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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发表的中国北方史前文化遗迹的14C年代数据为依据,作为指示人类活动强度的指标,并统一校正为日历年,按照

百年分段分区进行统计整理,发现:11.5~8kaBP为第一阶段,中国北方人类活动较弱;第二阶段为8~4kaBP,人类活动

持续增强,在4kaBP前后达到顶峰;4~3kaBP人类活动记录有所下降。聚类分析表明,中国北方全新世人类活动可以分

为北方亚区、河南和陕西3类,北方亚区人类活动在4kaBP达到鼎盛,随后开始衰落,这一衰落与当时季风强度迅速衰弱

有关;季风衰弱后的3.6kaBP河南成为活动中心,这一演变规律与中国早期国家夏商活动中心地演变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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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世(11.5kaBP以来,本文均为日历年)是最

近的地质时代,人类社会在全新世期间得到长足的进

步与飞跃式的发展。作为地球历史全新的一页,深入

研究全新世,对准确认识人类环境的演化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1]。东亚的中国北方地区是全球全新世人类活

动的重要舞台,是世界重要人类活动中心和文明起源

地之一。以往的研究表明兴起于黄土高原的全新世中

期的仰韶文化,在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背景下得到了

充分的发展和扩张[2],并发现8kaBP、6kaBP和4
kaBP中国北方有了3次大范围的干冷事件,8kaBP
气候事件与裴李岗、后李、大地湾和兴隆洼文化兴起,6
kaBP气候事件与黄帝远古文明的萌芽,4kaBP气候

事件与中国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建立有关[3];关中地区

的老官台-仰韶-龙山-夏商文化的更替也显示与气候变

化密切相关[4]。许多学者对辽西和内蒙[5-6]、陕北[7]、
甘青[8]、华北地区[9]、关中地区[10]、山东海岱地区[11]等

区域性史前文化与气候变化关系进行了研究,但范围

涵盖中国北方、时间横跨全新世的研究还很薄弱。本

文以文化遗迹的14C年代人类活动指标,力图揭示中

国北方全新世期间人类活动强度的时空变化规律,以
及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1数据来源与方法

中国北方地区的全新世文化谱系众多而混杂,人

类活动方式各异,对其人类活动强度的描述较为困难。
史前文化遗迹的14C年代数据可以提供准确的人类活

动时间,并拥有相对应的地理位置,因此一个14C年代

数据就可以看作人类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上曾经活动的

证据。14C年代数据愈多,意味着人类活动愈强,故可

以将14C年代数据做为指示人类活动的强度指标。
本文搜集历年发表的史前文化遗迹的14C年代数

据,年代数据来自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1]

和《考古》1993年至2009年发表的《放射性碳素测定

年代报告》。选取14C年代半衰期为5568a,时段为

11.5~3kaBP。选取空间范围包括黑龙江、辽宁、吉
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
宁夏、甘肃和青海。

处理方法为:

1)以省级行政单位为单元,按照地点、地理位置

(纬度、经度)和14C年代数据(14C年代、校正最大值、
校正最小值等)进行整理;

2)对已经校正为日历年的数据直接引用,对未经

校正的14C年代数据,经CALIB4.4软件校正为日历

年;

3)以100a为间隔,3.0kaBP为起点,则3.0~
3.1kaBP为第1个百年,依次类推,直到11.4~11.5
kaBP为止。统计各单位和中国北方(14个省区、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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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每个百年段内的14C年代数据计数;

4)分别统计各时间段的全新世中国北方(14个省

区、直辖市)14C年代数据计数。

2全新世中国北方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

的关系

2.1全新世中国北方的人类活动

按照上述方法对中国北方全新世人类活动遗迹14

C年代进行整理,结果表明(图1):全新世人类活动明

显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早期)为11.5~
8kaBP,大致相当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代,14C年

代数据较少,记录数都在10条以下,且不连续,表明人

类活动强度小,较为零星。第二阶段(中期)为8~
4kaBP,人类活动显著增强,该时段与北方的新石器

时代对应,人类活动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又可以将本阶

段分为3期:8~7kaBP为新石器早期(黄河流域对应

前仰韶文化),人类活动遗迹14C数据开始逐渐增多,
人类活动开始增强;7~5kaBP为新石器中期(黄河流域

对应仰韶文化),14C数据迅速增加,表明人类活动在新

石器中期迅速增强;5~4kaBP为新石器晚期(黄河流

域对应龙山文化),较前期14C数据进一步上升,说明

人类活动也进一步加强,并在4kaBP前后记录数达到

最大值。第三阶段(晚期)为4~3kaBP,中国北方开

始进入青铜时代,14C年代数据记录有所减少,人类活

动较前期有所下降。因此,全新世人类活动表现为早期

规模较小,中期持续增强,晚期有所下降的分布特征。

图1 中国北方全新世人类活动遗迹的14C年代数据分布(新

石器时代划分以黄河流域为例)

2.2 14C年代数据反映的全新世人类活动空间过程

将分省的14C年代数据计数进行聚类分析,结果

表明(图2):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山西、北京-天津、
河北、山东、宁夏、甘肃、青海可以归为一类(Ⅰ类,由于

涵盖较多省份,总称北方亚区),河南独为一类(Ⅱ类),
陕西独为一类(Ⅲ类)。可以发现3类最大区别在于,Ⅰ

类14C年代数据记录的顶峰在4kaBP,而Ⅱ类(河南)和

Ⅲ类(陕西)的顶峰依次在3.6kaBP和3.0kaBP。这

说明全新世期间的人类活动空间变化过程为4kaBP
时北方亚区一线的人类活动达到顶峰,其后人类活动

中心演变为河南和陕西。也就是说4kaBP时中国北

方亚区一线人类活动最为活跃,其后衰落;并在空间上

向河南集中(3.6kaBP),3.0kaBP左右陕西又取代了

河南成为中国北方人类活动的中心。
这种人类活动中心时空演变过程究其原因主要是

8.9~4kaBP为全新世大暖期[13],气候暖湿,季风势

力强盛,当时中国北方降水量普遍高出现代100mm
左右,季风北界向西北内陆推移[14],400mm等降水量

线从大兴安岭以西,经阴山、穿过鄂尔多斯高原中部,
向西至河西走廊南部,在折转到青藏高原,较现代向北

扩展100~400km不等[15]。4kaBP以后季风迅速衰

减,中国北方降水量跌至现代水平,季风北界范围也收

缩至现代400mm等降水量线一线。这就导致了北方

北方亚区人类活动在全新世大暖期暖湿的环境背景下

得到长足的迅速发展,并在4kaBP活动强度达到最

大;其后随着季风的迅速衰弱,北方亚区的人类活动也

迅速减弱。4kaBP之后人类活动先向中原的河南地

区转移,其后集中在陕西。这就产生了4kaBP中原周

围地区新石器文化纷纷发生了衰落,而中原地区开始确

立的中华文明[16-17]。值得注意的是3.6kaBP时河南成

为北方活动中心,恰好与中国最早的国家体系夏商重合

(夏代2100~1600BC,商代1600~1028BC),夏商的

活动中心地就在河南,活动时间也在4~3kaBP;同样

3.0kaBP左右时陕西成为北方活动中心,与继夏商之

后的周朝有关(西周1027~771BC)。

3结论

本文通过搜集中国北方史前文化遗迹的14C年代

数据,统一校正为日历年,按照百年分段整理,取得了

以下结论:

1)中国北方人类活动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11.5~
8kaBP为第一阶段,人类活动较弱而零星;8~4kaBP
为第二阶段,人类活动持续增强,在4kaBP达到顶峰;

4~3kaBP为第三阶段,人类活动记录有所下降。

2)中国北方全新世人类活动时空演变规律为:北
方亚区的人类活动在4kaBP达到鼎盛,随后开始衰

落,这一衰落与当时季风强度迅速衰弱有关;随后人类

活动中心演变为中原,在3.6kaBP河南成为中国北方

活动中心,与中国早期国家夏商活动中心地演变趋势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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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北方人类活动的时空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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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HumanActivitiesandClimateChangeofHoloceneinNorth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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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takeitashumanactivityintensityindexinstructionsbasedonthepublished14Csdataofremainsofprehistoriccul-
tureinthenorthofChina,whichunifiedcorrectionforcalendaryearaccordingtoonehundredyearstatisticssectionpartitionfinish-
ing.Thefollowingresearchresultswerefoundthat:11.5~8kaBPforthefirststage,humanactivityisweakinnorthChina;the

secondphaseis8~4kaBP,humanactivityincreaseuntil4kaBPpeak;4~3kaBPhumanactivitiesrecordfell.Andthroughthe

clusteringanalysisshowsthat,thehumanactivitiesoftheHoloceneChinacanbedividedintomonsoonedge,HenanandShaanxi

threekinds;4kaBPthehumanactivitiestoachievethemonsoonedgeheyday,thenbegantodeclinefortheweakmonsoondebilitated

rapidly;3.6kaBP,theHenanbecomeactivitycenterafterthemonsoonisweak.Thisevolutionpatternhasthesametrendwiththe

dynastiesactivitycenterofearly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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