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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地学背景分析为基础 ,探讨了地学背景与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关系。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位于新构造运

动形成的渭河地堑内的西安凹陷 ,地学背景对于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 重点体现在新构造运

动奠定了文化遗址形成的环境背景 ,区域水系及地貌结构为半坡先民提供了良好生活环境 , 秦岭北坡及附近的

岩石为石质工具的物质来源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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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ological backg round and the rela tionship betw een the backg round and Banpo

Yang shao culture relic. Banpo relic is lo cated in Xi'an depression of Weihe g raben formed by the neo tectonic

movement , the geo lo gical backg round is impo r tant fo r the fo rmation of Banpo relic. Neotectonic movement lay s a

foundation fo r the environment , geomorphic feature supplies Banpo people w ith a good environment , ro cks of

no rth slope o f Qinling M ountain a re the source s o f stone to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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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位于西安东郊的浐河

东岸 ,是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的

典型代表 。半坡先民时代距今约有六七千年 ,当时

的社会经济已进入原始农耕阶段 ,人们生产所用的

工具多为磨制石器 ,日常生活用品则是使用细泥红

陶和夹砂红褐的陶器。半坡遗址是中国史前考古

中第一次大面积揭露的史前聚落遗址 ,开创了中国

聚落考古学 、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新领域。该遗址发

现于 1953年 ,近半个世纪以来 ,考古学家 、民俗学

家 、文物专家等各类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遗址遗迹进

行了研究 ,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直接利

用考古资料来论证揭示 6 000多年前处于母系氏族

社会繁荣时期的先民生产与生活情况 ,这对研究中

国原始社会历史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其二对遗址

的应用理论研究比较注重 ,例如展品陈列 、文物保

护与管理 、宣教工作等 ,这对于遗迹的可持续利用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这些研究中都没有深

层次地探讨地学背景与文化遗址之间的关系 ,从而



无法揭示先民与环境和谐统一的真正内涵 ,达到遗

迹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基于以上原因 ,笔者拟从地

学视角对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形成发展进行研究 ,

分析文化遗址的大地构造背景 、地貌 、石质工具的

岩石来源等 , 揭示先民与环境和谐统一的地学背

景 ,为遗迹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地学背景分析

1. 1　区域大地构造背景

陕西省地跨三大构造单元 ,北属中朝准地台 ,

南属扬子地台 ,中部为秦岭褶皱系 。第三纪以来 ,

新构造运动剧烈复杂 ,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构造景

观———陕北黄土高原拱起地块 、渭河地堑沉陷 、秦

巴差异性断块隆起。渭河地堑位于陕北黄土高原

拱起地块与秦巴差异性断块隆起之间 ,系新生代形

成的复杂的“箕状”地堑。地堑构造内有许多形态

各异的断凸和断凹组成 ,依据沉积相 、构造运动等

特征 ,渭河地堑可以进一步分为 Ⅷ区[ 1] (图 1)。西

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位于渭河地堑内的西安凹陷

东部 。

图 1　渭河地堑构造分区

Fig. 1　Weihe Graben Tectonics Zoning

西安凹陷位于临潼—长安断裂以西 ,哑柏断裂

以东 ,秦岭北缘(麓)断裂以北 ,渭河大断裂以南的

冲 、洪积平原和渭河一二级阶地上 。该凹陷从第三

纪早期以来一直在沉降 ,以半深水蓝灰色河湖相沉

积为主。第四纪以来 ,随着秦岭断块与北山拱起继

续上升 ,凹陷周边掀斜翘起 ,发育洪 、冲积扇群堆

积。全新统主要为现代河流冲积 、洪积层及风力搬

运的黄土 。

1. 2　区域地层

由于受局部大地张性应力作用 ,西安凹陷为断

陷型构造单元。基底岩性为中元古界片岩等变质

岩 ,埋深大于 5 000 m ,盖层为新生界第三系河 、湖 、

冲积相的碎屑岩类 ,沉积地层自下而上划分为
[ 1]
:

古近系始新统红河组(E2h)、渐新统白鹿塬组

(E3b);新近系中新统高陵群(N 1 g l)、上新统蓝田灞

河组(N 2 l +b)和张家坡组(N 2z);第四系三门组

(Q 1 s)、公王岭组(Q 2 g)、陈家窝子组(Q 2c)、乾县组

(Q 3 q)、马兰组(Q 3m)、半坡组(Q 4b)(表 1)。古近

系 、新近系 、第四系之间均为不整合关系 。半坡仰

韶文化遗址及附近主要地层为新近系 、第四系 。
表 1　西安凹陷区域地层

Tab. 1　Xi'an Depression Zone Stratigraphy

第

四

系

(Q)

新近

系(N)

古近

系(E)

全新统(Q 4)

上更新统(Q3)

中更新统(Q2)

下更新统(Q1)

上新统(N 2)

中新统(N 1)

渐新统(E3)

始新统(E2)

现代沉积 与现代地貌关系

半坡组(Q4b)
以洪积 、冲积浅黄褐色砂质粘

土 、粘质砂土及沙砾石层为主

马兰组(Q3m) 风成黄土

乾县组(Q3 q) 砂质粘土 、砂积砂砾石层

陈家窝子组(Q2 c) 风成灰、褐黄土状粉土

公王岭组(Q2 g) 黄土状粘质砂土

三门组(Q1 s) 黄土状粘质土或亚粘土

蓝田灞河组(N2 l+b) 河湖相棕红色泥岩 、砂质泥岩

高陵群(N1 g l) 河湖相棕红色碎屑岩 、泥岩组成

白鹿塬组(E3 b) 河湖相灰白色粗中粒砂岩

红河组(E2 h) 以河湖相紫红色泥岩为主

1. 3　区域水系及地貌特征

1. 3. 1　区域水系

西安凹陷区域范围内的水系为渭河水系 ,由于

地壳差异运动 ,整个区域东南高西北低 ,致使渭河

南北侧支流截然不同 ,南侧支流多为单支羽状水

系 ,北侧支流则为树枝状分叉水系。半坡遗址附近

的浐河为单枝状水流 。浐河发源于蓝田县汤峪 ,与

灞河汇合后注入渭河 。据学者研究 ,现在白鹿塬西

侧和长乐坡之间的低洼地带 ,是古代浐河中下游区

河床的宽度 。依据古河床的流沙堆积状况可推测

浐河在半坡先民生活时期水量非常大 ,虽然随季节

变化水量有涨有落 ,但总体上水量丰盈 ,导致河畔

常有许多湖泊分布。

1. 3. 2　区域地貌

由于渭河地堑周边的秦岭 、北山山地多次断块

抬升 ,因而周边基岩山地高于渭河地堑 300 ～ 1 600

m ,地势自周边山地向地堑中央呈阶梯降低 ,地貌

组合依次为周边山地 - 山前冲洪积扇 - 黄土台塬

- 河流阶地 。半坡遗址所在的西安凹陷地貌结构

基本符合上述规律 ,南边为秦岭山地 ,向北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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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前冲洪积扇 、黄土台塬 、河流阶地 。凹陷区内主

要有渭河河漫滩 、渭河一二级和三级阶地 、古河道

洼地 、黄土台塬 。在半坡遗址附近主要为渭河二三

级阶地和黄土台塬 ,二三级阶地上部为中上更新统

黄土 ,厚 25 ～ 30 m ,下部为中更新统冲积层 ,厚 10

～ 20 m;黄土台塬为白鹿塬 ,海拔 500 ～ 700 m ,高

出二级阶地 100 ～ 300 m 。

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处于浐河东岸的二级阶地

之上 ,其南北东三面为白鹿塬 ,是地学上称“川河时

代”原始村落居住遗址的典型代表 。

1. 4　古气候特征

关于渭河流域史前时期的环境与气候状况 ,自

20世纪 60年代诸多地学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门

研究 。半坡遗址大围沟剖面
[ 2]
能够充分反映史前

时期的气候及环境变化(图 2)。大围沟是半坡先民

挖掘的作为不同氏族居住区的分界线和防御设施。

大围沟中地层的堆积物是半坡人生活期间及其后

来堆积起来的 ,剖面显示半坡人生活最活跃期为

6 000 ～ 5 000 a 前 ,这正是全新世气候最温暖潮湿

的时期 ,对应于北欧的大西洋期
[ 2]
。

1 -耕土 ,灰黄褐色;2- 黄土状土 ,灰褐色;3 -黄土状土 ,黄

褐色;4- 黄土状土 ,黄红褐色;5 -黄土状土 ,褐红灰色:6 -

黄土状土 ,褐灰色;7-亚粘土 ,灰褐色;8 -马兰黄土

图 2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大围沟剖面

Fig. 2　Daweigou Valley Section in Banpo Relic , Xi'an

除此之外 ,植被特征充分反映出气候变化和地

理环境的差异。10 000 多年以来的植物演进历史

表明 ,木本植物和喜暖分子的增加 ,草本植物和耐

寒冷植物的减少 ,受到各地冰退时间早晚不同的影

响 ,体现出全新世植物群面貌的先后亦有差别。通

过对大围沟地层剖面土层密集采样和孢粉分析 ,可

复原半坡遗址的古气候环境。半坡遗址孢粉组合

特征表明 ,在距今 8 500 ～ 5 000 a ,气候和环境曾有

5次变化:

(1)最早阶段 ,植被以十字花科 、豆科为主的中

生草原 ,表明气温曾一度回升变暖 。

(2)以松 、蒿为主的森林草原 ,气候稍凉 ,温度

有所下降。

(3)植被为含有亚热带山地针叶树种铁杉的温

带阔叶落叶树森林景观 ,气候温暖湿润。

(4)植被以松 、云杉 、冷杉为主的针叶林及草

原 ,反映了较冷的气候条件 。

(5)植被为含有亚热带山地针叶树种的针阔叶

落叶混交林或森林草原 ,气候温暖湿润 ,这正是距

今 6 000 ～ 5 000 a前半坡人生活最活跃的时期 。

总体上 ,在半坡先民生活时期气候变化逐渐向

温暖潮湿方向演化。

2　地学背景对文化遗址的影响

2. 1　新构造运动奠定遗址形成的环境基底

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位于渭河地堑内的西安凹陷

东部 。西安凹陷从上元古界 —白垩纪一直都处于抬

升状况 ,这一时期地层缺失。自第三纪开始由于新

构造运动一直在沉降 ,第四系沉积了厚度较大的粘

土 、黄土 ,为一相对稳定的大地构造单元。新构造运

动使西安凹陷具有盆地性质的环境基底 ,为半坡先

民定居繁衍提供了可能的选择 。由于凹陷中活断层

的挤压-剪切断隆或拉张 - 剪切断陷运动 ,凹陷区

被划分为更低一级的上升和下降断块 ,不仅控制了

沉积物的类型及厚度 ,而且奠定了现今地貌单元特

点及分布。上升断块为黄土梁峁和黄土台塬 ,下降

区为冲积平原 、阶地及滩地。这些地质构造背景奠

定了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形成的环境基底。

2. 2　水系 、地貌结构为半坡先民提供了良好生活

环境 ,对半坡村落的经济方式 、生产生活工具有重

大影响

区域构造条件决定了水系特点 、地貌结构类

型 ,受秦岭褶皱带 、北山构造带构造运动的影响 ,半

坡遗址区由南向北依次为山地 —黄土台塬—河流

阶地—河流为主 ,可以满足先民对于依山傍水生存

环境的需求 。半坡遗址位于浐河二级阶地之上 ,阶

地高于河床 10 ～ 20 m , 可防水患;浐河水量充盈 ,

可满足先民生产生活需要;第四纪沉积的黄土质地

均匀 、含有丰富矿物质 ,次生黄土还含有较多腐殖

质 ,非常适合农业的发展。这些为半坡先民提供了

良好的生活环境 。

由于阶地面积有限 ,单一的经济模式不能满足

半坡先民生活之需 ,先民又有临近河流(距浐河约

800 m)这一便利条件 ,这些决定了半坡人的经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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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要以渔猎业和农业为主 ,而不同于其他平原地

区。经济方式对生产生活工具的选择和发展具有

重大影响 ,例如由于渔猎的需要 ,工具主要以网坠

和刃口较钝的盘状器为主;农业在当时具有重要地

位 ,人们为了种植粮食 ,首先需要砍伐大量的灌木 ,

生产中砍伐工具就显得非常必需 ,如石斧 、石锛和

刃口锋利的盘状器。

2. 3　古气候 、黄土性质对于半坡先民建筑方式的

选择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旧石器时代先民以山洞作为居室 ,进入新石

器时代以后 ,先民从丘陵地区进入盆地平原 , 已无

洞穴可以栖身 ,于是仿照旧石器时代的洞穴用石

器 、木器等工具在黄土地带向地面挖掘 ,出现了地

穴式 、半地穴式的居室 。黄土是极细的矿物质砂

粒 ,垂直节理发达 ,直立性很强 ,由人工开凿为壁立

状态不易崩塌 ,人们利用黄土的这种优越性质 ,构

建生活空间。由于地穴式建筑排水性能太差 ,久住

使人体感到不适 ,出入又不方便 ,所以半坡先民早

期居住形式多为半地穴式建筑 ,从地面向下开挖 ,

用坑壁做墙 ,利用黄土的垂直节理面形成较为封闭

的居住建筑。半地穴式建筑最大问题就是潮湿 ,随

着半坡时代后期气候向潮湿演化 ,这种问题更加严

重 ,会使人们患上诸如关节炎等疾病 ,于是半坡先

民的晚期建筑出现了地面上的方形房屋 ,充分利用

黄土的湿陷性及可塑性 ,建筑屋墙(木骨泥墙)和柱

底(用柱坑回填法形成硬土圈)。

建筑的变化一方面显示了半坡先民的聪明才

智 ,另一方面也印证了黄土性质 、古气候对于半坡

先民建筑方式的选择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2. 4　秦岭北坡及附近的岩石为石质工具制作提供

了丰富的物质来源

半坡先民使用的工具有石质 、骨质和木质 ,其

中石质工具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制作石质工具所

用的岩石 ,经鉴定总共有 37种岩石[ 3] (表 2)。

　　石质工具的岩石来源于何处 ,对此说法不一。

笔者通过对半坡石质工具的岩性和半坡附近的地

层岩性对比 、实地踏勘 ,认为秦岭北坡及附近的岩

石为石质工具制作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半坡

遗址南倚秦岭山脉 ,北邻渭水主干河道 ,东靠秦岭

支脉骊山山脉 ,西接少陵塬。在半坡遗址区内主要

为新生代地层 ,属于沉积岩区域 ,所以石质工具的

岩石应该不是来自本区域的;石质工具岩石也绝少

取自于渭河以北 ,主要由于渭河基岩出露较少 ,距

表 2　西安半坡仰韶遗址石质工具岩性分析

Tab. 2　Rock Analysis of Tools in Banpo Relic , Xi'an

岩石类型 岩石代表

岩浆岩类
玄武岩 、辉绿岩 、辉长岩 、花岗岩 、安山岩 、煌斑岩 、

伟晶岩

变质岩类

石英岩 、片麻岩 、角闪片岩 、石英片岩 、片岩 、蛇纹大

理岩 、大理岩 、板岩 、花岗片麻岩 、铁质石英岩 、千枚

岩 、矽质片麻岩 、云母片麻岩 、云母片岩 、粘板岩 、石

英云母片岩 、绢云母石英片岩 、云母角闪片岩

沉积岩类 砂岩 、石灰岩 、紫色页岩 、粘土岩

离较远 ,岩性单调 ,又有渭河这一天然屏障[ 3] ;而距

离遗址几十千米的秦岭北坡主要为太古界 、元古界

的古老变质岩及古生界地层 ,其中夹有各期岩浆活

动所形成的岩浆岩侵入岩体 ,周边地层出露的基岩

按时代从老到新的顺序为:

2. 4. 1　太古界

太古界太华群及秦岭群 ,主要分布于半坡遗址

以南距半坡 30 ～ 40 km 的秦岭北坡地带。主要岩

性有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二云母角闪片麻岩 、黑云

母片岩 、大理岩 、角闪片麻岩 、石英岩 、铁质石英岩 、

片麻状花岗岩 、石英云母片岩 、花岗岩 、矽质片麻

岩 、云母角闪片岩等。

2. 4. 2　中下元古界

中下元古界宽坪群 、陶湾群及熊耳群 ,主要分

布于浐河上游的汤峪 、库峪及灞河上游铁炉子地

区 ,其主要岩性有:硅化大理岩 、黑云母石英片岩 、

二云母石英片岩 、黑云母斜长石英片岩 、石英片岩 、

大理岩等。

2. 4. 3　震旦系

震旦系主要分布于灞河上游 ,主要岩性为紫红

色砂岩夹灰岩 、含铁石英砂岩 ,局部具砾岩 、灰白色

厚层块状硅质条带灰岩。

2. 4. 4　寒武系

寒武系该系地层在不同地区变质程度有深有

浅 ,主要分布于灞河上游 、灞源街以南 、铁炉子以北

的地带 ,主要岩性为杂色灰岩 、透镜状灰岩 、泥质灰

岩 、干枚岩 、薄层灰岩等。

除此之外秦岭北坡浐 、灞河的源头地带 ,还出

露不同时代岩浆活动所形成的岩浆岩 。

通过以上分析 ,结合半坡时期氏族间的交换由

近及远的特点 ,可以得出制作石质工具的材料 ,几

乎全部取材于半坡以南的秦岭北坡 ,而不会取自于

渭河以北 、关中以西等其他地区
[ 3]
。

半坡先民利用这些岩石以就地取材为主: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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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河道之中 ,二是取自岩石原产地。遗址前的浐

河河道为第一取材地 ,灞河河道为第二取材地 ,岩

石原产地为第三取材地。河道中的岩石主要是河

流由秦岭山地携带而来 ,在半坡遗址的东西两侧分

别为灞河 、浐河 ,二者皆源于秦岭北坡山地地带 ,两

条河流流经的山地地段 ,均为太古界 、元古界的变

质岩及古生界地层 ,其中夹有岩浆活动形成的岩浆

岩。地史时期 ,由于河水的侵蚀作用 ,河岸两侧基

岩山地岩石被河水冲入河床 ,沿谷底搬运至中下游

地区 ,所以由古至今浐河及灞河河谷地带留下了河

流搬运沉积作用形成的来自于河流发源地地带的

石质材料 。

从半坡遗址附近的河床砾石来看 ,砾石的磨圆

度较好 ,但分选性较差 ,大小不一 ,岩性差别也较

大 ,正好适合制作各类工具。半坡人往往以河道中

砾石为原始材料进行简单工艺加工而成形。

2. 5　第四纪黄土沉积地层为陶器制作创造了条件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

志 ,它不但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 ,

而且更加稳定了人类的定居生活 ,从而加速了生产

力的发展 。半坡陶器是半坡先民主要的生活用具 ,

出土约 1. 4 万件 ,是由有制陶经验的妇女们制造

的。她们选用粘性适中 、泥质较细的第四系黄土作

陶土 ,并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 ,或淘洗掉其中的杂

质 ,或掺和适量的沙子以便耐火。

陶土的原料为具有一定粘度 、泥质很细的普通

黄土(一般不含钾及钙质),统称粘土。在区域地层

中 ,第四纪赋存有大量的各类粘土 ,为制作陶器带

来丰富的物质来源 ,尤其是全新统半坡组 。半坡组

以冲积 、洪积浅黄褐色砂质粘土 、粘质砂土 、粉细砂

为主 ,富含石英 、长石等成分
[ 4-11]

,是不可多得的良

好陶土。半坡先民滨河而居 ,就地取材 ,采用适宜

的天然粘土 ,为了农耕生活的需要制作陶器 ,又把

氏族共同体崇尚的图案纹样彩绘烧制在陶器上 ,成

为多姿多彩的彩陶。陶土的成分对陶器烧结和颜

色具有一定影响 ,由于半坡当时土中含铁质较高 ,

故而陶器呈褐 、褐红等颜色 ,而利用的颜料用赤铁矿

和氧化锰制成 ,然后用和毛笔相似的工具 ,在一些细

泥质的器皿上进行描绘彩画。不同用途的器皿用不

同的原料制造 ,如煮饭用的是耐火的粗砂陶 ,盛水用

的是细泥陶 ,汲水用的是质地坚硬的陶土。

3　结语

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形成与地学背景密切相

关 。遗址位于渭河地堑内的西安凹陷 ,新构造运动

使西安凹陷具有盆地性质的环境基底 ,为半坡先民

定居繁衍提供了可能的选择;区域构造条件决定的

水系特点 、地貌结构类型满足先民对于依山傍水生

存环境的需求 ,对于半坡村落的经济方式 、生产生

活工具有重大影响;温暖潮湿的古气候及特有的黄

土性质对于半坡建筑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秦岭北坡及附近的岩石为石质工具制作提供了丰

富的物质来源;第四纪半坡组以冲积 、洪积浅黄褐色

砂质粘土 、粘质砂土等为主 ,富含石英 、长石等成分 ,

是不可多得的良好陶土 ,为陶器制作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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