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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廣 腹地龙 山忒化 到 二 里 義 忒化时期

先 民 的 肉 食消 贵 驀所 究

摘 要
：
动 物 考 古 学 者 多 年 来通过 动 物 遗存 的 量 化 统 计 尤 其是动 物 的 最 小 个 体数 的 定量 统 计 来探 讨 古人 肉

食 消 费 特征 与 获取 肉 食资 源 的 方 式 。 本 文探讨 了 如何利 用 现代 畜 牧 学 和 动 物 学 对 于 家 养动 物 和 野 生 动 物 可

食 用 肉 量 的 科 学调 查 资料 ，
研 究 考 古 遗 址 中 古 人 利 用 的 动 物 能提供 的 可食 用 肉 量 并 以 此 分析其 肉 食 贡 献 。

本 文 还通过 中 原 腹地龙 山 文 化 时 期 到 二 里 头 文 化 时 期 的 考 古 遗 址 的 已 有 动 物 考 古 资料及研 究 成 果提供 的 数

据
，
在 动 物 最 小 个 体 数统 计 的基础 上 统 计 不 同 种 类 的 动 物提供 的 可食 用 肉 量 及各 自 所 占 百 分 比

， 并 与 最 小

个 体 数统 计 方 法 所得 结 果进行 比较 。 本 文 的研 究 表 明
，
在 分析 家 养动 物 和 野 生 动 物 总 体 上 对 于 古 人 的 肉 食

贡 献 并在 此基础 上探讨 古人 获取 肉 食资 源 方 式 是 以 捕猎野 生 动 物 为 主 还是 以 饲 养 家 养动 物 为 主 方 面
，
两 种

统 计 方 法 所得 结 果较 为 一 致
，
都 支持袁靖 先 生 对 中 国 新 石 器 时代 以 来 获取 肉 食资 源 方 式 的研 究 结 论 。 另

一

方 面 宜 采 用 肉 量 估 算 方 法 来探讨 具 体每 种 动 物 尤 其是 不 同 家 养动 物 对 于 先 民 的 肉 食 贡 献及 古人 的 肉 食 消 费

状 况
，
这有 助 于进 一 步探讨 与 古 人 肉 食 消 费 状 况相 关 的 考 古 学 与 历 史 学 问 题 。

此 外
，
本 文 虽 未 直接讨论夏人

的 肉 食 消 费 状 况 ，
但 本 文探讨 的 时 空 范 围 内 各考 古 学 文 化 和 重要考 古遗 址 与 夏 文 化 的探 索 息 息 相 关

，
因 此

本 文 的研 究 结 果 对研 究 夏人 的 肉 食种 类 、 肉 食 消 费 特征及上 述相 关 问 题 也有参考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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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食暴人Ｓ食谱中 ？重變 是人类获取动维持人类生存 、提供营养和美食 ，影厕Ｉ人类的体质演

物 、利用动物资ＪＳ的最初动力和主要 目 日Ｌ 肉食对ｆ化和生活方式 、 剌激渔猎经济以及动物的驯化与畜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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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觸发Ｒ ，维持和建构社会关系 、促进人类＆会梅

发展和复杂化等舊蕾嚴要意 Ｌ 袁靖先生曾指 出 ，动

物考古学研究爾主要 目的之
一

就是探Ｗ古代人类与

动物Ｍ 各种关蒗 ， 其中最重＿前关系就是通过何种

方式 ：获取动物作为肉食Ｓ ■擬 系嫌地緣中猶敍石

器时代遗址的动物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

Ｈ：＿ ，
比较各个遗址中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各 自 ＆｜

＿比侧 》
ａ结ｓ 时人ｒｍ取肉食资源的 不 同方式 ，

，

归纳出中駕新石器时 代人类获取肉 食金蜎＿基本模

式 ， 在
一

定涫圃 内摔讨其形成的原因 ，＿理论上提

讓＆考古麵＊？＿篆 鋪鐘ＡｉｌＲ

取 肉ｆｒ資遞 的 动物遵 古赘料进行 ：Ｔ？Ｓｆｔ？義和归

鱗 ， ｜３＿和＿中
：國历史风■ 古 人 ：＿肉食资漏簡

状弒 ，本周方式和基本模式 ， 虽然他指出相比新石罨

时代获取肉 食资源的方式而Ｈ ， 对？史时斯获取肉

食资齡齡方＾归雜雛ｄ

＊

较＊傭单气 袁靖魏二

十金部
■

来曾中 ：Ｈ从ｉｔ扫器时代 ｉａ来吉ａ获取掏食资

■猶業 莸取肉食资翁■ 不 同方式 、发展模式及其

Ｗ 后动因进行了系统的 、 与时俱进研究 ．成为 中 囯动

物考 古学 的最有羅＿的研究成果之
一和

＇

重要特 色 ，

樣擧簡了
＇

动物考古－萁他学鲁傳臂禽 》
成为进

一

步

细致研究各 个具 丨宋他区 ＞特定时期获取肉 倉资源方

唬 ， 古
－

Ａ＿ｉｌ雜編与 肉食消费状＆的研究基裡！＊

中 原腹Ｉｆｅｆｃ中學ｉ：屬皁觀繁麗層穩＿苹簾麓＿

起■響寶
？

中幾 尊翁位 ，
．到了霄領时代早

后成为 中部文明 觸核心引领者 。 新石ＩＩ时代宋期 后

■讀漱山文化 中 原腹地 ；％王湾三＿文化 ） 时期 ． 中

ｇｆｅ地 的仕会复杂化或文明化得到了空前 发 展 ， 处

于早鑛Ｂ象起繼前夕或初篇■農 ＆ 中薦雇 ：逾德歡会

复条 或文聪ｆｃ敏蠢屨隨經驗＿ｆｃｆｅ该施Ｋ＆ｉｆｅ義

济說生 ： 以塵 的
：翁讀 的椅鼻

为主要内 容的粟作农ｆｔｇ济罨新石？时代晚期中 ？

腹地先民主要爾生计方式 ， 进入新石器时 代末期之

后 ， 本地以臬 ，盡餚栽培和家德锏养为主要内
＇

容的农

业儒４ｔ德Ｉｔ機 ： ．多品神倉 縣 ａ樣逾４ ，雜有

靈、■ ？重＿ 
ｆ＿稀蠢詹 ■狗、歲牛 、灘＿＿

标毐敢复杂优前农此ｇ济面貌还步藥规 ， 这 为 早＿

鼠家的起 茧夏商周三 代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农业

烴济基碰胃《 这
一

时期渔猎话动与新石器时代晚期
一

祥仍然是获取肉 食金源的辅助方式 ． 获取 肉 ＿资源

激主要方式是宝畜铺养此或畜牧业经济 ． 这
一虜面

一 青麵鮮誦二臟文獅二麵＊

化时麵并有所发展＾ 这
一

財灌词养猪 ，狗这两种本土

驯化的家畜与 黄牛 、 绵羊这两种 丨专 ＼的外来家畜并

￥ ？
人＾１＿嵐倉种幾中寥慕＿ＷＴ費竿聊擊寧气麗

擎羊业傳发ｒ？ 人 食种类 貪结

构ｗｉ相座餘肉 食消费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ｕ 本

文－在ｓ＿＃５ｉｆｅ及其他孝者■食 再迸
一

＃Ｓ１＃学 賴廳地龙ｔｉｊ文化时■■二疆蠢文化时期 ｜８

＿肉 食及其肉 食消费犹＆ ，Ｕ４期掲示作 为 中华文

明核心地Ｋ的中 匣腹地在文明和早＿顧家形成的初

始时？古人的 肉食濟费特征 》 探讨其相关考古与历

臾＿ ， 也Ｊ｜Ｗ希氧賢中 国动物考古学，究中 古入

肉食消费拔况 、 获取 肉 食资原方式及其相关冋題＿

研究进
一

步走向深 人有所推动 ， 限于￥ ｉ Ｒ和考古材

料囉介＆勘局擬懂＃
＃种 所难兔

，

敬灣孿 界 ．方

蜜抛 ？

要探忖古人＿肉食消费先要确定斉人的Ｗ食 食

＃古］ｔｆｔｉｆｌ ：

土 的动物骨骼标本多数是古人 日 常

肉食治费后泡庖厨垃圾 ， 或者是选取肉食消费后留

１？纖 ：鲁絡迸ｆ？加工 制成骨器或 卜＃等
，

因 此每个遗

１：扭 ： ■爾層靈 肉食食

谱的前提 ９ 由 千动物考古工作態＿第１？
一

， 目 前中？

腹墙ｅ经发掘翁Ｉ山 文化时期到 二 ａ头文化时＿

考古遗址弁没有普遍进行动物考古工 只能在现

有 的劫物考古＃基础上 做
一

初步探讨 限亍篇嘱 ，

本复 會會＿１＊ ，會＿養 ｉ食

馳及概询食繼

存代遗址趾动物觀篇种纖定鱗 ，

一麵

是古人 ＿食的食谱 但
一

些 同时或苜期慑人拓 １动物

如老■等啮齿动物我 丨ｎ
—

般从 古 人 食猶之 中排除

擰 ．除非萁臂
？

骼上有 ＃人＿ 象 蠢， 从

ｒｉ ｆｔ悔动物參古赞料乘着 ， 中ｔｅ臆嫌龙 山 文化时＃

到二里头女化財 中除了竹藤外 ， ？鼠之翁ｓ勺

物并亭ｆｆ＃爾食 《 爾外獄了二莫备：变化齡繼

拽谓 （ 或 货與 ）这类？ 贝 範谨可能为 当 吋趣
一种厲

始 货币 （ 可能兼做装饰 》 ， 因 此我们 ＆ 不把子寅贝 咿

为这
一时期该地ｋ古人的ｗ會 ，

另外只作为蚌器

■＿来變纖？ｆｅ＿工應窟整或残破■ ｆｆｌ堯或酱骼的

贝 纖物肩ＪｆＭ幕撤ｉｉＡｆｃ

任何人类食诱？ ｉｉ鐘 后 一＃是爆力货算扭焉

古遺址动物骨骼样本所忟表购肉鼋。 笔者在以往輯

文章中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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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倉贡献存在较大 的问＿ ．Ｈ为 下 同动物可＿ｌｆｅ

异较大
４

？ 比如 ；家桊动物屯衡牛 、 ４以及野生

■输中禽簾屬繼％太纖纖農＿袁議＃物 Ｉ 奠单

的肉最远超过家畜 中 昀猪 、羊 ，
狗

、
鸡 以及野生动物

＿ 小聲＿＿擧令个律＿翼， 因此最小 令体数的歡

量比师羡Ｉ？弁不能准确反映不 同动物在古人 肉

构中■实Ｒ肉 倉黄献量 以可鉴定标本数和最／］
、十

鐘为嫌賴标麵遗址麵＿食＿ 中＿动

物＃ｆｔ倉鏡献时部只霜＿＃參考德 ， 虛豫１￡＾黧 用

鐵顧遗址出土劫物截＃餐进行

动物的珣焉有不同枘 估算方法？
， 本文采用根据

＿小 １

、

体数悻算＿量的方法 ，
这种方法考虑了不 同

体型的动物单个个辣提供肉 比较造含于

人类金＿齒論落遗址通劫物掏ｉ＿飞其前》是ｆｅ

定蠢拿确动物都＊Ｗ内消费％ ‘綠人續费

？ 下 同种类动物的肉量 ， 按照逻辑
一

般根据每个现

－

１ ５６
－



２０２ １ ． ０ ５ 南 章 ： 挣

代动物物种的平均ｗ量与遗址发现＿动物物神最小

个体数相乘 ３
—般而嘗 、井不是动物的所有＿都会

被利用 ， 遗址出土ｔｔ动物ｔ骼 多数情况下并不 代表

龛盩的动物 ，而 Ｒ是曆宰单位或部分骨架－ ｆ旦是只荽

充分考虑聰里存在辱致偏差放播因
，
＃ｆ３就能够庭

过最小个体数統计？到比较蠢纖 －Ｉ Ｉ梟那

＆ｇａ仔＿发＿遗址如果可ｋ發供大样本■我们

？Ｗ
＊

气

客种方緣＿綠汁基雖是與１賛潰址出 土 ■每个动

物物种Ｍ乎均商釐 ， 我们无柱直接知道每个遗址利

用 ６Ｓ动物物种１Ｓ苹淘健減象１平＿麻釐論值Ｓ 少

动物物神鮮均体纖平均誠会麵議＿与

气候、 是杏为 人类 饲养 、
人 类饲葬前方式和技术等变

化 ， 每个物种 不爾性别 、年龄或死亡季节 ＿个体抱 肉

置之间还存在差异 ，
家养动物还有

■

，下筒地方 》
Ｊ
种的

食畺望舞 。 但根裾
“

以今证古
”

从已 知推知未知 ９４原

卵 ， 我们一般可以大彳拿様續１５代动物物种翁平均 ，体

輦和平均珣量推算对 古代动物物种的平均体重

释＿＿量 。 如果综合考虑 同
一爵；＿眼 １蝴

？个缽？肉量整 分析时适当考虑不同物钟的牟

齡构成
，
获得翁动物物种 的，＿像重％寧构 Ｉｆｃｔｔ

ｆｌ
？

息就更准确 ，相对更符合真实情况 。

由 于中藤鼠地龙山 文化时灌额二讓头文化財顧

考古遗址中 古 人 ＜ ３费簡动物 以哺乳动物 占觀财多

数 、 其 他类 弓 Ｕ？动物 肉 量贡献粮 ｄ
、

， 而＆歯宁现在考

古遗址发掘时
一

般浚有采 ＿细 网 菇选或浮选 ， 鱼类 ，

麵 、 鸟 物獅物

能 代衷考
＇

古遗址的实転情 况 ， ＨＪｆｃ本文 Ｒ 租这种方

法付哺乳动物 的肉量贡献 ，
其他类别 的动物 的 肉：奠

贡献 只做简 化 分祈

本文采用膝下 同物种 的喷乳动物的 个体簠量成

輪＿癒＿中 ， ＿ｉ＆輸 主＿＿
＇

于＿畜

表一 本文涉及的不 同哺乳动物个体的平均体重

动物种属 成年个体平均体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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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邋传赞擁香 ｜｜＆騎靜＜中 ＿豪禽邋＿＃霉 ．

》嚴？ Ｉ

」

＿ 《策德 《牛志》 、 《羊志ｋ 《特种畜禽志 》 等？以及

《中Ｓ家畜家禽品种龜》编委舍姐編的 《中国家畜家

禽 Ｐ３种志 Ｉ 系 《中 国＿鑷种＊ 》 ，ｃ中Ｓ牛品种

＊Ｍ賴孝＊神盡｜ 攀气 馳肅地３５靈侧于

併倫ｔｆｉａ （物太麟气Ｉ
中 国鎌識物釋 ＇

、嘗糊

哺乳动物彩色图 《 中 囯鹿类动物 》
？

、 《中Ｍ动物

＿ 

？ 兽纲 ？ 食南 ｓｒ》
》等 。 野％动物物种如果ｆ 不 同德

繼 ：＃Ｓｆ种 ，

一

識■釋零黨 ＊

寿＿ （片 山女 ｛６麗＝＊＊重個

―舰感纖磨４＾餘＾＿難表
－

ｈ

屬千１？养动物 ， 以往宥攀者做过河南当地ｆｔ不同

家寄擔体鸷和．商釐敢民族调晝气这在中国动物考古

德研究史上是弗常难得敢尝试 本文ＲＳ＃ 《中

Ｈ裹畜家禽品神窜Ｍ中Ｈ畜 离遗传资嫕志》 ＿资

枓 ， 是因 均后者是畜ｉｆＫ系统科＿裔查 ， 样本量

翰者只獨 市
一＋回勤衬子

纖査
ｓ
廳＿人驗Ｉｆｆｉ旦觸墓麵逢麵户

讀＋入 不像前春；＿？格按＿＿蠻盡＆迸

綠獅禁鮮麗臟果 ？ 賴麵雜減种

众多 ， 本文统计家 ．养动物时考虑不輝地序品种的体

鶯离１董讀誉 ｓｉｆ量选择中原痛地ｆｐｐ＿４ｌ内

或其邻近地Ｅ餘传嘵地方品种 ， ，考教据均尽量参

雜雜■錄氣 ＆錄篇Ｍ娜獅Ｍ翻遞

经济 １５ 发展＃ 种锢养ＪＥ育技术 的进步 ， 越早猶调

查敎据睡接近传疣或古代中 国社会＿１眚觀》

？文雞ｉｔ＊
一

物，翁个觸麵麵藏顯

结合考虑苘
一物种不厲品神 ＞ １＿藤个体？体 ｉ重羡

异 － 分析６｜造 ＿考虑不Ｈ物种的年龄构成 」
比如根德

上途相美變料统计滅一 品神 、 傭方ＳＩ雜敢鑛＿＋体

Ｓ体Ｍ ， 肉量各 苹势＆后再取雌雄两性的 简单

乎爾＿鮮为 Ｒ舊两
＇

种餘剔 ，邀种簡单乎塌償ＩＢ鐵计

．稱？＿費＿等 ：

） ＊歸
一

物称参ａ！了爾个ｌｉｂ健

寧■晶种 、＃方歷禅綠啊霉賀取其 平爾霄￥翻暴

某
一物种 只有数掠范围则取其中 焓值 ｔ在相关数ｆｔ

皇正态分布时中 ｆｅ馇蠢最接近平均置的 ｝ 上述洗计

方＿Ｍ廉 請物雜葡＿＃＋德雜 觀

分析时要遗当考虑遗址发现 ？＊代动物？年龄 ， 比

如中原腹地龙ｉｌｉ文化时斯到二 里头文化时 ．期考古遗

址发现＿以末成年个体为生 ， 较之其他动物来成

年个体累 多 ， 那么遗址发现Ｋ宙代猪Ｕｆｉ 体 ；重和肉

憂育定要比我们繞计 餘成年猪体重和商量要小 ＾
■

＇

送

样我们讀＾计数据迸行分挤射＾蠢鲁注愈翁计出

＿遺舰＿施本 ：８＊＊＿？８１雛意廳Ｈ

要大 ｅ 但賀为年龄
、

结＿计算比较复杂 ， 动物考古报

Ｗ和论文提供＿不同动物＿年龄数据不均衡 ． 賓辑

物＃撕动物没有年龄数掴 ， 祈ｗ我 丨ｎ？是
■

大 昧采用

成年个体梅平均体重 （中舉＿地常见的家养哺乳动

物揸 、黄牛 ，滞羊 、 山羊ｉｐｐ均体龜表 二 ￣ 表 五 ＞和

錄麵纖＃ ， 邋顯藤篇獅柯纖＿ｔ＃

＿鐵＾？

我计，事 同物种＿ ＿物可 ：ｔＭＷ＿興＾门瑰ｆｉ

■＿计勸獄■哺乳动物可爾麵藿

釁 ｘｗ％ ｘ焉小ｔ体欸 ； 鸟；和短賴哺乳动物可 食用 肉

量ｈ活依ｍＫ７０％ｘ儀小 个休数 我们如果＾前

捋會麵＿魏恍惠《＾数＿输微

驗攀ｗ麵象麟 獅麵崖鑛 ＇祕類

财鑛 嫌及愈＿关德＿

朦跗 營腦 ，
ａ保爾繼

和板油 ）精细别除骨头 的纯肉 ， ＃商率是＿＿

重与馨宰前》釐＜宰前空腹 ２＋小时 ）之比 分率

表示 ｝ ． 瘦肉率則指瘦肉纛与雇宰前＆重之比 ， 家畜故

域曹＿ ＿蠢数ＳＳｆｅＷ暴条 ｉ

ｉ翁藤露繁督：虛脑％

后肢跗关节以下部分的 １％量 、内＿肉量气 以家瘡为

表二 家猪的平均体重参考值

猪品种
平均体重

（千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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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家养黄牛的平均体重参考值

黄牛品种
平均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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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家养绵羊的平均体重参考值

绵羊品种
平均体重

（千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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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家犬的平均体重参考值

狗品种
平均体重

（千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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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 １ ． ０ ５ 南 章 ： 挣

＿  ＊
中 闺 者｜峨ｍ

＿ｆｆ？纛■ ，醜 攀
一

纖

在 功 右 ，■爾体■賴亭■少低于 ４０％气 从ｃ中獨

家畜家禽？种志》系列的 《中囯猪品种志》 、 《中 Ｈ畜 禽

遗传资源盡 

＜猪志＞提读的数据来看 ， 地方猪种觀北猪

ｔｔｉｆｔ傘灌翁ｉｉ４４ ． ７Ｓ＃
，

幸＾ ：２７ ． ５ １１＃＾傭

＊ 猜神 目顯 的嚴騰脸＆ 偉■ 的 哲分 比￥

纖 乂 麗下顧＿＿３１１膽铺 《？＾ 则民權＿￥Ｚ卞繼德

约占空体重的 ２２牦 垮合各种可 麁用肉 ，
则诘的可禽

用肉＿总体童餘 ７ ０％左右大他可信 从｜中 議

象禽晶＃＃１５ ＿補《 中 ＿午益概倉Ｉ与 Ｉ 中 醒举兹勒

＿ｌ 
ｖＷＰＷ禽騰麵鲁 廳禽纖

资源志 》 羊志》摄ｆｔ％数据综含来看 ， 牛和羊的可食用

爾麗 占鐘 ｓｏ％魏右食太体可信 。 动物擔＿情

彀 ｇ
：錢比较鋟＿ ，但辕合考虑》御动物可食爾爾量

计算ｔｒ法 是大体可以适ｆｔ 于中茵的＿兄
， 因此本文

梁她这一计算方法〇

中贏廳錢龙 山文化肘期到二里失文化財顧鑛考

古学文化谱系生要是王湾三斯文化
＇

馨ｆｆ
’

ｉＴｉ？

砦类
”

遗存■ 二里头文 ｆｔ  ，￥界
一般认为三者前后相

续 ， 在文化发展上大体
一

脉相Ｉ ，
又接受了 外来诸多

文他惠 審Ｉｆ查化
，
具怵幾腻被穩有一＿

爾复＿生 。 其 中
＆

断＠期
Ｂ

或
“

ｉｆ磐类
”

遗存是王湾三

期文化麵 二里头文化之间 ＿敏壤性文化通 ，＿者

或将其视为独立＿考古窣文 化 ， 或将其归Ａ王湾三

＿文化 （ 河南龙山 文 化晚期 ）或二 里头文 化 ， 这三个

断段亂考古遗址餚动物考古资枓主要有河 南査封王

城冈遗址气 禹姻瓦店遗址气临汝煤山遗址气鑛畲ｉｆ
ｆ

■树遗 Ｊｉ气鑛南麵■？＊

袁靖先生对新有器时 代旱期以來至秦代以前資

南地Ｅ
？肉食种类以及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 做过梳

通和总结 ３ 新石器时 代早顧东要以渔猎■方式获取

询 食资源
； 新石锶时代中＿主要以渔猎为主和＾葬

动物为辅的生业方式获取肉食 ， 絮荞动物

■石鐵＿优衡議主■以饲静家畜为 方式获取肉

食 ，家养动物的神类没有变 化 ， Ｗ猪 为 主 ；从騎観

时代宋斯的龙山文 化时集至二里头文化时期
一

直＿

泰朝 ＊铜雜象會会主 ＩＩ敢 方式缠教发展 ，

马＿鸿是到商代晚？扭辄ｉ§家畜 ， 此前从鮮石鑲

时ｆｔ＊期 的龙山 文化財期开始 ４黄辱 、海牟从别 》ｊＳ

＿输入蘭厕＿編酵觀臟行燃 權

腹地虫要指河
■

南境内包括郑洛地区在内釣环篱 山墙

区 ， 各个时期ｆｔ食种类和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与赛

靖 ５＆生槐理、 ＆结前整个河 南地 ＩＳ购愴＆基本类似

ｉｆｅ了翁重勝建 懸 搶愈之外＿ ｉ ｊ物种ｎ

外 ， 中原朦豫愈山 ：文雜 ：歐＿二篡头 ：变

＿爽 食种类 ， 可 ｐｉ胃袁蜻先生对各 ｔ时期考古遗

址 出急动物种类 的撩理掛ＩＫ？？  Ｐ
但最鬱聲徽 ：

出 ＿

是 ， 正如前文所述 ，
由 ｆ不同种属的动物的体型大小

和可提供故可食用商僵：差别很大 ， 最小 个体数的数

比魏蠢 不能推确 ：
Ｍ陕不 同种翁翁■物在古Ａ

處倉＿ 中徽实誠麻 ：舎蠻献暈
４＿

＊

會Ｉ？＃百齋 ：比

呈魏■家养动物翁肉食黄献一擬■比最 体數百

分比呈现的家养动物 的肉食贡献更准确 ， 因此本文

醬＾ ；
｛寸 ｐＡｇｒ遂 ？

离眞撰算 厲鍊计所臀龙 山文化时

＿二瞾头文化时期先民的 肉 食结构特怔 ，
同时与

以梟办个伖数统计虜＿｜青况迸疔比较 ，分 ＃ｆ＃ 同 异 ，

检讨汉塗．學審翁中复腹逾龙 山 文化时ｋｆｃａ头文

化財？逮猶＊倉爵儀ｕ 获取愈食資減方式的鮮究

结论 ａ 考虑到 中琢腹地龙山 文 化时斯ｓ二翼头文化

时斯先民消費的动物 以哺？ｌ动物 占绝对多数 ， 其他

动物如软体 ？动物 、鱼类 、烏行动物 ， 鸟 类等在所育爾

物中？肉量贡献非常小． Ｈ此这里只计论哺乳动物

ｆｉＢＳｓ

不 ＿种翁＿讀物 ：＿緣体数 （
ＭＮ Ｉ

】纖
＇

暂分比 ＊＿

＊际商食赏献 （ ＩＳ可食 用＃量百分比為潛奪

Ｍ表六的
■

方式统 １ 十 ， 懿后 以 》囊＿ ＞图 表 １ 与 图 表 ５纖

方式真观呈＿ ｓ 翁了节省厅文篇嘱 ，除了王城崗遗址

龙山文化晚期先．民择＿ 食消费情＆ 同时以．与围

裁齡武鐘 ， 急他舰祕雜顧誠纖 图 表 １

齡式麵 《 坷就狐縣个体数軸鼉＿擔

生

业

与

社

会

表六 王城岗遗址龙 山文化晚期居民的 肉食结构 （
作为 肉食种类的哺乳动物最小个体数百分比与 肉量百分比 ）

动物种属
成年个体平均

体重 （千克 ）

ＭＮ Ｉ Ｍ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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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 ６０ ３ １ ３ ． ３３％ ６９ ． ２０ ５０％ ３４ ． ６０ ３ ． ４２％

猪 １ ２９ ． ５ ４ ４ ０ ． ００％ ７７７ ． ２４ ７０％ ５４４ ． ０７ ５ ３ ． ８５％

黄牛 ４４ １ ． ９ １ ６ ． ６７％ ４４ １ ． ９ １ ５０％ ２２０ ． ９６ ２ １ ． ８７％

羊 （绵羊 ）
５８ ． ４２ ６ ． ６７％ ５ ８ ． ４２ ５０％ ２９ ． ２ １ ２ ． ８９％

家养动物 １ ０ ６６ ．６７％ ８２８ ． ８３ ８２ ． ０３％

梅花鹿 １ ３０ ． ００ ６ ． ６７％ １ ３０ ． ００ ５０％ ６５ ． ００ ６ ． ４３％

熊 １ ６ １ ． ００ ６ ． ６７％ １ ６ １ ． ００ ７０％ １ １ ２ ． ７０ １ １ ． １ ５％

豪猪 １ ０ ． ２５ ６ ． ６７％ １ ０ ． ２５ ７０％ ７ ． １ ８ ０ ． ７ １％

兔 ２ ． ０ １ ６ ． ６７％ ２ ． ０ １ ７０％ １ ． ４ １ ０ ． １ ４％

野生动物 ５ ３３ ．３３％ １ ８６ ． ２９ １ ８ ． ４４％

合计 １ ５ １ ００ ． ００％ １ ０ １ ０ ． ３９ １ ００ ． ００％

－

１ ５９
－



杰 方 夂 物 ２０２ １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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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业

与

社

阁衣 １ ｆ城岗遗址龙山文化晚期家莽与野生哺乳

动物可食用 肉蛩 每分 比与ＭＮ Ｉ 飪 分比比较

⑴ 丨

］ 肉批 ）Ｈｔ １８ ．桃

０ ． ００％２０ ．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０ ， ００％８０ ． ００％ １ ００ ． ００％

■ 家 冷动物 ■ 野 １ 动物

Ｍ表３ 煤山遗址龙山文化时期家莽与野生哺乳

动物呵食ｍ 肉 １ １
：

１ 分比与ｍ ｎ ｉ
ｒ 丨 分比比较

０ ． ００％２０ ． ００％４０ ．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０ ． ００％ １００ ． ００％

■ 家奍动物 Ｂ Ｓ ｆ屯动物

所得出 的龙山文化时期 （ 主要是龙山文化晚期或王

湾三期文化晚期 ） 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腹地各个

遗址先民的 肉食结构与不 同种类 的哺乳动物的 肉食

贡献情况有较大差异 （见 图 表 １
？ 图 表 １ ８

） 。

首先
，可食用肉量百分比反映的家养动物的总体

肉食贡献
一

般要比最小个体数百分比反映的总体肉

食贡献要大 （ 也有个别例外 ，
如煤山遗址 ， 家养动物

围表２ 瓦店迪址龙山文化晚 期家养 ￣野少哺乳
ｎ
ｊ食川动物肉 ｗｎ分比

１

 ｊ ｉｖ ｉ ｎ ｉ ｈ分比比较

０ ． ００％２ ０ ．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８ ０ ． ００％１００ ． ００％

■ 家芥动物 ■ 野十动物

的 最 小 个 体 数 占 全 部 哺 乳 动 物 最 小 个 体 数 的

７３ ． ３３％
，
而家养动物的可食用 肉量 占全部哺乳动物

的可食用 肉量的百分比为 ６９ ． ５２％
） 。 如果遗址的动物

骨骼标本样本量 （相应 的放映为哺乳动物最小个体

数总数 ）越大 ， 可食用 肉量百分比反映的家养动物的

肉食贡献越大 ，
如瓦店 （哺乳动物 ＭＮ Ｉ 总数为 １ ０ １

）

和新砦遗址 （ （哺乳动物 ＭＮ Ｉ 总数为 １ ０ １
） ）家养动物

会 阁表 ５￡城阅遗址 龙山 文化晚期哺乳动物

ＭＮ Ｉ
丨

’

丨 分比与可食用 肉敏 疗分比比较

５ ３ ．８５％

ｍ ｏｏ％

〇 ． 〇〇％

４０ ． ０

５ ７ ． ４

６０ ．００％

！
＞ ０ ００％

４ ０ ００％

■Ｈ

２ １ ． ８ ７％
３０ ００％

６ ｂ ？ Ｊ

■ １

６ ．４３％ １１ ． １５％

１６ ． ６７％６ ． ６ ７％繁
６ ．６７％６ ６７％

■ 
：
＿

■ ■■■＿ 〇，％ ＿
０ １４％

２ａ０〇％
８ ． ９ １％

１ ０ ００％

■裏
〇 ． 〇〇％■－

阁表６ 瓦店遗址龙山 文化晚期哺乳动物

Ｍ Ｎ Ｉ 西分 比 可食用 肉铖 吞分 比 比较

７０ ．７７％

Ｗ ． ８ ７％ ９ ． ９０％４ ，９５％

， ９５ ？１
Ｓ

＾３ ６％
％

〇 － ８ １＾ － ９８％ １ － ９８％ ２ ９７％
０ ． ９ ９％

■， １９％， 〇４％砷 ． 〇６％＿

〇 ．０ ６％

Ｉ Ｍ Ｎｍ 分 比 ■ 可贪川 肉 咕 哲分比

Ｉ ＭＮ ｌ ｔｆ 分比 ■ 可食川肉 Ｍ Ｃ Ｉ 分比

ＩＵ衣７煤山遗址龙山文化哺乳劝物

ＭＮ ｌ ｆｆ分 比与可食用 肉 ｔ 苗分比比较

■ ＭＮ Ｉ Ｇ 分比 ■ 可食州肉 Ｊｆｔ Ｃ ｌ 分比

ＩＵ衣８新呰迪址龙山文化晚 期哺乳动物

ＭＮ ＿
ｆ ｜ 分 比

１

ｊ 

ｐ
ｆ食川 肉 ｔｔ ｆｔ 分比比较

７７５ ２％

６
 ６ ７％

１ ７ ８８Ｓ

Ｓ ＯＯ＊ ３＾ １ ． ６ ７％
＆

＾５ ．０Ｓ ？ｆｔ ． ６７ＸＬ６７％

■ ■ ■ ■－０４ ６ ９ ，

ｎＫ齅 屮ｍ ｆｍｍ择嚤 捃

■ ＭＷ ｆｔ 分比 ■ 可食川 分比

－

１ ６０
－



２０２ １ ． ０ ５ 南 章 ： 挣

可食Ｉｆ親暈 占＿乳动物 Ｓ可食舊腐暈》 ａ± 。

■撵的遗址的动物骨驗标本样本量 （ ■应前 Ｓ映 为

哺乳动物最＋个依数 总数 ）越小 ， 如王摊爾遗址 （ ：續

｜ｌ９ｒ物 ｍｎ ｉ
，总織 ：悬 ｉ ｓ

） ＜ （难讓篇翁

ＭＮ Ｉ■數渔 ３０
） ） 可食甩南量頁分ｔＬ反陕的家养动

物的肉食贡献相斑地祖对赂小 ， 但家养动物可 食靖

施＿＊ 占８
（１＆动物＾１

＂

＜１倉用魔彙儒 ７。織為 。 ？体 ：

｜｜響 ，
最小个体数百 分比反陕 ｓ？ｒ家养动物的总体肉

食贡献粤可食用 肉量百分比反鞞的家养动物总体肉

食 ：

—感
，

物 ：中 动物Ｓ餐轉＿
＿屬物 ＭＮ Ｉ６数愈汾Ｋ—０Ｓ爾

：
Ｊ１图 表 １

￣ 图 表 ４
 ）  ｓ

其次 ， 不同种类？家＃动物的可食用肉鸶百秀比

．置編纖應食賣繼轉■！
、个 分比愿詹１擁食爾

献相比有较大差异 。

龙 山文化时期中原睃地黄牛的最卞个体 ？数 占 全

ＬＭ ｉ物 鑛４勺摩 ６ｂ憑 ：

，胸職
，
而囊牛

綱？趣 撼ｉｎ義纖綱細舖德＿
脑■

■＇ ？

２３＃ ， ｉｐｆ§Ｂｉ 上 。

＆菊羊 ） 地最小个体戮 ｆｔ全郁＿乳动物羼小 ｔ
＇

体数

雜百分比；；Ｓ
６％￣？？

，
但其可ｆｔｉｆ徽屢 占舍挪噴乳潘

物眞可食？廣置爾百分比观替
＇

黛不爾 ５％
ａ

枰前
＇

愴銳 ，
葚可食Ｊｉｉ鳌 占 全部哺乳动物敗可食用

輿 ：ｆｔＭ齒齋比 反 ｜＃愈＿＊歲＿＿＾＿ ；
一般不到

羅ｓ中詹戴ｉｆｆ倉用 壤邊物ＩＩ

ＸＴ愈用魔詹龙百＆比 聽總篇施食賣赫＃１＿较 ：
＊＿

上升 ， 有的变 化不大＾ 野生动物中 主要是圣水牛这种

類大俅露动物？可食用商量 萏全都哺乳动物的可食

用亩量餚頁分 卜Ｌ Ｓ ｒＡｆｆｌＫ ｆｅ责献明显增加
，

， 百驗比

■！〇 鄉 ｔｉｉ： ，物 （暴型處科 、 小

麵麵物 、義 自 、Ａ
＿繼＿ 虐動＾８｜龜

动物猶可食甩？鐘？ 百分比反膽翁爽食贡献街甚下

降 ，其他动物如大 ，中型悔花鹿的 肉 食贡献Ｓ■
＇

太大

義剔 （Ｂ 图 表 ５
￣ 图 表 ８

｝，，

到了，磐＿
９

与 二職立化畴 ，＿舖类

鑛ａ

ｉｉ爵ｉｆ  Ｃ
图 表 ９ 、 图 表 １ 〇 ） ＿＿＿！！表明灣

时先民＿肉 食淸费大体延续龙 山 文化■繼＿
＊

的
．^ Ｋ

并有所发展 ｗ 可食
＊

？輿眞百分比反
＇

陕顧泰Ｐ动物織

Ｓ体肉 食贡献也比最＋个体数百分比 反陕的总体 ■ 肉

食贡献要大 ． 但商者反映？家养动物府总体冉 ｔ贡

ｔｉ＾ｆｔ ６ ５喊上 。

，Ｆ麵
＊

分比 反陕的爽 食黄献与最小
＂

Ｈ木敎百分 ｔＬ Ｓ映的 陶 ：

食贾献 同样有较大塞＃ （
图 表 １ 彳

、 图 表 １ ２
） Ｄ 賈宇＿

可 食甩
＇

庚曩点全＿乳动物的可食ｆｆ肉量＿百 分比

凝＿痛＿食賃 １樓￣

１ ９餐之＿ （
ＭＮ ＩＳ＿ ５？̄

７％） ？单 的可迦用 肉最ＩＷ邊１｜＿乳＿物傭可

食甩 约为 １ １％ ）
， 狗的可食用 肉曇

占金 部喃乳动物 的 可食 用 肉盪输 百 分 比 不 ：薦 １爲

（
ＭＮ削 ４％

） 。 麟 ｆ勺可實＿麵 占鑛ｐｆｆｉ动 ：

物

－可食猜興翼釣百分比反陕＿ ，食贾献与最＃ 个体

数百 分Ｈ Ｂ映的Ｗ食贡献相箜不大 ， 可食用肉量 占

？翁
？

用處Ｓｉ则愚

４７释《５．尨 — 物赌ｉｉｉｌｌｆ ； 山 Ｓ：他歸蠢Ｉ的情涵

大体类似 ， 也 ？生要是Ｓ水牛这样大＃ ■型动物 的可食

ｆｆｉ興蠢占全顏晴乳逝物爾可食ＭＷ眞＃百分比Ｋ，

的南食贡献明显＿ ，
百 分比约上幵 ７％ ，大 、 中型鹿

科动物 （ 商＿旖花靡 ） 、虎 、 熊 、野猪？ 肉 食贡献变

化 卞大
，
体型

？

较小ｔｅ野生动物肉 倉贡献厫本也不大 ．

图表９ 新《迪址新呰期家养 １

ａ

＇

野屯哺乳动物

可 ＆川 肉 （ ｒｔ  １３分比
１

ＭＮ Ｉ Ｍ分 比比较

ｆｆｌ表 １ ０ 花地嘴迪址新Ｋ Ｗ Ｉ＊养
１

ｊ野
＇

ｌ ｌ哺乳

动物 可食 （ 丨 ］ 肉 ！ 分比
１分比比较

＿ 家养动？ ■ 野生动物 ■ 家芥动物 酐牛动物

ｍｍ ＼新菸迪址新菸期哺乳动物

Ｍ Ｎ ＿百分比与可食用肉 欲萏分比比较

幽农１２ 花地嘴遗址新转脚？乳动均

ＭＮ Ｉ Ｈ分比与时食用 肉Ｍ Ｈ分比比较

５０ ． ００％

４０ ． ００％

２０ ． ００％

１ ０ ． ００％  Ａ

■

ｘ

ｂｏ ． ｔｗ％ ４ ５ ４ ５ ９

１３ ？ ７％

２０ ００％

！ 〇 ？ 〇〇？
 ３ ． ３５９６

Ｊ

ｊ

Ｌ ７ ２％
０

． ００ ９Ｓ■

命 令

＾

■ １ ０ ７ ８％
＾＾

！

１ ０

＾
ｏ ． ａｓ％

０ ００％ ｑ 〇ｍ
〇 ． 〇３％ 〇ｊ（ｒｎ

■ １Ｉ  Ｊ ８ ５％ ４ ００？
｜

Ｊｙ％

 ０ ． ６０％ ０ ６０％  〇 ＆〇％ ０  ６０％  ０ ６０％

■ ■■ ■１ Ｈｍ
．３５％—

２ １ ． ０５％

■  １＆９３Ｋ

ＭＭ
 Ｉ？分比 ■ 可食川肉 哚 ｜

！
｜

＇

分 比

＃ ＃

１ ４  ３ ９％ ｜
１ ＜

１０ ． ５ ３％ 
８ ８ ＊％

■ ＭＮ ｔ ｔｆ分比 ■ 坷食川 肉Ｓ ｃ ｆ分比

３ ３ ５％
Ｕ １ ９ ６

 ０ ％％  ０ ４８ ９ ４  ０嫩  ０ ４８％  ０ ４ ８％

０

＊

５％Ｏａｆｉ ７ ９ ｉ Ｏ Ｏｌ ９Ｔ
〇  ０ ３ ５

〇 〇 ２ ？ ｉ



杰 方 夂 物 ２０２ １ ． ０５
Ｖ／ ＥＮ ｔ ｆ

阁衣 １３ 头遗址二Ｍ 义化１期家养 与野生哺 乳 阁 表 １４ 二Ｍ头遗址 二里文化２期家养 与野生哺乳
动物可食用 肉Ｍ 飪分 比与Ｍ Ｍ Ｉ 科分比比较动物可食用 肉 丨

ｔ
ｉ
：西分比 ＳＭ Ｍ Ｉ ６

＿

分比比较

２ ０ ．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０ ． ００％８０ ．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０ ． ００％２０ ．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０ ． ００％８０ ＾ ） ０％ １ ００ ．０ ０％

■ 家养动物 ■ 野ｔ．动物 ■ 家莽动物 ■ Ｓ ｆ屯动物

生

业

与

社

会

图表 ｉ６ ： ｍ头迪址 二 甩文化４期家养 ｔ野生哺乳

ｗ表 ｉ ｓ 二里头迪ｕ 文化３期《 养与》生 柳ｉ
ｓ
ｒｆｔ細 Ｗ Ｕ分比 １

ｊ＿ ｉ ｉ？分比比较

动物 ｉ
＿

ｆ ｆｔ ｗ ｗ ｗ ： ｒｊ

＇

分 比 ｂＭＮ ｉ 仔分比比较

■了二裏头文化时謝 ＃可ｆｔ分翁齒 古３１料

街員增多 ｓ 可食用魔量百分比 食
？

寅献与最

小个体数百 分比反陕的肉食贡銷＿Ｈ羿与龙山文 化

时期和箭砦期■情况太体相近

象
；雜劫＿讀，食赁＿盒雜上 与 歲山 文化ｒｔ＿ 与

，？磐鑛
＂

类‘ 直＆遗址较多
ｊ
ＪＭ二＆Ａ ：遗址 ｉＷ列

制作面表重观§现 （见图 表 １ ３
－ 图 表 １ ６

） ｓ ：餘了 少＿

＿驗 本餘傘 麵費嚴 Ｃ

－ｆｅｆｃ晒？上 ）

外 ． 大 多数遗址家＃动物＿可食用肉量 占哺乳动物

可食用Ｍ量总数的 ７３％ Ｐ Ｉ上
，場多？

１靈齡路＿ 扉了个

别动物＃骼标本祥本量很少？遗址外 ， 家养动物 昀

最水个体数总数＾廣有哺ＳＩ劫物瀛 ／
］

、平休数ｇ数讀

６３％獻上
：

蠱多蹲Ｓ 阶赞 ，
而所會遗址都在 邱％以上 。

二 里头遗址和南洼遗姚？动物考古揆吿提供了

具体到二纖文化麵娜始数■
二骜头遗址二 墨文 化

一

期 由于样本霹小 ， 析有哺

乳动物最小 数之和 为 ６ ， 受偶然攀簡裀大 ， 下具

有 生 。 二里头文化二期大 ｆｔ延续了新砦期的
５ １

論

随＊ 潘了二 文化兰ＩＭｌ．黄牛ｆｃ星头遗址先

民麵食綱ｌｉＭｔｆｉｉｌＳｆｔｉｉｆ！

＇

． 从Ａ＿ １ １纖著

至 １ ８％至 ２ 丨 ＞％之恒 ］ ｅ 嘧舉在二 里头遗址先民 的 膚食績

构中＿献较为稳定 ．基本在 ５％￣６％
，ｆ

＊
■别期在 ｓ％

图 表 １ ７ ￣ 图 表２０ ） ｓ

＿＿１麵繼＿
：

二凰＊麵＿！＿兄ｆｃ＿塞概＊

二 立 遽址＿拿釐小
５
蔚育喃義滅！物

最齡体數麵为 １２
－ 可能

‘

修具有傭性 。 到了二

里头文化二 期以 后 ， 黄牛在二 里头遗址先馬？肉食

结构中＿贡献稳步上升 ，
从二 里头文 化二期的大约

１
：
？＃緩升羅 ２ ３财见 图 表 ２ １

－■ 图 表 ２４
） 。

从两个纖懲麵纖廣牛Ｗ二里头：文職

民釣南食贡献是稳步上 ＪＷ ， 說＆都是到了二里篆

文化三 、
四期有了较大？提升 但二里头遗址羊？ 肉

裔责獄 ；ｆｃｌｆｃ梟从二■美玄化
一

拿到 三逐街 有斯上

＃
４
到卞Ｍｔ ｉＪｔ讓有 ，

南達遗址羊 的 肉 ｆｔ赁献

则是攥僵 ｓ
ｉｌｔ遗址猶

＇

繼纖为特殊 ，从

各种动物可ｔ？肉量占全部哺乳动物的可 ｉｔ用 肉董

ｉｓ百 分比反映的街食贡献来看 ， 猜＿肉食贡献呈现

總＿象《
二麗驚亥化

一

期与 四＿＿讀 ３８％
 ｓ

二＿

与三 ？ 位蹲ｗ 但 蠢比麗寒繼

食赁 除了二 文化
一

期？憎况较 为特殊

外 ，其他各繼猶敢肉食宽＿大体稳萣 》 最＋４＊＿百

！＆
■

比 ５２”２＿
＇

司 。

騰钟＿可意通賴 占貪＿蠢物綱食

Ｈ离量釣百 分比反映的肉食贡献来看 ，
二屬头遗＊￡：

＿
１＾瀵１＆嚴二麗義女化

一

期时黄
？

牛的 肉食黄献较

备嘯 ， 鱗爾鲁 雜物論会

麗癒＃ｆｅ
＊

ｆｒＫＳ ：？娜鍾 》 二麗头逢騰：
＊？

遗址二屋義文化
一

＿？所有唆乳动物录春个体戮总

＿＊别为 ＆ ＿ １ ２
，

＇

條乎叢平ｆｔ可食 用 肉％＿靖

乳蠢 Ｉ物置可金＿塗隱［百＃比綾大与邊此翁劫物－

髂样本靆贷舊愛 。 Ｊｉ其他遴址雜ｎ興来看 ， 煤山遗

址 、 ＿禽树＾城爾遗址二 里头文化时期 的哺乳动物

＆Ｊ ：岭雜雜侧旁 １ ５ ＇、
２３為爆山舰、输》

、

珊＿獻二錄娜＿黃中？ＷＷｉｎ纖沾

全部哺乳 动 物 的 可 ｔ 用 肉 量 趙 百
１

分 比 分 砸 为

—

１ ６２
—



２ ０２ １ ． ０ ５务 ｍ

阁农 ｉ７头遗址 ： 里头义化ｉ期＿乳

动物 ＭＭ 旮 分比与可食用肉Ｍ Ａ 分 比比较

４ ３ ． ４ ５％

３５ ． ６６％ｍ

１ １ １％

Ｉ ＩｌｌＩ ．ｌ ｉＩ ．

典 卞 鮮 拘芘昵 ＇

丨

、

５？ 鹿 科动物

Ｉ Ｍ Ｎ ｌ ｆｆ分比 ■ 可食川肉 Ｍ （ ！ 〖 分 比

阁衣 １ ８Ｊ１Ｉ 头迪址 ：

１

丨 〖 头 义 化２ 期哺乳

动相 ＭＷＨ分比与 坷食用 肉最Ｈ分比比较

６０ ＸＸＭ ５ ５ ｆｒ

？ ）Ｍ ）Ｋ

４ ０ Ｊ ）０Ｋ

３０娜

２ ０？？６

ｉ ｏ ｏｍｔ ｊ ｘｎ％

０ ００％^

９ ９６％

Ｓｉ０３？？細 ！娜

３

：ｌＩｒｌＯ”］
０ ． ７ ５％０ ．

７５％ａ ７ Ｓ％ ０ ７ ５％

＃

＿ Ｍ ｉｗ ｆ
丨 讦 比 ■ 吋 ｆｒＷ ｒｔ ｊ

ａ ｆ

■

丨 分 ｉｔ

图表ｗｎ里头遗址 二１头文化 ３期哺乳

动物 ＭＮ ＿吞分比 ￣可食用肉斌百分比比较

６０ ．００％

５０ ．００％

４０ ００％

３０
．
００％

２０ ． ００％

１０ ．００％ 
－

０ ．００％

５ ３ ｉ ） ￡

３９ ． ０８９＊

４ ５％ｉｒ
Ｊ ） 的４ １

命 令

１Ｗ Ｊ ＆ １ ． ４４％

：１Ｔ；
０ ． １ ４％ １ ９４％ ０ －０３％

１５％  １ ． １５％  １ ． １ ５％ 

４

命＃
？

Ｉ ＭＮ
丨 分比 ■ 可饮川肉 Ｍ Ａ分比

ｍｍ〇屬 头迪址 二 驵头文化４期哺乳

动物 ｍｎ 丨 杆分比
１

３
＂
〖食 丨 丨 丨 肉ｍ  ｔ

＊

丨 分 比 比较

８０ ． ００％

７０ ００％

６０ ． ００％

５０ ． ００％

４０ ． ００％

３０ ００％

２０ ． ００％

１ ０ ． ００％ 

２

０ ． ００％

１ ４ ．８０％

１ ７ ． ９ ２ ９６

？ ４
． ３ １％

５ ２ ８％

０Ｍ％

 ０ ＿４ ２％

＾

０ ６０％〇３０ ９？ ， ？％０ ３０％１ － ８１％

０ ．０ １％０ ＾ ｝ ３％

ＱＪ９ Ｓ Ｓ

０ ０ １％
０ ．０１％ ０ ０３％

零
■ ＭＮ ｉ ｃｆ分比廳 坷食ｆｆｌｗｓ ａ 分比

５ ０Ｍ Ｓ

０ ００％

０ ００ ？ ４

５ ． ００％

Ｉ
Ｕ／ ｉ ２ １ 洧法鏞址 ： 里头文化 １ 职哺乳劝钧

Ｍ Ｎ Ｉ  ￡ ｜ 分比 与 对 位圯 肉 Ｗ 汀分 比比较

袅人６１？
＾

―

ｌｌｉｒ ｍＵＴ ｍ^

＿ Ｍ ｉｗ ｉ

＊

（ 分比 ■ ＂
丨 ｆｔｍｗ ｆｉｍ分比

阁衣２ ２ 南 ？ ｌ ｉ迪址 二 吼头文化 ２期哺乳动物

Ｍ Ｎ Ｉ
Ｉ

＊

丨分比与可食用 肉报 飪分比比较

７０ ． ００％６ １ ８８％

１００％４９ １ １崎
００％

１ ６ ． １ ３ ９４

ｉ ． ３６％ ５ ０８

＾ ３ ４９％

１ ２  ＳＯ％ °＾ ２％
 ． ． ４ ． ０４％

０ ０４ ９ｆｃ

ｌＩ 圓〒Ｔ＾，！
热

１ ７

－％＊
０娜

４ ４６％〇 ． ６５％＾ ３９％０ ． ０ ７％ ０ ． ０４％〇 ．〇 １％

Ｉ Ｍ 小 个体数 ｎ 分比 ■川肉Ｍ ｉｌ 分比

阁衣 ２３ 南注遗址二Ｍ头 文化３期哺乳动物

ＭＮ １ Ａ 分比与可食川肉Ｍ分比比较

阁农 ２４ 南洼遗址 ：里头文化４期喃乳动物

Ｍ Ｎ Ｉ
Ｉ
：

丨 分比与可食⑴肉 敁 存分比比较
７０ ００９６ ６ １ ． ５６％

６０ ． ００％ ５ ２ ＊３８％

４０ ． ００％｜
３ ７  ７ １％

３０ ． ００％ｌｌ ２ ５ ．０６％
２８Ｊ ６％

２０ ００，６

ｌｌ
１４ ＇ ２ ９

｜９ ５２％ ９ Ｓ ？ｆｌ

画％４ ． ／

啟％■ ■｜ ｜％
４ ．

＾ ５ ４％
４ ．

％｜
〇 ． 〇〇％矚一ＭＭＭ

＾＾＾^

３０ ００％

２ ０ ０ ０％

９ ３０％

１〇 〇〇％

■
應

２ ５ ００％

■ ？＾５？

０ Ａ ９％

９ ． ３〇ｆｌ９
． ３０ ９６９ ． ３０％ ０ ． ２９％ ０ ０４％

｜ ｜ ２ － ３ ３％ ２ ． ３ ３％ ２ ． ３ ３％

狗Ｖｆ货中鎺 梅花距吨 抱＆

■ ＭＮ ＿ ｔｆ分比 ■ 可食川 肉 ｆｔ ｔｆ分比
■ ｍ ｎ ＿

 ｆ ｉ 分比 ■  ｒ ｉ

ｉ ｆｔ川肉 Ｓｌｆｆ分比



杰 方 夂 物 ２０２ １ ． ０５
ＭＷ Ｊ Ｖ ／ Ｔ Ｎ

間表２５ 新砦遗址 二ｍ头文化ｉ期哺乳动物

Ｍ Ｎ Ｉ 白分比 １

Ｍ贪⑴肉 丨
丨 耵分比 比较

３ ８
．
９６％

＿ ＭＮ Ｉ ｆｔ 分比 ■ ＂了饮 ｜ 〖 ｜ 肉 ｆｉｌ ｆｔ分比

阁衣 ２６ 煤 山遗址 里头文化时期哺乳动物

ＭＮ 丨 「 ｜ 分 比与可食用 肉蛩 Ａ 分比比较

■ Ｍ Ｎ Ｉ 『 Ｉ 分比 ■ 可贪川 肉扱 Ｉ

？

丨 分比

生

业

与

社

会

ｍ衣 ２７ 皂灼树遗址二 ＿里头 文化时期哺乳动物

ｍｍ
ｒ 丨 分比 与 可食州 肉 缺 卩 丨 分比比较

■ ＭＮ ｌ ｔｆ分比 ■ 岈食州 肉Ｓ Ｃｆ分比

阁衣２８Ｉ城岗迪址  ：
１

！ ！ 头文化时期哺乳动物

Ｍ Ｎ Ｉ 百分 比 ４可 食用 肉 Ｗ Ｅｆ分比比较

■ ＭＮ Ｉ ｆｆ分比 ■  ｉｒｔｔ川 肉Ｓ Ｃ ｆ分比

３ ９ ． ２４繁 、
３ ３

，

１ ５％ 、 ５０ ，９料 （ 图 表 ２５
￣ 图 表 ２８

） ，
可篇僧

然是遗址Ｓ Ｉ哺乳动物最小个体数总和越 少 ， 黄牛的

可ｔｔｉＭ＊ 占＿＿乳爾购繼哥
＇

ｆｔ用魔＊釣 百分比

越大 ， 但是新？遗址二虽头文化一期时最小个体数

５專１谗 ４ １
， 黄牛的可食用 肉 量 占 金鹩 ：哺乳动物的可

食用 ＿黧＿百勢比■鑛顧 ２３  ． ７４涔 ， ＪＥ图 表 ２５
） ｓ加暴

二里头文化 １ 期时黄牛脸 ｛Ｓ 食贡献较大不是样本量

舞譬Ｍ原 因 ， 雜隊－ 二里Ｐｒ焚化 １傷３；后 ，
二里暴

文化先民对哺乳动物肉食＿利 用方式或消费方式有
一

ｆ
？

调赛 ， 到了二墨篆文化二觀黄牛Ｍ 肉 麁贡献开

始齊鑣不腾．

，之 三开给又开始有大瘋度购跃蒼《

但是这
一巍象￥

＇

舊要将来 物増古资料来藥

■

姐象文开备虜智；袁嬙先生尊动抱考古学者麥年

爾ａ＿遗響難錄计寒雜酣中郷爾石■

时代ａ靈古入获取？食赞＿
＇

的＿ｓｌ 获取询食资應

菌不 同方ＳＣＪＩ减翁ｓｆｃ及真ｔ后动圃 ，
推动了 中Ｈ 古

人获取肉食资源方式 、 古 入國 ：＿＿与 肉食

６３猶研究？深 人 其中最盧襄 量化统计方式的是

通減动物＿小个体孽■铳计来＿斉Ａ藏取喪倉

ＳＷ１方處《＊＿龙賴１ ：＿屬＾她歲山文化爾纖蘭二

里头文 化时嚴故考古遗址绝 已 有动物考古研兔成果

繊纖鑛 ，
在 ；动物齡个钵麵计

，驅孤上统计

不筒种美■动物盡俱 的可食用 肉＊及各窟所 占百分

比 ， 与泰办々体数鏡计方鑛齋糧＿果迸ｆｒ比较 ，

一

方

面试图整合两种暈化统计方法探过中 原腹地龙 山 文

化 ｓｉｔ期到二＊头文 化时期古入 的 肉食结构 、 處食ｍ

费状艇与＿食金源获取方式 ， 另
一

方面爾据以评＃ ？

两种统汁方法构研究 ＫＫ直和 不 同统计方法带来的偏

本文采用根■最小个体数估算 肉暈釣方法考虑

了不茼体型动物单 个动物提供處量的差异 ． 其前提

ｉ

Ｓ＃有 不興物种＿＃繫 ．麵１物轉个＿童邊爽个＿量

的科学數捃 ｅ 本文充分利 用 了 国家畜禽遗传资潁委

员组编？ 《 中Ｓ畜禽遗传资滅志》系 列 的６＃志＞ 、 ＜牛

審 ＿种畜 肀爾馨觸

种吉 》编委会组 《中属家畜家 禽品种志 》系列 的

Ｃ中 国＿＃种 中Ｍ 盡ｈ ｉ中 国羊益辦蠢）

等畜牧学的科学数据 ， 以及 《中国脊惟动物大全 》 、

《中 ａ经济动物志》 、 《 中 国哺乳动物彩色 图鉴 》 、 《 中

興＿糊＿４中Ｗ ｒ＿ｉ
？響 ？賣肉 目 １等離＿導

？科学數据 ＜ｆｃＪｔ基確Ｊｉ对 不 同种＾蠢爾物 的个律

竿ｆｅ体重泡统计 也较为恃合统计 攀？原理 ， ｆｃ得本

文樞？＞个
＇体ｍ估賃ｗ霉结果较为可信 。

本文觼統计 、 分折表萌 ， 纯粹的最士 个体数统计

与在最小个体数？基础上所 ｆ
故肉量粒緣前分桁结果

很質 反爆ｓ 舊令＿釉藤翁晴乳动物谢ｗ？ａ＿

南食贡献通过最 ｄ
、个＃ ：数百鈐比与两

＊

＃纖 分

比ｓ观出乘的情况氧异较大 ， 由此得掛的龙山文化

－

１ 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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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彳
主要是龙山 文化晚期或王湾三期

■

文化晚繼） 到

二里头文化时期中雇腹地各个遗址先民的＿ 食消费

情况遵娜大，

首氮 可 ｌｒ 用 肉？分比呈现的罘养动物＿肉食

责献一般要比最 ｄ
、个体数霄分比呈现的象养动物的

询食贡献要大 ， 叵总体来讲 ．最小个体数百 分比 反映

＿＿雜动物讓ｆｉｆｔ＊食赁魅与可ｆｔ用 ：貪＿分比反

映的家养动物总体肉 食贡献大＃ ■

一

致 。 ＿无繁菜

用最小 ｔ体数统计法 ， 还是本文采 用籣肉囊估算方

法 ． 如果Ｒ是探讨絮养动物和野生动物总体上的肉

＿贡献 ， 并以此＿古人获取肉食资源方式是以捕

猶野生动物为主还是以領养家养动物为曳
，
两种统

计方法所得出结果较 泠
一

致 因此 ， 褎靖先生以最小

个体数》统计捧讨中買響暮暴聊＿露海 瞬觀

取肉食资湄方式是以锢养家养动物 为主坯是以捕措

野生动物为黨的研究结论是可儈购 ， 从龙山文 ｛£ 肘

？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 ，原腹地先民消费的肉食主要

遙象？ ， ｆｔ敢肉金资纊■方式以闻難家齒为复導 、捕

｜費縛生爾物 ；％變 ９

其次 ，从＊山文化肘靈到二里头女化时顧中 属腹

邊＿＿动物：中＿４＃可蠢，域商 ：蹙寶祿比 ｓ＿餘會食

貢献粟比最小个像齅百分比反＿權＿貪寅献祖显要

量中Ｍ食用食鴦 占全飾

羞 从＿山支俅＿＿＿太舊分崔 １ （ＭＫ上遂

渐稳步上升 ，其中部分时期可能有一齡ｇ凰＊比如缕

历新砦期到二里头文化
一期的

＇

上升发展Ｓ到了二裏

亥化二期可羅聚署寶Ｔ＿ｗ念后篆ＩＩ＃上升 ，眞層

剷 文也三 、 圓大＿ 占 全鑛＊＊物餘＿

用 肉量＿ ２〇％左右 。 ■宇与狗的可食用肉量 占驾＿

＿乳动物勝可食用遽鸶的百 分比 反映的芮食贡献要

比最小个体数曾芬比 反映的 肉食键献明显要／
］

、

，狗

篇賣食賃默比竿麵心 — （ 主襲 誦食貢

献从龙山 文化－斩砦期阶段到 二里头文 ｆｃ时期坯是

＿申＃＜％ 翁Ｗ麵 歲ｆｃｆｅ餘比＿＿

定 ， ， 可见 ， 龙山文化时期到二里失文化时顧中麗旗地

■愈民＿食食猶齒中賃牛＿食食赁魅较＊
 ｓ？次于

＿ ？＃且稳步上升 ，
有 时萄较 为迅速 的提升

，
这与以

ｆｔ健ｍ词讀儀Ｋｆｔｆｃ
—样 、 ＿遍食Ｍｔｔｆ朗显要

小很多 办 可ＩＬＲ 用每种象＃哺乳动物餘蓋小？＃ ：数

，百分比＿甘晨＃某种家葬＿尤其最草食动物

靡 肉食贡献 ．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ｅ 总桕来讲 ，探讨具

体每种寧葬动物对于鬼Ｓ■負食贡献 ， 乘駕本文餘

Ｗ量 ｆ古算方祛所得结果较之純梓采用最小个体数的

统计更符合古代論脑鶴
，

麵翁勘于进－＃Ｓ

讨古人获取 肉 食免原方式的 具休特怔 ，变 化 、 不 同家

＿ 饲雜业 的 发展动力及其背后＿动８等 《？

限〒篇幅本文投有对龙山文 化时期之前与二虽

美文 ■齡拿眉爾參嘗屬＿｜灣 霄人爾國食觀費賴

况进行比较 ＾ 龙山文 化时斯之前 中 痹腹地购家畜长

無是家猪和狗 ，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家养动物成为

中原腹地ｆｂ民获取 肉 食资源的去要来源 ， 但家养？

草食动物在龙山文 ｆｃ之前是否 已备像入中 獄及其对

于 中原腹通翁濟
‘

會赁雜＆有
■

鲁鮮 至于二屢头女

化之磨鑛鬱 从笔者已傲ｔｔ鐵计ｇ  ｓ龙 山文化时

＿二驗她＿麵＿＿物魅？＿意議

以及舟民的 肉食消 费状况呈现的发展趋势 ， 到了 二

■头文化之 后 以 后＆在继续 ， 到了二里識文化財顧

黄牛的肉 食贡献
一

直愈步上 到了殷墟文化魅＿
；

曹＿１＃賞平射于古人魔食 甚至療

近家猜 《在殷墟遗址甚茧有油地点还
１

組过家猪 ，
其他

家养动物的ｆｔ食贡献则 呈规出更为复杂■情況 ？
二

翼篆文化之ｇ：■菌周财湖 古 人雄 肉
＜

食壤費＃１１ ，各

种家＃动物在古人南食结构 中所占比规遂％１￡蠢复：

杂化
， ？ｔ会等级化 ，摩落分化息 息顧緣 ：ｓ靠

一

山文 化时期ａ二里头文化时斯也有体现祖且是承袭

拽阶段ａ 发展趋势 这＆笔者将另文讨论 。

此外 ． 本文探讨的
＇

：时空范围内各考高学文 化长期

以来被认为与 中
？

重貪 史中时夏文 化关系密初 。 夏朝

是中＿ 古史ｔｏ酿鱗翁
一

个王＆世袭？王朝 ， 是中 国

上 古史斬谓
Ｋ

三代 即戛賣周写菌＿第一个朝代《

节 代处于 中麗古史 的早期臉段 ， 文献史料确凿可

靠 的只有周代以来的传世文献 ， 由 Ｔ＃ ：

有发现＿賣

翁夏王朝財福 的 出 土文字材钭 ，
从 ２ Ｕ 世纪初的

＊

古

史ｉｒ派德廉職 复繼她 纛史纖
一

再翻

中許学界
一

些学者的否定或质疑 。 但经过近百年雜

黏工＿敏 ，
中購縛界多数争奢齡駐

朝是真实存在．的 、 传世文献的夏 史基本樞寒晕可＿

构 ， Ｈ此中ａ考古尊界长期努力从考古学资料探索

Ｓ文化 、 朝起逾年ｆｔ 女化以篇夏ｆｔｌｆｃ？ 、生

活导袁 彳＿＿＿■ 。 麗人＿ ；＃与魔食灘纖＿ＫＡ

ｆｔｆｔｆ％囊德釣霞繼内 ：Ｗ ， 与赢人岐督救

业 、 渔猎經參專盡象與食赍滅 ：翁生业―赛与赍滬流

＿眞暴顧笑＊＃｜１＿篡：

人鐘燉食＃式 １ 数倉文ｆｔＵ餐■ ＊

宴拿等礼仪活动与礼制以及城市化等社会复杂化或

文明化进程、 因此也是夏文化＾夏 史 的考Ｓ学捧索

蘇不可少 的
一

：释１

对Ｊｚ夏文化起讫的考Ｓ 学文 化考古学界有 节 Ｈ

翁霉晨 ， 目 前多数从事夏文卿總爾学者认为 ， 河南

龙 山文 化或王澹三＆文 化晚期与斩砦期遗存为复代

前期夏文化 ． 二里头文 （
Ｌ或者二里头女化的主

当篡ｆｔ后爾處蕙代中 、
：晚期ｍ夏文化 ，

但学羿伽＾￡

一

？争议和不 同现点 ６ 为了谨慎 ， 家玄虑＾臂也ｇ

人海霜倉瘡＿ｐａ ，＿拿袁捧覽翁埘＿■眞内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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