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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渡河上游地区是研究南北文化交流的典型区域，石达秋遗址的发掘在一
定程度上填补了本区发展序列的缺环，也为重建先民的生业经济提供了证据。围绕该
遗址 2007 年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相关研究，获得了碳十四年代数据和稳定同位素数据。
结合测年结果与其他信息，宜将聚落年代定在汉晋时期。动物骨骼同位素数据表明，
家猪主要摄食 C3 类食物，羊和牛的食物结构为 C3、C4 混合型且以 C3 类植物为主。根
据食物结构的差异推测，家猪可能被圈养在聚落之中，黄牛和山羊以放牧为主并补饲
少量 C4 食物。综合而言，遗址先民过着定居生活，主要通过种植麦类作物和饲养羊、牛、
猪等家畜获得食物。这种生计策略建立在新石器晚期以来南北向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
秦汉以来进一步强化。

关键词：大渡河上游；石达秋遗址；碳十四测年；碳、氮稳定同位素；生业经济

Abstract：Situated at the northern extremity of the Hengduan Mountains,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Dadu River is a significant area for investigating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e excavation of the Shidaqiu site bridges gaps and provides evidences for restoring 
the subsistence economy of the peopl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nimal remains unearthed in 
2007, and reports the AMS14C dating and Carbon and Nitrogen stable isotope data of this site. The 
scientific methods and other evidences all assign the settlement to the period betwee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Jin Dynasty. Isotopic data from animal bones reveals that domestic pigs primarily 
consumed C3 food, whereas the diet of sheep and cattle was a C3/C4 mix, predominantly C3 plants. 
The dietary differences suggest that domestic pigs were possible pen-raised, while cattle and goats 
were primarily grazed with a minor supplementation of C4 food. Overall, the site's inhabitants led 
a sedentary lifestyle, primarily procuring food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triticeae crops and the 
rearing of livestock such as goats, cattle, and pigs. This subsistence strategy should have been 
formed with the strengthene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n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and was further intensified during the Qin-Han period. 

 Key Words：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Dadu River, Shidaqiu site, AMS14C dating, Carbon 
and Nitrogen stable isotope, Subsistenc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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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作物和家畜的驯化推动人类进入食物生产时

代，极大促进了人口的增长［1］。对土地、水、

矿产等资源的追求带动了欧亚大陆内部的人群

迁移和文化交流，各地文化面貌和经济格局被不

断重塑。对于远离农牧业起源中心的过渡地带而

言，生业经济的历时性变化十分显著。

横断山脉是典型的自然和文化过渡地带，

南北走向的山脉和河流是人群、物质和文化流通

的天然通道，被称作“藏彝走廊”。高山峡谷的

地貌和垂直分布的植被，为多元经济的形成提供

了条件。但要真正理解这种经济格局的内涵，需

要对本地生业经济的变迁进行系统梳理，然而此

区域内考古工作开展很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南部

多于北部，川西北高原以岷江上游为主［2］。藉

此，本文选择同属川西北高原的大渡河上游地区

开展研究。

大渡河上游位于横断山脉北端，20世纪至

今，在此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通过对

罕额依［3］、孔龙村［4］、白赊村［5］、哈休［6］、

木尔溪［7］、刘家寨［8］、日隆石棺葬［9］、石达

秋［10］等遗址和墓群的发掘和研究，学界基本建

立了新石器至秦汉时期的文化序列。多学科研究

初步勾勒出相应阶段的生业经济［11］。然而，由

于缺乏可资比对的典型器物，测年工作开展较

少，一些遗址仍有讨论的必要。而且，迄今尚未

在大渡河上游发现一处明确属于汉晋时期的遗

址，相应的生业经济研究仍是空白。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以石达秋遗址2007年

发掘所获动物遗存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碳十四

测年和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在此

基础上梳理大渡河上游地区生业经济的变迁过程

并就其动因进行讨论。

二　材料与方法

（一）遗址考古背景和样品信息

石达秋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松

岗镇，坐落于直波村一组的石达秋台上，北靠大

山，南临梭磨河，海拔2549米。2007年，成都文

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考古

发掘，揭露面积90平方米，清理灰坑5个、房址2

座、灶坑1座、窖穴1座、路面1处和硬土面2处。

其中，房址和窖穴均为石砌建筑，灶坑为F1的附

属建筑。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铜器和

石器［12］。2019—202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主持了对该遗址的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4500

平方米，并将遗址分为东、西两区，对应居址区

和墓葬区。居址区清理出石砌建筑基址26座，出

土陶器、铁器和石器等［13］。经对比，首次发掘

区域位于遗址东区，即居址区，其年代被定为秦

汉时期。

在首次发掘过程中，发掘者从灰坑和地层

中收集动物骨骼513件，可鉴定标本数148件。本

文从可鉴定标本中选择22例样品，样品鉴定依据

《马尔康县石达秋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报告》的鉴

定结果［14］。出自灰坑和地层的动物遗骸，当是

人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从中选取样本，可较

好地反映遗址先民的生计策略。样品同时用于碳

十四测年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测年样本4

例，包括羊骨3例，猪骨1例；稳定同位素分析样

本22例，包括鹿2例、猪5例、羊9例和牛6例。

（二）碳十四年代测定

骨胶原的提取改良自Wu（2000）的方法［15］，

即“酸-碱-酸”程序。首先用DREMEL 3000电

磨机打磨清洁骨骼表面，切割足量实验样品，之

后进行超声清洗，以去除骨样表面的污染物。其

次，将样品置于0.5mol/L的稀盐酸中浸泡，去除

样品中的碳酸盐。再依次用0.25mol/L的氢氧化

钠溶液和0.5mol/L的稀盐酸溶液处理样品。期间

每一步都利用Milli-Q超纯水清洗，直至中性。

之后，将样品置于弱酸（pH=2～3）中加热水解

12小时，离心取上层清液，冷冻干燥获取样品的

明胶组分。

测年样品的燃烧、纯化与石墨制备在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年代学实验室完成。然

后将制备好的石墨样品送至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利用加速器质谱仪（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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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称：NEC1.5SDH-1，compact 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进行测定，计算样品年代

（表一）。

（三）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骨骼样品明胶蛋白的提取方法和过程如前所述。

样品的碳、氮元素含量，碳、氮比值和稳定

同位素测试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稳定同位素

分析实验室完成，使用的仪器分别为vario PYRO 

cube元素分析仪和IsoPrime100同位素质谱仪。校

正样品为IAEA600和USGS41。实验室同位素仪

实验编号 标本号 样品 碳十四年代（BP） 树轮校正年代（95.4%）

BA230642 2007MSZSH5∶13 羊骨 1615±25 414AD（95.4%）538AD

BA230645 2007MSZST5⑥∶9 羊骨 1590±20 426AD（95.4%）541AD

BA230649 2007MSZSH5∶14 羊骨 1710±30 252AD（95.4%）416AD

BA230655 2007MSZST5⑥∶1 猪骨 1655±20 264AD（95.4%）531AD

实验编号 标本号 种属 部位 胶原产出率（%） δ13C‰ δ15N‰ C% N% C/N

BA230640 2007MSZSH1∶3 羊 左下颌骨 6.09 -16.57 6.09 41.92 15.15 3.2 

BA230641 2007MSZSH2∶1 羊 右尺骨 9.72 -17.15 5.95 36.44 13.32 3.2 

BA230642 2007MSZSH5∶13 羊 右尺骨 18.16 -16.07 5.28 42.8 15.56 3.2 

BA230643 2007MSZSH5∶8 羊 右下颌骨 4.80 -16.11 5.28 49.12 17.74 3.2 

BA230644 2007MSZSH3∶1 牛 第Ⅱ趾骨 3.48 -16.31 5.08 42.17 14.98 3.3 

BA230645 2007MSZST5⑥∶9 羊 左下颌骨 17.73 -16.65 5.01 41.43 14.86 3.3 

BA230646 2007MSZST5⑥∶11 羊 下颌骨 2.56 -18.82 6.58 42.31 15.06 3.3 

BA230647 2007MSZST4②∶1 羊 下颌骨 5.43 -17.77 5.41 24.92 9.02 3.2 

BA230648 2007MSZST4⑤ 牛 右跟骨 5.58 -18.30 4.62 41.34 14.64 3.3 

BA230649 2007MSZSH5∶14 羊 右胫骨 19.70 -17.82 5.37 40.49 14.67 3.2 

BA230650 2007MSZST5④∶12 羊 左肱骨 15.36 -15.89 8.65 43.09 15.54 3.2 

BA230651 2007MSZST5⑥∶6 牛 右胫骨 5.50 -16.51 4.38 40.98 14.58 3.3 

BA230652 2007MSZSH5∶1 猪 右下颌骨 5.39 -19.25 9.10 40.21 14.17 3.3 

BA230653 2007MSZSH5∶3 猪 右下颌骨 8.87 -20.14 8.29 41.32 14.74 3.3 

BA230654 2007MSZST5⑥∶2 猪 右下颌骨 14.47 -20.08 9.79 42.51 15.3 3.2 

BA230655 2007MSZST5⑥∶1 猪 右下颌骨 12.98 -19.44 11.71 42.3 15.27 3.2 

BA230656 2007MSZST5⑤∶1 猪 左下颌骨 7.91 -19.71 10.89 41.39 14.73 3.3 

BA230657 2007MSZSH5∶15 牛 左跟骨 4.76 -12.79 5.37 40.64 14.31 3.3 

BA230658 2007MSZST6④∶1 牛 左胫骨 5.86 -17.18 7.58 41.07 14.47 3.3 

BA230659 2007MSZST6③∶1 牛 跖骨 6.74 -17.38 6.51 41.66 14.76 3.3 

BA230660 2007MSZST5⑥∶3 鹿 右下颌骨 14.70 -19.56 6.31 42.16 14.88 3.3 

BA230661 2007MSZST5⑥∶4 鹿 左下颌骨 6.36 -17.33 7.36 41.18 14.46 3.3 

注：本实验所用碳十四半衰期为5568年，BP为距1950年的年代，树轮校正曲线采用IntCal20，所用程序为Oxcal 
v4.4.4。

表一　石达秋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碳十四测年结果

　　注：碳同位素测试结果以相对于VPDB（Vienna Pee Dee Belemnite）标准样品对应13C/12C的千分差值δ13C来表
示；氮同位素测试结果以相对于大气中N2为标准样品对应15N/14N的千分差值δ15N来表示。

表二　石达秋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碳、氮稳定同位素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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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重复测量结果误差分别小于0.10‰和0.15‰。

本实验的骨胶原提取率介于2.56～19.7%，

新鲜骨骼骨胶原的提取率约为20%。对比可知，

石达秋遗址的动物骨骼都曾发生过一定程度

的降解。从C和N的含量看，绝大多数样本为

24.92～43.09%和9.02～15.56%，符合15.3～47%

和5.5～17.3%的判定标准。然而样本BA230643

的C、N含量分别为49.12%和17.74%，略超上述

标准。所有样本的C/N比均为3.2～3.3，处于判

定标准2.9～3.6%之间［16］。可见，虽有1例样本

的C、N含量略高，但其他数据均在标准范围之

内，而且其δ13C和δ15N值与同类个体差异不明

显，因此所有样本均可用于分析（表二）。

三　结果

（一）测年结果

表一列出了4例样品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整

体年代为252—541AD（2σ）。所有样品均来

自T5，2例出于第⑥层，2例出自开口于④层下

的H5。前者有95.4%的概率落在264—541AD，

后者为252—538AD。就堆积形成的先后顺序而

言，⑥层的年代早于开口于④层下的遗迹单位。

但结果显示它们基本同时，可能与⑥～④层的堆

积形成时间较短有关。

（二）动物食物结构

围 和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 1 8 . 8 2 ～ - 1 2 . 7 9 ‰ 和 

-16.75±1.39‰。后者的分布范围更宽，平均值

更高，说明其食物结构中包含更多C4类食物。这

种差异体现了野生动物和家畜的区别。鹿的食

物结构以C3类植物为主，与温带地区的自然植被

构成相符。牛和羊为典型的C3、C4混合型食物结

构，C4部分与人相关。

从δ13C值的分布范围来看，羊（-18.82～ 

-15.89‰）明显窄于牛（-18.30～-12.79‰），

这主要是由编号为BA230657的黄牛明显离群所

致。若将其排除，其余牛的δ13C值分布范围集中

于-18.30～-16.31‰。同时，羊的δ15N值分布范

围和平均值分别为5.01～8.65‰和5.96±1.12‰，

与牛的4.38～7.58‰和5.59±1.23‰十分接近。因

此，绝大多数羊和牛的食物结构是相似的。

四　讨论

（一）石达秋遗址年代再认识

石达秋 遗 址的年代被 推定为秦 汉时期偏

早阶段，与石棺葬同时，判定依据主要为陶器

风格和房址形态［17］。第二次发掘因循了这一认 

识［18］。然而，由于陶器比较破碎，缺乏具有纪年

特征的遗物且未开展过测年工作，因此已有认识

并非定论。目前，已有研究者对此提出疑议［19］。

碳十四测年可为石达秋遗址的绝对年代提

图一　石达秋遗址动物骨胶原 δ13C 和 δ15N 数据分布图

食 草 动 物 （ 鹿 、 黄 牛 和 山 羊 ，

n=1 7 ）的 δ 1 3C分布范围和平均值分别

为-19.56～-12.79‰和-16.95±1.47‰，

δ15N分布范围和平均值分别为4.38～8.56‰

和5.93±1.13‰。杂食动物（猪，n=5）

的δ 13C、δ 15N值分布范围和平均值分别

为-20.14～-19.25‰、-19.72±0.39‰和

8.29～11.71‰、9.96±1.37‰（图一、表

二）。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两类动物

的δ 13C和δ 15N平均值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01<0.05，P=0.000<0.05）。

鹿 仅 2 例 ， δ 1 3C 值 为 - 1 9 . 5 6 ‰ 和 

-17.33‰，平均值为-18.45‰。其它食草 

动物（牛和羊，n=15）的δ13C值分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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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直接证据。首次发掘布设两组共6个探方。第

一组4个，编号T1～T4（T3未发掘）；第二组2

个，编号T5与T6。两组探方不相连属，后者堆

积较厚，保存较好。根据出土遗存，两组探方

揭露的石砌房基、灶坑、灰坑、硬土面和路面

等遗迹属同一聚落。除扰坑、乱石坑及叠压其

上部的堆积外，其余文化层与遗迹单位均与聚

落的兴建、使用和废弃有关。根据第二组探方的

地层堆积判断，④～⑥层（含⑥层下遗迹）应为

聚落的兴盛期。据此，本研究从T5第⑥层和开

口于④层下的H5中选择样品，测年结果为252—

541AD，大体与魏晋南北朝相对应，可以代表聚

落的繁荣期。但考虑到⑥层下还有更早的遗存且

在西区发现有汉代石棺葬，因此居址区或可早至

汉代。

石达秋遗址年代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它使

学界认识到有必要重新审视大渡河上游乃至更大

范围内具有同类特征遗存的文化属性，且将石达

秋遗址聚落的主体年代定在汉晋时期，填补了本

区文化发展序列上的缺环。

（二）家畜饲养方式及其反映的生计策略

家猪的δ13C平均值小于-18‰，属于C3型食

物结构，迥异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

C4型食物结构［20］；分布宽度不足1‰，应与其

食物来源比较单一有关，暗示其活动范围较小。

δ15N平均值比鹿高3.12‰，说明食物中包含一定

量的蛋白质，应是摄食人类残羹剩饭的表现。考

虑到石达秋遗址东区是一处以石砌房屋为主，

配套灰坑、窖穴和路面等多种设施的居址聚落，

先民应当过着定居生活。再者，以可鉴定标本数

计，家猪占家畜总体的36.11%，这与定居人群饲

养家畜的习惯相符［21］。据此推测，家猪很可能

是被圈养于聚落之中的。

就δ13C值而言，牛和羊各有1例小于-18‰，

其余（n=13）介于-18～-12‰之间，为C3、C4

混合型食物结构，且绝大多数以C3类为主，仅编

号BA230657黄牛摄食了较丰富的C4类食物。由

于C4植物在温带地区自然植被中的比重很小，

牛、羊食物结构中的C4部分应与粟、黍相关。绝

大多数牛、羊的δ15N值介于4～6‰之间，平均值

比鹿低近1‰。由于植物的δ15N值通常具有随海

拔高度增加而逐渐变轻的趋势［22］，再结合遗址

所在区域的地貌特点，故推测多数牛羊可能进食

了相当数量的高山牧草。如是，遗址先民应当采

取了高山放牧与补饲粟黍类食物相结合的策略饲

养牛羊。

在缺乏人骨的条件下，本文难以获取先

民食物结构的直接证据。不过，圈养条件下

的猪食物结构与人相似［23］。结合前文分析，

遗址先民的食物结构应也以C 3类为主。参考

同样坐落于川西北地区的汉代聚落阿梢垴遗 

址［24］，出土的农作物仅有小麦和大麦［25］。因

此有理由推测，石达秋遗址先民食用的C3类食物

也应是麦类食物。

山羊和黄牛分别占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的

48.65%和13.51%，重要性高于家猪，显示出畜牧

业的重要性。遗址先民饲养羊和牛采取了放牧与

补饲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既不同于半游牧和游

牧社会以放牧为主的模式，也和中原地区舍饲黄

牛的方式存在差异，显示出对大渡河上游地区独

特地貌和资源禀赋的适应，延续至今［26］。高山

河谷是大渡河上游的主要地貌特征，河谷底部海

拔低温度高，发育有较厚的黄土堆积，宜于农业

生产［27］。在海拔3300～4500米之间的高山和山

原地带中上部分布着连片草原，是放牧牲畜的理

想之地。遗址先民很可能采取了季节性放牧的策

略，比如春末将牛、羊赶到山上，秋末驱回河

谷，补饲可能仅发生在冬季。鉴于川西北地区

至迟到汉代已经形成了以麦作为主的农业结构，

粟、黍可能是遗址先民专为牛、羊种植或交换的

饲料。上述推论还需更多研究来验证。

综上，石达秋遗址先民过着农牧兼营的生

活。人们定居于临河的二级台地上，主要通过种

植业和畜牧业获取食物资源。农作物以小麦和大

麦为主，粟和黍的比重很小，前者是人们的主要

食物来源，后者可能是专供食草家畜的饲料。家

畜结构中山羊和黄牛的比重高于家猪，但后者的

饲养规模仍然可观。鹿和熊的发现说明狩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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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但强度较低。

（三）大渡河上游地区生业经济的历时性变

化及影响因素

1. 历时性变化

在并入吐蕃王朝之前，大渡河上游地区属于

“徼外”之地，史书鲜有记载。结合对石达秋遗

址年代的新认识，下面将大渡河上游地区新石器

时代至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之前的生业经济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3300—2000BC），大渡河上游

地区分布着哈休、刘家寨、孔龙村、白赊村、业

浓秋景［28］等遗址。发掘出土的房址、灰坑、墓

葬、窑址等遗迹与大量陶器、骨器、细石器等遗

物，表明人们过着定居生活。受仰韶文化和马家

窑文化南下的影响，本地发展起了主要种植粟、

黍的农业经济，同时饲养少量杂食家畜，但采集

和狩猎经济的比重仍然较高，后者是人们获取肉

食资源的主要途径［29］。

第二阶段（2000BC—220AD），河谷阶地

遍布特点鲜明的石棺葬墓地，如孔龙村［30］、丹

不落、周日［31］、日隆、莫洛村［32］、折龙村和

那须山［33］等遗址。相应的聚落发现较少，目前

仅罕额依遗址经过科学发掘，其文化层堆积厚达

3～8米，几乎每层堆积下都有石砌房屋建筑，绝

对年代约距今5000—2000年。出土遗物既包括石

斧、石刀、亚腰形石器等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

牛、羊骨骼制作的骨器。可见当时人们仍有固定

住所，既种植谷物也畜养牛羊。参考同时期的甘

青地区［34］，推测大渡河上游地区此时可能正经

历着从粟作向麦作为主的转变，新增羊、牛、马

等食草家畜，逐渐形成以食草家畜为主，杂食家

畜为辅的结构。

第三阶段（221—633AD），石棺葬很难再

见，聚落仍以石砌房屋为主，如石达秋和木尔溪

遗址，定居生活得以延续。本阶段人们主要通过

发展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获取食物，狩猎经济的

比重较低。麦作农业的主导地位已确立，大麦和

小麦成为人们的主食。粟、黍的比重较低，可能

主要用作食草家畜的饲料。家畜以羊、猪和牛

为主，人们可能通过高山放牧加补饲的方式畜养

牛、羊，而将家猪圈养于聚落之中。

2. 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人群、文化、物质传播

由于地处横断山脉的起始地段，包括大渡河

上游地区在内的川西北高原像瓶颈一样接纳来自

北方的人群、物质和文化。川西北高原北部与甘

青地区相接，地貌特征相近，两地的生业经济自

新石器晚期以来呈现出大体同步的变化。而甘青

地区在不同时期受到来自黄河中下游、北方草原

与西部绿洲等不同方向的强烈影响。只有厘清引

发甘青地区文化和经济变化的历史潮流，才能真

正理解大渡河上游地区先民的生计变迁过程。

距今约5300—4700年，受仰韶文化西进的影

响，甘青地区中部形成了马家窑文化［35］。故马

家窑文化兴起的基础与仰韶文化一致，都是以种

植粟、黍和饲养猪、狗为主的农业经济。川西北

高原的新石器化正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南下

影响的结果，形成了“哈休类型”［36］或称“姜

维城文化”［37］。因此，大渡河上游地区的粟作

农业源自黄河流域。

距今4000年前后，西南亚的麦类作物和食草

家畜开始显著影响甘青地区［38］。同时伴随欧亚

草原畜牧经济的兴起和东传，牧业在甘青地区的

比重不断提高［39］。卡约、辛店和寺洼等青铜文

化表现出浓厚的畜牧色彩［40］。受寺洼文化南下

的影响，川西北高原的文化面貌和经济结构发生

显著变化。石棺葬中开始广泛随葬具有寺洼文化

风格的陶器、铜器和骨器等［41］，麦作农业和牧

业的引入重塑了当地经济。

春秋战国时期，北亚人群及其游牧文化南

下，环陇山地带迅速游牧化［42］，对川西北高

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部分原居住于环

陇山地带从事混合经济的土著人群被迫持续南 

下［43］；另一方面，部分北亚人群及其文化南下

进入雅砻江上游，在本土化过程中发展出了卡莎

湖文化［44］。大渡河上游地区虽未发现明确的游

牧遗存，但牧业比重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

秦汉时期，川西北高原成为“华夏边缘”［45］。

中央政府在开发西北和西南的过程中设置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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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羌校尉并赐封豪酋为王、侯、君、长，通过驻

军屯田和徙民等措施加强对边地的争夺、控制和

开发［46］，造成大量汉族人群向西扩张，与边地

族群进行互动。与中原王朝接壤、水热条件相对

较好的甘青地区中部和横断山脉东缘（如岷江上

游地区）先后被纳入政府的直接管辖，而交通不

便和水热资源较差的区域则成为“徼外”。这种

政治、文化和环境上的差异，实际上强化了以大

渡河上游地区为代表的“徼外”人群对麦作农业

和畜牧业的依赖。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先后出现诸

多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中心位于青海的吐谷浑国

和甘肃东南部的仇池国都曾向川西北扩张［47］。

前者的统治阶层为东北地区的慕容鲜卑，统治对

象为本地羌人，主要发展以大麦为主的高原农业

和畜牧业；后者是由氐族建立的政权，农业的比

重较高。在他们的影响下，大渡河上游地区秦汉

以来的生业经济沿原有轨迹持续发展。

五　结论

由于地处南北开放式走廊并远离欧亚大陆的

农牧中心，大渡河上游成为考察生业经济变迁的

理想区域。本研究对石达秋遗址出土动物骨骼进

行碳十四测年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目的有

二，一是为遗址提供绝对年代证据，二是探究遗

址先民生业经济，完善大渡河上游地区生业经济

的变迁过程并探查其背后的文化动因。石达秋遗

址骨骼样本的年代为252—541AD，综合其他因

素，宜将石砌建筑聚落的年代定在汉晋时期。遗

址先民过着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主要通过发展可

能以麦类作物为主的种植业和以饲养羊、猪和牛

为主的家畜饲养业来获取食物资源。食草家畜和

杂食家畜的饲养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可能采

取季节性山地放牧加补饲的方式，后者以圈养为

主。从新石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大渡河上游

地区先后受到东部黄河中游地区、西部绿洲地带

和北部草原地区等多个方向的影响，形成多元经

济格局。秦汉帝国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和开发，客

观上强化了“徼外”人群对高原麦作农业和畜

牧业的依赖。魏晋时期，本地生业经济沿上述

轨迹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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