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生业研究
———对“生业与社会”栏目的总结和思考

袁 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 在考古学研究中聚焦生业、探讨生业和社会

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学术命题。 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 与中国古代生业研究相关的动植物

考古研究、DNA 研究、同位素分析等领域取得的进步

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与已经发掘和研究的新石器时代

以来的数千处遗址相比，只有极其少量的遗址开展过

动植物考古研究、DNA 研究和同位素分析，这样就形

成多个地区在多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尚存在大量研究

上的空白 ，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填补 。 我与 《南方文

物》周广明商量决定，于 2014 年在《南方文物》上推出

“生业与社会”栏目，专门刊登相关文章，迄今为止，已

经开设了 23 期，收获颇多，应该进行一次认真的归纳

和总结。由于“生业与社会”栏目中冶金考古内容的特

殊性，拟单独成文总结发表。 这里首先围绕除冶金考

古之外的研究成果按照具体遗址的原创性成果和专

题研究进行归纳和凝练 ， 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认

识。

Abstract ： It has been six years since the la unch of the "Subsistence and Society " section . In the past six years , 23
issues have been published covering over 40 sites in 15 provinces exploring topics ranging from archaeology of human
bones , zooarchaeology , archaeobotany , aDNA analysis , isotope analysis to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 Other studies in -
clude special focuses on particular plant and animal species , reviews and reassessments of the subsistence in particular
regions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Bronze Age , investigations in to ritual activities , and discussions on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 In the future we will continue to report subsistence studies on every single site . At the same time ,
we will also encourage multi-dimensional studies integrating different lines of evidence from archaeobotany , zooarchae -
ology , aDNA analysis , isotope analysis and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past subsistence . Studies with special focuses are also welcome in order to unpack the entanglement of subsistence and
various social factors against certain regional contexts and within corresponding time-windows . In this way , in-depth
research of previously untapped fields are attempted . We will be devoted to modify disciplines relevant to subsistence
studies ,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heir standardisation and normalisation processes . We will make effort to provide more
chances for young researchers and encourage them to gradually play the major role in future research .
Key Words ：Subsistence ；Multi-dimension research ；Standardisation ；Normalisation

摘 要 ：历时 6 年 ， “生业与社会 ”栏目已经开设 23 期 。我们的研究范围涉及 15 个省市自治区的 40 余处遗址
的人骨考古 、动植物考古 、古 DNA 研究 、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环境考古 ；还包括对多种动植物种类开展专
题研究 ；对全国各个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生业状况进行系统而全面地探讨 ，划分发展阶段 ；对于
与礼仪性相关的活动也有研究 ；另外还有对于方法论的探讨等 。 今后 ，我们要继续推动发表单个遗址的研究
成果 ，同时要注重在有条件的单个遗址中 ，开展包括动植物考古 、古 DNA 研究 、同位素分析和环境考古在内
的多角度的分析 ，以求更加全面地认识当时的生业状况 。 我们要继续推动专题研究 ，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探
讨生业与社会的各个方面 ，以求深化研究的内涵 ，拓展研究的领域 。 我们要继续推进生业考古相关学科的建
设 ，立足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 。 我们要继续鼓励青年学者挑大梁 ，推动青年学者在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关键词 ： 生业 ；多角度研究 ；标准化 ；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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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体遗址的原创性成果

这里按照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新疆及黄河上

游地区、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黄淮下游地区、长江中

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依据植物考古、动

物考古 、 古 DNA 研究和同位素分析的顺序分别阐
述 ，在各个地区按照自西向东的行政区划排列 ，如果

某个遗址同时开展了多个领域的研究， 则一并介绍。

另外，这一部分还包括一些人骨考古的内容。

（一）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

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彦塔拉辽代遗址出土

植物遗存的研究结果显示，那个时期古人的农业经济

以种植粟、黍、荞麦和大麻为主，属于北方地区典型的

旱作农业，当时的生业活动还包括牧业①。

对辽宁省大连市小珠山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研

究结果显示，距今 7000 年前（在时间上和小珠山文化

第一期大致相当）最早进入这个地区的古人采用了狩

猎和渔捞的方式获取野生动物资源； 距今 6000~5000
年前（在时间上与小珠山文化第三期大致相当），古人

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逐步转变为以饲养家猪为主；距

今 5000~4000 年以后，古人进一步强化了饲养家猪和

狩猎野生动物的行为②。 对这个遗址出土动物的碳氮

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也显示，从小珠山遗址第二期开

始， 少量猪的食物结构中开始出现少量的以 C4 类为

特征的食物 ，到小珠山遗址第三期之后 ，在猪的食物

结构中以 C4 类为特征的食物比例出现明显增加。 考

虑到从小珠山遗址第三期开始，家猪的数量比例明显

增加，另外，家犬的食物结构中出现以 C4 类为特征的

食物。研究者认为小珠山遗址家猪出现的时间最晚可

以追溯到小珠山遗址第三期③。

（二）新疆及黄河上游地区

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平顶山墓群出土马骨

的 DNA 研究结果显示， 属于青铜时代中晚期的 8 匹
马都可以判定为家马， 这些家马分别属于 A、D、E、F
和 G 等不同的谱系 ，这些家马的毛色包括栗色 、栗色

有白斑 、黑色和金黄色四种 ，特别是在 D 区 M1 殉马
台埋葬的 4 匹家马 ， 其毛色分别为 1 号马黑色 、2 号
马栗色有白斑、3 号马黑色、4 号马栗色有白斑， 这种

似乎有规律的分布，可能和古人有意识的摆放有关④。

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多岗墓地出土人骨的碳氮

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多岗墓地出土人骨的 δ15N
的平均值为 12.56‰，δ13C 的平均值为-14.77‰⑤。

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南塬水厂唐代早期墓

葬 M4 随葬的两具马骨的研究结果显示 ， 两具马骨

分别为成年母马和幼年个体，在马骨表面残留切割等

人工痕迹，当时将这两匹马宰杀后，再进行肢解，剔除

马肉 ，然后将骨骼集中摆放在甬道里 ，当时可能在此

进行过遣奠礼⑥。

对属于齐家文化早期的宁夏沙塘北塬遗址出土

的人骨与动物骨骼开展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

示 ，当时古人的食物主要为粟和黍 ，同时还食用家养

动物，家养动物的饲料以粟和黍的秸秆、谷糠等为主，

动物资源在古人的食谱所占的比重不高，牛和羊的饲

料为 C3 类和 C4 类混合的食物，以 C3 类植物为主 ，可

能为野生植物 ，饲养牛和羊的方式主要是放养 ，畜牧

业已经出现，但在农业经济中的比重不高⑦。

通过对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的 8 匹汉代
马骨进行古 DNA 研究，获得 6 匹马的测试结果。 这 6
匹马均属于家马， 可归入 A、D 和 F 三个现代家马中
常见的谱系⑧。

通过对甘肃省礼县西山遗址出土的 3 个个体的
马骨遗存进行古 DNA 研究 ， 发现这 3 匹马都是家
马 ，属于 B 和 D 两个不同的线粒体 DNA 谱系 ；毛色

亦有栗色和骝色两种⑨。

（三）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

对陕西省蓝田县新街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的研究

结果显示 ，从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 ，农作物

种类有粟、黍、水稻、小麦、大豆和大麻，其中粟的数量

最多 ，其次还有黍和水稻 ，这个遗址农业生产的方式

是旱、稻混作、以旱作为主⑩。

对陕西省西安市弓背崖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

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仰韶和东周时期一直实行以粟为

主的北方旱作农业经济；到了东周时期，在以粟、黍为

主要粮食作物的前提下，小麦几乎成为与黍同等重要

的农作物。 这个遗址未发现任何稻米遗存，东周时期

大豆遗存的数量偏少，但是发现了一定数量的豇豆属

植物遗存，这个遗址利用植物的特点与关中地区同时

期的其他聚落既有共性 ，也存在差异 ，反映出仰韶文

化时期和周代古人对植物利用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

不平衡性輥輯訛。

对陕西省旬邑县枣林河滩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

存的研究结果显示，当地在商周时期的农作物以粟为

主 、黍为辅 ，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大豆 、大麦 ，是一种

典型的旱作农业生产方式；当地古人的生业经济还包

括饲养家养动物和采集野生植物。当时在这个遗址的

F3 可能进行过加工粮食作物的活动輥輰訛。

对河南省邓州市八里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研

究结果显示 ， 这个遗址从裴李岗文化到龙山文化晚

期 ，农作物包括稻 、粟和黍 ；自裴李岗时期开始 ，稻的

数量一直最多 ；仰韶文化时期 ，稻 、粟 、黍的数量基本

相同 ，但是黍的出土概率稍微低一些 ；屈家岭文化时

期，稻的数量再次居于最多的位置，其次为粟，再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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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 ，到龙山文化晚期 ，延续了这三种农作物的数量比

例輥輱訛。

对河南省郑州市花地嘴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

析结果显示，当地在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转变的过

渡时期，农作物以小米为主，由于发现了稻谷植硅体，

当时可能还种植水稻，由于附近的新砦遗址和东赵遗

址在新砦期都存在小麦的淀粉粒和植硅体，所以在新

砦期或更早时期小麦可能已经传入郑州地区；大豆在

新砦期尚处在从野生向驯化过渡的阶段；当时的农业

经济似乎开始出现重要的变化輥輲訛。

对河南省郑州市属于商代中期的小双桥遗址的

植物考古研究结果显示， 这个遗址为种植小米为主，

同时包括稻作的农作物生产方式； 由于发现小麦，其

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明显增多，反映出种植小麦的

行为在商代中期有明显的推广輥輳訛。

对河南省临汝县煤山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

结果显示，龙山时期古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为饲养

狗、猪、黄牛和羊等家养动物；从龙山时期一直到殷墟

时期 ，家猪的数量比例开始减少 ，而黄牛的数量比例

开始增加 ， 家猪和黄牛的肉量也存在相同的变化趋

势 ；制作骨器的原料以黄牛的骨骼为主 ，黄牛在家养

动物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猪和黄牛在当时的精神领

域中也有特定的作用輥輴訛。

对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的

研究结果显示，古人利用的野生动物在全部动物中所

占的比例不高，当时用不同的方式利用不同的野生动

物輥輵訛。

对河北省邢台县小里遗址后冈一期文化层出土

动物遗存的研究结果显示，后岗一期的古人以饲养猪

和狗为主、渔猎活动为辅的方式获取肉食资源輥輶訛。

对河北省石家庄市属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邑

城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结果显示，当时把黄牛和

家猪等家畜作为主要的肉食来源 ， 野生动物数量极

少；当时可能大量利用牛角，作为制作角弓的原料輥輷訛。

对河北省康保县属于金代中晚期的西土城城址

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结果显示，当时古人的肉食来源

包括 2 岁以下的羊、猪，另外还有成年的马和牛；当时

制作骨器的原料包括马 、 牛和骆驼等大型家畜的桡

骨、胫骨、掌骨和跖骨輦輮訛。

对陕西省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马坑出土马骨的

古 DNA 研究结果显示， 属于西周中晚期的马坑出土

的 4 匹家马分别属于不同的谱系，显示出遗传的多样

性，但是其毛色都是枣色，十分单一輦輯訛。 对这个马坑出

土 4 匹马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结果显示，1 号马 、2
号马和 4 号马的 δ13C 值为以 C4 类食物为食 ，可能是

小米类，主要为人工喂养，可能还包括放养；而 3 号马

的 δ13C 值以 C3 类植物为主 ，还包括一些 C4 类食物 ，

当时可能主要为放养；这种不同的饲养方式是否意味

着作为牺牲用的马匹有多个来源輦輰訛。

对河南省郑州市花地嘴和望京楼这两个属于青

铜时代遗址出土的牛骨进行线粒体 DNA 分析结果
显示， 花地嘴遗址的 5 个个体和望京楼遗址的 10 个
个体为家养黄牛 ， 花地嘴遗址还有 1 个个体为圣水
牛 ；在家养黄牛中存在 8 个不同的单倍型 ，可以分别

归属到 T2、T3 和 T4 单倍型类群 ， 其中 T3 最多 ，其

他较少輦輱訛。

对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出土马与猪牙釉质的

锶同位素比值分析结果显示， 殷墟遗址出土的 10 匹
马中有 5 匹马可能为土生土长的，还有 5 匹马似乎不
是在殷墟出生的，它们的来源地也不同輦輲訛。

把河南省新郑市望京楼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碳

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与其他已发表的成果结合到

一起研究 ，可以发现从龙山晚期到夏商时期 ，郑洛地

区的家畜饲养受粟作农业的影响较大，家畜饲料与当

地种植的粟和黍关联密切 ，尽管在龙山末期 ，当地推

广种植水稻和小麦等外来作物，但是对饲养活动并没

有产生明显的影响輦輳訛。

（四）黄淮下游地区

对山东省菏泽市何楼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

结果显示 ，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 ，古人获取肉食资

源的方式包括渔猎和家畜饲养，以渔猎活动为主輦輴訛。

对山东省临淄市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出土动物遗

存的研究结果显示，战国时期社会上层人物和工匠阶

层的肉食消费状况大致相同 ，以猪 、黄牛等家养动物

为主 ，狗肉在肉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另外还包括羊

和鸡等，野生动物的数量不多輦輵訛。

对安徽省蚌埠市双墩遗址 2014~2015 年度发掘
出土猪骨的研究结果显示， 距今 7000 年前已经存在
小范围的家庭饲养家猪的行为 ，除家猪之外 ，当时可

能还存在由家猪和野猪杂交后出生的猪、逃离古人控

制又回归自然的猪及纯粹的野猪等；古人屠宰猪的季

节主要是冬季，对猪的宰杀年龄大致在 1~2 岁輦輶訛。

对安徽省亳州市后铁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研

究结果显示 ，在大汶口文化时期 ，古人以渔猎和饲养

这些方式获取肉食，以渔猎活动为主輦輷訛。

对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与韦岗遗址出土动物遗

骸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结果显示，凌家滩遗址出土的

狗和鹿可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韦岗遗址出土的猪也

可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輧輮訛。

（五）长江中游地区

对湖北省房县计家湾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的

研究结果显示 ，随着屈家岭文化北上扩张 ，形成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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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种植的高峰期， 水稻在计家湾遗址的地位超过黍，

成为仅次于粟的农作物。 而到了西周时期，受位于北

方地区的西周文化的影响，粟和黍成为计家湾先民的

主要食物 ，虽然水稻也是食物结构的一部分 ，但已经

不是农业生产的主体；这个变化体现了计家湾遗址所

在的鄂西北豫西南地区是长江中游考古学文化北渐、

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南下的交汇之地，农业生产结构

受到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强烈影响輧輯訛。

对湖北省保康县穆林头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的分

析结果显示， 当时的生活策略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

稻作为辅 ，并广泛利用山区内果树资源 ，这是一种适

应本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生业模式；这个地区还可能是

猕猴桃的驯化地之一輧輰訛。

对湖北省随州市周家寨汉墓 M8 出土植物遗存
的研究结果显示，植物遗存包括稻、板栗、枣、秋子梨、

葫芦以及极少量的杂草，依据植物遗存的特征可以推

测墓主人下葬的时间似乎在 9 月~10 月这个时间段
里輧輱訛。

（六）长江下游地区

对上海市柘林遗址良渚文化墓地出土人骨的研

究结果显示 ， 当时的古人在大类上属于亚洲蒙古人

种， 女性群体的平均身高明显低于北方的同类人群；

依据下肢及足骨的特殊现象，当时居民的活动中可能

保持某种习惯性姿势輧輲訛。

对浙江省浦江县上山文化居址的研究结果显示 ，

上山文化的居址形态不像稳定性定居，似乎属于周期

性迁居的特征 ， 上山文化先民还保留着较高的流动

性，农作物种植尚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輧輳訛。

对浙江省宁波市乌龟山遗址出土鱼类遗存的研

究结果显示， 从河姆渡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时期，乌

龟山先民主要捕捞乌鳢等淡水鱼，另外也捕捞多种靠

近海岸的海鱼；宁绍平原滨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先民大

致以三种方式捕捞鱼类 ，即主要捕捞淡水鱼 ；既捕捞

淡水鱼，也捕捞近海的海鱼；主要捕捞近海的海鱼；这

反映出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用不同的方式利用和开发

陆地上的淡水资源和海洋里的资源輧輴訛。

对浙江省宁波市大榭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

结果显示 ，在良渚文化至钱山漾时期 ，属于中小型聚

落的大榭遗址的古人用因地制宜的方式捕捞靠近海

岸的海鱼和进行狩猎 ，以 “渔猎为主 、饲养为辅 ”的方

式获取肉食资源輧輵訛。

对浙江省宁波市大榭遗址一期人骨的古 DNA 研
究结果显示，大榭古人的母系遗传类型分别属于单倍

群 M7 下的两个支系 M7b1a1、M7b*，把大榭古人与现
代各语系人群的谱系进行比较，其与现在侗台语人群

的祖先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輧輶訛。

还有学者对长江下游地区 7 处考古遗址发表的
人骨同位素数据进行分析，并以华南两处遗址人骨同

位素数据为参照，全面探讨那个时期古人的生业方式

及经历的历时性变化輧輷訛。

对江苏省宜兴市骆驼墩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

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出马家浜文化早期

的古人尚未对猪进行驯化輨輮訛。

（七）华南地区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市左江沿岸的五处新石

器时代贝丘遗址出土的脊椎动物遗存的研究结果显

示 ，在距今 8000~4000 年期间 ，古人获取肉食资源的

方式以渔猎活动为主 ，野生动物的种类较多 ，但主要

是鹿科动物輨輯訛。

对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银洲贝丘遗址出土贝类

的研究结果显示，当时古人作为肉食资源获取的贝类

以河蚬为主輨輰訛。

二、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可以分为单个物种研究 、 生业特征研

究 、随葬动物研究 、环境考古 、动物艺术形象研究 、方

法论建设等六个方面。

（一）单个物种研究

1.小麦
对考古遗址出土小麦遗存的分析结果显示，距今

4500～4000 年这个时间段里 ，小麦已经传播到中国境

内 ；欧亚草原地区是小麦传播的必经之地 ，小麦传入

中国长城沿线的北方地区之后 ，再由北向南 ，传播到

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小麦后来逐步成为古代中国

北方地区的主要旱作农作物輨輱訛。

2.家犬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学者们在家犬判断标准 、家

犬起源与驯化、家犬饲养、犬牲的仪式性使用、家犬古

DNA 研究和死亡年龄判断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 ，今后还应在家犬判断系列标准 、家犬体型与形

态变化、 家犬食性和死亡年龄判断方面加强研究；还

需要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对家犬的起源与驯化以及

犬牲的仪式性使用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的分析輨輲訛。 中国

最早的家犬出现于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省徐

水县南庄头遗址（距今约 10000 年）；家犬的出现是人

类驯化动物的开始，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

义 ；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为止 ，北方地区在推广驯

化家犬方面明显快于南方地区，但是自新石器时代晚

期以来，南北方地区在驯化家犬进程上的差异基本消

失 ，饲养家犬成为各个地区人群的日常行为 ；家犬的

体形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期有变小的

趋势 ，自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时期 ，大部分家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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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特征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 但是也有部分家犬的

体形出现小型化和大型化的趋势 ； 家犬在全部哺乳

动物中的数量基本上稳定在 5～10%之间輨輳訛。 古人驯化

和饲养家犬的过程在开始的时候是作为宠物 ， 后来

将其作为猎犬 、在战争和守卫家园中的警犬 ，最后主

要是承担看家护院的任务 ；不管在什么时候 ，家犬都

曾经被作为宠物对待 ；在特定的时期和地区 ，古人还

将家犬作为祭祀和随葬活动中的动物 ； 有意识地繁

殖家犬 ，将其作为肉食 ，是古人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

特殊行为輨輴訛。

3.猪
国际上从事动物考古的研究人员通过对西亚地

区的家猪驯化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家猪的驯化不是一

个单线发展的过程，是动态的、曲折复杂的、延续时间

以千年计算的 、缓慢地进化的 ；西亚地区最早的家猪

驯化证据出现在距今 10000 年左右的查颜努遗址 ，应

用生物考古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探讨古代家猪

的饮食状况、形态特征、活动范围和谱系特征等，这些

研究有助于认识在驯化过程中人与猪的互动关系輨輵訛。

4.黄牛
甘青地区在距今 5600 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时

期 ，发现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家养黄牛 ；普通牛是

在近东起源的， 而后可能通过两条路线传播到中国：

其中 T2 世系到达新疆后， 经过西北地区传播到中原

地区，T4 世系经由欧亚草原到达东北亚，再从那里传

播到中原地区；T3 世系则同时在这两条路线上传播；

当时主要通过喂养的方式饲养黄牛；中国家养出现黄

牛的动因可能跟精英阶层追逐、掌控社会财富和权力

有关輨輶訛。

5.绵羊
在距今 5000 年左右的甘青一带出土的羊骨可能

是中国目前最早的绵羊，而最早的山羊则晚至距今约

3700 年的中原地区才有发现 ； 自新石器时代末期至

商周时期 ，出土羊骨的遗址数量明显增多 ；绵羊的饲

养方式可能以放养为主 ；古人对羊身上的羊肉 、羊毛

及乳制品等多重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同时羊在祭祀活

动和礼仪制度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輨輷訛。

6.马
多年来的家马研究涉及中国家马的起源、形态学

及骨骼测量、古 DNA 研究及同位素分析的应用和西
北地区家马葬俗等几个方面；今后要加强完善家马鉴

定标准、基础材料的收集、数据的统计处理、相关自然

科学方法的应用等輩輮訛。 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马骨与

古人的饲养活动无关 ，但是从殷墟二期开始 ，出土保

存完整的马骨、 马车及青铜器； 线粒体 DNA 的分析
结果证明 ，商代晚期已经出现家马 ，考古资料显示当

时的人与马关系密切 ；自商代晚期开始 ，中国出现了

真正意义上的家马及古人对马的利用輩輯訛。

7.鸡
红原鸡的传统栖息地在亚洲东南部地区，最早的

家鸡可能起源于那个地区， 现在的研究结果证实，最

晚到距今 3300 年左右， 家鸡已经被人带入河南东部

地区輩輰訛。

8.兔
在全新世早期，欧洲穴兔的分布范围局限在伊比

利亚半岛和法国南部地区 ；到历史时期 ，生活在法国

南部地区的穴兔种群被古人带到欧洲的其他地区和

各大洲 ；进入中世纪时期 ，穴兔在欧洲的扩散速度明

显加快 ；家兔的完全驯化可能发生在这个时期 ；最迟

至 16 世纪，家兔终于完成了驯化的过程輩輱訛。

9.鼠
研究鼠类的内容包括借用生态学理论，对农业起

源之后形成的“农田中的啮齿类动物”进行探索，认识

这类啮齿类动物的演变及它们对农业的影响 ； 探究

“进入居址的啮齿类动物” 的形成过程及这类啮齿类

动物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通过研究啮齿类动物探讨古

代环境和人地关系等三个方面輩輲訛。

（二）生业特征研究

这里将全部研究结果分为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

区、新疆及黄河上游地区、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黄淮

下游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

区 、江淮中下游地区 、岭南及周边地区等九个地区分

别阐述。

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北部在新石器时代的

特征是采集和渔猎 ，从青铜时代开始 ，种植农作物和

饲养家畜的数量开始增多；而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

的南部从距今 8000 年前开始出现少量的农作物 ，当

时是否饲养家畜尚不能确定。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种

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行为在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

区的发展不够平衡 ，到青铜时代后期 ，开始出现稳定

发展的趋势 ，家养动物中牛和羊的数量增多 ；这个特

征的形成跟自然环境的作用、黄河流域地区考古学文

化的影响有关，但主要是跟当地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

展变化相关輩輳訛。

新疆及黄河上游地区的生业特征可以归纳为黄

河上游地区开始时种植农作物和喂养家养动物的活

动不占主要地位 ，当时以采集狩猎为主 ，后来转变为

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养动物的活动为主，农作物主

要是粟和黍 ，家养动物由家猪发展为绵羊 、黄牛和家

猪 ，绵羊的数量增长明显 ；这个地区生业特征的形成

与当地适宜畜牧业发展的自然环境、气候干冷化及中

西文化的交流相关。这个地区似乎没有发现完全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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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土生土长的农作物或家畜种类；新疆地区的农作

物中小麦和青稞较多，家畜中羊、牛和马的数量较多，

游牧活动的特征较为明显輩輴訛。

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整体上经历了在新石器时

代早期开始出现栽培农作物和饲养家养动物，后来采

集渔猎活动逐渐减少，栽培农作物和饲养家养动物活

动的比重越来越大， 直至占据主要地位的发展过程；

但是这个发展过程在整个地区不是完全一致的，中原

地区、 尤其是河南地区一直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

到新石器时代末期 ，农作物中包括粟 、黍 、水稻 、大豆

和小麦 ，家养动物包括狗 、猪 、黄牛和绵羊 ，形成种植

多种农作物和饲养多种家养动物的方式，这种持续发

展的过程与早期中国出现在这个区域的现象密切相

关，而陕西地区和内蒙古地区的一些遗址中狩猎活动

一直比较兴盛 ，持续到青铜时代 ；较好的自然环境条

件对这个地区的生业在整体上稳定发展起到了明显

的促进作用，古人的能动开发及文化交流等是这个地

区生业发展的主要原因輩輵訛。

黄淮下游地区的生业状况经历了从采集渔猎到

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养动物为主、采集渔猎居于次

要地位的发展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的开始阶段，种植农作物的方式还没有明显地占据主

要地位，但是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已经以家养动物为

主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至青铜时期 ，种植农作

物和饲养家养动物的方式占据主要地位，农业方式包

括稻粟混作，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家畜种类中增加了黄

牛和绵羊；这个地区生业特征的形成与自然条件及古

人的能动作用相关輩輶訛。

长江上游地区在很长的时间内通过采集渔猎活

动获取食物 ；由于地理环境复杂 ，造成多个区域性文

化特色明显，其生业特征包括农牧业生产、渔业开发、

种植水稻及山地经济；多个地区的农业因素传入长江

上游地区，对这个地区生业特征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另外 ，自然环境制约的作用也是需要重点关注

的輩輷訛。

长江中游地区的生业整体上经历了从采集渔猎

为主向种植水稻和饲养家养动物为主的发展过程 ；

其北部地区稻作农业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粟作农业

互相影响 ， 其他地区也受到中原地区粟作农业的影

响 ，峡江地区渔猎经济一直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 ；这

个地区生业特征的形成与自然环境的特征有一定的

关系輪輮訛。

长江下游地区是水稻栽培的重要起源地，这个地

区的生业特征主要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表现为以渔

猎为主的方式获取肉食，既便在种植水稻成为古人获

取食物的主要方式后，以渔猎方式获取肉食的传统依

旧占据主要地位，这种获取肉食的方式一直延续到青

铜时代，良渚文化时期是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稻作农

业的高峰期， 早期文明的形成与这个高峰密切相关；

长江下游地区生业特征的形成与自然环境的特征有

一定的关系輪輯訛。

江淮中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主要依靠渔猎的

方式获取肉食 ，家养动物的数量比例较低 ，但是也不

排除凌家滩这样的中心聚落存在主要通过饲养家畜

获取肉食的案例，其家养动物可能还包括由周围的一

般聚落提供的輪輰訛。

岭南及周边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完全通过采

集和渔猎获取食物，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出现粟、

黍、水稻、大豆和家猪等农作物和家养动物，这些都是

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传入的， 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种

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开始推广；自然环境的优越性是

这个地区采集渔猎方式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輪輱訛。

中国先秦时期的生业状况大致可以区分为四个

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个时期获取食

物的方式为采集和渔猎 ，种植小米和水稻 、饲养狗的

行为已经出现，但仅存在于极少数的遗址；

第二个阶段是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个时期获取食

物的方式仍然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种植粟、黍和水稻，

饲养狗和猪的行为居于次要地位，在长江上游地区和

岭南地区，仍然完全以采集渔猎的方式获取食物；

第三个阶段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时期获取食

物的方式发生变化，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养动物居于

主要地位 ，渔猎方式居于次要地位 ，但是个别地区还

存在采集渔猎为主的现象，位于黄河中游的河南地区

和位于黄淮下游的海岱地区在这个时期的生业发展

水平高于其他地区；

第四个阶段包括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 ，这

个时期各个地区都是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养动物

的方式获取食物 ，小麦 、绵羊 、黄牛 、马和鸡等新的农

作物和家养动物种类进入黄河流域 ，尽管如此 ，多个

小区域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尤其是华南地

区尚没有达到其他地区生业发展的水平輪輲訛。

（三）随葬动物研究

甘青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的墓葬中就

存在随葬羊，后来使用羊进行祭祀活动的现象开始向

东扩展 ，到东周时期 ，在祭祀活动中使用马 、牛和羊 ，

北方草原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使用家羊的头和

蹄子随葬的习俗，这与游牧民族的生业特征和文化面

貌相关輪輳訛。

商周时期在墓葬中使用的动物除牛、羊、猪、狗等

家养动物外 ，还包括野生动物鹿 ，在楚墓中使用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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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鱼类 ，使用的动物没有一定的年龄特征 ，部分墓地

使用年轻个体， 那些动物摆放在墓葬内不同的位置，

随葬动物的头和蹄子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在楚文

化的墓葬中牛的等级高，北方地区则是随葬马的墓葬

等级高 ，当时把煮熟的肉放在随葬的容器内 ，墓葬内

随葬的动物与当时饲养的动物相关輪輴訛。

商代都城在祭祀用牲上存在从以猪为主向以牛

为主的转变 ，使用马和羊的实例也逐渐增多 ；到周代

祭祀用牲中使用最多的动物是羊， 其次有牛和马，基

本没有发现猪；商代的祭祀用牲组合包括单独埋葬一

种动物和埋葬多种动物， 周代是仅埋葬一种动物，商

代和周代在埋葬动物时都包括活埋和将动物杀死后

埋葬两种方法 ，既有使用完整的动物 ，也有使用动物

的部分肢体輪輵訛。

先秦时期的祭祀用牲的使用经历了逐步礼制化

的过程，到周代祭祀用牲的礼制化得以确立。 先秦时

期 ，祭祀用牲的礼制化自出现到成熟 ，与生业经济的

不断发展密切相关輪輶訛。

中央政权地区和少数民族政权地区使用动物随

葬的汉墓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按照中央政权地区两

汉时期墓葬内随葬动物的复杂程度，可以区分为帝后

陵、王侯墓、一般贵族与平民墓这样三个级别，墓葬中

随葬的动物按照时空区别及墓葬等级的不同存在一

定的规律性特征輪輷訛。

（四）环境考古

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结果

显示，含有文化遗物的地层是在自然的作用力下形成

的，在形成的过程中掩埋了古人活动留下的遗迹。 南

庄头遗址的古人生活在极为干冷的冰期的河谷地带，

依赖这个地区存在的动植物资源生存輫輮訛。

山东省章丘市西河遗址早期的先民在河漫滩上

用采集和渔猎方式获取食物。这个地区阶地形成的时

间最晚在距今 8000 年前，在这样的地貌背景下，自后

李文化之后 ，聚落的主要部分开始转移 ，开始种植农

作物輫輯訛。

在后李文化时期，聚落基本是处于山前地带的河

漫滩或者低阶地，这样的自然环境为当时以采集和渔

猎为主、栽培农作物和饲养家养动物为辅的生业方式

创造了条件輫輰訛。

在龙山文化晚期，河南省禹州市瓦店遗址所处的

台地面与河床之间的高差较小 ，呈现出 “水乡 ”的特

点輫輱訛。

对河南溱水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环境考古

研究的结果显示，生业模式的形成和转变是人类行动

的结果 ； 各种生业活动都离不开相应的自然环境条

件；自然环境变化能够产生的影响需要建立在关联点

的基础之上 ， 而不是自然环境的某个方面发生了变

化，就必然会对生业方式产生影响輫輲訛。

（五）动物艺术形象研究

通过对陕西地区出土的汉代陶猪进行形态研究 ，

可以将他们分为站立与伏卧两大类；而站立类的陶猪

又可依据无鬃和有鬃再分为两种； 依据形状特征，可

以把这些陶猪分为两个时期 ， 第一期约为西汉早中

期，陶猪均出自帝王陵墓的陪葬坑及高等级的贵族墓

内 ，都呈站立状 、无鬃 ；第二期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晚

期，大多数呈站立状、有鬃，另外还存在少量的伏卧类

陶猪；随葬陶猪的习俗最早出现于西汉早期帝王的陪

葬坑及高等级的贵族墓内，后来推广至社会中下层的

墓葬中也随之陶猪；陕西地区在汉代以放养和圈养两

种方式饲养家猪輫輳訛。

鹿石是古代草原文化的标志性遗产，鹿石可分为

写实性和风格化两类。写实形的鹿形象绝大部分是成

年的雄性驼鹿，个别是雄性马鹿。 风格化的鹿图像则

比较复杂 。 结合鹿石图像其动物群所代表的生态分

布 ，鹿石上鹿的图像主要反映的是驼鹿和马鹿 ，这似

乎与早期游牧民族狩猎的对象关系密切輫輴訛。

（六）方法论建设

在一个现代村落开展传统方式的加工粟的实验 ，

发现收割的粟中含有数量较多的不成熟的粟，经过脱

粒和扬场等加工程序，这些不成熟的粟和其他农作物

的副产品都被当作燃料或禽畜的饲料；在中国先秦时

期的植物考古样品中常常发现不成熟的粟和黍，现代

粟的加工实验对于解释考古遗址中发现的不成熟的

粟和黍有重要的启示价值輫輵訛。

选取现生大豆粒标本进行形态观察和炭化实验 ，

归纳总结栽培大豆和野生大豆在形态特征上的区别，

以及炭化后的形态变化 ，再结合鱼化寨 、周原和凤林

古城等考古遗址出土炭化大豆粒的观察结果，建立科

学区分考古遗址出土的炭化大豆是栽培大豆还是野

生大豆的标准和依据輫輶訛。

对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结果所使用的拉

丁名命名进行回顾和分析，首先阐明动物分类阶元系

统和双名命名法的基本概念，其次指出在已经发表的

研究报告中，牛族、梅花鹿、西伯利亚狍、野猫、鹿、鼠、

羊等是拉丁名使用不规范现象较多的几种/类动物 ，

并对每种/类动物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輫輷訛。

概括了几何形态测量方法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
始的历史，详细阐述了几何形态测量方法的基础理论

及实际操作的要点，另外还介绍了使用这种方法在研

究欧洲地区的马科动物和中国家猪起源与驯化过程

中的成功案例輬輮訛。

全面阐述了家鸡和其他 3 种属于雉科的鸟类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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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骨骼上的主要区分点，为从骨骼形状特征上鉴定考

古遗址出土的家鸡骨骼建立了科学依据輬輯訛。

明确提出科学分类法和古代的民俗分类法出于

不同的目的，产生于不同的背景，具有各自的特征，属

于两种不同的方法； 针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

要结合考古背景、利用同位素分析等多种方法进行分

类輬輰訛。

对已经发表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至商代初期的人 、

猪和狗的稳定同位素数据进行归纳，由此得出在北方

地区粟作农业的繁盛阶段 ，人 、家猪和家犬具有大致

相同的稳定同位素特征 ，因此 ，依据家猪和家犬的稳

定同位素特征可以推测先民的生业状况；但是由于新

石器时代初期种植农作物尚处于起始阶段，另外南方

地区的野生植被和水稻的稳定同位素特征较为相似，

通过家猪和家犬的稳定同位素特征认识当地的生业

状况需要建立更多的边界条件輬輱訛。

通过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县石人子沟村

的民族学调查，对照这个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动植物

遗存的研究结果， 全面了解遗址周围游牧人群开发、

利用动植物资源的生产生活方式，观察和记录游牧人

群从屠宰羊到肢解羊的过程；调查结果与考古遗址出

土动植物遗存的研究结果大致吻合，证明民族学调查

是一个很好的启示輬輲訛。

以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境内 10 户蒙古族与
汉族牧民为调查对象 ，就草场面积 、畜群结构以及家

畜的性别比例、年龄结构、繁殖与阉割、疾病与死亡等

问题开展民族学调查；调查结果对于研究考古遗址出

土动物遗存所反映的家畜饲养策略与利用方式、社会

结构等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輬輳訛。

三、四点思考

通过对 “生业与社会 ”栏目开设以来发表的文章

进行整理和归纳 ，我们看到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更加

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这里凝练为四点分别阐述。

（一）基础研究更加壮大

基础研究是学术发展之基。 要做好生业研究，首

先要注重做好单个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的整理和

研究工作及相关的测试和分析工作 ， 并及时予以发

表，这也是考古类杂志的首要任务。 《生业与社会》栏

目一贯秉承这个思路。纵览在这个栏目中发表的关于

单个遗址出土动植物遗存的整理、测试和研究结果的

文章 ，从时间上看 ，年代最早的可以追溯到距今 7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 年代最晚的属于辽金时

期。 从分布地域上看，包括辽宁、内蒙古、新疆、青海、

宁夏 、陕西 、河南 、河北 、山东 、安徽 、湖北 、浙江 、江

苏、广西和广东等 15 个省市自治区。其包括的时空范

围不可谓不广泛。在发表的将近 40 篇研究成果中，除

了以动植物遗存的研究结果为主之外 ， 还包括古

DNA 研究和同位素分析的结果。 即除了动物考古学

定性定量的分析， 还包括古 DNA 研究和同位素分析
的成果，对研究资料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有助

于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这些成果是推动生业研究

的基础，也是研究一个考古学类型或文化特征的不可

或缺的重要方面。 以往认识考古学文化或类型，主要

是归纳多个遗址出土的人工遗迹和遗物在形状特征

上的共性 ，再加上碳十四测定年代的数据 ，由此构建

古代物质文化谱系。 我认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或类型

实际上就是代表了古人的一段历史。 而作为历史，除

了绝对年代和人工遗迹 、遗物的形状特征之外 ，必然

要包括经济基础 ，包括生产力要素 ，生业是体现这些

方面的重要内容，由一个一个具体遗址的动植物考古

研究成果所组成。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生业与社会”

栏目已经成为发表具体遗址出土动植物遗存研究成

果的重要平台。

（二）专题研究更加深入

专题研究是在基础研究上的深入，有助于进一步

提升基础研究的学术价值。我们的专题研究涉及多个

方面，首先，聚焦具体动植物种属开展个案研究，认识

农作物和家养动物的起源 、出现 、发展过程及其在生

业活动中的作用，这是生业研究的重要内容。 尽管我

们现在讨论的农作物仅涉及小麦 ， 但是动物种属除

狗 、猪 、黄牛 、绵羊 、马和鸡等六畜之外 ，还包括兔 、鼠

等。 对于其中大多数动物的起源、出现及发展过程都

有明确的研究结果。其次，认识各个区域的生业特征，

按照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 新疆及黄河上游地区、

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黄淮下游地区、长江上游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 、长江下游地区 、江淮中下游地区和岭

南及周边地区等 9 个地区，分别阐述这些地区自新石

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生业内涵及特征，并将这些特征

与自然环境状况及变迁、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进程等联

系到一起进行探讨，阐述这些地区各自的生业发展过

程及特征。 通过这样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

原地区持续发展的生业状况及引入新的生产力要素，

是中华文明起源并持续发展壮大于这个地区的重要

基础 ；而不同地区的文化 、社会发展轨迹与各个地区

独特的生业发展过程密切相关。 其三，研究动物的仪

式性使用。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历史中，存在随葬动物

的行为。 古人经过有意识的选择，赋予一些动物以特

殊的含义 ，将它们放入墓葬中 ，希望它们跟随墓主到

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为墓主服务。 古代社会以礼经国

家、定社稷、序人民，动物或动物型人工制品成为重要

的象征符号 ，古人序五牲之先后贵贱 ，用于构建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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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序列或等级。 另外，通过对古代的动物图像遗

存进行考古解读，认识随葬的陶猪与墓葬等级的关系

及动物图像与当时生业特征的关系，也是动物考古学

关注的内容。其四，聚落与环境研究。对山东地区多处

属于后李文化的遗址进行研究，证实当时以渔猎采集

的方式获取食物资源时，其活动的地域往往是河漫滩

或者低阶地；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瓦店遗址在农作物

栽培中之所以有数量较多的水稻，是和其所处的环境

呈现出水乡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对于自然环境和生业

的相互关系，我们既要肯定各种生业活动离不开相应

的自然环境，也要充分认识到生业方式的形成和转变

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过分强调其中一点是不可取的。

（三）研究方法更加全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生业研究中我们一直

强调方法论的建设。方法论的建设首先是确立鉴定标

准，比如通过归纳栽培大豆和野大豆的形态差异以及

碳化后的变化规律，制定考古遗址出土的碳化大豆的

鉴定标准。通过对几种雉科动物在多块骨骼上特征差

异的确认，完善鉴定家鸡的标准。其次是命名问题，强

调动物拉丁文命名法的基本概念，反思以往在拉丁文

命名中常见的错误。 另外，通过对古代民俗分类法和

科学分类法的比较，有助于我们科学认定传世文献中

的相关记载。 其三是新方法的应用，如介绍国际动物

考古当前常用的几何形态测量方法，用尺寸和形状来

表现形态，用国内外成功的实例强调这个方法的实用

性。还有就是考虑如何更好地发挥稳定同位素数据的

作用，在特定遗址中作为认识生业的代用指标。 其四

是民族学调查。 通过对现代游牧人群开发、利用动物

资源和植物资源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调查，为我们认

识古人的行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四）研究前景更加辉煌

回想起 1999 年我在 《考古学报 》上发表 《论中国

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輬輴訛，那是在国内

发表的第一篇探讨史前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论文。当

时我依据的材料仅有各地开展过动物考古学研究的

42 处遗址。 那个时候，植物考古的浮选法尚未在国内

全面推广，开展过与植物考古相关的研究的遗址更是

屈指可数， 更不要提及开展古 DNA 研究和同位素分
析的成果了。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们的动植物考古研

究 、 古 DNA 研究和同位素分析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开展过上述研究的遗址数量达到数百处，而且还在以

迅猛的势头向前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

和 《南方文物 》的周广明编辑商定设立 《生业与社会 》

栏目，这个栏目设立至今，已经有 6 年了，通过对上述

研究成果的回顾 ，可以说 ，我们实现了设立这个栏目

的初衷 ，同时 ，也进一步明确了继续前行的方向 。 今

后 ，我们要继续推动发表单个遗址的研究成果 ，同时

要注重在有条件的单个遗址中 ， 开展包括动植物考

古、 古 DNA 研究、 同位素分析和环境考古在内的多

角度的分析， 以求更加全面地认识当时的生业状况。

我们要继续推动专题研究，专题研究是在一定的时空

范围内探讨生业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我们聚焦

当时的生产行为和社会活动的一段历史，深化研究的

内涵，拓展研究的领域。 我们要继续推进生业考古相

关学科的建设，立足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 动植物考

古、DNA 研究、同位素分析和环境考古在这些方面有

自己独到的优势， 除了材料的性质是一致的之外，其

思路和方法在国际学术界也是共同的，我们要努力做

好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的工作，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的古训，在新时代发挥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我们要继

续鼓励青年学者挑大梁，从已经发表的全部文章的作

者看 ，青年学者占据了绝对多数 ，这是我们的事业欣

欣向荣 、蒸蒸日上的明显标志 ，相信我们的青年学者

一定能够在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展望未来，我们有信心把“生业与社会”栏目越办

越好。就像我在开栏语中所说的：“通过年复一年地发

表相关的科研成果，必定能够促使生业与社会各个方

面的研究走向深入， 必定能够取得一系列新的认识，

必定能够拓展和完善新的研究领域，必定能够为中国

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做出独到的贡献。 ”輬輵訛

注释：

①孙永刚、 赵志军：《内蒙赤峰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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