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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明史陈列（全2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大约1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这电是中华文明孕育的重要时期，磨制石器
被普遍使用，出现了农业，人们学会饲养家禽家畜，开始了定居生活。陶器制作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
特征，玉器等制作工艺开始出现并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差异较大，新石
器时代文化面貌也有很大区别。 安徽地跨淮河、长江两大流域，境内可分为淮北、江淮和皖南三个区
域，淮北地区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江淮地区东部丘陵起伏，西部则是大别山山脉；皖南地区北部为
长江沿岸的平原、丘陵，南部则为皖南山区，属新安江流域。三个区域内的自然环境和气候都存在较
大差别，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着安徽境内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同时，安徽地处多个历史文化
区的交汇地带，是南、北方文化碰撞、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地区。种种因素，使得安徽地区的文化既有
自身特点，又具有兼容并蓄的特征，并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文字、铜器、城市、礼仪等一系列文明
的要素及其技术的积淀，在新石器时代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而逐步发展起来。 安徽境内目前已发现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有400余处。根据遗址的分布和文化特征，可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初步分
为以下四个区域：淮北和沿淮地区、环巢湖地区、皖西南地区、皖南地区。 （一）淮北和沿淮地区 
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早期地方特征突出，自身承袭关系明确；距今6000～5000年左右，
由于大汶口文化的兴起，整个地区受大汶口文化影响渐深，并出现了大汶口文化新的地方类型；至龙
山时代，文化面貌已趋于一致。 宿卅小山口一期文化是安徽境内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
化，距今约8000年，出土陶器以红褐陶为主，流行附加堆纹、指甲纹、戳印纹等装饰，以釜、罐、盆
、支座为主，底部多为圜形底，未发现陶鼎。其后有宿州古台寺、濉溪石山子、蚌埠双墩、凤台硖山
口、定远侯家寨等遗址。以濉溪石山子遗址为代表的石山子类型与小山口一期文化存在着一定的承袭
关系，出土陶器厚重，多夹有蚌末，器形有釜、罐、盆、钵、盂、鼎、柱形支座等，其中鹿角钩形器
较有特色。距今约7300年的双墩遗址是淮河中游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代表，与周围地区原
始文化区别明显，被命名为“双墩文化”，遗址位于淮河北岸蚌埠市小蚌埠镇双墩村，出土的陶器以
釜、罐、碗及祖形支座为主。尤其是在陶器底部发现了600多个刻划符号，种类繁多，涉及到双墩人的
衣食住行、天文历法以及宗教信仰等内容，堪称一座原始社会的“档案馆”，对研究中国文字起源意
义重大。发现大量动物骨骼，以鹿、猪为多，螺、蚌壳在有的地层几乎成堆出土，表明当时渔猎经济
占有很大比重。人们就地取材，利用动物骨骼和蚌壳制造工具，鹿角钩形器和蚌器比较流行，出土数
量多。定远侯家寨遗址一、二期文化延续了双墩遗址的基本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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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明史陈列（全2册）》

编辑推荐

《安徽文明史陈列(套装共2册)》以清新严谨的叙述笔触，试图以丰富的笔墨论述安徽地域文化特色，
力求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融知识性、可读性、艺术性、学术性为一体，读者可以从图录
中深入了解安徽地域文物之厚重，文化之丰富，历史之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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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明史陈列（全2册）》

精彩短评

1、我看圖説話的能力還是比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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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明史陈列（全2册）》

章节试读

1、《安徽文明史陈列（全2册）》的笔记-第353页

        江至漢口水路十八站

鎮江→青山→南京→采石→蕪湖→荻港→大通→宗陽→安慶→東流→余家洲（即彭澤縣）→施家渡（
即湖口縣）→九江→龍坪→蘄州→黃石港→黃州→葉家洲→漢口。

2、《安徽文明史陈列（全2册）》的笔记-第325页

        “鳴鸞降紫宵”，分明是“霄”啊。
“長筵鴛鴦集”，分明是“鴛鷺”啊。
編輯眼花了，下次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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