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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江文明的起源与开发》总计三编十章。
第一编共两章八节。
本编主要叙述了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物质文明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
；第二编共三章九节。
本编主要运用考古资料探索长江流域区域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巴蜀文化、楚文化以及新干大洋洲文化
的考古新发现，为研究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它们是长江文明的结晶，充分显示了长江区域文明的新成就；第三编共五章十四节。
本编主要探寻春秋战国秦汉以来，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长江流域经过夏商周三代前期的开发，进入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又面临新的开发。
它具体表现在农业生产结构的完善、农田水利事业建设的扩大、耕作技术的提高、手工业生产全面发
展以及思想文化的演进所出现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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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光勋，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档案学系教授。
历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历史系副主任、档案学系主任，兼任上海师范大
学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档案学会理事、电子政务理事会理事。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秦汉文化史、简牍学、档案文献编纂、档案学基础理论和电子政务等方面的教
学和研究。
著有《历史与档案》、《长江——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中国古代通史·争鸣综录》、《中国通史史论词典》(秦汉卷)、《信息
时代档案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数字时代档案学理论建设与功能研究》等学术著作。
参与《北朝五史辞典》、《中国文化史词典》、《中国古代军事三百题》、《中国历史之谜》等工具
书的撰写。
先后在《学术月刊》、《秦汉史论丛》、《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
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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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观音洞是一个东西向窄长的洞穴，主洞长约90米，宽2-4米。
有两个支洞，分别向南、北延伸，洞内的文化堆积可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堆积为角砾沙质黏土，出土有大量的石器和动物化石，哺乳动物化石有嵌齿象、东方剑齿象、贵
州剑齿象、最后斑鬣狗、巨貘等，大部分属于南方中更新世洞穴中常见的动物群的成员。
晚期堆积为红土层，动物化石属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时代为中更新晚期。
观音洞石制品的原料以硅质灰岩为主，也有脉岩、硅质岩、燧石、玉髓、细砂岩等，主要拣取岩块用
锤击打成片。
大部分石核不加修理，少数石核、石片的台面上有修理的痕迹。
石制品中，石器多达60％以上，约有半数用石片加工而成，其次用碎片和石块，很少用砾石加工。
石器一般使用石锤加工而成，刃缘陡直而不平整，少数石器修整痕迹成平行的窄长条状。
加工角度和方向不甚稳定。
有学者认为，观音洞的石器有垂直加工的，有多种加工方法使用同一种器物的，它构成了观音洞石器
自身的特点。
它和北京猿人文化遗址分别代表了以小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文化在中国南北方的两个支系。
①在观音洞的石器中，刮削器占总数的80％以上，端刮器有100多件；其次为砍砸器、尖状器；尖状器
中又有厚尖状器与和错向尖状器。
还有少量的石锥、雕刻器等。
在观音洞发现的哺乳动物的化石主要属于森林动物，如各种象类、偶蹄类以及猕猴、虎等，它们均适
应山地生活。
另外一些适应山地竹林环境，如中华竹鼠和大熊猫。
还有一些喜欢水或常在沼泽附近生活的动物，如水牛属的中国犀。
据动物化石推测，当时观音洞附近，草木、竹林非常茂盛，山间盆地和洼地有较多的沼泽或湖泊。
观音洞遗址属我国旧石器早期文化，它与其他旧石器晚期文化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但“在个别因
素上又有相似之处。
北京人的燧石石器、大冶石龙头旧石器晚期的一些遗存、丁村遗址的三棱大尖状器等，都与观音洞文
化的同类石器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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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江文明的起源与开发》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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