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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洞庭湖在晚冰期以来经历了多次变化过程.晚更新世末至早全新世呈现深切河谷与零星
洼地湖泊共存的河湖切割平原景观.进入全新世暖期 ,人类活动开始在洞庭湖平原地区频繁出
现 ,新石器时代皂市文化分布表明人类活动主要在洞庭湖周边地区 ;大溪文化时期人类已在
平原湖区中部开始渔猎活动 ;屈家岭文化时期气候转暖 ,洪水开始泛滥 ,人类活动从洞庭湖平
原中部退出 ;至龙山文化时期 ,气候干燥偏凉 ,降水减少 ,人类文化活动遗址向湖中推进 ,湖泊
三角洲有所发展 ,湖面缩小. 在以后的几千年里 ,洞庭湖也同样经历了扩张与萎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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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的变化往往制约着人类的生存发展. 尤其

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数千年前 ,人类改造自然的能

力低下 ,活动空间受环境变化的控制 ,因而人类活动

的文化遗迹更具有反映当时自然环境面貌的特点 ,

这也是考古学和历史学能作为研究环境变迁重要手

段的依据. 长江中游平原湖区是我国古文化遗址丰

富的地区 ,考古资料极为丰富.

1 　古环境特征

受区域环境变化制约 ,洞庭湖在晚冰期以来经

历了几次较大兴衰变化过程. 晚更新世末至早全新

世 ,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河流下切侵蚀 ,形成深切

河谷与零星洼地湖泊共存的河湖切割平原景观[1 ] .

洞庭湖区的大量钻孔资料表明 ,晚更新世末到

全新世初期湖区广泛发育砂砾石层 ,黄褐色、灰黄色

粘土质粉砂层以及含铁锰结核、呈黄色与灰白色的

粘土、粉砂质粘土层. 孢粉分析为干寒气候环境下的

沉积物[2 ,3 ] . 此层在洞庭湖区可作为全新统底界的

标志层 ,在此层之上堆积全新世的河湖相沉积.

全新世中期自今沅江河口至东洞庭湖有一个近

北东向 ,宽为 17～33 km 的长条状蓝绿色粘土带 ,

多含数量不等的贝壳 ,在安乡北部与今漉湖以南亦

有较小的分布区 ,说明洞庭湖在全新世中期湖沼相

堆积同样广泛分布 ,也可能存在一个中心地带位于

沅江河口至今东洞庭湖的北东向长条状的湖面. 而

粘土带周围分布粉砂质粘土、粉细砂质粘土及粘土

质粉砂类沉积 ,表明为洪泛相或滨湖相的沉积[4 ] .

2 　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

洞庭湖区由于气候温和 ,降雨充沛 ,野生动植物

资源丰富 ,远古的人类祖先就在这里生存栖息 ,留下

了大量的文化遗存. 根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最

近完成的湖南省文物普查资料和文物普查图集[5 ] ,

收集了与洞庭湖相关的 13 个县市的 1 722 个文化

遗址资料 ,其中在湘、资、沅、澧四水下游和洞庭湖区

已发现新石器遗址 423 处 ,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遗址大体上包括以下 4 个阶段.

2 . 1 　皂市下层文化时期

第 1 阶段为皂市下层文化. 遗址主要分布于澧

水中下游沿河丘陵阶地上 ,年代范围为 7 200～

7 900 a ,出土制作简单、粗放的红陶器 ,生产工具为

采用砾石加工而成的磨制石器 ,表明当时的先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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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里丰富的天然生物资源 ,主要依靠渔猎来维持

生存. 此时为全新世高温期 ,降水丰富 ,洞庭湖水面

扩展 ,洪水泛滥 ,湖区不适合人类生存.

湖区平原中部亦有个别遗址被发现 ,如南县涂

家台遗址位于南县九都山乡大郎城村 ,文化层自上

而下可分为 9 层 ,最底层距地表 150～155 cm. 据益

阳地区博物馆试掘 ,遗物主要为陶器 ,属于早于大溪

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根据湖南考古界近期

对涂家台遗址 150 m2 内 16 座墓葬的发掘 ,发现了

大量陶器、石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了长 3. 2

m ,宽 0. 6 m 的形似独木舟的器物 ,说明 7 000 a 前

该遗址在洪水期已为洞庭湖水面扩展所封锁 ,独木

舟是古人和外界联系的主要工具[6 ] .

如前所述 ,从洞庭湖区14 C 测年为 7 000 a 左右

的沉积物分布来看 ,自今沅江河口至东洞庭湖有一

个近北东向的长条状蓝绿色粘土带 ,多含数量不等

的贝壳 ,厚度 1～3 m. 粘土周围沉积则为灰绿或灰

褐色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砂 ,其沉积特征与现在洞

庭湖的湖滨沉积基本一致[4 ] . 孢粉分析表明此时的

木本花粉占总孢粉量的 80 % ,其中喜热枫香属占木

本花粉的 48 % ,表明为温暖湿润气候 ,相当于大西

洋期气候. 此时处于全球气候最宜期 ,降水丰富 ,海

平面上升 ,长江水位由于河床及自然堤溯源加积而

上涨[7 ] ,影响湘、资、沅、澧四水的排泄 ,则有可能在

原来的河网切割平原上涌水成湖. 虽然此时水面扩

张 ,但由于气候温暖 ,环境变化缓慢 ,恶劣气候很少

出现 ,适宜于人类活动的发展 ,因而在洞庭湖周围留

下了较为丰富的文化遗迹. 而大部分文化遗址分布

于岗丘区 ,说明湖区不便于居住 ,分布于湖区中部的

少数文化遗址 ,如南县涂家台遗址 ,位于粉砂质粘

土、粘土质粉砂区 ,是湖滨岸滩地带或是湖泊三角洲

发育后所形成的地势较高部位 ,则有可能是少数以

渔猎为生的人在湖滨的定居处. 此时洞庭湖并不是

很大 ,基本上位于现在洞庭湖的范围内 ,呈现大水时

湖面扩展 ,水退时河湖交错的自然景观.

2 . 2 　大溪文化时期

第 2 阶段属于大溪文化 ,距今 6 000 a 左右. 新

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遗址分布广泛 ,经初步统计在

洞庭湖区 13 个县市中分布着 45 处文化遗址 ,主要

位于洞庭湖周缘及丘陵地区[5 ] ,如湖区西部的澧县

彭头山遗址、李家岗遗址、三元宫遗址等 ;北部丘陵

区的刘卜台遗址、轱山遗址等 ;南部丘陵区的蔡家园

遗址、河坪遗址等. 随着考古界的不断发现 ,湖区中

图 1 　洞庭湖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Neolithic civilization sites of the

Dongting Lake area

部平原区也有多处遗址逐渐被揭示出来 (图 1) ,如

华容县坟山堡遗址、踏地坪遗址、方台湖遗址 ,南县

涂家台遗址、新湖鱼场遗址、东线遗址 ,益阳市石咀

头遗址 ,益阳县丝茅岭遗址 ,汉寿县百禄桥遗址 ,湘

阴县飘嘴遗址等.

大溪文化内涵与湖北宜都红花套、松滋桂花树、

江陵毛家山等遗址的大溪层文化内涵基本一致 ,以

泥质红陶为主 ,用于纺线的陶纺轮这时已经出现. 与

此时代相当的华容县车轱山早期遗存灰坑中发现成

片的炭化大米. 这表明进入湖南新石器时代的先民

们 ,最先定居在洞庭湖北岸 ,利用这一带河湖密布、

土壤疏松肥沃、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天然条件 ,在捕

鱼、狩猎的同时 ,开始广泛种植水稻 ,饲养家畜. 并因

御寒或捕鱼的需要 ,开始纺线结网等原始的纺织劳

动.如前所述 ,6 000 a 为全新世高温期中的降温阶

段 ,此时气候变冷 ,降水减少 ,洞庭湖水面收缩 ,人类

活动开始向平原中心发展. 大量大溪文化的遗址在

湖区发现 ,说明人类活动已经深入到洞庭湖平原区

的中心地带.

2 . 3 　屈家岭文化时期

第 3 阶段与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一致 ,距今

4 500～5 300 a. 洞庭湖区屈家岭文化遗址与大溪文

化遗址的分布有着显著区别. 湖区 13 个县市中共发

现有 60 处屈家岭文化遗址 ,绝大多数遗址分布在湖

区西北部及西部 5 县市[5 ] ,湖区东部及南部的益阳

市、益阳县、南县、沅江市、湘阴、汨罗、岳阳县等 7 个

县市尚未发现屈家岭文化遗址 (图 1) ,岳阳市仅在

北部丘陵区发现一处龟形山遗址.说明在距今 5 000 a

左右 ,洞庭湖西部地区的人类活动远较东部强烈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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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洞庭湖的南部和东部出现了文化间断. 据杨怀

仁[8 ]研究 ,距今 5 000 a 左右 ,我国属高温多雨时代 ,

同时也是洪水泛滥的时代 ,此时的洞庭湖西部和北

部没有太大变化 ,东部、南部及中部的范围则由于湘

江和资水的泛滥而有了较大扩展 ,洪涝灾害频发的

环境不利于人类活动的发展.

洞庭湖区的屈家岭文化以泥质黑陶和灰陶为

主.华容县长岗庙遗址中除发现了磨制精细的长方

形辉绿岩石斧、长条形煌斑岩石钻等生产工具外 ,还

发现有红陶纺轮. 安乡庹家岗下层以黑陶为主 ,出土

的工具也有磨制较精的穿孔石铲、小石锛及红陶纺

轮. 这时母系氏族公社正逐步向着父系社会过渡. 男

劳力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成为主要的生产者 ,氏族内

部可能已出现了男耕女织的分工. 从各遗址出土的

工具看 ,他们在洞庭湖沿岸及四水流域的丘陵岗地

上从事砍伐山林、挖土耕作的劳动. 较前一阶段 ,此

时气候回暖 ,降水增加 ,洞庭湖水面又一次扩张 ,人

类退出湖区 ,主要集中在湖区西部的丘陵和高台地

上活动.

2 . 4 　龙山文化时期

龙山文化在湖区四周及中心部位均较繁荣 ,在

湖区 423 处新石器遗址中 ,共发现有 300 处左右的

龙山文化时期古遗址[5 ] . 如华容北部丘陵区的车轱

山遗址、螯山坡遗址、天命咀遗址等 28 处 ;洞庭湖西

部澧县有胡家屋场遗址、周家庙遗址等 150 处 ;安乡

有横岭岗遗址、划城岗遗址等 9 处 ;津市有青龙嘴遗

址、打鼓台遗址等 5 处 ;南部平原及丘陵区 ,汉寿有

护国障遗址、牛角渡遗址等 18 处 ;益阳有株树潭遗

址、塘坡里遗址、大咀坝遗址等 44 处. 洞庭湖中心地

带遗址 (图 1) ,南县附近有新档湖遗址、陈家台遗址

等 18 处 ;沅江一带有吼龙港遗址、胜利渠遗址等 11

处 ;洞庭湖东部岳阳、汨罗、湘阴有金星遗址、附山园

遗址、北石井遗址等 18 处. 可见龙山文化已由丘陵

区大规模向平原湖区推进 ,人类活动遍布洞庭湖的

大部分地区 ,此时的洞庭湖已迅速萎缩 ,三角洲迅速

发展 ,分流间洼地广布 ,河湖交错平原成为其时主要

景观.

此时洞庭湖区的沉积物主要为分流河道所沉积

的灰色、青灰色粉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细砂 ,含腐殖

质 ,分流间洼地沼泽沉积分布亦很广. 根据14 C 测年

约为 (3 950 ±120) a 的沉积物钻孔的孢粉分析 ,此

时孢粉组合为木本占 30 % ,草本占 20 % ,孢子占

50 %.木本以软木松为主 ,有较多的栎 ,少量青冈、

桦、亚热带阔叶树种和零星云杉 ;草本以蒿和其他水

生植物为主 ,孢子以水龙骨为主 ,木本植物所占比重

明显小于前期 ,表明气候转向温凉 ,相当于亚北方

期[3 ] . 此时降水减少 ,流水作用减弱 ,长江水位下

降 ,河道比降加大 ,洞庭湖区四水易于渲泄 ,广阔的

水面被分割成三、四个较小水面 ,分流间洼地沼泽分

布较广 ,呈现河湖切割平原景观.

2 . 5 　华容车轱山遗址

华容车轱山遗址连续经历了上述 3 个不同的发

展阶段 ,是一处文化堆积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的遗

址. 车轱山遗址在华容县城以东 15 km 三封乡毛家

村 ,遗址四周原是浅湖平原 ,现均辟为农田. 遗址呈

不规则多边形 ,面积约 1. 0 ×104 m2 ,发现有房屋建

筑基址及储存大米的窖穴. 最具规模的是氏族公共

墓地 ,在已试掘的不到 300 m2 的范围内 ,清理墓葬

竟达三、四百座之多. 遗址有 6 个自然地层 ,文化层

厚 2～3 m ,说明这里曾为一长期而稳定的居住生活

区. 早期遗存以泥质红陶为主 ,次为夹砂红陶 ,全为

手制 ,陶片中有时可见烧成黑炭的谷壳 ;中期遗存以

泥质黑陶、灰陶为主 ;晚期以夹砂红陶为主 ,泥质灰、

黑陶次之 ,仍以手制为主 ,但出现了快轮技术. 房屋

基址以烧红土为墙壁和居住面 ,烧红土中发现掺有

稻谷和稻草. 早期遗存的窑穴中 ,发现有成堆已炭化

的大米 ,其颗粒形状仍可辨认. 这些大米 ,应是当时

贮存于窑穴里备用的粮食. 公共墓地的墓葬排列密

集 ,上下叠压 ,全为一次性单人葬. 随葬器物中 ,石制

生产工具有斧、锛、铲等 ,其中石斧在早、中、晚期遗

存中均可见到 ,不少有安装木柄使用的砍痕及磨损

痕迹 ;石铲的数量最多 ,见于早、中期遗存中 ,除少量

有琢钻单孔外 ,多数为管钻法两面对钻的单孔或双

孔 ,时代越晚 ,钻孔越规范. 此外 ,还出土有陶制纺轮

及石制的渔猎工具等. 随葬的石斧、石铲及其他石制

工具 ,绝不与纺轮共存. 保存完整的骨架中 ,凡有纺

轮随葬的 ,女性特征明显 ;凡有石制工具随葬的 ,男

性特征明显 ,表明当时已有男耕女织的明确分工.

车轱山遗址中由古代先民所创造的这些文化 ,

说明新石器时期人们已在洞庭湖滨湖地区过着定居

生活 ,他们从事原始的农业劳动 ,从事稻谷栽培 ,并

利用谷壳、稻草和泥建筑房屋 ,以谷壳为掺和料烧制

陶器 ,此外辅以渔猎、畜牧业作为生活来源的补充.

车轱山遗址包括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

化 3 个阶段的文化遗存 ,通过墓葬挖掘发现 ,龙山文

化覆盖在屈家岭文化之上 ,屈家岭文化早、中、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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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序列清楚 ,其间没有明显的缺环 ;大溪文化墓葬直

接叠压在屈家岭文化早期墓葬之下 ,2 种文化有直

接的承袭关系. 车轱山遗址稳定连续的存在 ,说明从

全新世高温期到龙山文化时期 ,洞庭湖湖面从没有

超出过华容现在县城以东的范围 ,更不可能存在跨

江南北的古云梦泽.

许多研究者[2 ,3 ,9 ]都曾利用洞庭湖区的新石器

遗址探讨过洞庭湖的演变问题 ,受当时考古资料不

够完整的限制 ,只是笼统地把洞庭湖区的古文化遗

址称为新石器时代遗址 ,没能对新石器遗址几个阶

段做进一步的划分 ,从遍布全区的新石器遗址分布

得出从全新世初至公元三世纪为河网切割平原景

观.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新石器时期皂市下层文

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等各个阶段的

古文化遗址的数量不同 ,分布范围和区域也存在明

显差异 ,表明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随着湖泊环境的

变化有过多次进退 ,正说明了湖泊环境演变的复杂

性.洞庭湖区的环境在这几千年中也并非一直都是

河网切割平原景观 ,而是经历了湖泊扩展与河湖切

割平原的多次变更.

3 　全新世环境演变

经过盛冰期后短暂的晚冰期和全新世早期的波

动式温度回升 ,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迅速进入全新

世气候最宜期. 在约 7 500～6 000 a ,气温较现在高

出 2 ℃左右 ,雨量充沛 ,海面上升至现在高度或略高

于现在高度[10 ] ;以后温度又几经冷暖高低变化 ,但

再也没有出现过冰期和间冰期般的剧烈起伏. 受全

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洞庭湖区随着各入湖河流来水

量的变化和地面继续沉降 ,湖泊水面有过多次扩展

与收缩 ,在晚冰期至全新世早期形成的粗颗粒碎屑

充填物之上 ,平原洼地区广泛沉积细颗粒物质 ,表现

为湖沼相粘土淤泥沉积和洪泛相及漫滩相的粉细砂

堆积. 另外 ,全新世中晚期以来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进步 ,人类在平原湖区的活动逐渐增加 ,人类在受制

于自然的同时也努力改造着生存环境 ,使洞庭湖区

的全新世中晚期环境演化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

烙印 ,这也为研究全新世环境演化提供了途径.

东部海面上升引起长江河床与自然堤的溯源加

积 ,导致长江两岸形成壅塞湖 ,此时是长江中下游地

区的成湖期 ,如武昌东湖的形成是由于长江自然堤

对早期支流谷地的堵塞[11 ] . 江汉平原亦出现全新世

以来的第 1 次成湖期 ,出现星罗棋布的河间洼地湖

和壅塞湖[12 ] . 全新世高温期 ,洞庭湖在晚更新世末

至全新世初形成的河谷深切平原基础上 ,普遍出现

了河湖充填地貌景观. 洞庭湖区由于长江水位的上

升及长江河床的抬升 ,阻塞了洞庭湖水系的排泄 ,

湘、资、沅、澧四水汇注洞庭盆地 ,壅塞形成开阔水

面.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高温多雨的时期 ,水面扩

展 ,人类活动向湖周丘陵和高岗地发展 ;在低温少雨

时期 ,湖泊水面退缩 ,人类活动由山地和丘岗区向湖

区中心推进. 杨怀仁[10 ]曾论述了全球气候变冷与海

面下降、海岸淤长以及区域湖泊低水位之间的同步

关系. 全新世中期不同类型的沉积物和不同时期的

文化遗址的分布都说明了洞庭湖演变的反复性. 水

面扩张时期洞庭湖水面的中心地带为沅江河口至今

东洞庭湖 ,呈北东向长条状分布 ,与古沅江深切河谷

位置基本一致. 汛期水面连成一体 ,四水带来大量泥

沙 ,在河口地区沉积开始发育三角洲 ;枯水期长江水

位下降 ,湖面相应收缩 ,大面积滨湖滩地裸露.

中全新世晚期 ,随着三角洲的发育及湖水退缩 ,

广阔的滨湖滩地裸露 ,平原湖区以分流间洼地沼泽

并存为特点 ,其沉积主要为分流河道所沉积的灰色粉

砂质粘土及细砂 ,分流间洼地沼泽沉积的粉砂质淤泥

与淤泥质粉砂 ,龙山文化在湖区繁荣. 在这之后进入

有史料记载的历史时期 ,洞庭湖亦多次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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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istorical Environment in Dongting Lake Area

DU Yun1 , 2 , YIN Hong2fu2

(1 . Instit ute of Geodesy & Geophysics , Ch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s , W uhan 430077 , China ; 2 . Faculty

of Earth Sciences , China U 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 W uhan 430074 , China)

Abstract : The Dongting Lake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change processes since last glaciation. From later

Pleistocene to early Holocene , the Dongting Lake area was a plain cutting by deep channel. Then the anthro2
pologic has been to the Dongting Lake area frequently since the globe change warmer in Neolithic time. The

Zaoshi civilization shows the human activity almost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Dongting Lake area and the Daxi

civilization indicated the advance to the center of the lake area for fishing and hunting. It was warm and flood2
ing in the Qujialing civilization time , and human being retreat f rom the lake area. Since the Longshan civiliza2
tion time , it was cool and precipitation reduced , and human activity moved to the center of the lake area. The

lake’s delta developed and lake surface decreased. Since the last thousands years , the Dongting Lake experi2
ences the expand and shrink periods several times.

Key words : Dongting Lake ; historical period ; civilization sites ; enviro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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