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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同位素视角下双墩文化时期的家畜饲养策略研究
——以禹会村遗址为例*

Abstract：The Shuangdun Culture, which existed from 7500 to 7000 BP, was primarily located along the
middle Huai River valley. This study focused on analyzing animal bones from the Yuhuicun site, by using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s to understand the livestock husbandry strategy of the cultur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most of the Sus species had diets based on C3 plants, similar to the diets of large-and
middle-sized deer. Zoo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suggested that domestic pigs were the predominant group,
although some wild and feral pigs were also present. Howev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etected
regarding diet among the Sus population. Archaeobotanical studies indicated that the residents of Yuhuicun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 primarily relied on gathering, with rice cultivation being limited in scale.
Consequently, it was hypothesized that domestic pigs at Yuhuicun were managed loosely and fed with wild
plants. A comparison of pig husbandry strategies among Yuhuicun, Houjiazhai, and Shuangdun sites revealed
that pigs from all three archaeological sites had similar diets. Additionally, three individuals with a C4-based
diet were identified as being introduced from an outside source. As Shuangdun was a central settlement in the
area, it is likely that the people there had priority access to introduced food sources. This differentiation in
diet is indicative of varying settlement patterns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Keywords：Shuangdun Culture, Yuhuicun site, Stable isotope, Subsistence economy, The middle Huai River
valley

摘要：双墩文化是一支分布于淮河中游地区、独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其年代跨度约为7500—

7000BP，本文通过对禹会村遗址出土动物骨骼开展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探讨该遗址的家畜饲养策略。结果

显示，禹会村遗址猪群的稳定同位素值整体上反映出以C3类植物为主的食物结构特征，与大、中型鹿科动物比

较相似。虽然动物考古的相关分析表明遗址的猪群是以家猪为主，伴有少量野猪、返野家猪等，但猪群个体之

间的稳定同位素值很相似，反映了相近的食物结构。植物考古的研究表明，禹会村遗址及所在地区，在双墩文

化时期以采集为主，辅以小规模的水稻种植。在这种背景下，禹会村遗址的古人对家猪采取较为松散的管理方

式，其食物主要来自于自然环境。禹会村、侯家寨一期和双墩三处遗址的猪群，整体上的食物结构比较相似，

但双墩遗址中3例以C4类植物为食的猪可能非本地饲养。双墩遗址作为一处中心型聚落，其在外来稀有资源的

占有上优于另外两处遗址，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随着文化的交流、社会发展，聚落间的差异和分化逐渐显现。

关键词：双墩文化；禹会村遗址；稳定同位素；生业经济；淮河中游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动物考古学视角下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生业研究”（批准号：

22BKG037）和辽宁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编号：XLYC2210056）的阶段性成果。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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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墩文化是以蚌埠双墩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而

命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其年代约为 7500—
7000BP，分布范围以淮河中游为中心，经过调查

和发掘的遗址超过20余处，典型遗址包括蚌埠双

墩、定远侯家寨一期、怀远双古堆、句容丁沙

地、淮南小孙岗等［1］。双墩文化的陶器以红褐色

为主，多夹有蚌末，典型器形有罐形釜、钵形

釜、祖形支架等，双墩等遗址出土的 600多件带

刻画符号的陶器碎片尤为引人注目，不少学者提

出这些刻画符号对于探讨中国古代文字的起源具

有重要价值［2］，双墩文化成为探讨中国史前文明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和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物质基础。双墩等

遗址的地层中密集出土大量兽骨，反映了动物在

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动物考古研究表明双墩遗

址先民利用的动物种类非常丰富，包括鱼、鸟、

蚌、爬行和哺乳类等50余种［3］，以野生鹿科动物

的骨骼数量和所占比例最高，其次为猪［4］。稳定

同位素的分析显示，当时对家猪的饲养存在多样

化的特征［5］。定远侯家寨遗址一期的文化面貌也

属于双墩文化，该遗址的动物种属鉴定和稳定同

位素分析反映出与双墩遗址略微不同的特点，主

要体现在：在侯家寨遗址中，猪所占的数量和比

例略高于双墩遗址［6］，说明人们对猪的依赖更

强，然而，猪骨的稳定同位素数据则显示侯家寨

遗址一期对家猪的饲养和管理不如双墩遗址［7］。

双墩文化作为淮河中游地区最具地域性特征

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虽然诸遗址的文化面貌相

似，但遗址间在动物资源利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性。双墩和侯家寨遗址的发掘时间均较早，动物

遗存的收集较为粗放，另外，双墩遗址的早期动

物考古研究并未进行量化统计等分析，限制了对

该遗址动物资源利用及家畜饲养策略的深入分析

和探讨。因此，关于双墩文化时期的动物资源利

用及家畜饲养需要更多的材料进行研究和揭示。

2019年，禹会村遗址发掘出一批双墩文化时

期的考古遗存，包括大量动物骨骼，禹会村遗址

中的少量灰坑中有埋葬猪头骨的现象，反映了猪

被用于食肉外，在古人的仪式性活动中具有特殊

意义。本文对禹会村遗址的部分动物骨骼开展

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旨在探讨当时的家畜饲

养策略。希望通过禹会村遗址的研究，促进对双

图一 禹会村及相关考古遗址位置示意图

1. 禹会村 2. 侯家寨 3. 小孙岗 4. 双墩 5. 西山 6. 孙庄 7. 汪沟 8. 中沟 9. 关家 10. 晓坞 11. 西坡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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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文化时期淮河中游地区生业面貌的进一步认识。

一 研究背景

（一）遗址概况

禹会村遗址位于蚌埠市禹会区，地处淮河干

流沿岸，东邻天河约 1公里，北距涂山 4公里。

（图一）该遗址首次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

文物普查。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其

进行实地勘测和钻探试掘。2007—2011年，禹会

村遗址进行了5次规模性的发掘，发掘出大量龙山

文化时期的遗迹和遗物，揭露出一处面积近 2000
平方米的龙山时代大型礼仪建筑［8］。2019年，为

配合国道G206拓宽改造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安徽队对禹会村遗址开展了抢救性发掘，

在遗址的北部揭露出一批双墩文化时期的考古遗

存，为探讨双墩文化的面貌和内涵，提供了新的

材料。根据AMS14C年代数据可知，禹会村遗址双

墩文化时期的年代范围为7300—6900 cal.BP［9］。

（二）禹会村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

禹会村遗址在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

骼遗存，动物考古的研究已有文章发表［10］，此处

仅概括介绍研究结果。

禹会村遗址双墩文化时期出土的动物遗存1万
余件，种类包括猪、麋鹿、梅花鹿、獐、麂、

獾、貉、牛、龟、鳖、鳄鱼、青鱼、鲤鱼、草

鱼、鲶鱼等15种，另有少量无法鉴定种属的鸟和

贝类遗存。这些动物骨骼以哺乳纲为主，哺乳动

物的可鉴定标本数（NISP）统计显示，猪的可鉴

定标本数为 1708件，在所有哺乳动物中占比为

55.4%。鹿科动物根据鹿角和犬齿的形态确定有麋

鹿、梅花鹿、獐、麂四种，但是鹿科动物的肢骨

形态非常相似，难以区分种属，因此将鹿科动物

的肢骨按照尺寸分为大、中、小三类。经统计，

鹿科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为1305件，占哺乳动物

的比例为42.3%，其中以梅花鹿为代表的中型鹿科

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为941件，在所有鹿类动物中

的比例为73%。其他哺乳类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

为69件，占哺乳动物的比例为2.3%。禹会村遗址

猪骨的下颌牙齿 （M1、M2、M3） 尺寸、肢骨尺

寸、死亡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的研究表明，猪群

是以家猪为主，还有少量非家猪个体，例如野

猪、重返野生环境中的家猪（即返野家猪）等。

禹会村遗址中，可以确定的家畜种类仅家猪一种。

二 样品与方法

禹会村遗址共选取 93件动物骨骼样品进行

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动物种属包括青鱼、爬

行纲、鸟纲、野生食肉类、鹿科和猪等。鹿科动

物按照骨骼尺寸分为大、中、小型三类。

动物骨骼胶原蛋白的提取在复旦大学稳定同

位素前处理实验室进行，骨胶原的提取参照 Jay
和Richard［11］的方法，并略加修改。每件动物骨

骼切取约 2～3克样品，用金刚钻头打磨去除内

外表面污染，将清理后的样品用去离子水在超声

仪中震动约 10分钟，去除表面的二次污染，称

重并记录样品的重量。将称重后的样品放入

0.5mol/L的盐酸溶液，在 4℃下浸泡。每隔一天

更换一次酸液，直至骨头酥软，没有气泡出现。

用去离子水将骨样清洗至中性后，加入0.125mol/L
的NaOH溶液在 4℃下浸泡 20小时，再次用去离

子水清洗至中性。将骨样放于 0.001mol/L的HCI
溶液中在 70℃下加热 48小时。待骨样完全溶解

于溶液中后，趁热过滤，得到溶液。将骨胶原溶

液倾斜放于冰箱冷冻室内，在-20℃下冷冻数

天。将冷冻好的样品放于冷冻干燥机冷冻干燥48
小时，得到骨胶原。

骨胶原稳定同位素的测定在复旦大学科技考

古稳定同位素实验室进行。测试仪器为 Flash
IRMS元素分析仪串联 Thermo Scientific 253 plus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测试C、N元素含量所用的

标准物质为乙酰苯胺（Acetanilide）。C、N稳定

同位素比值分别以 IEAE-600、IAEA-CH-6标定

的碳钢瓶气 （以 VPDB 为基准） 和 IEAE-600、
IAEA-N-2标定氮钢瓶气（以AIR为基准）。此外，

每 测 试 20 个 样 品 中 插 入 一 组 标 样 USGS40
（L-glutamic acid，δ13C=-26.389‰，δ15 N=-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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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GS62（Caffeine，δ13C=-14.79‰，δ15N=+20.17‰）、

USGS89（porcine collagen，δ13C=-18.13‰，δ15N=
+6.25‰）进行实时监控。δ13C和δ15N的测试误差

均不超过0.2‰。碳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相对美国

南卡罗莱纳州（South Carolina）白垩系皮迪组箭石

碳同位素丰度比（VPDB）的δ13C表示，氮同位素

的分析结果以相对氮气（N2，AIR）的δ15N表示。

三 结果

（一）骨胶原污染鉴别

93例动物骨骼样品中，64例提取到了胶原蛋

白。参照骨胶原污染判别标准，即C（15.3%～

47%）、N （5.5%～17.3%） 含量及 C ∶N 摩尔比

（2.9～3.6）［12］，其中2例被污染（黑色斜体标注），

其余 62例动物骨骼样品可以用于稳定同位素分

析，样品的详细信息见表一。

（二）各类动物的稳定同位素值

图二是根据表一数据绘制的禹会村遗址动物

骨骼碳、氮稳定同位素值散点图。禹会村遗址12
例鹿科动物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值范围分别

为-21.9‰～-18.1‰和4.0‰～7.6‰，反映出它们

基本上是以 C3类植物为主的植食性食物结构特

征。但是不同体型的鹿科动物的稳定同位素值略

有不同，尤其是在δ13C值方面，小型鹿科动物的

δ13C值明显低于大型和中型鹿科动物。1例小型食

肉动物的碳、氮同位素值分别为-19.3‰和9.5‰，

说明它以C3类植物为主，且摄入了较多的动物性

蛋白。6例鸟根据δ13C值可以分为两组，ABY32的
δ13C值（-9.5‰）明显高于其余5例，说明这1例
鸟主要以 C4类植物为食，其余 5例鸟的δ13C值

（-21.7‰～-16.9‰）反映出以C3类植物为主的食

物 结 构 特 征 。 这 6 例 鸟 的 δ 15N 值 范 围 较 大

（6.6‰～10.2‰），说明它们摄入的动物蛋白存在

一定差异。2例青鱼的碳、氮

稳定同位素值范围均较大，

分 别 为 -23.6‰ ～-17.0‰ 和

6.4‰～10.3‰，反映它们的

食物结构差异较明显，这与

水生环境复杂的食物网络有

密切关系。3 例爬行动物的

δ13C值比较相近 （-18.7‰～

-17.0‰），主要摄食了C3类植

物，相比之下，δ15N值的分布

范围 （8.5‰～11.8‰） 则较

大，表明它们在动物蛋白的

摄入上存在一定差异。2例牛

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值均比

较相近，分别为 -16.5‰和

5.1‰、-15.8‰和5.7‰，说明

这两头牛均为 C3/C4混合的食

物结构。38例猪的δ13C值分布

范围为-20.5‰～-17.1‰，说

明它们基本都是以 C3类植物

为食，相比之下，δ15N值范围

则较大 （2.9‰～7.4‰），但

表一 禹会村遗址动物骨骼样品信息及稳定同位素测试结果

ABY01

ABY13

ABY15

ABY18

ABY19

ABY02

ABY20

ABY23

ABY25

ABY26

ABY27

ABY29

ABY03

ABY30

ABY31

ABY32

ABY33

ABY34

ABY35

ABY37

ABY39

ABY41

ABY42

ABY44

ABY46

ABY48

T6204②

H006

H014

H029

H029

T6204②

H030

H034

H034

H034

H037

H055

T6304②A

H056

H062

H062

H082

H082

H082

H100

H100

H100

H101

H103

H104

H110

猪

猪

猪

猪

猪

猪

猪

小型食肉

中型鸟

猪

猪

猪

大型鹿科

猪

猪

中型鸟

猪

猪

大型鸟

中型鸟

青鱼

青鱼

中型鸟

大型鹿科

大型爬行

猪

下颌

下颌

下颌

下颌

下颌

下颌

下颌

尺骨

肢骨

下颌

下颌

下颌

跖骨

下颌

下颌

跗跖骨

下颌

下颌

胫跗骨

胫跗骨

咽齿骨

咽齿骨

肢骨

跖骨

桡骨

下颌

右

右

左

左+右

右

右

右

左

/

左

右

右

/

左

左

左

左

左

右

右

左

/

/

左

/

左

38.1

37.9

39.8

41.0

38.7

40.1

41.4

41.2

42.7

36.5

35.5

41.6

41.1

41.5

42.3

41.4

40.0

40.6

39.8

41.6

27.9

17.5

42.1

39.7

36.9

38.7

13.7

13.6

14.4

14.9

14.0

14.4

15.0

15.0

15.2

13.3

12.8

15.0

14.9

14.9

15.1

14.9

14.5

14.5

14.4

15.1

10.1

6.1

15.1

14.4

13.2

14.0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3

3.2

3.2

3.2

3.2

3.2

3.3

3.2

3.2

3.3

3.2

3.2

3.2

3.3

3.3

3.2

3.3

3.2

-19.3

-18.8

-18.6

-19.2

-18.9

-19.8

-19.1

-19.3

-18.2

-20.0

-20.5

-18.7

-20.6

-19.0

-19.1

-9.5

-18.8

-19.2

-18.5

-19.4

-23.6

-17.0

-16.9

-18.1

-18.7

-18.9

5.5

4.1

4.7

5.2

4.7

5.3

6.1

9.5

6.6

5.7

5.7

5.3

4.0

5.2

5.4

6.0

5.2

5.0

9.5

7.8

6.4

10.3

8.3

6.2

11.7

5.8

编号 单位 种属 部位 左/右 C% N% C/N δ13C（‰） δ1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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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猪摄入的蛋白很少。

四 分析与讨论

（一）禹会村遗址的家畜饲养策略

双墩文化时期，淮河中游地区整体气候环境

温暖湿润［13］，河湖、沼泽等较为广布，人类选择

靠近河流、湖沼湿地旁边的

台地或高地作为居址［14］。这

一时期淮河沿岸的生态条件

优越，动植物资源丰富，采

集和渔猎经济非常活跃。

禹会村遗址在 2019年的

发掘过程中并未进行植物遗

存的浮选，但土壤中发现有

水稻植硅体，根据水稻扇型

和双峰型植硅体形态特征可

知当时人类已经开始栽培原

始粳稻［15］。邻近的双墩、小

孙岗、侯家寨等同时期遗址

进行了植物考古的相关研

究。双墩［16］和小孙岗［17］两

处遗址仅浮选出水稻一种农

作物，并且水稻种子的数量

和所占比例并不高，狗尾草

属、稗属等杂草类植物种子

数量较多，双墩和小孙岗遗

址中均有较高比例的菱属碎

块发现。双墩遗址出土石器

表面淀粉粒的分析表明，小

麦族、薏苡、莲藕等是主要

加工的植物［18］；双墩遗址的

植硅体研究显示，水稻植硅

体数量较多，另外发现极少

量黍植硅体，研究者认为双

墩遗址的黍并非本地种植，

而是由外地引入［19］。此外，

双墩遗址石磨盘等遗物表面

淀粉粒的分析显示，当时人

们虽然已经种植水稻，但野生的薏苡以及水生的

莲藕等植物在人们的饮食中具有重要地位［20］。

综合以上多处遗址的研究可以推断，双墩文

化时期，禹会村遗址及所在的淮河沿岸，已经存

在稻作农作物的种植，但是水稻对人们的食物贡

献并不多。禹会村遗址所在地区，周围林地、水

域广布，水生的菱属、莲属以及陆生的薏苡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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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植被，在人们的植物性食物结构中所占比例非

常高。

图二禹会村遗址鹿科动物的δ13C值反映出以

C3类植物为食的特征，这说明禹会村遗址周围的

自然植被主要是以C3类为主。不同体型的鹿科动

物在δ13C值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体现在大、中型

鹿科动物的δ13C值略高于小型鹿科动物，这可能

主要是由于以獐、麂等为代表的小型鹿科动物更

喜欢栖息于林地、灌木等环境中［21］，受冠层效应

的影响［22］，它们摄入了更多的低δ13C值的植被，

从而引起骨骼碳稳定同位素值偏低。

禹会村遗址绝大部分猪的稳定同位素值分布

非常集中，仅少量个体的δ15N值略高 （ABY50）

或略低 （ABY70和 ABY84），说明猪群

内部食物结构上非常相似。虽然从图二

的数据分布来看，禹会村遗址猪的稳定

同位素值分布与鹿科动物存在很大重

叠，然而，t检验显示这两类动物的δ13C
值存在显著差异 （t-test p<0.05），N值

不存在显著差异 （t-test p=0.06>0.05）。

将鹿科动物分为小型和大/中型两组后，

再次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小型鹿科动物

和猪的同位素值之间的差异显著，而大/
中型鹿科与猪的稳定同位素值之间不存

在显著差异。这说明与生活在密林环境

中的小型鹿科动物不同，禹会村遗址的

猪与大、中型鹿科动物的生活环境更

相似。

下颌M3长度作为区分家猪、野猪的

一项标准被广泛应用于考古遗址猪群属

性的判断［23］。虽然M3平均值可以作为区

分家猪和野猪两个群体的参考，但是各

地区野猪的尺寸差异较大，并无统一的

尺寸标准［24］。禹会村遗址共36件猪下颌

M3可以测量尺寸，如图三所示，在长度

42毫米处，猪群似乎可以分为两组，M3

长度低于42毫米的个体分布连续。已有

研究认为，不同地区野猪的牙齿尺寸存

在一定差别［25］，因此，我们初步将下颌

M3长度值42毫米作为禹会村遗址当时家猪和野猪

的区分标准，下颌M3长度小于 42毫米为家猪，

大于42毫米则非家猪，可能来自于野猪、返野家

猪等。当然，下颌M3长度作为区分家猪、野猪的

一项标准不是绝对的，尺寸小于 42毫米的群组

中，不排除也有野猪、返野家猪等个体，但这并

不影响对两组猪食性的分析。

本文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的 38件猪骨样品，

24件取自下颌，其中 23件保留了M3，其M3长度

的范围是 31.76～45.01毫米。图四是禹会村遗址

猪下颌M3长度和碳、氮稳定同位素值关系。以42
毫米为参考，我们将以上23件猪分为两组，结果

显示（图四），除ABY50的C、N稳定同位素值均

图二 禹会村遗址动物骨骼碳、氮稳定同位素值散点图

图三 禹会村遗址猪下颌M3尺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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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高于其他个体，两组猪在δ13C和δ15N值上均不

存在显著差异，（t-test δ13C：p=0.5>0.05，δ15N：

p=0.9>0.05）。据此，我们初步推断禹会村遗址的

家猪和非家猪（野猪、返野家猪等）可能有相似

的食物来源。

猪群的δ13C 值反映禹会村遗址中，无论家

猪、野猪还是返野家猪基本是以C3类植被为食，

周围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表明，禹会村遗址当时

存在水稻种植，因此家猪所摄食的C3类植物可能

部分来自于人类提供的水稻副产品。但是鉴于当

时的水稻种植规模不大、产量较低，野生植被的

采集是人们主要的植物性食物来源，因此在这种

情况下，水稻副产品在家猪的食物结构中所占的

比例应该非常低，相反在周围野生植被极为丰富

的情况下，家猪的食物可能主要来自于狗尾草、

水生菱属等野生植物，这些也是野猪、返野家猪

在自然环境中的主要食物来源，所以禹会村遗址

中不同属性的猪的δ13C值非常相似。此外，尺寸

小的家猪组，其δ15N值并未高于尺寸大的非家猪

组，说明前者并未摄食更多的人类食物残渣。综

上，我们认为禹会村遗址的古人对家猪采取的是

较为松散的饲养方式，既将猪放在周围的林地、

山区等范围较大的环境中，让其自行觅食。

禹会村遗址这种对家猪的松散管理方式，也

与前文猪下颌M3在长度 42毫米处分为两组的现

象相吻合。猪在驯化过程中，往往会伴随尺寸

变小的现象，袁靖提出下颌M3平均长度 40毫米

为考古遗址中出现家猪的最大平均值的参考依

据［26］。禹会村遗址中疑似家猪的群体M3尺寸范

围大于上述标准，可能与散养的管理方式有关。

家猪在野外自行觅食，其食物来源、生活环境以

及觅食习性 （如拱食土壤中的植被、虫蚁等）

与野猪等基本无异，生存和食物压力较小，因

此其牙齿尺寸的减小速度低于圈养状态下的家

猪。另外，家猪在野外生活更易与野猪发生杂

交，造成基因交流，减缓了家猪牙齿尺寸变小

的速度［27］。

（二）双墩文化时期的家猪饲养策略及遗址

间的比较

双墩文化作为淮河中游地区一支独具特色的

考古学文化，目前发现的考古遗址多达 20余处，

虽然各考古遗址表现出相近的文化面貌，但不同

遗址间在生业经济和家猪饲养策略上的异同仍缺

乏深入研究。图五是双墩［28］、侯家寨一期［29］、

禹会村三处双墩文化时期遗址的猪骨以及仰韶时

期中原地区多处考古遗址［30］出土人和猪骨的C、
N稳定同位素值分布图。

从图五中三处双墩文化时期考古遗址出土猪

骨的C、N稳定同位素的数据分布来看，三处遗

址猪群的食物结构存在一定差异，这主要体现

在，双墩遗址中有 3例猪的δ13C值明显偏离其他

猪的数据。这 3例猪的δ13C值反映出它们的食物

结构中含有一定量的C4类植物，而其他猪基本是

以C3类植物为食。

除双墩遗址的 3例猪外，其他猪均是以C3类

植物为食。双墩文化时期多处遗址的植物考古研

图四 禹会村遗址猪下颌M3尺寸和碳、氮稳定同位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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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淮河流域双墩文化时期猪骨以及中原地区仰韶时期

猪和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值（猪：散点，人：误差棒）

究表明，这一时期，古人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但

种植规模很小，主要依赖薏苡、莲藕等野生植

被。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当时的家猪是以

散养的方式进行管理。淮河中游地区在双墩文化

时期，周围植被丰茂，动植物资源丰富，人口数

量相对小，对家猪饲养的需求和压力低，这与中

原地区形成鲜明对比。从图五的数据可以看出，

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尤其是仰韶中晚期，

粟、黍已经广泛种植，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

源［31］，在人口数量剧增的情况下，为满足对肉食

的需求，家猪普遍被圈养并喂以大量C4类的粟、

黍农作物副产品，以促进其产肉量和速率。在这

种圈养的饲养方式下，家猪的食物结构发生改

变，与野猪的杂交和交流减少，造成家猪牙齿尺

寸急速减小［32］。

虽然禹会村等三处考古遗址的猪群绝大部分

是以 C3类食物为主，即被以散养的方式进行饲

养。但是双墩遗址中 3例猪的食物中含有一定量

的C4类植物，暗示了不同的饲养方式。双墩遗址

的植硅体分析表明，该遗址中发现有极少量的黍

植硅体，研究者认为由于植硅体的数量极少，且

没有发现炭化的黍类植物遗存，因此双墩遗址中

出土的黍类植硅体可能并非本地种植，而是由外

地传入［33］。因此上述 3例猪很可能并非本地饲

养，而是由广泛种植粟、黍的地区传入。

有学者根据陶器等器物特征指出，

双墩文化与中原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存

在或多或少的联系 ［34］。距今 7000 年前

后，中原地区主要分布着仰韶文化早期的

诸考古遗址［35］。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

农业在仰韶文化时期，成为中国北方和中

原地区的经济主体，与此同时，家畜（主

要是狗和家猪） 饲养得到较大发展 ［36］，

人们用粟、黍类农作物副产品对其进行喂

养［37］。仰韶时代各地区之间普遍存在文

化交流［38］，由此可以推测，双墩遗址的

黍类植硅体则很有可能来源于邻近的旱作

文化区。粟、黍作为外来物种传入双墩遗

址，应该是稀有、珍贵的资源，不可能用

于喂养家猪。那么双墩遗址中δ13C值较高的 3例

猪，很可能非本地饲养，而是随着文化交流或人

群的迁徙而进入到双墩遗址。

最近的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表明，双墩遗址

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一处中心型聚落。双墩遗址发

现一处人工堆砌的高台，这一高台与某种仪式性

活动有关。高台周围散布着陶片、兽骨，这些人

为遗物和兽骨很有可能是仪式性活动之后产生

的。与双墩遗址相比，侯家寨和禹会村遗址并没

有发现与仪式性活动相关的遗存，可能只是一般

性的聚落，这两处考古遗址出土猪骨的稳定同位

素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猪都是以C3类植物为食。

对比这三处考古遗址猪群的食物结构可以推断，

作为中心型聚落的双墩遗址，在外来资源的占有

上优于禹会村和侯家寨这两处一般性的聚落。仰

韶时代，农业发展，人口增长，文化之间的交流

愈发频繁，聚落间的分化、社会等级化迹象出

现，双墩文化时期不同遗址在家猪的利用和饲养

上的差异，或许正是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一面。

五 结论

禹会村遗址发现的双墩文化时期堆积是近几

年来关于双墩文化的重要成果，为研究双墩文化

的面貌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对禹会村遗址出土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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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物骨骼开展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旨在

探讨当时的家畜饲养策略。结果显示，禹会村遗

址的猪群在食物结构上较为相似，均是以C3类植

物为食，与野生鹿科动物的食物来源比较相似。

双墩文化的小孙岗、双墩等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

显示，淮河中游地区在这一时期存在水稻的种

植，但薏苡、莲藕等野生植被仍是人们主要的植

物性食物来源。由此可以推测，禹会村遗址的居

民对家猪采取一种较为粗放的饲养和管理方式，

即让猪在遗址周围觅食。这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

的圈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双墩、侯家寨一期和禹会村遗址出土猪骨的

稳定同位素的对比分析显示，在排除双墩遗址的

3例猪外，这三处遗址的猪在食物结构上非常相

似，反映了三处遗址对猪的饲养策略比较相近，

猪主要是在野外觅食。但是双墩遗址中有 3例猪

的食物中含有一定量的C4类植物，根据分析，这

3例猪很有可能并非本土饲养，而是由粟、黍种

植区传入。双墩遗址作为一处中心型的聚落，发

现了与仪式性活动有关的人工高台，而禹会村和

侯家寨遗址并无类似遗存的发现，反映出双墩遗

址在遗址的等级上高于另外两处遗址，这或许是

双墩遗址出土外来资源 （包括黍和家猪） 的

原因。

（致谢：感谢蚌埠市博物馆徐皓等同仁在禹

会村遗址动物骨骼的分析和稳定同位素取样品中

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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