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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或都城遗址 ，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商人
｜

Ｉ

Ｊ胃主流文化对家养黄牛资源的认同和利用 。

商人与家养黄牛存在着密切联 系
［

１
１

。 以＿＿ｎ
、

〇
往主要通过 甲骨文和历史文献对家养黄牛的

—

、

作用 、 特别是在祭祀中的作用进行研究
［

２
１

。鄣邓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县 ， 动物遗存

近年来 ， 随着动物考古学研究在先商和商代均出 自先商文化地层
１

４
１

。

考古遗址的开展和持续推进 １

３
］

，
从实证角度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 ， 确

为系统探讨家养黄牛在商人社会中的作用提认出土有黄牛遗存 ，
此外 ，

还包括瓣鳃纲 、

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
进而有助于补充 、 印证鱼纲

、 鸟纲和其他哺乳纲 （ 狗 、 猪 、 绵羊 、

和修正 已有认识 。 本文将主要通过动物考古山羊 、 鹿和草兔 ） 动物 。 从哺乳动物的可鉴

学的研究方法 ，
从动物遗存本身以及与之相定标本数看 ， 黄牛约 占 １ ６ ．９％

；

从哺乳动物

关的考古遗存出发 ，
以商人对家养黄牛资源的最小个体数看 ， 黄牛约 占９ ．０９％ ［

＼ 炭化植

的利用作为切人点 ，
对家养黄牛在商人社会物遗存的研究结果表明 ： 当时 已开始进行 以

中的作用和价值进行探讨。粟为主 ， 包括黍 、 小麦和大豆等在 内 的多元

先商和商代考古遗址 出土有黄牛及相作物种植制度 ，
旱作农业的副产品 （ 茎

、
秆

关考古遗存 ，
在此笔者按分期择取先商文化和叶 ） 以及杂草等用以喂饲黄牛＇

的鄣邓遗址 、 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与黄牛相关的 考古遗物包括骨器和 卜

城
、 商代 中期的小双桥遗址和洹北商城以及骨 。 骨器共５ ７件 ，

有 匕 １ ５件 、 锥 １ ９件 、 镞 ４

商代晚期 的殷墟遗址。 这些遗址多是大型遗件 、 刀 ２件 、 铲 ２件 、 骨节 １件 、 笄 ２件 、 针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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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７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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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凿５件 、
骨片 １件 ， 另有骨料和未定名 骨遗存 。 骨器出土数量较多 ，

二里冈文化各期

器 ５件 ；
根据骨器 的尺寸数据以及可辨识动均以笄数量最多 ， 镞和 匕等也有大量发现 ，

物种属的 特征 ， 骨 料来源主要为黄牛 的肢骨料来源以黄牛和猪骨最多 ， 羊骨次之 ， 多

骨和肋骨 ，
还包括羊和猪的骨骼 。 卜骨共 ５用肢骨 、 肋骨 、 肩胛骨等部位 。 紫荆 山北 出

件 ， 取料于黄牛 （ ３件 ） 和猪 （ １件 ） 的肩胛土骨料坑 ， 内有 １ ０００多件骨器的成品 、 半成

骨 ， 另有 １件太过破碎 ， 未能鉴定种属＇品 、 骨料和废料 ， 还有砺石 、 青铜小刀等 ，

一说明附近应有
一处骨器作坊 。 祭祀遗存可分

—
＞

为 卜骨和牛牲两类 。 二里冈下层一期 卜骨以

（

一

） 偃师商城羊的肩胛骨数量为多 ， 并有
一些猪和黄牛的

为商代早期都城遗址 ， 年代 为公元前肩胛骨 ；

二里冈下层二期 以黄牛 卜骨数量最

１ ６００￣前 １ ３６０年［

８
］

。多
， 羊和猪次之 ；

二里冈上层一期 卜骨多用

通过 对宫城外 出土动物遗存进行定性黄牛 、 猪 、 羊和鹿的肩胛骨 。 宫城 、 铸铜作

定量研究 ， 确认出土有黄牛遗存 ，
此外 ，

还坊等地点 的祭祀坑中发现有单独埋黄牛或黄

包括软体动物 、
爬行纲 、 鸟纲和其他哺乳纲牛与其他动物

一

起用作牺牲的现象
｜

１ ２
］

。

（ 兔 、 狗 、 貉 、 熊 、 猪獾 、 小型食肉动物 、

＾＾
．Ｋ

猪 、 绵羊 、 山羊 、 梅花鹿 、 大型鹿科动物和
二

、 頂］ 代 甲 期

小型鹿科动物 ） 动物 。 偃师商城第二期 （ 约（

一

） 小双桥遗址

公元前 １ ５ ０ ０
￣前 １ ４０ ０年 ） 为其繁 荣鼎 盛时为商代中期 的

一处宗教政治中心 ， 可能

期 ， 从哺乳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看 ， 黄牛约为仲丁之隞都
［

１
３

１

。

占 １ ７ ． ５％
； 从哺乳动物的最小个体数看 ， 黄出土动物遗存未进行动物考古学定性定

牛约 占 量研究 。 就发掘报告所提及的动物种类看 ，

与黄 牛相关 的考古遗存包括 骨器和祭应包括软体动物 、 龟 、 狗 、 猪 、 黄牛 、 羊和

祀遗存 。 骨器出土数量较多 ， 据统计有铲 ９鹿等 ，
以黄牛遗存的数量较多

［

１４
］

。

件 、 凿 １件 、 锥 １ ８件 、 镞３ ６件 、
匕 １ ８件 、 针与黄牛相关的考古遗存主要为祭祀遗

１件 、 饰品 ２件 、 笄 １ ００余件 ；
黄牛骨骼是主存 。 卜骨共２ １件 ，

主要出土于祭祀类遗迹和

要的骨料来源 ， 切割或加工痕迹常见于桡骨夯土建筑周 围 ，
多用黄牛的肩胛骨制成 ， 也

两端 、
胫骨远端 、 股骨骨干 、 掌骨近端 、 跖有用羊 、 鹿等动物肩胛骨的现象。 用黄牛做

骨远端 ，
另 有用下颌骨制作铲的现象 。 祭祀牺牲 的考古遗存多见于 Ｗ 区祭祀场 ： 牛头

遗存可分为 卜骨和牛牲两类。 卜骨据不完全（ 角 ） 祭祀类遗存发现数量最多 ，
可见除人

统计共 １ ７件 ，
主要来 自 黄牛 、 羊和猪的肩胛牲之外 ，

用牛牲的总量和单位遗迹 内的数量

骨 ， 以黄牛较为常见 。 宫城和宫城北部主祭也很大 ， 大体可分为牛头坑 、 牛角坑 、
牛角

祀区等均有以黄牛为牺牲的现象 ， 或单独埋器物坑三类 ，
另有黄牛与其他动物

一

起用作

葬整只牛 ，
或单独埋葬牛头等特定部位 ， 但牺牲的综合祭祀坑

｜

１ ５ １

。

整体而言 ， 祭祀用牲以猪为主
？

。（ 二 ） 洹北商城

（ 二 ） 郑州商城为商代中期
一处都城遗址 ， 年代整体上

为迄今发现商代早期规模最大的都城遗早于殷墟大司空村一期 ， 上限接近二里冈文化

址 ｜

ｎ
ｌ

。 出土大量动物遗存 ， 但未见相关动物白家庄阶段 ， 可能为盘庚迁殷的最初地点
［

１ ６
］

。

鉴定报告 。通过对花园庄 出土动物遗存进行定性

与黄牛相关的考古遗存包括骨器和祭祀定量研究 ， 确认出土有黄牛遗存 ，
还包括软

．

１０６ （总 １ 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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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动物 、 鱼纲 、 鸟纲和其他哺乳纲 （ 田 鼠 、牛肩胛骨制成 ，
另有羊和鹿等 。 黄牛是最常

狗 、 犀 、 猪 、 绵羊 、 麋鹿和水牛 ） 动物 。 从用的祭牲 ， 广泛用于宫殿宗庙建筑基址 、 王

哺乳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看 ， 牛 （ 主要为黄陵和手工业作坊等祭祀场合 ，
墓地祭祀中较

牛
， 含少量水牛 ） 约 占 ３５ ．７８％

；
从哺乳动物少用牛牲 ［

２３
］

。

最小个体数看 ， 牛约占 １７
．
２％ １

１ ７
１

。

与黄牛相关的考古遗存主要为祭祀遗ｆ

存 。 外郭南墙与东墙外道路的路面填土中发从先商到商代 ， 家养黄牛资源一旦为商

现多处黄牛头祭祀坑 ， 推测可能是修筑道路人所接受 ， 便在肉食 、 祭祀 、 畜力和骨料等

时举行的祭祀活动遗存
［
１ ８

］

。 二号基址附近水多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并逐步发展成

井 （ Ｊ １
） 第２层出土黄牛等动物遗存应与祭祀为最重要的肉食来源和祭祀用牲 ， 以及最主

有关 ， 黄牛数量最多 ， 最小个体数为 １ １
， 均要的骨料 、 卜 骨和畜力来源 。 下文从 肉食 、

为头骨的额骨 、 鼻骨和顶骨等部位 ，
牛头均祭祀 、 畜力和骨料等四个方面对家养黄牛的

不存角 ， 应为当时人有意去除
［

１ ９
１

。作用做历时性研究 。

＾） 肉食

就先商和商代考古遗址 出土动物遗存

殷墟遗址为商代晚期都城 ， 时代约从 而言 ，
主要包括哺乳类 、 鸟类 、 鱼类 、 舰行

武丁延续至帝 乙 、 帝辛 ， 年代大致为公元前 类和软体动物等 ， 其中以哺乳动物出土数量

１ ２５０￣前 １０４６年 最多 。 哺乳动物以家养动物为主 ，
包括猪 、

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 ，狗 、 黄牛 、 绵羊和山羊等 ，
它们成为商人的

确认出 土有黄牛遗存 ，
此外 ，

还包括软体主要肉食来源 。 此外 ，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 ：

动物 、 鱼纲 、 爬行纲 、 鸟纲和其他哺乳纲
一

是家马在殷墟文化时期开始出现于中原地

（ 猴 、 黑 鼠 、 田 鼠 、 竹鼠 、 兔 、 狗 、 狐 、区
，
它应为特权阶层使用的动物 ， 但偶尔也

狸 、 熊 、 獾 、 猫 、 虎 、 豹 、 印度象 、 貘 、会为人所食用
１
２ ４

１

；
二是家鸡可能在殷墟文化

马 、 犀牛 、 猪 、
殷羊 、

山羊 、 獐 、 梅花鹿 、时期出现
［

２５
］

， 也可视为肉食来源之
一

。

麋鹿 、 扭角羚 、 水牛和鲸 ） 动物
［

２ １

］

。 孝民屯黄牛作为 肉食资源 ，
这是商代大型或都

居址 出土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统计结果城遗址 中较为普遍的现象 。 骨骼破碎程度较

表明 ， 黄牛在殷墟文化第
一

期 占 １ ７ ．６％ 、 第高 、 多 出 自 灰坑等考古现象 ， 以及死亡年龄

二期 占 ３ １ ． ７％
、 第三期 占 ４０ ． ８％

、 第 四期 占结构以年轻个体为主等信息 ， 均表明商人对

３ ２ ． １ ％
； 就最小个体数统计结果看 ， 黄牛在黄牛的食用 。 除了肉食之外 ， 是否会利用其

第
一

期 占 ９ ． １％
、 第二期 占 １ ８ ．９％ 、 第三期 占奶

、 脂肪等作为食物？ 通过对黄牛年龄和性别

２５ ．５％ 、 第四期占２０ ． ８％
［
２２

］

。结构 、 食器残留物进行分析将会帮助我们解决

与黄牛相关的考古遗存包括骨器和祭这个问题。

祀遗存 。 骨器生产已 经是高度专业化的行在商人社会中 ， 猪和黄牛在家养动物中

业 ， 制骨作坊主要有两处 ，
即大司空村和北占主导地位 ，

猪在肉食资源中的优势地位逐

辛庄 ，
骨器来源主要是黄牛 ， 其他还有猪 、渐为黄牛所取代 。 以黄牛在哺乳动物种群可

羊 、 狗和鹿等 。 祭祀遗存可分为 卜骨和牛牲鉴定标本数中所占 比例为例 ： 先商文化时期

两类 。 商代晚期为占 卜最为兴盛的时期 ，
殷约为 １６ ． ９％（ 鄣邓遗址 ） 、 商代早期为 １７ ．５％

墟遗址中出 土了大量由动物肩胛骨和龟 甲制（ 偃师商城 ） 、 商代中期为３５ ．７ ８％（洹北商

作的 卜骨 ，
有些还刻有文字 ， 卜骨主要 以黄城 ）

、 商代晚期时最高 比例可达４０． ８％（ 殷

．

１ ０７（总 １ ３０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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墟遗址 ） 。 此外 ， 另
一组数据可 以更为直观由 猪优位 向牛优位 的转化 。 就 卜 骨而言 ，

地向我们展示家养黄牛取代家猪优势地位所虽然二里 冈下层一期 以羊 卜骨数量较多 ，

发生的时间 ：
殷墟遗址 自殷墟文化第

一

期至但是 ，
整体而论 ， 黄牛 的肩 胛骨在商人社

第 四期 ， 黄牛和猪的最小个体数比值分别为会中是主要 的 卜骨原料来源 。

１：４ ． ４９
、

１：２
、

１ ：２ ． ３６和 １ ：１ ．８ １
１

２６
】

， 考虑３ ． 鼎盛期为商代晚期 。

到黄牛和猪的个体纯肉量 比例约为 ３：１

［
２７

］

，商代晚期祭祀用黄牛 的特点可以 归纳

若黄牛和猪 的最小个体数 比值大于 三分之为
： 祭祀场所和形式多样 ， 使用牛牲数量

一

， 则黄牛群体的肉 食贡献量将超过猪 因庞大 ，
牛牲来源广泛 （ 圈养 、 纳贡 、 狩猎

此
，

自殷墟文化第二期开始 ，
黄牛 的整体等 ） ， 对牛牲特别饲养 ， 对牛牲的个体特征

肉量贡献值已超过猪 ， 成为最主要的肉食来（ 年龄 、 性别 、 毛色等 ） 有特殊要求 ， 占 卜

源 。 同时 ， 家养黄牛数量持续增长也反映出盛行 １

３ ２
１

， 甲 骨占 卜程序作为国家权力被官僚

黄牛饲养业在商代的稳步发展 。制度化和精细化
［
３ ３

］

。 无论规模还是数量 ， 黄

（二 ） 祭祀牛都成为最重要 （地位 ） 和主要 （数量和规

关于商代祭祀用牲的 变化 ，
冈村秀典模 ） 的祭牲 。 从某种意义而言 ， 祭祀的盛行

认为二里冈文化时期是重要的转化时期 ， 祭刺激了畜牧业 的发展 ， 特别是养牛业 ［

３４
１

。

祀用牲从猪优位向牛优位转化 ，
最终完全转（ 三 ） 畜力

化为用牛的肩胛骨作 卜骨 １

２ ８
］

。 袁靖和傅罗文黄牛在商代可能被用于交通运输和农耕

从动物考古学角度对商代祭祀用牲的变化 、生产 ， 下文就此两个方面分别予以讨论 。

组合和 目 的进行了很好的归纳和总结
［
２ ９

１

。 与１ ． 黄牛在交通运输中的使用 。 商人是善

祭祀相关的黄牛遗存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两方于迁徙 的部族 ， 依据考古资料 ， 大体可以

面 ：

一是 卜骨 ，
二是牛牲 。 我们把家养黄牛勾勒商人的活动范围 ： 冀南 、 豫北地区一豫

在祭祀中的应用分为萌芽期 、 发展期和鼎盛东 、 鲁西南地区一郑洛地区一豫北地区 ［

３ ５
］

。

期进行归纳如下 。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 ， 有学者提出 中 国牛车

１ ． 萌芽期为先商文化 。和马车的
“

本土起源
”

， 认为商族应是我国

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 目 前所知年代最早掌握牛车和马车驾驭技术的部族
［

３６
１

。 偃

最早的黄牛 卜骨标本 ， 表明黄牛在祭祀中的应师商城 、
小双桥遗址 、

洹北商城和殷墟遗址

用最早可追溯至距今约５６００年前
？

。 黄牛开始所发现车辙的轨距多在 １ ．６米以下 ，
多有学者

大规模 （ 甘肃 、 陕西 、 河南 、 山西等多地考认为此类车辙可能是黄牛拉车碾乳所形成的痕

古遗址 出现 ）
、 多方面 （ 牛牲 、

卜骨等 ） 地迹 ｜

３７
１

， 笔者对此表示认同 。 根据商代考古遗

被应用于祭祀则是新石器 时代末期 ， 分布址出土动物遗存 ， 可用作畜力的主要为家马

地域主要集 中于西北 和 中原地 区
［
３ １

］

。 鄣邓和家养黄牛 ， 然而家马和马车在中原地区出

遗址出土牛 卜骨 ， 表明商人在先商文化已经现较晚 （ 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 ） 因此 ，

开始将黄牛用以祭祀 。自先商文化开始 ，
在不断迁徙 、

建立城址 、

２ ． 发展期为商代早期至中期 。运送各种物资中 ， 黄牛可能作为最为重要和

商代早期用黄牛作祭牲的 现象更 为普主要的畜力 ，
从而为商族 的兴起和发展提

遍 ， 黄牛在祭祀中的重要性有所提升 ， 但整供动力支持 。

体上仍以猪 、 狗等作为主要 的牺牲 。 商代中２ ． 黄牛在农耕生产中的使用。 黄牛
一经

期 （ 特别是小双桥遗址 ） 开始大规模用黄驯化 ，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很有可能即 已用于

牛祭祀 ， 且多用牛头 ， 从而完成祭祀用牲农耕生产
［

３ ９
１

。 黄牛可以为农作物种植提供畜

■

 １０ ８（
总 １ ３０ 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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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从耕作和运输方面为农作物产量的提高、

￡

和规模的扩大提供动力 。 我们 已在殷墟遗址

发现黄牛掌骨远端和第二节趾骨等骨務部位综上 ， 家养黄牛作为
一

种资源 ， 商人对

上有 因劳役而造成 的病变现象
＿

，
但这方面其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发和利用

，
依据动物考

的证据还很少 ， 今后需要予以更多地关注 ，古学的研究 ， 商人对家养黄牛的利用主要表

不仅要关注黄牛骨骼上可能 出现的与畜力开现在肉食 、 祭祀 、 畜力和骨料等四个方面 ，

发有关的证据 （ 年龄结构 、
骨骼病变等 ）

，当然 ，
商人对这种资源的应用并不仅限于

同 时也需要对考古背景信息 （农 田遗迹 、 农此 。 中 国古代长期以来以农立 国
，
以家养黄

具等 ） 进行分析 。 畜力开发对生产力发展有牛为代表的大牲畜对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发展

着巨大的助推作用 ，
我们在今后工作中需要有巨大助推作用 ， 由此追溯 ， 在中华文明形

寻找更多的线索和证据 。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 ， 家养黄牛在中国境内

（ 四 ） 骨料的 出现 、 传播和应用可能会有更为深刻的社

在家养黄牛出现之前 ， 鹿科动物是最主会背景 ， 并且可能会在农业和社会关系上引

要 的骨料来源 。 家养黄牛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发革命性变化 ， 因此 ， 我们需要将其作为重

局面
， 黄牛肢骨 （ 主要是掌骨和跖骨 ， 还包要的研究课题继续深人开展工作 。

括胫骨 、 桡骨 、 股骨和肱骨等部位 ） 和下颌最后特别强调的 是 ，
对商人或商代社

骨逐渐成为最主要的骨料来源 。 黄牛骨骼以会的研究 ， 需要借助于多学科的合作 。 本文

其骨壁厚 、 骨节长 、 比较容易获得等优势而仅是从动物遗存本身出发 ，
通过动物考古学

成为骨器制作的主要原材料 ［
４ １

］

。 随着黄牛驯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 尝试对商代社会进行研

化的完成和饲养的发展 ， 从原料来源方面保究 。 对家养黄牛本身及其所能反映的商代社

证了稳定的 、 优质的 、 充裕的骨料来源 ， 从会的研究还需要进
一

步推进 ，
对某些研究领

而促进骨器制造业的发展 。 这种骨料由野生域 （ 例如畜力开发 、 骨器制作等 ） 也要有更

鹿科动物向家养黄牛 的转化在先商和商代考多关注 。

古遗址中有明确体现 ，
这得益于商人社会家附记

： 本项研究得到 国 家科技支撑计 划

畜饲养和骨器制造的共同进步和相互促进 。课题
“

中华文明 形成过程 中的 资源 、 技术和

以下分三个时间段进行探讨 。生业研究
”

（ 课题编号 ：
２ ０ １ ３ＢＡＫ ０８Ｂ０３ ）

先商文化 ： 骨器选料由完全侧野生动物资助 。

开始向依靠家养动物的转变 ， 黄牛成为重要的

骨料来源 ；
骨器以生产用赚为常见。

５

商代早期至 中期 ： 骨料坑多有发现
，［

１］
张长寿 、 张光直 ： 《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

可能已 出现制骨作坊 （例如郑州商城 ） ，
黄查发掘初步报告》 ， 《考古》 Ｉ＂７年第４期 。

牛成为主要的骨料来源
；
另
一项转化体现［

２
］ａ ？ 袁靖 、 傅罗文 ： 《动物考古学所见商代祭祀

在骨器当 中 以骨料代細生活腦大量
社

，
２００９年。

ｂ ． 胡洪琼 ： 《殷墟时期牛的相关问题探讨》 ，

〈〈华夏考古》 ２〇 １２年第３期 。

了充足的优质原 ：料 ， 成为制造骨器的首选 ，

［
３ ］ａ

＿ 侯彦峰 、李素婷等 ： 《安阳郭邓遗址动物麵

加之制骨作坊的涌现和金属工具的应用等因的获取与利用》 ， 《中原文物》 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

素 ，
骨器制造呈现出规模化 、 专业化 、

规范ｂ ． 李志鹏 、 袁靖等 ： 《偃师商城遗址宫城外出

化和复杂化的特点
［
４ ２

］

。土动物遗存 》 ， 见 《偃师商城 》第
一

卷
，
科学出

．

１０９（
总 １３０９

）
■



考 名 ２０ １ ５年 第 １ １期

版社 ， ２０ １ ３年 。的鉴定与分析》 ， 《考古》
２０ １０年第 １期 。

［
４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安阳鄣邓》 ， 大象出［

２０
］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 《夏商周断代工程

版社 ，
２０ １ ２年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年阶段成果报告 （简本 ） 》
，
世界图

［
５ ］ 同 ［

３ ］ａ 。书出版公司 ，
２０００年 。

［
６

］ａ ． 刘焕 、丁新功 ： 《安阳鄣邓遗址先商文化浮［
２ １

］
ａ ． 秉志 ： 《河南安阳之龟壳 》 ， 见 《安阳发掘报

选炭化植物种子的鉴定及分析 》 ， 见 《安阳鄣告》第三册 ， 京华印书局代印 ，
１９３ １年 。

邓》 ，
大象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年。ｂ． 德日进 、 杨钟健 ： 《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
，

ｂ ． 侯亮亮 、 李素婷等 ： 《先商文化时期家畜饲见 《中国古生物志 （
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 ） 》 ，

养方式初探》 ， 《华夏考古》 ２０ １ ３年第２期 。 １９３６年 。

［
７

］
同

［
３

］
ａ

、
［
４

］
。ｃ ． 杨钟健 ： 《安 阳殷墟扭角羚之发见及其意

［
８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偃师商城 》 第义 》 ， 《中国考古学报 》第三册 ，
１９４８年 。

一卷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３年 。ｄ ． 伍献文 ： 《记殷墟出土之鱼骨》 ， 《中国考古

［
９

］ 同 ［
３

］
ｂ 。学报 》 第四册

，

１９４９年 。

［
１ ０

］ａ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ｅ ． 杨钟健 、 刘东生 ： 《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

队 ： 《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发补遗 》 ， 《 中国考古学报 》 第四册 ， １ ９４９年 。

掘简报 》 ， 《考古 》 １ ９８ ８年第２期 。ｆ． 黑住耐二 ： 《花园庄东地墓葬 出土 贝类分

ｂ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河南偃师商析 》 ，
见 《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 ， 科

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遗址 》 ， 《考古 》 ２００ ２年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７年 。

第７期 。［
２２

］ 李志鹏 ： 《殷墟出土Ｗ動物遺存体扣 見亡中

ｃ ． 同 ［ ３ ］
ｂ

、
［
８

］
。国古代《家畜化 》 ， 见 《水辺工３

卜
一

＞ （ 二杉 （于

［
１ １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 所 ： 《 中 国考古石魚 ｈ人稲作起源論？Ｗ新 方法 》 ，
丄 ＜６

学 ？夏商卷》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３年 。３出版 ，
２０ １４年 。

［
１ ２

］
ａ ．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第

一

队 ： 《郑州商［
２３

］ａ ． 李济 ： 《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

城遗址的发掘 》 ， 《考古学报 》
１ ９５７年第 １期 。估计》

，
见 《安阳发掘报告》第四册 ，

１ ９３ ３年 。

ｂ ． 胡永庆 ： 《试论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骨器》 ，ｂ ． 陈梦家 ： 《殷墟 卜辞综述 》 ， 科学出版社 ，

见《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 （ 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２ ） 》 ，１９５６年 。

中州古籍出版社 ，
１ ９ ９３年 。ｃ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殷墟发掘报

ｃ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郑州商城 ： １９５３
￣告 （ １ ９ ５８

￣

１ ９６ １年 ） 》
，
文物 出版社

，
１ ９８ ７年 。

１９ ８５考古发掘报告》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０ １年 。［
２ｆｌ 同 ［

２２
］
。

［
１３

］ 河南 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 ： 《 郑州 小双桥 ： ［２５ ］
ａ ． 侯连海 ： 《记安阳殷墟早期的鸟类 》 ， 《 考

１ ９９０
￣

２０ ００年考古发掘报告》 ， 科学出版社 ，
古 》 １９８９年第 １０期 。

２０ １２年。ｂ ． 邓惠 、 袁靖等 ： 《中 国古代家鸡的再讨论》 ，

［
１４

］
同

［
１ ３

］
。《考古》 ２０ １ ３年第６期 。

［
１ ５

］ 同 ［ １ ３］
。［２６

］
同 ［２２］

。

［
１ ６

］ａ． 杨锡章 、 徐广德等 ： 《盘庚迁殷地点蠡测 》 ，［２７ ］

—

头猪可提供的肉量约为 ５０千克 ，

一头黄牛可

《中原文物 》 ２０ ００年第１期 。提供的肉量约为 １５ ０千克 。 参见罗运兵 ： 《 中国

ｂ ． 何毓灵 、 岳洪彬 ： 《洹北商城十年之回顾》 ，古代猪类驯化 、 饲养与仪式性使用 》 ， 科学出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 ２０ １ １年第 １ ２期 。版社
， ２０ １ ２年 。

［
１７

］
袁靖

、
唐际根 ： 《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

２８
］
冈村秀典 ： 《商代的动物牺牲 》

，
见 《考古学集

出土动物骨骼研究报告》 ，
《考古 》 ２０００年第 １ １刊 》第 １５集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０４年 。

期 。［２９］ 同 ［
２

］ 
ａ 。

［
１８

］ 同 ［
１６

］
ｂ 。［

３ ０
］

ａ ． 谢端据 ： 《中 国原始 卜骨 》 ， 《文物天地 》

［
１ ９］ 吕鹏 ： 《洹北商城二号基址水井出土动物遗存 １９９３年第６期 。

．

１ １
０（总 １ ３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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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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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 ：究 》
，
《第四纪研究 》 第３０卷第２期 ，

２０ １ ０年 。

《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试掘简报 》 ，ｂ ． 郭静云 ： 《古代亚洲的驯马 、 乘马与游战族

《考古 》 １ ９９５年第４期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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