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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全新世典型气候事件的区域响应
及其对海岱文明发展的影响

陈栋栋 1，彭淑贞 1,2，张 伟 2，韩军青 1，丁 敏 2

(1.山西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临汾 041000；2. 泰山学院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泰安 271021)

摘 要：8.2 ka B.P.、5.5 ka B.P.和 4.0 ka B.P.事件为全新世 3次典型的气候突变事件。本文以海岱文化区的主体

——山东作为研究区域，综合分析全新世古气候变化、新石器考古文化等方面的资料，研究认为3次气候事件在研

究区具有不同的响应方式，对海岱文明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其中，8.2 ka B.P.和5.5 ka B.P.事件均以干冷为特征，分

别对研究区后李文化的产生和大汶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4.0 ka B.P.事件是一次洪水与干冷事件前后接

踵的组合事件，它通过不同的影响机制导致了研究区各个区域的史前文明在4.0 ka B.P.事件前后普遍发生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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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新世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期

间存在多次气候突变事件[1-6]，伴随着气候的冷暖干

湿变化，人类社会也经历了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古

代文明社会的兴起与衰落等一系列对人类发展进

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演化阶段[7]。早在 20世纪 70年

代，就有研究从环境变化角度去认识史前人类的发

展，提出了环境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化对人类文化产

生主要影响的观点[8]。近年来，气候突变在古文明

发展与演替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3-10]。作

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海岱文化区[9]史前

文明辉煌灿烂，形成了延绵 8000 多年自成体系而

又一脉相承的海岱文化序列，然而气候突变事件在

本区的响应及其对海岱文明的影响机制研究却相

对较少。本文以山东地区作为研究区，利用近期发

表的地质学数据，结合考古资料对该区全新世

8.2ka B.P.、5.5ka B.P.和 4.0k a B.P.前后 3 次气候突

变事件进行了研究；对每次事件的气候性质进行了

判断；探讨了其对史前文明进程的影响。

2 全新世气候突变事件及其对人类社
会的影响研究

国际上，多年来全新世古气候一直被认为是比

较稳定的[10]。1973年，Denton和Karln根据北半球

的冰川进退提出全新世经历了4次新冰期，并且认

为全新世气候并不稳定[1]，之后，该结论陆续被各地

的古气候变化研究所证实[2-6]。

在中国，无论是来自地貌学[11]、沉积学[12-14]、古

土壤学[15]等地学各替代性指标，还是中国大范围内

广泛进行的孢粉组合分析等[16-18]植物学数据，均证

实全新世期间气候存在明显的冷暖干湿波动和一

些显著的气候事件。总结发现，这些气候事件中

8.2 ka B.P.、5.5 ka B.P.和 4.0 k a B.P.事件存在最为

普遍。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研究了气候事件对史

前文明的影响，其观点大致如下：①3次显著气候事

件的发生时间对应于各地新石器文化演替的高频

率期 [19]，其中 8.2 ka B.P.前后中国各地普遍开始了

新石器文明时代[19]；②5.5 ka B.P.前后的冷事件是导

致燕辽地区红山-小河沿文化之间的文化断层[20]和

多地出现文化演替[19,21]的主要原因；③4.0 k a B.P前

后的干冷事件可能导致岱海地区老虎山文化[22]、甘

青地区齐家文化[23]、海岱地区龙山文化[24]和江浙地

区良渚文化[25]的衰落，却加速了中原地区中华文明

的诞生[26]。

3 山东全新世三次典型气候事件的区
域响应

中国地域面积广大，气候类型多样。已有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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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由于各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所属气候系统不

同，全新世期间可能发生的8 ~ 9次冷事件[27]在各地

区的区域响应也不尽相同[28]。山东是海岱文化区

的主体，区域内文化遗址丰富，全新世古气候研究

已获得一些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根据

地貌特征，可将其分为山东半岛区、鲁中南山地丘

陵区、鲁西北-西南平原区 3 部分 [29](图 1)，全新世

8.2 ka B.P.、5.5 ka B.P.和4.0 ka B.P.事件在各部分均

有明显反映(图2)。

全新世初期8.2 ka B.P.事件是一次典型气候事

件，也是 Denton 等划分的第一次冰期的开始 [1]，气

候性质表现为冷干[27]。Alley等[2]曾针对格陵兰、欧

洲、美洲、非洲和亚洲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认为在

北半球，该事件具有普遍的影响，甚至认为该事件

是全新世冷事件中最强的。研究显示，该事件在中

国大部广泛存在[13]，持续时间也比较长。在山东地

区，鲁北平原的H-1孔的孢粉组合显示[30]，与前期较

为温暖的孢粉组合相比，7.7 ~ 8.0 ka B.P.左右，草本

植物花粉增加到 90%，并以蒿占绝对优势，木本植

物花粉所占比例降至 8%，以松、冷杉、云杉等喜冷

植物为主，是一次短暂的降温事件；鲁中南地区的

孢粉组合也证明[18]，相应时期该区的植被也做出了

类似的反映。

在山东半岛地区，从全新世初期开始持续的海

进却在 8.0 ka B.P.前后变成海退，在莱州湾东岸西

由附近，海岸线至少退至现在水深11 m以下，说明

当时曾经出现过一次较强的冷干事件[31]。由此可

见，本事件在该地区的气候性质为冷干。8.2kaB.P.

事件之后，全新世气候明显好转并逐渐步入全新世

稳定的暖湿阶段。而对全新世中期的气候研究却

发现，5.5ka B.P.前后，从北大西洋[3]向西到南美洲[4]、

北美洲[4]向东到亚洲[32]、非洲[5-6]均发生了一次显著

的降温事件，其总体气候特点是变冷、变干[33]；在中

国该事件也有普遍显著的反映[13,20-21]。对山东地区

的研究发现[30]，鲁北平原H-2孔的孢粉数量在该时

段内明显减少，且不见暖湿成分，相对而言，蕨类植

物含量增加，应该为一次降温事件；类似情况在鲁

中南地区的 J-55孔[30]、胶东地区的胶 5孔[17]以及半

岛北岸的牟平蛤顶堆、蓬莱大仲家、乳山翁家埠遗

址[34]的孢粉组合中均有反映。该时期，大汶口墓地

中，獐牙墓所占比例也由早期(6.3 ~ 5.5 ka B.P.)的

29.9%降至17.9%，考虑到獐是一种喜温动物，这种

降低明显指示了气候的转冷[29]。对海岸线的研究

表明，鲁北-胶莱平原地区大暖期时期持续的海进

在 6.0 ka B.P.时达到最大，海岸线一度至惠民-广

饶、昌邑北-平度新河-掖县沙河-虎头崖一线；5.0 ka

B.P前后开始发生海退，至龙山期，海岸线退至山东

滨县-寿光郭井子-掖县虎头崖一线[29]。

上述迹象表明，冷干是 5.5 ka B.P.气候事件在

山东地区的气候反映。

在全新世大暖期后期，4.0 ka B.P.前后气候再

次发生巨变。包括中国在内，北半球几乎各个大洲

均具有明显的反映[35]，一般将其命名为“全新世事

图2 孢粉等资料所揭示的山东省全新世气温变化曲线(文献[30])

Fig.2 The temperature curve of Shandong Province acquied by

palynological assemblage

图1 山东省地貌分区示意图

Fig.1 Topographic divis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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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3”[7]，气候性质上表现为干冷。在许多地区，该事

件意味着全新世最适宜期的结束和后全新世的开

始[28]。在山东地区，鲁北平原H2和H3孔孢粉组合

清晰地记录了这次降温事件[30]；枣庄地区西、南部

的湖沼面积逐渐消退，越来越靠近泗水古道[36]；山

东中部①和沂沭河流域[24]的全新世沉积学、地球化

学指标也对该次冷干事件有明显的反映(图3)。一

些学者注意到 [37-39]，在降温事件之前，4.2 ka B.P 前

后，中国乃至世界其他许多地区都发生过史前大范

围的洪水，各地的神话传说似乎均对此时期洪水有

过描述[19,40]；沂沭河流域薛家窑剖面[24]的粒度及 Sr

含量均指示在 78 cm 处(2260BC 前后)发生过较大

规模的洪水；鲁北H-2、H-3孔的孢粉图示在该时段

表现出藻类及蕨类植物含量急剧增加[30]；在鲁西南

地区和微山湖一带的平原上，有众多的土丘分布，

当地称为堌堆，其上大多保留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

化时期的遗存，其周围的平原上残留有洪水退去以

后泛滥平原上遗留的漫滩或牛轭湖堆积物，应是洪

水泛滥的证据[37]。

此外，还发现存在于泗水尹家城堌堆上的龙山

文化层被一层河流相细沙覆盖，说明当时的洪水应

有 10 m的高度。夏正楷[37]甚至认为这一带平原上

突兀的诸多堌堆，是更高一级平原面经洪水强烈冲

刷后的残留。联系到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层和江苏

溧阳地区[40]的古洪水证据，以及远古时代大禹治水

的传说，受夏季风强烈影响的山东地区该时期应该

遭受过严重的史前洪水，而紧接着洪水的是普遍严

重的干冷时期。

4 气候突变事件对海岱文明进程影响

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气候作为自然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必然对人类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40]，而

短期的气候突变事件对文明程度较低的史前人类

无疑具有更为严重的影响。早在1985年，Wigley[41]

就提出，短期的极端气候恶化比长期的但强度弱的

气候变化具有更严重的影响。山东地区新石器文

化灿烂，文明历史久远，形成了以后李(8.3 ~ 7.5 ka

B.P.)-北辛(7.5 ~ 6.3 ka B.P.)-大汶口(6.3 ~ 4.6 ka B.

P.)-龙山(4.6 ~ 4.0 ka B.P.)-岳石文化(4.0 ~ 3.6 ka B.

P.)为主要序列的海岱文明[9]。鉴于各阶段的文明程

度不同，具有不同性质的三次全新世气候事件对海

岱文明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

本文通过《山东省文物地图集》[42]对新石器遗

址的统计，建成了研究区新石器文化数据库，然后

利用ArcGIS软件分析得到了新石器遗址的时空分

布变迁(图4)。

对其他地区的新石器考古文化的研究发现[19]，

图3 替代性指标所揭示的山东地区全新世4.0 ka B.P.事件(据①和文献[24])

Fig.3 The Holocene 4.0 ka B.P. ev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①丁敏, 彭淑贞, 庞奖励, 等. 山东中部全新世环境演变与人类文化发展. 土壤通报, 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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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ka B.P.前后是一个新石器文化产生频率较大的

时期。山东地区已探明的最早新石器文化是后李

文化，根据 14C测年数据，后李文化的年代约在距今

8.3 ~ 7.5 ka B.P.[43]。考虑到全新世 8.2 ka B.P 事件

的的较长持续时间(8.0 ~ 8.5 ka B.P.)[19]可以推知，后

李文化的起源时间也正好处在该时期。对史前生

物来说气候变化首当其冲影响植物生长，继而通过

食物链影响动物的生存和繁殖。对史前人类而言，

冷干的气候对动植物产生的不利影响可能意味着

仅通过采集和狩猎已经不能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

要，迫于生存的压力，最早的史前农业也应运而

生。农业的出现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为人类的

生存提供了物质保障，促进了史前文明的出现。后

李文化遗址点的分布状况表明(图 4)，该时期史前

人类的分布范围非常有限，现今发现的后李文化遗

址均处于泰山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而且比起北辛

时期遗址向平原一带扩展而言，该时期的文化遗址

多分布在偏南的靠山一侧[43]，说明该事件对史前人

类的活动范围起到了明显的限制作用。总体来说，

干冷的 8.2 ka B.P.事件没有阻止史前人类的发展，

反而促进了较早的新石器文明的产生。在研究区，

该事件促使该区最早新石器文明——后李文明的

产生，但对其扩散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5.5 ka B.P.事件处在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期阶

段，在海岱文明正好处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且对应

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分界线[44]。对大汶口文化的

研究显示[44-45]，大致在 5.5 ka B.P.前后，大汶口文化

步入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在陶器制作上轮制技术

开始盛行，虽然仍以红陶为主，但是灰黑陶的比例

和陶器器形大大增加，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并一直

延续到龙山文化的典型陶器“鬶”和“盉”就是在这

个时期开始出现。该时期的农业生产由早期的比

较不发达阶段进入比较发达阶段；人类社会开始产

生贫富分化，墓葬里的随葬品数量和种类开始出现

图4 山东地区新石器遗址点时空分布图(据文献[42])

Fig.4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Neolithic sites in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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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差异；时段内没有出现文化衰退或更替；没有

证据表明，这次冷干事件对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

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大量的全新世古气候研究显示[12-13,40]，7.0 ~ 6.0

ka B.P.期间是全新世大暖期稳定的暖湿阶段，气温

和降水均稳定在较高的水平，史前人类的发展具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图4显示，与后李时期和北辛时

期相比，大汶口文化时期(6.3 ~ 4.6 ka B.P.)，该区新

石器文化遗址点数量突然大量增加，分布范围遍及

山东各区，指示着该时期文化的繁荣和史前庞大的

人口数量。基于该事件对史前环境的影响，众多的

人口可能对区域内有限食物来源形成压力，此时进

行人口迁移无疑是解决压力的最好形式，而人口的

迁移必然导致文化的扩散，前人的研究证明[46]该时

期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确开始向中原地区传

播。在人口压力可以解除的背景下，一定程度内的

气候波动很难对人类生存和文化延续造成大的影

响，相反只能为人类改善生存条件和提高适应环境

的能力提供经验，而且人口的迁移对文化的传播与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事实证明，5.5 ka B.P 虽

然是一次比较明显的干冷事件，但是在海岱地区还

没有严重到影响史前人类生存和文化传承的地步，

考古学上的一些发现甚至证明该事件是大汶口文

化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转折点。

4.6 ka B.P 前后，海岱地区迎来辉煌灿烂的龙

山文明时代，而大约在4.0 ka B.P前后，龙山文化突

然被相对落后的岳石文化所替代，关于该事件出现

的原因，学者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主要有“战争

说”[47]、“洪水说”[38-39]、“ 新兴产业如青铜器的出现导

致制陶业的衰落的观点”[48]和“气候恶化的观点”[24]，

近年来，最后一种观点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4.0 ka B.P.前后的极端气候事件无疑对该次文化衰

退事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山东地区，这次气候

突变事件对不同区域的古文明衰退具有不同的影

响机制。

以鲁西北-西南平原区和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为

例，根据前述证据，4.2 ka B.P.气候曾经发生过广域

性的洪水，鲁西北-西南平原区海拔仅为几十米且

又处于黄河下游，洪水泛滥之时大江大河流域所遭

灾难必以下游为重，一些学者认为当时黄河下游地

区应是一片汪洋[38]。对鲁西南地区的调查表明[49]，

已发现的堌堆90%以上位于菏泽中部地区，其余地

区或地势低下当时无人居住，或遭洪水冲刷淤没于

地下，以致地表难以看到，当时洪水的威力可见一

斑。龙山文化的先进设施被摧毁，农耕之地常年被

淹，农业生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进行，人们不

得不逃往外地，无力再搞经济建设[39]，该地区的龙

山文化逐步衰退。鲁中南地区则不同，该地区山地

丘陵面积广大，具有广阔的庇护场所。对沭河上游

流域的考古遗址点调查和模型预测显示[50]，相对于

研究区80 ~ 660 m的高程范围，大部分遗址点的高

程位于 110 ~ 140 m 之内，说明许多遗址本身具有

一定的防洪能力。洪水过后，人类重新转移至低处

重建家园，所以单纯的洪水不至于影响到文明衰

退，真正对该地区产生致命影响的是随之而来的降

温事件。根据研究，4.0 ka B.P.前后鲁中南地区已

有较长的水稻栽培历史[51]，海岱地区龙山时代庞大

的人口数量正是在具有较高产量的稻作农业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4.0ka B.P.的降温事件使得温湿

条件不再适宜水稻的生长，致使水稻减产甚至绝

产，而粟等对年积温和降水要求较低的作物产量要

远远低于稻谷[24]，此外，气候的变冷还直接威胁到

采集经济[52]，最终导致食物的短缺，这对于已经具

有庞大人口数量的龙山时代来说显然是个致命的

打击。逐渐加剧的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导致了

人口压力的形成，为了生存，人类掠夺性地开发自

然资源，最终导致人地关系严重失调[24]，随后人口

大幅减少，辉煌灿烂的龙山文明逐渐衰落，取而代

之的是古朴落后的岳石文化。

5 结论

(1) 全新世期间山东地区经历了多次气候突变

事件，尤以 8.2 ka B.P.、5.5 ka B.P.和 4.0 ka B.P.前后

3次气候突变事件最为明显。

(2) 在气候特点上，8.2 ka B.P.、5.5 ka B.P.两次

事件具有冷干的性质，4.0 ka B.P.事件是史前洪水

与较强干冷事件前后相接的组合事件。

(3) 8.2 ka B.P.事件促进了后李文化的产生；

5.5 ka B.P.事件没有阻碍海岱文明的发展与延续，

在某种程度上对大汶口文化的进步起到了积极作

用；4.2 ka B.P.前后的洪水可能是鲁西北-西南地区

龙山文化的衰退的主要原因，对鲁中南地区而言，

对其产生致命影响的则应该是紧随洪水之后的降

温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不同研究者所选取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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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研究地区的差异，对区域内全新世气候事件

出现的时间和强度还有些异议；对某些气候事件的

定性上不够细致。具有更高分辨率的古气候指标

的研究和运用将是以后全新世气候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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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ponse to Holocene Climatic Events of Shandong
and Their Impacts on Human Activity

CHEN Dongdong1, PENG Shuzhen1,2, ZHANG Wei2, HAN Junqing1, DING Min2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Sciences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0, Shanxi, China;

2. Depart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aishanUniversity, Tai’an 271021,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several climatic events in the Holocene, and the 8.2 ka BP, 5.5 ka BP and 4.0 ka BP

events were significant ones of them. Based on the synthesis of the published Holocene climatic records and

presen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we find that these significant Holocene events show different climatic patterns

and have different impact on the human activ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Both the 8.2 ka BP and 5.5 ka BP events

in this area have cold and dry climatic features. The former produced Houli Culture and the latter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Dawenkou Culture. Flood and the following cold-dry climate featured the 4.0 ka BP event, and

led to the collapse of Longshan Culture in Shandong Province.

Key words: Holocene events; Shandong; Haidai culture; impact

本文引用格式：
陈栋栋, 彭淑贞, 张伟, 等. 山东全新世典型气候事件的区域响应及其对海岱文明发展的影响.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

(7): 846-852.

8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