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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j匕方史前遗址稻作遗存的

植物硅酸体判别标准

靳桂云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济南 2 5 001 2)

摘要 利用植物硅酸体方法鉴定考古遗址中的栽培稻遗存
,

关键之一就是确立鉴定标准
。

通过对野

生稻生长的环境背景进行综合分析
,

提出在中国北方地区
,

在全新世时期
,

特别是仰韶时代和龙山

时代
,

不具备野生稻生长的气候条件 ; 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稻属植物硅酸体可以被看成是栽培稻的

遗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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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北方地 区 (指地理气候意义的北方
,

即秦岭淮河以北地区 )史前稻作农业研究既是本

地区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方面
,

也是东亚地区稻作农业发展与传播路线研究的重要内容
`’ 一 5 ’ 。

以往采用大植物化石和植物硅酸体方法
,

对史前遗址中稻作农业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

性成果
“̀ 一 7 〕 ,

丰富了东亚地区古代农业特别是稻作农业研究的内容
。

要识别史前遗址中的的稻

作遗存
,

首先要分析现代栽培稻和野生稻的植物硅酸体形态
,

建立区分稻属与稻族其它属
’̀ 一 ’ “ ’ ,

以及区分稻属内野生稻与栽培稻的标准
`川

,

但在没有野生稻生长的地 区
,

则不存在区分野生

稻与栽培稻的问题
。

在中国北方有野生稻吗 ?对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植物硅酸体分析

应该依据哪些标准呢 ?上述问题仍没有 明确的答案
,

利用科学方法确定合适的判别标准已经成

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

本文拟根据现有研究成果
,

结合山东地区龙山文化遗址稻作农业遗存研究

的实践
,

对北方地区史前稻作遗存的植物硅酸体判别方法进行初步探讨
,

以期促进这一地区古

代稻作农业研究的深人开展
。

2 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古代稻作农业研究

古文化遗址中农业遗存的判别主要是采用大植物化石分析和微体植物化石分析两种方

法
L̀ , ’ ,

其中微体植物化石特别是植物硅酸体分析技术是古代农业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
。

植物

硅酸体分析在古代农业研究中具有明显的优势
! ` 3一 ’ 4 ’ 。 因为植物硅酸体的形状依赖于原来植

物细胞的形状和细胞之间的空隙
,

不同植物种属的硅酸体形态不同
,

这是我们进行古植物恢

复的基础 ; 同时
,

硅酸体抗腐蚀能力强
,

当植物死亡
、

腐烂后
,

有机质部分消失
,

而硅酸体则可

以在多种沉积环境中保留下来
,

并且保存量相当大
,

如某些种属的叶片每克含有 10 万到 100

万个植物硅酸体
,

提供的信息相当丰富 ;此外
,

由于它们形成于植物的茎叶中
,

分散程度低
,

在

一定程度上
,

它更能代表当地的植被
。

由于植物硅酸体分析在古代农业研究中的优势
,

美洲玉

米起源与传播
、

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传播
、

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发展与

传播的研究都是在大植物化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了该方法
。

近年来
,

中国稻作农业研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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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取得新的进展
,

其中很多成果的取得都得力于植物硅酸体分析与研究的方法
,

可 以说这一

技术的运用是稻作农业研究走向深人的一个重要手段
。

根据古代稻作农业研究的方法和 目标
,

植物硅酸体分析技术在稻作农业研究中有以下优

势
。

第一
,

虽然炭化稻米可以作为稻作农业存在的重要证据之一
,

但因其本来为收获对象
,

很有

可能被人为移动
,

其出土带有明显的偶然性
,

在经过大植物化石研究的古文化遗址中
,

需要植

物硅酸体分析加以佐证
,

这样才能得到科学可靠的结论
。

第二
,

在没有发现大植物化石的遗址

中进行稻作农业研究时
,

植物硅酸体分析就成为主要手段
。

这包括两种情况
,

一种情况是
,

在一

个遗址发掘的开始阶段还没有发现大植物化石时进行植物硅酸体分析
,

能够提供有关稻作农

业的信息
,

为进一步的工作奠定基础 ;另一种情况是
,

有些地 区由于土壤等条件限制
,

大植物化

石根本无法保存下来
,

这时要进行古代稻作农业研究必然依靠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
。

第三
,

在

寻找古文化遗址附近的稻 田时
,

需要采集钻孔样品
` ’ 5 ’ ,

这时获得大植物化石的可能性非常小
,

必须依靠植物硅酸体分析技术
。

第四
,

在对一个区域进行古代稻作农业活动宏观调查时更需要

硅酸体分析方法
,

因为在这种课题的实施过程中不可能短时间内对所有遗址都进行发掘
、

采集

大植物化石进行分析
,

而在有剖面暴露的遗址中从有确切地层关系的遗迹单位中采集土壤样

品进行硅酸体分析则 比较容易
,

这可以弥补不能进行大范围考古发掘所带来的不足
。

植物硅酸体分析在对古文化遗址进行稻作农业研究时能够解决下列 问题
:
确定稻作的有

无 ;分析稻作农业 的产量和规模 ;分析稻作农业生产方式 ;寻找稻 田遗构
。

在北方地区
,

植物硅酸体分析不仅在史前时代稻作农业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

在夏商周时

期古代农业的研究中也有重要地位
。

文献记载
,

商代的农作物主要有粟
、

稻
、

麦等
,

对当时稻作

农业范围和规模的研究需要植物硅酸体分析技术
。

另外
,

对东亚地区稻作技术传播路线的研究

也需要采用植物硅酸体分析技术
。

目前在大连大嘴子遗址发现了炭化栽培稻
「’ “ ’ ,

这可能为稻

作东传路线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

而东传路线的研究需要有一批数据支持
,

植物硅酸体

分析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最佳方法之一
。

以上论述表明
,

植物硅酸体分析在古代稻作农业研究 中有着其它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
。

确

定古文化遗址中稻作遗存的植物硅酸体判别标准是古代稻作农业研究的重要前提之一
。

3 北方地区史前遗址稻作遗存植物硅酸体判别标准讨论

3
.

1 北方地区不存在野生稻

水稻属于禾本科的稻族 ( O yr ez ae )稻属 ( o yrz a)
,

稻属有两个栽培种和大约 20 个野生种
,

栽

培稻 ( Oyrz
a

sa ivt a) 有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亚洲栽培稻 ( o yrz
a 、 at 动。 )和仅限于西非地区的非洲

栽培稻 ( 0
.

妙ab er ir m 。 )
。

一般认为
,

0
.

: 孟了动。
go

n
普通野生稻 (亚洲 )是亚洲栽培稻的野生祖先

种
。

既然野生稻和栽培稻属于稻属内的不 同种
,

在没有野生稻生长地区的古文化遗址进行稻作

遗存研究
,

不存在区分野生稻与栽培稻的问题
,

只要确定了稻属植物硅酸体的形态特征
,

就可

以根据这个特征进行判断
,

在 日本的稻作农业研究就遵循了这种思路
` ’ 7 ’ 。

已有资料表 明
,

中国北方处于野生稻分布范围以外地区
。

在世界范围内
,

野生稻主要分布

于热带和亚热带
。

据调查
,

我国有 3 个野生稻种
,

即普通野生稻
、

药用野生稻和瘤粒野生稻 (中

国
“

庆粒野生稻
”

)
。

目前对我国野生稻分布的地理范围
、

生态特性等方面都积累 了相当多的资

料
’̀ 8 ’ 。

我国野生稻分布范围广泛
,

南自海南省三亚
,

北至江西省东乡
,

东 自台湾省桃园
,

西至云

南省盈江
。

分布范围最广 的普通野生稻自然分布区分为海南岛区
、

两广大陆区 (包括两广大陆
、

湖南的江永和福建的漳浦卜云南区 (景洪和元江 )
、

湘赣区 (湖南的茶陵和江西的东乡 )
、

台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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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代野生稻分布范围资料来看
,

适宜野生稻生长的地区具有气候炎热
、

夏日

长暖
、

雨量充沛等气候特点
,

对野生稻生态学特性的研究表明
,

普通野生稻喜光
、

喜温
、

喜湿
。

普

通野生稻分布最北界的江西省东乡县东沉
,

位于北纬 28
“

14
’ ,

这里处于都阳湖以南
,

属于江西

省中部地区
,

气候带划分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区
,

年平均气温 18 ℃左右
,

年均降水量 1 500 m m 左

右〔” ’ 。

上述资料表明
,

野生稻生长的环境条件是温暖湿润的气候
,

在现代气候条件下长江以北

的广大地区没有野生稻生长正是气候影响的结果
。

不仅如此
,

在整个全新世时期淮河以北地区

都没有野生稻生长的气候条件
。

现代的淮河以北一线
,

年均气温在 巧℃左右
,

年降水量 6 00 一
7 0 Om ml ” ’ 。

根据抱粉等古气候指标对全新世期间气候变化的重建结果表明
,

淮河以北一线
,

全

新世暖期阶段气温比现在高 2
.

5℃左右
,

降水量 比现在高 4 00 一 s oo m m `20 ’ ,

这表明
,

全新世最温

暖湿润的时段
,

淮河以北一线年均气温 17
.

5℃
,

年降水量 10 0 0一 1 200 m m 左右
。

显然
,

全新世

最温暖时段淮河以北一线的气温低于现今江西东乡
,

特别是降水量明显少于现代野生稻分布

的最北地区 (表 1 )
。

此外
,

中全新世出现一个寒冷气候期
,

温度可能比现在低 3℃左右
` , ,一 22 ’ ,

所

以
,

在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
,

长江以北更不可能有野生稻生长
。

据此推断
,

在全新世最温暖的时

期淮河以北一线不具备野生稻生长的气候条件
,

北方地区史前特别是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遗

址中的稻类遗存是栽培稻而不是野生稻 (图 1 )
。

表 1 淮河一线以北与江西东乡全新世以来气温和降水对比表

T a b le l

区 域

H o
l
o e e n e t e m p e ar tur e a n

d Per e ip i t a t i o n
be t w e e n th

e n o rt h H
u a ih

e

ir v e r a n
d D o n

gx i a n g C
o u n ty

,

J ia n
gx i Por v i n e e

现 代 气 候 全新世大暖期气候

淮河一线以北 气温
: 巧℃ ,

降水
: 仪冷一 7〕压1加 气温

: 17
.

5℃ ,

降水
: 1以X)

~一 12田 n u n

江西东乡 气温
: 18 ℃

,

降水
: 15( X) n们1

诚然
,

有一些调查和考古发现向古野生稻分布北界不超过淮河流域的观点提出了严峻的

挑战
,

如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四粒

野生稻
,

河南汝州李楼龙山文化遗

址发现一粒野生稻
`24]

,

连云港地区

有现代野生稻的发现和记录
`7 ’ ,

韩

国发现 13 0 0 0 年前稻谷
「2 , ’ 。

但我们

也并不能因为上述发现就贸然提

出古野生稻的分布可能突破 目前

认识的界限
,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进

行大量的科学论证和分析
。

首先应该从古气候演化的角

度进行科学的分析
。

在全新世最温

暖的时期里
,

长江中下游的气候生

态环境相当于现今的广西
、

海南等

地
,

而现今的广西
、

海南等地是现

代野生稻分布范围
,

就是说
,

在全

新世最温暖的阶段
,

长江中下游地

区具备了野生稻生长 的气候和生

古野生稻分布北界

今野生稻分布北界

, , ·

丫
·

一
, 二

口

J

夕
l

. , , ,

了官

….’’
,.. ,..

.

…
, .

. . . .

… … 口

夕
图 1 今古普通野生稻分布图圈

F i g
.

1 D is t ir b u t io n o f th
e m o d e rn a n

d
a n e ie n t w ild ir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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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条件
,

如此说来
,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炭化野生稻很有可能是当地生长的
。

古气候研究还发

现
,

全新世最温暖的时期
,

黄淮地区 (指黄河和淮河之间地区
,

下同 )的气温和降水相当于现在

的江淮流域
,

而现代野生稻分布北界在长江以南的江西东乡
,

显然
,

在全新世最温暖的时期
,

黄

淮地区不具备野生稻生长的气候和生态环境
,

那么
,

河南李楼遗址出土的炭化野生稻可能是其

它因素影响的结果
,

而不是当地生长的植物遗存
,

至少我们目前不能根据这粒野生稻判断黄淮

地区在龙山时代有野生稻生长
。

根据上面的分析
,

在中国
,

新石器时代的野生稻北界迄今为止
,

还没有超越北纬 3 1
“ ,

黄淮地区不仅是现在
,

就是新石器时代也没有野生稻分布
。

在淮河下游沿海地区的连云港有野生稻生长
,

其分布范围极有限
,

从空间范围上讲
,

不可

能影响到北方地区大量的古文化遗址
,

从遗存的数量上讲
,

也不可能在一些考古遗址中形成大

量遗留
。

在韩国忠北发现的 130 00 多年前的粳稻
,

可能存在测年
、

地层等方面的问题
,

显示这一发现

是不合逻辑的
`26 ’ 。

我们可以首先考察与稻谷共出的古文化遗存
,

考古发现证实
,

与稻谷共出的

只有刮削器等
,

缺乏相应 的栽培条件和文化内涵
,

表明这种稻谷可能处于 自然选择为主的阶

段
,

缺乏已经进人人工选择栽培的直接证据
。

那么
,

如果这里的稻谷是野生稻
,

要探讨野生稻在

韩国分布范围的问题
,

也需要从古气候等多方面进行研究
,

而最重要的则是积累相当的资料
,

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

考古发现也证实
,

在北方地区史前遗址中发现的稻类遗存绝大多数都属于栽培稻
`2 7 ’ (表

2 )
,

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
,

在北方地区
,

全新世期间
,

尤其是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
,

可能没有野

生稻生长
。

表 2 北方地区史前考古遗址出土炭化稻种属鉴定结果统计表

T a b le 2 S
o m e e a br o n i z e

d ir e e er m a in s

for m p er h is t o ir e s i t e s Of n o rt h e rn Part
o f C h in a

遗址名称

日照尧王城 {川

遗存类型

炭化稻粒

鉴定结果

栽培梗稻

距今年代 区域 文化期别

龙山时代

备注

淮河流域

滕州庄里西 [川
炭化稻粒和

稻属硅酸体
栽培梗稻

粼刃任一喇X幻

粼刃任一中以刃 淮河流域 龙山时代

栖霞杨家圈〔别 稻壳印痕 栽培梗稻 中扣。 - 《 洲) 〕 胶东半岛 龙山中晚期

蒙城尉迟寺 〔30] 稻壳印痕 栽培粳稻 反犯。一
~

4 ,刃 淮河流域 龙山时代

连云港二涧村 al[] 稻壳印痕 栽培稻 ,仪刃卜笼以刃 淮河流域 青莲岗文化 同出木柞等工具

洛阳西高崖陈 ] 稻壳印痕 栽培稻 55以卜
一
,沉刃 黄河中游 仰韶中期

郑州大河村 〔川 稻壳印痕 栽培稻 铭侧} 一 55 00 黄河中游 仰韶中晚

汝州李楼 〔川 炭化稻粒 栽培和野生稻 4粼》 一 《 洲刃 淮河上游 龙山中晚

赣榆盐仓 3l[ ] 炭化稻粒 栽培稻 今刃。一叨田 淮河流域 龙山中晚

从稻作农业发展的历史看
,

在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
,

北方地区的稻作农业是南方稻作农业

向北传播的结果
。

已有的研究表明
,

从距今 7 0 00 年前后 的青莲岗文化
、

裴李岗文化时期
,

到龙

山文化时期
,

稻作农业分布区从北纬 34
0

逐渐向北扩展到北纬 37
“ ,

其中在龙山时代早期 (距今

48 0 0一4 400 年 )有短时间的南退
,

但总的趋势是由南向北推进
「7 ’ 。

考虑到全新世中期以来气候

逐渐变冷
,

可以认为这一趋势不是自然环境变化的结果
,

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
,

这从另一个角

度证明
,

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淮地 区的稻作农业是在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

所以
,

在北方地区史前遗址中
,

进行稻作遗存的植物硅酸体研究时
,

不存在可能将野生稻

与人工栽培稻混淆的问题
,

可以在炭化稻研究的基础上
,

运用 已有的稻属植物硅酸体形态标



第 l 期 靳桂云
:

中国北方史前遗址稻作遗存的植物硅酸体判别标准

准
,

来判别古文化遗址中的栽培稻遗存
。

Fuj iw a ar 等
`川在日本农业遗址上

,

根据厚而多脊的扇型硅酸体 (泡状细胞硅化而来 )
,

鉴定

出水稻的存在
,

并根据度量值能把 ja op in c a 和 idn i c a
两个亚种区分开来

,

这种成功正是因为 日

本本土没有野生稻分布的缘故
。

在中国野生稻分布范围以外地区进行这类研究
,

同样可以得到

科学的结论
。

姜钦华等
`33 ’
对河南驻马店市杨庄龙山文化遗址土壤样品

,

进行植物硅酸体分析
,

发现了大量水稻植物硅酸体
,

包括特殊哑玲型 (两端具有勺形凹 口 )及其排列方式 (与叶脉长轴

垂直 )
、

特殊的颖片硅化表皮 (稻壳双峰型 )以及典型的扇型植物硅酸体
,

并根据驻马店地区处

于野生稻分布范围以外的暖温带内
,

较为肯定地提出该遗址中存在栽培稻
,

并根据许多文化层

中大量出现这类栽培稻植物硅酸体
,

认为当时稻作农业已经有一定的规模
。

在对江苏高邮龙虫L

庄遗址进行稻作研究时
,

根据发现的与野生稻具有类似生态环境要求的稗属等植物硅酸体和

所发现的水稻植物硅酸体具有圆弧面上斑纹清晰
、

形状规则
、

形态较大等特点
,

判断所发现的

稻属植物为栽培稻
【34 ’

。

3
.

2 北方地 区史前古文化遗址稻作遗存硅酸体判别标准

根据上面的论述
,

在北方地区史前遗址中
,

进行稻作农业的植物硅酸体分析
,

可以根据稻

属植物硅酸体的形态特征判断稻作农业遗存
,

即古文化遗址中的稻属植物硅酸体就是栽培稻

遗存
,

据此可以判断有稻作农业存在
,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行稻的粳釉性的判别
。

为了判定古文化遗址中的稻作农业遗存
,

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学者进行了多年的科学探

索
,

根据对现代稻属植物硅酸体以及稻亚科其它属植物硅酸体的系统分析
,

建立了亚洲地区古

文化遗址 中稻属
、

种和亚种的植物硅酸体形态判别标准
。

同时
,

在不同级别的鉴定中也有其它

形态测量和生化方法等
,

如双峰乳突形态研究等
’̀ 5 ’ 。

稻族植物区别于禾本科其它族植物的硅酸体特征
〔’ 6’ 主要有

:
( l) 叶片的泡状细胞 (又称机

动细胞 )典型的扇型 ; ( 2) 叶片表皮层中的短细胞硅酸体形态和特殊的排列方式
,

即哑铃型硅酸

体较粗矮
、

两端具凹形 口的形态以及它们平行排列于表皮层上
、

哑铃型长轴方向与叶脉长轴呈

垂直关系的特点
。

对稻亚科植物硅酸体的分析
,

发现稻属植物具有 区别于稻亚科其它属植物的硅酸体特

征
。

日本的 W at an ab e 汇v3] 分析了大量样品后发现水稻的颖片硅化表皮细胞特征具有判别意义
。

颖片包括内程和外释
,

其表皮层中的长细胞形状和排列比较独特
,

表皮表面具有短的表皮毛
。

日本的 Fuj iw a ar 建立了利用扇型硅酸体判别稻属植物的标准
`’ 8〕 。

吕厚远等
`’ “ ’通过分析大量的

稻亚科植物硅酸体特别是扇型硅酸体形态参数
,

确定了水稻植物硅酸体的判别函数
,

同时还发

现
,

水稻哑铃型的特殊排列方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判别指标 ;对稻壳的硅酸体分析还发现稻壳双

峰型硅酸体也是水稻植物所特有的
,

可以作为重要的判别标准 (图 2 中 l
、

2
、

4一6
、

9 )
。

对稻属植物的特征扇型
、

稻壳双峰型硅酸体的形态参数进行分析还可以建立判别稻的粳

粕性的标准
。

日本 F iuj w盯 a
等通过近数年的研究已经确立了根据植物硅酸体形状分析来判别

水稻亚种类型的方法 `39 一 40 ’
,

特别是根据扇型硅酸体的形态参数测量确定了判别标准
,

结果显

示
,
a 型为釉稻

,

p型为粳稻 (图 2 中 3
、

7 )
。

z h ao 等
`川通过对所有亚洲野生稻品种以及各类传

统栽培稻的对比分析
,

发现根据产生于稻类植物颖壳上的双峰型硅酸体可将栽培稻与野生稻

区分开
。

近年来
,

笔者对山东地区龙山文化遗址如临淄田旺和 日照两城镇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发

现
,

在有栽培稻硅酸体的遗址或遗存中
,

保存了大量的硅化骨架 (iS h ca S ke let on ) (图 3 )
。

曾有

人提出一种假设
,

有灌溉农业或者排水不通畅的微环境加速了硅的沉积
,

因为排水过程能够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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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植物硅酸体的标准判别古文化遗址中的稻作遗存
。

北方地区史前遗址中栽培稻植物硅酸体的判别标准有特征扇型
、

哑铃型及特殊排列
、

稻壳

双峰型以及包含以上硅酸体形态的硅化骨架的大量存在等
。

此外
,

根据扇型和稻壳双峰型的形

态参数还可以区分稻的粳釉性
。

在研究北方地区史前遗址稻作遗存时
,

可以在利用现有稻属植物硅酸体标准确定稻作的

同时
,

进行野生稻与栽培稻
、

粳稻与釉稻的判别工作
。

致谢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吕厚远博士的热情指导
,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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