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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汾河流域为例，通过对晚更新世早期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过程的分

析，可以发现，在人类活动以适应环境为主的旧石器时代，自然环境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物质

基础，它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技术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是早期人类应对

自然界的能动手段。期间，流域作为一种自然区域，一方面具有适宜早期人类生存发展的地

理条件，另一方面又孕育出了富有创造性的人类群体，推进着技术创新，逐步形成了具有鲜

明地域特色的流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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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汾河流域为例，通过对晚更新世早期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过程的分析，

认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间存在着相互反馈作用。其中自然环境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物质基

础，特别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人类早期，自然环境为地域文明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

性和可塑性；技术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是人类适应、利用、控制及改造自然界的能动

手段。早期人类通过发展技术等形式来主动应对环境变迁。期间，流域作为一种自然区域具

有更为适宜早期人类生存发展的地理条件；与此同时，早期人类在适应不同流域环境的过程

中，培育了富有创造性的地域性格，推进着技术创新，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流域

文明。 

1 环境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物质基础 

晚更新世早期，大致是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个时期人类主要是打制以打猎和采集为用途

的简单工具，单纯靠打猎、捕鱼和采集野生植物为生，可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人类赖

以生存的食物全部是自然界赐予的。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局限在采集、狩猎、渔鱼、选择

适宜场所栖息等方面，活动以适应环境为主要特征，罕见人为的开发行为，故这一阶段人类

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自然状态未因人类的活动而发生明显的变化。期间地理环境作为人类

文明的历史舞台，对古代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考古资料证明，人类早期文明多诞生在温暖的大河流域。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气候因

素、二是地形因素。流域（River Besin）作为一种自然区域是水资源的地面集水区和地下

集水区的总称，是一个以河流为中心具有明确的地域边界的自然区域。与河流水体共存的多

样生物，丰茂的森林、草原，为早期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植物果实及动物资源；河流不停的堆



积、搬运，又在两侧塑造出适宜早期采集、畜牧的台地。这一切都为早期文明的诞生奠定了

物质基础。 

以晚更新世早期汾河流域为例。丁村遗址的分布范围自襄汾县城至柴庄的汾河两岸，南

北长达 11 公里，处于位于汾河地堑的临汾盆地南端以柴庄隆起为屏障，与侯马盆地隔障相

接。汾河在盆地东侧穿过盆底，流向柴庄隆起的隘口，以汾河两岸下、中更新世堆积前缘海

拔 450 米线为界，形成了宽约 2 公里的汾河狭长河谷地带，遗址分布的海拔高度在 403-410

米之间。河谷两岸堆积有 4 级不同高度的阶地，阶地的阶面被东西向流水切割冲刷为多道冲

沟，从地貌学上讲，是典型的黄土河谷和河流阶地相结合的双相结构。在这些阶地内，除形

成于全新统的Ⅰ级阶地外，其余 B 级至 N 级阶地的沙砾层中，都埋藏有旧石器文化遗址及哺

乳动物化石，在 54—100 地点还发现了三枚丁村人牙齿化石。
【1】1—13

 

从丁村 54—100 地点中、下部层位中发现的 28 种哺乳动物化石，大部分是生活在森林

和山地之中。如纳玛象、印度象、水牛等，基本上是生活在疏林、草原湖泊和沼泽的温暖而

湿润的气候环境中。从鱼化石的研究来看，青鱼是一种以介类为食的鱼类，现生种广泛分布

在我国南方长江流域。从蚌科化石研究表明，丁村 54—100 地点含人化石。脊椎动物化石层

的蚌化石，现生种都限于秦岭以南的汉水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反映当时的气候环境是

温暖而湿润的。上述的气候特征，与粘土矿物组合、重矿物组合、化学分析和 PH 值等方面

测定结果所反映的气候特征相一致。因此，可以认为丁村人是生活在温暖而湿润的暖温带南

部和亚热带北部的气候环境中。
【2】84—195

说明晚更新世石器汾河流域的气候较今天暖湿，河水

也较今天深宽，从源头到尾闾整个沿河流域都有着自然地理环境优越——温暖的气候，丰沛

的降水，肥沃的土壤和茂盛的植被。 

较之一般区域，流域自然环境的外在形态是“贯通”，内在特质则是“流动”。旧石器时

代人类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动物的活动性和植物的季节性，决定了当时的人类群

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而流域内部流动的河流，沿河谷贯通的交通路径，皆为早期人类“逐

水草而居”的流动生活方式提供了便利的迁徙通道。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说河流在地球生命

形成和人类文明起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温暖的大河流域多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 

2 技术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动手段 

技术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是人类适应、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界的手段，对人类

的社会生活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如果没有技术，人类可能会面临无法生存繁衍的境地。人类

早期的技术主要来源于人类生产实践，即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形成的生产经验和劳动

技能。期间随着人类不断与外界环境发生互动，认知活动的范围、深度不断扩展，技术创新

不断进行。具体到旧石器时期，尽管技术发展十分缓慢，但人类的磨制石器技术也呈现出一

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20 世纪 50 年代末，古人类学家在汾涑流域下游西侯度遗址觅到了 32 件人类早期使用

的石器，地磁测定其地层年代为距今 180 万年前。这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

这些石器采用锤击、砸击和碰砧 三种方法创制，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较早阶段的代表。



同时，出土了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和带有切痕的鹿角以及一些表面呈深灰色的哺乳动物肋骨和

马牙的烧骨。烧骨的发现，说明人类首先在这里学会取火，开始熟食，从而减少对大自然的

依赖。
〔3〕

继西侯度之后，考古学家又在附近的匼河遗址发现了 138 件器形较大、属于大石器

传统的石器及 8 种动物化石，距今约 80 万年，与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人的工具有对应特

征，其中的三棱大尖状器无论在器型或打制方法上，对以前的西侯度文化及以后的丁村文化，

都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4〕

通过对出土石器工具实用功能的综合分析，证明当时的人类

已从事既采集又狩猎的活动。 

丁村文化遗址位于襄汾县汾河左岸的丁村附近，经多次发掘，获得 2000 余件石制品，

包括各种砍砸器、刮削器和手斧(中国手斧文化主要分布在汾渭地堑、汉水谷地和百色盆地
〔5〕)

等，世界考古学界公认为手斧是一种高效的屠宰和狩猎工具
〔6〕151

，手斧的出土反映了当时

汾河流域狩猎经济较为发达。此外，丁村人遗址中还发现了很多石球，也反映着人类的狩猎

水平的不断提高，狩猎业在当时的生活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从石器特征分析，丁村厚

尖状器是丁村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工具，其中厚尖状器类的三棱大尖状器和鹤嘴形尖状器被称

为“丁村尖状器”，这是挖掘植物块根的得力工具，代表着采集业的进步。在打制石片和石

器加工技术上，采用摔击法，比先人又有了明显的进步。
〔7〕

其以三棱尖状器、砍砸器、刮削

器、手斧、石球等为主要工具组合的旧石器文化，是中国旧石器传统的典型代表，它不仅说

明人类在体质上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度的重要环节，也充分地反映

了当时采集与渔猎的经济生活形态。 

      丁村人继承了汾涑流域下游西侯度人，匼河人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并将其

进一步发展。从西侯度、到匼河再到丁村文化遗址，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存能力不断

提高，人口逐渐增加，活动范围也从汾涑流域下游逐步向中上游扩展，最终形成了具有流域

一体化特征的汾河流域古文明。 

    3 环境、技术使流域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 

      文明就是人类适应、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和总和。一方面适宜的自然环境为人

类文明进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区域文明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和可塑性；另一方面人类以

技术为手段能动地适应着自然环境，创造着适应区域自然环境、体现区域人地关系特征的文

明模式。在这一多因素互动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相互塑造着彼此，共同创造着人类文明的滥

觞之地——大河流域文明。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著作《历史研究》中指出：“人类所以可能创造文明并不是由于

超越的生物天赋，也不是由于地理环境，而是由于人类对一种特别困难的挑战进行了应战”。

即“用科学的语言，我们可以说外来因素的作用是为了在被侵人体的身上最有利地刺激起可

能的最大的创造性的变化”
〔8〕174

。所以一切文明生长的动力都是来源于富有创造性的应战主

体—富有创造性的人类群体。旧石器时代技术创新的进化动力从根本上讲也不例外。而个体

或群体的人是否成为富有创造性的应战主体则又与居住期间的自然环境互动过程中潜移默

化的熏染休戚相关。大河多发源于高原山区，穿过上游的崇山峻岭，进入开阔肥沃的下游平

原，山的阳刚，水的阴柔，刚柔相济、相得益彰，使得流域内部的居民一方面具有锐意变革



的创新精神，与此同时也呈现出兼容并畜的开放态势。这正是流域文明形成的文化前提。 

汾河文明最早诞生在汾涑流域下游，是黄河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整条河流位于我

国著名的凸封闭地域—山西高原上，穿行在地势陡峭的汾渭地堑内，中下游有著名的太原、

临汾、运城三大盆地。如上文所言，整个流域群山连绵、大川奔腾，早期人类适应山、川这

两种截然不同，且富于变化的生存环境的漫长过程，不断调整自己的采集、狩猎行为，逐步

孕育形成了主动应对外界挑战，善于思索、创新的群体生存意识。如前文所述，早在 180 万

年前西侯度人就开始使用火，10 万年左右丁村人是我国最早使用手斧群体之一等皆为明证。

技术的创新、发展，促进了采集、狩猎活动的发展，人类的谋生手段提高了，再加上温暖湿

润的优良自然条件，使得早期汾河居民的生存能力、存活率缓慢提高，人类开始沿着河谷从

南往北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先是进入流域中游，再次进入上游，直到稍北的汾源一带。由

于汾河源头和晋北桑干河源头支脉相距很近，丁村文化甚至越过分水岭影响到了晋北桑干河

流域的原始文化。
〔7〕 

丁村厚尖状器是丁村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工具，这一独特的石器文化在汾河下游的襄汾

一带和侯马南梁里村西沟，中游的交城范家庄和太原古交一带，上游的静乐凤程山等地都有

发现，充分说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人，几乎占据了整个汾河流域，所以丁村文化也被成

为“汾河文化”。
〔9〕20

“在汾河流域，自上游的静乐凤程山、娄烦、到中游的太原古交、交城

范家庄，再到下游的曲沃里村、侯马南梁、甚至河津一带都有丁村文化的踪迹可寻。这些地

点的地质时代与丁村遗址群不相上下，在文化遗物方面又有与丁村石器风貌一致或器形相似

的成分，说明丁村文化在汾河流域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
〔10〕

关于丁村文化的性质，裴文中和

贾兰坡指出：“由丁村各地点所发现的石器，总起来看，都具有共同特性，代表了一种文化

和一定的地质时代„„”“时代是黄土时期，即更新世晚期。”“它是在中国黄河中下游、汾

河沿岸生活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文化”
〔11〕108—109

 

流域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正如陈桥驿在为《洞庭湖历史地理》
〔12〕

一书所写的

序言中所云：“水体不仅繁衍了生命，而且创造了文明，发展了文化。我们看到：尼罗河流

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黄河流域，滔滔河水，孕育了世界

上最古老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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