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周临淄城居民肉食消费初探：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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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nzi City Site of Qi State , Shandong Prov ince is the capital city site of the Qi State during Zhou Dy-
nasty period . The meat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and occupational group in this city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urban life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Linzi City of Qi State and other ancient city during East Zhou
Period . This article provid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is issue and related anim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based on the i -
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xcavated animal remains from the site of Kanjiazhai of Linzi , Qi State in 2012 -
2014 from the zo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 The excavated animals remains from Kanjiazhai is related to the remains
of meat consumption by the population of upper social class in the palace region or government office area before
late Warring State Period and the craftsmen 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workshop of bronze and iron casting .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meat consumption of upper social class and craftsmen or its administration in Linzi City of Qi
State and Qi State during East Zhou Peri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pecies representation , estimate of diet contribu -
tion of different species based on NISP , MNI and estimate of meat weight , which is an important case studying for
study the meat consumption , the exploitation and supply of animal resources in ancient cities during East Zhou or
other time peri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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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东临淄齐故城遗址是周代诸侯国齐国的都城遗址 。 东周时期临淄城人口繁庶 ，不同社会阶层 、职
业人群聚居于此 ， 其肉食消费问题对于理解东周时期齐国临淄城这样的大型都邑的城市生活与城市社会运
转有着重要意义 ，但古代文献鲜有记载和相关史料 。 本文在对 2012~2014 年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考古发掘
所获东周时期动物遗存进行鉴定 、分析的基础上 ，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 阚
家寨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在战国晚期以前主要是宫殿区或衙署区的社会上层人群肉食消费等活动留下的 ，
在战国晚期则主要是铸铜 、 制铁作坊区工匠或其管理阶层的肉食消费等活动留下的 ， 本文通过分析该遗址
这批动物遗存的动物种属构成以及可鉴定标本数 、 最小个体数 、 动物肉量估算等指标反映的不同动物对遗
址居民肉食结构的肉量贡献 ， 探讨了春秋到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城社会上层人群与手工业工匠阶层的肉
食消费情况 ， 并进而分析东周时期齐临淄城以及齐文化东周时期肉食消费的普遍状况 ， 对于研究东周时期
诸侯国都城以及其他古代城市的肉食消费 、动物资源的利用及其来源或供应问题有着重要学术意义 。
关键词 ：东周 ；临淄齐故城遗址 ；肉食消费 ；动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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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山东临淄 （今淄博市临淄区 ）齐故城遗址是两周

时期的齐国都城遗址 ， 也是秦代临淄郡郡治和汉代

齐郡郡治及诸侯国齐国都城的遗址所在 。 目前考古

证据表明临淄城最迟营建于西周中期 ， 只是营建之

初范围有限 ，随着齐国的不断对外扩张 ，作为都城的

临淄城规模也逐渐扩大 ， 逐步形成目前齐故城遗址

的规模与布局 （图一 ）。 临淄齐故城由大城和小城共

同组成。 大城始建于西周中期之前，此后经过西周晚

期 、春秋早中期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不断增补 、

扩建 ， 形成大体呈不规整的缺角长方形的规制和布

局 ，总面积约 14 平方千米 。 小城基本独立于大城之

外 ，仅东北部嵌入大城西南部 ，营建年代上限不早于

战国早期 ，下限不晚于战国中期 ，为田氏代齐后的宫

城 ，其平面略呈不太规则的长方形 ，总面积约 3 平方
千米 ，此后小城一直沿用到汉代 ，在战国晚期与两汉

时期曾进行过多次增补维修①。

东周至汉代 ，临淄城为东方一大都会 ，工商业尤

为繁盛发达 。 齐故城遗址分布着包括宫殿区在内的

居住区 ，商业集市以及冶铁或铸铁 、炼铜或铸铜 、铸

币 、制骨等众多手工业作坊遗址 ，大城内还发现了多

处西周至两汉时期的墓地或墓葬分布区②。 临淄城东

周时期人口众多 ，《战国策·齐策 》言战国时临淄城中

图一 临淄齐故城遗址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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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人口七万户 ，若以平均每户五口计算 ，也有三十

五万人左右。 《晏子春秋》中晏子曾言“〔齐之〕临淄三

百闾 ，张袂成 （阴 ）〔帷 〕，挥汗成雨 ，比肩继踵而在 ”，

《战国策·齐策 》亦言 “临淄之途 ，车毂击 ，人肩摩 ”，虽

然夸张 ， 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齐国临淄城街市繁

荣、人口繁庶的历史现实。 东周时期，不同阶层、不同

职业的临淄城居民的资源消费 ，自然是一个大问题 。

其中肉食消费涉及的动物资源的利用及其来源或供

应问题，就值得探讨。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考古工作者多次对临淄齐

故城进行调查、勘探和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并联合淄博市临

淄区齐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从 2011 年开始在临淄齐
故城进行有计划的考古调查 、勘探 、发掘和研究 。 该

项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之一 “临淄

齐故城冶铸遗存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 的主要内容之

一。 为了实施“齐故城冶铸考古”项目， “齐故城冶铸

考古” 项目组通过考古调查后 2012 年开始在阚家寨
东南部即 B 区开展发掘工作。 2012~2014 年阚家寨遗
址 B 区的考古发掘收集了一批东周秦汉时期的动物
骨骼等动物遗存 ，受 “齐故城冶铸考古 ”项目组委托 ，

我们对这批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与分析 。 本文尝试

从阚家寨遗址发掘区出土的这批动物遗存的分析个

案出发 ， 探讨临淄齐故城遗址东周时期先民的肉食

消费问题 。 欧美考古学界研究古代早期城市的肉食

等动物资源的消费及供应问题由来已久 ， 并且日益

深入③。 小文以东周临淄城居民肉食消费问题的初步

探讨作为引玉之砖 ， 希望能引起学界同仁对古代临

淄城以及其他古代城市动物资源的消费 、 利用及其

来源或供应问题的更多关注 ，重视相关资料的获取 、

收集与分析，继续深入研究、讨论相关问题。

一

临淄城在春秋时期进行了扩建，形成了后来齐故

城大城的规模 。 战国早期 ，临淄城变化不大 ，大体延

续了春秋时期的格局。 到了战国中期，与“田氏代齐”

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是临淄城西南角小城

的新建与小城嵌于大城的城市布局的形成 ， 齐国统

治中心即宫城由大城迁入小城 。 就阚家寨的考古发

现而言 ， 显然与春秋以来临淄城的扩建和发展是吻

合的 。 阚家寨遗址位于临淄齐故城大城中部略偏东

北 ，因地属阚家寨村而得名 ，考古调查 、勘探显示阚

家寨大体处于临淄城的中心区域 。 阚家村东南的考

古试掘曾发现西周早期遗存 ， 从西周晚期到汉代的

文化遗存非常丰富 ， 勘探还发现阚家寨村北有多处

夯土遗迹 ，2012~2014 年阚家寨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
春秋时期的地层和灰坑 ，战国时期的遗存则更丰富 ，

除一些地层和灰坑之外 ，还见到房址 、道路等遗迹 ，

特别是有的地点揭露出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 结合

各地点出土大量的建筑材料如瓦 、 半瓦当以及花纹

铺地砖等 ， 可推断这一区域分布有战国的宫殿或衙

署类高等级建筑 ， 下层夯土建筑基址中有些可能也

会早至春秋时期 。 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一带是临淄城

内各个时期文化遗存连绵不绝的重要文化中心 ，临

淄城早期 （西周时期 ）宫城可能在阚家寨一带 ，春秋

时期宫城虽然目前未能发现 ， 但春秋时期宫城中心

布局应该是在西周的基础上继续沿用 ， 阚家寨一带

直至战国中期田氏代齐前应该都是临淄城的中心区

域④。 到了战国晚期，之前的一些可能是宫殿、衙署类

建筑的大型建筑逐渐废弃 ，被铸铜 、制铁等金属冶铸

手工业作坊及相关遗存替代 ， 发现了不少战国晚期

的与铸铁、制铁及铸铜等有关的冶金遗迹与遗物。 可

见到了战国晚期 ， 由于小城的兴建和政治中心转移

导致大城原先与政治相关的很多空间场所逐渐被工

场、作坊和市场等工商业活动场所所挤占。 阚家寨遗

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在战国晚期以前应该主要是宫殿

或衙署区生活或活动的王室 、 贵族以及官吏等社会

上层人群的肉食消费等活动留下的 ， 在战国晚期则

主要是铸铜 、 制铁的工匠或其管理阶层的肉食消费

等活动留下的。

阚家寨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包括动物的骨骼 、

角 、贝壳 、内壳 （主要是软体动物的内壳 ）。 B 区三个
地点都只出土了少量春秋时期的遗物 ， 出土动物遗

存标本 453 件 ， 其中春秋早期 57 件 ， 春秋中期 113
件 ，春秋早中期 120 件 ，春秋中晚期到春秋末年或春

秋与战国之交 163 件 。 阚家寨遗址 B 区战国时期出
土动物遗存标本 1066 件，其中战国早期 633 件 ，战国

中期 19 件 ， 战国早中期共计 16 件 ， 战国中晚期 58
件 ，战国晚期 320 件 ，战国末年 4 件 ，不能确定更具

体阶段的 16 件 。 总体来看 ，春秋时期的动物遗存明

显少于战国 ， 战国时期早期和战国晚期动物遗存较

为丰富 ，战国中期与战国末年动物遗存数量很少 ，这

可能与战国中期 “田氏代齐 ”后临淄城政治中心由阚

家寨遗址所在区域转移到临淄城西南角的 “小城 ”有

关 ， 直到战国晚期该地区成为重要的金属冶铸作坊

区动物遗存等生活遗存才再度丰富起来 。 这些动物

遗存多数是东周时期在阚家寨遗址所在区域生活 、

活动的人群肉食消费活动留下的骨骼等厨余垃圾 ，

动物遗存的丰富程度与该区域的兴衰与功能转移若

合符节 ， 因此动物遗存的情况较好地体现了东周时

期临淄城这一区域居民肉食消费情况 ， 对于东周时

期临淄城居民肉食消费状况也比较具有代表性。

阚家寨遗址 B 区出土的动物遗存中可鉴定种属
的哺乳动物有狗 （Canis familiaris Linnaeus⑤ ）、 家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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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 scrofa domesticus Linnaeus）、 黄 牛 （Bos taurus
Linnaeus）、 马 （Equus caballus Linnaeus）、 绵羊 （Ovis
aries Linnaeus）、梅花鹿 （Cervus nippon Temminck）、大
型鹿科动物 （Cervidae，指马鹿 、麋鹿等体型较大的鹿

类动物⑥）、小型鹿科动物 （Cervidae，狍子 、獐子等体

型大小的鹿科动物）、兔子（Lepus sp.）、小型犬科动物
(Canidae，具体种属尚待进一步鉴定 )、啮齿动物 （Ro-
dentia，鼠等 ）等 ，鸟类有鸡 (Gallus gallus domesticus
Brisson)、雉（phasianus sp.）等，瓣鳃纲（Lamellibranchia）
软体动物则有丽蚌 （Lamprotula sp.）、三角帆蚌 （Hyri-
opsis cumingii (Lea)）、 文蛤 （Meretrix meretrix (Lin-
naeus)）、乌贼 （Sepia sp.,俗称墨鱼 ）等 ，爬行动物有鳖

(鳖科 ，Trionychidae)，鱼属于硬骨鱼纲 （Osteichthyes），
只有 1 种，但具体种属尚待进一步鉴定。

因为篇幅所限，本文将齐故城遗址东周时期的地

层与遗迹中出土的动物遗存中可鉴定种属的标本分

春秋 、战国两个时期 ，按可鉴定标本数 （NISP）和最小
个体数 (MNI)的统计进行讨论 ，将来再在更细致的分

期框架下专文讨论。

从表一可以看出春秋时期阚家寨遗址出土的动

物中以哺乳动物为主 ， 其可鉴定标本数约占所有动

物的可鉴定标本数的 97%， 其最小个体数约占所有

动物最小个体数的 87%，另外还有少量贝类 （包括海

生贝类中的文蛤和淡水贝类中的三角帆蚌 、丽蚌 ）和

鸟类 （可鉴定种属的有雉 ），说明春秋时期临淄城阚

家寨所在区域居民消费、利用的主要是哺乳动物。 因

为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的收集方法是手拣 ， 没有用

细网筛选 ，发掘面积也有限 ，导致收集的动物遗存与

当时实际消费 、 利用的动物的情况可能存在一定差

异 ，“说有容易说无难 ”，我们尚不能断定当时阚家寨

的居民就不吃鱼 ， 也不能断定贝类和鸟类在当时居

民消费的动物中的比例就是当时生活中的实际情

况 。 但无论如何 ，除了这些偏差外 ，我们还是可以大

体断定当时临淄城阚家寨所在区域居民春秋时期肉

食消费的动物主要是哺乳动物 。 我们的讨论也集中

于哺乳动物。

阚家寨所在区域居民春秋时期消费、利用的动物

以家养动物为主。 野生哺乳动物有梅花鹿、小型鹿科

表一 春秋时期动物遗存的可鉴定标本数、最小

个体数及其比例

种属 NISP NISP% MNI MNI%

三角帆蚌 1 0.37% 1 3.33%

丽蚌 1 0.37% 1 3.33%

文蛤 2 0.74% 1 3.33%

鸟（种属未鉴定） 2 0.74% 0.00%

雉科 1 0.37% 1 3.33%

狗 58 21.40% 9 30.00%

家猪 154 56.83% 7 23.33%

黄牛 32 11.81% 3 10.00%

绵羊 13 4.80% 3 10.00%

梅花鹿 2 0.74% 1 3.33%

小型鹿科动物 1 0.37% 1 3.33%

兔 3 1.11% 1 3.33%

啮齿动物 1 0.37% 1 3.33%

合计 271 100.00% 30 100%%

表二 战国时期动物遗存的可鉴定标本数、最小

个体数及其比例

种属 NISP NISP% MNI MNI%

乌贼 1 0.20% 1 1.59%

丽蚌 1 0.20% 1 1.59%

文蛤 15 2.94% 6 9.52%

鳖 1 0.20% 1 1.59%

鱼 2 0.39% 1 1.59%

鸡 1 0.20% 1 1.59%

鸟（种属不明） 6 1.17% 3 4.76%

狗 108 21.14% 15 23.81%

猪 169 33.07% 13 20.63%

黄牛 115 22.50% 5 7.94%

绵羊 34 6.65% 3 4.76%

山羊 2 0.39% 1 1.59%

马 19 3.72% 3 4.76%

大型鹿科动物 5 0.98% 1 1.59%

梅花鹿 20 3.91% 2 3.17%

小型鹿科动物 1 0.20% 1 1.59%

兔 3 0.59% 2 3.17%

小型犬科动物 2 0.39% 1 1.59%

啮齿动物 6 1.17% 2 3.17%

合计 511 100.00% 6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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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兔子和啮齿动物（主要是鼠类）。 其中啮齿动物

不能确定是当时的还是晚期的打洞到早期文化堆积

所在的土里死掉的 ，其骨骼完整 ，未见肉食加工的切

割痕与砍痕 ，因此应该不是当时人肉食消费的对象 。

家养动物有猪 、狗 、黄牛和绵羊 ，这些家养动物骨骼

的可鉴定标本数合计约占所有哺乳动物骨骼的可鉴

定标本数的 97%， 家养动物的最小个体数合计约占

所有哺乳动物的最小个体数的 85%。 春秋时期在所

有动物遗存的可鉴定标本数中 ， 猪占多数 ， 约占

57%，狗约占 21%，黄牛约占 12%，绵羊骨骼所占比例

则约占 5%；在哺乳动物的骨骼可鉴定标本数中猪也

占多数 ，约占 58%，狗约占 22%，黄牛约占 12%，绵羊

骨骼所占比例则约占 5%。 春秋时期在所有动物遗存

的最小个体数中 ，狗约占 30% ，猪占约占 23% ，黄牛

和绵羊均占 10%；在哺乳动物的最小个体数中 ，狗约

占 35%，猪约占 27%，黄牛和绵羊则均约占 12%。从动

物的最小个体数来看 ， 以狗所占比重最大 ， 猪略次

之 ，黄牛和绵羊则与猪狗相差较大 ，但也占了一定数

量。

从表二可以看出，战国时期阚家寨遗址出土的动

物中仍以哺乳动物为主 ， 其可鉴定标本数约占所有

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的 95%， 其最小个体数约占所

有动物的最小个体数的 78%，另外还有少量贝类 （包

括海生贝类文蛤和淡水贝类 ）、乌贼 （即墨鱼 ）、爬行

动物 （鳖类 ）、鱼类和鸟禽类 （属鸟纲 ，包括鸡和种属

尚未鉴定出来的鸟）。 关于收集方法对于统计的影响

如前所述 ， 但仍然可以看出战国时期临淄城阚家寨

所在区域居民消费 、利用的主要是哺乳动物 ，且以家

养动物为主。 野生哺乳动物有梅花鹿、大型鹿科动物

与小型鹿科动物 、 兔子 、 小型犬科动物和啮齿动物

（主要是鼠类）。 家养动物有猪、狗、黄牛、绵羊、山羊、

马和鸡 。 这些家养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数合计所

有占哺乳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数的 92%， 家养动

物的最小个体数合计约占所有哺乳动物的最小个体

数的 82%。 战国时期所有动物遗存的可鉴定标本数

中 ，猪约占 33%，狗约占 21% ，黄牛约占 23% ，羊 （包

括绵羊和山羊 ， 以绵羊为主 ） 和马数量较少都不到

10%，羊约占 7%，马约占 4%；哺乳动物的骨骼可鉴定

标本数中猪约占 35%，狗约占 22%，黄牛约占 24%，羊

和马数量较少都不到 10% ，羊约占 7% ，马约占 4% 。

战国时期所有动物的最小个体数中 ，狗约占 24%，猪

约占 21%，黄牛约占 8%，羊约占 6% ，马约占 5% ；在

哺乳动物的最小个体数中 ， 狗约占 31% ， 猪约占

27%，黄牛约占 10%，羊约占 8%，马约占 6%。 从最小

个体数来看 ，仍以狗所占比重最大 ，猪略次之 ，黄牛 、

羊和马则与猪狗相差较大。

从出土动物遗存的可鉴定标本数和动物最小个

体数的统计情况来看 ， 整个东周时期阚家寨遗址居

民消费 、利用的动物中家养动物占绝对多数 ，包括家

猪、狗、黄牛、马、绵羊、山羊和鸡。 从可鉴定标本数和

最小个体数来看 ，猪和狗数量最多 ，其次为黄牛 ，羊

和马都相对较少 。 从最小个体数来看 ，狗 、猪 、黄牛 、

羊春秋到战国的数量比例变化不大 ， 说明整个东周

时期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消费 、 利用的主要家养

哺乳动物没有太大的变化。 马、山羊和鸡目前只发现

于战国时期 ， 但中国境内山羊最早在新石器时代末

期就有发现 ，马则在商代就有发现 ，阚家寨遗址春秋

时期不见这两种动物可能与发掘面积有限有关 ，也

可能因为当时这一区域消费 、 利用的动物没有这两

种动物。 马和山羊到了战国时期才发现，只能说明当

时阚家寨所在区域居民春秋时期不吃或很少吃马肉

和山羊肉 。 家养动物中鸡到了战国时期才有 1 件标
本发现 ，要么当时养鸡主要用来下蛋或打鸣 ，人很少

吃鸡肉 ，或养鸡数量较少 ，要么就是因为发掘中主要

靠手拣选，导致收集的鸡骨较少。

除了老鼠等啮齿动物以外，马骨的出土情况也比

较特殊 ，多数发现于路土中 ，而且马骨都不是带肉较

多的部位 ，其提供的肉量十分有限 ，而且基本都是完

整的骨骼 ，多数为带肉少的趾骨 、跟骨 、距骨 、掌骨等

骨骼与单个牙齿 ，罕见砍痕与割痕 ，只有 1 件掌骨有
切割痕迹 ， 不像其他动物的出土骨骼多数是为了吃

肉而砍断的骨块 ，砍痕与割痕较常见 ，可见遗址出土

的马骨可能基本上都不是吃肉后剩余的骨头 ， 而是

扰乱 、混入的马骨 ，因此尚难断定临淄城阚家寨所在

区域居民是否吃马肉，即使有也是偶一为之。 除了老

鼠等啮齿动物和马以外 ， 其他种类的动物的遗存基

本是有砍痕或割痕或烧烤痕的骨块 ， 即使是有少量

完整的骨骼 ，也多数带有割痕 ，可见除了啮齿动物和

马以外的动物的遗存基本都是当时阚家寨所在区域

居民肉食消费活动留下的 ， 其种类和数量比例反映

了其肉食消费的动物种类以及肉食消费中不同动物

的数量比例。

阚家寨遗址居民利用的野生动物主要为梅花鹿 、

兔子等常见野生哺乳动物 ，也包括三角帆蚌 、丽蚌等

淡水贝类 ，文蛤 、墨鱼等海洋贝类与软体动物 。 其中

文蛤春秋和战国时期都有发现 ， 墨鱼则只发现 1 件
战国中晚期的标本。 文蛤味道鲜美，墨鱼则是我国四

大海产 （大黄鱼 ，小黄鱼 ，带鱼 ，墨鱼 ）之一 ，渔业捕捞

量很大，肉鲜美，富营养。 此外墨鱼骨可入药，有收敛

止血的功能 ，遗址作坊区发现的墨鱼骨 ，也可能是为

工匠在劳作过程中出现创伤出血时止血备用 。 临淄

齐故城遗址与海滨还有一段距离 ， 因此这些海洋动

物资源当是通过较远距离的交换或者其他方式到达

临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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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动物考古学界常用动物的最小个体数作为指标

来探讨人类消费 、 利用的动物中不同动物的相对重

要性 （通常是肉食贡献 ），但是不同动物可提供的肉

量差异较大 ，比如牛和马单个个体的肉量远超过猪 、

羊 、狗单个个体的肉量 ，因此最小个体数的数量比例

差异并不能准确反映不同动物在当时临淄城阚家寨

地点居民的肉食结构中的实际肉食贡献量 。 以可鉴

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为量化指标讨论遗址居民的

肉食结构中不同动物的肉食贡献时都只有相对参考

性，遗址出土动物的肉量估算则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动物的肉量有不同的估算方法⑦，本文采用根据

最小个体数估算肉量的方法 ， 这种方法考虑了不同

体型动物单个动物提供肉量的差异 ， 比较适合于人

类定居的聚落遗址的动物肉量估算 （其前提是假定

所有宰杀的动物都在聚落内消费 ），但这种肉量估算

必须考虑每个物种不同性别 、 年龄或死亡季节的个

体的肉量之间的差异 ， 家养动物还有不同地方品种

的肉量差异。 本文则综合考虑同一物种不同品种、性

别的个体的肉量差异 ， 分析时适当考虑不同物种的

年龄构成。

由于齐临淄城消费的动物以哺乳动物占绝对多

数 ，哺乳动物中又以家养动物为主 ，整个东周时期均

超过 80%， 考虑到野生动物除了鹿以外的野生动物

与家养动物中的鸡数量比例较小 ，肉量贡献很小 ，因

此这里只讨论家养哺乳动物和鹿的肉量贡献。

如前文所说统计家养动物时会考虑不同地方品

种的肉量差异 ，中国的家畜地方品种众多 ，这里尽量

选择山东的传统地方品种 ， 并且尽量选择接近临淄

城的地区品种 。 山东地区猪的传统地方品种有莱芜

地区的莱芜猪和济宁地区大蒲莲猪 ， 其中莱芜猪属

于华北型地方猪种 ， 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

时代 ， 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家猪头骨经与

现今莱芜猪头骨 （颅骨 ）相比较 ，几乎看不出明显差

异⑧，莱芜地区传统上又属于齐国 ，因此临淄齐故城

出土的猪应该相对更接近莱芜猪 ， 故以莱芜猪作为

推测临淄齐故城出土猪的体重的参考品种 ， 其他家

养动物的参考品种也同理选择 。 《中国猪品种志 》记

载有 80 年代对莱芜猪的成年猪体重的调查数据 ，公

猪平均体重为 108.9，母猪平均体重为 138.3⑨ ，因为
我们不能确定每个个体猪的性别 ， 因此将公猪和母

猪的平均体重之和除 2 即为成年莱芜猪的平均体重
123.6 千克 。 黄牛以产区靠近临淄的渤海黑牛 （原产

于山东省滨州市 ）作为参考品种 ，成年公牛的平均体

重为 426.3 千克， 成年母牛的平均体重为 298.3 千克
⑩， 取两者平均值整数 362.3 千克作为成年渤海黑牛
的平均体重。 绵羊以产区靠近临淄的洼地绵羊（中心

产区为山东省滨州市 ）作为参考品种 ，成年公羊的平

均体重为 63.9 千克 ，成年母羊的平均体重为 42.1 千
克輥輯訛， 取两者平均值 53 千克作为成年洼地绵羊的平
均体重。 山羊则以莱芜黑山羊（中心产区为山东省莱

芜市 ）作为参考品种 ，莱芜黑山羊的成年公羊平均体

重为 44 千克 ， 成年母羊的平均体重为 27.4 千克 ，取

两者平均值 35.7 千克作为成年洼地绵羊的平均体
重。 马则以蒙古马作为参考品种，1960 年对蒙古马的
调查显示 ，成年公马平均体重为 295.5 千克 ，成年母

马平均体重为 286.8 千克輥輰訛， 取二者平均值 291.2 千
克作为成年蒙古马的平均体重 。 以上参考数据均尽

量参考较早的调查数据 ， 因为随着中国畜牧业经济

的发展 ，各种饲养 、肥育技术的进步 ，越早的调查数

据越接近传统中国社会的情况。

在计算不同物种的家养动物可食用肉量时我们

采用怀特的计算方法 （长腿哺乳动物可肉用肉量=活

表三 春秋时期临淄城主要哺乳动物肉量统计表

动物种属
成年个体

平均体重
最小个体数

最小个体数

百分比

活体总重

（千克）
可食用肉率

可食用肉量

（千克）

可食用肉量

百分比

狗 30 9 37.50% 270 50% 135 9.40%

猪 123.6 7 29.20% 865.2 70% 605.6 42.20%

黄牛 362.3 3 12.50% 1086.9 50% 543.5 37.80%

绵羊 53 3 12.50% 159 50% 79.5 5.50%

梅花鹿 130 1 4.20% 130 50% 65 4.50%

小型鹿科动物 16 1 4.20% 16 50% 8 0.60%

合计 24 100.00% 2527.1 1436.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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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量×50%×最小个体数 ； 鸟类和短腿哺乳动物可

食用肉量=活体重量×70%×最小个体数輥輱訛）。这样统计

出来的不同动物的可食用肉量百分比 (见表三 、表四 )
与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百分比有明显的差

异。 黄牛提供的可食用肉量贡献接近猪，狗提供的可

食用肉量贡献则明显降低，但仍然比羊和鹿高。 可见

东周时期阚家寨居民的肉食消费中黄牛肉和猪肉的

比重最高 ，狗肉是当时阚家寨居民比较重要的肉食 ，

但无法和牛肉 、猪肉相提并论 ，羊肉相对比重最低 。

马的情况前文分析过 ， 因为马骨主要不是肉食消费

留下的生活垃圾，其肉量贡献我们暂不考虑。

上文分析提示我们， 如果动物体型差别很大，不

能仅依赖最小个体数来讨论动物的肉食贡献 ， 否则

就会得出东周时期阚家寨地点乃至临淄城居民的肉

食消费中狗与猪的肉食贡献接近 ， 甚至略高于猪的

简单结论。

三

自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黄淮下游地区尤其是海

岱地区先民的肉食消费普遍以家养动物为主 ， 家养

动物中除了家猪和狗外 ，黄牛和绵羊开始出现 ，为这

种肉食消费提供条件的家畜饲养业 ，形成猪 、牛 、羊 、

狗多种类家畜并养的特点 ， 到了晚商时期家马也开

始出现。 自此一直到两周时期，齐文化所在的海岱地

区一直是猪 、牛 、羊 、马 、狗五畜并养 ，先民的肉食消

费也主要来自猪 、牛 、羊 、狗 ，马则主要作为畜力 。 肉

食消费的动物中始终以家猪为主 ， 牛所占比重越来

越大 ，羊与狗的比重则比较稳定 。 此外 ，从新石器时

代末期以来 ，鹿 、兔 、淡水贝类等野味也是重要的肉

食来源 ，但随着牛 、羊 、狗在古人肉食中的重要性增

加 ，鹿在古人肉食中的比重总体上越来越低輥輲訛。 东周

时期临淄城居民的肉食消费也基本延续了这一特

点。

东周时期齐文化遗址动物遗存的鉴定和研究很

少 ， 作者目前所见发表文章仅山东省新泰市周家庄

墓地 （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齐国墓地 ）有详细的动

物考古的鉴定与分析。 周家庄墓地共发现 40 座墓葬
随葬有动物遗存 ，随葬的动物经过鉴定 ，种属有狗 、

猪 、羊 、牛 、兔子 、毛蚶 、河蚬 、文蛤和蚌等 ，从上述动

物的出现频率来看 ，23 座墓葬中随葬有狗 ，22 座墓
葬中随葬有猪 ，12 座墓葬随葬有羊 ，5 座墓葬随葬有
宝贝 ，5 座墓葬随葬有毛蛤 ，2 座墓葬中随葬有牛 ，随

葬兔子 、文蛤和河蚬的墓葬各有 1 座輥輳訛。 随葬的动物

以家养动物为主 ，野生动物为辅 ，家养动物中以狗 、

猪的数量最多 ，二者比重接近 ，其次为羊 ，牛的数量

较少，野生动物中主要是兔子和海生、淡水贝类。

周家庄墓地随葬狗的墓数最多，随葬猪的墓数略

次之 ， 随葬羊的墓数约为随葬狗或猪墓葬数量的一

半 ，随葬牛的墓数最少 。 狗一般为完整骨骼 ，一般称

之为殉牲 ，其功能或为下葬时定阴宅的奠牲 ，或是墓

主在死后世界的助手或宠物 ， 其他动物都是随葬其

某一特定身体部位 ， 应该主要是作为死者死后的肉

食。 随葬不同动物的墓葬等级还存在差别，随葬牛的

墓葬等级最高 ， 这种不同等级的墓主随葬动物的差

异 ， 当反映了不同等级人群肉食消费存在等级和阶

层差别 。 阚家寨遗址居民东周时期所食野味中一直

有鹿和兔子 ，但周家庄墓葬中只发现有兔子 ，这可能

是当时动物随葬的墓葬葬俗决定的。 总体来看，周家

表四 战国时期临淄城主要哺乳动物肉量统计表

动物种属
成年个体

平均体重
最小个体数

最小个体数

百分比

活体总重

（千克）
可食用肉率

可食用肉量

（千克）

可食用肉量

百分比

狗 30 15 34.10% 450 50% 225 7.50%

猪 123.6 13 29.50% 1606.8 70% 1124.8 37.30%

黄牛 362.3 5 11.40% 1811.5 50% 905.8 30.00%

绵羊 53 3 6.80% 159 50% 79.5 2.60%

山羊 35.7 1 2.30% 35.7 50% 17.9 0.60%

马 291.2 3 6.80% 873.6 50% 436.8 14.50%

大型鹿科动物 183 1 2.30% 183 50% 91.5 3.00%

梅花鹿 130 2 4.50% 260 50% 130 4.30%

小型鹿科动物 16 1 2.30% 16 50% 8 0.30%

合计 44 100% 3019.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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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墓地动物随葬情况虽然反映的是齐文化丧葬礼仪

中动物随葬的礼俗 ， 但却与东周时期临淄齐故城阚

家寨遗址居民的动物消费情况大体相似 ， 这一方面

反映了齐文化丧葬习俗 “事死如事生 ”的一面 ，另一

方面也说明临淄城阚家寨先民包括肉食消费在内动

物消费情况在当时齐国与齐文化中应该具有代表

性 ， 东周时期齐文化普遍的肉食消费与动物利用情

况应该和临淄城阚家寨居民的肉食消费与动物利用

情况大体相似 。 周家庄墓地随葬动物的情况反映的

不同等级 、身份的人群肉食消费的动物种类的差异 ，

比如高等级的墓葬随葬牛 ， 说明齐文化中高等级的

人群牛肉消费更多 ， 这与东周临淄城阚家寨所在区

域的居民肉食消费情况也是符合的 ， 临淄城阚家寨

区域居民身份或等级较高 ， 或是当时最重要的冶金

工业的工匠及其管理阶层 ， 其肉食消费中牛肉的比

重相对较大也是可以理解的。

“肉食者”在东周时期特指社会上层 。 《左传·庄

公十年 》中著名的 “曹刿论战 ”记载 ：“十年春 ，齐师伐

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

间焉？ ’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乃入见。 ”可见

至少在春秋时期 ，如 “乡人 ”一类的普通底层民众很

少能吃到肉 ，自外于 “肉食者 ”之列 。 菜多粮少 ，不及

肉味是劳苦大众饭食的普遍情况輥輴訛。 临淄城阚家寨遗

址的居民战国晚期以前主要是贵族 、 官吏等社会上

层 ，可以普遍食肉是可以理解 ，但战国晚期该地点主

要是铸铜 、制铁的手工业工匠 ，工匠的地位一般而言

无法与贵族、官吏等社会上层相提并论。 从阚家寨战

国晚期的动物消费来看似乎并无太大差别 ， 本文没

有专门细致分析战国晚期手工业作坊区的情况 ，留

待以后专文讨论 ，但是可能是因为铸铜 、制铁的重要

性 ，当时的铸铜 、制铁的工匠比城市普通底层民众的

肉食消费更丰富。

牛 、马可以作为拉车等 “引重致远 ”的役畜 ，马还

是当时出行的身份等级象征 ， 在战场上又是兵车的

驾乘 ，马除了祭祀和殉葬外一般很少见于肉食 ，牛则

较普遍见于阚家寨东周时期居民的肉食种类中 ，而

且牛肉的比重甚至与猪肉接近 ， 这一点值得探讨 。

《礼记·王制 》上规定 ：“诸侯无故不杀牛 ，大夫无故不

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 ”郑玄注：

“‘故 ’谓祭享 。 ”诸侯没有祭祀 、宴享活动不杀牛 ，平

时不能杀牛 ，大夫则平时不能杀牛 ，士平时不能杀狗

和猪。 虽然这种规定并没有严格得到遵守，如《史记·

范雎蔡泽列传 》言 ：“齐襄王闻雎辩口 ，乃使人赐雎金

十斤及牛 、酒 ”，以牛肉和酒送礼 ，可见并非 “无故不

杀牛 ”，但足见牛肉在当时是贵重的礼物 ，也可见 《礼

记·王制 》的规定显示牛肉最贵重 ，其次是羊 、犬 、豕 ，

还是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 猪肉之所以普遍，可

能是猪肉最普通，当时社会养猪也最常见。 《孟子·梁

惠王上 》言 ：“鸡 、豚 、狗 、彘之畜无失其时 ，七十者可

以食肉 ”，可见普通民众养猪 、狗 、鸡非常常见 ，但一

般只是给老人吃 ，或者无故 （祭祀宴会等重要活动 ）

不杀。 阚家寨居民的消费的肉食中猪肉的比重最大，

牛肉的比重略次于猪肉但很接近 ， 既反映了当时社

会上吃猪肉最普遍 ， 也反映了阚家寨一带东周时期

居民的社会等级较高 ， 吃牛肉较多 。 至于狗肉 ，《孟

子·梁惠王上 》中把狗与鸡 、猪并提 ，《左传·昭公二十

三年》有杀 “吠狗 ”（看门狗 ）请客的例子 ，《晏子春秋 》

有齐景公的 “走狗 ”（猎狗 ）死了后他 “趣庖治狗 ，以会

朝属 ”（让厨子做狗肉 ，会宴臣下 ）的记载 ，可见当时

不同阶层养狗吃狗肉也较为常见 。 羊肉在东周时期

则被认为是美食 ，《左传·宣公二年 》记载宋国与郑国

交战时 ，宋国主帅华元在战前 “杀羊食士 ”却没有给

他的车夫吃 ，车夫怀恨在心 ，打战时直接把主帅的车

开到郑国军队中 ，导致宋国大败 、华元被俘 。 但当时

养羊并不普遍 ，羊肉估计一般并不常吃 ，才会有上述

事例出现 。 阚家寨居民消费的肉食中狗肉与羊肉的

比重也符合东周时期古代文献的记载。

四、结语

山东临淄齐故城遗址是周代诸侯国齐国的都城

遗址。 东周时期临淄城人口繁庶，不同社会阶层和不

同职业人群聚居于此 。 如前文所说 ，不同阶层 、不同

职业的临淄城居民的肉食消费问题对于理解周代齐

国临淄城这样的大型都邑的城市生活与城市社会运

转有着重要意义 ，但古代文献鲜有记载和相关史料 。

本文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

步探讨。

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春秋到战国居住的人群

从上层贵族到工匠发生了变化 ，但从生活 、生产遗迹

和地层中出土的动物遗存的鉴定和不同指标的量化

统计来看 ，当时肉食消费 、利用的动物都主要是家养

动物 ，春秋到战国时期都有利用的家养动物有家猪 、

黄牛 、狗 、绵羊 ，仅在战国时期发现的有马 、山羊和

鸡 ，但马 、山羊和鸡战国以前已经出现 ，战国以前临

淄城应该已经利用这些动物 ， 只是发掘地点没有发

现而已 。 其中除了马以外 ，可以确定家猪 、黄牛 、狗 、

绵羊 、 山羊与鸡都是东周时期临淄城居民的日常肉

食。 马的情况则较为特殊，当时临淄城居民可能不吃

马肉或很少吃 。 本文根据最小个体数所做肉量估算

与可鉴定标本数 、 最小个体数的量化统计反映的肉

食结构差异较大 ， 分析表明当时阚家寨居民的日常

肉食消费中以猪肉比重最高 ，其次为黄牛肉 ，二者在

当时人的肉食结构中所占比重非常接近 ， 狗肉消费

量只有猪和牛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 但当时食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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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风还是较为普遍 ， 羊在人的肉食结构中的肉食贡

献 ，只有狗的一半左右 。 家鸡的个体数很少 ，肉量贡

献则更低 。 作为肉食的野生动物中鹿类动物和兔子

最常见 ， 但在当时人的肉食结构中的比重都不高 ，

大 、中 、小型鹿类的肉量贡献总和才与狗的肉量贡献

接近 。 临淄城居民中的肉食消费还包括丽蚌与三角

帆蚌等常见的淡水贝类 、 海生的文蛤与墨鱼以及雉

等鸟类 ，但在当时人的肉食结构所占比重都不大 ，可

能并不常吃 。 鱼类因为遗址发掘时没有对骨骼进行

筛选，尚难推测当时人的吃鱼情况。

总的来看， 阚家寨地点从贵族生活区到铸铜、冶

铁作坊 ，生活的人群从社会上层到工匠阶层 ，肉食消

费的情况变化并不大 ， 居民消费的肉食中除了猪以

外 ，牛也非常重要 ，狗肉也是肉食的重要来源 ，家养

动物中羊 、鸡与野生动物中的鹿 、兔 、淡水贝类等野

味也是常见的肉食补充。 鱼一类河鲜、海生贝类等海

鲜也一直出现在当时人肉食的食谱中 。 因此该地点

反映的居民肉食消费情况很可能在东周时期临淄城

居民中具有普遍性 ， 与古代文献尤其是东周文献的

记载也基本符合 。 东周时期新泰周家庄墓地的动物

随葬情况与阚家寨居民的肉食消费与动物利用情况

相似 ， 进一步证实了阚家寨遗址居民的肉食消费与

动物利用情况在齐文化中具有代表 ， 其肉食消费情

况应该大体反映了临淄城以及齐文化东周时期肉食

消费的普遍状况。

如前文所述，阚家寨遗址东周时期经历临淄城的

中心区域变为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的变化 ， 该地点

居民的肉食消费情况对于东周时期临淄城不同阶

层 、 不同身份人群的居民肉食消费情况当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但阚家寨只是临淄城的一个区域 ，发掘面

积又有限，故所见也只是管中窥豹。 未来临淄城的田

野考古发掘如果揭露更多东周时期不同阶层 、 不同

职业群体的生产与生活区域的动物遗存 ， 动物考古

学研究进一步对临淄城不同阶层 、 不同职业群体的

肉食消费作比较分析 ， 将会揭示东周时期临淄城居

民更加全面、丰富的肉食消费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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