中心，以及红山文化

的衰退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研究者通常的解释是 5000aB.P.之前由于气候温暖适宜，为红

山文化的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大规模

的地域性礼仪中心。到了 5000aB.P.前后，由于气候变冷，环境恶化，加之红山文化社会的

高度发展，人口密集，以及超度的开发资源，使得环境资源不负重荷，大批人口迁徒，造成

了红山文化的衰落。目前考古学界的多数学者都采用了这种观点[
17
]。但是环境科学工作者

如刘东生等学者指出，气候温暖湿润时由于环境资源丰富，人类多选择居住在较高且较分散

的地点，而气候变冷后则迫使人们选择居址的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多下降到距离河流较近的

地方，并在这些地点产生人口的聚集，正是由于人口的聚集导致资源紧张，才会产生文化上

的调整以及私有观念等，从而建立了社会结构向高层次发展的基础[
18
]。在这种前提下理解

红山文化后期社会的高度发展，以及产生大规模的地域性礼仪中心等，则应该是气候变冷和

环境转向恶劣的结果，而不是导致环境变化的原因。 

笔者曾对赤峰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分布在不同地貌类型中的比例进行过定量分析，

与赵宝沟文化时期相比，红山文化时期遗址在分布上表现出向海拔更高的低山和更加低平的

河谷平地两极发展的趋势[
19
]。由于笔者所使用的资料并不具备对各红山文化遗址进行分期

的条件，因此也无法了解分布在较高海拔的低山上的遗址和分布在低海拔地带的低平谷地的

遗址间是否存在着期段的不同，但是若考虑到上文提到的气候变化与人们选择居址地点的关

系，红山文化时期遗址在分布上表现出的向更加靠近水源、更适合于人类居住和进行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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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低平谷地集中的倾向，以及部分遗址走向较高海拔的低山的现象，很可能与刘东生等学

者提出的气候的变冷导致人口向适宜居住的地点集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向高层次

发展并产生出新的社会需求有关。 

2、4000-3500aB.P. 

4000-3500aB.P.间处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范围内[
20
]，这一期间的气候及环境变化

对于理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一阶段的气候发生了向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变化。吴文祥、刘东

生，以及许靖华等学者都曾提出，在4000aB.P.前后发生的降温事件可能是新仙女木事件

( Younger Dryas) 以来最为寒冷的一次降温过程,是历史时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小冰期,

也是世界上许多地区全新世气候演化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标志着当地气候最适宜期的结

束和全新世后期的开始[
21
]。由于气候的降温事件，产生了人口压力和地理限制，在中国中

原周边地区的文化都衰落了，中原地区崛起产生了国家[
22
]。夏正楷和杨晓燕则在2003年提

出，4000a B.P.由于出现降温事件导致相对湿度增加而引发了异常洪水事件[
23
]。彭晓莹等

人撰文提出在4000-3500aB.P.西部地区突然变冷，出现过降温事件[
24
]。许靖华也提到公元

前2000年左右的全球变冷事件带来的对欧亚草原的影响[
25
]。不过也有少数学者如李永化、

张小咏等人则认为在5000-4400aB.P.期间发生过降温事件，但是在4400- 2750aB.P.期间，

气温回升，气候温暖湿润，到2750aB.P.后气温又逐渐下降[
26
]。 

在4000aB.P.或4000—3500aB.P.是否发生了降温事件，对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过程

以及文化与环境间关系的理解与解释会有不同的意义。赤峰国际联合考古项目在1999——

2001年的工作中，共对赤峰市西南部765.4平方千米的范围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区域性考古

调查，共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遗址379处，总面积8.1479平方千米，而小河沿文化时

期的遗址仅36处，总面积0.4183平方千米，二者表现出极大的差别[
27
]。笔者还对《中国文

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中记录的遗址进行了统计，赤峰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

数量为2964处，总面积约为38.0544平方千米，而小河沿文化时期的遗址数量仅有84处，总

面积约为1.2484平方千米，两者不论在遗址数量还是在总面积上都相差数十倍之多[
28
]。即

使排除后者由于记录遗址方法的不完善而可能出现的误差，这种差别也是不可忽视的。虽然

上述资料都不能提供对已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进行分期的条件，很可能其中有些遗址

在使用时间上并不同时，但与小河沿文化时期的遗址相比，在数量和面积都出现如此大规模

的激增，应该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在4000aB.P.前

后或在4000-3500aB.P.发生了降温事件，那么气候变冷、环境向不适宜于人类生存的方向变

化，并没有带来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人口的下降，反之较此前的小河沿文化在人口数量上有

大幅度的增加，似乎再一次说明了古代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间的关系并不能简单的相互

对应。另外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晚期阶段，在夏家店文化分布北部区域的阴河流域、英金河

流域，出现了大量的修建具有防御功能石墙的居址[
29
]，这亦可能与在4000aB.P.或3500aB.P.

发生的降温事件气候有关，由于气候的变化导致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群生存策略的变化，大

量人口向相对温暖的海拔较低地带迁徙，使得人口相对集中，导致资源短缺，引发了文化间

甚至聚落间对于资源的争夺。值得注意的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较南地区，也出现了一

些修建有相类石墙的居址，如半支箭河中游地区[
30
]。笔者曾对半支箭河中游调查区内发现

的修建有石墙的遗址的布局进行分析，可知其功能很可能主要是对一些进行特殊活动区域进

行区划或标识，籍此区划出处于不同等级、具有不同权利的人群[
31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

由于环境的恶化而带来的人群之间为了获取资源而进行的竞争亦可能加速了这一时期的社

会复杂化进程[
32
]，从而使社会出现了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群，并在一些进行特殊活动的区域

中使其身份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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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 

                                                       

不过若依少数学者所言，在4400-2750aB.P.期间，气候温暖湿润，适合于人类生存，可

以促进人口的发展，亦会带来对于资源的压力，也可能会与外部人群产生对资源的争夺，甚

至产生战争，同时人口的增长以及战争的需要亦可能促进其自身社会结构的发展，从而产生

人群内部的分层。显然这将提供古代文化与环境间互动关系的另一种模式。 

3、3000aB.P.前后 

不同的研究者对于3000aB.P.前后的气候条件都有相对比较接近的认识。最早是气象学

家兼地理学家竺可桢根据《竹书纪年》和诗经中有关的物候、结冰等记载，提出在公元前1000

年，即商末周初有一个寒冷期[
33
]。张小咏提出2900—2300aB.P.期间发生了降温事件，中

国北方以干冷气候为主，也称为西周冷期，或者新冰期等，正是这一降温事件的出现结束了

全新世大暖期[
34
]。许靖华也提到在公元前1000-800年之间，包括西周晚期，有许多寒冷干

燥的年份，干旱与饥饿经常发生[
35
]。

3000aB.P.前后正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兴起的时间，目前已知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范围

较此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域更偏向北方。根据在赤峰地区以往的考古工作，可知在

西拉木伦河以北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数量仅有十几处，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则

有近五十处[
36
]。在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对赤峰地区进行的区域性调查中，夏家店上

层文化的分布亦表现出较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更倾向于选择西北方向高海拔地区的现象

[
37
]。如果在3000aB.P.前后出现了降温事件，人们通常会向海拔较低、相对温暖的地区迁

徙，而在赤峰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的分布却较此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表现出向

高、向北分布的倾向，这些现象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很可能是从更北的地区由于气候变冷而

南下到赤峰地区。当然也不能排除如果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原分布区的南部还有更为强大的压

迫力量而迫使夏家店上层文化向北部更为寒冷的高海拔地区迁

 

综上所述，对于全新世大暖期重要气候事件发生时间的不同判断，对于理解赤峰地区

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可能会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当考古工作者试图用气候事件解释古代文化

的发展、兴衰时，最好能够充分了解环境科学研究中已有的研究成果与不同的意见，而不是

将气候事件与文化的兴衰进行简单的对应。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解决发生古代气候事件的确

切时间，只是提出问题，并希望该问题能够引起进行环境考古研究的环境科学工作者和考古

学工作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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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of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Ancient Climate Events and 
Ancient Culture 

--By Chifeng Region during Megathermal Period of Holocene for Instance 
 

TENG Ming-yu 
 
Abstract: The time of climate event and its effect on ancient Culture is important when researching in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of Chifeng region, since changes of environ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major 

climate events. Up to date, environmental science research determines differently about the time of major 

climate events during Megathermal period of Holocene, which will affect the developing progress of 

understanding ancient Culture of Chifeng region. With an example of Chifeng region, this article indicates 

that the specific time period of cold and drought climate event occurred 5500-5000 years ago is 

significant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ing progress of Hongshan culture, particularly to determine if the 

highly development of Hongshan culture and massive regional ceremonial center was the reason that 

lead to worse environment，or a result of cooler climate and change of environment. During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period (4000-3500 years ago), was it worse environment lead to recourse competing 

and to accelerate the progress of complicated society, or the warm and moist climate that suited human 

survive and growth of population deepen the pressure of resource, thereby competing resource with 

outsiders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ocial struc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climate events. Therefore while 

archeologists attempting to explain the progress and vicissitude of ancient culture with climate events, it 

is proper to fully understand currently available research results and dissenting opinions, not to directly 

match climate events to vicissitude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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