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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岗遗址位于河南邓州市区东约 4公里的白

庄村北，该遗址是南阳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

遗址。该遗址出土了丰富的仰韶、屈家岭和石家河

等文化的动物遗存，并发现少量前仰韶时期的动物

骨骼。本文主要通过仰韶文化时期动物遗存和前仰

韶时期动物遗存的研究，探讨这一时期的生业和葬

仪等问题。

八里岗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动物遗存主要

分为两类。第一类出土于地层、灰坑和房址中，这类

遗存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性质上属于“生活垃

圾”，与人类的生业活动直接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仰韶时期的动物生业模式，包括人类获取动物

资源的种类与方式、家猪饲养状况等。第二类集中

出土于墓葬和祭祀坑中，一般认为此类遗存与人们

的仪式性活动密切相关，反映了动物的社会意义或

文化意义，八里岗遗址此类遗存十分丰富，墓葬和

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猪下颌骨，为探讨猪在仪式性

活动中的作用以及仰韶时期家猪饲养状况提供了

契机。

一、居址中的动物遗存

(一)材料与方法

八里岗遗址灰坑、房址和地层出土的动物遗存

较为丰富，但受当地土壤条件的影响，保存状况一

般。居址中共出土仰韶期(包括前仰韶时期)的动物

骨骼标本共计六四六八件，其中可以鉴定到种的有

一三五二件，可鉴定标本数(NISP)与标本总数(NSP)
的比例约为1∶5，可见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相当破

碎，一方面说明遗址发掘过程中动物标本收集非常

细致，另一方面也反映当时人们对肉食资源的利用

非常彻底，可能存在敲骨吸髓的行为。

动物骨骼的鉴定和记录以约克大学设计的动物

考古数据库(York System)为基础②，依据八里岗遗址

的具体情况稍作改进。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信

息：出土单位、种属、发掘方法(手选/筛选/浮选)，骨骼

部位、左侧(右侧)、骨骼的愈合状态(愈合/未愈合/愈
合中)，骨骼重量、最大长度、埋藏学(食肉类咬噬痕

迹/啮齿类咬噬痕迹/风化等级/火烧痕迹等)、屠宰痕

迹(刀痕/砍痕等)、病变，以及骨骼的测量。测量主要

依据冯登德里施所制定的标准②。骨骼测量使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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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标卡尺精确到 0.1毫米。猪骨年龄判断主要依

据猪下颌骨上牙齿的磨损状况，依据格兰特③的系统

和标准进行记录和分析。

(二)分析结果

1.动物种属及其历时性变化 八里岗遗址出土

的仰韶文化的动物骨骼主要有大型哺乳动物、贝类

和鱼类，其中以大型哺乳类为主，贝类和鱼类较少，

鸟类基本不见。鉴于哺乳动物在生业经济中的重要

地位，本文将哺乳动物标本作为研究的重点，对于鱼

类、贝类标本仅做简要陈述。八里岗遗址灰坑、地层

和房址出土的难以鉴定到种的鹿类动物，按照体型

将其分为大型鹿类、中型鹿类和小型鹿类。大型鹿

类主要包括马鹿、水鹿、麋鹿等，中型鹿类主要为梅

花鹿，小型鹿类包括狍子、麂子、獐、麝等。统计可鉴

定标本数时，将此分类下的动物骨骼同其他动物种

属一同进行统计和分析。

我们将八里岗遗址发现的前仰韶期、仰韶早期

和仰韶中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分析，以考察种属比例

的历时性变化。八里岗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共十八

种，其中猪类遗存和鹿类遗存占比较高，表明这两类

动物在生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食肉类骨骼也相

对较丰富，主要包括狗、猫、貂、狗獾、狐狸和水獭等

种属；另外还有少量的牛科动物骨骼(附表一)。
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遗址不同时期出土动物遗

存种属数量和比例的变化，反映了人类利用动物资

源模式的转变，这种变化与动物驯化和饲养规模的

不断扩大密切相关。八里岗遗址各个阶段动物种属

的比例如图一所示。

整体而言，猪和鹿类在八里岗遗址各阶段的生

业经济中均占据重要地位，但各阶段不同种属的比

例又有一定差异。前仰韶时期(八里岗一期)，鹿类与

猪的比例大致相当，分别占51.5％和45.5％。仰韶早

期(八里岗二期)，鹿类和猪的比例分别为 56.2％和

34.8％。仰韶中期(八里岗三期)，鹿类和猪的比例分

别为37.7％和59.9％。以上数据表明，从仰韶早期到

仰韶中期，猪的比例不断上升，而鹿类的比例则呈下

降态势，这反映了家猪饲养规模的扩大，以及人类生

业模式的转变，即驯化种属家猪逐渐代替野生动物

鹿类，成为人类稳定的肉食来源。如果将前仰韶期

的数据加入进行比较，则规律性并不明显，很可能与

前仰韶时期出土骨骼样品量较少有关。八里岗遗址

仰韶早期到中期所显示的动物生业模式的转变与渭

水流域同时期相似④。中国北方地区动物生业的普

遍规律是，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家猪驯化以后，尽管其

饲养规模不断扩大，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家猪在动

物生业中的地位并未超越鹿类等野生动物，直至仰

韶中期，家猪饲养开始在动物生业中占据主导性地

位。地处汉水流域的八里岗遗址具有相似的过程。

2.主要动物种属 由于八里岗遗址不同时期动

物种属出土数量有限，单个种属按照期别进行研究

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故这里的分析不进行期别划分。

猪 居址中共出土猪骨标本六百四十九件，所占

比例最高，表明其在生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文后

附表一)。据骨骼形态判断主要为家猪，少数个体可

能为野猪。骨骼测量数据分析可进一步确定是否存

在野猪。下颌第三臼齿(M3)长度是区分家猪和野猪

的重要证据，学者一般认为M3大于 40毫米的个体

可确定为野猪，而35-40毫米则为家猪和野猪M3长
度的重叠区⑤。由于家猪和野猪的下颌第三臼齿尺

寸存在较大范围的重叠区，一般而言，我们很难就单

个个体究系家养还是驯化作出准确的判断。最近也

有学者提出，除了下颌第三臼齿外，其他测量项也可

提供相关线索，包括下颌第三臼齿的长和宽、下颌第

图一 八里岗遗址出土哺乳动物相对比例历时性变化
1.八里岗一期 2.八里岗二期 3.八里岗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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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臼齿(M1)和第二臼齿(M2)的宽、胫骨远端宽(BdP)、
距骨外半部最大长(GLI)、肱骨滑车最大宽(BT)和滑

车最小径(HTC)⑥。与其他测量项相比，这些测量项

受年龄因素影响较小，因此在区别家猪与野猪时更

加有用。通过观察同一测量项的所有测量数据，并

计算其离散型，分析其所代表的个体来自一个群体

(驯化)或是两个群体(驯化与野生)。
八里岗居址出土猪骨数量有限，肢骨测量数据

非常少，不具备统计意义。下颌第一至第三臼齿的

测量数据稍多，但也不多于十个，我们依据目前的样

品数量进行分析。测量数据最多的下颌第三臼齿长

度共有九个数据，变异系数为 8.1，之前有学者通过

分析两个欧洲遗址的数据，提出通常情况下同一群

体下颌第三臼齿长度的变异系数在 5-7之间⑦。八

里岗的结果显然高于这一计算值，我们推测八里岗

居址中出土的猪骨可能属于两个群体，即家猪和野

猪同时存在。多数个体的下颌第三臼齿的长度在

33-38毫米之间，其中某一个体下颌第三臼齿长为

42.2毫米，则很可能为野猪。从年龄结构看，八里岗

遗址出土猪的幼年个体和青年个体数量较多，老年

个体较少，这也符合驯化群体的年龄结构特征，即

肉量达到最大就要被宰杀。由此我们认为，八里岗

遗址仰韶时期肉食消费以家猪为主，同时也会狩猎

野猪。

目前八里岗遗址发现的前仰韶期遗存较少，而

更早的遗存基本不见，我们推测八里岗遗址的家猪

并非本地驯化。南阳盆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

存有限，我们也不排除该地区的家猪是由其他地区

传入的可能性，而距离八里岗不到两百公里的舞阳

贾湖遗址则是中国早期家猪起源地之一，从文化面

貌上看，八里岗遗址前仰韶时期遗存应属于贾湖一

期文化遗存⑧。

牛 八里岗遗址出土有牛骨，但数量非常有限，

我们很难依据这些骨骼推测牛是家养还是野生，但

据初步观察，这些个体普遍较大，形态上更接近野生

水牛(Bubalus sp.)。
狗 八里岗遗址出土狗骨数量非常少，仅仰韶中

期灰坑出土一具(附表一)。这可能是因为狗与人有

特殊关系，狗不是作为肉食资源供人类消费，其骨骼

自然未和其他动物骨骼一同埋入遗址。狗是世界上

最早被驯化的动物，欧亚大陆狗被驯化的时间可追

溯到旧石器时代，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具有驯化特

征的狗的骨骼是在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时间在距

今一万年以前⑨，至新石器时代，狗作为家养动物广

泛存在于各个地区，成为遗址中常见的动物种属之

一，但在各个遗址所占的比例均较低，且一些遗址中

有特殊埋葬狗的现象，反映了狗与人具有特殊关系。

獐 獐骨骼在八里岗遗址出土较多，应为人们主

要的狩猎对象。目前判断獐的年龄主要依据牙齿的

萌出情况⑩，依此标准对出土獐下颌骨所代表的个体

的年龄进行判断，结果显示个体多为成年个体。

3.其他动物种属 除了哺乳动物外，八里岗遗址

还出土少量鸟骨、鱼类骨骼、贝类以及龟甲等。这些

骨骼数量较少，相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其在生业经济

中应占次要地位。八里岗遗址出土的鱼类骨骼主要

为鲢鱼、青鱼和鲶鱼等淡水鱼，贝类主要为丽蚌。灰

坑中偶见龟的腹甲和背甲，但未见肢骨。

4.遗址周围环境 野生动物都有特定的栖息地

和生存环境，分析考古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种属的

栖息地和生存环境，可获得遗址周围植被和环境方

面的信息。多数动物的适应能力较强，生存环境具

有多样性，因此环境复原研究中，动物遗存并非最

为理想的材料。但是，综合考察遗址中出土各种属

动物的生存环境能够大致勾勒出遗址周围的植被

与环境。

从整体看，八里岗遗址出土野生动物的生存环

境大致可分作两种：一种是以森林、林缘灌木、草地

为主，如水牛、梅花鹿、熊等动物；另外一种是以沼泽

湿地为主，如獐、水鹿、水獭等动物。从数量看，獐的

数量最多，其次为梅花鹿(文后附表二)。八里岗遗址

的植物遗存分析结果表明，当时人类大量种植水稻，

可见遗址周围的水资源相当丰富。由此可以推测

当时遗址北边的白河水量充沛，其周围的湿地环境

也为獐、水鹿、水獭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

境，也为水稻种植提供了稳定的水源。遗址所出水

牛、梅花鹿、狍子、麝、亚洲黑熊等动物表明，遗址周

围应该存在广阔的森林及林缘灌木等。除梅花鹿

外，其他各种属出土数量都非常少，表明这些动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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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偶然被人类猎获。虎、熊等大中型食肉动物在

仰韶时期的遗址偶有发现，这些动物主要生活在森

林和林缘环境中，由此可以推测，仰韶时代八里岗遗

址所在的长江流域以及华北地区还存在一定数量的

原始森林。

八里岗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和动物遗存均表

明，沼泽和湿地环境是生业经济非常重要的载体，不

论是种植农作物还是进行狩猎活动都与这类环境有

较多的互动。人们可能对沼泽和湿地环境有较多的

干预和利用，以维持水稻的种植和獐、水鹿等动物的

生长条件。

二、墓葬与祭祀坑中的猪下颌骨分析

(一)研究问题

八里岗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中最有特色的是墓葬

和祭祀坑中随葬的大量猪下颌骨。一方面，大量猪

下颌骨的出土为我们探讨仰韶时代家猪饲养的规

模、策略等问题提供了理想的材料；另一方面，这种

“群体性”埋葬猪下颌骨的现象除反映生业经济、人

和动物的特殊关系外，对我们探讨古代的葬仪、动物

的文化属性等具有重要意义。

猪是新石器时代最常见的随葬动物。除下颌骨

外，墓葬中还常随葬整猪及头骨和犬齿等。整体而

言，下颌骨在墓葬和祭祀坑中最为常见。墓葬随葬

猪骨的现象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此前的

研究主要集中探讨随葬猪骨的功能，认为随葬猪的

行为无外乎显示财富、辟邪、祭祀等用途。也有

学者将随葬猪骨数量与墓葬等级相联系，认为新石

器时代猪的饲养机制与政治权利的确立和社会复杂

化进程相关。

前人的研究多是分析这些动物遗存的出土状

况，结合其他考古材料及民族学和文献学资料，阐释

其文化意义，缺乏对动物遗存本身的生物属性的科

学分析，而生物属性是理解古人利用猪骨诸种行为

的基础。八里岗遗址出土的材料为这方面的研究提

供了契机。我们运用动物考古学方法和理论对骨骼

本身进行科学分析和研究，获取种群结构(性别、年

龄)、形态、尺寸、埋藏学等方面的信息，探讨人们在

葬仪中选择猪下颌骨的行为模式，分析其在下葬礼

仪过程中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具有的象征意

义，进而阐释其代表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试图

理清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猪与人类的复杂关

系。同时，大量出土的猪下颌骨，也为我们探讨仰韶

时期家猪饲养状况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研究主要分作两个层面，一是探索八里岗遗址

仰韶时期家猪饲养的规模和策略；二是分析骨骼的

埋藏过程和埋藏规律，探讨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以及

人类行为特征。通过分析墓葬和祭祀坑中出土猪下

颌骨的生物特性，重点探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

一，这些猪下颌骨来自家养群体还是野生群体，数量

和比例如何?第二，人类埋葬猪下颌骨时是否存在性

别和年龄的偏好。第三，这些骨骼的收集是长期积

累还是仪式前宰杀获得?在此基础上，结合墓葬的相

关信息以及民族志材料，探讨猪骨在仪式活动中的

作用及其文化意义。

(二)研究材料与方法

八里岗遗址目前发现集中埋藏猪下颌骨的遗迹

单位共有七个，包括祭祀坑 (JK1、JK2、JK3、JK4、
JK10)和合葬墓(M12、M13)时代均属仰韶中期。墓葬

M12和M13均为二次葬合葬墓，墓内埋葬有几十具

甚至上百具人骨。其中M13南北二层台上均有猪下

颌骨出土，M12 则是在人骨两侧放置大量猪下颌

骨。出土猪下颌骨的祭祀坑多为圆形，位于二次葬

合葬墓附近，发掘者认为这些祭祀坑是合葬墓的陪

葬坑。这些祭祀坑埋藏的猪下颌骨多寡不一，从几

十件到一百多件。

由于出土猪下颌骨的墓葬和祭祀坑数量不多，

而每个单位出土的样本数量则较多，因此我们将各

个遗迹中出土动物遗存单独进行分析。整体而言，

这些遗迹单位出土骨骼保存状况不错，数量统计较

为准确。具体工作中，我们通过仔细拼对，准确记录

下颌骨保存部位，运用最小个体数的统计方法，对每

个单位出土猪下颌骨所代表的个体数量进行计算。

方法上，我们准确记录每件下颌骨的信息，主要包括

下颌骨的测量数据、牙齿磨损等级、性别、方向(左或

右)、骨骼保存部位、风化等级、屠宰痕迹等。

目前西方动物考古学界普遍运用的格兰特方法

不能获得直观的年龄，日本学者本乡(Hongo)和美国

学者梅德(Meadow)将格兰特方法进行了细化，实现

··1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考 古 学2021.4
ARCHAEOLOGY

了对考古遗址出土猪下颌骨所代表个体的年龄的有

效判断，综合各个牙齿的磨损状况，将猪的年龄分作

七个等级(Ⅰ-Ⅶ)，代表不同的年龄阶段。前三等级

(Ⅰ-Ⅲ)代表的是幼年和少年个体(即 12月龄以前)，
第四、五等级(Ⅳ、Ⅴ)代表的是青年和即将成年的个

体(分别代表12-18月龄和18-24月龄)，第六等级(Ⅵ)
则代表成年个体(即 24-36月龄)，第七等级(Ⅶ)代表

的是老年个体(即36月龄以上)。
性别判断则主要依据犬齿的发育程度，即雄性

的犬齿比较发达、尺寸较大，雌性犬齿不发达、尺寸

较小，阉割个体犬齿介于两者之间，且更接近于雌

性。一般而言，阉割个体还可依据动物肢骨的长宽

比例进行判断，目前八里岗遗址缺乏肢骨测量数

据。因此，我们主要通过犬齿的发育情况来进行性

别判断，犬齿遗失的个体通过观察犬齿齿槽的形状

进行性别区分。犬齿尚未萌出的个体或刚刚萌出的

个体(小于6月龄)很难进行准确性别判断。

(三)分析结果

1.种群结构 动物的种群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群

体中动物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自然无人类干预

状态下的动物的种群结构反映了动物自身的生物特

性。而在人类的干预下，动物的种群结构会发生变

化。通过研究野生动物死亡群体的种群结构，可以

了解是否存在人类的干预以及人类狩猎活动的选择

性。驯养动物死亡群体的种群结构反映了人类控制

动物繁殖和利用动物资源的策略。祭祀坑和墓葬中

埋藏猪下颌骨的是人类特殊的仪式行为，这些猪下

颌骨所代表的种群结构一方面反映了动物的饲养情

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仪式性利用动物时的行

为选择模式。

M12此墓为一大型合葬墓，出土人骨数量初步

估算达几十具之多。埋葬方式为二次葬，即将头骨、

盆骨和四肢等分别集中陈放于一堆，密集摆放。在

人骨南北两侧集中放置大量猪下颌骨。经过拼对，

初步判断M12保存的猪下颌骨所代表的个体为一百

零一个，其中左右侧下颌骨齐全的有五十五个，仅保

存左侧者二十四个，仅保存右侧者二十二个。

M12出土猪下颌骨的年龄结构分析表明，没有

小于 6月龄的幼年个体，猪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6-24
月龄，即以青年个体和成年个体为主，亦有少量的老

年个体(图二)。根据犬齿的发育情况判断，雄性特征

者有十七个，雌性特征者有五十九个，其余二十四个

不能判断性别，雄性与雌性的比例为 1∶3.4，雌性特

征者明显占多数。不同年龄段两性特征的猪比例有

所不同，小于 24月龄者有雄性个体，而大于 24月龄

者，均为雌性个体(图二)。
M13此墓为一大型合葬墓，初步判断该墓埋有

人骨一百二十六个个体，皆为二次葬。同M12一样，

M13的人骨亦是将头骨、盆骨和四肢等长骨分别集

中放置一堆。南北二层台上集中放置大量猪下颌

骨，根据骨骼出土状况判断，下颌骨多为整副层叠放

置。M13的发掘资料已有报道，经仔细拼对，初步

判断该遗迹单位出土猪下颌骨代表一百四十个个

体，其中左右侧均保存者有一百一十四个，仅存左侧

者十个，仅存右侧者十六个。

M13出土猪下颌骨所反映的群体年龄结构如图

三所示，小于6月龄的个体非常少，青年个体(6-12月
龄月)和成年个体(12-24月龄)数量相对较多，也有一

定数量的老年个体(24月龄以上)。从性别比例看，具

有明显雌性特征者八十八个，占绝对多数；具有明显

图二 八里岗遗址M12出土猪下颌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例
Ⅰ.新生 Ⅱ.3-6月龄 Ⅲ.6-12月龄 Ⅳ.12-18月龄 Ⅴ.18-24月龄 Ⅵ.24-36月龄 Ⅶ.36月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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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雄性特征者二十四个，其余二十八个性别不确

定。雄性与雌性的比例为 1∶3.6。不同年龄段群体

的性别比例存在着明显差别，小于6月龄者无法判断

性别，而6-18月龄的群体以雌性为主，18-24月龄的

群体基本全为雌性，仅有极少量的雄性，大于24月龄

者不见雄性个体(图三)。
JK1形制略呈长方形，长88、宽69、深55厘米，距

离M11西壁约12厘米，应为M11的陪葬坑。经室内

整理和拼对，JK1内至少放置猪下颌骨五十六个，其

中左右两侧均保存者三十六个，仅存左侧者九个，仅

存右侧者十一个。年龄结构分析结果表明，JK1内小

于 6月龄的幼年猪个体非常少，主要为 6-12月龄的

青年个体以及大于18月龄的成年个体，亦有少量老

年个体(图四)。性别鉴定结果表明，具有明显雄性特

征者十三个，具有雌性特征者二十五个，另有十八个

个体无法判断性别。雄性与雌性的比例约为 1∶2。
不同年龄段雄性和雌性的比例有所不同，小于24月
龄的群体中雄性和雌性的比例大约相当，而大于 24
月龄的群体中均为雌性(图四)。

JK2距M16较近，发掘者推测 JK2为M16的陪葬

坑。JK2出土猪下颌整体保存状况较差。经过仔细

拼对，JK2出土猪下颌骨所代表的个体为四十九个，

其中左右侧都保存者有二十九个，仅存左侧者十五

个，仅存右侧者五个。出土猪下颌骨年龄结构分析

显示，该祭祀坑中没有小于6月龄的猪，年龄主要集

中在 12-36月龄，即以成年个体和老年个体为主(图
五)。其中雄性七个，雌性二十五个，其余十七个个

体不能判断性别，雄性与雌性的比例为1∶3.5。大于

6月龄的各个年龄段中雄性和雌性都存在，但每个年

龄段雌性均占主导地位，雄性数量非常少(图五)。

图三 八里岗遗址M13出土猪下颌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例
Ⅰ.新生 Ⅱ.3-6月龄 Ⅲ.6-12月龄 Ⅳ.12-18月龄 Ⅴ.18-24月龄 Ⅵ.24-36月龄 Ⅶ.36月龄以上

图四 八里岗遗址JK1出土猪下颌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例
Ⅰ.新生 Ⅱ.3-6月龄 Ⅲ.6-12月龄 Ⅳ.12-18月龄 Ⅴ.18-24月龄 Ⅵ.24-36月龄 Ⅶ.36月龄以上

图五 八里岗遗址JK2出土猪下颌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例
Ⅰ.新生 Ⅱ.3-6月龄 Ⅲ.6-12月龄 Ⅳ.12-18月龄 Ⅴ.18-24月龄 Ⅵ.24-36月龄 Ⅶ.36月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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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3距M14较近，应为此墓的陪葬坑。猪下颌骨

保存状况良好，根据后期整理和拼对的结果，共出土

猪下颌骨至少代表四十八个个体，其中左右侧都保

存者三十五个，仅存左侧者四个，仅存右侧者九个。

年龄结构分析结果表明，JK3中不存在新生个

体，3-6月龄的个体亦极少见，6-24月龄的青年个体

和成年个体数量较多，并有少量的大于24月龄的老

年个体(图六)。JK3出土猪下颌骨可以判断性别者二

十七个，其中具有明显雄性特征者九个，具有雌性特

征者十八个，雄性和雌性的比例为1∶2。不同于其他

墓葬和其他祭祀坑的是，JK3以小于 18月龄者以雄

性为主，而大于 18月龄者均为雌性(图六)。需要说

明的是，JK3中小于18月龄的个体共二十二个，数量

有限，其中十三个无法判断性别，仅九个能够判断性

别。由于样品量太少，18月龄以上群体中雄性占多

数的现象可能不具有代表性。

JK4距M104较近，可能为M104的陪葬坑。据发

掘原始记录，JK4出土猪下颌骨大致可分作三层，可

惜骨骼的收集并未分层进行。根据后期整理和拼

对，JK4猪下颌骨所代表的个体为六十四个，其中左

右侧皆存者四十个，仅存左侧者十一个，仅存右侧者

十三个。年龄结构分析结果表明，JK4中有少量小于

6月龄的个体，6-36月龄的各个年龄段都有一定的数

量，且数量较为均衡，而36月龄以上的个体数量较多

(图七)。坑中出土的六十四个个体中有四十一个个体

可以判断性别，其中雄性十一个，雌性三十个，其余二

十三个个体不能判断性别，雄性与雌性的比例为 1∶
2.7，不同年龄段雄性和雌性的比例有所不同，小于24
月龄的群体中雄性占据相当的比例，雌性的数量相对

较少；而大于24月龄的群体中均为雌性(图七)。
JK10可能是M10的陪葬坑。该祭祀坑出土猪下

颌骨数量最多，但骨骼保存非常差，至少属于一百六

十五个个体，其中两侧都保存者一百零二个，仅存左

侧者三十一个，仅存右侧者三十二个。年龄结构分

析结果显示，该祭祀坑中各个年龄段的猪都有，其中

6-12月龄的个体较多，其他年龄段均衡分布，与其他

墓葬和祭祀坑不同的是，该祭祀坑出土有数量较多

的新生和幼年个体(下页图八)。JK10出土猪下颌骨

中可以判断性别的有八十四个个体，其中雌性五十

七个，雄性二十七个，雄性与雌性的比例为 1∶2.1。
与其他遗迹单位不同的是，该祭祀坑中6月龄以上的

群体各个年龄段都有雄性，从比例看，除了18-24月
龄的群体中，雌雄比例大致相当外，其余各年段雌性

数量均在雄性的两倍左右或以上(图八)。

图六 八里岗遗址JK3出土猪下颌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例
Ⅰ.新生 Ⅱ.3-6月龄 Ⅲ.6-12月龄 Ⅳ.12-18月龄 Ⅴ.18-24月龄 Ⅵ.24-36月龄 Ⅶ.36月龄以上

图七 八里岗遗址JK4出土猪下颌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例
Ⅰ.新生 Ⅱ.3-6月龄 Ⅲ.6-12月龄 Ⅳ.12-18月龄 Ⅴ.18-24月龄 Ⅵ.24-36月龄 Ⅶ.36月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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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岗遗址墓葬和祭祀坑出土的猪下颌骨基本

为左右侧并存，但个别个体仅见一侧。我们推测，当

时人们在埋藏猪下颌骨时应该是左右侧完整放置，

由于埋藏和发掘整理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导致部分

下颌仅见一侧。

种群结构分析结果显示，八里岗遗址两座墓葬

和五个祭祀坑中出土的猪下颌骨具有一定共性，即

幼年个体较少，青年、成年个体较多，且存在相当数

量的老年个体。这与一般的居址中出土的猪群体种

群结构存在明显区别。一般而言，居址中会有相当

数量的幼年个体，这是因为幼年个体死亡率较高，因

此遗址上发现较多的幼年个体暗示着动物饲养活动

的发生。八里岗墓葬和祭祀坑中幼年个体较少显然

是人类举行仪式活动时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从性别比例看，墓葬和祭祀坑中的雌性个体占

据主导地位，雄性的数量相对较少，其中M12、M13、
JK2中雌性数量是雄性的三倍以上，其他几个祭祀坑

中雌性的数量也均在雄性的两倍以上。从各个年龄

段雄性与雌性的比例看，M12、M13和 JK3、JK4中 24
月龄以上的群体均具有明显雌性特征，雄性特征(犬
齿发育)的个体基本不见；JK1、JK2、JK10中 24月龄

以上的群体中有少量个体表现出雄性特征，但数量

非常少，基本以雌性为主；M12、M13、JK1、JK2、JK10
中小于24月龄群体仍以雌性个体为主，雄性个体比

例较低，而 JK3、JK4两祭祀坑小于 24月龄的群体中

雄性比例较高，雌性比例较低。需要注意的是，JK3、
JK4两座祭祀坑中能够判断性别的个体数量有限(分
别为三十五个和四十一个)，因此雄性的绝对数量并

不是很多，而6月龄以下能够判断性别的个体基本为

雄性，这可能是由于6月龄月以下的雌性犬齿不发育

难以判断性别或保存不好。总之，由于墓葬和祭祀

坑中小于6月龄的个体样品量较少，另外幼年个体雄

性特征更易判断，我们认为幼年群体中雄性并未表

现出明显的数量优势，可能不存在幼年群体中雄性

被大量宰杀的情况。

整体上讲，墓葬和祭祀坑中雌性占据主导性地

位，雄性数量较少，这显然是人类有意识选择的结

果，自然状态下雄性与雌性的比例应该是在 1∶1左

右，可能会出现不完全均衡的情况，但一般不会达到

1∶2以上，由此我们推测人类可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

管理家猪的种群结构，群体中多数个体表现出明显

的雌性特征，而具有雄性特征的个体非常少，这表明

动物阉割行为可能已经发生，即雄性除了少数留作

种猪外，多数在幼年时期被阉割，在生长的过程中逐

渐表现出更接近雌性的生理特征，如犬齿不发育。

阉割后的雄性动物更易受控制，且生长更快，动物阉

割是动物饲养中非常重要的技术，可能发生在动物

驯化和饲养的较早阶段。同时，考虑到仰韶时期各

地家猪饲养的规模，我们推测这一时期阉割家猪的

行为应该已经出现。甲骨文中有和家猪性别和动物

阉割相关的字，表明在商代动物去势已非常普遍。

八里岗遗址出土猪下颌的墓葬和祭祀坑分属仰

韶中期的不同期段，时代有早晚，但这些猪骨所代表

的群体的种群结构并没有明显的时代差异，表明人

类选择动物埋葬的行为从早到晚没有发生明显的

变化。将墓葬和祭祀坑中出土猪下颌骨与居址比

较后发现，人们随葬猪下颌更倾向于选择较大的个

体，舍去较小的个体。除此以外，种种迹象显示这

些猪下颌骨应是人们日常消费肉食资源后收集获

得，而非为了下葬的仪式活动而进行的即时屠宰。

年龄结构分析表明人们并未因仪式性用牲而改变家

猪饲养的策略。

图八 八里岗遗址JK10出土猪下颌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例
Ⅰ.新生 Ⅱ.3-6月龄 Ⅲ.6-12月龄 Ⅳ.12-18月龄 Ⅴ.18-24月龄 Ⅵ.24-36月龄 Ⅶ.36月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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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骨骼测量与形态分析 骨骼测量和形态分析

可以了解动物群体的构成，如是否存在野生与驯化

两种动物、是否存在杂交、是否育种等。仰韶时期南

方和北方都已经开始了大规模饲养家猪，人们在进

行仪式活动时对猪是否有所选择，八里岗遗址墓葬

和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猪下颌骨为我们提供了足够

的样品进行测量数据分析，通过计算这些测量项测

量数据的平均值、标准偏差、变异系数可以分析这些

数据的分布情况和离散型。计算结果如附表三所

示，尽管各个遗迹单位的样品数量有限，但结果却显

示出了一定的共性，即不同测量项的变异系数有一

定的差异，即下颌第一臼齿(M1)、下颌第二臼齿(M2)
和下颌第三臼齿(M3)宽度的测量值的变异系数较小

(3.4-6.4)，M3长度的变异系数相对较大(7.6-9.6)。我

们将此结果和单一群体的数据作一比较。有较好数

据基础的是欧洲的两个遗址基齐尔卡哈曼(Kizilca⁃
haman)和杜灵顿墙(DurringtonWalls)，这两个遗址都

确定只有一个群体存在，其第三臼齿(M3)长度的测

量值的变异系数分别为5.7和6.0(20)。一般认为，单

一种群的样本中，该测量值的变异系数在 5-7 之

间。八里岗遗址各遗迹单位这一测量值的变异系数

在 7.6-9.6之间，显然高于基齐尔卡哈曼(Kizilcaha⁃
man)和杜灵顿墙(Durrington Wars)，表明八里岗随葬

猪骨可能来自两个群体，即家养和野生同时存在。

我们再对比其他测量项的情况。基齐尔卡哈曼

(Kizilcahaman)和杜灵顿墙(Durrington Wars)下颌第一

臼齿(M1)和第二臼齿(M2)的宽度测量值的变异系数

3.4-3.7之间。八里岗遗址除了祭祀坑 JK1中出土猪

下颌这两个测量值的变异系数(3.4和 3.9)接近两个

欧洲遗址外，其余几个单位均高于这两个遗址，这也

表明八里岗遗址的猪下颌可能来自两个群体。

下面选取样品较多的M13和 JK10，分析下颌第

三臼齿(M3)测量数据的分布情况。M13出土猪下颌

骨第三臼齿长度在 31-44毫米之间，分布范围相当

大，大多数该测量值集中在 32-38毫米之间(图九)，
其中两个个体的长度大于40毫米，一个个体长度为

44毫米，为三岁以上的老年雌性，另一个体长度为

40.41毫米，为一个两岁以上的雌性。这两个个体极

可能为野猪。JK10中猪下颌骨M3长度的分布范围

也较大，在 31-41毫米之间(图一〇)。35-40毫米之

间存在较多个体，其中大于40毫米的有四个个体，均

为成年(24月龄以上)，极可能为野猪。这就证实了我

们之前的推论，墓葬和祭祀坑中埋葬的部分个体为

野猪。

以上分析表明，八里岗遗址墓葬和祭祀坑中既

随葬家猪下颌，又随葬野猪下颌，这表明，虽然仰韶

时期家猪饲养已有较大规模，但人们仍然会狩猎野

猪，且用于仪式活动。渭水流域的一些聚落遗址中

也有类似的情形。这表明在家猪驯化发生以后相

当长的时间内，不论是生业经济还是仪式活动，野猪

仍为人类所利用。

3.埋藏学分析 埋藏学又称埋藏法则，研究的是

动物遗存的埋藏过程，即个体从活的生物体到最后

以骨骼的形式进入发掘者、研究者的视野经历过哪

些过程。除屠宰、食用等人类活动外，其他因素如遗

图九 八里岗遗址M13出土猪下颌第三臼齿(M3)
长宽分布

图一〇 JK10出土猪下颌第三臼齿(M3)长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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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上动物，如狗、啮齿类的咬噬、搬运，骨骼在空气中

暴露时间的长短，以及土壤的酸碱性等，都会对动物

骨骼的保存状况产生影响。另外，发掘过程，尤其是

发掘方法(是否系统筛选、是否浮选等)，也直接决定

哪些骨骼能够成为研究对象。埋藏过程是动物考古

学研究中必须考虑到的因素。为了判断墓葬和祭祀

坑中出土猪下颌骨在空气中暴露的时间，我们对这

批材料进行系统的埋藏学分析。

我们对猪下颌骨上的痕迹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

记录，包括屠宰痕迹、食肉类和其他啮齿类咬噬的痕

迹、风化痕迹等。仅在一些个体的下颌上升支位置

发现有切割痕迹，可能与人类分离下颌和头骨的行

为相关，未见有食肉类和啮齿类咬噬的痕迹。这表

明这些猪在进入墓葬和祭祀坑前，被人们有意保存

和收集。

骨骼的风化情况与骨骼在空气中暴露的时间长

短直接相关，因此骨骼的风化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骨骼积累时间的长短。我们将骨骼风化情况划分

为四个等级，即基本未风化(保存非常好)，轻微风化

(保存较好)，一般风化(骨骼保存一般)，严重风化(骨
骼保存较差，表面有较多裂纹)。各个单位中出土猪

下颌骨的风化情况统计分析结果如附表四所示。整

体而言，墓葬和祭祀坑中出土猪下颌骨骨骼表面风

化较为严重，除了少量个体保存较好外，大量个体风

化等级均为一般或者较差。当然，各个单位也表现

出一定的差异，其中祭祀坑 JK2和M13中保存较好

的个体较多，其余单位保存状况多数个体保存一般

或较差，比例高达70％到80％，表明骨骼很可能在空

气中暴露了较长时间。我们推测墓葬和祭祀坑中数

量相当的下颌骨是人们长期积累的结果，很可能是

人们日常肉食消费后收集获得，而非仪式前临时宰

杀。根据八里岗遗址墓葬中猪下颌骨最新测年结

果，这些猪骨相互的年代间隔可能在四百年以上。

测年结果和埋藏学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三、结论

八里岗遗址经过多年科学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动

物遗存，为了解豫西南地区尤其是南阳盆地新石器

时代的动物生业提供了新材料。从目前的发现来

看，南阳盆地前仰韶时代遗存较少，八里岗遗址发现

少量的前仰韶时代的遗迹和遗物，尽管数量有限，但

为我们了解这一地区早期遗存提供了线索。从动物

遗存的发现看，属于前仰韶时代的动物骨骼标本仅

六十余件，需要注意的是，猪骨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45.5％)，由于发现的前仰韶时代动物样本数量太

少，这一比例能否代表这一时期该遗址的动物生业，

还需要更多材料来证实。八里岗遗址发现的仰韶早

期和中期的动物遗存相当丰富，为我们了解动物生

业的历时性变化提供了较理想的材料。

研究结果显示，仰韶时期的动物生业呈现以下

特点。其一，家猪饲养在动物生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同时狩猎也是人类重要的生业活动。其二，仰韶时

代早期到晚期，家猪饲养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仰

韶时代中期以后，家猪饲养基本上在动物生业中占

据了主导性地位。其三，人类狩猎活动的主要对象

是獐，獐主要的栖息地为沿河湖两岸的湿地、芦苇地

等，这就表明八里岗时期人类的生业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河湖等水资源及其与其他相关的生存环境，动

植物遗存的分析结构均显示八里岗时期人类与这类

湿地生存环境有较多的互动。梅花鹿、水牛、熊等动

物的发现表明遗址周围存在着大片的森林、树林等，

人们也偶尔从这类生存环境中获取资源。其四，仰

韶时期哺乳动物在动物生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

鱼类和蚌类则发现较少，反映了其在生业中的次要

地位。这与后来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蚌类遗

存出土较多的情况有所差别。八里岗时期人类对水

生动物资源利用的多寡变化与遗址中水稻在作物系

统中的历时性变化表现出某种同步性，即仰韶时期

水稻、粟、黍表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而到了屈家岭

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水稻在作物系统中明显占

据优势，而也正是这时期，水生贝类资源开始被人

们大量食用。这一变化与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变迁

是一致的。我们推测，动物生业和植物生业结构的

变化很可能与文化传统不同带来的饮食习惯的变化

相关。

八里岗遗址是目前出土猪下颌骨最多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大量样品使相关的统计和分析成为可能，

为了解仰韶时代家猪饲养状况以及探讨集中埋葬猪

下颌骨的文化意义提供了契机。八里岗遗址的猪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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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数量多。两座墓葬和五

座祭祀坑共出土猪下颌骨六百二十三件，其中出土数

量最多的祭祀坑 JK10至少有一百六十五个个体，而

出土数量最少的 JK3也至少有四十八个。其二，出土

位置相对集中。或集中于墓葬二层台(M13)，或集中

于人骨两侧(M12)，或集中出于墓葬旁的祭祀坑。其

三，骨骼部位固定，均为下颌骨，不见其他部位。

八里岗墓葬和祭祀坑出土猪下颌骨代表的群

体显示出以下特征：幼年个体少见或基本不见，而

青年个体、成年个体和老年个体数量都相对较多，

这与一般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灰坑、地层和房址

中出土猪骨的年龄结构有所不同。从性别比例看，

雌性与雌性的比例在 2∶1甚至 3∶1以上，雌性数量

明显占优。尤其是成年和老年群体中几乎全为具

有雌性特征的个体，雄性数量非常少。据此我们推

测，当时可能存在阉割家猪的行为，而幼年个体雄

性的比例并没有明显优势，表明多数的雄性在幼年

时可能被阉割而非被宰杀，使其在成长过程中丧失

了雄性特征(如犬齿发育)。这符合种群的持续繁衍

的需要，即人类只需留下较少的雄性个体进行配

种，其余或被宰杀，或被阉割，同时大量饲养成年雌

性以繁衍后代，也符合人们最大限度获得肉食资源

的需求。

我们认为，当时人们倾向于选择成年和老年个

体的下颌骨放置于墓葬和祭祀坑中，表明人们可能

存在使用形态较大或年龄较大个体的行为。性别方

面，人们似乎并没有特别的偏好，并未因雄性的发育

犬齿而更多地埋葬雄性，不同年龄段的性别比例基

本符合维持种群繁衍的需求。墓葬和祭祀坑中野猪

和家猪同时存在，但以家猪为主，野猪非常少。多数

猪下颌骨可以观察到切割痕迹，且风化严重，表明相

当比例的骨骼在进入墓葬和祭祀坑前在空气中暴露

过相当长的时间。

学者对八里岗墓葬M13中出土人骨进行了年代

学和DNA研究，结果表明这些个体死亡的时间相差

达二百年以上。通过对人口规模的计算，提出这些

人骨不可能代表二百年间村落中死亡的全部人口，

而二次葬很可能是村落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举行的一

个葬仪，目的是为了增强族群凝聚力。而墓葬中猪

下颌骨所代表个体的死亡年龄间隔则在四百年左

右。这些猪下颌骨很可能是人们日常消费肉食资

源后收集起来，日后作为道具用于定期举行的葬礼

活动。人们正是借助于猪下颌骨和陶器等媒介来完

成这样的仪式，达到维持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凝聚

族群力量的目的。

这种收集动物骨骼的行为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

中都存在，如云南纳西族、海南黎族都有把平时吃剩

的猪下颌骨悬挂于室内墙上的习俗，这些猪骨作为

财富的标志，也是家族安危的象征。黎族另外一项

习俗是亲友参加葬礼时带猪、羊、酒前去吊祭死者，

并在祭坛上摆放猪或者牛的下颌骨，下葬时随葬这

些骨骼。西藏珞巴人则有在狩猎后将野兽头骨悬

挂于木楼屋檐和墙壁上的习俗，以展示猎人的战

绩。据笔者调查，云南基诺族有将水牛头悬挂在村

落道路两旁树上的习惯，意义可能与珞巴人类似。

这些民族学材料表明，动物骨骼在进入墓葬前，

或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某种意义，或参与下

葬前的礼仪过程。我们推测，八里岗墓葬和祭祀坑

中出土的猪下颌骨在进入墓葬和祭祀坑前可能经历

了类似的情形。猪被人们食用以后，其下颌骨可能

作为财富的象征被人们收集起来，在定期举行的葬

礼中被放置到墓葬和祭祀坑中，成为礼仪活动的媒

介。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各个地区的家猪饲养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规模，家猪在人们的肉食资源占据绝对

主导性地位，这种主导型地位势必影响到仪式性活

动，而集中埋葬猪下颌骨的现象正是其仪式性活动

和象征意义的反映。

罗运兵在系统梳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仪式性使

用猪骨的现象后，提出大部分特殊埋葬的猪骨遗存

可能都具有祭品性质，是献给死者或神祇的肉食。

八里岗遗址集中埋葬的猪下颌骨均出自二次葬墓葬

中，这些墓葬均随葬有明器性质的陶器，因而猪下颌

骨很可能和这些陶器具有同样的作用，即作为祭品

献给死者。八里岗遗址二次葬墓葬中埋葬人骨数量

众多，其中M13统计有一百二十六个个体，猪下颌

骨代表的个体则多达一百四十个，数量之多也支持

其作为祭品的性质，随葬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象征

性地为死者提供肉食资源。而这一现象正好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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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猪饲养达到空前规模的仰韶文化中期，这恰恰反 映了家猪在生业和仪式性活动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附表一 动物种属可鉴定标本数及相对比例(NISP和NISP％)

种属

野生水牛(Bubalus sp.)
水鹿(Rusa unicolor)

梅花鹿(Cervus nippon)
中型鹿类

猪(Sus sp.)
羊亚科(Caprines)

狍子(capreolus capreolus)
獐(Hydropotes inermis)

麝(Moschus sp.)
小型鹿类

黑熊(Ursus thibatanus)
狗(Canis familiaris)
狐狸(Vulpes vulpes)

貉(Nyctereutes procyonoides)
犬科(Canidae)

貂(Martes flavigula)
狗獾(Meles meles)
水獭(Lutra lutra)
猫科(Felidae)

草兔(Lepus capensis)
人(Homo sapiens)

合计

前仰韶时期(八里岗一期)
NISP
1
0
9
1
30
0
0
15
0
9
0
0
0
0
1
0
0
0
0
0
0
66

％

1.50％
0.00％
13.60％
1.50％
45.50％
0.00％
0.00％
22.70％
0.00％
13.60％
0.00％
0.00％
0.00％
0.00％
1.5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仰韶早期(八里岗二期)
NISP
13
2

100
55
277
6
4

248
4
34
1
0
2
21
13
1
2
0
1
2
5

791

％

1.60％
0.30％
12.60％
7.00％
35.00％
0.80％
0.50％
31.40％
0.50％
4.30％
0.10％
0.00％
0.30％
2.70％
1.60％
0.10％
0.30％
0.00％
0.10％
0.30％
0.60％

仰韶中期(八里岗三期)
NISP
0
0
54
70
342
1
12
54
2
23
1
1
1
0
5
0
0
1
0
4
0

571

％

0.00％
0.00％
9.50％
12.30％
59.90％
0.20％
2.10％
9.50％
0.40％
4.00％
0.20％
0.20％
0.20％
0.00％
0.90％
0.00％
0.00％
0.20％
0.00％
0.70％
0.00％

附表二 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生活环境

种属

水牛

水鹿

梅花鹿

狍子

獐

麝

黑熊

狐狸

貂

貉

狗獾

水獭

草兔

森林

-

-
-

-
-

-
-
-

林缘

-
-

-

-
-

树林

-
-

灌木

-
-
-
-

草地

-

-
-
-

沼泽

-
-

-

-
-
-
-
-

农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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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八里岗遗址墓葬和祭祀坑中出土猪下颌骨测量值的变异系数

单位

M12

M13

JK1

JK2

JK3

JK4

JK10

总

骨骼部位

下颌M3长
下颌M3宽
下颌M2宽
下颌M1宽
下颌M3长
下颌M3宽
下颌M2宽
下颌M1宽
下颌M3长
下颌M3宽
下颌M2宽
下颌M1宽
下颌M3长
下颌M3宽
下颌M2宽
下颌M1宽
下颌M3长
下颌M3宽
下颌M2宽
下颌M1宽
下颌M3长
下颌M3宽
下颌M2宽
下颌M1宽
下颌M3长
下颌M3宽
下颌M2宽
下颌M1宽
下颌M3长
下颌M3宽
下颌M2宽
下颌M1宽

数量

13
13
54
90
25
25
79
111
20
20
26
36
15
14
36
40
13
12
25
33
20
12
26
26
37
37
83
95
143
133
329
431

平均值

35.3
16.0
14.3
11.5
36.1
16.4
14.3
11.6
36.9
16.8
14.9
11.8
35.5
16.4
14.5
11.5
36.8
16.1
14.3
11.4
37.8
16.8
14.9
11.8
35.5
16.3
14.3
11.6
36.2
16.4
14.4
11.6

标准偏差

2.9
1.1
0.7
1.2
2.7
0.7
0.7
0.5
3.6
0.9
0.5
0.5
2.7
1.0
0.7
0.5
2.7
1.3
0.9
0.6
3.5
0.8
0.7
0.6
2.8
0.8
0.9
0.5
3.1
0.9
0.8
0.7

变化系数

8.3％
6.9％
4.8％
10.6％
7.6％
4.4％
4.6％
4.7％
9.6％
5.3％
3.4％
3.9％
7.7％
5.8％
4.8％
4.3％
7.2％
7.7％
6.3％
5.3％
9.1％
4.5％
4.7％
5.1％
7.9％
5.0％
6.1％
4.6％
8.5％
5.6％
5.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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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八里岗遗址出土猪下颌骨各个风化等级数量与比例统计

M12
M13
JK1
JK2
JK3
JK4
JK10
合计

基本未风化

数量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轻微风化

数量

20
49
16
27
8
13
36
169

％

19.8％
35.0％
28.6％
55.1％
16.7％
20.3％
22.1％
27.1％

一般风化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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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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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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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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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43
40
18
10
15
27
51
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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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20.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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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32.7％

合计(个)

101
140
56
49
48
64
165
623

··2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考 古 学2021.4
ARCHAEOLOGY

文明：《八里岗仰韶文化二人多次合葬墓M13葬仪研究》，《考

古》2018年第2期。

杨升南、马季凡：《商代经济与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0年；彭邦炯：《商史探微》，228页，重庆出版社，1988
年；闻一多：《释豖》，《闻一多全集》第二卷，540页，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Albarella, U., S. Payne, Neolithic pigs from Durrington
Walls, Wiltshire, England: a biometrical database, Journal of Ar⁃
chaeological Science 2005, 32(4).

Wang, H., L. Martin, W. Wang., and S. Hu., Morphomet⁃
ric analysis of Sus remains from Neolithic sites in the Wei River
valley, China, with implications for domest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015, 25(6).

张弛、何嘉宁、吴晓红、崔银秋、王华、张江凯、樊力、严

文明：《八里岗仰韶文化二人多次合葬墓M13葬仪研究》，《考

古》2018年第2期。

邓振华、高玉：《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

析》，《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张弛、何嘉宁、吴晓红、崔银秋、王华、张江凯、樊力、严

文明：《八里岗仰韶文化二人多次合葬墓M13葬仪研究》，《考

古》2018年第2期。

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兼谈对仰韶文化葬

俗的看法》，《考古》1964年第4期。

志远：《海南岛黎族人民的葬俗》，《考古》1958年第

7期。

陈立明：《西藏民俗文化论》，《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科

学出版社，2012年。

张弛、何嘉宁、吴晓红、崔银秋、王华、张江凯、樊力、严

文明：《八里岗仰韶文化二人多次合葬墓M13葬仪研究》，《考

古》2018年第2期。

Study on the Animal Remains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at the Baligang Site in Dengzhou, Henan
Wang Hua Zhang Chi

Abstract：The 11 excavations at the Baligang site in D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have unearthed abundant
animal skeletal remains, especially the large number of pig mandibles concentrated in the burials and sacrificial pits,
which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domestic pig breeding and sacrificial animals of the Yang⁃
shao period. Studies show that domestic pig rear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nimal production in Baligang, while
people also hunt wild animals such as river deer and sika deer to supplement their meat resources. The abundant wild⁃
life species unearthed at the Baligang site indicate that the site was surrounded by extensive waters, wetlands, and
woods. The concentration of burials and sacrificial pit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ig mandibles shows the important role
of pigs in burial rituals. Zooarchaeolog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 was a tendency to select mandibles of adult
and old pigs in burials and sacrificial pits, with no preference in terms of gender. The small number of individuals
with mal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group presumably suggests that castration of animals might have existed at that time.
Cut marks were found on pig mandibles, and most of them were heavily weathered, suggesting that these bones were
mostly collected after the daily consumption of meat resources by the people and used for regular funeral ceremonies.
Combined with ethnographic materials,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se pig mandibles may have had certain symbolic mean⁃
ing in people’s daily life or funerals before they were buried in tombs and sacrificial pits as“ceremonial objects”of
joint secondary burials, which were important in uniting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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