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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
揭秘史前人类如何治水

湖北发现
距今2300多年的
乘法口诀实物

治水、用水，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着非常生动的记录。鲧（gǔn）曾经治水，大禹
也治水，一代又一代的古代先贤们，通过治水、用水的过程，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以前，鲧和大禹只存在于传说之中，今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了解江河湖泊，又是
通过怎样的手段、怎样的视野对环境进行改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研究员带领的科技考古团队，利用江汉平原多
种田野考古与空间信息等方面的资料，揭秘江汉平原区域史前先民认识与改造自然环
境的方式和人地关系模式。

用遥感解决考古问题

近年来，考古工作中引入了多种

最新科技手段，用多学科的手段来完

善考古，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本科阶

段学习遥感专业的刘建国研究员通过

无人机拍摄、遗址三维重建等手段，对

遗址和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我觉得史前先民一定有治水事

件，所以我花了20年时间研究我国史

前先民如何治水，到现在基本上理出

一些头绪。”刘建国说，“除了使用遥感

技术获得影像，进行空间分析之外，我

们需要了解当地的地质和地貌，通过

多重材料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地貌的

形成过程，更好地将每个遗址的人地

关系问题解释清楚。”

刘建国表示，近年来随着考古工

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很多新兴科学技

术一旦出现，立刻就会被引入到考古

工作之中。“比如说我本科专业是航

空摄影测量与遥感，对遥感技术的最

新成果非常敏感，所以很快就能掌握

一些最新技术，纳入我的应用研究之

中。”

运用科技手段，江汉平原的考古

研究也有了不小的收获。2023年 11

月29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会上发

布了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城河遗址的

最新考古成果，该遗址最新发现距今

约5000年的“水利工程”遗存，专家推

测其用于雨季防洪、旱季灌溉，相关发

现见证了长江中游先民的治水智慧，

为探索长江中游史前治水文明提供了

关键样本。

水稻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出现以

及水稻种植业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与古人治水有关：“在河谷地

带，有冲击沉积形成的大量淤泥，能

够有效控制水源，非常适合种植水

稻；在山区，不适合种植水稻的地方，

史前先民可以种植小米。”刘建国说，

治水，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

互动和平衡。

农业发展促进社会发展

古代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

工以及阶层分化，是社会发展最基本

的动力。而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人

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史前人类为了适

应气候变化、环境变化所做出的努力。

“长江中下游地区处于北纬30度

线附近，初夏梅雨季节经常会有大量

降水，降水量甚至可能会高达1000毫

米，低洼处经常被淹没。梅雨季节之

后，这里又往往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出

现伏旱、秋旱的天气。而栽培水稻是

浅水种植，遇到夏秋季节高温、高蒸发

情况，稻田很容易干涸，所以如何对水

稻进行有效灌溉成为古人必须思考的

问题。”刘建国说，“古人发现这些规律

后，开始修建水利设施。我们在江汉

平原发现了距今约5100年的大型水

利设施。史前先民需要解决防洪和灌

溉两方面问题，才能与自然环境和谐

共处。”

当防洪和灌溉问题解决好后，粮

食丰收才有保障，人类社会才能持续

发展，人口也才会不断增加，部分人口

也因此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可以

专职进行其他类型的工作，如制陶等

手工业，因此社会就有了分工。而聚

落中的先贤，经验丰富，在水稻种植中

根据农时带领大家播种、施肥、除草、

收割，也会组织大家修建大型水利工

程，因而成为部落领袖，由此阶层也有

了分化。在此基础上，方国和王国也

慢慢出现，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刘

建国说：“由此可见，长江中下游的农

业聚落解决粮食问题的最基本方式就

是把水资源管控好，必须做到旱涝保

收，史前社会才有向前发展的可能。”

大禹是古代先贤的群像

“很庆幸江汉平原周边能够保留

下很多史前水利工程遗迹，这些水利

工程布局合理，结构齐全，有拦水坝、

蓄水区、灌渠、泄洪道等，充分展现了

史前先民的勤劳智慧。”刘建国感慨

道，“由于自然降水的时空分布极不均

匀，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生产等需

求，史前先民必须合理整治自然水源，

达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人类

文明才能不断演进。”

除了江汉平原的史前水利工程，

浙江良渚古城遗址外围也发现体量

更大的史前水利工程，是良渚先民改

造自然环境的结果：良渚遗址群位于

东海之滨，经常会受到台风的侵袭，

所以良渚水利工程必须考虑抵御台

风登陆产生的特大降水，确保聚落和

农田免受台风灾害的影响。良渚先

民驯服了周边环境，造就了繁荣昌盛

的良渚文明。

中国有大禹治水的传说，禹迹遍

布大江南北。在刘建国看来，考古

发现中国史前先民建造的大型水利

工程应该比大禹早 1000 余年，而且

史前治水至少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是

普遍现象。所以应该有很多先贤砥

砺前行，带领大家顺应天时、地利，

合理整治周边环境，走出野蛮蒙昧

的远古时代，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

明。而大禹应该是那些中国古代先

贤的集体群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
李雨心 马晓玉 受访者供图

战国时期人们如何计数？出土简牍

如何修复释读？记者日前从湖北省文化

和旅游厅了解到，湖北荆州秦家咀墓地

出土的乘法口诀实物——楚简《九九

术》，较此前所知最早的湖南里耶秦简乘

法口诀《九九表》，时间要早约一个世纪。

秦家咀墓地是东周时期楚国都城近

郊的一处邦墓地。其中，M1093墓葬为战

国中期的楚墓，出土大量竹简，是目前出

土战国楚简数量、文字最多的墓葬。

“M1093墓葬中发现的乘法口诀这支

简，证明在楚国已有乘法口诀的运用。”

秦家咀墓地考古项目负责人、荆州博物

馆副馆长杨开勇说。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曾于

2002年至2007年在湖南长沙参与里耶秦

简的出土整理与文物修复工作。他告诉

记者：“2002年的一天，脱色处理过的几支

秦简上显现出了完整的乘法口诀表，这成

为当时重要的考古发现。现在，我又亲眼

见到了更早的乘法口诀实物，令人惊奇！”

从《九九术》这支楚简的扫描图片可

以看出，竹简已变形，字迹有些许模糊。

目前经过释读已可确认简文：“二；五七

卅=（三十）又五，四七廿=（二十）又八，三

七廿=（二十）又一”。专家将其暂命名为

《九九术》，即乘法口诀。

先秦秦汉时期，“九九术”已成为数学

学习的基础知识，是基层官吏的必学内容，

用于日常工作中人力、物力、资产的计算。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谭竞男告

诉记者，先秦秦汉的典籍中，如《荀子》

《管子》中已有引用“九九术”的用例，出

土的秦汉文献中也有多种“九九术”发

现。秦家咀墓地此次新发现从表达、格

式、形制上都与先前发现有较明显不同，

对于更新我们对战国时期算术文献的认

识有重要意义。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批出土战国楚

简已在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完成第一阶段

室内揭取与保护工作，红外扫描、释文、

缀合等工作同步展开。经历20多个保护

修复步骤之后，近乎朽腐的竹简渐渐恢

复本貌，字迹逐一清晰再现。

初步整理研究显示，秦家咀M1093墓

葬出土的战国楚简内容涉及诸子、数学、

医药、畜牧、文学、日书等诸多类别。专家

指出，这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思

想等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据新华社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城河遗址俯瞰。

无人机拍摄和三维重建后输出的
屈家岭遗址高程图。

秦家咀战国楚简《九九术》（左）与
里耶秦简《九九表》（右）对比图。

图据荆州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