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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我 们 就 元 上 都 西 关 厢 遗 址 ２０ １ ６ 年 度 发 掘 出 土 动 物 遗 存 进 行 动 物 考 古 学 研 究
，
为 元 代 牧 区 畜 牧 业 的

研 究 提 供 了 考 古 证 据 。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
该 遗 址 出 土 动 物 种 属 包 括 脉 红 螺 、

鲢 鱼 、 鸟 、 狗 、 马 、 驴 、 猪 、 骆 驼 、 鹿 、

黄 牛 、 绵 羊 、
山 羊 、 羚 羊 、 兔 、 鼠 兔 、 鼢 鼠 等 １ ６ 种

，
构 成 了 西 关 厢 地 区 古 代 先 民 获 取 和 利 用 动 物 资 源 的 种 类 清

单
，
其 中 家 养 动 物 包 括 綿 羊 、

山 羊 、 黄 牛 、 马 、 驴 、 狗 、 猪 、 骆 驼 等 ８ 种 。
西 关 厢 地 区 畜 牧 业 以 游 牧 方 式 为 主

，
定

居 饲 养 和 狩 猎 方 式 所 占 比 重 很 低 。 西 关 厢 古 代 先 民 对 动 物 资 源 进 行 了 多 样 性 的 开 发 和 利 用
，

以 肉 食 为 主
，

还

包 括 次 级 产 品 开 发 、 游 牧 助 手 、 骨 料 来 源
、
交 通 运 输 、 祭 祀 用 牲 等 多 个 方 面

。
结 合 该 遗 址 植 物 考 古 学 研 究 结

果
，
我 们 认 为 西 关 厢 地 区 古 代 先 民 采 取 了 农 牧 兼 营 的 方 式

，
牧 业 经 济 甚 至 比 农 作 物 种 植 更 为 重 要

，
呈 现 了

一

种 较 之 于 燕 家 梁 遗 址 而 言 更 为 典 型 的
一 种 牧 区 畜 牧 业 方 式

，

证 实 了 历 史 文 献
，
为 深 入 探 讨 元 代 的 社 会 经 济

状 况 提 供 了 实 物 资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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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上都遗址位于 内蒙 古 锡林郭勒 盟 正 蓝 上 都 河

镇东 北 ２０ 千米处
，
其 南部 有 闪 电 河 ，

北 部 紧挨龙 岗 ，

中 部 为 广 阔而 又平坦 的金莲 川 草原 ？
，
上 都 周 围水 清

草 美
，
自 古就是 优 良 的 天 然牧场

，

“

在野 者 ，
畜牧散 居

以便水草
” ②

。 １ ２ ６３ 年 ，
元 上 都正式成 为 元 朝都城

；

１ ２ ６７ 年 ，
大 都 （ 今北 京 ） 建成 ，

以 大都 为 正 都 、 上 都 为

＊

本研 究得到 国 家社科基 金项 目
“

郑 州地 区仰 韶 文 化 中 晚期 畜牧业 的动物 考古 学研 究
”

（ 项 目 批 准 号 ： ２ １ Ｂ ＫＧ０４ １
） 、 ２０２２ 年度 中 国

社会 科学 院创 新 工 程项 目
“

中 原 与边疆 ： 动 物 考古学 比 较研 究
”

（
项 目 批准 号 ：

２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８０２
）

、 中 华文 明探 源研 究
“

中 华 文 明 起源

进程 中 的 生 业 、 资 源与技 术研究
”

（ 课题 编 号 ：
２０２０ＹＦＣ １ ５２ １ ６０６

） 、 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

欧亚视野下 的 早期 中 国 文 明 化 进 程研

究
”

（
项 目 批准号 ：

１ ８ＺＤＡ １ ７２
）
的 资助 。



２ ０ ２ ２ ． ０ ２

夏都 ， 两都 制 确 立 ， 自 忽 必 烈 始 ，
元 朝 历 代 皇 帝 实 行

两都巡幸 制气

元 上都 皇城墙外分 布 着 东 、 西 、 南 、 北 四 个 关 厢 ，

本文 重点讨论西关厢 。 就历 史 文献看 ，
元大都西 关 厢

地 区 分 布着 马 市 、牛 市 以及人市 ，
是
一

个 繁华 的 商 业

区
，

“

巡视大西关 南马市 口 滦河递北堤 ， 侵啮渐 崩 ，
不

预 治 ，
恐夏霖雨水泛

，
贻害居民

”？
，

“

西 关轮 舆 多 似

雨
， 东关账房乱如 云

”
？

。 就考 古发掘 看 ， 《 元 上 都 》

一

书指 出 西关 厢外 延 千米 ，
分布较 密集 区域 为 外城西 门

向西南
，
偏 南处 有

一

条 东西 向大街与 皇城小西 门外 大

街相对 ， 长 约 １ ０００ 米
，
直通 至城西铁 幡 竿 渠 旁 ， 在 西

关厢共 测绘官 署 、 粮仓 、 店铺 、民居等遗迹 １ ４ 处气

本次动 物考 古 学 研 究 的 动物遗 存来 自 内 蒙 古 博

物 院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物考 古 研 究所 、锡林郭 勒 盟 元

上都文化遗产管理局 、
正蓝旗文物局于 ２０ １ ６ 年 联合

对西关厢遗址进行 的 考 古发掘 ，
发 掘面积共计 ７２４ 平

方米 ， 清理 出 居址 ９ 座 、 道路 １ 条 、 灰坑 ３ 个 ， 并 且 出

土 了 瓷器 、 陶器 、 石器 、 骨 器 、建 筑 构件等
一

批 重要 的

文物？
。

历史时期动物考古学的研究 内容更加广泛 ， 因 此在

具体研究时要密切关注考古背景或功能分区 、研究内 容

上要注重动物在社会分工和等级划分 （ 与礼制相关 ） 上

的作用 、研究思路上要与历 史 文献相结合 、 研 究 方法 上

要 更加 关注从动物遗存 上 获取动物 多样性 开 发和 利

用 的证据？
。 以此 为 指 导 ，

２０ １ ７ 年 开始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 研 究 所动物考 古 实 验 室 开始对西 关 厢 遗址 出

土动物遗存进行动物考 古 学 研 究
，
旨 在从生业研 究

的 角 度研 究 元 代 居 民在特定 自 然和社会环境 下 获取

和利 用 动物 资源 的 方 式 ，
从而 为 元 上都生业状况 研

究提供考古 学实证材料 。

一

、 西 关 厢遗 址动 物 考古 学研 究

１ ． 西关 厢遗址动物遗存 出 土状况和 采 集方式

西 关厢 遗址发 掘 者 对动物 遗存 采 用 了 全面 采 集

的 方 式 ， 即 在考 古 发 掘 过 程 中 按 出 土单 位对可视 的

全部 出 土动物遗存进行手 工采 集 ？
。 动物遗存 出 自 于

２ ７ 处年 代 属 于 元 代 的 遗迹单位 ， 其 中 包括 ６ 座 居址 、

１ 条灰 沟 、 １ ３ 个地层 。 其 中
，
Ｔ４②出 土动物遗存最 多

，

其 次 是 Ｔ３②和 Ｔ２② Ｆ４ 东 墙 外 堆积 内 ， 出 土 动物遗

存最少 的单位是 Ｔ １Ｈ １ 。

２ ． 西关 厢遗址 出 土动物种属

此 次 西 关 厢 遗 址 出 土 动 物 遗 存 标 本 共 计 ６ １ ４３

件
， 其 中

， 可鉴定标本数 为 ３０ ８ ６ 件
，
占标本总数 的

５ ０ ． ２４％ 。 部 分动物遗存 因 缺 乏或缺失能 够进 行 种 属

鉴定 的 骨骼特征 ，
只 能认定 为 大 型哺乳动物 、 中 型 哺

乳动物和小 型哺乳动物 ， 共计 ３０５ ７ 件
，
占标本总数 的

４９ ． ７６％
 〇

通 过对 西关 厢 遗址 出 土 动物遗 存进 行 骨 骼形 态

学 鉴 定？
， 其代 表动物种 属状况如下 表所 示 ：

软体动物 门 Ｍ ｏ ｌｌ ｕ ｓｃａ

腹 足纲Ｇａ ｓ ｔｒｏ
ｐ
ｏｄａ

狭 舌 目Ｓ ｔｅｎｏｇｌｏｓ ｓ ａ

骨螺科 Ｍｕｒｉ ｃ ｉｄａｅ

红螺 属 ｏ
ｐａｎａ

脉红 螺 ｙ ｅｎａｓ ａ

脊索动物 门 Ｃｈｏ ｒｄａ ｔａ

￥昆 轄 亚 纲Ａｃｔｉｎｏ
ｐ

ｔｅｒ
ｙｇ

ｉ ｉ

鲤形 目Ｃｙｐ
ｒｉｎｉｆｏｍｉｅ ｓ

鍾科Ｃｙｐ
ｒｉｎｉｄａｅ

链 属Ｈｙｐ ｏｐ ｈ ｔｈａｌｍ ｉｃ ｈ ｔｈｊｓ

链鱼Ｈｙｐ ｏ
ｐ
ｈ ｔｈａｌｍ ｉｃｈ ｔｈｙ

ｓｍｏｌ ｉ ｔ ｒｉｘ

鸟纲 Ａｖｅ ｓ

哺乳纲 Ｍ ａｍｍａｌｉ ａ

啮齿 目 Ｒｏｄｅｎ ｔｉ ａ

仓 鼠科 Ｃｒｉ ｃ ｅｔｉｄ ａｅ

１３ 鼠 属Ｍｙｏｓ ／
ｊ ａ／ａａ ：

兔形 目Ｌａ
ｇ
ｏｍｏ ｒ

ｐ
ｈａ

鼠 兔科Ｏ ｃｈｏ ｔｏｎｉｄａ ｅ

鼠 兔 属 Ｏｃ ／ｉｏｋｍａ

兔科Ｌｅ
ｐ
ｏｒｉｄａｅ

兔 属 Ｌｅ
ｐ
ｕｓ

食 肉 目Ｃ ａｒｎ ｉ ｖｏ ｒａ

犬科Ｃ ａｎｉｄ ａｅ

大属 Ｃａｒｄｓ 年十

狗Ｃａｎ ｉｓ
ｆａｍ ｉ ｌ ｉａｒｉｓ

奇蹄 目Ｐｅｒｉ ｓ ｓｏｄａｃ ｔ
ｙ
ｉａ

马科Ｅｑ
ｕ ｉｄａｅ

马 属 Ｅ
ｑ
ｕｕ ｓ

Ｅ
ｑ
ｕｕｓｃａｂａｌ ｉｕｓ

ＳＰＥ
ｑ
ｕｕｓａｓ ｉｎｕｓ

偶蹄 目Ａ ｒｔ ｉｏｄａｃ ｔ
ｙ

ｌ ａ

猪科 Ｓ ｕ ｉｄａｅ

猪 属 Ｓ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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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西关厢遗址 出 土动 物数量统计结 果

以纲 分类 种 属 Ｎ Ｉ Ｓ Ｐ Ｎ Ｉ ＳＰ％ ＭＮ Ｉ
Ｍ Ｎ

Ｉ％

腹足纲 脉红螺 １ １ ００ ． ００ １ １ ００ ． ００

鱼纲 鲢 鱼 ６ １ ００ ．００ １ １ ００ ． ００

鸟纲 鸟 ２ １ ００ ． ００ １ １ ００ ． ００

狗 ７４ ２ ． ４０ ６ ５ ． １ ７

马 ３９９ １ ２ ． ９７ ９ ７ ． ７６

驴 ２ ０ ． ０６ １ ０ ． ８６

猪 ２９ ０ ． ９ ４ ２ １ ． ７２

骆驼 ２２ ０ ． ７ １ ３ ２ ． ５ ９

鹿 ７ ０ ． ２３ ３ ２ ． ５ ９

哺乳纲 黄牛 ６ ６ １ ２ １ ． ４８ １ ０ ８ ． ６２

绵羊 ／山羊 １ ８７６ ６０ ． ９７ ７８ ６７ ． ２４

羚羊 １ ０ ． ０３ １ ０ ． ８６

兔 １ ０ ． ０３ １ ０ ． ８６

鼠 兔 １ ０ ． ０３ １ ０ ． ８６

鼢鼠 ４ ０ ． １ ３ １ ０ ． ８ ６

合计 ３０７７ １ ００ ． ００ １ １ ６ １ ０ ０ ． ００

山 羊 属 Ｃｃｐｒａ

元 上 都西 关厢 遗址 出 土动物遗 存 代 表 种 属 共 计

１ ６ 种
，
分别 是 脉红 螺 、 鲢 鱼 、 鸟 、 鼢 鼠 、 鼠 兔 、 兔 、 狗 、

马 、 驴 、 猪 、骆驼 、鹿 、黄牛 、羚羊 、绵羊 、 山 羊 。

３ ．西 关厢 遗址 出 土动物数量统计

西关 厢遗址 出 土动物遗存就大 类上 看 ，
以哺乳纲

动物数量最 多
，
共计 ６ １ ３ ４ 件

，
占标本总 数 ９９ ． ８ ５％

， 其

余鱼纲 、 鸟纲 和腹 足纲 动物数量极 少 。

我们 重点关注哺乳纲动物数量统计结果 （ 表
一

） 。

哺 乳纲 动物可 鉴定标本总数 为 ３ ０ ７ ７ 。 以 绵 羊 的

数量 最 多 （ 偶 有 特 征 不太 明 确 的 山 羊 遗存 ） ，
绵 羊 和

山 羊共计 １ ８ ７ ６
，
占哺乳纲可鉴定标本 总数 的 ６０ ． ９７％ 。

次之 以 黄牛 ， 共 计 ６６ １
，
占 哺乳纲 可 鉴 定标 本 总 数 的

２ １ ． ４８％ 。 马 的 数量 也较 多 ， 共计 ３９ ９
，
占哺乳纲可鉴定

标本总数 的 １ ２ ． ９７％ 。 狗也 占 有
一

定 的 数量
，
共计 ７４

，

占哺乳纲动物可鉴定标本总数 的 ２ ． ４０％ 。 其余动物数

量很 少
，
所 占 比例均在 １ ％以下 。

哺乳 纲 动物最 小 个体数及 比 例 的 统计结果 与 此

略 同 。 哺乳纲动物最 小个体总数 为 １ １ ６
，
数量较 多 的

动 物 分 别 为 绵 羊 和 山 羊 （
ＭＮ Ｉ 为 ７ ８

，
比 例 为

６７ ． ２４％ ） 、 黄牛 （
ＭＮ Ｉ为１ ０

，
比 例 为８ ． ６２％ ） 、 马 （ ＭＮ Ｉ

为 ９
，
比 例 为 ７ ． ７ ６％

） 、 狗 （
ＭＮ Ｉ 为 ６

，
比 例 为 ５ ． １ ７％

） ，

其余动物数量 很 少 ，
所 占 比例均 不 足 ２ ． ６％

综上
，
由 西关 厢遗址 出 土动物数量统计结 果看

，

绵 羊 和 山 羊 、 黄牛 、 马 和狗 等 潜 在 的 家 养动物数 量较

多 且 比例较 高 ，
此 外

，
猪 和骆驼 也 占 有

一

定 的 数 量和

比例 ， 这 是证 明 它们是家养动物 的 重要依据之
一

。

４ ．西 关厢 遗址动物 的 测量数据

测 量 数 据 ？能 够提供 关 于 动物 个 体 或 种群 的 多

个方面 的 信息
，
在 此

，
我 们 重 点 关 注 与 骨骼 形态 紧 密

相 关 的 测 量数据所 反 映 的 家 养 动物 种 类 。 将西 关 厢

遗址 出 土 绵 羊 、 黄牛 、马 、 狗 、 猪 和骆 驼 与现生家 养动

物 种 类 的 测 量数据进行 比较 （ 附 表
一

一 附 表 六 ）

？
， 结

果 表 明
，
它们 的 骨骼 形态 和尺寸大小属 于家 养动物 ，

加 之 驴和 山 羊 骨骼形 态 的观 察 ，
我们认 为 西 关 厢 遗

址家 养动物 的 种 类包括 ８ 种 ， 分别 是 ： 绵 羊 、 山 羊 、 黄

牛 、马 、驴 、狗 、 猪 、 骆驼 。

５ ． 西关 厢遗址羊 的死 亡年龄结构

羊 的 死 亡 年 龄结 构和性别 结构 能 够 反 映 人 类 饲

养和消 费 羊 的 地点和 目 的 。 就地点而 言 ， 季节性遗址

羊 的 年龄结 构结 构比 较 集 中 于特 定 年龄阶段
，
长 期

居址遗址 当 中 会 出 土 各个死 亡 年龄阶段 的 羊
，
特别

是年龄幼 小 的 羔羊是 当地养羊 的 重要物证气 就 目 的

而 言
，
依据英 国 学 者 佩恩对 以产 肉 、 产 奶 和产 羊毛 为

目 的 的 家羊 屠 宰模式所进 行研 究 ： 若产 肉 为 主要 目

的
，
人类会在 肉 质 最佳时 屠宰 大量 年轻 的 公羊 ；

若产

奶 为 唯一 目 的
，
人 类就会宰杀大量 羔 羊 并保 留 大 量

母羊
；
若产毛 为 主 要 目 的

，
人 类 也 会保 留 较 多 的 成年

个体至 ６
？

７ 岁 ？
。

我们对西关厢遗址可记录牙齿萌出 和磨蚀状况？

的 ６２ 件绵羊 右侧下颌骨 的死 亡年 龄进行 了 分析 ，
结

果 表 明 （ 图
一

） ： 该遗址 以 １
￣

２ 岁 、
＜

１ 岁 和 ２
？

３ 岁 羊 的

数 量 较 多
，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３ ２ ． ３６％ 、 ３ ０ ． ６ ５％ 和

１ ６ ． １ ３％
 ；

６ 岁 以 上 的 羊 也 占 有
一？

定 比 例 ，
６
？

８ 岁 和 ８
？

１ ０ 岁 羊所 占 比例均 为 ６ ． ４ ５％
；
３
？

４ 岁 和 ４
￣

６ 岁 羊 的 数

量较少
，
所 占 比例分别 是 ４ ． ８ ３％和 ３ ． ２３％ （

图 一 ） 。 由

此
，
从羊 的死 亡 年 龄结构 出 发 ，

我 们认 为 西 关 厢 遗址

羊就其产 地来源 而 言 ，
应 以本 地饲 养 为 主

；
就其 饲 养

目 的而 言
，
应 以 肉 食来源 为 主 ，

此外
，
大量羔羊被宰杀

意味着产奶 也 是重要 目 的 之
一

，
存在 一 定数量老年个

体 的 羊 ，
表 明 在满足繁 育 之需 的 情况下 ， 也 存在对羊

毛 的 开发和利 用 。

６ ． 西关厢遗 址动物遗存 的 痕迹观察

动物遗存 上 的 各 种 痕迹能 够提供 古 代 先 民 利 用

动物 资源 、 埋藏学 和考 古发掘方法等 方面 的 信息 ？
。

我们详细 地记录 了 西 关 厢 遗址 出 土 动物遗存 上 的 痕

图
一

西关 厢 遗 址 绵 羊 的 死 亡 年龄结构

—

１ 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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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 就其 类 型 而 言 ，

主 要 包 括 风 化痕迹 、 植 物根 系 侵

蚀痕迹 、 啃 咬痕迹 、 人 工痕迹 、烧烤痕迹和病 变痕迹 ，

下 文将可鉴定 种 属 动物骨骼 上 的 痕迹观察 结果按类

型简要叙述如下 。

风化痕迹 ： 随机拣选其 中 ９ ３ 件动物遗存记录其

风化等级 ，
整体 而 言 ， 以轻度 风 化 为 主 ，

中 度 风 化次

之
，
而严 重风化者较 少 。

植物根 系 侵蚀痕迹 ： 共计 ２０４ 件动物遗存上 有植

物根 系 附着 的 痕迹 ，
植 物根 系 作 用 力 不 强 ， 在 骨骼 表

面形成 的 痕迹较浅
，
仅 骨 表可见 。

啃 咬痕迹 ： 共计 １ ２７ 件动物遗存 上 有动物啃咬痕

迹
，
以 中 小 型 食 肉 动物啃 咬痕迹为 主 ， 啮齿动物 啃 咬

痕迹仅 见 １ 件 。 就所 属动物 种 属 而 言 ， 绵 羊最 多 、 次

之 以 黄牛和 马 ；
就 骨 骼 部 位 而 言 ，

肱 骨 最 多 ，
次 之 以

掌 ／跖骨 、桡 骨和盆骨 。

人工痕迹
： 可 分 为 屠宰 食 用痕迹和 加 工 制作痕迹

两类 。 屠宰 食 用 痕迹较 为 常 见
，
例如 肩 胛 骨 、 肢 梢 上

的划痕 （ 共 计 １ ５９ 件 ） ，
肋 骨 、 肢骨 、 盆 骨 、 肩 胛 骨 上 的

切痕 （ 共 计 ８４ 件 ） ，
肢 骨 和 脊 椎 上 的 砍 痕 （ 共 计 １ ２ １

件 ）

？
。 加 工 制作痕迹 的记录仅 限 于 收 集 动物遗 存 时

混 入 的 骨料 和 骨废料等 ，
包括黄 牛和 羊 距 骨 表 面 的

打 磨痕迹 、 马 的 游 离 齿 以及 羊 的 距骨 和 角 上 的 钻孔

痕迹 、狗股 骨上 的锯切割和打磨痕迹 （ 图 二 ） 等 。

烧烤痕迹 ： 共计 ４ １ 件动物遗存上 有烧烤痕迹 ， 多

发现于 黄牛和绵 羊 的 肢梢部位 。

病变痕迹 ： 共计 ３ 件动物遗存 上 有病变痕迹 ， 包

括羊肱 骨 （ 远端 关 节 肿 大 ） 、 羊股 骨 （ 骨 干变 形扭 曲 ）

和肋骨 （ 骨体肿 大 ） 各 １ 件 。

综上
，
我们通 过对西关厢遗址 出 土动物遗存 的 鉴

定和研 究
，
对 于 西关 厢地区 元 代 畜牧 业 的 状况 有 了

较 为 深 入 的 了 解 。 西 关 厢遗 址 出 土 动 物 种 属包括脉

红 螺 、 链 鱼 、 鸟 、 鼢 鼠 、 鼠 兔 、 兔 、 狗 、 马 、 驴 、 猪 、 骆驼 、

鹿 、 黄牛 、羚羊 、 绵羊 、 山 羊等 １ ６ 种
，
这就大体构成 了

元 代西 关厢 地 区 古 代 先民获 取和 利 用 动物 资 源 的 种

类 。

就获取动物 资源 的方式而 言 。 上 文 我们通 过 系 列

判断标准 ，
认 定 西 关 厢 遗址 的 家 养动物包括 绵羊 、 山

羊 、 黄牛 、马 、 驴 、 狗 、 猪和骆驼 等 ８ 种 ， 依据数量 统计

的 结果
， 家 养和野生动物 的 相对 比 例 分 别 为 ９９ ． ６ ： １ ． ４

（ 可 鉴定标本数统计结果 ） 和 ９４ ． ０ ： ６ ． ０ （ 最小个体 数统

计结果 ） ，
就 各种家养动物 的相对 比 例 而 言 ， 以绵羊 、

黄牛和 马 的 数量最 多 、 比例 最高 ，
狗 、 猪 、 骆驼 、 山 羊

和驴 的 数量较 少 、 比 例 不 高 。 因 此
，
元 代 西 关 厢地 区

古 代 居 民 获 取 动 物 资 源 的 方 式 以 游牧 方 式 为 主 ， 定

居饲 养和狩猎方式 所 占 比重很低 。

就利 用 动物 资源 的 方式而 言 。 以 绵羊 的 年龄结构

分析 为 依据 ，
元 代西关厢地 区 古 代先 民 利 用 家 养 绵

羊 的 主要方式是 肉 食 来 源 ，
此 外

，
还 用 于 产 奶和 产 羊

图二 用 狗 股 骨 制作 的 导尿 管
（

Ｔ２ Ｆ １ 出 土
）

毛 。 元 代 西关 厢地 区 古 代 先 民对 动物 资 源 进行 了 多

样性 的 开发和利 用
，
呈现 出 鲜 明 的牧 业经 济特 色 ，

具

体表现在 以下 ５ 个方面 。

（ １ ） 以 肉 食 为主要 的 利用方 式 。 绵羊 、 山 羊 、 黄牛

和马 等 是 主 要 的 肉 食 来源 ， 家 猪 以及鹿 等 野生 动物

也 有 少量 的 肉 食贡献 。

（
２

） 次级产 品 的 开发和利 用 也 很 重 要 。 绵 羊 、 山

羊 、 马 和黄牛 等 可 以提供 奶 及 奶 制 品
，
绵 羊 、 山 羊 等

能够提供羊毛用 以纺 织 。

（ ３ ）狗可能在游牧活动中 可能充 当 了人类助手 的 角

色 。

（ ４ ） 制作骨器 的原料来源 。 骨料 的动物种属 和部

位来源 比较 分散 ，
绵 羊和黄牛距 骨 制 品 、 狗股骨 制 作

导 尿 管 （ 图 二 ） 等富 有 地 方 特 色 ，
骨 器 的 专 业化和 精

细化程度较低 ，
呈现 出 中 国 古 代牧业社会 骨器加 工

业＠的 特点 。

（ ５ ）交通运输和祭祀活动 中 可能会使 用 某些动物 ，

考虑 到西关厢 具有 商业区 的性 质 ， 因 此 ， 马 、 驴和骆 驼

可 能 在 交 通 运 输 和 贸 易 往 来 上 发挥 了 重 要 的 作 用
，

是否存在使 用 动物或动物次级产 品 （ 如 马 奶 ） 用 以 祭

祀 的 行为 ？ 我们推测 应 当 存在这 种行 为 。

总之
，
元 代西关 厢 地 区 以发 达 的 牧业经 济 为 主

导 。

二
、 元 代西 关厢 遗址 生 业 方 式 的

探讨

动物考 古 和植 物 考 古 能 够从 获 取和 利 用 动 植物

资源 方面提供 关于 古 代 生 业状况 的 直接证 据 。 上 文

动物考 古 的 研 究结果 表 明 元 代西 关 厢地 区 的牧 业经

济 甚 为 发达 ，
而植物考 古 的 研究 结果从 另

一

个层面

予 以证实 。 针对 ２０ １ ６ 年 发掘 西 关厢遗址 时浮选 采 集

的 植 物遗存 ，
植物 考 古 研 究结果 表 明 出 土植物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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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 、 黍 、 荞麦 、 小 麦 、 大 麦 、 大 麻 、 豌豆 等 农作物 ，
占 全

部 出 土炭化植物 种 子总数 的 １ ７ ． ８％
， 其 中 以 黍和 粟 的

数 量 最 多 ， 分 别 占 农 作 物 籽 粒 总 数 的 ４ ５ ． ２％ 和

３ ９ ． ４％
，
加 之 出 土 概 率 的 分 析 ，

认 为 粟 、 黍 、 荞 麦 和 小

麦是 当 时主要 的 农 作物
，
此 外还 出 土 有狗尾草 、 野 燕

麦 、 马唐 属 、 早 熟 禾 、 画 眉 草 、 臭草 、 藜 、 猪毛菜 、 地肤

属 、 虫 实 属 、 轴 藜 、 碱蓬 、 胡 枝子 、 草 木 樨 、 篇 蓄 、 柳 叶

刺 寥 、 叉 分 蓼 、 两栖 寥 、 酸 模 、平车 前 、 车 前 、 大籽 篙 、

锦葵 、 堇 菜 属 、 苔 草 属 、马 蔺 、蛇 莓 、 委 陵 菜 和 菌 盖 等

非农作物 以及炭化木 屑 ， 出 土植物遗存 的 状 况 与 文

献记载相
一

致
， 作 者认 为 西关 厢 遗址 农牧兼 营 ，

其农

作物 种植 属 于典 型 的 北方旱作 农业传统
，
但农作物

的 种 植技 术 与 耕作 方 式 较 中 原和 南 方 地 区 落 后
，
非

农作物从
一

定程 度上 反 应 了 当 时发达 的牧业状况？
。

由 动物考 古和植物考古 两个方面 的 研 究 出 发
，
我

们认 为 元 代西 关 厢 地 区 农作物 种植 属 于典 型 的 北方

旱作 农业 ，
但农作物 种植水平较 为落 后 ， 与 此相 对 的

是
， 牧业经济较 为 发达 。 综之 ， 其生业 采 取 了 农 牧兼

营 的 方式 ， 牧业经济 甚 至 比农作物种植更 为 重要 。

三
、 西 关 厢遗址 与 燕 家 梁 遗址 的

比 较研 究

燕 家 梁 遗 址 同 为 元 代 遗 址
， 其 年 代 约 为 １ ２７ ５

？

１ ３７２ 年
，
是

“

因 便利 的 交通条件及水路驿站 的 设 置 而

发 展起 来 的
一

处 元 代村镇
” ？

。 该遗址位于 内 蒙 古 包

头市九原 区 麻池镇 燕 家梁村 南 侧 台地上 ， 内 蒙 古 文

物考古研 究所 、 包 头 市 文物管理处等 于 ２００ ６ 年 对其

进 行过考 古 发 掘
，
发 掘 面 积 ２００ ０ ０ 余 平方 米 ，

发现 灰

坑 ４３ １ 个 、灰 沟 ３２ 条 、 房 址 ２００ 座 、 窖藏 ２ ８ 个 、 窑 址

４ 座 、 地 炉 ３ ０ 座 、 灶 ４ 个 、 墓葬 ２ 座 、 乱葬坑 ４ 个 、 道

路 ７ 条
，
还 出 土 有 瓷 、 陶 、 铜 、铁 、 骨 、 石 、

玉 、 水 晶 、 玻

璃 、 玛瑙等不 同 质 地 的 遗物达万余件气 该遗址 的 发

现和发 掘 为 研 究 元 代 村镇和驿 站 的 建 置 布局 、 经 济

形态及生活状况提供 了实物 资料 。

研 究 者对 燕家 梁遗址 出 土 动物 遗 存 进行 过动物

考 古 学研究
，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 该遗址 出 土 动物 遗 存 中

包括鹭 、黄牛 、水牛 、 狗 、狼 、狐狸 、 绵 羊 、 山 羊 、 马 、驴 、

骆驼 、 猪 、 兔 、 狍 等 １ ４ 种 动物
，
家 养 动物 种 类 狗 、 马 、

驴 、 猪 、骆驼 、 黄牛 、 水牛 、 绵羊和 山 羊等 ９ 种
；
依 据 量

化统计 的 结果 ，
家 养 和野 生动物 的 相对 比例 为 ９ ９ ． ６ ：

１ ． ４
 （ 可 鉴 定标 本 数 统 计 结 果 ） 和 ９ ８ ． ５ ： １ ． ５  （ 最 小 个 体

数统计结果 ） ；
就各 种家 养动物 的 相对 比 例 而 言 ，

以

绵羊 、 黄牛 、 猪 、 山 羊 、马 的 数量较 多 ，
所 占 比例较高 ，

而狗 、 驴 、 路驼和水牛 的数 量较 少 ，
所 占 比 例 不 高

；
基

于数量统计 的 结 果 （ 特别 是猪 占 有 相 当 高 的 比例 ） ，

研 究 者 认 为 燕 家 梁 遗 址 为
一

处 长 期 使 用 的 大 型 居

址
，
畜牧业 以定 居 饲 养和放牧 为 主 ， 狩猎 活动 并 不频

繁 ，
这从一个侧面 反 应 了 农业经 济有较大 的 发展气

在燕家梁遗址与 西关厢遗址 当 中
，
绵羊 的数量最

多 、 比例 最高 ， 黄牛和马 也 占 有
一

定 数量 和 比较 高 的

比例
，
而 猪 的 数量 和 比例在 两 处 遗 址 中 截然 不 同 ，

猪

在 西 关 厢 遗址 出 土 哺 乳 动物 中 所 占 比例 仅 为 ０ ． ９４％

（ 可鉴定标本数 ） 和 １ ． ７ ２％ （ 最小个体数 ） ，
而在燕家梁

遗 址 当 中 则 高 达 １ ８ ． ４ １％ （ 可 鉴定标本 数 ） 和 １ ６ ． ５３％

（ 最 小个体 数 ） ， 由 此 ，
就 畜 牧 业 而 言

，
燕 家 梁遗 址 当

中
“

畜
”

的 比 重 较 高 （ 即 定 居 生 活 状态 下 饲 养适 合 圈

养 的 动物 种 类
，
如 猪 ） ， 西关厢 遗址 中 以

“

牧
”

为 主 （ 即

流 动 生 活 状 态 下放 牧草 食 性 动物
，
如 绵 羊 、 山 羊 、 黄

牛和马 ） 。

畜牧业发 展 与农作物 种植 紧 密相 关
，
这是造 成两

处 遗址 畜牧业 发 展 状况 不 同 的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 在考

虑 两处 遗 址 古 环境 不 同 以及 由 此 是 否 有 利 于发 展 农

业经 济 的 前 提 下
，
西关厢 遗址 的 农作物 种植技 术 与

耕作方式较 为 落后 ， 不足 以 为 圈 养动物——如猪——

提供 充 裕 的 饲料供 应 。 而 燕家梁 遗址农 业 经济较 为

发达
， 曾 发现储藏 有 大量粮食 的 窖 藏坑 （ 如 该遗 址东

南发现 的 一处 粮食 窖藏坑 ， 坑 口 直径 １ ． ２ 米 、坑深 １ ． ５

米
，
现存 粮 食 厚达 ０ ． ２ 米 ，

经 鉴定 其种 属 为 黍 及加

工 制 作 食物 的 烧 烤坑 和
“

煎 饼 铺
”

题 记 等 遗存 ， 农 作

物种 植水平较 高
，
在保证 居 民 饮 食供 应 的 同 时 ，

能够

在定 居 生 活状态下 、 较 为 充 足地 为 移动性较弱且 与

人 类争 食 的 动物 （ 如猪 ）提供饲料 。 当 然 ，
两处遗址畜

牧 业 的 不 同 还有深 层 次 的 社会原 因
， 需 要借助 于对

遗址 功 能 和性 质 的 认定 、 居 民身 份 的 区 分 等加 以 分

析 ， 在此 不再讨论 。

四 、 结 语 ：
元 代 畜牧业 的

考古 学证据

蒙 元 由 游牧而 建 国
，

“

以 兵得天下 、 不藉 粮馈 ，
惟

资 羊 马
”

气 因 此
， 畜牧 业 是其 基 本 的 经济活动

，
曾 雄

生 依据 历 史 文 献认 为 元 代存在 明 显 不 同 的 牧区 畜 牧

附表
一

西关厢遗 址 出 土 绵羊与 现生绵 羊 测 量数据 比 较

（
测 量数据单位 为 毫 米

）

骨骼名称 测量项 数据来源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肩胛骨 ＳＬＣ

西关厢 ３ ２ ． ４ １ １ ７ ． ３４ ２２ ． ６ ３

现生标本 ２ ２ ． ７ ２ １ ７ ． ４２ ２０ ． ６ ０

肱骨 Ｂｄ

西关厢 ３ ９ ． ８５ ２ ３ ． ３８ ３ ３ ． ５ １

现生标本 ３ ５ ． ５ ８ ２ ９ ． ５７ ３ ３ ． ０ １

胫骨 Ｂｄ

西关厢 ３ ９ ． ０７ ２ １ ． ０８ ２９ ． １ ４

现生标本 ３ ０ ． ５ ４ ２ ５ ． ６７ ２９ ．０６

距骨 Ｂｄ

西关厢 ４０ ． ３２ １ ６ ． ７７ ２０ ． ３ ２

现生标本 ２２ ． ８３ １ ７ ． ９６ ２０ ． ４２

掌骨 ＳＤ

西关厢 １ ６ ． ６７ １ １ ． ８ ８ １ ４ ． １ ０

现生标本 １ ４ ． ５ ３ １ ４ ． ３ １ １ ４ ． ４２

一

１ ６６
—



２ ０２ ２ ． ０２

附表 二 西关厢 遗 址 出 土 黄 牛与现 生 黄牛 测 量数据 比 较

（
测量数据单位为 毫 米 ｝

骨骼名称 测量项 数据来源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尺骨 ＳＤＯ

西关厢 ５ ６ ． ０２ ４ ３ ． ０８ ４９ ． ５２

现生标本 ５ ４ ． ９０ ４ ６ ． ０８ ５ ０ ． ４ ９

肱骨 ＢＴ

西关厢 ７ ７ ． ６ ３ ６７ ． ４７ ７ ３ ． ２２

现生标本 ７ ２ ． ９ １ ６３ ． ６ ２ ６ ８ ． ２７

胫骨 Ｂｄ

西关厢 ６ １ ． ６ ３ ４７ ． ０９ ５ ４ ． ３６

现生标本 ６ ５ ． １ ０ ５ ６ ． ０ ８ ６ ０ ． ５ ９

距骨 Ｂｄ

西关厢 ４５ ． ５ ４ ３ ５ ． ０ ８ ３ ９ ． ２ １

现生标本 ４ １ ． ３ １ ３９ ． ８２ ４０ ． ５７

趾骨 Ｉ Ｂ ｄ

西关厢 ３ ０ ．２６ ２ ３ ． １ ９ ２７ ． ０６

现生标本 ３０ ． ４４ ２３ ． ８８ ２７ ． １ ６

附表三 西关厢 遗址 出 土 马 与现 生马 测 量数据 比 较

（
测 量数据 单位 为 毫米 ）

骨骼名称 测量项 数据来源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尺骨 ＤＰＡ

西关厢 ６０ ． ３３ ５ ３ ． ５３ ５ ７ ． ２７

现生标本 ７７ ． ６ ５ ５７ ． ０９ ６７ ． ２ ６

胫骨 Ｂｄ

西关厢 ７ １ ． ５ ６ ４９ ． ４６ ６６ ． ５ １

现生标本 ９ １ ． １ ９ ６６ ． ８８ ７８ ． ０８

肩胛骨 ＢＧ

西关厢 ４７ ．３７ ３０ ． ８７ ４２ ． ００

现生标本 ５８ ． ７ ６ ４ １ ． ２０ ４９ ． ５ ８

跟骨 ＧＬ

西关厢 １ ０ ６ ， ７ ０ ９２ ． ３ １ ９８ ． ４０

现生标本 １ １ １ ． ６ ８ １ ０４ ． ４ ６ １ ０ ８ ．
０７

第 １ 指

（趾 ）骨
Ｂ ｄ

西关厢 ４７ ． ６９ ３７ ． ５９ ４３ ． ５ ９

现生标本 ４９ ． １ ０ ４６ ． ９４ ４８ ． ０２

附 表 四 西关厢 遗址 出 土狗 与现生狗 测量数据 比 较

（
测量数据 单位 为 毫米

）

骨骼名称 测量项 数据来源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尺骨 ＤＰＡ

西关厢 ２４ ． ８ ９ ２０ ． ９８ ２３ ． ２ ６

现生标本 ３ ５ ． ２ ５ １ ７ ． １ ５ ２７ ． ２ ２

肱骨 Ｂ ｄ

西关厢 ３３ ． ２ ５ ２８ ． ３５ ３ １ ． ３ ５

现生标本 ４５ ． ２７ ２９ ． ０３ ３７ ． ２ ３

股骨 Ｂ ｄ

西关厢 ３ １ ． ７ ９ ２４ ． ３５ ２８ ． ４３

现生标本 ４０ ． ３２ ２０ ．７３ ３２ ． ２３

胫骨 Ｂ ｄ

西关厢 ２３ ． ４ ８ １ ５ ． ０７ ２０ ． ３０

现生标本 ２ ９ ． ５ ２ １ ４ ． １ ６ ２２ ． ８６

桡骨 Ｂ ｄ

西关厢 ９ ． １ ６ ７ ． ２ １ ８ ． １ ４

现生标本 ３ ４ ． ９ ６ １ ５ ． ３６ ２５ ． ９ ５

业 和农 区 畜 牧 业
，
牧 区 主 要 的 家 养 动 物 种 类 是 马 、

羊 、 黄牛 、驴 、骆驼 、牦牛和狗 ， 肉 食是蒙古 人 的 主食 ，

因 此
，
利 用 动物 资源 的 方 式 以 肉 食供应 为 主 （

无 论是

在 日 常生活还 是 宴飨 活 动 中
，
元 朝 统 治 者及 王侯贵

族 的 肉 食 消 费 都很 惊 人 ） ， 马 在 牧 区 的 作 用 尤 为 突

出
，
特别 是 在 军 事 和 驿 站 交 通 中 的 作 用

，
此 外

，
动物

附表 五 西 关厢遗址 出 土猪 与现 生 猪测量 数据 比 较

（
测量数 据单位 为 毫 米

）

骨骼名称 测量项 数据来源 测量数据

尺骨 ＳＤＯ

西关厢 ２６ ． ３５

现生标本 ３ １ ． １ ３

肱骨 Ｂｄ

西关厢 ３ ６ ． ６

现生标本 ３９ ． ３９

趾骨 Ｉ Ｉ Ｉ ＧＬ

西关厢 ８０ ． ８

现生标本 ７ ２ ． ３７

附表 六 西关厢遗 址 出 土 骆驼 与现 生 胳驼测 量数 据 比 较

（
测 量数据单位 为 毫 米

）

骨骼名称 测量项 数据来源 测量数据

肩胛骨 ＢＧ

西关厢 ６２ ． ６６

现生标本 ５ ６ ． ２０

掌骨 Ｂｄ

西关厢 ９ ４ ． ０８

现生标本 ９ ３ ． ４８

的 开发和 利 用 还包括次级产 品 （如 马 奶 、毛 皮 ） 、 祭 祀

（ 元 代 有取马乳 以供祭祀 的 传统 ，
号称

“

金陵挤马
”

＠
）

等 方 面
；
在 农 区

，
主 要 的 家 养 动 物 种 类 是 黄牛 、 羊 、

猪 、 鸡 和 鹅
，
牛 的 地位最 为 重要

，

“

牛 者 农之 本
” ？

，
粮

食生产 和经 济 的 发 展 、 肥 育和 饲料技术 的进 步 ， 推动

了 养 猪业 的 发达 ＠
。 燕家梁遗址 属 于牧 区 畜牧业 的 范

围
，
但含 有相 当 重 的 农 区 畜 牧业 的 特点 ，

属 于
一

种 非

典型 的 牧 区 畜牧业 。 元 上都西关 厢 遗址 考 古 发掘 出

土 的 动物 遗 存 反 映 的 是
一

种 典 型 的 牧 区 畜 牧 业
，
为

我 们 深 入 探 讨 元 代 的 社会 经 济 状 况提 供 了 实 证 资

料 。

注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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