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东经济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山东经济史>>

13位ISBN编号：9787209058100

10位ISBN编号：7209058109

出版时间：2011-10-01

出版时间：陈新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10出版)

作者：陈新岗，张秀娈 著

页数：43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东经济史>>

内容概要

　　山东省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和经济强省。
截至2010年，山东省常住人口总数居全国第二位，农业总产值居全国第一位，工业总产值居全国第二
位，GDP总量居全国第三位。
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自古以来，山东地区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原始经济时代，山东地区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以沂源猿人为代表的原始人类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经济部门主要包括原始采集业和
原始狩猎业。
原始采集业是指原始人类靠采摘自然界的天然产物来获得生存的一种生产行为，原始狩猎业是指原始
人类通过集体围猎野生动物来维持生存的一种生产行为。
它们是原始人类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也是原始经济最重要的两个内涵。
　　新石器时代，山东地区成为农业革命的重要发生地之一。
农业革命是人类经济史的真正开始，它使人类从原始经济逐渐过渡到农业经济，并开始步入古代文明
阶段。
从考古学上看，山东地区的农业革命主要经历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曰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
文化等阶段。
其一，采集业过渡到了农业种植业。
山东境内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石斧、石铲、石锥、鹿角锄等）、粮食加工工具（如石磨盘
、磨球、磨棒等），还有粮食作物品种（如黍、栗、水稻等）。
种植业的出现，表明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人类从一个简单的食物采集者
演变为一个食物生产者，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水平。
其二，狩猎业逐渐过渡到了畜牧业，主要是大量的狩猎工具（如弓箭、刀、弹丸、矛、镖、镞等）、
动物品种（如猪、狗、鸡、牛、羊等）、猪圈、畜舍模型等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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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蚌质与骨质工具。
由于取材容易，加工方便，所以在一些遗址中经常见到，因而成为当时重要的农业工具。
在西河遗址中，骨器系用动物肢骨、肋骨等制作而成，器类有簪、锥、针等。
在小荆山遗址中，骨、蚌、角器，采集数量较少，有骨鱼镖、蚌饰、蚌匕、角锥及角料等。
在仙人台遗址中，骨器多由动物的肢骨和肋骨磨制而成，器形有锥、镞、簪、骨料等。
蚌器有镰、海贝（800件）。
在济阳刘台子遗址中，出土骨器9件，蚌器498件（包括海贝460件）。
 蚌铲：翻土工具，平面圆角方形，近平顶，有的弯背平刃。
琢钻单孔，个别穿双孔，孔呈长方形或近方形。
个别顶部穿八字形孔，单面刃，锋利内凹，刃部有使用磨损痕迹。
 蚌镰：收割工具，平面多呈半月形，弧背，向上隆起，刃内凹，单面刃，刃部有使用痕迹。
 蚌锯：收割工具，半月形，刃部磨成锯齿，一般长15厘米左右。
 蚌刀：收割工具，用蚌壳磨制而成。
平面一般为圆角长方形，有的近长方形或呈半月形，单面刃，直背，刃内弧，近背部对钻双孔，多数
有使用痕迹。
 骨铲：翻土工具，主要利用兽骨加工而成。
铲身扁薄，刃部磨制。
柄部有切割加工痕迹，平面多呈长方形或舌形，刃部较锋利，有使用痕迹。
 骨镰：收割工具，用近矩形骨片磨制，两端有尖，双面刃，相当锋利，一端穿孔，可绑扎装柄。
 （3）青铜工具。
新石器时代济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农具并不多见。
见于济南地区的是铜犁铧，商周虽已达到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但由于青铜十分珍贵，奴隶主并不愿
意用它来制造大量农具，由此在农业生产上铜犁的使用相对较少。
就犁耕来说，更多使用的是石犁而不是铜犁。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九章中所指出的：“青铜可造有用的工具及武器，但
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冶铁。
” 山东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经济向种植业过渡的过程中，种植业在农业生产中逐渐居于经济生活的主导
地位。
从后李文化时期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到北辛文化的早期锄耕农业，发展至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
比较发达的锄耕农业阶段，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农业革命发生并向纵深发展，最终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
，渔猎和采集为补充的综合经济模式。
山东地区实现了原始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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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东地方史文库(第2辑):山东经济史》记述了山东经济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从古至今山东经济历史
上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人物。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东经济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