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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据地处黄河中游二级阶地的渑池县班村遗址中浮选出的大量植物果实和种子, 鉴定

后得知, 在约 7000aBP 裴李岗文化层中有栎、朴、山茱萸、紫苏和野大豆, 反映当时该地的植

被应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 古代先民主要以渔猎采集植物为生, 至约 4500aBP 前的庙底沟二

期文化层中出现的是大量粟和黍等栽培农作物的种子, 表明当时先民已转变成驯养栽培经济,

自然植被遭受破坏。这些植物遗存的发现, 在植物学、环境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研究上, 具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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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村遗址地处河南省渑池县城北 60 余公里处的南村乡 (北纬 35°4′, 东经 111°50′) , 涧

河与黄河在此交汇。遗址则座落在黄河南岸的二级阶地上, 海拔 230—240m。其南为郁山

余脉韶山, 遗址则滨临黄河, 河北岸则为中条山余脉。由于黄河长期向南摆动, 经冲刷、剥

蚀, 故破坏了遗址北部的文化层堆积。尽管遗址所在地区因长期遭受人为活动的影响, 自

然植被早已被破坏殆尽, 仅在韶山局部地段尚有次生杂木林、灌丛及中旱生的小半灌木及

草地。村中则人工栽植泡桐、臭椿、榆、槐等; 而黄河阶地上, 则种植小麦、玉米、大豆、

高粱、小米及油菜等。

1　班村遗址文化层堆积

基于黄河小浪底水库区建设的需要, 中国历史博物馆近年组织有关科研、教学单位进

行考古发掘与研究。初步揭示, 班村遗址文化内涵丰富, 从早至晚大体上有 5 个时期的文

化堆积:

第一期: 前仰韶时代, 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 在此被称为班村类型, 约



7 000aBP 左右, 从遗址灰坑中浮选出大量半炭化的植物果实遗存。

第二期: 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其后段可能相当于西王村期, 约 5 500—5 000aBP

左右。

第三期: 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 在该期浮选出大量旱作农作物遗存, 约 5 000—

4 500aBP。

第四期: 战国文化层, 其中有一片战国晚期秦人墓地, 约 2 500—2 200aBP, 随葬有甜

瓜籽。

第五期: 唐宋文化层, 约 1 300—800aBP。

2　植物遗存鉴定与比较

班村考古队通过水浮选法, 已从裴李岗文化期 (属前仰韶文化, 在此被称之班村类

型) 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层的灰坑中浮选出半炭化的植物果实及种子遗存。通过与现代植物

标本比较鉴定得知, 在裴李岗文化层编号H 2033灰坑中有大量朴树 (Celtis cf. kora iensis) 、山

茱萸 (Cornus of f icina lis) 的内果皮, 栎树 ( Q uercus sp. ) 的炭化子叶块和紫苏 (P erilla

f ru tescens) 的小坚果, 野大豆 (G ly cine saja) 的种子。庙底沟二期文化层的H 3037灰坑中仅

见大量的粟 (S eta ria ita lica) 和黍 ( P an icum m iliaceum ) 的炭化籽实 (米粒)。

211　裴李岗文化期

1) 朴树 (Celtis sp. ) , 在H 2033灰坑中, 浮选出大量朴树的内果皮 (图版É , 1) , 果皮

表面具有明显的网纹, 有二条缝线及与其相垂直的 2 棱 (图版É , 223) , 果核长 6188- 7134

- 7186mm。从其形态看, 似乎为C. cf kora iensis.

2) 山茱萸 (Cornus of f icina lis) , 同样见于灰坑H 2033, 从中浮选出大量呈黑色纺锤形的果

核 (图版Ê , 1)。果核长为 10—11mm , 径 418—511mm (最大径 6112mm )。可见到背腹面

上各有一条纵细沟 (图版Ê , 223)。从核的纵断面上可见到核壁上有大型洞穴 (图版Ê , 3) , 核

中间有一圆形胚腔。从其形态上比较, 与现代山茱萸 (Cornus of f f icina lis) 的果核相似。

3 ) 栎属 ( Q uercus sp. ) , 从 H 1010和 H 2033灰坑中浮选出栎属的炭化子叶块 (图版É ,

5) , 其表面上看到多数浅的纵沟, 表面凹陷 (图版Ê , 6) , 从保存的子叶块测量有可能存

在着两组类型。大粒者, 长 1411—1517mm , 小粒的却只有 1114mm。栎的子叶块还见于H 2033

灰坑样内, 但其高 1315mm , 径为 13124mm。此外, 还有 10 余块栎的子叶块碎片。由于仅

保存子叶块, 缺少具有鉴定特征的壳斗, 故难以定种。

4) 紫苏 (P erilla f ru tescens) , 出自H 2033灰坑, 见 7 粒小坚果 (图版Ê , 4) , 果核呈近

球形, 径约 2107—2115mm , 表面尚能见到大的网纹状。

5) 野大豆 (G ly cine soja) , 仅在H 2033⑥中浮选出一粒野大豆的种子, 该炭化的种子呈

肾形, 长 310mm , 宽 2160mm。从表面上, 尚清楚地见到种脐, 其种脐长 1114mm , 宽 0145mm

(图版É , 4)。

212　庙底沟二期文化

1) 粟 (S eta ria ita lica) , 俗称小米。从H 3037灰坑中浮选出大量粟的米粒。粒长 1129mm ,

宽 1116mm。从米粒上可清晰的见到胚; 其胚区长 1108mm , 宽 018mm。因此米粒长与胚

区长的比值为 1119, 而胚区长与胚区宽之比一般是 118—2 间 (图版Ê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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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黍 (P an icum m iliaceum ) , 黍的炭化米粒平均粒长 1179 (117—1189) mm , 宽 1151

(1135—117) mm。米粒上具明显的胚, 胚区长的范围 0183—0190—01965mm , 测量米粒长

与胚区长的比值范围为 1187—212, 平均 21044。而胚区长与胚区宽的比值范围 01825—

01955, 平均 01976。

从上述粟和黍米粒的测量, 不难看出二者的差异; 粟的米粒较黍的米粒体积明显偏小,

但从胚区的长宽相比, 则粟的比值偏高, 因此形成了粟粒胚区窄长的沟状, 而黍的胚区呈

宽沟状 (或等三角形)。事实上在考古遗址中, 一旦粟黍炭化, 米粒单从形态上则是难以区

分的。因此, 在中国考古遗址中报道的粟和黍类农作物遗存, 予以榷切地分开, 尚需深入

研究。不过从班村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灰坑中, 浮选出的是已被脱壳的粟粒 (小米)、少

量的是黍米, 故可推测, 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 座落于黄河阶地上的班村遗址时期的先民,

主要种植耐旱的农作物—粟 (小米)。

3　植物遗存及其在人类环境学上的意义

通常取自考古遗址中墓地、房址、灰坑和窖穴中的大植物遗存 (木材、果实、种子、叶

子) 往往代表较小地区范围的地方性植被特征。考古遗址或与遗址文化时间序列可资对比

的邻近湖沼相沉积物中取得的孢粉组合才代表较广范围的区域性植被特征。应用考古遗址

中取得的孢粉分析资料对环境作出解释时, 由于遗址所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人为性的扰动,

不少情况下是失败的 (D im b leby, 1985)。因此, 在考古遗址中, 一旦对植物遗存的发现作

出鉴定, 就会有助于恢复当地的植被, 探讨古人类当时生存的环境。

尽管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自然植被, 应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 然而长期滥伐, 滥

垦, 使得山地、丘陵的森林、灌丛遭受很大的破坏。班村遗址的裴李岗文化层中浮选出的

栎树果核, 其母体应属高大的落叶阔叶乔木或高灌木。果核中富含淀粉。该属的果核同样

见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密县莪沟北岗遗址的裴李岗文化期 (张居中, 1991; 杨肇清,

1985) 以及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期 (高广仁等, 1991)。因此栎树的果核在遗址中的灰坑和房

址的存在, 应是先民采集的重要食物。朴树亦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中主要组成乔木, 通常

生长在华北暖温带山坡、山谷甚至在岩缝中, 其木质硬、茎皮具纤维, 种子含油。尽管目

前尚不知先民采集朴树果实的真实目的, 但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灰坑以及华北前仰韶文

化期的不少遗址中也曾见到大量朴树的完整果皮, 很可能也有食用的意义。如果当时的先

民在砍伐栎、朴等林木用于建筑及薪炭时, 将其果实带入遗址, 那就另当别论。

山茱萸的果实在中国考古遗址中尚属首次报道。该植物现在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中

常见的乔灌木树种, 其成熟果皮呈现红色, 味甜, 具有健骨、补肝肾、涩精气、固虚脱的

功能, 是现今重要的中药材。也许 7000 年前的先民在其周围采集植物食用时, 已注意到当

时当地生长的山茱萸果实具有健体的功能。

野大豆系一年生的缠绕草本, 茎细瘦, 荚果呈矩形, 长约 3cm , 密生黄色长硬毛的种子。

当前, 野大豆已属中国二级保护的濒危植物, 但在历史上曾有过较今更为广泛的分布。除

班村遗址裴李岗文化期外, 还见于舞阳贾湖遗址、山东滕州庄里西遗址以及洛阳皂角村遗

址。而紫苏现分布亚州东部, 因其叶和种子具有应用价值, 在我国栽培甚广。由于野大豆

和紫苏通常生长在潮湿地, 其果实和种子富含食用油, 应是当时先民从周边湿地采集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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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民食物的重要补充。

自进入距今 5 000—4 000 多年的庙底沟二期, 遗址中虽未浮选出野生植物的果实和种子,

但却浮选出大量人工栽培的粟和黍炭化的米粒。粟是耐干旱、生长期短的农作物, 尽管粟 (小

米) 早已出现在河北磁山、甘肃大地湾等裴李岗文化期, 至仰韶文化期有了更广泛的人工栽种。

但遗憾的是, 班村遗址庙底沟文化层中, 却缺少植物遗存的记录。

总之, 班村遗址具有详实的考古器物编年, 从而揭示出黄河中游地区不同社会发展阶

段的文化特征。其中具有时间序列予以支持的植物遗存的发现及研究, 有助于恢复当时聚

落周围地区的自然环境状态、经济结构和文化特征。从班村遗址为代表的植物遗存和动物

遗骸 (袁靖, 1995) 的研究, 说明在 7000 年前, 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主要适应中全新世温

暖的季风性气候, 故其遗址中发现的生物遗存, 也必然赋存着更多的自然环境变化信息

(安志敏, 1984; 叶笃正主编, 1992; 施雅风主编, 1992)。特别是在班村遗址裴李岗文化

层灰坑中发现的栎、朴、山茱萸炭化果实及紫苏和野大豆等草本植物的果实或种子, 可以

推测遗址周围附近的山地或丘陵当时尚覆盖着暖温带落叶阔叶林, 栎、朴、山茱萸则是林

中的主要乔灌木树种。在河岸湿地有紫苏和野大豆生长。遗址附近呈现森林、灌丛、草地

和湿地的自然景观。当时的先民则依赖大自然的恩赐, 采集植物、猎获动物 (主要是鹿

科) , 捕捉鱼类。

进入 4 500 多年前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 由于聚落扩大, 人口增多, 遗址周围的林地

和草地资源, 因垦殖不断的遭受破坏, 使之当时邻近地区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难以满足人

口日益增多和社会生产发展的需求, 特别是随着距今 4 千多年全球性气候变的温干、湖泊

沼泽湿地收缩 (施雅风等, 1992) , 当时的先民已不能单纯地依赖渔猎采集。由于在黄河流

域已具有悠久的农作物栽培历史, 以稻、粟为代表的农耕文化至仰韶文化期有了更加广泛

的分布 (安志敏, 1984; 张居中等, 1994)。但在庙底沟二期时, 班村附近的黄河阶地更适

合粟和黍的生长, 由于聚落内猪和狗等饲养动物遗骸的增加, 表明当时的先民营农耕饲养

经济。

值得提及的是, 黄河流域丰富的新石器考古遗址中的房址、墓葬、灰坑和窖穴中的植

物遗存常与石器、陶器、骨器和动物遗骸伴存, 往往被发现在乾燥或季节性干燥的阶地。由

于距今历史 一般不超过 1010KaBP, 在较为干燥的埋藏环境下, 当时先民采集的果实以其

核果类保存状况较好。近年,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展协作研究, 有助于扩大探讨

不同文化期人地相互关系对历史植被产生的影响 (孔昭宸等, 1996)。由于中国丰富的原始

农作物不仅具有悠久性, 而且其地理分布具有广域性, 同时又出现了以稻、粟、黍、豆、高

粱、小麦等栽培作物的多样性, 从而确立了中国在农作物起源和传播途径研究中的位置。现

从丰富的考古遗存确切地说明稻、粟或黍的栽培在中国至少有 8000 年以上的历史 (张居中

等, 1994; 孔昭宸等, 1996)。然而位于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库区域史前时期曾经历过从渔

猎采集至驯养栽培经济的飞跃, 从而孕育了这个地区的农业文明。因此对班村遗址开展综

合性研究, 必将在论述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时间序列上和探讨黄河流域环境治理的背景值

中提供出可以借鉴的环境考古学资料。但目前不足的是, 班村遗址的仰韶文化期中, 尚缺

少植物遗存记录。因此, 黄河中游地区如何从裴李岗文化期转向龙山文化期的尚不得而知,

有待新的资料补偏救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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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OVERY OF PLANT REM A INS IN THE NEOL ITH IC SITE AT
THE BANCUN SITE, M IANCH I COUNTY , HENAN PROV INCE

AND THE IR SIGN IF ICANCE IN HUM AN ENV IRONM ENT

Kong Zha oche n　 L iu C ha ng jia ng
( Institu te of B otany , Ch inese A cad em y of S ciences, B eij ing 100093)

Zha ng J uzhong
(Cu ltu ra l R elic Institu te of H enan P rov ince, Z heng z hou 450004)

Abstract

Bancun site, w h ich is a t an elevat ion of abou t 230 m eters, is located on the second
terrance in m iddle reach of Yellow river, H enan P rovince.

T he paper deal w ith the p lan t fru its and seeds ob ta ined from the Peligang and the sec2
ond period of M iaodegou cu ltu re. D u ring the abou t 7000aBP. the Bancun site u sed to be
covered by w arm 2tempera te b road2leaf deciduau s trees, con sisted of Q uercus, Celtis, Cor2
nus and etc. M ianw h ile som e herbaceou s p lan ts, such as P erilla f ru tescens and G ly cine soja

m igh t have grow n in the w et lands of Bancun locality.
Judging from the natu re of cu lt iva ted species, such as S eta lia ita lica and P an icum m il2

liaceum du ring 4500aBP. o r so , fo rest w as decreased by H um an u lt iza t ion and recon stuc2
t ion of natu ra l environm en t in p reh isto ric t im e of the second period in M iaodegou cu ltu re.
M o reover,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 een in labo r too l and farm ig and fishery2hun t ing in
p rim it ive eco rom y of Bancun site.

So , th 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atum of p lan t rem ain s discovery at Bancun site p rovid2
ed impo rtan t info rm at ion fo r study cu ltu ra l developm en t and natu ra l environm en t changes
in m iddle reach, Yellow river. It is po in ted ou t that p lan t evidence is st ill sho rt fo r Yang2
shao cu ltu re (the first period of M iaodegou) , so , it is necessary to m ake fu rther invest iga2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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