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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根据近年来国内外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作者多年来在科研中
积累的资料编写而成。
全书近40万字，分为九章，主要论述环境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地球表层各层圈对古代人类的影响及人
类的响应；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的综合效应以及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内
容。
环境考古学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古代人类的行为和文化特征，了解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背景，
而且通过对过去人地关系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揭示现今人地关系的形成机制，以史为鉴，为人类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具备下述特点：提出以人类生态系统作为环境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全
面阐述地理环境诸要素对人类的影响，拓宽了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内容；密切联系考古学研究的实践，
突出了古环境研究与考古学文化的结合；选用的大量材料来自作者本人及其研究团队的实践等。
本书可供大学考古系、地理学、地质学和环境科学系的有关专业研究生、本科生以及教师作为教材或
教学参考书使用，也可供考古文博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本书由夏正楷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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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人类食物结构的变化 人类的食物结构完全取决于生物界的类型、组成和生产量。
当生物界的类型、组成和生产量发生变化时，人类也会随之改变自己的觅食对象，并带来食物结构的
变化。
 旧石器时代，人类完全依靠自然获取食物，因此，生物界的时空变化，对人类食物结构的影响十分明
显。
例如，在北京的周口店猿人洞遗址和山顶洞遗址，它们属于同一地点不同时期的两处人类遗址，出土
的动物群面貌完全不同：前者主要是华北地区中更新世的森林草原动物，种属丰富，多达100多种；后
者主要为晚华北地区的森林草原动物，种属较少，仅47种。
当然。
这些化石不一定都是古代人类的捕获物，其中有不少是洞穴者以及它们的猎物，还有不少是被水流带
进来的，但仍能说明不同时期当地的动物群面貌和人类不同的食物来源。
有学者从埋藏学的角度研究了出土的动物化石，得出周口店猿人的狩猎对象主要是犀和各种鹿类，而
且在秋夏之交以斑鹿为主、初冬以大角鹿为主的结论。
山顶洞人的狩猎对象目前没有专门的研究，但从出土的动物残骸来看，其中没有‘见到犀和大角鹿等
周El店人的主要狩猎对象。
这一情况说明，不同的生物界面貌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狩猎对象，而后者直接决定了人类的食性。
 到新石器时期，随着气候转暖和农业的出现，人类的食物来源发生明显变化，除了采集和狩猎之外，
人类还通过农业和畜牧业获取食物，因此，受生物界的影响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共同影响。
这一时期人类的食性变得更加复杂，被称之为“广谱革命”。
 为了解古代人类的食性，除了根据出土的动物残骸、植物残体（包括种籽和果实、植硅石、器物或牙
垢上的淀粉粒等）之外，目前，古代人类牙齿或骨骼中稳定同位素的测定备受重视。
由于动物和植物之间、不同类型植物之间在稳定同位素组成上存在有一定的差别，因此，根据稳定同
位素的测定，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示人类的食性特征。
 3.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 第四纪气候变化频繁，由此引起的生物界变化，最终会影响到古代人类的生产
方式和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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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可供大学考古系、地理学、地质学和环境科学系的有关专业研究生、本科
生以及教师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使用，也可供考古文博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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