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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故事 ● 渔舟唱晚  之一 

四千年前胶州湾的岸线在哪里 
——繁荣的三里河聚落为什么千年间两次荒芜 

 

本刊讯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有一个《海的

故事》课题组, 他们是由一群退休的平均年龄 73 岁

以上的老同志组成。五六年来, 他们一直活跃在科普

战线上 , 其成果以图展的形式加以宣传 , 共举行了

六七次大型图展。去年他们将图展展版集成一本大

型画册, 得到各方的好评。 

今年在总结前一段工作时, 他们认为过去将精

力集中在科普上 , 后面可否将精力用在学术研究

上？经讨论, 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于是便形成了“胶州湾沿岸六千至一千年前环

境变化与古人类的活动”这个课题。选择这个题目是

因为(1)《海的故事》画册的青岛篇对青岛地区古往

今来的海洋活动进行了介绍, 其中就包括胶州三里

河遗址。(2)从社会科学上看, 考古学中许多问题仍

处于定性阶段。三里河遗址是 20 世纪 70 年代发掘

的 , 以当时的条件 , 尤其是探测分析技术尚未达到

今天的高度与普及的程度。从自然科学上看, 胶州湾

的地质与海平面等环境研究, 几十年前已进行了大

量基础性工作, 其格局已基本清楚。但用来解释三里

河的空间尺度几公里、时间尺度千余年的范围, 就显

得不那么细致了。故, 课题组在前人的基础上新设计

了 7个钻孔, 以此来细化、补充前人的工作, 以期能

对三里河考古成果, 以及千余年前胶州作为北方海

上重港的 “ 文化 ” 现象给以量化解释。 

研究的目的是以地质环境的数据, (1)解释三里

河人的海洋活动是海洋渔业还是海边采集; (2)解释

三里河聚落大汶口文化末期与龙山文化末期为什么

两次荒芜 , 是战争还是极端灾荒(久旱久涝)造成的

种群灭绝或种群迁徙。这方面若能取得明确结果, 或

许有较普遍的意义; (3)解释唐宋时期板桥镇海港(胶

西海港)为河口型海港, 并探测大沽河(或云溪河)河

口位置, 再以古籍记载推测潮汐沿河口上朔的距离。 

研究的技术路线是, (1)测出 4 200、4 000、3 800年

前胶州湾西北部岸线的位置, 并测出当时大沽河(或

三里河)的河口的位置; (2)测出 1 000年前大沽河(或云

溪河)河口位置; (3)对样品中 4 300~4 100、3 900~ 3 700

年前的孢粉(或硅藻、有孔虫)等进行分析。 

再以这些数据反推当时的环境(尤其是岸线与气

候)状况, 由此环境状况进而推断当时古人类的社会

生产活动的状况。 

课题带有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性质, 这是半个

多世纪以来兴起的一种治学思潮。随着新观测技术

的快速进步与普及, 这种以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思

潮将成为一股洪流。它可以更好地反映出研究对象

的整体面貌, 及在更大整体中的位置。在考古与历史

领域, 国内多学科综合研究最大的一个项目是天地

生夏商周断代工程！它调动了国内科学史方面的天、

地、生, 历史, 考古、文物各方面的精英, 进行了多

年的研究。为历史、考古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具有

极大参考价值的量化研究途径。 

另外 , 全新世中晚期 , 尤其是近世工业革命以

来 , 沿海地区是人类与自然作用最为剧烈的地区 , 

因此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已是国际上的热点。 

因此 , 该课题得到了所里的支持 , 尤其是所离

退休办公室 , 多年来给课题以全方位的支持 , 离退

办主任开车与课题组同志一起开展对外联系、参加

展出、运送物资等事务性工作。而且在工作上还将

课题组转化成所内离退人员的科普活动小组。 

目前所里正在给课题充实年轻力量, 调整布局, 

以期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课题前段工作也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其 7个

站位的地质勘探工作得到了青岛强力钢结构公司的

无偿支持, 勘探工作的实施由青岛红钻勘察岩土工

程公司执行。 

对于此研究课题的工作进展, 本刊将视研究情

况进行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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