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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临澧出土八九千年前的炭化稻
谷，美国专家推断澧阳平原是世界稻作文
化起源地(详见本报昨日报道)。为什么澧
阳平原是世界稻作文化起源地？临澧杉龙
岗遗址的发掘对证明这个观点有何作用？
近日记者采访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郭伟民和美国哈佛大学巴约瑟夫教授。

起源地之争
众多遗址为何被否定？

关于稻作文化的起源地，目前学术上
争议不断，除了湖南的澧阳平原外，浙江
浦江的上山遗址、江西北部山区里的仙人
洞和吊桶环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等地
都拥有距今七八千年以上的稻作文化遗
址，这些地方也被部分专家认为是稻作文
化起源地之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
伟民认为， 浙江的上山遗址处于山谷地
带，水稻种植并没有规模化，出土的植物
遗存不够丰富，尤其是稻谷和杂草种子的
出土数量太少；江西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
址相邻，这两处遗址都是洞穴遗址，出土
炭化水稻不多， 而且没有发现农耕工具；
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出土的栽培稻不多，
稻谷在贾湖人的食物资源中没占到重要
地位。 这几处地方稻作农业并不发达，仍
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因此都不是稻作文
化的起源地。另外，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
了目前全世界最早的古栽培稻， 距今有1
万多年，但因为发现炭化稻谷的地方是在
洞穴里，且数量不多，并没有形成规模化
种植，周围也没有发现稻田遗址。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巴约瑟夫所持观
点与郭伟民相同，“一个地方发现少量炭

化水稻，农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不排除
是偶然性的因素造成，不能证明是稻竹文
化起源地。” 这位揭开小麦起源地之谜的
国际著名考古学家，在中国考察了不少地
方，最后把目光锁定在澧阳平原。

杉龙岗遗址
或成稻作起源的突破点

郭伟民告诉记者，澧阳平原发现了世
界上最早的水稻田、最早的稻作农业灌溉
系统，除了杉龙岗外，当地还有彭头山、八
十垱、城头山、鸡叫城等众多稻作文化遗
址。“1988年在彭头山文化遗址，发现大量
掺杂在陶片里的距今9000年的稻壳；1996
年在八十垱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多年的
近万粒炭化水稻；1997年， 在中国最早的
古城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约6000多年
古稻田；2007年，距今4000多年的鸡叫城
遗址，发现了堆积如山的炭化谷糠和非常
好的灌溉系统。这些考古成果，无论从年
代还是文化谱系上都非常清晰、 连续，因
此不少专家认为这里是稻作文化的起源。

郭伟民说，杉龙岗遗址、彭头山遗址
和八十垱遗址的年代差不多，三处都发现
炭化水稻，说明彭头山文化时期，澧阳平原
的稻作经济已经有了一定规模。 而且杉龙
岗遗址出土炭化水稻的彭头山文化堆积层
下面，还有年代更为久远的文化堆积层，继
续发掘不排除会有更令人惊喜的发现。

巴约瑟夫教授对此也很乐观， 他告诉
记者，“澧阳平原存在多处距今8000年以上
的稻作文化遗址，稻作种植已形成规模，因
此我坚信此地是稻作文化发源地。 我们在
杉龙岗遗址将开展为期三年的发掘工作，
20多天来已发现了6粒炭化水稻， 相信今
后能在这找到更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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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江西、河南和湖南道县等多处发现炭化水稻遗址，均没排上“稻作文化起源地”

稻作起源地为何锁定澧阳平原
专家：一个地方发现少量炭化水稻，农作经济没形成规模，不能证明是文化起源地

澧阳平原不仅是稻作文化的起源，
还是一个水稻向外传播的中心。 这是多
位国内外考古专家在历经多年研究后得
出的结论。郭伟民介绍说，澧阳平原是水
稻向外传播的中心，另外还有两大旁证。

一是白陶。 陶是重要的农耕生活用
具。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的迁移，人们往
往会把原居住地的陶器带走，也把特别的
陶艺带到新地方。目前考古发现，从长江
中游一直到岭南珠江三角洲地区及福建
沿海和台湾， 有一条清晰的白陶传播路
线。而这种白陶，正是经由澧阳平原汤家

岗等一批遗存向四面八方强力辐射。
另一个证据是语言。 欧美学术界新

兴的热门理论“农作/语言扩散假说”认
为， 当代不同语系的分布与农业的扩散
和农作者的迁徙相关。 这个学说的代表
人物，是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农业文化传
播研究的权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Peter�
Bellwood教授。他发现，稻作农业由长江
流域向东南沿海的传播， 造成了东南沿
海地区人口的膨胀， 并最终促使原南岛
语族在距今约6000年左右，向太平洋岛屿
迁徙。

澧阳平原八大路线向全球传播稻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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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考古专家制作了一幅稻作文明
路线图，勾勒出澧阳平原水稻向东、向南，
越过太平洋、印度洋传播的八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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